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蔡和森早期妇女解放思想
刘　红　杨光辉

[ 摘　要 ] 青年蔡和森在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较迅速完成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

变。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方法，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审视，剖析了问题产生的真正根源，对女

性解放路径、目标做了可贵梳理和明确回答。这些探索，为当代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对坚持马克

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妇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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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妇女问题屡次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重

要议题。从太平天国运动提出“天下男子皆兄弟，天

下女子皆姐妹”，到戊戌维新运动的“废缠足、兴女

学”，再到辛亥革命盛极一时的女子参政运动，先进

知识分子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平等学说、天赋人权为

理论武器，向传统封建道德宣战，对妇女问题进行了

可贵探索。然而，袁氏窃取政权，复辟帝制，崇尚旧

伦理道德，对女子团体严加控制、加以取缔，妇女运

动陷入沉寂。新文化运动伊始，妇女问题再度成为先

进知识分子的中心议题，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

唯物主义作为分析妇女问题的方法，批驳了封建制度

对女性的禁锢，指出了西方女权学说的流弊，对妇女

问题的根源、目标、途径等进行了回答，推动妇女解

放思想向纵深发展。蔡和森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蔡和

森，1895年生。1918年，为准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赴京，

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1919年底，乘船赴法。1920年，

与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展开论争，提出效仿苏俄，

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组织共产党等，在异乡较迅速的

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终身信仰。他是中国共产党早

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较早实现了由激进民主主义者

向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立场、方法，对中国妇女问题做了可贵梳理和

明确回答。蔡和森早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主要包括

揭示妇女受压迫根源、探索妇女解放路径、指出妇女

解放目标等。

一、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蔡和森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妇女各群体进行具

体分析，指出女界昏沉是由封建礼法遗毒太深所致，

并揭露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他认为，在长达

数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妇女是“单纯的生育机械与供

男子使用之奴隶”[1]，无论是女工、女学生、新式女

子等都处境悲惨：在各大城市工厂辛勤劳作的女工，

冒着被“任意戏侮”的危险，薪酬低廉，“为资本家

每日做工十二小时以上”，即使到生产时，仍“没有

多少时间休息，请假仍扣工资”；在学校接受“三从

四德”教育的女学生，为成为“新式家庭中的一文明

玩物”做准备，书信、社交皆“不自由”；新式女子“涂

脂抹粉”、服饰鲜亮，“热衷于找爱人”，“一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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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得讨男子的欢喜，做男子的玩物”, 等等。女性成

为“弱者的代名词”[2]。

他剖析女界甘为弱者的缘由。女性按照父系社会

制定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约束自身，主体意识有待

觉醒。这种现象源自内有数千年深重的“名教纲常”“遗

毒”[3]，外有帝国主义奴化教育之影响，导致女界昏

沉，出现“以顺为正”[4]，“忠孝洋大人”[5] 等现象，

妇女运动不兴。

他并未止于对现状的描述和鞭挞，而是通过考察

社会进化历史（野蛮时代、半开化时代、文明时代），

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详尽阐释了物质生产

方式决定两性地位的变迁，从而明确提出私有制是妇

女受压迫的根源。他认为，在野蛮时代和半开化时代

大部分时间里，女性不仅极“自由”，而且地位“重

要”[6]。文明时代伴随着“女权颓废”和“男权确立”，

“妇女完全隶属于男子而处于奴隶的地位”[7]。“两

性的关系，是随着生产方式之变更而变更的”，“群

体婚姻为野蛮时代的特征；对偶婚姻为半开化时代的

特征；而一夫一妻制为文明时代的特征”[8]。一夫一

妻制“完全不是建立在自然条件上面，不过建立在社

会条件上面——特别因为个人财产制胜了原始的自然

的共产制”[9]，以私有财产为根基的父系制度使得男

子在“家庭中取得统治权”[10]，“妇女处于附属地为，

并被压迫”[11]。因经济的压迫，才有“政治上剥夺”

女子参政权，“道德法律上，制定一些利于男子支配

女子的条件”[12]，妇女自此“贬谪数千年”[13]。可见，

父系私有制的确立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

二、探索妇女解放路径

面对妇女遭受压迫的现状，蔡和森极力找寻解放

之路。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蔡和森主张在女

子教育、女子就业、婚姻自由等方面进行改良。

女子教育：蔡和森不仅帮助家中女性争取教育机

会，还积极促成女子留法勤工俭学。1913 年，得知

长沙新办女子教员养成所职业学校，“给母亲连发两

封加急电报”[14]，催促其母葛健豪赴长报名。次年，

母亲因年龄过大为校方拒绝，他“替母亲写了呈文，

递到长沙县署，指控学校不准公民行使受教育的权

利”[15]，使母亲被顺利录取。1915 年，助“妹妹蔡畅

考入周南女校”[16] 读书；同年，其母葛健豪回家乡永

丰“准备创办一所女子简易职业学校”，蔡和森回乡

鼎力相助，以“精湛的演讲游说”[17] 湘乡县政府，学

校终获准创办。1919 年，寄信委托即将赴法的萧子升

“调查女子赴法事宜”[18]；7 月，托蔡畅信邀“在溆

浦办教育的向警予来长沙组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19]，

向接信后离溆赴长；秋，蔡畅、向警予等人“发起成

立‘周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20]；12 月，“‘湖

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周南女校成立”。与向警

予就“女子发展计划”[21] 展开讨论，共同致力于女子

教育水平的提升和男女共学愿景的实现；年底，蔡和

森与湖南籍六位女性，包括葛健豪、蔡畅、向警予、

李志新等人，乘船赴法勤工俭学。

女子就业：蔡和森从女子经济独立的角度，关注

女子就业问题。1919 年，先期抵法的萧子升两次来信

谈及“中国刺绣在西方很有市场”，提议在法开办“湘

绣公司”[22]，7 月，与“欧阳泽等发起成立‘湘绣美

术公司’”[23]，未果。蔡和森赴法后，曾到豆腐公司

考察勤工状况，并与公司经理商定，若中国女子来法

刺绣，经理“愿介绍出货”。蔡和森认为“女子勤工

俭学会将来要靠绣业来发展”[24]。

女子婚姻：蔡和森强烈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表现

出对恋爱和婚姻自由的向往。1913 年，当“父亲收受

500 块银洋的聘礼”，将 13 岁的妹妹咸熙给一个财主

做小媳妇时，蔡和森“愤慨不已”[25]，后因母亲坚决

反对，才避免了这桩买卖婚姻。同年，蔡和森姐夫病死，

婆家逼姐姐庆熙改嫁，欲送外甥女刘昂给人做童养媳。

蔡和森前往姐夫家，请来几位“德高望重”的邻里说

理，希望通过邻里去说服婆家，“后用长衫下襟把外

甥女兜起抱在怀里，领着姐姐径直走出刘家”[26]。次年，

与毛泽东、萧子升就婚姻问题达成共识，“认为旧式

婚姻太顽固而大加反对”[27]。1920 年，与向警予自由

恋爱，因志趋相投、信仰一致，在蒙达尼缔结‘向蔡’

同盟 [28]，结成革命伴侣，于新民学会会员中树立起婚

姻自由的典范，为毛泽东、萧子升等人所赞誉。

确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后，蔡和森不满足于

仅对妇女问题进行改良，提倡妇女革命。1920年 9月，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谈到“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

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

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29]，此改造运动也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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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女界运动。他逐步认定妇女运动并非限于女子向男

子索要权益，更需要女子投身于暴力革命，在彻底推

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中谋求妇女地位的根本改观。

他认为，沉寂的女界，应通过四个步骤从事妇女运动，

第一为“被压迫女子的目前利益而争斗”，如女学生

争通信自由、女工增加工资等；第二为“引导妇女做

广大的社会运动”，如男女法律、财产平等等；第三

为“参加革命的斗争”，如先进女性领导广大妇女，

联合学生、工农参加暴力革命；第四为“改造社会制

度”[30]，最终打破当时陷女子于“奴隶地位”的“现

代政治经济制度”[31]。他认为男女携手融入政治革命，

变更社会制度后，才有可能谋求两性平等之地位。

三、指出妇女解放目标

五四运动前，蔡和森提出男女“同时进化”[32] 的

目标。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他认为妇女解放的目标不

是向男性索要权益，也不是确立资产阶级婚姻制度，

因为“极少数资产阶级的家庭，赤条条的是金钱联缀

起来的性交和娱乐的一种场所”[33]。而应是与男子携

手完成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自由平

等”[34]。阶级革命胜利后，再实现男女两性在政治、

经济、教育、就业、社会地位上完全平等。他坚信“妇

女解放，惟有当她能参与广大范围的社会生产而家庭

劳动缩小至于最小限度的时候才为可能”[35]，阐述要

让妇女从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投身社会生产，并让

所有“职业机关”，“都可开放容纳女子工作，从此

可免除女子在经济上依赖男子，仰男子的鼻息”。伦

理道德也相应发生变化，“再没有女子无才变是德的

谬荒学说”[36]。女子实现真正的解放。

结　语

蔡和森早期妇女解放思想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立场、方法，结合中国妇女地位等国情结出的

理论果实。重温他的妇女解放思想为当今妇女问题的

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妇

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为解决新阶段妇女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主体地位的

确立，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已基本解决，妇女在家庭和

社会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实现从法律上

的男女平等向事实上男女平等的过渡。随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建立，新的妇女问题提上日程。女子整体文

化素质偏低，教育亟待改善；就业比例和就业层次偏

低，性别歧视依旧存在；女子参政意识和参政比例不

高；女性农民工权益缺乏保障和留守妇女问题；物质

至上思想对婚恋观的渗透等。蔡和森提出的诸多思想

对解决今天的妇女问题仍有借鉴意义：在职业、教育

方面实现男女同步进化，构建和谐性别关系；培养女

性干部，保障女性不同阶层的权益；养成健康恋爱心

理和婚恋观；培育女性独立人格等。

另一方面，青年蔡和森在接触过资产阶级、小资

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后，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

作为审视妇女问题的思想武器，对于始终坚持马克思

主义妇女观指导妇女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处于马

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研究的“低谷”[37] 时期，面对

西方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分析视角的渗入，不少学者

重新剖析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基本概念，反省马克思

主义理论单一的分析角度。追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早期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论述，不仅提醒着我们必须

始终坚定不移的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而且

还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把妇女解放理

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 参考文献 ]

[1] [5] [6] [7] [8] [9] [10] [11] [13] [24] [29] [32] [33] [35] 蔡

和森文集 ( 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89.336.481.483.

484.503.489.494.504.29.73.15.503.623.

[2] [3] [4] [12] [30] [31] [34] [36] 蔡和森文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3.858.858.858.859.860-861.859.860.859.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5] [26] [27] 

[28] 李永春编 . 蔡和森年谱 2008 年 [M]. 湘潭：湘潭大学出

版社，25. 转引自：李伶伶葛健豪传 [M]. 中国妇女出版社，

2005.144.29.29.48.51.52.53.49.51.23-24.24.235.59.

[37] 中国妇女研究年鉴（1996-2000）[M]. 北京：中国

妇女出版社，2004.19.

（责任编辑：黄涯）

文史博览（理论）

Culture And History Vision（Theory）2016 年 9 月 Sep.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