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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begins by tracing the trajectory of urban narrativ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exploring their evolution and thematic 
concerns. In this context, “city” and “woman” have often been central narrative 
themes for female writers, who attempt to establish an emotion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study focuses on Chi Li's novel Her City,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emotional narratives of urban women. It analyzes the isomorph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story of women’s emotions and urban history, 
demonstrating how the presence of women shapes the cityscape and reflects their 
inner subjectivity. In the novel, as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ies and 
modernization progress, women’s commercial abilities and fashion choices are 
vividly portrayed. Simultaneously, the opportunities and material abundance 
brought about by urban development provide urban women with a platform to 
express themselves and realize their self-worth. This freedom of choice becomes 
a crucial part of their identity construction. Moreover, sisterhood, as a key theme 
in the novel, represents not only a mutually supportive emotional bond among 
women but also an expression of moral obligation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the depiction of conflicts and disputes between Mijie and Fengchun, Chi 
Li challenges the idealized concept of “unconditional” mutual love promoted by 
the feminist movement,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and complexity of authentic 
emotional experience. 

Keywords：Chi Li；Her City；urban women；emotional narratives；urb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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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城市书写脉络谈起，探讨了城市文学的发展过程。在这

一发展脉络中，“城市”与“女性”常被女性作家作为重要的叙事主题，试图建构两

者之间的某种情感联系。文中以池莉的小说《她的城》为中心，重点分析都市女性的

情感书写，揭示出女性情感史与城市发展史之间的同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女性的

存在则塑造了城市的风貌，且从中展现出她们的精神特质。小说中，随着中国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女性在商业领域的能力、在时尚选择上的自由均得以充分展

现。与此同时，城市的繁华所带来的机遇以及物质上的丰富，为都市女性提供了展示

自我、实现价值的平台，而这种自由选择也成为她们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姐妹情谊（Sisterhood）作为小说中的核心主题，它不仅是女性群体中的一种

相互支撑的情感，更是一种具有道德约束力与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池莉通过对蜜姐与

逢春之间的冲突与争执的描写，挑战了女权运动中“无条件”地互爱的理想化概念，

强调了真实情感的重要性与深度。 

关键词：池莉、《她的城》、都市女性、情感书写、城市书写、姐妹情谊 

一、引言 

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写脉络来看，城市文学已不是鲜明的文学类型。“京派文

学”和“海派文学”已经对作为城市的“北京”和“上海”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表

述，展现出较为完整的脉络和谱系。这两种文学流派不仅形成了成熟的叙事模式，还

创造了独特的审美体验（Yu，2023：31）。再回过头来看新时期文学以来的小说叙事

脉络中，“城市”与“女性”常被女性作家作为重要的叙事主题。在王安忆、迟子

建、方方、池莉等作家的作品中则尤为显著。在《海派作家又见传人》一文中，王德

威将王安忆与“海派文学”建立联系，并认为王安忆是继张爱玲之后，又一海派文学

传人（Wang，1996）。其中，迟子建与其“哈尔滨叙事”也形成了她创作上的独特风

2 吴智贤（Anusit Jaisritrakul）（2000-），男，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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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此外，池莉与方方也常被相提并论，原因在于同为女性作家且年龄相仿；作品同

以武汉为叙事背景；同以“新写实”小说作家身份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同年写出成名

作等诸多原因。这种创作倾向不仅揭示了城市空间与都市女性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

同时也体现出作家对城市文化与历史的细腻体察与独特视角。 

1987 年，池莉进入武汉市文联《芳草》编辑部担任文学编辑。同年，发表了著名

的《烦恼人生》，迅速走红，而后她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和《太阳出世》被

称为“人生三部曲”，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品。作为一名“新写实”小说作家，

池莉将“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作为叙事对象，注重描写生活中的琐碎片段，

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并追求现实生活的原生态。与前辈和同代人相比，池莉及其新

写实主义作家群体的作品则更加贴近城市生活，“池莉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新写实

主义，意味着现代都市于当代中国文化风景线上的再度浮现，它无疑是现代主义文化

再度强化之际的产物，同时在不期然间成了对现代主义文化的反戈一击”（Dai，

1995：51），通过池莉的文学创作，现代都市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窗

口，展现了都市文化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1991 年，《长江文艺》《小说月报》、湖北省作协联合召开的方方、池莉作品研

讨会，池莉当着四十多位评论家和新闻记者的面说道：“我是一个小市民，我要歌颂

小市民”（Liu，2000：1）。可以说，城市经验是池莉从事城市叙事的素材和基础，

而对于城市的情感、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选择讲述哪些经验，以及从什么角度

入手讲述。2011 年，池莉的小说《她的城》首次发表于《中国文学》杂志，并被《中

篇小说选刊》2011 年第 2 期“实力小说专号”头条转载。2014 年，《她的城》被收录

于池莉精选的五部中短篇小说集《汉口情景》中，其中包括《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

好》《你以为你是谁》《汉口永远的浪漫》《生活秀》和《她的城》。在《她的城》

中，池莉花费大量笔墨描绘了“武汉”的城市历史及其现代化进程中的繁华景象，反

映了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城市的繁华与时尚。此外，池莉还更为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后

三位都市女性的生活经验及其情感史，池莉以特定的形式将她们的命运纠缠在一起，

并勾勒出“城市”与“女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两者的历史形成某种同构性。 

目前关于池莉《她的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的分析、都市语境与女性

意识的探讨以及文化与语言表达等方面。李沙的《三个女人的精神突围——评池莉的

小说〈她的城〉》和李璐的《“城”的解读——读池莉〈她的城〉》，从女性人物出

发，分析蜜姐、逢春等人在婚姻与世俗规范中的挣扎，强调“城”这一空间隐喻所承

载的压迫与突围意味。 

在都市语境与女性意识的探讨中，刘骁在《由她者到我们之一——从〈她的城〉

看池莉笔下的女性书写》中指出小说突破了池莉一贯使用的“女性独白”的叙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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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于是转向了双重视角，揭示女性之间的复杂情感与关系网络。王叶青的《从池莉

〈她的城〉谈女性写作的新走向——女性文学教学札记》与孙明的《现代都市中的女

性生存——评池莉〈她的城〉与潘向黎〈弥城〉》则将小说置于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

与都市文化背景中。 

在文化与语言层面，庄桂成在《地域小说中的方言无意识——以池莉的汉味小说

〈她的城〉为分析文本》分析了小说中武汉方言的潜在心理暗示与地域文化意味，而

罗露露在其硕士论文《泰国诗琳通公主的中国文学翻译研究——以〈她的城〉的泰文

译本为中心》则从操纵翻译理论出发分析其翻译策略。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较多关注人物、空间、语言与传播等方面，而对“都市女性

情感书写”的关注仍显不足。在这一基础上，本文将以池莉《她的城》为中心，探讨

都市女性如何通过与城市空间的互动、自我情感的表达以及姐妹情谊的建构，呈现出

独特的女性情感书写路径，并分析小说如何在叙事结构上挑战传统的男性中心视角，

同时反思女性主义内部对理想化情感模式的固着。 

二、“她的城”：城市与女性的双重叙事 

对于“武汉”这座城市，池莉曾经如此描述过：“我是它的，它是我的；我是它

土地上的一棵小草，它是我永远的写作背景与我探索社会的一面永久的窗口”（Sun，

2004）。池莉对于武汉的描述凸显了她与这座城之间难以割舍的情感联系。她将自己

比作武汉土地上的一棵小草，既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亲近与归属，也体现出她对武汉

所承载的文化底蕴、历史记忆与社会精神的深切认同。这种认同感根植于她的成长经

历，同时也贯穿于她长期的文学创作之中，使武汉成为她观察社会、描摹人情的重要

空间背景。 

在《她的城》中，池莉也延续了这种城市情感，将武汉视为“她”安身立命之所

在，试图建构“女性”与“城市”之间的某种情感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不仅是

女性赖以生存的空间，更是她们的生活归宿及其心灵寄托。反过来说，女性的存在与

精神活动也反向塑造了城市的风貌，呈现出都市空间中女性主体独特的精神特质。 

小说中的情节性并不强，呈现出新写实小说的典型特征。故事主线围绕着生活在

汉口最繁华地段——中山大道水塔街片区的三位女性人物的情感史展开，分别为擦鞋

店老板蜜姐、因与丈夫赌气而来到擦鞋店打工的逢春，以及蜜姐的婆婆。这三位女性

虽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也代表着武汉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但她们共同生活在同一

时代，这使得她们对城市的认知、经验与遭遇上存在差异，也由此形成各自不同的价

值观与情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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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鞋店老板蜜姐在部队生活八年后回到武汉，外貌安静秀气，但急躁时却显露出

一种“兵气伐人”的气质，小说开篇即以全知视角描写她在汉正街的经历： 

“蜜姐在汉正街窗帘大世界十年，做窗帘布艺生意，批零兼营。汉正街是最早

复苏的小商品市场，绝望而敏感的劳改释放犯社会闲杂人等在这里嗅到改革开放气息

甩开膀子大干，因此这里最是五花八门鱼龙混杂，针尖大小生意也只有买错的没有卖

错的，这就又把蜜姐塑造了一番，这回塑造的方向是革命样板戏里头的阿庆嫂，一个

茶馆老板娘”（Chi，2011：5）。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汉正街作为全国最早复苏的小商品市场之一，聚集了各类社

会边缘与底层人群，成为草根创业的热土，尤其是那些从劳改释放后试图重新开始的

人。蜜姐便在这样一个充满变革和机遇的社会环境中，通过窗帘布艺生意展现了个人

的商业智慧和适应能力，成为街坊邻里的佼佼者。她也因此被比作革命样板戏《沙家

浜》中的“阿庆嫂”——这样一个以聪明机智、坚韧以及善于应对复杂环境著称的女

性角色。尽管两者处于不同的时代与语境，但她们在各自的环境中都体现出女性在社

会转型与压力中的的精神特质。 

后来，蜜姐来到水塔街经营擦鞋店，其在部队和商界的丰富经历，锻造出她处事

圆融、灵活应变的个性。她对不同客户采取了差异化的策略：普通顾客仅用鞋油，而

如街办领导、协警、工商税务人员等“重要人物”则享有专用的西棕榈油服务。此

外，她在人际沟通中的圆滑得体也体现出一种生活智慧。例如，面对外地客户骆良骥

想给逢春小费而遭婉拒、场面一时尴尬时，蜜姐巧妙地调解道：“给小钱是绅士风度

嘛，她年轻不懂事，也是好心生怕顾客太破费了，又不会说话，请先生多包涵”

（Chi，2011：28）。这既缓解了场面，又维护了骆良骥的尊严，同时也体现了蜜姐作

为“阿庆嫂”式人物的情感圆融与社交智慧。 

在小说的叙事脉络中，中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景象频繁出现，例

如西式餐厅（麦当劳、肯德基）的引入和时装的普及，这些现代化的元素则意味着城

市生活的更新与变迁。不过，城市人与乡下人在时尚观念仍存在明显的差异。逢春作

为一位曾经在写字楼里工作的白领职员，尽管从白领阶层沦为擦鞋女，她的气质、穿

着与行为方式仍保留着城市白领的痕迹，这与来自乡下的擦鞋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打工时，逢春坚持穿工作服，且戴着口罩和帽子，这种专业与洁净的意识正是其他员

工所缺乏的。有趣的是，“乡下女孩进城，立马改头换面：一是纹眉，二是染黄发，

三是穿吊带，四是说拜拜”（Chi，2011：35）。尽管逢春的社会地位已然发生变化，

但她始终并未迎合这种流行的时尚潮流，仍保持着原有的城市气质与生活习惯。这种

差异不仅表现在服饰与行为方式上，更深层地揭示出城乡在文化认同与社会认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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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与此同时，城市的繁华也让都市女性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她们内心深处的

满足感。小说中，池莉描绘了逢春与蜜姐共同走在大街上的情景： 

“逢春是牛仔裤，短夹克，特长大围巾。蜜姐是皮靴，长裙，低领毛衫，外罩

风衣。两人走在大街上，并肩联袂的样子，精神抖擞又清新飘逸，恰就是那些时尚杂

志上的一对都市丽人。一路有人看她俩，她俩分明知道，就当是不知道的那一种骄

傲”（Chi，2011：54）。 

从中可以看出，城市所提供的物质资源，塑造了女性的审美趣味与精神特质，也

为女性为女性提供了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平台，而女性的时尚选择某种程度上也成

为她们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城市叙事上，池莉通过蜜姐的视角，将城市的变迁纳入日常生活的叙述之中，

使城市不仅成为宏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背景，也成为个人情感与社会关系得以展开的舞

台。例如，当逢春面临着婚姻情感问题时，她选择了逃避，并离家出走在蜜姐的擦鞋

店打工，在这一过程中与风度翩翩的商人骆良骥相遇并产生情愫。面对这段疑似婚外

情的关系，蜜姐作为“城市主人”，以维护城市伦理秩序的姿态予以强烈反对，并在

劝诫逢春时重申城市的历史及其情感积淀，赋予城市以更深层次的文化与精神意义。

这种情感决不能因为逢春的行为而被破坏，蜜姐必须站出来维护正义： 

“将来楼房可以重建，街道可以重修。怕就怕在人间义气彻底消失，街坊邻居

可以不负责任，不懂人情，不顾大义。在这里，在水塔街，在联保里，在蜜姐祖祖辈

辈创造出来的城市里，蜜姐怎么可以不负责任呢？”（Chi，2011：44）。 

对于蜜姐而言，城市不仅是物质空间，更是承载着代际情感、道德伦理与人际关

系的有机共同体。换言之，“城市的外在物理空间、内在精神空间和现实城市生活相

互交织和形塑，共同构成城市主体风貌”（Yu，2021：166）。小说中，蜜姐和丈夫宋

江涛的祖辈们既是汉口城市发展的建设者与贡献者，同时也是在城市历史变迁中的见

证者与受害者。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打拼求生，既承受城市发展的阵痛，又深度参与其

社会文化结构的建构。而蜜姐也曾经在汉正街窗帘大世界白手起家，成为百万富翁，

后来，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转向擦鞋行业，成为汉口商业复苏的缩影。由此可见，池莉

小说中的市民阶层具有强烈的本土性、底层性（Liu，2024：108），他们世世代代都

扎根于这座城市，并与城市共荣共衰。 

因此，这些市民阶层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城市的。他们的生活轨迹、情感

经验和社会行为始终与城市的历史、文化及地理特征密不可分。尽管城市经历了战

乱、革命、分割、改建，导致城市物质空间的创伤与腐烂，但这些并未消解城市的文

化与历史的意义，其背后承载的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和情感联结。这种联结通过代际

传承得以延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情感纽带，使得市民在面对物质空间衰败时仍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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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情感的稳固。正如文中所言的那样：“人不是物！人是会一代代传下来的，一辈辈

人的感觉与感情是断不了的”（Chi，2011：44）， 正是对这种情感传承的强调，揭

示了蜜姐不仅是城市变迁的见证者，更是文化和情感传承的重要守护者。 

三、姐妹情谊：情感失落后的归属感重建 

“姐妹情谊”（Sisterhood）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著名黑人女性批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在其著作《从边缘到中心：女

权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一书中，对“姐妹情谊”

这一概念的内涵、特点和形成机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

理论体系。“姐妹情谊”作为一种基于女性共同的性别体验与情感认同而形成的联

盟，其历史使命，除了要消解男性主导的意识形态，还要在女性群体中营造一种认同

感与凝聚力，进而为女性传统的构建提供内在动力（Zhao & Niu，2021：89）。 

池莉小说的女性主义特征，首先体现在她笔下的女主人身上：她们即便身处困

境，也始终能够独立坚强地撑起生活，维护自己的小天地。（Huang，2017：226）。

无论是在《你是一条河》《青奴》《小姐，你早》《生活秀》还是《她的城》中，池

莉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虽然性格各异，但无一例外地展现出女性在复杂社会语境中顽强

的生存能力与主体意识。尤其在《她的城》中，女性形象则更加鲜明，她们的性格不

仅执拗，而且带有一种果断泼辣的气质。一旦她们做出选择，便不会轻易动摇或放

弃。例如，当逢春决定要与骆良骥发展感情时，她便完全无视蜜姐的劝谏，并因此与

蜜姐发生激烈冲突。而蜜姐，尽管最终理解了逢春的难处，但她依然坚持解雇逢春的

最初决定。 

小说中三代女性的情感经历构成了一种相互呼应、层层递进的“女性叙事结

构”：蜜姐的丈夫因病去世，从那以后她决定不再嫁人，与姆妈相依为命；姆妈的丈

夫则在“文革”期间跳楼自杀，但她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坚强地将儿子宋江涛养大成

人；至于逢春，虽然她的丈夫周源仍然健在，但由于其“同性恋”性取向，使得这段

婚姻终究无法维系。由此可见，这三代女性的丈夫都各自以不同的方式离开她们的生

活——或病逝、或自杀、或因性取向的原因导致感情的破裂。这种情境揭示了“男

性”在她们生活中的缺席，使得女性人物在叙事中获得中心地位，三人彼此扶持、相

濡以沫，构建起一个牢固的女性共同体。池莉通过这种叙事策略，有意识地削弱男性

叙事的主导性，转而强化了女性主体的建构。在这一女性共同体中，“姐妹情谊”成

为重要的情感纽带。小说中甚至毫不掩饰地描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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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蜜情谊真正有义薄云天气概，互相之间不隐藏秘密，无话不说，连她们的

男人，也都是她们的话题，如何养好儿子管好丈夫都会互相出主意想办法，像是共同

义务与责任”（Chi，2011：73）。 

蜜姐自小看着逢春长大成亲，因此对逢春怀有如家人般的情感。当逢春要求到擦

鞋店打工时，蜜姐敏锐地察觉出她与丈夫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赌气的成分。作为过来

人，蜜姐既经历了丧夫之痛，且从自己的外遇经历中吸取了教训，于是她希望逢春能

与丈夫尽快重归于好。然而一旦命运交织，就注定缠绕，当逢春与前来擦鞋的外地男

子骆良骥之间产生暧昧关系时，蜜姐意识到他们都是已婚之人。为了防止事态恶化，

蜜姐决定在萌芽阶段熄灭这段不正当的关系，从而决定解雇逢春，原因为“我没有脸

面面对源源和你们两家的父母还有所有水塔街的街坊邻居”（Chi，2011：47）。作为

水塔街深受老街坊信赖的蜜姐，她决不允许逢春在她的擦鞋店发生“红杏出墙”之

事。在这个意义上，蜜姐对逢春的“姐妹情谊”除了体现在情感上的关怀，还体现在

实际行动中的引导与约束。她通过对逢春行为的制止，维护了对方的婚姻关系，同时

也守护了自己的个人声誉。对蜜姐而言，在水塔街这里，在她所热爱的城市这里，姐

妹情谊不仅是一种源于日常交往的女性情感共同体，更是一种内含伦理规范与社会责

任的文化实践。 

在女性主义话语中，常有一种规训性的理想，即要求“姐妹”之间应该“无条

件”地互爱，尽量回避冲突，或将争执降至最低限度，尤其不应该在公开场合相互批

评（Hooks，2001：55）。然而，在池莉笔下，蜜姐与逢春的姐妹情谊却恰恰建立在冲

突和争执的基础之上。当逢春得知自己被解雇后，她起初感到困惑与不解，因而与蜜

姐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两人的争执持续了一整夜，最终在姆妈的劝解之下才得以平

息。而翌日醒来，两人仿佛忘了昨天的争执，或许可以说，真正的情谊，正是在次日

的和解中开始萌生。经过这一夜的争执和长谈，心中的不满得到了宣泄，彼此的关系

和理解也得到了深化。 

显然，冲突与争执并未损害姐妹情谊，反而通过坦诚的对话和情感的释放，使得

两人的情谊进一步加深。池莉一贯坚持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呈现人物的生活、情感经

验，而非构建理想化的图景（Zhao & Chi，2003：37），所以她在作品中通常促使女性

重新正视那些被遮蔽的真实情感，以激发自我认知与反思的可能。相较而言，陈染笔

下的“姐妹情谊”则更具理想主义色彩。例如，其中篇小说《破开》被戴锦华誉为

“一部关于姐妹情谊与姐妹之邦的宣言”（Dai，1996：412）。小说中，“我”和

“殒楠”两位现代都市女性试图建立一个真正无性别歧视的女人协会，并命名为“破

开”，某种程度上象征着冲破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各种束缚，同时也表明单凭个人力

量则难以对抗社会结构中的不平等，所以女性必须团结起来，形成属于自己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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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表达对男性主导文化的否定与反抗。也就是说，陈染将“姐妹情谊”描绘为一种对

抗男性主导文化的集体力量，构建了一个理想化、无性别歧视的社会空间，她通过这

种乌托邦式的愿景强调了女性集体行动所潜在的巨大力量，突出女性团结的必要性与

价值。 

与之不同，池莉在《她的城》中则更强调姐妹情谊中的复杂性与多面性，由此对

女权运动中的理想化概念提出了挑战。或许在池莉看来，相比于“无条件”地互爱，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冲突时展现出的诚实与勇气。这种诚实与勇气不仅是处理冲突的关

键，更是彼此互相磨炼、共同成长的基石。倘若一味地追求和谐而回避冲突，最终姐

妹之间的情谊将造成一种团结的假象（Hooks，2001：55）。正如胡克斯所言的那样：

“妇女不需要完全消除差异以求团结，而必须共同分享经历、文化和思想。妇女可以

成为姐妹，前提是共同的利益和信仰、对差异的正确评价”（Wang，2007：138）。换

句话说，真正的姐妹情谊并非依赖于完全的同质性，而是在承认与尊重差异的基础

上，共同追求利益与信仰。 

争执过后的第二天，池莉描写道：“女人要谈人生了。女人一旦做了好朋友，一

旦喝到一定程度，总归要谈人生这个话题”（Chi，2011：59）。于是，她们在这一情

境下，开始敞开心扉，分享彼此的秘密，“连她们的男人，也都是她们的话题”

（Chi，2011：73）。首先，蜜姐谈及其人生中的三个重要人物：宋江涛、宋江涛的母

亲（姆妈）和“某人”。其中，“姆妈”虽然篇幅并不多，但人物形象颇为鲜明，文

中这样描写道： 

“这个女人不是人，她是神仙下凡尘......几十年来是再大再小的事情，这个

女人都安静面对，就没有人看见她的惊天动地或者地覆天翻，总是事情该怎样就怎样

地顺了过去，不觉得自己有天大的委屈”（Chi，2011：61）。 

姆妈毕业于汉口市立女中，长期在汉口平安医院做病例管理员。“文革”期间，

丈夫跳楼自杀，面对家庭变故，她却依然冷静应对，独力抚养儿子宋江涛长大成人。

与此同时，她也以极大的宽容和体贴对待蜜姐，尽管知道蜜姐婚内出轨七年之久，却

选择沉默、维护她在家中的尊严。甚至在蜜姐遗忘儿子生日时，姆妈也代其送上礼

物，以维系蜜姐作为母亲的形象。蜜姐谈及宋江涛时并未落泪，而在讲到姆妈时却泣

不成声。可见，在面对困境时，女性之间的理解与支持将成为一种强大的情感支撑，

使得真实而牢固的情谊得以建立，并从中吸取到其力量。最终，蜜姐出于对姆妈的感

恩之情，使得即使宋江涛去世后，她也不忍心与“某人”进一步发展关系。 

在这一场景中，逢春也开始分享自己的秘密。她之所以最初没有向蜜姐坦白丈夫

周源的“同性恋”性取向，实际上是出于两种顾虑：首先，她担心会损害周源的声

誉；其次，她害怕这会对儿子的未来产生负面影响。然而，两人一旦成了闺蜜，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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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谈，这种关系区别于男性集团所形成的关系，没有等级制度，没有口令，没有秘

密的标志，是一种开诚布公的姐妹关系（Wang，2007：137）。 

“逢春热泪涌出，她低下头，又把手伸过去，轻轻覆盖在蜜姐手背上。一会

儿，蜜姐慢慢把手反过来，轻轻覆盖着逢春的手......恰是这温温的光最适合两个女

子的心情，两人就像失散了多年的亲姐妹，在某个深夜里重逢” （Chi，2011：66）。 

逢春与蜜姐之间的坦诚相待与深情互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女性之间特有的情

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与长久以来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的男性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对

比。在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中，男性之间的关系，或者所谓的“兄弟情谊”

（Bromance）往往伴随着权力和等级的分层，从而使得这些关系复杂化。19 世纪后

期，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学说的兴起，以及同性恋关系的逐渐

公开，异性恋男性在情感表达上则趋于克制，以避免潜在误读。（Deresiewicz，

2009）。同样，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伦理所强调的“三纲五常”突出了家庭和社

会关系中的等级秩序，这种伦理规范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男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并抑

制了他们的情感表达。因此，男性之间的关系难以达到如闺蜜般的亲密无间抑或无话

不谈的程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逢春与蜜姐的闺蜜关系则建立在平等、信任与共享

之上，并突破了社会结构的既定边界，为女性提供了情感慰藉，从而能够更好地应对

生活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姐妹情谊的力量在她们的成长道路上发挥了重要

作用，帮助她们在面对情感创伤时得以疗愈与安慰。 

在身边的男人不靠谱的情况下，两位女性通过互相欣赏与坦诚交流，逐渐建立了

深厚的姐妹情谊。这种情谊打破了长期以来女性被限定于“生儿育女”、“相夫教

子”、“从一而终”等刻板角色的认知框架，为女性探索多元身份与自主选择打开了

新的空间，让女性不再害怕被集体孤立或抛弃。所以，蜜姐在得知真相之后，作为曾

经有婚姻经验的人，她支持逢春结束这段不幸福的婚姻，并鼓励她开始新的生活，甚

至安排逢春与其爱慕者骆良骥再次相见。这种举动体现了姐妹情谊在帮助女性重新认

识自我、完善自我中的重要作用，也成为女性追求生活自由、婚姻自由的一种转化力

量。在这方面，蜜姐对逢春的情感或许如同武汉大城市的气派一样——“敞（cǎ）

的”（Chi，2011：78），既宽容又大度，充分体现出其包容性所在。可以说，在蜜姐

无私的帮助和指导下，逢春实现了个人成长，而逢春的成长历程也揭示了女性在获得

情感上的慰藉和力量后的自我重建的脱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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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在池莉小说《她的城》中，都市女性的情感书写得到了深刻而细腻的展现。通过

对武汉市的描绘，池莉试图呈现城市与女性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而且揭示了

她们在面临城市变迁及情感变化时如何寻找自我与归属感，反映了个体命运与城市发

展的紧密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不仅物质的存在，更是女性的情感经历与历史记

忆的载体。而姐妹情谊作为小说中的重要主题，也体现了女性之间在面对生活困境时

的相互支持与理解。池莉通过对蜜姐与逢春之间的冲突与争执的描写，挑战了女权运

动中“无条件”地互爱的理想化概念，强调了真实情感的重要性与深度。总而言之，

在《她的城》中，作者池莉不仅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

当代社会中性别与情感关系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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