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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的中国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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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艳红

【内容提要 】全球各地女权状况的多维差异
、

中国女性受众复杂多样的解读体验
,

醒示 了西 方女权主 义受众研究

本质上的真理性
、

适用范围的局限性和深入程度的本土化诉求 本文选取了影响较大的五个女权主义流派
,

评析

其受众理论并予以 中国化思考
,

从传播学角度辅以其他学科的思维视角
,

探讨当下 中国大众传播领域的女性受众

解读体验和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多元化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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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历史与现实证明
,

女权主义有其本质上 的真理性和

全球化的迫切性与借鉴性
。

油 于经济发展水平
、

民主

完备程度
、

民族
、

种族
、

文化传统等多维差异
,

世界各地

的女权状况呈现出程度不一的本土化特征
。

以西方发达

国家为研究背景的女权主义受众理论未必能够涵盖非

西方国家的传播界域的各个层面
,

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

和深人程度的本土化诉求 日渐彰显
。

鉴于此
,

本文拟以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迫切性与创

新性为立论之基
,

选取当代西方流派纷呈
、

指向各异的

个女权主义流派的受众理论为评析重点
,

以中国女性

受众之怪现状为实例依托
,

对西方女权主义受众理论予

以 中国化思考
,

期望能从传播学
、

女性学并辅以其他学

科的角度
,

探讨当下 中国大众传播领域的女性受众的现
实状况和女权主义受众研究的多元化路径

。

一
、

研究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的

迫切性与创新性
当前

,

世界各国的女性传播者
、

女性受众均受到不同

方式
、

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
,

且成为久治不愈的
“

顽症
” ,

轻则形成一种国民惯性心理
,

重则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

的文化价值观
,

加剧了女性解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

主要

表征是 由男性霸权主导的大众传媒以各种男权策略传

播着含有性别歧视的内容
,

或明或暗地奴化女性受众 女

性传播者 —性别歧视最有力的潜在反抗者
,

被策略化

地置于非主流地位
,

更是对女性解放的釜底抽薪
。

大众传播领域的性别歧视不仅具有受众的广泛性
,

而且具有传者的多元性一一男权制度的代言人
、

性别

歧视的施行者
,

既包括显于大众传播界域的传者
,

也包

括隐于大众传播界域背后却制约着整个大众传播行为

的力量级人物
。

比如
,

大量带有性别歧视内容
、

客观上

为男性霸权推波助澜的影视
、

广告文本
,

其制播者是显

性传者
,

而决定其利润实现的往往是游离于大众传播领

域之外的经济界
“

大亨
”

式人物
。

在西方传播学领域
,

批判学派从事的受众研究
,

以

其强烈 的解构色彩
、

批判精神和跨学科的研究视角
,

打

破了经验学派受众研究 的理论范式
,

为受众研究增添

了一抹亮色
。

无论是以极端
、

悲观但最富批判性著称的

法兰克福学派
,

还是 以指涉面广
、

涵盖学科众多且 以理

性
、

乐观的受众视角为特征的文化学派
,

都得 出了指向

各异却殊途同归的结论 不论
“

受众是被动的和稀泥角

色
” ,

还是
“

受众本是积极
、

批判 的解读群体
”

都揭示

了隐藏在大众传媒背后 的权力结构和压迫
。

政治经济学

派
,

则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发出振聋发馈的
“

受众商品

论
”

之声
,

其犀利的时代透视力独树一帜
。

女权主义的受众理论则是独辟蹊径
,

它以女性受众

为主要考察对象
,

借鉴批判学派受众理论的某些成果
,

重新审视传播现象及其规律
,

探讨女性与传播之间的

特有关系 收视
、

阅听活动 中的性别压迫
、

文本 的多义

性与女性受众的主观能动性
、

女性受众与传播者意图之

间的互动与背离
。

尤为可贵的是
,

该理论注重整合传播

学
、

女性学
、

哲学
、

法学
、

政治经济学
、

心理学
、

社会学之

学科精华
,

能够真正站在女性受众的立场
,

从传播学的

视域体悟女性解放途径的多元化
。

二
、

流派纷呈
、

指向各异的

女权主义受众理论
女权主义的受众理论不仅扬弃 了批判学派受众理

论 的诸多成果
,

而且流派纷呈
、

自成体系一一 自由派女

权主义
、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女权主义
、

激进派女权 主

义
、

后结构主义 的女权主义
、

后现代女权主 义
,

是诸 多

流派中影响较大的 个
。

前 个流派注重解构女性受众被贬抑 的现实状况
,

对女性受众的主观能动性持悲观否定态度
,

颇有法兰克

福学派之意蕴 后现代女权主义则是积极乐观地看待女

性受众之批判性解读能力
,

似见文化学派之思维理路
。

其中
,

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女权主义受众理论更是与政治

经济学派的
“

受众商品论
”

有异曲同工之妙
。

这 个流派

的受众理论旨趣盎然
,

指向各异
,

但都秉持女性受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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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利
”

一 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和收视阅听的权利

一 历史最悠久的 自由派女权主义
〔

以戴安娜
·

梅

韩提 出的
“

男人对女人 的偏见一一电视丑化女性
,

奴化

勿胜受众
”

之理论为其要 义
, ②真切展现 了女性在通俗

文化中的负面形 象
,

揭露 电视试图以 此类形 象在 观众

意识中形成
“

女性大生就是 劣等性别
”

之刻板偏 见 其

不足之处在 于 把所有 的 观众都看成被动 的
“

和稀泥
”

角色 没有深剖这些 负面形象产 生的背景 与根 源 没 有

关涉女性观众的解读反应
,

更缺乏分众化的深层 观照

没有认识到资本主 义制度
、

父权制度是造成电视中女性

形象被贬低的深层动因

二 马克思主义学派
、

激进派女权主义 分别以 里

利安
·

约翰逊的
“

女性受众商品论
”

和卡诺尔
·

艾劣 的
“

美 化婚姻
、

家庭一奴 化 女性受 众论
”

为代表
,

揭 露 资

本主义制度之阴谋和父权制度之罪恶

罗宾逊 认为 电视传播贬低女性 的工 作
,

警告女性

要安于现状
、

甘 于受剥削的命运 采取各种商业策略吸

引女性观众
,

为电视广告商
、

资本主义企业带来 更多利

润
,

以实现奴化
、

商品化女性受众之之阴谋 艾雪认 为

电视以
“

家庭一灵丹妙药论
”

的议题设置劝服女性观

众
,

夸大现实生 活 中的婚姻美妙程度
,

以 使父权制度理

想化
、

合法化
。

女性观众要拒绝电视对女性形象的贬低
,

培养反奴化的主体意识
,

发掘 自我并强化女性集体意 识

并拒绝男权象征
,

建立 由女性群体主导的独立世界

以 上两派的受众理论不足之处在于 罗宾逊没有指

出职业女性 受众 与非受众 抗衡资本主义 阴谋的 可

能途径一一推翻资本主 义制度 撼动根深蒂固的男权 中

心秩序
,

变压制女性 的现实执行者为男女 平等的容忍

者
、

赞同者
、

捍卫 者 卡诺尔
·

艾雪揭露 了父权制度 的罪

恶却忽略 资本 主义制度的阴谋
,

其妇女解放的理路 只

是 男女之间的性别替代而非社会解决途径
,

有导致逆 向

歧视 男性的可能 其解放策略过于激进一一
“

家庭虚 无

论
” 、 “

男 人可恶论
”

有违 人类文明和女权主 义的终极

目标
“

泛姐妹情谊论
”

夸大 女性 集体意识 的牢 固

性一一
“

女性总是剪 女同胞的羽毛
”

现象不仅昭示着 中

国女性群体意识的淡漠
,

也未必不是飘忽在世界各个 角

落的世界幽 灵

三 后结构主义 的女权主义
〕

在受众研究方面 成

果淤著者有
‘

劳拉
·

玛 尔菲
、

特尼 亚
·

玛德烈斯基
、

珍尼

丝
·

拉德维 其研究对象分别是通俗电影
、

肥皂剧和浪

漫小说
。 仁

其理论存有诸多共性 一是运用心理分析的

方法
,

探讨男
、

女 受众 不 同的解读体验及其根源
,

深受

后结构 主义
、

精神分析学 的影响 二是重在揭露女性

文 本中的女性形象
、

女性受众 所受的歧视和压迫

是对 女性受 众的解读能动性持悲 观
、

怀疑态度 但其

坚定的女权主义立场最具犀利
、

解构
、

批判的品格

《四 后现代女权主义 的受众理论
。

以英
·

昂的
“
四

类 女受众一两种意识形态论
”

和珍尼斯
·

温 史普的
“

女

受 众的乐趣一一利润功机一一化害为利论
”

为代表
乌

这两位研究者均以女性受众和女权主义者的双重身份
,

以
“

形 而土
’‘

之理性和
“

形 而
一 ”

之 亲身力为的有机整

合
,

以
“

第 只眼睛 看世 界
”

的独特视角
,

分别论释肥

它剧
、

妇女杂志之 女性受众的解读体验
,

辩证
、

乐 观地

肯定通俗文化的正面功能并为女性受众的乐趣辩护
,

以
“

化害为利
”

的思维方式导引着女权主义政治
。

与上述

个女权主 义学派
“

义愤填膺
、

无情解剖却无法重建
”

的悲观气息相 比
,

后 现代女权 主 义 具有一 种冷静
、

理

性
、

从容的亮丽色彩
、

该流派 的受众理 沦 也并 「无懈 可击 一 是对
“

乐

趣
”

的分析与断 言有此简单化 低估
‘

男权秩序的厚重

程度
,

高估 了具有 主观能动性和 主体意识的女性受众

比例
,

更忽略了
“

女性是 第二性
”

之刻板成 见和市场经

济魔力对其解构意识和批判精神的消解与挤兑
。

二是只

顾
“

颠覆
”

高雅 与通俗的区分标准
、

维护大众文化狂热

者的
“

娱乐权
” 、 “

决定权
” 、 “

审美权
” ,

即所谓
“

面临

着被 仁层强加 的
、

虚伪势利的价值观所腐蚀的危险
” , “

却没有指出高雅文化 的受众也是心 有所忧一一高雅品

位作为某种曲高和寡
、

任性执著的 自由表达
,

更 易于被

低级庸俗的习惯贬低
、

挤 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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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的中国化思考

女权主 义的受 众理论是西 方发达 国家的女性学者

考量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受众之结论 世界各地的女权

状况具有先天性与后天性的多维差异 发达 国家及地区

的女权受损
,

性质较为单一
,

主要 表征是女权被男权挤

兑 发展中及欠发达国家的女权缺损
,

则具有双重性 女

权遭受男权和生存权 的双重挤兑
、

淹没 与消解 弱势男

性 被强势男性贬抑
,

而且有遭受来 自女性 的软暴力之

虞 各国女权的外在表征
、

内在特质均存诸多差异
,

女性

受众的解读心理
、

解读环境
、

解读内容也迥然不同

中国即为最佳例证一一身处 男权 秩序中的女性受

众
,

其收视权被漠视
、

被扭曲
,

其解读体验复杂多样 沦

为弱势群体的男性受 众
,

其收视阅听权 及解读体验
,

也

有被边缘化之势
。

许多客观 仁享受 了男性霸权秩序之

实惠而 主观上并无贬抑女性之意的男性 个体
,

发出
“

咬

气的
、

贪心的
、

片面的 女权主义
”

之叹 总之
,

我国男性

弱 势群体受众 的存在
、

女性受众之
“

分众化
”

趋 势
,

没

有得到系统化
、

本 上化的研究
,

这为中国视 野下 的女权

主义受众研究提供了启示
、

一 我 国女性 受众之现状

现象之一 为男性霸权助力的各种策略或隐或显地

渗透于大众传播 及其他领域 各种通俗文本大肆展示
‘

女人尽力伺悦男 人
,

方为识大体 动辙质疑男权
、

胆敢

争风吃醋
、

犯上作乱的不安分 女子没有好下场
”

之情节

模式
‘

女性受众未必都反感隐匿其中的巧妙说教
,

反而

会 自省
、

自责 当下淑女文化的徒劳复归
、

宁为美丽折

寿 不为失宠于男性霸权的美容院之潜意识情结
,

与女性

受众
“

清醒地效仿
”

大众传播塑造的
“

女性范本
”

实为

殊途同归

这在某种程度 卜契合了 自由派女权 主义
、

后结构主

义 女权主义的受众理论 中国式的通俗文本
,

不论其男

权策略是温婉地藏匿其 中
,

还是武断地大摇大摆
,

女性

受 众却大 多懒得识别
,

或是清醒地屈 服
、

无奈地接受
、

这 有多重根源一一中国传统文化 对男性 霸权的惯性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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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

体制转轨
、

社会转型引发的经济利益矛盾与性别危

机意识
,

大众传播议题设置形成的刻板成见被女性受众

消极内化
,

从众心理多于批判意识
。

现象之二 面对中国传播界的
“

美女主持
” 、 “

美女
‘

星
’

空灿烂
”

等状况
,

女性受众的反应蔚为大观
。 乙或

羡慕
、

模仿之
,

曰 “

中国职业女性的成功
”

或不服 气
、

贬损之
,

日 “

脸蛋效应之下的女性主体意识的退步
”

或深人解剖
“

美女
”

策略背后隐藏的商业诉求及男性霸

权之潜意识回笼
,

曰 “

女权主义所涉甚多
,

不宜作线性

分析而应多元化的拷问
” 。

大众传播媒介出于利润动机而采取
“

美女吸引受

众眼球
”

策略
,

契合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受众理论 女

性受众从中滋生反抗性别歧视的意识
,

印证了后现代女

权主义积极乐观的受众理论 女性受众羡慕
、

模仿
、

冠

以
“

职业女性的成功
” ,

反衬了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
“

女性受众商品论
” 、 “

职业女性也是被巧妙奴化的赚

钱工具
”

之论断的真理性 女性受众
“

不服气
、

贬损
”

等

反应
,

却与激进派女权主义的受众理论相抵触
。

激进派

女权主义受众理论在中国遭遇到
“

南橘北积
”

的质疑
。

现象之三 中国的男性弱势群体与中国的强势女性

群体相 比
,

他们是
“

边缘人
”

与这些弱势男性群体共

存共处的超弱势女性则遭受着生存权和女权的双重缺

失
,

是名副其实的
“

无尊严者
” 、 “

无知觉者
” 、 “

无语

者
” 。

传播者未必将之作为 目标受众
,

因为他们不是商

业广告的潜在受众
。

这恰是西方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疏于诊释的空 白
。

正

如美籍非洲裔的评论家贝尔
·

胡克斯和印度裔美国学者

佳娅特丽
·

斯皮瓦克所主张的那样
,

女权主义不应忽略阶

级
、

种族关系和经济基础之于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
。

发

展中的中国致力于诸多改革
,

同时遭遇汹涌而来的全球

化浪潮
,

使
“

男性弱势群体
”

和
“

超弱势女性群体
”

既浮

出了水面又被纳人了人文关怀的视野
。

这种
“

男女同弱
、

超弱女性更弱
”

所关涉的
“

生存权淹没女权
、

收视阅听权

被漠视
”

的现象
,

既是西方女权主义受众理论的微观性

缺漏
,

也是女权主义受众研究巫待深化之处
。

二 问题形成的 多重根源

我国女性受众之怪现状
,

是评价女权主义的真理性

是否深人 中国的一个参考指数
。

探究这些
“

怪现状
”

背

后的多重根源
,

以开放 的思维视角深化西方女权主 义

的受众理论
,

既为中国的女性解放提供新的思维进程
,

也为全球女性的解放搭建多维度的话语平 台
。

、

大众传播之责

作为社会
“

公器
”

和时代
“

了望者
”

的中国大众传

媒
,

既以
“

击中社会上绷得最紧的那根弦
”

之专业理念

而成为受众须臾不可离的多重维生素
,

也有意
、

无意地

传播了有悖
“

男女平等
”

的性别歧视内容
。

首先
,

根深蒂固而居于强势地位的性别歧视话语
,

经由
“

精神领袖
”

式的大众传媒强化 或暗示
,

使之易成

为
“

强 强势
”

话语 居于弱势地位的反性别歧视话语
,

面对着传媒助阵和
“

莫衷一是型
”

受众 屈服型
、

漠然

型女受众
、

介于 中间立场的男受众 的不作为
,

只有孤

单
、

微弱的
“

反抗之声
” 。

其次
,

大众媒介宣传
“

男女平等
”

带有暂时性 和被

动性
,

传媒未必愿意或不能持续地充当男女平等话语的

精神领袖
。

其
“

二级传播
”

能否劝服
“

反抗型
”

男女平

等的憎恨者
、 “

莫衷一是型
”

受众接受其议题设置
,

不

得而知
,

而
“

赞同型
”

受众 〔认同
“

男女平等
”

话语者

要摆脱其孤单
、

微弱之势态
,

仍然带有不确定性
。

例如
,

每年
“

三八妇女节
”

前
、 “

世妇会
” 、 “

两会
”

期

间
,

是大众传媒凸现妇女问题
、

彰显女性话语的鼎盛时

期
,

但有时流于
“

节日化
” 、 “

突击化
”

诸多媒体也常年

辟有常规的妇女宣传领地
,

但顽症般的性别歧视毒瘤和

数量 巨大 的
“

莫衷一是型
”

受众的不作为
,

使
“

男女平

等
”

之议题设置经不起传媒
“

偶尔
”

或
“

不慎
”

言说的
“

女人玩物论
”

的颠覆
。

第三
,

我 国大众传媒正处于尚未完全规范化的市场

经济体制和全球化竞争环境
,

媒体的无序竞争
、 “

星
、

腥
、

性
”

的内容模式
、

利润追求的不择手段
,

是对其
“

两

个效益并行不悖
”

的现实反动
,

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性

别歧视
。

、

法律条款的有形性与性别歧视的无形性

我国以有形的法律条款保障妇女权益的
,

除了《宪

法 》
、

《民法通则 》
,

还有 《妇女权益保障法 》
、

《婚姻

法 》
、

《遗产法 》
、

《保险法 》等等
。

它们与《中国妇女发

展纲要 》
、

《世妇会行动纲领 》相互呼应
,

为我国女权状

况的改善提供了
“

尚方宝剑
” 。

但是
,

法律条款的有形

性因为多种原因而消解于性别歧视的无形性
。

一是诸多保护妇女权益的有形法律条款
,

易于形成
“

男女已经平等
”

的假象
。

历次重大的国际
、

国内妇女

大会前后
,

关于
“

男女平等与法律
”

的研讨蔚为大观
,

年召开
“

中国妇女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

仅搜狐
网收集 的相关文章

、

文献就有 条
, 珍印证 了法律为

妇女解放所起的保驾护航作用
。

因而
,

彰显女权的声音

经常被
“

法律已经保障了男女平等
”

的抢 白所淹没
,

使

一些决策者易于麻痹妇女问题而疏于把保障妇女合法

权利纳人决策的核心理念
。

然而
,

各种损害妇女权益的言行受到法律制止
、

制

裁
,

具有事后性
、

延 时性一一妇女
“

受伤
”

在前
,

法律
“

空 白
”

被显化
、

被重视在后 相对于法律
“

重 证据
、

重

事实
”

的有形诉求
,

公民证据意识淡漠和事后取证的艰

难遭遇到法律层面的抗辩事由
“

义务本位
”

甚于
“

权

利本位
” 、

公民
“

轻法厌诉
”

的法律文化惯性等等
,

使得

公民对法律缺乏足够的信赖 ⑨一一女性权利受损
,

缺乏

有效的法律制约
。

二是性别歧视
、

性别压迫带有无形性
、

反复性
、

隐蔽

性 比如
,

家庭暴力常发生 于私人领域
,

广大妇女知

晓新法律
、

新条款并以此 自护
,

则受制于 时空
、

自身素

质
、

社会支持力度等诸多因素 性别歧视因为体制转

轨
、

社会转型下的危机就无暇顾及
,

经济上沦为弱势群

体的
“

男性
、

女性同在
”

更使女性解放成为退居于生存

权之后的次重要话题
。

结 语

女权 丰 义受众研究之迫切性与创 新性
,

是女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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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
慕明春

【内容提要 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杭辩事由主要包括公共利益
、

公众人物
、

公开场所和 当事人同意等几项
。

适用于公

共利益杭辩事由的主要有公共安全事件
、

公共政治事件
、

公共卫生事件和公众消费事件
,

要注意把握公共利益的

原 则
、

会众人物的类型
、

公开场所的重要特征 征得 当事人同意是新闻嫌介暴露隐私取得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

应 当

具备 自愿
、

明确
、

善意
、

合法
、

合度等条件
。

【关键词 】隐私权 杭辩事由 公共利益 公众人物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一‘

娜忽司丽昌甸困多厕攫

新闻侵害隐私权和新闻侵害名誉权同为新闻侵害人

格权的两种基本表现形式
,

国际上通常称为新闻传播的
“

两大不 当发表
” 。

我国司法实践中
,

习惯上将隐私权保

护归入到名誉权保护的范围中
。

其实
,

隐私权同名誉权既

有一定的联系
,

又有本质的不同
,

是两种独立 的人格权

这也就决定了隐私权抗辩不能简单沿用名誉权的抗辩事

由
。

概括地说
,

二者的保护有如下区别
为与不 为的 区别

、

名誉权保护的是个人正常的

社会评价不受人为改变
,

社会形象不会变形受损 隐私权

保护的是个人私生活领域不受他人侵扰
,

个人秘密不被

他人知悉
。

保护名誉权
,

需要新闻媒介有所为
,

即真实
、

客

观
、

公正地报道和评论特定人物的客观表现
,

将其 自然状

态展示给社会及公众 保护隐私权则毋需新闻媒介介人

个人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的
、

个人不愿公开的私生活领

域
, “

无为
”

就是媒介对隐私权最好的保护
。

因此
,

名誉权

侵权的一个主要抗辩事由
“

公正评论
”

对于隐私权侵权

是无效的
。

真实与非真 实的 区别
〕

名誉权受到侵害
,

通常是

由于新闻媒介传播了虚假的事实
,

社会依据虚假的事实

对受害人作出了不客观的评价 隐私权受到侵害
,

是由于

新闻媒介宣扬 了受害人私生活方面客观存在的事实
,

使

受害人原本不愿对外公开的私人秘密成了公众知晓的新

闻
。

前者源于虚假
,

后者却是因为真实
。

因此
,

名誉权侵权

的首要抗辩事由
“

传播内容的真实性
”

对于隐私权侵权

毫无价值
。

自主与非 自主的 区别
。

名誉是一种客观的社会

评价
,

不 以当事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

当事人所能主张

的
,

只是这种社会评价符合客观实际
,

至于社会怎样评

价
,

他无法 自主作出选择和要求 隐私是个人私生活领域

的信息
,

对这类信息是否予以公布
,

在多大范围内公布
,

以什么方式公布
,

当事人都享有 自主权
,

别人不得干涉
。

因此
,

隐私权侵权可 以以
“

当事人同意
”

作为抗辩事由
,

而这一点在名誉权侵权中却没有实际意义
。

可恢复与不 可恢复的 区别
。

名誉权受到侵害
,

受

害人可以要求承担侵权责任的新闻媒介通过公开赔礼道

歉
,

对失实新闻予以更正
,

消除不 良影响等多种措施修复
已受损的名誉

,

使其恢复到常态 隐私权受到侵害却不可

恢复
,

这是因为隐私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一经披露就覆水

难收
,

无法再还原到隐秘的状态
,

而且消除影响往往导致

影响的进一步扩大
,

使隐私的公开化程度更高
。

因此
,

名

誉权侵权中惯用的更正
、

答辩等一些行之有效的抗辩事

由在隐私权保护中失去了作用

由于我国《民法通则 》还没有将隐私权列为一项独立

的民事权利
,

在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对其有特别的保护
,

因

此
,

我国对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目前还更多停留

在理论探讨阶段且缺乏具体的细化研究
。

本文参照国外

的一些经验
,

结合我国的实际
,

认为将公共利益
、

公众人

物
、

公开场所和 当事人同意作为隐私权侵权抗辩事由
,

具

阅回国昌目蒸︸汤加司︹国助

放的复杂性
、

长期性使然
,

也是该项研究跨学科整合之

价值所在 其流派纷呈
、

指 向各异却共同揭开女性受歧

视
、

受压迫 之根 源
,

昭示 了其本质上 的真理性 中国女

性受众之怪现状以 及 男性弱势群体 受众 的存在
,

为

中国视野下的女权主义受众研究提供了实例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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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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