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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样的前提下，作者针对当下的性别研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思路：
应该将性别问题的内外边界打通，以分析具体语境中的具体的男性／女性的关系的方式来关注和回应
外部世界的大问题；或者说，以关注和回应外部世界的大问题作为一种必须的起点来推进内部的男性
／女性关系的研究。
由此，中国性别研究才能获得新的生长空间。

书中具体论述多方面的展开，正是这一总体思路的体现。
作者没有停留于强调中国的性别文化、性别问题在历史和现实方面具有自身特点，而是在此基础上更
进一步，将其置于“空间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场域进行深入探询。
支撑这一研究思路的，是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对“性别”做出整体观照的理论自觉。

其次，作者以“文化政治”为核心构建了新的思考框架，为“性别”介入文学、文学介入现实，提供
了一条蕴含生机与活力的可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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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丽敏，江苏无锡人，1971年生，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文科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兼中文系常务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文化研究、传播媒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已出版专著《想象现代性》《激流中的呐喊》，参撰著作有《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女性文学教程
》等五部，在《文学评论》等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多篇被《中国社科文摘》《新华文摘》《中国现代
当代文学研究》等转载。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1902—1932）”，上海市曙光
项目“妇女解放与1949—1966年的社会主义文学／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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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性别”：在“文化政治”的视野中(序)／乔以钢
导论：性别、语境与差异政治
第一章 如何性别 怎样问题
 第一节 差异性、历史语境与空间政治——关于中国性别研究的格局问题
 第二节 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妇女解放——“性别”在中国如何成为问题
 第三节 女性主义：本土化及其维度——关于中国性别研究的参照系问题
第二章 性别：作为文学分析的范畴
 第一节
文化政治视野中的“妇女／女性文学”概念——以20世纪早期的“妇女／女性文学史”为中心
 第二节 突围。
渗透：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边界问题
 第三节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书写格局的反思
第三章 文学中的身体、政治与性别
　第一节 劳动：妇女解放及其限度——以赵树理小说为个案
 第二节 身体、历史与想象的政治——作为文学事件的“1950年代妓女改造”
　第三节 “中产阶级”、“怀旧”政治与女性身份认同——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女性想象
第四章 作为美学／策略的女性叙事
 第一节 叙事立场：个人言说VS底层／阶级代言——女性叙事研究之一”
 第二节 “参差对照”：作为一种性别政治的叙事策略——女性叙事研究之二”
 第三节 城市／酒吧／公寓：性别视野中的空间政治——女性叙事研究之三”
附 录：
“性别化”张爱玲：一种文化政治的解读——以《浮出历史的地表》为个案
　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性别研究
参考文献
从“女性文学”到“性别政治”(后记)——一种回顾或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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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差异性、历史语境与空间政治——关于中国性别研究的格局问题 　　作为性别研究的基
本前提，如何理解与设置性别问题，显然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不仅涉及到如何评价西方女性主义在全球的旅行和扩张过程，而且同时也关涉
到在后发现代性国家语境中，女性主义可以扮演的角色、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可以利用的资源等。
当女性主义以其对人类社会／文化的深刻洞察／批判而越来越被看作是当代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源
的时候，如何进一步清理性别问题的内涵与边界，将不仅对女性主义自身的走向产生影响，更为重要
的是，将对全球化语境下构建人类合理的生存形态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差异性：讨论性别问题的基本原则 　　何谓性别问题？
对于当代中国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来说，这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早在1989年，中国性别研究的代表者之一孟悦、戴锦华曾经清楚地表述了她们对于性别问题的理解：
作为这个父系历史上被压迫的性别群体，作为这个历史上唯一无权参加改朝换代的统治斗争的群体，
女性是陷入统 治被统治二项对立的整个人类命运的一个自始至终的见证者。
女性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关系问题或男女权利平等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和所有解释
。
① 　　她们认为，由于女性群体充当了验证人类“统治被统治二项对立”的“自始至终的见证者”，
这就使得性别问题成为“唯一”穿越人类社会各种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形态的现象之一，具有一种政
治／权力意义上的普遍性。
因而研究性别问题，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就是批判和颠覆旧有历史阐释模式，重塑男性／女性之
间的性政治关系。
这无疑是放在古今中外的性别研究都能接受、都能操作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考模式。
 　　应该说，两位论者的观点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性别研究界对于性别问题
的基本看法。
事实上，肇始于1980年代并在1990年代蔚为大观的性别研究，大多沿着这样的普遍性思路前行，形成
了一套颇具有操作性的研究范式：为了验证人类历史对于女性群体的整体压抑，女性主义者们往往会
强调性别问题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各种具体阶段／形态中存在的普遍性，甚至主动把它从其它问题
（如阶级问题、种族问题等）中分离出来，并凌驾于其上，使得性别问题无形中被塑造为人类社会历
史阶段／形态中最为严重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也因为强调女性群体始终处在“统治被统治二项对立”的“被统治”的地位上，女性主义者们会更多
强调在性政治的层面上进人性别问题，也会局限在男性／女性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内来处理性别问题，
由此形成两种把握性别问题的进路：一方面从现有的各种学科背景出发，批判、颠覆社会生活及文化
的方方面面中潜藏的男权中心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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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为我们提供了富于启示性的思考。
其思考问题和提出问题的理路以及所取得的扎实成果，对当前文学文化领域的性别研究具有建设性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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