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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古以来妇女群体就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社会成员，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社会关系，但是自从人类

进入私有制社会，妇女权益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马克思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规律出发，认

为实现妇女解放是完成全人类解放的重要一环，彼此之间具有高度一致的内在联系，提出将妇女解放运

动和全人类的解放运动结合在一起，为妇女解放运动找到了现实道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妇女

解放思想中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和时代价值仍然对推进21世纪新时代女性权益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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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men groups have been important social members of human society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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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relations are important social relations of human society, but since human beings entered 
the society of private ownership,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have been damaged to a great ex-
ten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law of social development, Marxism holds that the 
realization of women’s lib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liberation of all mankind, and there is 
a highly consistent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t is proposed to combine the women’s li-
beration movement with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of all mankind to find a realistic way and direc-
tion for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the value of the times con-
tained in the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are still of great valu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new era of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 
Marxism, Women’s Liberation, Private Ownership, Productivity, Communism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兴起，人权向神权发起最猛烈的进攻，神权跌落，人权兴起，人的主体

性被提高到一个全新的位置。资产阶级更是提出“天赋人权”以此确立了每个人自由和平等是天生的、

不能被剥夺的。但是，其中这个“人”，在默认语境下，是不包括女性的，女性在这场由资产阶级获得

最大利益的文化启蒙运动中，确实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上，并没有得到

根本的解放，人类整体并没有真正地进入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人人生而平等也并没有在两性关系之

间真正实现。马克思恩格斯身处于资产阶级迅速发展的社会，敏锐地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在两性平等关系

上的“空头支票”，意识到了女性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意识到了女性解放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从历史唯

物主义实践中寻求一条女性解放之路的必要性。 

2.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逻辑 

2.1. 将妇女解放置于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中思考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论证了人类的全面解放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结果，把人从自然

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把人从旧的社会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旧式分工的束缚，把人

从剥削阶级的思想观念下解放出来，摆脱传统观念和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而人类的解放之中必然包含

着“男人”和“女人”的共同解放。 
自私有制产生后，妇女从原始时代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跌落至男尊女卑的低下社会地位，并且这一低

下的社会地位被烙进社会意识深层，从文化、历史、制度、习俗、法律等方面进一步深化了妇女低下的社

会地位。在东方社会里，从国家法律方面——例如制定了严格的三纲五常，规定了男尊女卑，女性被要三

从四德。在西方世界，传统的女性角色形象被矮化甚至丑化乃至妖魔化。例如在西方神话里，人类的罪恶

和欲望是由潘多拉这个女性带来的，而潘多拉的丈夫普罗米修斯却是给人类世界带来火种的英雄；在《圣

经》中夏娃是亚当的一条肋骨，是亚娃的依附品；更甚在西方哲学中，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先导

皆认为妇女的存在微不足道，中世纪的哲学家普遍认为女性是一种不完全的人类，康德认为女性无法拥有

理性，叔本华更是认为男人承担体力和脑力劳动，女人承担生育抚养的职责和对男人的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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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女性作为独立的“人”，从独立的人这一视角

考察了妇女社会地位的演变历程、揭示了妇女在婚姻制度和家庭之中地位低下的经济根源。马克思主义

把妇女解放放置于人类解放的高度，科学地阐述了妇女性别压迫和阶级压迫的起源以及同步性、揭示了

性别压迫的本质是阶级压迫，指出了妇女解放的光明道路。 
最早提出妇女解放思想的是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傅立叶，他在《论四种运动》中提出：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傅立叶这一观点高度概括了妇女解放

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但是傅立叶没有深入探讨妇女遭受多重压迫的根源，更多的是把妇女解放看作是人

性战胜兽性的进步，也没有给出妇女解放的现实依据和道路。在资本主义社会，一部分国家的妇女冲破

了封建束缚，从一定的性别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由于整体人类仍然没有废除私有制，没有突破资本主

义对“人”的异化，妇女解放的道路依然没有完成。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私有财产和劳动异化的病疴，极

大地阻碍了妇女群体生产力的解放，致使妇女群体不能完全从阶级压迫和性别压迫中解放出来。马克思

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直白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下工人整体面临的深刻的劳动异化。工人们同

自己劳动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异化，工人们投入无数劳动结晶生产的劳动产品最后都不属于他们，并给

工人们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自己可以购买的就越少：“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

己的对象的关系”[1]。劳动者不仅与劳动产品之间相异化，劳动者也会与劳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

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们失去了土地最后只能高度依赖自己的

劳动力、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进入工厂工作，为了生存，生命的本质沦为流水线上生产机器不断被榨取剩

余价值：“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2]。在资本主义的奴役下，劳

动者也会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的实践本质在于能够只有自觉地创造性活动，“人把自身

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3]。由于异

化劳动，人不再通过实践活动创作自我、实现自我，而是把类生活变成了维护个人生活的手段。劳动由

富有创造力的生命活动变成了一种需要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生活本身变成了生活的手段。最后，劳动

者与劳动者之间也会相异化，在不自由的劳动生产活动下具备了替他人服务、受他人支配、处于强迫和

压制的不自由状态中，导致劳动者与从劳动产品所属者之间矛盾积累不可调和，最后劳动者之间也会进

入高度竞争状态中，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相互排斥敌对。 
同样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女性工人的悲惨境遇，女工

们要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却没有任何工作保障，超负荷的工作量和超长的工作时长不仅严重损害女

工的身体也残酷地摧残了女工的精神，并且作为劳动者仅仅因为是女性，无法和男性劳动者同工同酬。

在工厂效益不好时，女工也是被优先淘汰得不到任何赔偿。 
然而妇女群体如果想彻底突破社会上的一切压迫，就必须要彻底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阶级压迫，

这就使得妇女解放必须依托无产阶级解放全世界的事业、加入无产者的队伍、成为无产阶级的重要组成

部分——废除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的经济压迫和政治压迫，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实现共产主义，最终

实现每个人的解放。 

2.2. 将妇女解放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之中思考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考察妇女解放问题，还需要将妇女解放问题放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辩证关系之中，穿透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看到“两种生产”在妇女压迫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从而

为妇女解放奠定经济依据和现实道路。 
妇女压迫这一历史现象并不是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就有，妇女压迫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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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私有制产生的阶级压迫在家庭关系中显示出来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有其自

己独特的形成机制和历史过程。 
“两种生产理论”不仅指出了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也指出了妇女在两种生产中的不同地位制约

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德意志意志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明确指出，有两种生产，一种是

“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的生产；另一种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的生产。前一种生产

是指物质资料的生产，后一种生产是指人自身的生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

进一步详细阐释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直接生

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

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

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

约”[4]。两种生产理论科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辩证关系入手论述了女性社会财富和社会地位

发生变化的原因，并且指出这种辩证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和作用是不同的，也最终导致了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妇女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根据《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自身的生产很大程度上支

配着人类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而由于妇女在人自身的生产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妇女在社会

中的地位也就很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驯服和繁殖牲畜让人类整体逐渐跨越“天天都要重新获得食物”

的历史门槛，而对这些盈余的牲畜财富的基础上，最终产生了新的生产关系——私有制，与此同时，人

类整体也跨越了“人的劳动力还不能逐渐提供超出它的费用的显著的盈余”的历史门槛，在战争中，战

俘不再是被当做毫无价值的人杀掉，战俘不再是没有价值的，战俘成为了奴隶，并且作为新的劳动力进

入家庭，看管照顾牲畜，从而为家庭增加财富，至此，奴隶制也伴随着私有制也产生了，但是，新的问

题又来了，这些增加的财富归属于谁呢？ 
由于自然分工的不同，男性被要求获得食物和制作获得食物的工具，自然这些获得食物的工具都对

男性所有。而这些增加的一部分牲畜财富归属于男性后，但却不能被他的子女所继承，最终男性的这些

私有牲畜的财产继承问题，被尖锐地摆出来，男人要求只有亲生子女继承财产。这是对母权制最核心的

一击，它确定了男性在家庭里独裁的权力，这种男性独裁下的家庭制度催生了——父权制。男性不仅拥

有奴隶，男性还能支配他的妻子以及他的妻子，至此，女性被捆绑在“保持继承人血脉纯正”的框架里，

男女性别权力的较量在私有制、奴隶制、父权制的合力围绞下正式拉开帷幕——女性开启了长达几千年

的地位低下的历史历程。私有制的产生伴生着阶级的产生，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女性

开启了不仅在男女性别之内背负着性别压迫还背负着剥削阶级的压迫与剥削的痛苦历史。 

2.3. 将“社会劳动”作为妇女解放的突破口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遵循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认为妇女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从长远

是高度一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而且妇女解放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行的，并且

找到了一条以“妇女重回社会劳动”为突破口的现实道路。恩格斯认为妇女解放首先要从无报酬的家务

劳动中解放出来，“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占她们极

少的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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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恩格斯认

为正是在私有制下，家务劳动的价值被遮蔽了，家务劳动的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性质也很难断定，而妇

女群体在家务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直接被男性垄断拥有，妇女群体无法占有自己的劳动价值。因此，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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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指出由于在现代化工业中，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岗位，这直接推动了妇女从家庭中脱身而出

进入社会生产中，这是现代化工业带来的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在生产力大力发展的情况下，女性要减

少家务劳动的时间，并且要用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社会生产创造价值之中，以此重新回到社会生产领域并

且占有生产资料，在物质条件上摆脱家庭的经济束缚，逃离家庭内部的性别剥削，并且在社会活动中争

取政治权力与和男人相等的社会地位，不仅如此，妇女群体还要意识到要和男性群体联合起来，争取更

大的社会劳动解放、共同对抗私有制带来的阶级剥削，以推翻和消灭私有制为共同目标和长远目标。 

3.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妇女解放思想”的时代启示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出发，指出了妇女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之间的

内在一致性，并且为妇女的解放指明了道路和方向。在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妇女的发展对当

代中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妇女解放思想”依然具有时代指导意义。 

3.1. 重视妇女群体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封建时代的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被列为

基本国策，妇女权力在法律层面得到了大力的保护。但是妇女群体的发展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阻碍，

在新时代推进妇女发展问题也面临着新的挑战。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发表了重要演讲

并指出：“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就没

有人类，就没有社会”[7]这和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妇女群体地位的妇女解放理论一脉相承，习总书记再次

重申了妇女群体举足轻重的地位，再次肯定了妇女群体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的杰出贡献，习总书记还用“三

个平等”来概括新时代男女平等的新任务，即“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8]。 

3.2. 注重构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话语权 

现代社会，网络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话语阵地，如今，男女两性的社会问题极易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甚

至争吵，西方各种女权主义思想也利用各种网络平台渗透其中，在各种男女话题中扮演着复杂的角色甚

至引起男女对立的不健康情绪和氛围，企图制造男女分裂、加深两性冲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应

该挑起重任，回答当代妇女观的时代诉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妇女观话语权，用马克思主义

的妇女解放思想自觉抵制西方伪女权的思想侵蚀。推进女性权益工作，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

的指导，要在网络文化宣传方面开展全方位的思想教育，无论是对男性还是对女性都要引导其认识正确

的、先进的性别文化，大力推进女性的根本发展权益发展。 

3.3. 大力提倡妇女群体参与社会劳动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家庭主妇”都是存在的，根据恩格斯的妇女解放理论，要想从根本上提升

妇女群体的社会地位，就需要妇女群体利用发展的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减少家务劳动的时间，把

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社会生产中。现在的科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妇女的双手、节省了妇女的

家务时间，促进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但是，过去几千年的社会文化并不是完全没有影响，现在很多人

依然认为“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在家做家务是“天经地义”，并且在隐形贬低家务劳动的价值，认

为在家做家务劳动的妇女没有价值，歧视家庭主妇。这些错误的社会思想需要肃清，也同时大力倡导女

性走出家庭，高度重视自己的受教育权利、维护自身的受教育权利、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和机遇，努力

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完善自己的工作技能，发挥女性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主动摆脱各种落后思想的束

缚和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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