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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女权主义关于女性

社会地位的理论概述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次

女权运动是在 世纪末期
,

首先在法国爆发
,

然后从

法国扩展到英国和美国
。

这一时期各国进行的资产阶

级政治革命
,

也从一个侧面促使女性争取权利运动的

发生 工业革命的进行为女性走出家门创造了物质条

件 资产阶级思想和启蒙学说
,

如 天赋人权论洲
‘

自

由
、

平等
、

博爱
”

学说为女性运动奠定了思想理论基

础
。

第二次妇女运动是从 世纪初期至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
。

在这一时期
,

女性 资产阶级妇女
、

无产阶级妇

女 大规模地组织起来争取 自身的权利
,

涉及到参政

权
、

教育权
、

就业权等等
,

出现了女权运动的第一次高

潮
。

前两次女权运动形成了三个传统的女权主义流

派 自由女权主义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

激进女权主

义
。

第三次女权运动是从二战结束后至今
。

这一时期
,

女权运动争取的权利更为具体
,

涉及到生育 自由
、

择

业平等
、

维护和平等方面
。

在上世纪 年代初至中

期
,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
,

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

加

强了女权主义理论的研究
,

从而兴起了女权运动的第

二次高潮
。

这一时期
,

西方资本主义进人后工业化社

会
,

女权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

生态主义
、

心理分析主义

等现代思想相结合
,

形成了新的流派
,

主要有生态女

权主义
、

心理分析女权主义
、

文化女权主义
、

后现代女

权主义
。

所有这些女权主义流派都对女性社会地位的

根源进行了探讨
,

阐明了 自己 的观点
,

对女性的出路

提出不同的方案
。

有学者对各女权主义流派的研究框

架进行了概括
,

认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框架是

理性和与感情的问题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关于公共

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问题 激进女权主义是关于 自然与

文化的间题 心理分析女权主义是关于主体与客体的

问题 文化女权主义是关于心灵与肉体的向题
。

下面
,

笔者对各流派有关女性社会地位的理论观点进行概括

性陈述

自由女权主义

自由女权主义是女权运动最早的流派
,

她们最早

受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孟德斯鸿
、

卢梭
、

傅立叶的 自由
、

平等等观念的启发
,

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由现存社会

中一系列不公正的法律和传统造成的
,

这种传统和法律

导致男性对妇女的偏见
,

通过将妇女排斥于某些特定的

生活领域之外
,

使女性失去 自由
、

平等发展的机会
,

因

而
,

没能达到理性
。

为此
,

自由女权主义者首先把矛头

指向法律
,

为女性争取各种权利 选举权
、

个人财产权
、

受教育权等 而奋斗
,

以使女性达到理性
,

而不仅仅是

感性的状态
,

因而为主流社会所接纳
。

由于自由女权主

义信奉 自由
、

平等的思想
,

所以主张在法律和教育保障
的前提下

,

每个妇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与男子同等
的社会地位

。

其次
,

它不主张对女性实行保护性立法
,

或给予妇女特别的保护性待遇
,

因为这样就等于承认妇

女的弱势地位
,

有损公正的原则
,

而是主张每个人都同

其他人进行不断地竞争
,

国家的职能只是增大
“

平等机

会
” ,

以使竞争更趋公平合理
。

最后
,

自由女权主义者在

对待男性的态度上是公平的
,

她们构建的妇女解放思想

也包括男性的解放
,

通过消除男性的特权地位
,

使男性

从养家糊 口和保卫国家的责任中解放出来
。

马克思主 义女权主 义 亦称社会主义女权主

刘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父权

制和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
。

首先
,

它借用马克思主义的

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分析方法
,

指出女性的社会地位是

私有制的直接结果
,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
。

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在这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

它揭

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把生产从家庭转移到社会
,

进而对

女性进行剥削
。

其次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吸收激进女

权主义的父权制批判理论
,

从社会性别角度来揭露女

性的从属地位
。

它认为除资本主义之外的社会也存在

大男子主义的延续性和普遍性
,

女性的从属性不仅在

于资本主义
,

更在于父权制
。

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波伏娃指出女性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是导致女性从属

性的最根本原因
。

弗里丹主张妇女的出路是以经济独

立为其根本
,

所以该流派强调女性的出路在于关注和

· ·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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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女性的经济地位
,

这势必要求反抗资本主义制度

和私有制的压迫
。

不仅如此
,

更应立足于改造整个社

会
,

改变整个社会制度
。

当然
,

与 自由女权主义不同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要改变妇女的弱势地位
,

不

应该仅仅诉诸于个人的努力
,

而是应该为妇女争取特

别的保护性立法
,

自上而下地改变女性的弱势地位
。

激进女权主义

这一流派认为妇女受压迫是父权制度的结果
,

在

这样的制度下
,

男人群体拥有统治女人群体的权力
,

而国家不过是父权制压迫的工具
,

家庭也不过是社会

权力结构的中心部分
,

包括家务劳动对女性的剥削和

性剥削
。

具体说
,

妇女受压迫是由于性别角色制度的

存在
,

在这种制度下
,

男子依靠各种习俗制度来实现

控制
。

这些习俗制度包括婚姻
、

家庭
、

爱情
、

母亲责任
、

异性性关系等等
。

这些习俗制度共同作用形成了一套

僵化的女性角色体系
。

因此
,

激进女权主义把矛头指

向男性群体
,

号召女性必须联合起来对付男性
,

才能

获得真正的解放
。

更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认为男女不平

等是由性别和生理差异造成的
,

认为妇女的身体是 自

然界的畸形创造
,

这种生理结构导致女性去从事那些

屈从于男性的事情
,

诸如生育
、

带孩子
、

性交等
。

可见
,

妇女受压迫并不仅仅是阶级原因
,

而是普遍存在于各

种制度的社会当中
。

既然妇女受压迫是出于生理原

因
,

最主要是由女性的生育能力所导致的
,

那么想要

把女性从这一生理压迫中解放出来
,

就必须进行一场

生物革命
,

通过诸如避孕技术
、

试管婴儿
、

人工授精及

无性繁殖等科学技术的进步才会使女性的社会地位有

实质性的改善
。

生 态女权主义

这一流派指出女性不幸的原因在于男性的发展模

式
。

这种发展模式是以毁灭 自然资源
,

特别是殖民主

义者以 国家利益和提高 为借 口
,

从更贫困的人们

的手中剥夺资源
,

从而使女性更为贫困化
。

由于工业

化
、

都市化和货币化经济带来了森林
、

水源
、

空气的污

染
,

这不但加重了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
,

更是直接危

害女性的身体
,

给女性带来更多的生育疾病
,

因而女

性成为环境问题的最大受害者
。

她们指出在这种恶性

发展过程中
,

女性的价值降低了
。

其一是因为女性的

工作是与 自然进程同步的 其二是因为女性为满足维

持生命需要所做的工作贬值了
。

传统观念认为女性更

接近于 自然
,

而男性伦理的基调是对 自然的仇视
,

把

世界当作夺取资源的地方
。

他们以一种毁灭 自然和人

类的生产
、

生活方式来统治这个世界
,

在这一过程中
,

女性则受到这种片面发展的危害
。

这一流派认为生态

意识是一种女性意识
,

一种传统的女性意识 而男性

意识则是把地球看作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对立
,

并且世

界是分等级的
,

人类社会凌驾于 自然社会之上
,

男性凌

驾在女性之上
。

因而生态女权主义指出女性的出路只

能在于杜绝以男性意识为主的恶性发展模式
,

注意协

调 自然与人类的关系
,

进行以人为本的发展
。

心理分析女权主义

这一流派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不能运用生理差别

来进行解释
,

也不是政治或经济的原因
,

而在于心理的

原因
,

即女性是下等人这一心理的内化
,

这一内化是通

过儿童的社会教化达到的
。

一直以来心理学对女性的

思维模式有一套刻板解释
,

认为这种思维是被动的
、

不

成熟的
,

是接近于 自然而非文化的
,

是直觉而非理性

的
,

是一种下等的思维
。

而在性心理方面
,

传统的心理

学又是持异性恋的保守观点
,

认为女性天生有受虐倾

向
。

以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为例
,

它以一种强

加的方式说明了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是如何适应女

人是下等人的过程
,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女性的从

属地位是人类心理积淀的过程
。

文化女权主义

这一流派贬低女性
,

如贬低女性的感觉
,

赞同男性

的理性
。

其基本观点是 女性的特质是人类行为最佳价

值和正面价值
,

是建立在女性大公无私
、

协调他人
、

善良

等女性特征基础上的
。

在男性社会里
,

女性被解释为低

级
、

生理的
,

是隶属于男性的
。

因而该派主张妇女的解放

在于建立一种不同于男性文化
、

独立存在的女性文化
。

后现代女权主义

后现代女权主义是女权主义摄取后现代主义观点

发展起来的
。

该流派认为女性社会地位是现代社会畸

型发展的结果
。

在生理方面
,

它批判生理决定论和传统

的人性论 在组织机制方面
,

它认为诸如精神病学
、

社

会学
、

心理学等知识体系只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

是人

为的沉淀物
,

是维护男性统治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组织

体系
。

所以它主张对启蒙时代以来的真理
、

知识
、

客

观
、

思维等方面进行深人批判
,

这为女性的解放奠定了

一定的理论基础
。

显然
,

后现代女权主义旨在取缔男性

和女性在历史中的地位
,

取缔主体意识
,

发展一种多元

选择的体系
。

而要达到此 目标
,

最重要的是对话语权利

的取得
,

包括身体的话语权利
·

政治话语权利等各个方

面
,

从而发展一种包括男性和女性
,

包括各个种族
、

各

个阶层的话语权利
,

来实现人类真正的平等
。

笔者认为上述几大流派的观点都有其合理之处
,

但也有片面性
。

如 自由女权主义认为女性的社会地位

是由于被排斥于某些特定生活领域之外造成的
,

而事

实上即使女性进人特定的生活领域之后
,

仍不能真正

摆脱其地位的从属性
。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存在两大

缺陷 一是无法解释其它社会制度下的女性从属性
。

它

只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来解释女性的社

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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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巍翻戴
会地位

,

这只适合于资本主义这个特定的阶段
,

而对

其它社会制度下 的性别分工和女性社会地位的从属

性
,

仅以经济关系和社会制度是无法解释的 二是无

法解释为什么在阶级关系中下层男性阶层同样也遭受

压迫
,

即使在遭受压迫的同类群体当中
,

女性仍是被

奴役的对象
。

激进的女权主义把矛头直接指向对立面

的男性和其掌握的权力是狭隘的
。

其实
,

男性的地位

也是社会历史
、

文化的产物
,

男女两性的二元格局应

该说是几千年文化模式的产物
。

生态女权主义虽然揭

示了男性的组织
、

活动是生态破坏的罪魁祸首
,

但却

认为女性更接近 自然
,

更有关爱
、

同情的品质
,

这是犯

了本质主义的错误
。

文化女权主义主张从男性定义的

体制
、

关系和角色活动中完全分离出来
,

被批评为带

有很重的乌托邦的思想
。

后现代女权主义在还没取得

女性主体话语权利的时候
,

大谈解构
,

给女性的解放

带来了复杂性和困惑性
。

所以几大流派的观点或只适

合于某个特定的阶段
,

或只能说明女性受压迫的部分

原因
,

无法彻底阐述女性受压迫的整个动态过程和真

正根源
。

近代以来中国有关学者
、

党派

对女性社会地位归因的探讨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
,

近代中国社会各界对

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归因进行了探讨
。

、

近代至解放前这一 时期
,

学界关于女性社会地

位归因的观点

经济根源

年
,

沈雁冰指
几

出决定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在

于社会经济制度
,

在于女性实现经济上的真正独立
。

他分别就乡村和都市的两种情况进行 了阐述
。

在乡

村
,

妇女能和男性一样谋生
,

与男子机会是同等的
,

但

由于中国特殊的吃人礼教导致女性的经济不能独立

在都市
,

女性没能拥有与男子同等的机会做工
,

根源

在于社会的经济组织
。

他指出
“

什么礼教等等
,

还是社

会制度经济组织的产儿
, ·

⋯前者 作者注 礼教 的

解决办法不能解决后者 作者注 社会制度经济组

织
,

后者的解决办法却很可以解决前者啊
”

沈雁

冰
,

中华妇女协会也指出
“

女性地位低落的根本

原因
,

即妇女失掉了经济权
。

政治
、

法律
· · · ·

一切社会

制度是建立在经济上的
。 ”

同上 所以
,

归根结底是

经济决定妇女的地位
,

只有摆脱经济的压迫才能摆脱

可悲的命运
。

鲁迅也犀利地指出女性只有实现经济独

立才能摆脱这一沦落的地位
。

意识形态

早在 世纪初
,

何震在《女子复仇论 》中批判儒

教强迫女性屈从的罪过
,

文中网罗 了古今儒家文献
,

列举出儒家所说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差别的主张
,

如
“

女子无才便是德
” 、 “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 、 “

三从

四德
” 、 “

三纲五常
”

等
,

还有班昭著的《女诫 》
,

这些

文化产物都是儒教宣扬的结果
。

她指出
“

侮辱女子的

是中国的学术 作者注 儒家思想 , 残害女子的是中

国的学术
,

束缚女子的也是 中国的学术
”

高大伦
,

。

因此
,

男女的差别便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为社

会认可了
。

杰出 的民主主义革命家秋瑾也指出
“

三从

四德
” 、 “

三纲五常
”

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

她鞭挞了
“

从一而终
”

或单向的贞操观念
,

指出这些都是儒家礼

教
“

教化
”

的结果
。

时至今 日
,

这种男尊女卑的文化积

淀已渗透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习俗的各个方面
,

具有很

大的惰性
,

如社会仍要求女性温柔
、

体贴
、

善解人意
。

善解人意就是你要服从我
,

理解我的感受
,

而男性则不

需要理解女性的感受
,

这是一种不平等的要求
。

婚姻制度

在五四时期
,

婚姻 自由成为了大家公认的事
,

不少

人把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关注点落在了婚姻家庭领域

内
,

认为婚姻制度是束缚女性的枷锁
。

如高钻在《恋爱

的 自由 》中指出人类最根本的是吃和爱
,

爱是根本
,

吃

只是手段而已
。

而在实际中却本末倒置
,

女子与男子结

婚不是为了爱
,

只是靠男子养活 自己
,

所以结婚和卖淫

性质是相似的
。

而女子只有在生活方面 自立
,

摆脱这种

伪善的婚姻制度
,

才能摆脱她的从属性
。

施存统在《废

除婚姻制度 》中认为家庭是万恶之源
,

因为有了家庭才

产生了婚姻制度
。

本来家庭应该以真正的恋爱为基础
,

即使这样
,

恋爱的持续也是很难的
。

他提出如此的家庭

是
“

特定的人独 占特定的人的爱和性
,

个人并不应该用

那种形式去附属特定的个人
”

同上
。

结果他走到了

废除婚姻制度的地步
。

无独有偶
,

康有为在《大同书 》

中也提倡自由
、

契约式的婚姻
,

以此来解除终身婚姻制

对另一个人占有的负面影响
,

从而使人性战胜兽性
,

实

现女性人身的独立
。

雷洁琼也认为父权制的婚姻制度

是导致女性从属性的根源
。

她指出的史前时期是生理

因素的弱势和掠夺婚姻造成妇女的不平等地位 在古

代和封建社会中父权制度控制了女性 在资本卞义制

度下
,

婚姻被物化了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
,

政府取缔了

不平等的娟妓制度来维持两性在婚姻上的平等
。

她指

出女性只有首先在经济上实现独立
,

才能实现真正的

婚姻平等
,

而社会应该解决好
“

妇女的参政问题
、

法律

问题
、

教育问题
、

职业问题
、

劳动问题及母性保护问题

等
”

杨雅彬
, ,

为男女平等创造条件
。

生理因素
叶绍钧认为女子不幸的原因首先在于

“

为那生育

的事情
,

就只得留在家里
,

抚育儿女
,

带做些家里杂

务
” ,

由于家务又是些不可生财致富的事
,

渐脱离社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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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

然而还不止于此
,

由于受夫权思想的诱惑
,

女子更 父系文化

是遵循
“

三从四德
” ,

做个
“

贤妻良母
” ,

于是丧失女 李建生在《家庭
、

亲属
、

商务 城市妇女的推动作
子的人格

,

沦为附属物
。

女子被
‘

母
’ 、 ‘

妻
’

两字笼罩 用 》中认为女性的从属性在于父系文化
。

他指出由于

住
,

就轻轻把人格取消了
”

吕美颐等
, 。

政府依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

利用国家政权进行了政

阶级压迫 治
、

经济和社会运动
,

使得父系和父权文化在城市和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

以季大钊
、

陈独秀等为代 村受到了强烈的冲击
,

表现为女性在经济上基本与男

表的先进知识分子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
,

性的同工同酬
、

家庭资源的共享
、

婚后模式的改变以及

在于阶级压迫
,

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推翻阶级压 农村的父权制家庭观念的削弱
,

这一切最终提升了女

迫
。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
,

全国人民包括广大妇女都 性的社会地位
。

因而
,

他认为政府的政治
、

经济
、

意识

处于阶级压迫之下
,

想解放妇女
,

就得在中国共产党 形态 的改造是女性地位提升 的关键原 因 李建生
,

的领导下变革社会制度
,

这才是改变妇女社会地位的
。

根本途径
。

因而
,

中国共产党将妇女解放运动同无产 女性经济地位的劣势

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结合在一起
,

围绕各个时期的革 国外学者迪莉娅
·

戴文区别分析了解放后在政治

命任务来布置妇女任务
。

建国之后
,

中共分别在农村 模式下和经济模式下中国女性的社会地位
,

她认为女

和城市展开了土地革命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 性社会地位从属性的根源仍然在于经济
。

在建国后的

改造运动
,

消除了阶级的存在
,

又创造了一个女性共 政治模式下
,

劳动市场上的性别隔离模式使得女性在

同参与社会劳动的新局面
,

将女性从家庭 中解放出 经济上处于劣势地位
,

在家庭领域内的夫居婚姻是父

来
,

推进了女性的解放
。

母偏好男性
、

依赖男性的根源
,

从而更乐意投资男性的
、

解放后 学界关于女性社会地位归 因的观点 教育
,

女性则处于教育和培训的劣势
。

在改革后的经济

生理原理 模式下
,

由于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
,

女性更进一步成为

李小江首先从社会结构
、

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三 了边缘人
。

在农村
,

妇女往往成为了家庭户主 —男人

个方面揭示了解放前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
。

他认 的附属者
,

表现为在农业劳动中成为替代品
,

经济收人

为女性的从属性在于大家庭制的社会结构
、

自给 自足 永远低于男性而被忽视 随夫婚居的模式切断了女性

的经济基础和儒
、

道
、

佛合流的意识形态
。

接着
,

李小 以前的社会联系
,

女性以外人的身份介人丈夫的圈子
,

江揭示了当代中国女性面临着就业
、

晋升等方面劣势 在财产继承上也处于劣势
。

在城市
,

由于企业 自负盈

的原因
,

在于女性的生育导致的
“

中断
” ,

说明女性生 亏
,

要求较高的劳动力
,

女性又进一步被排斥于就业大

理上的弱势是女性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
。

门之外
,

经济上显然处 于劣 势
。

迪莉娅
·

戴文
,

社会气质上的女性本质主义观念
。

口 编辑 劳 勤

李银河指出长期形成的在社会气质上的本质主义

观念可以表现为在哺育性
、

自然与文化
、

感性与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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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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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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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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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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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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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更严格 的等级制导致男性获得对女性更大的支配 ⑦李建生
, ,

《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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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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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

掌握关键的技术以及拥有心理优势 金一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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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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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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