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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 

 
 
 

社会性别与历史 
Gender and History 

 
授课时间 ：2007年 7月 30日-8月 9日 
  
主持：王政、陈雁 
 
课程简介： 
本课程为开阔学员学术视野而设置。在国际学界社会性别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

析范畴，以新的角度和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本课程摘选海内外史学界对

社会性别史的重要学术讨论，以及中国社会性别史研究的部分学术成果，力图使学员对这

个新兴学术领域在海内外的发展状况有一初步了解。 
 
本课程重在对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探讨，强调对知识生产，包括历史研究的具体历史和

学术背景的关注，提倡以分析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历史知识，包括我们正在生产的历史知

识。把知识生产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和特定的权力关系中去考察，是各个学科

背景的学者需要的分析方法。我们希望学员通过对以社会性别为分析框架的历史研究成果

的探讨，能掌握剖析现存知识体系和开拓新的知识领域的一些新的方法和角度，并增添对

自己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位置的自觉意识。 
 
本课程将结合视觉材料讨论历史知识生产，特设《记录片与历史》专题。 
 
阅读要求： 
本课程以阅读讨论为主，授课为辅。我们在与社会性别史相关的理论探讨和具体学术成果

的“沧海”中仅选取“一粟”供各位品尝。每篇入选文章或每本著述绝非“权威经典”，

却都对学术的探讨和发展有自己独到的贡献。我们希望借助这些著述中提出的问题来展开

有益的学术讨论，所以，认真阅读大纲中列出的文章，尤其是必读篇目是参加这门课程的

必要条件。希望学员立即开始阅读，并在课前将阅读中的问题随时发给主讲老师，以便讲

课老师有的放矢地准备与学员讨论在阅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今年四月我们已经将部分阅读书目和材料发给大家。在这个大纲中，我们进一步把阅读书

目分成必读和参考两种。参考阅读材料一般是为必读材料提供背景性知识或关联性讨论，

阅读参考性材料有助于我们对必读材料的深入理解。必读材料将在课堂上集中讨论，有些

专题的必读材料将要求写出短评。 
 
写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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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程要求每位学员撰写三篇短评，每篇在千字左右。建议学员在课前阅读准备时就写出

初稿，上课讨论加深理解后再作修改。三篇短评要求在８月底前完成。请就下述日期的必

读材料撰写三篇文章： 
一、7月 30日： 
琼·斯科特，“社会性别：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范畴” 
琼·斯科特，“经验的证据” 
凯瑟琳·肯宁，“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女权主义历史：关于话语和体验的历史化” 
要求：理出每篇阅读材料（或专著）的主要论点，理论框架和方法，并指出作者们各有哪

些不同观点？ 
 
二、8月 5日： 
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析” 
高云翔，“‘健美’在国难时期传入中国：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 
要求：分析两位作者的理论框架，方法，论点，以及各篇的长短处。 
 
三、8月 7日： 
须藤瑞代：“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 
“李慧英”，“刘伯红”，“艾晓明”访谈文字稿 
要求：借鉴须藤瑞代的分析方法，分析李慧英、刘伯红、艾晓明这三位 21世纪中国的女权
主义者对“女权”的界定，考察它们与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女权”概念的异同，分析这些
异同的历史含义。 
 
上课时间： 
上午    8：00－11：30 
下午    14：00－17：00（部分下午会安排专题讲座或放映纪录片） 
 
课程安排： 
 
7月 30日   从妇女史到社会性别史 
必读篇目： 琼·斯科特（Joan W. Scott）：“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

（Gender: A Useful Category of Historical Analysis），原载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1, no. 5 (1986): 1053-75. 

琼·斯科特：“经验的证据”（ The Evidence of Experience），原载 Critical 
Inquiry 17, no. 4 (1991): 773-97 

凯瑟琳·肯宁（Kathleen Canning）：“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女权主义历史：关
于话语和体验的历史化” （Feminist History after the Linguistic Turn: 
Historicizing Discourse and Experience），原载 Signs 19, no. 2 (1994): 368-
404 

参考读物： 琼·凯利（Joan Kelly）：“妇女有过文艺复兴吗？”（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原载 Becoming Visible: 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 ed. 
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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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克（Gisela Bock）：“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 （Women’s History and 
Gender History: Aspects of an International Debate），原载 Gender & History 
1, no.1 (Spring 1989): 7-30 

惠特尼（Susan B. Whitney）：“透过社会性别的棱镜看历史”（History 
through the Lens of Gender），原载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11, no. 1 
(Spring 1999): 193-202. 

林·亨特（Lynn Hunt）：“社会性别的挑战：解构范畴与重构社会性别史的
叙述”（The Challenge of Gender: Deconstruction of Categories and 
Re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s in Gender History），原载 Geschlechergeschichte 
und Allgemeine Geschichte, ed. Hans Medick and Anne-Charlott Trepp 
(Göttingen: Wallstein Verlag, 1998). 

 
7月 31日   社会性别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含义 
必读篇目：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高彦颐：“把‘传统’翻译成‘现代’：女界钟与中国现代性”，《百年中国

女权思潮研究》，王政、陈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参考读物： 贺萧：“20世纪中国领域的妇女研究”，《中国学术》2004年 3/4 （总第

19/20）合辑，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2005年。 
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清史研

究》2000年第 4期，第 65-76页。 
 
８月１日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性别史－范例分析 
必读篇目： 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4年 
参考读物： 王政：“美国女性主义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新角度”，《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

介》，鲍晓兰主编，三联书店，1995年。 
 
８月２日    妇女史在中国的发展（天津师范大学 杜芳琴教授主讲） 
必读篇目： 杜芳琴、蔡一平：“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杜芳琴《中国社会

性别的历史文化寻踪》，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 
郭松义、高世瑜、商传、赵世瑜、定宜庄、李伯重、李小江：“历史、史学与

性别”，《历史研究》2002年第 6期，142-159页 
参考读物： 刘文明：“‘新妇女史’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 1

期，79-87页。 
叶汉明：“妇女、性别及其他：近廿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

及其发展前景”，《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 13期，107-124页 
 
８月３日    男性历史（密西根大学历史系  张颖主讲） 
必读篇目： Toby Ditz：“新男性史与性别权力关系的缺失”（The New Men’s History and 

the Peculiar Absence of Gendered Power: Some Remedies from Early American 
Gender History），原载 Gender & History 16, no. 1 (April 200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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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Hearn：“从霸权性男性特质到男人的霸权”（From Hegemonic 
Masculinity to the Hegemony of Men），原载 Feminist Theory 5, no. 1 (2004): 
49-72. 

Gail Bederman：“用‘种族’和‘文明’重造‘男人’”（Remaking 
Manhood through Race and “Civilization”）， 原载Manliness & Civilization: A 
Cultural History of Gender and R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17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Chapter 1. 

  
８月４日    休息 
 
８月５日    上午：身体史 
必读篇目： 凯瑟琳·肯宁（Kathleen Canning）：“身体作为方法？对社会性别史中身体的

位置的思考”（The Body as Method? Reflections on the Place of the Body in 
Gender History），原载 Gender & History 11, no. 3 (1999): 499-513 

杨念群：“从科学话语到国家控制：对女子缠足由美变丑历史进程的多元分

析”，《北京档案史料》2001年第４期。 
高云翔：“‘健美’在国难时期传入中国：女权主义与民族主义”

（Nationalist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on Jianmei (Robust Beauty) during 
China’s ‘National Crisis’ in the 1930s），原载 Gender & History 18, no. 3 
(2006): 546-73. 

参考读物：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新星出版社，2006
年。 

 
下午：纪录片与历史：《流年》(思考纪录片与口述历史的关系) 

 
８月６日  上午：口述史方法 
必读篇目： 贺萧：“记忆的社会性别：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妇女”（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Chinese Women and the 1950s），原载 Signs 28, no. 1 (2002): 
43-70. 

王政：“陆礼华：校长”，“黄定慧：职业革命者”，《中国启蒙时期的女

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9年 

参考读物： 鲍晓兰：“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意义、方法和思考”，《赋历史研究

以社会性别》，蔡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编，1999年。原载《山西师大学

报》2000年第 1期，第 102-108页。 
韩起澜（Emily Honig）：“罢工生活：口述史和记忆的政治”（Striking Lives: 

Oral History and the Politics of Memory），《赋历史研究以社会性别》，蔡

一平、王政、杜芳琴主编，1999年。原载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9, no. 
1 (Spring 1997): 139-57. 

 
下午：纪录片与历史（中山大学中文系艾晓明教授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吕新雨

教授主持） 
 
８月７日    上午：对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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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读篇目： 须藤瑞代：“近代中国的女权概念”，载《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王政、
陈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全球女权主义个案访谈项目：“李慧英”，“刘伯红”，“艾晓明”访谈文字

稿。 
钟雪萍：“谁是女权主义者”（Who Is a Feminist? Understanding the 

Ambivalence towards Shanghai Baby, ‘Body Writing’ and Feminism in Post-
Women’s Liberation China），原载 Gender & History 18, no. 3 (2006): 635-60 

王政：“‘国家女权主义’？社会性别与毛泽东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形

成”（“State Feminism”? Gender and Socialist State Formation in Maoist 
China），原载 Feminist Studies 31, no. 3 (Fall 2005): 519-51. 

参考读物： 王政、高彦颐、刘禾：“从《女界钟》到‘男界钟’：男性主体，国族主义与

现代性”，《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王政、陈雁主编，复旦大学出版

社，2005年 
高彦颐、王政：《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序言》（Introduction: Translating 

Feminisms in China），原载 Gender & History 18, no. 3 (2006): 463-71. 
 

下午：纪录片与历史（艾晓明与吕新雨主持） 
 
８月８日   台湾史学研究（台湾大学历史系林维红教授主讲，授课主题与阅读篇目暂缺） 
 
８月９日   台湾妇女学（林维红主讲）  

  
课程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