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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看国际问题，视野非常重要，既需有对历史纵深的了解，也要有纵

览天下大势的胸襟。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们既要看到国际上

正在形成的新政治经济格局，也要关注国际上的人文新景象。我认为，

女性话题已经是国际人文新景象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

以妇女参政为例。数据表明，截止２０１２年２月，世界政坛同时有

３３位女性国家领导人和政府首脑在位。数据还显示，截止２０１１年年

底，全世界有女性议会主席、议长或发言人近七十人，覆盖众多欧洲、非

洲、拉美和亚洲国家。

在国际上，妇女参与决策在１９９０年以后，特别是１９９５年的第四次

世界妇女大会以后有了迅速的发展。在２０１２年１月份举行的达沃斯

论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女性领导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实际上，是这两位女性主持并主导了今年

的达沃斯论坛。

与女性参政的数字同时上升的是众多的国际性妇女论坛。如世界

妇女大会、世界女性经济与社会论坛、世界女性论坛亚洲大会、夏季达

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等等。此外，在一些大型国际会议召开的同

时，还会举行有关的妇女分论坛，比如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环境与发

展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等。讨论议题有“平等、发展与和平”、

“健康、教育与就业”、“妇女的新责任”、“在我们的社会建立信任”、“共

享进步、创造未来”、“水、财富和权力”等等。从这些议题设定可以看

出，女性话题既承载过去，也面向未来。这些议题表达了一种人类的崇

高情感和共同追求，体现了女性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丰富的想象力、对

分享生命的责任和关怀。在世界范围内，这些题目不仅对女性而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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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强的生命力，同时也吸引了众多男性。女性议题往往是国际交往

中的“柔性”议题，多数内容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共识，能够比较自然地

占据道德高位。

对女性自身的“自我唤醒”，中国妇女有着切身的体会。２０世纪初

的“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大思想解放运动。近百年来，中国女性在传统

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叉与交织中不断探求、自我定位。这个大历史

运动适应世界潮流，也远未有尽头。

本书作者李英桃教授曾是我指导的第一批博士生中的一位，不过

这已经是近二十年前的事情了。记得我建议她的博士论文做国际关系

中的女性议题研究时，她很兴奋，又有点茫然，但是坚定地说自己不怕

吃苦，因为“喜欢这个题目”。后来，她的确吃了许多苦，读了大量的文

献，还远赴英美收集资料档案，圆满地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并出版。其

实，我当年建议她做女性题目，也冒了一点险。一方面，我的确看到国

际上尤其是西方女性研究的趋势，认准这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另

一方面，我也在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人选，因为题目再好，如果研究者

自己没有感觉，那是做不出来的。当时认同这个研究方向并大力支持

这一研究工作的，还有王逸舟教授。实践证明，英桃不仅把第一步的工

作做出来了，而且还不断努力和追求，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了相应的

研究机构，她自己也已经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北外“社会性别与全球

问题研究中心”在中国的女性研究中做了不少开创性工作。我们衷心

希望，英桃和北外的年轻朋友们会以更开阔的视野关注世界和中国女

性话题的开展，为国际女性研究添上浓墨重彩的中国亮色。

袁　明

２０１２年４月　北京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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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把和平的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

　　“２０世纪将作为一个以暴力为标志的世纪留在人们的记忆中。”１

无疑，国际和平研究就是血腥的２０世纪，甚至可以说是冷战背景下的

特殊产物。

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以两极格局为特征的冷战中发展起来的“和平

研究”的命运将如何呢？在本书开卷前，笔者首先提出三个问题求教于

方家：第一，对于国际政治学者来说，“和平研究”是已成为“明日黄花”，

丧失了其研究的价值呢，还是仍具较大的现实意义与研究的可能性？

第二，对世界各国的妇女来说，是“和平”已经实现，故而无需进一步阐

释了，还是“和平问题”仍然极为迫切，需要好好地研究论证？第三，在

中国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今天，中国与中国妇女为国际和

平研究与和平话语的建构已经和能够做出怎样的贡献？中国积极参与

到和平话语建构中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的确，社会性别（ｇｅｎｄｅｒ）研究处于国际政治研究的边缘，和平研究

同样处于国际政治研究的边缘。但是笔者强烈地意识到，在中国致力

于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２１世纪，在中国语境下结合社会性别与

和平研究，讨论当今世界通往平等、发展与和平之路，具有前所未有的

重要价值。１９５６年，邓颖超向世界各国妇女呼吁：“亲爱的朋友们，我

们相信，只要各国人民和妇女更进一步地加强团结，把和平的事业掌握

在自己的手里，我们就一定能够赢得和平，赢得更大的胜利！”２是的，把

和平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掌握在中国妇女手中，这是本研究得以持

续的动力。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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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书的写作背景

“Ｇｌｏｃａｌ”这个由全球“ｇｌｏｂａｌ”和本土“ｌｏｃａｌ”组成的新词在当今世界

非常流行，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时代的特点。笔者曾经就此词

的中文译法请教于不少英语专家和国际政治学者，但很难找到一个一

致的译法。常见到有“全球本地”、“全球在地”、“全球本土”等译法，表

达的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双向发展”的意思。“地球之友”（Ｆｒｉｅｎｄｓｏｆ

ｔｈｅＥａｒ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ＥＩ）的创始人戴维·布劳尔（ＤａｖｉｄＢｒｏｗｅｒ）

曾提出“思考全球化，行动地方化”（ｔｈｉｎｋｇｌｏｂａｌｌｙ，ａｃｔｌｏｃａｌｌｙ）的口

号。３“Ｇｌｏｃａｌ”正是向生活在地球上的个人、群体、社会、国家提出了立

足本土，放眼全球的要求。本书暂且将这样一个时代称为“全球本土

化”的时代，并在此时代背景下，立足中国本土，讨论女性主义和平

研究。

近年来，中国学者越来越重视和平研究，尽管仍然是少数，一些专

著、教材与论文开始陆续出版。例如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和平学丛书，其

中有译著如日本学者池尾靖志主编的《和平学入门》、挪威学者约翰·

加尔通（ＪｏｈａｎＧａｌｔｕｎｇ）的《和平论》、美国学者大卫·巴拉什（ＤａｖｉｄＰ．

Ｂａｒａｓｈ）和查尔斯·韦伯（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ｅｂｅｒ）的《积极和平：和平与冲突研

究》等；４教材与专著如刘成的《和平学》、熊伟民的《和平之声———２０世

纪的反战反核运动》等。５２００５年上半年，中国海峡两岸的女性主义学

者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与和平学相关的文章。６２００５年年底，由本人主持

的“女性主义和平研究”项目有幸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

目的资助。

从２００５年年底项目得到批准到２００７年夏天，在大约一年半的时

间里，笔者与李洪峰、郎平、何佩群等学者曾做过多次研讨，对大纲进行

反复修改，大家为项目贡献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但是，作

为项目负责人，深知女性主义和平研究在中国还相当稚弱，尚未形成学

科体系，笔者一直犹豫、思考着，本书以何种方式进行女性主义和平研

究，才能让这个课题在世界这个大平台上反映出各国学者研究的新成

果，融入中国的历史经验与价值观念，并逐渐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接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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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产生共鸣，最终为女性主义和平研究尽一份心力。

在书稿各章初现雏形时，笔者和课题组的成员遇到的最大挑战正

是如何在借鉴世界各国女性主义与和平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展现出女

性主义的关怀，清晰表达中国与中国妇女的经验———本书的贡献在哪

里？厚厚的一沓书稿捧在手里，笔者却迟迟没有交给出版社。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做课题的五年多的时间里，本项

目组的几位成员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与亲身经历，不仅收获了和平研究

的理论知识，更收获了和平观念与和平智慧；在转变思维方式的同时，

实现从人的内心一直到国际关系和全球政治的转变。

第二节　“对话”和平研究

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２１日，笔者作为由中国教育部、北京大学与美国

东西方中心、夏威夷大学联合组织的“中国教授赴美考察团”的成员之

一，前往美国的夏威夷、旧金山、亚特兰大和华盛顿特区考察。为时２０

天的美国之行，成为笔者打破写作困境、开阔视野的良机。其中有几件

事情很值得一提，它们将笔者关于和平思考的链条一点点地连接起来，

形成了一条相对清晰的研究线索。

　　一、对话卡特中心

访美期间，代表团参观了卡特中心，笔者在那里与相关人员讨论了

和平的概念问题。代表团首先观看了关于卡特中心的宗旨、原则与主

要成绩的录像片。中心的三大使命可以概括为：致力和平、与疾病作斗

争和构筑希望（ｗａｇｉｎｇｐｅａｃｅ，ｆｉｇｈｔ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ｈｏｐｅ）。７卡特中

心的和平项目设有五个子项目：民主、人权、冲突解决、美国和中国。参

观之后，代表团成员与卡特中心负责人进行对话。作为女性主义与和

平学者，笔者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卡特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致力

于和平，那么，你们是如何界定和平的？”为了避免歧义或答案太泛，我

补充道：“当然，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第二，卡特中心在社会性别

主流化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对于第一个问题，对方回答说：“和平当然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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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没有战争。”但显然没有估计到会有人问这种关于概念的“大

问题”抑或“小问题”，他想了想又补充说：“和平可以被理解为‘构筑希

望’。”对于第二个问题，他坦率地指出，卡特中心还没有专门针对社会

性别主流化的项目，但他们在机构建设、人员录用方面十分注意性别平

等问题。

　　二、中美女性主义学者间的倾谈

笔者这次访美的一大收获是结识了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社会

学视角下的社会性别角色》的作者琳达·林赛（ＬｉｎｄａＬ．Ｌｉｎｄｓｅｙ），并就

和平研究的内容问题与她交换意见。

我们的倾谈是从健康开始的。在她介绍自己正在进行的妇女与健

康研究时，笔者向她提出了“如何理解健康”或者“什么是健康”的问题。

她解释道：“健康包括很多方面的内容，除了生病等我们通常的理解外，

还有贫困、暴力和其他不平等给妇女带来的身心问题等。”尽管笔者对

健康问题几乎从未涉猎过，这时却突然意识到林赛所研究的健康问题

与笔者所研究的和平问题之间的联系，我理解她的意思了，于是接着她

的话头说：“就像在和平研究中，和平的定义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她紧

接着说：“对，健康也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接着，我们开始探寻彼此研究

重合的领域，的确能找到很多，比如暴力、贫困、环境问题、全球化给妇

女带来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等等。

　　三、拜谒马丁·路德·金

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２日，代表团一行前往位于美国南方重要城市、１９９６

年奥运会举办地亚特兰大的马丁·路德·金中心参观。在这里，笔者

对实现和平的途径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对于马丁·路德·金（ＭａｒｔｉｎＬｕｔｈｅｒＫｉｎｇ）博士在美国民权运动

中的影响力和他所继承发展的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每一个

学美国史或从事和平研究的人都耳熟能详。然而，真正走近金博士时，

更为真实的和平观念迎面而来，笔者更加相信本书主题———“和平”的

力量。在中心花园的草地上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的不是“请勿践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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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坪”，而是“世界和平从我开始”。这个牌子让人立刻认识到，这里是

一个传播和平理念的不朽伟人长眠的圣地。进入展馆，映入我眼帘并

产生深刻共鸣的是金博士沉思的照片以及上面的几行字：“我的朋友，

不再是在暴力和非暴力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要么非暴力要么死亡的

问题。”８

　　四、与美国华人和平研究者交流

华盛顿特区是代表团考察的最后一站，这一站的最后一个大型活

动是中国驻美大使馆教育处为代表团举行的晚宴。在晚宴上，笔者遇

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上半叶就来美国求学，现在马里兰大学教育学院

执教的林静教授。与她的深谈则促使笔者进一步回答“自己能为实现

和平做什么”的问题。

林静教授近年来一直在从事社会性别与和平研究，关注当代中国

社会的变迁和教育的发展、改革与挑战。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事件以后，她

在马里兰大学率先开设了和平教育的研究生课程。２００５年，她创立了

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和平教育学者协会，并担任了两年主席。目前，林

静教授担任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和平教育学者协会的新闻主编。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年，她培养了一批从事和平教育课程设计，并在美国许多小学开

设相关课程的本科生。２００６年，她出版了和平教育专著《爱、和平与智

慧的教育：对２１世纪教育的展望》。这本书受到同行高度的评价，被一

些同行当做教科书采用。这本书还被提名为马里兰大学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一年级本科生必读书的候选书籍。

交谈中笔者与林静教授同时发现，虽然近２０年来彼此生活在不同

的国家，却做着相同的研究，与相同的学者、机构、学术组织、甚至相同

的基金会共同工作。她介绍了自己从事的和平教育工作，并且正在提

出一项动议，与中国的有关教育机构合作，在中国的青年女学生中间开

展和平与领导能力教育，为未来培养女性领导人。在与林静教授的谈

话中，笔者深刻地感受到，即使是对她这位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在海

外从事和平研究的华人学者，对中国正在兴起的和平研究情况也了解

不多。笔者随后也向她详细介绍了中国和平研究发展的情况以及自己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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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开设的“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课程，强调这门课程的主旨同样是通

过教育来广泛地传播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精神，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

主流。

在交流中，笔者与林静教授达成了许多共识，决定共同合作，为推

动中国的女性主义和平研究做些事情。２００９年，我们合作完成并发表

了《女性主义和平研究：思想渊源与和平构想》一文。９

此次国外考察之后，带着“女性主义和平研究”这个课题，笔者又于

２０１０年２月赴日本东京大学访学一个月，并于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

６月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访学十个月。学者之间的

交流与互动给了笔者很大启发，增强了完成这个项目的信心与决心，更

让我确信了这个项目的重要价值———不仅是学术的，也是政治的，更是

行动的价值。而所有这些经历都是以学术促和平的例证。

第三节　“收获”本土智慧

“女性主义和平研究”项目组的成员在参与国内外相关活动中所经

历和体会到的除了和平的理念与和平的精神，还有诸多重要问题，比如

东西方和平研究的差异，“全球本土化”时代发展中国家的和平议题的

特点，以及中国各种民间和平力量兴起带来的各种变化等。这些内容

对于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研究、女性主义和平研究都是至关重

要的。

　　一、和平课程与培训凸显中西方差异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项目组成员郎平前往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参加了由

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等机构共同举办、为期１０天的全球和

平与安全研究高级论坛（ＴＯＰＳ）。此次培训的内容涉及和平研究的基

本概念、冲突研究的趋势、战争的原因以及和平面临的挑战、民主和冲

突解决、公民社会与和平、联合国与地区组织、对话与公正以及地区形

势等。授课教师以该校和平与冲突研究系的教授为主，也有个别教师

来自斯德哥尔摩大学。培训形式以授课与课堂讨论为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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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郎平和其他中国学者在交流中深切感受

到彼此之间的距离。相比较而言，其他国家学者之间的交流看起来更

加融洽和易于沟通。因此，如何让世界了解中国和让中国了解世界可

能是中国外交部门和所有涉外人员面临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

２００６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将“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确定为教改立

项课程，拨专用经费进行建设。该课程于２００７年春季正式开课，２００８

年秋季第二次开课。作为这门课的主讲教师，笔者特别在课程名称后

面加上了一个副标题“一项和平议程”，以凸显其与和平的联系。２００６

年１１月２９日，北京外国语大学社会性别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从

事社会性别观念倡导、课程建设与学术研究，希望通过课程建设与中心

发展，强化女性主义理论与行动在中国的和平建构中所产生的力量。

　　二、“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的启示

从“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ＧＡＤ）网络中，笔者充分感受到女性

主义在中国本土发展的能力与价值。该网络成立于１９９８年。是年在

成都举行的“社会性别、贫困与农村发展”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了建立

社会性别网络的建议。西安“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回顾与展望”研

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此建议做出回应：在与会者充分讨论并达

成共识的基础上，建立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全国性网络，以便使国内活

跃在性别与发展领域中的各方力量能够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加强对话

与合作，推动中国妇女的发展。该网络从１９９８年至今已经成功地组织

了多次年会。１０

“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第四届年会讨论通过的《中国社会性别

与发展网络约定》指出，来自全国各地不同机构的代表和个人，自愿结

成非政府、非营利的中国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宗旨是推动社会性别主

流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网络的运作机制和方式是：（１）工作协作小

组。网络设立工作协作小组。小组由网络年会选举产生，成员５—９

人；成员推选出一名召集人。其职责是与年会筹备委员会共同筹办网

络年会，草拟并执行网络年度计划，加强网络建设，促进网络目标的实

现。召集人和工作协作小组成员任期不超过两届。（２）年会。年会是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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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成员交流经验、讨论计划的场所。该网络每两年召开一次网络双

年会（或称网络大会）和一次专题会议（专题年会）。网络双年会和专题

年会交替进行，并在不同地方轮流召开。（３）互联网网站。互联网网站

（简称网站）是网络成员之间、网络与社会联系、分享和交流的平台，并

发挥向社会传播关于社会性别和发展的理念，推动社会性别意识提升

的作用。（４）联络员。联络员是网络成员与工作协作小组、年会筹备

委员会和网站之间交流的枢纽。联络员的任期由推选者决定。联络

员的主要职责包括：在本地区或本单位网络成员和年会筹备委员会

之间协调信息的双向沟通；搜集并向网站提供本地区本单位有关社

会性别与发展的信息，供网站工作小组发布，以便网络成员分享。

（５）网络接受成员的捐赠。捐赠为现金的形式。工作协作小组代表

网络接受捐赠。年会筹备委员会代表网络管理捐赠。捐赠详情在网

站和年会上公布，并在年会上接受审议。捐赠用途：奖励联络员，补

充年会经费。１１

除以上运作形式外，“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已经形成了强

大的电子邮件群组，将国际组织、政府官员、妇联系统、科研机构、高校、

本土女性非政府组织、从事女性主义研究的个人以群发邮件的形式联

系在一起。其成员既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会

的决议，又可以参与到关于男女同龄退休问题的争论；关注农家女、农

民工、艾滋病毒／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携带者、性工作者以及其他社会

弱势群体面临的问题……网络成员或许此刻还在自己的班上给学生上

课，下一时间就将奔赴法律援助工作现场。而一些网络成员又会将另

一些成员引进网络、找到新的工作伙伴。大家通过各种方式，包括ＱＱ

群、ＭＳＮ等新媒体新平台交流信息，取长补短，相互支持扶助；共同推

动性别平等，致力于改变父权制结构下的各种不平等关系，为促进建构

和谐的两性关系、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参与“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活动后，笔者深切地感受到本

土蕴藏的巨大能量，这是实现平等、发展、和平的力量。正是因为真切

地感知了这股力量，笔者更加坚定了从中国本土出发思考和平问题的

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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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邓玉娇案与董珊珊之死的震动

２００９年５月１０日晚，湖北恩施州巴东县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女服

务员受侮刺人案。女服务员邓玉娇受到侮辱后用刀刺死当地招商办主

任，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立案侦查。１２日下午，邓玉娇被送到恩

施州优抚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２１日，邓玉娇的两位代理律师与邓玉

娇在巴东看守所内进行了第一次会谈。之后，“邓玉娇案”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民间的声音不仅通过各种平面媒体、网络途径表达

出来，而且伴随着学术研讨、行为艺术展示、女性学、社会性别学的课堂

作业逐渐得到回响，为更大范围的人群所倾听。５月２２日，全国妇联

的“中国妇女网”发表头条声明，称“全国妇联高度重视邓玉娇事件并将

密切关注事件进展”。１２尽管这一声明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作用，但

足以显示案件所引起的重视程度。

２００９年５月３１日，邓玉娇案件侦查终结，警方公布的结论是“防

卫过当”。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中国法学

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红枫妇女热线等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纷纷发表声

明或撰写文章参与讨论。“社会性别与发展在中国”网络在邓玉娇案发

生后组织了征文活动，并编选结集出《妇女权利何处寻———邓玉娇案社

会性别评论专题》。２００９年６月７日，巴东县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

罪将邓玉娇起诉至巴东县法院。一些网站设立了“邓玉娇案”专题。随

后，该案迅速成为了各大网络媒体的焦点，引起全国的高度关注，并蔓

延到各大平面媒体和主流媒体。２００９年６月１６日上午１１时，备受瞩

目的“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湖北巴东县法院一审结束。合议庭当庭宣

判，邓玉娇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但属于防卫过当，且邓玉娇属于限

制刑事责任能力，又有自首情节，所以对其免除处罚。尽管不少女性主

义学者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例如量刑时提到的有罪和有病、对三位男

性的责任认定等问题。但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民间力量的动员能力和

捍卫妇女权益的勇气都展示了巨大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进行跨界努

力、反对各种暴力，实现积极和平的深厚基础与动力。

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９日，２６岁的北京女子董珊珊因“被他人打伤后继

发感染，致多脏器功能衰竭死亡”。而这个打她的人就是其新婚丈夫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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