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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中梳理了解构的缘起与发展，并在此视域下分析了它与其他理论流派之间的

对话与融合，其中包括对女性主义批评与解构主义之间的互文性关系的论述。解构的渊源与含义的复杂

性使得它与女性主义批评之间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由此，卡勒在解构主义视野下揭示了女

性主义批评中存在的对文本的三重解构策略：求诸于女性经验；建构女性批评的理性与严肃性；揭示男

性经验与文本对象的冲突，展现阳具批评的肆意歪曲与非理性特征，从内部达到解构目的。卡勒开扩了

女性主义理论的解构主义维度，对于以“如何作为女人来阅读”为核心问题的女性主义批评而言具有方

法论意义，但也存在着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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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n Deconstruction, Jonathan Kahler comb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econstru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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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s the dialogue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deconstruction and other theoretical schools from 
this perspective, including the discussion of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feminist criticism and 
deconstruction. The complexity of the origin and meaning of deconstruction makes it maintain a 
vague and ambiguous relationship with feminist criticism. Thus, Kahler reveals the triple decon-
struction strategy of feminist criticism on tex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 Seeking 
from female experience; constructing the rationality and seriousness of female criticism; it reveals 
the conflict between male experience and text object, shows the willful distortion and ir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enis criticism, and achieves the purpose of deconstruction from the inside. 
Kahler expanded the deconstructive dimension of feminist theory, which has methodological sig-
nificance for feminist criticism which takes “how to read as a woman” as the core issu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oints worth discu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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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解构”一词在现今日常表达中常被使用，其含义在不同场合、甚至不同个体之间都多有出入、游

移不定，这也使得“解构”一词含义模糊，以及出现对该词的大量误用现象。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

——结构主义之后的理论与批评》对“解构”的缘起和发展过程的梳理，对于厘清“解构”一词的真实

所指以及“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把握解构在文学批评领域的炙手可热现状具有积极意义。作为后现

代的重要思潮和理论，解构主义与同时期的文学理论思潮常常交织在一起，与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

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都存在着互文关系。卡勒在《论解构》中便对解构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系，以

及解构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运用进行了详细论述，揭示出文学接受论意义上的女性文学主体在阅读

和批评中的解构视野，阐明了女性主义批评对文本的解构策略，为“作为女人来阅读”的阅读和批评实

践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引。 

2. 解构的缘起：结构主义之后 

解构主义自诞生到兴盛的过程中，由于其独到的理论主张与分析方法，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中都曾引

起广泛的争论，也被包括女性主义在内的后现代理论流派所借鉴、吸收和批判。所以，想要把握女性主

义和解构主义的关系，揭示“解构”的方法与策略如何被运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中，首先需要对解构主义

的缘起进行把握。 
“解构”一词系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术语，其崛起于 20 世纪哲学领域，并流行于文学和文学

批评领域，用于指对哲学和文学的分析模式和阅读、阐释方法。作为一种哲学术语，“解构”旨在对传

统哲学中的二元对立结构和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颠覆和重塑，在此基础上，“通过一种双重姿

态、双重科学、双重文字，在实践中颠覆经典的二元对立命题，全面转换这个系统。”([1]: p. 392)其目

的在于瓦解这一系统。而德里达的哲学极为重视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所以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或“文本

理论”，“解构”意味着一种阅读和阐释方式，主张立足于文本，找到其维护中心概念、核心观念的相

关修辞话语，通过对话语之间的矛盾的揭示，从内部解构文本。也就是说，“解构”旨在对文本的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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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价值以及位于某种元叙事之下并受其规训的批评话语进行批判、重建或重新阐释。卡勒对“解构”

作如下解释：“关于解构，表述五花八门，一般将其表征为一种哲学立场、一种政治或思维策略以及一

种阅读模式。文学或文学理论专业的学生，最感兴趣的无疑是它作为这一种阅读和阐释方法的力量了。”

([2]: p. 47)在德里达那里，“解构”也绝非仅仅被理解为一种显而易见的阅读方式、实践行为抑或哲学观

念，而是作为“正在发生的什么东西”，被用来指涉“一个更为广泛的知识过程或运动”([3]: p. II)。 
解构主义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兴起与风靡与结构主义之后的后结构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学

界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这两个关键术语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探讨历来充满争议，这也显示出这些

概念、思潮之间的复杂纠葛之态。对于此，卡勒做了细致的辨析与分别论述。首先，就结构主义来说，

这一概念本身便有多种界定和用法，总体来看，包括两方面：狭义上，指对文本的意义产生的结构定向

的描述；广义上，包含了所有理论化倾向的批评，凡是与“本质主义”对立，反对指认并揭示文本的核

心主旨、既定意义与作者意图的批评理论都能归于“结构主义”的范畴之中。卡勒在狭义和广义两方面

上的辨析，揭示了“结构主义”的内在矛盾，并鲜明地表现了他在这两方面含义上的取向：“称所有理

论化倾向的批评都是结构主义者，总体上说是一种无知的表现”([4]: p. III)；“倘若说‘结构主义’仿佛

是一个恰到好处的术语，涵盖了种种吸收诸理论方法而忽略追索被研究作品‘真正’含义的批评活动，

那无疑是因为结构主义在更为狭窄的意义上以它语言学模式的展开，成为这一批评的重新定向中最重要

的实例。”([4]: p. IV)然而，在反结构主义者眼中，无论是哪种阐释路径，都表征了科学主义思潮对文学

领域的入侵，揭橥了在此影响下的文学研究的人文主义根基的挪移。 
其次，关于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其大体上可看作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结构主义者

以语言学为模式，试图发展‘语法’，即作品诸要素的系统排列及其被拼合的可能性，以此说明文学作

品的形式和意义；后结构主义者则审查同一模式为文本本身的运动所颠覆的过程。”([4]: pp. V-VI)以上

卡勒对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分野是明晰的，但若止步于此，则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未能把握二者

之间的复杂关系。希利斯·米勒将 20 世纪之后的批评家大体划分为两类：执着于文学的理性秩序的机敏

型和偏爱于“见微知著”的盲乱型。前者与结构主义者相对应，后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相对应。二者虽展

现出了不同的气质，但却也都受到同一思想气候的熏陶，异中有同。正如米勒所言，这些盲乱型的批评

家并非放浪形骸或没有理性，“譬如，就论证过程而言，没有哪个批评家能比保罗·德曼更清醒，更富

有理性，更具阿波罗气质。德里达批评的特征之一，亦是种语文学上的‘文本阐说’，细致且绵密。”

([5]: pp. 335-338)可见，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并非简单对立。所谓机敏，可能沉醉于对先验终极的

科学结构的盲从；而在盲乱的“洞烛幽微”中，也可以探寻到文本深层的本质与规律。 
由此可见，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界限事实上是模糊的，若截然划分，则会导致批评家的归属模

棱两可、理解偏颇、无法把握思想发展的连续性等问题。所以，卡勒的“两种方法殊途同归”([4]: p. X)
的结论不仅从整体性和连贯性上把握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乃至解构主义之间的异同关系，而且揭示

了结构主义自诞生之初就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相伴而生的真相。不难发现，以批判既定价值标准、

原则与结构等为取向、偏爱于揭示与分析非本质的多元、异质内容的解构主义与致力于颠覆男性主体与

经验在阅读与批评中的长期垄断地位的女性主义批评之间存在着重要共识。 

3. 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关系 

“解构主义”在 20 世纪后期广泛传播，其影响十分深远，从文学、哲学领域扩展运用到了心理学、社

会学等领域中，与各式理论视角相融合，致力于对文本进行一反传统的阅读和重新阐释。“解构”在文学

和文学理论中表现为一种阅读模式和文本分析方式，因而有赖于读者以及读者经验，读者的性别、身份等

要素成为影响解构实践的关键，由此，强调女性阅读身份的女性主义批评与解构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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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批评是兴起于 20 世纪后期的文学批评理论，强调以女性性别意识去阐释文学和文化现象。

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具有纯粹的文本文论的意义，即通过对具体文本

的研究，揭示出其中隐含的性别歧视和女性意识的内容；其二，具有社会文论的意义，即通过对文本内

容的研究，批判不平等的社会现实”[6]。其中，父权制是女性主义批评家集中批判的对象。王一川指出，

父权制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凯特·米利特引入女性主义理论，之后成为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频繁

使用的概念，包含男性统治女性和男性长辈统治晚辈两方面的含义，后来被概括为男尊女卑的系统化机

制[6]。女性主义批评强调从女性视角出发，在文学阅读和批评中对折射社会现实的虚构世界里的性别不

平等表象及其表征的父权制内核进行强有力地揭露与批判，建构全新的性别意识。 
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女权主义政治运动中产生与发展。伍尔夫被视为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以讽刺的手法展现出妇女在包括文学创作、

文学阅读与批评在内的各方面所处的边缘化地位，成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建设的开端。此后，波伏娃

在其极具影响力的著作《第二性》中犀利地指出：“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

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定命，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

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7]。这一极具震撼力的女性不是天生而是

被定义和建构的观点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在 20 世纪后期，女性主

义与其他后现代思潮合流，出现了诸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等众多的理论流派。女性主义理论与批评在与其余流派相互借鉴、吸收与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完

善和发展自身。 
而乔纳森·卡勒立足于解构主义去观照女性主义批评，为女性阅读和批评赋予了解构视野，由此论

述了女性主义批评中存在的解构策略，即作为批评理论的女性主义如何解构性地阐释文本。“解构”本

身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得它在与女性主义的交流和碰撞中存在着辩证关系。一方面，解构主义对一切既

定价值、规范和权威的质疑，将矛头不可避免地伸向女性经验，使得一些女性批评家对解构主义颇有微

词，将其视为“典型的男性消遣、抽象消闲，让思想千篇一律”([3]: p. VII)。另一方面，解构主义的阐

释方式也为女性主义批评揭示文本以及批评话语中的男性经验的非理性状况，以及批判男性沙文主义和

阳具批评提供了有力武器。女性主义理论大多支持解构男女二元对立结构，以此进行多元化的文学阐释。

以解构见长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斯·巴特勒便对“妇女身份”进行了解构，曾认为“女性主义政治追

求的是一种妇女的身份，就是说，这一身份是产物或结果，而不是行动资源”([3]: p. VII)，因而“妇女”

一词越来越指向反抗传统男性话语概念、前提和结构的激进力量。总的来说，解构主义与女性主义批评

之间的关系是融洽的、相互成就的。卡勒也明确指出，“德里达有关行为句重复性的论点，正是它成就

了巴特勒性别概念的这一重要分支。”([3]: p. VII) 
女性主义批评解构文本的核心表现为“作为女人来阅读”。长期以来，作为文学作品的接受方的读

者都被假定为男性，在读者反应论中，文本的分析与意义阐释都指向对男性经验的描述，其造成的后果

是阅读过程中的女性视角的缺失与文本意义建构中的女性经验的留白。这种对男性读者的预设在以往的

批评传统中并不少见，如欧文·豪对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开篇的关于亨查德卖妻的情节叙述大加赞

赏，认为“正是以这样暗暗吸引男性奇思异想的惊人之笔，《卡斯特桥市长》拉开了帷幕。”([2]: p. 11)
而卡勒对这一男性视角下的批评观点却不以为然，并从女性视角出发对文本情节进行了想象性地重构。

“假设读者是一个女人，其结果虽大致一样是求诸经验，但不复是观看姑娘的经验，而是反过来成了被

看的经验，一个被圈定、被发落到边界的‘姑娘’的经验。”([2]: p. 12)肖沃尔特对这一文本也作如下批

评：“一个女人对这出戏的经验必然大相径庭。”([8]: pp. 102-103)这展现出女性主义批评在文本意义建

构与完善中的全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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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解构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运用 

那如何做到“作为女人来阅读”？换言之，女性主义批评的具体的解构策略为何？卡勒指出了三个

契机。 
第一，求诸女性读者的潜在经验，并力图使这一经验成为可能。在这一契机中，读者要致力于将日

常生活包括家庭和社会中的女性经验转换为一种读者经验，建立女性的日常经验与女性作为读者的阅读

经验的连续性。这样一种女性经验的沉浸使读者细致地关注与反思文本中的妇女形象与女性的地位、性

格与情绪，“妇女问题”渐渐成为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乃至核心主题，对阳具批评进行了有力批判。执着

于文本间妇女形象和妇女问题由此展开的批判，在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奠基，并逐渐成为女性主义批

评中的重要手段。 
第二，仅仅通过对文本中女性元素的觉察与分析，并以此为对照展开对其中反射出的男性经验或男

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是不够的，或者说仍处于较低层次，女性主义批评并不是也不应该成为陷

入男女二元对立结构的片面化批评，而是一种更具理性化和全面性的解构。“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二个契

机，即是要证明它自身比残缺不全、肆意歪曲的男性阅读更有理性，更为严肃，更为深思熟虑。”([2]: p. 
25)这是对父权制下的男性批评的第二重解构。露西·伊莉格瑞在《他者女人的窥镜》中指认了母性与子

宫、男性与逻各斯的联系，以此阐明了女性如何沦为一种非理性的、处于从属地位的“他性”的过程。

女性主义理论要做的便是打破男性的理性垄断、智力特权，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女性主义批评对文本

进行比男性批评更为理性、更能被接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分析，由此才能揭示出男性批评传统的谬误与

歪曲。这一策略既是女性主义批评的自我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其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第三，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性化建设并非是要与男性批评争夺理性，而是探讨理性概念如何维系为一

体，严肃地、合理地揭示男性批评与这一概念发生冲突的状况，从文本内部入手使男性经验或男性批评

话语自行瓦解，从而在新的女性批评面前相形见绌，这也是解构的应有之义。肖珊娜·费尔曼对巴尔扎

克的短篇小说《再见》的研究以及对男性批评家对该文本的现实主义阐释的批判，表明了她的批评已深

入到这第三个模式之中。费尔曼在第一层和第二层上分析了以往批评所忽略的妇女形象与地位，并且还

揭示出现实主义批评家痴迷于再现男主人公菲力甫与情人斯蒂芬妮的交往的背后对理性、现实以及阐释

进行控制的企图，由此，使这类男性经验的肆意歪曲暴露无遗。费尔曼洞察到了这一类“现实主义”的

运作机制：“在批评和文字的舞台上，同一努力被表现出来：突出能指，限制它变异迭出的副本……当

其一笔勾销文本的歧义与歧义丛生的文本之时，批评家以他特有的方式杀死了那个女人。”([9]: p. 10)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义批评虽依凭于读者经验，但这一经验并非全然作为一种前见而存在，其并

非是现成的、静止的，而是动态的、生成性的，读者经验的生成不仅存在于阅读之外的日常家庭与社会

结构中，还在阅读过程不断进行着动态调整，即“‘经验’总是具有两面性：总是业已发生，却有待产

出”([2]: p. 29)。由此，“作为女人来阅读”展现出一副意义延宕的图景。同样“作为女人”的不同读者

主体间的女性经验与女性读者经验的碰撞与裂隙，不断构成并完善着女性阅读与女性主义批评的意义网

络。正如卡姆芙对这一延宕图景的描绘：“‘女人作为女人(来读)’——‘同一’概念的重复分裂了这个

同一，露出些许空间容下一个小的转变，乃有总是先已运作在单一概念内部的不同意义出现。”([10]: p. 
298) 

5. 结语 

乔纳森·卡勒在《论解构》中将女性主义批评评价为近年来最有意义、基础最为广泛的批评运动之

一([2]: p. 10)。解构主义作为被德里达视为颠覆传统、既定价值与规范的“正在发生的东西”，与女性主

义批评虽存在尚需磨合的空间，但从现实中的理论阐述与批评实践来看，于后者而言是如虎添翼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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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阅读和批评的解构视野下，卡勒所阐明的女性主义批评中求诸于女性经验，从内部解构文本与批评

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策略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入探索和围绕“作为女人来阅读”的文本

批评实践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一，强调女性日常经验

和阅读经验的连续性，并设立求诸于女性经验的前提条件，会否使女性主义批评陷入到一种理论先行、

观念先行的窠臼之中，从而导致强制阐释？其二，以女性视角来阅读和阐释，会否导致理论与批评视野

的自我设限？其三，作为女人来阅读，如何使女性主义批评成为能被广泛接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阐释？

正如卡勒所说：“女性主义所达的结论也不仅仅限于妇女，即所谓只有具备了某种妇女的经验，方能共

鸣、理解和赞同。相反，这些批评以男性批评家大致能够接受的观点，来展示男性批评阐释的局限，由

此，像所有雄心勃勃的批评行为一样，寻求达成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使人信服的理解”([2]: p. 24)。女性

主义批评如何能使女性之外的主体(如男性)同样进入到女性视野之中，获致女性阅读经验，从而参与到女

性主义理论的探讨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实践之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或许能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完善

与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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