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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
⻢克思主义的⼥性主义并不是⼀种特殊类型的⻢克思主义者，也不是⼀

种特殊类型的⼥性主义者;前者会将⼀般的⻢克思主义者和妇⼥问题对⽴，⽽
后者往往倾向于将⼥性解放运动从阶级⽃争中独⽴出来。

⻢克思主义的⼥性主义理论是⻢克思主义解释和解决妇⼥受到压迫的学
说，是所有⻢克思主义者对妇⼥问题应采取的态度。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唯物
史观考察妇⼥受压迫的起源和发展，以⻢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妇⼥在资
本主义世界受压迫的物质基础，以社会主义⾰命和继续⾰命作为妇⼥得到真
正彻底解放的唯⼀途径。



以前的⼥性主义者或者⻢克思主义者曾经对⼥性受到压迫的事实进⾏了
切实的描述，对妇⼥受到压迫的根源也做出过唯物主义的分析。本⽂综合了
前者的成果，将从私有制(性别压迫的起源)、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的当前形态)、
社会主义⾰命和继续⾰命(妇⼥解放)三个环节来对⻢克思主义⼥性主义进⾏
说明。旨在帮助⻢克思主义者完善⾃⼰的理论体系，树⽴理论⾃信和道路⾃
信。

值得指出的是，以往的理论不仅缺乏系统性，⽽且缺少参照当前的社会
形势⽽进⾏的对阶级⽃争作为妇⼥解放的唯⼀⼿段、⽆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
⾰命对妇⼥解放的作⽤、以及这两种⾰命的实践对于劳动妇⼥克服异化的重
⼤意义的论述。
1.私有制：性别压迫的起源及发展
⻢克思主义认为，真正的历史科学，应该是“描述⼈们的实践活动和实

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 [1]。科学的规律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的实
际⽣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2]因⽽，我们需要从实际的史料出发，
对历史的规律进⾏探究，⽽不是凭借头脑臆造，⽤形⽽上学的⽅法研究历史。
同样，对于妇⼥受压迫的历史也必须采取这⼀科学的⽅法来研究。

我们对于性别压迫的分析，不能从表⾯现象出发，不能仅仅唯⼼地、先
验地认为“性别歧视”是⼀种⽆从来由的错误思想加以批判。⽽应该回归每个
时代的物质⽣产⽣活中寻找性别压迫的答案。因为：

⼈们在⾃⼰⽣活的社会⽣产中发⽣⼀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
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产⼒的⼀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产关系。这
些⽣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
其上并有⼀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活的⽣产⽅式
制约着整个社会⽣活、政治⽣活和精神⽣活的过程。[3]

⽽物质⽣产⽣活是怎样导致两性的分化乃⾄压迫呢?恩格斯的《家庭、
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是⻢克思主义⼥性主义的奠基之作，在这⾥，他
提供了第⼀个系统的解答。

恩格斯对于原始社会的史料来⾃于巴赫芬的《⺟系继承权》和李威兹·
摩根的《古代社会》。不过，恩格斯这部著作的重要性不在于他的⼈类学基
础，或者这个基础是否有效，⽽在于他对家庭和妇⼥在家庭中的作⽤的历史
的分析。许多⼥性主义流派对于⻢克思主义没有系统的认识，但是在这个问
题上⼤多接受恩格斯的历史分析。

恩格斯雄辩地指出，由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私有财产的确⽴、以交换和
获取利益的商品的产⽣，导致了⽗权制社会的建⽴和巩固。

在 早的⽒族的“共产主义家庭”⾥，“绝⼤多数或所有的妇⼥都从属于
某⼀个相同的⽒族，⽽男⼈则来⾃不同的⽒族。”尽管两性之间有着不同的
分⼯(狩猎、采摘/照顾家庭)但在这些领域中他们有相同的权利。“他们在各
⾃的领域中是彼此的主⼈。”

不过妇⼥似乎拥有⽐男⼈更多的权⼒，因为社会的物质基础以⺟系⽒族
为中⼼。“管理家务在若⼲……家庭中是共同的事物。共同创造和使⽤的⼀
切物品都是公共的财产。”这种“共产主义式的家庭……是妇⼥普遍掌握着
⾼权⼒的原始社会的物质基础。”[4]



⽣产⼒的第⼀次发展——动物的驯养和作物的种植，使得⼈类部分地从
⾃然的不可抗⼒中解放出来。当⼈们开始驯养⽽不是捕猎、种植⽽不是采摘
的时候，⻝品和各种产品就有了剩余的部分，也导致了可以继承的私有财产
的产⽣。随之⽽来的其他各种发明创造不仅仅使产品的总量增⼤，进⼀步
“赋予⼈更⼤的劳动⼒，⽣产出超过⽣活需要的物品。于是出现了剩余价
值。”[5]不过，为了保证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必须有更多的廉价劳动⼒。
因此，出现了奴⾪，⽽奴⾪ 早来源于战争。

⾄此，畜牧农耕和战争这些能够充分发挥男性体⼒优势的领域，积累了
⼤量财富。

恩格斯认为，正是这样家庭内部的分⼯带来 早的所有制，进⼀步导致
丈夫对妻⼦⼉⼥的奴役：

分⼯……⼜是以家庭中⾃然产⽣的分⼯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相互对⽴
的家庭为基础的。与这分⼯同时出现的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论
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因⽽产⽣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在家庭中已
经出现，在那⾥，妻⼦和孩⼦是丈夫的奴⾪。家庭中的奴⾪制(诚然，他还是
⼗分原始和隐蔽的)……是 早的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劳动⼒的⽀配。
[6]

积累的财富使男性成为家庭的主⼈，⽽妇⼥的家务劳动和他所积累的财
富不值⼀提。

“后者代表了⼀切，⽽前者不过是微不⾜道的额外物。”“随着财富⽐例
的增⻓，男⼈的地位……⽇以⽐⼥⼈重要。”“⼥性在世界史上的失败。”[7]
于是，公有制和⺟权被废⽌了，私有制和⽗权取⽽代之。
因为拥有了可以传给后代的财产，男⼈变得越来越关⼼⽗权;因为这种

初分⼯带来的卓越地位也使得他们愈发加强这种分⼯。这种对于⽗权有意识
的加强使他们 “掌握了家庭⽀配权;妇⼥则降⾄奴⾪的地位，她成了性的奴⾪
和纯粹的⽣育机器。”[8]

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妇⼥全⾯沦为家务、性和⽣育的奴⾪，在意识形
态上，⼥性也被充分贬低。

⽽家庭， 终变成了⼀夫⼀妻制的、以男性为核⼼的单位。于是，家庭
中产⽣了 早的阶级⽃争。“在历史上出现的 初的阶级对⽴，是同⼀夫⼀
妻制婚姻中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的，⽽ 早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
⼥性的奴役同时发⽣的。”类⽐⼗分明确。男性持有更强⼤的物质基础。“丈
夫是有产者，妻⼦是⽆产者。”这种状况在现代⼯业家庭中依然延续，：“丈
夫必须谋⽣，以供养家庭，这就给丈夫⼀种⽆需任何法律特权的⽀配地
位。”[9]

伴随着核⼼家庭同时出现的是家务劳动的私⼈化和对家务劳动的轻视。
“家事的处理丧失了⾃⼰的公众的性质……它变成了⼀种私⼈服务，妻⼦变
成了主要的家庭⼥仆，被排斥参与社会⽣产了。”“现代的个体家庭建⽴在公
开的或者隐秘的妇⼥的家庭奴⾪制之上，⽽现代社会乃是以家庭为分⼦的集
合。”家庭是“社会的经济单位”
从私有财产及⽗权制确⽴，奠定了家庭的基本模式和妇⼥的从属地位。
2.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别压迫



2.1社会⽣产中的性别压迫

⽣产⼒的发展导致资产阶级的产⽣，并 终确定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秩序。
资本主义世界创造的巨⼤⽣产⼒“⽐过去⼀切世代创造的全部⽣产⼒还要多，
还要⼤”在这⾥，“⾃然⼒的征服，机器的采⽤，化学在⼯业和农业中的应⽤，
轮船的⾏驶，铁路的通⾏，电报的使⽤，整个⼤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
佛⽤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量⼈⼝，——过去哪⼀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
动⾥蕴藏有这样的⽣产⼒呢?”[10]

在⽣产关系中，⼈们越来越分化为两⼤阶级：资产阶级和⽆产阶级，⽽
对这⼀趋势形成阻碍作⽤的封建宗法的关系，被⽆情地铲除了。“它⽆情地
斩断了把⼈们束缚于天然尊⻓的形形⾊⾊的封建羁绊，它使⼈和⼈之间除了
⾚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情的‘现⾦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
了。”

⽣产⼒的发展、对以往旧的社会关系的扫除，将⼴⼤⼥性也纷纷抛⼊了
劳动⼒⼤军。“⼿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越少，换句话说，现代⼯业越
发达，男⼯也就越受到⼥⼯和童⼯的排挤。对⼯⼈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
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11]

⾄此，从社会⽣产的⻆度讲，⼥性开始⾛出家庭，作为⽆产阶级受到资
产阶级的共同的剥削。然⽽，以往妇⼥在家庭中的单独的剥削并没有随着妇
⼥加⼊劳动⼒⼤军⽽消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吊诡的事实：虽然⽣产⼒的进
步、机器的出现已经让妇⼥和男性在⽣产⽅⾯不相上下，避孕、堕胎、抗⽣
素等现代科技也让妇⼥极⼤从⽣育中解放出来——曾经导致原始社会时期男
⼥分⼯的⽣理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被缩⼩到了史⽆前例的程度，可是妇⼥在
公共⽣产和家庭的再⽣产中仍旧受到压迫。

这⼀点雄辩的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会彻底消灭性别不平等，⽽只
会消灭对资本主义发展不利的那⼀部分(⽐如完全将妇⼥排斥在教育和⽣产之
外)，⽽且，还会保留乃⾄加强性别压迫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有利的那⼀部分
(⽐如同⼯不同酬，保留妇⼥⽆偿家务的责任)。妇⼥们发现他们肩负着双重
责任：在社会上为谋⽣⽽⼯作，在家庭中仍旧要进⾏家务劳动。

然⽽妇⼥并没有因为加⼊劳动⼒⼤军⽽获得解放。她们所期待的教育平
等、就业平等、同⼯同酬及伴随着职业⺟亲的相应状况，所造成的花费将⼲
扰剩余价值的形成，从⽽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
以北美为例，1970年-1990年妇⼥的平均收⼊仍旧是男性的 50%-70%，

⽽ 2015年的数据显示，⼀名全职⼥性的平均年薪为 1.11 万美元，⼀名全职男
性的平均年薪为 2.06万美元。四⼗年来尽管⼥性受教育程度⼀再提⾼，⽣产
的机械化程度⼀再提⾼，但是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却⼏乎没有进步。

直到当代，尽管同⼯同酬、就业平等在各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
是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是绝不会放弃压榨妇⼥的机会的。

妇⼥的平均⼯资仍旧显著低于男性，不仅仅是因为妇⼥受教育的限制，
⽆法涉⾜⾼级技术、政治经济等领域。在⼀切领域，⽆论是脑⼒的还是体⼒
的，妇⼥的收⼊都会更少。根据中国妇联的统计：



甚⾄在保险⽅⾯，妇⼥的权利也更严重的被侵害：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性等于劣质劳动⼒的论断，⽆⾮是为了更残酷地
剥削找⼀个借⼝——为了廉价，所以劣质。实际上，如前所述，在⽣产⼒⾼
度发达的今天，许多领域⼥⼯和男⼯已经没有实质性区别，还因为其便于管
理⽽得到资本的更多⻘睐。被塑造为劣质劳动⼒的⼥⼯实际上是“优质的廉



价劳动⼒”。已经成为了众多资本的偏好。在珠三⻆和⻓三⻆的⼯业区“⼥⼯
优先”“只招⼥⼯”的告示就是明证。

2.2家庭再⽣产中的性别压迫

资本主义社会，⼥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得到了法律形式的确定，可是
并不意味着在家庭中平等的到来：

“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则相当于⽆产阶级。不过，在⼯业领
域内，只有在资本家阶级的⼀切法定的特权被废除，⽽两个阶级在法律上的
完全平等的权利确⽴以后，⽆产阶级所受的经济压迫的独特性质，才会 明
⽩地显现出来：⺠主共和国并不消除两个阶级的对⽴;相反，正是它才提供了
⼀个为解决这⼀对⽴⽽⽃争的地盘。同样，在现代家庭中丈夫对妻⼦的统治
的独特性质，以及确⽴双⽅的真正社会平等的必要性和⽅法，只有当双⽅在
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时候，才会充分表现出来。”[12]
资本主义的⽣产⽬的是追求剩余价值，使资本增殖。资本家的⼀切活动，

都是在执⾏资本的职能。因此，必然会压低劳动⼒再⽣产的费⽤。⽽家庭中
的劳动⼒再⽣产职能往往由⼥性承担。这⼀情况直到今天：
被访者孩⼦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的占到 99.99%。
⺟亲作为孩⼦⽇间主要照顾者的占 63.2%，农村 3～10岁的农村⼉童中

35.9%没上过幼⼉园。城镇25～34岁有6岁以下⼉童的⺟亲在业率为72%，
⽐同年龄没有⼦⼥的⼥性低 10.9%。[13]

实际上这种家务劳动在保证社会⽣产中⾄关重要，然⽽追求剩余价值的
资本主义社会⽆论如何也不会承认它的重要性。甚⾄将它作为可有可⽆的
“⼀件⼩事”。

在以交换为⽬的的产品和以使⽤为⽬的的产品之间，资本主义更看重前
者，它蔑视家庭中的使⽤价值——往往是妇⼥的领域，以及该领域相关的特
性——情感丰富，擅⻓育⼉⼯作，等等。资本主义的拜物教排斥这种既不能
转化成资本也不能转化成商品的家务劳动。⼤多数⼥性发现，因为他们的劳
动“不能赚钱”，因此是微不⾜道的。“⼥⼈的劳作不值什么钱，是⽆价值的，
甚⾄算不上什么劳动。这种现象正是妇⼥地位低下的基础……在⼀个⾦钱决
定价值的社会⾥，做家务的⼥⼈⽆法期望像那些为赚钱⽽⼯作的男⼈们⼀样
受到重视。”[14] 因此，从事这种繁重⼜不受重视的⼯作的⼥性，在家庭中
必然处于从属地位。

甚⾄当妇⼥进⼊⽣产领域时，她们从事的往往是“具有妇⼥特点的”的⼯
作:育⼉、秘书、看护、等等，就像在家⾥⼀样，这些⼯作种类是不受重视的。

关于这⼀问题， 激进的⼥性主义者提出的 有建设性的意⻅——家务
计酬。这⼀意⻅和同⼯同酬⼀样，由于对剩余价值形成的负⾯作⽤⽽得到了
资本主义⽗权制的联合绞杀。

家务有偿化的弊端显⽽易⻅：它助⻓了将妇⼥隔离在家中脱离⽣产的倾
向、资本主义将夫妻关系、⺟⼦关系商品化，还加强加剧不平等的分⼯，让
妇⼥们继续进⾏深重的异化劳动。扼杀她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的可能。



在资本主义下，这⼀提议将永远不能实现;社会主义条件下，再⽣产职能
的社会化将代替这⼀提议。

2.3意识形态的全⾯压迫

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压迫妇⼥，它的意识形态也必然为这种压迫背书，合
法化、合理化这种压迫;甚⾄更加残酷地为这种剥削创造新的有利条件：保留
前资本主义时期野蛮的部分、或者将⼥性物化，进⼀步卷⼊商品经济。

可是，这和资本主义宣称的⾃由⺠主的普世价值，勤劳进取的精神，难
道不相抵牾吗?

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起源：所谓的资本主义
精神，乃是“⼀个⼈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化的社会伦理中 具代
表性的东⻄，⽽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化的根本基础。”[15]
⽽这种需要每个⼈都对其负责的“天职”指的是：

“认为个⼈有增加⾃⼰的资本的责任，⽽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的。违犯
其规范被认为是忘记责任”。

实际上，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就是为了“增加⾃⼰的资本”的“艰苦劳动
精神、积极进取精神”。⽽公平、正义、法治、效益等价值观，是依附并服
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给资本主义精神、普世价值披上华丽外⾐，也不
外乎是任何统治阶级统治的惯⽤伎俩：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

因为每⼀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的⽬的不得不把⾃
⼰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16]

资本主义的确给⼥性带来了远超以前社会形态的⾃由，可是，这并不意
味着资本主义精神也真的是对⼥性的要求。

反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既然是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存续⽽服务，那么
它对封建制的、奴⾪制的意识形态的替代并不是完全彻底的推翻，⽽是⼀种
“扬弃”——替代他们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部分，但是保留可能对资本
主义存续有⽤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经济需要劳动⼒，提倡竞争精神，但是
也不会放弃将妇⼥丑化成劣质劳动⼒的机会，不会放弃让妇⼥在家庭中⽆偿
⼯作再⽣产劳动⼒的机会，不会放弃将⼥性物化创造性及相关经济种类的机
会——因为这样，才能保证 ⼤化的剩余价值。

所以，相对于男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性的描述、评判和规训标准
往往是多元的、混乱的，看似⽭盾的。这些贬低背后往往混杂着被保留的前
资本主义的野蛮、资本主义功利的险恶居⼼。

男性的资本主义形象或者说判断标准是理性、进取、负责等资本主义精
神，具体表现为社会财富和权⼒的获取和资本主义的道德底线。这种男性典
型特征——竞争性、理性、善于操纵及统治欲——对⼯业资本主义的正常运
作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性别歧视者的思想起着双重作⽤：颂扬男性特征/
资本主义价值观，贬低⼥性特征/资本主义之外的诉求”。



因为，对于男性社会形象的规训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理想形象，
通常来说⽆论以何种形式只要获得了社会财富和权利，男性就可以作为资本
主义社会的理想化⼈格⽽受到尊敬。

资本主义对⼥性有两种主流描述：⼀种是认为⼥性普遍的⽆知、浅薄、
不理智甚⾄神经质;另⼀种则是塑造了⼀种⼥性的理想形象——纯洁、贞操和
温柔。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描述却有着共同的基础，第⼀种强调低能，第⼆种
强调服从，暗含着⼥性的从属地位。在对⼥性的规训中，获得资本主义成功
的丛林法则似乎多少需要让位于她的家庭任务：她需要的只是忠于作为⽣产
者的男性，做好男性的温柔的仆从——安⼼地承担⾃⼰的再⽣产任务。

资本主义不仅构建了这种刻板的低能服从的⽓质，还强调了⺟职。⺟职
是基于性别赋予⼥性的性别⻆⾊和性别责任。以天职论的伪科学为依据[17]，
基于性的⽣理特征，坚持并强调⼥性在家庭中的分⼯。这种分⼯加上抽象平
等、爱的名义 、⾃主选择等⼀系列冠冕堂皇的理由就形成了分⼯却号称“平
等”的性别秩序。

由于⺟职的要求，纯粹的职业⼥性必然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描述为怪异
疯狂的。除⾮她们能够强⼤⽽成功的同时漂亮、善解⼈意、温柔顺从，能够
参与社会⽣产的同时负担劳动⼒再⽣产的双重重担。否则她们的诉求便会被
定义为额外的欲望，她们对个⼈价值的追求将会被定义为⾃私和对⺟职的背
叛。

实际上，不仅仅那些没能承担起家庭职责的⼥⼯被描述为彻头彻尾的失
败者，就连成功的⼥性资本家也会因为没有正常履⾏⺟职⽽受到⼴泛诟病。

不仅如此，⼥性具有了“物”的性质，在男权视⻆中欣赏⼥性品格、⼥性
身体正是⼥性物化的表现。⼥性的性格似乎注定柔美，⽽⼥性的身体注定⾊
情，⼥性完全是⼀种⾮⼈的客体，男性欣赏她们就像欣赏⼩桥流⽔⻜禽⾛兽
⼀般，是居⾼临下的。对⼥性美丽的追逐在男权社会中和对财富以及商品的
追逐是⼀致的。由此，两性关系异化为⼀种⾚裸裸的经济关系：有⼀次的卖
淫，有⻓期的婚姻，还有围绕彩礼和嫁妆的讨价还价。或者是在更⼤范围内
形成⼀种消费⽂化(为了提⾼⼥性作为商品竞争⼒的整容、性经济等)。

值得指出的是，对⼥性的批判也体现了男权视⻆中⼥性的从属地位，这
样的批判主要分为两类。⼀类是对⼥性不遵守规训的批判，“犯义⾮正”“牝
鸡司晨”就是对其争取独⽴⾃由以及与男⼈平等地位的批判。另⼀类是披着
进步的外⾐出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批评⼥性⾃轻⾃贱依附于⼈。

这种指责相当⼤⼀部分是客观的，然⽽脱离具体的资本主义性别压迫的
环境将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性的软弱进⼀步上升为⼥性本性的软弱，就相
当于脱离⽆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期剥削的环境讨论他们的精神贫乏从⽽找到
⽆产阶级被统治的进化论基础⼀样，充满了布尔乔亚的恶意。对于⼀个被资
本家榨⼲了⾎汗的⼯⼈，很多⽅⾯⽆法维持作为⼈的尊严;⽽同样为资本主义
社会规训消磨了意志的⼥性，很多时候也⽆法树⽴进取的乃⾄⾰命的⼈⽣观。

总之，我们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对⼥性的贬低保留了以往私有制下⼥性
形象的⼀部分，⼜根据⾃⼰的发展要求加⼊了新的压迫性的内容。显⽽易⻅，
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不可超越的必然性，也不具有神秘的命定的性质。它在私
有制中产⽣和发展，也会伴随着这种社会历史条件的消亡⽽消亡!



3.社会主义⾰命和继续⾰命：妇⼥解放

3.1社会主义⾰命下的妇⼥解放

关于性别压迫，恩格斯提供的解决⽅案是：
妇⼥应当充分投身到社会劳动⼤军中，从⽽摆脱“私⼈性的家务劳动”的

束缚，⽽家务劳动也应变成⼀种社会⾏业。这两点规划成为⻢克思主义者的
妇⼥解放信条。

接着，恩格斯认为“作为社会经济的单位的个体家庭”也将趋于消亡——
这是他和⻢克思在“共产党宣⾔”中共同提出的意⻅。所有这⼀切都将在共产
主义社会实现。
随着⽣产资料转化为社会公有，个体的家庭也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

私⼈的家庭经济变为社会的⼯业。孩⼦的照管和管教成为公众的事情;社会同
等地关切⼀切⼉童——⽆论是婚⽣的还是⾮婚⽣的。

然⽽，经过以上分析，妇⼥进⼊⼯业⽣产领域，恰恰⼜是异化劳动盛⾏
的世界。但是从私⼈的⼥仆转向受资产阶级剥削的⽆产阶级仍旧具有重⼤意
义，不仅仅是让他们在家庭中得以和男性分庭抗礼，部分地从⼥奴⽣活中解
放出来。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更多的技能，尤为重要的是⼥性
获得了作为⽆产阶级进⽽联合起来摆脱异化的可能。

“成为⽣产线上的奴⾪并不是对厨房⽔池边奴⾪的解放”[18]，但是却为
解放提供了⼤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性来讲，虽然在⽣产领域、家庭领域都受着私有制的剥削，在意
识形态中也受到了贬低，但是，在家庭中单独地、分散地反抗私有制是⽆法
颠覆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的，⽽在⽣产领域联合地、以⽆产阶级⾰命地形式
才能对私有制的根基进⾏有⼒的颠覆。

也正因为如此，那些反⻢克思主义或者⾮⻢克思主义的⼥权运动却始终
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 早的⾃由主义⼥性主义者们成⽴的妇⼥组织，美国
的全国妇⼥组织和历届世界妇⼥⼤会,都因其中充斥着的诸如种族对⽴、阶级
对⽴的各种对⽴或者种种歧视⽽陷于混乱。

⼥权主义者经常攻击⻢克思主义者“忽视”妇⼥问题。⻢克思主义者看到
了性别、种族等等诸多不平等的起源均是私有制，所以⼀再动员⼀切⼒量(当
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产阶级是主要⼒量)消灭私有制。

当代⼥性主义者团结⼀致反对压迫妇⼥，但是，他们不仅在怎样去反抗
压迫这个问题上观点不⼀致;⽽且，在什么构成当代社会妇⼥所受压迫的这个
问题上，彼此采⽤的概念也不⼀样。⾃由主义的⼥性主义者认为，迄今为⽌，
妇⼥所受压迫是因为她们遭受到不公正歧视;传统的⻢克思主义⼥性主义者认
为，妇⼥所受压迫是因为他们被排除在公共劳动之外;激进⼥性主义者认为，
妇⼥所受的压迫主要是由于男⼈对妇⼥的性和剩余能⼒的普遍控制;⽽社会主
义⼥性主义者则通过修正⻢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来描述⼥⼈受压迫的特点。
[19]

在我看来，以上的⼥性主义者都⼗分敏锐——虽然他们捕捉到的往往只
是现象。⾮⻢克思主义的⼥性主义者并不能运⽤唯物的科学的⼿段去分析妇



⼥受压迫的本质;⽽传统⻢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的⼥性主义者在问题的解释
上是具有⾰命性的，不过对于“改造世界”的⾰命的⾏动的思考就少的可怜了。

当然，如果有“⻢克思主义者”否认妇⼥受到压迫的残酷性[20]、妇⼥解
放运动的迫切性和妇⼥参与⾰命实践的必要性——那么他的确应该遭到来⾃
⼈⺠群众和⾰命势⼒的批判。

⼥性的解放必然和⽆产阶级的解放相辅相成。⼥⼯、⾰命的知识分⼦等
等，都应当加⼊⽆产阶级的⾰命⼤军。甚⾄对于⾮⽆产阶级的⼥性也应当认
真的审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处的不利地位。
⽽妇⼥解放在阶级⽃争中的形式并不是⼀种特殊的形式：
前⾯我们已经看到，⼯⼈⾰命的第⼀步就是使⽆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主。
⽆产阶级将利⽤⾃⼰的政治统治，⼀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

把⼀切⽣产⼯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产阶级⼿⾥，并且尽可
能快地增加⽣产⼒的总量。

资本主义关系⼀旦改变，妇⼥在⽣产领域受到的压迫便会得到根本性改
变——他们不再是⽣产的⼯具，⽽是⽣产的主⼈。将不会再有⼈有任何动机
去剥夺她们在⽣产领域中的权利。她们将越来越能⽀配⾃⼰的⽣产⼿段和产
品，也越来越能⽀配⾃⼰的⽣存条件。
在曾经的中国和苏联，妇⼥在⽣产领域享有的平等地位让世界难以忘怀。

她们终于成为了⽣产的主⼈，获得了更⾼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她们的⽣
育权、堕胎权、教育权、就业权与其说以⼀种诉求得到了谁的满⾜，不如说
作为⽣产的主⼈，⾃然⽽然地取得了这些权利。

3.2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命中的妇⼥解放

可是，当⽆产阶级取得政权，妇⼥能够参与社会劳动⽽免于资本家剥削
之后，妇⼥解放就完成了吗?换⾔之，曾经出现的中国和苏联，已经真正做
到妇⼥解放了吗?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性有着远超以前各种社会
形态的⾃由，但是男⼥仍旧是不平等的。
⿊⼈妇⼥组织领袖曾经尖锐地质问⻢克思主义⼥性主义者：
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很少有妇⼥能对重⼤事项作出决策?是谁在做家

务活⼉?为什么⼥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会遭到镇压?社会主义国家的⼉童社
会化成⻓是否依照性别⻆⾊模式?在所有职业中妇⼥能否得到平等的待遇?他
们的⼯资能和男⼈们相⽐吗?妇⼥在性和剩余⽅⾯有多⼤的⾃由选择权?
总之，如果社会主义国家仍然是⽗权制社会，那么原因何在?
应当承认，这种状况在⽆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的很⻓⼀段时间中都是存

在的，⽆产阶级⾰命领袖也承认这⼀状况：
尽管中国已经实现了劳动集体化、男⼥平等⽴法以及社会性的⼉童保育

等，但要说中国⼈真正地、根本地、彻底地改变了他们对妇⼥的态度，现在
还为时过早。[21]



实际上，此时出现的男⼥不平等状况并不是特殊的。各种不平等虽然较
资本主义社会有极⼤的进步，但是还是⼴泛的存在着。

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甚⾄
封建主义的⽣产关系、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剔除⼲净，资本主义
复辟的基础还存在，因⽽在这个阶段⽭盾⽃争还尖锐⽽深刻地存在于社会各
领域。

⽽“⾰命胜利”指的是⽆产阶级终于夺取了政权，建⽴了名义的公有制和
计划经济，为进⼀步消灭私有制提供了有利条件。⽽不是说“消灭私有制”的
⾰命已经胜利了。

⽽社会主义的⽭盾的 直接和主要地展现依然是阶级⽃争，在这个阶段
资产阶级和⽆产阶的⽃争还存在。社会虽然名义上建⽴了公有制，但⾃发分
⼯还将继续存在，因⽽脑体差别、城乡差别和⼯农差别的基础还存在，男⼥
不平等也将存在。

简⽽⾔之，妇⼥们摆脱了⽣产领域中被资本家剥削的命运，⽽她所处的
家庭也摆脱了作为经济单位被资本主义剥削的命运，⼴泛的参与⽣产也给了
她卓越的经济、政治地位。但是，如果不坚持继续⾰命，也就⽆法保卫⽆产
阶级政权，就⽆法消灭私有制及意识形态残余，更⽆法推⾏进⼀步的家务社
会化和打破男⼥分⼯。

⽑泽东于 1955年指出：“真正的男⼥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
造过程中才能实现。”明确指明了社会主义时期妇⼥运动必须继续⾛与社会
主义⾰命相结合的道路。

⽆产阶级继续⾰命的路线是逐渐消除三⼤差别，改⾰不合理的⽣产关系
和社会制度，逐步缩⼩社会分化。中国的“两参⼀改三结合”就是对脑体差别
消除的尝试，是对官僚化的经济管理体制的克服。提升劳动者⽂化的夜校、
共产主义劳动⼤学和迅速普及的基础教育也是对脑体差别克服的尝试。

我们可以看到，⽆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标志着妇⼥解放的胜利，⽽社会
主义改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命才能使妇⼥解放进⼀步发展。

在这个过渡时期，妇⼥对与⽣育权、婚姻权、教育权、就业权的捍卫，
这是对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残存势⼒的反抗;也应当坚持⽃争，争取家务
社会化、教育平等和就业平等的进⼀步平等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步⾰命。

除了继续⾰命的⼀般内容，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打破妇⼥的⾃发分⼯应
当受到特别的重视。这项措施不仅仅会让妇⼥在⽣产领域中获得平等，更能
解放她们在家庭中受到的剥削。因此对于妇⼥仍旧必须承担的家庭职责，不
能仅仅作为旧的意识形态的残余加以意识形态的批判，⽽应当作为私有制的
⼀部分采取积极的⾰命⼿段加以消灭。

在中国上⼀次社会主义建设中，迫于⽣产⼒的限制，建⽴⼯业基础的紧
迫性。⽆法及时采取全⾯的家务社会化的措施，男⼥分⼯也就没有办法消灭。
因此，⼥性在⽣产领域固然是得到了解放，但是在家庭中的解放⼤部分是来
⾃于经济地位提⾼的必然的后果，⽽不是对这种私⼈家务社会化的成果。

实际上，消灭这种私有的家务也⾮常的容易，以当代的⽣产⼒像育⼉、
养⽼、烹饪、缝纫等⼯作应当全⾯社会化，⽽清洁等⼯作由于各种全⾃动机
器的普及，也会被缩减到 ⼩(资本主义发展让我们⻅识了洗⾐机和吸尘器)。



与之并⾏的是政治⼒量保证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样⾯向全社会的教育主
要是说明⼀件事：将家务保留在妇⼥身上，是对私有制的压迫形式。应该使
家务充分社会化，没有社会化的那⼀部分，也不能全部压在妇⼥身上，应该
整个家庭共同承担。

⽽家务社会化之后，会出现这样⼀种状况，妇⼥仍旧被固定在社会化的
家务领域。⽐如育⼉、养⽼，烹饪等。这种⾃发分⼯⼜该如何克服呢?和继
续⾰命中消灭分⼯的形式是⼀样的。

⾸先就是收⼊均等。妇⼥作为所承担的繁琐且繁重的⼯作，应该作为社
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部分加以承认。育⼉、养⽼等⼯作不应像资本主义社会中
那样被边缘化。⼀个作为幼⼉园⽼师的⼥性，和⼀个作为⼤学教授的男性，
在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资不应差别悬殊。

参照对⼯⼈阶级开放教育和管理岗位，对于妇⼥更加意义重⼤。封建社
会妇⼥没有受教育权，资本主义社会的⼥性(尤其是⽆产阶级⼥性)多少也是
被排除在教育之外的。

⽑泽东曾经说过 “时代不同了，男⼥都⼀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同
志也能办得到。”实际上，在上⼀次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妇⼥曾经⼴泛参与
了许多领域，⼥拖拉机⼿、⼥⻜⾏员、⼥科学家普遍涌现。然⽽，随着继续
⾰命的失败，妇⼥解放失去了政权的保证，所以我们发现，妇⼥被排斥在许
多领域之外的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复辟⼜加强了。

3.3妇⼥解放的意识形态任务

如上所述，妇⼥在经济的、政治的⽅⾯的解放与社会主义⾰命、继续⾰
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社会主义⾰命和继续⾰命的胜利，就没有妇⼥的真正
的、彻底的解放。妇⼥解放的每个阶段都是社会主义⾰命的重要部分，应当
指出的是，在意识形态⽅⾯所受到的压迫，是⼏千年来私有制社会的 终产
物，应当被特别的加以肃清。
A.⾰命的观念的树⽴
⽆论是平等地参与⽣产获得经济政治地位、还是进⼀步打破分⼯获得在

家庭中的实际平等。都需要通过⽆产阶级⾰命和继续⾰命获得政治保证。
⽽妇⼥解放的主要⼒量，当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产阶级⼥性。然⽽由

于私有制对各阶级⼥性的压迫，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类的⼥权运动层出不穷，
⻢克思主义的妇⼥解放运动可以不同程度地把她们团结起来。除了对于少部
分资产阶级⼥性，⻢克思主义提供的妇⼥解放理论都是具有说服⼒的，其蓝
图更是有竞争⼒的。因此，⼴泛的⾰命观念的传播，必然会在妇⼥中产⽣极
⼤的影响。
在以往的⼀切对⼥性压迫的理论中，往往只将⼥性看作承受苦难的群体，

却不把⼥性看作⾰命的⼒量。发动更⼴泛的⼥性参加更⼴泛的⽣产和政治实
践本身就对妇⼥解放有着重⼤意义。

参与⾰命，并不是她们作为谁的⼥⼉，谁的妻⼦，谁的姐妹的⼀种深明
⼤义的跟⻛、⼀种⾼⻛亮节的牺牲，⽽是她们作为⽆产阶级，尤其是⽆产阶



级⼥性⼀种主动的抉择，⼀种对⼏千年⽗权制压迫，⼏百年资本主义压迫的
绝地反击，⼀种⾃觉主动的挑战和颠覆。
这在娘⼦军连歌的两个版本中得到了说明：
原始版本的红⾊娘⼦军连歌充分体现了⾰命的主动性：
打碎铁锁链翻身闹⾰命
我们娘⼦军扛枪为⼈⺠
⽽改⾰开放的叙述中，虽然也有这⼀章节，但是妇⼥的⾏动显然是⼀种

附庸，是⼀种被动的跟⻛⾏为：
古有花⽊兰替⽗去从军
今有娘⼦军扛枪为⼈⺠
缺席了具有⾰命观的妇⼥，就像缺席了具有⾰命观的⽆产阶级，社会主

义⾰命的胜利和妇⼥解放的胜利都是不可能的。
B.平等性别观取代差异的性别观
基于⻢克思主义的分析，在社会活动中，两性的差异更多是社会塑造的

结果。对差异的强调，往往不是⼀种⼈道主义的关怀，⽽是⼀种歧视与限制。
⽽强调男⼥差别的进⼀步是以尊重差别为名的压迫。将⼥性排除在⽣产⽣活
和政治⽣活的压迫⾏为便有了“照顾⼥性”“不适合”等等诸多冠冕堂皇的借⼝。

资本主义社会表现的尤为明显，对⼥性⽣理差异的“照顾”永远体现在压
低⼯资和⽆偿家务劳动上。这种“尊重差异”是明显不符合妇⼥⾃由发展的意
志，更不是妇⼥发挥主观能动性联⼿争取到的。

妇⼥的平均劳动时间更多，⽽平均⼯资永远更少。承认差异的⼝号如果
只是资本主义噱头，那我们就⼲脆消灭它。因此，对于弱势群体的强调并不
意味着她们有着先天的不⾜，就像⽆产阶级⽬前的确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不
代表他们没有⼒量，不能有朝⼀⽇成为国家的主⼈，不能成为领导者和建设
者。

“时代不同了，男⼥都⼀样”“⼥⼈能顶半边天”强化平等⽽弱化差异是社
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个⽅⾯，也曾经被⼴泛宣传。

批评者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铁姑娘”式的男⼥平等是以男性为中⼼和
以男⼈为标准的平等，并没有考虑妇⼥的特殊性。

这⾥的分析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就是对⼥性平等抽象地肯定，具体的
否定，在更⾼的层⾯上仍旧认为⼥性是劣等的。她们应该作为客体被⼩⼼翼
翼地照顾起来，她们的⽣理不能承受“铁⼈精神”的社会主义贡献，他们的⼼
理也不能承受动荡不堪的政治⽃争。

这种思想应该在⾰命的过程中尤其加以肃清，特别还有着诸多国家还存
在着的封建的野蛮的参与。

因此，以平等的价值观代替差异的价值观，实际上本质是唯物主义取代
唯⼼主义。
C.社会责任取代家庭责任，集体主义取代个⼈主义
对社会责任和集体主义的强调，应该成为妇⼥的道德取向和审美取向，

⽆论是社会主义⾰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由于妇⼥的特殊性，这⼀点应该特别地加以强调。“家庭责任”是以往的

各种社会形态限制妇⼥参与⾰命与各种社会活动的极为恶劣的意识形态。



⽽“个⼈主义”消解了社会主义⾰命和建设必须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命
时期，它往往使妇⼥的不满沦为分散的反抗，联合的妇⼥解放运动也就变得
不可能。
在⽆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已经⼗分注重对集体利益、⻓远利益的强调。

在妇⼥⽅⾯，更应当尤其重视。
D.理想化的⼈（⾰命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替代理想化的⼥⼈
如上所述，“⼥⼈”本来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这个概念的存在⽬的就

是对⼥性贬损和规训。所以当⼥性对这样的意识形态奋起反抗时，在没有崭
新的理想化形象之时，她们发现只能进⾏⼀种亦步亦趋的模仿。强悍的能⼒
和意志品质仍旧是男性的专属品质，庸常如过去的花⽊兰们“安能辨我是雄
雌”到今天职业⼥性⾃嘲⼜有些许骄傲的“⼥汉⼦”的称谓，仍然将诸多优秀
的品质和“男性”捆绑。

甚⾄“⾰命之鹰”罗莎卢森堡也曾半开完笑的说，如果她和克拉拉蔡特⾦
遇害，应该这样写墓志铭：这⾥躺着德国社会⺠主党的 后两个男⼈(men)。

⼥性在⾰命中成为了⾰命者或者建设者⽽克服了异化，并不能庸俗化为
通过模仿男性、成为男性⽽得到解脱。

所以，既然需要抛弃旧世界理想化⼥性的形象，就要重建出新世界的形
象——⽽性别在这个形象⾥正是不应当被突出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从理论过渡到现实。盘点当代的⼥性解放运动，讨论
我们应当采取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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