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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当代中国哲学的道路

关于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的哲学思考

王 晶 李乾坤

［摘 要］ 妇女解放进程的推进及对性别平等的深入思考使“性别差异”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家共同

关注的一个主要哲学问题。他们分别从本质主义和社会建构的视角对性别差异的生成逻辑展开了争

论。这些争论及在实践层面对这些理论的践行，诱发了去性别差异的不平等与重视性别差异的不平

等。鉴于此，正视性别差异，促进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的动态平衡成为推动人类全面发展的重要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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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两性的自由平等与和谐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全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自有文字历史以来，两性的存在方式是建立在两性差异基础上的

和谐，而且这种和谐的存在方式是跨文化、跨地域的，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趋同性的客观实在。
在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冲击下，人们终于认识到被曲解和扩大化的性别差异不仅限制了女

性的生存发展，也使男性深受其害，严重阻碍了两性的和谐与平等。随着人们对性别差异认识的

深化，尤其是西方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提出了社会性别概念和理论，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性别差

异的建构本质，激发了人们对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的哲学思考———是无视差异、缩小差异乃至于

消灭差异更能带来平等，还是承认差异、尊重差异、重视差异更能带来平等? 因此，追问性别差

异的双重属性，从哲学层面探讨性别差异的生成逻辑及其与性别平等的复杂关系，对推动新时期

的社会性别平等将大有裨益。

一、关于性别差异的哲学争论

妇女解放进程的推进及对性别平等的深入思考使 “性别差异”由一个隐性问题变成一个显

性问题，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彻底思考的问题。正如法国杰出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丽格

瑞所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性别差异即使算不上是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也肯定是哲学上的主

要问题之一。……如果对它进行透彻的思考，我们就可以获得拯救。”［1］5

传统的观念认为男女的自然属性———生理差异造就了性别差异，进而形成了自然的、普遍的

性别分工。这种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在有史以来的很多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思想先进

·031·



的西方学者仍然认为，“上帝的性别也总是阳刚的、父亲的，捍卫着每一个主体和话语。而女性

的领域只是一些所谓的次要艺术，如烹饪、编织、刺绣和缝纫”［2］532。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提

出虽然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但并没有自然地促进两性平等，反而被赫伯特·斯宾塞用来限制维

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发展。
文艺复兴将西方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发挥到极致， “将世界划分为主体 /客体、理

性 /感性、精神 /肉体、文化 /自然等一系列对立和分离的两极”，并基于男女的生理差异将 “男

性与主体、理性、精神和文化相对应”，“女性则与客体、感性、肉体和自然相对应”［3］，确立了

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念，固化了男女的性别分工和社会角色。当时推崇 “人人生而平等”的卢梭

仍“坚信两性异形，即‘理性深邃的男人’对于 ‘感情丰富的女人’是完美的互补”。他认为

“男女两性的特 质 和 能 力 是 不 同 的，这 种 生 理 上 的 差 别 决 定 了 两 性 在 社 会 中 扮 演 不 同 的 角

色———男人成为公民; 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因此，“男人应该受到教育，以培养如勇气、节

制、公正和刚毅的美德，而女人受教育，则是要拥有如忍耐、温顺、良好的幽默感和灵敏的美

德”。［4］242而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孟德斯鸠并不认为男女的生理差异对其性别差异及其

社会地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他看来，在自然法则下男女两性都是平等的，人类天然平等，女

性比男性的地位低是不能用自然法则解释的，男尊女卑违反了自然法则; 女性除了体力确实比男

性弱外，其实在智力和理性上并不比男性弱 ，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强于男性。因此，他认为只要

给女性和男性同样的平等的教育机会就会改变女性不平等的地位。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秉承了孟德斯鸠的自然平等思想，明确反对生物决定论，认为后天教育是

造成性别差异的主导因素。她们认为男女最初生理上的差异导致了社会和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

最后出现了社会性别差异，这种社会性别分工又产生了人们观念上的性别价值观，即认为男性所

承担的社会分工是更重要的，而女性在社会角色方面处于被动的、依从的和附属的地位。［5］220 以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代表的早期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就认为妇女和男

子生来并没有差别，只是由于不同的教育才造成两性后天的差异，主张男女应该享有同等的政

治、经济、法律地位。［6］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有力地反击了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却没有突破男

女二元对立的窠臼。
随后兴起的文化女性主义则反其道而行之，“强调女性的特性，主张女性有女性的天性或本

性，强调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并充分肯定女性的特性”，“反对社会性别的二元对立，致力于为

女性营造和维持一个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价值观和社会环境”。［7］55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法国著名

女性主义理论家露丝·伊丽格瑞 ( Luce Irigaray) 。露丝·伊丽格瑞以本体论事实为基础展开对性

别差异的探讨，认为女性主义不但不应该跨越或否定男女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恰恰相反，还应

该充分利用好性别差异这个事实，在此基础上把性别差异作为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伊丽格瑞在探

讨性别差异的时候之所以特别重视本体论，她的用意是想让女人和男人之间具有的自然的本质不

同呈现出来。伊丽格瑞在《性差异伦理学》一书中指出: “性别差异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有没

有性别差异的本体论问题。在主体文化中性别差异被一次又一次的回避、忽略、排除，或简化为

对同一性的思考。所以，在这样的文化中性别差异根本没有存在的条件。”［8］24在她看来，为了使

本来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能够开展起来，人们必须在思想和伦理学上进行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

从哲学、法律、语言、宗教、经济等相关学科全面阐释性别差异的真实性，从而为性别差异的真

实再现创造条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这里的为性别差异创造条件使其呈现绝不是人为的构建性

别差异，人为创造一个从来都没有的新事物，使性别差异凭空产生，而是有良知、正义感的人们

顶住种种压力甚至是威胁，去探寻被刻意隐藏起来的性别差异，使本来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呈现

·131·

王 晶等 关于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的哲学思考



出其真实的状态。
在以本体论为基础的性别差异理论中，伊丽格瑞认为男女两性都有与生俱来的独特气质，两

性的气质不尽相同。她的目的要创造两个平等的主体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中，社会应该像重视男

性气质那样重视女性气质，女性就会抛弃她们虚假的女性自我而成为真正的女性自我，这样主从

关系和二元对立的不平等性别秩序将成为不愉快的回忆，基于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的歧视就会终

止。女性和男性都会成为平等性别主体，这两个平等主体互为他者，并且在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

分别都有价值的情况下两个主体向中间发展，走近与自己不同的他者，绝不是女性是男性的低人

一等的他者。任何的差异同样都是有价值的。如果能做到这些，女性才能摆脱父权制社会所构建

的女性存在的定义、标签和本质，女性就会同样具备有价值的不同于男性的独特存在形式，同时

也有了女人自己称其为所是的身份。女人成为了自己希望成为的任何人，女人真正成为了她们自

己，女人的这种存在方式才是有价值的存在方式。事实也是如此，女性自身存在的价值是男性无

法替代的，女性与男性之间的这些性别差异的价值应该被充分认可，法律也应该保护这些客观存

在的性别差异。
而美国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巴特勒 ( Judith Butler) 则否认性别差异的本

体论事实，“将这样的差异看成是一个不公平合理的系统的组成部分，破坏那一系统需要否定差

异的真实性，从最根本的层面质疑那些将之假定为特定的知识领域”［9］。所以，巴特勒从根本上

否定性别差异本体论的真实性，而认为是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构建。而以往的哲学却恰恰把

它当作了一个无可争辩、毋庸置疑的真实存在，才产生了主从关系和二元对立的性别差异社会秩

序。所以，两性之间要想实现真正平等，必须得颠覆旧的性别社会机制，从更深层次的方面对性

别差异提出质疑。巴特勒在 《身体之重》中，论述了性别是在话语中被建构起来的，不存在先

于语言的、本质性的性别身份。但这并不是说性别是语言的存在，语言之外没有性别主体，而是

强调性别的建构性。性别是在语言描述的行为中形成的。性别不仅是规范所构造的并依赖于规

范，同时，规范中的性别也与这些规范保持一种批判的、转化的关系，并以这种方式生活。所

以，纯粹的天然的女性是不存在的，而是经过重重社会规范强制反复书写、引用的结果，也就是

说女性是社会规范作用下的性别。没有先于规范和文化描述而存在的 “自然身体”，性别是一种

结果，一个话语的范畴。正如巴特勒所说: “当医生对着检查婴儿的扫描仪说 ‘这是个女孩’
时，这不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是在称呼。这一称呼基于男女之间的感觉和强加而不是 ‘自然’
的差异开始了‘女孩化’的过程，这个 ‘女孩’意味着 ‘被迫’引用规范，以便限定一个能生

存的主体，使其不变。所以，女性不是选择的结果，而是某一规范的历史强加。”［9］巴特勒以外

的很多女性主义学者在性别差异上的观点和巴特勒基本相似，批判弗洛伊德以性生理为基础的本

质主义哲学观。
可见，女性主义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所有的女性主义者并非以同样的思维方式思考

问题。尽管他们从不同的时空维度对性别差异的生成逻辑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诠释，提出了迥异的

性别差异观，但他们的终极关怀是一致的———实现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

二、去性别差异的两性平等

从哲学层面对性别差异进行探讨是以实现两性平等为旨归的。对性别差异的探讨，有助于人

们探索男女不平等形成、发展的逻辑，进而为解决不平等问题寻找有效途径。因此，如上所述，

女性主义的各个流派从哲学的高度对性别差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都想为解决男女不平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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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及其自身的局限，一些流派对性别差异的

哲学争论难免矫枉过正，结果却适得其反，阻碍了两性平等。去性别差异的两性平等就陷入了这

样一个两难境地。
早期的女性主义者“基于‘身为女人’的差异处境，来检视与质疑男权中心主义的意识形

态霸权”，希望“消除因自然差异而导致的不公”［10］219， “要求与男人具有平等的政治、经济、
职业乃至性别上的权利，要求进入政治和历史的线性时间中谋求位置”［2］460。他们的这些努力确

实为争取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法律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欧洲的妇女群体争得了一些切实的利

益。但有时正是这种无性别差异思维下制定的一些法律和制度成为女性权益受损的重要原因之

一。如“无过错离婚判决把家庭财产平分给丈夫和妻子，结果却总是使妻子处于比丈夫糟糕得

多的经济状况中。一项研究表明，离婚一年以后，男的生活水平平均提高 42%，女的生活水平

平均却降低 78%。离婚带来的这个巨大差异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其中包括这一重要事实，即，

一般来说，男女在劳动市场上所处的位置很不相同，女的工作资历总要低得多，工作经验也比男

的少”［11］196。其次，他们“倾向将不同背景、年龄、文明或者仅仅是不同心理结构的妇女问题在

‘普遍妇女’的标记下国际化”［2］456。他们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立场出发，过于强调 “妇女整

体”利益，没有看到不同地域、种族、阶层妇女的特殊需求和利益。如 “有色人种妇女不仅要

遭受性别上的压迫，而且要遭受种族的、经常是阶级性的压迫。对于她们来讲，种族的阶级性的

压迫是比性别的压迫更为沉重的枷锁。她们首先需要做的不是与男性进行斗争，而是与男子结成

稳固的联盟以反对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12］216。所以，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过于强调妇女整体的共

性 ( 实际上是曲解的共性) ，忽视了不同妇女群体的个性，不仅难于促进男女平等的全面实现，

反而对某些妇女群体造成新的压迫。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贝蒂·佛里丹在其著作《女性的奥秘》中指出: 女性必须和男人一样，

才能实现两性平等。在其另一著作 《第二阶段》里相信: 社会应该把 “女性气质”提升到与

“男性气质”同样的地位，女性才能和男性平等，每个人都应结合正确的“男性气质”和“女性

气质”于一身，才能实现两性平等。这就是有些女性主义者提出的男女同体的思想。他们认为

如果每个人身上都拥有了积极的男性特征和积极的女性特征的话，女性气质就不会再被贬低，正

如男性不会贬低自己的男性气质一样，基于社会性别和生物性的歧视就会终止。玛丽·戴丽说，

在父权制社会中，每个男人都成一个 “我”、或 “自我”，而每个女人则成了一个 “他”、或

“他者”。那么克服这种我与他思想方式、克服这个按我———他方式来思考超验上帝的一个途径，

就建构雌雄同体的人，雌雄同体的人既不是 “我”、也不是 “他”，而是超越了 “我”与 “他”
两种形式的人。当然，这种男女同体的思想不是指生理上的，而是心智道德上的。这些观点显然

是在淡化两性之间的差异，在实践层面也缺乏可行性。
甚至有些女性主义学者主张放弃使用 “女性”概念，认为使用 “女性”这个概念很容易陷

进“性别本质论”的泥潭。天真地认为“女性”概念不存在了，男女的二元对立就自然解体了，

性别差异就不存在了，两性平等就会自然实现。但是 “一个女性没有 ‘女性’的指称，便会失

去自己应有的社会和话语空间，失去主体地位，成为根本不存在的人，放弃 ‘女性’概念将会

使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面临更大的危险”［13］372。这不但对性别平等不利，反而成就了性别歧视。
马克思主义将性别差异视为自然与社会共同作用下的一种客观实在，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男

女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因此，只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铲除私有制，才能实现全人类的解

放，进而实现两性的完全平等。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两性平等是与其国家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不仅从法律上赋予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地位，而且在经济层面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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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一定程度的平等。作为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更是如此。只

不过随着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形势做出了误判，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引入妇女解

放领域。“而阶级斗争将差异理解为不公，更确切地说，是反对任何受差异支持的权力结构，将

任何强势与弱势的对比力量都看成是压迫的根源，不管是自然生理的优势，比如男女的体能差

异，还是文化意义上的强势，比如与社会权威相关的知识精英，与传统伦理相关的父权或长者，

与制度相关的行政规范意义上的上级，只要是占主导位置的一方，统统成了阶级斗争的对象，这

将意味着‘差异’就是阶级敌人。”［10］219 － 220于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发出了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

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时代强音。它以摧枯拉朽之势摧毁了 “男尊

女卑”思想根基，在许多方面都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但其激烈的传播方式引发的极端

做法也抹杀了男女的性别差异，尤其是生理差异。它使女性和男性一样同处于社会的中心。在这

样的社会环境中涌现出众多的 “铁姑娘”，她们已经没有了女性的特征，她们和男人一样参加所

有的社会劳动，事实上有些劳动是不适合女性劳动者从事的，如开矿工作、繁重的装卸工作、在

冰冷的水里工作等。这种无视性别差异的观念所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平等，而不是真正的两性平

等，对一些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
总之，现实的人类社会存在着暂时还无法消除的社会性别鸿沟，这样残酷的两性不平等的结

果不管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两性之间存在的差异是不争的事实，应正确面对，无法避免。当人

们忽视了性别差异而刻意去追求形式上的两性平等的时候，往往也会把人引上歧途，其最终结果

并不一定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还有可能给女性带来心灵和身体上更大的伤害。

三、返性别差异的性别平等

面对女性主义理论与妇女解放实践中处理性别差异问题的共性化偏差，在女性主义理论界及

实践层面开启了返性别差异的过程。所谓 “返性别差异”是指返回性别差异存在的这一客观事

实，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追求性别平等，而不是返回本质主义生物决定论的原点，掩盖性别不平

等。这是一个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经历了重视性别差异、寻求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平衡两个

阶段。
( 一) 重视性别差异的性别平等

去性别差异的理论和实践暴露出的弊端让女性主义者认识到要承认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才

能真正实现性别平等。由于他们对性别差异的过度重视，走向了对待性别差异的另一个极端，诱

发了一些隐性的不平等。对妇女群体一些特殊保护的扩大化即为一例。美国法庭作出了一系列判

决，“如不准许妇女在亚拉巴马州最高警卫监狱当狱警，不准许妇女在一个少年管教所当牧师。
这类判决的直接结果是 ‘保护’了妇女不能去获得她们可能挣到的最高工资 ( 在狱警一案中的

情况) ，或不能谋求她们出于宗教感而想得到的职业 ( 如牧师一案的情况) 。除此之外，它们还

会产生影响深远的间接后果，因为它们巩固和延续了那种把女人看成天然是男人的性猎物的刻板

模式”［11］199。二战后西方女性的回归家庭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些人提出的 “妇女阶段性就业政

策”，看似尊重性别差异，误以为这既减轻了男性的就业压力，又减轻了女性以往兼顾工作和家

庭的双重负担，实际上这“只会又让女性回归到传统父权制社会角色中，维护公共领域男权中

心地位，让女性在家庭生活领域延续男女不平等的地位和生活方式”［14］155。这使女性成为 “弱

者”的代名词，无形中又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泥潭。
鉴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忽视男女性别差异，追求以男性为标准的形式上的平等而可能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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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上的不平等。 “激进女性主义转而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以此来肯定女性独特的价值和情

感，弘扬建立于女性本质基础上的女性价值的优越性，以此来摆脱男性的统治和压迫”［15］194，试

图用女权统治取代男权统治。这无疑是对父权制的有力攻击，但她们无视两性平等的共同基础，

只是将男女性别差异绝对对立起来，试图打破既有的社会性别秩序，置换一下男女两性之间压迫

与被压迫的关系，不仅对推动两性性别平等没有太大益处，反而会强化传统的性别角色，使两性

更加分化，使女性群体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后殖民女性主义更是把性别差异绝对化，使人们对差异的追求成为一种潮流，一度达到泛滥

的地步，成为另一种新的话语霸权。“没有人能够想象到，差异会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和研究中的

一种特权视角，而且任何试图发现妇女之间共性的做法，都会立即遭到谴责。正如 1995 年美国

全国妇女协会会长桑德拉·科伊娜在发言中所说，以差异为核心的 ‘身份政治已经把全国妇女

学协会引向为包容而包容，不得有违的霸道方向’。”［16］42这是对妇女群体团结的瓦解，对妇女个

性的绝对夸大抹杀了妇女的共性，使得任何普遍的妇女集体政治行动和具体的女性主义集体行动

成为不可能。
可见，过度重视性别差异，容易陷入性别本质论的泥潭，把女性的某些特征看成是先于社会

存在，似乎是女性与生俱来的缺陷，导致另一种意义上的性别不平等。“当以重视性别差异的方

法来实现男女平等所牵涉到的危险和不利变得明显时，女权主义理论陷入了僵局。”［12］200 其次，

过度强调不同妇女群体的个性差异，无视妇女群体共性，不利于女性在追求性别平等过程中的

团结。
( 二) 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动态平衡

两性之间的差异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是客观存在的。性别差异的存在是符合自然法则

的，同时也是有意义的存在。“对已经处于脆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妇女来说，无视性别差异和

重视性别差异的两种对平等的阐释看来都包含着难以接受的威胁。”［11］200正如艾莉森·贾格所说:

“无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两性间的差异是显著的、无法逃避的。当这些差异在两性形式上的平

等的名义下被忽略时，男女之间持续的、实际存在的不平等便会被掩盖、被合理合法化。至少在

当前的社 会 背 景 下，形 式 上 的 男 女 平 等 常 常 可 能 在 结 果 上 保 证 了 而 不 是 消 灭 了 男 女 不 平

等。”［11］196所以，要促进性别平等，必须正视性别差异，确保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的动态平衡。
第三代女性主义的一些流派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他们 “在差异和平等之间进行平

衡，重新确定身份，拒绝忽视差异基础上的身份，也拒绝忽视身份基础上的差异，探索多重身

份”［2］460。但对女性身份的构建必须抛弃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使身份的表现既能体现

其共性又尊重每一个个体个性。而这就需要我们对性别差异做出客观分析，以便我们在推动性别

平等的过程中采取适当的策略来应对。仅从社会福利制度层面来讲，“福利制度的设置应充分考

虑男女面临的风险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的差异性，也应考虑到就业、收入和寿命等因素对女性的影

响”，既要“为维护和实现妇女权益提供一般性保护”，也要 “在一般设置的基础上为妇女提供

特殊保护”。［17］200这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逐步树立社会性别平等意识，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

决策的主流，推动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 公正不仅在于同类同等对待之，还在于不同类不同等对待之。

我们在推动性别平等的过程中对性别差异也要区别对待。对于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理差

异，应该给予应有的承认、尊重和保护。反对长期以来将女性的生理特点看成女性的弱点或缺陷

的错误观念，对女性的生理特点予以积极的肯定。就目前来看，女性在人类再生产过程中孕育生

命的能力仍然是无可替代的，应该得到尊重和赞扬，更应在经济和社会层面给予其应有的人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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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女性对于家庭、社会甚至世界和平的影响，充分展示了女性不同于男性的性别差异具有重

大的正价值，这样一种价值无论是对女性自身还是全人类，都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18］但我们

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既不能单方面褒扬男性贬低女性，也不能单纯地褒扬女性贬低

男性，我们的目标是两性的和谐平等。对于那些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压制、排

斥、阻碍性别平等发展的社会性别差异，我们应该予以矫正与调适。如在世界范围内非常盛行的

父权制文化就严重阻碍了人类的全面发展。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在解构父权制文化、推翻对

女性的文化压迫的同时，建构一种缩小性别差异、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的新性别文化。
当然，性别差异和地域、族际、代际、阶级阶层的差异一样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转变，女性主

义学者对性别差异的理解、解释也会随之而变。因此，设想一种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绝对平衡的

方案，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因性别差异诱发的性别不平等是不切实际的。我们只能尽力促进两者

之间相对的动态平衡，进而促进两性平等，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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