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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空间
###-野草在歌唱.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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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本文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的角度解读多丽丝/莱辛处女作-野草在歌唱.中性别与

空间区隔的关系&由于父权社会里既有的性别分工和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玛丽被局限于女性化

的私人空间里)私人空间也再现和强化了玛丽的弱者地位$阻碍了她掌管自我命运的潜能% 性

别与空间区隔之间互为影响和加强$而非表面'自然(而然的关系%

关键词!多丽丝/莱辛)性别) 空间) -野草在歌唱. )女性主义地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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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转

向&和%空间转向&的兴起"人们对于空间有了新

的认识"空间不再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物质存在"

不是社会行动的容器"而是%一切公共空间生活

形式的基础"是一切权利运作的基础&

1#2#GL#&

"也是

复杂社会生产的一部分# 空间的生产涉及复杂的

权力关系运作"而性别就是其中重要一环# 另外"

六)七十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在西方发展到一个新

阶段"其关于男女平等)增加女性可见度的观点最

终影响到地理学"并要求在地理学科内增加女性

地理学者和将女性作为研究对象# 女性主义地理

学就是在人们对空间的重新认识和女性主义运动

高涨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跨学科地理学分支

之一#

女性主义地理学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空间

在女性的形成中扮演了何种角色3 男人和女人是

否在世界不同地方过着迥异的生活3 如果性别属

性是社会建构的"那么空间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

色3 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如何随着时空的不同而

变化3 对于女性主义地理学者来说"性别与空间

之间不仅不可分割"而且互为构成#

作为地理学分支"女性主义地理学展示女性

所遭受的各种压迫%被嵌入物理的)象征的空间

和地方# ,,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和其他地理学

者一样(时常强调询问在哪儿'/<X5.)Y37-7"斜体

为原文作者强调(的重要性# 而该问题的焦点涉

及从所谓的世俗空间!!!厨房)城市公园或者森

林!!!到更具意识形态的空间如领土)国家和地

方&

1!2M

# 同时"作为深受女性主义政治运动影响

的学科"它也明确强调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性别

化&')7.:7-5.)(作为空间过程)男女性别气质作

为空间化的建构的重要性#

早期女性主义地理学%聚焦于对女性所面临

的空间束缚进行真实的和形而上学的地图绘

制&

1G2G

"并力求显现女性生活# 八十年代女性主

义地理学进入全盛期"女性主义地理学者将%性

H%

!

*收稿日期+!"#! O"& O##

*作者简介+李丹玲!#%$"#"$湖北十堰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英国小说研究%



别&当作分析空间进程的重要工具和解释范畴"

并探求性别化的公)私空间划分的意义"尤其是该

划分在塑造支薪)未支薪工作和城市化进程中的

作用# 有些学者也力图彰显女性作为人造)自然

景观参与者的角色# 到了九十年代"女性主义地

理学的一些观点如%空间是性别化的&%空间不仅

反映性别"也生产性别&%性别气质在空间中被空

间化地建构&等成为地理学的惯常用语# 九十年

代以来"女性主义地理学对空间中女性的研究进

一步扩展"不再仅仅关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也包

括下层阶级女性)有色人种女性和第三世界女性-

也将性欲特质)性别和种族的空间化表演等并非

全部属于女性的议题纳入其研究范畴#

总之"女性主义地理学将%空间&和%性别&当

做其关键词"其特殊目标在于揭露空间中的性别

不平等现象"并且%调查)解释并挑战性别划分和

空间区分的关系"揭露它们的相互构成"质疑它们

表面上的自然特性&

1&2#H

# 它不仅为认识性别和

空间之关系提供了一种途径和思维方式"同时也

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向度和可能# 二十世纪

八)九十年代以来性别与空间关系越来越多地进

入西方文学)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

点问题# 在国内"虽然空间批评逐渐得到关注"但

是从女性主义地理学角度对文学作品进行解读却

几乎依然是批评的盲点# 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地

理学的角度分析 !""K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多

丽丝.莱辛的处女成名作/野草在歌唱0中性别

与空间区隔之间的互构关系以及二者对于玛丽悲

剧的深刻影响# 也希望通过本文促进国内相关

研究#

一%性别分工与空间区隔

我们知道"父权社会对达到一定年龄阶段女

性的角色期待是家庭私人空间里的贤妻良母!!!

%家庭天使&"男性则是公共空间里的支薪劳动

者# 在这种性别二元对立模式下"空间被划分为

公共的)生产的)支配性的男性空间和私人的)再

生产的)附属性的女性空间# 男性主要在公共空

间里从事经济)政治活动-而女性主要在幽闭的私

人空间里从事再生产劳动力的活动"让男人保持

清洁)吃饱穿暖"准备好每天的外出工作"生育和

照顾担任未来劳动力的小孩"并且成为男性的依

赖者# 在/野草在歌唱0中"我们可以看到性别二

元分工对女主人公玛丽生存空间的建构以及对她

在性别化空间里所从事活动的限制#

玛丽生活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属南非殖民

地"未婚的她在殖民小镇上过着无忧无虑)自给自

足的快乐生活$她拥有一份薪酬不错的办公室秘

书工作"工作效率高)能力强"受到老板的赏识-工

作之余"玛丽有众多的男女朋友"并尽情享受生

活# 但是这个三十岁仍然未婚"过着自足生活"并

且在公共空间游刃有余的玛丽和父权社会对于女

性作为私人空间里贤妻良母这一角色是相违背

的# 于是在周围人异样眼光和议论下"婚姻问题

突然摆在她的面前"让她惊慌失措# 为了逃避社

会舆论压迫"玛丽匆忙在婚姻市场上寻找结婚对

象"将自己嫁给一贫如洗的白人农场主迪克"以此

来摆脱困境#

殖民小镇的父权社会就这样以婚姻的方式将

具有潜在威胁性的玛丽纳入私人领域-而在玛丽

被规训的过程中"显然"她的好友们!!!主要是她

周围的女性朋友!!!做了父权制的同谋# 她们和

父权制一起"将玛丽送入对于她来说是牢笼的婚

姻"将她规训到父权社会分配给女性的主要空间

资源!!!私人空间!!!里# 可见"女性与私人空

间的关系并非自然天成"其背后隐含的是父权制

下的性别二元分工#

和迪克结婚后"玛丽来到迪克农场的小屋"正

式担当起私人领域的女主人# 在到达农场的当天

晚上"迪克用托盘端来茶"并且对她说$%但是它

现在是你的事情了&

1M2HM

# 玛丽顺从地接过茶壶"

倒了茶# 这极具象征性的一幕代表了玛丽对自己

作为私人空间里家庭主妇角色的认同# %现在她

在这儿"这个女人"用她的存在装点着他那光秃秃

的小屋&

1H2HM

# 而对于迪克来说"农场才是他的领

域"是他度过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地方$%农场是

迪克从此处回去吃饭和睡觉的地方&

1H2#K!

# 家庭

空间仅仅是迪克从公共领域退回后休闲娱乐和进

行劳动力再生产的地方# 于是大英帝国的乡村殖

民地被划分为归属于男性的生产劳动场所和归属

于女性的家庭"这两个空间有着迥异的特征# 玛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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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空间主要是迪克的铁皮屋顶小屋"%它看起

来幽闭)黑暗而通风不畅&

1H2HG

-%在昏暗的黄色光

线下"屋子看起来很小"很小-也很矮&

1H2HM

# 而迪

克的空间则是广阔的农场$栽种着各式作物的数

百英亩农田"以及在此劳动)供他驱使的黑人奴

隶# 玛丽空间的狭小)幽闭与迪克空间的广大)开

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者对空间资源占有的严

重不均也影射了不均等的两性权力#

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工作地和家庭分离的

情况下"家庭退化为一个简单的私人化的空间"这

种空间结构严重限制了女性的活动# 作为家庭主

妇"玛丽的主要职责是保持家庭的干净整洁"负责

一日三餐"给男人提供良好的休息环境"保证劳动

力再生产# 但是在南非殖民地"由于廉价的黑人

劳力以及作为白人统治者"玛丽从打扫清洁)做饭

等家务活中解放出来"仅仅从事被认为%天然&属

于女性的女工活"如缝制)修补衣物等#

由于黑人男仆的存在"对于玛丽来说"随之而

来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监管私人空间里的黑仆# 这

被认为是玛丽的特权"迪克一般不越俎代庖# 当

迪克试图插手玛丽和一黑人男仆之间纷争时"玛

丽说$%*这是我的屋子+&

1H2%M

-%*他是我的仆人"

不是你的# 不要插手+&

1H2%M

# 可以说"玛丽清醒

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和在此范围内的权

力-但其实作为私人空间女主人"玛丽在自己的领

地内并无实质权力"这一点将在后文阐述#

父权社会对女性在私人空间里另一项期待是

装饰美化家庭"让男性从户外工作归来后感到舒

适和温馨# 与迪克婚后初期"玛丽竭尽所能去装

饰迪克的简陋小屋"以求博得她的赞扬# 她用自

己的积蓄买来花布做垫罩)门帘)窗帘"又买来麻

布)陶器以及装饰布料"并花了两周时间粉刷墙

壁# 这使得迪克的%屋子有了明亮的帷帐和图

画"于是贫苦阴郁的气息逐渐消失了"有了一种并

不奢华的美丽# 玛丽努力地工作着"当迪克工作

回来注意到每一点新变化时"玛丽寻找着他的赞

成和惊讶&

1H2KG

# 这些装饰性的家务劳动不仅加

剧了家庭内部空间的女性化特质"也强化了玛丽

的私人空间归属性"正如麦道威尔所说$%空间不

是无生命的"不是社会行动的容器"而是认同构成

里的重要元素&

1K2#H

#

由于被束缚于私人空间"玛丽只能从事一些

%天然&属于女性的劳动# 高效)能干的她虽然有

大把闲余时间"却无所事事"只能把过剩精力发泄

在苛刻监管男仆)同男仆争吵等琐屑之事上-或者

%白天睡上几个小时"来加快时间&

1H2#M$

# 迪克也

感慨道$%要是她有事情填补时间就好了!!!那

真是个麻烦&

1H2#""

# 可见"家"对于玛丽来说"虽然

%可以依附)安全"同时又受限制&

1$2&M

-家如镣铐

般钳制了她#

二%性别气质刻板印象与空间区隔

一般说来"社会公认的男性气质是独立)主

动)支配-而公认的女性气质则是依赖)被动)从

属# 这种公认的男女性别气质最终成为性别气质

刻板印象"也对男女的空间分属产生了深远影响"

加剧了空间区隔#

在/野草在歌唱0中"玛丽高效)能干"清醒地

意识到了迪克的弱点和农场亏损的原因# 但她却

不愿意插手农场事务"听任迪克自生自灭"希望他

依靠自我获得成功$%她需要把迪克!!!那个她

最终所嫁的男人!!!当做一个自给自足的男人"

一个通过他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男人&

1H2#MH

#

玛丽认为自己从农场的隐退合情合理$%她从农

场的隐退是为了挽救她认为他自尊中最弱点&

1H2#MK

# 可见"玛丽不自觉地认同了社会关于男性

作为强者)女性作为弱者的性别气质刻板印象"并

按此行事$%现在又有了希望"但她将什么事情都

不做"只等着迪克把一切都处理好&

1H2#MK

# 对于玛

丽的被动)顺从"自我放弃"全知叙述者做了如下

评价$%她1玛丽2并不是那种主动组织聚会的女

人"也不是人群的中心# 她仍然是需要被别人

*带出去+的女孩儿&

1H2&&

#

与此同时"迪克也成为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的

牺牲品# 由于缺乏经营才能而导致农场连年亏

损"他虽然意识到玛丽的才能"却由于男性自尊而

不愿意玛丽干预)管理农场$%他正准备再次全面

接管农场"好像她的管理一直无关紧要"什么也不

是&

1H2#&%

# 迪克的男性自尊也阻碍了他接受玛丽

的建议$%他向她征求意见"当她拿起一张垫子"

跟着他去农场的时候"他像小男孩般高兴-但是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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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提出建议时"他的脸色由于固执而变得铁青"并

开始自我辩解&

1H2#H$

# 玛丽只能放弃提出建议"任

凭迪克固执己见地一次次走向挫折和失败# 显

然"并非所有男性都具备刚毅)果断)高效等气质"

但是社会对于男性作为强者的期待和建构却让某

些男性勉为其难"做那些超过他们能力之外的事

情"迪克就感到$%他固执己见地按照自己的意志

行事"就好像她鼓励他到超过自己能力所及的深

水区去游泳"然后听任他自己挣扎着&

1H2#MK

#

可以说"玛丽和迪克都是男女性别气质刻板

印象的牺牲品"两人均按照%适宜&各自性别角色

的规范行事"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既阻碍了两人在

不同生存空间之间自由移动"也强化了空间的性

别化区隔#

值得注意地是$男女两性间短暂的空间转换

也会带来二者权力关系的转换# 迪克由于生病而

不得不退回私人领域"并且完全依附于玛丽# 玛

丽被迫走向公共空间"担负起监督黑人劳力)管理

农场的任务"这扩展了她的生存空间# 这次短暂

的空间越界赋予她在私人空间里所不具有的权力

和自信$%这项陌生的责任1管理农场2以及同农

场抗衡的感觉都让她兴奋不已&

1H2#GH

-%给大约八

十个黑人劳力当老板的感觉给了她新的自信-让

他们屈服于自己的意志"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

行事是一种不错的感觉&

1H2#G$

# 随着玛丽权力的

增强"她逐渐变得积极主动$%她也正在弄清楚农

场的每一个细节$它是如何管理的"种植了什么#

迪克睡觉的时候"她花了几个晚上研究他的账薄#

过去她对这一点儿也不感兴趣$这是迪克的事情#

但现在"她却在分析数据!!!只有几本账薄"一点

儿也不难!!!用心去领会整个农场&

1H2#&G

- %现

在"当她随着那群黑人到田地里时"她不停地想着

农场"想着该做的事情&

1H2#&G

# 通过空间越界"玛

丽不仅了解了农场"让农场高效运转"甚至制定了

雄心勃勃的计划# 这次空间越界不仅展示了女性

的管理才能"也颠覆了以性别为基础的空间划分

原则#

但令人遗憾的是"玛丽并没有保持所得权力#

她很快从农场隐退"再次任凭迪克自生自灭$%如

果她总是和他在一起"总是展示自己较高的能力"

他的防护欲会被激起"最终的结果是"他将拒绝做

任何她希望他做的事情# 1,,2她需要一个比

她更强壮的男人"她正在试图把迪克打造成这样

的人&

1H2#MH

# 玛丽最终选择了对性别气质刻板印

象的遵从"并按照%符合&女性气质的%适宜&行为

行动# 她的遵从让她失去了依靠自我改变命运)

挽救自我的机会#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玛丽意识

到自己的被动依赖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悲剧后果$

%很久很久以前"当她遇到麻烦)不知所措的时

候"她转向另外一个年轻人"一个来自农场的年轻

人# 好像通过嫁给他她就可以被拯救# 1,,2

她需要独自走自己的路"她想# 这是她不得不吸

取的教训# 要是很久以前就明白了这一点"她现

在就不会站在这儿"再一次由于自己对另外一个

人!!!这个人不应该被期待对她负责!!!的软弱

依赖而遭到背叛&

1H2!&$L&%

# 她本来可以掌管自我

命运"避免人生悲剧"正如全知叙述者所说$%没

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她独立自主"甚至阻止她开

着自己的车)在小范围内享受生活# 她本可以变

成一个自给自足的人" 但这和她的直觉不

符&

1H2&G

#

三%空间的再现%强化作用

一方面性别分工)性别气质刻板印象将女性

孤立在女性化的私人空间里-另一方面"私人空间

也再现和加剧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强化不平等

性别权力关系# 由于女性被限定于私人空间"她

们在此所从事的家务劳动之经济价值一般不被承

认"这使得女性不得不在经济"甚至精神等方面依

附于男性# 这一点在 /野草在歌唱0中也有所

体现#

在南部非洲酷热炎炎的夏日里"迪克的小屋

如蒸笼般煎烤着玛丽# 她多次请求迪克给小屋缮

顶"都被他以经济拮据为由拒绝# 实际上迪克经

常把钱花在可有可无的花销上"对于生活必需品

却极为吝惜# 玛丽的生命在烈日年复一年的煎熬

下走向凋落"孤寞)贫困的她希望生一个女儿来陪

伴)安慰自己"但是她做母亲的权利也被迪克以贫

困!!!实际上是受伤的男性自尊!!!为由拒绝

了# 她对黑人男仆摩西心存恐惧"却既没有勇气

也没有权力辞退他"只能默默承受恐惧)噩梦的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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熬"在本我与超我的矛盾挣扎中慢慢走向精神

崩溃#

可见"虽名为私人空间女主人"玛丽既无权处

理私人领域内重大事件"也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

只能依附于男性的决定# 这正如女性主义地理学

者所强调$虽然女性常常被认为是私领域的主角"

但不一定是主导-而男性不仅被看做公领域的主

角"也是私领域的主导# 私人空间%强化了身份"

女性的附属性和男性的流动性"&

1%2K也强化了玛

丽的悲剧#

综上所述"并非女性不具备进入公共空间发

挥作用的能力"而是社会关于两性分属于不同等

级之空间的意识形态和性别气质刻板印象生产了

女性化的私人空间"并且阻碍女性向公共空间自

由移动-而私人空间也再现)强化了女性的弱者地

位# 最终女性被束缚在狭小)封闭的家庭内部空

间里"束缚在家庭主妇的角色里"失去掌控自我命

运的能力# 从莱辛的/野草在歌唱0里"我们可以

看到性别与空间区隔之间的辩证关系$二者互为

影响)互为加强-二者表面上%自然天成&的关系"

背后实际上是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期待着

男)女两性按照各尽其才的原则自由选择各自的

生存空间"并且在公)私空间之间自由移动"而非

被固着在性别化的空间区隔里"最终成为性别成

见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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