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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 ,呈现为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关系、在经典阅

读中寻找问题、在专门研究中反思现实的发展趋势 ,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但也为进一步研究留有一定

的空间 ,有待我们继续深化、拓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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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最初的怀疑、偏见和拒绝转为逐渐接

受并从理论上对其加以探讨 ,由星星之火而不断发展壮大。纵观改革开放以来西方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 ,从宏观上看 ,无论是将其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还是将其作为国

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 ,国内理论界已经自觉地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西方马克

思主义流派中的新生力量看待 ;从微观上说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呈

现出了“百花齐放 ”的发展态势 ,具体说来体现为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关系、在经典阅读中寻找

问题、在专门研究中反思现实的发展趋势。

在历史研究中把握关系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从对其进行历史梳理和评介开始的。有

的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分作早期和后期 ,认为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

家务劳动出发探讨妇女的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 ,而晚期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从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关系角度探讨女性的解放问题。有的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

义女性主义的发展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 ,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发展的最新阶段 ,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各阶段关注的主要问题、主要观点等进行说

明。

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历史评介的同时 ,国内理论界也对其中的若干关系给

予了重点关注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问题。一部分学者从女性主义研究出发 ,认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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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关系是女性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理论支持 ,沃野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为了进一步有效地发展女权主义的理论 ,一些学者不得不寻求新的理论荃源 ,以图科学地建

造新的女权主义理论大厦。一些女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视 ,就是因这种情势而导致

的”。①继红认为他们“把视野从经济因素转向政治、历史、文化、生理等多种因素 ,以更开放的

态度对待女权主义 ,使马克思主义能够破天荒地与女权主义结合起来。”②王谨也认为西方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使用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赋予自己的理解 ,结合女权主义 ,对妇女

解放提出了一套独特的主张和理论。”③另一部分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 ,

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仅仅是指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女性主义研究 ,而它本身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解读。王宏维认为 :“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是建立在批判基

础之上的开拓性、创新性解读 ,是立驻当代世界实际和学术前沿对马克思主义内在价值的提取

和阐发 ,也是一个开辟新领域、创造新知识、构建新理论的过程 ”,
④他们的研究使得“马克思主

义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 ,以及消灭压迫、消灭异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宗旨 ,在妇女解

放问题的探讨中也呈现得更加清楚。”⑤在历史脉络的梳理中对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关系问

题的理解往往又伴随着对另外一种关系的理解 ,即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研究的关系进行把握。比较常见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在指导思想、解释原则、发展模式和实现途径等方面存在着不同 ,如王谨认为在指导

思想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除了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思想之外 ,还吸取了新马

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 ,“如葛兰西关于统治阶级文化领导权、文明社会内部的思想斗争的论

点 ,阿尔都塞关于强调意识形态作用的思想 ,马尔库塞的‘性解放 ’、‘性欲文明 ’的理论等。”⑥

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认为私有制是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则认为私有制并不能够完全涵盖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与之相应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寻求解放

的道路是消灭私有制 ,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主张通过改良、建立妇女组织、发展慈善

事业等方式来争取妇女解放。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就

是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当今的发展 ,叶苗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突破马克思主义

经典妇女理论 ,做出了一些新的解释 ”, ⑦从而实现了“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观进行

了补充、批判和超越 ”。⑧他们指出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 ,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观

点 ,除了肯定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之外 ,更注重研究女性受压迫的非经济因素 ,扩大了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研究的领域 ,无论结论是否完全正确 ,毕竟是有益的探索。”⑨

毫无疑问 ,国内理论界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脉络把握的同时 ,着重对其进行关系

性的研究具有理论意义 :在关系中理解历史 ,历史就会获得另外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在历史中

把握关系 ,关系就会获得逻辑的生成性和厚重的历史感。在关系的发展中形成了历史 ,历史就

不再是事实和观点的简单堆砌 ,不再是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的循序介绍 ,而是理论按照自身的

逻辑发展形成了观念的生成史。正如吴晓明教授所指出的那样 :“对于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性

的那种高度肯定 ,往往只是以最抽象和最空疏的辞令表现出来 ”。⑩在历史的形成中把握关系 ,

关系也就不再是简单的肯定一方 ,否定另一方 ,而是在历史的生成过程中寻求理论之间的良性

互动 ,给理论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

在历史性中把握关系赋予了历史和关系以更为丰富的内容。

在经典阅读中寻找问题

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还包括在经典阅读中寻找问题。这里的

361

　　　　　　　　　　　　　 　　　　　　　　　　　　　　　《东南学术 》2008年第 6期



“经典阅读”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中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关

于女性问题的经典著作的阅读 ;二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自身的经典作品的阅读。

前一个方面的经典读本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品 ———恩格斯的《家

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也包括马克思写作的《共产党宣言 》、《资本论 》等论及女性问题的

著作。一些学者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阅读中 ,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对私有制和阶级是否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展开了探讨 ,刘莉认为 :“私有制的出现是妇

女受压迫的根源 ,但在很多历史条件下 ,它与许多历史因素同时出现 ,形成历史的合力 ,这些因

素共同参与制造了母权的丧失。”�λϖ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于性别压迫的原因 ———资

本主义和父权制的理解是对恩格斯提出的“最初的阶级对立 ,是同个体婚下夫妻间的对抗的

发展同时发生的 ,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 ”思想的深化和丰富。

何萍也从恩格斯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出发 ,探讨了父权制如何阻碍妇女解放的

实现 ,认为“妇女的社会解放是从性别歧视的角度批判父权制文化 ,要求充分肯定、发挥女性

的生存价值 ,以推动历史的进步。”�λω还有一些学者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 ,结合西方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 ,提出了女性的异化、社会性别意识消解以及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

的一致性等问题 ,丰富和发展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

后一个方面的经典阅读首先包含了引入翻译的过程。从上世纪 90年代初 ,国内一些学者

就致力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经典的翻译和介绍 ,这以李银河、艾晓明、王政、王逢迎等人

为代表 ,如李银河翻译的《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 》、艾晓明翻译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 》、王逢迎

等编译的《性别政治 》、陈冬生翻译的《资本主义的终结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

等著作 ,使人们能够跨越时空的距离 ,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围绕着经

典文本的阅读 ,国内理论界纷纷展开了各自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由复旦大学俞

吾金教授担任主编、秦美珠写作完成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一书 ,是国内理论界对西方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本专门性著作 ,此书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经典著作的阅读基础上 ,对主要著作的基本思想作出了较为精准的归纳和总结 ,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问题 ,体现了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考。此

外一些理论家在阅读经典的基础上 ,讨论了女性主义斗争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系 ,性别斗争

和阶级斗争哪一个是女性被压迫的首要因素 ,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在女性的压迫中分别扮演什

么样的角色 ,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研究能够使妇女如何获得解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关注的问题 ,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陈学明教授认为《资本主义的终结 ———关于政治经济学

的女性主义批判 》的重要闪光点在于作者对全球化展开的批判 ,他赞同作者的观点 ,认为全球

化的旧范本应为新范本所取代 :“新范本的大致轮廓是强调行为的双方不再是单向的 ,而是双

向的 ,即不仅仅强调男性对女性的渗透 ,资本主义经济对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渗透 ,而且强调女

性对男性的作用 ,非资本主义经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 ”�λξ
,他认为“决不能忽视他们对当代

资本主义 ,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独到的判断 ⋯⋯向当代资本主义的统一性、独特性和整

体性发出挑战 ,并提出要从语言上和实际行动上打碎它们 ,终结这种资本主义的活力。”�λψ赵凯

在阅读《资本主义的终结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一书后认为对于阶级斗争和

性别斗争的关系如何界定的问题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即“将阶级定义为‘剩余劳动占有和剩

余劳动分配的社会过程 ’,用‘剩余劳动 ’来分析出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和性别剥削、资产阶

级对无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剥削 ,这样的经济分析有助于

个人廓清对性别剥削、阶级剥削等多样化剥削的认识 ,强化被剥削的个人的阶级主体意识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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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遭到剥削和压迫的被边缘的力量联合起来。”�λζ对于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关系 ,戴雪红在对

《性别政治》一书的阅读的基础上提出了“父权制与资本主义是一体的。既不能把它们看作有

着明显区分的、相对独立的两个系统 ,也不能把它们看作仅具有一种密切联系的互补关系 ,更

不能把父权制关系看作是居首位的。⋯⋯反对父权制的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

方面 ;只有摧毁资本主义 ,女性才有可能从父权制的社会结构中赢得彻底解放。”�λ{戴雪红还提

出 :“性别斗争是不同于阶级斗争的其他斗争类型中的一种。阶级解放不等于女性解放。

⋯⋯没有阶级解放就没有女性解放 ,推翻资本主义能创造有利于女性解放的条件。”�λ|

国内理论界的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女性问题的经典著作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

主义的经典文本的阅读 ,走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寻找到各自眼中妇女问题的症结 ,

真实的思考妇女所面临的困境 ,并试图寻找走出困境的切实道路。经典阅读基础上问题的提

出 ,不但使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获得多样的视角 ,而且能够逐渐从自

觉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女性问题 ,形成自己的问题阈 ,这种努力和尝试有助于建立

原创性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发展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这对于

国内理论界无疑是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在专门研究中反思现实

国内理论界还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专门研究 ,首先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整体趋向研究 :强乃社认为这一趋向“就是反思近代和现代女性主义对女性同一性 ( identi2
ty)或者女性身份的研究 ,批判性地吸收后现代主义思潮的观点 ,并重新重视马克思的唯物主

义理论 ,进一步展开对社会性别的社会建构的批判性分析 ”。�λ}张羽佳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趋向于 ,在认识论上开启新的视阈 ,即从立场认识论到经济分析法 ;在话语分析上 ,体现

为从启蒙叙事到后现代叙事 ;从基本精神的延续上 ,体现为从女性的解放与人类的解放。其次

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中各门具体流派的研究 ,如刘晓芳对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

理论进行了理解和反思 ,认为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是“对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资本主义和父

权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的基础上 ,在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逐步深入、逐渐成熟并

最终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λ∼再次体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具体问题的研

究。如秦美珠对两种生产的研究 ,认为“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借用马克思、恩格斯的

两种生产理论作为他们理论分析的基石时 ,他们批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了物质生产的决定作

用忽视人类自身生产的作用。他们看到了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法 ⋯⋯但当他

们试图通过展开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生产之间的辩证法来说明妇女受压迫的状况时 ,他们把

妇女受压迫的物质生产的因素与人类自身生产的因素置于两个分离的结构中。”�µυ这就致使她

们用二元对立的观点将性别分析和阶级分析放在不同的领域 ,最终导致二者的结合不成功。

叶苗对两种劳动分工的研究 :她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马克思妇女解放理论的基础

上探讨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将劳动分为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两个领域 ,她们不同程度地呼吁妇

女进入社会化大生产 ,将妇女的经济独立及生活状况的改善放在首位 ,力争家务及养育后代的

工作社会化 ,这些观点对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都有着深刻的理论启示。杨晓宁认为社会性别

概念是女性主义研究的核心概念 ,但对“社会性别概念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理性主义中的

二元论倾向 ,仍然把男女意识作为一成不变的、固定的观点 ,这显然带有研究现实的局限性 ,难

以解释现存的阴阳交错的现象 ”。�µϖ何平和吴风反对社会性别定型论 ,“女性主义者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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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就是将被客体化的‘他者 ’重新加以界定 ,召唤其主体 ,建立新的论述 ,进一步逆转他者

在知识与权力间被支配的地位。”�µω秦美珠从人类解放的角度理解了女性解放问题 :“没有真正

的女性解放 ,也就不可能有人类解放 ,当然不以人类解放为前提的女性解放也不可能使女性获

得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 ,女性解放就是在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结束资本统治 ,消除异化 ,

结束把权力当作统治来行使 ,恢复权力的创造性的、维持生命的特征 ,恢复感性的自然界 ,使女

性和男性都获得解放。而使双方之间的良性的互动。”�µξ

在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进行专门研究的同时 ,她们注重将理论的研究

同女性主义的现实状况和具体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如刘晓芳在对社会主义的女性主义研究的

基础上 ,提出其为现代女性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具体说来表现在自我意识的觉醒是现代

女性发展的前提 ,经济独立是现代女性发展的关键 ,制度建构是现代女性发展的保障。雷杰认

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不同理论流派对中国妇女福利制度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为基础 ,强调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社会制

度”�µψ
,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则注重从经济社会关系、物质生产关系角度分析妇女生活和性别

制度 ”�µζ
,他分别对这两种女性主义对中国女性福利制度的影响展开了研究 ,得出结论 :“仅从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 经济因素 ) 出发是很难解释中国妇女的福利问题 ,需结合社会主义女

性主义 ( 父权制因素 )才有机会更好地解释中国的现状。”�µ{何平和吴风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女

性主义的社会性别反观当前的“超级女声 ”现象 ,认为“超级女声 ”实现了对女性身体审美准则

的颠覆 ,他指出“超级女声 ”在不经意间表达了自主意识 ,因此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 ,它具有相

当的积极意义 ,但“超级女声 ”的崇拜者既不足以成为推进社会发展的思想公众 ,也无法从个

体情感自发上升到集体理性自觉 ,但是却客观上起到提醒人们重视私人领域的作用。

专门性研究与对现实问题的反思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起到了深化的

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使得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相结合 ,这样西方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就不再仅仅被理解为女性自己的事情 ,而是社会的、现实的问题 ;不再

仅仅是说西方社会中“别人的事 ”,也是在说我们自己当下也面临的事情 ;不再仅仅是建筑理

论的空中楼阁 ,而是在现实基础上生发理论 ,在理论指导下审视现实。这样对西方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的研究才更有意义。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的梳理 ,我们可以看

到 ,无论从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看来 ,这一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果再进一步思考 ,

还有如下方面有待进一步发展 :首先 ,拓宽相关问题 ,避免视野狭窄。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

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多集中在两种生产理论、社会分工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问题 ,这些问

题虽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尤为重要 ,但是却不能囊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研究的全部内容 ,。这种情形的出现 , 并不是因为论题已被开掘殆尽 ,而是视野狭窄所致。

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应该拓宽相关的问题域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的异化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认识论问

题等上再下功夫。其次 ,提倡学科交叉 ,避免视角单一。目前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的研究还仍局限于学科领域 ,对其分别进行政治学、文化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西方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多元性 ,用任何一种单一的学科都不能完全揭示其丰富

的内涵 ,因此 ,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能够更切近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思想。再

次 ,转换研究视阈 ,避免研究盲点。目前国内理论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多放在西方马

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维度进行研究 ,这自然无可厚非。如果进一步开阔视野 ,我们就会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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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都生发于西方文明特别是西方哲学传统之上。因此 ,如果将西方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放在西方哲学传统的宏大背景之上进行研究 ,就会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历史逻辑、思想理论、思维方式、价值旨趣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就会对以往我们研究中忽视

的前提性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反思。研究领域的拓宽也必将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

究向着纵深的方向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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