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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天然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的文学作品，常常
探讨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立感、身体与精神的关
系，以及对压迫的反抗和自我解放的渴望。她聚
焦自然与女性之间的紧密联结，用敏锐深邃的
文字，以细腻的笔触和诗意的叙述，直面历史创
伤，剖析人生的脆弱性。瑞典文学院评价她“对
身体和灵魂、生与死的连接有独特的认知”。
  对韩江的文学创作，学术界认为她的文学
思想是生态女性主义的反映。尽管韩江从未明
确表示她以生态女性主义为创作导向，但她的
作品却呈现出与该理论相一致的思想。生态女
性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由法国作家弗朗
西丝娃·德·奥波妮首次提出。她认为，父权制社
会不仅压迫女性，也剥削自然资源，二者被物化
为可支配的资源。要解决性别压迫和生态危机，
必须摧毁这一支配结构，恢复人与自然的和谐
共生。生态女性主义者呼吁，不仅要实现性别平
等，还要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改变对自
然的态度，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
这一理论不仅关注女性与自然的双重解放，还
对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秩序提出了深刻批判。
  韩江的作品，擅长用自然意象揭示人与自
然、女性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她的小说中，女
性往往通过与自然的联结表达对社会压迫的反
抗，并在这种联结中寻找自我认同与自我解放。
自然与女性不仅是象征，在韩江的作品中还承
担了反思现代社会压迫与暴力的功能。韩江的
作品，通过对女性角色与自然的深刻联系的思
考，展现了作者生态女性主义的思想。通过韩江
的代表作《素食者》，可以看到韩江作品对以下
问题的认识和思考。

拒绝肉食：

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

  《素食者》围绕主人公英惠拒绝肉食展开。
肉食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往往与暴力、权力相
联系，而英惠的素食选择，则象征着她对父权制
社会的拒绝与反抗。她的丈夫和父亲代表了男
性权威，他们试图通过强迫她吃肉来恢复对她
的身体控制。对于他们来说，肉食不仅是一种家
庭规范的象征，更是对女性身体的物化与控制。
英惠通过拒绝肉食，试图摆脱男性对其身体与
欲望的控制，从而获得自我认同和解放。

女性与自然的联结：

植物意象下的身份重建

  在韩江的《素食者》中，植物意象成为女性
与自然联结的重要象征，展现了女性通过这种
联结寻求自我解放与身份重建的过程。英惠逐
渐远离社会，幻想自己成为植物，象征着她对自
由、不受束缚的自然状态的向往。这种植物幻想
不仅仅是对社会规范的逃避，更是一种对非人
类存在方式的追求，体现了她希望通过与自然
融为一体，摆脱社会压迫的愿望。从生态女性主
义的视角来看，植物意象揭示了女性在父权制
社会中的受害者身份，但也提供了超越传统性
别角色、重塑自我认同的可能性。通过与自然的
联结，女性能够反抗社会的压迫，突破既定的社
会规范。这一联结不仅象征着逃离，更是一种创
造性的力量，帮助女性在精神上获得自由，并展
示出她们面对压迫时的勇气与力量。英惠通过
对植物的认同，重新定义了自我，反映出现代女
性的觉醒与追求解放的探索。

自我毁灭与再生的悖论

  小说中，绝食的英惠以走向自我毁灭为终
结，揭示出这样的悖论：她试图通过拒绝食物、
与自然相联来追求精神上的自由，但这种极端
的抗争却伴随着自我毁灭的痛苦。从生态女性
主义的角度看，这一行为可以被视为对社会压
迫和暴力的强烈抗争。英惠的自我毁灭并非简
单的失败，而是她在极度压迫下挣脱社会束缚、
追求精神解放的一种激烈表达。韩江通过对英
惠这个角色的塑造，揭示了女性在父权制社会
中通过极端方式寻求自由时所面临的复杂困
境。这个角色展现了女性面对各种压迫，艰难探
索自我解放的痛苦历程，也折射出对人与自然
关系疏离与失衡的思考。

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韩江的作品用自然意象隐喻了对现代资本
主义社会的批判和深刻反思。尽管韩江并未明
确表达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但通过她笔下
的角色和自然意象，可以看到她对资本主义社
会中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隐忧。这种异化不仅
体现在女性和自然的物化上，也体现在人与人
之间的疏离中。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不仅
剥夺了自然的独立价值，也让个体逐渐丧失了
自我。这不禁令人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
诸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源于对资源、生命和人
性的物化处理。作者通过对英惠抗争行为的描
述，向读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该如何重新定义
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向社会呼吁，
超越对资源的单纯消费和利用，重新审视生活
的本质，深刻反思现代社会秩序。
  对于上述问题，在韩江的作品中找不到明
确的答案。但是通过她对人物角色描写的分析，
可以得出如下感受：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重重束缚，个体如何表达自我的思想？人与自
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否还有重建和谐的可能？
或许，答案不在于简单的对抗，而在于我们如何
重新发现自我，重建与自然、他人乃至内心世界
的深刻联结。韩江的作品，为我们认识和解答这
些感受，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助理
研究员）

韩江的文学世界：

时代女性的抗争与和解

韩国女性作家群被看见

  韩江的作品并不局限于女性题材小说，
她的《不做告别》《少年来了》等以韩国政
治暴力事件为主题，没有止步于揭露、批判
集体暴力之恶，而是执着追索生命的表征与
意义，寻找黑暗中孕育的善与勇气。
  韩国女性作家崛起是世界文坛瞩目的现
象。近年来，韩国女性作家群写出了大批蜚
声文坛的佳作。这批女作家对女性尤其是东
亚女性面对的家庭、婚姻、职场、贫困等普
遍困境展开关注。除了韩江，这批作家还有
写出了现象级小说《 82 年生的金智英》
《她的名字是》的赵南柱，写出畅销小说
《关于女儿》的金惠珍，写出被无数女性共
鸣的《你的夏天还好吗？》的金爱烂，写出
《诅咒兔》的赵宝拉，写出代表作《请照顾
好我妈妈》的申京淑，写出佳作《明亮的夜
晚》的崔恩荣，写出《李夕夜，不再沉默》
等作品的崔真英，以及著有《熔炉》《亲爱
的女儿》的孔枝泳等。
  这批女性作家掀起了韩国文学界的“新
浪潮”，将东亚女性隐藏的困境呈现于读者面
前。正如金爱烂所说的：“以前的作家关心的
是天空，我可能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天花板，
我写便利店，写我住的小房子、极小的考试
院，属于我的、我们时代的不那么宏大的叙

事”。
  诺奖颁给韩江，其实是将目光投向了东
亚女性作家群体的写作。从近几年诺奖作家
越来越学院派、严肃化来看，此次选择韩
江，无疑是关注到了这两年浪潮声很大的女
性作家、女性写作。

近20年来
诺奖才让女性作家“崛起”

  进入 21 世纪之后，诺贝尔文学奖才真
正开始关注并重视女性作家，18 位获奖女
性作家中，2000 年之后获奖的占9位。 18 位
女性，在120 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
占据绝对少数，但她们的作品彰显了女性的
力量。
  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女性作家是1909 年获
奖的塞尔玛·拉格洛芙，后来有1926 年获奖
的格拉齐亚·黛莱达、 1938 年获奖的赛珍
珠、 1966 年获奖的内莉·萨克斯、 1991 年
获奖的纳丁·戈迪默、 1996 年获奖的维斯拉
瓦·辛波丝卡等。
  2000 年之后，女性获奖作家频率飞速提
高，包括2004 年的埃尔夫丽德·耶利内克、
2007 年的多丽丝·莱辛、 2009 年的赫塔·米
勒、 2013 年的艾丽丝·门罗、 2015 年的斯
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 2018 年的奥尔
加·托卡尔丘克、 2020 年的露易丝·格丽
克、 2022 年的安妮·埃尔诺、 2024 年的韩

江。女性诗人、小说家、传记作家等不同题
材女性写作者受到褒奖。
  耶利内克、赫塔·米勒、阿列克谢耶维
奇等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充满了对男权社
会、社会暴力等的批判，这些来自女性作家
视角的书写，打破了沉默，让女性被看到。
诺贝尔文学奖奖励女性作家写作的特质和勇
气，比如给写出《金色笔记》《幸存者回忆
录》等作品的多丽丝·莱辛的颁奖理由是：
“她带着怀疑、热情的力量来审视和剖析一
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
史诗。”诺奖给《一个女人的故事》《悠悠
岁月》等作品的作者安妮·埃尔诺的获奖
理由是：“她的勇气和敏锐揭示了个人
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约束。”
  从女性作家频繁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来看，瑞典学院男性主导的评委
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观念的
进步，改变着自己的传统观念和评
选标准。此次韩江获奖更加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需要跟上社会和时代
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思潮的发展。
本年度诺奖评选也是对获奖作家群
的一种更新，当大家还在猜测老一
代传统作家谁能获奖时，更年轻
一代作家的女性现实主题写作受
到了青睐。

韩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

国际影响力提升

  记者：今年诺贝尔文学奖为何会颁给韩
江？这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或效应？
  于冬云：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发布的评奖
理由是，韩江的作品“以充满诗意的散文式

笔触直面历史创伤，揭示人类生命的
脆弱”，其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
艺术性。
  此外，我认为韩江能够获奖，文
学翻译与传播为她的作品走向世界搭
建了一座桥梁。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韩
江在国际上已获得多个文学奖项的
认可。她获得布克国际文学奖，得
益于她的英文翻译者黛博拉·史密
斯。 2004 年，《素食者》在韩国
出版， 2015 年英文版出版， 2016
年获得布克奖，译者与作家平分5
万镑奖金。黛博拉·史密斯毕业于
剑桥大学，有很高的文学修养，韩
江作品中蕴含的复杂情感与多元的
叙事风格经黛博拉·史密斯翻译得
以穿越语言阻隔，抵达英语世界读
者的心灵。除了《素食者》，这位译
者还翻译了韩江的《白》等多部作
品。正是黛博拉助推韩江真正走向世
界文学。这表明，文学翻译与传播在
国别作家的国际化过程中功不可没。

  韩江还获得过都柏林文学奖、意大利马
拉帕蒂文学奖、西班牙圣克莱门特文学奖、
挪威未来图书馆年度艺术家等奖项。韩江获
诺奖将进一步提升韩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在
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激励更多女性投
身文学创作。

作品思想深刻，有国际视野

  记者：《素食者》中为了
逃避来自丈夫、家庭、社会和人群

的暴力，女主人公英惠决定变成一棵
树。《不做告别》书写国家暴力和大屠

杀主题，以韩国济州岛大屠杀为蓝本，追
求良知和生命的意义。《失语者》以一位女
性失去语言，展开对语言、暴力、失去和亲
密的非凡沉思。《白》是63 个关于白色事
物的记忆，是一本无法归类的，纯净、哀
婉、肃穆的诗小说。您能否从整体上谈谈韩
江作品的突出特点？韩江在韩国文坛中处于
一种怎样的位置？
  于冬云：韩江的作品以国际视野、思想
深刻和笔法独特在韩国文学中占据重要地
位。她的《素食者》《失语者》《不做告
别》等作品的突出特点在于能够很好地处理
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能够自觉地将女性
个体经验与强烈的历史意识、清醒的社会现
实洞察力、宽厚的人文情怀、强大的叙事能
力相融合，带给读者多元、沉重又富有诗意
的阅读体验。
  韩江的作品既揭示了历史的创伤和生命
的脆弱，也传递了良善和勇气。在韩国文学
中，韩江以其与众不同的世界文学地位和影
响力，成为当代韩国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
  值得关注的是，韩江的文学成就不仅仅
局限于女性经验，更非止于探讨女性困境，
她熟谙韩国和西方的文学传统，有能力拥抱
韩国的历史与现实，有更开阔的国际视野、
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清醒的现实洞察力，这一
点从诺贝尔文学奖官方网站的韩江作品阅读
推荐中可以体现出来。史蒂夫·塞姆·桑德
伯格向读者推荐了韩江的《素食者》《希腊
语课程》《人类行为》三部作品，这三部作
品的内容充分凸显了韩江的国际大视野、历
史意识、深邃思想和人文情怀。

诺奖评选趋向多元的世界文学

  记者：之前评奖中，诺贝尔文学奖一般
颁给20世纪3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
作家。今年评奖则将目光投向了“70 后”
作家，诺奖得主是否将迎来年轻化的趋势？
  于冬云：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一个“70
后”作家，我认为这与世界格局的变化历史
以及当下国际政治现实有关。 20 世纪 70 年
代初，中美关系解冻；20 世纪90 年代初，
苏联解体。这些变化改写了冷战时期格局，
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 20 世纪 70 年代后出
生的这一代人经历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对
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的本土化与全球
化碰撞、冲突与合作、交流有深刻体验，韩
江正是这样的作家。
  韩江的获奖表明，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
国际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正越来越关注
世界格局的变化，越来越趋向多元的世界文
学，国际文学奖项越来越关注亚洲、非洲等非
西方世界的文学成就，越来越多的文学读者
希望通过文学阅读了解本土以外的世界
文化。

  记者： 2000 年之后，获得诺奖的女性
作家就有9位。为何进入21世纪，女性作家
才得到诺奖的更多关注和青睐？
  于冬云：21 世纪以来，有多位女作家
获奖，值得所有女性读者深思。
  首先，这些获奖女作家自身具备深厚的
文学修养和丰富的生活经验。像韩江，她父
亲就是韩国著名的小说家，她本人毕业于韩
国延世大学国文系，有很好的文学和音乐、
美术、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为她以
多种叙述手段和多文类拼贴呈现复杂的历史
事件、人物心理、感情变化提供了跨学科的
叙事技巧支持，使得她有强大的笔力去同时
拥抱女性经验、韩国历史创伤和复杂多变的
现代人生命体验。
  其次，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女权运
动、性别政治使得国际文学奖项也不能忽视
性别政治正确的影响力。

带来全新思考

  记者：近几年，在中文阅读圈，除了韩
江，还有不少韩国女性作家受到青睐。这些
作家为何会形成集体聚焦女性困境这样一种
写作传统？
  于冬云：一批韩国女作家的作品不仅广
受好评，还引发了深入的社会思考。这一现
象背后，有几个关键因素共同促成了她们的
受关注程度：
  首先是女性经验的共鸣。这些韩国女性
作家大多关注女性的困境、挑战和社会地
位，对这些女性问题的文学探讨，不仅在韩
国本土引发了热烈反响，也在中文阅读圈中
找到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在东亚文化背景
下，许多中国读者能够从中看到自己的影
子，感受到相似的社会和文化压力。
  其次是集体聚焦的形成。形成这样一批
集体聚焦女性困境的作家群体，可能与韩国
社会的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有关。在这样的
环境下，女性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压
力，这也为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灵
感。同时，这些作家的成功激励着更多的女
性作家投身到这一主题的创作中，形成了一
种良性的循环。
  第三是文学翻译与传播的助力。除了女
性经验的共鸣，赵南柱、金爱烂、崔恩荣、
孔枝泳、韩江等作家的作品往往具有深刻的
洞察力、细腻的情感描绘以及独特的叙事风
格，深受读者欢迎，因此获得跨国图书翻译
传播机构的青睐，助推她们的作品进入中国
图书市场，得到更多中国读者的认可。
  韩国女性作家在中文阅读圈中的受关注
程度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她们的
作品不仅具有文学价值，还具有深刻的社会
意义，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考的
空间。

诺奖为何授予韩江

“她”力量 被看见

  □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10 月 10 日，瑞典文学院颁布2024 年诺贝尔文学奖，韩国“70 后”女

作家韩江摘得桂冠。 8 年前，韩江曾凭借小说《素食者》获得布克国际

文学奖，其长篇小说《素食者》《失语者》《不做告别》、短篇小说

集《白》《植物妻子》、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已引进中文版，

在不少读者中引发阅读共鸣，其新作《少年来了》《黑夜的狂

欢》《伤口愈合中》中译本正在编辑引进中。

  韩江是韩国文坛的中坚力量，此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韩国文学

受到更多关注。诺奖为何授予韩江？韩江的作品有哪些突出特质？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是否迎来获奖作家的年轻化趋势？如何认识韩

国女性作家群？

  就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

学系访问学者于冬云。于冬云称，韩江获奖将进一步

提升韩国文学乃至亚洲文学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女

性作家，韩江的成功将激励更多女性投身文

学创作。

  □ 大众新闻记者 师文静

  韩江是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第18位女性获奖作家，她将女性意识植根于其小说创作中，书写女性的艰难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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