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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 ”想象与社会主义美学的规约
— 论 “十七年 ”文学批评中的性别视角及其功能

曹 霞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 ,在社会主义美学的规约下 , “十七年 ”文学批评对 “性别话语 ”进行了重新编

码 。通过对 “妇女 ”的 “工农兵 ”身份进行阐释和建构 ,对婚恋故事设定边界或将其纳入宏大叙事的链条

之中 ,以及对参加公共实践的妇女进行 “性别倒里 ”的政治价值判断 , “十七年 ”文学批评塑造了一个 “干

净” 、纯粹 ,具有道德净化功能和精神权威特质的 “妇女”形象。 然而 ,社会主义文学中的性别等级并未

因性别 “无差异 ”说而消失 ,反而成为一种新的削除女性意识和主体性的力量。

关键词 “妇女”想象 社会主义美学规约 性别 “十七年”文学批评

新中国成立后 ,对于民族国家的建构和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并行不悖

的现代性诉求 。葛兰西在分析现代国家的形成时指出 ,不能简单地把国家视为暴力统治的机器 。

他说 “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 在 统̀治 '的形式中和 精̀神和道德领导 '的形

式中 。”①除了以强制性机器维持政治与社会秩序外 ,国家还要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现对 民众

的统驭 ,使之在心理上完成对社会主义新秩序的服从和认同 ,这也是一个建立黑格尔所称的 “普遍

同质领域 ” , , 。 、排除 “国民内部的异质性 ”②的规切过程 。在这个过程

中 ,文学批评以高度理性的判断 、指导和界定等功能成为意识形态进行 “整编 ”和 “清理 ”的有效工

具 。在 年的第一次文代会上 ,周扬明确了文学批评的职责和功能 ,即 “批评必须是毛泽东文

艺思想之具体应用 ,必须集中地表现广大工农群众及其干部的意见 ,必须经过批评来推动文艺工

作者相互间的自我批评 ,必须通过批评来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批评是实现对文艺工作的

思想领导的重要方法 ”③。在与意识形态的 “合力 ”中 ,文学批评作为 “美学和艺术判断 ”的本体功

能被宣传 、动员 、组织等排除 “异质 ” 、强化 “同质 ”的历史任务所代替 。正如刘禾所说 “体制化的

文学批评逐步发展为 世纪中国的一种奇特建制 ,成为一个中心

舞台 ,文化政治国族政治经常在这个舞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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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 “异质 ”的收编和整改中 , “性别话语 ”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巫待重新编码的领域 。社会主义

文学叙事碑隙里流露出的女性的美丽 、脆弱 、“落后 ”等特征有可能成为侵蚀国族建构和经济政治

建设力量的 “异质 ” ,因而成为批评家着力改造的对象或干脆被界定为国族话语的 “反面形象 ”而遭

到清除 “国家是使所有臣民隶属于它的主体 ,而异质成分则被剥夺其主体

性而不隶属于国家主体 。”①此外 ,由于妇女形象在政治 、文化和革命意识等方面处于有待启蒙的

“次等 ”位置 ,批评家对她们的叙述 、归置和重新编码也就显得相对安全 。在社会主义美学的规约

下 , “十七年 ”文学批评通过对 “妇女故事 ”②进行阶级政治和时代价值判断等批评实践 ,一个祛除

了 “女性 ”性和多样性 、以 “男女都一样 ”的无性别差异或 “扁平 ”化女性身体的存在而彰显国族寓

言的新 “妇女 ”形象逐渐呈露 。

一 、阶级话语与 “妇女 ”的身份建构
在 “十七年 ” ,随着意识形态对民众身份进行 “阶级出身 ”的政治判断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的二

元对立结构被建立起来 ,阶级话语成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文学表述和美学规范 。加上第一次文代

会规定的新中国必须以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以下简称为 《讲话 》 为文艺新方

向 ,以及有着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国家 ”的意识形态支持 ,代表 “无产阶级 ”的 “工

农兵 ”形象在文学和阶级话语中占据了合法地位 。 “妇女只有依从男性意识形态的严厉规则 ,才可

表现为支持者或社会变革中的参与者 ”③。这意味着女性要想获得和男性同样的国族主体性 ,就必

须以契合 “工农兵 ”要求的形象出现 。

对于那些描写女 “工农兵 ”的作品 ,批评家一再强调她们的身份及其蕴含的意识形态涵义 。在

评论 《检验女工叶英 》中的女工形象时 ,批评家赞同叶英坚决反驳那些嘲笑她职业的人 ,认为这体

现了她 “对于自己的职业的自豪感 ” 。她为之苦恼而消瘦的不是正当年华的恋爱问题 ,而是如何降

低工厂的 “废品率 ”。当强烈的 “工作责任 ”使她忍不住愤怒地斥责青年工人小马时 ,批评家在这些

像 “子弹 ”一样的话中捕捉到的是她 “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自觉精神 ”④。唐克新的小说 《沙桂英 》的

女主人公是一个优秀的纺织女工 ,一个新时代的劳模 。批评家一再强调这个人物的 “工人 ”身份及

其面向未来的特性 ,认为这个形象身上有着 “工人阶级朴直而又充沛着的革命锐气和足以冲破那

庸俗 、苟且习气的力量 ”⑤,她们 “生机勃勃 ,心地明朗 ,敢作敢为 ,勇往直前 ” , “代表着我们社会的

未来 ”⑥。当批评家通过为 “妇女 ”身份建构提供想象性资源以规约性别政治的内涵时 ,建构 “妇

女 ”的国族意义成为一种普泛化的要求 。王愿坚 《党费 》里的黄新留给批评家的印象是 “一个有血

有肉的英雄形象 ,一个对党的事业万分忠诚的共产党员 ”⑦冯德英的 《苦菜花 》中冒认区委书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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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丈夫的花子 、堪与高尔基 《母亲 》中的母亲相媲美的仁义嫂被认为体现了 “革命人民光辉灿烂 、

宁死不屈的性格 ”①。将人物的 “工农兵 ”身份当作评价的标准并赋予其政治正当性和道德优先性 ,

这种对女性身份和主体意识进行 “男性化 ”和政治化 “拔高 ”的批评逻辑并非为了建构女性的性别

意识 ,而是将工农兵 “妇女 ”当作 “党 ”之名和集体主义的载体 ,使之构成一个彼此指涉 、相互证明的

社会主义 “崇高形象 ”的链条 。

在阶级话语的规约下 ,批评家一方面肯定作品中那些 “高大 ” 、“无私 ” 、具有 “党性 ”的工农兵

妇女形象 ,另一方面着手 “清除 ”个人主义 、利己主义等危及社会主义建设的 “异质 ”。凡是不符合

社会主义美学规范的女性形象都成为被清理或重新编码的对象 。在赵树理的小说 《“锻炼锻炼 ”》

中 ,除了高秀兰等少数妇女干部 ,大部分农村妇女都想尽办法逃脱集体劳动 ,其 中以 “吃不饱 ”和

“小腿疼 ”等一心谋 “私利 ”的妇女为代表 。这种对 “现实 ”的 “歪曲 ”招致了批评家的不满 ,他们指

出像 “吃不饱 ”和 “小腿疼 ”那种 “落后的 、自私而又懒惰的农村妇女 ”虽然有 , “但不是占农村的大

多数 ,而是极其个别的 ” 。他们批评这种描写使读者 “所看到的只是一大群不分阶层的 、落后的 、自

私到干小偷的懒婆娘 ”②。批评家将 “落后 ” 、“自私 ” 、“懒 ”等品质视为与国族建设和社会新秩序格

格不人的 “异质 ”以及妨碍社会主义妇女身份建构的危险因素而着力清除之 。这种批评可谓 “一箭

双雕 ” 既告诫了作者必须 “正面描写 ”新中国的劳动妇女形象 ,又达到了对于那些不符合规定的妇

女 “异质 ”的清理 目的 ,从而完成了对作家主体和文本内人物的双重 “规训 ”。

其实 ,问题不仅在于如何改造 “自私 ” 、“落后 ”的妇女促使其成为 “社会主义新人 ” ,更重要的

是 ,批评家是如何通过对 “工农兵 ”形象的评价来梳理阶级政治与性别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的 一

个时代的主流批评又是如何 “挪用 ”国族话语完成了对于 “性别 ”的 “改装 ” ,从而为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提供了重要支撑 年对萧也牧 《我们夫妇之间 》的批评可以说提供了典型个案 。在这个

批评事件中 ,丁玲文章的杀伤力远远超过陈涌和李定中 冯雪峰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差不多

消̀灭 '了萧也牧 ”③,主要原因就在于她敏锐地捕捉到了小说中的性别描写对于新中国文学成规和

政治成规的冒犯 。在 《讲话 》之后的文学和批评话语里 ,无论性别设置如何 ,工农兵 知识分子之间

应当是启蒙 被启蒙 、教导 被教导等主 次关系 。而 《我们夫妇之间 》却通过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夫

妇关系 “掩盖 ”并 “颠倒 ”了工农兵 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这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性别 政治的设

置陷人了两难困境 。小说多次通过李克的视角将张同志描写得泼悍 、粗糙 、土气 ,这让丁玲大为不

满 。她质问萧也牧 ,工农出身的女干部 “哪里会是像你所描写的那么一个雌老虎似的泼妇样子呢 。

你怎么能把当着典型来写的一个工农出身的女干部 ,写成是偷了丈夫的稿费往家中去寄钱的呢 ” 。

丁玲一再强调李克和张同志的阶级身份而非性别身份与家庭关系 。也就是说 ,在她的批评逻辑

中 ,知识分子李克 “俯视 ” 、“玩弄 ”的不是他的妻子 ,而是一个 “工农出身的女干部 ” ,这是 “最使人

讨厌的 ” ,因此她论定这是一篇 “穿着工农兵衣服 ,而实际是歪曲了嘲弄了工农兵的小说 ”④。丁玲

借用政治话语成功地为其性别话语提供了合法的美学 “隐身衣 ” ,这使得她对李克 萧也牧 的批判

具有了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合法性 。在批评家的质询下 ,小说中丑化 “工农干部 ”妇女的描写成为一

个负面样板 ,为新中国妇女形象的塑造树立了一个不可触动的 “警戒区 ” 。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批

评家建立了一种性别话语批评模式 ,而只是纠正了 “女工农干部 ” “男知识分子 ”中蕴含的阶级秩

序 ,使小说中不合理的性别 权力资源得以重新分配和调整 。

① 李希凡 《英雄的花 ,革命的花— 读冯德英的 苦菜花 》 , 《文艺报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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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蒙 《我心目中的丁玲 》 , 《读书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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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 “工农兵妇女 ”形象的阐释和建构 , “十七年 ”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性别话语与阶级话语

共同生效的意识形态叙事机制 。在批评家的反复运作下 , “工农兵妇女 ”最终以无性化或 “扁平化 ”

的空洞存在被填塞进了意识形态指令 ,并成为一种新的面向 “异质话语 ”的 “规约 ”。比如对于经历

了思想矛盾和投身社会运动成长起来的 《耕云记 》中的萧淑英 、《黑凤 》中的黑凤 ,批评家肯定的是

她们作为 “文艺的 生̀活教科书 ” '的意义①,认为她们的成长路程对 “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举步不定 ”

的青年 “更会具有启发和教育意义 ”②。孟悦将这种在 “阶级 ”名义下消弥性别差异的过程称为 “话

语国有化 ” “在新中国语境中生效的 阶̀级对立 ' ,偷换的乃是一切差异 ,是 差̀异 '本身 ……其中 ,

性别和性别角色这种最古老的差异或等级 ,使得 阶̀级 '的偷换更其 `自然 ' ,天经地义 。”③正是借

助空洞的 、被抹除性别痕迹的女性身份 ,以阶级话语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得以发挥比性

别本体表述更为强大的统驭力量 。

二 、婚恋叙事与 “妇女 ”的净化功能

在社会主义美学的规约下 , “十七年 ”文学批评通过建构新的身份重塑了 “妇女 ”形象 。在批评

家的逻辑整合下 , “妇女 ”在家内的角色突破了传统限制 。 “妇女 ”的情感变迁与家庭关系打上了国

族话语的烙印 ,这在婚恋叙事的评价机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 “十七年 ”文学中 ,关于 日常生活

的描写并非 “禁区 ” 。即使是在革命化 “纯度 ”极高的 《红日》 、《红旗谱 》 、《保卫延安 》 、《林海雪原 》

等文本中 ,对于主人公的爱情与家庭描写依然会伴随其革命事业而隐约滋长 。从思想内涵来看 ,

这些 “带有女性温和气质的描写 儿̀女情 ' 、 家̀务事 '的作品 ”其实仍然 “属于革命文学的范畴 ” ,可

它们还是受到了 “贬抑 ”④。当我们把恋爱 、婚姻和家庭问题置于与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相互关系

中 ,可以看到在 “十七年 ”文学批评的阐释下 ,这些被不断清除 “杂质 ”的私人领域不仅成为国族建

设的重要源泉 ,也使得妇女形象 日益 “干净 ” 、“纯粹 ”从而具备了 “同一化 ”的性质 。

在 “十七年 ”文学生产中 ,如何规范并讲述情爱 、家庭等日常生活成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 。

由于日常叙事的琐碎化和无序性 ,它们必须被重新整编 。在批评家看来 ,爱情描写应当经过对世

俗快感的 “过滤 ” ,在其达成的目标上也要取消私人性和个体化 ,即应当 “以爱情如何服从革命的需

要来叙述革命的爱情 ”⑤。只有给日常生活叙事设定边界或将它们嵌人宏大叙事的链条之中 ,才能

防止它们 “溢出 ”合法领域而造成对 “妇女 ”形象的侵蚀 。在这种批评逻辑中 ,那些磨灭个人情欲需

求 、同心建设 “社会主义 ”的 “爱情 ”受到了褒扬和提倡 。在徐怀中的长篇小说 《我们播种爱情 》中 ,

作为故事生发的场所 , “农业技术推广站 ”这一具有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意味的空间的设置改写了

通常意义上的 “爱情 ” ,并将其纳人了国族建构的谱系之中。当女主人公倪慧聪发现恋人苗康接受

了别的女人时 ,她 “坚决割断 ”了与这个 “腐烂的灵魂 ”的感情 ,并在和思想进步 、一心 “搞好革命工

作 ”的雷文竹的长期接触中产生了 “高尚的爱情 ” 、“服从革命利益 ”的爱情 。批评家赞 同这种与社

会主义事业相联系的感情选择 ,指出当 “高原上矗立起来了一座永不可摧毁的社会主义堡垒 ”时 ,

“社会主义爱情的种籽发了芽 ,开了花 ,结了果 ” 。女主人公只有从思想意识和革命事业出发选择

的 “爱情 ”才 “真正是幸福美满 ”的 ,才富有 “时代意义 ”⑥。在这种情感 政治的转换式书写中 ,国族

① 黄沫 《 耕云记 的思想意义 》 , 《文艺报 》 年第 期 。

② 谭需生 《进攻的性格— 读中篇小说 黑凤 》 , 《文艺报 》 年第 期 。

③ 孟悦 《性别表象与民族神话 》 , 《二十一世纪 》 年第 期。

④ 乔以钢 《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 年 ,第 页 。

⑤ 余岱宗 《被规训的激情 》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 以科年 ,第 页。

⑥ 王世德 《崇高壮丽的社会主义爱情— 评长篇小说 我们播种爱情 》 , 《文艺报 》 年第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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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成为私人领域的重要支持并被内化为个人的情感 “本能 ” 。

在批评家关于家庭题材小说的评价中 ,可以更典型地看到一己私事是如何在进人 “公共空间 ”

的路径中被国族话语 “收编 ”和 “整改 ”的 。由于新中国并没有经历西方市民化社会的发展阶段 ,

“公共空间 ”实为意识形态所主导的政治空间 , “家庭 ”也被纳人其中而成为净化 “异质 ”的重要场

所 “家庭成了一种替代性的公共领域 ,而不是公共领域的对立物 。”①而事实上 ,在以国族建构为阐

释目的的批评话语中 ,女性必须抛弃 “狭窄 ”的 “小世界 ” ,跟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否则就有被沉

浸于革命工作的丈夫所抛弃的危险 。茹志鹃的 春暖时节 》描写了一对夫妻的感情随着社会主义

建设而发生的变化 。在批评家看来 ,夫妻二人的隔膜是由于对社会运动 家庭事务的不同态度而

引起的 “丈夫投在大跃进的火热斗争中 ,幸福的小家庭里的家务事却局限了妻子的眼界 ,两个人

所关心所追求的东西不同了 。”直到妻子也和丈夫一样被吸引到社会劳动 街道生产组 中时 ,丈夫

对她的感情才重新被激活了 。批评家肯定这种 “由小见大地暗示了时代的变化对于家庭妇女们的

精神生活 、对于家庭关系所发生的隐微细腻而又深刻的影响 ”的描写 ,因为它写出了许多和女主人

公类似的 “家庭妇女的发展道路 ”②。批评家除了运用操持家务 、慈爱奉献和养儿育女等传统修辞

塑造家庭内妇女形象外 ,还赋予了她们投人社会工作 、展现 “为公 ” 、“舍小家为大家 ”等功能 ,只有

这样 ,她们才能获得与国族建设宏伟愿景同步的丈夫的 “爱 ”。这种塑造和想象旨在鼓励年轻女性

由传统的妇女角色扩展到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域中去 。在草明的小说 《乘风破浪 》中 ,市委宣传部长

邵云端被认为 “体现了中国女性美好的品质 ” ,因为她不仅 “具有中国女性传统的温厚性格 ”— 在

丈夫宋紫峰和她闹离婚时依然忠贞不渝地爱着丈夫 ,更重要的是她 “没有因为个人感情放弃过原

则 ” , “就在她的家庭生活很不愉快的时候 ,她仍然积极工作 ,关心着党的利益 ,和以冯棣平为首的

资产阶级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③。邵云端虽遭婚变却不忘 “革命工作 ” ,这种品质成就了一个大

公无私 、完美无瑕的 “妇女 ”形象 。在 “婚恋家庭 ”向 “政治集体 ”的 “进化 ”中 ,妇女传统 “美德 ”必须

“搭载 ”上国族主体性才是合理的 、有效的 ,这意味着妇女实际上面临着传统性别权力关系与新国

族意识形态双重宰制的困境 。

在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想象中 ,一个重要的美学规范就是重新设置情爱和家庭叙事在

“人民文学 ”中的位置 。在宗璞的 《红豆 》中 ,虽然江玫最后做出了归属革命的选择 ,但这并不能让

批评家满意 。小说中 “革命 ”与 “爱情 ”给人物心理上带来的苦闷 、矛盾和冲突让批评家耿耿于怀 ,

因为这些 “感觉碎片 ”削弱了社会主义美学对感情所要求的高度 “清洁 ”和理性化的标准 ,从而被视

为有损于共产党员形象的 “异质 ”成分 “从作品中看不到革命力量在江玫身上的增长 ,以及她怎样

战胜资产阶级感情而成为好的共产党员 。”甚至有人建议把江玫塑造为 “批判的人物 ” , “倒有一定

的意义 ”④。世俗化的幸福快感必须借助于对公共政治的认同表达才能隐蔽地介人叙事 ,否则就是

“不洁 ”的 、有违于 “道德 ”的 。同样的批评逻辑还出现在对 《青春之歌 》的评价中 。批评家认 为 ,

“林道静两次结婚 ,就是随随便便与人 同居 了事 ,感情好就合 ,感情不好就散 ,不受一点道德约

束 ”⑤,她还把 “对一些革命者的敬与个人的爱屏杂在一起 ” ,这种 “爱情 ”是 “不健康 ”的 , “有损于这

个人物的光辉 ”⑥。 《在悬崖上 》中的加丽亚更是被批评为 “灵魂是缝凝的 ,手段是卑鄙的 ,心肠是

① 〔美 〕南尼特 ·芬克 《东西方女权主义 》 ,王昌滨译 ,李银河主编 《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 ,北京 三联书店 , 年 ,第 页

② 侯金镜 《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 读茹志鹃小说有感 》 , 《文艺报 》 年第 期 。

③ 黄沫 《一部反映工业建设的好作品— 读 乘风破浪 》 , 《文学知识 》 年第 期 。

④ 红豆 的问题在哪里 — 一个座谈会记录摘要 》 , 《人民文学 》 年第 期 。

⑤ 张虹 《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 》 , 《中国青年 》 年第 期 。

⑥ 刘茵 《反批评和批评 》 , 《文艺报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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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辣的 ,是个彻头彻尾的自私者 ”①。通过对女性在婚恋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政治化评价 , “十七

年 ”文学批评不断剪除女性身上那些 “情感化 ” 、“私人化 ”的性别特性 ,避免对意识形态造成某种

“逾越 ” 。 《创业史 》中的徐改霞不甘心像传统农村妇女那样与梁生宝生儿育女 ,最后进城当了工

人 。在批评家看来 ,改霞在感情上 “过分纤细 、过分动荡 ” ,这使她身上 “染上了一层和农村气质不

大协调的色彩 ”②。在这样的阐释下 ,改霞和 “正面 先进 人物 ”梁生宝之间无疾而终的 “爱情 ”也

就能够令人释怀了 。这显示了文学批评在社会主义美学规范之下的某种 “机敏 ” ,同时也可从中窥

见性别话语面临着被社会主义道德 政治机制 “掏空 ”或者 “填塞 ”的困境 。

在 “十七年 ”文学批评中 ,以女性为主导的 “家务事 、儿女情 ”被设定为与国族话语相异的矛盾

情感婚恋问题是个人的 “小事情 ” ,它必须被转化为有关社会进步 、国家建设 、政治利益等高于自我

的话语才能得以确立 。在对女性形象及情爱叙事的层层 “净化 ”下 ,文学批评塑造了 “干净 ” 、“无

私 ”的 “妇女 ”形象 ,这一形象反之成为新中国家庭生活 、情感生活的 “净化剂 ”与道德指南 ,与政治

经济制度和社会运动等一道构成了有效的动员力量 。

三 、公共实践与 “妇女 ”精神权威的确立

在新中国 ,妇女获得了参加工作 、劳动和政治运动等面向公共空间的社会实践的权利 ,这是新

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成就 ,也是妇女介人国族现代化的方式之一 ,即 “作为民族 、经济 、政治和军事

斗争的参与者 ”③而体现其社会价值 。在 “十七年 ”文学批评中 ,经由批评家的不断阐释和强化 ,一

个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 “妇女 ”形象被建构起来 。她超越了传统女性的角色 ,在 “小我 大我 ”

的转换书写中被赋予了具有某种精神权威的政治和文化的想象色彩 。

参加社会工作使女性有机会摆脱固有的命运 、走出家庭而体现自我的价值 。如果考虑到 “工

作机会 ” 、“工作能力 ”等公共领域曾经为男性专有的话 ,那么 ,女性参加工作就只能在 “男女平

等 ” 、“男女都一样 ”的性别表述 中得以落实 。这个貌似平等的性别叙述毋宁说是一个 “去女性

化 ” 、“去小我化 ”的机制 。在茹志鹃的 《如愿 》里 ,何大妈在解放后吃穿不愁 ,生活宽裕 ,但她却觉

得 “不幸福 ” 。批评家指出 ,对于何大妈来说 , “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不是闲在家里坐吃懒做 ,而是劳

动生产 、工作 ” 。因此 ,只有当她参加了街道生产组工作并当上玩具小组组长之后 ,她才意识到 自

己的重要性 。批评家肯定了何大妈将个体 “小我 ”与国族 “大我 ”自觉联系起来的社会意识 “ `自

己做好做坏 ,和大家 ,甚至和国家都有了关系 。'这是她对于国家主人翁意义的真正认识 ,这是集体

主义思想的萌芽 ,是她美丽灵魂的闪光 ,是她性格中最可宝贵的部分 。”④在参加公共实践的过程

中 , “ 女̀性 '的事业牢固地建立了一个亲属范畴以外的妇女整体 ”⑤,它使女性摆脱家庭羁绊 、获得

“幸福感 ”和 “美 ”之源泉成为可能 。 《工作着是美丽的 》这一小说名就相当直白地表达了这种观

念 。在性别 自我和党的工作之间 ,女主人公李珊裳最终的选择是向国族建 设靠拢 。 《原动力 》中的

女性形象也是如此 。女人参加工作意味着得到了和男人一样的权利 ,她们在工作中展现出来 的 、

为批评家所肯定的不是性别特质 ,而是 “一种新型的中国女性 ”形象 “她们是一个可靠的同志 ,为

人民幸福而斗争的坚强战士 。', ⑥批评家一方面赋予了 “妇女解放 ”以新的国族理想诉求 ,同时也通

① 杨羽 、芦萍 《谈 “妻 ”和 “加丽亚 ”》 , 《文艺学习 》 年第 期 。

② 冯牧 《初读 创业史 》 , 《文艺报 》 年第 期。

③ 〔英 〕沃尔拜 《女人与民族 》 ,陈顺馨 、戴锦华选编 《妇女 、民族与女性主义 》 ,第 页。

④ 孙昌熙 《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读茹志鹃的 如愿 》 , 《文艺月报 》 年 月号 。

⑤ 〔美 〕汤尼 ·白露 《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 》 ,沈齐齐译 ,李小江审校 ,第 页 。

⑥ 〔苏」 ·爱特林 《评草明的 原动力 》 ,张荫槐译 , 《光明日报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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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妇女的 “幸福生活 ”强化扩张了集体与政治的力量 。

在女性参加的公共实践中 , “劳动 ”是农村妇女获得经济 自给 自足和精神 自尊 自立的重要方

式 ,因此它被视为女性分享民族国家主体身份的主要途径 。关于 “劳动妇女 ”的建构和表述成为社

会主义美学和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内容 。据相关统计 ,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随着新 中国土地改革 、

合作化运动的开展而呈上升趋势 。 年 ,农村妇女参加劳动的只占妇女劳动力 的 一 ,

到 年 ,农村适龄妇女中有 参加了劳动 ,到 一 年 ,有 的妇女参加了劳动 ①。

随着生产劳动在妇女生活中的日常化 ,它不仅仅完成了对妇女传统角色和功能的代替与超越 ,而

且促成了 “妇女 ”新的品质的生成 。在赵树理的 《传家宝 》中 ,金桂和婆婆李成娘通过 “劳动 ”这一

中介被塑造为新 旧两代妇女的不同代表 。批评家认为 ,金桂由于参加了广阔领域里的繁重劳动 ,

从而改变了女人因袭的传统观念 ,她在劳动中 “形成了自己的新品德和新的个性 ,并且明显地标示

着这是一种时代精神 ”。也正是由于金桂作为 “劳动妇女 ”的身份 ,才使她 “摆脱了作为男人劳动的

从属地位 ” , “比李成娘看得远 ,成为一个为婆婆不能代替的人物 ”②。通过对 “劳动 ”附加上与现代

化建设相关的时代含义 ,金桂被纳人了社会主义新秩序建构者的行列 。在这一意义上 , “劳动 ”承

担着政治和伦理的双重意义 。参加劳动的妇女以其家庭地位和感觉体验的变化承担着意识形态

政策的宣传功能 “随着这一新的妇女形象 , 妇̀女作为主要劳动力 '的党的政策也得以推行 。”③

“劳动 ”有效地确立了妇女的国族主体性 ,并创造了她们新的生活世界 。走出家庭 、参加劳动的妇

女不仅没有失去家庭 ,反而以国族 “妇女 ”的主体身份重新获得了对家庭的话语掌控权 。

在种种公共实践中 ,大跃进 、人民公社最大限度地集结了人的力量 ,提供了关于阶级 自由 、民

族复兴 、经济发展等现代化想象 ,成为 “妇女 ”主体性成长的重要舞台 。批评家通过分析人民公社 、

大跃进与妇女形象之间的关系 ,为 “妇女 ”的建构提供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想象性资源 。在王汉石的

《黑凤 》中 ,黑凤在大跃进群众运动的熔炉中接受考验并得到成长 。批评者赞赏黑凤身上那种 “进

攻的性格 ” “她不仅敢于向生活中一切不合理的东西进攻 ,也肯于向自己身上的缺点进攻 。”在 “大

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的影响和锻造下 ,黑凤这块 “含铁量很高的矿石 ”“愈炼愈纯 ” ,最后成为 “一块

闪光发亮的纯钢 ”④。这种 “进攻的性格 ”其实是一种 “雄化 ”的表现 ,它彰显了力量 、进步 、建设等

国族现代性特点 ,也与人民公社 、大跃进超越现实的 “乌托邦 ”气质相吻合 。当 “进攻的性格 ”被批

评家视为黑凤的性格优势时 ,意味着女性只有抹去 自身的特点和 “弱点 ” ,才能获得主流话语的肯

定 。对于王汉石小说中的吴淑兰 、张腊月 、卢仙兰 、马芸芸 、米燕霞等妇女形象 ,批评家关注的不是

她们身上的性别特征 ,而是她们作为消弥个性的群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投入与贡献 “当她们把

自己的青春和才智献给集体劳动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 ,她们的生活是多么充实 ,多么富有光

彩 ”只有这样 ,她们的劳动才不是为了个人 , “而是为着社会主义事业 ” ,因此 “蕴藏在她们身上的

才智和力量有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⑤。这种将女性作为性别整体与社会运动相关联的批评逻辑 ,

打破了塑造女性传统角色和功能的家庭空间的束缚 ,同时也贬抑和否定了女性 的性别特征 ,形成

了 “十七年 ”文学中 “性别倒置 ”的主体格局 。

以 “性别倒置 ”承担着调整家庭关系功能的批评话语在 《李双双小传 》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

转引自董丽敏 《性别 、语境与书写的政治 》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 ,第 巧 页 、

思基 《谈赵树理的小说 》 , 《文艺报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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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 ,李双双的身份是 “喜旺家 ” 、“俺小菊他妈 ” 、“俺做饭的 ” ,这意味着妇女只能

通过家庭获得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在参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后 ,李双双的性格和命运发生了

“由内而外 ” 、“由私而公 ”的变化 。批评家指出 ,只有到这个时候 , “李双双才揭开了她的卑微的生

活传统中的新的一章 ” 。这是一个从集体劳动中 “汲取了无限的智慧和创造力量的富有说服性和

教育性的人物形象 ” ,是 “一个生动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妇女的革命朝气和冲天干劲的美好的共

产党员的形象 ”。在这里 ,批评家所肯定的是承担着 “国族大我 ”和 “理想自我 ”功能的李双双形

象 。因此 ,李双双与孙喜旺的 “旧思想旧习惯 ”之间的 “斗争 ”并非单纯的性别冲突 ,而是她所代表

的国族话语与夫权话语之间的冲突 “她用自己的行动教育了落后的丈夫 ,而且积极地参与了农村

两条道路 、两种思想的尖锐斗争 。”①妻子对丈夫的教育及其最终胜利也与传统的家庭伦理无关 ,它

关涉的是社会主义新秩序对具有破坏性的异己力量的再次编码 。只是这一次 ,承担编码任务的不

是男性 ,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完成了自我规训和性别潜抑的女性 。也因此 ,李双双这一形象就

不仅仅超越了传统妇女的角色 ,更因其参加集体劳动而获得的国族主体性一跃成为面向家庭生活

的 “精神权威 ”。

在 “十七年 ”文学批评中 ,随着 “小我 大我 ” 、“家庭 社会 ”等关系被转化为个人利益小于民族

前途的等级秩序 , “妇女 ”“自传式 ”书写中的个体话语逐渐为国家和集体话语所代替 。民族国家的

文化政治想象为性别的整合与重置提供了一套新的符码 , “妇女 ”形象贯穿着阶级话语 、意识形态 、

社会运动等宏大叙事脉络 ,这使得 “男女平等 ” 、“男女都一样 ”的 “无差异 ”说从建国初始便成为一

个被广泛认同的概念 。然而 ,这个 “无性化 ”或 “扁平化 ”的 “妇女 ”存在所表述的 ,是女性 “异质 ”被

重新编码纳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过程 。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中的性别等级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反

而在国族话语的遮蔽下成为一种新的削除女性意识和主体性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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