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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目前，国内虽然已经出版了一些英美文学方面的学术著作，

但普遍缺乏适应英语专业广大女性同学学习英美文学要求的读

物。而且，大部分英美文学著作或教材都是针对高等院校英语专

业本科生编写的，多注重文学历史、文学批评和对众所周知的文

学作品进行的重复讲授，而难以满足综合性大学和各个层次学习

者对英美文学关于女性作家、作品的学习要求。

故依托２０１３年省级科研项目 《英国女性小说的发展、传播

与演化影响研究》，决定自己编著一本女性主义方面的著作。试

图对以往英美文学课程普遍内容有所突破，加大女性文学，尤其

是女性小说介绍和研究；从专题研究新视角，将英美女性小说对

中国女性小说产生的影响力全方面多元化地展示。并希望以此提

高广大女性学生自身审美观，加强自身的 “自尊、自信、自立、

自强”的时代女性精神。

本书主要按女性小说发展的时间顺序划分，共有六章节内

容：第一章是对女性小说总体发展状况的评述；第二章为１７世

纪女性小说启蒙阶段，主要介绍女性小说的萌芽时期和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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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为１８世纪女性小说的兴起阶段，主要介绍了女德小说、

“童话”模式女性小说和女性哥特小说；第四章为１９世纪女性小

说的繁盛时期，主要介绍了社会抗议小说、家庭小说、新女性小

说和女性殖民小说；第五章为２０世纪女性小说发展的新时期，

主要介绍了后殖民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女性侦探小说、女

性成长小说、生态女性主义；最后第六章，就女性小说在中国的

传播和发展按时间进行了系统梳理，主要分为民国、近代、革命

时期以及新时期。

在书稿内容撰写过程中，笔者引用和参考了国内外许多优秀

的英美文学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成果，并在书中加以注明，非常感

谢各位同行学者和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由于编写经验和学术水

平有限，所以书中一定有很多的缺点和错误，笔者也真诚地希望

各位专家学者、老师同学们能够批评和指正，以便今后得以纠正

和改进。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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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女性主义小说发展概况

正如托马斯·Ｆ·斯特利所言，任何一位严肃的学者都不可

能跳过女性作家来谈英国小说史。

尽管在圣经文学、柏拉图和尼采等人的作品中都涉及关于女

性的问题和看法，但那显然不是女性文学或是女性小说的初见端

倪。１８世纪之前就有少许女性开始写作，但由于缺乏自我意识成

为男性领地和男性实现文化价值观的附属品。１７世纪贝恩所创作

的 《奥鲁诺可》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部小说，在其示范下，开始

涌现一批又一批女性作家。因而，从那时起，女性与小说之间就

存在着特殊而又密切的关系，并且对１８至１９世纪女性小说蓬勃

发展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那么，何谓 “女性主义文学”呢？它的启蒙开始于哪里？它

是如何传播、演化的呢？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下有关于 “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以及

它的西方本土化的产生、发展，到向外的传播和不断的演化。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女权主义”和 “女性主义”常常出

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两者皆被英译为 “ｆｅｍｉｎｉｓｍ”，正是因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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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女性主义”的概念是来源于西方的女权

运动，它泛指主张性别平等，男女平权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这

是一种暗潮涌动、蓄势已久的新兴思潮和社会运动。可见，女性

主义是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女性主义文学、文学批评也是

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派生物。正如玛丽·伊格尔顿在其主编的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一书的引言中说：“妇女解放运动———我们

这个时代为争取完美的人类生活而掀起的种种运动的一部分———

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第一次崭新地激起我们对女性文学及女作家

的兴趣，而围绕该问题的讨论也应运而生。”①

茱莉娅·克里斯蒂娃把西方妇女运动划分为三个阶段，或者

说三次浪潮：第一阶段 “自由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作为平

等的参与者加入既定社会秩序的权利，在 “普遍化”的背景下考

虑女性问题；第二阶段 “差异女权主义”阶段，强调女性内在固

有的积极性，摒弃社会秩序，主张建立一种女性能够摆脱男性影

响而生存的社团或群体；第三阶段则是在后现在背景下形成当代

女性主义理论，把 “平等”与 “差异”“男／女”对立的二元论作

为强制的形而上学范畴，女权主义的目标是致力于发展一个超越

男女对立的社会。

围绕着这三个阶段，文学界分别涌现出大批的流派和女性文

学批评。从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ＭａｒｙＷｏｌｌｓｔｏｎｅｃｒａｆｔ）的 《为女

权辩护》（犞犻狀犱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犚犻犵犺狋狊狅犳犠狅犿犲狀，１７９２）和沃尔夫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Ｗｏｌｆ）的 《自己的房间》（犃犚狅狅犿狅犳犗狀犲狊犗狑狀１９２９）

分别阐述了女性作为理性人类主义的权利和女性文学在经济和艺

２

① 玛丽·伊格尔顿著．胡敏，陈彩霞，林树民译． 《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

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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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的独立性；到之后的西蒙·波伏娃 （ＳｉｍｏｎｅｄｅＢｅａｕｖｏｉｒ）所

著的 《第二性》（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ｅｘ），作者表明所谓的生理性别

（ｓｅｘ）并非天然形成的，人们的性别区别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

被赋予、被强加的，是社会不平等的表现，是政治和法律的限制

所造成的。她的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观点就是 “一个人并非生下来

就是女人，而是变成女人的”。① “以及伊莱恩·肖瓦尔特

（ＥｌａｉｎｅＳｈｏｗａｌｔｅｒ）、桑德拉·吉尔伯特 （ＳａｎｄｒａＧｉｌｂｅｒｔ）和苏

珊·古芭 （ＳｕｓａｎＧｕｂａｒ）竭尽全力发展女性书写文学史的修正

理论。”②其中，肖瓦特的 《她们自己的文学》（ＡＬｉｔｅｒａ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ｉｒＯｗｎ１９７７）将妇女文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对主流文学

的模仿，对传统文学标准的反抗和争取自己权利与价值的自我确

立。故，在２０世纪以来，受到各种理论思潮的影响，女性文学

呈现出分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就女性主义的历史发展而言，女性

主义具有多个理论分支，如自由主义、激进主语、后现代主义这

三大主要流派；而就文学领域而言，女性主义主要有：“社会女

性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学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女性同性恋女性主义、黑人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

后殖民地女性主义以及后女性主义。”③

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在其著作 《她们自己的文学：

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中指出１８４０年前并不存在

真正意义的女性文学。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文学或者女性主义小

３

①

②

③

Ｃｈａｐｍａｎ，Ｊ．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犉犲犿犻狀犻狊犿犪狀犱狋犺犲犚犲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犌犲狀犱犲狉，犚狅狌狋犾犲犱犵犲．

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９３：２０３

ＧｒｅｇｏｒｙＣａｓｔｌｅ．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Ｇｕｉｄｅｔｏ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ｈｅｏｒｙ ［Ｍ］．ＵＫ ＆ＵＳＡ：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Ｐ．９４ １０１．

左金梅，申富英等著．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山东：中国海洋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８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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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１８世纪前还是萌芽状态，女性作家在审视周遭时候的意识

开始觉醒阶段。早在简·奥斯丁之前近一个世纪，英国就有一定

数量的女性从事小说写作，她们的名字和写作影响了１８世纪英

国文学甚至当时的整个社会。我国学者黄梅先生在其极具影响力

的专著 《推敲 “自我”：小说在１８世纪的英国》中认为，１８世纪

的 “女作家一个世纪来富有成果的写作实践……为此后简·奥斯

丁们创作活动提供了丰厚的文化土壤”。① 而之后的１８、１９世纪

的欧洲，女性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欧洲启蒙思想的萌芽以及妇女解

放运动发展而得以不断推进。伊恩 ·瓦特在他著名的 《小说的兴

起》中略带贬义地说：“１８世纪大部分小说的作者都是女性。”②

１９世纪，中产阶级队伍不断扩大，财富也在不断增加，中产阶级

的妇女没有上层阶级妇女较高的社会地位，也没有下层妇女为了

养家活口可以外出工作的相对的独立性，她们从而成为深受时代

禁锢的、受歧视、压抑的典型代表，从而引发了１９世纪的西方

妇女运动。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英国女性作家异军突起，１９世

纪英国有３０多位女作家相继登上文坛，她们以女性视角对妇女

的处境进行描述，创作出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成为英国文学史上

一个独特的现象。而１９世纪只有英国的文坛出现了女性作家群

的崛起，这应从当时的英国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来探讨它

的必然性。以简·奥斯汀、夏洛蒂三姐妹、安妮、勃朗宁夫人等

为代表的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女性作家群涌现在了１９世纪英国的

文坛上。近代女作家弗吉尼娜·伍尔夫在其 《一间自己的房间》

更是指出１８世纪后女性小说家无论是 “物理空间”还是其 “心

４

①

②

黄梅，《推敲 “自我”：小说在１８世纪的英国》，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４０９页。

ＬａｎＷａｔｔ，犜犺犲犚犻狊犲狅犳狋犺犲犖狅狏犲犾 （Ｈａｒｍｏｎｄｓｗｏｒｔｈ：Ｐｅｎｇｕｉｎ１９５７，ｐ．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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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空间”都在不断扩大，这都对英国女性小说的发展具有极大的

促进作用。二十世纪以后的当代英国女性小说也在不断地演变成

长，如英国女性小说家Ａ·Ｓ·拜厄特、萝丝·麦考来、德拉布

尔、Ｊ．Ｋ．罗琳等，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也能欣喜地看到女性主义运动留下的痕迹。女

性主义的发展注定是缓慢的，但是我们仍能期待一个两性平等的

时代的到来。

中华上下五千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二元对立中的男

性注定是历史这一舞台的主角，而女性则别无选择地成为了男性

的陪衬。女性的丽影也仅仅是那些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岁月

中，舒缓人们神经的调节剂。然而，漫长的历史中确也出现过一

些才华卓越的女性，她们不是以自己的美貌耀人，而是凭自己的

才华名世，如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诗经》中已经有女性所作的

诗篇。而此后汉末的蔡文姬、晋代的谢道韫、唐代的薛涛，直到

宋代的李清照等等，可以说代代皆有才人辈出，这些卓尔不凡的

女性用自己的生花妙笔证明了：女性不单单为自身的自然价值而

存在，更为了照亮世界、启迪人性而闪烁异彩。可是，在中华民

族巨匠辈出、文学史诗般的文化史上，这样的女性实在是太少

了，而且正如她们是男权社会中男性的附属品一样，她们的作品

绝大多数也只是正统文学的陪衬与点缀而已。正如萧红所说：“女

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①

应该说，中国女性文学及小说可以说在世界女性文学发展上是引

入、传播与发展而来的。一方面， “五四”一声春雷打破了封建

５

① 聂绀弩著，《在西安》，一九四八年上海文化供应社版——— 《沉吟》１９４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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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令女性窒息的牢笼，冰心、林徽因、张爱玲等女性作家作为

一个 “新女性”群体出现了，她们才华横溢，与男性作家共同谱

写了近代文化史上的新篇章。自她们始，中国女性作家的队伍逐

渐壮大，到如今已经是满园春色，争芳斗艳。另一方面，我国国

内对英国女性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十九世纪，而对之前的十

七、十八甚至是二十、二十一世纪女性小说的发展与成长关注并

不多。学者刘晓文正是由于国内对英国十九世纪女性小说研究甚

多现状下，编译简·斯潘塞１９６５年出版的 《妇女小说家的兴

起》，对十八世纪女性文学作出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之后对

于 “女性主义小说”的研究开始如雨后春笋，在我国开始蓬勃发

展开来。

当今世纪，新的文论思潮、流派和视角层出不穷，文学批评

理论竞相争艳的世纪，正如当代美国文学批评家乔纳森·卡勒指

出的那样：“当代文论的特征是绝对的、单一的权威和权利中心

已不复存在，文学批评者以多元化为指导思想，推翻传统上一贯

主张的批评视角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重新评估历史的经验和价值

观念，重新认识只是传播过程中的政治运作问题。”① 所以，以历

史发展进程重新梳理人类文学历史中的女性主义小说，将有助于

使得我们女性学者作家和读者坚持与男性对话的立场，不断吸

收、借鉴其他流派的理论，并在探索中修正和建立自己的批评的

新视角和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深信：女性主义小说将是２１世

纪全球化一体化中更为广泛讨论和研究的命题，也将引发人们对

女性现实文化境遇更深层次的思考。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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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１７世纪末女性小说的先驱者

从公元５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三个日耳曼部落

开始从丹麦以及现在的荷兰一带地区迁入不列颠。这一时代留给

我们的古英语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是 《贝奥武甫》（Ｂｅｏ

ｗｕｌｆ），它被认为是英国的民族史诗，一部英雄传奇是史诗。之

后的 《高文爵士和绿衣骑士》歌颂勇敢、忠贞、美德，是中古英

语传奇最精美的作品之一。而１６、１７世纪之交的国内政治、经

济矛盾加深，折射于文学的莫过于以多恩为代表的选学派诗和一

些骑士贵族青年所写的爱情诗，故这一时期比较多地出现了表达

末世情调的诗歌。

１７世纪４０年代，革命终于爆发，人民经过公审，处决了查

理一世。而１６６０年革命遭受到了重大的挫折，王政复辟。之后，

文学风气为之一变，盛行嘲笑清教徒的讽刺诗，法国式 “英雄悲

剧”和反应浮华、轻佻的贵族生活的 “风尚喜剧”为主，此时的

社会风尚大多如此，虚伪、浮夸又带着香艳色彩。如孟德斯鸠的

《波斯人信札》，其间涉及十七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的宫廷。太阳

王路易十四时期，是法国君主制发展的巅峰时期，以及路易十四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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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密切的贵妇———拉法耶特夫人写的一个中篇小说 《克莱芙王

妃》。大多数都描写恋爱关系一定与权力斗争，方方面面的势力

明争暗斗，并且其中的情人关系使得权力斗争更加复杂化。推而

广之，除了法国宫廷，那时的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强国，宫廷都

是这样的风气，比如 《三个火枪手》。１７世纪中后期的欧洲大陆

处于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继续斗争并取得相对平衡的阶段，文艺

复兴时期的动荡过去，社会暂时回归平静，人心思定，遵循理智

和秩序的思想占了上风，形成了一股新的文化氛围。而隔着宽广

的英吉利海峡的那一端的英国正处于斯图亚特王朝统治下，与相

对保守的中世纪相比，这一时期，英国内忧外患，内战、宫廷变

乱以及清教徒的运动等，堪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为动荡飘摇的时

期。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用一种符号和文字的方式反

映了当时的社会。此时的英国文学，受到欧洲的人文主义文学、巴

罗克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重要影响，加之时代变化的投射，

呈现出多样态的局面。戏剧方面出现了代表民主进步倾向的本·琼

生，他创作的喜剧鞭挞没落的英国贵族阶级，嘲讽了贪婪的资产阶

级；诗歌领域中也涌现了以约翰·多恩为代表的 “玄学派”和赫里

克为代表的 “骑士派”两个主要流派，皆有明显的巴罗克风格。前

者，采用说理辩论的方式和奇特的比喻，从科学、哲学和神学中

摄取意象，显示出与彼特拉克式的 “甜蜜”抒情诗迥异的风格；

而后者则继承并发展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享乐思想，表现的大多是

俗世的爱情，宣扬及时行乐，反映了贵族阶级的没落情绪。此

外，随着人民反封建斗争的蓬勃发展，要求自由、民主的诗人和

作品，如约翰·弥尔顿的 《失乐园》以及王朝复辟期间的约翰·

班杨的 《天使历程》，宣扬了民主思想和清教徒的教义，等等。

在当时社会体制、政治制度以及宗教信仰都岌岌可危时，但

８



第二章　17世纪末女性小说的先驱者

１７世纪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在性别的政治话语却显得风平浪静。当

时的女性写作已经有了一定发展，首次出现了以埃芙拉·贝恩为

代表的职业女作家。但大部分的女性的作品还只是少数贵族女性

打发闲暇时间的产物，并且写作内容和题材也比较简单，主要涉

及家庭，医学和宗教等领域，而且写作形式由于受整个欧洲大陆

文学思潮的影响，主要为日记、书信、诗歌等形式。可是那些值

得重视和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女性作家和作品其宝贵之处来源

于，少数早期女权主义者已经开始重视女性的受教育的权利和知

识的水平，这些改造女性的社会附属和依靠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正因为女性创作也被认为是对男权社会的话语挑战，所以开始受

到早期女权主义者推崇。

据简· 斯潘塞的论述，“１７世纪的女性写作是建立在女作家

或者女主角这一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说，女作家的生活经历和

周遭与其作品中主角的人物性格命运深深地结合，读者也将二者

看成是重叠的影像，这在当时的传统男性作家写作中是极少见的

现象；与之相对应，读者浪漫的想象也给女作家的写作涂抹了不

同的色彩，也为当时的女作家带来了写作方面的市场机遇，使得

她们的创作得到认可。

但另一方面，简·斯潘塞却认为这是萌芽中的妇女创作的一

种禁锢。尽管男性作家作品写作也受到当时的社会道德约束，比

如道德高尚作家才能创造那些有思想的文学作品，然而伟大的自

由———性自由的作品，却只允许男性作家拥有并很少加以限制，

而女作家的写作如果涉及 “性”的描写，便被认为是不道德的，

其本人也会被视为不洁，从而其私生活成为人们判别其作品道德

与否的重要标准。这些女性主义角度来看，的确如简·斯潘塞所

言，是一种社会或文化层面的倒退，因为女性作家及其作品若沦

９



她们的故事：女性主义小说研究

为了父权社会道德准则的代言人的话，女性乃至女性作家从而也

丧失了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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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女性主义思想的启蒙———伊丽莎白·凯丽

１７世纪的英国，女性已介入写作，尝试而曲折地表达了女性

独立地对世界的体验的诉求。尽管她们并没有取得广泛意义上的

文学话语权，但她们的写作体验及成就对１８世纪乃至１９世纪以

后的女性文学的勃发具有重要的启蒙和累积作用。英国女性创作

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桑德拉·吉尔伯特

和苏珊·古芭在 《诺顿女性文学选集》中，记载了英国中世纪留

下笔墨的两位女性：朱丽安 （ＪｕｌｉａｎｏｆＮｏｒｗｉｃｈ，１３４２—１４１６）

和玛格丽·肯普 （ＭａｒｇｅｒｙＫｅｍｐｅ，１３７３—１４３８），前者是修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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