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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女性主义理论日渐盛行，并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文学批评，为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史提
供了新的视角，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
女性主义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人我国，随着西方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的结合，它在中国也
越来越受到重视，影响越来越大，成为我国文学批评家的有力武器。
简言之，女性主义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性别的视角，这是我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中前所未有的。
一方面，女性主义发端于上世纪的欧洲，缺乏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广大女性的观照，而第三世界国家的
女性受到夫权与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针对第三世界女性的理论建构又存在着
文化霸权的倾向。
另一方面，无论中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的多是近现代和当代的文本，生硬地割裂了丰富的古典
文学文本，还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解构传统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即菲勒斯逻各斯必然导致
道德观、价值观、话语体系与审美体系的变化甚至逆转，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观、价值观、话体系与审
美标准难以建立起来，会形成思想上的混乱与行为上的失措；将传统的文学文本绝对化地视为男性中
心主义的产物而不注意辨别、细介，不注意男权社会形成的历史背景与其中积极的成分，这都使得女
性主义理论研究和发展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用女性主义视角对先秦两汉文学进行重新研究，有助于解决这些矛盾和发展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建
构中国女性主义者所倡导的“双性和谐”的诗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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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下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现状第三节 本论所运用的主要的女性主义理论依据第一章 女性主义概念
、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主要流派第一节 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的兴起第二节 女权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兴
起第三节 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主要流派第四节 女性主义概念的中国化特征及其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差
异第二章 先秦两汉文学中女性主体性的确立与发展第一节 先秦文学中女性主体性的初期确立与发展
第二节 先秦神话中的女性主体：中国早期女神的人格化特征第三节 西汉《列女传》：中国古代以女
性为主体的第一次集中书写第四节 先秦两汉文学中女性主体地位的消解与重构第三章 先秦两汉文学
中女性形象的社会身份与权利第一节 西方哲学中的“客体”与性别意识第二节 先秦两汉文学中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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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诗学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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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早期文学中的“双性同体”特征：先秦两汉　　诗赋中的“拟女性写作”　　拟女性写作
，顾名思义，就是男性作者用女性的视角看待事物，体验在生活中或某一事件的感受，然后以女性的
心态、口吻书写出来，就是拟女性写作。
拟女性写作是中国古代诗词创作中一种常见而重要的写作方法，这种手法在《诗经》中就可以见到，
在《楚辞》中变得更加清晰可辨，及至汉代，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游子的大量增加，出现了“思妇
”即丈夫在外谋取功名而守候在家思念丈夫的女性。
游子们假借妻子之口，写出了大量感人的诗篇，以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最为典型，从而使拟女性
写作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拟女性写作是中国早期朴素的女性意识在男性思想中的展现，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一、《诗经》中的拟女性写作　　《诗经》中用有很多用拟女性写作手法创作的作品，比较典型
的有《氓》、《谷风》、《草虫》、《野有死庙》、《新台》、《蒋仲子》等。
《氓》是一首弃妇诗，在诗中作者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妇女从少女时被追求、结婚及婚后劳作以及被弃
时的场景及妇女的内心感受，一件事情通过弃妇之口讲出，初恋时的喜悦、相思，丈夫婚后感情的变
化，自己被弃的痛苦跃然纸上，让人感觉到生动真实，富有感染力，尤其是“于嗟女兮，无与士耽。
士之耽兮，犹可说也。
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告诫，更是一个痛苦女性发自内心深入的感受。
　　《谷风》也是一首弃妇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也是抱着和爱人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望结婚的，新婚生
活甜蜜，然而最后却被抛弃，眼睁睁看着丈夫有新欢：“德音莫违，及尔同死。
”“宴尔新婚，如兄如弟。
”她的内心有多痛苦呢？
“谁谓荼苦，其甘如荠。
”这是一个只有真切生活感受的人才会有的感受。
“宴尔新婚，不我屑以。
毋逝我梁，毋发我笱。
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这是一种典型的女性心态。
　　《新台》反映的是一姑娘找不到如意郎君的悲哀心态，而《蒋仲子》则写一位妙龄少女因畏父母
兄弟之言而不敢与心上人约会的情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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