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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的妇女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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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露西·吉拉尔^译者：李晓娅(1952-)，女，吉林省长春市人，长春师范学院英语系副教授，教研室主任。长春师范学院 英

语系，吉林 长春 130061 

    英文标题：Women's studies in Northern America  

  Lucy Kylaer,translated by LI Xiao-ya 

  (Montreal University,Canada;English Department,ChangchunTeachers' College,Changchun,130061,Jiling) 

    

    作者简介：露西·吉拉尔 Lucie Girard(1957-)，女，加拿大魁北克人，自1988年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讲授社会学，博士

候选人。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 魁北克 

    内容提要：这是一篇对于北美妇女学专业总体特征的概述。妇女学专业发源于60年代末的女权主义运动并在北美的大多数大学中

得到发展，目前已达到上百个。除了具有传统的高教专业的特点之外，这些多学科交叉性的专业以其勇于揭示和论证妇女在各个知识

领域以及社会实践中的贡献，置疑既定的知识体系，呼吁女性的平等权力和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而独具特点。赋于这些专业以生命活

力的种种思考反映着女权运动的各种倾向。寻求性别平等、视性别为具有不同利益的社会阶层、强调性别之间的差别，根据这种差异

性，女性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它的融入将促进社会中人际关系的改善。^摘要题：海外妇女学 

    英文提要：The subjects of women's studies originated from women'srights movement in late 1960s,and developed in 

mostuniversities in Northern America.The number of this kind ofuniversities goes up to 100.Apart from the features 

oftraditional subjects of higher learning,these cross-disciplinary subjects are getting famous and standing outfor 

their brave revealing and demonstrating women'scontributions in acadernic areas and social activities,questioning 

established intellectual system,appealingwomen's equal rights and improving women's social status.Every thought of 

bringing life to these subjects reflectedvarious kinds of trends of women's rights movement.Seekinggender 

equality,viewing the sexual difference as that betweenclasses of different interests,and based on this 

disparity,wornen have their own culture,which will improve thepersonal relations in society.

    关键词：妇女学/女权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女性经历/女性特征/妇女的权力 

    women's studies/feminist/women's rights movement/femaleexperience/female features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2)02-0001-07 

      前言 

    本文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北美妇女学研究的简要概况，文中的北美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因为这两个国家的

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共性。 

    本文将从理论层次开始而以实践状况结束。因为妇女学与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运动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所

以有必要对几种主要的女权主义理论予以介绍。但是，首先要探讨的是妇女学的总体特点，然后介绍关于加拿

大妇女学的必要信息，主要是一项关于加拿大妇女学的研究，包括数据、地点和形式。最后，是妇女学专业的

就业展望。 

    妇女学不同于女权运动，但是特别是在初期，在二者之间确实曾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

现在社会中的女权主义者或社区妇女组织与团体和学术界中从事妇女学教学研究人员之间的联系上。在初期，

从事妇女学的教学人员与社会中的妇女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或其本人就是这些组织的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或组织

者。 

    如果没有理论上的思变，就不会有社会运动。大学中妇女学的理论讨论成为知识分子的理论思变与女权主

义实践活动的连接点，一方面这些讨论深化着人们对于妇女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些认识又在激励着校园内

外的争取男女平等的实践活动。事实上，由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在校园内外都引发了一系列的有利于女性

的社会及学术参与的结构与功能性的变革。然而，探讨和平价女权主义运动的未来前景，不是本文的主题，尽

管妇女学和女权主义运动之间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课题，而且是一个非

常值得讨论的课题。 

      妇女学的总体特征 

    本文将通过介绍妇女学的总体特征来透视其主题，应该指出，这些北美妇女学的特征同样适合于其他西方



国家。至今，妇女学已经历了将近30年的历程。采用“将近”这一概念，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虽然出现了关

于妇女的课程，但却并未形成独立的专业。第一个妇女学专业，是在1969～1970间建于加利福尼亚州

(California)的圣地亚哥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妇女学覆盖了一个极为广泛的活动领域。

从传统的学术活动和以妇女的社会地位、身份、个性特征等为内容的教学和研究，到探索去修正传统的教学方

法，开发新的概念和范畴，创建和采用新的符合妇女学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敦促调整学校的行政机构及改革有关

管理制度，组建新的服务于女性的特殊需求的部门和机构。 

      1、多学科及交叉学科的研究领域 

    这一特征意味着妇女学专业或妇女学课程致力于汇集不同学科的观点，如经济学、历史学、文学等，去考

察妇女的议题。这种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去透视并聚集于妇女议题的方法，又同时强化着妇女学的跨学科的倾

向。也就是说，一个具有若干不同学科背景的个人，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去建立一门课程，因此导致不同学科的

知识被用于妇女的课题的研究，同时使这些学科的知识之间相互交叉渗透互相影响从而形成其内在的稳定依存

机制，最后形成一种新的围绕着妇女议题的有机理论体系。 

    妇女学的课程通常是提供在一个专业而不是一个系的范围内，而且这一专业具有综合性及交叉学科的性

质。妇女学并不是唯一具有这种性质的专业，那些以地理或区域文化特征为研究对象的专业，例如亚洲研究、

加拿大研究或有色人种研究等专业，都属于这一类的学科。而妇女学的不同之点在于其注重点是寻求社会变

革，由此引导出其下一个特点：呼吁男女平等、维护妇女权益、付诸政治行动。 

    妇女学反映了一种特殊性质的教学专业的出现。因为这一专业从社会的政治活动中摄取能源和动力，同时

这些学术界讨论又在深化和促进着运动的发展。这些学术界专业人士在其一生中的某个阶段上都曾亲自参与过

主张男女平等，争取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的社会实践活动。现在这种情形已开始变化，因为新的教学或研究

人员，主要是女性，其中包括那些毕业于妇女学专业的从业人员，不再必然与社会活动有如此的联系，她们的

背景已更具学术性。 

    妇女学还引入了一种已久为大学所忽视的道义上的求索。妇女学倡导一种男女平等的新的道德风尚，呼吁

取缔那些给予妇女不公正待遇的传统的社会习俗，致力于开创一个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更为美好人道的理想

境界。正如一位女权主义理论家所指出的，妇女学体现了对于妇女解放的信仰，肩负着对妇女的被压迫做出科

学的论证的承诺，置身于旨在实现社会改革的实践活动之中，致力于理想目标的实现。它既为女权主义运动提

供着理论依据，同时向整个社会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合理性做出了有力的论证。 

    妇女学并不是要去寻求或制定一个独立的只属于妇女的目标，而是旨在揭示和论证妇女的次等公民的社会

地位的现实，并寻求和呼吁变革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正如一些妇女学的学术研究所指出，妇女学以性别作

为最为首要的研究范畴，着重于两种性别之间的权利关系，通过透视女性在某些方面的亲身经历，特别是那些

被忽略，被轻视，被歧视，被欺骗，被愚弄，被侮辱，被伤害的经历的共同点及其社会性的原因，揭示和论证

社会给予女性的不公正的待遇。呼吁社会的关注，寻求去影响社会变革。 

    美国全国妇女学联合会就具体体现了妇女学所倡导的关于争取和维护妇女权益的政治性行动。这一组织恪

守它对于男女平等的社会承诺，把其自身的各种实践活动作为对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平等主义的教育。 

    尽管妇女学的议题通常带有政治性色彩，但它最终为高等院校所接受还是依赖其传统意义上严谨的科学的

有充分说服力的学术性研究。妇女学已被视为一种有利于促进社会变革的理论工具。有的妇女学学者指出： 

    妇女学不需要灌输，只要使学生们怀以激情去学习并在生活中实际应用所学的知识就足够了。如果说政治

是关于权力的学问，那么从这一点来看妇女学确实是一门政治性的学问。现在许多思想活跃有创见的学术界人

士赞同说，教学活动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是政治性的。 

    妇女学力求通过把妇女既视为知识的创造者同时作为知识的主题，将妇女意识渗透到前妇女学的整个人类

的传统的知识体系的各个分支系统当中，以彻底淡化和消除那些弥漫于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累积的各种研究成果

和基础知识中的男性学之感。妇女学的出现将会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不完整的人类社会的认知体系，即只以

男性作为知识的主题和认知的主体的片面性得以改观。妇女学还同时作用于学术界和实际社会生活领域，探讨

和阐明关于妇女的社会存在的各种真实，以及妇女对于整个世界的理解。女权主义的学者希望通过使妇女拥有

知识来改变整个妇女的社会地位，并通过使知识中包括妇女，进而使整个世界发生变化。 

    如前所述，在高等院校中妇女学成为一种强劲的引起变革的力量。因为，妇女学同时十分关注妇女在校园

内的实际生存问题。它或者直接为女性提供某些专门的服务，或者通过游说而促使校方向女性提供所需服务。 

      2、女权主义学术成就的性质 

    女权主义在妇女学领域采取的第一个步骤，是去查找那些通常不为人所知的女性的传记和关于妇女的历史

记载，进而发现妇女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在各个不同领域的贡献，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在大多数情况下已被

视为男性的历史。 

    妇女学质疑既有的知识体系。指出某些特定的知识，如果没有考虑到妇女的特殊需求，这些知识的价值将

会是什么？例如，某些医疗卫生知识。人类的生理结构中的某些部分因性别而异。而如果整个医疗理论和知识

只是对男性有效，这种理论的价值应该如何予以评价？如果对女性的无报酬劳动不予以考虑，经济学中的国民

生产总值的概念又有什么意义？ 

    在过去的25年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妇女的作品、书籍文章以及报刊，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这些关于妇女

的学术著作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在不同的专业领域全面开发和建立起了性别的概念和意识，使性别的范畴被

广泛地应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之中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例如：质疑传统的历史分期方法；质疑通常的关于女

性的性别特征的解释方式；对于女性气质的心理学定义的重新考虑；论证接受新的关于女性气质的定义的意



义；论证为什么妇女为了如此微薄的报酬而付出如此辛苦的劳动；论证为什么婚姻为男性带来比女性更大的利

益；妇女的政治观念的认识等等。 

    这些研究的成果的综合效应是形成了一个关于认识和理解女性的过去和现在的社会存在的知识框架。 

      3、妇女的经历 

    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思想还同时是建立于高度总结和概括了女性的各种实际切身经历的基础之上。在1960

～1970年之间，在社会中出现了妇女意识启蒙组织，许多妇女参加这一组织的活动。在交流和分享各自的人生

体验的过程中，共同的经历和命运启迪和唤起了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对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认定产生

了怀疑，这种在新的女权意识基础上的心灵沟通，最终升华为一种要求更为公正平等的人生追求的共鸣。在这

一活动中，妇女学既是其重要的理论工具，同时又使其理论得到深化充实和发展。 

    “个人的既政治的”口号就是在这种经验共享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口号至少包括了两层含义。其一，当

那些通常被视为个人的经历被事实所证明实际上是一种许多人曾有过的共同经历时，这种个人的经历就应被认

定为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性现象，并应引起社会政治的关注。其二，这类所谓的个人的经历事实上都具有

其特定的社会性根源，应该予以社会政治的介入和干预。例如，家庭暴力等。确切地说，这一口号意味着人们

开始寻求通过社会的政治的和公开的途径去解决那些历来被认为只能在私下交流的妇女的私人问题。 

    妇女学还孕育了其独特的教学方法。在这种教学实践过程中，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相互倾诉的那些自己切

身的经历，这些鲜为人知的女性真实的人生体验，实际上在不断的丰富和发展着妇女学的知识体系，同时形成

了妇女学独特的教学方法上的特点。 

    但同时必须注意到，实际经历不能单独构成系统的知识体系。如同某一些知识领域一样，例如，历史学作

为一门知识领域如果它不是建立在个人的经历基础之上，这种知识体系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因此对于历史事

件的遗留线索进行科学的研究，包括对各种形式的作品以及历史古迹等的研究，对于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形成和

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由于坚持从妇女的实际经历和经验出发，而在这些经历之间存在着的普遍的差异性，从而产生了另一种潜

在的威胁，即使其理论观点失去普遍性。毫无疑问一些不具有普遍性的个别的观点无法形成一种系统的知识，

更无法构成一个有机的理论体系。因为理论以具有普遍性作为存在的最起码的前提要件。但是，普遍性存在于

特殊性当中，探索和论证这一共性的存在正是妇女学理论立足的基点和存在的意义。 

      4、成果与困难 

    现在妇女学已经建立了将近30年，并具有了全部的学术界的特点：著名的学者、固定的报刊和专门性的著

作，学者联谊会，学术讨论会，理论论坛等。所剩下是如何更好地去实践其学科创建的初衷，履行其向女性社

会的承诺，超越其它学科地去奉献和服务于社会。 

    妇女学的成长和发展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如何更好地发展自身的问题上，其内部一直存在着两种相互对

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加快妇女学的正规化进程，以使其尽早纳入传统教育体系中去，以增

强其存在的稳定性和安全感。于是人们致力于去实现妇女学由专业向系的过渡。以使自己独立于知识之林，而

不再依赖于其它系对自己的定义。认为妇女学以系的形式的存在将会比它作为一个专业存在于其它系内，而稳

定和安全得多。因为这样会有更多正式任命的职位，而且关闭一个系，要比取消一个专业难得多。但另一与之

相对峙的观点，则持完全相反的态度，强调太制度化是非常危险的。认为当这个专业成了整个系统的一部分之

后，就会失去其生存和发展的活力，同时它对于学术界的批评就会变得不太可能或不再受欢迎了。 

    同时在其内部还存在着另外两种观点的对峙。一种观点认为，社会行动具有绝对的价值，应以其作为首要

目标。而与之相对峙的观点则认为建立妇女学理论的可信性是真正的首要任务，并因此而主张投入更多的精力

去创作引人注目的学术著作。 

    妇女学的建立对于增强和完善社会和人文科学知识体系做出了极大的和杰出的贡献。从某些特定的意义来

看，妇女学已经形成一种不可逆转之势。它的特性的是那样的具有普遍性，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某些科学领域的

学习和研究的方法，并影响到许多其它研究领域。许多妇女学者认为，妇女学仍处在发展的道路上，或至少在

美国是这样。1994年，在美国的大学中其专业数量已经超过了600个，其中69个在加利福尼亚州，65个在纽约

州。 

    在魁北克的情景就不是如此令人鼓舞。各个不同项目的注册人数都不是足够多，有些甚至处在一种非常困

难的处境之中。在早期阶段妇女学受益于高校领域人口因素的变迁，即女性学生在数量上超过了男性学生。女

性希望学习和掌握一种新的方法去认识其自身。而现在从学生们的观点来看，学习人文科学是其获取工作的一

种途径。因此，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学生在评价一个专业时，总是直接明确的把其与就业市场联系起来。 

    在90年代初，一个关于加拿大的妇女学的研究确认，妇女学的项目在加拿大的大约59所高等院校中共有120

个分布在46所院校当中。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将对这些专业予以介绍。 

      妇女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这一部分的内容主要是基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弗朗茜娜·德卡瑞斯(Francine Descarries)教授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她将妇女学理论体系的发展理解为三个连续的阶段。有一点应特别予以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相继取而代

之的三个阶段。就是说，一个新的阶段开始后，前一个阶段的特征并不消失而是与新阶段的特征同时并存。只

是失去了主导地位。因此，这种三种阶段的特征共存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只是根据其主导地位的演变。从

而区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回顾妇女学的历史，其第一个发展阶段的特征在早期占统治地位，继之以第二

个阶段特征在中期处于主导地位，现在是第三阶段的特征变得最为重要。 

    这三者构成目前存在于西方社会特别是北美的妇女学的理论主体中。正是在这些理论倾向之间，围绕权



力、性别、女性的性别特征、两种性别之间的区别以及普遍性等，存在着不同观点的对峙和讨论。 

      1、男女平等主义者或一般的女权主义 

    男女平等主义的思想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并伴随着这一运动的深入而使自己逐渐的形成和发

展，直到今天这一理论仍然是许多妇女群体，政府机构和工会的社会行动的理论基础。 

    在1963年，贝蒂·弗里德曼(Betty Friedman)的著名的著作《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问

世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帷幕。这一理论呼吁所有妇女与男性之间的平等权利，同时受美国的反对种族歧视运动的

启迪和激励，呼吁所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力，主张平等、自由和自主。这是一种付诸于实际社会行动的呼

唤，而不再只是关心去分析不平等的原因和根源。这一思想属于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主义的一部分。在这一思

想中，性别的平等是天经地义，不应有任何怀疑。对于这些女权主义者，在工作中的性别分工是性别歧视和不

平等的主要根源。那些对女性的不公正被视为是一种人类社会生存环境所导致的历史性的错误的结果。因此这

一不合理的社会习俗必须废除。无论是在教育系统中或在工作场所，还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行动的重点目标

直接针对改变年轻女性的态度，重新定义家庭中的劳动分工，同时致力于使女性无论是在教育、经济生活还是

在政治权力方面易于被接纳。这种努力有助于女性获得平等的机会。更确切地说，是乐观地看待自己去改变这

个古老的体系的能力。这是女权主义运动中的稳健派（温和派）的纲领。 

      2、激进的女权主义 

    激进的女权主义是70年代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激进的女权主义提出用统治这一概念去解释性别之

间的关系。同时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在其理论中引入了阶级的概念，指出男性是统治阶级而女性是被统治

阶级。激进女权主义在80年代更新和分化为许多不同的趋势或倾向。 

    当时在激进的女权主义内部，至少存在着有四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即：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自治论主张

者和女性同性恋者。所有这些思想倾向都聚集在对古老的社会结构的批判的基础之上。在激进的女权主义观点

中，妇女被视为一个阶级，妇女的经历被定义为被压迫。而男性和女性更被视为两个敌对的阶级，因为他们之

间的利益相互抵触。妇女的生产劳动，特别是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被视为一种被剥削。因此家庭被视为一个压迫

妇女的领域。同时母亲的身份被认为是消极的。性别之间的某些自然性的分工，例如，由于女性具有生育的能

力，因此由女性照顾幼儿的分工，被认定为这是女性被压迫和剥削的基础。 

    在研究的方面，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向建立在传统科学方法基础之上的、给人以属于男性之感的理论知识展

开激烈的批评。激进女权主义者主张研究建立在社会价值观、经历、经验、主观感觉认定等的基础上。认为所

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研究者的主观认定的基础之上的，论证所有的研究的成果都带有研究者的主观认定的印

记，具有其特定的个人背景，如社会身份、地位带来的特定的局限性。 

    激进女权主义所涉及和探讨的主题和问题，被认为远离了普通妇女的实际生活。因为她们的日常经历，例

如：爱情、婚姻、性别特征、母亲身份等都被视为是消极的和被压迫的领域，而其它具有优先予以关注的女性

的经历是婚姻暴力、乱伦、色情文学、性损伤和性残缺、社会依赖性等。 

    这种女权主义被中肯地批评为，不了解普通妇女的需求，同样不了解不同社会身份的妇女的不同点。虽然

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属于整个女性群体的共性的问题。但必须承认，贫穷的妇女和富有的妇女所面对不是

同样的问题，同时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妇女和非知识妇女也有着不同的性质的问题。 

    但是，激进的女权主义同时因其认识到性别的议题，不只是两种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一种性别统治

和凌驾于另一种性别之上的问题，而受到赞赏。同时，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问题已被认定为一种社会控制行

为。即：一种性别企图控制另一种性别并使其永远处于一种从属地位的需要。 

      3、女性总体的女权主义 

    这一女权主义几乎与其它的女权主义是在同期发展起来的。但是它真正明确的作为一种主张存在是在20世

纪80年代。经历过激进的女权主义之后，出现了一种观念的转变，这就是更为注重妇女总体特有的具有女性的

象征性特征的经历，特别是私生活领域，例如生育、儿童的保育、人际关系等。 

    80年代的西方社会处于一个极为个人主义的时期。从60年代到70年代西方社会曾经历了一段集体主义的年

代。在这一时期，西方世界直面着各种各样的主题的公众的示威运动，围绕着环境问题、越南战争、种族问题

和民族问题。例如，魁北克省的要求民族独立的示威游行，还有法国的教育体系问题、以及妇女问题等。 

    20世纪80年代，则以向个人主义回归为特征。在女权运动界，也出现了一种要求转向的压力。要求去正视

那些与普通妇女有关的议题。在这些普通的女性当中，有许多人是幸福的，或至少对现行的教育系统和劳动市

场对女性的接纳程度是满意的。但是希望有一种更为平静的家庭生活，因此，希望缓解在激进女权主义运动中

形成的与男性之间的紧张关系，特别是在家庭当中与男性的私人关系方面。另外，这时许多妇女已具有了长时

间的既承担家务劳动的同时又在办公室或工厂中拥有一份有酬工作的经历。双重的负担使其发现非常困难地应

付这种局面，对此，这部分女性家庭和事业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时女权主义的注重点转向对在工作场所的自我

实现的质疑。有些人则倾向于去强调妇女的权利。特别是在进行关于工作条件的谈判时，以及在生活的其它的

方面的权利。而另外一些人仍然在探究实际存在着的在形式上的、表面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的问题。例

如，在理论上妇女可以进入各个层次的权力机构。但是实际上这一点无论是在妇女的职业生涯和政治生活中都

没有真正得以实现。 

    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积极的关于实际的歧视和不平等的议题的讨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是否男性

和女性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而是人们是否应该继续接受和采用这种有益于男性而不利于女性的方式？另外还

有一些议题一直持续到现在，如怎样寻求一种方式去减轻女性的双重负担？怎样能更好地帮助女性去协调事业

和家庭之间的矛盾？ 



本文来源：《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3） 

    这种女权主义的另外一种倾向是在某种意义上赞美女性的性别特征，特别是女性的生育能力。这一女权主

义理论将女性的性别特征与女性的特有经历，主要是女性的生育经历结为一体，并将其视为女性特有的伦理道

德的源泉。事实上，这一理论倾向的倡导者担心前一阶段的激进女权主义的思潮，彻底地否定了女性的性别特

征，特别是女性的生育能力的社会价值。担心因此而诋毁了妇女的特有的经验的价值，并进而否定了女性由于

其特有的女性经历，特别是生育的经历，而具有的特殊的伦理观念，例如，母爱的社会价值及积极意义。 

    在这种女权主义之中，也同样存在着许多的不同的理论倾向。例如，有美国的、法国的等。在所有这些倾

向中，差异的女权主义则主要是存在于美国。它的最主要的主张是正视和承认两种性别特征之间的差异性，论

证这种差异的客观性及合理性，以及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在社会总体文化的互补作用和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意

义。提出女性通过在公共场合下拥有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社会角色的扮演，将会为社会带来和推进一种新社会

文化，一种新的社会目标。这一理论极力要证明，妇女由于长期扮演着主要的家长的角色以及她们在家庭当中

的主要地位，已经开发了一种独具特点的女性文化意识。这种女性文化意识，以女性的生理特征为其形成的生

理机制基础，更为实际、具体，并关心和注重人际关系。而这些正是对于长期以来以男性的文化意识为主导的

抽象、相互分离的社会文化的重要补充。因此，这种女权主义地理论提出：妇女应该去发掘和弘扬其潜在的女

性特征的价值而不是去诋毁或否认。这就是她们的政治纲领。 

    此文无法对这种女权主义理论中其它的一些同样很重要的派别全部予以介绍，例如，这一学派应用心理分

析的方法去检验妇女的经验和伦理观等。但是，这里将概述社会中对这一学派的主要的批评观点： 

    过分地美化和理想化了女性的生育的体验。而没有看到女性因之而受到的种种限制，以及女性由于作为一

个母亲而付出的极高的社会代价。 

    同样是理想主义地认为慈爱是女性内在具有的伦理观念。那么男性与女性在道德观念方面的区别是不是就

是由此而产生的呢？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之中。 

    在某种意义上过分地将母亲的身份同妇女的身份完全混为一谈。仿佛除了母亲的身份，不存在其她的妇女

身份。 

    最后，除了大胆地提出了妇女文化的观念，没有提出与之相联系与配合的明确的政治性的行动纲领。怎样

具体地去实现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考虑。这一思潮没有认识到制定一个具体的切实可行的行动纲领的必要性。 

      4、理论体系讨论的总结 

    现代的女权主义以累积了其发展过程中的所有的探索尝试为特征。因此具有多样性、众多性和复杂性的特

点。正是这些特征使女权主义意识到了要对总体性的妇女问题寻找出具体性的解决途径。 

    这些女权主义的观点，因其理论的起源、理论的工具和世界观的不同而区分为具有不同倾向的派别。其分

析的范围和层面以及强调和关注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议题亦不同。因此女权主义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思想。这里仅

仅是一个对于主要的女权主义思想的素描，也许有的更为细微的分支没有被提到。还需强调的是，事实上在若

干年内一种思潮尝试着占据主导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它的思潮为其取而代之，也就是说它并没有使其它思

潮消失。因此所有的现在的各种女权主义的思想都在70年代就已经提了出来而且就一直存在着。在它们各领风

骚的时期也同样反映着当时社会大环境的特点对其的作用和影响。（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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