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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二元对立的角度，通过分析美国当代华裔女作家汤亭亭的代表作《女勇士》中的人物和情节，来

挖掘其中的思想内涵。小说中人物形象之间的对立通过男性与女性、华裔与白人这两对冲突构建起来。

在主题上则表现为两组——梦境与现实，传统与反叛。本文通过应用二元对立理论分析小说中的各组对

立，意在揭示20世纪女性是如何在沉默中反抗父权社会和种族歧视，这对全球化背景下处理性别、种族

和跨文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把传统经典的语言学理论运用于现代女性文学作品，不仅构建

起两个学科的桥梁，也促进了文学研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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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nary opposition, this paper excavates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Woman 
Warrior, the representative work of Maxine Hong Kingston who is a contemporary Chi-
nese-American writer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s and plots. The opposition in the characters’ 
images of the novel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wo conflict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Chi-
nese-Americans and whites. There are two groups of oppositions in the theme—dream and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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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y, tradition and rebellion.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binary opposition to analyze the oppositions 
in the novel, this paper intends to reveal how Chinese women in the 20th century fought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silence, which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gender, racial and cross-cultural issu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Mean-
while, applying the traditional classical linguistics theory to the modern female literary works not 
only builds a bridge between the two disciplines, but also promote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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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女勇士：一个生活在群鬼中的少女》是著名华裔美国女作家汤亭亭发表于 1976 年的处女作，也是

她的代表作。甫一出版便收获了来自美国社会巨大的反响，并荣获同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奖。它不仅是一

部简单描写一个第二代华裔少女美国生活的文学作品，也是进行族裔、人类学、跨文化和女性主义等领

域研究的重要文化读本。这部作品是华裔美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自此华裔美国文学逐渐从边缘文

化走向美国主流文化，汤亭亭也由此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 
大多数美国华裔小说中都融合了作者的现实经历，带有很浓的自传色彩，《女勇士》也不例外。汤

亭亭将经典神话、历史故事以及自身的现实体验融入小说创作中，而不只是平铺直叙地重复那些众所周

知的典籍故事。即便在叙述中并未明确指出主人公就是自己，但书中所讲述的故事似真似假，介于现实

和幻想之间，人物的思绪也往来于现在和过去、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之中，借此表现了以主人公为代表

的第二代华裔经历的一系列因文化冲突产生的自我质疑、挣扎、和解。小说的主人公是成千上万华裔美

国女性的缩影，从她的遭遇可以管窥 20 世纪华裔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图景。同时以她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

她们内心的反叛精神使其区别于她们的母亲和阿姨，因此产生的间隙、碰撞和冲突也造就了她们的精神

痛苦和深刻思考。二元对立的视角为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本文试图从这种视角解析《女勇

士》中各组二元对立，探讨汤亭亭想要传达的思想主旨。 

2. 二元对立简介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的一个关键概念，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学科的研究中。它是一对意义相互排斥

的术语或概念，简单来说就是一分为二，即“把研究对象分为一些结构成分，并从这些成分中找出对立

的、有联系的、排列的、转换的关系来认识对象的复杂结构”[1]。 
著名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结构主义的鼻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将二元对立

这种方法实验性地应用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探索中，提出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他将语言符号看作两

面的心理实体，用一组彼此呼应又互相对立的名称“所指”和“能指”来代替“概念”和“音响形象”

这两个紧密相连的要素，这“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

[2]。二元对立不仅可用来探究语言这一系统的性质，这种结构模式也大量存在于文学领域中。俄国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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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在《语法的诗歌和诗歌的语法》中用一组诗歌加以论证二元对立结构对情节

起到的支撑作用，并创立了语言学诗学这门新学科。同时，这种结构模式在中国的古诗词中也得到了大

量应用。王维《山居秋暝》的颔联“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3]中存在着动和静、远和近的对立，描

绘了一幅明净又充满生机的山水图景，这些对立中寄托着诗人的高尚情操和理想境界。这一原则在文学

批评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除了诗歌以外，学者方汉泉还提议将二元对立原则运用于其他体裁的文学作

品的研究，论证了其可能性和可行性。即使有些从表层看不出有二元对立的文本，仍可运用二元对立原

则挖掘其深层的内涵。 
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原则是文学批评中不可或缺的分析方法，它有助于解读作品中隐含的深层含义和

作者的意图。在《女勇士》中存在着明显的二元对立结构。通过对作品的分析，能够丰富对人物、情节、

主题的理解，体会汤亭亭为无法“发声”的女性表达的诉求，引发读者对女性地位的思考，使人们更关

注未来文学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这对于社会现实抗争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同时，把传统经典的语

言学理论运用于现代女性文学作品，这不仅构建起两个学科的桥梁，论证了二元对立原则应用于华裔小

说分析的可操作性，完善了原有理论，也促进了文学研究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作品分析的一个崭

新视角。 

3. 人物形象上的二元对立 

3.1. 男性的主宰与女性的依附 

父权制遍布范围极广，世界各地的女性都饱受其害。而中国父权制的确立最早可追溯到西周初期，

周礼的制定及一系列贵族等级制度的确立决定了男女的社会地位：男尊女卑。父权制的核心就是以男权

为中心，具体体现在“男性无论是经济、政治领域， 还是在社会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法律法规、伦理

纲常都是以男性为标准指定的”[4]。而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女勇士》就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汤亭亭把一个有着数千年父权传统的旧中国作为她塑造中国人物形象的重要

舞台，来说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由来已久且难以调和。 
传统的封建伦理和道德观念统治下的旧中国，“男尊女卑”的思想根深蒂固，包括女性在内都对这

一思想深信不疑，从《西宫外》这一章中月兰的形象塑造中可见一瞥。月兰为维护她正房的地位，飘洋

过海来夺回她的丈夫。但她一见到丈夫，就退缩了。月兰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思想使她无法抱怨她的丈

夫抛妻另娶，让她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毕竟女子应遵守“三从四德”，而男子“三妻四妾”也实属正

常。即使她的丈夫万般嫌弃她，她也没有生气，反而感到羞愧难当。月兰依赖于别人，就像月亮依靠太

阳来发光一样。而当她的丈夫残忍抛弃她，她便失去了人生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最终在精神病院了却残

生。 
斯图亚特·霍尔将雅克·德里达有关二元对立的思想作了进一步阐述，“二元中的一极通常处于支

配地位，是把另一极纳入自己操作领域中的一极，在二元对立的各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5]。
在由男性主导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始终处于被支配的一极，她们的地位远远不如男性。被父权意识形态

控制的月兰实际上是这种社会弊病下的受害者，她的死正是由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造成的。 
为了反抗男女之间的极度不平等，也是为了颠倒这种二元的等级制度，汤亭亭将花木兰重塑为一个

兼具“女性主观性、敏感性和力量感”[6]的形象，弥补了她本身作为女性的身体缺陷，这个人物兼具男

性和女性的优势，这体现了汤亭亭对“雌雄同体”概念的认同，也是她对父权社会的反抗。汤亭亭试图

用改编的花木兰的故事来化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借此表达了她“对中国女性所遭受的折磨的懊恼”

以及“对女性因男性产生的恐惧和不安的羞耻感的理解”[7]，从而表现了她对性别不平等现状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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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别互补融合以及平等关系的渴望。 

3.2. 白人的优越与华裔的“野蛮” 

在《女勇士》中，不仅描绘了性别的二元对立，还体现了种族之间的对立。汤亭亭在书中塑造的角

色与以往华裔美国作家创造的角色完全不同，区别在于叙述者是出生在美国的第二代华裔，她的笔没有

仅仅停留在父辈的故事。第二代华裔美国人无法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而决意抛却自己的“根”，做个美

国人。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地融入美国的大熔炉，他们都无法逃离来自美国社会的歧视。 
叙述者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她去美国学校上学时，她和其他中国女孩总是保持沉默，因为她们发现

自己和美国孩子相当不同，这种差异就产生了意义，而意义是关系的产物。正是华裔与白人的差异指出

了女孩的沉默是美国与中国道德秩序不平等的结果，是由中国人在国际上的民族地位造成的。华裔美国

人在美国的边缘地位就是种族之间的二元对立造成的。 
华裔与白人的对立实际是黄种人与白种人、东西方文化之间对立的体现，即不同的种族与文化间的

冲突与对抗。西方人自恃优越，对中国人有主观恶意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贪婪、野蛮、粗鲁。《女勇

士》中着重描写了东西方文化在饮食方面观念的不同。在第三章《巫医》中，叙述者的母亲做了各种稀

奇古怪的食物“浣熊、黄鼬、老鹰、鸽子、野鸭、大雁、黑皮的矮脚鸡、蛇、菜园里的蜗牛”[8]，这在

包括女儿在内的美国人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在中国还有一些英雄的传奇故事，如唐朝的善猎书生韦滂和

清朝的县宰仆役高忠等等。中国人相信“能吃者胜”，这些传奇英雄之所以无敌的原因是他们什么都吃，

甚至连鬼也能用油烹。西方文化则与之截然相反，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西方人不吃不洁的食物。在美

国，吃的多的人被认为有暴力倾向。因而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野蛮落后的国家。在这种误解下，中国

人的野蛮形象使白人充满了民族优越感，对中国人愈加鄙夷，从而愈演愈烈。 
事实上，生活在美国的华裔也对来自白人的种族歧视颇有微词。鬼魂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女勇士》

中。一方面，这是因为“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中国人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另

一方面，“鬼魂”在书中是一个用来区分其他种族的术语。“可在美国，到处都是机器和鬼——的士鬼、

巴士鬼、警察鬼、灭火鬼、查表鬼、剪树鬼、杂货店鬼。”[8]这样的描述表明华裔难以融入美国生活。

对他们而言，这世界上的鬼密密麻麻，不只有黑鬼还有白鬼，这些都让他们难以喘息，但又不得不继续

和他们打交道。“鬼”之一词实际上是对美国种族歧视的口头抵制，是华裔和白人之间二元对立的体现。

也表现了华裔在异国他乡因文化冲突产生的不适应，侧面写出华裔对来自美国白人社会的歧视的不满。

而以主人公为代表的第二代华裔同时受到了来自中美文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但因肤色问题，常常被羞辱为“中国佬”“红猴子”等，这就导致第二代华裔对自己文化的身份产生了

困惑和质疑，如何在中美文化之间寻求平衡、找寻自己的文化身份也是他们所致力追求的。 

4. 主题上的二元对立 

4.1. 梦境的虚幻与现实的残酷 

梦境叙事是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叙事手法，以梦境作为叙事形式，通过潜叙述将虚拟的梦境

与现实生活和历史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以揭示现实的残酷，描绘族裔历史，帮助人们找寻和建构

文化身份。汤亭亭用这种独特的叙事手法，在《女勇士》中描绘了华裔美国女性的幻想、梦想和想象，

这与她们在异国他乡的现实处境相互冲突，以此形成了一组二元对立直接或间接地与书中的主旨联系在

一起。 
在第二章《白虎》中，汤亭亭描绘了一个勇敢而正直的女勇士“花木兰”的形象，她反抗暴政，反

对性别歧视。在古代，只有男人才能参军入伍，因此，她男扮女装骑马作战，并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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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力量足以超越性别，甚至能成为男人的保护者。而现实中，在“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下，男女地

位悬殊极大，叙述者作为一个女孩总是被嫌弃。而与她的梦相比，叙述者的美国生活令人失望，现实与

梦境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组二元对立形成的反差突显了华裔美国女性正在遭受性别歧视的事实。她改

编了传统《花木兰》的故事，重塑了一个女勇士的形象，来化解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意在激励华裔美

国女性追求她们应有的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梦境和现实之间也有某种紧密的联系，换言之，梦在某些方面是对现实的反映。叙述者在梦中细致

地描写了身体面临极度饥饿时的反应，她居然看见了两个旋转的金人在跳大地之舞。梦中的饥饿感深入

骨髓，这其实反映了叙述者现实生活中物质匮乏的情况，她的家庭总面临食物短缺的烦恼，总得忍受饥

饿的痛苦，这也是 20 世纪华裔在美国艰难求生的体现。 
梦境与现实之间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是一种用来多视角揭示作品主题、表达作者思想和情感甚至是政

治诉求的技巧。《女勇士》中这些虚幻又奇特的梦境描绘了华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尤其是他们生活中

面临的种种困难：物质条件的匮乏、文化身份的缺失、家园的失落和种族历史的缺失。 

4.2. 传统的桎梏与反叛的解脱 

传统与反叛的对立是《女勇士》中最为深刻的主题之一。第一章《无名女人》以叙述者母亲的口吻，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叙述者的姑姑在她丈夫离开多年后，与别家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还怀了孩子，这

遭到了村民们的谴责和唾骂。传统封建礼教和伦理规范下的旧中国，男人被视为家庭的主人，而妇女则

受到各种规则和戒律的束缚，通奸便是犯罪，应受到惩戒。姑姑颠覆了身为人妻的伦理身份，因此，村

民们在她即将分娩时蜂拥而入，像强盗般摧毁掠夺她家里能找到的一切。连她的家人也为她感到羞愧，

作为惩罚故意遗忘她的存在。最终，姑姑选择带着新生儿自杀，这其实是她对传统伦理身份和伦理秩序

的反抗，具体体现在三方面：她柔韧而坚强，勇敢地追求爱情和自由，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她勇于保全情夫的名声，从分娩到死去，都没有说出他是谁，也没有责怪他，相比之下，她的情夫则显

得过分懦弱无能；为免于孩子受到父系社会的倾轧，姑姑选择带着孩子赴死。如果说姑姑以沉默的方式

反抗父权制，那叙述者则将愤怒诉诸于口，她用笔作为武器，将这个故事记录下来告诉所有人。她想让

每个人都了解不能“发声”的姑姑在父权社会中的悲惨生活和经历。她想鼓励所有女性勇于追求自由，

维护自己应有的权利。 
华裔家庭伦理以家庭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纵向纽带，是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传统伦理思想在异国

他乡的延伸，而美国伦理则是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横向伦理学。传统与反叛之间的二元对立完全反映在

叙述者所代表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身上。在最后一章《胡笳怨曲》中，可以发现叙述者面临着中美伦理

秩序之间的矛盾。“我可以自己谋生，可以照顾自己”以及“我不会当人家的奴隶或老婆”[8]等种种叙

述者的自白都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她勇于挣脱中国封建桎梏的决心，她决意作为一个现代美国人，构建一

种新的伦理身份。中国有一句老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因此叙述者的母亲只是想把女儿送到打字学校，

最后让她嫁给一个好丈夫。然而，在她初步认识了中美两国伦理秩序后，她就开始反对她母亲按照中国

传统为她安排的生活。她不愿意再像中国传统女性那样，把自己的一生困在家庭中，因此她努力考上大

学，想在未来做一名数学家或科学家，以打破美国人优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和偏见，为建立美国社会乃

至整个世界的公平的秩序做出贡献。她所代表的是新一代美国华裔女性的形象。 
书中叙述者的母亲英兰和她所代表的传统不断地压迫着女儿，叙述者对母亲的反抗实际上就是她对

传统做出的反叛。传统与反叛的二元对立，揭示了当时的普遍现象：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对自己的文化身

份感到困惑，不仅受到来自父辈封建思想的束缚，也受到来自美国社会的歧视和打压。汤亭亭“打破了

各种界限，为亚裔美国女性发声，让她们的声音和观点相互作用交融，重新书写了华裔美国女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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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并试图探讨华裔女性应当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定位自己，并鼓励她们积极构建自己现代美国人的身份。 

5. 结语 

二元对立是各种性别、阶级、种族和文化对立的根源，以这种角度剖析《女勇士》无疑是很好的尝

试，通过构建性别、种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利于读者深刻体会其中蕴含的主题：对父权制女性地位低

下的愤懑、对华裔处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不甘以及想要寻求改变革新的迫切愿望，从而身临其境地理解华

裔女性的处境，对现实环境造成一定积极影响。这种研究视角可以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抓住作

品的本质。而从解构与重构的角度进行对《女勇士》的分析有待进一步研究。通过解构对立关系，旨在

实现共生关系。以相互包容和相互理解的理念来进行文化交流和融合是很重要的，其本质是跨越性别、

阶级和种族之间的鸿沟，来减少冲突，在 21 世纪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处

理这类问题给予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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