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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间自己的房间》中的女权主义思想 

刘  卓，曹  亮  
（东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辽宁沈阳 110004） 

摘  要：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弗吉尼亚·伍尔夫鲜明而充分地表达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受到性别
歧视和传统束缚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现实。本文着重分析了伍尔夫阐述的女性获得独立和解放的途径：运用
手中的笔，通过女性的独特语言和表达方式，表现女性的价值观念和独特声音；并探讨了伍尔夫缔造两性
和谐世界的双性同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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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自己的房间》（以下简称《房间》）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基于她 1928 年为剑桥大学的女生所做

的“女性与小说”系列讲座创作而成，被誉为女性创作和女权主义作品的典范。作品从历史与现状分析中
提出女性在男权为尊的社会受歧视、受压迫的现实，分析了产生男尊女卑这一状况的诸多原因。在此基础
上，伍尔夫提出了女性摆脱受压迫地位、争取女性独立与解放的途径，展望了男女平等、和谐发展的美好
前景。本文着重分析了伍尔夫所提出的女性获得解放与独立的途径和她所倡导的双性同体理论。 

1. 通过发出独特的声音表现女性的存在 

伍尔夫从她在牛桥大学（作者将剑桥和牛津虚拟成一所大学 Oxbridge）受到阻挠这一现实入手，引入
对女性地位的思考，进而转入对历史中女性地位的回顾。女主人公在牛桥大学中有两次被驱逐的经历：一
次在草坪上，一次在图书馆门前，因为它们都不允许女性进入。通过这两个实例，深刻地说明了女性在高
等教育机构中的地位。伍尔夫转而又回顾了历史中女性的地位，总结出女性一直以来作为男性的附属品、
作为镜子的可悲境遇。“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是用来做镜子的，有着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力量把男人
的影子照成原来的两倍大”（Virginia Woolf，1994：41）1。这种社会现象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为男性占据主
人公地位，而女性只能充当陪衬和次要角色。不仅如此，文学批评家们对女性作家的作品也存在着偏见和
歧视，经常将之排斥于主流文学之外。这种男权思想在高层文化和教育领域对知识女性产生了巨大影响，
将她们隔绝在文化权威和主流之外，从而成为局外人。 

在长期以来男性霸权的压制下，女性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妇女的沉默使她们的历史和文化遗址如同一
块黑暗的大陆。在这种情况下，女性想从事文学创作非常困难，但是这种被消音的境遇和局外人的身份反
过来也使她们有了获得独特的视角和空间的可能，进而为创作自己的文学开辟了道路。伍尔夫呐喊：只要
妇女能拿起笔写作，她们将可能以一种不同于父权中心文化所规定的面貌进入历史，使一种差异的文化得
到高扬。因此，她向 20 世纪的妇女们呼吁道：“我愿意请你们写各式各种的书，不论题目是多小多大都不
要犹豫。⋯⋯在我请你们写作的时候，我是鼓励你们做对你们自己有利的事，对整个世界有利的事”（118）。 

为了阐释女性作家表达声音的独特方式，伍尔夫列举了 19 世纪的诸多作家，如简·奥斯汀、勃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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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乔治·艾略特、白朗宁夫人等等，比较了她们表达自我的异同。伍尔夫提出女性应当坚持用自己的
语言发出不同于男性的声音。她指出“女性的创造力与男性的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这
种能力被隐藏或是被浪费掉都将是无比遗憾的；如果女性追求像男性一样写作，或是像男性一样生活，或
是看起来与男性一样，那么将是极大的遗憾。因为如果与整个世界的纷繁复杂，变幻莫测比起来，两性都
是微不足道的，那么我们又怎能仅仅依靠其中的一种来生存呢？和共同点比起来，教育不是更应该用来去
鼓励和培育那些不同的特点么？”（95）因此，女性文学应该坚持表现差异，以女性作为纽带，大胆使用
女性语言，反映女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传统文学领域之外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早在《房间》出版之前，伍尔夫就在几部作品中对女性如何表达自己的声音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在 1915
年出版的作品《出航》中，伍尔夫通过对女主人公罗切尔的心理描写，表现了女性对于自己声音的探索与
追求，而且指出了表现女性存在、再现女性声音的多种途径。罗切尔通过音乐来展现自我，实现自身的解
放与独立。当她练习演奏的时候，她的脸上会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遥远的表情，而这种表情展现出的是
一种完全的融合和极大的满足”（Virginia Woolf，1996：58）。这样，音乐成了女性语言的一种存在与表现
形式。1919 年出版的小说《N》也是一部反映女性追求独立“声音”的作品。女主人公凯瑟琳渴望摆脱俗
世的纷繁复杂，将自己的热情倾注于数学之中。这样，数学就与《出航》中的音乐一样，共同作为女性展
现自我，证明自我存在的“声音”，作为女性摆脱传统社会、追求自由与独立的途径。1922 年，伍尔夫在
完成了《雅各布的房间》这部小说之后不久，明确地在日记中写出了自己在创作这部小说时的感受，声称
“找到了如何运用自己的声音来表达”（Suzanne Raitt，2001：29）。 

2. 通过特有的思维和创作方式彰显女性创作的意义 

伍尔夫鼓励女性用自己特有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进行创作，在《房间》中通过将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
朗特两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伍尔夫证明了用女性自己的表达方式进行创作的重要性。在她看来，自由和完
整的表达才是艺术的精髓。她称赞简·奥斯汀是杰出的艺术家，因为她是以女性而非男性的身份进行创作，
“她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完美的、自然的行文方式，并且从来没有放弃过它”（84）。 与此同时, 她认
为夏洛蒂·勃朗特刻意模仿男性作家的语言和写作风格。这样做使天生资质并不如夏洛蒂·勃朗特的奥斯
汀的作品得到了更加长久的流传与称颂。 

在《房间》中，伍尔夫还介绍了同时代的女作家玛丽·卡麦克的小说《生命的历险》，赞扬了其大胆
打破原有写作应遵循的结构和规则的尝试，并且对书中以女性为中心及研究对象的情节倍加推崇。 

玛丽·卡麦克的《生命的历险》一书集中体现了伍尔夫对女性创作的要求与希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
方面：第一，打破父权中心所规定的语言结构和文章框架等定式，摒弃一切困难进行独立的女性创作。伍
尔夫在初读这本小说的时候，认为句子破碎、结构零散，几乎考虑是否要继续读下去。但是她突然意识到
这是在对传统，或者说对人们所期待的行文规则进行挑战。“首先，她打破句子的结构，然后她又打乱叙
述的顺序。如果她这样做是出于创作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单纯的打乱而打乱，她完全有理由这么做”（88）；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部小说开创了以两位女性为中心人物进行叙述的先例。在以往的作品中，女性都
是作为男性的附属人物而出现，并且角色也多已经形成定式“逆来顺受的妻子和飞扬跋扈的妻子，男人纵
欲的猎取对象，老处女”（郭继德，2004：14）等等。在《生命的历险》一书中，玛丽·卡麦克没有从男
人的视角解读女人，没有把女人作为“他者”，而是完全以女性为中心，探讨女人和女人的关系。伍尔夫
称赞说“如果玛丽·卡麦克懂得如何去表达这一点的话，那么她将在一个任何人都从未涉足的房间里点亮
一盏明灯”（91）。 

3. 运用双性同体理论创造两性和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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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尔夫提出了解决男性与女性关系的完美方案：两性相互依存，相互融合，从思想上达到两性的统一。
这就是双性同体理论。 

在《房间》中，伍尔夫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对立观念。她认为：“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受到两种力量的制
约，一种是男性，一种是女性；在男人的头脑中男性的力量占上风，而在女人的头脑中女性的力量起支配
作用。正常的令人满意的状况应当是两种性别的人融洽地生活在一起，从思想上进行合作。”（106）  

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借鉴了现代精神分析学说的代表人物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提出的二性体理论。
在现代心理学理论中，荣格提出了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的原型概念。“阿尼玛原型是男
人心理中女性的一面；阿尼姆斯原型则是女人心理中男性的一面。每个人都天生地具有异性的某些性质，
这不仅是因为男人和女人都同样分泌两性激素，而且是因为，从心理学上考察，人的情感和心态总是同时
具有两性趋向。这种潜在于自己身上的异性特征保证了两性之间的协调和理解。在荣格看来，单独的男性
原则和女性原则是两种极端，两者应该相辅相成。他把心理学上的二性体或者说把一个人身上的异性特征
的结合看作是实现自我的理想形式”（李鸣，2000）。荣格的心理学说提供了一种成熟自我的美好设想，赋
予女性和男性同等的地位，也为伍尔夫的双性同体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房间》前一年出版的《奥兰多》一书中，伍尔夫尝试创造了一个双性融合的人物——奥兰多。通
过奥兰多由男性转换为女性这一过程的独特视角，作者对传统的价值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判。在《房
间》中，伍尔夫将她想象中的人物 Mr. B的评论和柯勒瑞治的作品进行比较，说明了双性同体现象对于创
作者的重要性。伍尔夫在读到 Mr. B的诗歌评论时指出“他们敏锐，充满了知识性；但是问题在于他的感
受从来没有得到交流，他的头脑有如被分成了若干个不同的房间；声音不能从一个房间传达到另外的房间
中。所以当人们在大脑中玩味 Mr. B 的词句时，它就会重重的沉落在地上，然后失去活力”（110）。相反，
柯勒瑞治在诗歌创作中注意运用两性的力量进行思维和表达。因此，伍尔夫评论道“当一个人读到柯勒瑞
治的诗句的时候，它可以开发创造出各种思想，而这正是人们称为具有永久生命力的秘密”（110）。伍尔
夫也通过对于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想象，进一步勾勒了女性不同于男性，不依附于男性，又与男性、与整个
世界和谐相处的画面。可以说，双性同体理论有力地表现了伍尔夫的女权主义思想，旗帜鲜明地向男尊女
卑的传统世界宣战。 

4. 结  语 

伍尔夫是女权主义思想的先驱者之一，她所倡导的思想至今仍得到女权主义者和评论家的关注。她擅
长以女性为中心反映现实，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段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通过双性同体思想勾画两性和谐。
《房间》集中体现了她的创作风格和女权主张，犹如一盏明灯，为后世的女性创作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发展
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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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ading of Woolf’s Feminist Thoughts in A Room of One’s Own 

LIU Zhuo  CAO Liang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Abstract: In A Room of One’s Own, Virginia Woolf explicitly demonstrates the historical reasons and social 
realit ies that women are discriminated and oppressed in the traditionally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essay focuses on 
analyzing Woolf’s solution for women to achieve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use pens and unique language to 
express women’s voices and values. The essay also explores Woolf ’s androgynou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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