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力话语体系下的性别突围
——

评黄巍博士 的 《 自 我与他我
——

中 国 的女

性与形象 （ １ ９ ６ ６
—

１ ９ ７ ６ ） 》

Ｉ

□ 陈东林

２０ １ ６ 年 ３ 月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 学 、 心理学
、
女性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

社 出版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黄 法 ， 运用国家——社会理论 、 社会性别

巍的 《 自 我与他我——中 国的女性与形 等理论将
“

文革
”

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

象 （ １ ９ ６ ６
—

１ ９７ ６ ） 》
一 书 ， 黄 巍多 年来 问 题进行 了 全 景式 的 描述 ， 力 图 解 释

从事 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和女性学 的
“

文革
”

时期女性形象的塑造历程 、 历史

研究 ， 该书 以
“

文革
”

时期女性形象为 动 因 以及这些被政治化女性的心理状态

中心选题 ， 立意深远 ， 新颖独特 ， 方法 与文化意象 。 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７ ６恰 当 ， 见解独到 ， 文笔清顺 。 该书立 足兮

＾
一

、 该书是 目 前
■

国 内外 学：术界第一

于解密的档案资料 ， 借鉴和吸收 了海 内册 禾 付 ，

丨曰 盆仰 久仪 ｊ 呼ｎ

部以
“

文革
，，

女性形象 为题 目 研究
“

文
外研究成果 ， 以新颖独特的视角 和细致Ｓ

， ，

严谨 的笔触刻画 了
“

文革
”

中 的女性形
＇

＾＊

象 。 论述公正公平 ， 发人深思 ， 对于理当前 ，

“

文革
”

史 的研究理念 出现

解 当代中 国政治 、
社会生活 的变迁不无了从宏观到微观 、 从 中央到地方 、 从精

裨益 ， 对当前
“

文革
”

史 、 中 国女性史 英到大众的转变 ， 在实现这一转变的同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时，审视“文革”的视角也应更加多样该书是作者历经四年时间写作、修 化。对“文革”的研究应当有新的视改而成。该书的文献档案资料来源于北角，即从 中国 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京市档案馆 、上海市档案馆 、国家图书 势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从社会性别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的大量第一手的角度来审视“文革”，以深化对“文历史文献，为使研究结论更客观、公革”史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中有一种允，作者还到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实 “文革”发生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说地采访，并整理了１３万字左右的访谈法。国外研究“文革”史也多集中于探
录，实现了历史文献和口述史的结合。讨“文革”的起源［１］和 毛泽 东、周恩该书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 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政治核心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