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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美女作家到超级女声，中国传媒操作的两波女性主义运动。美女作家们用身体写

作，以丰乳肥臀的出位，冲撞和颠覆传统的女性内在美标准；而撼动了央视垄断地位的超级女

声，不仅是2005年中国最重要的传媒事件，也是一场更为成熟的女性主义运动，在大江南北引

发了“女性形象大爆炸”，在内在美和外在美两个层面上颠覆男性审美霸权。 

    关键词  美女作家；超级女声；传媒；女性主义；颠覆；男性；审美霸权 

    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超级女声是中国最重要的传媒事件。它撼动了中国传媒实际上的老

大央视的垄断地位，气得后者先是大骂超女低俗，既而一再封杀。 

    超级女声也是一场女性主义运动，它在大江南北引发了“女性形象大爆炸”。本届超女的

最大特点就是，前三名两个“有男生气质”，其中第一名李宇春，声音和形象都酷似男生。在

上下五千年的中国男权社会，这次“大爆炸”的惊俗骇世，威力不亚于一颗原子弹。 

    美女作家们用身体的出位，冲撞传统的女性内在美标准。而2005年的超女，更像是一次新

女性主义的胜利。[1]女性们在继续颠覆传统的女性内在美标准的同时，第一次用她们的中性

审美观，粉碎了男人们统治数千年年的美女标准，对于男性审美霸权是一次成功的反动。 

    进入21世纪，从美女作家到超级女声，中国女性形象两次的”另类“展示，是传媒对男性

审美霸权的两次颠覆。 

美女作家：丰乳肥臀以身体出位颠覆男性审美霸权 

    美女作家满天飞，头功当属媒体狂炒。2000年，借助多种媒体的威力，卫慧用《上海宝

贝》，拉开了美女作家集体涌现的序幕。棉棉“含着”《糖》紧跟其后，被王朔评价评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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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身体来写作，而不是用头脑来写作”。九丹更是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以《乌鸦》名

噪一时，旋即亮出《女人床》，并宣称“要夸奖一个女人，莫过于说她是妓女”，轰动效应明

显。 

    至于竹影青瞳和流氓燕，则是在网上把自己的裸照张贴在作品旁，而一炮走红。2003年8

月，另一个女性网络写手木子美，在网上博客发表性爱日记《遗情书》，一举成名天下知。

《遗情书》裸露了木子美性多种多样的纵欲方式：酒吧酝酿一夜情，频频更换性伴侣，在朋友

面前和别人作爱，以及“并不拒绝”参加多男多女的集体性派对。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来，国内许多高校成立了妇女问题研究机构，女

性主义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自然而然地，女性主义思潮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和传媒业对

接，妇女书刊、女性网站和女性广播电视节目大量涌现。 

    美女作家群是在女性意识逐渐觉醒的背景下崛起的。这些女性作家张扬个性，自觉或不自

觉第运用女性主义理论进行创作，其文本的共同特征是：描写躯体，以身体写作的方式反抗男

性中心主义；大胆揭披露自己的隐私和私生活，以大篇幅的性爱描写来吸引读者的眼球。 

    以身体写作来说，一般认为这个提法来源于法国第三代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的《美杜

莎的笑声》，她强调女性写作与女性身体、女性欲望的关系，并将其推向了极端，似乎只有身

体写作才能给女性写作找到颠覆父权制（菲勒斯中心主义）的出路。 

    然而在当下中国，经过某些批评家和媒体的误导，却把西苏的这一观点极端化了，使人们

误以为身体写作就是简单的“下半身写作”，就是写性；一说起女性主义，似乎就离不开身体

写作、同居、一夜情、酒吧、个人隐私之类。其实，这是对女性主义的异化，将女性主义的身

体写作篡改得面目全非，而“忽视了身体写作的一个极端重要的方面，它的内核是对女性生命

体验的张扬”。[2] 

    自古以来，在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中，女人就该矜持、贤淑、内敛，否则便是“骚”，是品

行不好，为社会所不容。而今，“美女作家”能够被媒体炒热，她们的作品能够红极一时，说

明大众已能包容新女性的一种自我标榜和张扬，哪怕这种张扬有些出位。这是对男性主导下的

女性传统审美观的一种颠覆。她们向大众展示自己的丰乳肥臀，她们用身体的出位，用自己柔

弱的身体，冲撞传统的女性内在美标准。 

超级女声：中性路线对男性审美霸权从里到外颠覆 

    美女作家在“自我暴露”后，依然是“被看者”，仅仅冲撞了传统的女性内在美标准，没

有涉及外在美标准。她们依旧是从满足男性的感官需要和欲望出发，来界定女性的外在美。她

们的身体解放，和着娱乐圈的性感路线争春，客观上强调了女性展示着自己的身体，依然等待

着被“他”注视。 

    然而这一切在2005年有了改变。女性主义借助媒体，在全中国范围内，轰轰烈烈掀起了

“她”的波澜，“超级女声”不仅颠覆对女性内在的审美准则，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颠覆

对女性身体的审美准则。 

    2005年超级女声，由湖南卫视主办，但互联网、许多外地报纸，也在里面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不过决定女孩们命运的，还是被称为“第五媒体”的手机短信。 

    经历了长达半年的选拔之后，令人有些奇怪的是，最后评选出的冠军李宇春、亚军周笔

畅，都并不具有男性话语所定义的女性的“美丽身体”。就拿李宇春来说吧，打扮中性化，嗓

音低沉似男声，不仅没有女性的身材美和脸蛋美，而且没有“女人味”，没有女人的含蓄温

婉，她远远地偏离了传统的女性身体审美标准和内在审美标准。但是，她还是被粉丝用短信捧



成了超级歌星。 

    三大超女就有两人走中性路线。不管你喜不喜欢李宇春，你都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女生

不穿低胸性感紧身衣裙，也可以有型有样地征服观众。与前年清一色“温柔”、“美丽”的超

女相比，人们对于春春和笔笔的赞美，更多的是使用了“帅”、“酷”、“大气”等通常适合

于男性的褒义词。 

    很多男人看不惯“很男人”的李宇春，但这无法阻止她成为女性的公众偶像。她的粉丝绝

大多数是女性，她“非女性化”的少女形象，能够得到广大女性的认可，这不能不说是具有强

烈的象征意味的。 

    对于艺人而言，中性只是一种策略。但投赞成票者大多数是年轻女性，表明一种崭新的女

性主义正在呼之欲出，这是超性别主义的胜利。 

    对于女性主义而言，中性则代表着自由女权主义的一个流派。东西方社会在传统上，都认

为男人必须具备阳刚之气，女性必须具备阴柔之气。就心理和文化而言，当代许多自由女权主

义人士鼓吹兼备两性的某些特征的新个性。其中一类人鼓吹单一的“中性人”的出现，另一类

人鼓吹多元化的中性，“即随意发展多种形式的个性”，某些人可以成为纯粹的男性，某些人

可以成为纯粹的女性，而某些人可以成为复合型的新人--‘中性人’。”[3] 

    超级女声以短信票数决定冠军，李宇春以总票数近353万位居第一，周笔畅327万票位居第

二，而三人中唯一的“真女性”张靓颖，票数不足135万。不少人感叹，2005年超级女声里出

了一位人气超强的“帅哥”--李宇春。李宇春身上有她们最欣赏也是最缺乏的东西，那就是--

女生也能像男生一样自信、坚强、上进。这个投票结果，使男权观念又受到了沉重的冲击。 

    如果说李宇春颠覆了什么,也许是国人对女人行为举止的理解，不再是一味的阴柔了。说

超女让中国人审美能力倒退，那是男人的观点。李宇春是男人眼里的“丑女”，却是女人眼里

的美女,虽然少了长发和艳装,但她的美体现的是清爽。 

    李宇春成了一种符号，代表着中国女性第一次从女性角度来认识女性，抛弃了由男性定义

的传统女性美。  

    骂李宇春是变性人，诅咒超女的排名结果，是沉湎于男性审美霸权不肯自拔，是不尊重女

性的表现。 

    “2005级”中性超女的成功，不仅要颠覆校园美学的底线，也挑战着中国男权的主流趣

味。“女性不再由男性来评判，而由女性自身来评判；我们这个社会关于女性的美学标准，从

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彻底地脱离过男性话语--‘她’的标准就是‘她们’而不是‘他们’定。”

[4]

    

结论 

    

    从美女作家到超级女声，中国传媒发起的两波女性主义运动，都在颠覆男性审美霸权，一

波比一波力度大。越来越多的中国媒介具有了女性意识，珍视女性的需求，倾听女性的声音，

塑造自信、快乐、主动、独立的女性形象，力图创造没有“歧视”与“偏见”的文化。它们是

西方女性主义新闻思潮中国化的两个案例，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女人的美，女人说

了算。我们男人可以不喜欢李宇春们，也依然有权不把她看成是美女，但在这个多元化社会

里，我们必须尊重女性的审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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