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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澎著作 《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序——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年） 

 

日本妇女问题研究，作为日本问题研究的组成部分，不仅在知识的内容上推

动了对日本的认识，而且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提供了认识的有效途径。继《战

时体制下的日本妇女团体》之后，胡澎的新作《性别视角下的日本妇女问题》给

出了这样的知识与途径。该著作以社会性别为视角，以 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

际妇女运动的发展和日本经济社会的变迁为背景，对那个时代日本妇女的生活方

式和思想意识的变化、团体运动、就业、参政、人权、政策法规方面的基本情况

作了详细的梳理，展示给读者一幅清晰的脉络图，提供了观察日本社会发展变化

的一个崭新的切入点。 

社会性别研究，既是一种现象，又是一门学科领域，还是一种方法。谈社会

性别，首先要把社会性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把握。胡澎引用了美国历史学家

琼.W.斯科特（Joan w. Scott）的定义：“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

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利关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而正是由于社会性别

现象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形成，它标志着社会对男女差异的一种理解，

以及它代表着社会对男女不同社会群体特征的行为方式的认知，因此，从学术研

究的角度，它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并因其独立的视角构筑独特的研究方法。 

 

顺着这个思路，作为问题研究，首先关注的是上个世纪 70年代以来国际妇

女运动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以及日本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带来的时代呼唤。 

自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把 1975年确定为“国际妇女年”以来，在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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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导下召开的历次世界妇女大会和各类专题会议，相继制定并通过了多个宣

言、公约、行动纲领，为世界妇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国际性政治保障和合作发展

的舞台。1995 年由北京承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出席人数上创下了世界

妇女会议有史以来的最大规模。世界妇女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妇女问题融入全球

化发展的趋势所然，是时代的呼唤所致，意味着两性平等已经成为一项全球性战

略。全球性的视野让我们了解到世界妇女运动的意义，同时也使我们注意到各个

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所导致的问题，以及各个文化传统差异所带来的

妇女问题的复杂和多样性。 

日本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的发展受到上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推动，作为联合

国成员以及国际妇女运动一个组成部分，日本的妇女运动和妇女研究正式置身于

国际妇女问题的解决和研究大潮中。日本的国际参与是积极主动的。如胡澎特别

着笔的日本“母亲大会”，就是在国际母亲大会感召下成立的，它几十年的活动

历程对日本社会的和平运动以及多元化民主化的推动发挥了积极的贡献。开放的

日本在 70年代受到美国女性学研究的影响，以女性学研究为目的的非实体研究

团体、实体研究机构、大学教育课程以及社会讲座等相继设立，逐渐形成和巩固

了日本女性学的研究基础。我们可以从日本的书店一览其研究成果的风采，其中

包括女性史、女性思想史、女性文学、妇女人权与参政、妇女就业与社会保障、

亚洲妇女研究等著作均有其独当一面的位置。战后日本妇女问题研究之所以有较

快的发展，从外部条件看，国际活动的参与和国际学术交流的开展为其提供了重

要的条件。 

 

日本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变化是日本妇女运动和妇女问题研究的内在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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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日本 1960 年开始实施“所得倍增计划”，1968 年其经济总量即已达到了

世界第二位；1964年召开的东京奥运会和 1970年召开的大阪世博会，增添了这

个快速上升的工业化国家的自信心；70年代初至 80年代中期的日元升值和贸易

摩擦促进了产业升级和海外投资；在经历了 80年代中后期泡沫景气和 90年代初

期的破灭以及长达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与社会不安后，日本徘徊在后工业化的迷路

之中。日本妇女问题研究是认识和分析这个过程的一个切入点，而一旦切入，就

会带给我们更多领域问题的思考。 

70年代至 90年代初，妇女参与的社会运动日趋活跃，虽然运动不同目的各

异，但都带有共性，即走向发达社会的特征和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发挥主体作用

的特征。因而胡彭将运动的路径以对抗型的、要求型的和建设型的阶梯发展特点

予以分类，这个顺序基本上也勾画了一个走向小康社会逐渐实现和谐的基本步

伐。妇女通过这些运动提出自己的诉求，争取自己的权利，并为推动社会机制的

调整发挥作用。如胡澎在著作中列举的以家庭主妇为基本成员的“生活者运动”，

在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止环境污染、维护食品安全、提供社区服务等方面发挥了

作用。 

90 年代以来，后工业化社会的新问题在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中逐渐显现，

如少子老龄化导致的养老金问题、促进生育和养老服务问题、教育问题，以及为

刺激经济导致的过度公共投资和环境问题、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问题等。受美国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社会经济政策朝着“小政府、大社会”方向调整，作为大社

会的各项制度也在此期间加速了修改或制定，这种变化给与妇女更多参与社会的

机会。胡澎在著作中分别从性别视角下的就业、性别视角下的保险制度等方面着

重作了介绍，指出处在社会调整、转折期的日本妇女在获得平等参与等法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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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保护的同时，又面临因社会变动带来的家庭、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新问题。日

本社会面对的是一个综合结构困境，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关系一直没有解决

好，政策缺乏整合性，更缺少财政后盾的保证，因此，在社会的基本层面，政策

与现实之间存在差距，政策的落实也缺乏监督机制。上述这些 90年代后期以来

出现的问题同时也给女性运动和女性研究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对于大多数陌生日本的人来说，也许对日本妇女地位的印象已经基本定格，

战前的日本“男人顶了一个天，女人只占半个地”，而战后的日本虽然 “男主外

女主内”，但距离“半边天”的社会地位相距甚远，日本社会仍旧属于男性。胡

彭所列举的妇女团体运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从日本妇女运动发展的轨迹和

方式看，日本自战后以来妇女运动就从未停止过，而且它们是与整个社会的进步

与发展同步展开的。日本妇女运动以及因运动而催生的女性学研究有时时常走在

法制的前面，它本身甚至催生了相关法律的诞生，《男女共同参与基本法》的制

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社会性别歧视问题在日本仍旧留下深深的历史文化烙

印。众所周知，传统文化并不只是一般民众的意识，他还是整个民族的意识和无

意识，因而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传统的印记。例如，1991 年由韩国

妇女勇敢的“人证”而曝光的“慰安妇”问题，展示给世人的是日本社会在这个

问题上半个世纪的沉默和政治家对事实的否认与歪曲；又如，1946 年修改颁布

的日本国宪法虽然承认对人权的保障，并特别在第二十四条规定两性婚姻自由，

以示对个人平等的尊重，但是，同为社会成员的男女之平等机会和待遇问题，却

是在 1999年 6月颁布的《男女共同参与基本法》之后才在法律上得以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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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任何一种有效的法律，都需要与生活在其下的那些人的观念形成基本协调的

关系，在不同类型的文化传统之上，法律的概念、价值判断和技术性差异体现在

人们的认识与实践之中。因此，保护共同参与家庭和社会权利的这部法律，它的

确立与愿望的实现之间必然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个路程是要创造一个新的

社会环境以及一系列与新的法制正相匹配的文化条件。 

 

妇女问题作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可以归类于法学、历史学、文学等学科的研

究领域之中，而从性别研究中观察社会、从社会研究中认识性别的研究方法，则

属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析范畴。社会学关于妇女问题领域的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的

尝试和运用，胡澎则以社会性别的视角和方法完成了这本著作。如她所说，“社

会性别概念和理论为我们认识两性的性别角色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而且给社会科

学研究注入新的内容。如今，社会性别的概念已发展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分析

范畴，社会性别方法论逐渐向各个学科领域渗透”。这本书是胡澎运用这个方法

观察、分析和研究日本妇女现状以及日本性别平等政策的一个有益的尝试。我期

待她在这次尝试的铺垫之后，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成熟的方法把更加系统的

研究成果再次贡献给读者。 

 

李薇 

2010年 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