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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玛格丽特·福勒是美国十九世纪伟大的思想家，超验主义的杰出代表，女性主义的先驱。她跳出了传统

女性的局限，以超验主义思想为基础，客观地分析了女性问题，合理地提出了解决女性问题的方法，明确

地指出人类进步和社会完善的唯一途径就是解决女性问题。福勒把女性问题的重要性上升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同时，她认为男性其实是战友，而非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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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学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进入一个突破性

的新时期，政治的独立和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族

文化意识的觉醒，摆脱了欧洲文学的羁绊，建立起

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国本土文学。超验主义思想的

发展开创了美国文学的第一次繁荣。除了爱默生

和梭罗，还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她不仅与同时代的

其他男性思想家一起倡导超验主义，推崇自我完

善，促进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且还启迪了当时

美国妇女的自我意识，开启了美国女性主义话语

的先河。［1］她就是超验主义的重要代表，女性主义

批评的先驱———玛格丽特·福勒。
由于社会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局限，福勒当时

并没有获得与爱默生和梭罗同样的地位。她仅仅

是作为与爱默生关系密切的朋友和超验主义杂志

《日晷》的编辑而被提及。实际上，福勒积极活跃

在当时的文坛，用自己的学识和思想影响着她身

边的每一个人。她不仅帮助爱默生真正感受到艺

术的力量，充分提高了对艺术的鉴赏［2］，并且极大

地影响了他对女性的观点。1855 年 9 月，爱默生

应邀 参 加 了 在 波 士 顿 召 开 的“妇 女 权 利 大 会”
( Woman’s Ｒight Convention) ，这不仅是他首次公

开参与女性运动，而且他发表了题为《女性》的演

讲，充分肯定了女性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

作用，认为“女性应该享有与男性相同的政治经济

权利”［3］。“福勒从爱默生那里获得的不如梭罗和

惠特曼获得的多，而她对爱默生的影响，可能比他

们其中任何一个都要多。”［4］除此之外，钱宁，帕克

和霍桑显然也受到了福勒的影响。还有参加过福

勒定期 谈 话 会 的 一 些 女 性 如 皮 博 蒂 姐 妹，莉 迪

亚·蔡尔德，茱莉亚·豪，卡罗琳·戴尔和艾德

娜·切尼先后在当时的文坛及女性运动中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有些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如贝尔·谢

维尼和宝拉·布兰查德希望福勒能够获得应有的

肯定和更高的文学地位，认为超验主义思想的光

芒可能遮盖了她的女性思想的伟大，于是试图“使

福勒脱离超验主义的范畴，并把她的思想成就列

入美国女性主义历史当中”［5］，但是结果不尽如

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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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女性运动的

蓬勃发展，福勒作为一名倡导女性权利的先驱重

新得到批评界的关注，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她就阐

明了女性改革的理论和当代女性运动的主题。福

勒的女性主义思想和写作策略更是引起英美学术

界的热议。美国学术界终于意识到这位不幸被埋

没的“勇敢、雄辩、敏锐、有造诣、忠诚而且坚定的

灵魂”［6］。芭芭拉·维尔特评价福勒的作品是“史

上关于女性方法和理论的最重要的论述之一”［7］。
苏珊·安东尼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在她们

的《1881 年的妇女选举权史》中说道: “福勒在美

国思想史上拥有比她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一位妇女

都要大的影响力”［8］。她的代表作《十九世纪的女

性》，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女性问题的哲学

著作，如今被西方学术界看做美国第一部重要的

女性主义宣言。
无论是作为超验主义的重要代表，还是被尊

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福勒在推崇自我完善，推

动人类社会进步，启迪当时美国妇女自我意识、促
进美国妇女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声音方面都起到了

突出的模范作用。然而，如果割裂地看待福勒的

超验主义思想和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不利于充分

理解她的思想内涵，而且局限了她对人类社会完

善的整体关怀，贬低了她的高瞻远瞩的人文主义

态度。她的思想自然无法得到充分肯定。实际

上，福勒的女性主义思想来源于超验主义的土壤，

没有超验主义思想的精髓，福勒的女性主义思想

就不可能跨越整个世纪仍然屹立不倒。
福勒关于女性的观点远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

的女性主义思想。她立足于超验主义思想推崇的

自我完善，以社会进步为目标，不仅号召女性争取

应有的自由，权利和发展空间，而且认为女性问题

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完善的进程。她提出，社会

的进步和男性的发展都需要而且必需女性的真正

平等和发展。男性的发展是以女性的自我完善和

帮助为前提的，完美的社会是由男性和女性平等

相处，两性文化和谐发展，两性合力共同组成的，

而并非是由男性文化接受或认同女性文化所能达

到的。对于福勒“另类”的思想，艾伦·坡曾经说

过:“世界上有三种人: 男人，女人，玛格丽特·福

勒”。可能正是因为福勒没有被自身性别所局限，

以人类社会完善为目的，冷眼旁观，从而得出这经

久不衰的道理。

一、以超验主义的精神之本挑战女性问题的

传统

女性劣于男性的社会认识由来已久。一直以

来，男性认为唯有自己可以真正理解并帮助大自

然，“由于他的智慧和帮助，女性才得以成长并且

可以发展成为他的助手和仆人”［9］。同时，男性视

自己是上帝唯一的孩子，替上帝看管他的花园，他

所创造的世界。这个观点如此冠冕堂皇，甚至在

当时是“证据确凿”。哲学家善于分析推理，既然

上帝首先创造了亚当，那么夏娃的确有可能是辅

助亚当的，女性可以是为男性而生的。历史学家

相信现象的存在一定有其自身的原因，早在古希

腊神话中，种龙牙、战怪兽的英雄们都是神的儿

子，代表神的意志，受到神的保护，那么男性是高

于其他生命形式的。科学家喜欢论证事实，有时

得出一些可能意想不到的结论，智慧和理性居然

是男性的专属，直觉和感性则是女性的特质。
福勒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根深蒂固的谬解。男

女两性的关系曾被视做头脑和心脏的关系。头脑

善于思考，支配着身体的各个部位，而心脏是不具

备思考能力的。由于男性先天的“智慧”，女性势

必要从属于男性。在家庭角色的分工和社会地位

的分化中，男性从而处于优势和主宰地位，而女性

则处于劣势和从属的地位。基于两性的优劣之

说，从而产生了两性气质的良莠之分。男性拥有

的“男性气质”是智慧和理性的彰显，代表着积极

向上的因素;“女性气质”特有的直觉和感性则被

认为是消极和不可靠的。在社会活动和教育引导

过程中，男性气质得到了褒奖和鼓励，而女性气质

却受到了鄙夷和排斥。
超验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了美国早期的自由

主义思想，推崇个性，强调个人的意识和能力，否

认任何权威和仲裁。个人的能力是无限的，每个

人都需要通过自我完善以达到个人精神的升华。
超验主义认为精神或者灵魂是人存在的价值和意

义，万物之灵都是超灵的组成部分，男女两性虽然

在表面看来有所差异，但他们拥有同样高贵的灵

魂。借助于超验主义思想对人的肯定，福勒深入

分析了女性问题的成因，帮助人们清除了正确认

识两性关系问题上的障碍，睁开双眼明辨是非，最

终促进两性和谐发展。
上帝是万物之父，是所有生命的创造者，因

此，男性和女性都是上帝的孩子，没有优劣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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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偏爱与否。他们是兄弟姐妹，而非主仆，“女

人同样被上帝赋予神圣使命，是真理和真爱的传

达者”［10］。每个人都可以和上帝直接沟通，以自

己的方式理解上帝，不需要任何介质。上帝也同

样亲自指引着每个人的道德进程和自我完善。因

此，男性自诩“上帝唯一的助手”是错误的。超验

主义的精神至上从“理论上”撼动了男女两性二元

对立学说。
福勒不仅否定了男性优势的外在支持，而且

彻底推翻了男女内在差异的论断。她用自己的实

例证明了女性的智力可以和男性的一样优秀，只

是教育的差异导致了女性智力不能充分发挥，甚

至受到压制。福勒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孩子，父亲

是用教育儿子的标准教育她的。她不仅接受了严

格的家庭教育，而且还进入学校接受了规范化的

教育，甚至可以进入哈佛图书馆饱览群书。她喜

欢阅读，渴求知识，小小年纪就精通政治、经济、历
史、文学等知识。她广博的知识令她的朋友们惊

讶，她那洋溢的才气甚至令男性都为之敬畏。她

的父亲对福勒的鼓励、启发以及超前的教育使得

福勒的智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使福勒拥有了一

个对于当时女性来说绝无仅有的科学知识体系，

并且使她具备了完善的思维逻辑和二元思考的分

析能力。
此外，福勒突破性地提出了“雌雄同体”的概

念。无论男性或者女性体内都有男女两种气质同

时存在，“每个个体的成长都是包括两个方面的:

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11］。两种气质没有本质的

优劣，只是各有所长，女性气质独特的直觉和洞察

力使得个体被赋予了“神圣的力量”。福勒认为男

人的成长包含了阳刚之气和阴柔之美两个方面，

融合了力量与和谐，权利与美丽，智慧和感性。［12］

然而，在女性的成长过程当中，社会传统和世俗观

念否定了其体内男性气质的存在，限制了其女性

气质的发展。福勒倡导女性在发展女性气质的同

时，也要充分发展男性气质，平衡两性气质。“雌

雄同体”的概念彻底打破了性别二元对立的壁垒，

从本质上消除了女性劣势的根源。
二、以超验主义的个人能力提出解决女性问

题的方法

超验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能力，推崇自我完

善的观念。因此，作为超验主义代表之一的福勒

在女性问题上首先建议女性从自身内在的方面寻

找解决的途径，通过自我认识，自我依靠，自我完

善三个方面达到女性自身的完美提升。然后，她

也肯定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解决女性问题的助

益。然而，福勒并没有把目前不利的外部环境看

做解决女性问题的重大障碍。福勒强调内在因素

对事物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女性的自我提高

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实现。当主体以更好的状态存

在时，其余的部分可以在之后合适的时候逐步得

以改善。福勒的伟大贡献之一就是在分析了女性

问题和否定了女性劣势之后，准确地指出了改变

现状的切实可行的方法。福勒不仅是女性主义的

理论家还是女性问题的实践者。
自我认识在福勒看来是解决女性问题的必要

前提，包括自我审视和自我实践两个方面。女性

通过自己对自己的了解以及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使

自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认识自己，感受自身，

从而提高自己。“我想感受了解自己的痛苦，努力

发掘痛苦的本质及其根源”［13］，福勒把个人的忧

伤和痛苦看做个人成长的必要前提。自我实践是

要通过自己的尝试探索自身内心的情感、智慧、个
人以及社会的需要。女性要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

的是什么，而不是由社会道德价值观念或者习俗

代替女性决定女性的所需要。
自我依靠是女性问题得以解决的根本保障。

女性要相信自己的意识，相信自己内心深处灵魂

的感召，依靠自己的智慧，以及自己的判断力，“我

感到自己身上有股强大的力量，温柔又大方，但总

觉得我的这些品质一直没有被人认识到，好像他

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似的”［14］。长期以来，女性

被认为是缺乏智慧，没有判断力的，需要时时刻刻

依附于男性，依靠男性的判断力。在福勒看来，女

性对男性的过分依赖造成了不良影响。女性长期

生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自然而然地遵循着

男性社会的秩序和道德规范，从而受到男性中心

论的毁灭性影响，恐怕连女性自己都会认为女性

就是一个“长过了头的孩子”，需要“家长的照顾和

保护”。福勒建议女性应停止向男性征求意见和

指导，不要受外界因素的影响，要回归自我。“每

个个体生来就是一颗设计独特的种子，必须让它

在其一生中充分‘生长’”［15］，福勒建议女性应该

学会依靠自我，从而使得内心的潜力得到充分的

发挥。
自我完善是解决女性问题的必要途径。超验

主义思想相信人的重要性和主观能动性，认为人

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认识和精神的感知获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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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听从

内心意识的指引，依靠自己，不断追求自我完善。
梭罗曾告诫不要被外界的环境干扰了人的本性，

不要被无谓的需要干扰了追求的目标，更不要被

生活方式否定了生活的意义。福勒在女性自我完

善这个方面的观点显然受到了她的超验主义认识

的影响。她坚定地认为女性应拥有内心的自由，

思想意识的自由，从而可以使女性清楚自己生命

的意义，明确自我追求的目标，避免社会观念对女

性产生的误导和限制，充分发展女性的智力和潜

能，平衡发展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女性达到自

我完善和精神提升。
除了对女性内在自由和自我发展的要求之

外，福勒也提出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解决女性

问题是十分有益的。第一，女性应该拥有足够的

外部自由，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敢于表

达自己的思想，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负责; 第二，女

性应该得到足够的尊重，可以享有和男性相同的

社会地位、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并与男性共同承

担社会义务，共同发展实现社会完善; 第三，女性

可以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并且可以

通过教育充分发展自身的智慧和潜力。
虽然福勒描述并明确外部因素的助益作用，

但却没有把外部因素上升到和内在因素相同的高

度。她虽然认为毋庸置疑外部环境是有缺陷的，

限制了女性的发展，阻碍了个人的自我完善，是必

须要改变的，但是她更相信，只要女性愿意并且努

力，就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发展。只有个体或部分

可以呈现出更好的状态，其余的部分才会在之后

合适的时候得以改善，最终可以彻底清除社会的

弊端。虽然美国以自由和平等立国，但是国内依

然认可奴隶制的存在，女性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自

由和权益。目前的社会还没有慷慨到可以给予每

一个成员绝对的平等和自由，尤其是女性和奴隶。
男性也把女性的角色局限在家庭，并且希望女性

从属于自己。福勒号召女性要有自己的思想，要

通过教育提升自己，也要通过自我完善获得外部

自由，改善客观环境。
福勒对于女性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态度具有突

破性和前瞻性。随着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女性

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许多女性主义者们开始号

召打破男性垄断的社会意识和话语权，为女性争

取应有的地位。实际上，福勒在她的《十九世纪的

女性》中早已论证了男女两性同等重要的地位，强

调了女性气质的优势，要求女性争取获得内心和

外在充分发展的自由，倡导建构多元的女性话语。
当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女性理论家们提出，要解决

女性问题必须先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即男女两

性平等的社会架构和社会意识，并且寄希望于某

个组织、某种力量或者社会成员的良心的时候，福

勒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就明确指出女性问题的解

决和地位的提高虽然借助于外在环境的有力支

持，但绝不依赖于外在因素。女性可以通过自我

的努力和发展，完善自我，从而改变男性及整个

社会。
三、以超验主义的社会完善作为解决女性问

题的终极目标

美国建国初期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思想

与国家意识和民族主义紧密相连。以自由主义和

共和主义思想为基础建立起的民主主义国家始终

在探索社会稳定和趋于完善的有效途径。超验主

义思想也试图分析如何可以达到社会完善的状

态。由于强调个人能力，超验主义者显然没有把

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人的自

我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

和谐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福勒的女性主

义思想植根于超验主义思想，又服务于超验主义

思想。她认为女性问题的存在妨碍了自身的进步

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从而明确指出并且论证了解

决女性问题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完善的唯一途径。
福勒的伟大之处正是在于她立足于社会完善

的高度，关怀全人类进步，以宏观的视角审视和解

决女性问题。虽然女性问题的存在和女性劣势的

现状一定程度上是由男性和社会环境造成的，但

福勒并没有因此而谴责男性和整个社会，也没有

把这个外在原因看做是解决女性问题的首要目

标，而是建议女性通过自己内在的努力完善自我，

从而改善男性和社会现状，同时，号召男性和整个

社会给予女性充分的自由和尊重，甚至应该帮助

女性获得自我完善，因为完美的女性在男性发展

和社会完善的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843 年福勒在超验主义杂志《日晷》上发表

了题为《伟大的诉讼: 男人对男人，女人对女人》
( The Great Lawsuit． Man versus Men． Woman versus
Women) 的文章。出版家贺雷斯·格里历深受触

动，鼓励福勒把这篇文章改写成一部书，于是就有

了《十九世纪的女性》问世。虽然原标题曾被质疑

晦涩难懂，福勒也为新书换上了更具普遍性的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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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但是我认为原标题更能体现超验主义自我完

善的思想和福勒对待女性问题的立足点。福勒也

曾表示原标题更能体现她的意图。
在福勒看来，社会完善是全人类的共同目标

和最高理想，女性问题是社会完善过程中的关键

性问题，如果女性问题不能解决，社会完善将不能

实现。也就是说，解决女性问题是实现社会完善

的唯一途径。要达到完美社会的状态不是一朝一

夕的努力，势必要经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观念的

洗礼和努力奋斗，一次又一次的改良和革新。随

着人们观念的改变和认识的提升，对完美社会的

认识和追求也会更进一步，因此她把社会的完善

的过程比作是法律诉讼，在一次次的庭审和决议

之后，“还要面临更高法院的裁度”［16］。这场“诉

讼”历时之久，可能贯穿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因

此堪称伟大。福勒的这种观点高屋建瓴，把整个

人类社会的完善做为最终目标，为解决女性问题

和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提出了理论性依据。
这场诉讼的原告，也就是促进社会完善的一

方，是完美的男性 Man 和女性 Woman，被告是处于

现状的男人 Men 和女人 Women。这样的表示非

常贴切地体现了福勒关于自我完善的超验主义态

度和对于两性关系的看法。在福勒看来，真正阻

碍男性和女性自我完善的因素不是其他外界干

扰，而是男性和女性自己。现实中的人们必须通

过努力提高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这不仅是女性

的发展目标，同时也是男性的努力方向。因此，在

社会完善的共同目标面前，男性和女性是盟友，而

不是敌手。于是，在解决女性问题和提高女性地

位方面，男性应帮助女性实现自我完善，同时提供

外界的便利和帮助。因为帮助女性其实也是帮助

男性自己，女性会帮助男性发现自身的潜力，并实

现男性的自我完善。福勒如此解读男女两性的关

系不仅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视角的局限，更是超

越了时代的局限。
在论述过程当中，福勒首先描述了人类社会

发展伊始，人类作为超灵的部分，与大自然和谐相

处，人类社会两性平等，共同发展，取得了突飞猛

进的进步。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女性受到歧视和

限制，男性虽然表面上享有了一些“特权”，实际上

阻碍了完善自身的进程，也止步不前。没有了男

女两性的和谐发展和共同努力，人类社会是无法

日趋完善的。福勒认为这是由于自私的欲望控制

了人类的行为导致的，她倡导唤醒人的意识，解决

女性问题，从而促使社会进步。其次，福勒论述了

完美的女性对男性发展的帮助以及和谐的两性关

系。完美的女性可以帮助男性更加清晰的认识自

我，发展自己的潜能，并与男性建立起和谐的两性

关系。因为婚姻是两性关系存在的最自然的形式

也是最直接的体现，所以福勒论述了四种婚姻关

系: 家 庭 伙 伴 ( household partnership ) ，知 识 伴 侣

( intellectual companion ) ，彼此仰慕 ( mutual idola-
try) ，精神合一( religious union) 。男女两性可以是

简单的合伙关系，共同承担生活的义务; 也可以是

彼此获取知识的帮手，可以从对方那里获得智慧、
灵感、鼓励和建议; 还可以是彼此仰慕的对象，相

互认可、褒奖、甚至崇拜; 更可以是精神上的合二

为一，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和认识，你之所想即为我

之所思。显然，男女两性需要共同的努力和发展，

男性不仅需要女性作为生活的伙伴，更需要女性

作为精神追求的伴侣，反之亦然。由此可见，束缚

女性发展的桎梏也将是阻碍男性完善的问题，解

决女性问题同样关系到男性的发展。
解决女性问题对于男性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完

善举足轻重。如果无法解决女性受歧视和受限制

的社会现状，男性也将无法实现其自身潜力，社会

终将无法前进。可见，解决女性问题是实现社会

完善的唯一途径。
四、结语

作为超验主义的重要代表，福勒在致力于提

升人的精神境界的同时，时刻关注女性问题。她

从根本上否定了女性的无能和社会地位低下的根

源，为女性的完善肃清了障碍。虽然社会环境和

传统观念制约了女性的发展，但福勒强调女性内

在的能力。她把超验主义的自我完善看作是解决

女性问题的重要途径。女性应该给予自己内心充

分的自由，相信自己，依靠自己，并且不断完善自

己，同时平衡发展男女两性气质，实现完美的自

我。只有当女性实现自我完善的时候，才会帮助

男性进步，男女两性才会和谐发展，社会才能得以

真正的改善，并日趋完善。她的女性主义观点超

越了传统的层面，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社会完

善紧密联系起来。社会完善进程中的首要任务就

是要解决女性问题。可见，福勒的女性主义思想

和超验主义思想相互交织，只有把她的女性主义

思想置于超验主义的视阈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思

想精髓，更能彰显其高瞻远瞩的视野。
( 下转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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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走群众路线，增强党组织系统的开放性

学习型党组织能否成功构建取决于它与社会

之间的物质、知识、人员交流能否顺利进行。自从

组织建立之后，组织和社会便形成了一对矛盾的

共生关系，一方的存在以另一方的存在为前提，而

一方的发展又以另一方的发展为前提。因此，学

习型党组织的建设要积极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引

入物质、信息和能量，为党组织建设优化提供营

养。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

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

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是新形

势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是顺应

群众期盼、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

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事业的重大举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

党的根本宗旨，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

作路线。坚定地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

众中去、与群众同甘苦，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尤其

是首创精神，注意发挥人民群众中先进典型的带

动作用、影响作用，这样我们党才能在民众的智慧

海洋中不断汲取新的营养，及时顺应时势调整方

针政策，提升执政水平。
总之，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既是顺应全球学

习型社会建设的大潮而提出，也是我党长期坚持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思想在新时代的自我创新、
发展与自我完善。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既要坚持

已有学习型组织建设的有益经验，又要结合我国

国情党情，在坚持开放性、创新性原则的前提下，

建立健全制度化、长效化学习机制，不断提高学习

型党组织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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