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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的一半是女性，但她们的权利、价值、要求和愿望，自从文明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以来，就一
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轻视，甚至有意识的压制。
《历史剧的女性主义批评》运用女性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历史题材剧的某些现象和个案
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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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那么灭绝人性，一些男性也感到这个事情做得太不人道，让这么个绝
色女子就那么无辜地死了，也有点儿于心不忍，于是同时也有让西施与其情人范蠡泛舟五湖，享受人
生的结局。
梁辰鱼《浣纱记》以美丽的辞藻，演绎了这个美丽的故事，于是好心的男人和绝大多数女人终于感到
了某些安慰，因此对这类剧所表现的思想也就赞不绝口。
如：“《浣纱记》首先是一出极为崇高而苦涩的爱情悲剧。
一缕洁白的轻纱，珍藏在情人的胸怀，也维系着国运的兴衰。
范蠡、西施藉此分而后合，越国、吴国由之存亡迁移。
肩负国家重任的政治家范蠡与天姿国色的女娇娃西施在明澈的溪水旁遇合定情，却又不得不在沉重的
政治风云中怅然分手。
在国家利益与儿女恋情之间，范蠡与西施牺牲了后者，共同作出了无限悲凉、屈辱、痛苦而豪壮的决
定。
这对情侣在定情之后，因为范蠡在吴国为奴而苦等了三年，之后又因西施在吴王身边被蹂躏而煎熬了
三年。
六年的相思换来了越国的胜利，但对花已残、心更苦的当事人双方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场灵与肉的大
劫难。
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乃至极为崇高的政治品位，都是以爱情悲剧作为前提而铺展开来的。
”①“梁辰鱼《浣纱记》把范蠡、西施的爱情与吴越兴亡结合起来，歌颂了范蠡和西施为国家利益牺
牲个人爱情的精神。
范蠡和西施以一缕浣纱定情，但当国家灭亡之后，为了灭吴复国，范蠡决定让西施去吴国迷惑吴王。
他说：‘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自亦可保，后有会期，未可知也。
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自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我和你必同作沟渠之鬼，又何暇
求百年之欢乎?’西施也说：‘国家事极大，姻亲事极小。
’可见他们对于国家存亡与个人爱情幸福的关系有着正确的认识，并能够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的
爱情幸福。
”“范蠡和西施有着热爱祖国的共同理想，他们能够摆脱传统的贞节观念，牺牲个人爱情挽救祖国，
又不受愚忠思想的束缚而功成身退，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处理爱情与国家、个人与君主的关系，是过
去所罕见的。
”    应当说，这些评论都是很有道理的。
    P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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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的一半是女性，但她们的权利、价值、要求和愿望，自从文明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以来，就一直受
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轻视，甚至有意识的压制。
本书运用女性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历史题材剧的某些现象和个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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