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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女性主义分析《日用家当》的三位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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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主义是近几年来比较热点的一个话题，在现今社会虽说女性地位有了一些提高，但其实女性还是一个比较

受歧视的社会群体。女性主义一直在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根除社会上的性别歧视。艾丽丝.沃克是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和活

动家，她是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外婆的日用家当》是爱丽斯沃克早期著名的短片小说之一，从三位女性的角度剖析

了女性主义的矛盾、压抑和觉醒。麦琪代表了女性意识的压抑，妈妈代表了女性意识的矛盾体，迪伊代表女性意识是觉醒。

通过对这篇小说三位女性的分析，可以让我们了解到美国 60 年代背景下，美国黑人女性所处的状态，以及沃克对女性主义思

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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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日用家当》是美国作家艾利斯·沃克在 1973发表的小

说集中当中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因为当时美国黑人受尽了白

人的剥削和压迫，美国黑人女性的地位更是非常的悲惨，她

们不但要受到白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还要遭受男女不平等

的待遇,可以说当时的黑人女性生活非常艰难。《日用家当》

这部小说就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的[1]。虽然当时正值女

性主义思潮涌动的时期，女权运动混混烈烈的进行，但是当

时的社会，还是一个男权社会，特别是一个以白人男性为中

心社会。像艾利斯.沃克这样的黑人女性依然处在社会底层，

女性的话语权受到极大的限制，所以作家只能通过《日用家

当》这部小说来委婉含蓄的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

二、女性主义概述

女性主义也可以称为女权主义[2]。认为妇女应该有和男

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力，反对男权社会的强权，反对性别歧

视，反对一且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致力于实现真正的男

女平等。从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出，女性主义早起主

要追求的是“女权”主义，后期主要会强调“差异”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最早出现于法国，期间经历过很多次发展的浪潮，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发展阶段追求的是实现社

会的“男女平等”，第二发展阶段追求的是实现“男女平权”，

第三发展阶段追求的是实现“男女同格”。女性主义发展至今

也产生了很多不同的观点，衍生出了很多不同的学派，虽然

各个学派的观点和理论都有所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

标，就是要彻底消除性别歧视的现象，追求真正的男女平等。

三、《日用家当》的概述

（一）作品简介

《日用家当》是美国黑人女作家艾利斯.沃克早期最著名

的短篇小说之一[1]。创作的背景是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正

值美国黑人权利运动时期[2]。虽然黑人的权利运动确实给美

国社会带来了一些变化，但是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

离观念依然存在。美国的白人因为其在经济、政治上的绝对

优势，不断的像黑人灌输种族歧视的合法性，想要将种族的

不平等合理化，那时的黑人贫穷、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永远

都处在社会的底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艾利斯.沃克用小

说《日用家当》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3]。主要

描写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女儿迪伊回家想要一些家里

的日用物件作为纪念品，当她提出向母亲（黑人传统女性）

要家里的两床百纳被时，和母亲以及妹妹麦琪产生了矛盾为

主线展开。本文通过对三位黑人女性的分析，展现了所处于

同一个时代的三位女性，对于女性主义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观

点。而作者也是想通过此部小说来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观

点，引发读者对女性主义的探讨。

（二）作者简介

艾利斯·沃克是一位非常杰出的美国作家[4]。她的小说曾

获得文学界最高荣誉的普利策小说奖，并且她还是第一位获

得普利策奖的黑人女作家。同时，她还是一位优秀的社会活

动家。致力于为妇女和儿童争取其应有的社会权益[5]。她的

作品所反映的现实问题，都是围绕着黑人妇女解放、女性主

义等。沃克同时也是自由解放运动的领导人物[6]。由于她出

身在一个美国黑人佃农家庭，所以她从小便目睹和经历了黑

人在社会上遭受的种族歧视，她了解黑人生活的疾苦，更深

知作为黑人妇女所受的压迫和歧视。正是受此影响，沃克的

作品大多都是围绕女性主义，反映出黑人女性为争取自身应

该有的平等权利而做出的斗争。《日用家当》这部作品，艾

利斯·沃克通过对三位黑人女性人物的性格进行深度剖析，同

时也揭示出了她的女性主义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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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一）女性主义意识的压抑

在 20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虽然民权主义思潮涌动，黑

人权力运动盛行，但事实上，黑人还是长期遭受压迫，种族

歧视也依然存在。特别是黑人女性的地位更是极其低下。一

方面，作为黑人长期受到白人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7]。另

一方面，作为女性又饱受性别歧视。长此以往，有一部分黑

人女性慢慢接受了现实，并且逐步丧失了自我意识。小说中，

小女儿麦琪就是此类女性的一个缩影。她没有自我意识，逆

来顺受，没有任何对社会不公的反抗精神。

小说中的麦琪敏感、懦弱，从小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

也没有见过太大的世面。再加上对自己外貌的不自信，因此，

她的性格非常的自卑，在欢迎姐姐时，只敢躲在门后，看到

姐姐到了又想躲回屋里。母亲和她家里的院落就是她的整个

世界。她从来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听到姐姐改名

字时，她也仅仅用了一个“呃”的感叹词来表达自己的想法。

看到姐姐的男朋友时，也会自卑的退后。并且对麦琪来说，

她从来就没有自我的意识，只会封闭自己，把自己困在一个

隐蔽的小角落。她害怕面对外面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对于

自己想要的东西也从来都不敢去奢求，对于原本属于自己的

东西，也会选择退让。她的所有需求都在被压抑着，就连和

什么的人结婚生子，都是听从别人的安排，可以说完全没有

自我。

麦琪性格上的这些弱点都是女性主义者所不认同的，她

没有自我价值的认同感，只会对命运听之任之，不敢去追求

自己心中所想，也不敢跨出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如果麦琪不做出任何的改变，那么她一生都将是循规蹈

矩，周而复始的。她会在女性意识的沼泽里面越陷越深[8]。

（二）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

小说中的妈妈形象中既能看到女性意识压抑的一部分，

又能窥探出一丝女性意识觉醒的意识。她处在女性意识的压

抑和觉醒之中，很矛盾。

小说中妈妈的形象是一个非常传统，并且非常谦卑的黑

人妇女形象。其实她骨子里也希望自己能够是引人注目的，

有自信的。虽然这些只不过是希望能得到大女儿迪伊的认

可。妈妈的女性意识的压抑主要分为两个重要部分。第一部

分是来自于白人，第二部分来自于以自己的大女儿迪伊为代

表的知识女性。她不善言辞，总是显得比较木讷和笨拙。所

以妈妈在大女儿心中的形象，是非常庸俗、没有文化的[9]。

大女儿一直看不起自己的母亲，包括对母亲外在形象的评价

也是不太高的。大女儿甚至不敢带自己的朋友回家，怕母亲

的无知给自己丢人。

然而，小说中妈妈对自己形象的描述却和大女儿有所不

同[10]。她觉得自己是一个身体强壮、勤劳的女人[11]。她虽然

受教育比较少，不善言辞，但是在生活技能方面却是非常优

秀，并且有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从母亲对大女儿的细心

培养来看，其实母亲对于迪伊是抱有很大的期望的。她努力

筹钱让迪伊去上大学，也是希望她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不

希望大女儿和自己一样，因为没有文化，只能从事最低等的

劳动。其实从母亲努力筹钱送女儿去上大学，就可以看出她

对女性意识是有觉醒的。她不希望女儿像她一样，只接受很

少的教育，只能做一个处处被压迫的社会最低层的妇女，她

希望大女儿迪伊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未来，能够通过上学改变

命运，去接受更新鲜的文化。从她接受迪伊改名，并且试着

去接受迪伊所带来的新鲜事物来看，母亲对女性主义的接受

度是可以的。所以小说中妈妈的形象对于女性意识虽然有所

觉醒，但是，因为其固有的文化、以及传统思想的束缚，并

没有到达抗争的层面。对于女性意识一直是处在一个比较矛

盾的状态。但是，从妈妈对于迪伊带回来的一切新鲜事物的

看法，妈妈对于女性意识的觉醒程度，还是要远远强于妹妹

麦琪的。

（三）女性主义意识的抗争

迪伊是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接

受过外界新鲜事物的熏陶，所以她和传统的黑人女性是不一

样，她自信、果敢、独立，不再愿意收传统文化的束缚，而

是敢于去抗争，她不想像妹妹和母亲一样逆来顺受，过着压

抑的生活。迪伊是女性主义的一个典型代表[12]。

因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所以思想也比较前卫，并且她非

常有感染力[13]。迪伊个性比较强，拒绝过和母亲妹妹一样的

生活。她觉得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应该有全新的生活，应该

自己去主宰命运，决定自己人生的方向。迪伊不仅在思想上

比较独立、自我。在衣着上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她有着

自己独特的穿衣风格，知道什么是流行时尚。她敢于说出自

己心中所想，对于想要的东西也会很直接的表达自己的诉

求。诸如她想要家里用过的凳子、搅乳棒、搅乳器[14]。她之

所以想要这些东西并非是看重它们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身

上附加的艺术价值乃至精神价值。她想要凳子是因为觉得家

人用过的凳子很可爱，上面还会有屁股做过的印记。这些都

可以看出迪伊对于这些物品的看重层面并不像她的母亲和

妹妹一样。母亲和妹妹对于这些物品的珍藏仅仅停留在最浅

显的使用价值层面。从这里也看出了迪伊和她母亲和妹妹之

间存在的知识文化层面的差异。迪伊想要那些物品，是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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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装饰，以及对黑人传统文化的一个保存。但是，当

母亲拒绝她要的那俩张百纳被，想要用其他的被子去代替

时，她果断的选择了拒绝。因为，她有自己的想法，不会轻

易因为别人的想法而改变。

迪伊想和社会上的男人一样，拥有平等的权利。她不想

和母亲一样，因为没有文化，只能靠廉价的劳动力过生活。

也不想像妹妹麦琪那样懦弱和胆小，过着日复一日，受压迫

的生活。她希望自己能以一个独立的新时代女性的形象进入

到社会当中。摆脱一切别人的压迫，活出自我[15]！

五、结论

《日用家当》这部小说通过对三位黑人女性的深度剖

析，展现了所处于同一个时代的三位女性，对于女性主义却

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妹妹麦琪年纪最小，但由于其自身的

性格特点，以及从小的经历等原因，导致她的女性意识是最

压抑的，习惯了逆来顺受，从来没有勇气去抗争。通过母亲

开始试着接受迪伊改名，以及母亲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

度，可以看出母亲虽然对女性意识有所觉醒，但是其实还是

处在一个比较矛盾的状态当中，而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迪

伊，则是女性主义的典型代表，只有她敢于为了自己的权利

去抗争。这部小说情节算不上跌宕起伏，但就是通过这些生

活中非常细小的琐事，通过巧妙的手段向我们传达作者想要

保存黑人文化遗产的观点。而作者艾利斯·沃克也是通过对小

说中三位女性的深度剖析来表达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引发

读者对女性主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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