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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探析
!

何文校

"蚌埠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安徽 蚌埠 !$$K#G$

摘D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就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原

理$通过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两性关系特别是女性地位演变的考察和分析$揭示出社会生产

力的发展导致私有制的产生是妇女受压迫地位形成的根源$并最终预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

能使妇女获得解放%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全世界各国妇女争取自身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

基础$又为全世界各国妇女的未来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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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妇

女问题上的运用#它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

立#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由马克思主义者继

承并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以

唯物史观为基础#在全面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

展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合理性和

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无产阶级解放指明了方向和

道路" 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论证#不仅涉及哲学!

经济学!政治学#还涉及法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

科" 妇女问题是一个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的综合性问题"

一%妇女受压迫是个历史范畴

关于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历来是

妇女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早在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产生之前#一些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

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就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

题"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认为对于任何

社会现象#都必须联系产生这个现象的那些条件#

具体地!历史地加以考察#才能深刻地!准确地把

握它!认识它" 和某些资产阶级学者认为性别压

迫是人类自来就存在的现象的观点不同#马克思

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是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

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

"一$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分工是阶级产生的

基础#也是私有制产生的基础" 在原始社会末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演进#金属工具取代

了石器#继而出现了两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逐

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手工业后来又从农业中分

离出来" 这样的社会大分工使得劳动产品不断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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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出现了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的增加就为私人

占有提供了物质前提" 随着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

的增加#交换的发展#出现了占有奴隶的现象"

$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

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

和被剥削者%

/#0#H#

"

随着社会分工#男子逐渐在创造社会财富的

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妇女被排除在社会生产之外#

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经济生活中逐渐

依附于男子(而且#妇女在生育领域中的特殊地位

也开始滑落" 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里#人口相对

很少#所以妇女在人口再生产的过程中发挥了很

大的作用#也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但是#随着男

子在创造物质财富中占据主导地位之后#女子的

社会地位逐渐降低" 在财产继承问题上#要求父

系继承财产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发生了$家

庭革命%...对偶婚发展为$一夫一妻制%#母系

氏族最终让位于父系氏族" 而$母权制的被推

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丈夫

在家中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

成丈夫淫欲的工具#变成单纯的生孩子的工具

了%

/#0M%

"

当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对偶婚转变为$一

夫一妻制%家庭" 一夫一妻制家庭不过是以私有

财产的存在为前提#并且为了保存和继承私有财

产而建立起来的男子对女子的统治" $一夫一妻

制%成为私有制社会的细胞后#男女两性的关系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妇女被压迫的地位也就形

成了"

"二$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

随着私有制和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制度的产

生#剥削阶级的男子占有了大部分的私有财产#掌

握了社会上的一切权利#形成了以男性为中心的

社会" 在这种社会中#男子之所以能够统治女子#

是由于他们是私有财产的所有者#这是他们统治

劳动妇女的经济基础#也是他们统治自己妻女的

经济基础" 恩格斯指出+$这就使丈夫占据一种

无需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 在家庭

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

/#0K!

从文明时代个体婚制的奴隶主家庭的产生就出现

了夫妻的矛盾和冲突#恩格斯说+$在历史上出现

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

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 个体婚是一个伟大的历

史的进步#但同时它同奴隶制和私有制一起#却开

辟了一个一直继续到今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

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

中一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

压抑而实现的"%

/#0H$在这里#恩格斯谈到了阶级

压迫和性别压迫的同步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

夫妻之间的对抗是同时发生的" 这说明女性受压

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表

现#是社会上的阶级压迫在家庭内的反映" 男权

的统治实质是一种阶级统治#是有产阶级对无产

阶级的统治" 在阶级社会里#女性代表的就是无

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受到男子的压迫和剥削"

妇女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几乎从一开始就是

带有世界性的#尽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不

同的民族和国家中表现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在阶级社会中#妇女都处于

社会的最底层#妇女不仅与政治无缘#经济活动被

贬低#而且在精神上受到奴役和压制#妇女受压迫

的实质在于阶级压迫"

二%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

的天然尺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妇女解放的条件是多方面

的#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家庭和性爱方面的

平等和解放" 人类社会的一切不平等都起源于私

有制#妇女受压迫的地位的形成是伴随着私有制

的产生而同时产生的#因此妇女要摆脱这种历史

上形成的受压迫的地位#其根本出路在于消灭产

生妇女受压迫的基础...私有制#同时从被男性

奴役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一$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

关于私有制所带来的一系列不平等问题#早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就已

经有过论述+$私有财产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

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根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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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基础上#

进一步揭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

根源" 马克思认为#妇女要摆脱剥削#求得解放#

就必须铲除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消

灭人剥削人的经济根源#彻底铲除妇女受压迫!男

女不平等的根基" 恩格斯指出#私有制的消失#将

使$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多的变化" 而

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

变%

/#0K%

"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为后来的马克思

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

他们逐渐认识到#妇女受歧视的根源是几千年所

形成的私有制度造成的#妇女要解放#只有在推翻

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中才能实现" 德国社

会主义运动者倍倍尔第一个高举马克思主义妇女

解放的旗帜#在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

论基础上指出+$和私有财产确立的同时#妇女也

就成了男子的隶属%#$一切社会的从属和被压迫

是起因于被压迫的经济的从属#妇女已久处于这

种经济从属的地位%

/$0

" 因此#妇女的解放只有

在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才能实现"

但是#由于苏联和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都

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因此受

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没

有带来妇女的完全解放" 这不禁让人们产生怀

疑#是不是私有制只要消灭了#妇女就完全解放

了" 显然这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妇女解放

的前提是消灭私有制#但私有制的消灭未必就一

定带来妇女的解放" 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的建立#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私有制#但这种

私有制的消除和马克思所认为的生产力发展到一

定程度上的私有制的自然消亡是有区别的" 马克

思!恩格斯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形成是建立在对

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考察基础上的#这也是马克

思!恩格斯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私

有制的产生既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那么它的消亡同样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而自然消亡的过程#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

恩格斯在1共产主义原理2中指出+$正像不能一

下子就把现有的生产力扩大到为实行公有必要的

程度一样" 因此#很可能就要来临的无产阶级革

命#只有逐步改造现实社会#只有创造了必需的大

量的生产资料之后#才能废除私有制%

/#0!$G

" $无

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

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

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的社会胎胞里成

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0

" 因此#对于妇女彻

底解放来说#争取消灭私有制这个必要条件的实

现#是个需要长期奋斗的任务"

"二$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是妇女解放的根

本道路

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但更是阶级压

迫的根源#即无产阶级受到有产阶级压迫的根源#

它是社会一切不平等的起源" 妇女要获得解放#

离不开无产阶级的解放#无产阶级只有在废除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上#进而消灭人剥削人!人压

迫人的社会制度#才能使自己摆脱压迫#求得解

放" 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人类也就解放了自己#从

而也就解放了占人类半数的妇女" 但是无产阶级

在解放斗争的过程中#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参加#

$无产阶级只有不分性别地团结在一起#才能获

得解放" 吸收广大妇女参加无产阶级解放斗争#

是社会主义理想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提之

一%

/M0

" 所以#广大妇女要参加到无产阶级的革

命阵营中来#和无产阶级一道为解放全人类的伟

大事业而作出贡献#因为无产阶级解放了全人类

也就解放了妇女本身"

马克思从分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无产阶级

受压迫的根源的一致性出发#认为工人解放的条

件就是要消灭一切阶级#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也

是要消灭一切阶级#目标的一致性决定了妇女运

动本身就是工人运动的一个方面#妇女要获得自

己的解放#首先必须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在阶级解

放和民族解放中实现自己的解放" 妇女的命运与

整个无产阶级的命运是相联系的#只有消灭了一

切阶级#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妇

女才能获得最终的彻底解放" 所以#无产阶级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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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道路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

"三$妇女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组成

部分

妇女的解放离不开无产阶级的解放#同样#无

产阶级的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 马克思在

#NHN 年 #! 月致路德维希3库格曼的信中写到+

$美国)劳工同盟*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有很大进

步#别的不说#这也表现在它对待女工是完全平等

的#而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还受到某种狭隘观点的

束缚#多情的法国人更是如此" 每个了解一点历

史的人也都知道"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

大的社会变革"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

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H0马克思

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妇女在社会革命中的地

位和作用#阐明了妇女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

进步的关系#将妇女解放纳入到整个人类社会发

展和进步的高度上来认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

离不开广大妇女的参与#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

有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也就没有全人类的

解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中#从一开始就

把妇女运动纳入到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而中国妇

女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从这个时候正式开

始的" 作为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向警予很早就

说过+$妇女问题的解放#绝不是单靠妇女运动所

能做到的" 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阶级解放'是

天造地设的伴侣/K0

"%我们党的领导人也充分肯

定妇女在社会大变革中的作用#毛泽东就曾指出#

$中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男女并驾#如日方东%#$妇女的力量是伟大的#

世界上什么事情#没有妇女参加就不会成功%#

$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

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N0

" 所以说妇女运动对于

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来说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妇女

本身在人类人口再生产中起到了无法代替的作

用#妇女在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中同样起到

了突出的作用#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伟大事业

离不开妇女的充分参与"

/G0没有妇女的广泛参

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最终未必能顺顺利利地

成功" 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或者

我国的毛泽东等革命导师#都十分看重妇女在无

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当革命成功后#妇女在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0

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

重要先决条件

"一$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

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去"%

/#0K!从父

权制建立以来#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家庭内部的分

工改变了#男子成了生活资料的获得者和生产资

料的占有者#掌握了全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

而妇女则因从事私人性的家务劳动#&在这里#家

务劳动本来具有的社会性已经消失#它已经变成

一种私人性的劳动了'被排斥在社会劳动之外#

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一切物质资料生产

手段#沦为生产和生活中的奴仆(在政治上!文化

教育上!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丧失了人

身自由和独立的经济地位" 所以#妇女只有摆脱

私人家务劳动的束缚才能重新回到社会公共劳动

中去(也只有回到公共事业中去#妇女才可以重新

找回自己的尊严和社会地位" 因为衡量一个人在

家庭中的地位也取决于他在社会物质财富创造过

程中地位"

恩格斯还指出+$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

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

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

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

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

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 在这里就已经表明#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

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

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妇女

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

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才

有可能" 而这只有依靠现代的大工业才能办到#

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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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力求把私人的家务

劳动逐渐融化在公共的事业中"%

/#0#MN所以我国的

妇女要走出家门#走到社会生活中去#在社会劳动

过程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其中政治领域的生活也

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组成部分#妇女积极

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也是回到公共事业中去的一

个体现"

"二$现代化大工业为妇女参加社会生产开

辟了途径

参加社会劳动作为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要

在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进程中通过妇女的自觉

行动才能实现#而现代化大工业的发展也为妇女

参加社会生产开辟了途径" 我们知道#在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性#我国妇

女始终没有任何人身自由#更没有机会参加社会

的生产劳动" 现代化大工业#不仅大规模地使个

体家庭解体#同时#大量地吸收和容许妇女参加社

会劳动(而且#它还为家务劳动社会化提供物质

的!技术的基础#越来越多地把私人劳动溶化在公

共事业之中" 可见#妇女的解放不仅取决于生产

关系的改变#它还受到生产力发展的制约" 只有

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可以让妇女大规模地走向社

会劳动中去#妇女才能在社会劳动中逐渐确立自

己的地位和个人价值"

现代化大工业生产使得大量妇女不再被束缚

在家里而走向工厂!车间!写字楼和各种事业型单

位#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那么家务劳动怎么办呢#

似乎家务劳动天经地义就是该妇女完成的似的"

那是因为自己的家务劳动往往被认为是只有使用

价值的劳动" 但是#今天越来越繁荣的家政服务

行业的出现为妇女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于是#大

量妇女涌入到家政服务行业#她们去别的人家从

事各种各样的家务劳动#从带孩子到清洁房子#从

上门维修家电到提供餐饮#等等" 这里#家务劳动

已经社会化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家务劳动#因为

这些劳动服务类似于商品#不仅有使用价值还具

有价值" 这些都使得妇女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

摆脱了对男性的经济依附#从而为获得政治!法律

等权利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0

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发展史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产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整个理论体系产生的大背景" #G 世纪中叶#资本

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高

涨#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产生提供了客观的历

史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考察

和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矛盾的根源!其存在

的不合理性以及其最终被更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

的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著

书立说#还亲自参加工人运动#特别对资本主义工

厂制度下女工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境地给予一定

的关注" 马克思系统地研究了人类学家摩尔根的

1古代社会2并写了大量的摘录和笔记" 后来恩

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根据马克思的1摩尔根6古

代社会7一书摘要2#于 #NN% 年发表了1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2#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

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和妇女解放问题分析得最系统

最全面的代表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的形成"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德国的发展

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首先在德国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其中有两个

重要的代表人物#第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

和战友...倍倍尔#他在总结了德国妇女解放运

动的基础上#发表了1妇女和社会主义2#进一步

系统论述了妇女解放思想" 他在书中指出了资本

主义对女性的种种罪恶+$在有产阶级那里#妇女

完全像在古希腊一样#往往被贬低到只是生产合

法子女的机器!守家妇或荒淫毁身的丈夫的女看

护"%

/$0#%G他同时指出女性和男性对整个人类社会

的发展都是不可少的#即使最天才的人物也是由

母亲生的#母亲对一个人的优秀素质的培养具有

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是被誉为$无产阶级妇女运

动之母%的克拉拉3蔡特金#她是德国社会主义

妇女解放事业的创始人#又是国际社会主义妇女

运动的杰出领导" 她号召无产阶级妇女联合起来

投入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中去#正是在她的呼吁

和推动下#第二国际成立了妇女书记处#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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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K 年成功地召开了第一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

代表大会#又于 #G#" 年通过了一项重要决定#即

规定每年的三月八日为国际妇女节#这个节日到

今天已经有 #"" 多年的历史了"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俄国的发展

在俄国#列宁和斯大林相继对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做了继承和发展" 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

利后#他亲自参与制定了贯彻男女平等原则和解

放妇女的法律法规#指导政府吸引广大妇女参加

社会生产活动#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活动" 他在1全俄女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

说21伟大的创举2 1致女工2 1迎接国际妇女节2

等文章中#阐述了妇女的法律地位和妇女解放的

关系#指出妇女同男子在法律上的完全平等是妇

女解放的首要条件" 斯大林也号召广大妇女参加

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他在 #G$! 年的一次讲话中

说+$妇女在集体农庄中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埋没

这支力量就是犯罪"%

/H0$MH苏联妇女的解放实践不

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内容#而且扩大了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 此

后#中国!朝鲜!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在十月革命的

影响下#在进行革命过程中#一开始就把妇女解放

纳入到革命运动中来"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是伴随着俄

国十月革命给我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和$五四%

新文化运动而展开的" 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

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思考在中国这样一个半

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如何实现妇女解放等一系列

根本问题#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的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体系" 他们以1新青年2为阵

地#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向我国人民传

播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了对妇女受压迫地位的

形成根源和妇女解放途径的论述#坚决反对君权!

反对礼教!提倡人权和男女平等" 李大钊在他的

1战后之妇女问题2 1废娼问题2等文章中指出女

子参政问题!法律上男女平等问题!婚姻问题都是

亟待解决的重要的社会问题"

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毛泽东在对中国妇女

运动考察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中

国妇女运动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是$四

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父权束缚了中国

女子的发展尤其是农村妇女的发展(第二是只有

无产阶级的胜利#妇女才能获得解放#因为妇女也

是无产阶级中的一部分(第三是$妇女是决定革

命胜败的一个力量%#

/N0$L%任何重大事件离开了妇

女都不会轻易成功的(第四是妇女参加社会生产#

实现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第五是建

立健全妇女组织#培养一批$能干而专职%的妇女

干部" 他指出#妇女参政是一切妇女问题中最重

要!首先值得注意的问题#只有女子参政问题解决

了#才能保证女子有社交!劳动!教育等一切权利"

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妇女解放不仅要进行阶级斗

争#还要配合社会斗争!文化斗争#这和我国的具

体国情是相联系的" 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

会#封建宗法社会的旧思想!旧道德!旧规范对妇

女的束缚是根深蒂固的#只有让妇女接受文化教

育!思想教育从而摆脱蒙昧!参加社会劳动#才能

使得妇女在和无产阶级一道的解放中获得自身的

解放"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中国的传播#打破了旧思想对女性的束

缚#才使得广大妇女群体的觉醒#而觉醒了的妇女

们大量投入中国的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建

国后出现的良好的女性参政局面打下了基础" 这

些觉醒的女性中以向警予!邓颖超等一批接受过

新思想新式教育的女性为代表#她们一方面通过

报刊杂志#用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制度!政治制

度!文化教育等方面探讨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形

成根源(另一方面#她们积极领导广大妇女群众摆

脱旧思想!旧道德!旧规范的束缚#积极走向社会

活动尤其是革命运动中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深入开展革命工作#走向革命的前线#以至于后

来出现了以红色娘子军等优秀的女性革命者#她

们为我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毛泽东

也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广大妇女同

志的积极配合和参与" 正是因为她们在革命中的

积极作为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妇女参政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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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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