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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呈此论文摘要予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评议会 

以符合文学硕士课程要求 

《南洋商报》妇女版中女性书写场域的建构 

李蕙名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主席：林春美副教授 

学院：现代语文暨大众传播学院 

《南洋商报》副刊妇女版在 80 年代后期曾为女性书写建构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书

写场域。这与该版的灵魂人物——编者悄凌——有关。悄凌鲜明的女性意识改变

了妇女版的风格面貌。丰富的文学刊物编辑经验为她提供了雄厚的文化资本，也

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关系。她采用本土化手法，关注本土课题。她在妇女版中大量

设置专栏，广邀本土作家与非文学类作家，建构了女性书写场域，打造了堪称妇

女舆论与文艺版的妇女副刊。本论文结合女性主义理论与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

探讨《南洋商报》妇女版对女性书写场域的建构。此外，本文亦将从专题特辑的

编辑构思，及开辟给男性与女性作家的专栏等方面，探讨悄凌在提升本土女性意

识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关键词:《南洋商报》，妇女版，悄凌，女性书写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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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ITA, NANYANG SIANG PAU 

Oleh 

LEE WEI MIN 

November 2020 

Pengerusi : Prof. Madya Lim Choon Bee, PhD 
Fakulti : Bahasa Moden dan Komunikasi 

Pada akhir dekad 80-an, Ruangan Wanita dalam akhbar Nanyang Siang Pau 
telah membuka ruang kepada arena kesusasteraan untuk golongan wanita. Hal 
ini berkait rapat dengan usaha editor ruangan tersebut yang bernama Qiao Ling. 
Beliau mempunyai tahap kesedaran gender yang tinggi. Pengalamannya 
sebagai editor dalam pelbagai majalah sastera sebelum itu telah menajamkan 
pemikiran ideologi beliau dalam bidang kesusasteraan Cina, serta membantu 
beliau memperluas jalinan sosial dengan ramai tokoh dalam bidang tersebut. 
Qiao Ling sememangnya menitikberatkan  isu-isu tempatan dalam kerjanya 
sebagai editor dan tidak pernah jemu berusaha memupuk minat penulis literasi 
tempatan dan barisan penulis bukan literasi untuk terus berkecimpung dalam 
dunia penulisan Kesusasteraan Cina. Tesis ini bertujuan untuk mengkaji 
peranan Ruangan Wanita dalam akhbar Nanyang Siang Pau untuk membina 
arena kesusasteraan wanita dengan mengguna pakai Teori Feminisme danTeori 
Bidang yang dikemukakan oleh Pierre Boudier. Selain itu, tesis ini bertujuan 
untuk meneliti peranan Qiao Ling dalam meningkatkan kesedaran wanita 
tentang pelibatan dalam usaha memajukan bidang kesusasteraan Cina melalui 
penerbitan penulisan terpilih yang berkaitan dengan topik tertentu dan 
penawaran beberapa platform untuk penulis lelaki dan penulis wanita bertukar-
tukar pendapat tentang isu berkaitan dengan wanita. 

Kata-kata Kunci: Nanyang Siang Pau, Ruangan Wanita ，Qiao Ling, arena 

kesusasteraan tentang golongan wanita 



© C
OPYRIG

HT U
PM

iv 

感言 

接触论文的开始是自己单身的阶段到结婚到怀孕生子，似乎陪我经历了相当漫长

的一段时间。 

在我念小学的时候，《南洋商报》是我家长期的精神粮食。当时年纪尚小的我，

竟然也是<妇女版>的小读者。在模糊的记忆里，依稀翻阅过里头的文章。没想到，

多年后竟然成了我的研究史料，原来当年对妇女版的“邂逅”是老天别有用心的

安排。 

收集史料的过程，相当漫长。庞大的资料，花去我不少的时间，但那一段陶醉在

妇女版浩瀚文章里的日子亦是我人生中美丽的回忆。为了收集资料，我在吉隆坡

靠近国家图书馆的附近，租了房间。每天定时的往国家图书馆跑，与图书管理员

齐上下班。每每看着满满的硕果，心里尽是欢喜。后来很长的一段日子，肚里的

宝宝陪着我在高速大道，南北横穿，继续往图书馆搜集资料，继续忘我地沉浸在

资料堆中，寻找满足感。 

从宝宝出生到坐月，我似乎天天都在马不停蹄地整理资料、分析资料。在宝宝彻

夜难眠的时候，我边摇摇蓝，边阅读资料。妇女版的文章与波娃的《第二性》似

乎成了宝宝的“睡前故事”。听着读着，宝宝竟然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而我继

续陶醉其中。坐月的那段日子，虽然三翻四次地受到陪月阿姨对我在坐月时期仍

然抱书阅读而做出反对，但是，她的好言相劝却无阻我对资料的陶醉。阅读资料

可以让我很忘怀，她也拿我没办法，因此，那一段闭关坐月的日子，我不仅止与

麻油香、奶香味过日子，我的坐月房间内还充满了书香，过得相当的充实，有满

足感。 

如今，孩子也渐渐长大了，书写论文之路也终究即将告一段落了。论文的完成，

让我深深地体验到身为一位女人，在完成妻职、母职的同时，纵使再多阻扰，也

绝不放弃对自我理想的追寻。虽然过程不易，有时候会遭受旁人的冷眼看待，但

是那一段研究之路，却让我习得了很多教科书中无法教会我的事，特别是对于自

我建构的争取以及对生活上井然有序、更有系统性地处事能力的训练等，我想这

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收获。 

我常在想，做研究就是要让自己学习。往我不太擅长的地方琢磨、学习，自然就

得花时间、耗精力。然而，多年的研究之路，丰富且充实，虽然偶遇挫折，但是

身边总有指引我、帮助我的老师和朋友，还有关爱我、支持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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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特别感谢林春美老师，感谢她时常在我迟缓的脑袋堵塞时，指引我康庄之路，

感谢她多年来给予我的无限宽容以及孜孜不倦、循循善诱的指导才让我得以完成

我的论文。我也要感谢副指导老师吴文芯博士，谢谢她对我的鼓励与指导。 

家人是我的精神支柱，是我碰壁后再次崛起的动力。因而，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

爸爸、妈妈、弟弟李健贤和丈夫陈智成还有我的女儿陈彦潼，谢谢他们给予我的

无限鼓励与支持。 

最后，我还要感谢身边朋友，特别是与我并肩作战、时时鼓励我、协助我的玉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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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绪论 

副刊（即早前所谓的“附刊”）对于马华文学起着重要的关系。正如杨松年在

《报章副刊与期刊杂志研究的意义：发刊词研究为例》一篇中，所言：“报章副

刊与期刊杂志是推动新马华文文学的重要力量。没有报章副刊和期刊杂志，我们

实在很难想象当时的文学将处于怎么样的境况”。（杨松年，2000，页20）文学

的产生与推动需要有发表的平台，特别是甚少获得重视的女性书写。作为副刊其

中一版的妇女版在80年代主编——悄凌的穿针引线下，《南洋商报》（简称《南

洋》）妇女版在当时曾为女性书写建构了场域，然而，却未曾获得学者的关注。

若对当时的妇女版进行研究，便可一窥当时妇女版的整体面貌以及妇女版如何为

马华女性书写建构场域进而为马华女性文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妇女版为报刊中专为女性读者提供与女性相关资讯的副刊，因此把研究范畴锁定

于妇女版中去探讨女性书写场域的建构更能有针对性地凸显出妇女版在这方面的

贡献。虽然，发表于该版的作家有些也发表于文艺版，但是，较其内容相比，还

是有差异的。与文艺版文章相比，妇女版中的文章主要以女性议题相关，内容多

是围绕女性而写。 

1.1 前人研究综述 

本地妇女版（或称为妇女副刊）的研究显得薄弱，虽然 80 年代末，《南洋》妇

女版曾为女性书写建构了场域，为推动马华女性文学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对于

妇女版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却被忽略，数量少之又少。与本论文相关的研究，大致

可分为三大类：马华女性文学研究、马华副刊研究以及妇女版研究。 

女性文学向来在马华文学史中鲜少被讨论。70年代，马华女性文学逐渐崛起，但

是，对于马华女性文学之研究工作却不能与之成正比。直至目前为止，对于马华

女性文学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数量不多，有：张亚萍<近年马华女性文学的几个特

征>(1997)、林金平<论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新马华文女性文学>（2010），这

两位学者各自对不同年代的马华女性文学特征进行探讨；黄晓娟、吴晓芬则从身

份认同的角度上探讨马华女性文学；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象>（2009）探

究了马华女作家对“马共”的认知与思考。有几篇论文则是专对马华女性小说进

行研究：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2012）分析并论述了马华与大

陆女作家在小说上的异同之处；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2015）

则论述了马华女性小说近三十年来的演变。 

学者对个别马华女性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数量较整体性研究多，成果较丰硕。当

中最受关注的作家有：商晚筠、黎紫书、朵拉等。林春美在<从华玲到吉隆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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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筠的女性之旅>（2009）探讨了作品中女性书写的流变。另外，对商晚筠的书

写策略做出研究的有：杨启平<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2006)和邱苑妮<在镜

中绽放的乳房——论商晚筠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书写策略>(2010)。黄熔<特殊地

缘景致下的女性衷曲——商晚筠的小说创作主题研究>(2010)则论述了商晚筠不

同时期作品的主题演变。此外，对于黎紫书研究的学者也不少。林春美的单篇论

文<在父的国度：黎紫书小说中的女性空间>（2008），从父亲缺离的角度中看小

说主角的宿命；金进<日对魔镜幻化人生的阴暗女巫——马华女作家黎紫书小说

研究>(2011) 则论述了作家借由作品完成自己对人性的挖掘的可能。 

另外，不少学者也就朵拉的不同类型小说进行研究：张伟<论马华女作家朵拉的

爱情小说>（1995）、 朱立立<论朵拉的微型小说>（1997）；胡尹强<论朵拉的

小说创作>(1996)则对朵拉的小说做出整体性的评论。另外，对于男作家作品的

女性书写，学者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和<女

身境地：小论1990年代潘雨桐小说的“女”“性”>也从性别角度论述了文中被

建构的女性客体的处境。由此可见，学界仅关注少数知名的马华女作家作品，尚

有部分女作家如：陈蝶、野蔓子等人的作品少有研究。 

对于本地报章副刊的研究，要属杨松年最多，堪称研究本地报章副刊的先师。杨

松年在副刊研究上的成果包括：《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论析（甲集）》

（1986）、《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论析[乙集]）》

(1990)、<马来亚早期文艺副刊研究：益群日报的枯岛>(1983)、<马来亚早期报

章文艺副刊研究：光华日报的绝缘回线>(1984)、<南洋商报第一份文学副刊<新

生活>研究>(1984)、<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狮声编者研究>（1985）、<槟城光华日

报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1986）。其研究副刊的范围多属文艺副刊。后来

的学者也多从文艺副刊中去窥探副刊与马华文学场域的关系：林春美的《文艺副

刊与马华地志散文之兴起》（2010）、陈庆妃《1990年代马华文学场域与地志文

化散文的兴起》（2014）、《九十年代马华散文的新势力与副刊现象考察》

（2014）、曾维龙《谁定义的马华文学？ --以1976〈南洋商报〉副刊为个案分

析》（2012）、《马华文学场域的原生态考察——副刊研究的意义初探》（2013）

以及战后的马华文学场域的流动与影响——以《南洋商报》副刊为个案（2015）。

对于副刊与马华新生代评论者之崛起研究有贾颖妮的《文艺副刊与马华新生代批

评——以〈以南洋文艺〉文学批评专栏“有所建树”为例》（2013）以及《〈南

洋文艺〉与马华新生代批评的崛起》(2014)。作者认为马华新生代（出生于

1960-1970年代而于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登上马华文坛的青年作家群）批评借助

副刊的强大传播力得以播撒和建立，深刻地改变了马华文学固有的成规和范式。

不论是杨松年还是其他学者，他们多集中于文艺副刊研究，少为其他版位进行探

讨。 

本地妇女版的研究，数量可谓少之又少。其他国家如中国、港澳、台湾对妇女版

的研究则处在发展中。他国学者各从不同的角度对妇女版进行研究：王右君《常

民自我叙事做为一种媒介言说：阅读《联合报》〈家庭与妇女〉版上的女性话语

与声音》（2012）一文中对妇女版的角色定位做出了讨论。作者认为平面媒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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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庭（女性）版面经常扮演建构女性角色论述的角色。刘慧英《被遮蔽的妇女

浮出历史叙述-简述初期的〈妇女杂志〉》（2007）则肯定了妇女版编者对鼓吹

女性文学的作用。刘迎新《〈晨报副刊〉与现代女性文学》（2007）论述了妇女

副刊对女作家的培养及女性文学的推动。另外，黄慧《〈妇女杂志〉与女性意识

的觉醒和徘徊》（2012）分析并窥探了《妇女杂志》中女性的觉醒意识。魏斌

《近 10 年（1999-2008）〈澳门日报〉副刊上的澳门女性散文研究》（2010）则

对妇女版上的文学类别进行分析与探讨。 

 

相较于国外对妇女版的研究，本地妇女版的研究显得缺乏，仅有三本学士论文：

李琼君的《经济不景气时期（1930-1934）新马华文报章妇女副刊研究》(1995)、

廖慧敏的《战前时期新马华文报章妇女副刊研究（1937-1942）》(1995) 以及黄

佩君的《战后时期新马华文报章妇女副刊研究（1942-1945）》（2001）。这三

本论文主要从妇女版上的课题讨论中去探讨当时社会对妇女问题的看法。这三本

论文的研究时间线相当早，仅针对早前（战前至战后）的妇女版做出探讨。但是，

妇女版在 80 年代后期的鲜明突转和改变：内容之改变、大量马华文学作品之引

入，特别是一些写的不错却尚未获得学界关注的马华作家作品的被看见，留下了

尚待研究的空白之处。 

 

因此，若能从妇女版上去展开研究，必能更为详细地呈现出当时妇女版的整体面

貌以及与当时妇女版对女性书写场域建构上的贡献。 

 

1.2 研究范畴与概念界定 

 

本论文的研究范畴以《南洋商报》悄凌主编时期（从 1988 年 4 月至 1993 年 6 月
1
）的妇女版为主。《南洋商报》妇女版是对该报妇女副刊的概称。<新妇女>是

悄凌最初主事妇女版时的版名。从 1990 年 7 月开始，妇女版在每两星期的星期

四，除了<新妇女>日刊外，也同时增设了双周刊，名为<南洋女性双周刊>直至

1991年 3月。随着双周刊停版的同时，日刊妇女版也自此改名为<南洋女性>并沿

用至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新妇女>、<南洋女性双周刊>及<南洋女性>在文

中皆一概统称为妇女版。 

 

由于“女性书写”与“女性文学”在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在

此详加说明。 

 

对于“女性书写“的概念，最初由法国女性主义学家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提出。学者纪元文在分析其“女性书写”之理论上做出了如此的诠释：

 
11988年 4 月的《南洋》妇女版中曾显示悄凌为当时该版的主编。由于妇女版上没有详细说明悄凌何

时离开妇女版，仅在专栏作家张以欢 1993 年 7月 30 日的<平凡人物平凡事>一文中略述当时主编乃

柏一。因此，笔者推测悄凌主事妇女版至 1993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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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书写乃是书写类型的隐喻，而非生物决定论的本质主义教条”（纪元文，

2005，页4）易言之，“女性书写”并不局限于性别框架上，“而是牵涉到文本

的叙述策略与艺术效应等层面”（同上，页5）。另外，学者陈玥潾在“女性书

写”的定义上做出如此的补充：“只要作品中刻画女性角色的处境或处理女性在

男权社会中所遭遇的困境等问题都属于‘女性写作’的范畴（陈玥潾，2017,页

3）。这样的诠释也与西苏提出男性作者也具备“女性书写”理论的特质扣合。 

 

另外，对于“女性文学”的概念，学者刘思谦（2005）认为共分为四种：一种意

见是只要女性写的就是女性文学；第二种意见是按性别加题材加风格的分类即女

性文学是女性所写的表现女性生活体现了女性风格的文学；第三种意见认为女性

文学是女性所写的表现女性意识的文学，即分类标准是性别加女性意识；还有一

种意见认为虽然为男性所写但由于具有女性意识也应该划入女性文学。 

 

按妇女版的实际情况而言，除了女作家外，不少男作家受邀于妇女版中写作。在

舆论上，也表达了他们对女性议题的深切关注。因此，本文在讨论妇女版对女性

书写场域建构上，亦将妇女版中的男作家作品也纳入讨论之范围符合了陈玥潾的

定义以及刘思谦对女性文学界定的所有四种意见。然而，某些男作家如李文山的

作品并非全然具备女性意识特质，其部分作品在某些时候呈现出父权意识。尽管

如此，笔者亦将此类文章一并作为讨论范围，主要是作为参照之作用，以便能如

实地呈现出当时妇女版上作家对女性议题之舆论的完整面貌以及折射出作家思维

中对女性意识的真实反映。 

 

1.3 研究问题与目的 

 
本文选择《南洋商报》妇女版作为个案探讨主要因为在 80 年代末，《南洋商报》

妇女版率先以明显的跃进、丰富的内容，革新出现。笔者从 70 年代《南洋商报》

在吉隆坡独立运作开始翻阅，发现初期的妇女版内容多为：一、讨论传统妇女课

题，如：烹饪、育婴、医药常识等主要以教育妇女相关的资讯为主。二、妇女版

中的文章多裁剪自国外，少为本地妇女提出贴近自己生活的文章。直至 1988年 4

月，妇女版有了明显的改变。因而，笔者希望通过此论文，整理资料，挖掘出 80

年代《南洋商报》妇女版的风貌。从中探讨悄凌编辑角色对《南洋商报》妇女版

的影响以及悄凌主编时期，《南洋商报》妇女版对马华女性书写场域上的建构和

贡献，最后，再窥探《南洋商报》妇女版专栏作家作品中性别意识与主体意识展

现的情形。 

 

1.4 研究方法 

 

妇女版顾名思义，该版内容皆以丰富与女性相关事宜为主。自 1988 年起，在主

编悄凌的穿针引线下，将妇女版按其理念进行改革，除了关照现实，改革后的妇

女版也更具鲜明的女性意识。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无不给作家提供了一个极为适

当的书写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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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赏诗的细胞才行，不是每个人读诗都能投入的。”（潘碧华，1992年 6月 19

日）潘碧华在其专栏“浓情蜜意”中以古诗词表达了她对两性关系中深刻的体察

结果。其深厚的文学底蕴，让她即景生情，虽不像古代诗人般，自创吟诗，却能

借古典诗句抒发其想，流露出浓厚的文学气息，是个懂得赏诗的才女。她从身边

友人的爱情故事中思考爱情的奥妙，以古诗中诗人的处境或诗歌意境做一联想，

反映了她的爱情观。“追不到的理想永远至高无上，初恋情人永远最美。”（潘

碧华，1992 年 6 月 26 日）潘碧华在几篇文章中揭露了她对初恋最难忘、初恋情

人最美的想法。她身边的友人常惦念初恋情人，多年过去依旧难忘旧情人，这样

的情景宛如晏几道《临江仙》中诗人对恋人的无限怀念。另一文章<如今风摆花

狼藉>借由杜牧的《叹花》透露了人们常迷恋初恋情人的缘由，一切皆因“得不

到的最美”，说明了初恋情人难忘的理由。 

 

 

专栏中，她以现代的叙述穿插古诗，其叙述是如此的诗意，字里行间流露出其文

学的韵味。例如，她在论及给朋友在庙会的时候做媒，牵红线，一年后他们两情

相悦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回想过去，潘碧华叙述道：“还记得那时的庙会

灯光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那情景就好像昨日一般。”（潘碧华，

1992 年 7 月 3 日）体现了她浓浓地的文学气息。 

 

 

陈桂容在潘碧华的专栏集结束后，接手其专栏。她以同样的借诗抒情意的方式抒

发其生活杂感，或对人生发出感概、或表达思乡之情、或对友人的离去抒发了其

离别愁绪。陈桂蓉将自己的内心、感悟融于诗词中，“借由文学安慰自己悲伤的

情绪”。（陈桂容，1992 年 11 月 6 日）她在<剪不断理还乱>一文中，开篇先写

出了李后主的<乌夜啼>一诗。文中她借用李后主的诗，抒发了其对友人离去后，

剪不断的离愁别绪： 

 

以自己的曾有的心情去度李后主的愁绪。李后主是因国亡生离愁，我的

离愁却是因朋友远去而长，而那种惆怅无奈的乱却是相距不远的。不同

的是李后主多了一层无法挽回的伤痛，淡淡而幽远。（陈桂蓉，1992 年

10 月 23 日） 

 

 

妇女版中另一女文化人黄兼博虽不似翠园、潘碧华和陈桂蓉集中写主题相似的文

章，但是，从专栏“欲语还休”的文章中窥探，可以发现她在文章中流露出其文

化生活品味。从收拾贺年卡中发现卡片上的“福”字联想到“福”字在各个时代

的意义：福的原意为“免祸”，后来成了肥胖的代词——“人胖了美其名曰发福”

（黄兼博，1993 年 2 月 26 日）到跨越国界，“福”字在当时以农立国、重视人

力资源的中国人眼中，认为“多子多福”到后来中国实行一婴政策，而变成“多

子”未必“多福”。（同上）后来再另著文章让“福”子与三星公“福禄寿”一

起谈，可见其知识之渊博。 

 

 

此外，曾任职于国家电影检测局的她在谈论电影上也有其独到的看法。她分享了

不少她个人比较喜欢的电影，中西皆有如：钟芳婷的“蝴蝶梦“、奥黛丽赫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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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y Hepburn)的 “罗马假期”等。黄兼博对从中华文化（“福”字的联想）

到西方电影的评价，展现了她知识渊博，视野宽广的一面。作为女性文化人，她

不仅仅对自我的生活品味有所要求，更是注重广大妇女的福利。曾受委为国家妇

女咨询委员会成员的她也曾在 70 年代，华文报章对妇女资讯报导贫乏的年代，

“以小栏‘妇人之见’传达及报导有关全国性的妇女活动”（黄兼博，1993 年 4

月 20 日）为妇女界尽一份力。以上种种皆揭示了其视野之广、知识之渊博。因

而，能在其文章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浓郁的中西文化两相宜之气息。 

 

 

综上所述，她们深厚的文学雅韵深深烙印在她们的思维里，即便是碰上生活琐事，

文学的底蕴即刻化为其思维的点滴，流露于文章中，再一次印证了悄凌作为当时

妇女版的主事人，其对文化人的邀稿，无疑让妇女版面呈现出优雅的一面。 

 

 

5.4 对自我与人生的深切思索 

 

“生命意识是个体生命对生命本体存在的体认和观照”，（刘姝，2017，页 98）

妇女版女作家中有不少都是在自我省思下，发掘出生命的价值，是她们生命意义

的所在。她们透过文章去深思自己的人生、思考自我，从而建构了自我的主体性。 

 

 

存在主义者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主张人生的意义在于能够在悲观中透露

乐观，在消极的世界观中确立积极的人生观。（赵艳，2012）从妇女版部分女作

家的文章中感知，她们也秉持着这种信念，积极面对生活上的无奈，从生活经历、

所见所闻中自我反思，进而能够用正向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困境，迎来更具智慧的

人生，让自己更具存在意义。 

 

 

野蔓子在专栏“黎明黄昏”中，透过文章交代了她对生活百态、人生态度的看法。

她在日常琐事、生活经历的所见所闻中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因而感悟了人生的道

理，启发了她对人生的积极乐观之面，为她后来的人生路开启了乐观的乐章，迎

来了自尊的人生。她通过琐碎的日常生活、自己的经历、身边的生活琐碎事、与

友人的相处、阅读时事、看电视节目等各个处境中进行自我反思，感悟人生没有

绝对的公平就像没有清楚的黑白、是非界线之分，没有绝对的黑暗，亦无绝对的

光明，亦如黎明与黄昏，有其黑暗一面，亦有其光明之点。她在专栏首篇文章<

在黎明在黄昏>中大略说明了她对人生的看法： 

 

黑白、是非，对错不再像黑夜和白天那么绝对，人生的许多时刻都像黄

昏和黎明：说它黑暗沉罩，它渗着几线挣扎着的光明；说它光明再现，

幢幢黑影却站在光明背后。（野蔓子，1989 年 3 月 20日）。 

 

 

在她看来黑白混沌的人生里，“天使也会被误打入地狱受折磨；天堂也会错收幽

魂来颂扬” （同上），世间没有绝对的公平与完美，因此她“学会了接受矛盾，

学习拒绝悲观”。（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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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无时无刻都在思索人生道理，即使是娱乐消遣——看戏也能从剧情中意识到世

间存有太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因而对人生有了“黑与白”，“光明与黑暗” 

的体悟。这是因为，她不是茫然地看戏，她曾在文中表明自己是在“用感情看

戏”，因而可以看出人生百态。野蔓子感叹不公平的现象处处可见，就犹如电视

剧<鱼美人>故事里彰显出有钱人家犯罪后却能仗势一手遮天，反之纯朴的小户人

家犯了小过错却天网难逃，不为社会所原谅；<鲁冰花>中主角古亚明是贫穷的代

表，他死于有权有势的人家手里，但是野蔓子深思后，却表示，“用世故的眼光

看，他们（古亚明和郭老师）是硬碰权势，不自量力”（野蔓子，1990年 7月 30

日），揭露了社会中残酷的阶级之分的事实，不公平的存在。世间不公平之事太

繁多，因而野蔓子体悟了人要学会从悲观中确立积极的人生观。 

 

 

此外，她也从纪录片上，再次印证了现实社会并不完美的事实，正如她对人生的

想法般，有黑暗一面亦有光明之一面。野蔓子在纪录片中看到的美国和英国的现

实状况。片中，白墙是社会中怨男叛女的宣泄处：“黑夜，有人把脏字涂上墙；

白天，特工队用歌声用白漆把乌黑的字眼盖下去，污墙化成了白墙” （同上）。

几天后，怨男叛女又来宣泄，白墙又变污墙；特工队见状又出来，化污为白墙，

这样的情况一直不停地周旋重复，让野蔓子悟出社会中本来就是这种情况，是个

你情我愿的拉锯战，“不会有最后的胜利，不会有最后的失败”。路不转，人转，

只要改变心态，干脆“让现实做污墙，让自己积极和乐观做白墙” （同上）。

她明白了社会中必然存在的黑暗面，是不争的事实，因而她懂得以积极、乐观的

心态面对无奈，铺排人生。懂得看戏的野蔓子，更懂得从戏中看出人生，找到自

我的生命价值。她自知生活有欢乐必然也有悲哀，因而唯有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才能迎来自尊、自足的人生。野蔓子重视当下的生活。她主张珍惜当下，享受刹

那的美好感觉。她自觉人生有苦，但是不必储藏、积累生活的苦后再盼望甘甜的

日子。换言之，她主张从生活的苦处中寻找快乐，提倡苦中作乐的精神。未来的

日子，是个未知数，若未能把握当下只有换来往后的哀声叹气： 

 

我不等待“苦尽”的那一天。多少前人望断天涯路，不能肯定苦的尽头

处。世事国事家事人事，一苦未尽一苦又来。那“甘”，却叫人企望得

脖子酸痛。或许人对于生命，除了盼望“苦尽甘来”，也可以“苦中做

乐”。杀不死苦，也不要让苦杀死你的乐。漫漫长路，未来有甘没甘，

不知道。今天如不苦中作乐，以后回头恐怕已是百年身。（野蔓子，

1990 年 7 月 16 日）。 

 

 

人生虽然藏有苦楚，但是野蔓子自有其一套能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对她而言，快

乐“可以从家人朋友身上找，也可以自己向山水草木要”（同上）。她认为大自

然旅游、阅读听歌、回忆往事、好友闲聊、关爱家人这些不必高消费的生活方式

便能从中换来自尊的人生。只要暂别繁忙，“自己跟自己借一点时间”（同上），

重视自我，便能找到自我，建构自我。这一切以关注自我的生活方式能让自己的

内心感受被听见，也能让平日被压抑无视的尊严从中再找回。 “面包牛油炒得

那么昂贵，人的尊严感受压得那么便宜，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想我没有理由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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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可有的丁点儿快乐过不去”（同上）。因此，活在当下，苦中找乐是野蔓子

所秉持的精神也是构成她生命的价值观。 

 

 

除了野蔓子，叶秋红主张人们在面对“多雨”人生时，应该正视困难，接受挫折，

并懂得苦中作乐。虽然，“一叶知秋”专栏中的所有文章，明显地展现出她对人

生的消极看法，与此同时，却也看到她努力面对困境、自我排遣，尝试积极地过

好每一个日子的用心： 

 

对化学人生一向消极，所以常用积极心情渡过每一日，分外珍惜一刹那

的美好感觉。总觉得快乐是抓不住的，它来的时候要快快沉醉一番。

（叶秋红，1991 年 4 月 12）。 

 

 

<等雨停>一文中，她将受困车龙自喻为缠绕人生的苦楚。面对困境就像是人在一

场下得天昏地暗的雨中，受困在启不动引擎的车里，无助得只能等雨停。但是，

于她而言，人生路上虽然多挑战，只要“接受了就能保持美丽的沉静”（同上）。

她相信困难总会熬过去。痛苦中必然也有可以寻获的快乐，就像她受困车龙时，

以听得比平日更多的好音乐为理由，自我安慰，自我排遣心中的郁闷。“路永远

在等人，走慢一点也许能听到更多钟情的销魂曲”（同上）。因此，她总是积极

地面对人生困境，在苦中作乐的心态中重拾失掉的自我价值，找到自尊人生，因

为凡事不必大惊小怪，看不到前路，就暂且找个方式自我排解。人生苦难不会追

随一生，因为她相信“天空何曾有过下不停的雨”（同上）。 

 

 

陈蝶的文章虽多为舆论的呈现、对事情的批判，但是部分文章亦可窥见其人生观。

陈蝶“无为”的人生观首先可以体现在其专栏——“如寄人生”的首篇文章<移

居砂拉越>中。学者舒适龙对“人生如寄”的概念做出了这样的诠释：“人生如

寄的人生体悟是自己超然自适的生命状态，是一种无常生命的恰当概括。”（舒

世龙，2014，页 71）另外，学者王晨晨则对 “自然无为”的人生有着这样的说

法：“我们无论做任何事都不要一意孤行，而要顺其自然。”（王晨晨，2012，

页 11）。 

 

 

陈蝶对人生的看法秉持着无为、无常的态度，认为，这大千世界是自身躯体的屋

舍，自己只不过是寄身于这大千世界（陈蝶，1988 年 8 月 10 日），这也说明了

陈蝶对人自诞生便无从对自身居所做出选择的无奈，因而，“要在这宇宙微尘之

上安身立命，一半看天意，一半看人为”，（同上）显现了她对生命微带悲观的

无常想法。 

 

 

因而，她在失意的人生际遇中，期盼人类能够“创出一个人为的大同世界，共用

一种语言，制伏于一种法律，信奉一种宗教”。（同上）如此划一、简单的大同

世界中，人类便能拥有自由居住的权利，生命再也不会有寄居的情况，是精神的

一种寄托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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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人生如寄”的人生观具有一定的悲观色彩，但是，也是对生活豁达、看

淡的另一种折射。陈蝶对生命看待是豁达，淡然的，特别是对生命的终结，抱持

着无为、洒脱，顺其自然的想法。她视钱财为身外物，认为当一个人去世后：

“如此无为的来去才是生命自然的姿态。为什么一个人一定得留下一些他‘名下’

的物质才算正常呢？”（同上）因此，她认为对单身族来说，成萝的身外物其实

是自身的累赘，为“带不去又不知谁可托”（同上）的产物增添烦恼。 

 

 

对于姻缘，陈蝶亦是抱着“无为”之想法，顺其自然，不做强求。她对 80 年代

后期，女性单身现象的普及化以及社会对“嫁不出”的观念转化，变成“不出嫁”

的自主选择感到释然：“到了八十年代后期，不知是那位巾帼英雄起的头，硬硬

把 ‘自梳情结’复了古，嫁不出变成不出嫁！价值观一变，女子们原来所受的

压力‘唰’声消失了。”（陈蝶，1991）因此，她对婚姻的看法亦是顺其自然，

生活照过，不为强求： 

 

平平淡淡，无风无雨，人生只是一场等待。等的途中，穿衣、吃饭、祈

祷侍奉父母，和睦姐妹，也许那果陀一辈子都不来，即便不来吧，穿等

一场，也是一部人生了。 （同上） 

 

 

她对姻缘的理解是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情怀。面对这种不能自主的姻缘，她便乐

观地自我劝解，人生如此的短暂，即便婚姻没有进入她的生命，那也不过如此。 

 

 

由此可见，陈蝶“人生如寄”的人生观中，或许抹上一片悠悠的愁思，流露出一

种无可奈何的悲感，但是这也无尝不是一种豁达、平淡的人生情怀。 

 

 

詹瑞兰以其担任护士长二十年的经验，在妇女版上与读者分享了她与病人间周旋

的苦与乐。在看惯人生无常的职业生涯里，詹瑞兰积极寻求乐观看待每一件事的

可能。从詹瑞兰的文章中，不难发现，她是一个乐观、知足之人。她每天在医院、

病房中看着人生循环，病者的苦恼；新生儿家人的喜乐，对于自己的人生自有其

想法。对她来说：“人生不必要求过多，生活平淡无风无波，虽平凡，但平凡是

一种福，知足常乐”。（詹瑞兰，1992 年 6 月 6 日） 

 

 

知足常乐是一种自我满足的精神境界。知足常乐是指：“积极肯定目前自身的状

态，并对自身的状态有一客观、清醒的认识并能始终保持精神上的愉快和情绪上

的安定。”（张艳菊，2010，页 84）詹瑞兰在病房中看尽人生无常，对物欲横流

的世间，却甘于淡泊。她追求的是一种平凡极致的人生： 

 

我健康、双目能看、双耳能听、口能言、四肢可走动，真是非常幸运的，

不必有横财，已享有福气。（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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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看似平凡，却难能可贵。人生中岂能没有考验、没有挑战？没有风浪？但是，

詹瑞兰本其能力，把这些人生之苦转化为积极的人生推动力。她在生病时，能自

我慰藉，认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詹瑞兰，1992 年 3 月 28 日），并

把病假看作是看看书、种种花，养精蓄锐，以待重新出发的充电时机。因此，她

即便是在处于病假时期，仍不忘追求自我。她从休闲的活动，如：种花、看书中

找到了自我的价值。 

 

 

面对年华老去的人生，她也能平淡看待,认为“年华老去不一定是苦况”。（詹

瑞兰，1991 年 11 月 2 日）她在心灵，做出自我安慰，把忧心的老年境况想象成

子孙满堂、两老恩爱的温馨画面，扭转悲观为乐观。即便是遇上生命的最后关卡，

她也没有消极度过。她曾到美国临终关照协会受训，因此，面对临走的生命，也

能坚强、豁达待之。 

 

 

由此可见，詹瑞兰以其知足常乐的积极态度游走人生，即便让她遇上生命考验，

她也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生命，尊重生命。 

 

 

妇女版的女作家们都是重视生命的女子。她们尊重生命，接受挫折并懂得让自己

在苦中作乐，展现了她们积极乐观，坚韧的一面。正如阿尔贝·加缪所言，人生

的意义在于能够从悲观中透露乐观，在消极的世界观中确立积极的人生观。即使

面对多阻力的人生，仍然能坚强地面对，建构了积极的生命人生。 

 

 

5.5 小结 

 

同为妇女版作家的她们，以个人不同的生存体验、生活经历表达了她们共同的意

愿——自我的建构。她们从一个女性个体生命感官、心灵出发，书写了个人在不

同领域中对各自领域的感受、进行自我反思并在各自的领域、角色中建构自我。

从她们的书写中消解了女性在男性文化社会里没有符号书写权的固有传统。她们

清楚知道只有掌有话语权，在能言说自我的情况下才不致于丧失自我感觉，才能

意识到自我存在的意义，从而确立女性的主体地位。从她们书写自己的生活经历

中，我们透过走进她们的生活世界里，让我们看到当时的社会形态。各个作家在

书写她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与感想时，也能同时让我们看到她们是如何在各自身处

的领域与角色扮演中建构自我。 

她们打破刻板印象中女性固有的形象。苏丽绮和陈玫瑰改写了传统思维中贤妻良

母的形象，展现于妇女版的是一个作为自主、追寻自由的独立个体。她们挣脱家

庭的束缚，勇于追寻自我。她们在完成妻职或母职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自我价值

的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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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部分女作家也打破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移动的限制，在争取自由的权利中勇

于跨出长年被父权思维深锁的家庭领域，走进社会、国际中去实现自我、超越自

我。苏丽绮在家务劳动中也不忘自己的朋友群。陈玫瑰更是冲破作为母亲的角色，

无惧社会的眼光，留下孩子，独身出国工作。在工作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在当

地旅游的渴望。陈小梅对自己一成不变的工作生活进行反思后，决定独自背包旅

游中国长达一年，为自己沉闷的生活做出突破。爱薇秉着自己对旅游的热忱，放

弃工作，展开旅游，追寻自我。 

 

 

另外，除了固有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妇女版中的女作家们也让读者

看见女性深厚的文化生活品味。她们或深含艺术气息，对艺术品和中国水墨画具

有鉴赏的能力，正如文中的翠园。她们或具有文学品味，（如，潘碧华、陈桂容）

在浩瀚的古诗词中，与生活琐事做联系，展现了文化生活的风采。 

 

 

此外，妇女版中的部分女作家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去思索人生的感悟。即便是面

对人生挫折，也能将之转化为慰藉心灵的鼓励。不管是叶秋红、野蔓子、陈蝶还

是詹瑞兰，她们在思索人生中皆有一共同之处，那便是有着一颗豁达之心。这些

女作家们以笔墨书写自己的经验，在男性文章泛滥的报章中，呈现出女性的主体

性，再以自身的能力去建构亮丽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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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 

 

 

妇女版作为女性专属副刊，在编者悄凌的编辑下不仅为女性书写建构了场域也扭

转了大众对妇女版内容庸俗的刻板印象。这主要与悄凌这一灵魂人物有关。 

 

 

悄凌主编《南洋商报》副刊妇女版的时间相对其他编辑而言不可谓长（大约只编

至1993年），但是她所开创妇女版模式，亦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妇女版风貌。其后

多年，《南洋女性》无论沿用旧称抑或另立名目，大致不过萧规曹随。由此可见，

悄凌一手打造的《南洋商报》妇女版，其影响之深远。 

 

 

悄凌对文学刊物的多年编辑经验积累了一定的文化资本，这使她在 80 年代末接

受《南洋商报》妇女版主编一职时，运用其文化资本结合强大的人脉，让她在

《南洋》妇女版中能够实践其编辑理念。妇女版作为编者理念的实践场域，其改

革可以体现在几方面，其中包括，版位的扩大、对本土化的转向、现实的关照、

文学素养的注入以及对性别意识的重视。 

 

 

此外，她也主动去策划各种蕴含鲜明女性意识的议题，如对女性的天职做出反思、

向大众展示女性“玉手”创业的实力、以及修订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刻板认知，通

过多元的形式：座谈会、人物专访、专题调查，引领读者去关心与现代妇女相关

的议题。此外，她也扭转了女性向来在被书写、被注视中作为客体存在的现象，

邀请了多位男性文化人：作家、画家、诗人通过访谈的形式让女性读者得以审视

他们对女性议题的反馈。 

 

 

悄凌鲜明的女性意识加上丰厚的文学素养滋润了妇女版这块原为平庸的妇女园地。

由于其本土化的编辑策略，让她在取材方面趋向本土化。她在妇女版中大量地引

入马华作家，如：陈蝶、曼陀罗、爱薇、永乐多斯等。除了我们一般认知中书写

比较严肃类的文学类作品的马华文学作家外，悄凌也为那些能够以其笔墨驰骋于

方块专栏的非文学类作家如陈玫瑰、陈桂容和陈小梅等，提供了书写的平台，让

我们得以看见当时本地妇女的概况。大量的作家引入，造就了《南洋》妇女版专

栏之多的特色，自成一格。 

 

 

妇女版的另一特色还在于每逢星期五刊出的 “男腔女调”——堪称妇女版中的

文艺版。悄凌在“男腔女调”中打造了属于本土女性书写场域。她集合了七位作

家，各就不同的主题，齐在妇女版中亮相。除了星期五，在其他的日子里，她也

在妇女版中开辟了各不同主题的专栏，向不同作家邀稿，打造了极具文学气息的

妇女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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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初，悄凌再为“男腔女调”做出微改革。她安排不同辈分的作家，在“男

腔女调”一起写专栏。与先前不同的是，编者拟定书写主题，各作家则按照主题

展开写作。因而，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窥探同一主题下，不同年龄、不同阅历

之作家分享。 

 

 

此外，她也引领马华作家建构舆论场域。言论版原为男性主导的讲堂，女作家的

作品甚少在言论版中被重视。就算早前的妇女版中的言论，其实只是男性训诫女

性的文字。然而，妇女版在悄凌主导下，能够被建构为舆论场域，主要还是基于

以下几点。悄凌本土化的编辑手法，让她在关注女性议题并在选材方面，也多采

用本土稿件，因此，本土女性议题才有被关注的可能。其二、她广邀本土女作家

提供稿件，而那些女作家多是知识者或是文化人，因此，她们的言论能够被凸显，

方有妇女版被视为女性舆论场域的可能。 

 

 

作为本土舆论空间的妇女版，给予了作家们言论声的施展空间。在女性议题的讨

论上，女作家以其主体身份书写女性在父权社会中面临的困境，除了女作家的参

与外，悄凌也力邀男性作家对女性议题的讨论，表达了他们的看法。悄凌在思索

性别意识上也不忘了将男性的想法呈现到妇女版中让女性作为端详者去看“男人

对女人的观看”。这样的现象与早前妇女版中女性作为被端详者、被引导者是具

有差异性的。他们被要求书写与女性相关的课题。从他们专栏的作品中，可以发

掘出男作家们的性别意识，亦可借此一窥当时的性别文化面貌。 

 

 

女性议题的讨论包括揭示女性在踏入婚姻后，自我价值的被埋没。女性终年或被

家务劳动或被丈夫束缚自由，以致她们不自觉地陷入家务劳动中，丧失了主体性。

她们不仅要对丈夫做出生活起居的照料，还要做到任劳任怨，不能有所控诉。 

 

 

此外，女性亦受困于贞操的束缚中。男人重贞操的腐朽观念，错误地将之与女性

的品德做联系，单凭贞操的有或无，用以判断女性的好与坏。社会对贞操的看重

让女性必须对男人死守忍让。一女不嫁二夫的过时观念，让女性得对负心郎处处

忍让，甚至死守一段破裂的婚姻。这种腐朽观念对女性造成的祸害还体现在寡妇

的身上。传统伦理道德严格地约束着女性的行为举止，将女性深锁在狭小封闭的

家庭之中。这些妇女在丈夫去世后，还得守节忍辱，完成社会对寡妇守节的期待。

寡妇在现实生活里常遭歧视，她们完全失去作为人应有的权利、价值与尊严。因

而可说，在贞操管束中，女性的自由受到了彻底的剥削。 

 

 

妇女版作家们也对社会普遍上存在着对单身女性的歧视鸣不平。即便女性在获得

经济独立后，她们也还得面对另一项巨大的挑战，那便是社会对单身女性的异样

眼光，让女性没有办法如同男性般可以随性地享受单身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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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在强调女性外貌的同时，其实其背后之含义便是对女性有貌无才的强调。男

人重视女性的外貌，却对可能引起男人的主导地位被挑战的才能，深感害怕。因

此，对于有才能的女性，男人都冠以“女强人”的讽刺称谓。陈蝶揭示了女性对

“女强人”一词的歧视含义的无知。另外，对于女性外貌的看重，女性竟也不自

觉地坠入男性的圈套，以男人的眼光作为标准，并设法去迎合社会对美的审查。

由此可见，很多时候，女性被歧视却不自知，不管是对“女强人”的称谓还是对

男性审美要求的迎合，足以见得女性皆是坠入男性的圈套当中。 

 

 

综上所述，在当时，父权思维仍旧束缚着女性的自由。父权等级制度下，男尊女

卑、女人作为男人的私有制等腐朽之观念虽经时代的洗涤，但是却仍然在社会中

流传下来。这些腐朽的观念对不同身份的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困境。因而，为了走

出父权的束缚，作家们也就女性的困境提出了自救之道，让受困的女性得以解放。

其中包括女性在经济上的独立，不做附庸男人的物品、不依赖男性的经济所给；

此外，还要去争取对自我实现的可能。自我的实现不一定体现在职业妇女的身份

上，即便作为家庭主妇，也能在其领域上实现自我。最后，女性要争取自由，便

得摆脱对爱情的依附。爱情会使女性变得茫然，因此，在必要时，女性就得学会

放弃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没有爱意的爱情。作家们揭示完全弃绝自我的奉献，

最终的下场也只有苦难收场。因此，女性虽然作为父权制下的受害者，但是，女

人不该只是受害者，女人也有权利追求美丽的人生。 

 

 

在对女性议题的讨论上，虽然部分男作家的舆论中流露出长久以来潜在的父权思

维，例如李文山的文章在论及贞操及女性对其天职——母职、妻职的控诉上，显

露出父权思维的一面，但是他抨击社会对女性样貌的关注上，却明显地看出他是

具有女性意识的。这恰好说明了，他依旧受到父权思想的作祟，在传统男性意识

和现代女性意识崛起上展现了其挣扎与矛盾的真实一面。 

 

 

综上所述，作家们借助妇女版作为舆论场域的优势，对于女性的生活、尊严、价

值与权利展开集中的舆论，为我们展示了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真实处境。 

 

 

此外，妇女版还在女性议题以外的舆论上，展示了多位女性文化人、知识者对宏

观议题所提出的看法，让她们的言论得以被听见。女作家们肩负起对社会的责

任，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讨论，表达了对社会、对国家的自身体验。她们对社会

议题舆论的参与丰富了原有报章中的舆论板块。 

 

 

在当时马来西亚政府基于政治考量， 而“系统性地批准公民权予非法或合法的

外来穆斯林移民”（陈泓缣，2017）以达至政治目的。面对若此的国家政策，

陈蝶将移民素质与南来的华族移民做对比，从而质疑了政府的举动。此外，陈蝶

也就 “政治领袖提议国家财富以种族比例分配的建议”做出了大胆的批判。在

宗教议题上也展现了了她对我国宗教地位先后有别，法律严谨松懈有别的现象的

https://www.malaysiakini.com/a?language=zh&q=%E9%99%88%E6%B3%93%E7%BC%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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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野蔓子虽没有从本土事件谈起，但是她从电视里的他国族群事件中，揭露

了世间种族歧视的可悲。 

 

 

在文化议题的讨论上，妇女版作家关注的是随着传统文化没落而连带消失的传统

价值观念。野蔓子以讨论戏曲作为出发点，在叙述了戏曲没落的同时，一并连带

消失的会是传统思想价值观念。文中，她讨论了华族朴实敦厚的传统价值会随着

戏曲的没落，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便会是庸俗低廉，象征“歌女的迷你裙底”

——较为粗俗的新想象。 

 

 

此外，陈蝶也揭露了华族只注重于孝的形式呈现也就是敬老活动的举办而真正地

忽略了“孝”的精神价值。华族重形式而轻思想实质的例子还可以体现在华族在

喜事宴请上。陈蝶批评华人讲究排场，而忽略了实质上宴请的意义。她推崇推崇

马来族群简单而有意义的宴请文化。雁白则通过华族对“捞生”的习俗揭露了华

人重利的心理。 

 

 

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便是城市化。城市化造就了现代人新的生活方式，改变了

百姓生活质量。林惠芹在多篇文章中陈述了城市人的生活面貌，极具压力，生活

难以透气，反映了城市生活的真实面貌。不仅如此，多为作家如：雁白、野蔓子、

林惠芹也就城市人的冷漠与人心冷酷给予狠狠一击，做出了批判。城市化的进程

中，人文精神的欠缺，衍生出城市人们的冷漠与自私心理等种种问题。 

 

 

纵使城市生活欠缺人文精神，城市人普遍面对着精神内涵的欠缺状况，但是，在

他们心理存在着自我优越于乡区人的观念。城市人把乡区看成是低俗之地，对于

乡区的歧视，反映了城市人自视高人一等的心态。野蔓子在叙述城乡之间的关系

中使得城乡场域与性别场域相对应，进而让城乡与性别关系变成有意味的象征符

码，构成了乡村纯朴与城市贪婪、奸诈的对立形象。 

 

 

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现代化的建设，以及全球工业化的发展造成环境污染，大

自然生态被破坏，唤起作家们关注生态问题以及人类与自然课题。在妇女版上，

女作家对环保议题的讨论虽然不多，但是从部分女作家对环保议题的讨论中亦可

让我们看到她们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以及对环保课题的知识层面。野蔓子在多篇文

章中因而在多篇文章中呼吁大众齐爱护大自然，保护地球。爱薇则对本地马工厂

因废水污染水源问题而被停止经营执照的新闻做出关注，进而为妇女群读者提供

了符合妇女身份的环保方法。 

 

 

此外，在妇女版中，作家们在叙述生活的感悟，表达多元的价值观的同时，亦也

表现出她们对于自我的建构。这些女作家们，有部分并不是书写文学作品的作

家。这一些非文学类的作家如：陈玫瑰、陈小梅、陈桂蓉、詹瑞兰等，在悄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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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下，也给予了她们书写的专栏，让她们在妇女版上因为固定的写作而成为了

作家。此外，通过她们对自我的书写，让我们看到当时女性的自我建构。 

 

 

首先，她们改写传统贤妻良的形象。苏丽绮向大众展示了家庭主妇不一定得以蓬

头垢面的形象示人的面貌。她们也可以享有不一样的生活，追寻生活品味。另

外，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没有主见、绝对顺从、没有太多的自我，苏丽绮享受着生

命中的自由：交友的自由、言论的自由，追寻着自我的价值。陈玫瑰则在面对事

业与孩子的矛盾中，想尽办法冲破障碍，在两难的抉择中，尝试找到平衡，在追

求自我的同时，也尽可能扮演好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陈玫瑰清楚意识到她内心

的意愿：她对工作炽热的追求与热爱，因此在面对社会批判、内心纠结的重重压

力下，毅然实现自我，做出自己理想的选择。她们打破刻板印象中女性固有的形

象，为追寻自我，建立了有别于传统的新形象，展现了一个作为自主、追寻自由

的独立个体。 

 

 

不仅如此，她们跨出长年被父权思维深锁的家庭领域，走进社会、国际去实现自

我、超越自我。苏丽绮可以暂时摆脱家务的束缚与三五好友相聚；陈玫瑰虽然身

负母职，但是，她做到了自主移动，在牵绊孩子的同时，依然争取职场上的荣

耀。另外，陈小梅在反思一成不变、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后，决定独身背包旅

游，在旅游的过程中找到满足自我的意义。爱薇热爱旅游，随着孩子长大，她选

择辞去工作，逐步实现她的理想，追求更广阔的天空。正因为她具有自主移动的

自由，因而，让她能够在国内外旅游中，拓展视野，甚至挑战自己。 

 

 

除了象征妇女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妇女版中的女作家们也让读

者看见作家们深厚的文化生活品味。她们深含艺术气息，具有文学品味、渊博学

识，展现了文化生活的风采。翠园虽然以退休人士身份撰写专栏，但是从她的字

里行间中，我们可以看到她作为一个女性文化人而存在于妇女版上。翠园在文中

大量书写了自己对文化艺术品的收藏以及给读者介绍不同流派的名画家，流露了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 

 

 

生活中的繁杂琐事，许多时候都与古诗中的意境或哲理相似。潘碧华和陈桂容透

过自己的观察和体会将古诗词与生活融会贯通，在字里行间中体现了她们的文化

品味。潘碧华将古诗词与生活所见的两性关系作联系，从古诗词中去体悟并理解

当下的情境。陈桂容在潘碧华的专栏集结束后，同样也将当下生活繁杂事与古诗

词做联系，将诗词里的诗人的情感化作本身的愁绪。妇女版中另一女文化人黄兼

博虽不似翠园、潘碧华和陈桂蓉集中写主题相似的文章，但是，从专栏“欲语还

休”的文章中窥探，可以发现她在文章中透过对汉字的解说以及对电影的品味中

流露出其中西两相宜的文化生活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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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性文化人深厚的文学雅韵深深烙印在她们的思维里，即便是碰上生活琐事，

文学的底蕴即刻化为其思维的点滴，流露于文章中，再一次印证了悄凌作为当时

妇女版的主事人，其对文化人的邀稿，无疑让妇女版面呈现出优雅的一面。 

不仅如此，妇女版女作家们在思索人生上也能多从困境中，以乐观、积极的态度

对待生命，尊重生命。野蔓子无时无刻都在思索人生道理，即使是娱乐消遣——

看戏也能从剧情中意识到世间存有太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因而对人生有了

“黑与白”，“光明与黑暗” 的体悟。她虽知人生藏有苦楚，但野蔓子深知苦

中找乐的道理，也构成她生命的价值观。 

 

 

叶秋红在面对“多雨”人生时，学会正视困难，接受挫折，并懂得苦中作乐。她

总是积极地面对人生困境，在苦中作乐的心态中重拾失掉的自我价值，找到自尊

人生。陈蝶对人生的看法秉持着无为、无常的态度。但是，也是对生活豁达、看

淡的另一种折射。陈蝶对生命看待是豁达，淡然的，抱持着无为、洒脱，顺其自

然的想法。她不强求姻缘亦看淡财务。詹瑞兰在病房中看尽人生无常，对物欲横

流的世间，却甘于淡泊。她追求的是一种平凡极致的人生。詹瑞兰以其知足常乐

的积极态度游走人生，即便让她遇上生命考验，她也能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

生命，尊重生命。 

 

 

悄凌作为妇女版的编辑，在为马华女性书写的场域建构上确实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丰富的文学刊物编辑经验为她提供了雄厚的文化资本，也积累了丰富的人

脉关系。其编辑风格本土化的转向，使她关注本土课题，并选用本土稿件，让妇

女版注入了大量的马华文学素养，从而打造了属于马华女性书写的场域。 

 

 

在妇女版中，悄凌大量设置专栏。文化和社会资本的掌握让她成功邀请本土作家

和非文学类作家，让她们作为言说主体，表达她们的想法，呈现出内容丰富、多

彩的一面。在内容上，悄凌鲜明的女性意识改变了妇女版的风格面貌。她反思女

性传统角色、展现女性实力、修订刻板角色的认知。悄凌不为性别的关系而排除

男作家的作品，这更能体现出当时社会性别意识的全貌，这亦是悄凌成功之处。

妇女版中大部分的男女作家作品都体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他们或对女性的困境

做出了批判，与此同时也提供了女性脱困的建议。在性别议题之外，女作家们也

展现了她们宏大的视野。她们了解国家局势，对我国多元种族特色中的族群议题

也深表关心。她们关注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的价值，对于生活中的城市与环境议

题也做出了思考。此外，这些女作家们更是懂得思索自己，实现自我。虽说大部

分作家具有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某些时候在部分男作家的作品里则展现了他们

在传统男性意识和现代女性意识崛起上矛盾而真实的一面。总括而言，《南洋商

报》妇女版曾在悄凌的编辑下，建构了女性书写场域，为女性书写提供了不可多

得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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