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慧英教授的新作《性别观察与

政策倡导：社会性别论文集》收录了作

者三十多年来研究社会性别理论中国

化的丰厚成果。本书分八个章节汇集

其社会性别论文，每一篇都是推进性

别平等的过来人留下的一个足迹，这

些艰辛又坚实的足迹，也为后来者提

供了指引路标。

阅快递递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影

近日，华语爱情文学巨擘琼瑶的力作由
作家出版社出版，小说共分为五卷，讲述了
一段荡气回肠、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这是
她耗时7年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梅花英雄梦》是一部以古代为背景的
小说，它不是历史，更不是历史小说。安南
王府一夜之间惨遭灭门，当夜却有几个新生
儿悄然诞生。20年后，当年的孩子们都已
长大成人，他们原本看似毫无交集的人生，
在命运的冥冥安排之下，却注定迎来了一段
惊天动地的传奇。

琼瑶说，这部《梅花英雄梦》，自己抛开了
一切细节拘束。在《梅花烙》的基础上，放开思

想，天马行空地杜撰古代故事，“小说里的官
制、称谓、地名、礼仪、传奇、武术……都有真有
假，有我的混合搭配。虽然，我在考据和逻辑
上下了很多功夫，相信你们看了就会明白”。

琼瑶在小说前言中写道：“这部长达八
十万字、经过7年才完成的小说，我绞尽脑
汁的，是情节的布局、人物的刻画、爱情的深
度和英雄的境界！至于其中的各种发展，喜
怒哀乐、悲欢离合、生死相许、忠孝仁义、沙
场征战……都发挥到我的极致。或者，它和
我其他的小说不太相似，可是，我认为这是
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因为，在陆续写它的时
候，它曾感动过我，曾安慰过我千疮百孔的
心。我希望，我的读者，它也能感动你，也能
疗愈你曾经受创的心！”

张逸旻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4月版

本书是青年批评家、诗人、译者、浙江大学文学院特聘研究
员张逸旻对安妮·塞克斯顿的专题研究。本书从抒情诗主体在
美国现当代诗歌实践与诗学中的变化出发，围绕塞克斯顿诗作
是否完全隶属自白派诗学逻辑的争议，结合诗人更频繁抛头露
面、表演诗歌的新风尚，完整地呈现了塞克斯顿的诗歌面貌与诗
学观。此外，本书也包括具体的诗歌细读批评，为安妮·塞克斯
顿的名作做出了新的解读。

（景杉 整理）

《梅花英雄梦》：琼瑶再写“梅花烙”故事

[英]凯瑟琳·麦科马克 著 宋清涛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3月版

本书通过分析西方艺术史中的经典作品，以及时尚摄影、
广告和社交媒体中塑造的广为人知的形象，对女性角色所受
到的限制和这些形象带来的女性刻板印象和社会约束进行了
探讨。作者在揭示这些刻板印象的同时，为读者展示了大量
来自女性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为读者提供了探索女性的
身份和性别的一种更加开阔的视角。

《画框中的女性》

《展翅与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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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澜阁阁

■ 冯继有

距上次跟李慧英教授一起参加性别平等
教育的活动，已过去几年了。最近收到李老
师的新书《性别观察与政策倡导：社会性别论
文集》，开卷展读，见字如面，似乎又坐在李老
师身边，听她将社会性别的理论与实践，条分
缕析，娓娓道来。

李慧英老师与性别研究结缘于20世纪
90年代，从推广培训到观察批判，再到倡导行
动，她研究社会性别理论的中国化锲而不舍，
取得了丰厚成果与实绩。该书按照李老师研
究发展的三个阶段，分八个章节汇集其社会
性别论文，每一篇都是推进性别平等的过来
人留下的一个足迹，这些艰辛又坚实的足迹，
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指引路标。

社会性别的推广培训筚路蓝缕

书中第一章编入的“社会性别释义”系列
文章，1996年发表于《中国妇女报》，如今读
来一点儿也不过时。作为最早将社会性别概
念引进我国的学者之一，李慧英老师还与其
他性别研究学者共同撰写了被称为我国社会
性别“蓝宝书”的《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培训
手册》。精研细读，又能写善教，李慧英老师
充分考虑受众的实际情况，让这些传播普及
社会性别理论的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效
果也特别好。比如，李慧英老师将社会性别
意识的基本精神概括为三个方面：“用一种变
化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流行的社会性别观
念。”“在考察认识妇女议题时，不是将妇女孤
立地提取出来，而是放在为男女两性指派的
社会角色和权力结构中来分析。”“社会性别
意识将女性作为主体来看待，不仅要改变女
性与男性之间的从属关系，而且要改变女性
与国家之间的从属关系。”表达精准且晓畅，

丝毫不觉晦涩。
李慧英老师还全力开展社会性别课程

建设与相关培训。书中讲述了她在1999年
“含泪力推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课程”的故
事，她倾情投入，据理力争，硬是将当时还鲜
为人知的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课程开进了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的远程教学，
开进了社会学在职研究生的专题课，开进了
30多家党校的领导干部大报告与地方中心
组学习课程，还首次将社会性别意识的概念
引入决策层。

书中推广培训的文章理中含情。我在全
国各地碰到过李慧英老师的“学生”，有硕士
生、博士生，也有各类培训班的学员，大家都
对性别研究一往情深，这自然离不开李慧英
老师深挚的人格熏陶与教育期待。

性别问题的观察批判鞭辟入里

本书中还编入了李慧英老师运用社会性
别理论分析大众传媒、妇女参政和艾滋病政
策等课题的文章。

上个世纪末是电视剧的黄金期，《渴望》
《北京人在纽约》等播放时，万人空巷，引发的
热议不亚于如今上“热搜”。李慧英老师和先
生同样追剧，但她不忘性别议题，“关注那个
忘我奉献的刘慧芳的命运，欣赏令人耳目一
新的女老板阿春的风采”，进而形成了一个个
主题，《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系列谈》中“忘我与
忍让”“美化与扭曲”“发展与代价”“给予与出
让”等主题，观察细致入微，批判鞭辟入里。
某些电视剧美化母亲的忘我与忍让，将女强
人、独身女性扭曲为心理变态，“传统性别意
识依然侵蚀着电视剧中的女性形象”，李慧英
老师近三十年前指出的问题今天尚未明显改
变。若再点评现在影视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李慧英老师也肯定能游刃有余。

书中直击社会现实中性别问题的文章，
是待在书斋里写不出来的。李慧英老师下沉
社区，深度访谈，基于量化调查和性别统计，
对突破女性参政道路上的性别结构障碍，保
障妇女权利构筑防控艾滋病传播的堤坝，从
社会性别视角提出了真知灼见。

性别平等的倡导行动真心实干

坐言起行，李慧英老师进而成为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的积极倡导者和行动者。书中编
入的论文也勾勒出李老师真心实干的行动研
究路径。第七章《生男偏好与村规民约修订》
令人印象尤为深刻，其中记录了李慧英老师
率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妇女研究中
心“性别平等政策倡导”课题组，2009年在河
南省登封市周山村，与村干部一起推动《村规
民约》的修订。

村规民约是村民委员会在农村推行村
民自治，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在大多数的村规民约
中，保留着对于男女村民身份的不同认定，
男性村民被视为永久性村民，女性村民被视
为临时性村民，婚姻往往是区别男女村民身
份的重要标志。比如，周山村旧《村规民约》
第四条规定：婚后姑娘户口未迁出者，不论
时间长短一律不给粮款。李慧英老师认为
村规民约中歧视性规定固化了妇女“从夫
居”的婚姻制度，完整保留了封建社会父权
制的文化传统，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政策相冲
突。

在李慧英老师的组织协调下，性别专家、
地方政府、村委会干部及村民形成多元主体
合作的格局。周山村村规民约的修订过程
中，所有有关性别平等的内容，全部由村组干
部讨论产生。然后将新的村规民约草案提交
村民代表大会，由大学生村官宣读，逐条讨

论，逐条表决。讨论非常热烈，特别是对于与
集体资源分配和户籍管理相关的条款，村民
代表都会不断提出疑问和看法，村干部和专
家组一一进行解释说明。最后，新的村规民
约草案获得通过，成为我国产生的第一部具
有性别平等意识的村规民约。

小小的行政村，薄薄的村规民约，李慧英
老师及其团队下足了功夫，松动了生育的男
孩偏好，维护了妇女的土地权益，充分体现了
她作为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也是社会性别
理论中国化实践最鲜活的案例。

本书是一部社会性别论文集，同时也可
看作李慧英老师学术研究的回忆录。每章都
有一篇《作者手记》，记录了研究背后的故事
及心路历程，充满感性色彩。与书后附的《笔
者进行性别研究/培训/倡导大事记》联系起
来读，能帮助我们读懂李慧英老师的学术研
究，更读懂她的学术人格。社会性别理论是
方法论，是价值观，还是同理心，正如李慧英
老师在本书自序中写的：“妇女/性别研究是
我生命中的支撑点。”“伴着探究和思考，我终
于发现了一种内在的精神、一种人生的境界、
一种美丽的灵魂、一种独立的人格。”

因探索性别平等教育，我有幸结识李慧
英老师并得到很多指教，是她性别研究推广
普及的受益者、观察批判的借鉴者、倡导行动
的同路人。“我长期做社会性别的培训，但对
象大都是各级官员。我一直梦想孩子们也能
接受性别平等教育，这个梦正成为现实，你们
的探索很珍贵。”李慧英老师的热诚鼓励，我
和团队老师一直铭记在心。

读书亦读人，学术亦学人。李慧英老师
新书中推进性别平等的足迹，让我们继续前
行的脚步更稳健，朝向性别平等更美好的未
来。

（作者为广东省中山市教研室教研员，广
东妇女儿童智库专家）

每一篇都是推进性别平等的坚实足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实习生 贺雅慧

近日，“当女性不再沉默——《乌利茨卡娅作
品集》译者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教授任
光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方、中俄艺术文化交流
工作者赵振宇和湖南文艺出版社俄语编辑连星等
跨越三代人的译者齐聚一堂，畅谈俄罗斯当代文
学、乌利茨卡娅以及她的写作与视角。这是俄罗
斯著名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的作品首次在
国内结集出版。

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生于1943年，她出身
于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在遗传学领域深入钻研，
而后却毅然弃医从文，逐渐成长为俄罗斯女性文
学的领军人物，与托尔斯泰娅、彼得鲁舍夫斯卡娅
并称为当代俄罗斯女性文学的“三驾马车”。她是
第一位荣获俄罗斯布克奖的女性作家，曾两次摘
得俄罗斯大书奖，在欧美地区同样广受好评，是诺
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此次出版的《乌利茨
卡娅作品集》《雅科夫的梯子》《库科茨基医生的病
案》《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女人们的谎言》和《次
要人物》，前三部是长篇小说，属于作者擅长的“家
族史诗”题材；后两部是短篇集，作家在借鉴俄罗
斯19世纪经典文学主题的基础上，引入了现代的
生活要素和道德情感，着力探讨小人物和女性的
生存困境。

乌利茨卡娅与文学

任光宣和陈方两位教授认为，俄罗斯当代文
学植根于俄罗斯经典文学的深厚土壤，从普希金、
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一大批文学巨匠的经典作品
中汲取养分，并且融合了现实主义文学、侨民文学
和新流派文学等各种文学流派，呈现出多层次、多
元化的鲜明特点。而以乌利茨卡娅为代表的当代

俄罗斯女性文学则呈现出受到压抑之后骤然放开
的井喷状态，出现了一大批带有女性思考、女性视
角乃至于女性情绪的新作品，因此引发了“是否存
在女性文学以及是否要对文学进行性别区分”等
一系列激烈的争论。

不过，乌利茨卡娅本人并不强烈赞同以性别
划分文学流派的做法。她在获得“西蒙娜·德·波
伏瓦奖”之后，虽然接受了这份奖项，但始终坚持
认为自己不属于女性主义作家。陈方教授认为，
乌利茨卡娅的作品中的确有数量众多、有血有肉
的女性角色，但作家并没有在作品中倾泻任何激
烈的情绪，而是以平和稳定的笔法发展叙事，从对
等的立场看待两性关系和家庭结构，塑造出面貌
迥异的几代俄罗斯男女形象，这一点和俄罗斯国
内女性数量居多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从这个角
度来看，作家用相当巧妙的技法超越了性别的区
分，站在人类普遍道德、理念与信仰的高度，不向
读者进行任何说教与劝诫，而是邀请读者对书中
提出的困境与问题主动进行思考。

作家与译者的故事

任光宣教授和赵振宇都提及，乌利茨卡娅是
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作家，她十分重视译者在跨
文化交流传播之中的巨大作用，总是迅速答复译
者们提出的大量问题。乌利茨卡娅曾将她答复
《雅科夫的梯子》德国译者的200多个问题转发
给任光宣教授，并且额外解答了百余个其他问
题；赵振宇也曾就《女人们的谎言》和《次要人

物》的内容向作家提出了近百个问题，都得到了
她的热心解答。另外，任光宣、陈方两位都动情
地回忆起自己和乌利茨卡娅当面交往时的故事，
提到了她的家庭、日常生活和待人的态度。作者
和译者的密切合作极大地促进了中译版的成稿
速度和准确程度，对于《乌利茨卡娅作品集》的成
功出版不可或缺。

分享会结束后，在场的读者踊跃提问，向在场
的老、中、青三代译者提出了许多有关翻译技法、
翻译理念的问题。译者们结合自己翻译乌利茨卡
娅作品的实际感受，指出“信、达、雅”始终是基本
的翻译原则，同时需要把握风格、体裁等方面的核
心要素，尽可能不带译者本人先入为主的成见，做
作者在异国的“язык”（既指舌头，也指语言）。同
时，译者们也就具体的翻译技法进行了讨论，如戏
剧、科学、哲学、历史等非小说的文本要如何融入
小说之中，等等。

最后，陈方教授总结说，乌利茨卡娅在小说
中还原了很多俄罗斯人在生活中曾经亲历并且
永生难忘的场面。国家的整体命运造就了每一
个俄罗斯人的个体命运，作品中人物的个人生活
就是俄罗斯20世纪生活的一个侧影。译者们相
信，透过作家精彩的艺术世界和对生活、人、情感
及家庭的深刻观察，读者们对这些问题会有更多
的思索，看到主人公或平和或热烈的情感，看到
他们热爱生活并且不断向上攀爬的人生奋斗，并
且衷心祝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书中看到人类大
家庭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灿烂联结，也看到自己
人生新的光亮。

近日，“当女性不再沉默——

《乌利茨卡娅作品集》译者分享会”

在北京举行。《乌利茨卡娅作品集》

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俄罗

斯女性文学领军者柳德米拉·乌利

茨卡娅的代表作合集，收入了《雅

科夫的梯子》《库科茨基医生的病

案》《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女人

们的谎言》《次要人物》等五部其不

同时期高分获奖作品，集作家文学

生涯之大成。

是否要对文学进行性别区分？

阅
读
提
示

——关注《乌利茨卡娅作品集》译者分享会

阅
读
提
示

李
慧
英

——李慧英《性别观察与政策倡导：社会性别论文集》读后

“当女性不再沉默——《乌利茨卡娅作品集》译者分享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