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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学的内容与目标

王　政

(美国密西根大学妇女学中心, 美国密西根, 48109-1290)

摘　要:妇女学不是把妇女看作问题, 而是以妇女成为主体向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提出问题时

产生的。妇女学的核心理论是社会性别。分析研究各个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中社会性别制度的变

迁, 社会性别话语的变化, 社会性别等级制同阶级、 种族、 族裔等的交叉关系, 社会性别同政治、

经济、 文化的关系, 特定社会性别制度对男女的规范, 性文化的变迁, 妇女在各个领域的活动经历

等等, 是妇女学的主要内容。妇女学的目标是以新的认识论认识人类社会, 并在此基础上参与改造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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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and Aims of Women' s Studies

WANG Zheng

(Center for Women' s Studies, Michigan University, Michigan, USA,48109-1290)

Abstract:Women' s studies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over thirty years in the world.Women' s studies in-
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curricular have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many countries.The central

concept of women' s studies is gender.Women' s studies examines the change of gender systems and gender

discours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times and dif ferent cultures;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gender, class, race and

ethnic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the construction of femininity and

masculinity;sexuality;and women' s experiences in all w alks of life.Providing new epistemology, women' s

studies aims at participating in social change.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establishing women'

s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women' s studies;research on women;interdisciplinary;gender system;gender discourse;and

gender

一、 妇女学在国际上的发展状况

妇女学是在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女权运动的高

潮中诞生的。这场运动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有广泛和深

远的影响, 其目的是改变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结

构。许多女大学生、 女研究生和女教授积极投身到这

场运动中, 在社会上反对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当他

们带着对性别歧视的敏感回到课堂上, 发现学校传授

的知识中也充满性别歧视。各门课中基本没有关于妇

女的内容, 比如, 历史课上讲授的全是男性的历史活

动, 如党派政治、 大财团的寡头争霸、 战争外交等,

全然没有妇女的经历 、 经验和声音。于是各个领域的

女教授、 女研究生们开始了清理和重构知识的工作。

历史学者致力于发现妇女的历史活动;文学研究者发

掘妇女的文学创作成果;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等也在

本学科中进行反思、 梳理。女教授们把以妇女为主体

的研究成果带到课堂上, 学生反映非常强烈。在学生

的推动下, 关于妇女的课程越开越多, 一些学校成立

起专门负责妇女学课程设置的妇女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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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学是一个跨学科 、 多学科的学术领域, 而

不只是在某个单独学科中开几门课。在中国, 有的大

学把妇女学的硕士点放在社会学中, 将妇女学理解为

解决妇女问题的学科, 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这样

的做法有失偏颇。妇女学不是把妇女作为问题, 妇女

学是在妇女成为主体对知识体系提出问题时产生的。

妇女作为人类的一半, 他们的生存同各个领域相关,

与妇女有关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方法。如近年来国外

学术界关注较多的家庭暴力问题, 研究者需要探讨其

历史文化背景, 不能只从表面来解读。为什么男性发

泄怒气就可以对女性施暴? 男性对男子气概是怎么理

解的? 法律上对家庭暴力有无规定? 如果没有, 是为

什么? 现在如何改进? 这些问题需要从历史 、 社会、

文化、 心理 、 法律等多学科的角度来考察研究。这类

研究提出了新问题, 采用了新方法, 打破了传统的学

术界限, 产生了新知识。西方学科界限非常严格, 其

弊端是限制了不符合本学科规范的思维的发展和问题

的提出。妇女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多学科、 跨学科的领

域, 在 30多年的发展中, 对西方学术界各个领域有

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成为学术界一支新鲜活泼、 充满

生机的力量。

从经验的层面站在妇女的角度看知识体系, 女

权主义学者早就提出知识是人造的 (英文 man-made

有 “男人造” 含义) , 任何知识都有一个创造和生产

的过程, 此过程充满了权力的运作。哪些人在生产什

么样的知识? 在什么具体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通过

什么具体的途径来生产的? 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和

立场? 这些是女权主义向男性中心知识体系挑战和质

疑过程中经常提出的问题。这样的质疑与后结构主义

不谋而合。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对启蒙以来的

西方人文哲学思想进行反思, 考察其生产过程, 由此

解构窥破了许多神话, 包括不少被声称为 “真理” 的

学术理论。任何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位置上, 都受到

特定文化的制约, 学者的著述不可避免地表述了自己

的思维框架 、 理念、 立场和角度, 任何人都不可能超

脱和完全中立。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往往反映出研究者

本人的社会文化观念, 尤其是与人相关的自然科学,

如生理学等。美国的医学建构过程中就表现出大量社

会性别歧视。如美国 19世纪的著名医生克拉克, 他

的 “能量封闭体系” 理论认为, 女人体内的能量产生

于子宫, 囿守于子宫, 是固定的、 封闭的。如果女人

要用大脑, 能量就会从子宫流向大脑, 就会导致子宫

衰竭, 所以, 女人不适于上大学、 从事脑力的工作。

他的理论将性别歧视披上了自然科学的外衣。他的所

谓 “科学的观点” 提出后, 成为当时反对高等教育向

妇女开放的人的有力依据, 许多人劝阻女性不要上大

学, 要保护子宫健康, 履行母亲的职责。美国一些精

神病研究者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认为生儿育女做贤

妻良母是女人的天性, 搞事业的妇女是精神不正常

的, 必须对这些要事业不要家庭的妇女进行精神病治

疗, 要吃药或关进精神病院。这样的理论在当时被作

为 “科学” 论断来广泛散布。人们今天对这样的言论

会觉得荒谬可笑。其实, 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今天

社会上流传的许多所谓 “科学” 观点, 可以发现许多

类似的情形, 即打着科学性或现代化的幌子来实行对

男女社会角色的规范, 把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自然

化。

妇女学关注社会性别的等级制度是怎样被生产、

被复制的, 并指出消除社会性别等级不是靠一代人的

努力就能解决的, 几乎每一代人都要进行反复的斗

争。知识生产需要一个特殊的斗争过程场所。过去学

术领域中女性的声音被淹没, 有着历史渊源和文化背

景。比如在中国, 许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女人就是

婆婆妈妈的。这种带有贬意的定论是怎么来的? 谁的

经验和经历是有价值的? 谁来决定这个价值? 在大部

分文化中, 历史上女性是边缘群体, 很少有机会参与

知识生产, 或者, 她们所生产的知识被认为是没有价

值的。女权主义在价值观上进行了颠覆, 他们肯定女

性的生产 、 再生产活动, 反对贬低和排斥妇女的经历

和经验, 对这个问题有非常鲜明的立场。

女权主义指出, 所有知识的创造都是有立场的,

包括那些贴着客观、 中立标签的学术著作。女权主义

学者站在边缘群体的立场上看问题, 向男性占统治地

位的知识体系质疑, 其意义不仅仅是在现存的知识中

添加一点妇女的观点, 而是看到了产生于男性中心文

化的知识有偏颇之处。把以占统治地位的男性的历史

记载和经验的表述方式普遍化为人类的知识, 不仅遮

蔽了妇女的历史活动, 也造成了对人类社会认识上的

盲点。妇女学的目的是提出新的认识论, 重新认识人

类社会。

30多年来, 国际上的女权主义学者从事着改造

知识的工作, 其核心理论是社会性别。马克思在分析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发现了剩余价值, 并由此产生了

阶级的概念。这套理论是犀利的, 但并非穷尽了人类

的知识。女权主义学者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但不拘泥于马克思对 19 世纪人类社会的观察结论。

西方学术界许多女权主义者本来是新左派运动中的积

极分子, 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他们借鉴马克思的

阶级分析考察性别压迫的问题, 曾提出过 “性阶级” 、

“性种性制” 的观点。但是他们很快对这样的分析概

念不满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 阶级是在经济生产

活动中产生的, 用 “性阶级” 这样的术语意味着性别

不平等问题必然也是与经济制度相连的。女权主义从

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看到, 私有制取消了, 男女不

平等依然存在, 显然对性别问题还需要在经济制度之

外来考察。

20世纪70年代初, 女权主义学者提出, 在人类

社会, 除了有经济制度、 政治制度, 还有 “性———

社会性别制度” , 也就是对人类的性的活动的组织,

以及把人规范为男性女性的种种社会文化机制。在大

部分的文化中, 社会性别制度表现为男尊女卑的等级

制。妇女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特定的社会文化中具体

的社会性别制度机制, 以及这些机制是如何作用于社

会中的男男女女的。 20世纪 80年代, 女权主义学者

进一步提出, 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

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 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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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社会性别除了通过家庭、 劳动分工、 教育和政治

体制这类社会组织发生作用外, 也与文化象征性符

号、 规范性的概念和人的主体身份形成过程密切相

关。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 西方学术界特别关注人

在文化中、 在各种话语中, 主体身份的建构。女权主

义学者看到各种话语提供的多种主体位置, 人的主体

身份是复杂的, 而不是单一的, 社会性别与其他范畴

(阶级 、 种族、 族裔、 性倾向等等) 经常交叉作用。

对人的多重身份的认识是学术研究深入的结果, 同时

也进一步丰富了妇女学。在以社会性别为核心理论的

妇女学中, 对多种范畴中的人的主体身份的构成, 以

及不同的、 多样化的妇女群体的研究是重要内容。同

时, 社会性别的概念还意味着对妇女的研究实质上是

对性别的社会关系的研究, 女性和男性的构成不是各

自为政, 孤立的, 而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社会文

化在规范什么是 “女人味” 的同时, 也会规范出什么

是 “男子气” 的标准。妇女学者非常关注社会文化中

对男性女性规范的历史变化, 以及在特定社会历史中

这种规范的场所。

社会性别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力。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者 (包括许多男性学者) 用

这个新的分析范畴研究出了大量新的学术成果。以社

会性别为主题的学术刊物在英语世界有不下几百种。

社会性别早已是一个常识性的概念。它同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分析一样, 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人类社

会, 是一个新的分析工具和新的认识角度。妇女学是

讨论社会性别问题和发展社会性别理论的主要机构,

围绕着社会性别理论的教学和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的

实践活动, 使学习妇女学的大批学生增强了分析社会

现象、 破译文化密码的能力。现代传媒有效地制造着

统治性的社会性别和其他话语, 在这样的历史时刻,

增强学生反对文化霸权的能力, 从而能打破社会文化

的束缚, 并参与对等级制社会文化的改造, 妇女学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妇女学是女权主义学者创造出来的, 可称为女

权主义的学术。概括地说, 它是一种观察方式, 它教

我们如何观察人类社会。它又是一种行动方式, 创造

新知识是改造旧知识体系的行动, W 同时, 妇女学

也倡导以新的认识论来参与对社会的改造。妇女学通

过为妇女组织培养骨干, 鼓励学生参与服务于妇女的

活动, 以及各种直接干预各领域决策的研究项目等积

极的行动参与社会变革。女权主义学术也是一种存在

的方式, 它要求学者站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 反对霸

权, 寻求公平、 公正, 但不仅仅是参与外在的社会改

造, 也涉及到对自己的重新审视, 检查男性中心文化

对自己的影响。如果说女权主义学术提倡新的认识

论, 那么女权主义学者就需要有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

方式。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自然而然地具有所谓的 “女

性” 立场, 那是本质主义的假设。我们都生活在男权

文化中, 女性所接受的男权文化价值观念, 要靠自己

来清理。对男权价值观念在自己身上的表现抱有警觉

性, 并在行为上选择与女权主义价值观保持一致, 这

也是妇女学所提倡的

二 、 对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发展的展望

妇女学 、 妇女研究、 女性学、 社会性别学, 这

些词语是否可以替代? 我们先分析每一个词的内涵。

妇女学是以妇女为中心的知识体系, 但并非是

孤立地研究妇女, 而是研究性别的社会关系, “妇女

学” 这个名称不是非常贴切, 所以美国也有的大学里

叫做 “女权主义学” (Feminist Studies) 。

“社会性别学” ( Gender Studies) 的词意强调的是

对社会性别制度、 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建构的研

究。美国的教学机构大多用 “妇女学” , 研究机构多

采用 “社会性别学” , 也有的研究机构叫 “妇女与社

会性别研究所” 。

20世纪80年代中期, 关注当代社会中的妇女问

题成为热门话题, 着眼点在于干预政策, 希望政府能

在决策中关注到与妇女利益相关的问题。由于资源的

局限性, 许多女知识分子把重心放在校园外有资助的

研究项目上, 而较少考虑改造知识体系和教育领域的

问题。同时, 也因为翻译上的不准确, 造成了一些误

解。“妇女学” ( Women' s Studies)我们国内经常也翻

成 “妇女研究” , 国内在做妇女研究项目 (与教学无

关) 的人, 也以为自己就是在做 “妇女学”。同样,

把国外的妇女学翻译成妇女研究, 便以为人家所做的

也就是和我们一样的妇女研究。

在国外, 妇女学 ( Women' s Studies)无一例外地

是高等教育中的教学机构, 是学术领域。当然, 妇女

学的教授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 也都从事研究,

不少妇女学教授也参与与妇女有关的法律政策 、 妇女

发展的研究、 妇女健康的研究、 心理的研究等等与妇

女现实生活和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研究。也有不少妇

女学教授从事文化研究、 历史研究、 从社会性别的角

度对传统知识领域的清理和解构性的研究等等。妇女

学的发展离不开研究, 但研究的成果必须回到课堂

上, 成为新的知识结晶。当然, 这其中许多成果也直

接干预现实生活。这样的妇女学与我国的游离于教学

机构的妇女研究不是一回事。在国外也有大量的不从

事教学的妇女研究机构, 在机构上与妇女学是分开

的, 在学术成果上是沟通的。

作为教学机构和学术领域的妇女学, 在中国的

建立至今仍是初创阶段。虽然在过去的 10多年中,

全国各地高校都有老师自发地、 零星地开设关于妇女

和社会性别的课程或讲座, 但是, 迄今为止, 中国尚

无一所大学将妇女学跨学科的课程开设出来, 除了中

华女子学院在2001年设立了妇女学系, 尚无一所高

校有妇女学教学机构。

妇女学的学科建设不仅要以社会性别分析范畴

为核心, 也应以国内具体的社会文化为分析对象和背

景。在过去20年里, 中国的社会文化现象纷繁复杂。

伴随着妇女问题热, 出现了许多带有 “女” 字的出版

物, 不少人以为这就是女性学, 其实这里面很多是利

用女性来赚钱。很多带有 “女” 字的出版物在复制、

巩固传统的性别观念。如不少所谓的女性心理学著述

仍把社会文化形成的性别差异说成是男女的自然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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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并按刻板的性别模式来说所谓的女性心理特点。

对各种带有 “女” 字的出版物, 我们都需要用社会性

别理论的透视镜来分析一番, 才能决定哪些是可以作

为表现新的现代观念的知识纳入我们妇女学的教学材

料。当然, 妇女学的课堂上也可以用一些有问题的文

本做反面教材, 来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

改革开放后, 社会性别话语出现了 “女性味”

的话语, 也就是对传统的贤妻良母的女性规范的复

归, 不同的是加上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包装。大众传媒

商业广告强力宣传了 10多年, “女性味” 的话语对许

多女性都有影响。毛泽东时期提倡女性进入传统的男

性就业领域, 而在 “女性味” 话语中, 女人要有女人

味, 就得从事 “女性” 职业。现在理工科的女学生就

有压力, 不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女孩子学理工科

有自豪感。现在物理、 数学系的女生往往怕别人不把

自己当女人看, 被说成无 “女性味”, 所以, 更要刻

意表现自己的女性味。

公众领域中出色的女性被称为 “女强人” , 实际

上, 在当今这是一个贬意的词, 暗含着 “非女性味的

女人” 的意思。许多很有成就的女性都害怕被称为

“女强人” 。在报纸上表彰、 报道的巾帼英雄中, 许多

女性在关于事业成功的自述后面, 都要强调我有家

庭, 我也是一个贤惠的妻子, 一个称职的母亲之类的

说明。我们几乎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事业辉煌的男性,

在讲完自己的成就后, 还觉得有必要强调他在家里也

是一个出色的丈夫和父亲。尽管现实生活中女性大量

参与公共领域的工作, 但是在 “女性味” 话语的强势

作用下, 女人又被定义为由她的家庭角色来界定。尽

管在现实生活中, 男性也不同程度地分担了家庭中育

儿与家务的工作, 但是在与 “女性味” 话语相呼应的

“男子气” 话语中, 成功的男人的定义并不包括他的

家庭角色扮演如何。

我们对这种种成问题的社会性别观念尚未从文

化层面和观念层面进行清理、 批判, 反击的力量非常

薄弱。这正说明我们需要尽快建立中国妇女学, 只有

在教育体制中站稳脚根, 在我们的社会体制中有一个

研究讨论社会性别问题的场所, 有一个传播现代社会

性别观念的阵地, 让大多数学生有觉悟, 有分析 、 批

判能力, 让他们走上社会后挑战、 抵制歧视性的陈腐

的观念, 我们的社会才可能实现社会性别公正。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目标主要是培养一种创造

性的、 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对贴着 “真理” 标签的权

威敢于质疑, 敢于提出问题:“谁在说话?” “为谁说

话?” “权力关系是什么?” “背后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当商品经济通过传媒在掌握和控制文化生产, 制造文

化霸权时, 培养学生的分析批判能力, 使其能识破文

化密码, 应该是我们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

可以从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中受惠的不仅是女性,

主流话语通过传媒制造的 “男子气概” 对男性也造成

束缚。如广告中用着新型电脑, 在豪华大办公室中控

制世界的男性形象, 以及电视剧媒体中出入于豪宅和

高级娱乐场所的男性, 现在变成了 “成功的, 有男子

气概的男性” 象征。但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男性是非常

普通的劳动大众, 他们有下岗、 经济来源不足的危

机, 他们不可能做 “性感、 掌控世界” 的 “成功” 男

人。国内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调查显示, 家庭暴力情况

严重。这家企业所在地的妇联每天有妇女来哭诉和求

助。有一个妇女被丈夫打得全身有100多个疤痕。妇

联主任痛心地说, 有的工人只剩下打老婆的本事了。

不少妻子也会用当今社会文化对 “男子气” 的定义去

衡量自己的丈夫, 会对自己低收入或下了岗的丈夫

说:“别的男人赚钱, 你像什么男人? 赚不到钱。” 当

金钱成了 “男子气概” 的重要内容时, 这些低层的男

性就真感到一无所有了, 这时就很可能用惟一残留的

力气使女人来屈服于他, 用力气来体验一下做男人的

“强有力” 的感觉。这些男人是悲哀的, 如果不是文

化压力, 这些男人也不会有如此负重和扭曲的心理。

类似这种文化对人造成的束缚, 很少有人窥破。我相

信, 男性学习社会性别理论也会有一种解放的体验。

妇女学的发展是同具体国情密切相关的。如美

国许多大学有 “多元文化” 公共必修课程, 妇女学是

其中一部分。还有黑人学、 土著美洲人学等, 通过学

习和分析民族、 种族、 性别的等级差异的历史形成,

来关注边缘、 弱势群体, 培养公正 、 公平的基本观

念。美国许多大学要求大学生无论文科或理科都必须

选修几门 “多元文化” 课, 这也是妇女学获得发展的

一个原因。中国没有开设类似的公共课, 相反, 改革

开放以后, 精英学者 、 杂志刊物上宣传的是为了国家

腾飞, 妇女要付出牺牲, 为国家 、 为社会、 为家庭,

女性都要多一些牺牲精神。这样的提法显然同 “以人

为中心的可持续性发展” 的概念相抵触。这也说明我

们开创妇女学的学术环境同西方有很大差别。

目前, 中国的学术界比较缺乏批判意识。而妇

女学这个学科首要条件是要改变思维方式, 不能盲

从, 要学会问 “为什么”。当然, 在中国要做此项工

作难度较大, 因为有 “大一统” 的传统权威观念在束

缚着我们。妇女学研究是一种存在方式, 应最大可能

地调动女性的能动性 、 主体性。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

主, 每个学者如有这种主观能动性, 有这样的目标,

那么, 路就在脚下。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 创建中国妇女学的有利条

件是:第一, 10多年妇女研究的成果, 可以成为知

识结晶进入大学教程;第二, 政府所提倡的男女平等

话语是一直存在的;江泽民总书记在世界妇女大会上

就再次声明:“男女平等是一项基本国策” 。高校创立

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也是落实基本国策, 让社会性别进

入教育主流的体现。大学培养的是以后的决策者, 女

性学教学可以改变未来决策者的头脑, 使未来决策者

早一些走进性别平等的大课堂;第三, 有公正 、 公平

理念的政策作为基础。

总之, 培养21世纪人才体现出以人为本, 以人

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 在这样的大目标中, 妇女学

可以起到推动高等教育发展和变革的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　肖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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