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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与抗争：《青春之歌》叙事中的
女性话语思考

 李邱娴雅

摘 要：《青春之歌》讲述的是在革命斗争的宏大背景下一位女性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小说展示了在革命

时期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现实，个人投身革命才能真正实现身心自由和成长。在继承和发展

五四以来女性主义文学思潮的基础上，它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来审视和认识妇女解放问题，其中的女性话语

与革命叙事和宏大叙事相融合，呈现出消解主人公性别意识的特征。文章结合《青春之歌》的内容叙事特点

以及文本创作语境对小说中的女性话语展开思考和分析。

关键词：《青春之歌》 女性话语 矛盾与抗争

《青春之歌》是诞生于“十七年文学”时期的革命历

史小说，这些作品是革命亲历者对自身革命经历和革命

心路历程的回顾，因此部分作品会被删减、篡改乃至重构

以迎合意识形态规范。《青春之歌》作为革命历史小说的

代表作品也具有同样的特征，遵循当时的意识形态规范

展现主人公的爱情和革命成长历程，同时也在革命叙事

和宏大叙事下蕴含女性话语，体现文学作品独特的色彩。

作者杨沫和主人公林道静的女性身份更加便于揭露当时

社会中压抑的女性问题，同时这些女性问题也与当时的

阶级意识矛盾和社会矛盾融合起来，因此，《青春之歌》

中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关注自我的需求以及女性命运

在时代背景下的被动和无奈。可以说《青春之歌》是革

命话语与女性话语、宏大叙事与个人叙事相融合的典型

文本。

一、《青春之歌》中的革命话语与女性话语

《青春之歌》是当代作家杨沫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

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学生运动

为背景，以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历程为主线，在革命叙事

背景下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青春之歌》将

传统的爱情主题与当时的革命斗争的宏大历史背景融合

起来，通过革命话语与女性话语相结合的方式以独特的

女性视角展现了女性追求解放的义无反顾。

《青春之歌》中的主人公林道静成长道路上遭遇许多

艰难，家庭带来的矛盾引起了她第一次的坚决反抗和人

生更迭，在父亲的虚情假意、后母的冷漠无情以及逼婚下

林道静选择逃离家庭开始自己的反抗，去追求自己的理

想和自由。小说将女性形象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大背

景下进行描写，展现了林道静这一人物形象所体现出的

新时代女性生存境遇。通过主人公的第一次反抗，作者

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落后思想，展现了不断强化的

家庭矛盾，为女性话语的表达做铺垫。

经历第一次人生重大抉择的林道静离开家庭走上追

求自由和理想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也更加清晰地认识现

实，在走入社会后遇到的余敬堂使她陷入阴谋，导致林道

静在打击之后逐渐消沉，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追求和理想。

在这样的环境下，由林道静为代表展现的女性话语更加

鲜明，受到家庭束缚和打击的女性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

女性独身难以抵挡社会外在压迫，此时革命话语与女性

话语的融合开始凸显，主人公逐渐意识到只有投身革命、

投入革命集体、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才

能找到出路，将革命事业作为自己的目标和理想才能真

正有效地与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才能真正展现自

身女性话语的力量。

在现实的不断打击下，林道静的内心由柔弱变为怨

恨，最后变为坚定，这是革命斗争背景下女性意识和女性

话语开始萌芽的表现。林道静的家庭环境和成长经历使

她内心强大、充满勇气，步入社会面对的现实更加坚定了

她的意志和决心，这些都是推动她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

因素。女性话语在现实环境下的失落让主人公更加坚定

追求女性解放。因此，林道静逐渐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将

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连接起来，建立为真理、为

人民奋斗的理想信念，在为国家命运奋斗的同时实现个

人的理想追求。

《青春之歌》以主人公林道静的爱情为主线，而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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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道静产生恋爱关系的几个男性成为展现她政治价值

的渠道，不同男性分别是当时不同政治力量的指代，林道

静对于男性的选择也是当时社会中知识分子对政治力量

的选择，将爱情与革命、政治力量相结合也产生了更加深

层的情感韵味，增加普通读者的可读性。革命话语与女

性话语、革命话语与爱情话语的相互影响全方位展现了

林道静成长历程，她在追求爱情的同时更加追求革命，以

爱情为动力积极投身革命，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

《青春之歌》中描绘的主人公成长历程都是在宏大叙

事与革命话语下进行的，女性话语不可避免地被掩盖，但

同时以作者和主人公为代表的女性内心坚定、勇敢追求，

及时在宏大叙事下仍然大胆发声，为个人为国家民族奋

斗。林道静作为投身革命的女性知识分子，在坚持追求、

直面艰难险阻的过程中不断强大内心，她的言行不仅是

革命话语的展现，也体现了女性话语和爱情话语的内涵，

展现了革命时代的女性意识和女性光辉。

林道静在投身革命、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始终坚定理

想信念，坚持独立人格，这些都是女性话语的表现，即使

在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背景下，文中蕴含的女性话语没

有完全被掩盖，主人公的成长历程既与每个追求理想的

青年具有共同意义，其中包含的女性话语也展现了女性

追求解放的需求。

二、《青春之歌》情节叙事的修改与女性话语的弱化

《青春之歌》最初于 1958年 1月出版，作品以其在当

时独特的女性身份视角受到广泛关注，销量屡创新高且

多次再版，成为影响极大的文学作品。然而，《青春之歌》

在文学评论界和读者中却逐渐受到批评，认为小说中具

有“不健康的思想倾向”，认为这部作品是作者“小资产

阶级的自我表现”，此后也有众多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如矛

盾、何其芳等为《青春之歌》撰写文章辩护写作立场。当

时对于《青春之歌》中情节叙事的批评主要围绕以林道

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展开，认为林道静作

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过程与爱情密切相关，是不合理、

不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而为《青春之歌》写作立场辩护

的观点则认为判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目的和过程是否合

理的关键并不在于主人公的性别，而是与她的成长环境、

阶级立场、自我选择等息息相关，重点在于作者是否确实

正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描写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从这些

当时对于《青春之歌》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女性话语和

女性解放主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宏大叙事遮盖，被革命话

语弱化。

《青春之歌》受到批评之后作者杨沫进行了情节修改

和增补。在受到外界批评之后，许多作家和评论家正面

维护作品，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明确立场，但由于当时的

历史环境和背景，作者在思想立场和道路问题的推动下

很快完成了修改，将小说中可能涉及“小资产阶级”的情

节进行弱化，同时为了明确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工农兵

相结合的主题而增加了主人公参加农民运动以及领导学

生运动的情节。林道静在增加的情节中是在上级安排下

参加农民运动，参加运动的过程更加“考验”她的意志和

能力，通过这样的方式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可能存在

的小资产阶级转变为无产阶级。这些情节的修改和增补

进一步弱化了主人公的女性意识和女性话语，主人公在

这些情节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而不是

性别意识，这样的叙事方式借助阶级叙事将女性话语叙

事变为匿名。

《青春之歌》中的情节设置和叙事逻辑展现了主人

公性别意识不断蜕变的过程，她的成长历程与几个男性

有关，而这些男性自身具备的“政治力量象征”属性使得

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不仅属于她个人，也成为革命话语和

宏大叙事的代表。通过小说中展现的林道静的成长转

变过程可以看出，除了第一次的人生重大抉择是她主动

选择从压抑的家庭中出走，此外其他选择和转变中她都

处于被动地位，是等待被安排、被拯救、被召唤和被启蒙

的对象。林道静的处境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中广大女性的

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后女性主题逐渐成为公共空间话语，

具有公共内涵，这样的社会背景也使得文学创作方面更

加开放自由，革命叙事与女性话语的融合拓展文学作品

的创作。《青春之歌》作为革命历史题材的代表作展现了

社会主义现实，是革命历史叙事向启蒙叙事转变的途径，

林道静选择主动出走的直接原因是无爱的家庭，这一基

调下的出走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内涵并不完全相符，因此

也就导致了《青春之歌》最初版本的争议和修改。

三、《青春之歌》叙事中女性解放意识的女性话语

表达

《青春之歌》是在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下描绘的女性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历程，女性话语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

上被遮蔽，但同时作者借助主人公以及女性话语表达的

女性解放意识仍然具有一定的挖掘价值。《青春之歌》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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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中女性话语表达的女性解放意识主要包括婚姻解放、

理想解放和人格解放。

（一）婚姻解放意识

拒绝逼婚、逃离家庭是《青春之歌》中主人公主动做

出的第一个人生重大抉择，也是女性婚姻解放意识最鲜

明的体现。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学创作中不乏追求爱情而

抗婚的主题，小说中林道静反抗婚姻的意识则完全出自

自我意识而不是与他人的爱情，她的内心充满对无爱婚

姻和家庭的怨恨，“我恨！什么都恨！恨这个家庭！也恨

我自己！”的内心呐喊展现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这也是

女性婚姻解放意识的表达。林道静与余永泽短暂的婚姻

中她处于“被拯救”的地位，但其中同样包含林道静自我

意识下的主动选择，二者忽视社会背景和伦理约束的结

合是女性婚姻解放意识的部分体现，之后的林道静选择

离婚更是女性婚姻解放意识的重要体现。

（二）理想解放意识

《青春之歌》中运用女性视角和女性话语展现了一定

的女性理想解放意识，通过对主人公不同时期成长经历

和理想转变的描写逐步深入地发掘女性理想解放意识。

主人公理想解放的过程主要分为追求自由、人权意识和

共产主义理想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林道静理想解放的体现是对个人自由的

追求，为了实现自由意识她可以勇敢出走家庭甚至愿意

选择跳海结束生命的方式，她追求自由和理想的浅层个

人自由意识也为最终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了基础；第二

阶段，林道静呈现出一定的人权意识，她开始追求自主选

择信仰方式和对象，她的独立自主意识在抗婚出逃以及

与余永泽的婚姻中都展露无遗，林道静不愿受到婚姻和

余永泽的束缚而勇敢追求自己的阶级立场，追求相对独

立的关系，这本质上是人权意识发展的表现；第三阶段就

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追求，此前的个人自由意识和人权

意识都为共产主义理想意识做了铺垫，这个阶段的林道

静不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能够专心为了共产主义理想

而奋斗，这个过程是作为女性的个人自由意识到共产主

义的升华，从而实现了女性理想解放意识的完善。

（三）人格解放意识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人格解放意识建立在婚姻解

放和理想解放的基础上，林道静在自我意识发展和共产

主义理想的共同作用实现了人格意识的解放。林道静在

小说的设定中是地主与佃户结合的女儿，这样的出身背

景为她的人格解放创造了有利的空间，在思想改造转变

的过程中逐渐实现人格意识的解放。林道静在人格解放

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碍主要是自我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

与集体意识，小说中林道静的自我独立意识逐渐加强摆

脱了余永泽的控制，同时在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自我

意识与集体意识的融合进一步推动了林道静的成长和人

格解放。

四、结语

总而言之，《青春之歌》中描绘的女性知识分子矛盾

与抗争的历程展现个人自我意识发展与时代关系之间的

复杂性，宏大叙事和革命话语下的女性话语在一定程度

上被弱化。《青春之歌》的创作和清洁叙事展现了一个矛

盾的社会现实，女性话语与女性解放意识的融合映射出

时代潮流的状况和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灵世界挣扎的

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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