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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代中国女性在家外的游移（mobility）经验，一方面反映了自 1840年后中国在社会和

物质层面的转变，如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另一方面亦折射出从幽闭到释放的话语转变，中

国女性原本那种受到赞誉的“深居闺阁”的生活方式及附载其上的道德意义，此时却被视为是女

性智识不开之根源，因此受到抨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打破困顿、追求释放的新女性形象。

由此，时人对女性的游移经验投射了一种乐观和美化的想象，游移成为女性解放的象征。但

是，这种对游移的推崇，在历史层面和历史书写层面上，反映了时人和学者对现代性那种进

步和解放特质的不假思索的接受。妇女“解放”固然促成了妇女实际生活经验的极大转变，但它

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概念，而是一个暗藏殖民主义话语霸权的历史性框架，它决定了哪些

可以被称之为“解放”，哪些则被称之为“压迫”。如果我们对此不加以反思，而是直接接受了其

呈现出来的现代性和合法性，并将之拿来改造中国的社会和女性，那么，最后则会出现一种

思想与社会在嵌合过程中的不洽，而女性则为这种不洽付出代价。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上

意识到妇女“解放”的历史性，关切女性在被解放后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局面，并思考如何去应对

这样的复杂局面，以使女性能够真正进行选择——不管她们是选择走向“解放”，还是走向“压

迫”——而不必背负政治压力、道德困境和生活重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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