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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进行性别传播的基础理论与学科化建设，是否可能？
　　有关传播与性别的交叉研究，在看似繁荣的批判语阵背后，使广厚的社会观照和锋锐的社会批判
平衡互动、相辅相成，是否可能？
　　这本《性别与传播——文化研究的理路与视野》，既是从这两个问题出发，也是不断反思和总结
，最终回归到这两个问题上来的一个过程。
　　在媒介与性别研究这条探索的道路上，作为一个一刻不停的怀疑者，我走得很孤独也很艰难。
每当按照既有的范式梳理或剖析特定的研究对象之后，与成就感相伴而来的总是不确知答案的提问：
如何才能超越性别这个问题本身？
　　我以为，性别早已是一个超越了性别本身的概念和范畴。
即使不用去做注解，人们也都会将前一个性别译为gender（社会性别），后一个译为sex（生理性别）
。
但是往往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表面上宣扬为gender的，却其实是紧扣着sex。
而所有sex的问题，都根源于gender这个建构的、更为深刻的、性别的概念。
　　曾经（也包括现在），我的研究前辈、同行和我，用标榜sex、凸显女性气质来介入某些宏大的议
题，将其作为一种策略来引起关注。
但直到现在，仍不好评估这种做法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
为此影响到我对这本书题名的反复思考。
我决定彻底抛弃这样的策略了——为了凸显女性，凸显性别，凸显这一正在甚嚣尘上的“主义”，而
以“女性主义媒介研究”为题。
即便女性主义作为视角和方法，是贯穿这本书所有研究项目始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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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性别与传播研究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不仅因为它与我们日常
生活紧密相关，更重要的是它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吸收了与该研究相关的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文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信息，
力图使整个研究既有理论的思辨力，也有对现实问题的穿透力。
    本书适合于高校传播学、社会学及相关专业师生、研究者和关注自身社会价值的广大读者阅读，并
适用于如下课程：媒介与性别研究、文化与社会研究、新闻学、传播学、影视艺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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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传播与性别研究概述　　第一节 发展背景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
领》，高度重视媒体在消除性别歧视和推进妇女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妇女与媒体”被列入“战略
目标和行动”的十二个关切领域。
经过十年来的努力，性别平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在观念推广和行动指导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对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也起到了积极而深远的推动作用。
　　性别平等对待政策的模式起源于18世纪欧洲哲学对于市民权力的讨论，其目标是使每个个人的权
力得到相同的对待。
该方案首先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纳入立法之中，从而在公共政策中形成男女平等的原则，彻底改写了
相当长的人类历史上性别歧视的制度，而后“被欧盟的法律体系所采纳，在欧洲成员国中也得到普遍
遵循。
”　　社会性别主流化，体现在将社会性别的理念纳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
展体系之中，将消除性别压迫作为与消除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同等重要的使命与责任，使发展性别平
等、两性和谐的文化“从边缘走向中心”，使性别观念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观察视角的成果，为更多
的男性和女性所共享。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性别与传播>>

编辑推荐

　　《性别与传播》讲述了在媒介与性别研究这条探索的道路上，作为一个一刻不停的怀疑者，我走
得很孤独也很艰难。
每当按照既有的范式梳理或剖析特定的研究对象之后，与成就感相伴而来的总是不确知答案的提问：
如何才能超越性别这个问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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