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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套“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从开始出版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累计共有九种，虽然先后有过
加印，也还是都脱销了。
出版社要出新版，在版面设计上作改进，作者们也愿意借此作或大或小的修订，同时，还会有若干新
著将要陆续增加进来。
所以，编辑同志嘱我补写一篇序言，看来，确实是有此需要——需要对原来的设想作某些修正，对丛
书策划中新的设想作一交代。
　　当初，设计本丛书的时候，就是与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学科建设相配合。
我在原来的总序中说的，丛书的作者们，也就是教研室的成员，大家在学术上相互呼应协作，并且为
下一步理论上的整合作准备。
现在看来，这一句话要作分析：“呼应”是教学与研究的客观需要，教研室的成员们在教学任务和研
究方向上有所分工，在一个集体里必须协调、默契，也必定会彼此影响；“整合”这个词儿则未见准
确——每个人有自己的学术个性，不太可能也没有必要整合。
学术群体的建设，尤其是人文学科学术群体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各人独立的创造性的研究。
自选课题做起来兴趣浓厚，有利于扬长避短。
至于群体内部观点的接近，研究范围的接近，研究风格的接近，以至于课题的合作，应该是顺乎自然
，不必强求。
在这几个方面有合有分，分而渐合，合而复分，都不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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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小说，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女性写作的反
女性主义症候”，探讨女性主义观念下的女性文学写作的问题与症结；第二部分探讨非女性书写的女
性小说的女性主义价值；第三，探析身体写作与身体政治的源流及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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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天真，1966年生，湖北公安人，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与1988年、1995年、2005年获得文学学
士、硕士、博士学位，2005-2007年在武汉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女性主义与当代文学文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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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撇开这些过于激进的特例，就女性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一贯实践状况而言，平等与差异的问题
也同样复杂。
正如罗莎林德·卢森堡（RosalindRosenberg）在批评早期女权运动时所说：“如果妇女作为一个群体
被允许拥有特殊优惠，你就会让这个群体遭受到它是低等群体的指责，但是，如果你否认所有的差异
，正如妇女运动经常所做的那样，你就使注意力偏离了那些困扰妇女的不利条件。
”尽管从逻辑上看，平等并不代表同一，差异也不等于优劣，但在社会现实领域内，平等与差异的关
系一直就是一个悖论，并使得女性主义与非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各派别之间，甚至某一派别内部，都
纷争不断。
　　等到20世纪80年代，具备后现代意识的女性主义者，才觉悟到平等与差异的对立即使不是一个早
该被揭露的陷阱，也是一种作茧自缚的臆造。
女性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除了带来有害无益的纷争，没有任何意义：“女权主义者之间关于‘
平等与差异的对立’的争论就是在政治上弄巧成拙的方式表达出的意义的一个恰当的实例。
这里，一个二元对立体被创造出来以供女权主义者作出选择，她们要么支持‘平等’，要么支持它的
假设对立面‘差异’。
事实上，这个对立面本身遮蔽了这两个概念的相互依赖性，因为平等并不是把差异消灭干净，而差异
也不排斥平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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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只有摆脱市场操控和观念先行的双重束缚，女性文学才能实一开放解读女性小说.现向人的文学的
发掘女性小说意义，复归，达到语言的探讨女性小说的功能艺术作品的境界。
超越女性立场和性别规和得失。
角，以非女性主义的眼光看待所有女性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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