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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是由致力于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的学者和高校教师于2006年自
发成立的学术性民间非营利组织。
成立之后，推出适用于当今中国大陆高校妇女／社会性别学课程教学的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就一直是该
网络的工作重点，这不仅是为了满足广大师生对中国大陆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更是为
了提炼和突显一种妇女的知识和本土的知识，在主流学术界发出妇女的声音，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发
出中国的声音。
19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95世妇会以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日益成为中国大陆学者的关注点，并
逐渐进入学科建设的层面。
近几年来，出版的诸多有关著述不仅包括妇女／社会性别学概论，还出现在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
、政治学、文学／文化研究、伦理学、哲学、心理学、法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中，女性社会学
、妇女史学、女性主义文学／文化研究等正在不断形成和展现自己的妇女+本土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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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恩施土家族女性是在现代化的浪潮中进入人们视野的。
她们心仪现代，却又难割传统；既追逐外面世界的精彩，却又挚爱土家本土的质朴；既向往现代大都
市的繁荣，却又斩不断大山的牵绊。
在传统与现代、舶来与本土、都市与乡土的交缠中，演绎着婚姻深刻而生动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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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旦萍，女，湖北恩施人。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密西根大学一复旦大学社会性别学博士班
毕业。
现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女性主义哲学、女性人类学研究。
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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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土家族女性婚姻变迁的现代化背景第二节恩施土家族的现代化进程所谓现代化，就是自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表现为在工业化及其所创造的现代
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下，人类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虽然世界各国家、各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条件、道路和时间各不相同，但现代化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世
界性的发展潮流，并将在未来的很长时期内保持着它的强劲吸引力。
 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对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近代以前一直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
由于封建主义的极度成熟和完善，当欧美等国的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走上现代化之道的时候
，中国的封建主义仍能以顽强的韧性维持着它的生命力。
从此，中国被世界现代化浪潮抛落出场，成为现代化的边缘者和追赶者，沦为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
型”国家。
与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一样，中国是在强大的外力逼迫下选择现代化的。
由于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异常艰难曲折。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恩施土家族也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恩施土家族地区的现代化与我国其他民族地区的现代化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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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的。
研究土家族女性，基于两种情结：一是女性情结。
作为一名女性学者，我怀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对于女性话题有着情感和理论的关切。
二是土家情结。
我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族人，在土家族独特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涵育陶冶下，我长大成人并走出了土家族
。
从山乡走出来的人，总会把故乡藏存于心中最纯洁美丽之隅，离开越远越久，怀揣的乡土情思越浓郁
。
书写自己的家乡，我心仪已久。
“土家族”和“女性”在我身上的重合，无形地驱使我去识读这个特殊的群体。
而这种重合也给了我难得的便利，因为我的研究对象中还包括我自己，我曾经是她们中的一员，有着
和她们同样的境遇和诉求。
这一经历使我能够用她们最熟悉的语言和她们交流，用她们最喜欢的方式和她们沟通。
我们相互间感受亲切，交换体验，在读懂她们的同时，我找到了我的“影子”，我潜意识里习惯性地
将自己置换于她们中的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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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土家族女性婚姻变迁:以埃山村为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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