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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密西根大学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 

 
 
 

社会性别与社会 
Gender and Society 

 
授课时间 ：2007年 8月 11日-8月 21日 
 
主持：Judith Stacey（judith.stacey@nyu.edu）冯芃芃  龙彦 
 
课程简介： 
我们特邀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社会学家、纽约大学朱迪斯·斯泰西（Judith Stacey）教授为
本课主讲教授。课程将主要介绍美国社会学界女权主义学术的发展和当前的一些学术探

讨。我们还邀请了云南社会科学院的赵捷研究员，中央党校的李慧英教授，上海社会科学

院的徐安琪研究员就她们的研究和行动开设专题讲座——这将有助于学员思考西方社会发

展的女权主义学术理念与中国女权主义学术与行动的关系。 
 
作业要求： 
本课程要求每位学员完成三篇短评。 
学员可以从 7个主题中选择 3个主题，基于对每个主题文献的阅读和思考、讨论，分别撰
写一篇短评；也可以通过对同一作者不同时期发表的文章进行阅读和分析，讨论如何应对

女权主义研究所面对的挑战。 
由于今年夏天课程内容活动比较多，时间安排紧张，请学员务必提前做阅读准备。 
建议学员在课前阅读准备时写出初稿，上课讨论加深理解后再作修改。 
短评要求：每篇在千字左右。写作内容可以包括： 

1） 对作者的观点、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等进行分析和评价； 
2） 文章中的相关讨论对当前中国的女权主义研究或社会性别研究有何启示； 
3） 文章涉及的女权主义研究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各种关注焦点、矛盾意见、质疑和反
思。 

4） 哪些阅读材料对思考中国女权主义学术和社会实践方面的问题有帮助？ 
 
全部三篇文章必须保存为 doc文件，在 2007年 9月 15日前发送至 umfud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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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安排： 
I.  西方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研究 （Western Feminism and Gender Studies） 
8月11日 社会性别与父权制是普遍存在吗？（Are Gender and Patriarchy Univers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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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 
Sherry Ortner,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Feminist Studies 1, no. 2 (1972); 

reprinted in Ortner, Making Gender: The Politics and Erotics of Culture (Beacon Press, 
1996). （“女性之于男性有如自然之于文化吗？”，载《女权主义研究》第1卷第2
期，重印于《制造社会性别：文化的政治与情欲》） 

Deniz Kandiyoti,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Gender & Society 2, no. 3 (1988). （“与父权制
博弈”，载《社会性别与社会》第2卷第3期) 

 
8月12日  透过社会性别来看社会与知识（A Gender lens on society & knowledge） 
阅读材料： 
Judith Stacey, “Toward a Theory of Family and Revolution: Reflections on the Chinese Case,” 

Social Problems 26, no. 5 (June 1979). （“寻找关于家庭与革命的新理论：关于中国案
例的分析”，载《社会问题》第26卷第5期）  

Judith Stacey and Barrie Thorne, “The Missing Feminist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al 
Problems 32, no. 4 (April 1985). （“社会学中女权主义革命的缺席”，载《社会问
题》第32卷第4期） 

 
8月12日下午 
赵捷讲座：社会性别与发展项目在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与对抗 
 
II.  西方妇女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 Western women and feminist 
theory） 
8月13日 批判性的交叉立场（Critical Intersections ) 
阅读材料： 
Maxine Baca Zinn and Bonnie Thornton Dill, “Theorizing Difference from Multiracial 

Feminism,” Feminist Studies 22, no. 2 (1996). （“多种族女权主义视角的差异理论”，
载《女权主义研究》第22卷第2期） 

Oyeronke Oyewumi, “Family Bonds/Conceptual Binds: African Notes on Feminist 
Epistemologies,” Signs 25, no. 4 (2000). （“家庭的联结/ 概念的约束：女性主义认识
论的非洲笔记”，载《符号》第 25卷第 4期） 

 
8月13日下午 
赵捷讲座：社会性别理论/知识/方法：全球化/本土化背景下的学习、建构和应用 
 
8月14日 男人与男性气质研究（Studying Men and Masculinities) 
阅读材料： 
R.W. Connell, “Masculinities and Globalization,” Men & Masculinities 1, no. 1 (1999). （“男性

气质与全球化”，载《男人与男性气质》第1卷第1期） 
Cynthia Enloe, “Wielding Masculinity inside Abu Ghraib: Making Feminist Sense of an American 

Military Scandal,” Asian Journal of Women’s Studies 10, no. 3 (2004). （“在阿布格莱布
运用男性气质：美国军事丑闻的女性主义解读”，载《亚洲妇女学学刊》第10卷第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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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Stacey, “Gay Parenthood and the Decline of Paternity as We Knew It,” Sexualities 9, no.1 
(2006): 27-55. （“男同性恋的养育身份与已知父亲身份的衰落”，载《性》第9卷第
1期） 

 
8月14日下午 
李慧英讲座：（题目待定） 
 
8月15日 性存在（Sexualities) 
阅读材料： 
Julia O’Connell Davidson, “The Sex Tourist, The Expatriot, His Ex-Wife, and Her ‘Other’:  The 

Politics of Loss, Difference and Desire,” Sexualities 4, no. 1 (2001). （“性旅客、流亡海
外的人、他的前妻、她的‘他者’：关于丧失、不同和愿望的政治”，载《性》第4
卷第1期） 

Judith Stacey and Timothy J. Biblarz, “(How) Does the Sexual Orientation of Parents Matt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6, no. 2 (April 2001): 159-83. （“父母的性取向有（如
何）影响？”，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66卷第2期）. 

 
8月16日  休息 
 
8月17日 
阅读材料： 
Louisa Schein, “Gender and Internal Orientalism in China,” Modern China 23, no. 1 (1997): 69-

98. （“社会性别和中国内部的东方主义”，载《现代中国》第23卷第1期。有中文
版，待复印） 

Eileen Rose Walsh, “From Nü Guo to Nü’er Guo: Negotiating Desire in the Land of the Mosuo,” 
Modern China 31, no. 4 (2005). （“从女国到女儿国：摩梭土地上的欲望协商”，载
《现代中国》第31卷第4期） 

John Nguyet Erni and Anthony J. Spires, “Glossy Subjects: G&L Magazine and ‘Tonghzi’ 
Cultural Visibility in Taiwan,” Sexualities 4, no. 1 (2001): 25-49. （“光鲜的主体：台湾
《热爱》杂志与同性恋文化的可见性”，载《性》第 4卷第 1期） 

 
III.  酷儿理论和新社会性别政治（Queer Theory and New Gender Politics ） 
8月18日 
阅读材料： 
Arlene Stein and Ken Plummer, “I Can’t Even Think Straight: Queer Theory and the Missing 

Sexual Revolution in Sociology,” Sociological Theory 12, no. 2 (1994). （“我甚至不能
像异性恋那样思考：酷儿理论和社会学中性革命的缺席”，载《社会学理论》第12
卷第2期。已有中文版，见李银河《酷儿理论》，待复印） 

Suzanne J. Kessler, “The Medic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Case Management of Intersexed 
Infants,” Signs 16, no. 3 (1990). （“性别的医学建构：中性婴儿的病例管理”，载
《符号》第16卷第3期） 

Kristen Schilt, “Just One of the Guys? How Transmen Make Gender Visible at Work,” Gender & 
Society, 20, no. 4 (2006): 465-90. （“仅仅是男人中的一个吗？变性人如何在工作中显
现社会性别”，载《社会性别与社会》第2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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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全球化与社会性别劳动分工（Globalization and the Gendered Division of Labor） 
8月19日 
蓝佩嘉（Pei-chia Lan，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讲座 
阅读材料： 
Rachel Salazar Parreñas, “Migrant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Gender & Society, 14, no. 4 (2000). （“菲律宾籍女性移民家务佣工与再生产
劳动的国际分工”，载《社会性别与社会》第 14卷第 4期） 

Pei-chia Lan, “Maid or Madam? Filipina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 Gender & Society, 17, no. 2 (2003). （“女佣还是夫人？菲律宾移民工人和家
务劳动的持续性”，载《社会性别与社会》第 17卷第 2期） 

Amy Hanser, “The Gendered Rice Bowl: The Sexual Politics of Service Work in Urban China,” 
Gender & Society 19, no. 5 (2005). （“社会性别化饭碗：中国城市中服务工作的性别
政治”，载《社会性别与社会》第 19卷第 4期） 

 
V. 重新思考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Rethin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8月20日 
阅读材料： 
Sherry B. Ortner, “So, Is Female to Male as Nature is to Culture?” in Ortner, Making Gender: The 

Politics and Erotics of Culture (Beacon Press, 1996). （“如此说来，女性之于男性有如
自然之于文化吗？”，选自 Ortner, 《制造社会性别：文化的政治与情欲》） 

R.W. Connell & James Messerschmidt, “Hegemonic Masculinit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Gender & Society, 19, no. 6 (2005). （“霸权型男性气质：对概念的再思考”，载《社
会性别与社会》第19卷第6期） 

 
8月21日 
阅读材料： 
Judith Stacey, “Feminism and Sociology in 2005: What Are We Missing?” Social Problems 53, 

no. 4 (Nov 2006): 478-82. （“2005年的女权主义和社会学：我们错过了什么？”，
载《社会问题》第 53卷第 4 期） 

Lynne Segal, “Gender to Queer, and Back Again,” Ch.2 in Why Feminism? (Polity Press, 1999), 
38-77. （“社会性别：走向酷儿，又再度回归”，《为什么需要女权主义？》第二
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