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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可以吃的女人》 看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
笔下的女性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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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加拿大文学繁荣时期的领军人物，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对当时的加拿大文学做出了新的开拓和创
新， 书写了女性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和意识崛起之路。 本文将以阿特伍德的作品 《可以吃的女人》 为例探讨女性主义和女性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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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与女性主义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之前， 加拿大占主流的是男性作家， 他们的作

品中大都充满了殖民地心态或对英、 法等宗主国的留恋之情， 而之
后为数众多的加拿大当代女性小说家异军突起， 开拓了新的道路。
加拿大著名文学批评家罗斯玛丽· 沙利文教授指出： “文学史专家
们常常注意到， 相比于其他国家而言， 加拿大出现了数量异常多
的、 甚至占了压倒性多数的女性作家⋯⋯她们在各自所处时代创作
了题材广泛、 形式多样的短篇小说， 在文化阵地确立了女性的位
置， 女性再也不会被边缘化了。”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在小说、 诗
歌、 评论等方面都有极高建树， 有 “加拿大文学女王” 之美誉， 她
多次成为众所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 虽然仍未获此殊
荣， 但她的声望与影响早已超过不少获奖的文学家。 １９６９ 年， 从她
的第一部小说 《可以吃的女人》 （Ｔh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Ｗｏｍａｎ） 出版开始， 阿
特伍德正式踏上了她的创作之路。

阿特伍德从小生活在一个女性意识浓厚的家庭， 她的母族———
基兰家族认为女人应该作为独立个体而受到尊重。 据说阿特伍德有
一位女性祖先玛丽· 韦伯斯特， 因 “女巫” 罪而被判绞刑， 但最后
却因其坚韧的脖子逃脱了厄运。 “拥有一个坚韧的脖子当时对那个
女人是重要的， 而这个坚韧的脖子对以后追随她的基莱姆家族的女
性来说， 一直是一份珍贵的遗产。” ［１］ ［２］

这成为了女性顽强不屈， 勇
于抗争的精神象征。 然而阿特伍德在求学之路上的经历使她亲身体
验到了女性遭受的不公正待遇， 这也促使了她女性意识的发展。 她曾与
乔伊斯· 卡罗尔· 奥茨在谈到哈佛时感叹： “我一直觉得自己有点像长
在男性学术皮肤上的一只疣子或疖子。” 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作为加拿
大文学繁荣时期的代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领军人物， 精神影响巨大。

２ “可以吃的女人” 的反抗
《可以吃的女人》 讲述了一个在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的大环

境中， 女主人公玛丽安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 并较为成功地达到女
性独立的故事。 玛丽安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但却因就业不
顺而进入到与自己所修专业完全不对口的市场调研公司。 作为女性，
玛丽安不仅备受歧视， 鸡毛蒜皮， 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琐事也压得她喘
不过气。 小说中玛丽安的房东太太是一个被男权思想彻底洗脑的角色，
她不仅时时遵守的男权对她的要求， 更是化为己任的约束和监视着玛丽
安的生活： 不许喝酒， 不许晚归， 说话也要轻声细语。 而男主人公， 玛
丽安的未婚夫彼得则像购买商品一样选择妻子， 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因
为 “一个人总不能永远在外面胡混，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这对我的业务
也大有好处， 当事人喜欢自己的律师是个有妻室的人” 和 “大多数女子
都很浮躁， 你却十分通情达理”［３］ 。 这些都成为玛丽安觉醒和反抗的催
化剂。 工作上不受重视， 生活物质不那么让人满足， 于是玛丽安决定安
心接受未婚夫的求婚， 以后做一名全职太太。 然而随着婚期的逼近， 彼

得的各种大男子主义及男权思想显露无遗， 时刻压制着玛丽安的人格尊
严和思想， 使她得了厌食症， 玛丽安也逐渐明白到自己作为锦上添花的
附属商品的真正地位， 而在最后的一次家庭宴会上， 她更加明确的意识
到举起照相机拍照的彼得简直就像拿着枪对准自己的猎手。 于是出现了
最后一幕的神来之笔———作为自己的替身送给彼得的 “可以吃的女人
形” 蛋糕， 拒绝了被男权社会 “吞食” 的命运。

贯穿小说全文的中心矛盾即是， 不断苏醒并崛起的女性独立意
识和对女性进行全方面渗透的男权至上思想的反侵蚀和反压制。 美
国学者帕克于 １９２８ 年提出了他的 “边缘人” 概念， 他认为： “边缘
人” 是一种新的人格类型， 是文化的混血儿⋯⋯。 然而在文学作品
中 “边缘人”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界定 ［4］ 。 小说中的房东太太则是站
在女性立场使玛丽安成为 “边缘人” 的推手， 无论是反抗还是改
革， 首先站起来的人总是会遭到敌人更血腥的压迫和己方为免受其
害， 或是墨守陈规的不认同。 在如 《可以吃的女人》 的作品里， 男
权社会中女性被置于配角的位置， 更甚至可以用当下的网络术语
“炮灰” 来形容， 女性仅仅是用来证明这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的
标志， 是一种可以当作商品被选择的陪衬， 而完全失去了女性作为
独立个体应该有的自我意识和自我精神。 小说在人称上也为读者埋
了一条暗线。 第一部分时， 小说以玛丽安女主的第一人称进行陈
述， 充满自信乐观， 积极向上的感情和态度； 而到了第二部分， 则
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 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 玛丽安
都感到深深的迷茫， 甚至是被逼婚， 她已经无法像初出茅庐般自信
努力， 男权思想就像幽灵一样从四面八方骚扰和压迫着她； 直至第
三部分， 通过一个激化和苏醒的过程， 玛丽安终于认清自己， 这一
部分采用了第一人称， 她再次找回了自我， 突破了心理障碍。 最后
“可以吃的女人” 形蛋糕使男权社会 “吃” 女人的本质显露无遗。

３ 结论
然而事实上， 在玛格丽特· 阿特伍德的这第一部小说中， 玛丽

安所代表的女性的反抗仅仅是第一步， 不愿屈于男权的淫威之下而
被吞噬， 所以得了厌食症， 但同时她又明白厌食饿死的是自己， 得
不偿失， 于是做了人形蛋糕， 任人吞食， 来缓解自己的心理危机。 可以
说是一种有所突破的阿 Ｑ精神， 所以不管结局如何， 玛丽安的选择在当
时的加拿大已经是打破常规， 这对女性的社会生存作出了一定的心理准
备， 也是女性抗争、 自强， 达到适者生存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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