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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得知晨阳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作为她的导师，感到由衷高兴。
　　回想当年她入学时，就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在全年级里，年龄最小，但考试分数最高，而且，
清秀、开朗、谦虚、淳朴。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勤奋有加，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术的价值，选择了女性与媒介研究领域。
该领域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但由于本土积累甚少，尤其是可资借鉴的实证研究成果极其缺乏，因此
，难度很高。
令人欣喜的是，晨阳不畏艰苦，勇于攀登，不负众望地、出色地达成了预期目标。
　　在我看来，这部佳作的突出优点有：　　一、实证——如上所说，中国大陆的女性与媒介研究起
步很晚，实证研究尤其匮乏。
针对这一缺憾，晨阳博士刻苦地学习并有效地应用了实证研究方法，而且，从研究的需要出发，在本
书中，将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适当结合，采用了文献分析、内容分析、文本分析、深度访谈、个案研
究等多种具体方法，从而，使整个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获得了可靠保障。
　　二、全面——通常认为，研究的切入点宜小不宜大，实际上，“小”研究固然有利于向纵深发展
，但容易产生“见木不见林”的问题；而“大”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把握全局，通观整体，“见木又
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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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社会性别理论的视角，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媒介市场化与大众文化世俗化背景下，以国家话语
、商业力量、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力量、传统性别意识形态等多种力量的博弈、协商、组合为线索，
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大众传媒中的性别话语表达状况进行了一次系统性、立体化考察。
内容涉及报纸、杂志、电影、电视剧、网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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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晨阳：女，复旦大学传播学博士(2003-2006)，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讲师。
研究领域包括媒介与性别研究、受众研究及媒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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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性别”是英文“gender一词的中文译名。
有人主张把“gender”翻译成“性别”，有人主张翻译成“社会性别”。
女性主义研究中的两个概念——“sex”和“gender”在英文中可都翻译成“性别”，后者则多用于指
词语语法上的性别属性。
但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这两个词被赋予新的含义而作为对比使用：sex指男女之间生理上的差异
，这不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点。
后者指由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所造成的社会性别差异，是女性主义研究的重点。
鉴于此，本书采用“社会性别”之译名，以更好地突出和区分这一理论与传统观念对“性别”的认识
的不同，以及其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特殊意义。
　　“社会性别”概念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一概念的源泉之一是《第二性》一书的作者西蒙娜·波伏娃等早期女权主义者在向性别差异本能（
先天）论挑战时，对造成性别不平等、置女人于从属地位的男权社会构造进行的质疑。
她们通过对欧美和非洲一些地区进行的人类文化学考察，论证了男女性别的分工和差异是由社会文化
建构的，是在男性处于优越位置的社会建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虽然波伏娃没有直接使用这一用语（她用法语写作），但她的“女人是被塑造的”著名观点成了其后
女性主义性别概念的核心思想源泉。
最先在社会学领域中对性别进行研究的是安·奥克利。
她在1972年发表的著作《性别、社会性别与社会》中，首先对“sex”和“gender”作出划分，认为性
别（sex）是生物性、生理性的，而社会性别（gender）是文化性的，所以，性别分工并不是由男女生
物学上的差别决定的自然体，而是社会有意造成的性别不对等的社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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