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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代文学中 ,敢于不惟传统 、以各种方式标新立异 、张扬个性的“另类女孩”一

下子多了起来 ,并进而形成热势。而其独特鲜明的文学形象特质的形成 ,又是与中国民间另类

文化传统和西方(欧美)现代文化思潮的双重影响分不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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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世纪 50年代的德国女作家乌特·艾尔哈特曾在她的畅销书《好女孩上天堂 ,坏女孩走四方》

中 ,对传统的“女性观”提出了质疑 ———女人天性温柔吗? 女人天性软弱吗? 女人天生应当美丽吗 ?女

强人肯定孤独吗 ?女人一定得为人母吗 ?一定要出嫁吗 ?女人应当是幕后英雄吗 ?应当避免冒险吗?

女人有权力就遭人厌吗? 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先缩起尾巴做人吗 ?等等 。面对这些疑问 ,艾尔哈特的

观点是———女人要敢于说“不” ,因为“温顺使我们一事无成” 。而这种敢说“不”的女孩 ,当然不会是大多

数人所认可的“温良恭俭让”式的“好女孩” ,而应该是那种不惟传统 、所谓“离经叛道”的“坏女孩”(也有

称“问题女孩”和“另类女孩”的)了 。这本书曾在西方被冠以“现代女性圣经”之称 ,译成中文后在中国的

年轻人中也曾风行一时 ,甚至“好女孩上天堂 ,坏女孩走四方”这句话也一度成为当代“漂女”和其他“时

尚”“另类”女性的口号 ,更甚而成为一批文坛“新新人类”包括她们作品中人物的真实写照 。尤其在当代

文学中 ,这类“时尚”“另类”的女性形象也好像一下子多了起来 ,并进而形成热势 ,成为当代文学人物形

象长廊中又一道突出而奇异的景观 。

一

所谓“另类女孩” ,指的是那种行为举止与众不同 、甚至是惊世骇俗 ,并且带有新潮 、现代 、非主流 、反

传统的精神气质的青年女性。这样的精神气质 ,突出表现在这些“另类女孩”不同于常人的人生态度和

生活方式 、不拘于常规的审丑心态和叛逆精神上。具体为:

(一)疯狂偏执的生活主题

在卫慧的小说《像卫慧那样疯狂》中 ,主人公这么道白:“我 ,一直是个古怪 、沉默的女孩” , “我的青春

期是以神经质的忧郁 、偏执狂般的自闭和失恋的绝望在 14岁就过早地结束了” ,我从小就“桀骜不驯 、疯

疯癫癫” ,喜欢“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 ,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 ,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 ,服从灵魂深处的

燃烧 ,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 ,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 ,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 ,同时

对媚俗肤浅 、小市民 、地痞作风敬而远之” ;棉棉的小说《啦啦啦》中 ,也刻画了一个“问题少女”的失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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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因为家庭破碎而过着放浪形骸 、辍学 、吸毒 、有恋物癖 、沉溺于食物 、酒精 、性爱与音乐之中 。这里 ,疯

狂是她们生活的一个基本主题:以疯狂去反抗无聊 ,以疯狂去忘记伤痛。这里 ,人生的“非常”经历 ,对这

些青春懵懂的女孩来说 ,也无疑会直接影响到她们身心的成长 ,甚至于改变她们的人生。

(二)重欲轻情的人生态度

新近女作家盛可以在她的中篇《无爱一身轻》中记录了一个女孩“直露得可怕”的欲望本能:“不知从

什么时候开始 ,第一眼看到男人 ,我会不由自主 ,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扫视他的裤裆 ,并且会马上想到他的

`卵' ,以及和他交配的感觉———当然这只限于惹起我兴趣的男人 。”她特别强调:“不过得注意 ,只是交

配 ,因为爱没诞生 ,我不想用`做爱' 这样的词 。”这是否意味着年轻女孩的好奇心已经开始公然集中于异

性的“下半身”了 ,性意识已经成为其打量异性的某种本能;另一方面 ,她不相信爱情 ,只希望“永远被新

鲜的吸引 ,置身边的不顾 。小说甚至还写到了一些新异的时尚 ,如“网交” 、“电交” 、“信交”等 ,这是不是

说明 ,在饱食终日 、无所事事的年代 ,“性”已然成为人们寻找刺激 、增添新鲜感的重要方式 ,殊不知过滥

的性意识 ,其实也会使人退化成性欲的奴隶。盛可以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也题为《无爱一身轻》 ,可见她对

“爱”的怀疑与淡漠 ,对“新新人类”重欲轻情的特点的强调。小说描写了一个大龄女青年朱妙的爱情观 ,

在朱妙看来:“爱情如中彩 ,也许一生都没有运气” ,“婚姻是只避孕套 ,它使原本交融的肉体产生隔阂 ,心

灵产生分歧” , “人生在世 ,找个情投意合的男人容易 ,找只温暖体贴的生殖器难” 。因此 ,她游戏人生 ,与

几个男人保持性关系 ,但结果却是时光空流失 ,情感也荡然无果 。由此可见 , “另类女孩”的种种怪异之

举 ,其实是由她们变异的心态决定的。

(三)叛逆怪诞的审丑心态

在林白的小说《同心爱者不能分手》中 ,就有个自认为是“坏女孩”的都噜 ,她凭借着青春年少 ,恣意

周旋在三位男朋友之间 ,没心没肺地制造出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恶作剧 , “为了不失去他们之中的任何

一个”而费尽心机 ,都噜的形象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相当一部分当代“新新人类” 追逐实惠 、及时行乐 、

以丑为美 、以恶为乐的性格特点。又如陈染小说《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中的黛二 ,她喜欢“穿黑衣 ,怪

衣 ,有秃头欲” , “害怕人群” , “耽于幻想” ,“热爱遍体伤口的城市” ,“不拒绝精神的挑战 ,正如同不拒绝肉

体的堕落” ,“自我实现也自我毁灭” ……在这样的坦陈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另类女孩”不仅喜欢奇装

异服 、怪异打扮 ,更喜欢以新异的眼光打量世界 、以审丑的心态反叛传统的心理特点以及她们激进前卫 、

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精神追求 。

(四)恣意放纵的精神世界

在《上海宝贝》中 , “上海宝贝”就将“穷而放纵”的美国作家亨利·米勒视为“精神上的父亲” ,她喜欢

外国青年马克 ,原因之一竟是因为马克有着“纳粹般的骨骼” ,她与马克的疯狂性爱亦具有“施虐与受虐”

的色彩。而《啦啦啦》中的“问题少女”喜欢的也是美国“垮掉一代”的诗人艾伦·金斯伯格 ,因为“艾伦也

是个爱想入非非的人 ,他也曾醉心毒品” ,而且这些“问题少女”对自己的“另类”和“问题”也都毫不掩饰 ,

她们可以公然宣称自己是“十分不可爱的女人” , “是那种随时随地可以和别人私奔的女人” ,因为对她们

而言 ,“私奔”即“意味着自由之路” ,“另类”即是她们得以与众不同和标新立异的特质所在 。

由此可见 ,正是 “疯狂” 、“无爱” 、“审丑” 、“放纵”这样一些“时尚”“另类”的主题和风格 ,使这一部分

女孩不仅离传统的女德越来越远 ,甚至好像离人类的公德也相去甚远了。这样的“反传统” 、这样的“个

性解放” ,是不是堪称人性的又一种“异化” ———不再是人性压抑的异化 ,而是非理性嘲弄理性 、践踏人类

文明传统的异化 ?

二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另类女孩”乖戾的性格 、怪异的活法来自何处?来自西方现代主义颓废思潮的

影响 、抑或是西方女权主义离经叛道的触发? ———因为 ,在西方现代主义颓废思潮中 ,就有愤世嫉俗 、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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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叛逆的基因;在西方女权主义的主张里 ,也有女性可以冲破传统束缚 、追求个性解放的成分。而这样

一来 ,也就很容易忽略了传统的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既有《女诫》 、《女儿经》那样的正统女性伦理教育 ,也有“巾帼不让须眉”这样

“另类”的女性文化传承。从武则天称帝到穆桂英挂帅 、从柳如是的风骨到秋瑾的壮举……都曾显示中

国女性文化“柔顺 、内敛 、循规 、蹈矩”传统的另外一面 ,即“刚健 、有为 、泼辣 、强劲” 。又如古代神话中补

天的女娲 ,《高唐赋》 、《神女赋》中主动追求性爱的神女 , 《西厢记》 、《牡丹亭》中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女

子 ,还有《水浒传》中出格的潘金莲 、《红楼梦》中捉弄贾瑞的王熙凤 、乱伦的秦可卿 ,以及民间许许多多

“女追男”的传说等 ,都可以从不同角度表明这一点 。一直到文革前后及新时期的文学中所表现的:如孙

犁小说《风云初记》中的蒋俗儿 ,“十五六上就风流开了 ,在集上庙上 ,吃饭不用还账 ,买布不用花钱” ;刘

绍棠《红兜肚儿》中的“红兜肚儿” ,爱上好汉刘黑锅 ,为了救刘黑锅 , “从大腿根上割下一片嫩肉 ,煎了汤

一口一口喂他” ;莫言《红高粱》中的九儿 ,敢于反抗父母之命 ,怀一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 ,与自

己爱的轿夫“野合”;张贤亮《绿化树》中的马缨花 ,没有结婚却有一个不知父亲是谁的孩子 ,家里还经常

有男人进进出出 ,她在大胆地向被管制的读书人示爱时也不失“一个未脱粗俗的女人”本色;铁凝《棉花

垛》中几个性情开放的乡里女孩 ,她们不喜劳动 、宁愿靠色相来换取男人们的棉花 ,却又最喜欢在夜校学

习“反封建”和“妇女解放”的内容 ,并且觉得自己“从来都是反封建的” ……另外还有《红兜肚儿》中记录

的河北运河地区的民风:“豆棚村穷汉子娶不起三媒六证的女人 ,可以跟外姓的女人公开姘居 ,与那个女

人的丈夫平分春色 ,但是得死心塌地效犬马之劳” ;张贤亮《河的子孙》中关于黄河流域民风的描写:“在

地方军阀统治时代 ,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妇女 ,在既无

宗法束缚 ,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 ,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的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 ,两性关系终于按照

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 ;映泉《桃花湾的娘儿们》中对鄂西山区民风的描绘:那里的女子们一直贫穷 ,

也因此“轻浮 ,放肆 ,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中关于陕北民风的描写:“女人成

熟的标志是开始唱酸曲了” , “声声都是那些隐秘的情事 ,声声都是那些难以启齿的脏话” , “她们一半把

这当作吐露心声 ,一半把这当作艺术表现” ,因此人们也“便宽容地接受了它” 。

上面这些例子都能显示出中国民间生活的另一面来:无论是在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华北一带 ,还是

在“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陕北 ,都有不那么符合传统妇德的女性 ,她们泼辣 、鲜活的生命力 ,常常是通

过一个个或功利 、或纯情的性爱故事体现出来的。在这样的故事后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传统说教力量的

有限 ,感受到人欲和民风的强大。中国素来是重“礼教”的国度;但从历代圣贤对“男女大防” 、“存天理 ,

灭人欲”的强调 ,不是可以使人明显感受到民间“人欲”的强大吗 ?这人欲 ,应该是中国老百姓生命力旺

盛的证明吧;是他们在苦难中寻找乐子的活法的证明吧 。人欲的代代相传 ,早已在“礼教”上戳破了一个

个窟窿。思想解放和人欲解放的洪流 ,也是由一个个泼辣 、叛逆的爱情故事汇聚而成的吧。因此 ,当代

女权主义的洪波 ,也其实早就滥觞于中国民间无数女子争取恋爱自主 、婚姻自由直至性开放的自在的活

法中了。

三

然而 ,虽然都是女性的开放 ,为什么民间女子的开放还常常与一些传统的美德联系在一起 ,而当代

作家笔下的“另类女孩”的形象却又大不相同呢?

是蒋俗儿虽然风流 、却能够在妇女大会上响应八路军的号召 、当选为妇救会主任的原因 ?是“红兜

肚儿”虽然泼野 、但真爱起来也能割身上的肉救情人的性命的情节? 是九儿虽然叛逆 、但却是源于父母

的不义(为了一头骡子不惜叫女儿嫁给麻风病人)?是米子虽然以色相谋生 、但其实还是有想找个丈夫

一心跟他生儿育女的打算 ?是马缨花虽然风流 、可一旦认定了真爱就倾心以待? 是“桃花湾的娘儿们”

虽然也风流 、却不失朴素的品质……可见 ,这些民间的风流女子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有风流的一面 ,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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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诚 、朴素的一面 ,正是这后一面使她们与今天“新新人类”的疯狂 、张扬的做派区别了开来。还有一

点是她们都生活在贫苦的年代里 ,风流常常是她们尽可能多地获得生活资料的重要手段 ,因此 ,那风流

的后面隐隐透出一些可怜 ,令人同情。而“新新人类”则是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年代里挥霍着欲望 、游戏着

人生 、并且以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姿态张扬着惊世骇俗的活法的一群人 ,因而其思想和行为常常会给人

以过分 、过头的感觉 。也许 ,这正是传统的“风流女子”与今天的“另类女孩”之间的重要区别所在吧 。

但要强调的是 ,有了贫苦年代那可怜的“风流” ,就已经为当今“另类女孩”的疯狂奠定了基础。而今

天的“另类女孩”所以能把“风流”推向“疯狂” ,把“小资情调”(布尔乔亚)与“波西米亚风格”结合在一起 ,

创造出“布波一族”的奇特风格 ,又显然是与现代欧美文化(尤其是 1960年代的青年文化)的影响分不开

的。比如棉棉就曾在小说《啦啦啦》中公然承认她“对于美国六十年代文化的古怪激情” 。美国作家莫里

斯·迪克斯坦在其《伊甸园之门》中说 , “六十年代文化是解放文化———许多人说是太解放了———是一次

开放 ,它的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途径即是布莱克所谓的`改进感官的享受' ” , “六十年代文化生活最显著

的特征是政治上的好斗与文化上的狂放不羁” 。的确 ,这样的解放与狂放本能一直深深地根植于人类渴

望自由的天性中 ,而在六十年代 ,又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了整整一代青年 ———从美国青年的“反战” 、

“性解放”到中国的“红卫兵”运动 ,从波兰 、墨西哥 、法国的学生运动到日本的学生运动……二十世纪的

六十年代 ,成为国际性的青年运动的重要里程碑 。从那时开始 ,一代又一代青年就再也没有从思想解

放 、文化解放 、欲望解放的立场上后退过;从那时起 ,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就与青年运动此起彼伏的动荡进

程相伴相随。而女权主义运动也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从“男女平等”到“性

解放” ,其间其实并不遥远 。这里 ,无意否认女权主义运动对于提高女性的平等意识 、自强意识 、解放意

识的历史意义 ,但任何一场群众运动都难免泥沙俱下 、鱼龙混杂 。尤其是当女权主义运动已经形成了相

当的规模 ,具有了政治的合法性以后 ,一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层面 ,就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态:一方面 ,是

越来越多的女性通过自强不息的努力 ,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争取到了相当可观的空间;另一方面 ,随着

现代化发展出现的消费社会 ,也为女性享受生活直至寻找感官刺激提供了充足的条件。性观念的改变 、

避孕器具的普及 ,还有可以通过性交易获得的经济上乃至其他方面的好处 ,以及“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

态 ,都使得女性的自主意识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蜕变 。相当一部分“另类问题女孩”的出现 ,也使得一些新

的社会问题凸现了出来———从“二奶” 、“一夜情”的涌现到官场上 、商场中 、工作上 、校园里“性交易”的出

现等 。

而今天的“另类女孩”与人类社会中从来就不缺乏的“另类女性”的一个重要区别也许还在于:在过

去“男尊女卑”的传统压抑下 ,女性的风流常常带有不那么张扬的特点;但到了现代化的今天 ,随着思想

解放而导致的价值观念 、生活方式的改变 ,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不断扩大 ,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

的思想解放与欲望解放常常以相当惊世骇俗的方式表现出来———无论是在文学作品中袒露自己的私人

生活 ,还是以完全敞开的方式向公共道德挑战(如与许多女艺人热衷于出版“写真集”一样 ,不少青年女

作家也热衷于描写自己的性体验 、出版图文版的“文学写真”等),都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可

见 ,当解放与疯狂联系在一起时 ,也就隐隐昭示了某种人性的危机———羞耻感的沦丧 、功利心的突起 、人

生观的变异。

值得注意的是 ,有的“另类女孩”已经意识到了危机的存在 ,她们开始寻求转变和超越的途径。如棉

棉就在作品《每个好孩子都有糖吃》 、《盐酸情人》 、《糖》中一再提到了“控制”这个词:“我必须得控制了 ,

也许现在还来得及” ,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我的生活成了一块彻底碎掉的玻璃……我开始懂得控制自

己” , “开始懂得一点点什么是爱了 ,爱的代价之一是必须控制” ……这样 ,棉棉作品中的“控制”也就成了

与“疯狂”既矛盾又互补的主题 ,这一点是发人深省的。此外 ,陈染的中篇小说《凡墙都是门》中也记录了

女主人公在 30岁时回首人生的感慨:“我十几岁的时候 ,激烈躁动 ,情天恨海 ,觉得活到二十多岁就够

了 ,像莱蒙托夫或普希金什么的;二十多岁时 ,愤世嫉俗 ,压抑绝望 ,想 ,决不活过三十岁;等到了三十岁 ,

我忽然就再也不想死了 ,心平气和地看世界 ,能活多老就多老……”可见“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 “时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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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淡化 ———爱情与仇恨 ,理想抱负与失落压抑” 。如果说对于棉棉 ,想控制自我的疯狂情绪常常源于

突然的心理冲动 ,那么在陈染这里 ,看淡人生 、看淡疯狂则是时间之河持续荡涤的结果 。在卫慧的长篇

小说《我的禅》中 ,我们也看到了女主人公相似的生命体验:在大学时代 ,“青春的愤怒 、欲望的火焰似乎

只能用西方的摇滚 、垮掉一代的`大麻诗歌' 、还有没完没了交织着汗水与尖叫的性来表现” ;而到了二十

九岁以后 ,“有一些东西似乎在悄悄改变” ,开始学会“对生命充满越来越多的理解与珍惜之情” ,这样的

意识与疯狂的区别一目了然。还有 ,就是林白中篇小说《致命的飞翔》中刻画的那样:一方面“在想象中

作一个恶毒的女孩使我全身的血液加快 ,瞳孔放大 ,两颊潮红” ,另一方面 , “还是要寻找一个更温和的办

法 ,因为我还要在社会中生存 ,作恶会破坏我的形象 ,使我遭受损失 ,把恶毒的念头放在心里并不是因为

对别人产生恻隐之心 ,也不是缺乏胆量 ,而是因为自私 ,考虑到退路” 。比起那些喜欢张扬疯狂做派的

“另类女孩”来讲 ,这样既有所心计又有所顾忌的“另类” ,也许更能适应社会的生存规则。这是不是也同

时意味着:社会规则 、人类公德对“另类”与“反叛”的强大制约力也并没有被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极端逆行

所冲垮?

说到底 ,无论是心理的自我调节 ,还是时光的无情打磨 ,或者是对社会规则 、人类公德的有所顾忌 ,

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了人性善的强大。疯狂 ,毕竟只是青春期激情的短暂喷发 ,因此“破坏”与“叛逆”也

不可能成为“另类女孩”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处。这些女孩———要么最终被疯狂所毁灭 ,要么在体验了

疯狂以后 ,超越疯狂 、返璞归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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