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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形塑与性别博弈 

———读《２０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

刘新敖

（湖南城市学院 文学院，湖南 益阳 ４１３０００）

摘　要：傅建安《２０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一书，基于女权与男权博弈的文化背景，深入探索了中国２０世纪女
性文学形象生发的逻辑起点问题，清晰勾勒出都市文化形塑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女性形象自我建构的历史轨迹，具有独特的
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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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文学的缘起和发展，对男性意味着男权的
去大写化和女权的自我体认和确证。当下的女性

文学研究意义意味着：“一是一种新的认知范式；二

是具有解构能力；三是一种新性别模式；四是尝试

建立一种新的话语体系。”［１］但是，无论对女性文学

的关注的方向和焦点何在，始终都不能回避这一关

键问题：男性与女性权力的博弈，在什么语境中得

以发生？它遵循何种路径前进，并使男性能心甘情

愿放弃业已积淀长久的男性想象、出让权力，使女

性发现自我、高扬主体、呈现性别之美、彰显社会文

化价值？傅建安博士的《２０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
市文化》一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正是
在这个逻辑起点上，展开了对女性形象的研究，“中

国新文化建立是一项极具颠覆性质的过程，特别是

在女性解放过程中呈现为极端文化极端姿态。”［２］８

女性解放固然有中国新文化的颠覆作为文化背景，

但是究其根本，仍然是男女权力的博弈或者说是女

性的叛离，因此，女性解放呈现为极端文化姿态也

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姿态，往往以女性的各种形象

出现为表征。

《２０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清晰勾勒
了女性在都市中形成和建构自我的过程。都市是

女性成全自我、展示自我的舞台。离开这个文化语

境去空谈女性形象和女性文学，只会是一种诸如男

人对女人般的想象和单向建构罢了。２０世纪以来，
女性优雅地登上了历史舞台。当然，这种优雅相对

男性来说却是带刺的玫瑰———她让人着迷，却也让

男人们难以琢磨，更不用说将她们作为附属品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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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于股掌了。自上个世纪初伊始，在社会的风云动

荡中，现代都市气息塑造了每个城市人的气质，触

及了开始觉醒的女性的每一根敏感神经，叛道离

经、活泼自信、敢爱敢恨的“巫女”、“自由女”形象出

现了，她们对传统的挑战不言而喻。她们的生活空

间由此得到极大拓展，逐渐从厨房、厅堂脱离，进入

社交场所和充满小资情调的公共空间，其道德标准

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改变。商品时代的利益价

值观和消费文化观不可避免地吞噬着传统的文化

价值观。如果说世纪之初，“巫女”、“都市摩登女”

等形象的出现还是时代先锋的话，到了世纪末，人

们对这一切似乎习以为常。无论是世纪初的启蒙，

还是现代性的萌发及至后现代的解构，都市文化无

一例外促成了传统信仰价值的崩溃，突破了男性桎

梏的牢笼，女性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书写着自己的

狂欢、叛离，真正建构了自己的性别形象，其意义和

价值无需赘言。

在都市文化的形塑下，女性以乖张的形象，在

与男权的博弈中体认自我。父权时代的文化惯性

是强大的，女性形象的自我构建，是努力脱离父权

的圈套和惯性力量的过程，其外在表现，就是女性

身体和意识对男权的逃离和超越。在这一过程中，

女性虽然并未能掌握主动，但女性从集体人格中和

男性的想象中脱离出来，其步履是异常坚定的，其

轨迹清晰可循。《２０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
化》在女性形象的生发语境之中也即都市文化的演

进脉络中，非常清晰地勾勒出了这一轨迹。伴随着

都市文化的发展，女性主体意识的萌发及其主体性

的逐渐形成，使女性具有了与男权博弈的前提和资

本。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它往往以形象的乖张体现

出决裂者的姿态。世纪之初的洋场美女、前卫学

生、知识女性，无不奢华放荡，充满声色诱惑和肉

感；世纪中期摩登女郎们的奔放淫逸、物欲横流及

其在男性笔下的“恶魔化”和都市隐喻，处处彰显着

两性博弈的进程及其惊险。此时，决裂仍是如此艰

难，在著述坚实的文学史料支撑和理论描述中，我

们一点也不难感受到那一时代女性的艰难呼吸及

理论进程的阵痛。世纪之交以来，消费欲望的出现

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对权威和中心的消解，几乎瓦

解了女性在“菲勒斯”中心主义面前仅剩的那点矜

持，陈染笔下的“幽闭症患者”、“行为怪异者”和“妄

想型精神分裂症”女性，卫慧笔下物质主宰、欲望狂

欢、价值无根的主人公，盛可以笔下那些坠落却又

诗意回归的现代女性，都是女性“我的怪物、我的自

我”的真实写照。从姿态上来看，她们与男性的决

裂是彻底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对女性来说，这多

少有些悲剧意味：她们仍然是先锋战士，不得不承

担某些重任，“情与智、欲与理的冲突本来是人性无

穷无尽的魅力的体现，当女性剔除了道德、理想，剔

除了一切形而上的东西时，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的存

在不仅体现为人性的贫乏与割裂，而且令人想到她

们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２］１７０她们的悲剧意味在

于，她们刻意地张扬自我，消解中心，可在无形中，

这种乖张的形象建构，却仍然不可避免地成为男性

世界中被观望的性别图景。矫枉过正或者说脱离

社会道德和意识形态而追求的怪诞形象，并不是女

性主义文学和女权主义者的归宿。庆幸的是，《２０
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敏锐地在复杂的都

市文化视域中察觉到这一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其弊病之所在。

鲁迅曾说，娜拉出走后，要么堕落，要么回来。

当然，当今语境下的女性早已不再是当初的娜

拉———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她们迟早会回来，在适

当的时候华丽转身，达成对自我的诗意建构，这不

仅是当下的女性文学业已开始的创作实践，也是

《２０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一书所代表的
女性文学研究者们的理想，“女性文学真该逐步摆

脱被自我遮蔽、奇观化、媚俗化的倾向，抬头进入一

个新的自在自为的境界，以正确、科学的女性观为

构建当今和谐社会作着努力”，［２］２４５并在多彩的都

市文化中确认并实现女性完善的主体人格、理想的

价值观念和诗性的栖居方式。

所以，《２０世纪都市女性形象与都市文化》解决
的不仅仅是２０世纪女性文学形象生发的逻辑起点
问题，更是一个世纪以来，女性在都市文化中形塑

自我的心理历程的真实写照。作为一个女性学者，

作者在翔实的文学史基础之上，冷静客观地书写了

女性的乖张、欲望、叛逆、偏执以及回归，这里有形

象蜕变的痛苦，更有理论希冀的欣喜，纯粹而本真，

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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