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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配合阅读材料 

1.陈兵：《吉卜林自传性作品中的童年创伤、自我重构与男子气概》，载《外国文学研究》 

2016 年第 5期。 

2.刘岩：《男性气质》。载《外国文学》2014年第 4期。 

3.隋红升：“男性气概”，载《外国文学》2015年第 5期。 

 

导读： 

尊敬的读者： 

男性气质是人类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命题，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的

文化基础。作为性别研究领域中的一大分支和核心概念，男性气质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由来自

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政治哲学、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等

诸多学科优秀学者参与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研究领域，出版和发表了大量颇有社会价值的著作

和论文，为人类性别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文学领域，男性气质更是一个贯通诸多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有着悠久的书写传统。

男性气质可以让我们更好地参悟作品人物思想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动因，发现、分析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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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有着充分的理论和美学价值。

同时，文学作品在男性气质文化命题方面也蕴含着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思想资源，对文学作

品中的男性气质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和深化世人对男性气质的认知，对丰富和拓展当下男性气

质的研究同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男性气质问题与社会文化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不仅是理解和审视男性个人或群体行为

模式背后文化动因的一个切入点，也是反思和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和路径。总

之，对男性气质的研究有利于促进人们对男性气质的正确认知和实践，有利于把真正的男性

气质与诸多社会流俗和刻板成见区分开来，对于个体人格的完善和民族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

低估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男性气质》一书包含五章，第一章简述了与男性气质相关的三个概念和男性气质的当

代意义；第二章主要从社会文化、心理与生理，以及政治与经济层面审视了男性气质的思想

内涵和社会特性；第三章以《销售边缘男性气质——彼得•凯里小说性别与民族身份研究》

为例，探究了该作在男性气质认知和批评实践方面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第四章以《推销员之

死》这一经典剧作作为研究对象，反思了现代男性气质在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方面的严重问

题及其危害性；第五章讨论了当今学界男性气质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研究趋势，并在此基

础上对未来男性气质研究的选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在本次我来读文献活动中，我们在阅读《男性气质》的同时还补充了 6个配合阅读材料，

包括 2本专著和 4篇论文。第一阶段的配合阅读材料主要有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曼斯菲

尔德的学术专著《男性气概》，隋红升教授的论文《男性气概》和陈兵教授的论文《吉卜林

自传性作品中的童年创伤、自我重构与男子气概》。第二阶段的配合阅读材料主要有悉尼大

学 R.W. 康奈尔教授的学术专著《男性气质》，我本人的学术论文《男性气概与男性气质：

男性研究中的两个易混概念辨析》和刘岩教授的学术论文《男性气质》。希望本次读文献活

动能够引发读者对男性气质的兴趣和诸多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 

谢谢大家！ 

                                   隋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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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活动安排 

 

阅读章节 

第三章：研究案例评析：《销售边缘男性气质——彼得·凯里小说性别与民族身份研究》 

第四章：原创研究案例：现代男性气质的反思——《推销员之死》 

第五章：男性气质研究：问题、趋势与建议 

 

章节要点 

 

第三章：研究案例评析：《销售边缘男性气质——彼得·凯里小说性别与民族身份研究》 

本章对国内男性气质研究学者龚静的《销售边缘男性气质》作了分析。之所以选择该作

作为研究案例，一方面是对中国本土男性气质研究的一种鼓励，也是在男性气质研究方面学

术自信的体现；另一方面还在于本书第二章和第四章所涉及的案例主要以美国文化和文学为

主，而龚静的这本专著既涉及澳大利亚的男性气质，又涉及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男性气质，

在一定意义上丰富和拓展了本书的研究版图。建议读者配合阅读我本人的学术论文《男性气

概》阅读，特别是“男性气概的文学书写传统与诗学特性”部分，把握文学作品中的男性气

质，了解男性气概的人文特性和思想内涵。 

 

第四章：原创研究案例：现代男性气质的反思——《一个推销员之死》 

本章以著名剧作《一个推销员之死》这一典型的剧作作为研究对象，反思现代男性气质

在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及其危害。建议读者阅读陈兵教授的学术论文

《吉卜林自传性作品中的童年创伤、自我重构与男子气概》，提升对文学作品中男性气质话

题的分析和阐释能力。 

 

第五章：男性气质研究：问题、趋势与建议 

本章重点讨论了男性气质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应对方案、男性气质研究趋势和选题建议，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时代男性气质人文重构的设想。建议读者阅读刘岩教授的学术论文

《男性气质》，促进对前面各个章节知识和思想的融会贯通，以期在男性气质文化思想内涵

的认知以及男性气质的研究能力方面都获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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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思考题： 

1. 男性气质是贯穿诸多文学作品中的文学主题。在你读过的文学作品中，你认为哪些作品

是男性气质书写的典型之作？在男性气质的定义和思想内涵方面，这些作品有着怎样的独特

认知？ 

2. 男性气质同样是诸多影视作品演绎的主题。在你看过的影视作品中，哪些作品在男性气

质演绎方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男性气质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方面对你有着怎样的

启示？ 

3. 除了男性气质的认知方面，学者龚静的这部《销售边缘男性气质——彼得·凯里小说性

别与民族身份研究》在后殖民文学研究方面对你有着怎样的启示？ 

4. 《推销员之死》中的主人公威利·洛曼的人生悲剧与其对男性气质的认知和实践之间有

着怎样的关联？威利父子在男性气质的认知实践方面存在哪些误区？如何正确看待男性气

质中的竞争意识？ 

5. 在男性气质的认知与实践方面，《一个推销员之死》中的查理父子与威利父子有着很大

的不同，其人生轨迹也天壤之别，查理父子对男性气质的认知和实践对广大读者有着哪些启

示？ 

6. 我们对既定社会主流社会男性气质价值取向和评判标准应当采取怎样的态度？ 

7. 当今学界在男性气质研究方面存在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还

有哪些方面需要深入和拓展？ 

8. 在选题方面，除了本书提供的建议外，你认为还有哪些值得深入研究的维度、层面或要素？ 

9. 在研究方法和范式方面，你认为我们还需要实现哪些方面的突破？ 

10. 在男性气质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方面，中国和西方存在哪些差异？中西文化在男性气

质方面存在哪些值得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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