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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当代国外中国女性研究的发展概况　　在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中，“中国学”是一个兴起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比较年轻的学科。
它与起源于欧洲的早期传统汉学不同，所从事的研究并不仅限于哲学、语言学、文学、史学等人文学
科，而是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政治和经济、社会和文化、科学和技术⋯⋯总之，中国的一切均纳为
其研究对象，它的研究也因此而涉及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并日益显现
出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特点。
　　中国妇女问题是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内容之一。
这不仅是由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妇女的地位和文化曾表现出明显的独特性，从而引起众多国
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和好奇，也因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的状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自近代以来，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它与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中国的女性问题以及国外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研究不仅反映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
历史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扩大。
　　伴随国外中国学整体的命运起伏，冷战时期，国外对于中国女性的研究也曾经历过一个十分困难
的发展阶段。
当时的研究者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难以亲自接触他们的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资源的极度匮乏。
冷战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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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的21世纪，让中国更多地了解世界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已经成为学术界的
一项重要任务。
对国外正在蓬勃发展的中国学研究进行研究，为我们更好地做到这一点提供了工具。
    中国妇女问题是国外中国学的研究内容之一。
这不仅是由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妇女的地位和文化曾表现出明显的独特性，从而引起众多国
外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和好奇，也因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妇女的状况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因此，中国的女性问题以及国外对于中国女性问题的研究不仅反映了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
历史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扩大。
    本书旨在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认识国外的中国学研究——即从性别研究的视角看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历
史发展和现状。
尽管整体看来，目前女性研究在整个国外中国学中仍处于边缘地位，但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国外中国
女性研究的学术地位在不断提高，它的研究成果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承认，已经成为国外中国学中一个
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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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掀开了中华历史的新篇章
。
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妇女，在年轻的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又以极大的热情投
入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实现着自身的解放。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即面临着来自西方世界的巨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
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实施孤立和封锁政策，限制乃至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和中国学术界与西方的正常交往受到极大的限制。
一些外国学者受到西方官方意志的影响，在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佩戴着政治的透镜，妨碍了他们正
确、客观地认识和研究新中国；更多的学者则被剥夺了如实了解中国的权利。
　　应该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十余年里，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曾保持着十分友好的
关系，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中国学界也更加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尽管很少涉及中国女性问题）。
及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研究也受到了影响，许多研究带有浓重的政治斗争的
色彩，甚至在性质上也发生了改变。
　　这一时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面临的客观困难主要表现为：　　（1）研究资料贫乏。
当时，中国学家能够看到的只是极少数中国官方报纸、公开出版物和通过秘密途径找到的政府文件，
其内容无非是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情况，即使是中国大陆的地区或地方报纸，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难得的
稀罕之物，而英美等国主要传媒关于中国的报道则是他们的重要资料来源。
　　（2）基本上没有在中国大陆从事实地研究的机会。
长期困扰着国外中国学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无法亲身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
从20世纪50年代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前，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到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于是对来自我国
台湾和香港地区移民的访谈便成为中国学家们“实地”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众多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
生则只得“到台湾去学习语言，到香港去做博士论文”。
在此期间虽然也有一些人有幸到中国旅行，但均如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中国学家普遍强烈地感到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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