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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 

 
 

 

性别、文化与生命的政治 

Gender, Culture, and Biopolitics 
 

授课时间：2008年 7月 9日—7月 19日 

 

主持：刘禾、吕新雨 

 

课程简介： 

本课程在学员已经掌握的性别知识的基础上，将进一步加深大家对性别的跨学科研究方

面的了解。由于各学科之间交叉的“问题意识”通常是理论发明的起点，本课程重点介绍当

代女性主义学者在这方面的学术成果和杰出贡献，其中涉及的学科有文学、哲学、历史学、

科学史、进化论生物学，以及生态研究。 

当代科学和学术研究发展的总趋势进一步证明，福柯最早提出的“生命的政治”在现代

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生命的政治不可能不是性别的政治，因此，女性主义

学者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十分明显的和主要的。本课程在介绍这一类研究的代表作的同时，也

选择阅读少量的文学作品，让大家习惯用一种更为复杂的和丰富的文学眼光，去观察和判断

性别、社会、理论和人生。 

 

上课时间：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00（部分下午会安排专题讲座、纪录片、或其它视听材料） 

 

写作要求: 

本课程要求学员撰写两篇短评，每篇规定千字左右。我们建议学员在进行阅读时起草文章初

稿，在上课讨论中加深理解的同时不断加以后修改。两篇短评要求在七月底完成。请考虑在

7月 12日、14日、19日的阅读材料中选择，以完成这两篇短评。 

 

课程安排： 

7月 9日 性别思考的历史困境 

Virginia Woolf, Three Guineas (三枚旧金币),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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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0日 面对暴力的景观 

Susan Sontag (苏珊·桑塔格),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关于他人的痛苦), Chapters 1-3, 5 

 

7月 11日 什么是生命的政治？——福柯从未写过《性史》 

Michel Foucault (福柯), History of Sexuality (性经验史), volume 1.  

Selections:  

Part four “Deployment of Sexuality” and Part five “Right of Death and Power over Life” 

 

7月 12日 “客观知识”的性别属性——科学是不是意识形态？ 

Evelyn Fox Keller and Helen E. Longino, eds., Feminism and Science.  

Selections:  

Evelyn Fox Keller,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ding Cultural Norms 

into Natural Law” (进化论中的语言与意识形态：将文化规范解读为自然法则), pp. 154-172 

Donna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情境知识：女权主义中的科学问题与局部视角的特权), pp. 249-263 

Ruth Hubbard, “Human Nature” (自然人性), in Vandana Shiva (范达娜·席瓦) and Ingunn Moser, 

eds, Biopolitics: A Feminist and Ecological Reader on Biotechnology 

 

7月 13日 文学如何诠释生命的性别意义？——重读鲁迅 

鲁迅：《造人术》，《补天》，《祝福》 

刘禾：《鲁迅与生命科学》 

 

7月 14日 从“东亚病夫”到“卫生话语”——近代史的新解 

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病态的身体——林华的医学绘画》，见杨念群主编《新史学》第

一卷。 

罗芙芸（Ruth Rogaski）：《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第四章，第五

章，第八章 

 

7月 15日 休息 

 

7月 16日 女性面对战争机器 

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选篇： 

李木兰（Louise Edwards）：《战争对现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的影响：“危机女性”的问题》，

pp. 220-226 

游鉴明：《受益者抑被害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台湾女性（1937-1945）》，pp. 202-219. 

刘禾《文本、批评、民族国家文学》，见《语际书写》（上海三联），pp. 18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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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7日 女性与生命的尊严 

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选篇： 

赵兰亮：《谁剥夺了“我们”买寿险的权利？》，pp. 364-384 

贺萧（Gail Hershatter）：《生育的故事：1950年代中国农村接生员》，pp. 301-327 

 

7月 18日 女性主义认识论？ 

Sandra Har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 Thinking from Women’s Lives 

Selections:  

“Feminism Confronts the Sciences” (女权主义遇上科学), pp. 19-50; 

“What is Feminist Epistemology?” (什么是女权主义认识论), pp.105-137. 

 

7月 19日 生态女性主义—如何面对全球资本和生物工程的挑战 

Vandana Shiva and Ingunn Moser, eds., Biopolitics: A Feminist and Ecological Reader on 

Biotechnology 

Selections:  

Vandana Shiva, “Bio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生物技

术发展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Henk Hobbelink, “Bio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of Agriculture” (生物技术与农业的未来); 

Vandana Shiva, “Beyond Reductionism” (超越还原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