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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张　涛，陈晓燕

（西安航空学院 思政部，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７）

摘　要：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其组成部分。从２０世
纪初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有了重大的理论突破。随着实践的不断发
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更加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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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产生于欧洲的

思想流派，经过俄国十月革命传到中国。中国共

产党人在比较了众多思想和主义之后，选择了马

克思主义作为自己唯一的指导思想。在民主主义

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社会变革实践中，把马克

思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基本理论，

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相

结合，在取得政治革命胜利的同时，也使占中国半

边天的广大妇女翻身解放，重新获得了广泛的政

治权利。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从传播马克思主

义妇女基本理论开始，不但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而且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经过江泽民总书记
的系统阐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做出了重大的

理论突破，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

代内涵，更加强调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

妇女解放事业中的重大指导意义。

社会实践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理

论创新也永无止境。当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和生态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但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

对低下，经济文化不发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

设不很完善以及旧的封建伦理观念的影响等，妇

女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１］为

此，作为研究理论工作就有义务有责任，进一步阐

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代内涵，形成切合妇女

解放事业发展需要的完整理论体系，用以指导当

前的妇女工作，发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应有

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妇女基本理论的形成

及妇女观的确立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确立晚于马克思主义妇

女基本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基本

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以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为分水

岭，可以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十

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９２７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２０１３ＪＫ００６９）“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反家庭暴力研究”；西安航空学院课题

（１３ｘｐ２３）“社会工作方法在反家庭暴力项目中的应用”
［作者简介］张涛（１９８１—），男，陕西西安人；法学博士，西安航空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研究。



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基

本理论在中国早期的翻译、介绍阶段。中南大学

历史系教授陈文联指出，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妇

女基本理论的翻译和介绍开始于１９０７年，从当时
的客观因素分析是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的影响，主观
因素是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

义，１９０７年在《天义报》《复报》《新世界》等刊物
上译载了恩格斯著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中的相关内容。此间的传播工作是不成熟

的，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传播范围和社

会影响力也非常有限。第二阶段是十月革命和五

四运动后，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妇女基本理论

的广泛传播时期。期间，马克思主义妇女基本理

论传播的阵地更加广阔，理论也更加系统，陈文联

教授指出，当时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五四运动的

《新青年》、北京的《每日评论》、上海的《晨报》

《时事新闻》《少年世界》《妇女评论》《妇女声》等

进步刊物来展开的，这些刊物刊载了《列宁对于

俄罗斯妇女解放的言论》《列宁的妇女解放论》，

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等文章，比较系统地

介绍了妇女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妇女基本理

论主要是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论文和

信件体现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形成后，为无产阶级进

行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妇女解放的理论武器。

１９２１年７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马克思主义作
为自己的唯一指导思想，以推翻封建军阀专制，实

现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奋斗目标。将妇女解放事业

放在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里，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解放的

决议》，其中包括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

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

阶级的代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根本

利益，包括中国广大妇女的根本利益，积极组织广

大农村妇女参与革命，发挥了妇女的革命热情和

积极性，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

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政治革命的成功和完成，彻

底改变了旧中国广大社会底层妇女受压迫、受剥

削、受歧视的悲惨境遇，广大中国妇女在政治参

与、经济建设等诸多领域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

旧社会的封建伦理枷锁已经打开，为中国妇女解

放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前提，开辟

了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新天地。

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代内涵

阐释

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社会制度

变革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探索，毛泽东

同志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带集体的核心，十分重视

妇女解放事业，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

主要表现在：第一，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旧政权、族

权、神权和父权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四大枷锁，必须

打破这些枷锁的禁锢；第二，中国妇女解放只能通

过无产阶级解放道路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道路

就是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只有无产阶级取

得了革命的胜利，才能解放广大妇女，尤其是农村

妇女；第三，中国妇女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中国

民主革命的成功离不开妇女的参与；第四，家庭私

人劳动束缚了妇女解放的速度，只有经济独立，才

能减少对男子的依赖；第五，提倡妇女参政议政，

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业，在实践中培养一大批有

能力的妇女干部。此外，毛泽东还认为中国有

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社会，要实现妇女在社会中与男
性的真正平等，还要坚持文化斗争，冲破旧思想的

牢笼，理论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平等之间还要走

很长的路。以上这些认识为改革开放后妇女理论

的创新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同志在毛泽东关于妇

女解放理论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作了

杰出的贡献。

１９９０年３月７日在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八十周年的讲话中，江泽同志深刻地阐明了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代内涵，体现在《全党全

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中，文

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用以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

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妇女观。马克思主义的

妇女观，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世界观、方法论，对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妇女的

社会作用、妇女的社会权利和妇女争取解放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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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等基本问题作出的科学分析和概括。这种妇女

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２］据

此，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第

一，妇女被压迫是历史现象，实质是阶级压迫的特

殊表现。妇女受压迫的现象是在父系氏族公社后

期才产生的，在原始社会早期，特别是在生产力发

展水平低下的旧石器时代，妇女是社会发展的主

导力量，并不存在解放妇女的问题。所以，恩格斯

说：“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

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

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

尊敬的地位”［３］随着原始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

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出现了剩余产品，为私有制

的产生创造了物质基础，男子渐渐在财富生产和

占有上居于主体地位，母系氏族社会最终让位于

父系氏族社会，导致了妇女地位的严重下降，正如

恩格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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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单纯的生孩子工具。”［４］同时也发生了家庭

革命，原始的群婚制演变为以男子主导的“一夫

一妻制”，恩格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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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婚制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进步，

但同时它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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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这就说明了妇女在历史上受压迫实质

上是阶级压迫在家庭中的特殊表现。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有

了深度的理解，当前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基

本摆脱了私有制对广大劳动妇女的束缚，但是广

大妇女，尤其是农村里以私人劳动（家务劳动）为

主要行为方式的广大妇女，也包括一部分城市妇

女，还在遭受家庭暴力、性别歧视等问题的痛苦，

这就要求广大劳动妇女必须参加社会劳动和公共

事业，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做到经济独立，从

而为自我尊严的获得创造物质前提。只有物质地

位是独立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才可能是相对

公正和公平的。

第二，江泽民同志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

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这个观点是空想社会主

义学家傅立叶的著名思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吸

收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合理内容，作为自己的

理论借鉴。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为妇女问题的产

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

出现是导致妇女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婚姻制度

的历史演变使男子成为社会的强势群体，使女性

变成男子的附属品。要使男女两性真正拥有普遍

的平等必须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最终实现，只有

到了生产力极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才能

彻底摆脱对物的依赖，当然人的解放就会普遍而

全面的实现，妇女解放问题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

在当代社会，由于受人们的旧观念影响，甚至

封建迷信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加之经济上的不

够发达，客观上依旧无法实现妇女同男子在事实

上的完全平等，在一些落后地区，在一些观念陈旧

的家庭，在一些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对性别的歧视

还很严重，还不能充分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

第三，参加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一个先决

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基本点，马

克思恩格斯认为广大妇女之所以受到压迫，是由

于妇女的劳动表现为使用价值，而没有体现出价

值。家庭是社会的组成细胞，在家庭中广大妇女

承担了琐碎且又繁重的家务劳动，生儿育女，艰辛

劳苦，终其一生，但是她们的劳动没有变成社会劳

动，没有直接换回货币形态的价值，只是为男性劳

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延续提供了使

用价值。因此，只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才能让广

大妇女的私人劳动变成社会劳动，才能为妇女解

放创造一个先决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一旦

法律上平等之后，就可以充分看出妇女解放的第

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

中去。”［６］“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在社会的生产

劳动之外而只限于家庭的私人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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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我深信，只有在废除了工资对男女双方

的剥削并把私人的家务劳动变成一种公共的行业

以后，男女的真正平等才能实现。”［８］所以，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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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征程中，政府要大力

发展公共事业，并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扩大就

业规模，消除就业上的性别歧视，扩大妇女再就业

的比例，尤其是要把教育子女、料理家务等一系列

妇女所从事的事务性工作逐渐社会化，只有这样

才能满足广大妇女自我实现和自我解放的需要。

第四，江泽民同志强调，妇女解放是一个长期

的历史过程。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

解放的实现需要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

时也是生产力发展不充分的表现。生产力是标志

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的范畴，人类的生产包括两

大类型，一种是物质生产，一种是人类自身的生

产，种群的繁衍。两种类型的生产相互交织，相互

作用，共同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接

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发展最为重要的决

定因素，正是由于妇女在这两种生产中，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作用不同，才导致了妇女地位的演化，这

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结论。

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恩格斯指出：

“正是奴隶制与一夫一妻制的并存，正是受男子

支配的年轻美貌的女奴隶的存在，使一夫一妻制

在一开始就有了它的特殊性质，使它成了只是对

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这种性质它到

现在还保存着”［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说：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

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只有在

被压迫阶级中间，而今天就是无产阶级中间，性爱

才可能成为并且确实成为对妇女关系的常规，不

管这种关系是否为官方所认可，不过，在这里，古

典的一夫一妻制的全部基础也就除去了。”［１０］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解放在法律上才取得了平

等，男女双方在婚姻问题上有了意愿自由，但仍要

考虑功利因素（经济条件），为妇女与男子在家庭

婚姻关系的和谐上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对未

来的男女婚姻关系恩格斯也做出了展望，在未来

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由于私有制被彻底消灭

了，人与人在经济地位上实现了平等，从而男女之

间不平等关系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女性和男

性之间的结合只因共同的爱慕，才会成就婚姻关

系。正如恩格斯所言：“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

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１１］那时就是一个妇女

彻底解放的时代。因此，妇女解放从当前社会来

看，我们仍受制于经济因素的制约和限制。于是，

在都市白领阶层中，出现了近年来非常常见的

“剩女现象”，很多适龄女性因为对事业的追求或

是因为对感情的极端追求，而错失了组建家庭的

最佳年龄，很大程度上是对物质的崇拜或是对物

质缺乏的恐慌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除此之外，在

婚姻关系中，还出现了“二奶”“一夜情”“临时夫

妻”“换妻游戏”等丑恶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有

其社会历史原因，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不够发

达和人们对物质的过分追求所造成的结果。所

以，妇女解放的道路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因

任何人的意志转移而改变。

第五，江泽民同志最后指出，妇女在创造人类

文明，推动社会发展中具有伟大作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是历史的创

造者，人民群众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

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广大妇女在物质生产，社

会变革和科学实验等实践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创

造性和特殊贡献。马克思指出：“每一个了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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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无产阶级的解放，离不

开妇女的广泛参与，列宁也指出：“从一切解放运

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的程

度。”［１３］在当今社会，妇女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了

和正在做着杰出贡献，涌现出了一大批模范带

头人物，为新时期中国妇女树立了良好的学习

榜样。

四、结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基本理论从２０世纪初期的
译介，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的广泛传播，到中共

二大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再到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江泽民总书记做出的重大理论突破，经历了

近百年历史。

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此间，中国先进的

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妇女解放事业有了清

晰和全面的认识，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取

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思想理论层面上讲，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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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妇女观有效地抵制了其他各种错误的封建思

想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封建社会和资本

主义社会的妇女观，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的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

妇女解放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现代

化。在实践层面上讲，中国共产党人实行男女平

等的基本国策，认为男女平等就是男女作为人的

尊严、价值、权利和责任的公平，把妇女权益用法

律加以保障，颁布了世界上首部妇女保障的专门

法律，１９９２年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在法律上做

到了男女平等，开辟了中国妇女解放事业发展的

新时代。

总之，妇女解放事业是无产阶级解放的重要

内容，中国有 １３．４亿人口，其中，妇女占“半边
天”，妇女事业的发展对现代化建设，对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妇女的解放不仅仅是妇女自

身的问题，妇女解放的程度是社会文明的再现，不

论是女人还是男人，妇女的解放应该说是整个人

类的事业，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妇女解放一定会

实现”［１４］。

［参考文献］

［１］谢凤华．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现代化［Ｊ］．黑龙江
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３）：１９．

［２］江泽民．全党全社会都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Ｎ］．人民日报，１９９００３０８．

［３］［９］［１０］［１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Ｍ］．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４３，５８，６７，７８．

［４］［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９５：５４，６３．

［６］［１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２卷）［Ｍ］．北京：人民
出版社，１９７５：７０，５７１．

［７］［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Ｍ］．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７５：１５８，４５２４５３．

［１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Ｃ］．北京：人民出
版社，１９７８：２７８．

［１４］程翠平．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形成与发展［Ｊ］．青海
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５（１）：１０５．

（责任编校：杨　睿）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ｔ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Ｗｏｍｅｎ

ＺＨＡＮＧＴａｏ，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ｙａ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Ｘｉ’ａｎＡｖ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ａｎｘｉ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７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ｒｘｉｓｍｉｓａ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ｗｅａｐｏｎｓ，ａｎｄＭａｒｘｉｓｔ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ｗｏｍｅｎｉｓａｐａｒｔ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Ｆｒｏｍ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２０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ｏｔｈｅ１９９０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ｒｘｉｓｔ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ｗｏｍｅｎ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Ｗｉｔｈ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ｗｏｍｅｎｈａｓｎｅｗｅｒａ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ｇｕｉｄｉｎｇ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ｒｘｉｓｔ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ｗｏｍｅｎ；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ｗｏｍｅｎ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ｅｎａｎｄｗｏｍｅｎ

１２

第６期　　　　　　　　　　　张　涛，陈晓燕：也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