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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艺术史才刚刚开始——从陶咏白女性绘画批评方法说起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文化是不断创造、不断演进、不断完善的，它既是个不断建构的

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意识问题，也就是人的思想、观念、认识

和追求如何在历史中呈现的问题。但在既有的历史中，文化建构往往凸现的是男性视角、男性

价值、男性意识和男性经验，女性的视角、价值、意识和经验则往往是被掩盖与被遮蔽的。社

会文化带着强烈的男性性别偏见或性别盲点，其意识形态压抑了女性生存经验的价值体现。艺

术史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权力中产生的历史。男性意识形态不仅呈现在图像主题中，而且呈现

于视觉结构中。艺术史中所出现的女性来自于男权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并有利于强化这类根

深蒂固的习惯。女性被规定为柔弱的和被动的，是男人用以确定自己的参照物。女性不是艺术

的创造者，而是男性权力的对象体现。男/女、理性/感性、阳刚／阴柔等对立范畴，已被潜移

默化地复制在艺术史中，并以男女性别差异来建构男性美学价值的基础。女性特质反映在视觉

图像里是装饰的、精致的、纤弱的、缠绵的、情感化的、手工艺的、工匠化的等等，女性艺术

常常只有精英艺术的负面特征或至多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补充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在艺术史中的女性通常不是作为创作主体被论及，我们可以通过艺术史中女性母题的变

迁，来说明迄今为止的文明史父权始终控制着观看的权力。从原始时代后期生殖崇拜的男性

化，到古典艺术性爱意识的理想化，再到现代艺术中女性特征的丑陋化，以及逶迤至后现代时

期色情再现的公开化，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女性不是作为艺术的生产者，而是一次又一次作

为男性欲望对象的载体由他者界定。女性形象的呈现始终处于对象性存在的位置，她们没有自

己的思想和意识，她们是权力规范下的审美对象和消费对象。而对于女性艺术家，人们则往往

忽略她们的艺术创作及特殊价值，更愿意带着好奇心来挖掘其私人生活，以供窥视之需。比如

潘玉良，人们注意得更多的不是她的艺术创作，而是与其身世有关的感情和身份问题。女性从

来没有作为历史主体出现，仅仅是作为客体，作为一种物——准确地说是尤物——存在于男性

社会之中。 

      对传统画史的研究，陶咏白和李是作了大量的工作。在她们合著的《失落的历史——中国

女性绘画史》一书中，陶咏白站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立场，考察了各个时期男权中心意识对女性

艺术创作的钳制，也对各个时期的女性绘画作出了自我自省。她指出：“这种悲剧，有女性自

身主观上的软弱性、依赖性，更有客观上的社会原因，千年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

礼教，使女性似乎天经地义地成了‘家庭的奴仆’，成了艺术的‘牺牲品’。”（注1） 

      陶咏白从中国史前艺术一直追述到解放前时期的美术。在前言中，她讨论了女性绘画一词

的由来，分析了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经历的三个不同阶段，对女性绘画作了一个明确定义：“出

自女画家之手，以女性的视角，展现女性精神情感，并采用女性独特的表现形式——女性话

语，凡此种种的绘画称为女性绘画。”（注2）由此，她力图确立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得出

女性主义批评史观与传统不同之处在于：“更注重人物的女性立场和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以及

在妇女运动进程中的历史意义。”（注3）她得出结论，中国绘画史是女性缺席的历史。 

      在分析古代女性绘画时，她认为古代女性绘画史是一部以沉寂为基调的历史，女性绘画只

是男性画坛的一个陪衬，大多数女画家的创作目的只是修身养性，作为高雅消遣以达到自娱自

乐自诫的目的。在现代篇中，她分析了中国女画家所处的不同社会背景，她们冲破封建的成规

陋习，走出闺阁，参与社会革命运动，进入了被男性独霸的画坛。和男性一样面临中西文化艺

术冲撞所带来的艺术观念和艺术手法的变革。“但大多数女画家并没有明确的主张，缺少理论

的思考和自觉超越传统，超越自我的艺术和魄力，依然以男性的审美标准为指向，这与她们长

期以来处于社会从属的第二性地位，缺乏独立思考的本质有关。”（注4） 

      20世纪中国女性艺术的发展是在“女性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但也必须看到，中国

女性的解放之路，主要是在外力推动下进行的。在启蒙运动中被唤醒的中国妇女，由于正处在

全民族面临重大危难的时期，难以将女性自身的利益放在首位。女性在历史关键的时刻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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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利益和命运，而是为民族的利益和前途而奔走、而呐喊。而男性倡导妇女解放，其本意

也不尽在女性自身的权益，而在于使之成为男界的劲援。到了毛泽东时代，中国女性艺术家的

历史境遇出现了与民国时期截然不同的情况。一方面，毛泽东时代使广大妇女在名义上“彻底

翻身解放”，使她们获得了宪法上的平等权利；另外方面，也对妇女提出了和男人一样担负社

会职责的要求，即“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在这里妇女是作

为一个整体概念被提出的，不是女性的个体解放或女性个体的解放。因此，这个赋予女人平等

权利的时代，也成了一个同化女性从而抹煞性别差异的时代。 

      陶咏白根据美术史形式风格的演变，用图像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女性绘画。这种

重写女性艺术史的努力，力图改变确立的艺术体制，也力图确立对抗的艺术体制。陶咏白等人

的工作一方面有效地扩充了艺术史的内容，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有了能去反省中心话语规定的

艺术史——把男人视为创作力、生产者，把女人视为创作对象、生产对象的艺术史。陶咏白的

本意在于承认女性作为艺术创作者的事实，承认过去被忽视的女性艺术家及其作品，承认女性

艺术的特征。但问题在于仅仅根据生物学上的性别区分提出与男性艺术截然对立的艺术史观，

把女性与艺术史的历史情境及其他因素割裂开来，女性艺术的价值能够真正体现出来吗?至多

只能为美术史上的女性创建一张孤立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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