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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期刊，顾名思义，就是内容以女性为目标

受众或主要为女性服务的刊物。从我国历史上第一份

女性刊物《女学报》的滥觞，到五四时期以提倡“女

学和实用”“男女平等”而盛极一时的商办女性期刊

《妇女杂志》，以及后来为新中国妇女服务的《中国妇

女》，再发展到近些年崛起、引领女性时尚生活的《时

尚伊人》《瑞丽》《世界时装之苑》等高端女性时尚期

刊，中国女性期刊已走过百年。在百年历史的沧桑巨

变中，女性期刊对中国女性的性别意识、思想观念、

文化内涵等方面的影响与塑造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

用。正因如此，学术界对女性期刊的研究一直没有停

止过。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随着女性期刊的蓬勃发

展，国内学者对女性期刊的研究也随之进一步深入，

出现了相当多研究女性期刊的论文及其他研究成果。

鉴于此，我们对近十年来我国女性期刊理论与案例

研究两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

为了从数量上客观地反映女性期刊研究的进

展，我们对国内近十年（2002—2011）关于女性期

刊研究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专

著进行文献统计和分析。本文主要以“中国知网”

作为数据源，以关键词“女性期刊”和“女性杂志”

为检索项，共检索到期刊论文 101 篇，硕博士论文

14 篇，相关报纸文章 26 篇，专著 1 部。从图 1 中

可以看出，对女性期刊研究的小高潮出现在 2003

年和 2010 年，2010 年达到一个高峰。基于以上统

计数据分析，近十年来对女性期刊的研究主要侧重

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女性期刊发展的回顾与总结、

女性期刊内容、广告与经营、女性期刊的批判与反

批评、发展困境与策略、女性期刊的案例研究六个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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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女性期刊发展回顾与总结

李应红等学者按照时间线索将中国女性期刊的

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女性期刊，以

《女学报》《上海滩》为代表，它们主要以反映妇女解

放为宗旨，提倡女学，尊重女权，反对缠足；辛亥革

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女性期刊，以《劳动与妇

女》为代表，其宗旨以女性生活为题材；新中国成立

后的女性期刊，如《中国妇女》《知音》《时尚》《瑞

丽》，主要反映女性情感和时尚生活。并在此基础上，

对每一阶段具有代表性的女性期刊的特点及所承担的

历史使命进行归纳和总结 [1]。

王军华对近十年我国女性时尚期刊的发展格局

进行分析，他认为我国女性期刊市场发展迅猛，尤

其是近十年，女性时尚期刊的发展更是百花争艳，在

前几年也曾一度“万紫千红”，但到 2004 年进入平

台期，2005 年出现明显的拐点，发展势头开始下滑。

他还从社会环境变革、性别和生活习惯的差异、期

刊的同质化现象、恶性竞争和传媒的媚俗化等方面

分析女性时尚期刊的发展格局 [2]。

方平对中国女性期刊百年历程进行总结，将百年

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萌芽

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起步期；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女性期刊飞跃期。对每个时期的发展特点加以阐述，

并对中国女性期刊发展脉络进行梳理 [3]。

以上学者对我国女性期刊的发展从时间维度进

行总结、回顾与分析，思路清晰，为今后对女性期

刊的研究提供帮助。

2 女性期刊内容研究

2.1 女性期刊内容风格定位

女性期刊要生存发展，其内容与风格的明确定

位是前提，因此，对女性期刊内容研究一直以来是学

者们非常重视的领域。谭笑认为，女性期刊虽以女性

为受众，看似目标受众已经比较明确，但在激烈的竞

争中要拓展发展空间，保持竞争优势，女性期刊只有

从内容到形式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认真做好

受众的细分与定位、传播者定位和题材内容定位工

作，才能在硝烟四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女

性期刊的完整定位应包括受众定位、传播者定位、传

播内容与形式定位。学林出版社的贺强认为，期刊出

版的目的是满足读者的消费需求，同时实现期刊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期刊的定位必须从读者的需求出

发，选择内容。构成期刊各个栏目的文章，其品位的

高低、玩味的久暂、格调的雅俗，无一不关系到期刊

的生存。表现女性追求独立自我的完整精神理念，从

人的本能欲望、生命的自然冲动中探索女性的心理世

界和精神走向，挖掘在时代洪潮汹涌前进中女性精神

家园的每一个细微的律动，应该成为女性期刊的宗旨

和核心内容 [5]。家庭期刊集团家庭研究中心的范国平

提出，在内容定位上，女性生活类期刊首先要尽最大

可能契合主流读者或者目标读者的心理需要。杨丽萍

提出，女性生活类期刊在内容定位上应该回归，不应

该以发行量为纲，而是真正重视文章的思想性和启发

性，塑造刊物的影响力和独特的阅读价值。女性期刊

社应重视并发挥内容优势，并借助手机、互联网、电

子阅读器等媒体更加广泛地传播优秀的内容 [6]。

作为女性期刊，有责任和义务为女性提供一个

平等的对话平台，让女性期刊成为女性精神的自由

乐园。更多地关注女性社会热点问题，如妇女与参

政、妇女与教育、妇女与法律，站在时代的高度，深

入报道，尖锐地分析，不仅是对女性本身精神走向

的关注，而且它的深层意蕴远远超出期刊本身，这

才是期刊生存的基础 [7]。

2.2 内容延伸研究——女性文化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女性形象、女性意

识的关注。刘胜枝在《当代女性期刊的文化研究》专

著及期刊论文中 [8]，对《中国妇女》《家庭》《时尚伊

人》中出现的女性形象进行集中研究之后，得出的结

论是：女性期刊对女性的构建是随着社会主导力量的

变迁而自发性地转变和适应的，作为大众化的女性期

刊，缺少独立的女性价值观念的指导 [9]。吴敏鹃提

出，女性意识是从自定义的主观视角对社会、人生

与自身形象的一种关照，这种关照强调男女两性政

治、经济、文化等公共领域权利平等与家庭、社群等

私人领域角色对等的表现。女性角色在女性期刊中的

出场，并不意味着女性意识在文本叙事中有充分的自

由表达空间。比起一般大众传媒的直接缺席，女性期

刊往往以更隐蔽的方式拒绝女性意识的在场。以定性

的描述来表现女性，因而导致女性意识在女性期刊

里的“在场的缺席”[10]。恋爱婚姻家庭杂志社的王金

礼持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女性期刊的女性叙事从

根本上说即是女性以男权目光为基准的自我审视与

判断，这种审视与判断的自觉意识愈明晰，真正的

女性意识也就愈渺茫 [11]。

王海邹、利斌通过对美国女性期刊的研究，坚持

女性期刊是坚如磐石的“意识形态”的贩卖者，女性

往往以期刊文本中所蕴涵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认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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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期刊所表现的女性特征是被赋予意识形态色彩

和社会地位的女性形象。这些期刊文本自然成为导致

女性“实际身份低下”主流观点的工具。从美国女性

期刊不同时期塑造的女性形象和制造的女性话题来看，

女性期刊一直在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正面的“积极”

女性形象，关注和报道的女性话题也是敏感的重大的

社会问题，但客观上却有助于增强社会中性别差异和

不平等，甚至成为男女不平等和压制女性的工具 [12]。

女性形象的多样化其实是对女性气质认识的混乱性的

表现，同时也是对女人个性、人格多样化的一个发展。

女性新形象的出现，其实是与消费文化中的女性、家

庭刻板观念被打破有着直接的关系。期刊事实上正在

传输给女性一种复杂矛盾的阅读。新女性形象反映了

一种分裂的、伪霸权的女性气质。与原有的、受强调

的女性气质相对照，新女性形象在对待家庭、孩子和

自己的情感需求的态度上，表现得更为独立、敏感和

尖锐。杂志一方面在暗示女人要遵从传统的“受强调

的女性气质”(关心体贴、善解人意)，另一方面又宣扬

女权主义，强调女人的独立自主。杂志立场的摇摆，

令女性读者正在经历认同性的危机，从坚实、固定的

传统女性角色的认同到现代的、多重的、个人的具有

自我反省的认同 [13]。谭丹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出，在女

性期刊业百花齐放的同时，它也存在着一些致命缺陷。

其中，女性期刊、女性意识的缺乏是最重要的缺陷之

一。从女性意识的视角，通过分析女性期刊文章题材、

文章内容、广告以及封面中女性形象、受众的低龄化

问题、城市农村受众分布不均等因素，阐述女性期刊

中女性意识的缺失，说明女性意识是最为本质的，女

性期刊本应赖以生存的社会根本 [14]。

从以上学者的研究来看，一是女性期刊应从最

基本的人文关怀出发，对期刊的内容明确定位，抓

住主流读者；二是女性期刊关注的内容不应只是女

性浅层次的需求，如服饰、美容等，而应关注与女

性相关的社会问题，如职场、参政等。从已掌握的

文献资料来看，这方面的研究多流于现象的探讨，而

对于深层次的问题，即如何创办真正提升女性形象、

关注女性意识的女性期刊的研究则涉及较少。

3 女性期刊广告与经营研究

3.1 女性期刊广告

对于女性期刊，广告收入是核心业务所带来的

主要盈利空间，是期刊媒体经营的最主要阵地，业

界和学界对女性期刊广告的研究随着期刊广告业的

发展而不断深入。

女性期刊广告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问题研究、策

略研究及广告文化三个方面。杨亦婧对女性时尚类

期刊广告的特点、优势、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前景进

行了分析。她指出，女性时尚类期刊广告还存在四

大问题：第一，广告西化严重，须加强本土化意识；

第二，广告同质化竞争激烈，市场细分化是必然之

路；第三，广告内容过于物质化，应融入人文关怀

精神；第四，广告价值远低于其他媒体，须通过各

种方式深度挖掘 [15]。荣晓曼通过对女性期刊特点的

分析认为，女性期刊广告应采取因地制宜、美女策

略、打概念牌以及利用长期广告的积累效应 [16]。顾

钢则认为，展示女性之美时，东西方有着不尽相同

的理解与表述。亚洲广告侧重于女子的化妆与面部

美丽，而美国广告则注重女子的衣装美 [17]。赵振宇

等认为，以读者需求为指针，塑造新型编读关系，避

开小部分的高端读者群，满足乐意了解时尚、装扮

美丽同时又关注内心情感的年轻主妇的阅读需求。虽

然女性时尚期刊一直是女性消费品广告的重镇，但

是，近些年飞速发展的女性网络开始争夺广告资源，

势头不容小觑。女性网站资讯丰富，不受版面限制，

可以尽可能地细分市场，即便是小众化的主题也可

能因为网络的传播获得较高的点击率，实现广告的

有效到达 [18]。

3.2 女性期刊经营

期刊不菲的定价和高投入的广告激发了商家在

这一市场上分得一勺羹的欲望，也推动了女性期刊

的蓬勃发展，对于女性期刊的经营研究也是百花齐放。

就女性期刊的经营模式，对《家庭》《知音》等

中低定价的期刊来说，发行量是其生存的关键。而

对于版权合作定位高端的女性期刊来说，如《Elle 世

界时装之苑》《时尚·伊人 Cosmopolitan》《瑞丽服饰

美容》的经营从发行获得盈利的模式改变为由广告

获得盈利 [19]。在女性期刊经营策略方面，张卓认为，

出色的发行是起步；广告经营是关键；与读者互动

是基础；品牌经营是延伸 [20]。在女性期刊品牌经营

方面，古晶指出，女性时尚期刊品牌经营有借助明

星效应的身体符号和借助事件进行营销两种主要方

式，并可通过从“单一品种”到“组合发行”、步步

为营的活动营销来进行品牌资产延伸，还可以进一

步开发系列衍生产品和推行网络电子期刊以进行跨

行业的后续产业价值链接 [21]。

从行业来看，女性一直以来都是女性期刊强有

力的支持者。从广告方面，商家都在盯着女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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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所以对女性期刊的投入也往往大于其他类别的

期刊，这从另一方面也支撑了女性期刊的发展。湖

北日报传媒集团的刘学峰、 陈雄涛认为，在当前中

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通过对女性期刊的定位、受

众心理需求以及困惑中女性期刊的误区等方面来分

析，认为女性期刊应从卖观念、女性视角、办出特

色三个方面进行转型。女性期刊的受众心理需求已

发生变化。女性中受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受教育

程度也越来越高，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日益多

元化，独立性增强。除对时尚资讯和情感慰藉的需

要外，女性对传媒扮演的角色有了更多的要求，诸

如理财、女性教育、创业等。无论是新锐的时尚期

刊还是传统的综合期刊，在创业、教育、参政、法

律等方面都鲜有涉及。而这些仍存在空白的领域，正

是困境中女性期刊的机会和市场所在 [22]。中国女性

期刊需增强理性内蕴，提升文化品位，创建品牌期

刊，期待着现代中国女性期刊有质的突变与飞跃，在

新闻传播史上能留下熠熠生辉的一页 [23]。

4 对女性期刊的批判与反批判

对女性期刊（特别是时尚女性期刊）的批判与

反批判的文章不时可见于各类学术期刊，学者针锋

相对的研究成果多见于以下两个方面。

4.1 对女性期刊传播消费主义和男权文化的批判

女性期刊大多以消费主义为目的，让女性在男

权文化的注视下继续强化传统性别身份，是消费主

义和男权文化的合谋。张水菊认为，女性期刊是大

众传媒与商业合谋、推销商品的消费主义载体 [24]。

女性时尚期刊热销是无法回避的文化现象，这种文

化给女性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不易察觉却不容忽视。

它在建构时尚、品位以及美好生活的同时，更隐藏

着针对女性的消费陷阱阴谋 [25]。消费主义与传媒的

合谋决定了期刊的女性形象是美丽快乐的消费女郎。

刘胜枝认为，女性期刊以建构有消费欲望的演艺明

星、有消费能力的成功女性和有独特消费态度的叛

逆女性来培育读者的消费理念，使读者成为非理性

消费女郎 [26]。关于期刊的消费主义传播手法，王磊

认为，杂志以明星、模特和成功女性加强“女性被

看”的视觉消费，以女性形象为依托的广告消费和

偶像心理消费刺激读者的消费欲望 [27]。付媛认为，

杂志通过精选内容迎合读者来营造广告乐土，使女

性成为被杂志控制的消费者 [28]。杨敏认为，女性期

刊以男权立场固定传统性别形象，以广告建构消费

主义意识形态，使女性以非理性消费来确定自身女

性气质，并与父权制中男性的理智、生产和主动性

做了鲜明区隔 [29]。刘芳提出，通过性别技术和中产

阶级身份两个关键隐喻来呈现女性角色、形塑女性

气质与身体，它掩蔽并再生社会不平等、性别不平

等 [30]。张国辉认为，女性期刊以变相的男权思想让

女性沉迷于肤浅声色，市场化运作使杂志呈现奢靡

化、情色化、低俗化等不良倾向 [31]。我国女性纪实

性情感期刊经过三十年发展，存在着对女性传统美

德的过分宣扬，强化了刻板印象；报道领域的狭窄

性，多局限于私人领域；女性总体上仍是处于“被

看”的“第二性”位置等问题 [32]。

4.2 反批判研究

持有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批判时尚女性期刊

的学者都只简单提及期刊的进步性，但学界还有一

些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反批判声音，这为学术研究提

供了一个多元化的视角。

袁艳认为，学界的批判存在绝对化、极端化倾

向，将消费文化等同于消费主义，从根本上否认了

期刊的文化价值。其原因是忽略了女性受众的主动

性，把女性受众看作无文化见解、任意识形态摆布

的个体。其实，女性期刊的畅销表明，它具有积极

的文化价值：期刊的功利回归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

包含着特定的审美意蕴；期刊的高定价是分众化传

播和高制作成本的结果。学界应从当前中国社会文

化背景考察杂志的文化意义，以传统性、现代性和

后现代性的三度思维而非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二元

批判理论分析杂志，在社会文化整体结构中找到杂

志的文化定位 [33]。尚智慧分析了《时尚》产生的社

会、文化语境之后认为，杂志既是中国社会结构变

革时期的产物，也对新兴中间阶层在中国的形成起

到了引导、推动作用 [34]。

5 女性期刊发展困境与策略

崴嵬认为，在看似一片繁荣的表象下，诸多问

题浮出水面，一股股汹涌的暗流在涌动。女性期刊

发展过程中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同质化现象；

二是本土与国际化之争；三是盈利模式单一 [35]。许

建平对目前制约女性期刊健康发展的一些“困境”及

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进行梳理和分析，他认为，

都市快餐文化的影响、期刊布局不合理、作者队伍

良莠不齐是造成女性期刊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应

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努力: 在具体内部操作方面，

一是要优化内部运行机制，加强工作责任心， 提高

工作效率和加快刊物出版周期；二是要加强刊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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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策划意识，尽快建立自己的真正具有法律意义

的签约作者队伍、主笔队伍；三是要在不断进行市

场调研、不断在读者中给自己刊物进行重新定位的

前提之下，不断优化和细化自己的选题，真正办出

自己的刊物特色， 并在不断优化和细分自己刊物的

选题过程中，淘汰掉那些“ 万金油式”自由撰稿人

队伍， 使女性期刊真正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36]。

女性时尚期刊在日益成熟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应

该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实用型风格应占领更多的

市场份额；对偏高的价格进行调整 [37]。我国女性期

刊经历了繁荣发展后，现已进入焦虑的转型期， 内

容的定型化、同质化和引领功能的蜕化，使其已不

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和社会的发展要求，究其原

因在于女性期刊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失，而我国传

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则是造成这种缺失的深层

机制 [38]。杨署认为，女性期刊已经成为当今期刊世

界中的一道风景线，但是在过去的长期办刊实践中，

由于男权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与延续，不少女性期

刊中的女性形象实际是为取悦男性的，女性期刊中

隐蔽着男权的意识形态与畸形的贞操观。女性期刊

应极大地表现对社群生活的参与，培育新时代女性

应有的风范，并打破城乡二元对立的观念，增加农

村女性期刊的出版和发行 [39]。

6 女性期刊的案例研究

在众多女性期刊中，有许多期刊办得非常成功，

甚至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对这些成功的女性期刊

个案进行研究，对期刊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为女性期刊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

依据。

近十年来，具有丰富理论知识的学者与具有实

践工作经验的业界研究者对女性期刊个案进行了卓

有成效的研究，为女性期刊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观点。

这些个案研究主要集中在五四时期的《妇女杂志》、

当代大众化女性期刊《知音》和女性高端时尚杂志

《时尚伊人》这三种期刊。

6.1 《妇女杂志》

长期以来，《妇女杂志》作为研究女性期刊的经

典个案，一直被一些学者作为研究近代史、妇女史

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也是不少学生研究的热门选

题。其研究内容可谓是包罗万象，涉及社会科学的

方方面面，如《〈妇女杂志〉的女性服饰现代化问题

探析》《中国近代家庭观的建构与女子教育：以〈妇

女杂志〉征文活动为中心》《工作中的女性与异性之

社交：以〈妇女杂志〉 (1915—1931) 为主材料》《中

国早期女子职业教育与〈妇女杂志〉影响研究》等，

这些论文主要针对《妇女杂志》中女性服饰、教育、

职场等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并且研究成果形式多

样，有期刊论文、硕博士论文、专著等。

6.2 《知音》

《知音》的辉煌令无数业界同行羡慕，同时，学

者们也对其成功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与探讨。石潇

纯在《〈知音〉的成功对女性期刊的启示意义》一文

中提出，《知音》的成功取决于三个方面：坚定不移

的办刊方向和强烈的读者意识；科学的决策和管理；

状写平凡人生，讴歌真善美的时代特色 [40]。文心和

李艳华总结《知音》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体现在

三个方面：形成了感动千百万读者的、富有人情美、

人性美的知音纪实体；成功地进行了多元化经营；最

早推出国际化战略的探路者《知音·海外版》[41]。《知

音》的成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一本女性期刊的

成功，不仅要靠出色的内容、精美的设计、创新的

营销，还要符合社会文化总体的走向，遵循读者心

理的变化，这样才能越做越大，越来越强，成为期

刊市场的畅销品 [42]。

6.3 《时尚伊人》

《时尚伊人》作为女性期刊版权合作的成功个案

以及时尚期刊成功的典范，必然成为女性期刊研究

的重点。王洁、赵云泽从时尚的文化本质分析入手，

认为时尚期刊的立足点应该是本土的时尚文化，在

此基础上，分析了成功时尚期刊版权合作与内容本

土化并重的运作模式，他们认为，在时间纬度上看，

从版权合作走向内容本土化是中国时尚期刊的必然

选择。同时，从历史的角度佐证了内容本土化将使

中国时尚期刊成功成为可能 [43]。刘蕾认为，《时尚伊

人》一直坚持“国际视野、本土意识”的办刊方向，

较早与国外著名期刊开展版权合作，借鉴国外富于

办刊经验的期刊，逐步发展为我国首屈一指的时尚

类期刊 [44]。总的来说，对《时尚伊人》的研究聚焦

在其成功的版权合作与商业运作成功经验的总结方

面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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