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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颜色»中女性解放的辩证研究

王婷婷

(淮南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ꎬ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３８)

摘　 要:基于对女权主义运动历程的回顾ꎬ从艾丽斯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视角出

发ꎬ通过对女性解放的阐述ꎬ审视了小说«紫颜色»中黑人女性角色如何获得思想上

的解放和经济上的独立ꎮ 反思了黑人女性身体在女权主义事业中的作用以及黑人

女性之间的诚信问题ꎮ 以期为女权主义运动中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困境提供一个

辩证思考的视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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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志码:Ａ

　 　 «紫颜色»是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创

作的一部书信体小说ꎮ １９８３ 年ꎬ该小说获美

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奖[１]ꎮ 小说以女主

人公西丽由麻木到觉醒、由反抗到独立的人

生奋斗经历为主要线索ꎬ体现了黑人女性对

待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的反抗和对完整自我

及完美生活的渴望与追求ꎮ 西丽的人生历程

在一定程度上与妇女主义(ｗｏｍａｎｉｓｍ)追求

黑人女性解放的目标相契合ꎮ 笔者将从妇女

主义的角度审视«紫颜色»所折射的女性解

放所取得的成绩ꎬ并反思文学再现中女权主

义事业推进和发展的困境ꎮ

一、妇女主义概念的提出

妇女主义是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推进过程

中提出的新概念ꎬ和女权主义运动的三次浪

潮有着密切的关系ꎮ 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第

一次浪潮出现于 １９ 世纪中期到 ２０ 世纪初ꎬ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女性的选举权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在争取平等权利 ( 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的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浪

潮中ꎬ女权主义者力图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
生育权利和在职场中的平等待遇ꎬ进一步唤

醒女性的主体意识ꎬ致力于达到和男性相等

的社会地位ꎮ
前两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存在一种预

设ꎬ“认为女性主义必须要有一个普遍的基

础ꎬ而这个基础是建立在一个所谓跨文化的

身份上的政治假设ꎬ通常伴随着这样的概念:
对妇女的压迫有某种单一的形式ꎬ可以在父

权制与男性统治的普遍或霸权结构里找

到” [２]ꎮ 这种假设的政治再现的主体仍是中

产阶级中的白人女性ꎬ在此区间之外的女性ꎬ
如有色人种和女同群体被排除在外ꎮ 基于

此ꎬ女权主义运动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掀起

了第三次浪潮ꎮ 在第三次浪潮中ꎬ女权主义

者大致分为两大阵营ꎮ 在第一阵营中ꎬ有些

人尝试发展联盟政治ꎬ不预先设定“妇女”的
内涵应该是什么ꎬ主张立场不同的妇女在新

的联盟架构里ꎬ各自表达自己的身份[２]ꎮ
“开放性的联盟所支持的身份ꎬ将因应当下

的目的或被建构或被放弃ꎮ” [２] 这就意味着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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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政治再现的过程中ꎬ随着情境的改变ꎬ
建立在对话基础上的同盟所体现的主体也会

发生改变ꎮ 而第二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受后结

构主义的影响ꎬ她们质疑统一的女性身份ꎬ抵
制类型化的身份政治[３]ꎮ

在第三次女权主义运动浪潮的背景下ꎬ
关注新时代非裔黑人女性解放事业的艾丽

斯沃克提出了“妇女主义者” (ｗｏｍａｎｉｓｔ)的
概念ꎬ力图将不同阶层、不同境遇的非裔黑人

女性联合起来ꎬ相互扶持ꎬ形成一种策略性的

联盟ꎬ以非裔黑人女性为主体ꎬ共同争取进步

和解放ꎮ 在散文集«寻找母亲的花园»的前

言中ꎬ沃克概括了妇女主义者的主要特点:
(１)妇女主义者的“妇女特质”与女孩的

“轻浮、不负责任、不严肃”的特点相对ꎬ她成

熟稳重、认真负责ꎮ 她是一个有色人种的女

权主义者ꎮ 她具有冒险精神ꎬ大胆而不受

拘束ꎮ
(２)妇女主义者通过性爱或者非性爱的

途径关爱其他女性ꎮ 她欣赏并珍惜女性文化

和女性力量ꎬ包容女性情感的不稳定ꎬ包容她

们的眼泪和笑容ꎮ 妇女主义者通过性爱或者

非性爱的途径关爱男性ꎮ 她践行种族包容的

理念ꎮ
(３)妇女主义者热爱艺术、崇敬神灵ꎮ

她珍惜爱情、食物和圆满的事情ꎬ关爱民族和

自身ꎮ
(４)妇女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关系就

如同紫色和淡紫色两种颜色的亲近和亲

密[４]ꎮ

二、女性的解放

１.黑人女性的困境

在小说«紫颜色»中ꎬ以西丽为代表的黑

人女性受到了非人的压迫ꎮ 她不满 １４ 岁就

被继父侮辱导致辍学ꎬ为了保护母亲和妹妹

耐蒂ꎬ她不得不继续忍受屈辱ꎮ 后来ꎬ西丽嫁

给小农场主某某先生不过是新一轮更痛苦的

压迫的开始ꎬ平日除了伺候丈夫、照管孩子、
做好家务外ꎬ还要在田地里做农活ꎮ 在所谓

的“家”里ꎬ西丽得不到丝毫的温暖和关爱ꎬ

时常遭受丈夫的毒打ꎮ 在某某先生眼里ꎬ她
只不过是个不用付费的保姆、劳力和泄欲工

具ꎬ毫无尊严可谈ꎮ 受传统思想的束缚ꎬ西丽

在某某先生非人的欺压下ꎬ慢慢变得逆来顺

受、麻木不仁ꎮ 长此以往ꎬ西丽必然会在压迫

中消亡ꎮ
西丽的悲惨境遇是小说中众多黑人女性

生活困境的缩影ꎮ 西丽的妹妹耐蒂在家中面

对的是继父的虎视眈眈ꎬ离家出走后则要面

对居无定所的漂泊ꎮ 西丽的儿媳索菲亚梦想

着获得和白人、黑人男性同等的权利ꎬ在梦想

破灭后被白人市长强迫留在监狱做苦役ꎮ 然

而ꎬ妇女主义者之间的姐妹情谊不仅使她们

能够存活下来ꎬ而且使她们获得一定的成长ꎮ
２.在妇女主义指引下的女性解放

在沃克看来ꎬ妇女主义者之间存在着特

殊的情感ꎬ正是这种特殊的情感在一定程度

上才使得黑人女性得以救赎ꎮ 耐蒂之所以能

够从继父的觊觎下全身而退ꎬ靠的就是姐姐

西丽身体的牺牲ꎮ 当西丽在家中度日如年

时ꎬ某某先生的姐妹为西丽谋划着生存之道ꎬ
并试图说服某某先生友善地对待西丽ꎬ她们

的善良给西丽带来了情感支持ꎮ 当索菲亚在

监狱做苦役时ꎬ是玛丽前往监狱向有亲戚关

系的监狱主管求情ꎬ才拯救了索菲亚ꎮ
在«紫颜色»中莎格是一名布鲁斯歌手ꎬ

她向人们展示了黑人独特的歌唱艺术ꎮ 莎格

性格独立、坚毅、富有爱心ꎬ愿意为黑人女性

争取权益ꎬ在她身上充分地体现了妇女主义

者的主要特点ꎮ
小说中ꎬ西丽与莎格相互关爱并给予对

方情感上的支持ꎮ 一方面ꎬ西丽给予莎格生

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慰藉ꎮ 莎格是某某先

生一直心仪的女性ꎬ在莎格生病时ꎬ某某先生

将她接到了家里ꎬ是西丽的精心照顾使患病

的莎格得以康复ꎬ莎格会如同女儿一般地靠

在西丽怀里ꎬ让西丽给她编辫子ꎮ 另一方面ꎬ
莎格则如同精神导师一般引导着西丽ꎮ 莎格

鼓励西丽关注性爱时的身体体验ꎬ让她体验

到作为一名女性的感受ꎬ同时培养西丽的独

立、平等的意识ꎮ 她告诫西丽:“你别总是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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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太地称呼我ꎮ 我还没有那么老ꎮ” [５] 后

来ꎬ莎格和西丽离开了某某先生的家ꎬ前往北

部孟菲斯ꎬ莎格给西丽提供了物质保障ꎬ使得

西丽可以充分发掘自己的才能ꎮ 在莎格的指

引下ꎬ西丽发现了自己设计裤子的才能ꎬ并在

莎格的帮助下开办了自己的裤子厂ꎬ实现了

经济上的独立ꎮ 在莎格与西丽的相处过程

中ꎬ西丽用零碎的布料缝制被子的场面吸引

了莎格的加入ꎬ莎格贡献了她的黄色旧裙衫ꎬ
做成的被子被她们叫作“姐妹的选择”ꎮ 小

说中被子的原型就是现实社会中的“百纳

被”ꎬ所谓的“百纳被”是指黑人妇女将一定

形状的小片布料拼凑缝补而成的被子ꎮ 世代

相传的百纳被文化显示了黑人女性独特的审

美和创造力[６]ꎮ 西丽觉得莎格哼唱的布鲁

斯风格的曲子别有韵味ꎬ不由自主地跟着哼

唱起来ꎮ 由此ꎬ黑人独有的传统艺术在黑人

女性的彼此影响和相互关爱中得以保留和

延续ꎮ

三、女性解放的过程和结果的反思

小说结尾展现的女性境遇看似皆大欢

喜ꎬ但是ꎬ如果仔细审视小说中女性救赎和解

放的过程与结局ꎬ就会发现女权主义运动发

展过程中的一些难题ꎮ
１.以索菲亚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与白人地位的

翻转

　 　 索菲亚和市长夫人第一次见面时ꎬ市长

夫人提议让索菲亚做女佣ꎬ索菲亚的回答是:
“他妈的ꎬ不好ꎮ” [５] 此时索菲亚的预设是黑

人女性和白人女性是绝对平等的ꎬ黑人有对

白人说“不”和表达不满的权利ꎮ 而结果却

是被打断肋骨ꎬ“半个鼻子掀了” [５]ꎬ此后被

迫在监狱洗衣房做苦役ꎮ 至此ꎬ她被现实中

存在的种族不平等所击倒ꎮ
在具有妇女主义者特质的玛丽的帮助

下ꎬ她得以逃离苦役ꎬ为市长夫人做佣人ꎮ 并

且随着时间的推进ꎬ她和作为白人女性代表

的市长夫人之间开始了较量与博弈ꎮ 市长夫

人想学习开车ꎬ由于市长没空教她ꎬ她只好依

赖索菲亚和她学习开车ꎮ 耐蒂目睹了市长夫

人和索菲亚在一起的场景:“市长夫人在买

东西ꎬ不断地从商店里出出进进ꎬ她的侍女在

街头等着她ꎬ替她抱大包小包的东西ꎬ我不知

道你见过市长夫人没有ꎬ她像个浑身湿透的

小猫ꎬ她的侍女可一点不像侍候人的女佣人ꎬ
尤其不像侍候湿猫的人ꎮ” [５] 此时ꎬ白人女性

和黑人女性的地位出现了翻转的迹象ꎮ 到后

来ꎬ市长夫人的女儿对索菲亚的绝对依赖成

为了黑人女性与白人女性地位翻转的佐证ꎮ
索菲亚说道:“你们知道的ꎬ她(市长女儿)家
里一出问题就来找我ꎮ 可后来ꎬ有了好事情

她也来找我ꎮ” [５] 市长女儿抱着儿子雷诺兹
斯坦利厄尔来到索菲亚的家里ꎬ急切地想要

得到索菲亚对她儿子的肯定ꎮ 而索菲亚的回

答却是:“不ꎬ太太我不爱雷诺兹斯坦

利厄尔ꎮ” [５]这里索菲亚显然具备了相对于

白人女性的绝对优势和掌控地位ꎮ
在黑人和白人的关系中ꎬ黑人长期以来

处于弱势和受压迫、边缘化的地位ꎬ小说提供

了一种解决方案ꎬ而这种方案却是以黑人为

主导的压迫关系代替旧有的压迫关系ꎮ
２.以西丽为代表的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地位

的翻转

　 　 在黑人女性的帮助下ꎬ西丽从不堪的境

遇中解脱出来ꎬ获得了自己父亲遗留的房子ꎬ
并成立了自己的“大众裤子非有限公司”ꎬ她
和某某先生的关系也日渐缓和ꎬ小说中描写

到:“过了一阵ꎬ我把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ꎮ
就剩下我们两个了ꎬ我心想ꎬ两个失去爱情的

老傻瓜在星星下面做伴ꎮ” [５] 某某先生在情

感上依赖西丽ꎬ经济实力又逊色于西丽ꎬ西丽

的境遇表明黑人女性与黑人男性地位的

翻转ꎮ
在莎格的情感鼓励下ꎬ西丽变得越来越

有信心ꎮ 在某某先生因为意见不同要殴打她

时ꎬ她一改往日的逆来顺受ꎬ即刻与他扭打在

了一起ꎬ西丽在打斗中表现出了勇气和使用

武力的意愿ꎮ 西丽继承了父亲的房产并开办

了裤子厂ꎬ使她拥有了财富ꎮ 而勇气、武力与

财富一般与男性气质相联系ꎬ所以ꎬ西丽在一

定意义上具备了男性的特质ꎮ 而某某先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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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好相反ꎬ在西丽离开他去北方以后ꎬ他开始

到田地里干活ꎬ变得喜欢做针线活并热衷于

收集贝壳ꎬ某某先生越来越具备女性的特质ꎮ
所以西丽和某某先生关系的翻转ꎬ一方面ꎬ可
以理解为用以女性为主导的二元对立代替旧

有的二元对立ꎻ另一方面ꎬ鉴于西丽的男性特

质和某某先生的女性特质ꎬ原有的二元对立

关系仍然完好无损ꎬ西丽的主导地位仍是以

她的男性特质为基础ꎬ原有的男权对女性的

压迫未能改变ꎮ
在 １９ 世纪末ꎬ社会上出现了对黑人道德

素质低下的指责ꎮ 作为回应ꎬ在黑人团体中

产生了一种“救赎期望”ꎬ这种期望主要来自

中产阶层的黑人女性(不局限于她们)ꎬ她们

试图通过接受传统的资产阶级的礼仪规范来

消除白人对黑人在家庭、生活等方面的不当

行为的指责[７]ꎮ 黑人资产阶级能否获得尊

敬关键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循了男权体制下的

家庭理念[７]ꎮ 可见ꎬ黑人的“救赎期望”实质

上仍然是在男权的框架下ꎬ在以白人为主导

的社会架构内对黑人行为进行有限度地改

良ꎮ 在小说«紫颜色»中ꎬ西丽通过自己的努

力成为了裤子厂老板ꎬ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

列ꎬ使自己免受黑人性暴力和家庭暴力ꎬ这样

的经历与那种思想上保守、落后的黑人梦想

着通过接受白人资产阶级的礼仪规范而实现

的“救赎期望”相契合ꎬ解构了小说中黑人女

性的成长和进步ꎬ她们仅仅是掉进了财富决

定一切的白人至上和男性至上的俗套里ꎮ
３.女性身体和妇女解放

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使她们渡过难

关ꎬ有时她们还要牺牲自己来确保其他女性

的利益ꎮ 西丽为了保护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耐

蒂ꎬ贡献了自己的身体ꎮ 玛丽为了救出索菲

亚ꎬ也同样牺牲了自己的身体ꎮ 很显然ꎬ她们

作为替罪羊ꎬ以自己的身体献祭ꎮ 在«圣经»
中ꎬ亚伯拉罕捆绑了以撒ꎬ准备火烧以撒向上

帝献祭ꎬ在此时ꎬ他的内心是对上帝绝对的虔

诚和信任ꎬ并没有企盼从上帝那里获得任何

回报ꎮ 西丽和玛丽在献祭身体时ꎬ有了一定

限度的自由意志ꎬ她们可以选择贡献或者拒

绝ꎬ而且她们的献祭是有条件的ꎬ即身体一旦

贡献ꎬ她们企盼献祭的接受者履行承诺ꎬ释放

她们的姐妹ꎮ 但是她们的自由意志是受限

的ꎬ因为ꎬ如果她们选择拒绝ꎬ自己的姐妹就

无法被释放ꎬ所以实质上她们仍然没有选择

权ꎮ 表面上看ꎬ贡献身体的女性拥有了与权

力阶层谈判的条件ꎬ但是ꎬ决定权仍然掌控在

权力阶层ꎬ即男权的手中ꎬ他们可以随时选择

违约ꎮ 这就彰显了黑人女性无奈的困境:身
体是她们唯一的筹码ꎬ而筹码的效用仍是未

知的ꎮ
无论是在现实的女权主义事业中ꎬ还是

文学再现中ꎬ女性利用自己的身体作为工具

总是会得不偿失ꎮ 首先ꎬ掌握着话语主导权

的男性用凝视规训着女性ꎬ用自身的审美标

准消费着女性的身体ꎬ进一步强化了女性

“他者”的地位[８]ꎮ 其次ꎬ把身体作为交换条

件、将身体工具化有悖时代潮流ꎬ“黑人女性

主义理论家正在试图重新挽回那受到伤害

的ꎬ被标记为不道德的黑人女性身体ꎬ在过

去ꎬ她们的身体被贬低ꎬ人们认为黑人女性的

身体不具备产生知识的能力ꎬ没有资格成为

言说的主体ꎮ” [９]

４.黑人女性之间的诚信

诚信在小说中是一种可贵的品质ꎬ莎格

被大家所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她为人诚

实ꎮ 小说中描写到:“我是说ꎬ她正直ꎬ坦率ꎬ
光明正大ꎮ 她有话直说ꎬ才不管会不会天诛

地灭ꎮ” [５]诚信也是沃克一直所推崇的品质ꎬ
也是构成妇女主义者相亲相爱的基础ꎮ 沃克

认为“说出真相是必须的ꎬ永远都是” [１０]ꎮ 她

也说过:“如果你就自己的痛苦对自己说谎ꎬ
那么有一天ꎬ你会被那些声称你自愿享受痛

苦的人杀死ꎮ” [１０]

虽然ꎬ诚信在小说中以及在沃克的实际

生活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ꎬ但在小说中仍

然存在着黑人女性之间不诚实的现象ꎮ 耐蒂

离开继父的家以后就跟随着黑人传教士夫妇

塞缪尔和科琳ꎮ 塞缪尔和科琳领养的孩子正

是西丽所生ꎬ孩子在出生后被西丽继父卖掉ꎮ
科琳觉察出孩子和耐蒂长得很相像ꎬ误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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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蒂是孩子的母亲ꎬ一直警惕着耐蒂会把孩

子抢走ꎬ并且怀疑塞缪尔和耐蒂之间有私情ꎬ
但是事实的真相却被耐蒂一直隐瞒着ꎮ 可怜

的科琳因为疑虑和在非洲水土不服而日渐憔

悴ꎬ在弥留之际ꎬ耐蒂才将真相告知于她ꎮ 如

果黑人女性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ꎬ在遭遇敌

我矛盾时隐瞒真相ꎬ这样的做法还情有可原ꎬ
但在共同争取进步的黑人女性之间ꎬ刻意的

不诚实必然会与妇女主义者的特质相悖ꎮ

四、结　 语

«紫颜色»刻画了黑人女性在妇女主义

者的指引下获得成长和解放的过程ꎬ彰显了

黑人女性不同于白人女性的特点ꎬ在一定程

度上挑战了白人女性对女权主义运动的统治

地位ꎬ摆脱了白人女性女权主义运动的范式ꎮ
黑人女权主义运动逐渐多元化ꎬ涵盖了政治、
经济、历史、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和文化等层

面ꎮ 在文学作品中再现的黑人女性生存的困

境、为争取权利而进行的抗争是女权主义运

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但是ꎬ文学作品本身拥

有着巨大的阐释空间ꎬ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

权威无法保证ꎬ文学作品的意义独立于作者

的意图之外ꎬ作者意图和文学再现之间的张

力、作者意图与文本阐释的意义相悖的情况

也成为女权主义者在文学领域中争取黑人女

性权利时不得不研究的一项课题ꎮ

参考文献:

[１]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Ｐｕｒｐｌｅ [ ＤＢ / ＯＬ ] .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０１)[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Ｐｕｒｐｌｅ.

[２]　 巴特勒.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身份与身份的颠

覆[Ｍ] . 宋素凤ꎬ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社ꎬ２００９.
[３]　 王晴锋. 同性恋研究中的身份政治、亚文化及

话语之争[Ｊ] .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ꎬ２０１６(２):７４ － ８２.
[４]　 曾丽华. 论«紫颜色»中的妇女主义思想[ Ｊ] .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ꎬ２０１７(１):
１０６ － １１０.

[５]　 沃克. 紫颜色[Ｍ] . 陶洁ꎬ译. 南京:南京译林

出版社ꎬ２００３.
[６]　 王秀杰. 黑人的百衲被与印第安的圆:«梅瑞

迪安»的混杂性叙事[Ｊ] . 国外文学ꎬ２０１６(４):
１３７ － １４４.

[７]　 ＱＵＡＳＨＩＥ Ｋ. Ｂｌａｃｋ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ｅｅｒ ｇｅｎ￣
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Ｒｉｔａ Ｄｏｖｅ′ ｓ “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ｎｄ Ｂｅｕｌａｈ”
[Ｊ] . ＣＬ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２０１６(４):３６４ － ３８０.

[８]　 程晨ꎬ宗戎. 从女性形象解读美国电视剧中的

女性主义困境[Ｊ] . 中国电视ꎬ２０１６(１２):９６ －
１００.

[９]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Ｍ ＪꎬＭＯＨＮＡＴＹ Ｃ Ｔ.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ｓꎬ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ｉｅｓ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ｕ￣
ｔｕｒｅｓ[Ｍ] .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１９９７.

[１０] ＰＬＡＮＴ Ｄ Ｇ. Ａｌｉｃｅ Ｗａｌｋｅｒ:ａ ｗｏｍａｎ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ｉｍｅｓ[Ｍ] .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ａｅｇｅｒꎬ２０１７.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ｏｍｅｎ′ｓ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Ｐｕｒｐｌｅ
ＷＡＮＧ Ｔｉｎｇｔｉ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Ｈｕａｉ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Ｈｕａｉｎａｎ ２３２０３８ꎬ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ｉｃｅ Ｗａｌｋｅｒ′ｓ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ｗｏｍａｎ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Ａｌｉｃｅ Ｗａｌ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Ｐｕｒｐｌ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ｏｄｉｅ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ｗｏｍｅｎꎬ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ｂｌａｃｋ ｗｏｍｅｎ. 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ｍａ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ｆｅｍｉｎ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Ｃｏｌｏｒ Ｐｕｒｐｌｅꎻｗｏｍａｎｉｓｍꎻｂｏｄｙꎻ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责任编辑:何旷怡　 英文审校:林　 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