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 38(4) 101- DOI:     ISSN: 1008-942X CN: 33-1237/C

本期目录 | 下期目录 | 过刊浏览 | 高级检索                                                            [打印本页]   [关闭] 

论论论论文文文文 扩扩扩扩展功能展功能展功能展功能 

本文信息

Supporting info 

PDF(930KB) 

[HTML全文] 

参考文献 

服务与反馈

把本文推荐给朋友   

加入我的书架 

加入引用管理器 

引用本文 

Email Alert 

文章反馈 

浏览反馈信息 

本文关键词相关文章

国家话语

妇女解放

话语生产

本文作者相关文章

国国国国家家家家话语话语话语话语与与与与中中中中国国国国妇妇妇妇女解放的女解放的女解放的女解放的话语话语话语话语生生生生产产产产机制机制机制机制 

[全文全文全文全文pdf下下下下载载载载](930KB)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女性话语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确立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将女性的立场、权利诉求渗入国家话语,既取决于女性群

体的自觉程度,也取决于国家话语在何种程度上整合了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各群体的利益诉求.在中国近现代的特

殊历史境遇中,国家话语相对于妇女解放话语,不仅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而且具有压倒性的历史优先性.因而,国家

话语支配、塑造妇女解放话语必然成为近现代中国妇女解放话语体系生产机制的本质规定.这一规定既促进了中国

妇女解放实践的超前性发展,也造成了女性主体意识被长期遮蔽,以及妇女"被国家解放"等问题.反思中国妇女解放

的话语生产机制,必须在承认这种现象的历史合理性的基础上,立足于提升女性的主体意识,张扬女性的话语权,通过

各种方式将性别话语渗入国家话语,逐步弱化国家话语的男性话语霸权秩序.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国家话语   妇女解放   话语生产   

Abstract: 

Keywords: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收稿日期  修回日期修回日期修回日期修回日期  网网网网络络络络版版版版发发发发布日期布日期布日期布日期  

DOI: 

基金基金基金基金项项项项目目目目: 

通通通通讯讯讯讯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简简简简介介介介: 

参参参参考文考文考文考文献献献献：：：：

本刊中的本刊中的本刊中的本刊中的类类类类似文章似文章似文章似文章

Copyright 2008 by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