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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的多样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是综览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

论方面还是比较单一，大部分还只是停在描写的阶段，不仅

缺乏进一步的理论思考，而且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不

够。所以，这就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拓新研究方法和研究理

论，加强学科的合作和交流，借鉴新的适合敦煌文书人名研

究的理论和方法，在描写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原因解释的发

掘，以便推动敦煌文书人名的研究能更上一个台阶。
总之，敦煌文书人名研究经过历代先贤们的努力取得

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还有很多工作

需要去做，在以后的研究中，既要扬长避短，也要努力拓新，

以使敦煌文书人名的研究更加繁荣与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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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关注最久的话题之一就是妇女解放，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引领了妇女解放思想的舆论导向。经历了贞操问题和易卜生主

义的舆论高潮后，《新青年》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主要缘于自由主义妇女观的瓶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工人阶级妇女

的崛起。通过对相关文献的解读，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分解成理论宣传阶段和与中国现实相结合阶段。通过两个阶段

的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中国妇女解放的影响。
新青年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劳动妇女 评价

妇女解放是近代思想启蒙的内容之一，《新青年》不仅

是近现代思想启蒙的中流砥柱，更引领了妇女解放思想的

舆论导向。对《新青年》中的妇女解放思想研究大多集中于

自由主义妇女观，即贞操问题的讨论和“易卜生号”的影响，

而关于其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研究相对较少。《新青年》在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也为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早期传播做出突出贡献。细查《新青

年》杂志，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并不少，从第 7 卷

到第 11 卷相关文章就有 20 多篇，《新青年》宣传了不少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并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分析中国的妇女

问题。本文将通过对相关文章的解读，从《新青年》的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产生的条件、主要内容以及评价三个方面，探讨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一、《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条件

妇女解放是《新青年》创刊的目的之一[1]，也一直是《新

青年》关注的主题之一，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将妇女解放推向

了舆论的高潮。但五四运动后，《新青年》开始转向研究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这种转变源于理论和实践双重条件。
1.理论条件。《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来源于马

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中国人认识马克思是

在 19 世纪末，五四运动中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

舞台后，开始出现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 年 5

月，《晨报》发表了陈博贤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文章《马

克思的唯物史观》，该文影响很大，是当时知识分子认识唯

物史观的基本范本。之后，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刊物

越来越多，除了《晨报》《新青年》，许多报刊杂志都在讨论马

克思主义，如《民报》《向导》《东方杂志》等。不仅早期的马克

思主义者宣传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如孙中山宣传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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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也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刘师培、何震等。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社会风潮，人们言必称马。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为《新青年》关注妇女的角度转

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当知识分子选择用

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时，会自觉地用这种理论来分

析中国的妇女问题。
自由主义妇女观发展的瓶颈决定了妇女解放需要新的

理论。妇女解放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是在维新运动中，

提倡有别于传统的贤妻良母观：有知识、有能力的女子更贤

良。很快新文化运动的民主自由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新青

年》的妇女解放，并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妇女解放的舆论

高潮。新的贞操观和婚姻观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脱离家庭的妇女如何生存，劳动妇女如何解放。自由主义无

法从根本上解决旧社会的妇女问题。
2.实践条件。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妇女

观。妇女问题真正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被提出是在维新运动

中，但维新派提倡的妇女解放是为了让妇女更好地为人妻

为人母，并不是为了妇女自身的解放。女学的兴起让一批女

性知识分子成长起来，她们积极投身于中国的革命事业和

妇女解放事业，如秋瑾、唐群英等，女性知识分子自我解放

的意识开始觉醒。针对袁世凯上台后在妇女问题中的倒行

逆施，正在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给予了猛烈的批判，

并积极倡导新的贞操观和新女性，娜拉成为妇女解放的代

名词。许多进步青年离家出走，但离家的妇女却无法独立生

存。同时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包括女工）以独立的姿态登

上历史舞台，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无产阶级妇女，她们的权益

不同于精英妇女，新的妇女群体的崛起决定了需要新的妇

女解放理论。
二、《新青年》中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1919 年 2 月，李大钊就开始关注劳动妇女，他的《战后

之妇人问题》是《新青年》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新青年》关于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文章越来越多。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解读，

笔者将《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分成两个阶段，第 7—
9 卷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宣传阶段，主要宣传苏俄的妇女

解放状况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第 10—11 卷是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实践初步结合的阶段，主要将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融入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中。
1.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宣传阶段。俄国的十月革命震惊

了整个世界，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五四运动后，《新青年》转

向马克思主义研究。1920 年，《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

组机关刊物，第 8 卷 1 号《新青年》开辟了专栏俄罗斯研究。
《新青年》表明了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同

时对妇女的研究也转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新青年》对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宣传，主要从苏俄妇女解放情况介绍、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介绍、中国劳动妇女状况研究三个

方面展开。
第一，对苏俄妇女解放状况的介绍。介绍了苏俄的妇女

儿童所受到的保护，以及妇女的婚姻和劳动自由，反映了社

会主义制度下妇女的美好生活。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解

放思想的介绍。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妇女

观，他们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内容。第

三，中国劳动妇女状况介绍。苏俄的妇女解放让人羡慕，我

们的无产阶级妇女又是怎样的状况。《新青年》开辟过专刊

“劳动者号”，调查各地工人（包括女工）状况，讨论女工的状

况和待遇。
《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继承和发展原有妇女

观的基础上亦有根本性转变，这种转变是世界观和方法论

的转变。第一，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和经

济原因。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

因》和陈独秀针的《男系制与遗产制》，均从唯物史的角度出

发，指出妇女比男性地位低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经济发

展的结果，今天妇女得以解放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发展

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自由主义妇女观都重视妇女

的经济解放，但两者对经济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

妇女观认为经济具有决定性地位，不管是从男女平等走向

不平等，还是从男女不平等走向平等，经济都在其中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自由主义妇女观并不认为经济具有决定性地

位，他们更看重父权制的影响，他们认为妇女受压迫的原因

是男性的统治，解决的方法就是推翻男性的统治。中国的妇

女解放是在近代国家救亡的主题下产生的，妇女解放是男

子提出的，他们认为妇女解放是有利于国家独立富强的，男

子并不是妇女的敌人。由此而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更符合

中国妇女解放的时代主题。第二，对妇女进行阶级划分。首

先，关注劳动妇女。《新青年》早期妇女观关注的基本是妇女

的教育和婚姻以及参政的权利，这是社会精英妇女的专利。
转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后，关注点转向社会底层的无产阶

级妇女和劳动妇女，这是妇女解放对象的改变。李大钊认为

有产阶级的妇女和无产阶级的妇女利益是不一致的 [2]。其

次，主张无产阶级男女的联合。施存统提出“必须一切第四

阶级人们都团结起来，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第四阶级才

能解放”[3]。这是非常明确的阶级观，所有无产阶级（无论男

女） 的利益都是相通的，妇女解放斗争首先应该是阶级斗

争。第三，社会主义才能救妇女。施存统提出妇女解放与人

类的解放任务是同步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平

等了，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3]。对社会主义才能保证真

正的妇女解放源于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分析。马克思主义妇

女观则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因此妇女真

正要解放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推翻私有制，建立人人

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陈独秀也认为不改变社会，妇女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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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真正摆脱奴隶的地位。
2.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时期。1923

年 6 月，《新青年》成为党的机关刊物，纯粹的政治性期刊，

关于 9 卷后的《新青年》存在一些争议。笔者认为 9 卷后的

内容是《新青年》的延续，不能因为思想转变就否定其存在

价值。《新青年》这一时期关于妇女解放的文章相对较少，我

们可以根据有限的内容结合当时党的相关文件分析这一阶

段的妇女解放思想的特点。第一，认识到妇女解放的现实任

务。此时的共产党已经认识中国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是国民

革命[5]。党成立后一直非常重视妇女解放运动，中共二大通

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运动的决

议》，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的标志。它明确了

当前妇女运动最主要的任务：维护妇女权益和打破封建枷

锁的束缚。该任务明确了妇女当前现实任务，并与中国国民

革命的反封建性质结合起来。第二，主张妇女的共同利益。
在马克思妇女观宣传阶段，《新青年》将有产阶级妇女和无

产阶级妇女的利益区分开，主张阶级联合。但认清中国国民

革命的性质后，瞿秋白主张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应该联和

起来，反对封建社会。妇女（无论有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

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更应该联合起立反抗封建社会。第

三，认识到中国妇女的革命性。列宁很早就认识到东方妇女

的反抗性，提出她们有更强的革命性[6]。中国妇女作为东方

妇女，遭受的痛苦更是多重的，外国列强的欺凌，封建礼教

的迫害，资本主义的压榨和父权制的压迫。超强的压迫，决

定了她们超强的反抗可能性，也会有更大的革命热情和意

识。因此发动中国的妇女运动一直是党的妇女工作的重要

内容，同时妇女也在一次又一次参与到国家革命和改革之

中，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
三、《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评价

今天我们不难发现《新青年》中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缺

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过于美化苏俄的妇女解放；

第二，没有完全认识生产力是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第三，将

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完全等同起来，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也

存在妇女问题。纵然《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存在这样

那样的问题，但并不能否认他对中国妇女解放的重要意义。
第一，《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突破了自由主义

妇女观的精英理论，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社会底层———劳

动妇女上。前文提到，李大钊、田汉、李汉俊、施存统等共产

党人都认识到了劳动妇女解放与有产阶级妇女解放的区

别。在《新青年》的大力宣传下，劳动妇女成为妇女运动的中

坚力量。认为到妇女运动的主体就是劳动妇女，并主张知识

女性到劳动妇女中去。扩大了妇女解放的范围，改变了妇女

解放的主体，这是对精英妇女解放理论的重大突破。
第二，《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有利于妇女阶级

意识的形成。阶级的观念不仅发现了无产阶级，更发现了无

产阶级妇女。李大钊等区分了无产阶级妇女和有产阶级妇

女，这种区分有利于无产阶级妇女认识自己特殊的利益，认

识到她们的利益不同于有产阶级的利益。李汉俊等指出了

整个无产阶级（无论男女）的利益是一致性。陈独秀等提出

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妇女的利益才能保证。这些观

点促进了无产阶级妇女阶级意识的产生：无产阶级妇女的

利益不同于有产阶级妇女，整个无产阶级（无论男女）的利

益是一致的，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妇女的

解放。阶级意识的产生为党发动妇女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三，《新青年》的马克思妇女观促成了妇女命运和国

家命运的结合。《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先进的

中国人经过不断的尝试与实践后，做出的科学选择。近代中

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追求国家独立富强是每个先进

的中国人的向往。在这种背景下的妇女解放也将国家救亡

作为运动主题。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将这两个问题很好地结

合起来，将妇女解放置于社会解放的框架中，反映了国家独

立富强的需求，也反映了妇女追求平等的需求。将妇女解放

与国家命运相结合的观点一直影响着中国近代以来的妇女

解放历程，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批进步

女青年投身革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妇女的贡献。建国后的

大批妇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今天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浪潮中，妇女更是顶起半边天。
第四，《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开启了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的中国化。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探索妇女解放道

路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反映了中国的现实需

求。但他毕竟是舶来品，需要与中国的现实结合才能发挥作

用。《新青年》对国民革命的探讨、无产阶级妇女和资产阶级

的联合，以及党的妇女政策，都反映了早期的共产党人在努

力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融入中国的现实中。《新青年》在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上的努力，对党在以后革命和建设

中发动妇女运动，争取妇女为革命和建设做贡献起到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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