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话语体系下的性别突围
——

评黄巍博士 的 《 自 我与他我
——

中 国 的女

性与形象 （ １ ９ ６ ６
—

１ ９ ７ ６ ） 》

Ｉ

□ 陈东林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 学 、 心理学
、
女性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

社 出版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黄 法 ， 运用国家——社会理论 、 社会性别

巍的 《 自 我与他我——中 国的女性与形 等理论将
“

文革
”

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

象 （ １ ９ ６ ６
—

１ ９７ ６ ） 》
一 书 ， 黄 巍多 年来 问 题进行 了 全 景式 的 描述 ， 力 图 解 释

从事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和女性学 的
“

文革
”

时期女性形象的塑造历程 、 历史

研究 ， 该书 以
“

文革
”

时期女性形象为 动 因 以及这些被政治化女性的心理状态

中心选题 ， 立意深远 ， 新颖独特 ， 方法 与文化意象 。 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７ ６恰 当 ， 见解独到 ， 文笔清顺 。 该书立 足兮

＾
一

、 该书是 目 前
■

国 内外 学：术界第一

于解密的档案资料 ， 借鉴和吸收 了海 内册 禾 付 ，

丨曰 盆仰 久仪 ｊ 呼ｎ

部以
“

文革
，，

女性形象 为题 目 研究
“

文
外研究成果 ， 以新颖独特的视角 和细致Ｓ

， ，

严谨 的笔触刻画 了
“

文革
”

中 的女性形
＇

＾＊

象 。 论述公正公平 ， 发人深思 ， 对于理当前 ，

“

文革
”

史 的研究理念 出现

解 当代中 国政治 、
社会生活 的变迁不无了从宏观到微观 、 从 中央到地方 、 从精

裨益 ， 对当前
“

文革
”

史 、 中 国女性史 英到大众的转变 ， 在实现这一转变 的 同

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时 ， 审视
“

文革
”

的视角 也应更加多样

该书是作者历经 四年时 间写作 、 修 化 。 对
“

文革
”

的 研 究应 当 有 新 的视

改 而成 。 该书 的文献档案资料来源于北 角 ， 即 从 中 国 当 时所处 的 国 际 国 内 形

京市档案馆 、 上海市档案馆 、 国家图书 势 ； 从 国家与社会 的关系 ； 从社会性别

馆 、 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 的大量第一手 的 角度来 审视
“

文革
”

， 以 深化对
“

文

历史文 献 ， 为使研 究 结论更 客 观 、 公 革
”

史 的研究 。 目 前学 术界 中 有一 种

允 ， 作者还到北京 、 上海 、
辽宁等地实

“

文革
”

发生在 中 国 ， 研究在 国 外的 说

地 采访 ， 并整理 了１ ３ 万字左右 的访谈 法 。 国 外研究
“

文革
”

史也多集中于探

录 ， 实现了历 史文献 和 口述 史 的 结合 。 讨
“

文革
”

的 起 源 ［
１

］ 和 毛泽 东 、 周 恩

该书综合运用 了历史学 、 社会学 、 政治 来 、 刘 少奇 、 邓小平等政治核心人 物 ，



国 内学术界以
“

文革
”

女性为研究题 目
“

男 尊女卑
”

思想理论体系制约着女性 ，

的 ， 散见于文学 、 美术 、 电影等研究领 使女性成 了男性的附属 品 。 即便如此 ，

域的一些硕士论文中 ， 目 前国 内外鲜有 也不乏 有少数女 性 尝试着 抗争 男权 文

历史学学者关注
“

文革
”

时期 的女性 问 化 ， 她们 的抗争精神为近代 中国女性的

题 ， 该 书 是 目 前 国 内 外第 一部 以
“

文 觉醒奠定 了 基础 。 近代中 国社会处于动

革
”

女性形象为切人点研究
“

文革
”

史 荡 、 变革的 时代 ， 在萌发于中 国 内部 的

的历史学专著＾先进力量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 巨大

通过研究 ， 作者认为
“

文革
”

时期 推动 下 ， 中 国 逐渐 走上 了近代化 的 历

女性形象问题的最大特色就是在政治运 程 ， 并由 此带来 了女性近 代化的 发展 。

动的挟制 下发生 了很大程度 的政治化转 妇女解放也和强国保种 、 民族独立联系

向 。 她们在思想 、 言论 、 行为 、 服饰等 在一起 。 近代女学 的兴起 ， 使女性接受

各方面无不被 国家权力 重新塑造 ， 无论 教育成为可能 ， 而教育也在
一定程度上

是官方宣传的 女性形象 ， 还是现实生活 獅 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 。 在民族存亡

中女性的实际表现 ， 无不带有这
－历ｉ 觸刻 ， 有越来越多的近代 中国女性觉学

时期特有的政治化痕迹 。

“

文革
”

时期 投身革命 ， 成为近代中 国女性 的革Ｊ
＿贼５ ！ ］ 了

娜象 。 顿古代女性鮮形象賴代^
组织和各龍 治运細影响 ， 獅 象在

巾 目女性革命形象为献女性形象 的产
－定程度上離 了政就转 向 ， 女性 由

■下 了解 的土壤 ， 職挪＿问
７ ７

“

文革
”

初期热烈的 盲 目 追随到后期 ｗ
题 ， 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

迷茫 与 困惑 ’ 无 不Ｍ 时代特有 的 烙１ ９ ９５ 年联合 国細次 世界妇 女大
印 。 根据深人研究 ， 作者认为

“

文革
”

会在北京 召开 ， 进一步推动 了妇女性别
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产生是社

，

现实
史学科的积极发展 。 中西方的女性主义

＝
治

２
化

甘

等 力 量

ｉ

作和
触性解放运动的兴起 ， 完全基于不同

＝＝＝＝＝
形

＝ ＿脉络 。 西方 的女性主义 ， 源 自 自

＝
、

議的理论挑战与实践 ， 它跟国 家机
历史 的 、 具体的社会时代语境 的变迁 中

重构着女性形象 自 身 。 该书的研究结论 ，

间形成 抗与 张

ｔ
对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国 家 、 社会和女ｆｔ

新中 国 的女性解
，杳

从较大程度

士

是

ｆ

形象之间的关系有
－

定的借鉴意义 。

？权 自 上而下推仃意识形态 的产物 。 本

ｔ书 的书名
“

自 我与他我
”

， 其意义指 向 ，

二 、 该书是 目前国 内学术界第 正是女性在 千百 年传统 社会 里形 成 的

以
“

文革
”

女性形象为 选题探索 中 国女 “

自 我
”

， 跟新政权 主动建构 的
“

他 我
，
，

性史 的历史学专著之间的冲突与互动 。

在几千年 的中 国古代社会中 ， 由于在该 书 中 ， 作 者认 为
“

文 革
”

时



期政治化的女性形象打破 了几千年来 女 弱 的领域 。
就 目 前的研究现状看 ， 主要

性温柔 、 贤淑的形象 ， 异化为趋于男 性 集 中这一时期的政治 、
经济 、 外交 、 军

的女性形象 ， 这其实也是女性想获得社 事等领域 ， 对 于普通 民众 的婚姻 家庭 、

会认可 、 男性尊重 的 一种潜意识反映 。 性别性伦 、 娱乐 消费
、
文艺体育 、 衣食

这
一时期 的女性虽然表面上看似颠覆 了住行 、 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领

传统的女性形象 ， 但这并不能说 明女性 域却鲜有涉足 。 同时对
“

文革
”

女性问

群体主体 意识 的 被激 活 ， 也 掩盖 不 了题 的研究局限在
一些文学作品 、 艺术创

“

男 尊女卑
”

意识对社会 现实 的 影响 。 作或篇幅较短 的个别论文中 ， 目 前国 内

而获得社会角色 的女性并没有获取更为 还没有从社会文化史的女性学视角 考察

先进的 主体意识和本 体意识 ， 在现实行 “

文革
，，

史的 历史学专 著 。 目前 在女性

为与思想深处 ，

“

文革
”

女性处于错位 学研究 中 ， 社会性别理论逐渐得到学术

的尴 尬 中 ， 女性 自 身 的性 别 意识被 遮 界的接 纳 ， 尽 管在新 中 国成立后 的 ６ ０

蔽 。 而且 ，

“

文革
”

时期 的男 女平等是 多年里 ， 我国在法律上确认了女性与 男

以忽视女性与 男 性 的 生理差别为前提 ，

性平等的权利 ， 但传统的价值形态和道

以女性去做男 性能办到 的事为代价 ， 与 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 ， 两性地位在现实

之相伴随 的是女性
“

男性化
’’

性别文化
生活 中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 ， 即便在女

７ ８的 出 现和
“

不爱红装 爱武装
”

审美趣味
性看似强势的

“

文革
”

时代 ， 男女真正

＿成 。 作为女性 ’ 她们不仅要 获得？ 意义上的平等也远未实现 ， 所 以 只要我

治 、 经济 、 文化上的平等权利 ’ 还要获
＿的女性相对男 性而言仍处于不平等 的

得个人身 心 自 由 、 健康 、 全面 的 发展 ，

雌 ， 就存在着借鉴这个理论去分析男

更要获得女性的 主体意识 ， 但是 ， 要 头
女不平等现象的可行性 。

现这个 Ａ糾选取女性形象作 为研 究对象 ，

有认识到 这
－点 ， 才能推动未来 中 国妇

从社会文化史的鐘 ， 从她们 日 常生 活

女？动更快 、 更好地发展 。 所以该书的
巾 的

一

言
一行 ， 以试 图 揭 示 当 时 的 政

出版 ， 对推动未来 中 国女性史的研究与
、

冶 、 经济 、 文化之间 复 杂多变 的关 系 。

发 ； 具有
＇

ＳＭＳＸ 。

作者认为 ， 该 书研究对象中的 大多 数人

三 、 该书是 目前 国 内 学术界从社会 属于基层 民众 ， 不属于权力核心的政治

文化史的女性学视角 研究
“

文 革
”

史 的 人物 ， 更不处于当 代历史 的 中心位 置 。

重要历史学专著但是 ， 她们之 中有的 人却因 为政治的需

长期以来 ，

“

文革
”

史作为 中共党 要而成为 闻名 全国的 知名 人物 ， 又 因为

史 、 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史的 重 要 研究 内 政治的需要而销声 匿迹 ， 她们 的思想和

容 ， 由 于多种条件的 限制 ， 仍是较为薄 行为 已 经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 作者



以这些女性形象为切入点 ， 从社会 文化 的问题 。

史的 角度 ， 通过研究 ， 作者发现 ， 她们该书选
“

文革
”

时期的女性形象为

的形象 已经和
一

个民族的命运轨迹 紧密 研究对象 ， 从社会 文化史的研究视角 ，

联系在一起 ， 是一个民族在这一时代的 对推动
“

文革
”

史和女性史的研究都具

群体雕像 。 她们的形象已 经成为
一种隐 有重要意义 。 该书史料翔实 ， 作者在写

喻和象征 ， 正是她们 ， 在一个特殊 的时 作此书过程 中 ， 也付 出 了大量心血 。 但

代 ， 影响 了 中 国女性的群体形象 。该书对有些问题还应深入研究 ， 如 文 中

四 、 该书是将历史档案文 献和 口述 ￥述 的女性生活＿治化与女性在 家庭

历史有机结合研究
“

文革
，
，

史 的历史学
生活 中生儿育女 的职能是 否构成 悼论 ？

Ｈ报刊及其他新 闻媒 体报道 中 的 女性 与

普通 女性 的 实 际生 活 状 况有 何 不 同 ？

为

：

弥补档案

隹

文献等

：

方史料 Ｍ“

文革
”

前期 与 中后期有无差异 ？ 这些

Ｔｆ

， 作者注重收集 口述史资料 。 通３
问题都需要作者在今后 的研究中继续探

ａ
讨 ， 特别是作者 日 后要加强对 口述棚 学

重当事人 自 身的体验和感受 ， 力 图 再现

Ｉ
真实 的历史 。 通过对

“

文革
”

时期女性￥
政治化的 冋题 ， 不仅是学术界值得探讨

形象 政治化 问 题 的研 究 ， 从 而获 得对
认

、

ａ ＾ ＾ ＾＾^
的冋 题 ， 也是 社会各 界经 常讨论 的话７ ｑ‘

‘

文革
”

时期女性社会地位整体性 的认＾
９

题 ， 因 为这 个 问 题不仅 涉 及中 国 的 政
识 。 从

“

被政治化的女性
”

这个特殊的
么 ， ＋^

＾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等诸多因 素 ， 同
角度 出发 ， 依据历史文献 ， 配合个体的ｕｕＨ ＾Ｈ Ｕ

口述 ， 从宏观到 微观 ， 从微 观到宏 观 ，

时也是考察

／
革 史 、 中国女性史 的

探究女性鼠、理状态 、 思维方式和齡

－个

ｆ

于

＝
自 己 历史

生活 ， 力求反映历史的 多维面相 。 舰
＿族是伟大 、 有勇 气的 民族 ， 正所谓

＿历史是一面镜子 ， 以史为鉴 ， 就是其中
研究 ’ 作者发现 ， 这一时期的广大她

在复杂的政治运动裹挟下 ， 成为被动 的

他者和客体 ， 她们 的命运已不能由 自 己

注释

掌握 。 她们游离在 自 身认同 的角 色和 男＾Ｐｉ ｎ 主 古＆ ＃ ＋

［
１
］ ［美 ］ 麦克法夸尔著 ？

＿ 《文化大革命的
性认 同的角 色之 中 ； 挣扎于个人利益￣

起源 ？

？ 人民 内部矛盾 （ １９５６
＿

１ ９５
７

） 》 （第
一

卷 ） ；

革命利益之间 。 当尘埃落定 ， 那些曾经
《文 化 大革 命 的起 源 ： 大跃 进 （ １９ ５８

—

１％〇 ） 》

受政治影响 而红极
一时 的女性从虚幻的

（第二卷 ）
， 河北人民 出 版社 １ ９８ ９ 年版。

革命激情中又重新回 到现实时 ， 她们才

发现 ， 原来光环背后 ， 还有那么多迷茫作者单位 ： 中 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 中 国研究所

和困惑 ， 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深深思索（ 责 任编辑 姜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