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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研究的当代转向及中国经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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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西方性别研究经历了从附属于社会运动及社会流行理论到形成独立的话语和理

论学说的转变$中国的性别研究一度走了一条西方理论
I

中国经验的模式道路%即借用

西方的理论学说来开展性别运动或解释中国的性别经验材料$然而%新时代性别研究的

新实践决定了我们不应该照办西方理论%而必须要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性别话语和理论

学说%并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中国性别研究的这种转向必将对世界性别研究产生积极

的影响%并最终可以丰富和完善全球女性研究的当代实践$

关键词!性别研究&中国经验&女性运动

性别研究是对两性关系(主要是不平等关系)的起源'现状和对策等问题的探讨$自

女性主义对性别关系的研究至今%西方性别研究经历了自身的发展和演变%当西方的性别

运动和研究传入中国%中国的性别研究经历了全盘借鉴西方理论及中国化的道路$本文

拟在梳理西方一百年多年性别研究的内在历史脉络%同时探讨其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和现

状%最终指出当代中国性别研究的经验转向对世界性别研究所具有的意义$

一'当代西方性别研究的新格局

性别研究曾一度是流行理论在性别关系上的应用%西方性别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一区

分是和当代西方性别研究相对照而言的)就是如此$这从学界对女性主义流派的名称确

定已经可以看出%比如通常有如下的叫法!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和社会性别女性主义$这些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都是附属于其他

的社会思潮之上的%是其他的社会思潮在性别关系上的应用和投射$

西方性别研究并没有停留在对流行理论的应用和补充上%而是不断发展拓新%形成了

别具特色的性别研究话语体系$在
!#

世纪
A#

年代以后%女性理论家持续不断的批判主

流的各种社会学说以及理论$他们开始使用性和家长制等概念揭露社会研究方法论体系

和社会理论中以男性为中心的立场和话语霸权%并提出建立一种"女性的立场#'"女性的

方法论#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女性研究开始树立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并最终影响到整

个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

比较早开始对社会研究中性别不平等进行批判的学者是沃德(

4̀1S'

W

,%4')

)和格

兰特(

N.,)4>'4,1

)%在
";A8

年到
";$B

年期间%他们在社会学期刊上发表性别研究相关

论文
A##

多篇%提出以往社会研究有如下一些问题!对作为研究主体的妇女的忽视'对社

会生活中男性占统治地位部分的关注'使用的范式'概念'方法和忠实于对男性的描述而

忽视妇女的经验的理论'使用男人和男性的生活方式作为规范%以反对那些被解释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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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奥克利(

9,,/42(7

W

)明确提出%女性的经验是不同于男性的%性别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基

本的决定性因素$伯纳德(

L766.7R7',4')

)在*女人的世界+一书中认为%当前的社会是单一的男性性别

的世界%这需要用女性世界加以改变%女性世界在主观和客观上同男性世界不同%但其经验是不容忽视

的"

$在
!#

世纪
$#

年代%这种认识已经在性别研究领域取得相当的共识%提倡要为了女性而建立专门

的学说已经成为一种呼声%女性主义的方法论'认识论和立场被不断应用%提出要寻找新的声音%即女性

的声音成为一股影响力巨大的思潮$比如
";$$

年%肖特尔(

L&S,US&117'

)和洛根(

L&67

:

S.,7N&

E

4,

)在

一篇文章中指出%"妇女运动必须在具有某种深度和普遍意义的家长制的文化中发展自我%66家长制

被禁锢在我们的社会实践当中%在我们定位及相互联系的各种方式当中%在我们所使用的彼此间都明了

的各种资源当中66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一种到目前为止还没被认识的观点%该观点可

以说出我们共同生活的本质$#

$女性的声音被当作一种可以批判现有男性掌握学术话语的方式%进而%

要用女性的经验和话语挑战整个社会科学理论本身$

那么%究竟女性的声音是一种怎样的声音呢, 卡罗尔.吉利根(

F4'&(>.((.

E

4,

)和内尔.诺丁斯

(

H7(H&)).,

E

6

)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他们特别强调女性气质是女性的优势%而不是她们的负担$那么%

女性气质究竟是什么呢, 两人都同时看到了女性的关怀道德以及对关系的强调对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

义$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一书中指出%女性的道德和男性的具有差异!男性的道德观更多的取决于正

义观%而女性的道德观则更充满人情味'强调关系'以关怀为中心%"根据关怀和保护他人的能力来定义

自己和声明自己的价值#

%

$女性对于自身的想法不同于绝大多数男性%女性认为自己与他人是相联系

的%她们的身份取决于其他人而不是独立自主的%而男性则倾向于独立性和公正$两性的差异对人类社

会而言同等重要!"我描述的不同声音不是以社会性别'而是以主题内容为特征的$66我主要是通过

妇女的声音来追溯它的发展$66这里呈现的男性和女性声音上的对比是为了强调两种思考方式的差

异$#

&而诺丁斯在*关怀!一种伦理和道德教育的女性途径+一书中同样给与女性的关怀道德以高度赞

扬$她认为女性是以与男性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道德问题的%她们总是将自己置于道德情境之下%用关

心来表达行为%关心理论是一种女性的理论$法国女性主义者露西.伊利格瑞的"此性非一#也表达了

要尊重女性这种区别于男性的声音%认为女性的解放必须尊重女性的这种差异$"在想象期之内%存在

男性和女性各自不同的想象状态$#

'要了解女人%必须知道"阴性女人#(

Y7-.,.,7Y7-.,.,7

)%女人眼中

的女人(

$自此%认为女性有自己声音和特殊的道德风格已经成为研究者们的共识%至于究竟这种声音

是不是就是指女性关怀的'关系性的道德也许存有争议%继吉利根等人以后研究者仍然在积极的探讨此

话题%但要寻找女性独特的思维和行动模式并寻找新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性别研究共同的追求$

这种对女性独特话语的追求促使性别研究开始形成自身独立的话语体系%并试图建构独特的理论

学说以质疑或批判以往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各种传统%尤其是一直占据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统治地位的"实

证主义#传统$他们提出%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可能比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男性更容易选择一些没有歪

曲人类社会经验的值得探讨的问题%女性更容易介入到一些非官方的'私人的'不被看见的领域中深入

调查和研究%女性田野工作中特有的敏锐和对话有益于避免男性的霸权和单一视角%为我们了解一个更

加隐秘的'非主流话语的世界具有积极的价值$虽然%性别研究领域的这种探求至今仍是存有争议且并

没有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而且不同学者也借鉴着不同的理论学说%但至少在
!#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

性别视角逐渐成为了一个人们无法忽视的视角%对潜藏的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也为更多的研究者所重

视和公开化%以至于社会学者特纳在梳理社会学理论时也不得不专门开辟专栏撰写性别研究的成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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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影响力$这说明%性别研究从依附于女性运动和社会流行理论%在经历了百年的发展演变后开始具

有了独特的话语和天地%性别研究的一些概念'术语和观点开始越来越多的影响到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及

学说%而不是被影响$

二'中国性别研究的历史与实践

近代中国对两性关系的专门探讨与西学东渐的过程是同步的$随着各种西学的涌入%西方性别关

系的各种新的思想学说逐渐进入中国%从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大众$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的

思想不断冲击甚至瓦解着传统中国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理念%学界对两性关系尤其是对妇女的专门研究

也得以展开$

自
";

世纪至今%西方性别研究的各种成果不断影响中国性别研究的历史与实践%并引导了中国的

妇女运动$

"$;$

年%中国第一份妇女报刊*女学报+在上海诞生%各种新学开始影响到人们的性别观点%

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各种女性运动%其基本主旨是争取妇女权利'培养女性独立的人格$一些受西学影

响较早的人最早开始了反缠足运动%比如郑观应$甲午战争以后%国内部分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此运动%

甚至后来清末新政也得到体现$一些外国传教士积极倡导妇女解放%和国内的一些开明人士一起反对

传统中国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约束$比如胡适就曾在
";";

年*新青年+第
D

卷第
B

号上发表*美国的妇

人+一文%提出要"超越贤妻良母#%依靠教育培养女性独立的人格精神%女性要有干一番事业的雄心和能

力$罗家伦在*妇女解放+一文中倡导自由恋爱$此时%西方第一波女性主义倡导的各种自由'平等权利

的理念影响了中国的性别实践和观点%并构成近代中国整体的社会改良和革命运动的一部分$

西方性别关系的新学说以及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最终影响到了当时的性别研究$

";#B

年金天翮

的*女界钟+%开始提倡女性参政等权利$

";"!

年徐天啸写*神州女子新史+%以传记的形式对中国历史

上一些重要女性做出描述%并与西方杰出的女性进行对比%激励女性自强独立$

";!B

年段碧江撰写*新

女子职业教育+一书%对女性职业教育提出建议$

";!<

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提出

的中国女性"深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重压迫#%因此要鼓励女性冲突旧的束缚%投身到自身的解放

和民族的解放中来$

";!A

年罗家伦等人撰写的*妇女问题讨论集+%继续倡导女性的解放$

";!$

年邹敬

芳译的美国人纪尔曼的*妇女与经济+'

";B#

年张佩芬写的*现代思潮与妇女问题+'

";BB

年吕云章撰写

的*妇女问题论文集+'

";B8

年金仲华撰写的*妇女问题的各方面+'

";BD

年郭一箴撰写*中国妇女问题+%

等等$这些著作以女性为探讨中心%倡导女性的解放和新的两性关系%影响巨大$其倡导的核心观点可

以算做早期西方性别关系理论的一种中国应用%主要是反对传统%要进行新性别关系的建构$而影响较

大的是陈东原在
";BA

年出版的*中国妇女生活史+%此书的核心观点是认为性别不平等不是天生的%而

是社会造成的%在中国两性不平等的罪魁祸首是宗法制度$全书论证了作者一个基本观点!"我们有史

以来的女性%只是被摧残的女性%我们妇女生活的历史%只是一部被摧残的女性的历史#

!

$这等于是鼓

励妇女起来反对传统'反对制度的宣言书%其实也是西方新学说影响下对中国性别关系历史重新梳理的

代表性作品

如果说解放前中国的性别研究主要受到西方女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解放后至改革开放

的集体时代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性别观的应用时代$无论是理论学说还是实际的妇女运动%

都直接受到马克思%恩格斯性别观的指导$纯粹的研究作品极少%只有几本翻译的著作%一是
";DD

年周

炽亚翻译的苏联别梁斯基卡娅的*母亲与孩子的权利+%另一本则是
";D<

年%于山翻译的苏联奥尔利柯

娃等人撰写的*妇女问题-妇女教育-妇女劳动+%也是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内容$在实践上%女性此时积极

的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强调绝对的男女平等观%以男性为标准%女性开始了走上一条去女性化

的实践%其目的是要通过经济上的男女平等而最终实现妇女的解放$它对中国两性关系影响深远$

.

8<"

.

!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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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性别研究的经验及其意义

!#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性别研究%尤其是女性研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这首先表现在

妇女-性别研究开始为各学科所重视%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或是历史学等领域都开始了专门的女性-性

别研究专题$与此同时%学界从关心具体的女性问题而走上纯粹理论化的探索之路%应用性的研究和学

术研究并驾齐驱%同时%从强调价值无涉的中立立场而开始转向女性视角的特殊性和价值关联$性别研

究开始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并呈现出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在研究对象上从少数比较著名的女性人物开始转向社会底层的普通妇女$此一阶段的研究

突破了单纯寻找历史上的著名女性进而探讨她们对于历史的贡献的传统思路%开始更多的关注普通女

性的生活与实践$很多的社会学'人类学学者把目光集中于女工'女性打工者以及村落中的女性%不仅

关注她们的命运%也关注她们的能动作为$学者们认识到"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全方位的(应该包含社会

各阶层的妇女)%但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城乡社会中占妇女多数的非精英群体即普通妇女全体///

城乡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她们的思想轨迹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代中国%尤其是
";8;

年后

的社会变迁的深入影响#

!

$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重视实证调查%并在民族志的表述中由单纯依靠观察转到重视倾听$一些学者

把女性作为叙事的主体%通过她们的声音来"发掘或恢复其身份认同和自觉意识%并重建其主体性和自

我肯定的历史过程#

"

$在实际访谈中强调带有感情去聆听女性的叙述%从其所处的特定语境中理解她

们%重视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重视运用口述史的

方法来研究女性%强调通过妇女口述历史来给女性赋权%通过倾听女性的声音%来弥补以男性为主体的

历史缺憾%从而重新审视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同时把目光集中到女性行动的意义阐释$

在经历了对象和方法上的这种转向的同时%中国的性别研究在理论上开始突破很长时期对西方理

论学说的照办和借鉴$八九十年代%西方女性研究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方法的著作或文献几乎同

时被引入进来$但此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从中国自身的社会性别实践中汲取营养%重视中国自身

的传统和现实的独特性%并开始形成性别研究的中国话语和经验$比如郭于华对陕北骥村女性的记忆

进行研究%提出"心灵的集体化#%潘毅对女性打工者进行研究提出"抗争的次文体#%等等$这些都是对

中国女性经验的概括'总结%已经不是简单的西方性别理论或是流行理论的照搬%而是富有创见的提炼

出中国女性某方面的特点%在观点上也已经突破简单的男女平等或不平等的单一界定$

这种转变%实际上蕴含着一个巨大的契机%即%当西方性别研究开始从附属于别的流行理论转向逐

渐独立而确立自身独特话语权时%中国的性别研究也处在相同的机遇下%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探寻女

性独特的自我以及女性自己的话语$性别视角开始更多的进入别的学科的研究之中%影响到相关的研

究结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探索中国女性特有的经验%她们的自我%以及中国性别关系特有的历史和现

状%并由此建构中国性别研究特有的话语和理论学说%这不仅对中国性别研究以及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意

义重大%同时也必将对世界性别关系以及性别话语和理论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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