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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编

究
,

它们形成了如妇女史
、

妇女

社会学
、

妇女文学
、

妇女心理学

等分支学科
。

这些学科可以说是

在传统学科范围内设立的有关

妇女问题的变项研究
。

《女性学

概论 》不同于以往的女性研究

学科的是
,

它是在单一学科研究

的基础上
,

由于跨学科的交流与

综合最终走向的带有哲学抽象

意义的一门新的女性理论研究

成果
。

像任何一门科学都会经历

由分析到综合的过程一样
,

女性

学科也在分门别类的研究基础

上
,

进入到一个相对抽象的层

次
,

这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过程
,

也是人类思维特点的显现
。

人类

思维总是试图在杂多中求一
,

找

寻说明事物本质的 “ 一
” ,

去探

求事物深层的
、

相对稳定的
、

被

现象反复说明的规律性的东西
。

《女性 学概论 》 正 是这 个 由
“
多

”

到 “ 一
”

的演进过程中的

一个理论思维成果
。

具体来说
,

该书有如下特点

第一
、

抽象性
。

《女性学概

论 》脱离了女性生存和发展中

具体问题的纠缠
,

不再在形而下

的层次上描述那些细小的具体

问题
,

而是在具体问题研究的基

础上对女性的本质
、

特征
、

存在

状态和发展规律等问题做形而

上的阐述
。

如
,

女性本体论研究

中的女性的概念
、

女性的本质属

性
、

女性的生理
、

心理
、

思维
、

行

为特征等 女性社会论研究中的

女性的社会角色
、

女性的生存状

态
、

女性的政治参与
、

女性与社

会进步的关系等
,

都具有抽象的

理论反思特点
,

这些问题都是对

女性具体学科思维成果的再认

识
、

再思考所形成的理论升华
,

它清理
、

剔除了既有认识的具体

性
,

形成了具有一定间接导向功

能和整体思考功能的理论系统
。

第二
、

综合性
。

《女性学概

论 》是女性研究从分析走向综

合的产物
,

是研究女性诸方面问

题的综合学说
,

它在女性心理

学
、

女性社会学
、

女性文学等多

学科研究的基础上
,

剔除了对女

性问题研究中认识初始阶段的

非本质
、

次要的联系
,

尝试揭示

了女性诸方面问题和矛盾的内

在联系
、

本质和规律
。

第三
、

交叉性
。

女性学的研

究客体
,

即女性本身既具有 自然

属性
,

又具有社会属性 女性的

存在状态和发展既有 自然环境

的影响
,

又有社会环境的影响
,

并与她们的实践相连
。

这就决定

了女性学概论的研究必然是文

理兼蓄
、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

叉
。

女性学建立的过程是一个

动态过程
,

这一过程包含概念辨

析
、

问题探讨
、

体系建构等多方

面的具体工作
,

其中研究方法是

十分重要的
。

在诸多女性学科分

门别类的研究中
,

诸如 经济统

计方法
、

心理测量方法
、

社会调

查方法
、

民意测验方法等
,

都是

某一个具体女性学科所依据的

研究方法
。

《女性学概论 》作为

女性研究的理论概括
,

在从具体

走向抽象
、

从形而下走向形而上

的过程中
,

女性学研究的方法不

能是某些具体学科专有方法的

相加
。

换句话说
,

女性学作为女

性学科的基础理论学科
,

它的综

合的
、

交叉的
、

抽象的特点使它

必须运用与女性学学科特点相

适应的方法
,

用女性学专有的研

究方法去统帅各个版块的研究
。

在《女性学概论 》中
,

作者从现

实的具体的女性出发
,

论及的却

是一般的女性或女性一般
,

女性

共同的生理特征
,

女性在人类社

会中的特殊角色及面临的共同

问题
。

它从女性生存格局的历时

态的综合考察和哲学反思中描

述了完整的女性图景
,

这种哲学

方法论的性质正是与女性学科

特点相适应的方法层次
。

不仅如

此
,

它试图通过对女性的全景式

的描述来启发读者重新审视人

类文化
。

当你读完这本书之后
,

你心中升腾起来的正是这样一

种感觉和思考
。

这种思考和感觉

正是本书主编和作者给予读者

的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

《女性学概论 》对女性理论

研究中获得的新成果
,

进行了涵

容和吸纳
,

在此基础上
,

作出了

独特的探索
,

并在女性学逻辑结

构的分类上作出了自己的尝试
。

《女性学概论 》作为一部系统完

整的女性理论研究的著作
,

它的

必要性有两点

其一
,

清晰的理论思考是女

性学研究的一个重要 向度
。

目

前
,

女性学科的研究有两个层

次 一个是抽象的
、

哲学的层次
,

一个是具体的
、

实证的层次
。

从

女性研究者的兴趣和国际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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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已

交流的热点来看
,

具体实证的层

次占主导地位
。

这是时代的需要

和学科发展的需要
。

女性学科的

建设必须贴近现实的需求
,

回答

当代女性存在和发展中遇到的

重大的共性的问题
,

非如此
,

女

性学科的研究就没有实际的意

义
。

但向时
,

抽象的哲学层次的

女性理论研究也是需要的
。

这就

是说
,

作为一个学科体系
,

它必

须有一个部分与现实有一定的

距离感
,

它需要对在历史发展总

体进程中的女性问题做形而上

的反思
,

给出逻辑起点
、

理论体

系和思维方法
,

使这个学科不致

陷于纷繁杂多的现象不得要领
。

只有清晰的理论思考和完整的

理论体系才能使研究真正跻身

于学科之林
,

在学术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
。

其二
,

女性学教科书是培养

女性学科工作者和研究者的基

础
。

女性学教科书对女性的研究

有着积极的影响
。

女性学教科书

问题在其他国家也许不那么 明

显和突出
,

但在我国则显得十分

重要
,

我们正在通过教科书培养

下一代女性学科的工作者和研

究者
。

目前
,

女性学研究论坛和

讲坛之间仍有较大的差距
。

女性

学的教育和教学水平远远落后

于女性学科的研究水平和速度
,

女性学研究的许多新的成果
、

新

的观点难以在现有的教科书中

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位置
,

无法有

机地纳入教科书体系
。

教科书的

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

着我国女性学科的教育和教学

水平
。

国内女性学教材的研究还

属于起步阶段
,

北京大学中外妇

女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者同心

协力
,

总算拿出了一本可供大家

评头品足的书
,

这对推动女性学

科的教学研究
,

培养女性学科工

作者和研究者是十分有益的
。

在女性学的研究中还有两

点应提及
。

一是女性学科研究和

建构中继承与超越的统一问题
。

女性理论的研究与其他理论研

究一样
,

也应具有历史延续性和

思想的承接性
,

这种研究应当包

含历史上和同时代女性研究的

各种思想精粹
,

又能扬弃其历史

局限性与理论的片面性
,

整合各

种思想精华
,

有所突破和超越
。

继承与超越除了历史上前后相

继的关系之外
,

还有同时代彼此

融合的关系
。

女性研究在学科化

过程中
,

要保持一种开放性和建

构性心态
。

首先
,

应对国际妇女

运动中各种思潮合理地吸收和

扬弃
,

抛弃绝对对立
、

绝对否定

的思维模式
。

西方女性主义各流

派如
,

自由派女性主义
、

激进派

女性主义
、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

后现代女性主义等
,

他们的理论

中
,

虽有瑕疵
,

也有真理的颗粒
。

就像一滴水折射着太阳的光辉

一样
,

在这些理论中也包含着相

对真理的水滴
。

如
,

对于西方女

性主义的重要分析范畴
“

社会

性别理论
” ,

我们可以在运用马

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

究和鉴别的基础上
,

吸收它的
“ 合理内核

” ,

为我所用
。

二是女性学科研究中的女

性视角问题
。

不可否认这样一个

基本事实
,

在 目前女性学科的研

究和讨论中
,

女性研究者占主导

地位
,

男性研究者少而又少
。

由

于女性所处的角色地位及社会

文化的强劲影响
,

除了对男女性

别生理差异的确认做出客观的

事实描述或事实判断之外
,

在其

他需要做出价值判断的问题上
,

不 能保证 女性研 究者视 角 的
“
客观性

” 。

女性本身不可能作

为 “
中性

”
人

,

绝对 “ 客观地
”
描

述和评价社会中的许多问题的
。

她们从女性视角去观察和审视

一些问题
,

总是隶属于特定的性

别视角
,

这是不依任何人的主观

偏好为转移的
。

男性研究者对问

题的研究从表面上看是与女性

相对的 “
男性

”
视角

,

但他们所

遭遇的问题与女性研究者有性

质上的共同点
。

女性和男性研究

者如何才能走出性别 “
偏见

” ,

从而 “ 客观地
”
审视女性问题

,

惟一有效的途径就在于开展男

女两性研究者之间的广泛对话

与真诚的交流
,

在磨合的基础上

达成超越性别视角的共识
,

进而

实现在女性学科研究中的较为

客观的角度
,

使女性学真正成为

一个
“
学

” 。

而不是一门只是
“
女性

”

的 “ 学
” ,

需要呼吁更多

的男性研究者对女性学科给予

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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