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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始终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来思考：　　第一，重读经典文本，从
社会性别的角度理解女性经验对于作家叙事的意义。
这里所说的社会性别，是指社会文化对女性身份、气质的种种规定、父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如何影响
到女作家的生活；我们希望考察女作家对自己女性身份、经验的态度，辨析这一社会化的、性别的经
验对创作的影响。
　　第二，发掘女性作家的写作传统，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更大目标是最终能够重建20世纪女性写作
的传统。
所谓重建，就是重新解释，重新评价女作家的作品，并由此思考女性创作的精神动力。
　　第三，考察男性作家、艺术家对女性形象的再现。
“再现”（representation）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研究概念，这个理论概念在符号学、结构主义与女性主
义的对话中突显其重要性，并在文化研究领域成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
“再现”指的不是我们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文学反映生活，文化研究中的“再现”重视的是语言
符号本身的关系，而女性主义的文化研究则把语言符号意义与文化、社会性别观念、传统对妇女的建
构联系起来。
　　第四，结合国家、民族、阶级、性别等概念分析主体与身份的建构。
本项目把香港的西西、李碧华、黄碧云，美国的赛珍珠，美籍华裔的德龄、汤亭亭、谭恩美等作家的
作品纳入考察范围，就是想要考察：这些身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地域的作家，如何想象、再
现中国妇女？
她们的国族、阶级身份对她们的写作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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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艾晓明，生于1953年11月。
1987年底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
博士毕业后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在香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地大学和研究机构作访问研究
。
1994年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山大学人文教育重点项目“性别教育论坛”负责人，“妇女与社会性别译丛”项目主持人。
　　著有《青年巴金及其文学视界》、《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从文本到彼岸》等，主持翻译
《女性主义思潮导论》、《语言与社会性别导论》、《激情的疏离：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导论》。
　　2004年后主要工作为女性主义与电影研究和纪录片制作，导演纪录片《阴道独自·幕后故事》、
《天堂花园》、《中原纪事》、《关爱之家》等。
《关爱之家》获2008年华语纪录片节（香港）长片组亚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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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简历第一篇　发掘女性写作的传统艾晓明：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艾晓明：
女性的洞察——萧红最后一部小说《马伯乐》艾晓明：反传奇——解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颜湘茹
：现代的聚焦视角：都市女性建构——《现代》城市小说研究第二篇　性、性别与身体的政治陈翠平
：革命话语中的情欲书写——对“十七年”小说中女性形象的解读之一艾晓明：当代中国女作家的创
作关怀和自我想象陈静梅：摆荡在死亡与欲望之间——论张贤亮小说中的性别政治高泓：迈向重读之
路：性别视界下的莫言家族小说柯倩婷：镜像、身体与自我——论王安忆的《长恨歌》第三篇　性别
叙事与身份建构艾晓明：雌雄同体：性与类之想象——关于董启章的《双身》及其他小说艾晓明：戏
弄古今——讨论李碧华的三部传奇小说凌逾：反线性的性别叙述与文体创意——以西西编织文字飞毡
的网结体为例陈瑜：别样的历史书写——黄碧云小说《烈女图》分析第四篇　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女
性胡屏：“讲故事”与母女主题的新写法——论汤亭亭的《女勇士》胡屏：被遗忘的女性写作——华
裔美国女作家德龄个案研究朱坤领：《大地》：赛珍珠对中国的书写杨媛：“自我”与“他者”形象
的建构——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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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发掘女性写作的传统　　戏剧性讽刺——论萧红小说文体的独特素质　　艾晓明　　故
事有千百种。
有些在叙述中才诞生；它们的本质就是语言，在某人把它们诉诸语言以前，它们不过是一缕若有若无
的情绪、一时心血来潮、一个意象，或一段难以捉摸的回忆。
其他则是明明白白的整体，像一个苹果，经过无数次重述也不必担心意义发生任何改变。
还有的取材自现实生活，经过灵感到整理；更有的是从瞬间的灵感脱颖而出，经过叙述而变成事实。
还有种秘密的故事，始终隐藏在心灵的阴影后面，它们像活生生的个体，会生根，会生出触须，从头
到尾覆满赘疣和寄生虫，逐渐变成噩梦的素材。
要消灭这种记忆的恶魔，有时必须用故事的形式把它说出来。
　　——伊莎贝拉·阿言德：《无法结束的生命》　　关于萧红的《呼兰河传》，茅盾的序言是一个
经典，多少年来的评论都无法绕过。
所谓“童年回忆录”、“牧歌式的情调”、“自传体”的说法，无非都是茅盾引述的观点或茅盾观点
的发展。
至于茅盾所说的“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
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三个“一”更是不知被多少人重复来、重复去，从未引起过任何质疑。
　　实际上，“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的评语，可以用于众多的乡土文
学作品，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边城》何尝不是如此。
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是，茅盾对《呼兰河传》这些优点的首肯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那就是人
们会觉得《呼兰河传》不是一部小说。
而茅盾并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一个要点，他只是觉得《呼兰河传》是不是一部小说，这个问题不重
要。
作为一本不像自传又不像小说的书，它有作为“叙事诗”、“风土画”、“歌谣”的优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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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是艾晓明教授主持的项目“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的研究成果，这
是中山大学发展研究基金资助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
在西方，经历了1960年代轰轰烈烈的妇女运动与民权运动之后，女性主义理论得到迅速发展，由此而
得以发展的文化批判和理论、学科建设等已经改变并在持续地改变着知识的面貌和建构知识的方式。
欧美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对经典男性作家的性别批判，对女作家文本的挖掘与价值重估，
对人物、主题与语言艺术的研究，对阴性文类和跨性别文类的研究等过程，但是，中国的文学研究中
，应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系统的成果屈指可数。
因此，《20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目的主要在于尝试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的可行性，通过对经典文本的
研究，对过去已有的定见能否有批判性的思考，做出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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