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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和权利让人怀疑，是一个毋需争辩的事实与现实。

“女性学是否一门学术性学科”的问题曾是西方女性学学界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主题，

到90年代乃至延续至今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在中国，1980年代中后期，受到国内学界 “建学潮流”的裹挟，中国女性学诞生

伊始就表现出了明确的学科指向性，把女性学变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是国内绝大多数研究

者的理想。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国女性学并未得到主流学界的认同，即使那些执着

于女性学学科化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尽管我们总是在自我独白中寻求精神

慰藉，但心中却始终缠绕着挥之不去的学科自卑情结。如今，随着女性学介入高等教育

体制的尝试，女性学寻求主流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如何回应有着坚固学科传统的大学

关于“女性学是否称得上一门学科”这个古老而又流行的质询，也成为国内研究者无法

回避的论题。 

什么是一门成熟、独立的学科呢？近年来，西方学界通过对学科自身的反思提出

了所谓的“学科学”（disciplinarity）概念，按照华勒斯坦的定义，“称一个研究范

围为一门‘学科’即是说它并非只是依赖教条而立，其权威性并非源自一人或一派，而

是基于普遍接受的方法或真理”［1］（P13），其二，学科是研究领域制度化与建制化

的结果，在这种意义上，学科的形成也就在于它成功地界定了自身的研究边界，并规定

了本学科研究者的学术规范，即所谓的“学科构成了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它通过

同一性的作用来设置其边界。而在这种同一性中，规则被永久性地恢复了活动”［2］

（P15）。正是基于这一最基本的认识， 19世纪形成的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就无形中

成了学科的经典，成了其他新兴学科进行学科建设的典范。 

女性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或者说还只是一门不成熟的“准学科”，从其概念

出现的历史来看，在西方国家也只有短短30余年的历史，在中国至今也不过20年左右。

如果按照19世纪形成的学科规范或者取向于经典学科范式，女性学无疑难以被“尊称”

为学科。从西方女性学的发展来看，女性学学者也并未刻意谋求这种经典学科范式，相

反则从知识批判的角度对传统学科制度提出了质疑，并把“跨学科性”作为女性学存在

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女性学是否称得上一门学科”的问题随着多学科、跨学科以及区域研

究的日益兴起，已变得不重要或者说已无多少实际意义。因为“女性学”这个蕴涵巨大

知识能量的概念已在全世界许多大学播下了种子并开始发芽，正如全美女性学会太平洋

西南地区研讨会的主题所说的：“到处都有女性学”［3］（P15），不管你是否承认女

性学是一门学科，但它确实存在着，只要这个领域存在，研究这个领域的学科也就获得

了自己本体上的合法性。 

但是，在强大的学科遗产背景下，女性学作为“学术性学科”身份的获得又显得

非常重要。为了在高等教育体制内获得生存空间，女性学的系科化、体制化已不可避免

地成为各国女性学发展的有效策略和必然选择。女性学可以质疑传统学科价值中立、科

学主义的神话，宣称自己是“不守规矩的知识”，但却不能把作为一门学科所应该具备

的合理形式都统统抛弃，如何在研究对象、概念体系、分析范畴、公认的专门术语、方

法论原则、思维方式、叙述方法等学术规范方面加强建设，这不仅是女性学获得 “总

学科圈”中其他学术共同体和学科同行们认可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女性学进行自身内

在学理建设的必然要求。如果我们现在能以探讨“女性学的学科建设”这一问题为契



机，唤起研究者的理论关怀，必将为回应学界关于女性学“实用”“偏激” “片面”

“无理论性”“缺乏系统的学术规范”等各方面的质疑做出贡献，从而真正提升女性学

的理论品性以及“女性学作为学科”的地位，并为促进女性学的系科化奠定学理基础。 

从西方女性学目前的发展来看，系科化已作为一种适合于长期发展的策略得到承

认；在中国，情况则更为明显，由于受特殊的学科、专业制度的影响，女性学要想生存

并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取得学科和专业的地位，并在高等教育体系内建制也是必然取

向。基于此，我们就无法回避相互联系且颇有意义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学如果进入学

科体制，它就有可能被坚固的学科特征所同化，那么，它将如何保持自己的批判性、自

主性和多元性？二是在学科体制下，女性学如果坚守自己的跨学科性，它是否会变得更

加边缘而不是更加中心？如何处理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关系就成了女性学发展需要面对

的关键问题。从这个维度出发，我们再来关注“女性学是否一门学科”的问题，就可以

避免陷入无意义的语言游戏而获得实质性的意义。 

应该说，在当今学科标准已经降低，学科内涵已经泛化，学科存在形式逐渐多元

化的时代，女性学作为学科的诉求并不遥远，而真正难以实现的是其在学科化体制下如

何履行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使命。在笔者看来， “学科性”只能作为女性学外在形式而

存在，而“跨学科性”才是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女性学在本质上是不能被学科化

的，现在我们关注女性学的“学科化”问题，基本上是出于知识时代学科化的命名需要

和制度需要。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论述女性学的跨学科性与学科性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也

绝非非此即彼的关系，它完全可以与传统学科建成广泛的体制上的盟友；甚至可以预

言，当女性学借着体制内的发展优势，成长为有明确学术理念的“跨学科学科”同时又

有强大实践合法性作支撑的时候，它是不怕被学术界坚固的学科特性所挫败的。 

但是，逻辑上的推理、理论上的论证在以学科为基础的强大而坚固的结构环境中

却是苍白的、无力的，这也是形成现实中女性学学科性与跨学科性尴尬处境甚至造成非

此即彼的主要原因。因为以学科建制为基础的组织结构是高等教育最根本的存在方式，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大学存在的逻辑起点就是“知识”、“学科”，只要高等教育存在

的哲学基础没有动摇，它的制度设计在本质上也不会改变。虽然从20 世纪中后期开

始，国际范围内许多学者开始不断 “否思”（unthinking）社会科学，重新思考学科

的“迷思”，创造性地提出了“跨科际学科制度”（interdisciplinary）的设想，希

望通过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学科范式，来直接面对学科边界出现的

现实问题，但这种新的组织结构目前也仅仅只是一种设想，现在谈论其现实的可能性毕

竟还为时过早。所以，也正因为如此，在以学科建制为基础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中展开

女性学的跨学科性研究才需要审慎地对待，艰难地处理。 

从国内外女性学发展状况来看，女性学在策略上实现体制化可能是卓有成效的，

但其跨学科的学术愿望确实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在“以学科为中心”的结构环境中，如

果没有一个在体制上有保障的跨学科教学和科研单位，女性学的发展依然会步履维艰。

西方女性学学者寄希望于“随着妇女学的创立者们在学术界里日益获得资深地位，我们

正在获得领导时机以实施如此变革。”［4］（P40）在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可以

在理论层面坚守女性学跨学科研究的使命，关注女性学知识的积累与梳理，耐心细致地

进行学科形式上的规范化建设；在行动层面去促进女性学学科的建制，争取高等教育体

制内的认可与接纳，并在传播社会性别平等思想、推进社会性别平等理念、干预社会性

别歧视等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是，如何建设这个与传统学科专业设置、课程设计、

学位设立、培养体系、评价方式等有异的“新学科”，并使女性学真正成为高等教育学

术变革的重要力量确实任重而道远。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新一阶段的女性学发展所必然

要面临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不仅仅需要从理论知识层面探讨，更需要从组织结构层面

来关注，而后者则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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