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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是确立意义和价值的终极文化结构，历史批判构成几乎所有女性写作的起点。
　　语言是文化的本体象征，语言批判旨在揭露由男权文化机制给定的女性本体境遇。
　　欲望涉及文学中的性表达，不仅关涉女性作为欲望主体的文化意义，也使在男权机制中遭遇“扁
型化”处理的女性形象变得丰富和饱满。
　　在《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中，新锐学者王侃独辟蹊径，从历
史、语言、欲望三个层面系统梳理了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的遗产，认为它在文化领域标志着中国女
性主体意识迈向了成熟与高涨。
正所谓不破不立，鲜明的批判风格恰好体现出女性作家确立自身的主体位置，进而获取更多自由、独
立空间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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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侃，文学博士，任职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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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历史：终结者的批判第一节 历史与性别一、历史与历史意识何为历史？
对历史的定义和理解，存在两个基本的向度：（1）所谓历史，是指人类活动的场域，这个场域有着
时间与空间的规定性。
人类在这一场域中的活动构成了历史内容，构成了历史的“本体性”：它是所有的历史研究所面对的
最初和最后的对象。
（2）所谓历史，是指关于前述“本体性历史”的叙述，即史述，它构成了历史的“文本性”，它将
“本体性历史”转换为“文本性历史”，将在历史场域中发生过的人类活动（即历史内容）转换为语
言中的存在，成为书案上的文牍。
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遍布全球、卷帙浩繁的各民族各国家的关于种群起源、社会迁延、政权迭
替、地缘变更、时代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种种史著，皆属此例。
通俗的说法，可将“文本性历史”认为是“历史记录”或“历史记忆”，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就曾如
此给历史下过定义：“历史就是说过和做过的事情的记忆。
”对历史内容进行不同属性的归类，相应的历史叙述也就有了差异纷呈的类别，这些不同的类别包括
：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宗教史、战争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等等，当然也包括性史与性
别史。
任何人，在与历史相遇的时候，f也／她都必定同时会面对历史的这双重属性（本体性与文本性）。
美国人弗里德雷克·杰姆逊认为：“历史本质上是非叙述的和非再现的，然而我们又要说，除非以文
本呈现的方式，历史是无法把握的，或者说，只有通过文本化，我们才能够接触到历史”。
①梁启超也说：“史者何？
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
⋯⋯凡活动，以能活动者为体，以所活动者为相。
史者也，综合彼参与活动之种种体，与其活动所表现之种种相，而成一有结构的叙述也。
”（参这里的问题是，后来的人们，或者“历史”之外的人们，都只能通过“文本”去接近“本体”
，然而“文本”是语言性的，是叙述性的。
语言作为介质是不透明的，人们无法通过语言一目了然地洞悉历史“本体”，叙述则不可避免地伴生
修辞，这使得历史叙述所企图达到的还原历史现场的功能变得令人疑窦丛生，叙述中的“历史现场”
自始至终存在着被涂抹、被篡改的变形走样的危机。
法国人保罗·利科尔就认为，历史的“虚构成分比实证主义的历史概念承认的要多”，“叙述性虚构
中的模拟成分比实证主义的历史概念所允许的要多”，因此所谓的历史性即人类的历史状况，便是“
经验主义的叙述和虚构叙述的参照相交于一点”，“是与叙述这一语言游戏相关系的生活形式”，说
到底，我们叙述和撰写的历史属于所发生事件构成的“效果历史”，属于历史性本身的效果历史。
③美国人海登·怀特在著名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开篇即说：“我把历史作品视
为叙事性散文话语形式中的一种言辞结构，⋯⋯它一般而言是诗学的，具体而言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
。
”④“简而言之，我的看法是：占主导地位的比喻方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语言规则，构成了任何一部
史学作品那种不可还原的‘元史学’基础。
”⑤在另一篇重要的文献《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中，他更是耐人寻味地追问：历史上“到底发
生了什么”？
①在他看来，任何“历史”不过都是一种文本的修辞活动，是一种“修辞想象”，因为在“历史的存
在’’和“历史的本文”之间，永远不存在一种真正的对应关系，更不可能是对等关系。
毫无疑问，语言哲学的勃兴，后现代背景的降临，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才使得历史在单向度的“本体
性”上被剥离出“文本性”，使其具有了双重属性。
“文本性”的被发现与被强调，使基于文献与史述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实的确认变得暖昧含混。
历史的双重属性——准确地说，是历史的文本性——使接近历史的企图变成一种令人沮丧的无望的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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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本既可能是通向历史的“林中路”，也可能是让人迷失于历史的障目一叶。
尽管考古体的实证史述依然存在，但仍然无法动摇已经形成的对于语言的怀疑。
进一步的追问就会发现，由语言而派生的叙述、修辞、想象，甚至虚构等语言游戏或语言规则，其适
用的广度与深度取决于由语言本身所涵蕴的话语立场。
换句话说，“效果历史”所要达到的“效果度”取决于话语持有者的历史期待。
在实践层面上，“语言”通常直接被等同于“话语”，而处于“政治语义学”维度中的“话语”则直
接联系着权力或意识形态。
不用说，所有的历史书写都受到某种话语的支配，所有的历史书写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话语实践，历
史文本说到底是由话语建构的。
当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时，他的意思是，“当代”或“当下”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建构
了“历史”。
所以，本雅明说：“历史是一种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的基础并非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是被当下
填满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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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论题与理路，大约十年前已形成构想，并曾有一篇提纲式的文字于千禧年发表。
因为自己的惫懒，于今方成书稿。
书稿的主体部分，一个月写就，实属“草创”，粗糙与破绽自不待言。
随它去了。
这一次，不是因为惫懒，而是事隔十年，它兴许已经失去了打磨与锔补的必要。
写这本书，只是了结十年前的一个构想。
感谢这十年来鞭策我同时又包容我的人。
那些美好的名字，永在心里。
  最后，此书献给旭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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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语言·欲望:19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主题与叙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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