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湘潭 大 学学 报 哲 学社 会科 学 版

二 三 吻 ,

女性主义文学 性别研究

从 “新艾性 ”到 “封面艾即 ”

— 由女性期刊封面看现代性话语之擅变

黄继刚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摘 要 女性期刊封面作为一种有效传播媒介 ,选择并塑造了不同女性形象作为当时社会所认可的“理想女性 ”。

具体而言 ,分别是启蒙叙事阶段的 “新女性 ”形象、革命叙事阶段的 “女劳模 ”形象和消费叙事阶段的 “封面女郎 ”形

象 。各个时期 “理想女性 ”之间迥然异趣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既表征着社会职业和民众心理演进的规律 ,也清晰

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文化价值观念的嫂变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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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期刊封面作为一种公共媒介资源 ,是社会文化生活

的选择性图像标本 ,它构建出来的媒体女性形象是国家意识

形态 、媒介权力以及社会性别话语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

文化意义远超过图像本身。女性期刊封面在表达呈现当时

社会主流价值观念的同时 ,也以图像叙事的方式记录并见证

了时代话语的变迁 。大致来说 , 世纪中国女性期刊的发展

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轨迹是相契合的 ,集中呈现为三个阶

段 ,即 “ 世纪初的启蒙叙事阶段 、解放和改革开放前后的

革命叙事阶段以及 年代末期以后的消费叙事阶段 ',川 , 。

这三个阶段封面女性形象的擅变既体现出各时期对 “理想女

性 ”不同的希冀与总体性想象 ,也标示出各时期现代性话语

的不同层次 。有鉴于此 ,女性期刊封面及其文化蕴涵将成为

我们审视现代性思想谱系的一个独特视角 。

一 、“新女性 ”的 “政治身体 ”和启蒙叙事
世纪初期 ,在 “新文化运动 ”和 “五四运动”的启蒙叙

事背景下 ,中国诞生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期刊 ,如 《女

铎 》 一 、《妇女杂志 》 一 、《玲珑 》

一 、女星 》 一 、女子月刊 》 一 、
妇人画报 》 一 和 《妇女月刊 》 一 等

等 同时一些知名刊物也开设专栏 ,如 《良友 》 一

的 “女子声音 ”。这些刊物配合着启蒙叙事中 “民主 ” 、“解

放 ” 、“自由 ”等主流话语 ,着力批判当时社会中 “节孝名教 ” 、

“蓄妾弊风” 、“男女有别 ”等丑陋恶习 ,努力争取女性在家庭

和社会中的相应权益并宜传祟尚一种崭新的现代生活方式 ,

如《妇女杂志》以介绍 “世界上最新的关于女性的知识 ,并鼓

励妇女通过社会的高尚娱乐来追求美好生活 ”川 ' 为办刊宗

旨 《玲珑 》自觉承担起 “女界之喉舌 ” '〕,的历史使命 ,主张通

过体育运动的方式来培养女性健康阳光的内在精神气质 。

同时 ,这些刊物还利用 “封面 ”这一特殊的媒介形式 ,借助

“镜像的力量”来逐步改变女性贤妻良母 ,温柔娴静的传统形

象 ,以塑造 “新女性 ”为审美标尺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女性独

立自新运动 。

“新女性”是 世纪 年代出现的具有时代特色的女

性名词 ,而期刊封面则有效构建了对 “新女性 ”的文化想象 ,

这种 “想象的真实 ”形成对 “新女性 ”的基本设定 “她们以知

识女性和职业女性为主要代表 ,接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 ,拥

有强健的体魄 、新颖的思想 、不作 性̀ '的依赖 、注意集体生

活 、结婚不要妨碍前程 ,追求并祟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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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而言 ,这一时期封面对 “新女性 ”的想象性塑造整体

呈现出两个特点 。首先是对封面人物身体的选择上 ,出现了

以体态丰腆为美 ,以运动健康为美的审美新风尚 。传统审美

观念一直以杨柳细腰 、弱柳扶风作为对女性身体的要求 ,并

通过 “足不出户 ” 、“笑不露齿” 、“裹脚束胸 ”等规范和限制来

完成对女性身体的规训 。而这一时期封面中的 “新女性 ”则

为我们呈现出焕然一新的女性身体形象 , “真正的美观还是

在结实的肌肉和健康的身体” 。川 “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们

的耻辱 ,现代人如果没有刚强的体格 ,便不会有远大的目光

和伟大的希望 。” '〕' 包括许家惺在 《最新女子修身教科书 》

中也表述过相同看法 , “妇女之身以康健为最要 ,容貌之美

丽 ,服饰之明艳 ,其后也 。”川 由此看来 ,在 世纪 年代 ,

女性走出阁楼去参加户外体育运动以锻炼体魄 如图 逐

渐成为 “新女性 ”形象塑造的核心要义 ,而《玲珑》 、《良友 》等

女性期刊在提倡求知向上 、独立坚强的 “新女性 ”精神的同

时 ,也寄希望在改变传统女性生活习惯的基础上使她们最大

程度上接受现代生活方式 。

其次是对封面人物的表现上 ,以《玲珑 》、《妇女杂志 》为

代表的女性期刊提议推行 “新女性 ”的 “文明新装 ” ,即重整

洁质朴而轻靡丽浓妆 。与此对应的是封面中发替 、镯环 、耳

坠 、项链 、玉佩等女性传统装饰物的逐渐淡出 ,取而代之是钢

笔 、手表 、运动球类 、自行车 、眼镜等作为现代生活象征 知

识 、运动 、健康 装饰物的出现 。譬如 《良友 》的 期和 期

封面分别是健康阳光的网球女士和排球女士的图像 《玲珑 》

的 期封面是一位青春开朗的骑自行车户外运动的女士

图像 如图 。佩戴装饰物是女性强化 “娇美柔弱 ”形象并

以此在男性社会中求得立足生存的措施手段 ,而淡化女性的

传统装饰实则关系到 “新女性 ”所谓的 “人格独立 ” 。这种新

的审美风尚打破了传统女性 “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自我局限 ,

展现出职业女性群体走出家庭 、参与更广阔的社会公共空间

的愿望 。由上述封面中的变化可以看出 , “新女性 ”形象体现

出积极的启蒙意识 ,在兴办女学 ,知识教化 ,道德培养 ,气质

涵养等方面都发挥着有益的社会导引作用 ,这种潜移默化的

熏陶不仅有助于知性大方的 “新女性 ”气质的塑造 ,还有助于

文明生活习惯和现代生活理念的养成 。

但是启蒙叙事对 “新女性 ”的塑造也不时体现出 “双重

标准 ” ,即“封面上的新女性 ”和 “家庭中的旧妻子 ”这种理智

和情感上的矛盾对立 。以《玲珑》 、《妇女杂志 》 、《妇人画报 》

开展的相关讨论为例 , “新女性 ”不仅要具备思想道德层面上

的 “人格的伟大 、精神的高尚 、思想的进步 ,女子不是花瓶 、玩

物 ,有对于国家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 ' ,还包括家庭生

活细节的 “有相当学问 不一定进过大学 ,但至少有中学程

度 ,对于各种学科有相当的了解 ,在交际场中 ,能酬对 ,态度

大方 ,而不讨人厌 稍懂一点舞蹈 ,能管理家政 ,会管仆人 、自

己会烹饪 、能缝纫 简单的工作 ,不须假手他人 ” ' '“。这种

“新贤妻良母 ”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女性启蒙的虚妄 ,

只是简单地将 “解放了全社会 , 等同于解放了 女性 自

己 ', ' 。 由此 “女人的解放 ”几乎体现为对 “人的解放 ”的

趋同 。这种传统守旧的认识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开启 “为人

与为女的双重自觉 ” 。 尤其是男性在女性启蒙中所表现

出来的知识分子固有的精英意识和传统文化习俗中的性别

优越感 ,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在这次启蒙中的不平衡地位 ,而

启蒙与被启蒙 、主体与客体 、话语与失语 、拯救与被拯救等角

色的设定使得女性的身体被塑造成典型的 “政治身体 ” , “既

以身体 改造 、塑造 、新生 为目标 ,也以身体为工具 ”。' 〕客

观来看 , “新女性”的塑造希望通过女性对启蒙运动的广泛参

与来摆脱对女性弱者的指认 ,这一逻辑恰恰忽视了女性作为

性别存在的合法性依据 ,单纯只标举男女平等而否认男女差

异 ,使得 “新女性”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既迷失了自己 ,

又丧失了寻找女性主体性的权利和理由。而女性期刊中反

复颂扬的 “新式家庭 ” 、“婚恋自由 ” 、“爱情神圣 ”更像是一个

话语陷阱 ,体现为对多重女性生命体验的遮蔽 ,戴锦华用 “花



木兰境遇 ', ”来比喻这一时期妇女的处境。最终 , “新女

性 ”对自身经验的真实书写和探寻成为匿名的存在 ,而启蒙

叙事则成为一曲幻想中的女性解放凯旋曲。

二 、“女劳模 ”的 “生产身体 ”和革命叙事
新中国成立后 ,社会主流话语完成了从启蒙叙事到革命

叙事①的转变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主旋律背景下 ,女

性期刊也从关注抗战解放转向为宣传建设生产 。并且 ,这一

时期在各地方妇联的积极推动下涌现出不少新时代的女性

期刊 ,如 《时代姐妹 》 吉林妇联 、《广东妇女 》 广东妇联 、

《现代妇女 》 上海妇联 、《山东妇女 》 山东妇联 等等 ,但是

这些期刊中所谓的 “女性色彩”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因素并

没有完全得以彰显 ,其办刊思路也基本上受政治因素的影

响 ,大部分内容成为革命叙事的符号图解 ,或者将女性问题

置换为生产建设和阶级革命问题。正如毛泽东为女民兵的

题诗 “中华儿女多奇志 ,不爱红装爱武装 。” ' 尽管作者

的主观意图是希望女性能进人到革命建设的宏大叙事当中 ,

但是在对话语的仔细解读当中 ,我们还是能够找到那个如影

随形的 “潜文本 ” “红装 ”无疑是被否定的性别局限性 ,而

“爱武装 ”就是要消灭女性性别来向男性看齐 。总之 ,类似于

这样的对女性性别身份的否定性指认 ,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潜

意识 。所以 , “女劳模 ” 、“女英雄 ”也成为这一时期 新中国

成立后至 年代 期刊封面重点呈现的内容 。

以全国妇联主办的 《中国妇女 》 年前曾经名为 《新

中国妇女 》 为例 ,根据笔者的统计 ,从 年 月到

年 月的 《中国妇女 》的杂志封面 共计 位封面女性 来

看 ,其中以纺织姐妹 、钢铁姑娘等为代表的各行业 “女劳模 ”

出现多达 次 ,占总比例的 宋庆龄 、蔡畅等女性领

袖共计出现 次 ,占总比例的 女通讯员 、家属 、女指导

员 、家庭妇女和思想积极分子各出现了 次 , 占总比例的

。从以上的统计中可以看出 ,在 《中国妇女 》封面上占据

主导地位的是奋斗在各个生产一线的以 “女劳模 ”为代表的

女性劳动者。此外 ,受革命叙事的影响这些封面女性的着装

出现惊人的一致性 ,她们尽管来 自不同行业 ,但是标志性工

作服是这一时期社会公认的标准着装 ,这体现出个人服饰的

社会公共属性 。更准确地说 , “衣着的控制是身体政治的非

常重要的手段 ,在革命叙事中 ,衣着和身体属性一样都处于

革命的控制之下 ,它们不是追求生命个性的领域 ,相反是革

命表现其功利性的领域 ,因而也是政治必须照看的非常重要

的领域 ', 。 ”由此看来 ,女劳模的 “生产身体 ”实际上是按照

劳动美学的要求刻画出来的。此外 ,封面还渲染再现了生产

劳动的场景 ,在这些身着各行业标志性工作服的女性背后通

常是她们的工作场所 ,如田地 、纺织车间 、冶金炉 、手扶拖拉

机上 如图 、十字路口等等 。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革

命叙事的基本逻辑 ,即劳动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价值观念和美

学标准 ,只有劳动的场景 、劳动着的人才能成为审美观照的

对象 。可以说 ,为响应当时 “发动妇女参加经济建设 ”的号召

指示 , “女劳模 ”的身体同男性一样被建构为无性别差异的

“生产身体 ” ,并同他们一道融人到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中去 。

但封面中以 “女劳模 ”为主要表征的趋势在 世纪

年代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回落 。我们先用数据来说话 ,还是以

《中国妇女 》为例 ,从 年到 年这 年间随机抽样的

份 《中国妇女 》期刊封面中 ,女劳模 、三八红旗手出现

次 ,只占总比例的 ,这一比例相较之前的 已经

大幅下降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这 名女劳模当中还出现了

位商场女售货员 此外 , 《中国妇女 》在 年第 期的封底

开始刊登消费类广告 ,在第 期内文中刊载商业广告 。这些

都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家从强调生产建设到关注日常生活的

意识形态转型 。而那些职业未知也无明确工作场景的美女

在 《中国妇女 》的封面上出现了 次之多 , 占总 比例的

,并且这一比例还在随之不断地增大 另外一些明确

职业身份的封面女性 ,如主持人 、演员 、运动员 、播音员等等 ,

其职业都是和文化生活密切相关而远离生产劳动第一线的 。

对这时期封面人物做进一步梳理后可以总结出以下两

个特点 首先是人物的活动空间由生产车间 、田间地头等劳

动场所到淡化背景直至无背景。若从编辑美学的角度来看 ,

这种背景 “退隐 ”的构图方式是为了更好地突出画面中的人

物 ,或者说从以前的突出集体劳动场面改为突出主人公的人

物形象 ,让读者真正是为其人而不是为其背景所吸引 ,引导

读者由关注这一封面人物的外形到关注其具体内涵 ,从而饶

有兴味地再从内页的文章做进一步阅读 。若从社会文化蕴

涵来看 ,背景的 “退隐”显现出媒介从彰显集体主义到强调个

人主义的现代性话语转换 。 “女劳模 ”在田间地头 、工厂车间

与其他同志忙碌的场面 ,传达的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为祖国

奋力工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尤其是对各种不同行业女性工作

场景的采风 ,更是表现出现代化建设初期阶段的冲天干劲和

饱满热情 。而 年代以后 ,这种背景 “退隐”的封面折射出

国家现代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对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 ,包括

国家思想环境的开放包容程度 。由此而言 ,这一时期对女性

生命个体的关注已经远超于之前对集体主义的颂扬 。

其次是对封面人物的表现越来越具有都市现代性的特

色 ,农村女性的 “出镜几率 ”越来越小 ,直至到后来封面人物

变为全是城市的现代女性 。此外 ,对 “理想女性”的塑造也是

随着现代话语的变迁而各自有所侧重 。简单来说 ,女性期刊

中封面人物的外貌由长相朴实兼具 “雄化 ”到相貌妓好 ,秀色

可餐的时尚气质 人物年龄由中年女性到青年女性 人物的

化妆程度 ,由素面朝天到粉黛妆容 人物穿着由传统的标志

性职业装以及套装到潮流时装 ,这种强调着装上的个性差异

性和纯粹审美性充分体现出明确的女性性别意识 。以当时

颇具女性影响力的《大众电影 》为例 , 年代初的 《大众电

影》封面开始推出女性个人写真照 ,背景一般是纯色的风景 ,

① 根据时间跨度的区分 ,葛红兵将革命叙事分为两个阶段 世纪初以解放 、进步为话语中心的启蒙主义革命叙事和 世纪中期以国

家 、阶级为话语中心的无产阶级革命叙事 。详见 身体政治 》上海 三联书店 年版 。本文中 “革命叙事 ”涉及的内容主要是第二阶段 。



主人公穿戴时尚 ,略施粉黛 ,或持花伞 、或戴丝巾 ,摆一个僵

硬但甜美端庄的姿势 如图 。这些封面形象受到当时众

多女性的追捧 ,在直接影响她们审美观念的同时 ,还启发了

她们的性别身份意识 。这也是 年代 “新启蒙叙事 ”对 “革

命叙事 ”的一个反拨 。整体而言 ,自 年代后 ,女性期刊封

面逐渐实现了由 “女劳模 ” 、“纺织女工 ” 、“女插秧能手 ” 、“三

八红旗手”到 “女明星 ” 、“女艺人 ”的转型 ,洛文塔尔将这一

现象表述为从给予型的 “生产偶像 ”向索取型的 “消费偶像 ”

的过渡 。〔' 而这一过渡昭示着从 “革命叙事 ”到 “消费叙事 ”

的现代性擅变 。

三 、“封面女郎 ”的 “符号身体 ”和消费叙事

世纪 年代 ,城市现代化的发展给女性期刊的集中

涌现提供了物质基础 ,以 “老三样 ” 《知音 》、《女友 》、《家

庭》 和 “新三样” 《瑞丽》 、《 世界时装之苑 》 、《时尚》

为代表 ,女性期刊作为消费社会中的审美景观表现出典型的

消费文化特性 。以 《瑞丽 》为例 ,笔者随机抽样了

年间共计 期的 《瑞丽 》封面 ,并对这 位封面人物的

社会角色做了一个统计 。其中影视明星出现 次 , 占到总

比例的 模特 次 ,占到总比例的 歌星 次 , 占

到总比例的 舞蹈家和主持人各 次 , 占到总比例的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无论是 “新女性 ”的 “政治身体 ”

还是 “女劳模 ”的 “生产身体 ”都已经被消费叙事中 “封面女

郎” 全面超越 。作为一个颇具现代性意味的概

念 , “封面女郎 ”在消费文化背景下随着印刷业和服装业的发

展而出现 ,其既充满赏心悦目 、令人玩味的精致 ,又具有 “只

可远观而不可衰玩焉 ”的落寞 。对大多数读者而言 ,可以与

封面人物 “盈盈一纸间 ,脉脉不得语 ”的双向凝视中完成了一

段美艳的邂逅 如图 。并且 ,那些 “女人味 ”十足的 “封面

女郎”作为现代城市的肖像构建出一幅幅饶有意味的城市现

代景观 ,并 “营造出关于都市现代性的一整套想象 ', 。川

但是消费叙事的逻辑却并非这表象呈现出来的那么简

单 ,其复杂性在于意义的多元性 。消费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帮

助女性复苏了主体性并打破了女性在之前 “启蒙叙事 ”和

“革命叙事 ”中僵化的身体形象和性别身份 ,但同时又将女性

引人到另一个陷阱 。具体而言 ,消费文化的商品拜物教特质

决定 “封面女郎 ”在展示身体的同时也建构和生产了欲望 ,而

这些生产出来的欲望再由过度消费的方式来得以释放。所

以 ,表面看来与 “封面女郎”发生意义关联的词语是 性感诱

惑 、楚楚动人 、妩媚娇慎 、健康快乐 、幸福满足 、高贵优雅等等

不一而足 ,但实际上这些概念是典型的 “不及物动词 ”,其终

极所指与文化程度 、学历知识 、道德心灵等意义范畴无任何

关联指涉 。鲍德里亚将其称之是基于 “编码规则要素和媒介

技术传播的厥象的 符̀号身体 ” , 。〔' 」' 所以说 , ·̀封面女郎 ',

是电脑图形处理技术 、摄影技术和化妆手段三者合力打造出

来的极富技术含量的产品 ,其生产出超越于现实真实的审美

感受 ,而这种乌托邦的感受成为对无数女性过度消费行为的

鼓励 、诱惑和奖赏 。由此可以看出 , “封面女郎”作为 “身体

工业 ”产生经济利润的有效契机 ,就是要构建出消费文化的

迷思 尹 ,从而引导那些仰慕者参与到具体的商品消费活

动中去。

以 年度 《时尚》 共计 期 上 “封面女郎 ”所营造

的 “化妆品神话 ”为例 , “封面女郎”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形

式上的完美无缺表征的正是 “化妆品神话 ”的乌托邦想象 。

“封面上模特或明星的照片……标志着完美的形象 ,皮肤表

面平整而光滑 ,加之灯光效果更强调了化妆品之神奇 ,面容

上的缺陷或瑕疵则根本不存在 。”〔'“〕在这里 ,化妆品的精粹

并不在于是自然精华的凝露 ,也不在于是集研磨 、蒸馏 、浓缩

于一身的先进工艺 ,而是在于被赋予了一种提升女性自信的

神奇力量。所以 ,几乎所有的女性都是需要化妆品来赐予自

己光芒的 ,化妆品俨然成为女性青春的最佳守护神 ,是现代

女性价值呈现的重要生产资料 ,而绝非是简单的生活资料 。

在消费语境中 ,封面对这种无内容 、平面化身体的不断美化

使得 “封面女郎”成为脱离真实环境的 “符号身体 ” ,纵然是

封面人物自己也能够觉察到真实个体和理想形象之间的明

显差距 ,但是这种差距在消费叙事中是被有意忽略和遮蔽

的 ,其目的就是强调乌托邦想象的真实性 。另外 , “封面女

郎 ”的光彩照人映照出平凡女性普遍存在的身体缺憾 ,在

“她 ”的善意提醒下 ,整容 、针灸 、瘦身 、汗蒸 、塑形等技术手段

则帮助普通女性对这些缺憾进行修复和补偿 ,正如铺天盖地

的整容广告 “上帝欠你的 , 。 还给你 ” ,这实际上更像是在

“美 ”的霸权性要求中强化对身体的物质投人并完成了对身

体的规训 。所以 “封面女郎 ”与其说是展示身体不如说是建

构身体 ,这正如波伏娃的名言 “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

形成的。” ” 绍̀由此 , “封面女郎 ”作为消费叙事对 “理想女

性 ”的塑造和想象 ,其吊诡之处在于 ,不是 “封面女郎 ”更加

逼真地模仿现实中的女性 ,而是相反 ,现实中的女性以一种

媚俗的姿态逼真地模仿 “封面女郎”这一理想化 、程式化的图

像标本 。这一图像标本作为 “身体符号 ”的展示 ,既要指引

“封面女郎 ”的 “粉丝团 ” 脚叩 加人到具体的消费中

来 ,又要将这一过程全然淡化 ,使人深信不疑 、浑然不知 ,而

对女性歧视 、性别不平等这些问题 ,则采取有意回避或全社

会有组织的沉默态度 。更有甚者 ,部分 “封面女郎 ”不断激发

女性疯狂的购物冲动以及自恋般的物质占有欲望 ,诱导女性

如何按照男性的凝视来塑造着自己被观看的形象或去投合

男性的想象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 “封面女郎 ”俨然已经成为

女性冲破性别局限的束缚和羁绊 。

结语

女性期刊封面作为社会内容的解释性透镜 ,它选择性地

截取生活中的特定图像并成为解读主流话语的绝佳范本 ,无

论是 “新女性 ”、“女劳模 ”还是 “封面女郎 ”都是大众传播媒

介所塑造的 “理想女性 ”形象 ,其意义在于建构女性身体形象

的标准范式 ,引导群体参与 “理想自我”的虚拟想象 ,同时 ,从

更深层面为现代性生活方式的解读提供了具有历史意义的

文本 。所以 ,这些理想形象既体现出特定阶段社会性别的内

涵 从 “女人 ”一“人 ” 一“个人 ”这样一个曲折发掘的过程 ,

也展示出特定阶段的时代精神 。 “新女性 ”作为启蒙运动中



的 “政治身体 ” ,表达的是女性走出阁楼 、自食其力并参与公

共社会生活的愿望 ,展现出自由平等的启蒙主义价值观 “女

劳模 ”作为高亢的浪漫主义 “生产偶像 ” ,其展现的是艰苦奋

斗 、以苦为乐的理想主义价值观 而 “封面女郎 ”作为张扬个

性 ,注重享乐的 “消费偶像 ” ,彰显的是一种快感的 、功利的消

费文化价值观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封面人物之间迥然异

趣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既表征着社会职业和社会心理演

进的规律 ,也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性过程中文化价值观念的擅

变轨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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