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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的重要议题，马克思认为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发展状况，是反映社会文明

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男性和女性平等发展的，充分享有平等的权利，实现各自

的价值。同时，女性的解放也是人类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就必须要实

现女性的真正解放。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科学的剖析了女性长久以来受

到压迫和剥削的根源，为女性实现自身的解放树立了目标和途径。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

不仅有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女性主义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arxist Ideology of 
Women’s Liberation and Its Practical Value 

Jiakun Fu 
College of Marxism,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Hunan 
 
Received: May 27th, 2022; accepted: Jul. 1st, 2022; published: Jul. 8th, 2022 

 
 

 
Abstract 
Women’s issues have long been an important topic in society, and Marx considered the status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 in society to b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the level of civilisation in society. 
An ideal society should be one in which men and women develop equally, fully enjoying equal 
rights and realising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At the same time, women’s emancipation is also an im-
portant part of human emancipation, and the real emancipation of women is necessary to achieve 
the full and free development of mankind. As part of Marxism, the Marxist idea of women’s eman-
cipation scientifically analyses the root causes of women’s long-standing oppression and explo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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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and sets out the goals and ways for women to achieve their own emancipation. Therefore, the 
study of Marxist ideas on women’s liberation is not only of great theoretical value for a better 
grasp of Marxist thought, but also of great practical value fo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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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女性解放和人类的解放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将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深入分析

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从时代背景和理论源泉出发，阐释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形成的背

景。深刻挖掘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精髓，通过对它的产生、发展、基本内容和特征的进行探索。

同时阐述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所具有的重要当代价值，力求寻找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女性解放之路。 

2.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产生背景 

2.1.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产生的现实背景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女性一直被禁锢在家庭这个小环境里，她们的生活里只有丈夫、孩子和家庭。

在这个近似封闭的圆圈中女性生活了几百年，但是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生产技术的迅猛发展，看似坚固的

封建社会也走向了末期。14 世纪到 15 世纪，资本主义的逐渐开始萌芽，资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原

始积累时期。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代表，在早期的资本积累中，大量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因此失去了土地

等生产资料，变成了无产者，不得不进城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人类正式步入了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

剥削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时代。 
进入工厂的女性面对的是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生产环境。工厂中大量使用机器生产，这些

机器用机械化的劳动代替了原有手工业的复杂劳动，使得这些劳动可以由女性甚至是童工来负责，这些

从原有家庭劳动中脱离出来的女性，成为了工厂中廉价的劳动力“机器”，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榨取

剩余价值的重要来源。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所以对女性进行了无限制的压榨。正如马克思所

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处置的自由时间，……，都是替资本家服务，那么，他就还不如一头役畜。” 
[1]这些女工在资本家的压迫下在工厂中过的就是如同“牲畜”一般的生活。在恩格斯所著的《英国工人

阶级状况》中记载了众多资本家对于女工、童工和无产阶级家庭的残忍压迫。恩格斯认为 18 世纪中期在

英国工厂工作的工人与 12 世纪受到罗曼贵族压迫下农奴的劳动生活状况进行比较是几乎一致的，甚至比

旧时代农奴制度下的生活更加悲惨。女工工作的工厂环境也是极其恶劣的，资本家不允许工人停下来喝

水，甚至由房顶渗漏下来的雨水都不允许喝，因为资本家认为这会拖慢生产效率。 
同时，作为家庭中的成员，她们一边要在工厂中完成十多个小时繁重和机械的工作，一边回家后还

要从事抚育孩子、洗衣服等繁杂的家务劳动。就算这样女性也很难给予自己子女很好的生活，难以给他

们所需的食物更不用说给他们提供教育，所以她们往往被迫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工厂成为童工，接受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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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样的压迫。正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所写的，“资产阶级的这种令人厌恶的贪婪造成

了这样一大串疾病！妇女不能生育，孩子畸形发育，男人虚弱无力，四肢残缺不全，整代整代的人都毁

灭了，他们疲惫而且衰弱，—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填满资产阶级的钱袋！”[2] 

2.2.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产生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诞生离不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其中具有代表意义

的思想家有：巴霍芬和摩尔根。 
1861 年，瑞士历史学家巴霍芬发表了《母权论》一书，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人类家庭史的开端。书

中巴霍芬通过翻阅大量的资料首次发现了人类曾存在过杂婚制这一特殊制度，并且指出杂婚制是导致母

权制的原因。这一思想被恩格斯进一步吸收，被用来佐证“劳动”具有极高的意义，劳动使得身处于华

丽城堡中的贵小姐的地位反而不如那些在蛮荒时期辛苦劳作的女性。但巴霍芬却依然被束缚在宗教的泥

潭之中，将婚姻家庭制度的演变归结于宗教的变化，陷入了神秘主义的漩涡之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巴

霍芬的一些观念为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形成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 
随着巴霍芬开创了家庭史这一新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对人类的婚姻家庭历史进行了深

入的剖析，获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在这中间美国人类学家和社会主义学家摩尔根于 1877 年出版的《古

代社会》一书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著作。本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的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

全面的分析。书中所阐述的家庭作为一种可以变动的要素，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低到高不断发展，受到了

经济基础的影响，这一观点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充分吸收，并得到了发展，为恩格斯在后来撰写《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资料和思路。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于家庭

演进历史的客观阐述，以及论述了不同经济基础状态下如何影响社会结构的形成，同时在不同社会下个

人受到了怎样的压迫，都为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 

3.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 

3.1. 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 

一是女性在社会物质生产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质生产是人类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重要

途径，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现了种族的延续和发展。女性虽然一直在社会中饱受歧视，但是不可否认的

是女性一直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认为要充分意识到女性

在社会物质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价值，只有女性从真正意义上可以大规模的参与到社会物质生产的过程，

才能实现女性的解放。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

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他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二是女性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纵观人类历史，在历次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都有无数

女性参与其中，不可否认女性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马克思认为女性如同“酵素”

一般，如果没有“酵素”的参与那么人类社会就不会实现任何伟大的社会变革，在每一场社会解放运动

的过程中女性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到了运动的成功与否。马克思意识到女性的对于社会变革的参与程度，

往往影响着社会变革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中充分肯定了女性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发挥

的巨大作用，并且号召她们认识自身的巨大能量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三是女性在家庭和人类的自身再生产过程发挥的重要作用。家庭自古以来一直是女性的“主战场”，

她们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庭事务以及抚育孩童的重任。女性在家庭中有着多层的身份是妻子也是母亲，这

些身份背后担负着社会给予她们的责任，她们需要打理好家庭事务，为丈夫减轻家庭带来的负担，她们

还要负责下一代的教育任务，其次她们往往还要负责照顾老一辈的责任，既要给予他们物质方面的照顾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2.117351


付嘉坤 
 

 

DOI: 10.12677/ass.2022.117351 2575 社会科学前沿 
 

还要兼顾他们的精神状态。因此在家庭中女性往往发挥着比男性更重要的作用。同时，女性在家庭中还

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抚育子女，马克思认为人类的自身再生产是一项很重要的事务，因为

只有人类的自身再生产才能实现“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3]，
即人类种族的延续。因此女性在家庭和人类的自身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3.2. 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 

劳动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是女性在社会中遭到压迫的根本原因。这里所说的劳动分工并不是后面由

资本家所安排的工作区分，而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例如在原始社会这样的生产力低下的社

会中，女性往往承担着比男性更多的事务，对于部落的发展也起着相对重要的作用，在当时女性的地位

是明显高于男性的。 
在原始社会中，人们以部落为单位生存，一切财产都是共有的并且因为当时性生活是混乱的无法

通过父亲一方来辨别血缘关系，所以女性成为了确认血缘的唯一因素，因此在当时女性在部落和家庭

中是占据有统治地位的，有权力调配和指挥部落中的一切，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所写的一样，“不管他在家里有多少子女或占有多少财产，仍然要随时听候命令，收拾行李，

准备滚蛋。”[4]由此可见在当时男性的地位是低于女性的，是受部落中女性所支配的。都是由于劳动

分工和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可支配的生产资料多了起来，逐渐出现了剩余，所以男性开始逐步霸占

这些财产，由此男性所占据的财产超过了女性，从而使得男性与女性的地位发生了颠倒。男性占据了

血缘的确认权，将女性作为生育机器，将原有属于女性的财产也剥夺了。她们却依然要承担和之前一

样的家庭事务和责任，但是却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拥有财产的权利，所以女性开始承受由劳动分工和

私有制而导致的压迫。 

3.3. 实现女性解放事业的途径 

一是经济途径。马克思恩格斯深入辟里的指出，“我们从曾经的社会关系中所承接下的有关于男女

不同性别的在法律上的不平等的问题，并不是女性在经济问题上受到歧视的原因，而是这一问题的结果”

[5]。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要还有一刻女性是被社会的生产劳动所排除在外的，被束缚在无止境

的家里无偿劳动中的，那么女性的解放都是无从谈起的。故此，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中认为女性要

寻求自身的解放必须要重新回到社会的生产劳动中去，参与到社会的生产过程中获得经济独立，才能有

机会实现自身的解放。 
二是政治途径。要想使女性真正得到解放就必须从造成女性被压迫的根源下手，即私有制的产生和

阶级的压迫与剥削，唯有消灭私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女性的解放。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奴隶社会在、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这三种不同制度下的私有制制度，才是人类在文明时代不平等的真正

根源所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只有将资本家对于男女都剥削完全推翻

了之后，并且将原有具有私人性质的家庭劳动转变为一种公共事务之后，男女才能实现真正的平等。正

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写到的那样：“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

而妇女的地位，一切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5]而要导致女性的地位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原

因就是私有制已经被完全彻底地消灭了。 
三是文化途径。“女性受到长期以来的压迫和歧视并非是来自于自然，而是一种生活文化现象”[7]。

在很长时间里，女性一直是被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的，在男权社会中往往会限制女性接触文化知识，以

期让她们可以一直被禁锢在家庭中，成为男性的永远都附庸。因此教育是使得女性争取解放的重要途径，

保障所有女性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教育机会，让她们平等的拥有社会上升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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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现实价值 

一是，有助于推动全世界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作为世界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世界的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深刻的揭示了造成

女性受到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全世界的女性在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的启迪下充分认识了自身所面临的

压迫处境，世界上众多的女性组织和女性运动都或多或少的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解放思想中的精髓，例如，

以女工为主要力量的女性组织通过在世界上不断呼吁，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取得了“男女同工同酬”、

“三八妇女节”等一系列成就。通过不断的运动，世界各地的女性组织充分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

放思想所提出的思路，女性必须要投身于社会生产过程之中，通过不断的发挥群众的巨大力量，争取女

性应有的权益。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形成，为全世界女性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世界

各地的女性组织通过不断的争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二是，有利于构建男女平等的和谐世界以及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所构想的是实现全人类

解放的伟大事业，要实现这一理想作为人类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解放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女性解放

事业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相互促进的作用，只有女性解放事业达到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时期，才有可能

实现全人类的最终解放。当前，随着生产力和科技的不断发展，为女性解放事业的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物

质基础。当前，女性的自身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社会高新技术阶层所占有的数量越来越多，女性在社

会中的声音越来越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中深刻揭示了生产力的变化对于男性女性地位的

影响，由此女性解放事业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女性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我们有理由

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女性解放和全人类

解放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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