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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性别身份构建中的操演和戏仿

王娟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４）

摘　要：针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性别操演理论问题，对她的著作及其他研究进行文献分析。研究

认为，朱迪斯·巴特勒将性别身份构建视为反复操演的的流动状态，是一种对文化所发出的性别指令

做出的响应，该理论颠覆了传统性别身份的建构概念，使得框架下性别特征的参数都能得到自由组

合；进而重塑规范，以此探讨生理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分析性别操演内涵的三个维度表征，话语权的操

控是性别操演理论的语言维度，其规范话语生成的性别主体，产生关于性别特征的现实，性别操演的

仪式维度指性别身份在时间区间内重复性别规范体系过程中确立的，性别操演的戏剧维度指任何一

种社会性别都是不稳定的，表演性质的和去自然化的；审视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戏仿”在打破二元传统

性别体系中的作用，男性或女性的男性化或女性化行为和意识形态这一性别表达并没有依托性别身

份传递出来，将性别范畴扩大化及多样化来实现消解性别，探索解决性别身份问题的有效方式，性别

操演理论从解构本体论入手认为性别身份是通过反复操演处于飘忽不定的非静止状态，性别是流动

性和过程性的操演行为，是在建构和结构循环中被赋予文化内核，这为身份认知构建提供了新的路径

以及多元视角。

关键词：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性别身份；操演行为；戏剧维度；女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Ｈ０５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６２４８（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４７０６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ｒｏｄｙｉｎ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ｔｉｃ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ＮＧＪ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ｈａｎｇ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４，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ＪｕｄｉｔｈＢｕｔｌｅｒ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ｈｅｒ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ＪｕｄｉｔｈＢｕｔｌｅｒ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ａ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ｔｏａｇｅｎｄ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ｉｓｓｕｅｄｂ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ｓｕｂｖｅｒｔｓ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ｆｒｅｅｌ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Ａｎｄｔｈｅｎｉｔｒｅｓｈａｐｅｓｔｈｅｎｏｒｍ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ｅｎｄ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ｐｏｗｅｒｉｓ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ｄｅ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ｗｈｉｃｈ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ｓ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ｔｙ

ａｂｏｕｔｇｅｎｄｅ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

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ａｍａ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ｆｅｒｓｔｏａｎｙｋｉｎｄ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ｕ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ｌｓ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ａｒｏｄ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ｇｅｎ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ｒｆｅｍｉ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ａｌｅｏｒｆｅｍａｌｅａｒｅ

ｎｏｔ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ｔｗｉｄｅｎｓ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

ｄｉ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ｓｏｔｈａｔｉｔｃａｎｅｘｐｌｏｒ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ａｙｔｏｓｏｌ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Ｆｒｏｍｔｈｅ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ｎｔ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ｔａｋｅｓ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ａｓａｎｅｒｒａｔｉｃｎｏｎｓｔａ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ｂｙｍｅａｎｓ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Ｇｅｎｄｅｒｉｓｔｈ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

ｉｓｇｉｖｅｎ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ｃｙｃｌｅ，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ＪｕｄｉｔｈＢｕｔｌｅｒ；ｇｅｎｄｅ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ｇｅｎｄｅｒ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ｉｔ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ｐａｒｏｄ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ｆｅｍｉｎｉｓｍ

　　朱迪斯·巴特勒试图探寻性别的真相，在其著作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以下简称

《性别麻烦》）提出性别操演理论，她提出性别身份的

获得是“通过反复操演完成的，是在时间轴上的流动

过程，由此解构了性别身份主体的确定性，并从这一

切入点为性别压迫的颠覆找到出路”［１］，使她在当今

女性研究学术界赢得重要地位。对朱迪斯·巴特勒

理论的国外研究中，以介绍、解释为主，有从朱迪斯·

巴特勒作品的核心概念入手，既有对思想渊源的追

溯，又有对关键概念的说明。还有些将朱迪斯·巴特

勒与其他理论家相比较，并借鉴朱迪斯·巴特勒的观

点运用到现实问题批评和对性别本质作出别出心裁

的解读，以朱迪斯·巴特勒理论为切入点对具体的文

学作品进行深层次的解读［２３］。国内对朱迪斯·巴特

勒思想的研究有着不同的特点。前期研究以翻译朱

迪斯·巴特勒的译著为主［４５］，研究从不同层面为性

别操演在女性身份认知构建的作用研究提供了一些

思路。但这些国内外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是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内外的研究大量侧重在理论

本身，或是与其他交叉学科理论的互文性研究，对于

该理论在女性身份认知领域的应用与解读比较匮乏；

二是从研究实践意义上看，国内外大多数研究都以理

论研究为主，该理论实操性的效力问题未得到有效充

沛讨论。从目前来看，性别操演理论与社会生活中女

性身份构建的认知研究不足。

基于目前研究的局限性，本文探讨生理性别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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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构性，进而对提炼出性别操演的３个维度表征进

行分析，借此审视性别操演理论中的“戏仿”在打破

二元传统性别体系中的作用，探索解决性别身份问题

的有效方式，为身份认知构建提供新的路径以及多元

视角。

一、性别的文化建构性

　　女性主义理论涉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辨析，

其讨论核心即两者关系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区分参数，这些参数之间

对主体身份构建的作用；性别身份得以构建的内在关

键；性别身份认知解构内核；建构身份认知的基础等，

这些问题涉及到主体性如何通过社会结构而发挥。

朱迪斯·巴特勒指出将生理性别视为自然形成的前

在分类［６］，生理性别被视为文化试图进行管控性实践

所产生的结果，据此提出性别操演理论，以解答在她

解构生理性别的自然性后所留下的问题。朱迪斯·

巴特勒理论体系中的操演逻辑是指性别身份的文化

因素并非是性别化过程中主体主观的随意选择，而是

通过性别所处的文化衍生出种种规范的不断操演得

以塑造和确认的。

生理性别是一种文化所构建出来的概念，关

于这种认识性别的新角度能否作为理解性别身份

构成一直处于争议当中。朱迪斯·巴特勒指出问

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颠覆或重构性别身份起源话

语，而在于审视其得以建构的逻辑结构以及过程，

据此他提出了一套性别操演理论。在性别身份的

建构系统框架中，每一个性别个体采纳文化规定

下的性别意指概念的运行机制成为个体性别表征

的内涵。性别指派认为性别化过程早在人出生之

前就已形成，因此将性别定义在内在性的空间维

度内。而朱迪斯·巴特勒将性别视为“动态的、流

动的，一种建立在身体意指表面，指涉管控性实践

的实践性框架”［７］。换言之，“性别成了一种意指

实践，它是一种反复操演的对文化所发出的性别

指令做出的响应。在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别身

份：身份是由被认为是它的结果的那些表达，通过

操演所建构的”［４］。这是区别于空间框架下的时

间维度层面的解读，能动性主体的性别身份源自

于不断表达并执行文化所发出的性别规约指令。

二、操演理论的维度分析

　　基于性别操演具有的区别于生理性别的文化

特质，可将性别操演内涵具体划分为以下３个维度。

第一，话语权的操控是性别操演理论的语言维

度，规范话语生成性别化的主体，产生关于性别特

征的现实。朱迪斯·巴特勒认为 “生理性别并不是

先于社会化与存在的事实，它和社会性别一样，都

是话语建构的结果。身份范畴不是基于身体物质

性的个人特性，而是语言和意指的操演效果”［４］。

为此，她还借鉴福柯和语言分析学家奥斯丁的语言

行为理论来深入研究语言行为在操演中的作用。

第二，性别身份是在时间区间内重复性别规范

体系过程中确立的，这是性别操演的仪式维度。操

演性不是一种单一的“行为”，因为它总是重复一种

或一套社会规范，经过一系列的反复操演循环而建

立了性别的所属身份。“但这种引用不是被动地接

收既定的文化规范，而是将其看作开放和延异的序

列，才能产生不断变更的增生裂变的性别身份”［７］。

由于意义的流动性，对性别规范的引用也随之变

动。建构是一种反复规范的过程，作为仪式性实践

的结果，生理性别的原本自然属性发生了变化，在

反复操演文化规范的过程中会发生偏离的情况，进

而产生了不稳定性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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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性别操演还具有戏剧维度。在《性别麻

烦》中，朱迪斯·巴勒特试图论证“性别是一种行

为，一种过程，而不是一种存在”［４］。任何一种社会

性别都是不稳定的，表演性质的，去自然化的。选

择了一种社会性别，就是用重组的方式阐释所赋予

的规范。朱迪斯·巴特勒否认在性别背后有一个

自由选择的意志主体，“主体不是一个预设的，本质

化的实体，而是流动的，过程中的范畴”［８９］。

在这里先要区分“表演”与“操演性”这两个概

念，朱迪斯·巴特勒认为这种混淆的原因在于忽略

了“操演”所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是一种持续性的

身体行为，并借由性别类型化和去自然化的手段，

制造了稳固的性别主体的内在属性，是基于一套持

续的社会行为指令，对身体进行性别的去自然化，

经由社会文化因素重组并调整而呈现出来的属性

状态，即“性别是一种自然化的行为举止的幻觉效

果”［４］。表演以一个实现存在的主体为前提，预设

一个行动者的主体，表演者只是表演所产生的效

果，而操演性则没有预设主体，并不存在先于操演

性的本体论的身份，即就是在性别身份名称之外没

有一个事先存在的性别主体，而是在不断地操演行

为中得以塑造并逐步稳固下来的。换句话说，“表

演的随意性，具体性与操演的延续性，反复性、条件

性、仪式性是重要的区别”［８］。

三、二元性别论下的性别消解

　　在身份认知构建中，操演符合规范与否构成了

性别身份确立的关键因素。合乎规范的性别操演

被认为是正常的，可被大众认可的性别身份，而偏

离规范的性别操演被列为异常的性别身份，成为主

流之外的受排斥主体，受到各种“正常化”矫正甚至

抵抗，成为“性别麻烦”，势必会造成主体性别身份

认知的混乱和压抑。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认清

性别形成的本质，从社会文化视角解读性别身份形

成机制，朱迪斯·巴特勒称在它背后运作的一系列

规范为“文化理解力”。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二元

性别对立的逻辑确实主宰了性别规范，但这种性别

逻辑是男性及女性特质制造及规范化的机制”［４］。

因此，表象固定的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逻辑，并不

是主体天生所附带的性别身份，而是通过规范化的

手段制造出的效果。朱迪斯·巴特勒在《性别麻

烦》中称其为“恣仿”，“恣仿”会完成合乎规范的性

别表征的途径，会取得社会大众对该性别规范的推

崇，继而推动主体继续参仿和使用，经过一段时间

维度上循环构建出一套稳固的性别规范机制。还

有另外一种是对规范的“移用”和“误用”，比如“异

装”［４］，这就实际指明了性别规范存在的其他可能

性。那些现实中存在的，游离在性别规范之外的性

别范畴被视为非常态存在，因而受到各种“正常化”

规定的试图矫正或受到抵抗。

朱迪斯·巴特勒将这种反常规的性别操演形式

理解为性别的戏仿，反常规的操演与传统的操演行为

是共同参照同一体系的话语系统，换句话说，生理性

别与社会性别行使着一系列的同一话语手段。朱迪

斯·巴特勒指出“不仅那些异常的性别实践是对正常

的性别实践的模仿，正常的性别实践也是在进行模

仿，二者之间并不存在赝品和原件的关系”［７］。在

《消解性别》一书中，朱迪斯·巴特勒表明性别规范

就是被参照模仿的身份对象，它不是一个受事主体天

生所自带的性别事实，而是为性别的戏仿实践行为设

定各种参数，进行多样组合。基于性别身份的“戏

仿”特征才能衍生出性别其他范畴，性别二元论才有

可能得到多元视角的拓展。开启性别多元化包含两

个内涵：第一，要消解性别规范的固定一致性，使得原

有二元框架下性别特征的参数都能得到自由组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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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以多种方式来重塑既定规范，进而加大对性别少

数群体的理解；第二，朱迪斯·巴特勒试图将性别规

范中存在的性别二元对立概念范畴去掉，使得性别身

份不再冠以男性，女性的名称，而是将性别范畴扩大

化以及多样化，从而到达真正“消解性别”的要求。

朱迪斯·巴特勒对于性别消解的核心观念是在性别

表达并没有依托性别身份传递出来的，性别表达指男

性或女性的男性化或女性化行为和意识形态，性别没

有所谓的“内在”本质。

四、性别操演理论在身份认知

建构过程中的作用

　　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表达的背后没有性

别的主体身份，性别身份形成于持续的操演性当

中”［４］。换句话说，性别没有传统概念上的内在本质，

而是一系列性别规范行为的重复循环使用的结果，受

到社会文化的渗透形成的社会性别身份，在合乎规范

与“非常规”的性别身份的认知和建立中获得对身份

认同的张力。性别操演理论从解构本体论入手否定

了性别身份的确定性，认为性别身份是通过反复操演

处于飘忽不定的非静止状态，是在建构和结构循环中

被赋予文化内核的，有别于传统观念上的二元性别的

强制性逻辑，这种从性别本质为出发点探究性别身份

表达有助于剔除二元性别论，为女性发掘出更多元的

个体生存价值提供有力依据。身份的局限性在于它

的固定性内涵，即通过固定性产生同一性，那么基于

性别操演理论的性别身份认知研究突破身份具有固

定内涵的较为单一的分析方法，将性别看作流动性和

过程性的操演行为，依据性别操演的戏剧维度，语言

维度以及仪式维度，为操演的身份认知构建提供了多

维度视角分析，从而拒绝在看似稳定的性别身份背后

的固定性，消解性别，内化对性别身份认知建构过程

的理解。

五、性别操演理论对于身份认知

构建的实操性意义

　　性别操演理论对改变人们关于性别本质的深层

思维方式和认知模式的意义深远，其根本目的在于

解构性别的本体概念，同时将性别建构为动态的身

份，它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第一，从理

论意义上讲性别操演理论为身份认知构建提供了全

新的批判性视角，那么性别建构为流动性和过程性的

性别操演理论应用在女性身份认知构建中也必然起

到了颠覆性的作用，性别操演理论对于性别身份认知

的指导作用使得我们重新思考固化了的性别二元对

立模式，拓展了性别研究范畴，并探索解决性别身份

问题的有效途径，并将为女性身份认知构建提供新的

路径，多元视角以及批判性的审视。第二，从实践意

义上讲，身份认知构建对于整个社会的性别和谐构建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对于身份范畴多样性的动态

研究也能带来更广阔的视野。

目前对于朱迪斯·巴特勒理论最大的争议在

于性别操演理论的操作性和实际应用研究的脱节。

正如宋素凤所指出的“时隔二十年，证诸女性主义

的发展，朱迪斯·巴特勒的激进性别、政治构想似

乎并没有对女性主义造成改弦易辙的改变”［７］。虽

然在《性别麻烦》中朱迪斯·巴特勒曾经提出了装

扮表演以及性别戏仿能够作为颠覆性别政治的想

法，但朱迪斯·巴特勒却拒绝做出任何具体的叙

述［８］。她认为如果将一种颠覆性行为视为规范形

式，被排除在这种“异常范式”之外的行为会被列为

压迫范畴。问题的关键在于，先视性别操演理论为

用一种操演的身份形式去解构性别机制，从而剔除

任何一种由固定内涵的身份所制造的同一性，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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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性别范畴。如今，随着同性恋、异装者和跨性

别者等性别群体的出现和活跃，当下的性别观念有

别于传统的性别二元体系了，尽管这些新的性别形

态受到争议和质疑，但它们的存在使得性别身份呈

现多元化范畴之中，对于性别身份认知的深入探讨

有助于人们开放性地对待性别“他者”，承认性别多

样性以及自由化的家庭组合，创造各种性别机会平

等，尊重个体性别的自主选择。运用性别操演理论

指导实践思路，通过消解固定性别身份进而扩大身

份范畴，来实现性别范畴多样性的多角度观察和解

析，为审视性别身份的内在建构机制，达到消解性

别固有传统观念会起到一定作用。同时呼吁广大

学者对这些性别身份的审视与解构，加强中国语境

中对多元性别身份的关注。

六、结语

　　性别操演理论对于身份认知构建意义还体现

于该理论在女性主义文学领域的研究，将性别建构

为流动性和过程性的身份的性别操演理论也必然

为女性主义文学领域提供全新视角。同时基于女

性文学作品分析女性角色如何建构社会性别身份

认知的动态过程，对于性别身份认知的本质具有一

定的指导作用，有助于今后对于其他边缘身份动态

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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