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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的中国妇女史研究一开始是配合反封建运动展开的，学者们通过妇女在历史上屈辱生活的
描写、通过妇女反抗性别歧视斗争的叙述，激励女性积极参加到社会革命中，谋求人身的解放。
当两性对立退居社会矛盾的从属地位时，妇女史渐渐变得更具学术色彩，人们往往采用一种世界历史
的普通模式讲述妇女社会地位的沉浮，从而丰富历史知识。
这里向读者诸君介绍的王小健博士的《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是一部颇具文化科学意趣的
妇女史，作者之所以选择了这样的学术取向，出于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考虑：新中国建立以后妇女社
会地位已发生举世瞩目的提高，然而在当前的改革中又出现新的问题，使她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是就业困难，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没有多少人愿意接纳一个正处于产假和育婴期
中的女性来做自己的员工，于是妇女对男性的依附因素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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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性别有两层含义，一层是生物学的，它关心的是人类体质上的差异，因而是生理学的研究对象；
另一层是社会学的，它关心的是社会赋予男人和女人的行为模式，在我国把它概括为“男女有别”，
我想知道的是中国古代的男女有别都表现在哪些方面，又是如何形成的，进而探询男尊女卑的社会根
源。
西方性别理论用“社会性别”表示两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因此性别分析实际是一种文化解构，
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等结构性因素构成的社会机制如何架构、统摄了中国古代两性的生存方式
以及人们的性别观念。
这种研究需要一种能够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学科手段与方法，这正是文化史学的长项。
文化史学是以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弄清现象由哪些因素综合而成，以及这些因素在综合体中分别发
挥什么作用，在分析现象形成的相互依存条件时发现它们的结构形式。
现象分解的最终目的是发现历史文化的通则、原理或规律，从而服务于社会。
我国古代两性关系的表现形式——男女有别，正是文化史学可以把握的具有稳定性、齐一性的文化现
象，如《国语·鲁语上》所云：“男女之别，国之大节也，不可无也。
”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使是今天，我们仍可感受到传统性别结构以改
头换面的形式对两性关系的影响。
这就需要我们对历史上的两性关系作整体考察，政治、经济、宗教、哲学、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文
学艺术、思想观念在两性关系上无不有所体现和反映，这些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关联的方式就是性别
结构运作的一般原理。
因此，本书采取的是一种结构分析的方法，它是一种可以进行实际操作的方法，而不是一种意义广泛
的哲学方法论。
　　在分析中我利用了大量文化人类学的材料，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如下考虑。
我们知道，在社会科学中，与历史学亲缘最近的就是人类学和社会学，因此近些年来将文化人类学引
入中国古代史研究渐成风气，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方便进行文化比较，正像台湾学者韦政通所言：“人
类学像一面巨大的镜子，使各个不同的文化在镜子面前照出自己的原形，不再执迷在各自传统的神话
和狭隘的观念中。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古代史特别是上古史的学科限制。
上古史研究的一个局限是史料不足，也正因为如此才有所谓二重证据法，可是考古资料常常也是不完
全的，要靠人去解释，这是上古史研究歧义颇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利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很有必要的。
由于缺乏详细的文字记载，我国上古时期两性生活是什么样子已经很难考证。
要把问题搞清楚，很显然仅凭二重证据法是有困难的。
为此我读了许多文化人类学的记述和理论著作，特别使我兴奋的是原始部族（姑且这样称呼）的两性
关系常常是这些著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此我也认识到，性别问题是个世界性的普遍话题，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存在规范两性关系的性别制
度，跨越时空、种族、民族、阶级，并和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
每个社会的性别制度尽管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性别不平等却是大多数文化的共同特征，这就需要
将中国性别问题的研究置于这个背景之下。
近现代的土著部族虽然不能说是原始社会的遗留，但其社会规模较小，社会分工不发达，社会组织简
单，两性的社会性差异简单易见。
恰当地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启发对中国古代两性关系的认识，如两性的劳动分
化、宗教分化、政治分化等问题都有赖于对简单社会性别分化的分析，此其一；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
视和思考既有的许多理论，如摩尔根的母系社会就是母权社会的理论，以及知母不知父、感生神话、
女神崇拜、女巫的社会地位等问题，此其二；可以帮助我们依靠旧史料研究出新成果，进一步发现并
解释很多现象，如妇女三从、杀女婴、妇女的商品化趋势、女祸现象、母子情结等等，此其三。
虽然我在书中采用了大量异族材料，但我并不认为中国上古时期的文化与这些民族是一样的，利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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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材料只是为了便于分析。
　　关于书名的问题也需要作个说明。
目前的这个书名是我再三考虑后定下的，题目比较大。
我之所以把书名定为中国古代而不是先秦时期，是因为我论证的内容虽然以先秦为主，但也涉及先秦
以后，而这部分内容又是先秦所范围不了的，所以我把书名范围在中国古代而不是先秦时期。
　　本书是用文化学研究妇女史以及历史上的性别结构，进而探讨妇女社会地位的一次尝试。
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总结过去，也是为了发现作用于性别关系的社会机制。
我力求把性别研究从学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使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成为可操作
的应用性理论。
历史上曾经影响过两性行为的因素，有些已经消失了，有些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遗留下来，有些则原封
不动地延续到今天，我在绪论中以“妇女发展的现状”开篇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我希望本书的分析有助于在协调两性关系的工作中使人们更加自觉、更加理性。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

作者简介

王小健，1970年生，辽宁省大连市人，1991年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94年吉林大学古籍所中国
古代史专业硕士毕业，2007年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大连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妇女史、中国文化史。
在《吉林大学学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

书籍目录

序言自序绪论第一章　摩尔根母系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妇女史研究的影响以及反思　第一节　群婚制
的理论依据——类分式亲属称谓　第二节　“知母不知父”及其相关问题　第三节　母系与母权第二
章　劳动生产中的性别分化　第一节　劳动中的两性分工　第二节　两性分工与两种生产第三章　公
共关系领域的性别分化　第一节　宗教活动中的两性区分　第二节　男性团体对妇女的排斥第四章　
三从——婚姻家庭中的两性关系原则　第一节　三从——妇女的人身权归属　第二节　聘娶婚——妇
女人身权的转移方式　第三节　丈夫对妻子的人身权　第四节　丈夫家庭对妻子的人身权　第五节　
妇女人身权与其他方面　第六节　婚姻的社会意义第五章　性别角色的社会化　第一节　教育与性别
角色　第二节　从礼仪看两性关系　第三节　礼——性别的社会规范　第四节　性别角色内化与母子
情结第六章　性别观念与性别哲学　第一节　《周易》——中国古代的性别哲学　第二节　《周易》
的性别哲学与《圣经》“上帝造人”之比较　第三节　两性形象、“女祸论”与妇女的商品化趋势结
语参考文献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摩尔根母系社会理论及其对我国妇女史研究的影响以及反思　　第一节　群婚制的理论
依据——类分式亲属称谓　　在这一节中我要详细讨论摩尔根对原始民族亲属称谓的解释，这看来与
性别没有关系，但这是他构建群婚、母系理论的基础，因此不得不拿出较大篇幅进行分析。
他认为亲属称谓制是婚姻和家庭形式的直接反映，有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形式就有什么样的亲属称谓与
之相适应。
现实中之所以没有发现他所说的血缘婚和伙婚，是因为亲属称谓的滞后性，而婚姻形式却早发生了变
化。
所以见到一个社会现在的亲属称谓，就可以推断前一阶段的婚姻家庭形式。
因此要真正了解他的婚姻家庭制度演变的理论，必须从摩尔根的有关亲属称谓的意义说起。
亲属称谓是指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所采取的称呼方式，在原始部民中，这些称呼方式往往是根据亲属
所属的范畴或类别来确定的，这种称谓制度被摩尔根称为“类分式称谓”。
促使摩尔根对原始民族的亲属关系发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亲属称谓。
他相信，这些称谓反映了它们最初使用时所指代的婚姻制度，并通过对易洛魁人和夏威夷人的亲属称
谓的研究得出了群婚制曾经存在的结论。
　　一　易洛魁人的亲属称谓　　简单说来，易洛魁人的男子把自己的子女和自己兄弟的子女都称呼
为自己的儿女，而这些孩子也无差别地称他们为父亲。
另一方面，他把自己姐妹的孩子称为外甥或外甥女，他（她）们称他为舅父。
同样，易洛魁人的女子把自己的和自己姐妹的孩子都称呼为自己的子女，而他（她）们都称她们为母
亲。
她们把自己兄弟的子女称为内侄或内侄女，她们则被他（她）们称为姑母。
应用这种称谓制的原始部族很多，这种称谓方式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把亲属分成父方的和母方的，父
方亲属和母方亲属的称谓不同，这种区别往往是与单系继嗣相联系，如该社会为母系，则父方亲属较
母方亲属疏远；如该社会为父系，情况则正相反。
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区分平表和交表，交表较平表为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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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王小健博士遵循了自涂尔干以来人类学家开创的科学传统，希望从中国妇女史上归纳出一些有益
的知识来。
为此，她首先批评了摩尔根的家庭、婚姻理论，这一点在西方人类学上也许已是老生常谈，但在中国
妇女史、婚姻史研究上还有相当的新颖性。
她主要以先秦时代中国妇女生活为范围，分析了曾经影响过两性角色分化和不断社会化的主要因素，
描述了男权社会建立的过程，这些因素包括性别分工，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礼节仪式和主流意识形
态，这些因素在今天有些已被淡化乃至为法律所禁止，有些则还以变相的形式顽固地保留在社会生活
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性别结构的文化学分析》的研究就获得了应用的价值。
——常金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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