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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澳门与审美 

———关于荒林的两本随笔

刘　兵

（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

［摘　要］荒林的随笔《天生女性主义》和《澳门之美》，体现出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对于女性主义的理解、研究视角和具体应
用。以这两本书为对象的分析解读，可以看出其女性主义思考的若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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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义，对于国内学界来说现在已经不是很
陌生的学术思潮了，除了与传统的妇女研究相关的

领域，就其在性别研究（ｇｅｎｄ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的意义上，
在各学科的研究中，也都越来越呈现出其深刻的影

响力。在文学批评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审美等本

是最先成为女性主义关注的领域中，这种影响则更

加突出。荒林，是国内在女性主义和文学批评、文

学创作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她曾执教于首都师

范大学文学院；作为作家，她曾创作出版过诗歌集、

散文集等多种文学作品；而作为学者，她更是出版

过多种女性主义研究的文章和著作，其主编的《中

国女性主义》丛刊、《新生代女性主义学术论丛》丛

书等，亦是国内女性主义学界重要的研究成果。自

从她去澳门大学读博士学位后，虽然在学术研究成

果上不像在大陆时那么高产，但也仍然笔耕不断，

在此期间她出版的随笔集《天生女性主义》［１］和

《澳门之美》［２］，同样有着女性主义特色的闪光。本

文便以这两本作品为对象，对荒林在其中所表达出

来的女性主义思考作一集中的分析讨论。

　　一　“天生女性主义”

作为一种在世界范围的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

的思潮，女性主义学术研究内部流派纷呈、观点多

样。按其发展脉络或者理论基础的类别，大致可以

划分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

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和社会性别女

性主义、存在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多元

文化与全球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等若干不同的

流派。［３］从渊源上讲，尽管是源于政治运动而且至

今依然强调其实践性，在学术意义上的女性主义又

是来自西方的。当国内学者将此思潮引入之后，虽

然也有了充分的理解（自然更有许多误解）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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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针对国内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但作为舶来品的

学说毕竟还是有着某种隔膜。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国内学者也努力尝

试将女性主义学说本土化，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发

展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荒林，应该是在这方面

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虽然《天生女性主义》一书

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作为一个女性主义

研究者的随笔，从中仍然可以看出其一些独特的女

性主义视角、立场和态度。书名中的“天生”女性主

义一词，似乎是取自作家虹影的说法［１］１５７。如果过

于学理地追究起来，这样的说法也许会有比较多的

女性主义者所反对的“本质主义”的倾向，但作为一

种并不那么严格的隐喻，荒林在这里所要表达的，

更接近于一种鲜明的立场。其实，比起这种仅仅表

示了一种明确的立场的标签，此书作者荒林以前曾

用过另一个更加具有特征性的描述，即“微笑的女

性主义”。这种“微笑”的描述，恰恰也可视为对于

人们更多是在误解的意义上去想象的“激进女性主

义”的修正，表现出一种更加温和、更为亲和、为避

免不必要的对抗因而更容易被人们所接纳的女性

主义姿态。

与这种“微笑”的姿态相一致，在《天生女性主

义》一书中，作者不断地重复了一些她所强调的概

念，这些概念凸显了荒林所理解和赞同的那种女性

主义，它既与一般意义上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相一

致，又表现出荒林个人女性主义风格上的特色。在

这当中，“爱”，便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和主题。

正像作者所讲的：“爱，也许是人类最为古老和

神秘的直觉交流方式”，而且，她更加关注“唯美的

爱”。“由于这种幸福体验的从容和放松，会使得体

验者超越生死境界，会获得一种对于生命的高度领

悟，进入近似宗教的体验———万物都是生命都有能

量……爱，此时是最深奥最古老的学问。”［１］２５这里

面，除了表现出其乐观和对一种理想的美好向往之

外，也隐含了作者与一般女性主义在性别认知和论

证上的差异，以及对女性特质的认识和反思上的某

种一致性：“用经验性和感性冲击‘逻辑性’，证明

传统‘哲学’和 ‘形而上’对女性主体的缺失是严重

错误。”“如果说‘女性主义爱的话语’是对平等主

体的认可，也可以说，同时是对于直觉、经验、感性

与逻辑性概念一视同仁，而不把它们等级化，分出

高下与先后，承认它们是互补与互动的关系，是生

命认知世界与世界建立关联的不同角度。女性主

义哲学是开放的生命哲学 ，对于生命尊重的哲学，

所以我称之为‘爱的哲学’”。［１］１８

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荒林的观念

中，对于“爱”这一概念在女性主义中重要性的强

调，确实包括了与女性主义力图追求平等，重视直

觉、经验、感性等在性别认识上的传统女性特质中

成为突出特色而却在被父权制等级化的二分法中

受到忽视并在价值上被贬低的那些认知方式，并将

这种认知方式在价值上提升到生命认知的高度，从

而将女性主义哲学看作是“爱的哲学”。

除了“爱”这个概念的强调之外，在《天生女性

主义》一书中，荒林反复提及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

概念是“日常生活”。

在和哲学友人的对话中，荒林发现：“日常生活

才是女性主义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围绕日常生活

制度展开对话，才能体现思辨的力量。”［１］１６因为

“日常的政治关怀，就是重新赋予日常生活政治的

意义：它们应该是与宏大、创造、有意义同样的事

情———如今思索它们本身就必须有创造性———它

们是人性回归的思考和实践———反思那些‘宏大、

创造、有意义’的竞争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和

痛苦，难道不是日常的温暖、重复和琐碎给了人类

最后的意义？”［１］２８因而，“中国的女性主义的想象

力和行动力不在别处，就在日常生活的有品质的坚

持之中。中国女性的生活改变将与中国人的生活

的改变同步，幸福的玫瑰是同一朵。”［１］５８

在国内学者对女性主义的理解中，荒林这种对

于日常生活概念的强调，以及把这一概念与女性主

义相关联，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也与她本人作为作

家、学者和女性的身份密切相关。在她的另一本关

于澳门与审美的随笔中，如果从日常生活这一视角

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解读这位女性主义作者的

心态和观点。

事实上，从更大范围的哲学思潮来看，近几十

年来，传统上处在学术关注中心的那些“宏大、创

造、有意义”的叙事之价值，在后现代主义等思潮那

里，越来越被解构，而作为其对立面的那些在传统

中被认为不具重大价值的琐碎、日常、平凡、普通人

等对象，却越来越被关注。这种立场和观念的变化

影响到了包括文学、历史、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发展。

与之同步地，女性主义其实也与这种更大范围的价

值观念的变化有某种一致，即对于传统的“中心”的

消解和对于“边缘”的注重，成为女性主义最有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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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倾向之一。就连女性主义自身，也经历了关注

从传统的以西方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立场到第三

世界和有色人种女性立场的“边缘”与“中心”的转

换。女性主义的这种倾向，在荒林这里更为具体地

落实到了日常生活这个概念上。这也就让本来就

更为关注现实的女性主义，在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

思考上，在对实际问题的行动方向上，有了一个具

体的切入点，可以由此出发进行基于女性主义立场

的反思和批判。在荒林冠名为《天生女性主义》的

随笔集中，我们也会据此视角而注意到，其实她各

篇随笔所写之事，大多也确为那些似乎是“日常生

活”的“琐事”，但正是在对这琐事的思考中，作者

才展开了她那些带着某种“微笑”的意味的女性主

义的反思和批判。与此同时，这种研究和关注的方

式，也使女性主义在更大的程度上走出少数人的小

圈子，而更容易为更大范围的女性以及男性所理解

和接受。

　　二　澳门与审美

荒林的《澳门之美》一书，是荒林从中国大陆去

澳门求学期间所写下的随笔，其中一些曾发表于

《澳门日报》和《北京文学》上，主体是记录她在澳

门期间的所见所思。将“美”这个关键词置于书名

之中，蕴含着其审美的观察和思考主题。这种审

美，主要是基于前面所说的她对“日常生活”概念的

重视来进行的，这正如某位国外的女性主义研究者

所讲的：“妇女的角度是来自日常生活的角度。从

妇女在社会活动组织中的立场出发，这可以使我们

发现一些过程，社会生活通过那些过程获得它所采

取的形式。从妇女生活日常性的角度出发，可以看

到传统的假定———关于社会不公平与个人不公平

之间的对立、关于抵抗与协作之间的对立，还有关

于社会变化仅仅通过争取政治权力的运动才会发

生的假定———阻碍我们对妇女的生活和历史的理

解能力。”［４］

其实，在更早几年荒林的一本关于女性主义与

哲学的对话的书中，她在谈及女性主义的策略时，

也曾提到要建立女性主义的传统，她的思维方式、

推理方式、未来目标、现阶段的行动都要进行不断

的总结和推进，当然还包括对文学艺术、意识形态

的观察。［５］在这种观察和反思中，荒林有特色地选

择了审美这个核心维度。虽然审美从一开始就是

人类的重要文化意识，但就像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各

种文化现象一样，审美自然被打上了性别的烙印

的，因为“纷繁复杂的世界需要我们去取舍以寻求

美的境界并由此产生了人的审美。审美作为人类

活动，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审美经

验，然而当女性主义学者踏入哲学时，就已经发现

大多数哲学著作中只反映了男人的知识与行动，却

不包括女人的”［６］。显然，荒林在《澳门之美》这本

随笔集中所选择的审美立场，既与一般女性主义的

倾向相吻合，又体现出其个性化特色。

从内容上看，这本随笔所写的几乎都是作者在

澳门求学期间身边经历的“琐事”，但从对“琐事”

的选择以及观察的的视角上看，还是可以发现一些

特殊的重点和关键词。其一，或许与她来自大陆和

女性的感触有关，大海和海水，成为不断被提及的

关键词，也是作者最爱描写的主题，贯穿在作者对

各种经历和体验的回顾中，就像一种背景音乐。

“我常常渡海。只是因为喜欢海。而且海近在咫

尺，几乎可以奢侈地享用它，爱它而不损伤它。”“静

静的海湾，我的睡眠如花，要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才

打开我的醒悟。第二天，总是嗅到空气中的花香，

沿着山坡到达办公室，海风总是还没起床。大海的

床有多么辽阔，它去梦见什么呢？”［２］８９类似的对于

与大海相关的描述和联想，分散在整本随笔的各

处，与之亦有关联的，则是对于澳门的自然环境与

自然景观的享受。这些可能来自更多污染和更多

人工化的内陆大城市的比照，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女

性主义传统中所强调关注的性别与自然的关联。

“如同在人的身体上镌花朵，人在自然的身体上镌

人的意志之花，美丽纹身。此刻，银色的海水就在

我的视野时，我在楼台的怀抱中，绿色在城市的襟

怀里。我和自然互相对视，互相接受一个事实，不

能分离而互相审美着，气自相交融。”［２］２

其二，作者在身居澳门时，对于文化、体制、习

俗的多样化与冲突的观察、思考和评论也成为这本

随笔的主体。“当北京渐渐干燥，风沙出现，澳门慢

慢从海水中浮想出……东西方交流之旅，从此之

后，由北京之北的沙漠驼铃，转换成泛泛大海的季

风鸥影。”［２］８在这个主题框架内，虽然仍是以审美

作为观察的维度，但涉及的内容很广泛，从历史人

物、当地的药食文化到澳门的节日、澳门的文学、澳

门的学术、澳门的艺术，等等。在这其中，澳门的大

学、澳门大学生的学习、澳门的女性等，也是讨论的

中心话题。对于散文和诗的评论，当然更是诗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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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荒林尤其欣赏澳门散文中对于平凡

琐碎之物和生活的书写，将其称之为“免滤的生命

表达”。其间她对作品情感和爱情的感悟，也是分

析的重点。总之，作者以之作为文学评论研究的背

景，在这些被冠之以“美”的审视中，以“爱”“日常

生活”的视角实现了某种非学术形式但却更为直观

的女性主义表达。

其三，对以博彩业而闻名的澳门，赌场似乎并

非作者观察的重点，但只言片语中，却也还是体现

出了一种女性主义批判的立场：“资本主义喜欢靡

靡之音，是爱情和物质互相缠绵悱恻的声音。对于

物质和爱情又都抱有投掷一注的心理。赌场在起

点上，有难以言明的心理学原因，正如战争，似乎它

的残酷无情，就是为了赢得最后的深情。勇于死亡

的感情，海水也不能测量。没有一种动物会设立赌

场，也许它们同样竞争，它们狂奔或者厮杀，但它们

没有人类动物聪明，它们没有发明回环往复的心理

战术，也没有发明武器，更不能发明难以数计的复

杂赌术。”“很少看到女人投入赌场，正像没有女人

主动投入战场一样。但倘若人类动物不得不在战

场和赌场之间做选择，后者仍然比前者为优，因为

战争毁灭人和财富，赌场却把财富进行了再分配。

至于那自愿去牺牲的人，是他自己选择的，必由自

己承受败落———财富和他自己的梦想。”然而，“物

质的繁华和香水的芬芳一样，在超过人类生存所需

之后，便可能是一场梦想的奢侈，随时随地可能挥

霍一空。”［２］１４１－１４３作者将赌博与战争进行比喻性联

想，对之表现出适度的宽容和批判，以一种非刻意

的方式表现出了女性主义的立场和意向。

　　三　简要的结语

基于在《天生女性主义》中体现出来的女性主

义立场、意识和特殊视角，荒林在《澳门之美》中的

审美观察和文学批评，意味着这两本书的关联，而

且，这种中国女性主义学者的写作，也恰恰体现出

了中国女性主义的某些特色。

曾有学者指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有必要建

立起自己的审美批评方式———女性主义———审美

批评方式。它应以女性主义的立场为核心，揭示女

性作为主体的审美价值和应有的文学地位，从文本

出发 去肯定女性审美创造的特点和独有价值。但

是，要在女性主义与审美批评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

点，建立一个女性主义 －审美批评体系，在目前的
东西方学界都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尝试。因为在

此背后，需要女性主义在很多领域的不断开拓和完

善，尤其是女性主义曾经猛烈抨击过的哲学和美学

学科。在解构了经典哲学和美学之后，如何建构起

女性主义哲学和女性主义美学，对女性主义研究者

们而言，是一个十分棘手而又迫切的问题。只有

当女性主义有了自己的核心美学主张和健全美学

系统后，才能解决它与传统美学、哲学的根本冲突，

也才能推动女性主义－审美批评实践的全面展开，
完成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所没能完成的艰巨

任务。”［７］

当然，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审美批评的

实现并不是容易的任务，需要众多女性主义的研究

者和实践者去努力探索，而荒林的写作，也正是这

样的探索之一，这就像她作为一个诗人在其写作于

南中国海边的诗中所说的：“她们也喜欢竞争／理由
太多／美丽和自信／就无须理由／为了出发／从南水
到全球每一水域／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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