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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健康运动是美国当代妇女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

它在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下萌发
,

在争

取堕胎权运动中成长
,

并于 70 年代中叶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社会力量
,

为改善美 国妇女的 医

疗健康状况作出了贡献
。

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缘起

1
.

美国医学权威的诞生和 60 年代对医疗制度的批判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

工业化
、

城市化中出现 了职业化

的新中产阶级
。

这个靠着科学知识
、

专业技能取得新权威的中产阶级
,

以自己的价值观改造美

国社会
.

他们在提高专业水平的名义下关闭了不少医学院 (包括女子医学院 )
,

排斥了来 自社会

中下层的学生 (包括女学生 )
,

建立起一套充满清规戒律
、

费用 昂贵的医疗制度
,

医生从此变成

享有颇高社会地位和威望的职业
,

成了制定行为规范的社会权威之一
。

在 60 年代反权威的社会思潮中
,

医学权威也受到挑战
:

各界人士认为美国医疗制度面临

危机
,

它剥夺了穷人接受医疗服务的权利
,

损害了病人的 自主权
,

只管医疗不管预防
,

迷信所谓

的科学技术先进设备
,

忽视对 民间医疗方法的研究推广
,

把人当做机器对待
,

等等
。

60 年代末
,

妇女解放运动兴起后
,

妇女对医疗制度的种种弊端有了新的批判角度
,

妇女健康运动便产生于

对医疗制度的批判与女性主义理论的结合中
。

2
.

女性主义的
“

提高觉悟
”

与
“

个 人政治
”

妇女解放运动中
,

妇女自发开展
“

提高觉悟
”

活动
。 “
提高觉悟

” 、 “

诉苦
”

这些词语
,

来源于美

国作家寒丁描述中国农村土地改革的著作 《翻身 》
,

美国妇女赋予这些词汇新的概念
。

它不是马

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觉悟— 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认识
,

而是妇女对父权制在

各种政治
、

经济制度中作用影响的认识
。 “

提高觉悟
”

意味着要求妇女对以往不加注意的性别歧

视现象敏感起来
。

此外
, “
觉悟

”
和

“
意识

”

在英文中为同一词
,

co sn ic ou
s
en ss

.

女性主义使用该词

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背景
。

根据弗氏理论
,

人的痛苦经历或不能正视的体验
,

通过 自我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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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进入无意识层次
,

隐藏在意识层次之下
。

女性主义的
“

提高意识
” ,

就是要通过妇女倾诉个 人

经历
,

打开她们长期压抑的无意识层次
.

使妇女清醒地意识到 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从属地位和

受 压迫 处境
,

并分析社会和家庭怎样一步步把 自己塑造成这样一个甘于接受这种 处境的女

性
。 ①

在这一活动中
,

女性主义者发展了
“

个人的是政治的
”

理论
。

西方社会中
.

家庭和社会公私

领域分离的观念根深蒂固
,

传统的理论把家庭和个 人生活划归私人领域
.

因此不属政治范畴
。

而女性主义者认为
,

这种理论是大男子主义的产物
,

妇女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所体验的心理压

迫说 明
,

男女之 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渗透在私人领域
,

这就是政治
。

她们明确地向公私分离的

传统观念挑战
,

为开创一个以传统私人领域为斗争中心的政治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② 。 “

个人

的是政治的
”
这一概念在妇女运动中的实践意义是

:

鼓励妇女提出一切与她 们的生活有 关的

问题
,

并允许她们依照 自己的见解去解决她们自己认为最紧迫
、

关键的问题
,

这使妇女们在思

想和行动上获得 自由
。

在这一前提下
,

政治
、

经济
、

家庭背景各不相同的妇女
,

才有可能汇聚在

妇女运动的大旗下
,

理直气壮地开展多姿多彩的活动和斗争
。 “

个人的是政治的
”

的概念同
“
提

高觉悟小组
”
的 活动方式结合

,

推动了当代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
。

美国的医疗制度与妇女的关

系遂成为运动中的一个热点
。

3
.

女性主义对性别角色的批判

女性主义认为
,

性别角色和有关性别角色的一整套观念
,

是社会置妇女于父权统治的一种

手段
。

为性别角色提供所谓
“

科学依据
”

的 ” 世纪的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
,

是性别角色形成的

关键人物
。

20 世纪的心理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更以性别角色为行为准则
,

任何有违性别角色

规范的女性都被诊断为
“

变态
”
或

“

疯狂
” 。

因此
,

女性主义者把心理治疗看作社会压迫妇女 的一

个重要方面
。

对心理治疗 的权力关系的批判
,

不久便扩展到对整个医学界的批判
。

4
.

争取堕胎权

19 世纪末
,

在美国医学协会敦促下
,

各州纷纷通过法案
,

禁止堕胎
。

当代妇女运动中
,

争取

堕胎权成为中心议题
。

妇女必须 获得对 自己身体的自主权
,

成为各阶层妇女的共识
。

她们一致

同意妇女必须控制自己的生育
。 “
一个妇女若没有限制自己生育的全部能力

,

那她的其它
`

自

由
’

只是一种被挑逗起来却又不 能实行的嘲弄
。

有了这能 力
,

其它 自由就不可能长久地被剥

夺
” ③ 。

1 9 7 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堕胎合法
。

妇女的堕胎经历使她们看到美国医疗制度的弊病
:

不受限制地从病人身上牟取暴利
; 堕胎手术供不应求

; 医院对公众健康不关痛痒
,

不负责任
;
富

人和穷人两个阶层的医疗制度并存
; 男子在 医学界的统治等等

。

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
,

医生在

美国变成 了男性职业
,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

全国 93 %的医生还是男性
,

97 % 的妇产科医生是

男性
。

女性主义者强调是男性统治着这个百弊丛生的医疗制度
,

妇女在堕胎问题上经受的痛

苦
,

显然是男性统治的医疗制度在压迫剥削她们
,

妇女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获得对医疗制度的控

制权
。

为争取堕胎权努 力奋斗过的妇女决心继续斗争
,

改造这个压迫剥削妇女的医疗制度
。 ④

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的内容

1
.

传播医学知 识
,

争取 自主权

1 9 6 9 年春夭
,

一个妇女讨论会在波士顿 召开
,

几位与会妇女都发现 自己经历过相似 的与

医生打交道的不快的遭遇和对医疗制度的愤慨
。

她们认为
,

问题的症结是医生对医学知识的垄

断和医生对病人的虐待态度
.

而病人对医学的无知则增加了医生任意处置病 人的权力
。

为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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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医生那种
“
恩赐的家长式的

”
态度

,

这些妇女决定学习与妇女身体有关的知识
,

从而掌握对 自

己身体的主权
。

她们分头进行专题研究
,

写出了一本书
,

名为 《我 们的身体
,

我们 自己 》
。

此书

1 9 7 1 年出版后
,

立刻成为最畅销的保健手册
.

短短几年内多次再版
。

各地女性主义者纷纷仿效

波士顿妇女的活动
,

组织起来专题探讨妇女健康 问题
。

1 9 7 1 年 3 月
,

各地妇女 8 00 多人参加了

在纽约召开的第一届妇女健康大会
,

标志着妇女 健康运动的诞生
。

女性主义者认为
,

医学知识在医生手里转化为权力
,

妇女获取 医学知识是打破医学垄断
,

向他们的权威地位挑战和取得参与权利的重要步骤
。

《我们的身体
,

我们自己 》这一标题鲜明地

宣布了妇女抛弃男性权威
,

掌握 自己身体主权的意图
。

波士顿妇女在书中指出
: “

我们的身体是

我们走向世界的物质基础
:

对我们自身的无知
,

不确切
,

甚至更糟糕的— 羞耻
,

造成了我们对

自己的疏远
,

阻碍了我们成为本可以成为的完整的人
。 ”
为纠正这种现象

,

她们的著作对妇女提

出新的认识
, “
以一种诚实的

、

人道的
、

有利的方式来思考我们 自己和我们的生活
。 ’ ,⑤

2
.

批判医学界的性别歧视
,

动员妇女参与

参加妇女健康运动的女性主义者
,

把反对美国医疗制度看作是争取妇女解放的关键
,

不仅

因为医疗制度控制着妇女的身体
,

还因为
“
医学科学在我们这个文化中一直是性别歧视思想的

最强大的来源
。 ”

女性主义者率先开辟了一个新的批判角度
,

她 们把 医疗制度中的 问题同性别

歧视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
,

把 自己同医生的关系看作是性等级制度的具体体现
。

医生的统治对

她们来说是这个社会里男子统治的生动写照
:

医生垄断了关于妇女身体的知识
,

以他们不全

面
,

甚至有错误的知识 (如对妇女性欲的错误认识 )来主宰妇女的身体
,

不允许她们对有关自己

身体的问题发表意见
,

尤其是妇科男医生在妇女避孕
、

堕胎
、

节育或治疗妇女病等 问题上的专

横垄断态度
,

使妇女强烈感受到一种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关系
。

女性主义者在各地 医院搜集医

生滥用职权的证据
,

公布于世
,

并在许多妇女报刊上载文剖析资本主义性别歧视的医疗制度对

妇女的压迫
,

鼓励妇女为维护 自身利益起来斗争
。
@

3
.

开展 自助保健服务活动

除了传播 医学知识
,

批判性别歧视的医学理论和揭露医学界弊端外
,

女性主义者创造了 自

助的医疗服务形式
,

对发展妇女健康运动产生重大意义
。

1 9 7 1 年 4 月
,

洛杉矶的一位名叫卡 罗

尔
·

道纳尔的妇女
,

在多次参加堕胎和妇女保健问题的小组讨论以后
,

决定用 自己的身体让在

场妇女获得必要知识
,

她把一个窥测器插入 自己的阴道
,

请妇女们观察她的子宫颈
。

这个小组

的妇女 由此开始了相互的妇科检查活动
,

建立起女性主义妇女保健中心
,

妇女们在那儿进行 自

我检查和接受普通的妇科治疗
。

洛杉矶警察对该中心监视 6 个月后
,

于 1 9 7 2 年 9 月 20 日搜查

了该中心
,

没收了一切简易设施和病例卡
,

并逮捕了道纳尔
。

全国女性主义杂志对此案例大造

舆论
,

呼吁广大妇女声援道纳尔
。

许多妇女组织和个人纷纷汇款募捐
,

为道纳尔请辨护律师
,

并

发表文章支持道纳尔
。

一个多月以后
,

道纳尔被宣判无罪释放
。

道纳尔事件进一步动员了广大

妇女投身于 自助活动
,

短短几年里
,

自助小组
、

妇科免费医务所
、

妇女保健中心等女性主义志愿

保健服务机构
,

遍布全国主要城市
、

地 区和许多社 区
。

对很多妇女来说
,

自助是个革命概念
:

妇

女抛开了医生的控制
,

有了对 自己身体的主权
。

而第一次 自我检查的经历
,

则
“

有点象一个瞎子

第一次看见东西
” , “
只消 5 分钟左右

,

你就会打破对医生的神秘感
’ ,
⑦

。

妇女健康运动的积极分子
,

并不仅仅进行 自我妇科检查
.

她们创办的妇女保健机构还治疗

常见妇科疾病
,

传授避孕方法
,

提供廉价的接生
、

堕胎服务
。

自助活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向妇女

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
,

她们还办起了除保健机构外的符合自己心愿的其它机构
,

如
.

妇女避难

所
、

托儿所
、

强奸预防中心等各种面向妇女的服务机构
,

满足妇女需要
,

缓解妇女痛苦
。

许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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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仅募集私人捐款
,

还 申请各级政府拨款
,

到 80 年代已发展成美国社会体制中不可缺少的

组成部分
。

女性主义 自助保健性活动的 目标
,

是打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

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建立一

种新型的
、

平等的
、

民主的人际关系
。

随着妇女健康运动创立的妇女医务所和保健中心在全国

铺开并逐步体制化
.

美国妇女
,

尤其是下层妇女的妇科保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
。

与此

同时
,

医学界也在服务态度和方式上有所改善
,

这就缓和了美国妇女与男性垄断的医学界之间

的尖锐矛盾
。

妇女健康运动积极分子的活动
,

也由自发的
、

临时的
、

流动的转化为制度健全的日

常工作
。

到 80 年代中叶
,

这项社会运动已趋向平缓
,

运动中培养的妇女保健队伍
、

创立的妇女

保健机构
、

和出版的妇女保健书籍
,

则成为今日美国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为维护美国妇

女权益发挥着重要作用
。

妇女健康运动的成果及对我们的启示

当代女性主义的重要概念— 社会性别 ( ge dn er )表明
:

从理论上区分生物性别 ( se x) 和社

会性别是可能的
,

生物性别指婴儿出生后从解剖学角度来证实的男性或女性
,

社会性别则是社

会文化形成的男女有别的期望
、

特点
,

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体现
;
社会性别是男女之间的社会

关系
,

这种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关系
; 男女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无所不在

,

最明

显的是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

今日美国妇女健康运动积极分子
,

运用社会性别概念
,

着重揭露美

国社会中对女病人和妇科研究的忽视
,

剖析医疗卫生领域中男女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

同时开展

各项活动
,

争取州及联邦政府对妇女健康的拨款
。

比如
,

作为妇女健康积极分子的代表
,

女众议

员帕特
·

希罗德 ( P at cS hr oe ds r )
,

不久前提出一项议案并获通过
:

凡是由联邦政府赞助的研究

项 目必须包括妇女
,

并且应拨专款进行妇女健康研究
.

在妇女健康运动的冲击下
,

医学界也逐步向妇女开放
,

至 1 9 9 2 年
,

全美国医科大学女学生

占了 3 6%
,

美国妇产科大学女生也从 19 7 8 年的 7写
,

上升到 20 %
.

但是
,

健康运动积极分子清

醒地看到
:

改变医学界的性别比例
,

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变化
,

关键要改造医学界传统的男性中

心价值体系和一个以牟利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医疗制度
,

她们的斗争尚未结束
。 ⑧

产生于经济发达国家的妇女健康运动对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妇女有什么启示呢 ?

1
.

运用社会性别概念
,

可以清醒地看到我们周围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现象
。

小到财力有限的

家庭中保证谁的营养
,

谁上学
,

大到国家资源往哪儿投放
,

无不反映出男女在资源占有与分配

上的不平等
。

受传统文化影响
,

我们往往把女性无权利占有对自身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
,

当成
“
东方女性

”
忍让

、

牺牲的美德来赞扬
.

在当今体制转型期强调妇女素质时
,

我们恐怕应着重考

虑
,

如何改变一代又一代妇女被剥夺发展机会的社会现象
。

2
.

美国妇女的 自助保健活动
,

反映出她们的群体意识和 自觉参与改变 自身命运的斗争风

貌
,

这对于正在失去大锅饭保护机制的中国妇女来说
,

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榜样
。 “
要创造人类的

幸福
,

全靠我们自己
。 ”

3
.

从自助活动到争取政府拨款及立法的各项活动
,

是美国妇女在她们的国情中寻找到的

有效参与途径
。

在转型期妇女问题大量涌现的今天
,

我们也需要广泛发动妇女大众
,

寻找解决

各类问题的多种途径
.

4
.

美国妇女对资本主义医疗制度种种弊端的批判值得我们深思
。

在我国医疗制度改革中
,

我们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

避免把西方社会 已证明行之有害的东西
,

作为我们的楷模去盲目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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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要防止把西方妇女不懈追求欲要建立的
,

而在我国社会主义医疗制度中已经建立起的有益

的东西轻易抛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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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开展
“
锦香杯

”
妇女问题建议大奖赛

为配合《妇女权益保障法 》的贯彻实施
,

迎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95 年在京召开
,

研究探讨市场经济与妇

女解放这一时代课题
,

山东省于 1 9 9 3 年 9 月至 1 9 9 4 年 3月在全省开展了
“
锦香杯

”

妇女间题建议大奖赛
。

这

项活动由山东省委宜传部
、

省妇联
、

山东社会科学院
、

大众 日报社
、

省广播电视厅联合举办
。

该赛组委会发出

联合《通知 》
,

号召全省 18 岁以上男女城乡公民积极参赛
,

针对现阶段走向市场经济中的一切妇女间题
,

包括

妇女就业
、

妇女受教育
、

妇女社会参与
、

生育保健
、

妇女社会保障
、

妇女犯罪
、

婚姻家庭
、

妇女工作等方面
,

出谋

划策
,

提出建议
。

青岛等 8 个市地也分别发出开展大奖赛活动的通知
。

开展这项活动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

一
、

理论研究工作必须要密切联系实际
,

贴近现实
,

在实际工作的推动中
,

得到生存和发展
。

开展
“
锦香

杯
”

妇女间题建议大奖赛这类活动
,

是有助于妇女理论研究植根于当代现实生活
。

妇女间题建议大奖赛是一

次全社会关心妇女进步发展
,

促进男女平等的群众性活动
,

是一次大型社会调研活动
,

通过对来稿进行分析整

理
,

就能看出当前走向市场经济中
,

妇女的热点间题
.

二
、

妇女理论研究要紧密结合社会宜传
,

使研究成果尽快发挥社会效益
。

妇女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用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科学地指导妇女运动实践
。 “

锦香杯
”
妇女间题建议大奖赛这一活动有省及十六个市地报纸

、

电视台参与报道
,

有助于发动全社会关注妇女投身改革
,

参与发展
,

使各界人士
,

特别是理论工作者的有关市

场经济中妇女间题的对策研究成果
,

通过新闻媒介很快地传播开来
,

影响和指导现实生活
。

还有利于其对策

研究成果进入领导决策
。

三
、

妇女理论研究要走经济搭台
,

文化唱戏
,

借水行舟的路子
。

设
“

锦香
”

杯
,

由山东省滨州锦香实业总公

司赞助
。

四
、

妇女理论研究工作也有一个扩大影响
,

提高社会知名度的间题
。

当代社会任何工作都应具有开放的

社会工作体系
,

妇女理论研究工作也应如此
。

山东省妇联妇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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