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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全面介绍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并展示了生态女性主
义理论在各个领域的渗入与作用。
生态女性主义富有特点鲜明的批判性，它对人与自然以及男性与女性关系中的统治支配模式进行挑战
，同时生态女性主义还富有较强的建构性，它促进新的生态伦理理念和环境道德的建立。
我们认为，介绍与传播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不仅有助于人们增进对世界范围内生态危机的理解，增进
环保意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凸显和传播珍惜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且有助于人们增
进对女性主义运动与理论的了解，认识生态女性主义在生态、环保方面作出的特殊贡献，体现女性主
义在当代世界重大问题上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性别研究，在过去几十年间获得了迅速发展，其影响力几乎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各领域，社会性别研究都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
有一种说法，19世纪人类社会的主题是宗教与理性，20世纪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21世纪的主题便是
社会性别。
我们希望在这个性别凸显的世纪，此书能使人们意识到性别平等与生态保护这两个基本问题是相互关
联、互相促进的。
　　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学，或女性主义生态学，已经活跃多年。
但《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编者认为思考社会性别与生态的关系时，只强调女性主义的视角是不够的
。
《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中，便加入了男性气质的研究视角，这是《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的一大特
色。
编者曾拟命名为“社会性别生态学”，然而，作为一门“学”的提出需要更全面、严谨的框架，而《
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只是一本入门式的书，是一次初步的思考。
正是基于此，《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最后定名为“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意在强调从社会性别的
角度看生态。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社会性别的研究，还是生态的研究，在中国当前都处于起步阶段。
而社会性别与生态的研究，则更为粗浅。
《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是中国学者较早的一部全面、综合讨论社会性别和生态关系的原创著作，因
此难免浮浅。
我们希望该书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促进社会性别与生态相结合的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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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章　性别理论一、性别的表现二、性别的界定三、性别偏见四、性别的形成第二章　女性主
义的社会性别研究一、女性主义思潮二、性别制度——对父权制的探讨与批判三、性别不平等与性别
分层理论第三章　生态项目中的社会性别视角一、基本概念二、生态项目中社会性别视角的缘起三、
社会性别视角中的生态项目四、怎样实现具社会性别视角的生态项目五、结论与思考第四章　环保运
动与生态女性主义一、环保运动与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二、生态女性主义的内涵三、生态女性主义的
观点第五章　第三世界的生态女性主义一、概况与代表人物二、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一般情况
三、第三世界生态女性主义实践第六章　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一、普鲁姆伍德和她
的批判性生态女性主义二、斯普瑞特奈克和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第七章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
国际视野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第八章　生态女性主义伦理文
化一、自然的女性镜像二、生态女性主义的整体自然观三、生态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观四、女性主义
的生态文化模式第九章　男性性别研究与生态保护一、生态女性主义的性角色理论倾向二、男性气质
的多样性理论三、支配／刚性趋势男性气质的改造与生态保护四、男性气质研究对生态保护的贡献第
十章　中国情境中的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一、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推广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
与生态三、生态女性主义对中国的启发四、台湾经验：对一个女性主义生态小组的观察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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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研究　　一、女性主义思潮　　1．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这一理
论流派可以追溯到18-19世纪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从她的著作《女权辩护》可以看出她对理性、
自由、平等的向往和追求。
后来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便接受和发挥了这一思想脉络，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中一系列的
传统和法律，它们束缚了女性的发展。
除此之外，自由女性主义深受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影响，认为女性跟男性一样都是自由平等的人。
其理论根基主要是个人权利、公正和自由的思想，认为只要给女性平等的权利，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
，女性就可以获得与男性同样的发展和地位。
因而，这一理论流派对男权的神圣性提出质疑，主张争取男女的平等权利以及男女平等的竞争机会。
　　她们认为在公平的社会里，如果女性取得了平等的法律权利之后，能否竞争过男子就看女性自己
的努力了。
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要争取的平等权，并不是男女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绝对平等，也不
是要求社会照顾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而是主张公平竞争的平等，因此，她们是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
上来争取平等权的。
同时她们认识到，女性之所以显得能力不足，是因为她们没有得到与男性相同的受教育机会，所以，
她们特别关注那些拒绝女性受教育的法律和制度，主张纠正这些不公平，并以法律为武器争取女性权
利和男女平等。
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考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在不同阶段提出的修改法律的要求来看这一流派的
发展。
首先，她们主张废除性别歧视的法律；其次，她们主张中性法律，要求在法律的制定上不分性别，对
男女同样适用，不能因为性别而给予区别对待；再次，她们主张制定反歧视法律，用法律的力量规定
不得有性别歧视；还有，她们主张用法律加速性别平等的实现，就这样，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通过法律
一步步地走向男女平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从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出发，认识到是教育方面的不平等造成了两性的社会差异
，因而，她们关注的焦点是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公平的竞争机会，她们的目的是把这些平等的权利诉诸
于法律。
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取得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种种不足。
首先表现在她们对造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和文化根源认识不深刻，她们仅仅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内
部作教育和法律上的改革和斗争，并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父权社会的灵魂，因而，不会
获得女性的根本解放。
其次，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平等是以男性为标准的平等，忽略了社会的性别角色差异，忽略了
两性的生理差异，忽略了女性品质所特有的价值，因而，这种忽略男女差异的平等仍然超越不了男权
统治的樊篱。
　　2．激进主义女性主义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其主要理论建树是父权制
理论。
她们认为，父权制度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而父权制度的主要支柱“性政治”，它揭示了父权文化如
何规范性别角色和如何使女性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这一理论指出，在父权社会中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主要是生理上的压迫，男人在肉体上征服女性是历史
上最基本的压迫形式，生育又造成女性身体虚弱，使其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依赖男人。
因此，女性解放需要进行生物学革命，用现代科学技术使女性摆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最根本的不平等
。
同时，也只有消除这种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生理差异，使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不再有意义，才能从
根本上消除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性别歧视。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在分析了父权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之后，开始谴责男性的生理状态，把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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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女性的倾向看作是与生俱来的，并把男性当作敌人来排斥，同时指出，女人的主要敌人是男人而
不是体制，为此，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欲以“阴阳同体”来取代男女两性。
她们的理论包括两个取向：一是排除性别区别，构建“阴阳同体”文化。
二是不与男性发生关系，采取性别分离主义，这为女性同性恋者找到了最好的理论依据。
为了彻底摆脱男性本位观。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提出了女性本位观，即不应该从女性自身上寻找受压迫的原因，这样把女性生理或
心理视为问题的根源，将会加重社会上轻视或怨恨女性的文化形象。
因此，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肯定女性的本质，赞美女性的特征，强调女性生理上固有的力量以及与生理
有关的创造力，并把女性的生理与心理视为女性解放的力量源泉。
所以，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致力于创造女性空间和女性文化，指出社会正义应当赋予女性特征以文化价
值。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解释社会现实，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理论。
其中对女性解放的思考已经超越了男女平等这一简单要求，并提出了女性之所以受剥削，是因为性别
差异，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消除性别差异这一途径。
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又是本质主义的，它仅仅从生理差异出发，从生物学角度分析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并把各个文化中的女性都看作被动的受害者、被压迫者，把男人当作压迫者和敌人来对待，把与男
人分离作为自我解放的策略，很明显，这并非是实现女性解放的良策。
同时，由于激进主义女陛主义过分关注性别差异的生理因素，缺乏对女性受压迫现象得以产生的社会
历史根源的滦刻分析，忽略了对女性受压迫的社会、历史、经济层面的分析和批判，因而，难以寻求
到实现女性解放的根本出路。
　　3．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流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
它在理论观点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影响，融合了二者的合理成分，并
力求弥补它们的某些缺陷。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把女性看作是一个阶级，试图用“异化”的概念来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并认为
使女性摆脱受压迫的道路就是克服女性的异化和消除劳动的性别分工，让女性接近更光彩、更有声望
的职业，从事监督和管理工作。
同时，把家务劳动变成公共生产，使家务劳动朝着社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作为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
。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单一的反资本主义或反性别压迫都无法实现女性解放和两性平等，因而，除了要
改变经济基础外，还必须借文化活动来发展特殊的女性意识，改变整个社会的关系结构。
为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双系统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父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两套社会关系，代表两组不同的利益，当它们相互交错重叠
时，女性所受的压迫就更为严重。
因此，要认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必须把父权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种因素都考虑进去。
正是在此基础上，米切尔提出了“非物质的父权社会分析+物质的资本主义分析”这一双系统理论框
架。
其中，非物质的父权社会是指父权意识对女性的精神迫，物质的资本主义是指资本主义模式对女性的
经济压迫。
所以，女性的受压迫根源来自父权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两个领域。
由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得出，女性的地位是由生产、生育、性行为和儿童的社会化这四个因素所
构成，如果女性想取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就要在这四个方面进行变革，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推翻
资本主义社会，用精神分析在意识形态上颠覆父权社会。
所以，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奋斗目标是消灭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改造的主要目标是取消公私领域的
区分，其次是“生育自由”，即赋予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选择权，这些努力必将使社会出现结构性的
重建和改组。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社会两个领域进行批判，并提出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
义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受压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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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美中不足的是，她们没有说明用什么来取代父权社会，由此对父权社会进行有效的战。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真的取代了资本主义，却没有出现她们所想的结局，社会主义国家的女性
在公共领域的地位和经济权利仍然是十分有限的。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并非是一个完美的理论流派，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它也
必须被完善和发展，形成新的理论流派。
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化，女性主义流派也出现分化和重组的局
面，女性主义的理论研究呈现出一派多元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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