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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性别》

内容概要

专著《媒介与性别：女性魅力、男子气概及媒介性别表达》，是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课题《媒介
性别论：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对性别观念的建构与生产》研究成果，课题组负责人徐艳蕊。本课题在
进行期间，已发表《“劳动妇女”的意识形态——从 50-60年代 <中国妇女 >杂志的发展看新中国妇女
解放思想的传播》（《中国传媒报告》 2014年第 2期）、《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
性与中国形象》（《当代电影》 2013年第 5期）等数篇论文作为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书的主旨，即在于通过对中国当代媒介性别形象的梳理：由劳动妇女形象，到大众文化中的魅力女
性，再到以网络为平台女性的自由表达，以及这种表达对男性气质的建构产生的影响，探析性别观念
和性别生产机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讨论消解性别陈规和建立新的更为平等的性别秩序的可能
。
第一章作为理论梳理和铺垫，概述媒介性别研究在中国大陆的源起和发展；第二章聚焦中国 50、 60年
代，以《中国妇女》杂志为依托，讨论中国劳动妇女形象的特征和意识形态内涵；第三章讨论 90年代
随着大众文化的发展，影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内涵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第四章重点考察网络上的
女性写作 -阅读社群的活动，将女性通俗文本的写作，当作女性对性与性别问题的集中表述，分析网
络写作的通俗女性主义精神对性别观念和等级秩序所带来的冲击；第五章讨论网络女性通俗文本的多
元性别实践，以及这种实践对男性气质和亲密关系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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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性别》

作者简介

徐艳蕊 河南开封人。1996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后考入首都师范
大学，2003年获文艺学硕士学位；2007年获文艺学博士学位，均师从陶东风教授。现为山东大学威海
分校中文系教师，从事女性主义及大众文化的教学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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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性别》

书籍目录

第一章本土媒介性别研究的理论框架和发展脉络
第一节 源起及走向
第二节 东西方语境的历史勾连
第三节 媒介刻板妇女印象的本土性研究
第四节 媒介性别意识形态批评的本土性研究
第二章劳动妇女的意识形态
第一节 劳动妇女的劳动与价值
第二节 劳动妇女的婚恋与家庭
第三节 劳动妇女的身体与母职
第四节 《中国妇女》的沉浮与劳动妇女形象的黯淡
第三章女性魅力与男性资本
第一节 灰姑娘：女性魅力的政治经济学
第二节 资本与爱情：国产言情剧的价值观
第三节 作为镜像的参照：好莱坞电影中的华人女性与中国形象
第四章网络女性写作一阅读社群的在线活动与性别秩序的重构
第一节 网络女性写作一阅读社群的在线活动
第二节 网络女性写作的性别化想象与通俗女性主义
第五章女性在线与流动的男性气质
第一节 跨文化语境中的男性气质
第二节 女性想象对男性气质的改写
结语
附录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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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性别》

精彩短评

1、提供一个新视角，是许多女性文化现象的综述。可以当作高质量的简介来看。
2、作为综述或者介绍来看，很丰富。除第一章外，其他几章可以单独作为小论文发表了。作者对网
文涉猎颇丰啊～
3、通俗易懂，很多例子，读起来没有枯燥感，讲得不算很深
4、更像是论文集，并没有关方法的介绍⋯部分很受启发
5、是看过多少网文。。。真是如数家珍啊
6、作者举的例子很有趣，但是整本书逻辑性略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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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性别》

章节试读

1、《媒介与性别》的笔记-第133页

        性别不是二元化的。没有哪种特质“应该”是男性所有或者女性所有的。
P122 消解性别：女性网络写作中多元文本的出现，搅乱和撕裂了貌似天衣无缝的男/女两性范畴，揭
示出隐藏在“两性”概念背后的裂隙和混沌，迫使我们用一种更精细的方式思考性、性别和性态。·
·· ···BL漫画具有酷儿性质，不单单是因为它描绘了超出常规的情爱，而是因为它“最终拒绝了
任何关于性别森防或性身份的铁板一块的理解”。本土网络女性书写中蕴含的多元性别观念“消解性
别”，“为性别多元化开启可能性”。酷儿理论：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是“天然”的，
而是通过社会和文化过程形成的。它批判性地研究生理的性别决定系统、社会的性别角色和性取向。
（1990年代初）

P133 强制爱故事：在《阿麦从军》的前半段，就像强制爱情故事中所描写的那样，男性气质是一种非
常具有侵略性，控制欲的力量，并对女性特质充满了蔑视和嘲弄。··· ···由于阿麦的精神力量
和武力值同样坚韧，并具有强大的执行力，进行几次交锋之后，这些男性开始表现出了对阿麦的尊重
甚至钦佩。因此在这个故事里，男性力量不再是一种无法抵抗，无法控制的主宰，而是一种可以进行
协商，甚至对抗的对等性因素。
虽然不一定学林南的豁达行为，但必须学超然的态度。（女性该不该接受伴侣的不忠，这个问题太复
杂按下不表）
P110 基于女性的双性同体：《富贵荣华》（晋江，阿豆，2009）中林南（男穿变女），之所以能够在
一夫一妻多妾当中保持超然的态度，得益于其从前世保留的男性气质，甚至是男性的生活经验——前
世他也曾游戏人生，所以根本不会过度迷恋范曾（穿越后的丈夫）。而林南的女性竞争者们，则固守
自己的女性角色，耗尽生命也无法解脱。
··· ···因为在林南眼里，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不是她的衷心爱侣，而是“彼此羁绊不深，不太
干涉对方私生活的那种情人”。
P91 清醒：《贵妃起居注》这个故事比较有意思的地方时，稳重主人公徐循最后战胜绝望和恐惧，好
好活下去的原因，不是应为她具有诱人的魅力和出众的心计，使其集君王三千宠爱于一身，而是因为
她活得更坦然，更清醒，甚至颇有风骨。她明白自己并不是那么爱皇帝，而皇帝虽然对她非常信任和
赏识，但也没有因此放弃对其他妃嫔的宠爱。凭借坦然和清醒，她在后宫数次权力交接中保全了自己
，尽力给自己养育的儿女充分的关注教养。作者：“爱情是徐循人生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结局绝
对不是皇帝意识到了徐循才是真爱，别的女人都是玩物和渣滓。
《四时花开》抚慰“小爷”，给予其安全感。

社群在线活动
贴吧，言情小说吧，事件记录吧，庶女攻略吧。空间分布格局：
女性写作网站：晋江，起点女频，红袖添香，鲜网
网站附属论坛
百度贴吧
QQ群，YY语音室，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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