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辟蹊径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

——评《“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马 睿

在女性主义的历史上，对“女性”这一范畴的每一

次重新阐释，往往都会触发理论的突破。这也是我读到王

虹《“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民族出版社

2012年11月出版)一书，觉得耳目一新之余，更认为她

提出的“近女性”概念大有理论潜力可挖的原因。

“理论”是人类在实践中，借助一系列概念、判断、

推理表达出来的关于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的知识体系，

是系统化了的理性知识。一种新的理论的形成过程，得力

于实践的源泉、动力。女性主义运动是在理论探索与社会

实践的相互促发中呈阶段性推进的，新的处境、新的诉

求，自然也会要求女性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在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从18世纪至今，已经历了

三个阶段。最初，女权运动是随着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

命而兴起的，主题是为女性群体争取平等的政治、经济权

利，并未质疑对人类群体进行的性别划分，基本上默认

“女性”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这一阶段的成就以女性获得

选举权为标志。进入20世纪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女性主

义者认识到，法律上的平等、政治身份和经济的独立，并

不能根除社会文化观念中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女性主义

有必要深入到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这就是第二波女性主

义兴起的内在原因。西蒙娜·德·波伏娃起到理论先驱的

作用，她在《第二性》一书中率先提出，“女性”不止是

一个生物学事实，更是一个社会学事实，附加于“女性”

的价值观念，是父权制为保证男性在社会结构中的优势地

位而进行的社会建构，是一套把“女性”贬为“第二性”

的意识形态，并非女性的先天本质。这实际上是区分了

“女性”这一范畴中的生物学含义和社会学含义，并取消

了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女性群体解除文化上、

精神上的束缚提供了理论武器。这是女性主义运动迈出的

意义深远的一步。此后第三阶段，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

下，西方理论强调“主体”是不确定的、可变化的，始

终处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并非静态的存在。由此，女性主

义理论也进一步淡化“女性”范畴与生物学意义上的女

性的关系，在朱迪思·巴特勒那里，性别被视为是一系列

反复表演的文化仪式，一套反复引用的话语，“女性”成

为一个身份认同的行为过程，而不是一种主体属性。这样

的理论设想解构了历史上的性]Jl--元区分的意义，但也弱

化了现实中的女权运动的基础，体现了西方后女性主义阶

段的特点。理论一骑，狂飙突进，而女性群体的现实处境

仍然有待切实地改善。

“女性主义”对于中国人而言算是一个舶来词，是在

近代之后才逐渐被引入到中国来的，因此它注定具有跨文

化元素，但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汉语语境中“女性”、“女

性主义”的复杂内涵和社会学背景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

究。王虹的著作提出“近女性”与“流”的概念，可谓

是在这一薄弱地带的尝试性开拓，试图建立一个兼容中西

理论资源，打破固化性别分野的汉语的女性主义范畴，为

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敞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虽然王虹对这

一范畴的阐释和运用主要在艺术哲学领域，但其理论创新

的潜力是值得肯定的。

“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是一种抽象化的女性理论

概念，它建立在解构传统二元对立本质主义性别概念的基

础上。王虹的著作攫取晚近西方哲学中柏格森的“绵延”

和德勒兹的“分子女人”概念，同中国儒家孟子“仁、

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公孙丑上》)、佛家禅宗慧

能“真空假有，明心见性”(《坛经》)、道家老子“大音

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老子·四十一章>)和庄

子的“乘物以游心”(《庄子·逍遥游》)等哲学思想结合

起来，共同构筑其内涵，又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中的“国家

理论”展现其外延，从而避免了固执于本质主义的“女

性”概念，同时又不脱离“女性”这个现实范畴，并且

反对相对主义对现实性别差异的抹杀。它既表明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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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概念的相关性，又脱离了二元对立的性别观。这样，

“近女性”概念就以女性主义哲学的形而上的方式走出了

后女性主义理论的误区。

“近女性”概念是审美与思辨、美学与哲学、艺术与

理论、女性主义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融合，它将改变女性主

义理论中拘泥于性别视角而忽视政治视角、缺乏哲学思想

而无法拓展理论视野的局面，从而促成当今女性主义理论

研究的跨学科、跨领域发展。这一基于理性思维而又超越

理性思维限制的思考，既始于女性主义而又扩展为人类关

怀的理论探讨，是通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

中所预言的“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真正自由平

等的女性与男性、与他人的联合以及人与社会的结合。“近

女性”揭示了政治思想形式从“共同体”到“共通体”的

转变，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一转变将在世界地缘政治关系、

经济规划、科技文化发展的实践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王虹试图把“流”作为“近女性”概念的核心内涵，

以“流”承载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之道。她认为，“流”

(流动、流变、流通)是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精髓，古今中

外的哲学家对此有大量阐释，中国儒家的孔子曾有“天何

言哉，四时兴焉，百物生焉”(《论语·阳货》)、“逝者如

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之说，道家的老子也

有“道日大，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老子·二十

五章》)和庄子“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元

穷”(《庄子·逍遥游》)之论，佛家南宗禅慧能亦有“无

相为体，无住为本”(《坛经》)之说；西方哲学家赫拉克

利特、柏格森、德勒兹等，多以“流”、“绵延”、“一切

都在流动之中”立论，凡此种种，足以证其“流”是解

释自然和社会发展的精要所在。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

人类社会共同体中，“流”的哲学可以为解释政治、经

济、文化现象，推进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思考路径，

而一直致力于质疑固化的性别区分，反对本质主义主体论

的女性主义，正好可以从“流”的哲学中寻找到资源，

至少可以从“流”的哲学中得到理论支持。然而国内的

女性主义研究，还没有充分地从运动的、流变的方面来理

解社会和性别问题，因此在高度发展的全球化的政治、经

济、文化的复杂情况下，对性别领域的变化很难做出深入

而合理的解释，这正是王虹提出、强调“流”的哲学的

学术价值之所在。她将“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寓于

“流”的哲学之中，以南宗禅非理性思维的“真空假有”、

“顿见真如本性”(《坛经》)，求证出女性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的生命本真——一种摆脱了二元对立男性树根文化思想

意识束缚的人性追求，以“近女性”概念来摆脱“女性”

理论范畴中沉重的历史因袭和形而上学思维模式。

“流”是生命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生命活动实践的

载体。作者不仅从理论上探讨了“近女性”和“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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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范畴中蕴含的突破性意义，更结合中外诸多含有“女

性式精神”的艺术作品，进一步向读者展示这两个范畴在

艺术批评、文化批评中的实践性价值。从意识流文学、广

告创意，到电影、电视，再到音乐、舞蹈、雕塑、装置艺

术乃至招贴、海报等各类作品中，以时间维度的“流”

作为线索，梳理女性主义理论，探讨“近女性”生命哲

学的内涵与认识论问题；以“流变”为旨归，对讴方思

想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德勒兹的“精神分裂分

析”、柏格森的“生命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

中国佛道“形而上”的哲理进行比较、连接与会通，彰

显女性意识的本真，揭示女性意识在社会历史中的流变；

以超越学科界限、反映社会实践的艺术作品作为展开方

式，打破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传统理性思维的局限，开

启新的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方向，完成“女性式”

实践的抽象化的提升与创新。

新的理论来源于现阶段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在《道德

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说：“一切发展，不管

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作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

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随着社会的变迁，

当前，在旧的女性主义理论内部已经形成了新女性主义理

论的因素，它们正以一个方式否定另一个方式相互联系

着。为阐述“近女性”这一创新概念，王虹不但借助当

代艺术实践，也倚重于对20世纪文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

响的非理性哲学，在《“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

践》的“引言”中，作者就通过对德勒兹《哲学与权力

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一书中的引语说明了自己的意

图。德勒兹指出：“一种是性质精确(理性)的、量的、

方程式的概念，它们只有精确才有意义⋯⋯也有一些概念

从根本上说是非精确(非理性)的，但却是绝对严密的

⋯⋯这些概念并非因其缺陷而模糊，而是因其性质和内涵

而如此。”王虹认为，正是因为女性主义的“性质和内

涵”，有必要使用非精确的、非固定的“近女性”概念，

它始终不是固定于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概念，或者说它

根本就是一个艺术化的装置，是在艺术实践中体现出来的

一种新型文化探索。对于这个意图，以西苏、克里斯蒂娃

等为代表的法国女性主义做出过尝试，当前西方的后女性

主义理论也致力于此，王虹提出的“近女性”概念，则体

现了中国学界在女性主义理论突破上的努力。

当然，任何一个新的理论范畴的建立，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需要敏锐的理论眼光、深厚的学术功力，也需要学

术界的共同关注。《“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作为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的著作，在“近女性”、“流”、

“实践”等概念的解析和连接上尚有不足，但作者独辟蹊

径的女性主义理论建构，却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其标新立

异所体现的理论勇气和广阔的学术视野更是难能可贵的。

(责任编辑：何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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