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2018 年 5 月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 May． 2018

第 3 期 总第 139 期 Journal of Shandong Women’s University No． 3 Ser． No． 139

收稿日期: 2018 － 03 － 07

基金项目: 武汉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和特色学术领域建设计划”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 项目编号: 118 －

410500044)

作者简介: 余永跃( 1967—) ，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党外

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研究基地研究员，武汉大学妇女 /性别研究与培训基地研究员，主要从事生态文明建设与女性发展研究;

雒丽( 1990—) ，女，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研究。

·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解读

余永跃，雒 丽

(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从启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出发，要求将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运用到女

性身上。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女性也是具有理性的人”，通过对女性屈从地位根源的考察，提出赋予女性

同等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参政权，希望以此来解决男女平等问题。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坚持“两性理性无差

异”，并对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进行发展和革新，深入思考“男女平等”，实现了从“追求同样的平等”到“在差异

中求平等”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推动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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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西方女权主义流派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

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①形成两个世纪以来，在实

践和理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作出过历史性的贡

献。虽然女权主义历经三次大的浪潮，今天已经发

展到后现代阶段，但是女权主义产生之初所追寻的

“争取女性自由和权利平等”的目标仍然没有彻底

实现，“女权主义向何处去”的难题依然没有最终

解决。所以，女权主义在走得远的同时，要想走得

好，就十分有必要回到作为女权主义源头的自由主

义女权主义那里，来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
一、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产生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起源于 18 世纪西欧启蒙

运动及法国大革命时期，它与二者的关系颇为紧

密: 前者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思想

理论基础，后者是其产生的重要的社会历史条

件。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时期，再到启蒙运动，

西方一代又一代哲学家、思想家都曾对男女平等

问题进行过思考，发表过诸多重要主张，尤其是

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启蒙运动中提出的自由、平

等、天赋人权、妇女享有政治权利和受教育权等

思想、观点，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产生作好了

思想和舆论上的充分准备。18 世纪的法国大革

命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大规模女权主义运动的兴

起，并且，在这次运动中产生了最早的现代女权

主义流派———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 一)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理论来源

作为人类群体的一半，女性具有不可替代的

重要地位。然而，女性发展的历史却几乎一直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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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着不平等的底色。西方社会从古希腊城邦时

代起就有公民民主的传统，但是公民的身份只是

赋予男性自由人，广大女性则被排除在公民群体

之外。也正是从这时候起，产生了最早的男女平

等思想，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的先哲们在

探讨社会、政治和道德问题时，留下了大量关于

男女禀赋同等、男女教育和社会角色平等的精辟

论述［1］［2］，为后来的女权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

启示。

古希腊之后的中世纪是宗教统治的时代，有

关男女平等、自由等思想都被宗教信仰、保守愚

昧所吞噬，女性无法看清外部世界，也无法看清

自身的个性、价值和权利。随着资本主义关系的

萌芽，文艺复兴运动动摇并破除了封建神学的世

界观和精神枷锁，促进了女性的个性和思想解

放; 涌现出了诸如薄伽丘、托马斯·莫尔、莎士比

亚等哲学家、小说家，他们反对神性，提倡人权，

反对等级制和私有制，提倡一夫一妻制，主张妇

女应该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地位，赞美女性品质，

提倡意志自由和个性解放［3］［4］。这些为男女平

等思想赋予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将

女性的主体形象带进了大众视野。

继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在 18 世纪席卷欧洲

的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卢梭、约翰·洛克等

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高举自由、平等、天赋人

权的理论旗帜，用理性重新审视一切事物，他们

对作为人的另一半的女性的处境也给予了更多

的重视，使得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思想成

为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启蒙运动

中，“女性作为人的价值，首次在自由、平等、博爱

的雷雨中得到洗礼”，启蒙思想家喊出了石破天

惊的呐喊———“女人和男人一样属于共同的人

类”［5］( P1，6)。启蒙思想家们从自然法则理论、社

会契约理论和生理角度对男女平等进行了论证，

主张赋予女性平等的教育权利和政治权利。孟

德斯鸠指出，所有人类生来天然平等，那些认为

女性比男性低级的观念违背了两性平等的自然

法则，因此他提出了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的

口号［6］( P8)。卢梭提倡“天赋人权”“人人生而平

等”，他指出当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之

后，伴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社会的不平等

和两性之间的差别，为了消除这些不平等和差

别，就产生了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和君主，

以此来保护人的各种自然权利，使人们重获平

等。在社会契约之下，公民都遵守同样的条件并

且全部都应该享有同样的权利［7］。洛克和狄德

罗也认为妇女同男子一样具有自由和平等的特

性，她们也能够进行理性思维，所以应该反对蒙

昧主义和奴役妇女的社会制度，赋予妇女和男性

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帮助她们进行理性训练。法

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敏锐地指出，1789 年《人权

宣言》所确立的“在权利方面人生来而且始终是

平等的”原则存在漏洞，他认为事实上妇女几乎

被剥夺了应当享有的全部权利，他在《论妇女的

公民权》中明确主张赋予妇女政治的和法律上的

平等权利，以实现妇女全部的公民权［6］( P13 － 14)。

可以说，是启蒙运动发现了妇女，它唤醒了处于

“无权”状态下妇女的觉醒，为男女平权思想奠定

了思想基础，成为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最为直接的

理论来源。

( 二) 自 由 主 义 女 权 主 义 产 生 的 社 会 历 史

条件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产生，除了启蒙运动思

想舆论上的准备，还离不开法国大革命这一特殊

的社会历史环境所催生的妇女运动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正发生着一场史无

前例的社会大变革，工业革命和大工业生产引发

了社会生产结构的新变化，致使广大妇女的经济

和社会地位大为衰落。工业革命之前，能够带来

收入维持家庭生活的工作多是以家庭为组织进

行、由男女共同手工劳动完成的。比如，纺织业、

服饰业、食品加工业就曾是 18 世纪之前欧洲最

普遍的传统行业，劳动者以妇女居多，并且中世

纪的封建行会对妇女的经济利益负有一定的保

护责任。但是，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生产机械

化，将劳动力主要是具有天然优势的男性劳动力

从私人领域的家庭内部吸引到外部的公共劳动

场所从事社会生产活动，而广大女性却被迫束缚

·2·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3 期



在家庭领域，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公共生活之外。

同时，原来保护妇女经济利益的妇女行会也因受

到工业化的冲击而瓦解，使得广大妇女的境况雪

上加霜。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人们社会

地位的相应变动，妇女因为从事无偿家务劳动而

在经济上依附于从事社会工作领取工资的男性，

女性不仅在家庭内部处于依附地位，在社会上也

普遍被视为弱者而不能享有应有的社会地位和

公民权利。因此，广大妇女在经济、政治和社会

生活中被忽视、被贬低与被压制的状况日益严

重，性别不平等的矛盾也越积越深，而这些性别

的压迫与不平等，自然成为女性觉醒、女权主义

运动勃兴的现实动力。

理性觉醒的启蒙运动，从理论上确立了天赋

人权、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新兴资产阶级向旧社

会的阶级身份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同时，也给了女

性以质疑她们的性别身份的启示。18 世纪末，法

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天赋人权”思想为旗帜，展

开了一场旨在清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贵族政体

的革命运动，法国的妇女们也加入了这场革命，

有时妇女甚至走在男性的前面成为大革命的主

导力量。但是，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妇女们发现

“天赋人权”理论有一个巨大的缺口，即所有的

“天赋人权”只属于男子，与女子无缘，这种思想

上的质疑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遂演化成为一场

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妇女们积极反抗专

制政权，她们领导示威游行，迫使国王离开凡尔

赛宫，还组织成立了一系列妇女组织、团体，西方

历史上第一个妇女大众的政治利益组织———“革

命共和派女公民俱乐部”就成立于法国大革命时

期。这些妇女组织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中坚力

量，她们一方面进行更高层次的妇女权利意识的

唤醒和平等权利的理论探讨，以此来提倡男女平

等; 另一方面还主动参与革命事件和国家政治生

活，利用各种手段向议会施加压力，要求享有和

男性同等的参政权，要求修改婚姻法，提高妇女

的社会地位。1791 年夏，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

之一艾塔·帕尔姆·代尔德在制宪议会上指出:

“妇女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被长期忽视了”，呼吁

议会从法律上给妇女完全平等的权利，因为“自

由人的法律，必须像空气和太阳一样，对所有的

人都是一样的”［8］。同年 9 月，平民妇女领袖奥

林普·德·古热发表了《妇女权利宣言》，宣称:

“妇女生来就是自由人，和男人有平等的权利”。

系统阐述了 17 条妇女权益，并且，她相信自然法

和理 性 将 改 变 对 于 妇 女 行 使 自 然 权 利 的 限

制［5］( P33)。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要求男

女平等权利的宣言，标志着女权主义运动登上了

历史舞台，也使得法国大革命成为男女共同参加

的真正的“人权”运动。上述妇女运动不仅对法

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为全世界妇女的

解放发出了第一声有力的呐喊。更为重要的是，

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想相互碰撞、相互作用，

在其推 动 和 影 响 下，自 由 主 义 女 权 主 义 应 运

而生。

二、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演进逻辑和主要

观点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萌蘖于 18 世纪启蒙运动

的理性之光，正式形成于西方妇女运动第一次浪

潮，进一步发展于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并且一

直活跃至今。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尚无确切概念，

因为它仍然处于重新形成概念、重新思考和重新

结构自身的阶段，但是其思想的根本中心一直没

有改变: 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都是具有同等理性

的个体，应当享受作为人的一切权利，应当自由

选择生活中的角色，挖掘其全部潜能与男人进行

平等竞争，其基本的现实行动主张是以温和、渐

进的方式改善妇女在现行政治和法律制度中的

处境［9］。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来说，实现女性自

由和男女平等是最重要的目标。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按照时间顺序和主要内

容的侧重点不同，在历史发展上形成了前后两个

阶段: 19 世纪中期兴盛的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和 20 世纪 60 至 80 年代兴盛的当代自由主义女

权主 义。自 由 主 义 女 权 主 义 的 代 表 人 物 有 玛

丽·沃斯 通 克 拉 夫 特 ( Mary Wollstonecraft ) 、约

翰·斯图尔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 、哈丽雅

特·泰勒( Harriet Taylor) 、玛格丽特·芙乐( 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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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et Fuller) 、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Elizabeth

Cady Stanton) 、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 和苏

珊·奥金( Susan Okin) ，她们的代表作依次是《女

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妇女的选举权》《19

世纪的妇女》《权利和意见宣言》《女性的奥秘》

《正义、性与家庭》。

( 一) 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认为男女具有同等

的理性和能力，指出男女不平等是由于历史传

统、奴性教育和女性被排除在公共领域及政治生

活之外造成的，它主张女性在教育、就业和政治

等社会生活方面与男性拥有平等的权利和发展

机会，以此来消除男女两性间的差异，最终实现

男女平等。归纳起来，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

理论观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1． 拒绝弱者“标签”，用理性唤醒女性的主体

性意识。在西方传统的哲学思想中，理性的概念

与人的概念紧密相关，而理性的桂冠向来只属于

男性，女性则是感性、弱者的代名词，女性一直被

认为缺乏理性这一人的本质。由于理性排斥了

女性，就导致女性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被排除

在人权之外［10］。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产生之

前，西方哲学家几乎都以“缺乏理性”来理所当然

地论证女性天生比男性低劣②，使得广大妇女把

自己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底层地位和受压迫

境况当成天经地义，这种逆来顺受的心理依赖和

社会行为又将广大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

层层密封，迫使女性的自我和灵魂自动地从女性

身上萎缩、渐趋消亡。作为女性主义的起点，自

由主义女权主义率先吹响了唤醒女性主体性意

识的号角，它从“女性也是具有理性的人”这一论

断出发，提出女性应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主体地

位和权利，它鼓励女性承认自我、发挥主动性，大

胆喊出了“男女平权”这一口号。

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将启蒙运动中自由

主义思想运用到妇女群体中，它依据“人人具有

同等的理性潜能”这一假设，主张天赋人权、人人

生而平等，反对女性比男性低劣的观点，它认为

女性和男性在理性上并无差异，都是理性人。所

以，女性应该拥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应该具有

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即“女性作为人类

整体的一半，应该有与男子一样多的自由，能够

决定她自己的社会作用”［11］( P284)。1792 年，早期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玛丽·沃斯通克

拉夫特在被称为“女权主义基石”的《女权辩护》

中提出:“从性质上来说，不仅在德行上，哪怕是

在知识上，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样的，只是程度不

同而已; 女人不仅应被看作是有道德的人，而且

也是有理性的人。”［12］( P29) 她认为女性不是“男人

的玩偶、拨浪鼓”，女人不仅仅是为了成全他人幸

福或完美的“手段”或工具。相反，女性是理性的

主体，她 们 有 尊 严，包 括 有 自 我 决 定 的 能 力。

1869 年，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也明确地指

出:“我 确 认，规 范 两 性 之 间 的 社 会 关 系 的 原

则———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

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

碍之一。我认为这个原则应代之以完全平等的

原则，不承认一方享有权利或特权，也不承认另

一方无资格”［11］( P284)。

同时，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还要求社会

“按照公正的原则分配给个人履行的特殊社会职

能应以个人能力为标准”［13］( P255) ，而不是以性别

为依据，要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不论男女都能得

到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真正实现妇女的理性和

能力。对此，穆勒指出: “人不再是生而即有其生

活地位并不可改变地被钉在那个位置上，而是可

以自由地运用其才能和有利的机会去获取他们

最期望的命运”［13］( P269)。并且，早期自由主义女

权主义强烈反对政府干预，甚至反对议会通过任

何保护妇女权益的立法，她们认为政府的干预实

际上是把妇女当成社会弱者，是对她们平等人格

的否认，主张通过妇女的个人奋斗来实现妇女解

放。这些思想对唤醒当时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

我意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质疑性别差异“传统”，分析男女不平等的

根源。

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论证了“男女在理

性上平等”“女性应该具有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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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她们并没有止步不前。面对当时社会中男

性处于优势地位这一不争的事实，早期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者进一步思考: 看似“合情合理”的性别

差异到底是如何形成的? 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又

是什么? 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们给出了自

己独特的见解，同时也打开了女权主义探讨“平

等与差异”这一理论难题的先河。

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受天赋人权和自

由主义的影响，反对强调性别差异，认为性别差

异是阻碍男女平等和人类解放的巨大阻碍，激烈

地抨击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性别歧视，并且着重探

讨了女性受压迫、被区别对待的根源。

首先，妇女受奴役的主要根源在于历史延续

中所形成的屈从地位。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者指出男人凌驾于女人之上的缘起是生理上的

优势变成了习惯上的特权，男性的能力得到了社

会认可之后，“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

结构巩固了男人的支配地位，并使之成为一种历

史“传统”。这种“传统”得到了当时法律和制度

体制的承认，将现实中的事实变成了法律上的权

利，使得 两 性 的 不 平 等 关 系 存 在 变 得“合 情 合

理”，进而导致在家庭中丈夫对妻子、孩子享有全

部的所有权，妻子得不到与男性同等的平等权

利，更 得 不 到 尊 重 和 理 解，没 有 任 何 人 权 与

自由［13］( P255 － 272)。

其次，社会文化对妇女的奴性教育也是导致

女性在思想和经济上依赖、顺从于男性的重要因

素。表现最明显的是卢梭在经典著作《爱弥儿》

中让男学生爱弥儿接受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

然科学等教育，期望将其培养成为“理性深邃的

男人”; 而只让女学生索菲涉猎艺术、小说、音乐

知识，目的是将其培育成温顺、忍耐、善解人意、

尽职尽责的贤妻良母。鉴于上述“贤妻良母主义

的女性观”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沃斯通克拉夫

特在《女权辩护》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曾经阅

读各种讨论教育问题的书籍，耐心地观察过父母

的行为和学校的管理情况，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呢? 我深信忽视对于我的同胞们的教育乃是造成

我为之悲叹的那种不幸状况的重大原因。”［13］( P3)

她强烈反对这种“培养女子的柔顺品德”“主张女

子依附、献殷勤给男子”的女性教育和女性观，认

为这剥夺了妇女发展理性和她们作为人的潜能，

是对女子的奴性教育思想，加强了女性对男性的

屈从。

再次，广大女性被排斥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生

活之外，长期受困于家庭，没有能力、精力和自由

从事其他生产和创造活动，导致其丧失职业技

能，真正沦为家庭、婚姻的奴隶，从而进一步巩固

了男女之间的差异和不平等状况。早期自由主

义女权主义代表人物泰勒认为女性和男性一样，

她们的首要责任是“谋生”，应该优先考虑工作和

事业，而非婚姻和母职。泰勒鼓励女性走出家庭

寻求机会获得收入，努力成为男性在“劳动和收

获、工业生产的冒险和报酬”［14］( P22) 等方面的同

伴而不是仆人，希望女性通过进入公共领域获得

经济收入和地位来改变男女不平等状况。

3． 抨击权利歧视和排斥，探寻妇女解放出路

围绕上述对男女不平等根源的探索，18、19

世纪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倾向于将男女不

平等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教育和社会环境因素。

所以，两性在教育、社会、经济等各方面享有权利

的差异成了她们主要的抨击目标，也成了她们探

索出路的主要突破点。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者将“男女平等”理解为两性在“同一性”基础上

的“权利平等”，她们将使妇女拥有以教育权、就

业权和参政权为中心的各项自由权利作为实现

“男女平等”的主要途径，希望通过为妇女争取各

种平等的权利、机会和地位，来尽可能淡化两性

差异，从而实现男女平等。

首先，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同

男性一样具有理性和思考的能力，女性长期被认

为缺乏才智和能力低下，关键是缺乏有效而平等

的教育，是教育机会的不均等造成了两性在理

性、能力和心理方面的差异，所以，她们主张赋予

女性平等的教育权。沃斯通克拉夫特指出: “为

了让社会契约实现真正的公平，并且为了传播这

些唯一能改进人类命运的启蒙性的原则，必须让

妇女将她们的德行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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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和男子们一样受到同样目的的教育，否则这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目前已由( 于) 无知

和低级趣味使她们处于次要的位置了，以致不配

和男子相提并论了; 否则，她们用和蛇一般的狡

猾蜿蜒地攀登上知识之树，所得的仅仅是足以让

男人们误入歧途的东西。”④穆勒和泰勒也认为社

会要达到性别平等，就必须给妇女提供男性乐于

享有的、同样的受教育机会。早期自由主义女权

主义者相信: 只要改造了传统的教育体系，只要

让女性也能像男性那样接受系统的理性教育，即

让妇女享有平等的教育权，那么她们一定能成长

为在道德上可自主决定、同时亦可“审慎”地实现

自我的理性主体，并最终获得在公共领域与男子

平等、自由竞争的全部能力①。

其次，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要求保证女

性的自由劳动权，即妇女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她

们认为在一个公平的社会，男女两性应该在同等

的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并且深信如果女性得到

了与男性同等的就业竞争机会，女性将会成功。

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穆勒强烈呼吁两性享

有平等的劳动权，反对人们“借口用天然素质来

决定妇女是什么或不是什么，能做什么或不能做

什么”［13］( P308) ，他强调用法律保证女性参与公共

领域的职业工作，铲除传统立法在就业上的性别

歧视、性别隔离。并且，穆勒还要求公共部门和

私营企业的岗位对女性平等开放，“接纳她们进

入迄今为男人独占的一切职务和职业”［13］( P301) ，

让男女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凭借个人能

力获取发挥自己潜力的机会。他认为女性参加

社会工作，不仅能够实现自身价值、促进男女平

等，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对整个社会和人类

发展也是有益的。总的来说，早期自由主义女权

主义者主张从法律上保护和支持女性突破家庭

这一私人领域的限制，进入公共领域参加工作，

鼓励女性抛弃传统的“女仆”角色，和丈夫一起养

家糊口，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女性成为男性的伙

伴而不是奴仆。

再次，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所提出的男

女平等方案不仅仅局限在教育与就业权利的领

域，她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女性应当获得相应的

参政权。穆勒认为妇女的参政权是保障自身权

利的主要手段，建议赋予女性选举权，以倾听广

大女性的心声，因为:“男人可获得的有关妇女的

知识，即使是关于她们的过去和现在而不涉及她

们将来可能怎样，也不幸地是不完整的、表面的，

并且直到妇女本身说出她们要说的一切以前，将

永远是如此。”［13］( P277) 如果不允许女性参政，女性

就没有表达和维护自己利益的渠道，那么女性就

永远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处境。穆勒相信，只

有赋予女性参政权，让她们有机会行使政治权

力，才能唤醒她们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为她

们真正获得解放创造条件，“妇女要求选举权就

是为了保证她们得到公正平等的考虑”［13］( P304) ，

如此，“她们再也不会与孩子、白痴同类，不会没

有能力照顾自己和别人，毫无价值的耻辱将从两

性中消失”。［16］

( 二) 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从 18 世纪产生起，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就一直是女权主义的主流，但是一战之后，整个

女权主义遭受了从理论到现实的挫败，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新左派运动兴起，女权主义才走出

低谷并迎来第二个高潮。在此阶段，自由主义女

权主义发生了一些新的转变，得到了进一步发

展，形成了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贝蒂·弗里丹的著作《女性的奥秘》在思想

上引起了第二波女权运动，也成为当代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的先声。此后，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当代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作品: 詹内特·理查兹的《怀

疑一切的女权主义者》( 1982 ) 、格罗里亚·斯蒂

奈姆的《愤怒的行动和日常的反抗》( 1983 ) 、苏

珊·欧金的《性别、正义与家庭》( 1990 ) 等，她们

的思想代表了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主要观

点和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继承，二

是继承中有所发展，三是产生了新的变化。

1． 继承: 继续坚持男女两性都具有相同的理

性。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继续坚持早期自由

主义女权主义的“两性理性无差异”理论，认为男

女两性在本质、能力尤其理性上没有太大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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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也够能做到，女性拥

有同男性一样的理性。因此，当代自由主义女权

主义反对社会将勇敢、自信、进取等理性优点给

予男性，而把怯懦、轻浮、封闭等一系列关于感性

的缺点给予女性，认为这是社会舆论对女性的误

解和偏见，甚至是排挤、压制妇女的借口，是毫无

根据的。因此，社会对女性应该一视同仁，因为

所有人都应该从社会得到平等的机会去发展他

们的理性和道德禀赋，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够充

分实现自己的个性。

2． 继承中有所发展: 争取的具体权利覆盖公

共领域和家庭。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对具体权利

的争取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反思过程。早期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特别看重妇女的受教育权利，

将其看作是养成与男性同等理性的关键。19 世

纪后期，她们逐渐意识到政治地位相当重要，于

是呼吁妇女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在继续为女性在

公共领域争取平等的受教育权、选举权、就业权

以及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地位的同时，也开始为女

性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地

位。一方面，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指出妇女

只有打破“女性奥秘的束缚”，走出家门，实现社

会生活中的自我，把长期的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

结合起来，才能获得社会性别平等［17］。另一方

面，为了解决女性在参与社会工作的同时仍需照

料家庭所面临的双重压力，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

义者认为儿童抚育、家庭照顾责任是阻碍女性同

男性平等竞争的重要障碍，并且进一步阻碍了社

会、经济等领域男女平等目标的实现。所以，应

该赋予女性自由选择生育的权利、财产与经济

权、家庭支配权等，而且，男性应该同女性一起来

承担家庭照料责任［18］。

3． 新变化: 从“追求同样的平等”转变为“在

差异中求平等”。产生之初，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歧视妇女的现象进行了批

判，并基于自由和平等的普遍价值提出了“男女

平等”的要求。在当时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

的思想中，男女平等意味着女性向男人看齐，要

求拥有同男人一样的权利，社会不仅应该给予女

性与男性同样的教育，而且也应该给予女性与男

性同样的公民权利和工作机会。并且，早期自由

主义女权主义反对政府对男女平等问题进行任

何干预、调节，提倡妇女个人奋斗和男女公平竞

争。她们相信，只要歧视性的法律和制度被取

消，女性得到和男性同等的待遇之后，妇女解放

自然就实现了。然而，事与愿违，社会中许多现

实状况仍然对男性有利而对女性不利，更严重的

是，在女性热衷于进入公共领域参加工作的同

时，她们却不能停下家庭照料工作，这使得广大

女性承受了妇女解放的双重压力。这些困难促

使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开始重新思考“男女

平等”，她们认识到女性仅仅获得同男性一样的

平等权利是不够的，因为这种法律上的平等权利

只是一种形式，她们需要的东西不能只是形式上

的平等，而应该是实质上的平等。

与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相比，20 世纪 80

年代的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思想产生了一些

新变化。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开始摒弃过去

的“女性男性化的平等标准”，更加强调“两性差

异基础上的平等”，她们相信全社会只有像重视

“男性气质”一样重视“女性气质”，即“让女人成

为女人”，而非“建议女人像男人一样”，女性才能

真正和男性平等［14］( P37 － 39)。表现最为明显的是

对“政府介入”的态度转变，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

义主张“非政府干预”的妇女个人奋斗，而当代自

由主义女权主义积极支持和要求政府对妇女问

题尤其是“男女平等”给予充分的干预和调节，甚

至要求对妇女权利加以福利性质的立法保护和

优待。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一改“18、19 世纪

要求女性应该得到和男性一样的对待”这一态

度，转而认为“妇女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应当得

到政府的优待”［19］，积极要求并支持政府对女性

解放相关的领域进行广泛的干预，例如对养育子

女的单身女性给予政府津贴、女性在企业中有优

先受聘权、家务劳动的社会化等。当代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第

二阶段》两部著作相继问世，正是从“追求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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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到“在差异中求平等”这一思想转变过程的

完整再现，同时，这也说明了当代自由主义女权

主义这一历史性转变具有重要的现实性意义。

三、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历史评价

通过上述论证可知，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启

蒙运动中的自由主义思想为理论出发点，要求自

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思想在女性身上也得到运

用。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借鉴和吸收了其中

的理论精华，指出“女性也是具有理性的人”，唤

醒了广大妇女的主体性意识，通过对女性屈从地

位形成的根源进行考察，提出赋予女性和男子同

等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和参政权，希望以此来解

决男女平等问题。当代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继

续坚持“男女两性具有相同的理性”这一早期自

由主义女权主义主体思想的前提下，对其主要内

容进行了发展和革新。它不仅为女性争取公共

领域平等的受教育权、选举权、就业权; 同时，也

为女性在家庭中争取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最为重

要的是，它对“男女平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实现

了从“追求同样的平等”到“在差异中求平等”这

一历史性的思想转变，推动了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思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从早期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到当代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尽管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过不可回避的问题，比如，早期以男性规范

为平等标准，淡化、忽视了女性自身特质; 在关注

女性公共领域权利问题的时候，却忽略了争取女

性在家庭和私人领域的权利; 其批判对象主要针

对教育、法律上等形式上的不平等，而未能触及

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社会传统这一根本。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历

史上作出过重要的实践和理论贡献。

一方面，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实践中为 20

世纪西方女性争取了许多实际权益。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的理论主张曾在社会行动层面引发了

大规模的女性同工同酬运动和各国女性争取选

举权的运动，这些运动促成了当时许多国家的重

大变革，使得多数国家在立法上规定女性与男性

享受同等的高等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同等的参

政权和代表权，这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和主

体意识的提高功不可没。而且，它使得女性成为

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力量，女性全面参与社

会生活在世界范围内开始成为各个国家都必须

正视与接受的现实。

另一方面，面对各种质疑和责难，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始终以“男女平等”为旨归，敢于正视和

不断思考自己在思想、实践领域存在的不足，并

且积极地探索、发展完善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观

点。正是在这种不断反思批判、选择性的继承和

创新中，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才能自我完善、生生

不息，直到今天依然是女权主义流派中影响力最

大和最主要的流派之一。同时，它的一些理论观

点和自我革新的精神也为后来众多的女权主义

甚至是后现代女权主义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

食粮和精神启迪，使得我们在后来出现的女权主

义思想中总能看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闪烁的思

想光辉。

注释:

① 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亦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或“平

权女性主义”，本文对三者不作特别区分。近些年在

后现代语境下，国内学者因“女权主义”的政治运动

意味过浓而理论研究意蕴不足，以及容易使人误解

为女性企图获得凌驾于男性之上的特权而引起不必

要的抵触情绪，大多趋于将“feminism”译为“女性主

义”。但是，本文认为基于西方现代女权主义“强调

两性平等”“强调女性中心”所蕴含的强烈的权利色

彩，将“feminism”译为“女权主义”是恰当且符合当

时的历史事实的，故本文使用“自由主义女权主义”。

②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西方古希腊、文艺复兴、启蒙运

动各个时期均有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文学家提倡“男

女平等”，但是这些毕竟只是少数，在当时看来属于

微弱的“异端”，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和深刻的

影响。总的说来，妇女的解放不仅仅要依赖于资产

阶级整体的“平等”理念，更要依赖于性别意义上的

“平等”，而这只能由女权主义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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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Liberal Feminism
YU Yongyue，LUO Li

(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Liberal feminism according to the liberalism of the Enlightenment，it requires than ideas such as
freedom，equality and human right as inborn are applied to female． Early liberal feminism insisted that
“women have an equal rational capacity”，and it proposed that giving women equal right to education，em-
ployment and particip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source of female subject status，in view of
realization of gender equality． Contemporary liberal feminism has developed and regenerated early liberal fem-
inism，gone through historic transformation from“full equality between men and women”to“gender equality
with difference”based on the gender equality，and has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iberal
feminism．
Key words: liberal feminism; equality between all men and women; gender equality with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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