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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人化写作是对于 90 年代女性主流写作形态的一种

命名 , 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女性文学批评不断阐释的热点 ,

其中又交叉涵盖了有关此类写作的诸多称谓。在 90 年代 ,

无论是得名于陈染 《私人生活》的 “私人写作”, 还是借

用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的“躯体写作”, 甚至

还包括后起的 “70 年代出生女作家群”的 “另类写作”、

“美女写作”、 “新新人类写作”以及不断涌现的 “写作”

名词。虽然它们可能在各自本质内容上存有一定程度上的

差异 , 但仅就个人化写作具体指向远离社会 , 远离群体 ,

书写个人生活 , 展示女性自身体验与本能欲望这一特定内

容上 , 则完全是等同的。

中 国 文 学 渊 源 流 长 , 以 个 人 方 式 言 说 历 史 , 叙 述 故

事 , 在文学史上并非少见。单以 20 世纪文学为例 , 五四

时期就有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传式 的写作手法 ; 进入 80

年 代 中 后 期 , 随 着 传 统 文 化 基 础 的 变 革 , 物 化 商 品 的 冲

击 , 以往时代的“宏大叙事”已逐渐转化为个人的“小叙

事”; 90 年代绝大多数作家 , 特别是青年作家几乎都是以

个 人 特 有 的 方 式 进 行 叙 事 的 。 但 能 以 “个 人 化 写 作 ” 命

名 , 并为评论界和广大读者接受、引发较大争议的却只是

成 名 于 90 年 代 的 女 性 作 家 如 陈 染 、 林 白 等 的 小 说 创 作 ,

至于将 90 年代都看作是个人化叙事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

批评家们在此之后追加上去的。

作为一种独特文学现象 , 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出现是有

深 刻 历 史 原 因 的 。90 年 代 意 识 形 态 整 合 性 功 能 的 弱 化 ,

使个人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存在空间 , 任何自我、私人的写

作都可登上文学的殿堂 ; 同时 , 西方文化思潮迅速涌入和

论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境及其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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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中西文化的差异、对西方女性主义的表面化理解以及出版等因素都造成了这种写作在短暂繁荣之后的困境。我们

是通过女性个人化写作与后现代具有共同点这一全新视角来揭示这种困境的。而这种操作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对女性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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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作家的普遍接受也为种种面貌独特写作出现创造一种

“规范”。对于活跃于 90 年代的女性作家而言 , 她们之所

以能 以 女 性 特 有 的 私 人 话 语 开 掘 出 了 独 特 的 女 性 个 体 空

间 , 是与她们普遍接受西方女性主义文化思潮有着密切关

系。而其直接结果就是“个人化写作的最后一个层面⋯⋯

是针对女作家 , 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我们当前

的 语 境 中 , 它 具 体 为 女 作 家 写 作 个 人 生 活 、 披 露 个 人 隐

私 , 以构成对男性社会、道德话语的攻击 , 取得惊世骇俗

的 效 果 。 ”[1] 由 此 可 见 , 这 种 不 断 通 过 “我 手 写 我 心 ”、

“我手写我身”来构筑 “她者”力量 , 进而对既存的男权

中心 ( 即菲勒斯中心) 进行解构和颠覆的写作其实质应属

于一种女性主义写作。

不过 , 像文学史上任何一种具有创新意味的实验都不

可避免带有某种程度上缺陷一样 ,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

作从一开始就存有自身的精神困惑。或许是出于对以往男

性权力话语矫枉过正的需要 ,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一

开始就陷入了专注女性私人隐密生活 , 专注女性个人意识

与个人体验的封闭式泥潭。这种近乎自恋式的叙事文本和

过分形而下的价值取向 , 都不可避免造成了社会性以及传

统道德价值的深度缺失 , 而且更为严重的是 , 在出版商强

有力的商业运行和包装改写下 , 女性作家苦心经营的大胆

写 作 、 深 入 灵 魂 深 处 的 描 写 反 倒 成 为 被 猎 奇 和 窥 视 的 目

标。然而 ,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缺欠并没有在客观

公正的批评声中得到收敛 , 相反地 , 这种缺欠在世纪末因商

业炒作原因而变得愈演愈烈。“70 年代出生女作家群”显露

文坛标志着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第二阶段的到来。一

时间 , 以卫慧、棉棉等为代表的“另类写作”、“美女写作”以

及稍后由作家九丹自称的“妓女写作”和新近涌现的“超体

验写作”到处飞扬 , 不断充斥广大读者视线。在她们“青出

于蓝而胜于蓝”的纵情享乐、颓废虚无乃至展示本能欲望的

叙事里 , 女性个人化写作被推向近乎疯狂的状态。不但如

此 , 在她们作品里反复出现的女主人公可随意依赖男性、

也可随意抛弃男性的、表面上男女似已取得平等生存地位

的 写 作 模 式 中 , 90 年 代 第 一 代 女 性 个 人 化 作 家 如 陈 染 、

林白等苦心经营的女性主义写作已发生质变 : 过去以反抗

男权压迫为宗旨的写作变成了现在女性新人类在世界观和

精神领域中的深度坍塌和倒退 , 世纪之交的女性个人化写

作就这样由于自身走向了极致 , 难以再有新的扩展空间。

当然 ,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能到达今天这一种近乎自绝

处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当下关于此类写作的批评似乎

更多着眼于对其文本所表达的精神困境进行剖析 , 而对于

整个 90 年代个人化写作在理论移植 , 与传统文化相悖以

及商业炒作 , 读者接受等诸多因素探索的较少。这样 , 在

没有对一种文学现象进行总体把握的前提下 , 自然无法做

出正确的判断 , 从而进行卓有成效的反思。

二

90 年 代 女 性 个 人 化 写 作 的 困 境 , 从 今 天 眼 光 看 来 ,

首先应根源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与挪用时产生了

错误与偏差。这一点在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初始阶段

表现尤为明显。正如这许多批评者指出的 , 许多女性作家

在进行文本实践的一开始就带有较大盲目性 , 她们从一开

始就存有过分抛弃本民族文化传统、视西方女性主义为圭

臬的倾向。对于 80 年代末传入中国境内的西方女性主义

理 论 来 说 , 中 国 女 性 主 义 研 究 者 投 入 的 姿 态 是 非 常 积 极

的。他们一方面不断为中国文艺界翻译引进新的女性主义

经典著作 , 一方面又不断运用这种理论对中国历史的女性

文学加以研究批评 , 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 从而使中国

女性主义的构建与学术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的接受取得了

正向同步 , 并且还为这一时期中国女作家能够运用其理论

原则进行写作打下基础。可以设想 , 如果没有这一过程 ,

在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过程中 , 恐怕是不会出现类似

陈染的 《私人生活》、林白的 《一个人的战争》式的小说

文本。中国的女性个人化写作或许将是另一番面貌。需要

指出的是 , 新时期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引入种类上五花八

门 , 但在其引进深度上 , 尤其是对 60、70 年代以来西方

第二阶段女性运动的最新理论成果的引进上存有“博大而

不精深”的现象。以在 90 年代被理论界奉为经典 , 反复

援引的一本书———1992 年由张京媛 主 编 翻 译 的 《当 代 女

性主义文学批评》来说 , 该论文集翻译了当代西方女性批

评中的许多前沿性论文 , 其作者包括美国的佳查·斯皮瓦

克、伊莱恩·肖瓦尔特 , 法国的西蒙·波伏娃 , 埃莱娜·西

苏等等。可以说 , 西方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最富有代

表性和创造性的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著名评论家都已包

括在内 , 但由于论文集篇幅限制缘故 , 一两篇论文具体到

书中某学者身上就很难反映其思想全貌。于是对于 90 年

代个人化写作的女性作家如陈染、林白等来说 , 她们在进

行创作时就不得不面临这样一种矛盾 : 即她们虽可以在总

体上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及其创作的影响 , 然而 , 在

其具体实践操作上却又不得不面临一种或两种写作原则。

自然地 , 她们的小说文本就流露出生搬硬套、视野狭窄 ,

无法窥其全貌、得其神髓的写作倾向。

其次 ,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 境 还 在 于 女 性 作

家在创作上过分期望通过走类似西方女性主义斗争之路来

谋求中国女性解放之路 , 从而导致了与几千年中国传统文

化发生抵触。这一点既是个人化女性作家接受西方女性主

义理论影响的继续 , 也是我们今天在阅读 90 年代女性个

人化写作的作品时产生诸多不解的重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有集体主义特征 , 这与强调个人主

义、自由主义、可以将个人意志和个人权利置于社会之上

的西方文化是大相径庭的。近现代以来 , 中国文化传统虽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 , 但中国个人主

义文化思想却始终处于强调集体的思想脉络之中。即使是

处于 20 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最具爆炸性的五四时代 , 像胡

适、周作人这些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思想启蒙者在强调个

人解放时 , 仍要首先强调其应从属于代表社会群体的“大

我”; 在文学上 , 郁达夫的“自叙传”写法可谓轰动一时 ,

并对整个 20 世纪产生过较大影响 , 但他的 《沉沦》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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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仍力求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90 年代女

性个人化写作是以个人方式言说历史的再度崛起。肩负反

抗男权统治、为中国女性寻求自身解放途径的历史重任 ,

使她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要超越任何时代传统文化的姿态 ,

而这种“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 , 用自己的肉体

表达自己思想”[2]的写作 , 也确实为中国女性写作带来了前

所未有的启示。但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 特别是在 70 年

代女作家群的疯狂表演和商业炒作介入后 , 女性个人化写

作只能走入困境。因而 , 陈染、林白等作出的带有一定进

步意义的探索最后只能是中国读者眼里的 “妖女”、 “巫

婆”、自恋自闭与困惑不解。当然 , 这不是说中国女性主

义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就要完全拒绝西方理论 , 相反地 ,

我们必须要借鉴西方优秀的实践经验与成果。但值得注意

的是 , 中国与西方女性解放之路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

和制度下进行的 , 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不仅在起源上存有

来自 《易经》的 “阴阳说”和来自 《圣经》的 “原罪说”

的不同 , 而且还在家庭观念、个性张扬和人际依赖关系上

存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即使是在全球信息化、人类文明

普遍进步的当今仍十分明显。一种民族文化经过数千年积

淀一旦形成 , 要彻底改变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可对西方激

进的女性主义进行某些方面吸纳 , 但中国女性主义之路必

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味以西方话语贬斥中国和盲目自

高自大其结果将是一样的。包括 90 年代前后两个阶段女

性个人化写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陷入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

阱 , 进而又落入一种颇具后殖民主义倾向的圈套。

三

反思和谈论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文本所反映出的

精神困境是当下评论界反复出现的话题 , 也是本文在分析

其在理论和传统文化方面都陷入困境后必须做出解答的问

题。不过 , 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是 :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

写作在前后两个阶段上一直在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 , 这种

差异又无疑为我们在总体上清楚把握这种写作精神困境增

加了难度。但如果能换一种角度 , 即如果我们能依据这一

时期个人化写作的两个阶段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后现代的

某些共性特点来分析阐释现象 , 就显得简单容易。因为使

用这一视角 , 不但能将个人化写作前后统一起来 , 而且 ,

还能在分析个人化写作各自阶段上困境的同时 , 让我们清

楚了解其整体流程是如何由女性主义演变到后现代的 , 进

而拓展新的研讨空间。至于 90 年代女性个人代写作是如

何具有后现代的特点 , 并最后走上后现代之路的 , 则需要

我们在具体分析其困境时一一做出回答。

首先是后现代式解构性思维的困惑。运用一种后现代

解构思维进行写作是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共同特点

之一。林白说: “对我来说 , 个人化写作建立在个人体验

与个人记忆的基础上 , 通过个人化写作 , 将包括被集体叙

事视为禁忌的个人性经历从受到压抑的记忆中释放出来 ,

我看到它们来回飞翔 , 他们的身影在民族、国家、政治的

集体话语中显得边缘而陌生 , 正是这种陌生确立了他的独

特性。作为一名女性写作者 , 在主流叙事的覆盖下 , 还有

男性叙事的覆盖 , 这二重的覆盖轻易就能淹没个人。我所

竭力与之对抗的 , 就是这种覆盖与淹没。”[3] 林白的话既

点明了女性写作的边缘地位 , 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女性

个 人 化 写 作 与 以 解 构 策 略 著 称 的 后 现 代 能 产 生 关 联 的 原

因。当然 , 确定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具有后现代性还

有深刻的理论渊源作背景。事实上 , 对 于作为同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即后现代语境下逐渐兴起的西方两大文艺思

潮( 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来说 , 从它们兴起之日起 , 就存

在许多共同之处。尽管它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并行不悖 ,

但随着“理论的构想和语言的暴力人为地抹杀了认识的鸿

沟 , 原本相互独立的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 终于“凭借着

某些共享的概念建立起初步的联系⋯⋯久而久之 , 一种‘后

现代的女性主义’便获得了理论认可。”[4]

90 年 代 女 性 个 人 化 写 作 是 以 女 性 主 义 面 貌 出 现 的 ,

它 不 可 能 是 对 西 方 后 现 代 文 化 语 境 下 女 性 主 义 的 完 全 摹

仿 , 但它同样具有后现代的种种特点却是不争事实———90

年代 , 陈染、林白在创作中不断应用“元小说”手法增加

叙事上的先锋迷幻色彩 , 不断以破碎的结构和独特的语言

叙述造成文本不完整和语言上的无逻辑 , 都使其在区别于

以往创作前提下呈现出一种后现代性。同样地 , 既然 90

年 代 个 人 化 写 作 初 始 阶 段 的 女 性 主 义 小 说 都 具 有 后 现 代

性 , 那么 , 以卫慧、棉棉为代表的“后现代式的青年亚文

化写作” ( 陈晓明语) 则更以实质精神突进到后现代的范

畴。如果说陈染在《私人生活》、林白在《一个人的战争》

中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主动将自己放逐于边缘的解构 , 其目

的是推翻男尊女卑的二元对立模式 , 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构

建 女 性 文 化 的 新 秩 序 ; 那 么 , 卫 慧 等 在 《 上 海 宝 贝 》、

《象卫慧一样疯狂》中所表达的解构则是近乎疯狂的 , 她

们 大 胆 地 欢 呼 与 尖 叫 , 其 结 果 是 不 但 彻 底 颠 覆 了 男 权 话

语 , 还把男性意识中的女性客观自身一起消解。而这种文

学走向 , 则表明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已经从叙事上的策

略转入到更为明显的精神生活层面 , 而“这种屏弃了现实主

义与现代主义审美内容的病态描写”, 不可能是什么意义上

的先锋写作 ,“只能是超越人性的文学倒退”。[5]

其次是专注自我的后现代模式。近乎自恋式的专注自

我是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第二方面的精神困境 , 也是

陈染在小说《破开》及论文《超性别意识》中反复宣扬的

一个类似西方女性主义者倡导的“姐妹情谊”式概念的变

相 表 达 。 在 陈 染 、 林 白 小 说 中 多 次 出 现 的 重 复 个 人 的 故

事 、 自 闭 情 节 、 寻 找 类 似 包 括 母 亲 在 内 的 姐 妹 一 般 的 女

友、阉割男人、弑父与无父都与此有关。这的确是一次超

越传统的大胆描写。但可以说 , 陈染、林白等的描写初衷

还是具有一定先锋意义的 , 毕竟她们是想为女性营造不被

男性侵扰的个人空间。但如果我们从事后结果来看 , 这种

写作策略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想效果。在出版商外部强有力

干预下 , 陈染、林白等苦心经营的女性书写不但没有伤及

男权文化皮毛 , 相反倒在强调“沉默的左乳”和“半裸的

封皮”包装下 , 成了兜售隐私的特定视角 ; 而在卫慧、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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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等小说中 , 女主人公颇为自诩的可任意在物质、精神、

性爱上剥削男性 , 表面上似乎表现了女性与男性取得了同

等 的 生 存 地 位 , 但 实 际 上 却 恰 恰 体 现 了 女 性 对 男 性 的 依

赖 : 没有男性 , 她们将失去作为女性的意义 , 没有男性 ,

她们 将 在 失 去 二 元 对 立 项 的 另 一 端 后 彻 底 丧 失 女 性 的 价

值。

第三 , 是后现代的精神困境。这集中是指 90 年代女

性 个 人 化 写 作 第 二 阶 段 “70 年 代 女 性 作 家 群 ” 出 现 后 ,

整个女性写作出现的精神困境 , 同时也是这些文本中宣泄

后现代负面价值的深层表现。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詹姆逊在

将后现代主义置于历史和社会基础上加以考察后 , 得出了

后现代主义区别于现代主义的四大美学特征 : “1、深度

模 式 削 平 ; 2、 历 史 意 识 的 消 失 ; 3、 主 体 性 的 丧 失 ; 4、

复制、距离感的消失。” [6] 这些特征在后起的 90 年代女

性作家的作品中可以全部得到体现。

深度模式削平造成作品审美意义的深度消失 , 促成平

面感和后现代所推崇的反崇高、反美学。性欲放纵、物欲

挥霍、极端个人主义是卫慧等作品的三大思想主题。在诸

如 《上海宝贝》、 《糖》等篇章里 , 主人公似乎就是为了

物欲而活 , 她们没有理想 , 没有对家庭生活的责任 , 她们

的生活是感官上的 , 性与物的生活 , 甚至她们将人类最原

始 , 最低等的欲望暴露的一览无余 : 反复吟唱自我为中心

的生活原则 , 强调肉体片刻的欢愉与刺激 , 任何时候都只

相信内心的冲动 ; 不假思索地崇尚时尚标签 , 移植源于西

方极端个人主义 , 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 , 从而使放浪的灵

魂不断浅表化、本能化。她们留给我们的镜像就是一种浮

于表面的感觉 , 没有深度 , 自然也不会再有崇高与美。当

然 , 在她们作品中所表达的“只有冲动与欲望才是真实肯

定的生活 , 其余无非是精神病与死亡”[7] 的精神气质 , 并

不只是为了暴露商品物化下城市新人类的堕落 , 这种写作

是有真实生活基础的。在极具后现代气息的商业大都市 ,

她们无疑是敏感接受了世纪末新鲜并富有刺激性生活气息

的 熏 染 , 并 迅 速 以 语 言 复 制 出 消 费 社 会 里 的 符 号 象 征 系

统。而历史感的匮乏又使她们本人和作品主人公一样没有

过去 , 没有传统记忆 , 这批作为“历史失忆的文学精灵”,

显然她们与建构历史 , 讲述民族国家文化的那代人相去甚

远———历史意识的消失 , 不但使她们远离传统 , 而且又与

以往断裂 , 她们作为没有历史的一代 , 只存在于现在时之

中 , 她们浮萍般的飘来飘去 , 丢掉了传统的包袱 , 却在走

向欲望过程中遭到断裂的彻底虚无。同时 , 还应看到 , 在

这些作家笔下的主人公所生活的城市正日益分裂成各个单

独的空间。在这个层面上 , 人也同样被分裂 , 财富霸权和

欲望权力主宰着她们的生活 , 她们无法将自己与现实真正

联 系 起 来 , 无 法 将 此 刻 与 历 史 相 连 , 无 法 将 自 己 统 一 起

来。而此后的世界 , 已不再是人与物的世界 , 而是物与物

的世界 , 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消失了 , 剩下的只是纯客观

的 表 现 物 , 没 有 情 感 , 也 同 样 没 有 任 何 表 现 的 热 情 。 因

而 , 尽管卫慧们曾以自我语言的抒情性自诩为都市的抒情

诗人 , 只可惜她们已是被消费 , 被物化的诗人。

由上述分析可看出 : 70 年代女作家 的 写 作 以 及 后 来

兴起的“写作”是属于后现代之列的 , 虽然她们整体目前

依旧在流动 , 而她们写作也未必会引发什么真正意义上的

冲击。但她们的出现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女性写作审

美趣味的降低 , 甚至还会引发女性个人化写作的混乱。不

过 , 她们自命不凡的写作却无疑是用后现代精神书写了一

个时代 , 并折射出了当代中国拥有的后现代文化语境。

辉煌的 20 世纪已经过去了 ,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

也 由 于 其 自 身 的 各 种 困 境 走 向 了 尽 头 。 随 着 张 洁 的 新 作

《无字》三卷本的出版 , 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已进入了反

思阶段。而事实上 , 我们也确实应对此做出反思 : 为什么

最初不乏进步意义的、又颇具先锋意味的 90 年代个人化

写作会在商业炒作和 70 年代女作家介入后走入难以自拔

的困境? 为什么原本为中国女性寻求解放之路的 90 年代

女性文学非要走西方女性主义乃至后现代之路 , 从而告别

了传统的乡土中国? 中国自己女性文学何时才能建立? 也

许我们只有在反思 90 年代女性个人化写作的困境和全面

洞悉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 才会明白: 女性写作并

不就意味着狭窄 , 个人也并不意味着幽闭 , 女性文学必须

要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相联系。因此 , 我们呼吁包括个人

化写作在内的所有女性作家应当正视自己 , 正视现实 , 以

个性生命穿透 , 包容时代精神 , 关注现实 , 关注人生 , 找

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写作位置 , 以达到时代性与个人性的高

度统一。或许只有这样 , 我们才能走出当下女性个人化写

作的困境 , 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贴近中国读者 , 最大限度

地靠近中国女性文学的本身。

【注释】

[1] 戴 锦 华 . 犹 在 镜 中 [M] . 北 京 : 知 识 出 版 社 ,

1999.197, 198 页.

[2]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 : 北京

大学出版社 , 1992.195.

[3] 林白.林白文集第四卷 [M] .江苏 : 江苏文艺出版

社 , 1997.295, 296.

[4] 盛 宁 .人 文 困 惑 与 反 思 [M] .北 京 : 三 联 出 版 社 ,

1997.132.

[5] 宁亦文.多元语境中的精神图景 [M] .北京 : 人民

文学出版社 , 2001.51.

[6] 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 [M] .北京 : 北京大

学出版社 , 1992.249.

[7]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M] .北京 : 三联

书店 , 1989.98.

24 宁波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06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