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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男性視角與女性視角下的女性形象  
 

    本章將論述西方與俄國傳統男性對女性的觀念，作為後續分析托爾斯

泰兩性觀的相關背景。西方男性視角包含了文化與文學中，把女性分類成

善與惡的兩極形象；認為女性應臣服於男性的父權制度；以及男性以所謂

的科學角度 (佛洛伊德精神分析)，解釋女性因生理劣於男性，連帶使性格

也低於男性。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男性視角的普遍現象，也就是厭女現象。

接著在第二節將說明俄國社會與文化中的男性視角，最後第三節則擬以女

性主義文學批評的角度反觀男性視角下的女性。  

 

第一節 男性視角下的女性形象  
 

壹、西方傳統文化中的女性形象  
 

  西方文化與文學傳統中有兩個女性正負形象的代表，早在聖經中就已

出現，分別為耶穌的母親瑪利亞以及人類女性始祖夏娃，前者貞潔而後者

墮落的迥異形象，形成了西方文化中女性原型兩極化的典型。  

 

    一、聖母瑪利亞  

 

  關於聖經中對聖母的描述，是瑪利亞經由聖靈懷孕，並由天使證明了

她的童貞。1天主教中則有更多頌揚聖母的聖經故事，在聖歌中稱聖母為「救

贖的開始」。關於瑪利亞生活的編寫，被公認為可靠的教義。她是父母獻給

上帝的孩子，三歲被送去耶路撒冷教堂，在教堂受教育並為聖地服務。上

帝決定藉由瑪利亞的身體讓耶穌得以呈現出人型。聖母不但是生命的給予

者，也是十字架下最忠實的陪伴者。耶穌出生後，瑪利亞便分擔著他的痛

苦，直到耶穌背著十字架前往刑場，她也仍伴隨在側。聖母的形象也有很

多是藉由聖像畫流傳下來的，如早期基督教的聖母畫像，瑪利亞全身包裹

在暗紅色的斗蓬中，斗篷上的星星圖案象徵她分娩前後的貞節。著名的「弗

                                                 
1  新 約 聖 經  ， ＜ 馬 太 福 音 ＞ ， 1．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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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基米爾聖母像」，背景採用金色，代表永恆的光明，聖母手右中抱著的嬰

兒靠在頸邊，左手似乎在祈禱著，希望把耶穌庇護人們所受的苦難分擔到

自己身上。  

 

  由聖母所演繹出來的女性形象，是美貌、貞潔、充滿母性與自我犧牲

的精神，為男性最渴求的典型。這樣的女性對男性沒有任何的威脅性，並

且還能帶給男性心靈上的慰藉，文學中便有許多以這種男性讚美角度所塑

造出來的女性，如俄國作家屠格涅夫 (И .С .  Тургенев)所寫的《貴族之家》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中的麗莎 (Лиза)、英國文豪莎士比亞 (Will iam 

Shakespeare)筆下《李爾王》 (King Lear)中的考狄莉亞 (Cordelia)都屬此典

型。  

 

    二、夏娃  

 

  舊約聖經中的＜創世紀＞ (Genesis)記載了夏娃的出現：上帝用土創造

了亞當，又為了替亞當找一個合適的伴侶，所以用亞當的肋骨創造了夏娃。

2亞當看到了夏娃，說：「我終於找到我骨裡的骨，我肉中的肉，我要叫她

做『女人』，因為她從男人出來。」 3後來受到蛇的誘惑，夏娃吃了禁果，

然後「又給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了」。於是上帝給予夏娃懲罰：「我要增

加妳懷孕的痛苦，生產的陣痛。雖然這樣，你對丈夫仍然有強烈的欲望，

他要管轄你。」 4  

 

  以上就是＜創世紀＞中對夏娃的全部描述，短短的一段帶給了後世難

以改變的觀念：女人是男人的一部分，是為了男人而生。在＜創世紀＞後，

夏娃的故事仍不斷出現在各類的寫作中，其中最有名的就屬密爾頓 (John 

Milton, 1608-1674)所寫的《失樂園》 (Paradise Lost)。文中的夏娃溫柔美

麗，有如仙女一般，使全世界美的東西都相形見絀；她天真爛漫，有處女

的嬌羞。書中的亞當得到夏娃後，賦予她妻子地位與任務，他說：「女人的

可愛莫過於對家政的考慮，促進丈夫的工作。……我忠誠，給你生命，始

                                                 
2  ＜ 創 世 紀 ＞ 2． 18。  
    後來，主上帝說：「人單獨生活不好，我要為他造一個合適的伴侶，作他的內助。」 
3  ＜ 創 世 紀 ＞ 2． 23。  
4  ＜ 創 世 紀 ＞ 3． 17-20。  



 9

終庇護你。妻子在危險和恥辱潛伏的時候，待在丈夫身邊最安全、合適，

他護衛她，和他同當最重的苦難。」5由此可看出在西方文化中，人類女性

自始祖夏娃開始，就是扮演附屬於丈夫、幫助丈夫的角色。  

 

  除此之外，女性始祖夏娃的特徵亦投射到了女性身上，這些女性特點

是：易受誘惑，並誤導男人。女性不應該自己決斷事情，否則必有災難；

女人對男人有誘惑力及影響力，男人若聽從女人，則會誤入歧途。而這兩

點甚至是猶太教及基督教解經的重點。6由夏娃延伸出的文學形象表達出的

是男性的恐懼，並將恐懼歸罪給女性，就像亞當把吃禁果的原因歸咎於愛

夏娃，要與夏娃共死。夏娃的形象於是走向邪惡，誘惑，及具破壞性力量

的女人，又漸漸衍生為兇狠、使壞心眼的妖婦形象。如希臘神話中的第一

個女人潘朵拉 (Pandora)、莎士比亞筆下的馬克白夫人 (Lady Macbeth)和福

樓拜 (Gustave Flaubert  1821-1880)所寫的包法利夫人 (Madame Bovary)等都

屬於這一類的形象。  

 

貳、父權制度下的女性與男性中心論  
 

  一、父權制度的起因  

 

  遠在蠻荒的狩獵時期，基於生理上的差異，開始了性別分工：男性狩

獵，女性負責處理家務及生育。除此之外，由於人類的生物性  (延續生命

的本性 )  使然，男性為了確保自己與孩子的血緣關係，而要求女性忠貞，

這就是父權的開始，這種男女相處模式起初是生理上的，後來成為精神上

的。 7女性的道德行為開始被嚴格的要求，加上經濟來源由男性掌握，女性

便成為男性權利支配下的附屬品。因此在父權社會中，未出嫁前的女性必

須聽從父親，出嫁後必須聽從丈夫；女性視野被男性主宰，因此她們的視

野狹隘，對社會淡漠，這也正是男權社會所希望建構的女性角色。這是一

個長期沿襲、惡性循環的思想，並經由社會建構，形成了男性支配權利。  

 
                                                 
5  朱 維 之 譯 ， 密 爾 頓 著 。 《 失 樂 園 》 。 台 北 ： 桂 冠 ， 1994， 頁 232。  
6  郭 維 租 譯，矢 內 原 忠 雄 撰。《 創 世 紀 講 義 》。台 南：台 灣 福 音 書 刊 編 譯 基 金 會，1988，

頁 50。  
7  文 良 文 化 譯 ， 羅 素 著 。 《 性 愛 與 婚 姻 》 。 北 京 ： 中 央 編 譯 出 版 社 ， 2005， 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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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父權社會中的女性  

 

  女性不僅在家庭中，在社會上同樣受到父權思想左右。父權觀念使男

性壟斷高階工作，他們認為社會較高階層不應由女性來主導，而該由男性

一手包辦，所以女性只能做剩餘的工作。 8在父權社會中，女性在職場上幾

乎沒有重要性可言，就算女性辭去了她原有的工作，她在社會和家庭中的

地位也不會被影響。即使進入了都市化市場經濟時代，這種社會傳統性別

勞動分工仍未終止，其原因有一部分是慣性使然，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性別

差異的必要，如女性生理機能和母親角色造成不適任某些工作，9也是父權

制度用以強調女性無法拋開家務的盲點。對此，馬克思提出了見解：家庭

中的丈夫代表了資產階級，妻女則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把太太當做生產

工具，當她在家庭內提供了私人的服務之後，她仍被排除在社會性生產之

外，無法賺取分文，而當她想加入社會中的工作賺取所需時，卻又無法盡

到家庭的責任，所以身為經濟收入者的男性就更佔有指使的優勢。 1 0在父

權社會男性的眼中，做家事、哺育孩子、照顧男人是女性應做的工作，即

使女性進入社會職場，她仍然脫離不了這些類型態的工作，如保姆、洗衣

工等。  

 

  由社會建構的過程，以及在第一小節所敘述西方傳統文化對女性形象

的觀念，造就男性掌握權力的關鍵，並進一步認為男人天生就有支配性，

而女人生來是順從的。男性藉性別角色刻板化的過程，造成女性次等地位

的事實，同時藉著社會文化來規範女性，甚至還出現了所謂的科學依據，

例如：佛洛伊德 (Freud Sigmund 1856-1939)用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來論證女性在心理上對男性優於女性的認同，關於這一點將會在下一小節

說明。另外，在文學中不乏女性應臣服於男性的例子，以莎士比亞所寫的

劇本《馴悍記》 (The Taming of  the Shrew)最為經典：一位有錢人的女兒凱

薩琳 (Katharine)個性十分火爆，凡事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不然就發脾氣，

所以一直沒有人敢娶她。這時一位紳士皮楚丘 (Petruchio)，為了得到凱薩

琳豐富的嫁妝，決心冒險娶這名女子。剛結完婚，皮楚丘以夫權不讓凱薩

                                                 
8  Howel l ,  Mar tha  C.  Women,  Product ion ,  and  Patr iarchy  in  Late  Medieval  Ci t ies .  Chicago:  
Univers i ty  of  Chicago Press ,  1986,  p .178 .  
9  Ib id ,  p .29 .  
1 0  黃 耀 輝 譯 ， Rius 著 。《 馬 克 思 》。 台 北 ： 立 緒 文 化 ， 1996， 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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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吃東西，也不讓她睡覺，有好看的服飾卻不讓她穿戴，故意拖延凱薩琳

回家見父親的時間，直到凱薩琳完完全全服從於自己為止。改變後的凱薩

琳令眾人吃驚，並且使大家非常欽佩皮楚丘，從此，凱薩琳成為了一個聽

話盡責的好妻子。這齣戲劇雖有些過份戲謔、誇張，卻顯示出社會認為能

完全順從丈夫，完全沒有自己意見的女人才是好的妻子，丈夫才會有面子。

換句話說，在父權社會中的女性應該是無聲的，她們聽從男性的指示，在

男性的經濟支援下生活，在她們美麗的外表下要有一顆純潔的心，並將這

顆心獻給她們的丈夫，永遠忠貞不二，還要替夫家繁衍子嗣，無私地把自

己奉獻給孩子，發揮母性的光輝，這就是父權制度下的女性生存方式。  

 

参、精神分析下的女性心理與特質  
 

  精神分析是起源於醫學，它原本是傳統醫學 (神經科醫學 )與女人 (歇斯

底里症女病人 )之間的研究，進而發展出人類潛意識與性別特質等種種理

論。在此將簡單整理精神分析對於社會上男尊女卑現象的心理研究。  

 

  一、性心理發展 (Psychosexual development)與陽具歆羨 (penis envy) 

 

    在精神分析中指出，人在嬰幼兒時期所接受的性感官刺激，與日後性

格的發展息息相關，稱為「性心理發展期」。幼童在性心理發展期的其中一

階段會發現男女的差異，辨識出男女生殖器的不同，與此同時，幼兒會對

異性的父母產生愛戀。男孩會選擇母親為愛戀對象，並對父親產生敵對的

情緒，佛洛伊德稱之為「伊底帕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但是男孩會

害怕父親發現他對母親的愛戀，而取走他的陰莖，也就是「閹割焦慮」

(Castration anxiety)的產生。而女孩反之會以父親為愛戀的對象，產生戀父

情結。此外由於她發現自己沒有陰莖，認為母親應對她們的缺陷負責，並

且為此無法寬恕母親。小女孩的心中認為自己被閹割，因而怨恨母親，同

時對父親產生了「陽具歆羨」 (又稱「陽具嫉妒」 )，認為父親能夠提供給

她母親所沒給的。  

     

    二、其他負面女性心理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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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自己被閹割是女孩成長過程的轉捩點，並由此發展出與男孩不同

的心理。有的女孩發現不僅自己被閹割，母親也被閹割，於是開始否定母

親，並且貶低自己作為女性的價值，同時也在一定程度上廢除了自己的主

動性。佛洛伊德還闡述了其他一些成年女性的心理特點。這些女性心理的

特點之一為「自戀」：「對女性來說，被愛的渴望大於愛人的渴望。她們的

虛榮心因為陽具歆羨而天然形成，使得她們常常高估自身的魅力，對她們

早期的性低能做出一種遲到的補償。」 1 1再者為「羞恥心」，是女性為掩飾

在生殖器方面的缺陷而形成的。「缺乏正義感」亦為女性負面的心理特性，

在女性的精神生活中，妒忌佔有支配的地位。此外佛洛伊德認為女性還有

一點負面特性：女性在對社會的興趣方面遠不如男人，因為女性具有對性

關係的自私性，認為彼此相愛就可感到滿足，複雜的社會組織對女性來說

是不重要的。雖然佛洛伊德自己也無法完全斷言上述幾個特點究竟是性功

能的影響或是社會訓練所致，但依據他的理論，性功能對女性心理特質的

影響的確相當深遠：由於陽具歆羨的心理，女性不但會自認較男性低等，

還在個性上產生負面的發展。  

 

  佛洛伊德的精神分析由於大部份研究圍繞著「性」，且作為當時的新興

學科，受到不少的質疑。但不可否認，他的精神分析在醫學、心理學，甚

至哲學都佔有一席之地，因此他所提出對女性的論述，可代表男性對女性

的視角之一，何況以醫學上的分析提出具有科學性的論述，對一般人而言

十分具有說服力。不過對女性來說，精神分析對女性的解讀及對男女差異

的理論卻是有所偏頗的，這個論點也成為日後女性主義研究的重要議題之

一。  

 

肆、文化中的厭女現象  
 

    憎惡與恐懼女性的心理—厭女情結 (misogyny)—是世界各文化中的普

遍現象，是男性潛意識的情感支配，也是父權體制下長期因襲的信念。在

西方文化中，厭女思想起源於古希臘：古希臘的神話與詩作不斷地提及女

性的墮落與邪惡， 1 2除了令人恐懼的女妖，如蛇髮女妖梅杜莎 (Medusa)之

                                                 
1 1  佛 洛 伊 德 。《 精 神 分 析 導 論 演 講 新 篇 》。 臺 北 ： 華 成 圖 書 出 ， 2003， 頁 172-175。  
1 2  何 雯 琪 譯 ， Gilmore  D.D.著 。 《 厭 女 現 象 》 。 台 北 ： 書 林 出 版 社 ， 2005， 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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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許多釀成浩劫的女人，像是希臘神話中的第一個女人潘朵拉，以

及特洛伊城 (Troy)的海倫 (Helen)。之後的古羅馬時代、文藝復興時期亦經

常有作品描繪貪婪不忠的妻子或陰險潑辣的後母等女性陰暗面。此外基督

教聖經中夏娃的出生方法 (由亞當的身體出生，而非一般由女性的身體來進

行生殖任務 )即暗示了女性的次等，且由於夏娃偷吃了禁果，使人類帶有原

罪；這段經過在十七世紀米爾頓的作品「失樂園」中重新以藝術手法詮釋

時，更加強了對夏娃 (女性 )性格的貶抑。女性的負面形象藉由神話原型與

宗教經典深植人心，再透過文學與父權社會發揚光大，接受西方文化者即

被灌輸以女性較男性次等的觀念：女性的出生次於男性，且女性的性格有

缺陷，這些缺陷 (或稱罪行 )包括自私、虛榮、愚笨、軟弱、易受誘惑、愛

搞破壞、善於勾引等道德、精神及智能方面的欠缺。  

 

    一、性與閹割焦慮  

 

  除了上述厭女思想所認為的女性缺陷外，「性」更是厭女心態中的重要

因素，有些部落文化著重於對女性性器官的恐懼與厭惡，西方文化則重視

精神層面 (如前所述，是藉由想像與意念的傳達 )，但大體上兩者都包含著

純淨與汙染的概念，女性本身就會汙染、腐化男性的肉體與心靈， 1 3而藉

由「性」，女性更容易將能迫害男性的物質侵入男性體內。厭女者同時認為

性慾是所有女人最致命的罪惡，女性若是有很強的性慾，男性便很難保證

後代是自己的子嗣，或者性慾強的女性也可能引誘純潔的年輕男性，腐化

他的靈魂。總而言之，性慾與女人的其他罪行意味著女性有意地利用其力

量從事惡行，玷汙、並貶低男性、他的後裔，或是他的理想。 1 4  

 

  在本章第一節第三部分提到佛洛伊德精神分析性心理發展階段，女性

發現自己被閹割以至於產生陽具歆羨的心理，然而從另一方面來說，男性

的閹割焦慮，也是心理學中最早用來解釋厭女情結的理論之一。閹割焦慮

是男性心理發展的必經之路，當男童覺察到男人與女人 (有無陰莖 )的差別

後就開始認定陽具是力量的象徵，他害怕自己會因為愛戀母親而被父親閹

割；女人對男人來說就是被閹割、殘廢的男人，而後男孩建立性別分化的

                                                 
1 3  同 上 註 。 頁 214。  
1 4  同 上 註 。 頁 數 同 上 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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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時，將被動、柔弱等性格視為女性的特質，因而男性最後看待自身女

性特性時，會充滿恐懼與蔑視，就和他看待被閹割的女性一樣。 1 5除此之

外，佛洛伊德認為男性小時後的戀母情結比女性小時候的戀父情結帶來的

衝擊更深，所以在良心的顧忌與不安都比女性多出許多，也就是說，閹割

焦慮會使男性道德良心的發展層次高於女性。佛洛伊德試圖以科學的方法

來解釋女性性格上的缺陷，然而顯現出來的卻是「陽物中心主義」

(phallocentrism)，男性的智能與精神層次皆比女性優越的原因就是女性沒

有陰莖，這是極為牽強與偏頗的推論。  

 

    二、厭女觀的影響  

 

  綜合閹割焦慮的潛意識、對女性的恐懼與幻想，可以說厭女心態就是

一種幻想症 (paranoid delusion)，女性被這種妄想心理妖魔化成無情而強大

的敵人，而她所扮演的其實就是男性心理恐懼的一種反射。 1 6不論女性在

什麼樣的角色與地位皆會被男性厭惡，因而產生多種厭女觀。例如妻子恐

懼症 (uxorophobia)或恐婚症，乃歸因於男性與妻子的敵對，不信任妻子的

忠誠，或對與女性共處婚姻生活的恐懼。此外，即便男性在孩童時期產生

過伊底帕斯情結，但也同時產生「母親恐懼症」 (matriphobia)，對好懲罰

的母親產生恐懼之情，這也是出現在男性心理的一種厭女形式，壞母親、

壞後母的主題可常在西方文學中見到，當然也延伸到岳母或婆婆的角色

中。種種的厭女觀讓男性在潛意識中將男性與女性的地位區隔開來，加以

父權社會中的性別分化教育與制度，女性受到壓制似乎已成為理所當然。  

 

    以上是普世男性視角下的女性形象，下一節將分析傳統俄羅斯父權社

會下的女性形象。  

 

第二節 十九世紀俄國女性形象  
 

    在本節中將敘述十九世紀俄國女性的生活，以及文學中的女性形象，

                                                 
1 5  吳 庶 任 譯 ， 亞 當 ． 朱 克 思 著 。 《 為 何 男 人 憎 恨 女 人 》 。 台 北 ： 正 中 書 局 ， 1996， 頁

181-182。  
1 6  何 雯 琪 譯 ， Gilmore  D.D.著 。 《 厭 女 現 象 》 。 台 北 ： 書 林 出 版 社 ， 2005， 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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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分析俄國男性如何看待女性的價值。  

 

壹、社會中婦女的從屬地位  
 

    帝俄時代的婦女始終是受壓迫的階層，她們在政治上無權，在生活中

也受到男性的奴役，附庸於男性。十六世紀的《治家格言》 (Домострой)

被許多一家之主奉為圭臬，做為治家、管束妻子的參考，書中教導男性以

暴力管理妻子，妻子有錯，便動則以拳腳或鞭子體罰，因此當時許多婦女

都被打成殘疾。 1 7到彼得大帝改革時期，多數男性離家服役於軍隊或是幫

助國家建設，丈夫不在身邊，女性需承擔經濟來源，因此許多婦女會在街

上買賣飾品或做些針線工。 1 8然而在彼得大帝的制度之下，女性仍必須以

家務和照顧孩子為主， 1 9而家務就代表了永遠做不完的事，像是衣服的縫

製、清洗、修補；食物的取得、保存、烹飪等……。十八世紀的民族學家

發現，俄國女性的工作量遠超越其他歐洲地方的婦女， 2 0不過她們工作的

範圍仍是在家庭之中。十九世紀，俄國分別發生了衛國戰爭、十二月黨人

革命以及克里米亞戰爭，只有在戰亂時期，女性才得以從事社會性的工作，

尤其在克里米亞戰爭與亞歷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Николаевич)前後時

期，很多女性自願加入救護與醫療，政府還在高職設立女子醫科學校，並

讓女性普遍得以接受中學教育，受過一點教育的婦女都有意願從事各種職

業。不過卻有保守人士對這樣的女性進行攻擊和汙篾，政府亦對婦女高等

教育不感興趣。 2 1儘管受過教育、有能力的女性也想為國家付出，社會卻

無法認同她們不把心力放在家庭和孩子身上，認為這樣的女性毫無價值。2 2

對所有俄國女性來說，只有婚姻是一生中最主要的事情，而以下就要分別

敘述貴族婦女與農民婦女的狀況。  

 

    一、貴族婦女  

                                                 
1 7  任 國 英。 ＜ 俄 羅 斯 婦 女、家 庭 和 人 口 問 題 一 瞥 ＞。《 俄 羅 斯 文 藝 》，聯 第 68 期 ,  2003，

頁 75。  
1 8  同 上 註 。 頁 同 上 註 。  
1 9  Engal ,  Barbara  Alpern ,  Women in  Russ ia ,  1700-2000,  UK: Cambridge  Univers i ty  
Express ,  2004.  p .28.  
2 0  同 註 17。 頁 75。  
2 1  劉 炳 均 著 。 《 俄 國 歷 史 概 論 》 。 台 北 ： 國 立 編 譯 館 ， 1999， 頁 238。  
2 2  同 註 19。 p.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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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族間的婚姻是利益的交換，嫁給有錢的人或娶一個有錢的女子都能

增加家庭的財富。 2 3從中世紀開始，嫁妝越多越能緩和或改善婦女在夫家

中地位，然而財產仍是由丈夫控制， 2 4因此俄國有一句諺語：「有錢的未婚

妻，只在婚前有。」 (Богаты  невесты  — да  до  венца . )貴族女性從小就被灌

輸要成為別人妻子的思想，大多數的女性也十分早婚，若到了適婚年齡仍

未嫁 (超過十八歲 )，就如同商品失去了價值，成為父母的負擔。十九世紀

俄國著名的評論家別林斯基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以婚姻

行為作劃分的指標，將當代女性分為兩組：待嫁的少女和已婚的婦女。2 5年

輕女性藉由結婚來獲得主婦的地位，在表面上提昇了自己的價值，接著再

替自己的女兒擬訂同樣的志向：成為未婚妻。可是不論是未嫁、待嫁或已

嫁的女性，在社會上都只能附庸於男性，以別林斯基的話來說，女性「什

麼角色也不扮演」。 2 6未婚女性因從小接受這種社會價值，失去獨立思考的

人格，也不由自主的被物化。她們人生唯一的目標就是成為未婚妻，在其

他的思想與知覺上十分軟弱，對社會上的其他議題反應呆滯、冷漠，總順

應著男人，男人也因此愈加覺得女性枯燥乏味，別林斯基認為，這就是男

性主導的社會所造成的女性集體失語現象，並且惡性循環地影響了社會的

思考模式。 2 7  

 

    二、農民婦女  

 

  農民女性的工作十分艱苦，她們的婚姻也如貴族女性一樣是利益的轉

換，只不過獲益者只有丈夫，而獲得的除了嫁妝，還有勞動力。許多婦女

的嫁妝都被丈夫拿去還債或喝酒，婚姻等於是丈夫解脫經濟困境的手段，2 8

而婦女只能在家無止盡的幹活，成了奴隸 (男性農奴 )的奴隸。 2 9此外，有些

農村婦女的丈夫長期在外做工或服役，使得她們為了脫離貧困，只得以賣

                                                 
2 3  同 上 註 。 頁 30。  
2 4  姚 海 著 。《 俄 羅 斯 文 化 之 路 》。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 1994， 頁 99。  
2 5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А .С .  Пушкина ,  Москва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с .53 .  
2 6  Также ,  с .51  
2 7  傅 璇。＜ 性 別 角 色 的 被 給 定 和 男 性 主 導 － 維．格．別 林 斯 基 的 女 性 主 義 思 想 解 讀 ＞ 。

《 俄 羅 斯 文 藝 》 ， 聯 第 74 期 ， 2004， 頁 44。  
2 8  同 註 24。 頁 198。  
2 9  Engal ,  Barbara  Alpern ,Women in  Russ ia ,  1700-2000,  UK: Cambridge  Univers i ty  
Express ,2004.  p .54 .  



 17

身來養活自己和孩子。性道德對中下階層的婦女來說，已不是意志力和教

育程度所能控制，而是取決於命運與境遇。 3 0  

 

  俄國女性不被尊重，還可從一些諺語看出，例如：「一隻母雞不是雞，

一個女人不是人。」「男人不打妳，就是不愛妳。」《克洛采奏鳴曲》中的

一個老商人也說：「在地裡別相信馬，在家裡別相信老婆。」在如此男性中

心的社會中，女性不僅無聲，其價值也被侷限在家務中。  

 

貳、十九世紀文學中的女性  
 

    一、正面形象的女性  

 

  從十九世紀到俄國大革命前，俄羅斯文學中作品中出現一系列優美的

女性形象，稱為「俄羅斯婦女的畫廊」 (Русская  женская  галерея)， 3 1這些

女性不但美麗，而且堅毅勇敢。最具代表性的為詩人普希金 (А .С .  Пушкин)

敘事詩《葉甫根尼．奧涅金》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中的塔吉雅娜 (Татьяна)，

她質樸、聰慧、忠於愛情也忠於婚姻；她的美是一種安詳、坦然的美，普

希金並強調她心中與俄羅斯民族和大自然之間的情感，甚至稱她為「俄羅

斯的靈魂」。在作品中，作者以她充實的心靈，反襯了利己主義者的空虛。

除了塔吉雅娜，以文字優美著稱的屠格涅夫 (И .С .  Тургенев)在小說《貴族

之家》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中，塑造了溫柔、美麗、善良而且道德高尚的

麗莎 (Лиза)。相較於塔吉雅娜對民族的熱愛，麗莎則有著對宗教的虔誠，

隨時準備為別人受苦，對愛情忠貞不渝。另外，杜思陀耶夫斯基 (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所寫的《罪與罰》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и  Наказание)

中，女性角色索妮亞 (Соня)的妓女身分和前兩者有天壤之別，然而她也擁

有純潔的靈魂，對神的信仰使她散發光芒，她為家人犧牲，勸慰了因殺人

而與心靈交戰的男主角拉斯科尼柯夫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這樣的女性在十九

世紀文學中十分廣泛，即使出身不一，其共同的特徵是擁有純潔的心靈與

精神。  

                                                 
3 0 同 上 。 頁 199。  
3 1  徐 稚 芳 著 。 《 俄 羅 斯 文 學 中 的 女 性 》 。 北 京 ： 北 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1995。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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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些美好的女性角色在俄國男性作家的作品裡向來不是中心人

物，作者只是把對完美女性的藝術想像投射在文學裡，同時像鏡子一樣，

用來反射和影響更重要的男性角色的良知。 3 2如《葉甫根尼．奧涅金》中

的塔吉雅娜、《羅亭》 (Рудин)中的娜塔莉亞 (Наталья)，都猶如男性角色的

試金石般，考驗他們心中的懦弱，讓男主角「多餘人」 (лишний  человек)

的性格表露無遺。女性角色不需要具體清晰的思想，她們扮演的是心靈導

師，只要純真可愛便足以拯救男性。  

 

    二、母親  

 

  俄國文學中所推崇的另一種女性形象為母性，關於母性的根源可回溯

至東正教的教義及民間信仰，尤其是對聖母的崇拜。在十九世紀俄國文學

中比較特別的是，「保母、奶娘」 (няня)比母親更具備母性。到了十九世紀

末、廿世紀才有較多的母親形象，如高爾基於一九Ο八年所寫的《母親》，

尼洛夫娜．弗拉索娃是一個為了兒子的真理與工人階級的理想而奮鬥的母

親，也是二十世紀初蘇聯新女性的代表。就男性來說，成為母親是女人的

天職，沒有子女的女性便是可憐可笑的，托爾斯泰在描寫《戰爭與和平》

中的索妮亞 (Соня)和《安娜․卡列尼娜》中的瓦爾瓦拉公爵小姐 (Варвара)

時，多少帶點貶抑的字眼，暗諷她們的無趣與無用；而托爾斯泰對於安娜

的責難，有一部分在於安娜的避孕行為。即使安娜已為人母，但是在托爾

斯泰的眼中，母親與性慾是不得並存的。  

 

    三、令男性害怕的女性形象  

 

  美麗的女人不一定是正面的形象，以塑造女性形象著稱的俄國名作家

屠格涅夫，其筆下動人的少女形象被稱為「屠格涅夫家裡的姑娘」

(Тургеневские  девушки)，他不只側重女性的美貌，對女性的感受和思想是

偏向神祕的。屠格涅夫亦描寫負面的女性形象，如《貴族之家》中主角拉

芙列次基 (Лаврецкий)被誤傳已經去世的妻子瓦爾瓦拉．巴甫洛夫娜

                                                 
3 2  Engal ,  Barbara  Alpern ,  Women in  Russ ia ,  1700-2000 . ,UK: Cambridge  Univers i ty  
Express ,  2004,  p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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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Варвара  Павловна)：她細心保養的漂亮手指；披著鬈髮的美麗頸部；精

心打扮梳理的儀容。然而她的背叛與貪婪本性，卻毫無疑問的與拉芙列次

基心儀的麗莎完全相反。在屠格涅夫另一部作品《春潮》 (Вещные  Воды)

中亦有兩個強烈對比的女性：杰瑪 (Джэмма)，一個美麗動人、天真善良的

少女；瑪麗亞．尼可拉耶夫娜 (Мар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則是一個美豔、富有、

如有著魔咒一般的已婚婦女，迷惑了杰瑪的未婚夫。《煙》 (Дым)中的伊琳

娜 (Ирина)也屬這一類型，美麗，冷酷無情，潑野又帶點神經質，好勾引男

人，玩弄別人的感情，貪婪的欲望永遠無法滿足。  

 

  男性作家對於刻薄的老女人與新女性則明顯有著厭女心態，如《黑桃

皇后》 (Пиковая  Дама)中的女伯爵，有著神秘的三張底牌，被男主角憎惡

並殺害，後來又變成令人害怕的鬼魂形象。《罪與罰》中放高利貸的老太婆

更被男主角認為是社會的寄生蟲。此外，新女性在男性作家的心中也是不

受歡迎的，雖然他們表面上支持婦女解放運動，心裡卻是嗤之以鼻。 3 3在

《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中的庫欣娜 (Евдосия  Кукшина) 和《帶狗的太太》

(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中古洛夫 (Гуров)的妻子便是以新女性的形象出現，然而

作者們卻以帶有嘲諷的口氣描寫她們；在《克洛采奏鳴曲》中一開始出現

在火車上思想新潮的太太，也是既不漂亮也不年輕的女菸槍。  

 

  除此之外，多數女性對男性而言是謎樣的、充滿性誘惑和危險的，在

俄國男性作家眼中，女人更是莫測、歇斯底里而充滿熱情的動物。男人不

斷想解開女人的謎，在《初戀》 (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中， Зинаида 的謎一旦解

開，她便走向死亡。《高加索俘虜》 (Кавказские  Пленники)、《安娜․卡列

尼娜》的女主角與《白痴》 (Идиот)中女性，皆展現了性及淩駕男權的欲

望，最後也都走向被毀滅的命運。 3 4作者會同情書中女性角色生活在男性

所建立的社會，並讚許女性反對男性專制，不過女性觀點與女人話語在俄

國父權社會中似乎是無聲的，只有死才是唯一的表達方法。  

 

    四、作家生平與其對女性的心理  

                                                 
3 3  Marsh  Rosal ind ,  Women and Russian  cu l ture  :  pro jec t ions  and se l f -percept ions ,  New 
York  :  Berghahn Books,  1998 ,  p .16 .  
3 4  Ib id ,  pp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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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十九世紀男性作家的生活，普希金婚前追求女性不遺餘力；萊蒙

托夫 (Лермонтов  М .Ю . )自卑於自己的外型，以報復的心態與女性來往，如

同《當代英雄》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ини)中的彼丘林 (Пичёрин)，對愛情與

婚姻不屑一顧，對女性抱著征服的心態；屠格涅夫的母親是性格殘暴的地

主，對兒子極為嚴厲，對僕人和農奴更是冷酷。托爾斯泰婚前曾誘拐過農

家婦人，類似《魔鬼》 (Дьявол)中的情節，婚後則依照自己理想中的藍圖

塑造妻子；杜思妥也夫斯基年輕時心儀的少女不幸遭到殺害，他後來也經

過兩次失敗的婚姻才找到終身伴侶；契訶夫年輕時乃不婚主義者，時常出

入風化場所，直到遇到了女演員奧莉嘉 (Ольга  Книппер)，才展開了婚姻生

活。契訶夫的許多作品中有許多是以女性為題，例如《帶狗的太太》、《跳

來跳去的女人》 (Попрыгунья)、《可愛的女人》 (Душечка)、《三姐妹》 (Три  

Сестры)…等。作者在這些短篇小說或戲劇中表現了女人較負面的思想及

性格，像是自命不凡學習各種藝術的妻子；毫無自發性的思考，人云亦云

的苦命女子；軟弱一事無成的姐姐。他婚前的作品中常表現對婚姻與女人

的蔑視，婚後才對新女性有較多的描寫。作家們總是在作品中的女性身上

反映現實，並寄託理想，只不過依照他們個人的經歷，很難公正地評斷女

性。  

 

  延續男性中心思想的俄國寫實文學，幾乎所有的規則、主題和風格都

是由男性作家所訂立的，作品中女性角色總是依附在男性角色之中。但不

論是正面或負面形象的女性角色，都揭露了男性心中對女性的恐懼，害怕

婚姻、害怕承諾、害怕女性的背叛、害怕女性的思想會令男性無法掌握，

更害怕如神話原型中女巫般的女人。作家心中對理想女性的嚮往與厭女心

理的矛盾交纏，反射出的正是俄國女性角色在寫實文學中的命運。  

 

    然而比較文學與現實，女性在現實中更不被重視，尤其像文學中正面

的、美好的女性根本不存在。正如別林斯基所說：「在我們這裡，完美的性

別只存在於長篇小說、中篇小說、戲劇和哀歌之中。」 3 5文學中美好女性

的形象反映了男性的理想，反之，可怕女性的形象反映的是男性的恐懼與

                                                 
3 5  Белинский  В .Г.  《 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А .С .  Пушкина .  Москва :  Гослитиздат,  с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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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惡。十九俄國文學中的女性不僅無法替當時的俄國女性發聲，反而產生

了無形的壓力，將女性束縛在某種典型之中。  

 

第三節 女性主義視角下的女性  
 

  由於女性問題跨越了歷史時空，受到了不同的地域、文化影響，也由

於取材重點的不同，產生了各種流派。當今女性主義的脈絡大體上結合了

如語言學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精神分析…等理論，但在廣大女性議題

歷史淵源及分析方法的差異中，我們仍能清楚看見其共同的基本訴求都在

於描述男女不平的現況（女性位於低等的處境）、用女性的觀點解釋其原

因，進而尋求改善之道、建立平等共存的新文化。  

 

壹、對男性視角的反駁  
 

    本節將以女性主義來檢視父權制度下的女性，目的在指出男性視角對

女性認知的偏頗與刻板，及男性中心社會對女性強制的塑造與壓迫。  

 

    一、對父權制度中女性形象的反駁  

 

  以基進女性主義 (Radical  Feminism，亦翻作激進女性主義 )的主張看

來，父權制度正是壓迫女性自主權的根源。女人真正的性稟性 (sexual nature)

和完整的人格，原本應該和男性一樣，是主動而敢為的，但我們卻無法從

一般的女人身上看出這些特徵，原因在於她們受制於社會所建構的「永恆

的陰柔」 (Eternal Feminine)的理念， 3 6亦即社會所賦予女性的形象是一種

刻版印象，讓女性從小被塑造、被支配、或自行追求這種形象，例如：皮

膚光滑、溫柔而被動、擅於家事…等。然而所謂的「女性特質」是由社會

界定，並非與生俱來的。在米列 (Kate Millett)的重要著作《性政治》(Sexual 

Poli t ics ,  1970)中就明確指出，社會藉性別角色刻版化的過程，使婦女接受

她們的次等地位；父權制度誇大男女的性別差異，以確保男性擁有支配權

利，而女性則是男性的附庸。米列更明白闡述，若想要在父權社會裡生存，

                                                 
3 6  顧 燕 翎 主 編 。 《 女 性 主 義 理 論 與 流 派 》 。 台 北 ： 女 書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2004， 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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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性最好要有女性化的舉止，否則便有可能遭到「各種殘酷與野蠻的對

待」。 3 7因而「性政治」指的就是對男性權力有利的「男性政治」。更早之

前約翰．史都阿爾特．米爾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即提出了《女人的

屈從》 (The Subjection of  Woman ,  1869)，在這本著作中分析了男人如何一

邊鞏固其權力，一邊從神話、宗教、意識形態及哲學、科學奠定基礎，以

便將他們的權力合法化。如本章前兩節所提，不論在西方傳統文化中好女

人—聖母的形象，或壞女人—夏娃的形象，還是俄國文學中純潔心靈的少

女與妖婦的角色對比，皆是在父權制度中強行灌輸在思想中的刻版印象。

女性鮮少致力於決定自己的命運，而是委身在男性所制定的家庭、經濟、

政治、宗教規範下生存，從祖先流傳下來的父權體系不間斷地支撐男性在

現實中的權力。而這臣屬於男人的情況，就被稱為女人的天性。 3 8  

 

    二、女性主義文學批評  

 

    文學中的婦女形象即是父權社會中對女性角色刻版化極重要的一環，

教導女性的角色就是聽命於男性，並且以婚姻為畢生的職志。英國詩人巴

特摩爾 (Coventry Patmore 1823-1896)以讚許的口吻出版了詩集《屋裡的天

使》 (The Angel in the House  1854)，以自己的妻子艾蜜莉 (Emily)為範本，

描寫溫柔乖順、以夫為貴、以家庭為中心的女性形象，如同天使般守護家

庭，因此家庭幸福得以維繫。相對於這種讚揚的方式，更早之前莎士比亞

的《馴悍記》，就以喜劇手表現女性應馴服於男性的掌控之下，成為奴隸。

女性主義文學批評發現，父權社會文化往往盡其所能地塑造一個快樂的、

滿足的、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使得女性自幼就嚮往這種形象，並把自己

的一生寄託於家庭與婚姻；有主見又多言的潑辣女子會「嫁不出去」，且人

人撻伐，讓女性害怕違反父權制度的規範。英國女性作家吳爾芙 (Virginia 

Woolf)於 1928 年受邀在英國劍橋大學演講時，列舉了多位文學中的女性形

象，然後說：  

    如果除了男人寫的小說以外，女子並不存在於現實中，我們還會

覺得她們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呢！我們還覺得她們是千變萬化的呢；英

勇的和平凡的；光耀的和卑賤的；秀美無倫的和醜陋無比的；像男子

                                                 
3 7  同 上 註 。 頁 127。  
3 8  吳 靜 宜 譯 ， 雪 維 安 ‧ 愛 嘉 辛 斯 基 著 。《 性 別 政 治 》。 台 北 ： 桂 冠 圖 書 ， 2005， 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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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偉大的，有人甚至覺得比男子更偉大。但這不過是小說中的女

人。事實上，宛如崔維爾炎教授 (Trevelyen G.M.，現代英國史學家 )所

指陳的，她是被鎖了起來，被毆打，且被在屋裡推搡得東倒西歪的。  

  一種很古怪、很複雜的動物就此出現了。在想像中，她是最重要

的；實際上，她是完全無關輕重的。她自封面到封底充溢於字裡行間；

但在歷史上卻杳無蹤影。在小說中，她主宰著帝王及勝利征服者的生

活；事實上，她卻是受那父母之命，強行把指環套在她指上的任一個

男孩子的女奴。在文學上，多少富於靈感的句子，多少深刻的思想自

她的唇邊吐發；而在實際生活中，她幾乎不能讀書，幾乎不能拼字，

只是她丈夫的私有財產。 3 9  

 

    吳爾芙一針見血地指出女性在文學與現實中的差異，像是「一個充滿

了生命與美的靈異之物，卻在廚下剁著羊脂油」。 4 0不過即使在文學中，女

性仍不是獨立自主的個體，仍被男性價值觀的文學常規及歧視扭曲女性的

意識形態所主導，所以文學中的女性看似佔有篇幅，實則是無聲無息的。  

 

    三、女性主義與精神分析  

 

    佛洛伊德的精神分析開創了新的科學領域，亦引發女性主義的熱烈討

論。其「閹割焦慮」和「陽具歆羨」理論，皆強調生理差異對人格發展的

影響，佛洛伊德甚至說這些心理顯示了「生理即命運」。 4 1然而，絕大多數

的女性主義學者都不會認同生理性別等於社會性別；人們習以為常的性別

角色決不是天生的，如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在《第

二性》中所主張「女人並非生來就是，而是後天變成的」(One wa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 )  。 4 2她在研究精神分析時提出，「所謂陽具崇

拜並不因為男人先天有陰莖，而是由於社會賦予陰莖不尋常的權力」。 4 3關

於這一點，米列也在《性政治》中有同樣的看法：「若小女孩真的有荒誕不

                                                 
3 9  張 秀 亞 譯，維 吉 尼 亞．吳 爾 芙 著。《 自 己 的 房 間 》。台 北：天 培 文 化 有 限 公 司，2004，

頁 80-81。  
4 0  同 上 註 ， 頁 81。  
4 1 顧 燕 翎 主 編 。 《 女 性 主 義 理 論 與 流 派 》 。 台 北 ： 女 書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2004， 頁

178。  
4 2  同 上 註 。 頁 83。  
4 3  同 上 註 。 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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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什麼陽具歆羨，那也是因為小女孩生長在男性至上的文化 /社會中，早

已習於羨慕男性的一切。」 4 4相對於小男孩心理上所經歷的「閹割焦慮」，

女性其實是在青春期時就被父權社會閹割，在生理趨於成熟的過程中，對

社會上男性的優越觀察得越來越清楚，女孩漸漸意識到命運的逼近，發現

自己屬於「他者」( the Other，存在主義中所說不是為自己而存在的一方 )，

只能被動的依循父權社會價值觀來取悅他人。  

 

    生理性別和社會性別原應屬於不同的論場，佛洛伊德在精神分析中不

斷強調的陽具歆羨理論就如同圍繞著陽具為中心的男性性唯我論，將女性

解釋成為了滿足男人、獲得男人的愛而存在。曾就醫於佛洛伊德的女病人

(也是佛洛伊德的女弟子 Karen Horney)就撰文反駁陽具歆羨實為基於男性

自戀的錯誤想法；有女性主義學者更指責佛洛伊德的影響造成了「賢妻良

母迷思」，因為它讓社會上的性別角色套入了人造的公式， 4 5將多數女性一

生致力服侍丈夫、養育子女的原因完全歸詰於自然，而實質上仍將母性視

為次等， 4 6女性甚至不存在於精神分析研究的主體裡，只是依附在其母子

關係中被論及，證明了西蒙‧波娃的女性「他者」理論。不過儘管女性主

義學者對精神分析有諸多反擊，證明了它一直侷限在父權觀念之內，佛洛

伊德的研究仍能有助於了解男性心理與父權社會文化。  

 

    四、生育與母職的討論  

 

    女性特有的生育能力和母親的身分一直是處於女性主義核心的議題。

在西蒙‧波娃的思想裡，女性受到身體極大的拖累，被生育系統限於奴役

之中，以致讓女性的自由發展受到阻礙。後來的女性主義學者認為西蒙‧

波娃對女性身體過度抱怨，可以解讀為對男性身體的肯定，反而強調了二

分法的階級概念，接受了男性的價值觀。 4 7但無論是何種說法，兩者要爭

                                                 
4 4  同 上 註 。 頁 179。  
4 5  同 上 註 。 頁 179。 (Bet ty  Fre idan 在 Feminine  Myst ique 一 書 中 所 提 出 。 )  
4 6  蔡 秀 枝 。 ＜ 克 麗 絲 特 娃 對 母 子 關 係 中 "陰 性 "空 間 的 看 法 ＞ 。 《 中 外 文 學 》 ， 第 二 十

一 卷 ， 第 九 期 ， 頁 35。  

    佛 洛 伊 德 在《 文 明 及 其 不 滿 》 (Civ i l iza t ion  and  I t s  Disconten t )中 表 示 母 親 角 色 的 影

響 力 是 負 面 的 ， 父 親 的 影 響 力 是 正 面 、 進 步 的 ， 嬰 兒 的 伊 底 帕 斯 情 結 需 要 父 親 的 介 入

來 消 解 或 壓 抑 ， 因 此 父 系 社 會 的 建 立 乃 是 文 明 進 步 的 動 力 。  
4 7 顧 燕 翎 主 編 。 《 女 性 主 義 理 論 與 流 派 》 。 台 北 ： 女 書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200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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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皆是生育選擇權，也就是懷孕、避孕與墮胎的自主權。幾乎所有地區

的女子婚前必須保持處子之身，並且禁止墮胎；某些宗教則禁止避孕；也

有一些情況是女性被迫成為生殖工具 (如女黑奴 )或被強制墮胎 (如開發中

貧窮國家的婦女 )。女性生育後代與否通常是出於社會期許或宗教、法令的

規範，而非自我意願。即便佛洛伊德的精神分析說生孩子是女性最強的欲

望，也無法解釋性慾的複雜性，更不能抹滅許多婦女不是在積極的計畫下

生下孩子的事實。  

 

    除了生育，照護孩子的工作也被認為是女性的天職。父權文化以各種

「自然的方式」讓女性相信為人母應該是一生的職志，一再強調母職的偉

大，所有的女性因成為母親而有價值、所有的小孩都需要母親。母親對孩

子的付出是不受懷疑的，然而小孩依賴母親，是因為父權社會中把帶小孩

的責任放在母親的身上。米歇萊‧巴瑞特 (Michele Barrett)在《今日女性的

壓抑：馬克思主義女權主義分析的問題》 (Women’s Oppression Today: 

Problems in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 ,  London :N.L.B, 1980)中闡述女性既

是「聖母」也是「淫婦」的角色，可以看出男性在如此的家庭型態中是最

大的獲利者：  

    這一女人的並生形象，一方面是作為男子的性玩物，一方面則作為他

們孩子的貞潔母親……由此男子既確保了他們家庭神聖和延續，又獲得了

超乎家庭的性快樂。 4 8   

 

    男性中心社會以母職來界定女性，好像「正常」的女人應該擅長擔任

母職，而且一定能從中獲得滿足；母職被視為「全天候」的責任、女人的

天職，女性的生活卻因此被局限於家庭之中，仰賴丈夫的經濟來源，也成

為被丈夫壓迫的階級。馬克思主義和基進女性主義者皆指出這種自古以來

女性在家庭的無償勞動是一種剝削，所謂的兩性分工實則是主人與奴隸的

關係。女性主義不是主張擺脫母職，而是要改善母職所面臨的壓迫。一九

八三年英國研究學者瑪麗‧包爾登 (Mary Boulton)所做的調查中，三分之二

                                                                                                                                                         
115、 116。  
4 8 陳 引 馳 譯，格 蕾 格 林、考 比 里 亞 庫 恩 編。《 女 性 主 義 文 學 批 評 》。台 北：駱 駝 出 版 社 ，

1995， 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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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受訪者認為母職帶給她們生命意義與目標。 4 9只是女性在擔任母職時所

被要求盡的「本分」，卻使她們失去了在政治、社會、經濟主導權，因此要

廢除的不是母親角色，而是既得利益者所創造的母親角色制度。  

 

貳、結語  
 

    「生理性別不等於社會性別，人們習以為常的性別角色絕不是天生

的，而是男權社會共謀的結果。」 5 0自十九世紀末的吳爾芙至今，女性主

義者努力地想要殺死「屋裡的天使」，爭取自由與自主。男性的二元論將人

類的性別差異無限擴張，又將女性二分為貞節烈女和蕩婦淫娃。在歌頌和

懲罰中，女性漸漸清醒，發現自己的發展與多樣化是聖經、莎士比亞作品

或佛洛伊德的臨床病例無法描繪，更不該是父權制度所規範的模型。  

 

    本論文在下一章中，將以此西方男性視角及俄國傳統兩性相處的模式

為背景，並依循女性主義的精神，繼續探討托爾斯泰的兩性觀。  

 

 

 

 

 

 

 

 

 

 

 

 

 

 

                                                 
4 9 何 穎 怡 譯 ， 裘 伊 ． 瑪 姬 西 絲 著 。《 女 性 研 究 自 學 讀 本 》。 台 北 ： 女 書 文 化 事 業 有 限 公

司 ， 2001， 頁 224。  
5 0 朱 剛 著 。 《 二 十 世 紀 西 方 文 藝 文 化 批 評 理 論 》 。 台 北 ： 揚 智 文 化 ， 2002， 頁 1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