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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已经从宏大理论转向了本土研究，从父权制的跨文化分析到性别、种

族和阶级的复杂的历史交互作用，从女性身份的观念或是妇女利益转向女性身份的不稳

定性，以及妇女需要或是关注的积极的创造和再创造。”这样一种转向主要是通过三个

关键性的因素推动的，“第一，黑人妇女对白人女性主义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假

设的持续、有力的批判影响；第二，性别差异日益被看作是更具可变的、更积极的特

征；第三，女性主义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与发展。”可见本土研究是女性

主义研究的大势所趋和意义所在，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最终旨归仍是帮助中国女性实现

全面的解放。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国情，更有着和西方相去甚远的女权情势，这也是

做女性研究的本土研究者们必须首先意识到的。 

一、中西女权的差异分析 

（一）从社会历史来考察 

在中国的文明史上，自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便可读到鲜明的性别歧视。

如《小雅·斯干》中云：“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皇皇，朱

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

议，无父母诒罹。”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典型的父权体制，“父权制、父系社会、统治关

系社会模式是中华民族在原生地自己逐渐进化出来的”[1]，清代的女性“贞烈说”更

是将几千年来的封建父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和禁锢发展到了顶点。人类的历史伴随着妇

女痛苦地呻吟延伸，人类的文明耐心的等待着受压迫者的反叛。“太平天国革命应成为

对中国妇女解放思想与实践具有某种原创意义和影响的划时代标志。”[2]，仅从社会

实践意义上来说，太平天国革命一系列的解放妇女的举措，如严禁娼妓、缠足、纳妾、

买卖婚姻等解放妇女的强制政策，就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坚

决主张摒弃封建社会的陋习，让妇女摆脱病态的柔弱，锻炼健壮的体魄。他反对女人缠

足，主张女人受教育，认为这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关键。孙先生曾鼓励女界：“切勿倚赖

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3]而到“五四”运动时期，妇女问题被当

作“人的觉醒”的一部分而受到男性启蒙知识分子重视。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矛

盾等都是“解放妇女”运动的主将。伴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诞生，一系列各种保障妇女

权益的社会措施被推行，妇女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地位，“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

样。”但妇女解放的历史暗藏着种种悖论，“五四”之后一度繁荣的女性文学，“并不

是作为男性社会对立面的‘女人’的呼声，而是那些与五四‘儿子’站在一起，作为父

权社会对立面的‘女子’的呼声。”[4]笔者认识，此处所称的“父权社会”无疑当指

封建父权社会，“五四”女性的口诛笔伐只是向一个没落社会制度的挑战而非针对男

权。又如新中国妇女的“花木兰境遇”[5]，女性被男性给予了各种社会权利后却陷入

了另一个尴尬的境地——主流社会中失去性别的人。 

可以说，中国妇女从未向男性社会提出过挑战，这一点是与西方妇女的情况反差

很大的。西方女性始终身处于一个稳定的以父权私有制家庭为基础的男性中心社会，所

以她们不得不高举女权主义的旗帜，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和男性。而中国妇女面对着

几千年压抑人性的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成为天经地义的法则”[6]，亦被女性内化作

本能。20世纪以来的国家动荡、民族危难更让男性成为女性的同盟而非异己的力量。具

有进步思想的男性把解放妇女作为反封建的一个重要部分，造成了妇女解放的事实；社

会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成立造成了妇女享有与男性平等权利的事实。但解放妇女却始终

没有让女性回归自身，症结在于中国女性在一次次的解放运动中始终未摆脱被动位置，



没有发挥过主动性。故有学者称“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的女性解放一直是作为武器

或者工具，被各种社会思潮所塑形、所利用。”[7]此种被女性主义学者称作“自上而

下”的解放妇女与西方社会有着深厚女权运动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妇女解放有着显著

的区别。 

（二）从文化传统考察 

从哲学上说，西方哲学强调天人相分，主客相分，二元对立，把女人打发到客体

的位置，两性的对立非常明显，男女两性的关系往往被视为斗争关系，所以在西方有轰

轰烈烈的女性主义运动，同样有声势不小的反女性主义运动。而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主张

天人和一，阴阳调和、互补，表现在两性关系的终极追求上是两性和谐，即女性解放亦

是男性的解放。所以长久以来，在追求两性平等的进程中，西方女权激进高昴，对男性

的敌对情绪较重；而中国的女性解放（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运动）则柔和

得多。 

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古老中国

独特的农业经济和“重农抑商”的文化。而农业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社会的稳定和和

谐。由此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保守、温顺、平和、中庸，较之崇尚示武力、进

攻、冒险等的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区别。而东方女性更是逆来顺受，忍辱负重的典型。尽

管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统治一步步加强、加深，甚至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站出来反

抗的女性寥寥，倒是有一辈又一辈的女性恪守着“妇道”，做着贞、节、烈女，至今在

各处保存完好的贞节牌坊就是妇女血泪史的有力证明；有些女性更是从骨子是向父权制

妥协，自我压抑。如张爱玲描述的：“看见一个男人，也穿得相当整齐，无论如何，是

长衫阶级，在那儿打一个女人，一路扭打着过来，许多旁观者看得不平起来，向那个女

人叫道：送他到巡捕房里去！女人哭道：我不要他到巡捕房里去，我要他回家去呀！又

向那个男人哀求道：回去吧——回去打我吧！”[8] 

同样因为自然农业中女性经济地位的相对稳固，与西方母系社会“自然的过

渡”（马克思语）到父权制不同，中国社会在进入父权制之后，依然有着原始母权文化

的深刻遗留，传统文化中的“母性崇拜”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

和道家“守雌致柔”的学说极具阴柔气质，作为一种对抗父权文化的力量，女性与男性

的关系远没有到对立的程度。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在几千年的封建文化里，个人、家庭

和国家是三位一体的，即家国同构的。国家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在文化传统中一直居于

主导地位。造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集体永远是第一位而个人居其次，与西方强调个人

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很大的不同。于家尽“孝”于国尽“忠”的男权伦理观成为女人服从

的准则，作为“第二性”的女性个人更是将自己淹没于强势的男性集体之中，从未想要

发出自己的声音，背离家庭和整个男权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或“历史

的惰性”下，女性主义似乎要与个人主义联手才有抵抗男权话语的可能，但个人主义的

先天孱弱和始终暧昧不明的定位使得被遮蔽的个性主义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凸现尚需时

日。 

二、女性主义本土化：理论与实践 

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被陆续介绍进入中国。一般来说，中

国学术理论界对西方的理论向来崇尚多过置疑，缺乏批判与反思的精神，西方理论往往

成为了权力话语。莫汉蒂指出，西方女性主义在提到“妇女”这个范畴的时候，常常把

它看作一个先验的、统一的、有着一致利益和欲望的整体，而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它内部

的阶级、种族、文化等差异的存在。第三世界妇女的特殊、复杂的处境被简单化对待，

而她们常常缺乏话语权。中国女性主义即是这种情况。面对着他者/自身、发达国家/第

三世界、文化霸权/民族自尊心等等错综的矛盾，如何批判的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的理

论，防止西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主义的“霸权”，中国的女性主义者表现踌躇。从理

论上看，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成为了女性主义的权力话语，中国女性主义理论界对西方

女性主义理论的接受带有一定的盲从性，试图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解读本土本文，但当

西方的理论遭遇本土的语境时总会有生搬硬套之嫌；在自身女性主义理论体系建构上，

中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学理性较差，系统性缺乏。从实践上看，如何让女性主义理论切实

解决中国女性的现实困境，是摆在中国女性主义学者面前的严峻问题。目前，女性主义

更多是囿于女性知识分子的圈内，女性主义研究更多的是象牙塔里的冥想或是追随着欧

美女性主义研究的脚步（事实上欧美女性主义繁花似锦的学术成果和不断推陈出新的理

论方法都让国内女性学者应接不暇），而大部分处境尤堪的底层和边缘女性却不曾

被“女性主义”的阳光所照，更不要说女性同伴们能借助理论解决现实的困境了，故其



社会基础之薄弱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女性主义话语温和，战斗性和先锋性不强。

在当下中国，有机会接触和研究女性主义的人往往受过较好的教育，拥有良好的生活条

件，难以切身体会占中国大部分的底层劳动妇女的种种困难和困惑，更难以与之结成同

仇敌忾的女性阵营。 

中国电影理论界对于西方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接受伴随着一定的隔膜，理论本土

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一定的误读和嬗变，虽然说作为西方现代电影理论之一的女性主义电

影理论的传入对于建设中国的电影理论有着诸多积极意义，同时也应注意比较中西不同

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及原因。例如，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

如《末路狂花》那样的“激进的、毁灭快感”的女性主义特征的电影？究其原因，主要

有两个方面，一、社会原因：中国由政治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政治社会中艺术创作受

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很深，几乎每一部电影都是政治的，都是体制的意识形态的产品，

中、西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下电影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二、艺术发展和变迁：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女性主义理论被引进中国以前，女性主义特征的电影创作是一片空白，而随着

理论的引入以及在政治环境相对的宽松，女性电影工作者开始从自身性别思考世界与自

身，电影逐渐由外部描述走向内心的透视，如《青春祭》等电影就透露出朦胧的女性意

识。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中国的女性主义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各国之间

也存在着区别),“西方女性主义是在西方特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背景

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是西方国情的产物，自然也具有浓厚的本土性。”“西方女性

主义的本土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9]所以我们不能

使中国的女性运动成为西方女性运动滞后的翻版，而要重视中国特殊的国情及女性主义

的独特性。尽管本土的“性别诗学”远没有以一个体系的面目出现，本土理论与西方对

话的局面在短期内是难以实现，但这些都已经在中国女性主义者的意识之中并成为今后

研究的走向。我们应该立足于中、西方差异，挖掘本土的女性主义资源，发出自己的声

音，最终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事业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武器。总之，“只有在把握全球趋势

与基本学术理念前提下对本土的语境、经验有明澈的理解，经过语境化、本土化的过

程，产生的知识甚至体制才能真正在本土生根，为本国所用，也才能与世界交流分享并

丰富人类的知识经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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