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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性别批评，最早称为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据说已经成为文学／文
化论文关键词的首选。
文字成山成海，理论却没有多少进展，让人每拿起一本书，就觉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新村里住着新评家，重复在说旧理论。
我这话说得太刻薄，想到自己的性别，拿笔的手不得不打战，但也许有人能写出新意呢？
也许有人找到新的论述方式呢？
　　果不其然。
我们面对的是王琳写的这本性别论文批评，会不会是又一本女性主义理论的另一次重述？
读一下就明白不是如此，王琳不沉醉于理论，她细读文本；我们熟悉的当代文学经典，半个世纪的中
国文学名著，她在字里行间找出了一些被压扁走形的人物，（不）巧的是，这些名著都是男作家所作
，而被压扁的都是女性人物。
　　读了之后，我首先怀疑是王琳有意挑一些“男性沙文主义”作品，但放下书细想，却想不出几本
“男性非沙文主义”的书。
这就叫人不得不佩服王琳的批评眼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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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塑造新人形象是当代文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其中也包括了新女性形象的塑造。
 不可忽视的是，新人物（不论男女）的塑造是在宏大叙事的框架内进行的，都受到宏大叙事的严格规
定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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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博士。
长期从事文化与文学的性别研究，在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专著四部。
专著《母系家族》2005年被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国妇女联合会评为“第四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及
全国妇联推荐作品”；曾获四川省第十一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四川省第四届巴蜀文艺奖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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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尤其需要教育和提高的族类，这意味着她们与现代知识谱系是无缘的。
这种定位使现代女性处于一种困境：当她们要进入任何一个现代性体系时，都会因知识欠缺而处处受
到贬抑。
在文学中她们被叙述为情感的、情绪化的、琐碎的、不理智的等，“女性气质”成为科学话语的对立
面。
李大钊对于女权运动曾有一个评价：“女权，也是好几十年前已经开始了，但势力很是微微不振。
为什么不振呢？
因为女子知识能力的确赶不上男子。
为什么赶不上呢？
因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机会。
”所以他认为女子要进入现代体系需要如下步骤：“若以程序论，我说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
”　　将女权运动与农民运动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
在现代启蒙思想家眼中，农民也同样是无知无识者，是“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泥腿子”，是需要
启蒙的愚昧者。
在鲁迅眼里，闰土和祥林嫂并无高下之分。
但当中国共产党号召农民起来革命时，一步到位地就喊出了“一切权利归农会”的口号。
农民可以边革命边学习，而且在夺得政治权利的同时，也获得了学习的权利。
反观女权运动，女性需先学习，尔后才谈得上就业，才谈得上参政。
她们又因无权利而始终在学习上处于劣势，再因无学识而被排除在权利之外。
女权运动也就在这种怪圈中徘徊。
　　因无知识在线性的进化的历史中处于落后的位置也相应地成为女性铁板钉钉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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