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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别开生面的物质文史，也是—部视角独特的妇女史。
本书反对以西方的“科学”标准评估中国传统社会的科技成就，然后得出“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现代
化的若干答案。
它力主将科技看做是表达与塑造中国文化、社会形态的有力的物质形式，并采取这样一种视角考察了
宋代至清代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技术”，从家庭空间与生活、女性的纺织生产、女性生育与保健
等三个方面，分析了科技如何强有力地传播和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规则与女性角色。
然而，与我们对于传统女性的传统认识不同，作者认为，妇女并非父权、夫权的被动牺牲品，而是中
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有力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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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馥兰(Francesca
Bray)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研究兴趣集中于农业体系、日常技术、社会性别、医疗与身体等
方面，并专攻东亚及东南亚地区。
曾居住在马来西亚乡村参加稻田种植。
现任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其主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李约瑟主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之第六卷第二分册(农业)(1984)、《稻米
经济：亚洲社会的技术与发展》(1994)、《明代中国的技术与社会，1368—1644年》(2000)。
本书于1997年出版后，曾于1999年获美国技术史学会所颁发的德克斯特奖(Dxter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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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对研究当代世界的科技和意识形态来说，我们能获得范围很广的原材料。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对科技在生活中的位置变得极敏感，并急于记下我们对它的感受。
如同研究宗教改革的学者之与宗教，研究新儒学的学者之与道德，我们的注意力被科技所占据。
任何希望从接受以及生产的视角把现代科技作为意识形态来研究的人，都有可以利用的丰富材料。
但是，有可能探索对历史上科技的文化研究吗？
没有工厂车间、广告、统计、亲身访问、小说和电影，而通过过去时代的科技去索解过去，从物质世
界跳跃到社会和心理世界，这如何可行？
一个人类学家能以细致的人种学的环境观察赋予一个人造物品或过程以社会和象征的意义。
但是，对于过去的文化，系统的田野工作是不可能的，环境的恢复最多也只能是部分的或曲解的。
对于从环境中脱离或只是部分地位于环境中的人造物品的解释是一种挑战，它规定了史前考古学的纪
律，这对历史学家来说自然也是重要的。
语境保留得越丰富，可能作出的解释、论断就会越多——就如乔18治·杜比（Georges Duby）的《大
教堂的时代》，或是费利普·埃瑞斯（Philippe Aries）和杜比编辑的《私人生活的历史》系列丛书。
在语境缺乏的情况下，合法的解释能够走多远？
在这里，让我举一个对中国古代早期的技术进行文化分析的特别有趣的例子。
大卫·凯特雷（Darid Keightley）是一个研究早期中国文明的历史学家，力图追溯最早朝代的思想印迹
直至史前时期，他采取这样一种方式：深入考察物质性地表达了中国最早文献中突出的观念和价值的
考古材料。
新石器时代，在中国中心地带有两个差异明显的文化联合体繁荣发展，它们都确立于公元前6000年
到5000年，一个沿着东海岸，另一个在内陆的西北黄土地区，在中心平原上这两种文化共存。
到公元前4000年至3000年早期，东部的特性开始侵入中心平原的西北部据点，到公元前3000年晚期，
鲜明的西北据点已经从中心平原消失了，仅仅在遥远的西北边缘遗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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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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