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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内容概要

在“女性”和“主义”之间设置问号，是因为在中国，女性主义始终是一个被质疑的概念。本书将“
女性主义”置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人群，在它产生的历史源头、发展过程中展示它的歧异性和多
元品质。本书还特别收录了来自（女性主义最发达的）美国、（与中国同属东方文化并且深受中国妇
女解放影响的）日本和中国妇女的现身说法，为全面认识“女性主义”提供生动、感性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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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作者简介

李小江,女，教授，是中国（大陆）妇女学学科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在研究生期间主修西欧文学专业
。其间，以绝大多数时间研习欧洲哲学和各国历史；并在此期间转向妇女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她在妇女研究领域进行全方位的拓荒工作；在理论探索的同时从事学科建设，组织课题，普及教育
，建立相关的学术机构，集结科研队伍，主办学术会议等，成就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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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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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精彩短评

1、李小江的问题在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大于性别的立场。她应该去做中国政府关于妇女问题的发言人
。
2、全书旨在阐释在中国女权主义是不适用的，中国叫妇女解放运动，阶级斗争顺带把被压迫的妇女
解放了。
3、这本书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来自李对女权主义身份认同的困惑和追问。即使作为中国当代妇女研
究奠基人之一，她仍在书的结语中表示，自己并非一个“女权主义者”。但她也表示，无需纠结于命
名，认同本来就是自由的选择。不论认同或不认同，女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却是可为众人所共享。所有
主义都同此理。
4、在大学路的晓风淘到的，近两年读过比较好的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类书籍之一。
5、很好的女性主义入门读物，以访谈形式展开得很自然，而且特别容易读，虽然我因为当做地铁读
物上班不再需要通勤以后就搁置很久才全部读完。特别适合我这种对女性主义很感兴趣的社会学小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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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精彩书评

1、1 李小江说：“我的‘抵制’（笔者按：指女权主义），其实并不针对女权/性主义，而是针对与
之而来的文化霸权和企图放之四海的一元化趋势。”她总结道归结起来有两个原因：一是“我们的‘
解放’曾经更多的受惠于社会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已经在中国“扎
根”，作为外来品的女性主义要进入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可
能不伴随着相应的文化冲突，甚至是政治冲突”。（P282-283）换句话说，李小江之所以对放之四海
而皆准的“女权/性主义”，事实上并非是从女权主义究竟是否是一种普遍性的真理这个学理性立场出
发的，而是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即我们“受惠于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存在的
事实。2 我的确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具有中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和特色，正如李小江而言：“中国的妇
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而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承认这一特殊性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
到这一事实：中国的妇女在表面上得到了解放而在更深入的层次上是一种政治虚设的假象。原因就在
于中国现代妇女的解放是从来都是被纳入到革命政治的轨道运行的。由于缺乏西方那样妇女运动的大
背景，（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同根但却“相煎”太急而被遮蔽掉）。事实上这种
革命带来的解放，就性别而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作为女性的妇女，这其实是一个疑问。为什
么呢？因为李小江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几千年的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封建文化传统虽然在中国五四的
文化运动和中国的政治革命运动当中遭到了巨大的打击，但男权意识却在以一种集体潜意识的暗流存
在于解放之后的各种生活当中。另外，李小江是前设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正当性，因
此妇女已经解放的事实更多是从政治意义上也就是作为反封建反帝的意义上来加以肯定的，而并非从
妇女本身，即作为女性的妇女这意义上来肯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的大部分妇女虽然具有了自
己的工作，但事实上妇女的工作并非从“人”的意义上更不是从“女性”的意义的馈赠，而是作为纳
入到国家劳动力的体系的馈赠（从而被纳入到经济建设的体系中）。这恰恰是中国最具有特色的国情
。中国的社会趋势是否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路向即便不是一个不辨的事实，也至少还存在“左
”和右的争议。问题就在于李小江已经前设了这样的前提，即中国的社会发展的确是沿着马克思主义
和社会主义的路向走的，由此才具有它的中国特殊的国情。但这一与政治意识形态几乎一摸一样的思
路却放在了对学术的研讨上，正如李自己而言，“必须回到生存的基点上去”，而不能只“听党的话
，用阶级分析看问题”。但她显然没有意识到，她太马克思了，太社会主义了。她批判王政她们照搬
西方的女权主义而流于概念化，但她对中国政治现实的理解恰恰是概念化的。3 所以按李小江的理解
，中国的特殊国情并非从以男权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变上来理解，而是从前设的政治立场来理
解，以此区分西方的“女权主义”和中国的“妇女解放”。本来这一区分的确具有对不同历史的理解
。但就整个中国政治和经济的的走向究竟是中国特殊国情的还是走到了与西方一致的的线路上，谁也
不敢触动这个敏感的政治石头。所以李小江也许在说，我们不要去碰这个东西，我就做一些具体的工
作就行了。但实际上从上面她的立场来看，无论她以政府发言人的立场发话也好（P10），还是以纯
学术的姿态而不触及政治的问题也好（P272），实际上都在立场上显示了她的政治性。不谈政治就是
一种政治立场。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对妇女或者性别问题的研究不可能是非政治的，因为性别的问
题从来都是被纳入到政治革命当中来进行的。你怎么可能做一个纯学术的立场呢？李小江的矛盾在于
她一方面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来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以区分西方女权主义的命名（正如前面所言，这
个立场绝非纯学术的，而是典型的政治的），另一方面却强调学术的研究不能有政治立场。殊不知她
自己已经在帮政治的“忙”了，这也正是王政批判她“与国家结盟”的缘故。因为并非你受惠于国家
你就得从政治立场界定这种特殊性。况且界定应该是从文化上而言而不是从政治上而言。换句话说，
中国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具有政治上的特殊性，但是此种特殊性必须放在对政治本身的考察的
基础上来进行，而不是学术的前设。实际上这是性别政治立场和国家政治立场的问题，而纯粹的客观
立场又不可能存在。换句换说，学术立场定然是政治立场，要么是性别政治立场，要么是国家政治立
场。就学术而言，究竟是性别立场还是国家立场，这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国内的环境下，不大
可能当成一种学术问题来看待。因此李小江才容不得学术上的讨论和争议，首先前设了这样一个政治
背景的前提，即政治背景决定了你的立场。如果还是以政治的特殊性来界定学术，而不是以文化上的
特殊性作为界眼点的话，那么与政治结盟就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与政治结盟的前提下，学术的自由
又从何而来？4 李小江说：“马克思的‘全世界劳动者联合’和‘为全人类解放’，与女权主义的‘
妇女团结’和‘妇女解放’相比，对于我的生活和工作，不仅更理想，而且更实际”。（《身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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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境》P10）这一立论实际上是从更高的、更理想的层面上，即从“人类”的本质层面上来“召唤”
的。也就是说，妇女的解放不仅仅是作为性别的解放，它首先应该是作为“人”的解放而进行的。因
此，妇女解放运动也就纳入到了对人的处境的现代化反思的轨道上来。但在实际的学术操作中，李小
江显然并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区分她的中国妇女研究和西方女权主义研究的不同。正如前面所说，她
是设定了政治前提，从意识形态的切入来阐述这种“界定“的。5 李小江自己所言，她对马克思的解
读是和主流、政治化语的解读并不一样，是“反马克思”的。李小江显然在凸显她的学术立场，我们
如果把她这一对马克思的理解称作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但在对界定西方女权主义和中国妇女运动的
时候，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她的理由却并非是学术或者文化意义上的，而是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界
定。她以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给予中国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正当化，然后强调这个特殊
的国情和政治背景。（但中国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事实上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一个问
题）却以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来切入自己的研究。这本身就是一件矛盾的事情。究竟是以学术的视角
还是以国家政治的视角界定西方“女权主义”呢？显然，李小江已经没有说明白这个问题。6 李小江
说：“严格的说，”因此从这一信息也许同样可以看出王政和李小江在对待女权主义上的不同态度。
王政可以说原先也是身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中身为女人的生活体验”而自豪，但她从生活的细节
意识到了传统男权中心主义其实正是以隐蔽的心理潜流在文化当中起作用。（《女》P209）李小江没
有这样的体验，她的体验是宏大的，是政治话语带来的“男女平等”。中国的政治革命的确在某一个
政治和权力的层面上带来了妇女解放——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女权主义的界定才具有意义。但
在政治生活的深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妇女解放都仅仅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宣传和空洞的符号。如果从
马克思“人”的本质上而言，妇女的解放更是任重而道远。此种政治式的“启蒙”正是从本质的意义
上蒙蔽掉了妇女的自觉意识。与“现实社会中的妇女认同”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对现实的过高估计，因
为妇女的女性自觉意识正是在被政治宣传和口号，以及政治利益中遭绑架的。因此李小江也才有“中
国的妇女解放不是女权主义而是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这一结论，问题倒不在于这是不是
结果，而是在什么层面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也许批判李小江的学者也正是从这个层面上来剥离
政治，才能让女性自觉意识觉醒具备可能性，而不被宪法当中“男女平等”有法律的规定却无实质上
的意义所蒙蔽。第一要剥离文化心理上的蒙蔽，第二要剥离政治上的蒙蔽。这正是启蒙的继续。不过
在这一点上，我并不知道王政反对启蒙的理由何在？7 但我上面的论述很有可能都是一个片段甚至曲
解式的理解。因为从学术的专业素养而言，这些矛盾对于李小江而言，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如“女性主体、群体意识及其淡薄”、“这个社会赐给我们一个‘男
女平等’，却让我们丢失了自己”之类的解读。（《奇》P16-17）而按照康正果的解读，李读女权主
义的界定完全不是从国家政治立场上来进行的，这正是我的困惑之一。我抓住她在《女性？主义》序
言中的文字不放，难道这仅仅是一篇基于出版需要的策略性宣言？或者刻印强调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
义的理想性而并非“政治化”？但《女》通篇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强调界定的必要性的确让我感到立
场上的政治性特质。8 谈论政治与国内外妇女、性别研究者的处境有关。我倒不认为李小江政府发言
人姿态是她的投机取巧的有意为之，而只是在对政治的认识上，兴许只是作为一个学者本身对政治理
解的幼稚。9 以上观点仅属观念之争，就个人而言，我觉得李小江所做的，她个人的才华和激情，以
及献身于妇女研究事业的信念，都让我觉得敬佩。尤其在成立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她没要一分钱
，没要编制，没要一个办公室。这正是学术界真正需要的精神和热情。——读李小江《女性？主义》
及《身“临”奇境》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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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

章节试读

1、《女性？主义》的笔记-第167页

        当求知欲不能满足时，你就会开始觉的这个世界太小，就会想挣脱家庭传统的控制。

2、《女性？主义》的笔记-第160页

        有两种现实，一是表面上的美满，二是有种说不出来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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