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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透视中国现代性别理论研究 ,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妇女历史的重构、造成女性

从属性根源的探索、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研究、性别平等研究、方法论研究等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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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 ,促使了新一批女性理论研究者的觉

醒。在这种理论背景下 ,中国在近 20 年也兴起女性研究的热潮 ,在各种学术报刊、书籍中出现了大量对

女性的历史、现状、弱势地位状况、男女平等、社会性别制度、女性研究方法的论述论著 ,极大地推进了妇

女理论的发展。

1.对妇女历史的重构。目前 ,已有大量的书籍对古代、近代的女性状况及妇女解放运动进程进行了

详细的描述。妇女历史进程可以概括为古代儒家文化模式、近代的新文化模式、解放后的政治文化模式

和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文化模式四种。在不同的模式之下 ,妇女解放运动呈现不同的特点 ,女性在经济、

政治、就业、观念等方面逐渐取得了进展。这方面的著述有《中华全国妇女与妇女运动》、《中国妇女运动

史》、《中国妇女运动 :1840 - 1921》、《中国妇女历史资料》等 ,这些著述阐明了解放前妇女在历史发展中

并不完全是被动的客体 ,而是发挥着主体作用。王政在《女权主义与中国五四时期的新女性》一书也表

明 :女权主义在中国并非是一场失败的运动 ,相反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构成了一个女性主体 ,进入男子

独占的社会领域 ,造就了一个现代职业女性群体。这一系列著述引发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给予女性“无历

史”定位的怀疑 ,重新奠定了女性发展史 ,促进了女性学学科的发展。

2.对造成女性从属性根源的探索。由于在儒家文化模式下 ,女性处于一种盲目、无意识状态 ,所以

对女性地位的探讨很少 ;在解放后的政治文化模式下 ,社会经济、政治处于动荡之中 ,人们更是忽略了女

性问题。所以 ,对女性从属性进行热烈探讨的时期主要集中在近代新文化至解放前这一时期和改革开

放后的经济文化模式时期。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女权运动的熏陶 ,妇女解放问题在五四时期掀

起了高潮。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女性从属地位在于经济根源 ;儒家文化是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 ;婚姻

制度是女性从属的根源 ;生理因素和夫权制的压迫是女性从属的根本原因 ;阶级压迫是女性从属的根本

原因 (庄渝霞 ,2003) 。在改革开放之后 ,世界经济、政治、文化逐渐一体化 ,特别是在国际学术团体的推

动下 ,文化传播更为迅速。这一时期 ,西方女性解放运动迅猛高涨 ,男女平等的呼声不绝于耳。1995

年 ,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之后 ,男女平等思想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载入史册。此时 ,一批有志于女性学

研究的专家学者 ,主要有李小江、李银河、王政、杜芳琴、朱虹等人 ,也分别阐述了关于女性从属性的根

源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生理弱势、社会气质上的女性本质主义观念 , 社会性别分工、父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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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的劣势是女性从属地位的根源 (庄渝霞 ,2003) 。李小江指出 ,女性的从属地位在于社会结构、

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三个方面 (李小江 ,1998) 。西同华认为 ,古代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从属地位、古代的

宗法制和分封制、封建礼教、国家以法的形式将妇女从属地位定格分别是妇女地位低下的历史、社会、思

想、制度根源 (西同华 ,2001) 。

3. 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变化研究。首先 ,对女性地位进行了综合性研究。有学者认为 ,在社会结构变

化中 ,女性已经形成不同利益群体 ;不同的女性利益群体处在不同的社会层面上 ,将使女性问题更加复

杂化 ,每出台一个政策 ,都会伴生相应的女性问题 (李小江 ,1997) 。有学者指出 ,妇女在经济、政治、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仍存在诸如生育、教育、婚姻家庭、就业等方面的问题 (胡新颖 ,

2000) 。有学者认为 ,目前女性地位主要由女性性别气质的建构、二元的性道德标准以及公共领域与私

人领域的矛盾造成的 (沈文捷 ,2002) 。也有学者对农村妇女地位进行调查 ,认为农村妇女在法律、教育、

参政、家庭地位方面明显低于男性 ,指出这是社会控制滞后、文明科学的社会生活方式发展缓慢、思想文

化模式的开放度不高、妇女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提高缓慢的结果 (刘东发 ,2002) 。其次 ,对女性地位的

具体方面进行了研究。女性地位包括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社会地位具体表现在经济、政治、教育、就

业等各个方面。家庭地位体现在婚姻、家庭、生育、性爱等各个方面。(1)就业方面。有学者对农村妇女

的就业与收入状况作了实证分析 ,表明农村男女劳动力不但在家庭劳动分工方面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

而且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别歧视 (李实 ,2001) 。有学者对女性的就业现状进行描述 ,并

对女性就业提出对策 (顾瑶池 ,1998 ;张秋俭 ,1996) 。有学者针对女性目前就业存在的不利问题 ,包括生

产力水平落后、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冲突、生育价值未被社会肯定、女性的文化科技素质不高 ,提出女性

就业环境改善是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从提高生产力、家务社会化、提高女性文体素质、生育权益保障法的

改革和实施等多方面进行配套改革 (吴瑞群 ,1996) 。(2)参政方面。有学者认为 ,女性参政比例相当低、

权力结构不合理、发展机会不均等 ,应主要从提高女性自身素质着手 ,来保证女性参政质量 (陈燕、彭健

华 ,2002) 。有学者认为女性的参政存在着认识障碍、机制障碍、自身障碍 ,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是促进女

性参政的根本保证 (杨小英 ,2000 ;董妙玲 ,2000) 。有学者对女性参政不足的种种表现进行了概括 ,认为

女性参政弱势有女性自身、传统观念和社会偏见的原因 ,强调从优化舆论环境、健全女干部培养配套机

制两个方面来提高女性参政水平 (梁旭光 ,2000) 。(3)教育方面。有学者认为农村妇女受教育现状不容

乐观 ,强调从树立农村妇女自然意识、抓继续教育和更新思想观念三方面入手 ,改变目前这种状况 (李凤

彩、赵秀权 ,2000) 。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中存在着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不公平 ,这是由政策、经济、社会

文化、教育内部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提出政府保障、社会支持高等教育中的性别公平和高等教育内部

注重性别公平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 (何丽君 ,2000) 。有学者认为目前教材中存在着普遍的性别差异 ,

提出通过两性角色的重新定位 ,消除性别差异现象以及在教材中加入性别角色讨论的内容来提高性别

视角 (方敏 ,2000) 。(4)传媒文化方面。有学者指出 ,在广告中存在着女性形象的定型 ,女性要么作为物

化的性工具出现 ,要么作为“贤妻良母”和“成功人士太太”出现在婚姻家庭领域 ;在审美领域中 ,女性往

往成为“被观看”的客体 (林丹娅、李蓁等人 ,转引自 :宓瑞新 ,2002) 。有学者指出 ,广告在塑造女性形象

时存在着男性权威主宰的话语环境特征 ,且表现出性别角色表达传统化、社会角色展现外型化、审美评

价相对模式化、群体位置弱势化等问题 (胡晓芸 ,转引自 :宓瑞新 ,2002) 。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在将女性

“他者化”、制造不同的两性形象、制造两性在看待二者的二元模式、表现两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差异、展

示不同的两性生存空间及社会贡献的作用 ,说明传媒对社会性别的塑造中起着不一般的作用 (孙中欣 ,

2002) 。最后 ,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表现的性别歧视和价值偏向在社会文化体系中并非独立存在 ,它是

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各方面因素紧密相关 (宓瑞新 ,2002) 。(5) 在家庭方面 ,研究范围

涉及更广 ,有生育保险机制、计划生育、家庭暴力、婚姻家庭关系等诸多方面。

4.性别平等研究。这方面研究最集中的成果是社会性别理论研究 ,它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过程。

(1)开始阶段。社会性别理论开始于 1993 年在天津举办的“妇女与发展”研讨班。1995 年第四次世界

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是社会性别理论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契机 ,世妇会的文件《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

就是社会性别理论的产物。世妇会推动了中国妇女研究对于社会性别理论的探索。(2) 传播阶段。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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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到 1997 年是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大量有关西方社会性别理论的著述 ,

如《社会性别研究选择》、《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女权主义社会学介绍》、《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等被

翻译并引入中国 ;《中国妇女报》对社会性别意识作了充分的宣传与报道 ;一些妇女理论研讨会、研讨班

也对社会性别作了研究和探讨 ,社会性别理论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在这一期间被熟悉和了解。(3) 发

展阶段。从 1997 年至今是社会性别理论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性别概念被引入了中国

的历史与现实领域 ,从事妇女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开始运用社会性别概念研究女性问题 ,研究社会性别结

构、社会性别文化乃至社会性别制度 ,分析社会性别关系与民族、阶级、国家、经济体制的互动关系 ,由此

推动了妇女理论研究的深入。这一阶段研究有两大特点 :一是研究视角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学者们

在研究中不仅仅关注女性自身 ,而且关注女性作为“社会人”的存在与发展 ,关注其除了女性性别身份之

外的其他社会身份或背景 ,如 :阶级、阶层、民族、代际、社区等。二是理论研究转向了实践层面。许多学

者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思路 ,将帮助妇女改善生存与发展状况的参与方式运用到研究之中。

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外来女劳工”项目在第一期重点探讨了女工群体的状况与发展 ,并

对女劳工给流入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行研究。(4) 深入阶段。这一阶段从侧重女性研究转

移到男女两性研究。在性别平等研究方面 ,我们习惯把女性的受压迫或女性的受歧视放在重中之重的

位置。但有学者指出 ,男性在这样的性别文化中 ,也是无法受益的 (孙中欣 ,2002) 。在关于性别刻板模

式的规定中 ,对男性同样有很多不合理的规定 ,同样会限制男性发展及潜力的发挥 ,所以应该构建新的

性别模式。也有学者认为女权运动有过激之嫌 ,改变男女不平等不是意味着把传统性别模式彻底抛弃 ,

需要的是在两性沟通和理解中重塑女性的独立价值 (高韵萌 ,2002) 。否则 ,女性与男性共同分享一切社

会事务 ,是以男性指标作为衡量自己解放后的标准 ,“恰恰这一过程使得男性价值席卷社会 ,而女性价值

沦丧”(郑也夫 ,1995) 。有学者也质疑男女平等 ,认为女性解放没有站在女性的立场上 ,而是采取男性的

价值标准 ,男女平等的结果充其量只是包含了一部分“男性化”女人的父权社会 ,所以应依据不同特点构

建多层次的性别规范体系 (潘颖斐 ,2000) 。

5.方法论研究。在女性研究方法论上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女性研究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 ,另一种则

认为女性研究应该有自己学科的方法论。其实 ,女性研究的方法在采用已有的方法的基础上 ,有所创新

才是最关键的 ,这将为学科的奠定打下扎实的基础。正如 Reinharz. Shulamit 所说 ,从事研究的特殊方

法 ———女性主义方法论 ———是挖掘和认识妇女现实的惟一途径。目前主要采取的方法有 : (1)半结构式

访谈法 (非结构式访谈法) 。由于一些女性问题 ,如暴力、堕胎、家庭关系、宗教经历等 ,在目前颇有忌讳

的社会环境下 ,如果进行正式采访 ,未必能取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 ,所以这就需要采访者采纳非结构式

访谈法 ,与被采访者进行交流 ,以自身的经验来获取对方的信任 ,取得真实的资料 ,揭示一度被忽视和误

解的经验世界 ,更为真实地了解妇女的处境和感想。(2)调查方法的使用。虽然女性研究都采用了定性

和定量方法 ,但更偏重于前者来说明问题。女性研究者注意到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对性别歧视的研究普

遍运用定性方法来规定女性属性 ,显然无法更好地揭示女性的实际状况。因而 ,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和统

计数字才能说明实际情况 ,以教育、就业、生育、健康等相关数据显示两性待遇差异 ,来揭示女性的地位

低下。(3)实验法的正确使用。实验法在心理学界是一种规范的研究方法 ,目前受到了多方质疑。比如

在进行有关两性认识的实验中 ,实验操纵者由于受到已有性别心理影响 ,在实验的各个阶段都有可能采

取性别歧视态度和政策 ,影响实验的正确性。所以 ,如何正确运用实验法 ,是个关键问题。可以通过设

计两性在同等表现中所受到的待遇和关注 ,来引起大众的思考 ,从而意识到隐隐存在的两性观念 ,有助

于性别意识的转化。(4)口述史的采用。由于历史发展的偏重 ,文化科学几乎是男性的专利 ,有关男性

生活的记录材料易于形成文献 ,而文化科学却忽视了女性的成就和问题 ,未把她们的生活记录下来 ,这

是历史的缺陷和遗憾。那么 ,我们想了解妇女的生活 ,只有通过采纳口述史的方法 ,挖掘出被埋没的女

性历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需要集体的行动 ,不单从个人、家庭、村落 ,甚至更广的范围 ,来比较不

同时代、不同身份的女性群体的生活和观念 ,了解社会变迁过程中女性的变化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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