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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西进运动中美国妇女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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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啊"拓荒者% &中两个女性人物为例"揭示镀金时代这一阶段的西进运动对美国妇女的影响"指出

当时的主流社会坚持传统"认为集'虔诚(贞洁(顺从(居家)等品德于一身的女人才是真正的女人"虽然西部老一辈

女性也极力维护这样的传统"但在西部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却偏离了传统* 拓荒岁月的艰辛迫使她们走出家这

个'女人的领域)"在外面的世界里像男人一样地奋力拼搏* 同时"也给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空间"使她们有机会

充分展示她们作为人的才干"而不仅仅是社会定义的'女人)的才能*这样成长起来的她们"自然有着与东部发达地

区的女性以及西部老一辈女性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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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高速

发展的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城市大规模兴起#科技

水平极速上升#商业高度繁荣#移民大量涌入#国家

财富急剧增长# 社会迅速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

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型$ 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

时代#许多乡下人像嘉莉妹妹!一样从农村涌向城市

去寻找成功的机会# 许多企业家像赛拉斯%拉帕姆"

一样一夜之间暴富# 又一夜之间跌至濒临破产的边

缘#许多投机商像塞勒斯上校#那样整天倒腾各种投

机事业#幻想着发大财#许多政客像参议员狄尔华绥

#那样表面上道貌岸然#暗地里却假公济私#行贿受

贿#中饱私囊$ 急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改变着人

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 冲击着他们固有的信仰

和传统的价值观念$

正是在这一时期# 从 ?E世纪 ;>年代开始的西进

运动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数百万来自密西西比流域

的农民和来自海外的移民奔赴西部去拓荒种地# 他们

涌进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 席卷了达科他平衍广袤

的草原#占据了怀俄明和蒙大拿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带$

眼看着土地在不断地减少#为获得土地的拓荒者甚至把

印第安人从俄克拉何马州最后一处土著人保护区给挤

了出去$ (

F?G<>H到了 ?IE>年#'荒无人烟的地方已经被一

块块开拓地割裂成了碎片# 边疆几乎已不复存在(

F?G<>H

#

西进运动随即宣告结束$据相关资料统计#这一时期西

部开拓出来的土地比美国过去所有的土地还多$ 从

?@><年到 ?I<>年#有拓荒者定居的土地为 J><>万英

亩# 开垦出的土地为 ?IE> 万英亩) 而从 ?I<> 年到

?IE>年西进运动结束# 新拓荒者定居的土地为 J=>>

万英亩#新开垦出的土地为 ;;H>万英亩F?G<>H

$ 可以说#

西进也是美国镀金时代一个重要的时代标志# 它对美

国社会的影响不亚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作用#在

某些方面可能更胜一筹$

在美国文坛上#威拉%凯瑟历来以描写这一时期的

西部拓荒而闻名$提起她#人们总会想到她书中那一幕

<<



幕悲壮感人的拓荒场面! 总会想到她笔下那一个个令

人难忘的拓荒者形象" #啊!拓荒者$ %是凯瑟最优秀的

作品之一& 该小说以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和她对土地的

满腔热爱为主题! 讲述了发生在西部边疆的一个典型

的拓荒故事&女主人公亚历山德拉是瑞典移民约翰'伯

格森的长女!自小随父母移居到美国" !"世纪 #$年代

初! 年仅 %岁的她同家人一道来到了广袤荒凉的内布

拉斯加大草原" !!年之后!她父亲病故!留下她和母

亲(兄弟们继续在西部边疆与大自然奋力拼搏"她将青

春(美丽甚至爱情都献给了她所开垦的那片土地!最终

成功地将一片片荒野变成了一块块肥沃的玉米地和麦

田" 与此同时!在艰难竭蹶的拓荒生活中!她也逐渐成

长为一位体魄健壮(意志刚毅!性格坚强(思想独立的

女性"本文就以亚历山德拉和她母亲为例!谈谈西进运

动中美国妇女的嬗变"

一!主流社会价值观

为了较为清楚地了解西进运动对美国妇女的影

响!首先来看看美国主流社会关于妇女的观念"在谈到

!"世纪中期的美国社会时! 历史学家巴巴拉)韦尔特

曾说*+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念频繁变化( 财富令人吃惊

地剧增剧减( 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之多变性既带来希

望又带来动荡的社会里!至少有一样东西保持不变!即

真正的女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真正的女人&任何人,不

管是男是女-胆敢篡改构成.真正女性气质/的那些美

德!他,或她-马上就会被斥为上帝的敌人(文明的敌

人(共和国的敌人0 1

&'()*)+!*,而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构

成+真正女性气质1的美德!据说就是+虔诚(贞洁(顺从

和居家1

&,()*,

& +虔诚1是指对上帝坚定不移的信任和追

随2+贞洁1是指在性爱情感上没有污点2+顺从1是指在

男人面前温良恭顺!即所谓+男人是倡导者(实施者(行

动者!女人是被动的(柔顺的响应者&,()*"

2+居家1是指女

人的位置是在家里而不是在外面的世界! 女人应该呆

在家中料理家务(抚养孩子(照顾丈夫!+女人的本分就

是烧饭(补袜(钉纽扣3 1

&-(

+虔诚1被视为女性美德的核

心!女人力量的源泉2+贞洁1与虔诚一样被视为女人最

基本的美德! 缺了它就违背了自然! 就没有了女性味2

+顺从1被视为最具女人味的美德2+居家1是各种妇女杂

志最为推崇的妇德& 韦尔特指出*+这四大美德放在一

起!就意味着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444这就是女人&

缺了这些美德!什么样的声名(成就或财富都微不足道&

有了这些美德!女人就有望获得幸福和权力& 1

&,()*,换言

之!真正的女人没有自我!在社会中她总是以他人的母

亲(女儿(姐妹和妻子的身份存在!而不以自己为主体&

)"世纪美国的社会分工仍然以性别为基础!把政

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活动划分给了男性!把管理家

务和抚养孩子的责任划分给了女性& 伴随社会分工而

来的是对男人势力范围和女人势力范围的不同划分!

即男人的势力范围是外面的世界! 而女人的势力范围

是家的四壁之内&换言之!女人的任何活动和影响都不

应该逾越家这道界限!在经济上女人完全依靠男人&生

活于 )"世纪后期的女性主义先驱夏洛特5帕金斯)吉

尔曼说*+这样的划分自然使人们总是带着很强的偏见

认为家庭责任最能体现女性气质! 而其他类型的工作

则最适合男子气概& 1

&.(,,*因此!即便工业化和城市化给

妇女提供了一些走出家门工作的机会!+大多数妇女仍

然只在她们.不得不6工作的时候工作!直到她们能够

结婚和.有依靠63 1

&.()*,

历史学家琳达5科贝尔指出!)" 世纪极为盛行的

+共和国母亲1理论也把女人的位置局限在家中&*(

3 +共

和国母亲1是美国建国初期产生的一个政治理念!其核

心思想是*女人应该接受一定程度的启蒙教育!这样她

可以通过教育和抚育其子女7 批评和纠正其丈夫不道

德的行为来为共和国服务& 这种理念为妇女教育以及

妇女对政治的兴趣提供了理论依据! 使其变得正当合

理& 但该理念依然坚持妇女的影响范围是在家里而不

是在公共场所! 她们对政治风气和社会风范的影响都

应通过相夫教子而间接实现&

二!传统的维护者伯格森太太

在反映 )"世纪后期美国西部拓荒的小说 8啊!拓

荒者%中!我们也能看到上述主流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亚历山德拉的母亲伯格森太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

子& 从伯格森一家拥有村里唯一的一幢木屋仅仅是因

为伯格森太太坚决不住草屋这件事来说! 伯格森太太

本可以是一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的女人& 然而!她的

个性与主见却仅体现在家务事的范畴! 从不掺杂到别

的事务之中& 在家中!她总是很沉默!极少发表个人见

解& 家里作重大决策时!特别是关乎家里财务(经济方

面的决策时! 几乎听不到她的声音! 也看不到她的存

在&甚至当她的丈夫不幸早逝!留下她和几个十几岁的

孩子时!她仍然保持缄默!并没有挺身而出!挑起一家

之主的责任&她也从不出现在田间地头干繁重的农活&

诚然! 小说提到她有一个菜园! 但从凯瑟的其他小说

,比如8我的安东尼娅%-中看出!当时的乡下家庭主妇

都有一个菜园2 而且按照美国学者玛丽5内瑟的说法!

/%



在乡下!家禽饲养和禽蛋生产都是女人的责任!侍弄菜

园为家人提供必要的蔬菜也是女人的责任! 男人们偶

尔参与这些事务仅仅是出于对女人的帮衬!"#$"$

" 所以!

伯格森太太打理菜园并没有超越女性的职责范围" 她

的儿子们也经常帮她侍弄菜园! 伯格森先生去世之前

就曾特别叮嘱儿子们 #别舍不得花点时间替你们的母

亲翻翻菜园并种上一些果树" $

!%#&%'简言之!伯格森太太

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家里!尤其是在厨房里%她总是尽

一切可能把家搞得舒适& 体面!'在很难做到井然有序

的条件下一直不负苦心地尽力把一个家安排得稍有条

理((只要她地窖里有一块块腌肉! 架子上有一瓶瓶

果酱!衣柜中有一床床被单!她就仍然能在这世界上享

受到一点舒适((她对周围的邻居全都不喜欢! 因为

他们把家里搞得一塌糊涂% $

!%#&%(

此外!伯格森太太非常因循守旧!有很强的道德观

念%小说写道)'伯格森太太始终墨守成规!这个家没有

在道德观念上土崩瓦解!没有在生活方式上敷衍了事!

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她为在新环境中重现其旧的生活

惯例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

!%#&%(这一点也非常符合女人

的社会角色% 在美国! 女人历来被赋予了卫道士的责

任!'正是女人在创造社会风气% $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整部小说中!伯格森太太始

终以约翰*伯格森的太太&孩子们的母亲这样的身份出

现!读者连她究竟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也就是说!她

完全没有自我的存在%总而言之!伯格森太太是一个居

家的女人! 一个善于持家的好主妇! 一个道德的捍卫

者&秩序的维护者和传统的继承者!一个沉默寡言&柔

弱顺从!忘却自我&完全依附于丈夫和孩子而存在的女

人% 这样的女人!按照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来看!就是一

个好女人!一个真正的女人%

三!破除传统的亚历山德拉

在西部艰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女性与传统

中的'好女人$形象相去甚远% 而+啊!拓荒者, -中的亚

历山德拉正是西部新一代女性的代表% 可以说她在各

个方面都与母亲伯格森太太那样的女人形成鲜明的对

照% 她健壮&聪慧&果断&刚强&意志坚定&思想独立&具

有远见卓识&敢于标新立异.在大弟奥斯卡和二弟卢的

眼里!她更是强悍&严厉&特立独行&富于创新精神和冒

险精神!总之!她和别的女人大不一样.在小弟埃米尔

的眼里!她只是姐姐!而不是女人!更不可能会爱上男

人.邻居卡尔说她懂的农活比他父亲都多得多.二弟卢

也说她)#这周围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女人像你这样懂

得那么多经营之道$

!%#*$+

!镇子上&银行里和县城那些办

公室的男人都喜欢与她打交道! 因为他们视她为很好

的合作伙伴%照主流价值观来看!亚历山德拉身上的这

些特点多是男性应该具备的素质! 因此有学者认为她

具有#男性的特征$!#内心认同男性的价值取向$

!,#"-."*

%

但从亚历山德拉的口中我们得知!成为这样的女人

并非她所愿! 即她并非真的 #内心认同男性的价值取

向$% 在拓荒岁月结束若干年之后!有一次两个弟弟抱怨

她当年对他们太严酷!她说)#对你俩严酷/ 我从来就无

意严酷% 当年的环境就是那么严酷% 也许那时候我的确

不够温柔! 但成为那样一个姑娘肯定不是我自己的选

择% 就是一根软藤若老被修来修去!它最终也会像树一

样越长越硬% $

! % # *$( 由此可见!她之所以变得那么强悍完

全是生活所迫. 而她对卡尔所说的话也进一步证实了这

一点!她说)#他们也许认为我独立性太强%可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不得不独立思考!可能这一点是改不掉了% $

!%#**+

在西部艰难的环境中! 亚历山德拉从小就不得不

与父亲和弟弟们一道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任% 与不事

经济的传统妇女不同! 她不仅要在家里帮助母亲照料

家务! 还要想法设法为家里的经济收入尽自己的一份

力% 除了饲养家禽!通过卖鸡蛋黄油来贴补家用!她还

像男人一样在地里干各种粗活重活! 而且她干的农活

一点都不比男人差% 伯格森先生临死前曾交待儿子们

不要再让亚历山德拉到地里干活!因为#她的鸡蛋黄油

赚的钱付一名帮工的工钱还绰绰有余% $

!%#&%+这说明就

连伯格森先生也认为! 亚历山德拉下地干繁重的农活

有悖传统的女性形象! 同时也说明她在家里的劳作同

样产生了经济价值!而且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她的聪慧也给予父亲很大的帮助% 后者非常倚赖女儿

对事物的判断! 有事总与她商量! 而不是同儿子们计

议% #亚历山德拉不足十二岁就已经开始充当他的帮

手!而随着她渐渐长大成人!他也越来越信赖她的应变

能力和判断能力%他的儿子都非常乐意干活儿!但与他

们交谈时他们却常常惹他生气% 只有亚历山德拉经常

阅读报纸!注意市场行情!并能从邻居的失误中吸取教

训% 只有亚历山德拉能随时说出养肥一头菜牛得花多

少本钱! 并能从一头猪过磅之前比伯格森本人更准确

地估摸其重量% $

!%#&%/亚历山德拉所擅长的这些已远远

超出了一般女性应该关注的范畴%

不过!伯格森先生对女儿这些#非女性$才能的纵

容以及他对女儿的极度依赖也是出于迫不得已% 他的

传统观念其实并不比他太太的少!比如)他更希望在他

的某个儿子身上看到亚历山德拉所具有的精明强干!

%,



!但此事由不得他来选择" 由于他日复一日地卧床不

起#他只能接受这种现实情况#而且只能深感万幸#好

在儿女中有一人堪当重任# 他可以把这个家庭的前途

和那块来之不易的土地交托给她" $

!"#$"$伯格森先生去

世之后#受其临终所托#亚历山德拉勇敢地担起了本该

由男人来担当的一家之主这个角色" 生活的重压使她

不得不坚强#不得不独立#不得不像男人一般干活%理

财#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不得不鼓起勇气去面对一切困

苦和灾难# 竭尽全力地去应付无论多么痛苦也必须正

视并设法应付的局面"在她成长的过程中#她极少听到

女人应该居家的教诲#也极少受到女人应该依靠男人%

顺从男人这样传统观念的熏陶" 她大多数时候都在男

人的世界里打拼#!甚至在她还是个少女的时候# 她也

总是把男人视为工作伙伴" $

!"#%"$一家人的生计全靠她

拿主意&大弟奥斯卡舍得花体力#但从来就不舍得动脑

筋'二弟卢虽较为机灵#但易于贸然行事'三弟埃米尔

尚小#还是个孩子"总之她谁也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

正如她说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得不独立思

考$"简而言之#她从小到大都没有机会像一个女性!应

该$的那样生活#她总是像一个男人那样为家人顶起一

片天" 这样成长起来的她难免多了些男人应该具备的

果断%刚强%独立等品质#少了些女人应该拥有的居家%

温柔%顺从和依赖之类的美德" 不过正因为如此#她极

少受到传统对女性的约束" 这使她有机会充分展示她

作为一个人的才干#而不仅仅是社会定义的!女人$的

才能" 按照当时的价值观念#!女人总是而且只是 (女

人)#(女人)这个词只意味着雌性#而不认可个性" $

!&#'(

但在亚历山德拉身上却看到了鲜明的个性# 看到她不

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在她的带领之下# 伯格森一家在伯格森先生去世

三年之后便有了很大起色"后来遇到连年干旱#她凭着

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眼光# 在众多拓荒者因庄稼歉收

而纷纷卖掉土地# 返回东部或去已被证明适于居住的

地带生活之时#她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两个弟弟的反

对# 果断地用伯格森家的宅地作抵押# 买进了许多土

地"这时候的她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农民#而是一个精明

的土地投机商了"买进大量土地后#她又向发达地区的

农民取经#通过实地考察%反复试验#终于将野性难驯

的荒原改变成了一片片良田# 使伯格森一家真正走上

了富裕之路#实现了多年前伯格森先生的梦想"不仅如

此#她还很懂得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当弟弟奥斯

卡和卢极力阻拦她与卡尔结婚# 声称亚历山德拉名下

的财产属于他们# 不能让她因为与卡尔结婚而使他们

蒙受财产损失时#亚历山德拉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

但她的头脑却不失清醒#在与两个弟弟争辩无果后#她

对他俩说&!你们去镇上问问你们的律师# 看你们用什

么方法可以限制我处置我自己的财产" 而且我奉劝你

们照律师的话去做# 因为从今以后你们能施加于我的

唯一影响就是你们可根据法律行使的权利" $

!"#%'&这样

一个精明强悍%刚毅坚强%独立特行且很有经济头脑和

法律意识的亚历山德拉不仅超出了主流社会对女性的

想象#甚至远远超乎了人们对普通农夫的想象"

四!嬗变中的新女性

$)世纪女权主义运动领袖伊丽莎白*坎迪*斯坦

顿说&!我们想发起的唯一革命就是要使女性自给%自

尊% 自立# 成为男人在政府% 教会和家庭中的平等伙

伴" $

!$(#从斯坦顿提出的革命目标来看#亚历山德拉显

然已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把传统观念对女性的羁绊远

远地抛在了身后" 诚然#如前文所述#亚历山德拉对传

统的!背叛$并非自觉自愿#而是拓荒时期恶劣的生活

环境所迫#但即便在拓荒岁月远去之后#亚历山德拉也

无法回到传统给女性指定的生活轨道上去# 她再也无

法变成伯格森太太那样的传统女性了"

当然#在小说后半部#当历山德拉已成为当地最富

有的农场主#当两个弟弟均已成家立业#连最小的一个

弟弟已上大学之后# 亚历山德拉更多地出现在了家这

个女人应该呆的地方#更多地出现在了厨房%起居室这

些女性比男性更频繁出入的场所# 小说中甚至好几次

出现她做针线活这种极具女性味儿的画面" 与卡尔重

聚时# 她在卡尔面前也表现出在过去的她身上很难见

到的柔弱的一面"埃米尔出事之后#她虽然努力保持坚

强#甚至理性地帮助枪杀埃米尔的弗兰克减刑#但接到

卡尔已经回来看她的消息时#她!一头扑在梳妆台上#

忍不住泪如雨下" $

!"#*%$见到卡尔后#她对他倾诉道&!卡

尔#刚出事那阵我需要你极了#夜里更觉得迫切地需要

你"后来我心中的一切似乎都逐渐变硬#我以为自己也

许再也不会想你了" 可当昨天一收到你的电报#于

是+++于是一切又和过去一模一样"你知道#你就是我

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 $

!"#*%*这一切似乎都说明亚历山

德拉正在回归社会给女性限定的角色"

然而#她虽然回到了家这个女人应该呆的地方#虽

然拿起了针线活#虽然在卡尔面前流露出女性的软弱#

却并没有真正回归女性应该担当的社会角色# 因为这

时候在她家中料理家务%腌制食品%加工果酱的并不是

她而是她雇来的 *个瑞典姑娘# 布置饭厅的也并不是

+(



她而是汉诺威镇的家具商!而且她 !"岁了依然孑然一

身!尚未婚嫁!也称不上真正的家庭主妇"此外!她仍然

保持着过去养成的那些#阳刚$之气%&&独立'坚强'精

明'果断'敢于标新立异'做事我行我素!例如她力排众

议收留(疯子$伊瓦尔!并对他说)(我还在当这个家!别

人与你与我都毫不相干*只要我认为你在这儿合适!别

人谁也没有话说$

#$%&"'

+ 又如她不顾几个弟弟的坚决反

对决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嫁给卡尔+再如她在众人

的嘲笑声中率先种起了小麦! 而等到她种的小麦连续

三年丰收之后! 邻居们才放弃了把土地全用来种玉米

的做法* 而且!如果说她想嫁给卡尔是回归传统!那么

她回归传统的方式本身也是在挑战世俗! 因为在早已

不适宜婚嫁的年龄去婚嫁需要极大的勇气来面对社会

的非议*总而言之!西部的拓荒经历在她的身上打下了

不可磨灭的烙印! 把她彻底地拽离了传统女性的生活

轨道!即使她愿意!她也再也回不去了+而且!即使她不

愿意!她也已然是一位新女性*

若只读,啊!拓荒者- .!或许有人会认为亚历山德

拉的故事纯属个案!不具有代表性/其实凯瑟在其余几

部西部小说中也刻画了很多亚历山德拉式的新女性!

比如,我的安东尼娅.中的安东尼娅'莉娜'婷妮和弗兰

西丝/安东尼娅从小就像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历经生

活的各种磨砺而变得勇敢'坚强'独立'不畏世俗'我行

我素! 就连她被未婚夫抛弃之后未婚生子这件众人眼

里伤风败俗'非常耻辱的事!她都处理得那么坦然甚至

高调/莉娜小时候衣不蔽体地在草原上放牧牛羊!同时

还要帮妈妈料理家务!照顾一大群弟弟妹妹/婷妮的情

况也好不到哪儿去/长大后她俩在事业上都非常成功/

最值得一提的是! 她俩都主动选择独身%%%这在当时

的主流社会是难以想象的/ 与她们同时代的吉尔曼在

谈及当时的女性时说)(所有她希望拥有的! 所有她希

望想做到的!都必须通过一个途径和一个选择来实现/

财富'权力'名声'社会地位%%%还不止这些!包括家

庭'幸福'声誉'舒适'快乐以及她的面包和黄油%%%所

有这一切都必须通过一枚小小的金戒指来实现/ $

#!%$(

莉娜和婷妮的所作所为显然颠覆了这一主流价值观/

再一个就是哈林家的弗朗西丝! 弗朗西丝是一名出色

的信用贷款鉴定人!她的能力(堪与那个县的任何一位

银行家媲美$

#$%')"

!她在父亲的公司工作!在工作上是父

亲得力的助手! 在父亲频繁的外出期间实际是她在管

理他黑鹰镇的办事处!(她常与哈林先生一道步行回

家! 一路上像两个男人似的谈论着运谷物的车皮和收

购牛的情况/ $

#$%'"'*')"一言以蔽之!在西部边疆!像亚历

山德拉这样的新女性并不鲜见! 她们都是在西进运动

中嬗变的女性/

五!结 语

虽然 )'世纪后期的美国主流社会在何谓真正的

女人这个问题上依然固守传统!虽然到西部边疆去拓

荒种地的老一辈人也极力维持传统!但自小在西部边

疆长大的新一代女性却背离了传统/ 传统要求女人依

附男人!顺从男人!老老实实地呆在家中相夫教子/ 可

边疆的生活现实去迫使这些女人从小就走出家门!走

到田间地头!走到牲口棚中去干不应该由女人来干的

粗重农活!长大一点又像男人一样外出打短工!从一

个农场干到另一个农场!甚至到小镇或更远的地方去

讨生活'闯世界/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她们倍尝生活的

艰辛! 同时也为她们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拓

宽了生活的范围!给她们提供了较之东部发达地区的

女性更多的发展空间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使她们有了

与她们母亲辈和祖母辈们完全不一样的精神面貌和

价值观念!她们大都变得坚强'独立'敢想敢做!在传

统界定的(男性世界$里也大显身手/ 这或许就是 )'

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运动最先在西部得到广泛支持的

重要原因/

注释"

!西奥多!德莱塞的小说"嘉莉妹妹#中的女主人公$

"威廉!狄恩!豪威尔斯的小说"赛拉斯!拉帕姆的发迹#

中的主人$

#马克!吐温的小说"镀金时代#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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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本刊转载量在全国
理工类大学学报"社科版#中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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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检

索报告!!"#$年本刊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

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等权威文摘转载 $%篇!在全国理工类大学学报&社科

版'中排名第 &位!比上一年再升 !位!亦是前十位中

唯一的学院级学报( 连续 '年在全省理工类大学学报

&社科版'中排名第 $位)

本刊被各类权威文摘转载量持续增加! 在全国同

类高校学报中的排名位序持续上升! 体现了学报编委

会和编辑部锐意进取$ 求实创新的工作精神) 长期以

来! 本刊编辑部积极运用先进的出版管理理念和技术

平台!精选精编优质佳作!坚持宁缺毋滥$质量第一的

原则!严格把握刊物的质量标准和学术水平)使本刊在

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载文的学术水准不断提高$栏目特

色更加鲜明$学科优势更加集中!在为科技创新服务$

促进学术传播和学术交流等方面!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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