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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民族冲突是二战后主要冲突形式，在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曾经发生或正在发生。
如阿以冲突、印巴冲突、波黑冲突、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等等。
《暴力冲突中的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分析》关注和研究的是宗教／民族冲突如何导致对妇女的各种暴
力升级，女战士和女性自杀袭击者的性别喻意，以及妇女如何反战和推动和和平进程。
《暴力冲突中的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分析》更注重从性别视角探讨宗教／民族冲突的根源和影响，指
出民族冲突并不是没有性别的，而是以性别为基础，宗教和民族主义都具有排他性的、刚性的、不妥
协性的男性特征，当两者结合，使得宗教／民族冲突激烈、持久、不易解决。
要有效解决宗教／民族冲突，需要引入合作、协商等柔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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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本书研究范围和重点 宗教／民族冲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暴力冲突形式，在世界
大部分地区都曾发生或正在发生。
限于本书篇幅和笔者能力，本书不打算对所有宗教／民族冲突进行概览式性别分析，而是以亚洲，尤
其是南亚和中东地区比较典型的宗教／民族冲突进行重点分析，而对其他宗教／民族冲突进行一般性
分析。
重点分析的冲突案例有巴以冲突、印巴冲突、斯里兰卡民族冲突、阿富汗战争，一般性分析的案例有
印度尼西亚亚齐民族分离运动、英国北爱尔兰问题、波黑战争、俄罗斯车臣问题、索马里内乱等。
 上述暴力冲突并不是孤立的，都和宗教与民族、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矛盾交织在一起，影响到个
人、国家、地区和国际社会。
因此，本书的分析不仅是对冲突案例的分析，而是涉及与冲突有关联的国家和地区，如与巴以冲突相
关联的中东地区、与印巴冲突和斯里兰卡民族冲突相关联的南亚地区、与波黑冲突相关联的东欧地区
等等。
此外，本书对与伊斯兰相关的冲突着墨更多：一是因为当今世界伊斯兰卷入的冲突最多；二是因为笔
者的学术专长是伊斯兰与政治研究，长期对与伊斯兰相关的性别、政治、民族和社会进行研究。
 本书主要以宗教／民族冲突为中心，从性别视角探讨妇女与暴力冲突的关系，重点探讨妇女在宗教／
民族冲突中的多重角色，宗教和民族主义的性别意涵，性别与直接暴力、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的关系
，以及女性经验对于消除一切暴力的重要意义。
 二、研究思路和框架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延着宗教－民族－民族国家－文明冲突展开的：一是循着性
别与宗教和民族建构的关系出发，探讨宗教和父权制如何建构性别规范，性别和宗教又如何在民族建
构和民族国家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进而分析女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二是循着国家内部不同民
族／宗教冲突—国家之间不同民族／宗教冲突—文明冲突的层次出发，分析宗教／民族冲突和文明冲
突的性别基础，妇女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
 本书结构和框架如下： 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介绍本书的选题意义、相关概念和基本理论，提出性
别与民族建构理论和性别与三重暴力体系理论。
 第二部分由第一章“宗教、父权制与性别建构”和第二章“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中的宗教与性别”构
成，主要探讨宗教如何与父权制合谋进行性别建构，形成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男刚女柔
等一系列性别规范。
宗教和性别又如何在民族建构和国家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使得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具有排他性和支
配性等刚性特征，导致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性别压迫和宗教歧视，这是结构暴力、直接暴力和文化
暴力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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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暴力冲突中的妇女:一个性别视角的分析》由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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