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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审视《1984》,其女性角色之形象特征从两个方面被构建 :首先 ,在小说中被以老大哥

为代表的现代极权主义构建 ;其次 ,男性叙事者本着男性中心思想预设了这些女性的形象特征。《1984》中的女性

形象处于一种被双重塑造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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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乌托邦小说《1984》是英国现代作家乔治·奥威

尔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 ,是他对于自己一生政治思

考以及文学创作的最后总结 ,集中体现了他让政治

写作成为艺术的文学理想。[ 1 ]在《1984》中奥威尔意

图批判极权主义 ,他要表现的极权主义是一种现代

专制主义 ,现代科技和高效的组织体系使得对社会

和个人的专制达到以前所有专制和独裁不可企及的

地步。小说一方面是层层深入揭示极权政治 ,另一

方面又演绎了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对极权主义的反

抗。如果说 ,男主人公温斯顿主要是以一种思想犯

罪的方式进行心灵的反叛 ;那么女主人公裘莉亚则

是行动的反抗 ,她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 ,用性爱的欢

愉和激情来反抗。从社会性别理论角度来解读其中

的女性 ,
[ 2 ]可以发现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身份

其实是在两个层面被建构 ,一是被小说中的独裁者

老大哥所代表的极权主义所建构 ,一是被叙述者以

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建构。《1984》中的极权国

家 ,是父权社会的极端体现 ,政治极权渗透到公共生

活、私人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其中突出的就是极权对

于女性身体、形象、情感、社会地位的全面规训和控

制。与此同时 ,叙述者以及男主人公温斯顿 ,也以一

种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女性 ,塑造女性的角

色和功能。因此女性在《1984》中处于被双重塑造

的地位。

一 极权主义的性别政治

在父权制社会中 ,男性掌握了政治、经济以及各

种话语权力。《1984》中的老大哥就是父权的形象

载体 ,大洋国是按照父权社会控制方式和网络来运

行的象征 ,极权统治者的主要原则和信条就是控制、

支配和执掌绝对的权力。奥威尔借大洋国核心党成

员、审讯官奥勃良之口说出了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

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意志 :专制者要当权完全是为了

它自己 ,他们只对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权力不是手

段 ,权力是目的。“真正的权力 ,我们日日夜夜为之

奋战的权力 ,不是控制事物的权力 ,而是控制人的权

力。”[ 3 ] 240极权主义创建的世界与一直以来人类所

设想的那种人间幸福的乌托邦正好相反 ,是一个恐

惧、叛卖、折磨的世界 ,一个臻于完善却越来越无情的

世界。这个世界里 ,所谓进步就是朝向越来越多痛苦

的进步。除了爱老大哥以外 ,没有其他的爱。极权主

义的学说就是这样一种关于全能权力的学说。

在小说中 ,身处极权主义国度的女性形象和身

份有以下特点 :

首先 ,被无所不在的极权规训、监控和惩罚。极

权社会剥夺了女性的话语权 ;女性也自动接受并放

弃了思考的权利。《1984》中的女性形象 :淡茶色头

发的小女人、女教练、派逊斯太太、派逊斯的小女儿、

温斯顿的母亲 ,还有凯瑟琳等 ,通过早期的周密的灌

输 ,通过游戏和冷水浴 ,通过在学校里、少年侦察队

里和青年团里接受的灌输 ,通过讲课、游行、歌曲、口

号、军乐等等 ,她们的天性已被扼杀得一干二净。

“她们都是攻不破的 ,完全按照党的要求那样。”
[ 3 ]60在“两分钟仇恨 ”中 ,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甚至

把“老大哥 ”看做她的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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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女性自身成为权力控制网络中的一员 :控

制、监视他人。“总是女人 ,尤其是年轻的女人 ,是

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 ,生吞活剥口号的人 ,义务的密

探 ,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 3 ]10温斯顿发现他的两

个手指沾了墨水迹时候 ,他马上意识到真理部同事

中的女人已经开始观察他 ,并起了疑心。每天早上

在电幕上监视人们的教练也是个女教练。在她严厉

的监视下 ,温斯顿警告自己千万不能露出不快的神

色 ,不能露出不满的神色。甚至那些小女孩 ,例如温

斯顿的同事派逊斯的小女儿 ,一个约七岁的小女孩 ,

偷偷跟踪一个可疑的人整整一个下午 ,然后把他交

给了巡逻队。

其三 ,女性成为去除女性自我的阴暗的中性人。

女性美成为罪恶 ,性仅仅是繁衍后代的工具 ,而且是

耻辱、污秽的行为。温斯顿的妻子凯瑟琳就是一个

最好的例子 ,“清心寡欲的思想像对党忠诚一样牢

牢地在她们心中扎了根 ”。温斯顿和凯瑟琳分手是

因为“她的肉体已被党的催眠力量所永远冰冻

了。”[ 3 ]59所有这一切都是源于极权统治者的控制。

“党竭力要扼杀性本能 ,如果不能扼杀的话 ,就要使

它不正常 ,肮脏化。”[ 3 ]58极权主义消除女性的性别

特征 ,将女性中性化 ,禁欲使性爱成为肮脏的行为 ,

最终要使得女人不成其为女人 ,而是被重新塑造的

社会工具。从性别政治来看 ,极权主义不是制造男

女的不平等 ,而是要取消性别 ,取消女性。

二 女性自我的身体反抗

奥威尔认为 ,极权主义对女性的侵害 ,使女人丧

失了属于女人的天性和气息。裘莉亚作为一个反抗

极权的女性形象 ,就是要在女人不能成为女人的时

代 ,回复女性自我。如小说中写到的裘莉亚的宣言 :

我要穿丝袜 ,高跟鞋 ! 在这间屋子里我要做一

个女人 ,不做党员同志。[ 3 ]127

裘莉亚的反抗方式是让自己成为女人 ,使性爱

成为欢愉 ,用身体来作为叛逆的武器 ,用享受肉体的

激情来反抗。裘莉亚在温斯顿之前 ,几十次、几百次

与其他外围党 (大洋国统治者的外围人群 )党员发

生过性关系。她嘲讽核心党 (大洋国的统治者集

体 )的党员为畜牲 ,并点出他们如果有机会 ,有不少

人会愿意干 ,他们并不像他们装作的那样道貌岸然。

温斯顿从围绕裘莉亚所发生的的腐化堕落的事中感

到充满希望。因为他知道 ,在表面的底下极权统治

者是腐朽的 ,它提倡的禁欲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掩饰

罪恶的伪装。而性爱 ,成为了能够腐化、削弱、破坏

极权的事情。裘莉亚宣称“我热爱这件事 (做爱 ) ”,

这使得温斯顿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力量 ,这种力量不

仅是一个人的爱 ,而是一种生命原始的本能 ,一种简

单的不加区别的欲望 ,这能够把极权统治搞垮。因

此 ,温斯顿的梦中出现了这样一副情景 :

那个黑发姑娘从田野那头向他走来 ,她好象一

下子就脱掉了衣服 ,不屑地把它们扔在一边 ⋯⋯这

个时候他压倒的感情是钦佩她扔掉衣服的姿态。她

用这种优雅的、毫不在乎的姿态 ,似乎把整个文化 ,

整个思想制度都消灭掉了 ,好象老大哥、党、思想警

察可以这么胳膊一挥就一扫而空似的。[ 3 ]28 - 29

极权统治者之所以要消除女性的性特征 ,要使

得性成为肮脏的行为 ,其目的是要防止男女之间结

成无法控制的誓盟关系。性交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恶

心的小手术 ,就象灌肠一样。裘莉亚敏锐地了解极

权统治者在性方面搞禁欲主义的内在原因。这只是

因为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 ,非极权统治者所

能控制 ,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 ,

对被统治者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 ,而这

是一件很好的事 ,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对领袖的狂

热崇拜。正如裘莉亚所言 :

你做爱的时候 ,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 ;事后你感

到愉快 ,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

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 ,欢呼 ,挥舞旗

帜 ,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

感到快活 ,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三年计划、

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
[ 3 ]118

在禁欲和极权政治上的正统性之间 ,的确有一

种直接的紧密关系。在《1984》所描述的极权时代

中 ,男女反抗者的性爱本身就是造反 ,性欲被视为思

想罪 ,人们已没有纯真的爱或纯真的欲念 ,因为一切

都夹杂着恐惧和仇恨。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每一次

拥抱就是针对极权统治的一场战斗 ,是对极权主义

的打击。性爱成为一件政治行为。

三 女性反抗的限度与矛盾性

奥威尔一生对当时兴起的女权主义时有针砭和

嘲讽 ,一方面 ,他一直对知识分子发明的各种流行的

抽象理论抱有深刻的怀疑 ,因此女权主义也是其中

之一。[ 4 ]另一方面 ,奥威尔的女性观保守而传统 ,他

对那种咄咄逼人、高谈阔论的现代女性敬而远之 ,而

倾向于那些具有女人味的女性气质。[ 5 ]而极权主义

对女性的侵害 ,他认为就是使得女人丧失了属于女

人的天性和气息。

在《1984》中的大洋国 ,男性主人公温斯顿的反

抗 ,使得他恢复了自己的心灵自由和独自思考 ,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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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语言来表达 ,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真实世界的

能力 ,在极权主义重重谎言的迷障中触摸到了真实。

温斯顿还恢复了属于自己的记忆 ,动摇了伪造的历

史。在反抗极权主义的过程中 ,男性主人公温斯顿

重新找到自我的主体意识。

相形之下 ,女性主人公裘莉亚的反抗则是生理

本能驱动的。当温斯顿对裘莉亚说 :“你只是一个

腰部以下的叛逆 ”时 ,
[ 3 ]145明晰指出一种男性中心意

识限定下的女性角色意识。裘莉亚最有力的话语就

是身体话语 ,她做得最有力的叛逆行为也就是感官

上的 ,超出感官以上的世界 ,她就欠缺认识 ,更没有

担当。裘莉亚宣称 :“我对下一代没有兴趣 ,亲爱

的。我只对我们自己有兴趣。”[ 3 ] 138她不对未来负

责 ,也不愿对他人负责 ,只是追求自己的身体快感。

她承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现有的一切 ,不知有别的

世界 ,把极权统治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 ,就像头上的

天空一样 ,对它的权威绝不反抗 ,只是千方百计加以

回避 ,就像兔子躲开猎狗一样。她非常乐于接受大

洋国历史一夜之间的篡改 ,也不愿对此多加思考。

她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和细枝末节毫无兴趣。当温斯

顿冒着危险大声读着那本激动人心的果尔得施坦因

的禁书时 ,她却在一旁睡着了。因此 ,同样是对极权

主义的反抗 ,作为女性的裘莉亚只是一种没有主体

意识的身体反抗 ,她也没有在反抗中成长为自为的

独立个体。小说中 ,裘莉亚冒着生命危险向温斯顿

传递写有“我爱你 ”的纸条 ,并主动向温斯顿奉献自

己的身体 ,其目的一方面是出于自己身体欢愉的追

求 ,一方面也是将自己再客体化 ,即在男性主体面前

恢复女性客体身份。裘莉亚的理想是在男人面前 ,

涂上胭脂 ,扑上粉 ,用上香水 ,穿上一件真正的女人

衣裙 ,成为取悦于男人的女人。她厌恶其他女人 ,对

自己能获得各种男人的垂青自鸣得意 ,而且 ,在小说

中 ,裘莉亚对温斯顿的献身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为温

斯顿男性主体意识的恢复来服务的。这种坚强的具

有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曾被极权统治者剥夺 ,现在终

于在女人身上追回。对于温斯顿而言 ,他是在裘莉

亚身上 ,重新找回被极权“去势 ”的男性主体意识 ,

特别是对女性的支配、占有的快感 :

他把她拉到地上 ,她一点也不抗拒 ,听任他的摆

布 ,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3 ]106

她成了一种生理上的必需 ,成了一种他不仅需

要而且感到有权享有的东西。[ 3 ]124

这样看来 ,温斯顿和裘莉亚的性行为是一种叛

逆 ,但裘莉亚反叛的只是女性对专制者的愚忠 ,而温

斯顿却另外还从中找回了男性被剥夺的权力。[ 5 ]小

说中还多次流落出男性在极权主义的压抑状态下 ,

对于女性的占有、征服、支配的权力丧失 ,以至于转

化为一种想象中的对女性施虐的欲望 :

他想象自己用橡皮棍把她揍死 ,又把她赤身裸

体地绑在一根木桩上 ,象圣塞巴斯蒂安一样乱箭丧

身。在最后高潮中 ,他污辱了她 ,割断了她的喉

管。[ 3 ]14

综上言之 ,可以看到奥威尔叙述的极权时代

中性别政治的复杂性。作为社会性别的女性 ,总是

被建构的客体。奥威尔揭示了极权主义性别政治的

非人性特质。极权统治者要消除女性性别特征 ,将

其转化为中性的社会工具。它要摧毁性爱 ,或者使

其肮脏化 ,因为性爱是不可控制的本能力量 ,必须将

这种力量转移到极权统治的维护上。奥威尔认为 ,

反抗极权主义 ,就必须恢复女性的女性特征、女性气

质 ,恢复性爱的原始的本能的欢愉。但在这个过程

中 ,小说里的女性反抗者形象是感官化的、欲望化

的 ,既缺乏男性主人公那样一种理性的自省和思考

能力 ,也体现出女性在男性主体面前的再客体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 ,《1984》中的性别政治又意味着一

种争夺 ,极权主义的统治者和反抗者在争夺建构女

性、塑造女性的权力。温斯顿先是赢了一个回合 ,裘

莉亚在为恢复温斯顿的男性气质和男性主体意识在

奉献自己 ,女人变回了女人。但在小说的结局 ,温斯

顿在残酷的拷打迫害下不仅出卖了裘莉亚 ,他还希

望针对自己的恐怖刑罚转嫁到裘莉亚身上 ,他的男

性主体意识再次被剥夺 ,当然 ,支配女性的权力也就

回到了极权统治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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