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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前言

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的创作无论在传播女性主义思想和价值观，还是在艺术形式的创新方面都对20
世纪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英国20世纪社会文化变迁的见证
者和参与者，女性小说家们积极投身社会价值观的建构，．不断探索女性文学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一
方面，她们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文学形象向世人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独立的存在价值，从根本上
挑战了几千年来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传统定位；另一方面，她们的创作具有独特的视野、角度和表现
手法，对小说形式进行改革和创新，将女性意识融入文本建构，开辟了小说创作和批评的新局面。本
书承借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20世纪英国妇女小说家思想和艺术关系研究”，以《一花一世界一20世
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研究》为题，汇集了不同学者的学术成果，以期向读者呈现较为广阔的研究视野和
新颖的研究角度。    特别要指出的是，本书的顺利出版得益于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与
文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多年来，中心在林大津院长等领导的关怀下，成功申请了多项国家、省
级重点课题，并立项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近年来，中心加大了扶持科研攻关的力度，每年拨出专款
用于资助重点科研项目并启动了学术研究丛书出版计划，本书便是中心立项出版的学术成果之一。中
心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提携青年学者，努力为他们搭建优质的学术交流平台，让他们的努力成果
得以展示。本书收录的最新学术成果几乎全部来自青年学者。在文学研究受到直接经济利益冲击的今
天，这些年轻人能够抵抗住众多的诱惑，专心从事枯燥、乏味的研究和写作，着实不易。也许他们观
点稍显稚嫩，但其中不乏创新、睿智的思想火花；虽然他们写出的文章无法同著名专家学者相媲美，
但他们年轻，有朝气，有思想。因此，我特别感谢林大津院长，感谢“外国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的
支持，同时，我也要感谢这些青年学者的热忱和努力，他们是文学研究的希望所在。同时也希望借此
契机，鼓励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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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内容概要

英国20世纪妇女小说新的创作无论在传播女性主义思想和价值观，还是在艺术形式的创新方面对20世
纪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王丽丽编著的《一花一世界(20世纪英国
女性小说家研究)》撷取20世纪英国妇女小说创作作家作品加以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分析其艺术风格、
特点，以及因何能够在世界文学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从《一花一世界(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研
究)》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更为广阔的英国社会人文背景进而真正进入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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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书籍目录

导论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  情感与艺术的焦虑——论《到灯塔去》“双性同体
”的矛盾叙事伍尔夫的遗产——论短篇小说《遗产》作为伍尔夫小说形式观的证据多萝西·理查
逊(Dorothy Miller Richardson，1873-1955)  女性心理句型下的女性意识——《人生历程》的文体学分析
《人生历程》女性思想的探索和界定——对个人主义的追求克莉斯蒂娜·斯台德(Christina Stead，1902
—1983)斯台德的“多重声音”世界——用复调小说理论分析《热爱孩子的男人》吉恩·瑞斯(Jean Rhys
，1890—1979)梦幻人生心灵之旅——论《藻海无边》女主人公的自我追寻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超越存在主义——论《黑王子》的叙事艺术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2006)  宗教信仰与叙事策略的完美结合——论《安慰者》的叙事特色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  追寻传统母亲的记忆——伍尔夫和莱辛比较研究女性人格的多棱镜——论《简·萨默
斯的日记》中的女性双人物两世怨女魂，空有梦相随——分析《又来了，爱情》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双
重叙事表象的背后——《喷泉池中的宝物》的叙事策略试论多丽丝·莱辛《老妇与猫》的象征叙事《
三四五区间的联姻》：苏菲主义关照下的婚姻母题安东尼亚·苏珊·拜厄特(Antonia Susan Byatt
，1936-)  《隐之书》之为“隐”——谈拜厄特叙述技巧下的女性声音“阁楼上的疯女人”——《游戏
》中的三重人物原型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  守护生命的尊严一一重读《金色的
耶路撒冷》  《金色的耶路撒冷》中的伦理关怀及道德反思直面惨淡的人生——从存在主义的视角解
读《红王妃》  达芙妮·杜穆里埃(Daphne du Marejer，1907—1990)女性意识的隐性书写——释读《牙
买加客栈》中的“三元空间”  《法国人的港湾》中“别样”的罗曼斯——释读时间流程中女性身份
的寻求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1940—1992)童话叙事，还是反童话叙事?——谈安吉拉·卡特的《
血室》  经典的重构——论《马戏团之夜》的互文性手法安德里娅·利维(Andrlea Levy，1956-)  管窥黑
人移民生存困境和融合走向——释读《小岛》的空间叙事艺术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
，1959-)温特森的女性权威——《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温特森的《橘子不是唯
一的水果》评析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1888—1923) 欲望能指链下主体的分裂——
再探《我不会说法语》中的杜克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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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章节摘录

小说的第一部分以“窗”为题，采用内聚焦点的手法展示了窗内外两性意识的不同流向，并集中描绘
了中心人物拉姆齐夫人的内心世界。拉姆齐夫人自我意识和社交艺术的两面性同画家莉丽创作《母子
图》时情感与艺术的矛盾不无相似，成为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他者地位的自我表征。    标题“窗”在
此不仅标志着物理空间的分界线，也暗示了性别角色的二元对立。窗内，拉姆齐夫人织袜子，给幼子
詹姆斯讲故事，充满了女性甘于奉献的精神；窗外，拉姆齐先生踱步吟诗，莉丽凝神作画，显露着男
性表达自我的欲望。小说通过内聚焦点的叙事手法，“从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转换到另一人物的有限
感知”①，并汇集到中心人物拉姆齐夫人身上：孩子们觉得她慈爱美丽；丈夫觉得她“妩媚可爱、新
奇动人”②；在无神论者塔斯莱眼里，她俨然就是圣母；而班克斯先生甚至在电话里听到她的声音就
“大为动心”(33)。于是拉姆齐夫人作为母亲、妻子和女主人的形象被理想化，进而被对象化了。文
本对拉姆齐夫人意识的长篇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这种客体形象。照料子女、服侍丈夫、款待朋友
的生活让她觉得“她不过是一块吸饱了人类各种各样感情的海绵罢了”(37)。在与拉姆齐先生不断索
要“同情”的相处中，她更是“连一个自己能够辨认的躯壳也没留下”(45)。拉姆齐先生所谓的“同
情”实质上是要求妻子认同“他处于生活的中心”(44)的情感表述，这正是男性建立自我意识的方式
，“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这由于，并且也就因为它是为另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意识而存在；这就
是说，它所以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③。拉姆齐先生认为：“或许最伟大美好的文明，有赖于一
个奴隶阶级的存在”(51)，他的自我意识建构了妻子的奴性意识，使“她觉得自己还不配给他系鞋带
”(37)。    然而这只是拉姆齐夫人自我意识的一面，另一面则与此相反。“她感到她想给他人以帮助
和安慰的种种愿望，不过是虚荣心罢了。她如此处于本能地渴望帮助别人，安慰别人，是为了使自己
得到满足⋯⋯”(49)通过拉姆齐夫人的虚荣心，我们看到了她的自我是通过成为父权制社会需要的中
心建构起来的。她将孩子置于自己的羽翼下，希望他们不要长大，在这母性的光环下暗藏着她试图主
宰一切的欲望。当这种控制欲延伸到丈夫和宾客身上时，她的“同情”便显露出某种温柔的暴虐，她
竭力撮合成了敏泰和保罗的婚姻，并希望莉丽和班克斯结合，而最能体现她这种自我意识的则是她所
主持的家庭晚宴。“她又一次感觉到，男人们缺乏能力，需要帮助”(101)。当她感觉到班克斯的厌烦
情绪时就和他说法语，此时的法语不仅发挥了语言交流的功能，更充当了她为保持“某种秩序和一致
”(109)面主导众人意识的工具。当她洞察到塔斯莱的表现欲时便向莉丽投去求救的目光，原本同塔斯
莱很不投缘的莉丽只好“对他以礼相待了”(111)。拉姆齐夫人对丈夫的“同情”也是通过转述别人的
观点来完成的：“查尔士·塔斯莱认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形而上学家。”(44)由此可见，拉姆齐夫人
的自我是以隐性的方式在父权制社会得以存在的，她试图通过充满间接表达的他者社交艺术来建立中
心意识。    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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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后记

本书历时两年时间完成，凝结了诸多青年学者的辛勤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思维敏捷、见解
独到，在创造性思维和批评性思维方面颇具潜力，充分展示了高涨的研究热情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参
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王丽丽、罗晨、王向辉、陈研、林珊、傅丽雅、黄印堆、张桂珍、庞燕宁、郭曼
、唐炯、苏金珠、王叶娜、刘爱琴、郑锦菁、张自玲、林少晶、邹圣鹰、高兴萍等。全书的编选和审
核及校对工作由王丽丽、罗晨和王向辉三位完成，王丽丽最后审阅全书、定稿。    一个世纪，百年之
久，涌现出的优秀女性小说家甚多。要想在有限的篇幅内展开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实非易事。因此，
在编审过程中，我们充分尊重各位学者的研究兴趣以及前期研究成果，鼓励大家自由选取研究对象，
重在阐发个人独特的见解，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成书的质量。除了这些首次面世的最新研究成果，我们
还收录了一些已经发表过的论文，从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女性作家作品研究的方法和视角。同时，我们
还增加了所涉及女性作家的简介和概括式评论，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更为详细的研究背景，以便大家查
阅。    当然，在成书过程中还是有不少遗憾，比如即使增加了已经发表的相关研究，本书涉及的20世
纪英国女性小说家以及作品依然十分有限；再比如本书编写时间十分有限，写作中的疏漏与错讹在所
难免，在此十分期盼广大读者的批评和指正。    最后，我们要借此机会感谢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
持、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研究中心”的鼎力资助，以及各学报编辑部对于收录文章的慷慨
授权转载。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孔庆萍主任为本书的出版和编辑付出了巨大的辛劳，推动了此书的圆满
完成，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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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编辑推荐

一个世纪，百年之久！伍尔夫、理查逊、斯台德、莱辛、斯帕克⋯⋯她们以独特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
文学形象，向世人展示了女性在社会中独立的存在价值。意识流小说、移民小说、后殖民小说⋯⋯这
次，你将在王丽丽编著的《一花一世界(20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家研究)》中看到更全面的20世纪英国女
性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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