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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马华小说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意识建构 

学生姓名：洪昭芬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社会开始更加重视和尊重女性的权利和平等地位。

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促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法律和政策来保护女性权益，

例如禁止性别歧视和暴力行为。这种觉醒意味着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

自主性，开始更加积极地追求平等和公正的待遇。本论文将会从两位男性马华

小说家和两位女性马华小说家：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和黎紫书的小说中探

析他们笔下处于父权制度下的女性角色形象，通过细读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言行

举止和叙述方式，分析了小说对女性体验和形象的书写和隐喻，并探讨了这些

书写和隐喻对女性角色意识建构的影响以及女性角色在男女作家中展现出的觉

醒意识。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受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表现为对

女性身体的关注和性别二元对立的表述。 

 女性形象在文学中的刻画往往是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的，这种

刻画不仅反映了文学作品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也反映了作者对女性的态度

和看法。因此，女性角色的意识建构在文学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这个课题

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马来西亚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女性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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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揭示了文学作品对于性别平等和女性意识

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女性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 

 

【关键词】马华小说、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黎紫书、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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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马华女性小说的书写体现出了华人女性近几十年来在马来西亚生存与为生

活奋斗的所处环境状况与她们的生存体验。而今，书写马来西亚女性小说的文

人作家早已不局限于女性作家，还有一系列男性作家亦是以自身的理解来创作

并刻画出他们笔下有血有泪的女性角色。此论文将以两位男性小说家与两位女

性小说家为例，探讨其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书写，这些作家分别是李永平、潘雨

桐、商晚筠和黎紫书。 

李永平(1947-2017)出生于英属婆罗洲砂劳越邦古晋市，中学毕业后即到

台湾留学，后来在美国取得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便在台

湾定居了。他曾任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东吴大学英文系、国立东

华大学英美语文学系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婆罗洲之子》、《拉子

妇》、《吉陵春秋》、《朱鸰书》、《海东青》等著作。
1 李永平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

篇幅居多，其中更是有一位少女角色屡屡出现在他的书中，便是《朱鸰书》中

的女主角——朱鸰。 

潘雨桐（1937- ）原名潘贵昌，祖籍广东梅县，是森美兰文丁镇人。潘雨

桐成名时期极早，并且得到了多位著名评论家与作家如白先勇、蔡源煌、高阳、

王德威的赞许。其出版的小说有《因风飞过蔷薇》、《昨夜星辰》、《静水大雪》、

《夜店》、《河岸传说》等。在潘雨桐的小说中，女性极少拥有优质的生活空间，

他也借用这种状态来表现出对女性的关怀。 

 
1李永平，《朱鸰书》（台北：麦田出版，2015），页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8%B7%AF%E6%98%93%E6%96%AF%E5%8D%8E%E7%9B%9B%E9%A1%BF%E5%A4%A7%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7%BE%8E%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87%E4%B8%81%E9%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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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晚筠（1952—1995）祖籍广东普宁，原名黄绿绿，马来西亚华文文学

的一位重要作家，是马来西亚吉打州华玲镇人，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

曾用笔名黄梅雨、商桑、舒小寒等。
2 商晚筠与潘雨桐皆是在马华文坛中较早期

大量书写女性角色的作家。商晚筠已出版的小说有《痴女阿莲》、《七色花水》

与《跳蚤》。 

黎紫书（1971-），原名林宝玲，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在她 24 岁时

（1995 年）便夺得第三届花踪马华小说奖首奖，同时也是花踪大奖获取最多的

马华年轻作家。
3 她的笔触敏锐，小说创作主题多是在表达出了女性意识或女性

立场。已出版小说有《流俗地》、《告别的年代》、《野菩萨》、《山瘟》、《天

国之门》、《余生》等。黎紫书是马华本土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女性作家。 

 这四位马华文学小说家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描写皆是篇幅居多且多元化

的，因此本论文将会以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以及黎紫书，四位小说家为例，

探讨他们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意识建构。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

绪论；第二章、女体书写和隐喻； 第三章、女性形象刻画；第四章、女性角色

意识建构；第五章、结语。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由于近年来性别课题一直都是社会中的热门议题，本人向来对女性主义

课题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在大学第一学年许文荣老师的马华文学课堂中，对马

 
2  胡晓松编，《世界华文文学经典欣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页 142。 
3 黎紫书，《野菩萨》（台北：联经出版，2011），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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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作家的认知也更加明确，因此将范围定在了这个方向中，并想要更深入去探

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对女性的描写。之所以锁定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和

黎紫书这四位小说家是因为他们对女性书写的篇幅都较为多，所描写的女性人

群也较为广泛，年龄段、社会地位或是活动范围亦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共同

的一点是这些作家都是在男权背景下将绝大部分女性的处境所描写出来，本人

特别崇拜在那个时代能够在小说里将女性的现实处境反映出来的行为。 

 正如商晚筠曾说过：“还是有许多女性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生命全操

作在男性手中。作为一个女作家，我应该把这种现象反映出来，让男性读者看

到女性真正的处境，了解她们内心的感受。”
 4黎紫书笔下的小说几乎有超过一

半皆是对女性的书写，并且女性角色在她的笔下是毫无传统女性的温婉与柔情

的，反倒是充斥着暴力冲动。与其他作家相同的便是都揭露了男性霸权的丑恶，

本研究想对这种女性虽试图反抗却又不得不依附的描写手法进行更深刻的理解。 

 对于潘雨桐的女性书写是从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

到野店说潘雨桐》中产生了兴趣。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潘雨桐笔下的女性

角色形象经常是借由男性的视角中展现出来的，而潘雨桐正是一名男性作家，

对此的描写又更具有写实性。李永平则是较多描写纯真女性形象，借此来衬托

出城市与社会的污秽。之所以选中李永平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是因为其小说中对

于女性角色的沦落与摧残的描绘反映出了当代现实社会的状况。 

 本研究将借由这四位身处男权霸权下小说家笔下的女性角色来对那个时

代女性的处境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本篇论文选用了两位男性小说家和两位

 
4 永乐多斯：〈写作，我力求完美〉，商晚筠著《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

页 4。 



4  

女性小说家，并且在男女作家之中个别有一位是擅长写短篇小说，另一位则是

擅长写长篇小说的，借此来探讨男女小说家视野下的女性形象是否有所区别，

以及对作家笔下女角色的刻画和意识建构的方式进行分析。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目前未能找到同时以这四位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前人研究，因此这里

将会以宏观至微观的方式收集资料。首先是关于马华女性主义的研究，黄晓娟

的《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描写出了马华女性作家独

立意识的觉醒，并且以写作的方式来表达出自身的精神价值，以多位女性作家

如戴小华、黎紫书、朵拉、商晚筠的小说女角色为例，展现出女性意识与女性

形象的演进。
5吴晓芬的《双重边缘的女性书写 ——论 20 世纪 90 年代新马华

文女性文学的身份认同》提及了包括新马华文女性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女性文

学、中国女性文学、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所处于的边缘身份。刘征的《马来

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同样也在书写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作家对女性

生存境况和其社会地位的关注，并且提出了“娜拉出走”的女性形象，表现出

在第三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女性皆在寻找反抗父权的途径
6，提及女作家突破了马

华文学的传统创作手法。杨启平的《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一当代大陆马华女

性小说比较研究》主要是以文本为基点，在文化语境下比较大陆与马华的女性

书写，文中主要提及了第三世界中的女性主义的主要意义。最后，即是张亚萍

 
5 黄晓娟，〈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2006 年第 3 期，页 163。 
6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学者专论）》2015 年第 2 期，页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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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年马华女性文学的几个特征》以女性作家为目标对象，以他们的所处的

文化背景、创作背景和所采用的艺术风格等来分析马华女性文学的基本特征。 

 接着，便是有关于个别作家女性刻画与描写的资料收集，此部分不包括

本论文所研究的四位作家。首先是朱文斌和林伟所著的《画一幅女人众生相：

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描绘了李天葆笔下多数女角色的悲剧

形象以及造成其发生的原因如重男轻女、社会的动荡等等，并以许多文本举例，

如《盛世天光》里的玉蝉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被日本兵强奸后发了疯。
7 林

春美《幼女当自強：方娥真自传体小说的女性成长史》则是探讨了方娥真以其

鲜明的女性气质的语言完成了她对“幼女”成长史的建构。有关于李忆莙小说

女性研究的有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和

林殷醇《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

—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以李忆莙的小说为个案，分析其中的女性形象，并揭

示出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弱点，并运用了女性主义理论来加

以分析。8 林殷醇《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则是通过心理学解析的方法

去分析李忆莙笔下女角色的心理，并且从不同阶段的女性类型经历和地位的不

同去分析出这些不同是如何影响她们的心理的。9 与前者不同的是林殷醇《李忆

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将会采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剖析李忆莙的

小说女角色。古大勇《论马华作家朵拉的情爱书写》对马华女作家朵拉小说表

现的现代女性对两性平等、自我人格尊严和自我独立意识的执着追求进行分析，

 
7 朱文斌、林伟，〈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华人文化研

究》2013 年第 2 期，页 78。 
8 尤碧山，《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学位论文，2012），页 5。 
9 林殷醇，《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位论文，

2020），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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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了朵拉“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和“走向性属融容的女权主义”10 。此外，

对马华作家姚紫的研究有王心君《另一种现实——姚紫小说中女性生存图景的

解读》。这篇论文揭示了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华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图景,也展现

出作家女性命运的认识，并分析了姚紫的女性观。 

 另外，关于李永平的女性角色研究分别有陈虹霖《由自选集〈迫迌〉纵

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黄美仪《漫游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题研究》

以及萧敏嘉《原乡、罪恶与女性-李永平小说研究》。陈虹霖《由自选集〈迫迌〉

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中将其小说中的女性分成拉子妇、华人母亲和华人女

性三个类别来探讨这三类女性身上所背负的不同的精神和问题以此来展现出李

永平的书写特色 11 。黄美仪《漫游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题研究》以

及萧敏嘉《原乡、罪恶与女性-李永平小说研究》则是通过李永平漫游书写的风

格来分析其对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怀。 

 单独对潘雨桐进行研究的分别有简文志《她性，无以名状？论潘雨桐小

说的「女性文本」》、林春美的《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

桐》和《女身境地：小论 1990 年代潘雨桐小说的女性》。这三篇论文皆严厉的

批评潘雨桐小说女性形象的主观意图与实际形象的分裂，以多篇小说为例，分

析了女性的物化和悲惨结局。此外，也有以潘雨桐和商晚筠为目标的研究，如

陈颖萱《父权审美观的沉溺与背离：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书写》中提出

了在父权体制下，男作家与女作家对女体书写的异同，并以女性主义理论来分

析角色意识。 

 
10 古大勇，〈论马华作家朵拉的情爱书写〉，《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页 47。 
11 陈虹霖，〈由自选集《迫迌》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问学集》2008 年第 14 期，页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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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晚筠的研究有范雅雯《论商晚筠小说的姐妹情谊书写》，论文中以心理

分析法探讨了在各种情况里商晚筠小说中所出现的女性角色姐妹情谊。杨启平

《马华文学：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分析了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探讨其女

性书写策略的独特性。张丽萍《性别自觉：商晚筠的女同志话语建构》说到商

晚筠的女性意识不曾“沉睡”，并以女性主义视角探讨其女同小说的书写策略和

女同性话语的意义。 

 以黎紫书作为目标对象的研究有洪翠婷《女性主义视野下的黎紫书小说》，

此论文从女性主义视野去探究《告别的年代》的独特价值。12 龙森祥《黎紫书小

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对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创造和女性意识的构建进行了剖

析，并进一步探讨女性意识的发展。13 陈宇《黎紫书小说中的马华少女形象》和

《黎紫书小说〈告别的年代〉中的女性形象》分别勾勒出了黎紫书笔下对少女

描写的特征以及《告别的年代》中的女性形象。最后，还有一项以黎紫书和黄

碧云的文本做比较的研究，刘翠茵《论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和黄碧云〈烈女

图〉女性书写的比较研究》以两位相似的女性作家为例，采取女性主义理论来

分析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刻画。14 

 纵观上述论文与资料，除了对马华女作家的研究外，多是只研究单一作

家亦或是拿两个作家来做对比的研究，较少涉及以三或以上的男女作家来做比

较的研究，因此留下了能够继续探讨的空间。 

 
12 洪翠婷，《女性主义视野下的黎紫书小说》，（南京：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5），页 

1。 
13 龙森祥，〈黎紫书小说创作中女性的意识〉，《文学评论》2020年第 38 期，页 11。 
14 刘翠茵，《论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和黄碧云 〈烈女图〉女性书写的比较研究》，（金宝：拉

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位论文，2015），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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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和黎紫书为研究对象，而研究范围则

是以几位作家的小说为主。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来展开研究。

首先是文本细读法，这也是文学批评中最基本的方法，文本细读即是以文本为

中心，通过去理解作品来明白作者真正的意图。正如本论文将会通过阅读四位

作家的文本，结合作家的创作背景，作家经历以及其文学思想来借此分析和归

类文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以及女性意识的建构。 

 此外，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四位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女性主

义（Feminism）在早期传入中国时有多种译法，最终只保留了“女性主义”和

“女权主义”这两个译法。女性主义的信念在于维护男女平等，宗旨是消除对

妇女以及弱势群体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上的歧视。
15 相较于“女权主义”，“女

性主义”沿用得更广泛，这是因为女性主义所要追求的是男女平权，而女权中

的“权”会让人产生需要夺权的联想。 

 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与黎紫书皆是身处父权体制下的小说家，因此

他们对女性处境的艰难与困苦都颇有体会，对女性角色的情感描写也极其细腻。

因此本论文将以上述提及的研究法展开对四位作家笔下女角色的研究。 

 

第二章 女体书写与隐喻 

 自古以来，女性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但她们的形象却经常被描

述为柔弱、依赖、从属和被动。在父权制下，女性在于弱势处境，小说中对女

 
15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96。 



9  

性身体的描绘也往往被标签化，若是不跟随这种标签来前行，便会被贴上“非

女性”或者“非自然”的标签，并对这些被父权制物化的女性进行褒奖或是贬

抑。本小节将会分析四位作家对笔下女体的描写，并从中探析其中所带有的隐

喻，以及这些女体描写之间的异曲和同工。 

 

第一节 白皙与黝黑 

 首先是文本中经常出现的——身材苗条、肤色白皙、有着一头黝黑长发

的女性。此类女性角色是最为符合父权制下“阴柔”的审美观念的，瘦小、外

表乖巧的女性才能够符合父权社会的期待和要求，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被社会的排斥。此类女性角色于四位作家笔下的出场频率也是极高的，这里将

会举出几个例子。首先，先以对女性角色肤色的描写来探析其中的隐喻。如在

潘雨桐商晚筠的小说中便出现了许多和白肤女性，这些女性的肤色大多数是柔

和、光洁的。在这些描写中，洁白、白净、莹洁、净洁、光洁、匀洁等形容词

被频繁使用来描述女性白皙的肌肤
16 。在潘雨桐和商晚筠的小说中，描述白肤

女性的描写中经常出现“洁”和“净”这类形容词。比如说潘雨桐《烟锁重楼》

的叶若兰有着“光洁的肌肤”17  “白皙的手”18 、“洁白的脖子”19 、“莹洁的

膀子、肩胛、背脊”20“白白柔柔葱管似的手指”21“光洁的肚皮”22还有“雪白

 
16 陈颖萱，〈父权审美观的沉溺与背离：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书写〉，《依大中文与教育学

刊》2022 年第 5 期，页 13。 
17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87），页 299。 
18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 页 200。 
19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 179。 
20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 136。 
21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 289。 
22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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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足踝”23 。在商晚筠的小说中，描写女性美的方式也存在与此类似的特点。

《季妩》主角季妩在小说中被描绘为一个“小时候白白净净”24 的小女孩。《茉

莉花香》胡颜拥有“匀洁极致”
25 的长腿，以及“光洁的身子”26 和“匀洁的肩

背”27。《街角》任沁龄也被描述为有着“洁白完美的脚踝”28。这些描写强调了

这些女性身体的匀称和光滑的特征，暗示了她们的美貌和吸引力。在潘雨桐的

小说中，不少皮肤黝黑的女性都是被丑化的存在，何一珊，《天凉好个秋》中的

女性角色，她因为皮肤白皙而被塑造成了美女，可同一篇小说中的久莉和束庆

怡却没这种待遇了，她们因为皮肤黝黑而被迫与“美丽”无关。虽说这里存在

除了皮肤之外其他的“瑕疵”，可也有角色尽管容貌美丽却因为皮肤黝黑而被叹

可惜的情况。如商晚筠《凶手》里的陈依兰，“见过她的人都说：‘这个女孩

很善良很耐看，就是皮肤黑了些’”
29。 

 作者们通过将女性描写成洁白、白皙的形象，来展示她们的清纯和优雅，

这符合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期望。同时，这种描写也通过对女性肌肤的物

化，将女性身体性和性别特征强化，强调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望。在父权社

会下，将女性描写成洁白、白皙的形象，不仅是一种审美标准，也是一种性别

控制的手段。在早期马华文学中，黑、棕等深肤色生理特征，往往是下等人的

表现
30 。父权社会中的美学标准通常被定义为白皙的皮肤，因此小说中对白皙

 
23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 283。 
24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页 235。 
25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162。 
26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163。 
27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154。 
28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277。 
29 商晚筠，〈凶手〉，《学报月刊》1975 年第 898 期，页 30。 
30 贾颖妮，〈转型期马华文学跨族裔婚恋书写的走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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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描写相较于黝黑的女性更为普遍。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白皙肌肤往往不

只是为了传递物理上的颜色，更是以象征性的方式呈现出社会文化中对于女性

贞洁的要求。在李永平的《大河尽头》中将在难产过程中死亡的妇女们的魂灵，

被描绘成化为纯白色的鹭鸶，自由自在地在天地之间飞翔，充满纯净之感
31 。

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是父权社会通过文化手段对女性进行性别控制的一种体现。

在这种文化传统下，黝黑肌肤往往被视为是身体上的瑕疵，而白皙肌肤则被视

为是女性身体贞洁、纯洁的象征。因此，小说对于黝黑女性的描写相对较少，

因为这与父权社会对于女性贞洁观念的重视背道而驰。 

 

第二节 瘦削与肥胖 

 此外，潘雨桐与商晚筠也经常描写身形娇弱的女性，如前文所提，这也

是一种符合“阴柔”形象的描写方法，这一点在作者描写女性瘦削的身材时尤

其突出。在商晚筠的小说中，《季妩》里对伊的描述是“凹凸有致的肩膀”32 。

《七色花水》中更是写了一个不大的澡盆却能够容得下姐妹二人，对姐姐的描

写则是“瘦伶伶的肩窝像挖空的两个肉坑，接两条白冽冽的胳膊”
33 。此外，潘

雨桐在《雨窑情事》对毛毛走路的描写更是体现出了她身材单薄的形象：“一身

轻轻的飘了过去的样子”34 。在《昨夜星辰》里，玉娇为了赚男人的钱，撑着瘦

巴巴的身子拿起了理发剪 35 。上述这些描写很好地刻画出在父权社会下，女性

往往被迫扮演好男性规定的角色，以求生存。与瘦弱相反的是，肥胖常常被视

 
31 李永平 . 《大河尽头·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页 365。 
32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227。 
33 商晚筠，〈七色花水〉，《七色花水》，页 196。 
34 潘雨桐，〈雨窑情事〉，《静水大雪》，页 42。 
35 潘雨桐，《昨夜星辰》（台北:联合文学出版，1989年），页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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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笨重和不灵活，因此会被人们视为缺乏优雅和文雅，甚至被指责为粗鄙和低

俗，更是被排除于“阴柔”形象之外的。如黎紫书《赘》的女主角静芳不仅对

剩菜剩饭狼吞虎咽，作者对她的描写也是“腰臀上松松塌下来，成圈成圈堆叠

的脂膏”
36 这里几乎贯穿全文对肥胖的描述不仅是父权制下的审美，亦带出了这

位角色贪婪的隐喻，这里就不多加论述。还有一些配角如《此时此地》中的云英，

她因为发胖导致了在其少女时代总是被同龄人排挤。潘雨桐《烟锁重楼》中的杨可

璐更是在她身材变胖之后就被凌浩天嫌弃 37 。商晚筠在《痴女阿莲》中对阿莲

的描写是“老是教人感到不对劲的肚皮”38 并且对此表示“丑态毕露”。在李永

平《吉陵春秋》中有一位没有姓名的肥胖妈妈，她所给人的印象也是出口成脏

的泼妇形象。这几位皆表现出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要求，仿佛只要超标了那

么一两斤便是天理不容。尽管有对女性肥胖表示赞赏的描写，也是一种将女性

物化为良好的生育机器的赞美。如《吉陵春秋》里的春红有着“白油油的肉堆

子”
39，可因为春红有孕在身，因而众人说到“春红那个肚皮啊也真争气！”40。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女性经常因身材不符合父权社会的标准而遭受贬低、嫌弃、

讽刺和物化。这一点在杨可璐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她之所以减肥并非是为了

自己的健康着想，而是为了顺应规则和不被凌浩天抛弃所做出的决定。这一点

也突显出小说中的女性终究活在劣势处境之下。可见，美丽在于肥胖或苗条、

沉重或轻盈，都是由一种传统规定所决定的，而目前它的逻辑规定就是在于苗

条和轻盈 41。 

 
36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页 237。 
37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 147。 
38 商晚筠，《痴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页 134。 
39 李永平，《吉陵春秋》（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页 8。 
40 李永平，《吉陵春秋》，页 19。 
41 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2000），页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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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潘雨桐与商晚筠对女体书写的涉略较广，且所描绘

出的女性形象多数都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淫靡或是阴柔的氛围。黎紫书与李永平

对女体书写的描述虽也不少，可这二人多在描写少女形象，因而此章节涉及不

多。通过对女体书写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扮演

着被动的角色，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物，缺乏自主性和权利。为了逃离这种局

面，女性不得不将父权制所构建的幻想内在化，并努力扮演由男性为她们规定

的角色
42。 

 

第三章 女性形象刻画 

 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本论文所要谈

论的亦是如此。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不仅反映了时代的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

也反映了作家对女性性格、心理、生命体验等方面的理解和创造。随着时代的

变迁，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的女性形象不再只是传

统意义上的妻子、母亲或女儿，而是更加多样化和独立自主的形象。在现代文

学中，女性角色的塑造越来越多样化，包括了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性取向、

年龄和职业。从一个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到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女性形

象，现代女性在小说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表现。作者透过故事来塑造出女性

的形象，反映出当时女性于社会中的不公地位。随着历史的演变，女性的地位

和角色在不断变化和演变，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也越来越多元化和丰富化。然

而，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也时常存在着性别偏见、刻板印象和对女

 
42 陶莉·莫伊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春：时代文艺

出版社，1992），页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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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角色的刻意描绘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女性形象的真实呈现，也对女

性的形象和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本章节旨在探讨四位作家笔下塑造的

女性角色，此章节将会将女性形象分为两种：家庭内女性和家庭外女性，以此

来研究各有特色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 家庭内女性 

 家庭内女性形象通常强调女性的角色是家庭中的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

这些女性通常被描绘为温柔、关爱和贤惠的人物，对她们而言，家庭和自己的

孩子婚姻的幸福几乎大于一切。当然亦有与之相反者的出现，西蒙娜·德·波

伏娃说过：“许多母亲都会对承担新的责任感到惶惶不安，孩子让她处在苛刻的

奴隶地位”
43 

 首先是对母亲形象的刻画，在潘雨桐笔下，经常将母亲分为牺牲型母亲

与利己型母亲。牺牲型母亲是一般人人赞颂的伟大母亲，是作者赞美和怜悯的

对象。如潘雨桐《静水大雪》中的伊丝狄流落异乡，宁可牺牲自己作为妓，将

好不容易挣来的钱汇给即将开学的孩子。 

 伊丝狄一样的笑脸盈盈：‘先汇点钱回去，下个星期开学了，孩子──’

 露嘉西雅听她说著，说著，她的声音变得柔柔细细，如平日裡的山溪，

 清澈亮丽，而那张圆圆的脸，盈盈的笑，渐渐的幻化成天人菊，从展枝

 
43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页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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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蕾，绽瓣怒放，都在眼前一瞬间展现，最后成了甘露，点点滴滴，滋

 润著家乡龟裂的土地。44 

潘雨桐对这种母亲的牺牲自我以为孩子换来前途的做法是十分赞赏的，如上文

所述，作者用山溪、清澈亮丽、天人菊、甘露、滋润等优美的词汇和意象来美

化了一位母亲的仪态，对母性的伟大献上礼赞。同时，这种做法也将母亲这个

角色过于神圣化，如若一位母亲做出了与这个角色被赋予的“神职”相反的事

情之时，将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这也是父权制的陷阱之一，目的是能够以

伟大的母爱将母亲摆上自愿被压制的道德神坛
45。 

 与此同时，利己型母亲则一般指牺牲自己的孩子，控制孩子婚姻，使得

儿女婚姻以及家庭都不美满的母亲形象。一般上这些角色在文本中都只是个小

角色，有些作者甚至不会给这些小角色取名，只会以她们儿女的姓名再在后边

加上一个“母亲”来称呼她们，如潘雨桐笔下：李蔷的母亲、沈苓的母亲和林

秋美的母亲，商晚筠笔下，阿莲的母亲。先说潘雨桐笔下利己型母亲形象的塑

造，在潘雨桐的小说中，利己型母亲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

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力缺失。这些母亲为了家族门第和个人利益，把女

儿看作商品，将其嫁给有钱有势的男子，不顾女儿的感受和幸福。 

 在小说《纽约春寒》中，沈苓母亲为了门当户对，安排女儿嫁给富家子

弟柳若愚。沈苓在婚后被迫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为了维护家庭形象，而被迫

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和个性。林秋美的父母为了家族荣誉，将未婚怀孕的女儿嫁

 
44 潘雨桐〈逆旅风情〉，《静水大雪》（柔佛：彩虹出版社，1996），页 145。 
45  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

论述》（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9），页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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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年面食商苗天宝。婚后，林秋美成为苗天宝的面店助理，帮助他经营店铺。

这种婚姻关系被视为一种交易，女性被当做商品看待。另一方面，李蔷的母亲

和林师父为了金钱利益将她嫁给美国大厨周百祥。尽管李蔷的婚后生活舒适无

忧，但她实际上成为了周百祥用金钱买来的陪伴者。这类母亲仿佛就是为了搅

混水而存在，可其对主角命运所起到的效果却多数是决定性的破坏作用；她们

将自己的孩子视作商品般的存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她们好，却丝毫不在意她

们的意见。痴女阿莲的母亲则是重男轻女，宁愿将钱赔出去都不想花一分在阿

莲身上。这些母亲的形象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她们都是无法自保的女性，并

且将这些怨恨第强加至其女儿身上。通过作者的人物塑造，可以看出这些母亲

的共性是生活中缺乏自由和独立，行为和言论也受到了男性的控制和限制。因

此，即使生活中有不快，她们也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人物塑造反映了

当时社会中妇女地位较低、受限制的现实。 

 李永平笔下的母亲形象却是与以上几种背道而驰的，《支那人——围城的

母亲》中的母亲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可却敢舍身取义，在所有居民弃城而去

时，她不怕拉子围城并且死守自己的家园。当宝哥寻不到出路的方向时，母亲

坚毅地带领他折返。《黑鸦与太阳》里的龙哥儿的母亲则是独自撑起整个家庭，

不论是面对卫兵或是游击队，她都自有应对的办法。这两篇文本都有一个共同

点——父亲角色的缺席、寡母，可尽管有父亲的存在，他们一般也只会是为女

性制造苦难的角色。对比前二位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李永平这两篇小说中的

母亲是性格坚毅且不依附男性的存在。 

 黎紫书笔下较为特殊的母亲形象有《幸福时光》中的继母和《天国之门》

里林传道的养母。《幸福时光》里的继母和李永平笔下的母亲一样都是孤身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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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一家经济，并且对待叙述者好似己出，打理好家里的同时亦不忘陪伴孩子。

《天国之门》里的养母是林传道父亲的情人，在其父母双亡后两人相依为命而

自然地成为了他的养母。这二者皆打破了读者对后母必定是刻薄的偏见。与牺

牲型母亲不同的是她们并非真正的母亲，却将人性的真善美发挥到了极致。 

 父权社会给“母亲”这个角色定下的职责仿佛是一个“生命的被动工具”

46 ，仿佛一个女性在怀孕后自己的身体就不再属于自己，身份也从“我”这个个

体转换成了“母亲”。商晚筠《巫屋》中的母亲因为瞒着其丈夫找了巫师企图堕

胎被发现后，被丈夫锁了起来，并对外声称其妻子病重、发疯了。这点可以看

出女性的形象全由这里的父权代表者——丈夫来决定。因为母亲不想生育，抵

触到了父权制度的集体利益，因而除了她的小女儿之外，她的其他两位儿子皆

对母亲的哀嚎漠然且无动于衷。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女性在远离了男性的束缚后，

其生活品质不一定会比原先还要糟糕。尽管在父权背景下这些母亲依旧难以突

破旧社会对女性所绑上的枷锁，可她们对于所做的选择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比

如围城的母亲能够决定是否留下守城，甚至化身为宝哥的领路人。 

 此外，妻子这个形象是归属于家庭内女性的一种角色。社会期望已婚女

性扮演的主要职责是“相夫教子”，即照顾家庭和子女。女性从小受到的教育

和社会规范深刻地影响着她们作为“丈夫的妻子”的社会认知，比如她们可能

从小听到“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这种角色认知的塑造是

由父权制度所构建的，若是一个已婚女性不守“妻职”也会被说是自私自利。

先以《告别的年代》中早期阶段的杜丽安为例子： 

 
46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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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医生却说这种事得夫妇两人一起检验，再说嘛，你丈夫都五十了。可

 钢波对这建议十分忌讳，每次提起他总会压着嗓子发脾气。吵了几回，

 他后来索性装聋扮哑。杜丽安想要吵架也无处着力，再说她也不想惹恼

 钢波，免得他更想往“那边”跑 47。 

从以上段落，可以看出杜丽安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不一定在自己身上也不愿去责

怪钢波，只怕他生气而后就抛下自己去找其他女人。在这个阶段，杜丽安仍旧

活得像个“小女人”，希望用孩子把自己的丈夫拴住，尽管对自己已没有了情感

和爱惜，可对她而言只要这个家还有个“型”，只要自己还能够相夫教子就是好

的。 

 此外，黎紫书笔下的一夫多妻现象非常普遍。如前面提及的《告别的年

代》中钢波不只有杜丽安一个妻子，他分别在渔村和甲板有两房妻室。《州府纪

略》中的张淼也是妻妾成群，他说过：“我还有金好翠群玉荷，大把女人等着搬

进二奶巷。……我不怕没女人，晚晚和不同的女人睡，睡三百六十五个都行。”

48  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这种一夫多妻的扭曲婚姻关系已成为常态，导致许多

女性成为封建传统的牺牲品。 

 此外，这种对丈夫百依百顺的妻子形象在潘雨桐与商晚筠的小说中也是

遍地可见的，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形式，因此一些女性除了是妻子之外，同时

也是家庭主妇。商晚筠《寂寞的街道》里阿文的母亲被家里的“一家之主”也

就是阿文的父亲剥夺了话语权，阿文的父亲更是想要靠着剥夺其权利来维护自

身的尊严。同时更是被大呼小喝，还被下令不准在自己与儿子说话时打岔。《秘

 
47 黎紫书 ，《告别的年代》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2） ， 页 65。 
48 黎紫书，〈州府纪略〉，《出走的乐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页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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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中的静青更是什么都顺着她的丈夫，她说过：“不能拒绝他了。他是丈夫，

我是妻子”49  这些女性依赖于丈夫的经济支持来维持日常生活，而丈夫则成为

她们生活的中心。她们的生活围绕着丈夫展开，但丈夫却将她们视为收藏品，

仅在忙碌结束后回家品味。潘雨桐《静水大雪》里的李蔷被其母亲卖给了远方

的老人作妻子。李蔷只能够尽心尽力扮演好“妻子”这个角色来维持生活。日

复一日的习惯也已经让她失去了其他理想，尽管李蔷曾经读过一些书，可在日

复一日的消磨中早已磨去了她对生活的期盼。西蒙娜·德·波伏娃提过女人的

劣根性源于她从一开始就受到重复性生活的局限，这是因为被男人为了自己而

炮制出的种种理由所束缚
50 。李永平《拉子妇》中嫁入华族家庭的拉子更是频

频遭受到欺凌和来自丈夫家庭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后来丈夫也将她抛弃，拉

子最终因为长期身体衰弱而抱病死去。在这期间她从未有过任何反抗的举止，

只会默默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一直到她去世。由此可见，婚姻的传统

模式可能对女性的自我发展带来限制，导致她们牺牲自我，过着在家庭中日复

一日被限制且枯燥乏味的生活
51 。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更像是一种交易，女性

则成为被半卖半送的商品。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他们都掌握了支配该女性的

权力。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如果妻子拥有私人财产或

不忠于婚姻，就会被视为不道德和不端的行为。女性经历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冲

突和矛盾，但她们并不一定意识到她们的生活本质上就是充满矛盾和不连贯的。

这是因为女性的生活记忆是由“妇女性”这种意识形态所构建的，这种意识形

 
49 商晚筠，〈秘密〉，《蕉风》（新加坡：友联出版社发行，1975），页 63。 
50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182。 
51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2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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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掩盖了这些不协调位置的存在，并将其自然化 52 。这是因为在父权社会下，

女性的角色和职责已被设定好，她或她们的角色分配为主内做一个母亲、媳妇

或妻子，成为丈夫的一个工具。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小说角色，她们虽不喜欢甚

至是厌弃如今的生活方式，可在父权体制下她们根本无从去抵抗，只能默默接

收下一切外界所赋予她们的，包括对她们人生所下的定义。在此可观察到所列

举的四位文学家所描绘的“妻子形象”皆呈现出相近的特质，她们十分欠缺自

我的主观意识，且在选择方面受到父权社会的压迫和限制。因此在这些女性的

世界里，她们认为，只有顺从丈夫才能保持相对的安定和和谐。 

 总之，绝大部分家庭内女性角色都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这是由于父权

社会体制的影响所致，而少数则不仅是受害者，还同时承担着加害者的角色。

亚伦·强森指出，任何体系都会存在阻力最小的路径，人们难以不顺着这条路

径前行。在父权社会中，为女性铺排的是一条相对固定的道路，如果女性想要

逆着这条道路前进，那么她们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
53 。家庭内女性角色所对应

的是思想和行为都较为保守的典型传统女性，她们难以去打破几千年以来的规

则，惟有为了生活努力适应，尽管这将使他们无法活成自己。在传统的父权社

会中，女性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身份通常是在父权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塑造的。这

种塑造过程可能导致女性内化并接受了被视为次要和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和身份。

因此，女性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被视为附庸品，受制于父权意识形态的压迫和

限制。 

 
52 路易丝·麦克尼著、贾湜译、姚大志主编，《福柯 Michel Foucault》（黑龙江：黑龙江人 民

出版社，1999），页 79。 
53 亚伦·强森著、成令方等译，《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 

2008），页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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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家庭外女性 

 "家庭外女性"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在家庭以外领域从事职业工作的女性，

她们通常具备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和追求，同时也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愿望。这

些女性可能从事职业、学术、艺术、政治等各个领域，他们不断探索和前进，

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着实现自身潜力的机会和方式。当然，也有一些女性是由于

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成为家庭外女性。 

 商晚筠的小说中，家庭外女性常常担任记者和摄影师等职业。在小说

《疲倦的马》中，主人公是一位 30 岁的小镇记者，她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

代。在这个时代，她的男友失业了，而她在工作上也遇到了各种困难。她感到

非常孤立无援，因为她得不到上司的认可，还要应对男友母亲对她工作的不满。

这些问题让她倍感压力。在小说结尾，女主角形容未来的日子是“地狱”，她

感到无法分辨人间和地狱的区别
54 。商晚筠的作品描绘了现代女性面对感情和

职业方面的压力，让人深感同情。 

 小说《暴风眼》中的角色度幸舫是一位优秀的女记者，但由于报社人事

纠纷而被排挤和解雇。她不愿被利用，于是在寻找工作时遭遇了许多困难，并

最终选择自我放逐到北方边镇而在小说《季妩》中，季妩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女

性摄影师，喜欢在乡村间拍摄照片。由于担心在乡野中遭受夜袭，她在入睡时

手持短枪自卫。然而，因为过度紧张，她在半夜误开枪走火，最终不幸离世。

商晚筠通过这两个角色，揭示了当代知识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包括职场

 
54 商晚筠，〈疲倦的马〉，《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页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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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不公和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度幸舫的遭遇表明，即使是在职场中表现出色

的女性也可能受到排挤和不公平的待遇。而季妩则代表了那些为了自己的工作

和梦想而选择孤独和自我保护的女性，但这样的行为却因为社会制度而导致有

时会带来危险和不幸。同时呈现了当代知识女性事业受挫的一面，以及女性在

生理和心理上所面临的内在局限和外在压力。和季妩一样，在《街角》中，席

離同样也是一位玩摄影的女性角色，在文中提到她并不追求完美的成果，而是

注重完美的过程。除了席离，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样热衷于自己的事业和个人兴

趣，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执着和认真态度。然而，这种执着也常常让她们陷入各

种焦虑之中，对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构成马来西亚社会

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塑造的女性角色们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复杂纷繁的

世界之中。这些角色不仅仅是被动地承受着来自父权社会的压迫和束缚，而是

开始积极地探索、尝试抵抗这种父权制度的途径。这些女性角色在面临挫折和

困难时都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性格，表现出一种不屈服、不轻言放弃的顽强精神。

尽管她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不同，但她们都拒绝成为被动的受害者。她们并

不认为自己是不健全的，同样也不承认她们的性别不健全，认为男性能够办到

的事情女性也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
55。 

 李永平的小说中，妓女也是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在他的短篇小说集

《雨雪霏霏》中，共有九个小短篇，其中四个短篇描写了妓女或女性所遭受的

性伤害，这些描写都极其现实而残酷。例如，《司徒玛丽》描写了主人公深爱的

女人堕落的过程；《翠堤小妹子》则描写了主角的妹妹在小树林里遭受小混混的

欺负；《望乡》则描写了三个慰安妇的经历；《桑妮亚》则写了主人公在台北闯

 
55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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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色情区域的故事，呈现出那里的肮脏和黑暗。其中让李永平着墨最多的妓女

春红，同时也是最典型的妓女形象。春红在万福巷卖身为生，作者通过对话和

细节描写，暗示她在性交易中所受到的不当对待，但是出于生计的考虑，她只

能忍耐这一切。直到在迎神活动中被四个小混混欺负之后，她终于表现出了内

心的委屈和痛苦，挨着罗四妈妈的屁股跪下来磕头祈求庇佑时，流下了悲伤的

泪水。同样，《望乡》中的其他女性角色，如月臂、林投姐和兒子姑娘，都被骗

到马来西亚当娼妓，为了生计不得不依赖性交易。她们无声地忍受着外界异样

的目光和刻薄的言语攻击。尽管有回台湾的机会，但她们自认已经不再是纯洁

的处女身份，无颜面对家乡和亲人。作者透过这些女性角色的遭遇，揭示了社

会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父权压迫的存在。 

 接着，是前文中提及《告别的年代》里的杜丽安，她在还未嫁给钢波当

一位妻子的角色时是大华戏院的售票员，负责售卖下午和晚上的剧票。在嫁给

钢波之后，杜丽安曾一度失去了自我，但当钢波与庄爷反目成仇、遭受挫折时，

她并没有沉沦，反而开始逐渐独立起来。从最初的小茶室开始，她一步一步地

经营着平乐居，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有声有色。杜丽安的坚韧不拔和勇气让她

在面对逃亡了一年才回来的钢波也游刃有余。黎紫书的这篇小说中，传统性别

观念被打破，女性不再被视为弱者，需要男性庇护。相反，杜丽安的故事展现

了女性成长和意识觉醒的主题，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自

己想要的幸福生活。这种塑造失败男性形象的做法与独立、成功女性形象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女性被赋予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再受

制于男性，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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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对家庭外女性的书写，这三位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而在此

小节中不曾提及潘雨桐笔下的角色是因为他所创造的小说背景中的女性角色一

般都没有优质的生存空间。潘雨桐笔下的女性角色大多是被父权制度所制约的，

她们经常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并且潘雨桐的女性文本是在男性的视角下构建和

呈现的，如在《静水大雪》和《野店》中，女性形象常常被描绘成庸俗、愚蠢，

相比之下男性则被赋予更高的智慧和地位。商晚筠所描写的不仅仅是知识女性，

更是独立自主、有思想、有追求的现代女性，她们不断地面临着性别歧视和压

迫，但是她们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这些现实，而是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和

挑战这些现实，力求获得自我解放和独立自主的生活。但她笔下的这种类型女

性形象一般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暗喻了女性面临着许多种压力，她们必须应

对这些压力的现实。同时，这种现实也揭示了她们可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以及沉溺于消极的心态的风险。商晚筠的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通过自身的经

历和行动，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价值，传达了对于女性平等和自由的强烈呼声。

同时，商晚筠的描绘也揭示了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在李永平的小说

中，他赤裸裸地揭示了娼妓等女性在社会中卑微低贱的地位。他运用残酷的描

写手法，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勾勒出了一个同样黑暗的社会背景。这种描

写方式既真实又令人不安，从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丑陋和不公。黎紫书对家

庭外女性形象的描写从这篇文本出发是较为正面的，在沉浮、跌撞的人生中，

杜丽安承受了无数的磨难与煎熬。她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她没有放弃，

而是勇敢地面对了一切。她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逐渐成为真正的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她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塑造了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独

立、不依附于男性生存、成功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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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女性角色的意识建构 

 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历史时期，女性处于传统礼教和父权制文化的束缚之

下，被迫接受严格限制的性别观念和角色定位，如“三从四德”、“女子无才

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等 56 。这些观念和定位强化了性别二元对立的思

想，将女性视为家庭中的从属者，强调女性应该尽职尽责地履行妻子、母亲、

女儿等家庭角色，并放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发言权。女性的社会地位

和个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贬低和忽视，对女性造成了长期的压迫和剥削。“她

的翅膀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
57 ，唯有靠自己的努力争取独立，

才能够摆脱这个长期禁锢着自己的牢笼。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在面对性别歧

视、压迫等问题的时候，通过反思、认知和行动等方式，不断探索和塑造自己

的身份认同。本章节将以四位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为案例，深入探讨他们对女

性意识的建构。 

 当女性对一直以来的父权制度产生失望和不满时，她们通常会采取积极

的行动，试图打破这个束缚她们的体系，以获得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空间，不

再被迫依附于男性或被男性主导。这种渴望来自于对男性主导社会的愤怒和不

满，是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更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在这一过程中，

女性开始关注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开始反对性别歧视和压迫，推动了女性权利

和性别平等的发展。 

 
56 冯 晨、 王 超、 亢延锟、 曹安琪，〈女性意识的早期崛起与长期收入表现〉，《世界经济》

2022 年第 38 期，页 207。 
57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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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女作家的女性角色意识建构 

 《告别的年代》中，作者黎紫书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觉醒的女性形象——

杜丽安。作为一名电影院售票员，她平凡而又坚韧，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不懈追

求，逐渐走出了自己的局限，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和自信的女性。她经历了一

个戏剧化的、多事的旅程，在 1969 年 5 月 13 日，她被一个持自行车链条的疯

子攻击后，被黑道人物钢波救了。随后，杜丽安大胆地决定成为钢波的情妇，

尽管这个选择使她背叛了自己的爱人兼初恋情人——叶莲生，换取更丰富的物

质财富。杜丽安之所以为此妥协并非是因为她认命，她做出此举是为了自己和

家人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初入婚姻时，杜丽安的表现就像一个柔弱的女性。可

当她得知自己原本应有的可以筹划生意的资金被钢波抽调到渔村的另一房妻室

后，她的反应吓到了钢波。 

 杜丽安怔怔地站在那里良久无语。她知道自己的脸转成铁青，呼吸变得

 急促，胸脯不住起伏，这样支持了一阵，她终于张开嘴，发出干哑的哭

 声。……钢波虽早已预料杜丽安不会轻易甘休，却还是被这惊心动魄的

 哀号吓得慌张起来。“你干什么呢别这样，你发神经了。”但杜丽安扶

  着墙蹲下，哭声抖抖，久久未竭。那一场无泪的风暴使得钢波夺门而去，

 三天三夜没有回来。58 

上文虽然显现出的多数是杜丽安爆发的浓厚醋意，却也可以看出像杜丽安如此

重视自己的女性开始意识到了两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同时也知晓自己的丈夫

 
58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第 65 、 6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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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个安分乖张的人。而杜丽安在文中第一次表现出她的女性意识是在她把

平乐居打理的有头有脸的时候，钢波才发现他已经无法干涉杜丽安的决定。这

是杜丽安第一次在钢波面前体现出她个人主见的时候，也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之后钢波得罪了庄爷失踪的这一年时间里，杜丽安也早已从非他不可到了可有

可无的境界，并且在他回来过后也和他分房睡。杜丽安在行为上表现出女性意

识里不轻易妥协的特点，甚至对钢波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宁愿承担夫妻身份的

名义而过着单身生活，也不愿意屈服。在知道了钢波死性不改又在外头乱搞的

时候，杜丽安早已“在心里把他杀死了好几遍
59 ”在钢波离去的那一年里，杜

丽安也和叶莲生的孪生哥哥叶望生发展出了一段情。可在这段感情中她并没有

因为和叶莲生相似的脸而沉迷在其中，反倒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

么，把情感当成了一个公平的交易。在那个保守的时代背景下，杜丽安的做法

非常前卫，她敢于承担并毫不畏惧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并不是那种不顾后果

的一时冲动，实际上她把一切都精准地计算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胜算已经在握。

她体现出了巨大无比的女性力量。 

 商晚筠的后期女性人物，《季妩》一书中所描述的成长经历中，季妩在强

势父亲的专制下，她若要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爱情的自由，则必须努力冲破父权

的桎梏。尽管她生活在相对压抑和封闭的小县城，身陷于与父亲不和以及无奈

的关系之中，但是她仍然拥有聪慧、独立、富有才干的个性，对人生抱有热烈

的向往，并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渴望甩掉肩上的传统负累，重建一个属

于自己的“新我”，并获得真正属于女性个人的自由。她通过在事业上的努力

和拼搏，成为了出色的摄影家，生活无忧。同时，尽管上一代的不幸婚姻并没

 
59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第 3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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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让她害怕结婚，但她努力寻找婚姻的新模式，对抗父权对婚姻女性的限制。

在季妩独守暗室时，她因为担忧非法移民或饥民的闯入，而终日手持枪械，最

终不幸因枪械走火而丧命。季妩为了逃离现有秩序而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她的

反抗决心十分彻底，但这种反抗却给人留下了无望和无奈的印象。 

 《暴风眼》里的度幸舫是一位优秀的女记者，尽管她付出了比一般人多

的心血和努力，并获得了专题报道奖，却还是遭到了来自报馆男上司蛮横的干

涉和阻力。由此可见，在一个被父权霸权的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挑战是比男

性还要艰巨的，如果仅凭才干，是很难与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待遇的。度幸舫

也意识到这一点，她明确的知道奋斗的艰辛也亲眼看见自己的同事乔潘凭借自

己的美色在公司里青云直上，可却依旧坚守本心，不受诱惑且捍卫着自身的尊

严。最终她远走到了边城去生活，却因为差点被非法居民杀害而惊吓过度导致

失去了记忆。 

 季妩和度幸舫连睡觉的时候都需要时时紧绷着，这是因为她们身上都背

负了叫做“父权制度”的压力。这条锁链紧紧地锁住她们的脖子，若是一个不

注意，就会永无翻身之日。这其中也存有暗讽的意思，丛林和偏僻的边城竟然

远比家中要更让这两位女性安心，暗示了女性角色宁愿逃离“避风港”也要与

父权制度抗争的意识。 

 

第二节 男作家的女性角色意识建构 

 潘雨桐《河水鲨鱼》中的艾玛是个狂傲不羁的少数民族少女，潘雨桐对

她的描写是“起皱的衣衫遮掩不住那一幅高挑的身材，刚洗过的脸在晨 光中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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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着一股压不住的青春狂热”60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女自然会吸引

许多男子的目光。但艾玛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干事，宁愿留在工地里做那些劳

力活，也不愿出卖姿色去当厨娘。当李九想要撩拨艾玛时，艾玛直接果断地用

尖刀刺向他，这让李九发出了“这个女人可不一样”
61 的感慨。这是一种女性意

识的觉醒，女性不再扮演父权制度所定下的“女性标准”，而是依照自己的本性

来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山鬼》中一位没有姓名的菲律宾女人也是个有脾性的

女子。她会在生气的时候会用带有敌意的字眼去数落铁头。比如一次铁头想要

用金钱来控制她的时候，她对铁头说：“你以为你是谁? 送我一条金项链就想绑

住我? 给我两餐就以为是恩典? 我就得一天到晚伺候你这条狗? 我得看你的脸

色? 回来不管怎么脏怎么臭就要……”
62这也是一种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在父

权制度下反抗父权代表者——铁头。这是一种女性借助有意贬低男性的方式来

释放过去心理创伤所带来的负面情绪。 

 李永平《新侠女图》中敢爱敢恨的女侠白玉钗在发现自己的初恋情人萧

剑与杨蓉有一腿的时候，就坚决果断地一剑刺死了萧剑。白玉钗也是一个敢于

冲破世俗的女性，她认为自己与萧剑情投意合，因此不该被世俗限制，而献身

给了萧剑。这一点突破了一直以来的处女情结意识，表现出了女性不肯被封建

束缚的决心。除此之外，李永平小说中鲜少有女性是拥有自我觉醒意识的，她

们多是以饱受苦难的形象出现，或是将希望寄存于其他可能不存在的事物之上，

如李永平笔下经常出现的观音形象便是妓女都会追着来祈祷，渴望救赎自己的

存在： 

 
60 潘雨桐，《河岸传说》（台北: 麦田出版社，2002 年），页 32。 
61 潘雨桐，《河岸传说》，页 18。 
62 潘雨桐，《河岸传说》，页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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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六个巷里的姊妹淘追出了巷心，往石板路上一趴。带头的八个轿夫沉

 沉地呻吟出了一声「唉──哟──」，弓起了腰来，顶着白衣观音，一脚

 一脚，踩过了娼妓们身上。 … … 第二座神轿黑漆漆金漆雕花，只管冲

 撞着，蹎蹦着，哼唷，嘿唷，踹过了静静趴伏在巷道上的一窝娼妓 63。 

 可这种做法依旧无法拯救到她们，反而更加地沦陷，无法自拔。 

 总的来说，黎紫书笔下的女性角色在行走于反抗父权制度的路上虽然经

常有阻碍，可结局经常会有一片光明，令人会心一笑。相较于黎紫书小说中的

女性角色，商晚筠笔下的女性角色决定了女性永远只能 处于从属的、边缘的位

置。女性于出走初时心怀的那个梦乡虽然晶莹、美丽，却仍然存在着阴暗面，

完全不堪一击。她们试图躲进自然怀里做梦的女主角最终会被现实逼疯，甚至

逼死。商晚筠小说女性的结局虽然很悲凉可也给女性留下了一点出路，暗喻了

对女性的未来所留下的希望和传承。如《季妩》里季妩的妹妹季若在季妩死后

走上了姐姐的路，暗喻了女性意识觉醒的火种将会源源不断。《暴风眼》里的度

幸舫虽然失忆了可却还保有一条性命，暗示着只要还有肯反抗的女性，那么尽

管要重头开始也永远不会太迟。潘雨桐的文本展现出了女性角色最直接的反抗

方式，以强硬的方式以及让自己的性格偏离“温和”“柔顺”让男性远离或对自

己抱有敬畏，虽然看上去并非长久之法但却也是一种女性无可奈何的反抗意识。

李永平《新侠女图》中的女主人公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觉醒，可多数在其

笔下的女性角色依旧沉溺于苦难之中，等待他人的救赎。 

 

 
63 李永平，《吉陵春秋》，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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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研究四位马华小说家：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

和黎紫书的小说，探讨出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刻画和文本中对女性意识的觉

醒的书写。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分析，发现尽管是同一篇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形

象也会有巨大的差异，她们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时，这些女性

角色也受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对意识的建构是不断

变化、复杂而又深刻的过程。 

 本论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主要从女体书写与隐喻、女性形象刻画以及女

性角色的意识建构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分析得出，这些方面相互交织、相互作

用，共同构成了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女体书写与隐喻方面，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体被赋予了许多象征

意义和隐喻。这些隐喻不仅仅是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更是对女性身份、地位和

社会角色的反映。在女性形象刻画方面，这些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具有鲜明的人

物特征，不同的女性角色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和独特性。这些女性角色的形象

反映了不同社会背景和地位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在女性角色的意识

建构方面，这些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的意识和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

她们在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

界观。 

 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形象与意识建构，也能

够对女性文学、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同时揭示了马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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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

遇，增加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意识影响的理解。 

 不过，在本论文的研究过程中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研究中本论文

只对马华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对于一些女性形象，如少女，

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其次，论文中所引用四位小说家笔下的女性角色比例不

均。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之处，这里提出以下未来发展建议：首先，可以结合

更多的文献和资料，对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次，

可以对四位小说家女性角色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以更

好地理解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意识建构；最后，可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的族

裔文学和女性文学，以更好地探讨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为更好地理解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意

识建构提供了参考和启示，但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希望未来

的研究可以在本论文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加深刻和丰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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