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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理论研究·

近１０年国内学界关于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妇女理论的研究述评

黄　斐

（北京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　要：对近１０年国内学界关于男女平等价值观的理论基础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妇女理

论的相关研究成果与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可以发现，总体来看，１０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妇

女理论的研究较之以往在广度与深度上均有所提升，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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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男女平等的追求，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

重要主题。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崛起和

人的发现使女性在追求平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

大步，中国的性别平等之路虽然起步较晚，却在

新中国成立以来取得了巨大发展，女性摆脱了过

去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成为了能够与男性并肩

促进国家社会发展进步的群体。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男女平等作

为基本国策首次被写入报告。虽然女性的地位已

大大提升，但对女性的歧视并未完全消失，只是以

更加间接和隐蔽的方式存在，男女平等价值观的弘

扬依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在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中，对于性别平等的追求是其不可或缺的部

分，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妇女解放视为全人类解

放的一部分，列宁、斯大林等人也为妇女解放作出

了理论与实践贡献。可以说，男女平等价值观是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本质与核心内容，构建有

中国特色的男女平等价值观理论，有必要对马克

思主义妇女理论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这也是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必然要求。因此，笔者试图梳理和评述近 １０

年国内学界对男女平等价值观的理论基础研究

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妇女理论

研究，以期对今后该领域研究的拓展有所助益。

１０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

林妇女理论的研究取得长足进步，相关论著陆续

出版、大量论文发表、各类学术理论研讨会召开，

这些都有力推动了该领域的研究。

一、１０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
妇女理论研究

由于马克思专门研究妇女理论的论著较少，

其观点基本散见于其他作品中，且这些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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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与恩格斯合著完成，比如《神圣家族》《德意志

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加之马克思、恩格斯

属于同一时代，所以学界在研究时通常将二者作

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产生的历史

背景

综合学界观点，笔者将马克思、恩格斯妇女

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归纳为三点。第一，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生

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的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社会确立下来，资本主义制

度确立。由于机器大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急剧

增加，许多妇女走出家门开始加入社会生产领

域。第二，妇女受压迫的社会现实。有学者指

出，１８４８年革命之前的德国，封建主义思想尤其

是菲薄女性的大男子主义意识仍然十分浓厚，马

克思人权伦理理念即形成于这样的社会背景

下［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不仅没有使妇

女的地位提升，反而使其陷入更悲惨的压迫中。

第三，妇女自身解放意识的兴起。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使大批女性加入社会生产，促进了女性的经

济独立，其家庭地位得以相对提升，这使得女性

的自身意识逐渐觉醒，越来越多的女性要求获得

与男性同等的权利，要求减轻社会与家庭加之于

自身的压迫。

（二）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主要内容

１．女性地位的嬗变。女性地位变迁的历史

主要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

中得到详细阐述。学界对女性地位划分阶段的

分析基本一致，分别为群婚制、对偶婚、专偶婚。

群婚制时期男性与女性处于比较平等的状态。

对偶婚时期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子保持相对稳定

同居生活的婚姻形式，但双方的离散比较自由，

关系很脆弱。从群婚制到对偶制发展的原因，有

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是自然选

择的结果，在发展过程中，人类逐渐发现了自然

选择的秘密，并开始运用人特有的主观能动性去

改变人种的质量，许多婚姻禁例便应运而生［２］。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自然选择和社会生产发展双

重因素作用导致对偶制家庭产生［３］。专偶制时

代男性在家庭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女性成为男

性的附庸，专偶制从一开始就是对女性而不是男

性的专偶［４］（Ｐ２９）。

２．女性地位变化的原因。对此，学界主要存

在以下几种观点：（１）私有制根源论。该种观点

认为私有制的产生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２）社

会关系变化论。该种观点认为生产方式和交换

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生产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革，

从而引起男女地位的变迁。尤其是在资本主义

社会中，现代大工业的发展使大批妇女成为社会

劳动者，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从而成为受压

迫的群体。（３）一夫一妻制度论。该种观点认为

伴随着父权制产生的一夫一妻制使男性与女性

的关系建立在财产的基础上。为了维护父系继

承的家庭形式，在一夫一妻制家庭中产生了男性

对女性的奴役和两性对抗［５］。（４）女性生理论。

该种观点认为随着畜牧、奴隶制等生产方式的兴

起，女性囿于生理条件的弱势而被排斥于社会生

产之外，只能从事家庭内的私人劳动。当女性的

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的公共性质后，便沦为了家

庭的奴仆［５］。

３．女性的解放路径。学界对于马克思、恩格

斯女性解放路径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１）政

治解放。女性要彻底摆脱受压迫的困境，就要废

除导致压迫的根源———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

有制。（２）经济解放。经济解放与政治解放紧密

相连，只有废除剥削制度，才能实现女性的经济

权利的解放。（３）思想解放。即唤醒女性的自由

自觉的认识和把握自我与非我的自主能力，通过

唤醒妇女的主体性意识来达到思想上的解放［６］。

（４）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有学者认为，妇女解

放与人类解放的发展阶段具有一致性和普遍性。

政治解放、经济解放、思想解放三者共同推动和

促进妇女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实现［７］（Ｐ２）。此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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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不能脱离阶级解放，

但阶级解放不等同于妇女解放，妇女与男性有不

同的特殊利益［８］。

（三）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影响

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评价普遍

较高，认为其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

对当今我国妇女问题的解决有指导价值与现实意

义。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１）对西方女性

主义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成为

后来女性解放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有观点认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后来的“女权主义”或“女性主

义”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女性解

放思想的影响发展演变而来的［９］。（２）对中国的

影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传入中国，使中国的传

统妇女观发生变革，并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妇女政

策，中国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影响，产生

了毛泽东妇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３）对当代中国的现实指导意义。多数学者认为，

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对于解决当今中国社会

存在的妇女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然具有

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有观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

的妇女解放思想对于唤醒妇女解放的主体意识和

自我解放意识，促进妇女的经济解放和独立有重要

意义［１０］。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研究总体上

成果比较多，研究范围较为全面与深入。在马克

思、恩格斯的著作与文章中专门论述妇女问题的

较少，目前已知比较著名的有《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其他观点则以比较零散的形式出现

在其余著作与文章中，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全人类

解放的理论里。因此，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妇

女理论，应将其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理论视野

中，才能够获得比较全面的认识。同时，应注意

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思想与西方传统女性主义

以及欧洲近代政治思潮之间的关系，这使其获得

更大的理论张力与话语空间。此外，在现有的研

究成果中，立足于文本的研究依然较少，缺乏立

足文本的深入分析，也鲜少有文章梳理马克思、

恩格斯妇女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具体变化与他们

的整体思想流变之间的关系，相比马克思、恩格

斯其他理论的研究，妇女理论的研究依然有待

拓展。

二、１０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列宁的妇女理论

研究

苏联解体后，国内学界对苏联妇女理论的研

究普遍比较忽视。近年来，研究成果略有增多，

但总体而言，与马克思、恩格斯妇女理论的研究

相比，列宁妇女理论的研究成果仍较少。

（一）列宁妇女理论的时代背景

对列宁妇女理论时代背景的研究，主要存在

两种视角。第一种视角着重从国际环境背景来

探讨列宁妇女理论的产生。世界资本主义危机

的加剧与资本主义世界妇女生存状况的恶化，是

列宁妇女理论产生的背景［１１］。第二种视角则认

为国际背景与国内背景的双重作用促进了列宁

妇女理论的诞生。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妇女的

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国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的资产阶级妇女运动与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兴起。

这些成为促进俄国妇女解放的时代前提［１２］。在

理论来源方面，主流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

倍倍尔、蔡特金、柯伦泰等人的妇女理论与实践

对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也

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空想社会主义也

是列宁妇女理论的思想来源①。

（二）列宁对妇女解放的实践性探索

学界关于列宁对妇女解放的实践性探索归

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１．从法律上保障男女平等。列宁首先主张

在法律上实现男女平等。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废

除了限制妇女权利的法律，颁布了一系列保障男

女平等的法律法规［９］。

２．鼓励妇女参与社会劳动，从家庭的烦琐事

务中挣脱出来。这主要是经济解放层面的实践

性探索。多数学者认为列宁主张妇女不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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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奴隶，应探索一条更好地解决家务劳动的

途径。

３．保障妇女的政治权利。实践方面，列宁坚

持从政治的角度观察妇女问题，并将妇女解放任

务作为党的任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十月革命后，

列宁对妇女政治参与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

见［７］（Ｐ２５）。成果方面，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政

权为劳动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开辟了广阔的

道路［１２］。

４．其他保障，比如婚姻自由、平等的受教育

机会等。婚姻自由方面，列宁支持妇女获得离婚

的权利，促成苏维埃新政权通过新的《婚姻

法》［１３］。在教育方面，列宁早就树立了妇女人才

思想，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纲修改草案中提

出：“对未满十六周岁的男女儿童一律实行免费

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①。

（三）对列宁妇女理论的评价

对于列宁妇女理论的评价，学界褒贬不一，

大部分学者都肯定了列宁妇女思想的进步意义，

也有学者指出了列宁妇女思想的局限性。

多数学者认为，列宁妇女理论的进步性主要

表现在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上。列宁的妇女思

想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进一

步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仝华、康沛

竹认为，列宁和斯大林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把马

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由科学理论变成了现实，并在

实践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４］（Ｐ１７）。实践意义则体现在列宁的实践性探索

对俄国的妇女运动、世界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以及

我国的男女平等与妇女解放具有启示意义。

也有部分观点指出，列宁的妇女思想有其时

代的局限性，主要包括理论性缺陷与实践性缺

陷。理论缺陷表现在列宁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

影响，导致其妇女理论也富有空想色彩，脱离实

际。在探索妇女解放的规律方面，把妇女解放从

属于阶级解放，忽视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特殊规

律。在实践方面，主要体现为因理论缺陷而引起

的实践中的简单化、一元化倾向。列宁在实践中

过多强调妇女解放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性、一

致性，忽视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自身规律，致使其

所提出的方法措施没能收到好的实践成效，过分

夸大阶级对立而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

总体而言，对列宁妇女理论的研究，实践性

探索方面相对较多，而时代背景、理论来源、评价

方面较少，研究成果在深度上还有待加强。列宁

妇女理论的产生既有现实环境因素的影响，也有

其理论渊源，应把列宁的妇女思想放在马克思主

义妇女理论的总体视野中，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部分，注重列宁

的妇女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一脉相承的关系，

以及其对之后苏联妇女解放的奠基性作用。同

时，应注意列宁对苏联妇女解放的探索与国际上

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交相呼应与相互作用，在此

基础上研究列宁的创新性贡献。现有的研究成

果较为碎片化，还未成体系。在局限性评价方

面，虽然有观点指出列宁的部分理念措施脱离实

际，有简单化、一元化倾向，但缺乏对造成这种情

况的原因分析，这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背

景仍有值得探讨之处。

三、１０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斯大林的妇女理论

研究

对斯大林妇女理论的研究总体较少，在已有

的成果中，笔者将其最主要的内容归纳为３点。

（一）妇女的地位与作用

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斯大林对于妇女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是持肯定态度的。斯大林

多次在各种演说以及文章中充分肯定了妇女的

伟大作用。例如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７日，斯大林在“致

山民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贺电中，指明了妇

女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对妇女在解放运动

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了正确评价。１９２３年１１月

１０日，在纪念女工和农妇第一次代表大会五周年

会议上，斯大林正式提出对劳动妇女进行政治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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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妇女解放的实践性探索

斯大林不仅在理论上肯定妇女的作用，而且

在实践上鼓励女工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为妇女的

劳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对此，学界认为斯大林

在实践探索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主张妇女要

接受教育。也有研究者从斯大林在国家建设中

的表现进行分析。斯大林积极吸收妇女参加社

会公共劳动与苏维埃工作，将能使妇女纳入公共

劳动的合作社从经济领域推广到政治、文化各个

领域，从城市推广到农村；大力开展集体农庄运

动，在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实施集体农庄的劳动

日制度，推进农村中男女平等的实现和妇女的自

由劳动①。

（三）对斯大林妇女理论的评价

对此，学界存在争议。多数观点认为斯大林

推进妇女教育的实践使妇女的素质大为提高。

也有学者指出斯大林的妇女解放实践存在一定

局限。例如，斯大林过于强调妇女解放对某一项

任务的服务或服从，使妇女解放受到一定的局限

而缺乏历史的连续性总结［１４］。在对待斯大林妇

女理论的态度上，除了少数两极分化的评价外，

大部分学者都持比较客观的态度，认为我们既要

吸取其理论和实践中有意义的部分，也要认清其

局限和不足，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对斯大林妇女理论的研究，总体上较为薄

弱。由于一手资料缺乏，现有的研究资料也少，

阻碍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而且苏联解体

后，国内外学界对斯大林多持否定批判态度，一

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其妇女思想与实践的研究。

对斯大林妇女理论的研究应放在具体的历史环

境和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去分析，避免以当下的标

准衡量过去。在当时面临苏联内部的急速发展

需求与国际环境的威胁背景下，注重命令的绝对

服从与简单一元化的发展模式有其原因，在这种

整体环境中，斯大林妇女解放的探索不可避免地

带有苏联模式的痕迹。因此，应当以客观的态度

探讨其理论与实践。

四、结论

１０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斯大林的妇女理论的研究，综合起来，呈现如下

主要特点：从研究总量来看，对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斯大林的妇女理论研究比以往大为增加，

相关论著与文章的数量均呈上升趋势，相关课题

的启动有力地推动了理论界的研究；从研究内容

来看，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为主，其中尤

其以恩格斯的妇女理论研究数量最多、内容最为

全面；从研究视角来看，以概括性研究为主，对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妇女理论研究主要

集中在理论与时代背景、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妇

女解放的途径与实践性探索、理论影响与当代价

值等几方面；从研究方法来看，以文献研究为主，

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著

作、文章、会议发言等的文献整理总结其思想理

论。

尽管相关研究已取得一定进步，但仍存在诸

多不足。第一，研究数量有待进一步增加。相关

论著、文章总体数量仍然较少，研究空间有待进

一步拓展。第二，研究重点不平衡，整体性、体系

性研究不足。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研

究相对较多，列宁、斯大林的妇女理论研究则较

少，而且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数是对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其中一人或者两人的研究，较为

零散，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整体研究成果较

少，宏观视角研究与理论体系的构建仍然有待完

善。第三，研究深度不足，创新性成果少。高层

次、高质量期刊文章较少，多数观点雷同，研究内

容重复，理论性归纳不足，有待深度挖掘。第四，

研究方法陈旧。多数以文献性研究为主，缺乏跨

学科思维，导致创新性研究缺乏。

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妇女理论

的研究应立足文本，超越简单的文献概括，提高

理论深度；进一步加强整体宏观性研究，探讨马

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妇女思想之间的联系

与区别，使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形成完整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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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提升其理论与实践价值；可加强对比性研究，

例如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与西方女性主义的对

比性研究，丰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理论张力；

有必要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政治学、社会

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注释：

①　见王海涛《列宁、斯大林妇女观研究》，北京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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