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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视野中的丁玲小说

魏杨斌
(兰州大学 文学院

,

甘肃 兰州 7 3 0 0 0 0)

[摘 要」鹰鸟飞翔 的姿态是一直是丁玲理想的妇女生存状态
,

自由翱翔
,

无构无束
。

丁玲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 涯
,

一直关注着中国妇女问题
,

这缘于母亲的影响和特殊的童年经历
。

在女权主义视野下
,

丁玲的作品对女性的关注
,

体现在外在

的社会世界中模糊性别差异
,

赋予女人以社会中人的属性
,

去争取与男人平等的生存权利
。

同时在 内在的女性世界中凸显女

性性别特性
,

强调女性 自身的价值
,

旨在享受社会赋予女人与 男人平等的权利之外
,

在意识上也要得到真正的觉醒
,

对女性 自

身的价值有自觉的认可
,

以此来达到妇女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

【关键词】女权主义 ;丁玲小说 ;飞翔 ;平等 ;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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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天空中飞旋的鹰鸟
,

就希望自己也生出 对 自我价值的肯定
,

是女性 自我觉醒的一个体现
,

两片强而有力的翅膀
,

向上飞去
,

飞到不可知的地 这是内化为 自身的一种意识上平等的权利
。

丁玲

方去
,

那地方充满着快乐和幸福
。 ”

(《阿毛姑娘》 )正 作品中便深深烙印着女权主义的色彩
,

以上谈及的

如作品中所期待的那样
,

鹰鸟飞翔的姿态一直是丁 外在和内在的价值平等的追求
,

在其作品中体现颇

玲理想的妇女生存状态
,

自由翱翔
,

无拘无束
。

丁 为深刻
。

玲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

一直关注着中国妇 一 外在世界 :社会平等权利的追求

女问题
,

这缘于母亲的影响和特殊的童年经历
。

少 丁玲对于现实生活中男女的不平等的现象
,

早

年时代便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妇女解放运动的丁玲
,

有所关注
,

于是自少年起
,

便积极参加一系列的妇

自初登文坛起
,

就体现了强烈的女性意识
,

她有意 女解放运动
,

可以说
,

丁玲 自身这种女权主义精神

再现女性在社会中不平等现象
,

意在唤起女性 自 的觉醒是很早的
。

正是过早意识到这种不平等的

觉
,

重塑男女社会中的地位角色
,

宣扬女性 自我独 存在
,

为了改变这一切也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

去争

立的意识
,

这内在体现的是女权主义的一种苏醒
。

取在社会存在中女性的价值
。

丁玲有意模糊在社

丁玲的作品对女性的关注
,

是对女性价值身份 会中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性别差异
,

追求的是社会中

的认同
。

她运用解构主义改变女性
“

第二性
”

的角 人的权利和价值
,

女性理应与男性在社会中同等享

色
,

并重新建构一种颠覆性的角色定位
,

将男子从 受法律
、

教育
、

经济
、

家庭等方面应有的权利
。

以往社会主流的地位拉出
,

同时将以往一直处于边 在父权制统治社会中
,

女性扮演着一个重要

缘位置甚至被忽略的角色— 女人
,

凸显并拉进人
“

物
”

的角色
,

这一角色的重要性在于满足了父权社

们的中心视线中
,

唤起人们的注意
,

进而肯定女性 会中男性的需要
,

填充了男性在社会中其他同性人

存在的 自身价值
。

在解构以往的男女传统意义上 所不能给予的空白
,

但无论角色重要程度达到何种

的尊卑地位的同时
,

建构新时代的平等的男女地 深度
,

女性充当的也只能是
“

物
”

的角色
,

它隶属于

位
。

作品中妇女飞翔的姿态
,

是对妇女真正享受作 男性的财产
, “

实际上她是任何男孩子的奴隶
,

只要

为人这一属性的价值和权力的企盼
,

亦是女权主义 她的父母强迫她戴上一个戒指
。 ” 「明在父权制的法

的体现
。

律习俗中
,

西蒙
·

波娃用
“

第二性
”

来指代女性的地

女权主义根据韦氏《新世界字典 》定义
: “

女权 位
,

她们是男人的专属物品
, “

只被许多人拿来玩弄

主义系指妇女在政治
、

经济和社会上应与男子享有 着
,

调笑着
”

(《阿毛姑娘 》)
,

没有独立的自由和法规

平等权利的原则
。 ”

因此女权主义旨在追求一种平 的保障
。

于是女权主义首先要解放的便是在父权

等的权利
,

这种平等权利的争取
,

一方面表现在对 制法律习俗中女性这种奇怪的生存状态
, “

得不着

现实社会中存在价值的追求
,

具体包括争取女性在 我所等待于他的赐予
。

为什么他仅仅只懂得我的

政治言论中的话语权
,

法律中的保障权
,

教育中的 无用
,

我的不可轻侮
,

而不够了解他在我心中所占

受益权
,

经济上的独立权等等
,

这是对社会中一个 的是一种怎么样的地位 !
”

(《莎菲女士的 日记 》 )这

确实存在的人这一价值的追求 ;另一方面则是女性 样的一声感叹则是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后的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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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糊涂涂 自以为是幸福地快乐的过了这么久
。

但

现在不然了
。

她还要别的 ! 她要在社会上占一个

地位
,

她要同其他的人
,

许许多多的人发生关系
。 ”

(《一九三 O 年春上海 (一 )》 )女权主义意识在丁玲

小说中开始苏醒
,

她们争取一个人存在于社会基本

的权利和基本的自由
。

长久以来
,

女性一直作为男人的参照物存在
,

确证着男人作为主体的存在
,

边缘性的角色让女人

经常被男人忽略本属于女性的思想和生活
,

以至于

经常忘记从人的价值角度去看待女人
,

忽略了女人

真正的生活和快乐
。 “

肖云也奇怪的望着美琳
,

从来

就没有听见她说过不快乐 的话
。 ”

(《一九三 O 年春

上海 (一 )》 )
,

男人用标签着男性的价值标准去衡量

女性的存在价值
,

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做法
。

以至于

在这种价值标准之下
,

辨别不出女性真正的快乐与

悲伤
,

女性生活得快乐与否
,

是取决于男性的看法
,

而不是女性自己的感觉可 以表达的
。

在这种父权
、

夫权的压抑下
,

女性长久的遵从姿态
,

激起了女权

主义者的抗议
,

开始呐喊并争取在社会上等同于男

性的平等地位
,

享受社会上作为
“

人
”

的价值与权

力
,

摆脱
“

你老把我当小孩
”

( 《一九三 O 年春上海

(一 )》 )这种无性别价值
。

“

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
,

还有一

间自己的屋子
。 ” 「lz] 钱和屋子是对于妇女现实生活中

经济不独立和没有 自由的真实写照
。

妇女在社会

中经济地位低下
,

只能对男人进行经济上 的依赖
,

而这造成的影响则是对男人的顺从服帖
,

没有经济

来源
,

便无了生存的根本
, “

她是幸福的
,

她不否认
,

因为有他爱她
。

但是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感到不满

足起来
,

她很诧异
,

过去那么久她都是糊糊涂涂地

过着
。 ”

(《一九三 O 年春上海 (一 )》 )男人为女人提

供了经济上 的依赖
,

女人因此有了生存的基本保

障
,

但是内心深处这种不满足正是超越了基本的物

质生活之外的
,

是一种精神领域的空白
,

她们渴望

自己本身可以在社会中产生价值
,

但这需空间和自

由
,

女人在获得男人提供的经济食粮后
,

只能对其

顺从
,

失去了基本的空间与自由
。

于是在女权主义

者看来
,

妇女若想取得真正的解放和独立
,

必须在

经济上独立
,

进而寻求 自己在社会中的自由权利
,

拥有到一间屋子
,

当女权主义在妇女意识中苏醒
,

取得经济上的

独立之后
,

在教育上也应当争取与男人享受一样的

受益权
。

知识可 以改变命运
,

教育会洗涤心灵
,

优

等的教育使人的心智成熟
,

而在父权制的社会中
,

男性作为主体的中心
,

教育成为男性的特权
,

在西

方
,

有着女权主义者为享受不到平等教育权的反抗

运动
。

同样在中国也有反抗
“

女子无才便是德
”

专

制统治的背景
,

丁玲的小说中那种女性对于教育的

憧憬与努力
,

彰显着女权主义的光芒
。 “

小菌要发愤

读书
,

要争气
。 ”

(《过年》 )在困境中的女性
,

将改变

命运的唯一希望寄托于读书
,

教育会使一个人变得

有着丰富的 阅历
,

有能力去为社会做出贡献
,

进而

提升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
。 “

做什么事好呢 ? 有时

还想进学校去
。 ”

(《一九三 O 年春上海 (一 )》 )受教

育的想法在丁玲笔下的变成女性一种本能的想法
,

这是对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争取受教育权利的反

映
。

再如《母亲》中曼贞对于享受教育那种孜孜不

倦的追求
,

显示了当代觉醒女性对于知识的渴望
,

争取教育平等受益的权利
。

丁玲在小说中强调社会中男女性别之间的模

糊界限
,

意在表现男人与女人同属
“

人
”

的价值
,

这

是女权主义在争取社会中女性作为人应当享有的

权利
,

与男人同等在社会上享有法律
、

经济
、

教育上

的权利
,

简言之女权主义者的这种追求是对社会中

女性应有的平等权利的追求
,

体现的是作为
“

人
”

这

一属性在社会上应有的权利
。

二 内在世界 : 女性本身价值的自我认同

女权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
,

在中国的土地上有

着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土壤
,

因此我们在文学上借鉴

女权主义的理论
,

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本土背景
。

西

方的女权主义产生于西方的女权主义运动
,

是妇女

对社会中不平等待遇发起的 自觉行为
。

然而在中

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

往往与社会
、

阶级之间有着密

切的联系
,

而发起者有男人也有女人
,

因此在中国

社会中似乎早已经关注到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

并于

19 54 年颁发的宪法规定
: “

中国妇女与男子一样
,

在

政治上
,

经济上
,

文化上有同等的权利
。 ”

法律法文

的明文规定
,

看似给予妇女在社会中作为人该享有

的权利和保障
,

但是这样的一种权利和保障
,

从某

种程度上更似为一种符号
。

只是在社会中从表面

给予了一种可以证实妇女已经解放的依据
,

然而从

根源 去追究人们关于妇女解放的意识
,

都是无果

的
。

可以讲
,

中国的妇女从意识上并没有获得如西

方女性那种 自觉的状态
。

丁玲说过
: “

在社会主义

中国
,

基本上已经是男女平等
,

但在思想意识上
,

男

女不平等的封建残余还 比较严重
。 ” 「半 5 8

所以在若想

获得妇女真正的解放
,

必须在女性的意识根源上进

行启蒙
,

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
,

在内在的女性世界

中强调 自己女性的价值
,

进而认同女性 自我价值的

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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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的社会中
,

女性的自我意识一直被压抑
,

她们委屈于父权与夫权
,

JJ匝从男性的安排与摆布
,

她

们犹如一面奇怪的镜子
, “

有那种不可思议
、

奇妙的

力量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
。 ” 「卿于是这

更助燃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标准的旺盛
。 “

起始阿

毛很怕他
,

不久就很柔顺的承受了
,

且不觉的也会很

动心
,

很兴奋
,

有时竟很爱慕起这男人了
。 ”

(《阿毛姑

娘》)阿毛这种由害怕到顺从再到后来的动心甚至爱

慕
,

这一系列的变化
,

正是在长久的父权制社会压抑

中形成的
,

女性在潜移默化之中习惯了男权的压迫

甚至生发爱慕
。

于是具有着女权主义意识的丁玲
,

以呐喊的姿态
,

唤醒那些迷醉于父权社会
“

不知感到

的是幸福还是痛苦
”

(《阿毛姑娘》 )的女性
,

颠覆夫权

社会中的女性生存地位
,

杀死
“

房间里的天使
” 。

丁玲旨在启发女性意识的自觉
,

告别了
“

房间里

的天使
”

的角色
,

认同自我女性的价值
。

因为
“

一个

女人
,

与其说是
`

天生
’

的
,

不如说是
`

形成
’

的
。 ” 「3“ 23

女

人的地位不是生来就卑下
,

而是在男性的鄙视中
,

冠

以卑下的定义
,

在男性价值标准体系中后天形成了

女性卑下地位的错觉
。

因此妇女一定要从根源上意

识到这种错觉的存在
,

对于
“

不知道为什么
,

生活总

没有起色
”

(《一九三O 年春上海 (一 )》 )这样的疑问

给予肯定的 回答
,

就是女性要认同自身女性的价值

独特性
,

对以往父权制以男人为中心价值体系的颠

覆
,

杀死了
“

房间里的天使
” ,

重生 的是一系列的
“

莎

菲系列
”

女性
。 “ `

我胜利了 ! 我胜利了 !
’

因为他所使

我迷恋的那东西
,

在吻我时
,

我已经知道是如何的滋

味
”

(《莎菲女士的 日记》)这是在性政治中
,

女性不再

处于第二性的位置上
,

而以叛逆者和征服者的姿态
,

享受着征服男性所带来的愉悦
。 “

我恨不得用脚尖踢

他出去
,

不过我又为另一种情绪所支配
,

我向他摇

头
,

表示不厌烦他的来到
。 ”

(《莎菲女士的 日记》 )这

是丁玲以解构主义这一方法论
,

改变了
“

父权制的社

会里
,

男与女处于一种主动和被动
、

支配与服从的关

系
”
哪

9

丁玲解构了男性世界中的性歧视
,

颠覆了以往

父权制的性政治策略
,

实现妇女
“

第二性
”

的解放
。

从而又重新建构了社会中妇女的新世界
,

让男性为

之感叹
“

这女人
,

多么温柔的啊
,

现在也弃掉他
,

随着

大众跑去了
。 ”

(《一九三 O 年春上海 (一 )》 )妇女这种

飞翔的姿态
,

才是真正属于妇女本身的姿态
,

但是女

性的飞翔过程中由于父权长久以来造成的影响
,

飞

翔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许多困惑
, “

她本是为了不愿再

见那些虚伪的人儿才离开那所住屋
,

但她便走上光

明的大道了吗?
”

(《梦柯》)得以真正意义上妇女的解

放
,

一定在思想意识上觉醒
,

对女性 自身价值的肯

定
,

女性的意义也不会
“

悄悄的活下去
,

悄悄的死去
”

(《莎菲女士的 日记》 )
,

而是以一种内在肯定的强大

力量而永生
。

父权社会中
,

女性作为物的角色
,

没有主体性

的概念
,

只能以参照物的形式存在
,

而女同性恋则

颠覆了这种常规的认识
。 “

这样相爱的生活
,

没有什

么变化地延续下来
。

既然不会凭空闯进一个更令

人爱慕的角色
,

而谁也不觉悟这勉强安慰自己的感

情关系
,

并不能满足那真真的欲望
。 ”

(《暑假中》 )在

丁玲的作品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精神上 的慰藉
,

并

无太多有关性欲望的需求
。

体现的是在父权制文

化下对女性强制要求的一种排斥和反抗
。

在父权

制社会中
,

一般认为妇女只能选择异性相恋
,

除此

之外别无选择
,

认为只有男性才是女性最后的归

宿
。

而这样的一种
“

合理
”

的安排
,

被女权主义者认

为是一种
“

强制性
”

的安排
,

于是她们大胆选取同性

作为自己的恋爱对象
,

这是一种反抗而又激进的做

法
。 “

女同性恋的经历
,

如同做母亲的经历一样
,

是

深切的女性经历
,

有其特殊的苦恼
、

意义和可能性
,

如果简单把它与其他受蔑视的性关系混为一谈
,

我

们是无法理解这些因素的
。 ” 「邓 9

,

40
但是某种意义上来

讲
,

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超越了人类学上
“

男性是

超越
,

女性是持续
”

的位置
。 “

女人希望以此方式
,

在

自己为
“

物
”

之景面下
,

找到自我之体认
,

但她将试

着在她的
“

另一我
”

中找或自己
” 「sl] 叭 ’ 88

丁玲作品中对

女同性恋的涉及
,

在妇女心理方面是一种精神安

慰
, “

静静地享受着承淑轻轻挥动蒲扇送过来的微

风和那刚扑上 的香粉味
,

她把眼睛眯着
,

细 闻这香

气
。 ”

(《暑假中》 )嘉瑛这种享受
,

是承淑给予最好的

精神寄托
,

在
“

所有的男人都是敌人
” 「

l68] 的世界中
,

女性之间对爱的汲取
,

是长期被压抑状态下的精神

释放
,

是对父权制社会对妇女压迫最有力的反抗
,

丁玲解构着男女世界所谓的常规法则
,

又强化了女

性内在世界中女性的性别角色
,

旨在唤醒女性 自身

价值的自我认可
,

彰显了女权主义精神
。

在丁玲文学世界中追求
“

飞翔是妇女的姿态
”
即so0

在女权主义视野下
,

体现在外在的社会世界中模糊

性别差异
,

赋予女人以社会中人的属性
,

去争取与

男人平等的生存权利
。

同时在内在的女性世界中

凸显女性性别特性
,

强调女性 自身的价值
,

旨在享

受社会赋予女人与男人平等的权利之外
,

在意识上

也要得到真正的觉醒
,

对女性 自身的价值有自觉的

认可
,

以此来达到妇女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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