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或可以$上下层级%称之#关於部分作品的归类也值得再讨论#如作者将日

本漫画家柳濑正梦的*日刊读者突破千万) +作
!

$?列多场景%图像模式

的
#

发源之一!但这幅作品主体人物突出(背景排布缩小场景的构图形式显

然又与$上下层级%模式更
!

接近#而段青的*&'$)年的危机+虽然被归

属於$语词式图符%一类!

8

也呈现出较
!

明显的$?列多场景%特徵#

本书从媒介与传播的角度重新审视新兴版画运动早期的发展历程!淡化

以往过度
,

调新兴版画政治宣传属性的观点!呈现出其一度被弱化和遮蔽的

其他丰富面向!

!

新兴版画课题的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跳出具体
"

容的讨

论!也颇能窥探当下美术史研究的新气象#近年来!中国美术史研究越来越

明显地呈现出跨文化(跨领域的趋势#目前学界对於美术留学史(民国西部

艺术考察等综合性课题的关注!直接反映这一趋势#再看部分学者的学术成

果!如曹庆晖关於中国留学生与法国雕塑大师布德尔的研究!蔡涛关於*现

代版画+杂?的研究!胡斌关於董希文与印度支那美术学院的研究!

'

雪杉

关於长城的研究!杨肖关於庞薰鯣的研究等!都从$跨%的角度尝试在传统

美术史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视野和方法的突破#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艾姝的

*刀与木的召
X

+!本书在国际传播的视域下观照早期新兴版画的诞生和发

展!?在图像学之外!有意借鉴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展

示作者综合学术素养!也使相关的讨论更具
$

服力!不失
!

中国近现代美术

史跨文化(跨领域研究的有益尝试#

宋金明

中国艺术研究院

丛小平著译* % 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

, 4530)4570 -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年*383页+

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兴起! $女性解放%成
!

重要的学术话题#事实上!

这是一个涉及层面很广的学术话题!不仅与政局变动(社会变迁有关!还与

当前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势有密切关#探寻历史未知的声音!是史学者的职

责所在!对历史
6

事中失语的底层女性更是如此#

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留意底层女性群体!论者渐丰#丛小平著译

*自主"中国革命中的婚姻(法律与女性身份 &&'%#.&')# '+&下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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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就像一个新的扩音器!让我们听到陕甘宁边区底层女性在婚姻上

抗
1

的心声!?见证她们逐渐建立婚姻$自主%权利和意识的历程#毋庸讳

言! *自主+在资料的搜集与利用方面(在写作的谋篇?局方面(在问题的

探索方面都值得充分学习#

*自主+的写作缘起颇
!

传奇#首先!作者顺着上一本完成的书*师范

学校与中国的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社会转型"&*'(.&'$( +&北

京"商务印书馆!"#&% '的瞃索!寻找师范生的社会革命足?!由此发现了

$刘巧儿%的故事#其次!作者根据童年记忆!想起评剧*刘巧儿+正是广

受欢迎的节目#在查
L

资料时又发现$刘巧儿%原型封芝琴仍然在世!由此

获得宝贵的口述资料#最後! *自主+所利用的核心材料之陕甘宁边区高等

法院资料对外开放!同时华池县档案馆(米脂县档案馆(榆林市档案馆(延

安市档案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台北中研院等

亦有重要的相关材料#以上$点!促成 *自主 +一书的写作#也足见作者丛

氏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对学术有极高的热情!将学术与生活进行完美的

融合#

*自主+正文分(章!以 $刘巧儿 %的故事
!

瞃索徐徐展开#在每一章

中丛氏均有明确的讨论对象与问题意识!使得全书的学术价值一目了然#第

一章和第二章主要
6

述边区政府推行婚姻改革的杂社会背景#在当时!边

区往往既有正统国家意识与传统家长制!又受非正统地方文化以及草原文化

的影响!婚姻模式杂!有童养媳(抢婚(逃妻(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

等#而近代政治运动如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对之影响极
!

有限!直

到&'$#年中国共
%

党进入!这一地区才有显著变化#正是在革命政权与地方

传统的突中!我们看到底层妇女?非被动接受婚姻安排!她们会利用革命

话语!积极开拓自己的性爱与感情空间!?
!

主体性寻获正当性!也
!

女性

愿望成
!

制度化规定奠定了基础#以往研究虽试图揭示女性的主体性!但仅

限於士大夫家庭中受过教育的女性!同时还因革命话语对女性思想的 $格式

化%!使研究者难以听到底层女性真正独立思考的声音!使研究具有局限

性#

第三(第四章主要探讨边区司法建设与婚姻改革的关!揭示出边区政

府的司法制度和法律观念本土化的过程!?
,

调$自主%与$自由%的概念

来由与差?#相较而言! $自主%一词保持原有的语言结构与单一的语言含

义!更利於作
!

政治词在广大乡村地区流传!也更容易引导主体的司法实

践# $自由%反而易被不少父亲曲解
!

操纵女儿(对儿女婚姻
!

所欲
!

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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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与司法人员
%

生
1

执#因此! $婚姻自主 %一词在司法实践中被利

用(保留!&'(*年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此可见!陕甘宁时期

的司法实践对往後的司法改革有着极
!

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讨论马锡五的审判是如何成
!

乡村治理的一个典范!?对西方理

论进行有力回应#如延安时期虽
<

有如哈贝马斯所言之$市民社会%!但中

共懂得理解地方上的风俗与习惯!积极与地方社会沟通!?在$民间公共场

所%公开审理!所以普通农民与边区政府形成有效的对话机制!从而使革命

政权发展!得到老百姓的支援!体现民主社会的本质#而这种社会非哈氏所

言的!只有 $有文化的小资
%

阶级 %才能构成1_?3M5< P6L53K6BJ=:&

$*"D5*D"+'="+.(B4"/+*-4. 4B*:&EDF'-5$%:&"&)>. 8.GD-"#-.*4+ 9+*&14"#4B

H4D"1&4-($45-&*#J=36<BNLFV@>K6B̀ ?3M536<9 l3595324I ]6W35<45J,6KL329M5O

-qVR35BBJ&'*':#此外!澳大利亚学者古德曼(欧洲学者班国瑞(美国学者

裴宜理等学者的研究均证明中共部具有灵活机动的能力#在此过程中!民

0

面对革命权力的下渗?未拿起斯科特所言之 $弱者的武器 %1_6K5B,N

E4>==JI&+%4.(4B*:&I&+0);7&"#2+#J4"/(4BE&+(+.*,&(-(*+.5&Jd5WP6A5< 6<9

]><9><O.685Q<2A53B2=FR35BBJ"#&$:!边区政府也
<

有表现出$帝国主义式%

的做法1_6K5B,NE4>==J$&&-.1 '-0&+ $*+*&)<4?9&"*+-. $5:&/&(*48/%"47&*:&

<D/+. 94.2-*-4. <+7&J+-'&2Jd5WP6A5< 6<9 ]><9><O.685Q<2A53B2=FR35BBJ

&''*JXXN)G&#:!结果就是革命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中共最终赢得了全国

胜利#

第六章讲述$刘巧儿 %的故事是如何被改编成戏剧和
$

书的!揭示後

$五四%一代知识份子如袁
G

等!对妇女形象以及性
*

观念与家庭关的重

塑起到重要的作用!进而建立起妇女的自主传统与传承力量#

第七章追?$刘巧儿%的故事在&'0#年代被知识份子进一步改编与传播

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力宣传新的婚姻法!使更多女性婚姻$自主%的权

利与意识被逐渐建立与培养起来#在馀论部分!丛氏进一步阐述解放後$自

主%一词的延伸使用及其重要历史意义#鉴於中国$家国一体%的儒学政治

理论! $自主%一词联结家庭与国家!实现妇女与国家主体能动性的统一!

?与"#世纪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

生交相辉映之效#解放後! $自

主%一词更是迅速进入到更
!

广阔的社会领域!成
!

政治词和社会用语!

显示当代司法实践(社会生活与革命时代的连续性#"&世纪婚姻法中的婚姻

$自主%将继续注入大
0

人心#

通过上述梳理!可看出丛氏的核心目的是要显现中国底层妇女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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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此对西方一些理论或刻板研究模式进行突破#此书之所以能有如此扎

实而新颖的论述体系!毫无疑问!得益於多元而系统的史料运用#其中!相

关人物的口述访谈材料和陕甘宁边区的司法档案是最核心的材料#而对文艺

史料的利用!又体现出作者极
!

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灵活的学术思维#正是有

了这些史料的支
x

!才
!

新结论(新史实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总之!作者从

对材料的搜集(整理再到耐心地解读(分析与利用!无不对後来学者有重要

的
#

示意义#

此书的不足和局限之处!笔者认
!

有三点#第一!丛氏所讨论的底层女

性都是在中共革命话语体系之下的女性#然而!边区社会极
!

杂!既受正

统国家意识与传统家长制影响!又有非正统地方文化以及草原文化的根深蒂

固!必然有一部分底层女性群体对中共革命不感兴趣或
%

生抵触#那
;

!中

共对这部分底层女性的婚姻态度如何4是否差
*

对待4而她们又以何种方式

实现自己的主体性4再进一步追问!中共如何一步步利用婚姻$自主%的概

念将边区社会中不同意识形态的底层女性整合到革命及其话语体系当中4如

能丰富以上
"

容!一方面可避免$钟摆式%的女性历史书写方式!另一方面

也许能以不同的(独特的女性视角!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独特
A

络#在此基

础上!可进一步探寻女性与革命的杂关#

第二!丛氏
,

调法律法规对女性权利与地位的保护有重要影响!进而实

现对婚姻保驾护航#然而!在当代!不断完善的法律法规?未使女性婚姻

$自主%

^

来更多幸福!每年出现大量的离婚案件证明!随着现代社会的快

速变迁! $自主%非女性单方面的问题!更
!

重要的是!男女双方对自我与

相互人性的深刻认识#一旦
E

离了成熟(健全的两性与婚恋观念! $自主%

^

来的可能仍是遍体鳞伤#

第三!作者也已提及! *自主 +的写作主要面对英语世界的学者和学

生!讨论对象也主要针对北美与欧洲学者#在过去&#多年中!国
"

学者关於

新革命史研究的论著大量盠现!因作者解有限!使之无法与国
"

相关研究

成果进行充分对话#如能在此方面进行补充!此书的学术价值将得到进一步

升华#

刘金源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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