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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的现实让人们不得不从全球的、整体的、多元的、战略的、前瞻的角度重新审视和思考人
类已有的有关社会发展知识和理论，这也是对人类智慧和能力的考验与挑战。
当世界各国的首脑和各政治集团的领导人频频聚集共商人类前途命运和大国政治责任的时候，北京外
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者们，却用她／他们默默的创造性的研究和独特的放眼
全球的视野，诠释着她／他们对人类发展模式和全球问题的新的思考。

　　她／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分析视角，重新诠释着“国际政治”和“全球问题”的概念和理论体系，
把环境问题纳入了“国际政治”这个久远的专业领域，拓展了人们对传统的“国际政治”的认识。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召开的人类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会议，或许可以从中发现
她／他们独特的理解国际事务的历史脉络和知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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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摆脱本质主义的困境　　女性主义从第二次浪潮以后就一直没有摆脱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的困扰。
一方面，女性主义的基本宗旨是妇女的解放与平等，呼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上承
认妇女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文化激进派又强调建立在女性特质基础上妇
女解放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在考虑妇女平等地位的时候不能抹去女性的优点和优势。
由于女性特质往往从女性生理及自然倾向上来定义，那些优点和优势就被理解成为女性先天的、普遍
的本质。
这就是女性主义理论中所谓的本质主义倾向。
从理论上说，本质主义的困境在于女性解放及平等要求的社会同质性和女性本质的自然特质性之间的
冲突；从实践上说，本质主义较难形成目标明确、策略有效的女性解放行动。
因此，女性主义思潮中的本质主义一直受到包括来自女性主义内部的质疑。
　　严格地说，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中并没有人真正主张本质主义。
换句话说，没有人真正认为女性特质是由女性的自然生理决定的。
不过，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影响，有些特质（如关爱生命、自然、和平、看重感性、联系等）与女性紧
密联系在一起，成为“女性特质”，并受到主流价值的排斥。
在这种基本判断下，有些生态女性主义学者，特别是侧重文化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学者便提出了这样
的看法，认为女性并非天然地具有自然关爱的倾向，而是历史地具有亲近自然的情结的。
生态女性主义的前辈人物苏珊·格里芬就说：“无论在传统还是相反的意义上，我都不赞同女人与自
然的关系比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密切的观点。
⋯⋯然而在我看来，似乎非常有可能的倒是，一种性别也许会比另一种性别更能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
一个组成部分。
”于是，从主流价值之外的传统中发掘女性特质，重申和发扬她们的智慧，重建一个新的、以女性特
质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就成为侧重文化批判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的目标。
　　或许是由于对女性特质的强调，抑或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在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中与文化激进派
之间的传承关系，总之，人们常常认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也具有本质主义倾向，进而轻视生态
女性主义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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