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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家庭思想集中体现在
其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自该著作1884 年出版以
来，国外学者对恩格斯家庭思想的
研究大致经历了兴起、高峰、低谷
以及复兴四个阶段。他们从各个
视角考察了恩格斯的家庭思想，主
要围绕性别不平等根源、妇女解
放、《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史料及论据、马克思恩格斯家庭思
想的关系等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
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为我
们研究恩格斯的家庭思想提供了
参考。

来源：《太原学院学报(社会科
学版)》2023年第2期

学人关注关注

（白晨 整理）

在性别研究中革新知识生产体系

佟新教授的《性别

社会学》近期出版，该

书是在前两版《社会性

别研究导论》基础上修

订完成的。本文作者

在对三个版本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提出，新版

《性别社会学》作为高

等教育教材，充分显现

了“性别”在学科建设

中的重要意义，在回答

性别与文化之间如何

“社会化”“中国化”“平

等化”三个问题中，彰

显了丰富的理论价值，

这本书是所有具有性

别身份的人都应习得

的基础知识和必须掌

握的基本常识。

阅读提示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要继承

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

优良作风。本文结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

区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对妇女问题的调查进

行思考，阐述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的“三

个自觉”，并提出在新时代妇女发展的调查

研究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指

导的政治自觉；坚持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的思想自觉；坚持运用多种调查方

式并对调查成果有所展示的行动自觉。

“三个自觉”对新时代妇女发展调查研究的启示
研究视窗视窗

《妇女对农业节
水影响综述》

《算法自动化决
策背景下的女性就业
歧视与规制》

《民国时期大众
报刊中的女打字员形
象阐释》
作者：章梅芳 姜心玉

通过对民国时期大众报刊有
关打字员的新闻、漫画及广告等进
行文本分析，文章发现当时大众报
刊上出现了两类相互矛盾的关于
女打字员的形象话语，即“胜任、生
利、独立”的正面形象和“花瓶、娇
妻”的负面形象；结合有关档案史
料，分析认为正面形象因社会经济
发展需要、女学及妇女解放思潮的
兴起，促使女性积极走出家庭、走
入社会而起，负面形象则因旧有劳
动性别分工观念的强大惯性及男
权文化焦虑使然；这两种形象的并
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性别文化尤
其是劳动性别分工观念在社会转
型时期呈现的新旧杂糅的特点。

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作者：王亚慧

算法自动化决策在就业领域
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但算法技术
并非中立无偏，而是将偏见和歧视
内嵌到决策系统当中。以弱人工
智能时代存在的算法歧视为背景，
通过对我国就业和算法领域的现
行法律体系进行比较法分析后，明
确女性就业中算法歧视规制应重
点关注的社会底层歧视逻辑、大数
据谎言和算法技术批判。以此为
基础，提出修正社会底层逻辑，释
放女性人口红利；跨越性别数据鸿
沟,由大数据向高质量数据转型；
以技术批判理论为指导，全流程深
度规制就业领域算法性别歧视的
建议。

来源：《上海法学研究》集刊
2022年第22卷

作者：刘韵非 姜文来 刘聪

文章基于文献梳理的视角，采
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归纳法，类列
出现有研究对妇女对农业节水影
响的定性，界定妇女赋权的概念，
提出利用微观调研数据定量分析
不同因子对妇女节水的影响及其
单个因子的贡献率。结果显示，农
业女性化是工业与农业竞争发展
博弈的结果，尽管该趋势延续与
否、对农业生产发展利弊的判定尚
不明确，但是农村劳动力性别结构
变化确定无疑，妇女更深程度地参
与了农业生产多个环节，农业劳动
也相应更多地落在了妇女肩上。
作者提出，妇女成为农业灌溉的主
要力量，却因受限于教育程度相对
偏低、劳动压力大、社会地位边缘
化等原因影响了其在农业节水中
的表现。赋予妇女权能，使其能在
承担了灌溉劳动的同时有机会参
与水资源的管理，激发妇女在农业
节水中的积极作用。

来源：《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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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关于
恩格斯家庭思想的研
究述评》

■ 畅引婷

佟新教授的《性别社会学》一书是在
前两版《社会性别研究导论》基础上修订
完成的。三个版本历时将近20年，从中
不仅可以反映中国妇女/性别研究的发
展历程，而且能够折射妇女/性别研究在
知识生产领域的巨大变革。该书作为北
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在性别知识传播
方面意义非凡。相较于前两版，第三版有
以下显著特点。

在与时俱进中建设学科

《性别社会学》这部教材充分显现了
“性别”在学科建设中的重要意义。首
先，“性别”作为社会学的前缀，发展了传
统社会学的理论范畴和分析框架，打破
了学术研究领域对性别不平等权力等级
关系的盲视现象，以及以男性作为“人”
的代表对女性经验忽视的状况，丰富了
知识生产的内容。其次，当“性别”与“社
会”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与人文学科对人
的思想文化观念潜移默化的传播效果相
比，社会科学更加注重制度建设、体制建
构、机制运行等对社会变革的巨大作
用。再次，在“学”的意义上讨论性别与
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专业性较强的课题
论证相比，更强调知识的基础性、系统性
和大众普及性，以便于更多的人在性别
知识的学习和记忆中，自觉自主地指导
个人的日常行为。

在经验总结中升华理论

《性别社会学》作为高等教育的教

材，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是其显著特点。
在性别社会学的视域下，通过对以下带
有普遍性问题的探讨，其理论价值显而
易见。

其一，在性别与社会之间如何“社会
化”的问题。该书认为，社会化既是个人
成长为社会成员、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的
过程，也是人们领悟社会角色和社会规范
的过程。一方面人们用文化和制度来规
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内
化、反思，乃至反抗性别角色的价值体系，
形成扮演某一性别角色的内在动力。就
其社会化的方式而言，教化式比较被动，
互动式具有能动作用，反思式则预示着性
别规范和性别角色的可变性。在社会化
的过程中，家庭、学校、组织、大众传媒等
个人成长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
时，生物的、社会的和认知的各种因素以
知识竞争的方式共同发挥作用。针对性
别社会化过程中女性经验的缺失，著者
借用吉利根的观点强调，“失去声音”或

“赋予声音”是性别社会化的关键机制，
理解性别社会化的最佳方法是倾听不同
的声音。

其二，在性别与文化之间如何“中国
化”的问题。女性主义作为全人类共享的
一种思想文化资源，在世界妇女运动史上
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说该书的第一
二版主要还是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吸
收和借鉴，那么，第三版则更多地将问题
聚焦于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情境和语境
之中，探寻性别关系发生、发展，以及改变
的内在机制。对此，从各个章节的小标题
可明显看出，如中国妇女运动的实践和理

论，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及其演变，中国社
会变迁中的性别文化及其研究，中国人的
性社会学，中国的婚姻制度与变革，中国
家庭的亲职模式及其研究，中国妇女解放
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劳动性别分工的社
会变迁，中国社会两性人才成长规律研
究，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性别问题，中国社
会的性别商品化，等等。该书强调，中国
妇女运动是中国革命和世界妇女运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妇
女解放实践/资源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
世界，理应成为全球性别平等实践的重要
理论资源。

其三，在性别与政治之间如何“平等
化”的问题。性别问题在当今时代之所
以一再被提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
是性别不平等在世界范围的普遍存在严
重阻碍了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对
性别“不平等”结构的揭示和对平等的不
懈追求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著者明
确指出，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之间的互
动将劳动性别分工与公共政策、经济结
构调整等宏观因素相结合，并通过劳动
性别分工有机地在公私领域生产和再
生产出性别不平等。父权制与资本主
义之间的长期互动，既是一种具体的性
别关系制度，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心理
结构。性别社会学就是要以人们的性
别经验为基础，反思性别知识的生产过
程，分析性别权力关系是如何借助文
化、婚姻家庭生活和劳动性别分工生产
出性别不平等的。其目标就是揭示性
别现状，分析其产生和延续的社会机
制，寻求实现男女平等和人之解放的道

路，以建设两性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
的社会”。同时将女性的经验纳入学术
考察的范畴，使传统社会学知识的改写
成为可能。

在知识习得中改造社会

如果说一个人思想文化观念的改变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那么结构性的制度
变革则需要国家政权和全社会的合力作
用。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性别人”作
为整个社会运作系统中的一个环扣，看似
微不足道的改变都会为巨大的社会变革
提供动力支持。该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将
个人/女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性别结构的
变革紧密联系，一方面在总结梳理中西方
学人性别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人们认识
性别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开拓思路，开阔视
野；另一方面将中国置于全球化的时代洪
流之中，说明各种改变的可能性与现实
性，以及艰巨复杂性。性别研究和性别社
会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注重的
是在揭露、解构、批判、反思基础上的“重
建”，事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教
材”作为性别知识普及的基本依托，不仅
在国家与社会、男性与女性、教师与学生、
研究者与大众、当政者与民众之间架起了
桥梁，而且为性别文化的建构和性别制度
的变革奠定了知识基础。因此，《性别社
会学》这本书，其阅读对象不应仅仅是大
学生群体，该书是所有具有性别身份的人
都应习得的基础知识和必须掌握的基本
常识。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编审）

专家视点视点

■ 葛彬

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
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
出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本文结合毛
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的调查研究，特别
是对妇女问题的调查进行思考，进而阐
述毛泽东同志在调研中的思想自觉、政
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带来的启示。

中央苏区调查研究的“三个
自觉”

对调查研究的政治自觉——毛泽
东同志在研究苏区妇女问题时，始终站
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对苏区妇女的生
产、生活、教育、参加政治活动和武装斗
争等情况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体现了高
度的政治自觉。

一是调查了解到妇女所受的痛苦
比男子要大，没有政治地位。在寻乌调
查中他了解到，农村女子不仅要帮助男
子做田里的挑粪草、担谷米、莳田、耘
田、捡草、倒田、割禾等工作，还要种菜、
砍柴烧茶煮饭、挑水供猪、洗裙烫衫、补
衫做鞋、扫地洗碗等工作，加以养育儿
女，女子的劳苦实在比男子要厉害。在
长冈乡，他专门做了“妇女”和“儿童”两
个专项调查，发现男子虽已脱离了农
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或
半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
身自由，痛苦比一切人大，正是阶级压
迫造成的。

二是对土地革命给妇女带来了解
放和自由做了调查。在兴国对陈侦山
家的调查，了解到这家老大老二媳妇
都赞成革命，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
债，心里喜欢，老二媳妇还高兴地去乡
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毛泽东同志还
调查了苏区妇女的婚姻自由，在寻乌
了解到未结婚的青年中，不论哪个阶
级都拥护婚姻自由，而女性追求自由
的积极性更高。乡政府所接离婚十个

案子中女子占九个，说明女子在争取
婚姻自主方面巨大的进步。由此得出
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
底无法制止的。

三是对苏区女子受教育的情况做
了统计。寻乌全县女子识字的不过三
百人。兴国县村村都有平民夜校，学生
中三分之一是女性。长冈乡九个夜校
约三百个学生中，女性占七成。九个夜
校的校长，女性占五个，说明女性开始
从教育上注重自我解放了。

四是看到了妇女在革命斗争中的
伟大作用。在寻乌，毛泽东同志把“土
地斗争中的妇女”列为专章调查。红军
去打篁乡反动炮楼，女子成群地挑柴烧
炮楼。兴国女子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

女赤卫队，放哨下操，队长和政治委员
都是女子。长冈乡女赤卫队有一个连
二百四十六人，超过男子两倍多，从连
长、排长、班长均为女子担任。

毛泽东同志在苏区调查中，摸清了
妇女受压迫的情况、男女不平等的情
况、女性受教育的情况、妇女积极参与
到革命斗争中的情况，不仅展示了苏区
妇女的生存状况，更展示了中国革命中
妇女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体现了革命领
袖高度的政治自觉。

对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你
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
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这不太野蛮了
吗？一点也不野蛮。你对那个问题的
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既然没有调查，

不知底里，对于那个问题的发言便一
定是瞎说一顿……”这是1930年5月，
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多次深入基层
调查研究后，写的《调查工作》，即《反
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开头，这段今天读
来仍然立体形象的语言，好似毛泽东
同志站在你面前发出的一段振聋发聩
的警示。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
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
就像‘一朝分娩’”便是出于此文。毛
泽东同志在文中号召红军要相当重视
调查研究，要研究中国问题，正是这种
对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促使毛泽东
同志成为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在苏
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写下了兴
国农村调查、寻乌县城调查、永新富农
问题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调查、吉安
土地斗争错误调查、吉安分青和土地
出租调查等一批有影响的调查报告。
在这些调查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对苏
区妇女的情况做了大量有特色的调
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
的思想自觉。

对调查研究的行动自觉——毛泽
东同志在中央苏区近6年，运用各种
调查方法了解中国国情，包括：资料
法：在兴国农村调查时，仔细查阅《兴
国县志》了解历史文化渊源。访谈法：
在兴国长冈乡列宁小学教室与8名干
部召开小型调查会。在寻乌白天找

“寻乌通”开座谈会，晚上走街串巷与
人促膝谈心。统计法：对2700人的寻
乌城市按行业统计，占第一位的是农
民1620人，占60%；第二位是手工业
者297人，占11%。农民和手工业者
共占人口71%。解剖法：到寻乌市场
分析了5家盐店、17家杂货店、1家油
行、1家豆行、10家酒店、7家水货店、7
家药店、2家黄烟店、16家裁缝铺、10
家旅店、8家理发店、7家首饰店的具
体情况，并写下 8 万字的《寻乌调
查》。在调查行动中，毛泽东同志非常
关心妇女问题，在兴国傅济庭等八家

调查时，原准备对妇女问题进行调查，
后因有敌情没能进行。毛泽东同志认
为，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
和妇女状况。后来在长冈乡专门调查
了妇女儿童的情况。

毛泽东同志的行动自觉还体现在
他把调查研究的情况写成了多篇文
字报告，并当成宝贝随身携带。1930
年撰写的《调查工作》一文当时在转
战中遗失了。新中国成立后一位福
建农民将油印本捐献出来，毛泽东同
志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
找回来了，这就是著名的《反对本本
主义》。

“三个自觉”为新时代妇女发
展的调查研究带来的启示

第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为指导的政治自觉。毛泽东同志在苏
区对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不是简单对
妇女情况进行罗列，而是站在无产阶级
的立场上进行分析，这种政治自觉特别
值得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
国妇女发展，在多个场合论述了妇女的
伟大贡献，强调要保障妇女的权益，指
出“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
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对新时代
妇女问题的调查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为指导，使调查研究成果真正
成为科学决策的基础。

第二，坚持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
成事之道的思想自觉。毛泽东同志在
苏区的调查中，始终重视对中国妇女的
研究，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
的传承，更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的
解放”理论的实践。学习毛泽东同志对
调查研究的思想自觉，要用马克思主义
妇女理论指导，对“妇女的解放程度是
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有进一步认
识。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在调查
中有针对性地对当代妇女问题进行梳
理，对妇女难题进行排查，为科学决策
奠定基础。

第三，坚持对调查成果有所展示
的行动自觉。毛泽东同志在苏区的调
查，不仅运用了多种方法，而且形成了
有分量的文字报告。这些文字今天读
来仍然鲜活接地气，非常值得学习。调
查研究一直是各级妇联的好传统，妇联
组织的同志经常下沉到一线，在农村、
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两新”组织中
进行调查，并留有大量的调查影像和报
道，但更重要的是写出有分量的调查报
告。调查报告主要有三类：基本情况的
调查报告，即对妇女总体或某方面情况
的报告；典型经验的调查报告，即对妇
女发展中做得比较好的，可以推介经验
的报告；社会问题的调查报告，即对妇
女发展和权益保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
研究和分析的报告。在中央号召在全
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写出促进妇女
发展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是行动自觉的
最好体现。

（作者为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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