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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娃作为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其著作《第二性》中以多元

化的视角分析和研究了女性被压迫的境况。基于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哲学思想、萨特存在主义学说以

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波伏娃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指出父权制思想迫使女性处于“他者”

地位，并阐述了女性如何克服内在性以实现自我解放的途径。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虽然还具有一定的

局限性，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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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ench existentialist philosopher Simone de Beauvoir,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femi-
nism, analyses and studies the situation of women’s oppression from a diversified perspective in her 
book The Second Sex. Based on Hegel’s “master-slave dialectic”, Sartre’s existentialism and Heidegger’s 
existentialism, Beauvoir reveals the root causes of women’s oppression, points out that patriarchal 
ideology compels women to be in the position of the “other”, and explains how women can overcome 
their interiority in order to achieve self-liberation.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in Beau-
voir’s feminist thought, it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rev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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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女性问题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热点问题，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女

性主义的发展长河中，西蒙娜·德·波伏娃作为著名的存在主义女作家，其成就卓越，在各个领域都颇

有建树。她的代表作《第二性》从生物、心理、历史等多重视角，揭示了女性自古以来被压迫的状态，分

析了女性“他者”处境和女性气质的形成原因，唤醒了女性反抗父权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意识，被誉为

西方妇女解放的“圣经”[1]。对波伏娃的《第二性》展开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理解她的女性主义思想，

也为新时代的女性主义发展指明了方向。 

2. 波伏娃女性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女性主义的发展为波伏娃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女性主义主要是指为反对性别差异、歧视和压

迫以实现女性的独立与解放而创立和发起的社会理论和政治运动[2]。女性主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8 世

纪 90 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9 世纪初期，《拿破仑法典》出台一系列不平等的法律，强化了父权制对

女性的压迫，极大地限制了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1944 年戴高乐临时政府时期，法国女性正式获得了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迎来了女性主义的第一波浪潮[3]。女性主义思想的不断发展为波伏娃观察女性的社会

地位，批判父权制的压迫提供了支撑。同时，社会中各个领域仍然存在着大量对女性的歧视，促使波伏

娃对女性“他者”处境的思考。 
波伏娃自身的成长经历推动了她的女性主义研究。波伏娃 1908 年出生在较为传统的法国社会，父亲

思想保守，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严格的家教使得波伏娃养出了叛逆的性格，她从小就拒绝父母

对她事业和婚姻的安排，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学校里，波伏娃志向远大，博览群书，为她日后的创作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于在童年时曾耳闻父亲对母亲的不忠，以及在青年时目睹了女性朋友的悲剧，波

伏娃十分关注女性在社会中的处境和命运。1929 年波伏娃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结识了萨特，并最终成为

他的终身伴侣。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波伏娃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奠定了《第二性》的存在主义基调。 
波伏娃在黑格尔辩证法和萨特存在主义的基础上，借鉴了海德格尔等人的相关学说，形成自己的女

性主义思想以揭示女性受压迫的困境和追求解放的路径。第一，波伏娃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运用

于分析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关系，形成自己的“性别辩证法”。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是自在自为的，当两

个自我意识相遇并发生冲突时，拥有独立性而变成自为存在的人将成为“主人”，而失去了自身独立性

的人将被置于“奴隶”的地位。奴隶要想找回自己的自主性，就必须借助恐惧和劳动以超越主奴关系，

在自由意识中实现相互承认。在波伏娃看来，现实的男女关系实质上是主奴关系，即丧失了独立性的女

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因此女性要摆脱自己受压迫、被支配的地位，就必须具有个体性，从根本上确立

自己的主体性以克服“他者”状态[4]。第二，波伏娃将萨特“他者”概念转变为她女性主义的“他者”

理论。在萨特那里，“存在”可以被分为“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两种模式。由于“自为存在”是处

于过程中的动态存在，从而对人来讲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在波伏娃看来，男性在父权制社会中扮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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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的存在”，而女性却由于缺乏实践的动力以及精神上受到束缚，沦落为“自在的存在”。对此，女

人只有像“自为存在”那样去创造性地构筑自己的未来，才能获得自我解放。第三，波伏娃将海德格尔

的自我与他者的非对立关系转化为二者的相互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自我的存在，旨意与世界共

在。常人和自我都等同于此在，常人与此在是共存的。基于此，波伏娃指出男人是掌握了主动性的此在，

女人是失去自由的常人，是被动的“他者”存在。部分女性由于身体构造的局限性，会放弃参与社会生

活的机会，而一旦女性只把自己束缚在家庭中，依靠男性去感知外部世界，就会产生自己是“此在”的

虚假感受，从而失去寻找本真的可能。 

3. 波伏娃《第二性》女性主义主要内容 

波伏娃通过反思当时学界对女性问题研究的几种观点，揭示了两性差异起源，并通过分析女性成为

“他者”的过程，指出女性要获得解放不仅要实现经济独立，也要与父权制进行斗争，提升女性的自我

意识。 

3.1. 两性差异起源的研究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从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女性的研究出发，揭示了两性差异

起源。 
女性生理的研究是生物学对女性研究的主要贡献，但生物学对客观事实的阐述并不能作为解释男女

差异的根本原因。在生物学家看来，与雄性在繁殖过程中的主动表现不同，雌性多体现为被动接受，因

此女性对世界的把握总是消极的，导致其受到的奴役更深。但生物学只能解释男女的生理差异，并不必

然导致女性的“他者”地位，所以仅仅凭借物种在繁殖过程中的状态来定义女性是被动的本源是没有说

服力的。此外，生物学只关注女性的生殖功能，忽视了女性作为完整个体的其他可能性，限制了女性的

自由和发展。 

对女性心理研究是精神分析学对女性研究的主要贡献，但其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决定了精神分析学

的片面性。针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波伏娃指出精神分析法虽然不再像生物学那样，单一地通过人

的身体特征来断定人的本质，但其所聚焦的只是女性的某些行为特征。人是发展的，是有超越性的，女

性的行为具有自由的维度，精神分析法得出的结论往往只能代表某一时间段的女性形象，因而这是一种

片面的、非本真的认识，无法真正定义女性。 
对女性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研究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女性研究的主要贡献。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女性不

只是生理意义上的有机体，其现实处境取决于所处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私有制的出现导致女性在受到

性别压迫的同时还受到了阶级压迫，恩格斯将其概括为“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5]。但波伏

娃认为，恩格斯既没有指明人类社会怎样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也没有说清楚私有制和“奴役女人”

之间的必然联系，关于私有制的论述缺乏说服力[6]。 

3.2. “他者”理论的研究 

“他者”是黑格尔哲学中较为重要的概念，在《小逻辑》和《精神现象学》中多次被提及。“他者”

与自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主体所界定的非我。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认为女性“他者”地位的绝对

化是导致其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本原因，但女性“他者”地位的绝对化不是天生就有的。女性“他者”地位

的形成过程是女性逐渐异化的过程，因此要摆脱“他者”地位就需要从非我回归到本我。 
波伏娃指出，女性的“他者”从属地位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原始部落时期，由于没有

永久性的财产或领地，所以孩子的繁衍并不被重视，分娩的女人无法懂得创造的自豪的同时还被禁锢在

“母性事务”的重复性和内在性之中，奠定了“他者”形成的基础。游牧民族时期，当劳动创造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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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显现时，男性逐渐意识到自身是主体，并掌握了权威与权利，女性随之降到保姆和仆人的地位，男

女之间的主奴关系由此形成，但女人只是被视为物的存在物而不是真正的奴隶。在同时拥有了女人和财

产后，男性开启了父权制社会，使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制度化和合法化。中世纪时期，人们通过宗教更为

贬低女性，女性既未受到法律应有的保护，也不能从事社会职业。缺乏经济来源的女性，只能依赖和从

属于男性，被男人视为物的存在物，并被要求做到保持端庄与沉默。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资本家为

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而不断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女性一方面会受到资本家的残

酷剥削，另一方面由于与男性工作形成了竞争关系，也会受到他们的排斥；在家庭中，女性需要承担没

有报酬的家务劳动，加深了女性“他者”地位。而当家庭和私有财产成为社会的基础时，女性已然被完

全异化。受社会、家庭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部分女性不断走向消极和放弃，进一步加剧了自身异化，最

后使“他者”的绝对地位形成。 
从孩提时代到成年，女性受经济、社会和历史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深陷于内在性之中，逐渐被塑

造“他者”的角色。童年时期，受父母和其他成年人的影响，男孩往往被培养为拥有独立思考和冒险精

神的人，被塑造出独立的性格，而女孩却被教导要听话和顺从，需要依靠他人的关注与评价来定义自己，

逐渐失去自己的主体性，开启了“他者”的命运。进入青春期后，男孩和女孩都充满对未知的好奇与期

待，渴望去探索这个世界。与男孩展示的攻击性与侵略性不同，女孩由于社会所要求的规矩、温柔与贤

良，展现出更多的是一种依赖和被动的态度，又一次变成了客体。到了婚姻期，女性扮演者伴侣和母亲

的角色，被彻底地困在“他者”的境地，变成完全被动的存在。受古老观念的束缚，认为女性只有结婚了

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婚姻似乎是获得社会认可的唯一方式。但结了婚的女性总是从事着重复又机械化的

劳动，很难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波伏娃由此指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消极且无效的。 

3.3. 改变女性“他者”处境的研究 

父权制社会的压迫造就了女性绝对“他者”的地位，但当女性意识到自己是具有“自为存在”属性

的人时，将会奋力反抗以追求自由和平等。对此，女性既要参与社会劳动以实现经济独立，又要同父权

制进行斗争，提高自主意识以寻求解放的出路。 
经济独立是女性实现解放的前提。传统社会女性每天只把自己局限在私人领域之中，重复着毫无创

造性的家务劳动而脱离社会活动，其所获得的自由是抽象且消极的，因为这种自由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她

们的生活状况。女性只有摆脱内在性的束缚，参加到工作中，通过社会劳动获得物资自足，才会意识到

自身是生产者和具有主动性的人，从而获得独立的人格。同时，波伏娃强调，女性的解放离不开整个社

会的支持，包括改变社会对女性的“气质”塑造，以及消除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 
反抗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是建立独立人格的关键。父权制社会建立以后，男性作为社会的主导，制

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约束女性的行为，把女性变成一种物的存在物。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女性的内在

性不断畸形发展，形成了要求女性在各个方面需要符合男性需要的“女性气质”。然而“存在先于本质”，

“女性气质”不是女性天生的，也不应该成为定义女性的标杆。女性要摆脱“他者”处境就必须将自己

视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体从而克服自身的内在性。这意味着女性要从“人”的角度审视自己，要认识到

自己的价值和能力，积极塑造自己的命运，敢于与社会结构性压迫进行斗争，从而成为一个真正独立、

自由、完整的人。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强调了教育在塑造女性角色和地位中的重要性。从童年时期改变对女孩的教

育观念，让女孩和男孩在教育过程中受到同样的尊重，教育他们责任感、冒险和探索精神以及主体性，

培养女孩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是让女孩成为独立自主个体的重要方式。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要给孩子创造一个充满爱、尊重和平等的环境，帮助孩子们形成更加开放和包容的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5.144172


曹渝朗 
 

 

DOI: 10.12677/acpp.2025.144172 355 哲学进展 
 

性别观念。 

4. 波伏娃《第二性》女性主义的局限性和进步性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分析存在着一些思想误区，包括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经济一元论、忽视女性

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价值。但她通过构建更完善的理论体系将女性问题的本质诠释出来，引发了人们对

女性的深层思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 

4.1. 《第二性》女性主义的局限性 

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经济一元论。波伏娃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女性解放的理论是围绕经济体系构

建的，是经济一元论的思想。然而，虽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

展的根本动力，但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并不代表唯一。波伏娃看到了父权制意识形态对女性的压

迫，但没有看到思想、意识和观点等都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波伏娃从人的意识

改变出发以此构建女性解放的理想大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视角。 
忽视了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价值。在波伏娃看来，一方面，女性的整个历史都是男人造就的，

男性从事的活动是具有创造性的、有价值的；另一方面，女性受到传统命运的限制，所从事的活动是重

复的、无价值的，因而也是消极的。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妇女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人类

社会和历史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马克思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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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7]，波伏娃界定的任何不产生任何创造性的活动都是无价值的活动忽

视了女性的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4.2. 《第二性》女性主义的进步性 

波伏娃《第二性》所蕴含的丰富的女性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启示。在理论上，不仅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女性解放思想，也为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当今社会要进一步

促进男女平等，社会主体要注重对男女人格平等的倡导，女性自身也要重视主体意识的培养。 
1. 理论价值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女性解放思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终价值指向，

因而女性问题也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视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和社会分工

的发展使女性在社会上处于从属地位和在家庭中处于依附地位，进而造成了其社会地位的下滑。因此推

翻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女性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独立的经济来源，也是摆脱对男性的依赖、提升地位

的根本途径。波伏娃在肯定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强调了颠覆父权制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她看到

了女性自身意识中独立性的缺乏，为女性寻求解放的出路指出了更具体的方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理论[8]。 

指引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为法国后代女性主义思想

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波伏娃指出女性所拥有的与男性相对立的“他者”的地位不是天生的，而是

社会塑造的产物，为法国众多女性主义流派批判父权制如何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压迫女性提供了理论

基础。此外，波伏娃的《第二性》被传播到世界各国，激励了全球女性主义者对女性解放的探索。 
2. 现实启示 
承认男女生理构造的差异，倡导男女人格的平等。随着时代的进步，男女平等观念已经被社会所普

遍接受。但不论是在社会市场中，还是在家庭中都还存在着男女不平等的现实。对此，要看到女性在体

力和力量等方面弱于男性这是自然规律，但是与男性相比，女性具有情感细腻、更具亲和力等优势特征。

因此女性个体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时社会市场要重视妇女事业和工作，为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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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参与社会劳动提供应有的公平和尊重，在家庭中也理应尊重女性的生育、家务劳动。 
增强主体自信，培育主体意识。女性要在客观世界的发展中，不断明确自己作为主体的价值和意义。

一是对待两性教育时，要尽可能地做到统一。要鼓励女性敢于同男性一样参与具有挑战性的活动，要善

于创造自身的价值，不断培育女性的勇气和责任担当。二是要实现经济的独立。女性要敢于走出家庭，

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以获得经济的独立和话语权，从而赢得家庭地位中和男性的平等。三是要摆脱对

爱情的过分依赖。在爱情中的独立是指，女性要自主地选择自己的感情以及在感情中保持人格的独立，

切勿把爱情当作自己生活的全部，也不要为了取悦对方而丧失自己的价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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