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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美国南方女性作家凯瑟琳·安·波特，以其深刻而精湛的中短篇小说而闻名文坛。波特的短篇

小说《旧秩序》，立足19世纪与20世纪美国南方在内战后由衰败到重建的时代背景，围绕主人公“索菲

娅·简小姐”的一生，向读者讲述了美国南方社会性别分工的巨变和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小说中，波

特对新旧两代女性社会性别形象的描写，不仅揭露和批判了旧社会性别文化对女性自我意识发展的压迫，

更体现了作者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以及女性追求独立意识和对性别权利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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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American southern female writers in the 20th century, Katherine Anne 
Porter is famous for her profound and exquisite short stories. Based on the Southern society that 
was rebuilt after the Civil War at the turn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Porter’s short story, The 
Old Order, shows the great changes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awakening of women’s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the South around the life of the protagonist, Miss Sophia Jane. Through 
describing the female images of the old and young generations, Porter not only exposes and criti-
cizes the oppression of the gender culture in the old socie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female 
self-consciousness, but also reflects her concern for women’s issues that pursue independent 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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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ousness and gender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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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凯瑟琳·安·波特是二十世纪美国伟大的小说家，是美国南方女性文学的代表人物，她所创作的《旧

秩序》是美国中短篇小说中的上乘之作，获得了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小说以 19 世纪美国南方社会为背景，

讲述南北战争结束后三代人成长历程。小说采用时间倒错的叙事方法，围绕中心人物索菲娅·简小姐的

自我意识与社会性别分工的融合和冲突展开描写，通过描述索菲娅·简的一生，讲述了旧秩序下女性所

受到的不平等的社会束缚。 

2. 十九世纪美国南方女性社会形象的概述 

波特笔下 19 世纪美国南方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和社会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其

塑造的老年妇女形象，她们是南方种植园时代贵族女性的代表。波特之所以能够向我们展示出复杂立体

的旧时代女性形象，是因为陪伴波特整个童年成长的外祖母出身南方显赫的贵族家族。所以，分析波特

笔下女性角色的社会形象，需要考虑性别、种族以及阶级对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进而明确 19 世纪美国

南方贵族妇女的基本特征。 
对于美国 19 世纪南方白人女性形象，历史学家安妮·菲尔·斯科特提出“美国南方淑女”[1]这一概

念，斯科特认为她们是“清白无暇(尤其涉及性方面)，自我牺牲，顺从和追求完美”的女性代表。具体表

现为，白人妇女对家庭男性成员的完全服从、对家庭的无私奉献。此外，卡尔文·赫恩顿认为“南方淑

女”的形成是一种独特的美国现象，即“神圣白人女性的神话”[2]——“(白人女性)在南方作为一种完

美的神话出现，以美化一个原本不雅的社会。”这一神话，由白人男性精心设计并巧妙运用，最终保护

了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的随意生活方式，又将白人女性限制在他们选定的位置上。而神话最具破坏性的一

面是，凭借其表面包裹着保护女性的伪逻辑，让女性顺从地接受了来自父权的驯化，套上名为“贞洁意

识”的枷锁，陷入一种莫名的自我困扰中，极度渴望成为社会所定义的“健康女性”，获得社群的认可

和潜在的安全感。 
此外，考虑到从殖民地时期起，美国南方地区始终严格遵守清教主义教旨，社会遵守绝对的男女性

别判别。所以，一旦“神话”变得不受控制，不再满足于生育后代和料理家事，社区宗教就会对其施压，

先遏制女性在家庭中的决策权，进而剥夺她们发声的机会和权利，最终将“不受控的神话”彻底扼杀在

摇篮中。唯一的例外是，当家族中男性家长角色因不可抗力因素出现空缺，女性将被允许暂时充当决策

者以确保家族延续。当女性面对上述秩序性社会文化暴力时，可寻求的精神开导也来自宗教。这进一步

强化这套基于性别差异形成的权力逻辑，巩固了原有的性别分工模式。 
19 世纪 60 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内战，解放了黑人，却没有消除长期奴隶制带来的种族歧视，直至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才在真正意义上提高了美国非裔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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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合法权益。所以，黑人文学也是研究 19 世纪白人女性形象的重要素材来源之一。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初的黑人小说中，战前的白人女性是“神圣而优雅”的存在。而“南方淑女”作为一种刻板印象，在黑

人作家眼中既高贵又可怜。到 60 年代，詹姆斯·鲍德温、约翰·A·威廉斯姆等黑人作家则将传统的白

人女性形象进一步延伸为“被阉割的，却又无能为力”的特权代表[3]。 
白人女性形象之所以会同时呈现高贵与脆弱，是因为其起源于美国南方等级森严的旧社会秩序。在

南方种植园文化中，白人男性既是土地和奴隶等财富的持有者，又是社会和家庭结构的缔造者，处于社

会等级秩序的顶层；同时，他们对较为弱势的女性群体和有色人种群体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即白人

女性的社会地位高于黑人奴隶，黑人男性地位高于黑人女性，不同的社会层级之间不存在流动的可能。

在南方历史传统中，黑人奴隶还是“南方淑女”最常见的财产，不仅为她们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物质保护

和经济独立，更为身为被压迫者的白人女性提供了压迫对象。所以，理想的“南方淑女”既被黑人男性

所尊崇，同时又屈服于白人男性；她们是高贵的、不可随意玷污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南方社会秩序中

处于劣势的白人女性仍然捍卫着秩序的运行。这并非是出于她们对社会所赋予的性别身份的认同，而是

她们对精英奴隶主的阶级的身份认同。 
进入 20 世纪中叶，传统种植园文化的影响虽未彻底消退，但内战还是为外部力量的汇合渗透南方社

会提供了窗口。伴随时代进步，反抗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反抗所有压抑机制的民主运动，妇女解放运

动以及全面迸发的女性主义潮流，释放了美国南方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紧张关系，也引发了社会关于种族、

民族、性别文化的讨论。虽然，由于种族问题和经济现实，使得女性在实现理想性别身份的过程中困难

重重，但 20 世纪美国南方的精英女性，始终尝试在这片对女性行为保持严格节制的土地上重建自己的身

份，不断挑战刻板印象，努力展示真实的女性形象，在社会中实践和倡导社会性别平等。而被更迭的社

会结构所抛弃的，已然步入老年阶段的“南方淑女”仍然遵循着旧有的社会秩序，成为旧时代男权推诿

的化身，为后人窥探南方种植园时代性别文化留下了一扇窗。 

3. 《旧秩序》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小说《旧秩序》中，祖母索菲娅·简的形象完美契合了“南方淑女”的理想状态。祖母的青年、中

年和晚年经历揭示了她将自己嵌入所在社会框架的过程，折射出女性在社会性别分工不平等情况下的心

理活动。此外，文中祖母对子女思想行为的评价，侧面表达了美国南方新一代女性的理想和追求。 
小说始于索菲娅·简与南妮主仆二人的晚年回忆，后转入祖母的青年时代。作为种植园主的后代，

索菲娅·简小姐的童年生活优越，倍受家长宠爱。尽管在传统保守的清教主义社会氛围下成长，索菲娅·简

的少女时代仍旧充满了美好的回忆。青春期的她，也曾对爱与性充满幻想，被荷尔蒙和禁忌所吸引，显

得活泼而生动，形象又立体。但当索菲娅·简听从家长的安排步入婚姻，她不再进行不切实际的幻想，

开始变得含蓄安静，自然地接受社会赋予的性别角色分工，成为隶属于丈夫的繁育机器，在婚姻生活的

初期不断生育[4]。 
索菲亚·简经历生育的残酷和可怕时，一度陷入迷茫与痛苦中。幸而她在后期选择了反抗，她坚定

且固执地违背了旧传统，在数次生产后决定亲自哺育后代，从毫无感情的生育机器转变成为有血有肉的

母亲。此次转变既有母爱的加持，又掺杂着女性个人意识的觉醒。从此，含蓄的固执成为了索菲娅·简

独有的特征。而当她面对丈夫如赌徒般挥霍其嫁妆时，虽有质疑和不满，却仍相信处置家庭财产超越了

女性的权力范围，即使内心不赞同丈夫的做法，她也从未公然提出反对。索菲娅·简选择默认丈夫的决

定，坦然接受失败，并继续为家庭奉献自我。 
随着小说情节推进，索菲娅·简经历了中年丧夫，无奈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在父权制根深蒂固

的南方社会，没有男性特权的索菲娅·简凭借其坚韧和智慧，成功将家族成功延续。正是从这一阶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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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娅·简成为故事发展的主导者，小说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索菲娅·简顽强地带领家人南迁、开垦

耕种，在家庭投资上的成功，也验证了她曾认为自己会比丈夫更合理地分配财产的想法。过程中的艰辛

并未被详述，但索菲娅·简的心理活动却得到了细致的描写。人到中年的经济独立，让她对抑制女性发

展的父权家长制产生了不屑和鄙夷。她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但并未因此选择对抗旧秩序，她的选择

还是顺应社会趋势，静静地等待着家庭中男性成员的成年，并移交自己手中的资产和权力。索菲娅·简

也在权力转移的过程中由家庭发展的主导者转变为旁观者。从社会意义上看，索菲娅·简的让步是自我

意识的缺场。 
名字，作为个人自我的象征，是个体生存于社会的符号。晚年的索菲娅·简成为了达米亚口中的祖

母，儿子儿媳口中的母亲。失名，是其丧失自我的隐喻性表达。小说从此开始聚焦于索菲娅·简的子女，

讲述索菲娅·简对他们行为的看法。所以，当面对孙女不符合淑女形象的出格行为，她会言辞批评并指

正；当面对哈里因身体孱弱而无法承担生育责任的妻子，以及小儿子那健美、端庄且稳重，却要离开家

庭去赚钱、争取选举权的妻子，她会感到不满。因为索菲娅·简无法接受一个女性角色无力或无意将自

己全身心奉献给家庭，也无法更改时代变迁导致性别分工的变化。晚年的索菲娅·简唯一能做的便是同

老仆人南妮一起追忆南方种植园时代的辉煌，感慨时代变迁，偶尔对子女的出格行为提出质疑，反思自

己的教育是否出现了偏差，最后通过宗教祈祷来世顺遂，以掩盖自己的无能为力。 
实际上，讲述索菲娅·简一生经历的孙女达米亚，在某种程度上也无法完全共情自己的祖母。祖母

所描述的南方种植园时代的辉煌是那样令人向往；但祖母所推崇的女性自我牺牲，顺从和追求完美的价

值观，却无法为之认同。民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兴起，不仅打击了索菲娅·简为代表的旧时代女性的价

值观念，也让达米亚为代表的新时代女性开始思考如何实现女性自我性别的身份建构，推动社会性别平

等。 

4. 南方新旧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 

《旧秩序》中，主人公索菲娅·简和故事记录者达米亚，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美国南方女性的社会

性别形象。通过分析和对比二者的差异，能更好地认识美国南方社会性别分工的发展和社会对女性性别

预期的变化。 
“索菲娅·简小姐”是 19 世纪美国南方社会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的代表，“她”在旧秩序框架中是

高贵的，受尊敬和脆弱的；同时也是失语的、隐形的和非独立的[5]。女性在旧秩序下顺从且无私地承担

起妻子和母亲的责任，维持着表面体面、实则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性别秩序。 
当家庭成年男性角色缺失，原本隐身的女性就会现身。如小说中，索菲娅·简在丈夫去世后，自然

地承担起家庭责任，率领家族移居得克萨斯州，始终将家庭利益更大化放在首位，实现了非自愿的经济

独立。那一刻，“家长的专制和母性的光辉”看似在索菲亚·简的身上达成了微妙的平衡，背后实则隐

含着巨大的矛盾。随着时间迁移，矛盾爆发，索菲娅·简的两个小儿子突然出走，而其逃离家庭只因怀

念路易斯安那州的甘蔗。甘蔗，象征着甜蜜，同时也是温柔且具有安抚性的女性力量的化身。显然，身

处家庭权力顶层的索菲娅·简阶段性地忽视了照顾家庭成员情绪价值的既有责任，没有给予儿女足够的

安抚，面临着旧秩序要求女性优先考虑照顾家庭的社会诘责，不可避免地陷入因无法契合社会期望而自

我矛盾，进而唾弃大家长形象给自己带来的“光环”，开始害怕家庭成员的情绪变动，重新重视维护家

庭氛围，而非家族利益。所以，索菲娅·简在家族下一代男性成员成年后，主动让出经济主导权，丝毫

没有留恋权力带来的权威。或许，是因为索菲娅·简明白，家族大家长的地位从来不是她生而持有的特

权，而是社会在无可奈何下给予她的暂时性权力[6]。 
相比之下，以“达米亚”为代表的 20 世纪美国南方女性更加独立，追求个人成长与发展。由于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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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既受到旧南方传统余晖的影响，又受到资本主义发展、民主运动、民权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等因素

的影响，所以新一代女性在经济、精神以及政治等不同层面展显出复杂的态度。在经济层面，不同于索

菲娅·简中年非自愿的经济独立，以达米亚为例，出身于南方落魄贵族、受过教育的新一代女性主动追

求经济独立，自愿踏上工作岗位，不再依附于男性。尽管个人实现收入自主，但女性仍旧没有掌握社会

财富的所有权。在精神层面，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女性向往构建稳定的亲密关系，但也不愿将自己再

囚禁在由男性设定的传统家庭架构中，呈现出矛盾痛苦的精神状态。卡森·麦卡勒斯、路易莎·麦考德、

凯瑟琳·安·波特等南方女性作家，皆在 20 世纪女性文学中表达过这种细腻复杂的情感变化。在政治层

面，20 世纪早期美国女性争取选举权，是血与泪的议题，面临着坐牢为代价的牺牲，鉴于南方精英女性

仍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阶级特权，所以她们的政治态度是沉默和观望。 
通过对比可知，19 世纪的南方女性在政治层面完全没有话语权，而 20 世纪的南方女性开始尝试在

政治舞台发声。在经济层面，19 世纪的南方女性始终不掌握经济主导权，往往被禁锢于家庭并为之奉献，

其定位更类似于男性的附属财产；而 20 世纪的南方女性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工作，获得薪资，初步实现

经济独立。在精神文化层面，19 世纪鲜少有女性能在社会上扬名，其精神文化活动往往与家庭、宗教相

关；而 20 世纪的南方女性文学蓬勃发展，女性作家在文学领域积极追求精神自由，书写了许多独属于“她

们”的南方传奇。 
总之，相对于南方旧一代女性的从属依附的社会性别定位，新一代女性开始挣脱旧秩序，追求独立

自主。相对于旧一代女性接受、顺应由男性赋予的刻板性别形象，新一代女性探索自主构建具有女性色

彩的社会性别形象。 

5. 结语 

小说《旧秩序》立足于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逐渐瓦解，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讲述

了南方白人女性如何在社会性别文化议题上，经历性别觉醒，拒绝在暴力性的性别歧视文化下扮演失语

者，努力发出女性声音的过程。 
社会性别文化的变化，在时代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具有必然性。分析上世纪的女性文学作品，既能看

见美国南方女性在男本位社会文化体系下的痛苦经历，又能看到时代变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不断成长。

小说中索菲娅·简晚年对教育问题的反思，也让我们看到了女性的另一层社会身份。女性既是男权社会

的受压迫者，也是性别关系中主内的重要教育者。伴随时代进步，人类学和现代医学的进步，打碎了基

督教文化中基于所谓“生理差异”捏造的绝对性别理论。社会思想禁锢在女性身上的枷锁会逐渐脱落。

女性，作为家庭结构中强有力的主导者、社群隐形的维系者、真正文明的传承者，有着无限可能，去构

建女性化的自我，并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可以推测，在真正的全球化格局下，女性有能力为自己创造一种可能提供的、可能具有的和事

实上已经持有的一种新文，进而实现新的可能性和新的价值。并通过教育、文学和影视作品，逐渐改善

建立在权力和利益上的两性文化，为社会大众面对性别议题，提供更多思考的可能。 

参考文献 
[1] Braun, U.K. (1984) The Living Extension of a Tradition: The White Woman in Afro-American Fiction (Stereotype, 

Seductress, Alabaster Lady). Ph.D. Thesi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2] Smith, C.S. (2021) Almost Speechless Representations of Womanhood and Female Voices in Turn-of-the-Century 

American Novels.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3] Decker, S.L. (2007) The Mask of the Southern Lady: Virginia Foster Durr, Southern Womanhood and Reform. Ph.D. 

Thesis, Oklahoma State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4045


高丹隆 
 

 

DOI: 10.12677/wls.2024.124045 300 世界文学研究 
 

[4] Porter, K.A. (1979) The Collected Stories of Katherine Anne Porter. A Harvest/HBJ Press. 
[5] Flanders, J. (1979) Katherine Anne Porter’s Feminist Criticism: Book Reviews from the 1920’s.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4, 44-48. https://doi.org/10.2307/3346540 
[6] Punzel, A. (1997) Patriarchal Voices and Female Authority in Katherine Anne Porter’s Miranda Stories. Polish Journal 

of Chemistry, 11, 448-464. https://doi.org/10.1080/03745481.1941.9727945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4045
https://doi.org/10.2307/3346540
https://doi.org/10.1080/03745481.1941.9727945

	论《旧秩序》中女性社会性别的演变
	摘  要
	关键词
	On the Evolution of Women’s Gender Roles in The Old Order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十九世纪美国南方女性社会形象的概述
	3. 《旧秩序》中女性形象的分析
	4. 南方新旧女性形象的对比分析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