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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最漫长的革命》

内容概要

本书所收集是从西方当代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和学者最具代表性、最为深刻、影响最大的论述中精选
出来的。所选文章有的是女权主义理论的经典，如《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一文曾在西方女权主义思
想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有的是从某个学术领域，如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论述妇女
相关问题的精华之作。当此妇女理论研究热潮兴起之际，为提高我国妇女研究的总体水平，也为了促
进中国妇女研究与世界学界的交流，编者从浩如烟海的女权主义文献中精选出十二篇翻译汇编成书。
本书的出版，将为妇女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和关心当代西方社会状况与女性问题的读者开启一扇了解
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大门，了解她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她们的研究正在何种层面上进行，以及
我们同她们的差别或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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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银河，1952年生于北京，1982年至1988年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中国社会科学
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著有《生育与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性的问题
》、《同性恋亚文化》等近10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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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作为一本网罗经典的论文集，从章节设置到遣词翻译都极其用心，可见若不是对女性主义理论本
质有着最深刻理解之人，是绝不会体现出如此高规格的编译水准的
2、女性主义著作选
3、晦涩，但字里行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吾愿取其精髓——独立
4、女人的一生最缺少的是选择权。
5、女人都应该自己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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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第39页

        我们斗争的目标在于攻击作为阶级的男人，这以斗争的途径将不是种族灭绝，而是政治斗争。一
旦“男人”阶级消亡了，“女人”作为一个阶级也会消亡，因为主人没有了，奴隶也就不复存在了。

2、《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第213页

        实际上，福柯主义的观点或许会认为，对“同性恋”一次的确认本身，就是同性恋恐惧话语的延
伸。然后，在同一页上他又写道：“话语可以既是一种工具，又是权力的后果，同时又是一个障碍，
一块绊脚石，一个抵抗点，一个反抗策略的起点。”

3、《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全书

        买时没注意是不同译者翻译的国外女权主义作者写的文章，不知道是翻译的问题还是太过理论学
术，不太好理解，文字有些拗口，一个观点用了很多文字来阐述。大致讲的是为什么造成女性地位低
下的原因，其中最主要是因为父权社会下的社会分工和男性工会对妇女职业的限制。最后，总算弄明
白女权主义大致分为四种：1、保守观点：承认男人和女人与生俱来的不同，因此应出台法律区别男
女权利，履行各自的社会职能；2、自由主义：男人和女人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不能因为其性别就
搞法律及道德的歧视，甚至主张法律特别优待妇女。生育和抚养孩子不是女性应该承担的义务，男人
也应该承担同样的抚养责任，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认为妇女解放了男人也能得以解放，使男人
从必须承担养家糊口和保卫国家的全部责任中解放出来；3、传统马克思主义：懒得看，哈哈；4、激
进女权主义：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生理决定的，即生育造成的身体虚弱，使女性不得不依赖男
人，主张发展人工生殖技术，生育不是女性必须承担的义务。

4、《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第203页

        后共产主义妇女不想在有报酬的劳动大军中工作的理由分为三类：一是代价-利益的分析，有报酬
的工作代价太高；二是对家庭共同利益的关心超过她们个人的利益；三是认为妇女天生与男人不同，
妇女天生适合留在家里这一基本观点。
⋯⋯
妇女希望离开有报酬的工作通常是由隐蔽的代价-利益分析决定的。理由看来有以下几点：工作和家庭
责任的双重负担威胁精神和身体的健康和幸福（筋疲力尽、紧张和疾病）；长工作日由于限制与家人
在一起的机会，威胁相互在主观上的需要；有报酬的工作要求“性别异化”，必须“像男人”；尽管
有报酬的工作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它常常太令人烦恼、太荒唐可笑，它可能提供的只是有限的自主，
给的薪金很低。当然，有报酬的工作也能带来某些好处和满足，如友谊、团结、解除家庭烦恼，还有
某些经济利益，某种程度的尊严和自主。然后，尽管有这些利益，它所造成的算还却超出了可以接受
的程度。

5、《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第25页

        当妇女得到一份有报酬的工作时，主“工具性”的父亲和主“情感性”的母亲这种模式实质上并
没有改变，她的工作比男人的工作更低下，因为她的工作是为了配合男人的工作，正如妇女在家庭中
所扮演的角色一样。

6、《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第9页

        在原始社会，在古代，在东方、中世纪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妇女完成的工作量都是相当可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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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量甚至比我们估计得还多）。这只是一个工作形式的问题。即使在今天，家务劳动，如果我
们用生产劳动的标准对它加以量化，也是相当可观的。
在实际上，对家务劳动进行工资支付是（至少看上去）十分荒谬和难以操作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能从
根本上消除“女性是属于家庭的”这个观念。

7、《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第10页

        并不是她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

8、《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第1页

        男权制思想认为，这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不仅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它是自
然形成的；而女性主义却认为，这一性别秩序既不是普遍存在的，也不是永不改变的，因为它并不是
“自然形成”的，而是社会和文化人为构建起来的。

9、《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的笔记-第143页

        用唐娜·哈拉威（Donna Haraway）的话来讲，就是“性别是一个在争取缩小性差异的概念。”
女权主义者很快发现，这种令人信服的分类法行之有效。因此，女权主义者的注意力很快发生了转变
：过去他们强调，性别是引导人类心理发展的文化标志，现在他们认为性别是组成男女之间社会和性
关系的文化结构，接着他们又发现，性别是一切形成的劳动分工的基础，正是这种分工，将妇女、妇
女工作及其价值，与人类文化的主流标准割裂开来，即认为妇女及妇女工作与客观性、伦理道德、市
民权利、权威、甚至“人类本质”等概念无关。因此，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中，性
别和性别准则就构成了一幅无言的、形象的画面，甚至某些领域妇女尚未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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