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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许多“走出家庭”女性面临双重角色冲突，“走出家庭”还是“回归家庭”成为人生价值 实 现 的

重要抉择。两者并不存在优劣差异，女性可以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出自由的价值选择，而其可能性的实现在于：

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独立精神促使女性成为价值选择主体；同时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价值化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为

女性自由选择提供经济动力和政治保障。只有女性进行自我价值的合理定位，在适合角色中做出自由选择，才能

实现女性人生价值的最优化，促进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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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

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而人生价值的

大小与高低在于对这一特质的认知度及在此基础上

对个体行为能动地抉择和追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妇女解放论以历史的眼光和阶级分析的立场及观点

揭露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提供了妇女解放的途径。

但是，妇女解放除了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导之外，更离

不开客观现实的实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新历

史时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

时刻，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形态由传统走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

等各领域发生急剧变革。当代女性面临着“走出家

庭”后，双重社会标准带来的双重角色冲突。而现代

某些主流观念中，“职业女性”代表着“解放”、“人生

价值的最大实现”，“家庭主妇”意味着“附庸”、“碌碌

无为的人生”，更使得众多女性身陷于进退维谷的两

难境地之中。女性该怎样抉择方能创造人生价值的

最大化，实现女性真正意义上的解放，需要我们去深

思与探讨。

一、中国社会转型期女性双重

　角色冲突下的矛盾选择

　　（一）社会转型期中国女性发展的角色冲突

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在经济、政治

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彻底的全面性的结构式变动，由

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高度集中的计

划经济体制向灵活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型

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即实现

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不仅体现在宏观层

面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也体现在微观的家庭结

构和性别角色转换。

恩格斯曾提出，妇女想要获得解放没有其他，首

要前提就是走出家庭。“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

会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

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不可

能的”［１］１６２。社会结构的转变，思想观念的革新和生

产力发展的需要使得更多的中国女性“走出家庭，走

入社会”，实现传统角色向新型角色的转变，成为社

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当女性从家庭走出来后，我们却发现女性的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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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并没有因此减少。在社会转型时期，整个社会逐

渐建立以市场为中心的竞争与调节机制，打破了之

前计划经济统筹安排的局面，要求妇女具备更符合

现代化发展的综合能力。开放式的市场机制作为调

节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运行机制，要求市场经济主要

以提高效率和人才竞争为特征，及时反映资源的稀

缺程度，而其中的关键在于劳动者综合能力。随着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深化，劳动力市场化一

方面给女性就业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多元选择，打破

原有的界限，拓宽就业的领域，激发女性自主择业的

兴趣和竞争的意识，促进女性的就业层次向高层次

转变，从而使优秀女性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导致

大量科技文化素质较低的妇女在强调优胜劣汰的市

场机制中屡遭挫折。与此同时市场对竞争性经济的

强化致使女性的社会角色矛盾激化。职业女性在社

会角色与性别角色抉择的双重精神重压之下，一部

分人舍弃或弱化自己的社会角色而选择回家；一部

分人试图为自我价值增加社会砝码，争取事业上的

成就，却又得时常面临问题频发的家庭矛盾。

（二）女性双重角色冲突下的矛盾选择：“走出家

庭”还是“回归家庭”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女性集传统角色

与现代角色于一身。传统社会将女性压缩为妻子、

母亲、女儿等身份较为狭窄的私人领域以符合传统

文化规范。而在当前的社会中，传统的性别角色要

求女性必须当一名贤妻良母，这不仅是传统社会观

念的根植，迎合社会的期望，也是现代女性对自身在

家庭作用的肯定。与此同时，为满足高速发展的社

会需要，现代社会又塑造一种新的女性社会角色，即

成为事业上有独立思想与个性追求的职业女性。

然而双重社会评价标准带来了双重角色冲突，

男性的成功标准通常为事业上的成功；而女性倘若

无法经营好一个家庭，即使是事业上的强者，也往往

被定义为人生的失败者。因此，步入职场的女性面

临着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既要当“贤妻良

母”，又要当“好上司”、“好下属”的双重角色压力和

冲突。双重评价模式作为社会衡量女性角色的普遍

价值标尺，导致许多女性饱受顾此失彼的折磨，在人

生价值的取向上踌躇徘徊。同时，女性对就业市场

的占领和某些女性在职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给男

性造成一定的竞争压力。社会中“妇女回到家庭中

去”的声音日益甚嚣尘上，让妇女重新回归家庭，回

归传统。此时，是烹饪家庭这条“鱼”，还是享用事业

这块“熊掌”，成为困扰现代众多已就业甚至是未就

业的女性的一个两难抉择。

如今，走出家庭，在社会中取得经济成 就，获 得

社会认可，似乎成为现代女性摆脱压迫、提升社会地

位的不二选择；而回归家庭，重新扮演养儿育女的角

色，似乎是对 父 权 的 妥 协，女 性 重 新 沦 为 家 庭 的 附

属。其实，这 是 现 代 人 固 有 思 维 框 限 女 性 的 选 择。

不管是“妇 女 回 到 家 庭 去”，还 是“妇 女 也 能 顶 半 边

天”，只要女性基于主体意识和独立精神的基础上，

通过对自身的特质、兴趣、能力和外界客观环境的优

劣进行全面的分析和判断，从而自由能动地选择人

生发展道路，因此，家庭和事业都可以是实现自我价

值的效途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艰难取舍。

二、女性双重角色冲突下自

由价值选择的可能性

　　在面临角色冲突和选择时，女性主义者伊丽莎

白·赖特认为女性的生物性别与社会性别并不存在

天生的对立，女人不是一个固定的现实，是无限的可

能，是自我意志的选择。“成为一个女人”的关键在

于其自由的方式。因此，只有在当代女性培养独立

的意识和拥有自由的权利的基础上，进行自由的价

值选择，才能从根源上化解女性角色冲突的问题。

（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独立精神促使女性成为

价值选择主体

“女 人 并 不 是 天 生 的，而 宁 可 说 是 逐 渐 变 成

的”［２］１４，西蒙·波 伏 娃 在 西 方 女 性 主 义 中 具 有“圣

经”之称的《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女性受奴役的地位

并不是一种既定的现实，而是逐渐生成的历史。“变

成的”这一说为女性从生物本性的禁锢中释放出来，

女人的从属地位是后天的历史和文化造就的，并不

是天生的，是可更改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

男性的过度 依 赖 心 理 的 摒 弃 是 同 一 过 程 的 两 个 方

面。近年来，“美女经济”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思

想的盛行，表明不少女性把自己的未来完全寄托到

男性和婚姻上，而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男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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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家庭，女性也失去了自己精神的自由和自我价

值的实现。

身为建构主体，唤醒沉潜的女性意识，当代女性

需要树立现代女性意识，一是从女性的角度审视内

在的自我，确定自身本质、生命价值及在社会中的定

位；二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洞察客观的现实，并对其

加以赋予女性生命特色的领悟和掌控。女性不再是

服从男性的“他者”，对于主体构建和自我意识的培

育，后现代女权主义强调遵循个体行为规律，尊重个

体特征。对于要培养女性的自我意识，势必要让女

性作为经验主体、思维主体、言说主体对传统男性占

主导的父权文化进行反思，从而认识和重构女性主

体。通常，我们会认为是由于男权的压抑，所以女性

才会被当作弱势的一方，但其背后是女性在男权逻

辑优势下的自我屈服。当女性在判断家庭角色和职

业角色孰轻孰重时，就已经是在实质上逢迎和默许

男权社会话语语境之下对于传统女性角色的定位。

此外，要以辩证的角度审视传统意义上迫使女性处

于劣势地位的“女性特征”，这是两性之间的差异，而

这也正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优势所在。女性独有的

生命特色的有效发挥，不仅使女性充分表达自我，增

强女性对自身的认同感和满足感，而且能够促使女

性学会因势利导，利用特有的差异优势，在与男性占

据上风的竞争中赢取地位以获得均势，达到两性关

系的动态平衡。

“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

的生活，才认为自己是独立的，而且只有当它靠自己

而存在的 生 活，它 才 是 用 自 己 的 双 脚 站 立 的”［３］９１。

因此，女性只 有 认 识 到 自 身 的 力 量，肯 定 自 身 的 价

值，才能成为独立的价值选择主体。这样，不管是选

择家庭还是事业，女性都能从保持主体的独立性，建

构健康的女性人格，这是鱼和熊掌自由选择的内在

动因。

（二）家务劳动社会化和价值化为女性自由选择

提供经济动力

恩格斯提到：“事实上，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前提

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第二个条件

是家务劳 动 和 儿 童 养 育 的 社 会 化”［１］７１。当 代 女 性

负担的加重，往往是因为在生产力不够发达、家务劳

动尚未得到合理的解决情况下，要求妇女进入公共

领域。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大力发展生产力

的前提下，解放妇女、解决她们繁重的家务劳动是首

要任务。家务劳动社会化是指把之前在家庭中由妇

女承担的，属于私人领域中家务劳动的大部分工作

转入到公共经济中，由社会中的成员共同分担。例

如，对儿童的抚育责任从家庭内部得到某种程度上

的脱离，不再由各自的父母來全权担负，部分责任由

社会承担。当今社会中托儿所、月嫂、育儿嫂、保姆、

钟点工等机构和职业的兴起，使得一部分职业女性

能够重返到热衷的事业当中，暂缓后顾之忧。而且，

对于从事家政服务的女性产出者来说，一份可观的

职业与经济收入，保证了她们经济的独立性。

同时，盖尔·鲁宾指出家务劳动同样是剩余价

值的来源［２］７２。而玛格丽特·本斯顿在研究马克思

价值代价学说后，对私人领域的家务进行分析：妇女

“无偿无价值”的家务劳动是其受压迫、受奴役的经

济根源。在前市场经济时期，家务劳动通常被划为

私人领域，不参与公共领域的交换，只有使用价值没

有交换价值，无须计酬。但我们可以看到，妇女的家

务劳动不仅是生产性劳动，而且是其他一切劳动的

重要前提。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生活原料都需

要经过家务劳动的再加工才能为人所用。生产使用

价值是女性的家务劳动基本属性，同时，女性特有的

生育价值还生产特殊商品———劳动力，这是 剩 余 价

值的根本来源，其潜藏方式往往因为被认为是天然

的、理所应当的而为人们所忽视。这样一来，即使作

为家庭妇女也同职业女性一样创造价值，女性并不

必然要进入所谓的公共领域，从事社会职业工作。

其关键在于，当所有人都充分认识到家务劳动

的社会重要性，在认可妇女家务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的基础上能够给予妇女所应有的尊重时，那么就不

必再一味地强调让女性从繁杂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

放出来，女性也能在其中获得愉悦的体验。同时家

务劳动的价值认可使得女性走出在物质上依赖男性

的经济误区，妇 女 并 不 是 依 附 他 者 靠 其 供 养 的 人。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价值认可，需要政府在发展经

济基础的同时进一步推动政策的实施，倡导全社会

支持和认可家务劳动创造的价值，为女性选择是更

专注于事业或是精心经营家庭提供经济支撑，解决

后顾之忧。

（三）社会性别主流化是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的

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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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对两性平等关系的建立的关注，为进

一步促进性别平等，我国承诺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

决策的主流”（简称社会性别主流化）。男女平等基

本国策在我国的确立是性别平等意识进入政府和社

会宏观决策主流的重大实践。当前为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中国政府倡导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其中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公平正义作为其

重要内容。同时，为确保妇女在各个领域享有与男

性平等的权利，政府运用经济保障、法律手段、行政

措施及舆论导向等多种途径，不断促进妇女的全面

发展。

社会性别主流化视角下的平等标准打破了传统

的性别角色和性别分工，体现和保障女性的利益和

需求。平等指的是排除性别因素的干扰，男女皆享

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对等的义务、接受同等的评判标

准，并且挣脱传统与偏见的羁绊，自由地行动。女性

主义者们在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上大力倡导“消除

性别差异，使女性与男性在二十一世纪构建新型的

伙伴关系”这一共同主题。新型的伙伴关系以人权

的理念为指导，消除不合理的社会性别差距，寻求男

女共同的生活体验和社会阅历，形成两性认知的高

度统一，以此推进机会与权利均等。只有“既不违背

女子与男子不同的自然特征，也不违反女子与男子

之间天然的伙伴关系”［４］２０４，才是健康和谐的人类两

性关系。对于性别角色定位，社会性别主流化强调

所有的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性别需破除既定性别

藩篱，根据个体特质自主地选择社会角色，倡导男女

两性共同参与社会和分担家务，扩大所有男人和女

人的选择性。

社会性别主流化，不仅要求加强保障妇女权利

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同时需要各级政府

行政机构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法律是抽象

规定，只有当其变为具有实际性和操作性的具体规

范时，才能更好地维护和保障女性的合法权益。社

会性别主流化在政策制度上保障女性权益，不仅有

利于步入公共领域的职业女性消除“同工不同酬”、

“性别职业隔离”等隐形天花板，并为其平等就业，公

平收益和劳动保障等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同时，也有利于精心经营私人领域的家庭妇女打破

“男尊女 卑”、“男 主 外，女 主 内”的 封 建 社 会 性 别 藩

篱，为其实现家庭性别平等、合理的社会性别分工提

供切实制度保障。

三、女性双重角色冲突的调适与化解：

合理价值定位与自由角色选择

　　（一）化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的现实意义

其实，从历史长河来看，双重角色冲突对于妇女

解放和发展并不完全的只有消极影响，也有其积极

作用。首先，两性从不平等走向平等的进程是缓慢

的，是种动态的过程，其中双重角色冲突是不可回避

的，但也是一种新的解放的伊始，是提升女性就业层

次的一种体现。其次，它使得妇女重新思考价值实

现的方式，只关注单一的家庭价值与追求社会和家

庭双重价值的实现，形成现代女性人生的双重定位，

是当代女性探索和完善价值体系的一种伟大实践。

女性的发展不再仅是局限单方面的需要，单一的选

择。再次，有效化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可以冲击男

性的传统角色并产生一定的压力。同时，男性也需

要适时地转换在家庭中的角色，男女携手共进，将会

建立相辅相成的友好互动关系，促进两性健康发展。

当我国进入到社会转型期后，社会阶层的自由

流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和等级特权关系的

弱化，在某种意义上消除了原先的不平等。政府和

社会通过法律的条文、劳动权的机会建立新型平等

关系。因此，女性能够借此机会重新审视自我存在

的意义与价值。市场经济要求使女性探索自我，拒

绝沦为行为客体即被动听从他人的支配。因为“是”

意味着服从和听任他者的欲望在其内操控的话，而

“不”则为自我觉醒的发端。正是这个“不”在自我和

他人之间创造了一种隔绝，从而让边界得以建立，让

内在的主体得以显露。女性独立人格的构成与主体

意识的觉醒，使女性自我发展与完善的愿望和要求

进一步增强。同时，越来越多的女性掌握现代知识

和技能，她 们 拥 有 与 男 性 竞 争 的 实 力 与 良 好 素 质。

她们相信，只要通过努力拼搏，公平的较量，她们同

样可以争得一席之地，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二）化解女性双重角色冲突的有效路径

对于当代女性的职业选择，约翰·穆勒强调其

自由选择的必要性：“分工不能也不应该由法律预先

规 定，因 为 分 工 必 须 依 据 个 人 的 能 力 和 适 用

性。”［５］１３５只有个体能够进行自由地选择才能保证每

件工作交到最合格的人手中，反对强制性的限制和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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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个 体 所 应 当 从 事 的 职 业，反 对“一 刀 切”的 做

法———以“就业率”这一单向度的标准来衡量女性价

值实现的途径。女性需要做的是在独立的主体意识

指导下，对自我的特质和价值进行分析及合理定位，

摒弃传统性别秩序和社会理念的桎梏，按个体的自

由意志以选择角色，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优化。

在价值定位中，女性首先作为一个整体，应保持

其整体价值定位。在此前提下，根据每一个体的实

际境况 和 利 益 诉 求，通 过 有 的 放 矢 的 个 体 价 值 定

位———在维持家庭内部关系、承担一定的责 任 的 基

础上，寻求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平衡点，自由选择

符合个体特质的角色。个性化的全面发展、两性关

系的动态平衡，确保主体性发展的良性运行从而使

女性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同时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和价值化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为鱼和熊掌的自由选

择提供了经济动力和政治保障。当代女性可以自由

选择是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内助”，还是精明能干的

“女强人”，或者是如同美国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贝

蒂·弗里丹的著名口号：“我什么都要，家庭事业我

都要！”“鱼”和“熊掌”的自由选择，有利于女性实现

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以爱为核心，男女共

同参与为前提，在家庭和工作之间达成新的和解的

解放［６］１９才是妇女的解放，才是人的真正解放，实现

人的自由平等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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