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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恨水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 》塑造了一系列生活在特定的男权社会背景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她们或被迫

逃离或归于佛门。作为女性 ,她们在新旧时代交替下表现出了矛盾的本质 ———沉沦与反叛。她们妥协于男权社

会 ,表现为依赖 ,柔弱 ,但她们又是一群具有现代进步意识的女性 ,表现为反叛 ,要求人格独立 ,强烈自尊并无声反

抗。尽管她们失败了 ,但其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救赎的精神为广大女性追求独立与自尊 ,建构两性和谐社会起

到了推动和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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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20～30年代 ,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先

生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 》,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经

久不息的热潮。如今 ,由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

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作品中各种多情艳丽的女

性形象及其在动荡不堪的社会中表现出的悲凉之

美 ,给广大读者和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在时

代的革故鼎新 ,制度的兴替衰亡的历史大潮中 ,那一

幅幅女性为自身权益 ,摆脱悲剧命运而又受外界条

件束缚所作的一切沉沦与反抗的现代画面 ,为女性

追求独立与自尊有启迪和警醒作用。

近年来 ,研究者们对《金粉世家 》运用了多种方

法进行研究 ,也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 ,成果显著 ;但

是都缺乏揭露女性思想在新旧时代交替下表现出的

矛盾本质 ———沉沦与反叛。她们一方面妥协于男权

社会 ,表现出依赖、迷惘、柔弱的落后性 ;另一方面又

大胆挑战和反抗男权社会 ,表现为 :人格独立、强烈

自尊心、无声反抗、追求自由与平等的进步性。从时

代的角度来看 ,她们的“双面性 ”是女性的进步 ,是

时代的进步 ,更是女性在新旧矛盾交替过度中的自

我觉醒与自我救赎。

一 　女性的沉沦与妥协

从总体上看 ,这部作品的女性悲剧揭示的是女

性的命运 ,对于女性的沉沦与妥协作了深入的描绘 ,

作品里的女性或被物化或被奴化 ,她们一直未能摆

脱受压迫受奴役的附属地位。几千年来 ,男权文化

使女性长期处于一种受压迫受奴役的附属地位 ,身

上压抑的枷锁越来越沉重。女性甚至成为男性赏玩

的“物品 ”和“生产 ”的工具 ,被异化为非人 ,成为有

价值的物。[ 1 ]长期浸润在积淀以久的封建文化中 ,

女性对自身的思想和行为难以形成新的范式和标

准 ,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从来都是以客体的身份被

动参与社会生活 ,而她们本身麻木地对一些不平等

的思想形成几乎是毫无保留的认可。她们自己总是

自觉不自觉地作为了男性的附属品 ,认同主体身份

的男性意志 ,这种“服从意志 ”久而久之便积淀成为

一种“惰性 ”的文化品格 :对男性的依附。

随着父权制的降临 ,女性逐渐沦为人类的第二

性 ,顺理成章地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在“人 ”的内

涵中 ,似乎没有女性。在英语中 ,“人 ”是“man”而非

“woman”。在中国的甲骨文中 ,“女 ”字是一个跪着

的人形。女性是花朵 ———是供男性赏心悦目的玩

物 ,女性是月亮 ———只能靠太阳 ———男性的光而发

热发光。[ 2 ]女性作家西伏波娃说道 :女人不是天生

的 ,而是被变成的。[ 3 ]有相当的历史根据 ,女人由于

身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 ,所以女性在被压迫被歧

视的长期历史中 ,有时也有自愿的因素。时间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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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就产生了对男人的依附心理。可见 ,几千年来 ,

女性毫无自主意识地附属于男性 ,也始终摆脱不了

对男性物质性和精神性的依赖。

在作品中 ,不管是金太太 ,还是旧式女子 ;不管

是妻 ,还是妾 ,都享受着男人给予她们锦衣玉食般的

生活。在金家 ,一个金铨 ———大名鼎鼎的国务总理

兼一家银行总董 ,便养活了家中多少“寄生虫 ”。直

到后期 ,总理呜呼哀哉去世 ,钟鸣鼎食之家失去了可

靠的经济来源 ,便变得惨不忍睹。在爱情婚姻方面 ,

更是女性依赖性的集中表现。拜伦说 :男人的爱情

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 ,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爱

情婚姻对女人来说是筹码 ,是赌注。千千万万的女

人希望一赌成功。在她们始终摆脱不了经济压抑和

生活窘迫时 ,结婚便是她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

比尔 ·普克《在关怀的解放 》中说 :女人懂得她在哪

里可以发挥自己的长处、兴趣以及承诺 ,在哪里她又

可以更好地顺从这个男性权利结构 ,必须方方面面

精巧地平衡 ,以求能在这里生效 ⋯⋯[ 4 ]正是由于骨

子里的这种依赖心理 ,女性往往会产生许多错误的

爱情婚姻观念。作品中冷清秋的爱情婚姻悲剧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自身原因 :虚荣心作怪。是燕西攻势

强大的物质刺激 ,是金家显赫地位使她或隐或显地

做起了灰姑娘的美梦。在金钱物质的驱使诱惑下 ,

她如同一只未经世故的“金丝鸟 ”,带着万花筒般美

丽的梦 ,飞向等待已久的牢笼 ,最后掉进了现实的万

丈深渊。对于自己的婚姻及潜在危机时她也深刻认

识到 :只要燕西肯花钱 ,女子们总是愿意屈服在金钱

势力之下 ,不受他引诱的恐怕很少。自己过去是让

燕西花钱买了这颗心 ,自己实在可耻。人家不高兴 ,

看你是个讨厌虫 ,高兴呢 ,也不过是个玩物罢了。无

论感情好与不好 ,一个女子作纨绔子弟的妻妾 ,便是

人格丧尽。[ 5 ]从这些话中 ,无不道出了包括自己在

内的千千万万女子的内心 :靠婚姻来改变命运 ,靠男

人来改变命运。而作为丫鬟小怜 ,更是如此 ,私下与

富家少爷柳春江暗中交往 ,最后离家出逃与之成婚 ,

落入女人在依附男人生活中寻找归属感的窠臼。翠

姨决意要追求幸福时 ,她想到的出路 :一是当姑子

去 ,二是找职业学校。然而 ,过惯了寄生生活的女人

是不容易真正独立的 ,她最可能的出路是侍机再嫁

吧 ! 她们三人的共同点是把对婚姻的期待作为自己

全部的希望 ,而又把它定位于对于一个男人的依靠。

可见决定女人命运的通常是男人 ,而转变女人生活

的也通常是男人 ,可作品结尾告诉我们 :男人往往是

最不可靠的。“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等待她

们的是随时遭到男人的厌弃和蹂躏。

南帆说 :一个女人与其说是天然形成的 ,不如说

是社会文化调教出来的。[ 6 ]由于处在视女性为“物

品 ”和“工具 ”的男权文化中 ,女性往往压抑天性的

欲望 ,认同传统女性的角色 ,顺应男权文化的文化需

求。冷清秋遭遇始乱终弃的情感打击 ,又因燕西受

到全家的歧视和排挤 ,内心是何等痛苦 ,可她只是默

默哀伤 ,空自悲叹。她的情感内涵及其表达方式都

带有古典式的不及不过的“中庸 ”色彩。[ 7 ]我们可以

看到 ,清秋即使遭遇了再大的人生打击 ,也不会有什

么撼天动地的情感宣泄 ,内心世界没有深刻复杂的

情绪波动。从她的情感状态中 ,我们根本就寻不出

她后来决绝出走的内在依据。燕西新婚不到一周 ,

便彻夜不归 ,清秋就觉得形势不好 ,热泪越流越多 ;

当别人热闹而唯独自己冷清时 ,也是“不觉垂了几

滴泪 ”,内心极其孤苦 ;见燕西依旧是见一个爱一

个 ,感情不专一 ,本性难改时 ,“伤心已极 ,只管哭起

来 ”。有人说眼泪是女人对付男人的最好武器。可

是对清秋来说 ,她的武器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反

而只能代表着她的懦弱与妥协。每次偷偷哭过之

后 ,自己是伤心欲绝 ,而燕西却并不怎么放在心上 ,

只是客套的安慰 ,过后依旧是我行我素。分家之后 ,

她制作了“小家庭第一年预算表 ”,可燕西拒不接

受 ,她便放弃了。当婚姻出现裂痕时 ,她不是积极地

挽救 ,而是消极地对抗 ,自己为自己营造一个“香

巢 ”———自闭小楼 ,焚香打坐。

女性是麻木的 ,而这种麻木更体现了女性最深

处的悲哀。同样处于男性玩物的屈辱地位 ,她们不

是和睦相处 ,不是共同联合起来挑战男权社会 ,而是

上演着争风吃醋 ,自私自利 ,互相残杀的一幕。金太

太与翠姨 ,这对妻妾之间充满着阴谋、嫉妒与角斗。

在得知金铨与年轻漂亮的翠姨纠缠在一起时 ,金太

太醋意大发。第二天 ,她便指桑骂槐 ,含沙射影地较

量翠姨。同时用孔子的君子三戒严厉教训金铨 ,以

免他旧事复发。金铨过世后 ,她便“一朝权在手 ,便

把令来行 ”,百般欺压翠姨 ,而翠姨也不是一盏省油

的灯 ,面对太太的专横 ,她携其私房财物逃之夭夭 ,

以示反抗。面对这一切 ,金太太怒不可止 ,用大火将

其所剩衣袜付之一炬 ,以示她的蔑视与愤怒。冷清

秋遇上的对手便是白秀珠。在婚姻 PK台上 ,白秀

珠彻底地输给了清秋 ,但她并不因此死心。她觊觎

国务总理家少奶奶的地位筹谋已久 ,而最后的落空

无疑给了她莫大的打击。可悲的是 ,她不是将矛头

指向燕西的喜新厌旧 ,感情不一 ,而是直指同样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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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中的柔弱女性同胞清秋。她见不得燕西对清秋

的好 ,见不得清秋的幸福生活。倔强好胜的她宣布

“人家既在我手上夺了去 ,我一定要现现本领 ,还要

在人家手上夺回来 ”, [ 5 ]1003她说到做到 ,千方百计利

用燕西来达到她的目的 :拆散鸳鸯。经过她的苦心

积虑 ,还真的旧情复燃了。燕西对清秋越来越冷漠 ,

还傻乎乎地做着跟秀珠一起去欧留洋的白日梦。她

们是一群麻木的女性 ,都是从男人的眼光里来探寻

自身的价值。在被压迫被奴役的境遇下 ,她们是千

方百计地靠击败同性对方的手段来博得男人的宠

爱 ,这是注定要失败的。最后 ,燕西被迫跟着姐姐南

下 ,清秋携子逃离金家自食其力 ,秀珠也是落得爱情

婚姻双落空。

《第二性 ———女人 》说到 :传统女人是一个被人

也被自己哄骗的有知觉的人 ,她尝试去向自己伪装

她的依赖性 ,实际上等于对它妥协。[ 3 ]154金太太便是

一例。当她知道金铨和翠姨两人纠缠在一起时 ,她

改变不了金铨那种对三妻四妾的贪欲 ,在大家庭穷

途末路时 ,她用参佛来打发余生。她“不修什么来

世 ”,“不闹什么出家 ”,不“谈什么大彻大悟 ”,“深

感人生不过如是 ,富贵何为 ? 名利何为 ?”金太太在

“禅心伤晚节 ,珠泪双垂 ”中云 :住在山上 ,又有什么

不是办法 ? 住在城里 ,办法又好在哪里 ? 我老实告

诉你吧 ,我今年五十四岁了 ,前清和中华民国 ,无论

哪一种繁华世界 ,我都经过了 ,如今想起来又在哪

里 ? 佛家说这个空字 ,实在是不错 ⋯⋯她把世上的

一切事情甚至生死都看破了 ,看空了。[ 5 ]1084人生如

梦 ,世事如戏。她用佛来结束余生 ,实际上是对生命

作出的妥协。

二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反叛

张友鸾在评价《金粉世家 》时曾说 :《金粉世家 》

假如不是章回小说 ,而是现代小说 ,那么它就是

《家 》,假如写得不是小说 ,而是戏剧 ,那么它就是

《雷雨 》。[ 8 ]这种评价难免有拔高之嫌 ,但也相当敏

锐地发现并指出了这部小说的“时代意识 ”。尽管

作品中女性的这种自我救赎意识的觉醒是建立在对

经济的依附过程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上 ;尽管这种反

抗是无力的、苍白的、徒劳的 ,但蕴涵着深刻的美 ,也

深深触动着读者的心灵。

冷清秋毕竟是新时代的女性 ,她在女性人格独

立 ,自我意识觉醒方面是与时代同步的。她严厉批

判燕西的“女子读书无用 ”的谬论 ,批判纨绔子弟奢

侈荒淫、不学无术、游手好闲的腐朽生活 ,坚持自己

的价值取向 ,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她不顾金家森

严的家规而提出外出教书 ,这本是普通人家最常见

的体面的谋生手段 ,但是在金家却掀起了轩然大波 ,

认为清秋败坏了金家的声誉。因为金家的女人是不

需要外出做工的 ,他们需要的不是独立自主的意识 ,

而是衣来伸手 ,饭来张嘴 ,可以什么都不干 ,但千万

不能乱了规矩。嫁入豪门的清秋非常不适应所谓的

少奶奶的体面生活 ,非常反感本来就是如此的燕西

堕落生活 ,也就非常向往过去自由自在的平民生活。

婚后 ,燕西不顾家 ,却经常与清秋争吵 ,认为清秋到

了金家 ,吃的、穿的、用的都是他们的 ,就应该一切顺

从他 ,而且还常用难听的语言来刺激她 ,清秋并没有

因此妥协 ,而是把戒指扔还 ,并指着燕西说道 :你就

这样量定我了么 ? 我今天就恢复原来的面目 ,不用

你金家一点东西 ,这是你的戒指 ,你拿去。接着她又

对金太太说 :我为顾全自己的人格起见 ,我还是回家

去 ,穿我冷家的衣服 ,做穷人家的女儿。我只希望不

受他的侮辱。无论牺牲什么我都肯的。[ 5 ]1085冷清秋

所说的决不是气话 ,她说到做到。为了证明这一点 ,

她毅然决然搬上楼去 ,与世隔绝。最后 ,当她受到环

境挤压而忍无可忍时 ,也能够勇敢地挣脱牢笼 ,从依

附走向独立 ,其人格尊严的思想很明确 :我为尊重我

自己的人格起见 ,我也不能再去向他求妥协 ,成为一

个寄生虫。我自信凭我的能耐还可以找碗饭吃 ,饿

死我也愿意。在逃离金家后 ,她靠自己的双手 ,在大

街上“书春 ”卖字 ,坚持走上“留自己的汗 ,吃自己的

饭 ”的自食其力的道路。另外 ,大少奶奶佩芳理直

气壮地提出 :婚姻要绝对自由 ,天下女子是不可被男

人随便蹂躏的 ,是不可被男人当玩物的。就是晚香 ,

在凤举面前也不是一味的悲悲切切 ,而是一股脑将

自己所受的委屈全抛出来 ,理直气壮地指责凤举 ,并

提出 :你给我一条出路。这些女性都表现了自己独

立的人格与自尊。

数千年的封建传统伦理使女性落入男权统治下

的从属地位 ,女性对自己的婚姻没有选择的余地。

因而 ,无数女子都难以逃离“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

传统生硬程序 ,而在这部作品中却处处体现着旧式

女子的新式现代意识 :追求自由 ,幸福的婚姻生活。

首先 ,她们敢于冲破传统婚姻的牢笼。作品中的男

主角燕西和女主角清秋 :一个是世族豪门 ,一个是出

身寒微的贫家女。两个出身背景差异如此之大的人

结合在一起 ,完全是对传统“门当户对 ”谈婚论嫁观

念的正面挑战。两人虽然还是一见钟情 ,但不再是

偷香窃玉式的私定终身 ,而是光明正大的自由恋爱 ,

其勇气也实在令人佩服。在清秋的爱情观中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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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才子佳人的一见钟情 ,

而是基于情感上的心心相印 ,蕴含着平民世界的浓

浓真情。爱情的背叛也没有导致主人公的自杀 ,爱

情并非生命的全部。这种婚姻爱情观念和独立人格

的追求 ,无疑是具有时代精神的。而连豪门大家庭

的女主人金太太在燕西和清秋结婚时也申明 :我就

不主张儿女的婚姻 ,要论什么门第 ,只要孩子好 ,哪

怕她家里穷得没饭吃呢 ,那也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

要人家孩子 ,不是娶人家的门第。[ 7 ]在三四十年代

的中国 ,在这样一个具有鲜明等级制度的军阀大家

庭 ,婚姻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已如此普遍 ,实在是女性

现代意识的提高。而丫鬟小怜为了爱情也决然出

逃 ,更是体现下层女仆思想意识的提高。她与柳春

江的结合完全排除了门第观念 ,排除了一切社会因

素。她知道在那样的环境下 ,要靠自己去争取和追

求自由幸福的婚姻。大少奶奶佩芳在对凤举无可救

药时 ,大胆地提出 :离婚。一个女子要去委曲求全的

去仰仗丈夫 ,那太没有人格了 ⋯⋯决裂了 ,我就和你

离婚。我没有什么条件 ⋯⋯不要金家一根草。清秋

在最后 ,面对燕西的移情别恋 ,本性难移 ,也毅然提

出 :离婚。在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社会中 ,有多少受

婚姻牢笼束缚的被压迫被屈服的凄苦女子是不敢也

想都没想过的字眼 ,而她们却勇敢直率地提出来了 ,

为以后的女性自我解放和自我救赎都作出了很好的

榜样。

这是一群旧式女子 ,生活在新旧矛盾交替的边

缘 ,却有着强烈的现代意识。她们不屈服于被压迫

的命运 ,采取了出走的形式来进行反抗。有人说 ,清

秋具有“林黛玉的才情 ,娜拉的勇气 , 翠翠的倔

强 ”。[ 9 ]的确 ,她不惧怕燕西庞大的宗族势力 ,不惧

怕当时“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 ”、“男尊女卑 ”等森

严的封建观念 ,在不堪忍受金燕西的人格侮辱时 ,义

无反顾地主动提出离婚。最后 ,趁着一把大火悄然

离去。清秋身上有着知识分子常见的宁折不弯的精

神。按照常人的理解 ,她完全可以选择留下来 ,虽然

不会大富大贵 ,最起码也可以衣食无忧。在当时的

社会环境中 ,清秋可以选择一种得过且过的生活。

为了孩子 ,为了家庭 ,什么都可以忍 ,可她偏偏选择

了主动的放弃。她的一生完成了爱 ———希望 ———绝

望的心理历程 ,也完成了走与留的选择。作为一个

旧式的女子 ,她具有东方传统的思想和道德 ,在精神

折磨面前表现出惊人的耐性 ,在实在忍无可忍的情

况下才作出最后的诀别。

大少爷风举之妾晚香曾说到 :男子汉都是这样

的 ,爱那女子便当作天神在顶头上。有一天 ,不爱

了 ,就看成了臭狗屎 ,把她当脚底下的泥来踩。出身

青楼的晚香对女性被玩弄的地位认识如此精当 ,她

的一切悲切和愤怒也是为“飘零金粉们 ”发出的不

平之音。最后 ,她看透了男性玩弄女性的本质 ,对凤

举彻底失望时而洗扫一空 ,卷铺而逃 ,最起码也是对

所有践踏蹂躏女性的男人的大胆反抗。除此之外 ,

我们不能忽视另一个英雄 :丫鬟小怜。可以说 ,她是

冲破传统樊篱的先驱 ,是战胜奴性灵魂的勇士 ,是超

越自我的斗士。她的出走 ,跨越了从奴到主的过渡。

为了追求女性自身的价值 ,她们的不辞而别都是对

家庭乃至整个传统社会男权权威的抗争 ,完成了女

性在自我救赎道路上从自我觉醒到行动上的反抗。

最后 ,我们不能忽略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二少奶

奶慧厂。她是一个自始至终坚持追求女性独立的现

代女性。开篇登场的便是她组织号召为慧明女子学

校募捐。她主张破除奴婢制度 ,和那些提倡女权的

女伟人来往 ,到处宣传女性解放的思想 ,关注女性命

运 ,切切实实为女性解放作出了不少贡献。而她的

一言一行也深深地影响了清秋 ,唤起了清秋为自身

命运作出抗争和努力的现代意识。

三 　女性的自我救赎

至此 ,我们不妨对作品的结局作个简要的概述 :

金家是“树倒猢狲散 ”,各找各的出路。金太太在穷

途末路之时 ,隐居于西山 ,用参佛来打发余生。燕西

走投无路时 ,只得跟着五姐 ,六姐去南下留洋。看到

这个结局 ,无不让所有读者感慨落泪。同情之余 ,我

们也不妨深思到 :尽管她们作出了种种努力的挣扎

与反叛 ,可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那么 ,女性自我救

赎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 作品的结尾暗示了千千万万

女性关注的答案。它通过作品中清秋的最后南下 ,

警醒广大女性同胞不能屈从命运 ,不能屈服社会 ,只

有通过自身的自强自立 ,才能完善女性的人格独立。

女性自我救赎 ,首先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培根

说过 :妇女的前途在于妇女的觉醒。[ 10 ]意识是行动

的先导。只有自觉 ,才能自主。自我意识的确定是

女性自身解放的重要体现。女性是人类的半边天 ,

应具有自我主体意识。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

体对自己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价值的自觉意

识。[ 11 ]要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 ”,是同男人一样社

会的人 ,更要意识到自己是个“女人 ”,是不同于男

人的女人 ,有着自己特殊的要求。但从几千年的从

属地位来看 ,她们的主体意识还相当淡薄。历史上

依附于男性 ,如今又进而依附于社会。“嫁鸡随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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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狗随狗 ”的观念仍有很大市场 ,而新一代的女性

应当具有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的“四有 ”精神。

女性自我救赎 ,最终要实现两性的和谐发展。

女性解放也好 ,女性自我救赎也好 ,都是为了实现两

性的和谐发展 ,共同进步。波伏娃曾说 :“在今日 ,

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 ,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 ,

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个世

界。”[ 8 ]由此可见 ,两性地位的严重倾斜。那么 ,如

何理解两性的和谐发展呢 ? 两性和谐发展 ,不是男

性压制女性 ,也非女性压制男性 ,而是在承认性别差

异的前提下 ,相互吸收对方的优点 ,抛弃自己不适合

社会发展的弱点 ,缩小社会差异 ,相互理解 ,相互支

持 ,建立平等合作意识 ,使其都能发挥自己的潜能 ,

实现自我价值 ,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类社会。

在新旧社会交替过程中 ,女性既有在男权文化

统治下的沉沦与屈服 ,也有为追求自由、平等、个人

幸福、自尊自爱等作出的种种挣扎与反叛。不管结

局如何 ,我们更应该关注后者 ,她们的反抗都带有很

大的自觉性 ,是对自己人格力量的检测 ,更具有反封

建的意义。她们的勇气足以使那些自命强大生活着

的男人汗颜。在妇女解放道路上 ,她们虽是跌倒了 ,

但也宣告了中国妇女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斗争在风雨

飘摇的封建社会已拉开序幕。同时 ,从她们身上 ,我

们发现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时代是向前发展

的 ,希望也是有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知道中国

女性 ,并不如‘厌世家 ’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 ,在不

远的将来 ,便要看到辉煌的曙色的。”[ 12 ]也正如有句

话说得好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参考文献 :

[ 1 ] 郭 君. 只从鸦背看斜阳 [ J ]. 作家作品研究 , 2006 (4).

[ 2 ] 刘 芳. 中国女性解放内涵解析 ———妇女问题研究 [ J ].

甘肃社会科学 , 1997 (5).

[ 3 ] 西蒙娜 ·德 ·波伏娃. 第二性 ———女人 [M ]. 陶铁柱 ,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 1986: 178.

[ 4 ] 王 虹. 女性意识的奴化、异化与超越 [ J ]. 社会科学研

究 , 2004 (4).

[ 5 ] 张恨水. 金粉世家 [M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 2002:

1033.

[ 6 ] 南 帆. 冲突的文学 [M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 1992: 51.

[ 7 ] 张涛甫. 试论张恨水的名士才情与市民趣味 [ J ]. 苏州大

学学报 , 1997 (3).

[ 8 ] 张友鸾. 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 [M ] / /张占国 ,魏守忠. 张

恨水研究资料.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 1986: 132.

[ 9 ] 王少栋. 独特的认识价值和美学意义 [ J ]. 商丘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 , 2006 (4).

[ 10 ] 李桂梅. 女性解放与女性主体性意识 [ J ]. 长沙水电师

院社会科学学报 , 1994 (4).

[ 11 ] 祖嘉合. 女性主体意识及其发展中的矛盾 [ J ]. 社会科

学论坛 , 1999 (5 - 6).

[ 12 ] 王 珊. 从曹禺剧作中的知识女性看中国妇女的觉醒

[M ]. 经典阅读 , 2004 (2).

(责任编辑 :李 　珂 )

06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9年第 1期 (总第 66期 )



(8) Com prom ise and Rebellion———An Ana lysis of the Fa te and the M odern Awareness of the Fema le

Characters in A n A ristocra tic Fam ily MA L i, WANG Mei2li (056)

Chinese D epartm en t, Hunan Institu te of Hum 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 oud i Hunan 417000, Ch ina

Abstract: In his novel— A n A ristocra tic Fam ily, ZHANG Hen2shui portays a number of tragic female

characters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a male2dom inated society, who were compelled either to flee from home or to be

converted to Buddhism, which manifests their paradoxical character of degrada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old times to the new. Dependent and weak as they were in a male2dom inated society, they were of modern

awareness, being rebellious, independent and self2respecting. The awakening of their self2awareness as well as

their sp irit of self2salvation gives impetus to the women pursuing independence and self2esteem and to the building

of a ambidextrous harmonious society.

Key words: degradation; rebellion; self - salvation

(9) D egenera tion of " the Angels in the House"———An Ana lysis of the Fema le Characters in Ga skell ’ s

Novels N ING Yuan2yuan (065)

Foreign L anguage D epartm en t, A nhu i Institu te of A rch itecture & Industry, A nhu i Hefei 230601, Ch ina

Abstract: The women in M rs. Gaskell’s novel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women in V ictorian literature.

They subvert the traditional role of women as " angels in the house". They are usually ignored deliberately by

V ictorian society. Self2supported as they are, they are subm itted to the patriarchy and can not really achieve self2
p rotection and self2realization. Gaskell dep icts readers the women’s living circum stances in an industrial society of

the 19 th century.

Key words:M rs. Gaskell; M a ry B a ton; The Sou th and the N orth

(10) On ZHO U D uny i’s TaolistW isdom of L ife GAO W en (086)

Chinese D epartm en t, Hunan U niversity of Industr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 ina

Abstract: " Tao" ,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p rincip le of human existence, is full of wisdom of life. Based on

Laozhuang’s doctrine of " Tao" , ZHOU Dunyi, p ioneer of the idealist school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the Song

and the M ing Dynasties m ixed some Taolist theory into rationalistic confucianism in which his view about the

universe, the nature and the reputation is a reflection of the Taoistwisdom of life———the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Tao; ZHOU Dunyi; taoist wisdom of life

(11 ) The D ea th Theory of Hu izhou Dao ism———A Concurren t D iscussion on the D ea th Theory of

Confuc ian ism and Buddh ism D ING Xi2qin (090)

D epartm en t of H istory, Ch izhou College, Chizhou A nhui 247000, Ch ina

951

ABSTRA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