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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辩护女权辩护》》是世界最早三大女性是世界最早三大女性

主义著作之一主义著作之一，，由由““世界妇女运动鼻世界妇女运动鼻

祖祖””玛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该书该书

谴责了错误的教育体系与束缚妇女的谴责了错误的教育体系与束缚妇女的

陈规陋习陈规陋习；；主张给予妇女同男人平等主张给予妇女同男人平等

的受教育权和其他社会权利的受教育权和其他社会权利，，培养她培养她

们的理智们的理智。。在在““天赋人权天赋人权””排除女权的排除女权的

欧洲最黑暗时代里欧洲最黑暗时代里，，玛丽玛丽““大声疾呼为大声疾呼为

人类的半数要求公平的待遇人类的半数要求公平的待遇””。。从此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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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婚”现象引发持续关注，除其所反映的新型婚嫁文化之

外，也暗含着民众对子女姓氏的选择策略。近年来，围绕孩子“随

父姓、随母姓”的讨论也一直存在，这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姓氏制

度。传统社会，妻冠夫姓制度、子女随父姓为主流，反映了“女性人

格”是通过婚姻实现的。近代，夫妻异姓制度逐渐确立，子女随母

姓亦开始不再作为“污名”出现。21世纪以来，婚姻模式进一步向

性别平等的方向发展，姓氏制度有了更多元的形态。

2021年2月9日 星期二 主编 蔡双喜 责编 刘天红 见习编辑 黄婷 美编 张影CHINA WOMEN’S NEWS 新女学6

青年学者扶助计划青年学者扶助计划新锐T台·

作者：南希·福布尔 宋月萍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照料工作的特殊性和

重要性，重新认识照料的价值尤为必要。本文
阐述了照料供给的经济学相关问题，在阐述照
料、照料工作等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重点指出
照料之价值所在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本文亦从照料的经济特征指出照料惩罚存
在之理论根源，就两类照料惩罚——家庭照料
惩罚、有酬照料惩罚展开讨论，并就照料经济与
性别平等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探讨。本文认为，
照料工作创造、发展和维护了人类能力，是整个
经济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对长期经济增
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照料的经济学
外部性特征，其价值往往被低估，引致照料惩
罚;照料惩罚也往往与性别问题相互交织，加剧
了性别不平等。我们应当认识到，对更大规模
照料经济的公共投资有利于长期发展，必须以
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再生产成本，才能让所
有人都从中获益。

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5期

《
照
料
经
济
的
特
征
、价
值
与
挑

战
：
基
于
性
别
视
角
的
审
视
》

《
性
别
与
暴
力
：
希
伯
来
文
学
中
的

女
性
暴
力
者
形
象
》

■ 孙慧娟

近日，“两头婚”现象引发广泛关注，除其
所反映的新型的婚嫁文化之外，也暗含着民
众对子女姓氏的选择策略。近年来，随着女
性地位逐步提升，婚育文化有所改变，加之长
期以来施行的“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围绕
孩子“随父姓、随母姓”的讨论也一直存在。
这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姓氏制度。

子随父姓姓氏制度的确立与内涵

姓氏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它存在的意
义不仅是个人姓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
承载着多重价值，蕴含着男女两性关系的较
量。作为夫妻姓氏制度的衍生物，中国子女
姓氏经历了从母姓-从父姓的历史演变，两
性在家庭、社会中的地位是决定这一历史变
迁的重要因素。

传统社会，妻冠夫姓制度、子女随父姓为
主流。姓氏制度产生于母系社会，女性在生
产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和对族群延续的特殊贡
献决定了这一时期“姓氏从母亲之处而来，并
从己身传递”的特点。因此姓氏制度在产生
之初就不仅具有区分血缘的功能，还承载着
身份和财产等多重价值和意义，在家庭关系
和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人类社会
自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演进过程中，衍生出
男尊女卑制度，女子受教育权被禁锢、参政权
被剥夺，一生无所知、足不出户、困守家庭，受
男人豢养，一生荣辱富贵皆仰仗于夫。在这
样的背景之下，姓氏制度经历了自随母姓到
随父姓的历史演变过程。

小农经济和父系家族制的建立是推动随
母姓—随父姓这一演变的重要力量：男性逐
渐取代女性在生产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掌握
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女性则相反，逐渐失
去了对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和处分权，需
要依赖男性生存。这个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
建立，妻依夫住所为住所，婚姻制度的变化使
父亲身份的确定成为可能，所生养子女也从
归母族所有变为归父族所有，世系以父方为
准，随着世系的改变，姓氏应用的规则开始转
向，冠姓从随母姓向随父姓转变。这一时期
不仅子女姓氏随父姓，而且在夫妻姓氏制度
上无论是官方还是在民众生活中都以“已婚
女性冠夫姓”为主，以示“夫妻同体”、男性在
夫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体现了中国古代婚
姻以聘娶婚为主要婚姻形态，这种婚姻形态
简单来说就是“男娶女嫁”：男性迎娶女性到
男性家中成婚，女性以夫之住所为居所，即通
常所说的妇从夫居。

这种婚姻形态造成的结果是：夫因婚姻关
系而代替父成为了妻的尊长，妻从父家长权的
统治之下转移到夫宗家长权和夫权的统治下，
已婚女性冠夫姓，就是这种身份地位发生变化
的重要标志。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已婚女性劳
动所得以及其他所得也不再归本家所有，而归
夫家所有。除此之外，婚姻缔结对男女两性的
家庭地位也带来了不同影响，体现为夫与本家
的关系不因婚姻而发生改变，妻则因婚姻关系
的缔结而发生了与本家的疏离：女性在未出嫁
之前在本家的长幼名分并没有因性别而受影
响，兄姊的法律地位高于弟妹。

妻冠夫姓制度是父权制偏好力量在传统
习俗中的体现，反映了“女性人格”是通过婚姻
实现的，女性需要借助丈夫的身份才能体现自
己的地位。

近代社会子女随父姓局面有所
松动

近代，夫妻异姓制度逐渐确立，子女随母姓
亦开始不再作为“污名”出现。在经济社会进步、
女性教育发展的共同推动下，中国女性职业化发
展迅速，夫妻异姓制度在法律上得到确认，并逐
渐被民众接受，伴随着夫妻姓氏制度的平等，传
统子女随父姓的主流局面也有所松动，一些夫妇
开始通过订立契约的形式协定子女姓氏。

1946年的《香雪海》刊登了一篇《子从父
姓，女从母姓：李公朴夫妇之君子协定：张曼筠
呼天抢地》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李公权
夫人张曼筠女士，是一位有智识的女性，做过
女教师，结婚以后，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本姓，而
且在婚后通过契约形式协定了子女姓氏：生男
孩随父姓，生女孩随母姓。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是女孩子，取名张国男，从母姓；后来生一男
孩，取名李国有，从父姓，以示男女在姓氏方面
的平等。张曼筠作为一个案例反映了姓氏法
律制度影响和改变了民众的意识和行为。正
是以法律制度变革等多种力量的综合推动，才
推动了中国姓氏制度的不断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度重视女性发
展，始终坚持将妇女解放和发展、实现男女平等
与推动党和国家建设和发展相连，女性经济、社
会、家庭地位得到全面提升。在姓氏制度上不
仅夫妻异姓已成为当今中国夫妻姓氏主流，而
且在法律层面子女也拥有选择“随父姓”“随母
姓”的权利。但是受传统父权拉力的影响，长期
以来在现实生活中从母姓所占的比例依然很
少，无论是在司法领域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从
母姓者依然背负着压力，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
只有改回父姓才被认为是“认祖归宗”。

21世纪以来婚姻模式的性别平等
化趋势与姓氏制度转变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女性家庭和社会
地位的提升，中国婚姻模式进一步向性别平等
的方向发展，其中，“两头婚”的出现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这一趋势。两头婚出现在我国许多
省份，在江苏苏州称“并家”，浙江嘉兴称“两头
管”，浙江湖州称“半进半出”，上海浦东称“两
面门头”，福建闽南称“半招娶”，广西瑶族称

“两头扯”，湖南岳阳称“两头住”。
与传统“男方迎娶、女方出嫁”的婚姻模式

不同，“两头婚”又称为“并家”，男不言娶、女不叫
嫁，意为两家并一家。按照“两头婚”传统，男女
双方需要各自置办婚房，婚后不定期回两家轮
住，生育孩子后，按照婚前的口头约定，大孩随
母姓，二孩随父姓，两小孩把外公外婆都喊为爷
爷奶奶，由双方祖辈共同抚养。这一婚姻模式
之所以在很多地方都得以流行，在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当事人认为这种婚姻模式更能体现男女
在婚姻中的平等地位。在姓氏制度上来讲，这
种婚姻模式还可以满足姓氏所承载的传宗接代
以及财产继承的价值。这种婚姻模式的出现，
体现了我国婚姻制度的发展，也再次证明两性
平等是推动姓氏制度多元化发展的内生力量。

在当今世界，姓氏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普遍
存在，也是性别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议题。回
顾中国姓氏制度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夫妻
姓氏平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可为考察世界夫
妻姓氏制度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为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社科院法
学所联合培养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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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辩护》是世界最早三大女性主义著
作之一，“世界妇女运动鼻祖”玛丽·沃斯通克
拉夫特（1759-1797）所著。该书讨论了妇女
权利问题，她为妇女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呐喊。
在2005年英国著名作家梅尔文·布拉格评选
出的12部影响世界的作品中，《女权辩护》与
《物种起源》等一同入选，这部著作在人类进程
中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玛丽在
书中谴责了错误的教育体系与束缚妇女的陈
规陋习；主张给予妇女同男人平等的受教育权
和其他社会权利，培养她们的理智，“我希望妇
女取得身心两方面的力量”。

谴责错误的教育体系

玛丽谴责社会实施两种不同的教育：对男
人是培养理智的教育，对女人是取悦人的教
育。这种错误的教育体系不培养妇女理智，

“不许妇女有足够的智力，以获得名副其实的
美德”，他们渴望把女人“变成迷人的情妇”。
男权社会需要女人学会打扮，学会如何做情妇
以取悦男人，而把学习知识视为次要的。教育
就是使女人追求享乐，使男人追求事业。它教
育女人：美是女人统治一切的手段。女孩从小
就被教育：女人是靠美取得地位，所以女人必
须学会打扮，而且爱打扮，以便取悦于男人。
女人交际的本钱就是美貌，女性美貌和男性的
才智同等重要。读书写字是男人的事，女人
生来靠感觉，妇女被变成她们感官的奴隶。
男权社会极力保持妇女的无知状态，因为那
样的女人更可爱，更能听人的指挥。玛丽大
声疾呼：“我认为应当大规模地培养她们的理
智。”使其“能够养成独立自主的良好的品德
习惯。”男权社会清楚，教穷人读书写字就是
让他们脱离上天给他们安排的地位。所有有
权势的人寻求盲目服从，暴君和肉欲主义者
竭力把妇女保持在无知状态的做法就是理所
当然的事情，因为暴君只需要奴隶，而肉欲主
义者只需要玩物。男权社会需要培养女人的
依赖性，保持妇女无知状态。这种教育体系
建立在男权利益基础上，为男人利益服务，它
以践踏女人智力发展为代价，因为只有那些
知识浅薄的人才会盲目服从。错误的教育体
系从根本上压抑女人智力发展，阻碍其理性
思维，让女人停留在感性世界，追求、满足感
官享受。玛丽大声痛斥的错误教育体系就是
这种建立在男权制基础上，为男人服务的女
性教育。而教育是人类发展的基石，玛丽认
为争取妇女权利首先应从受教育权利开始。
错误的妇女观把妇女培养成男人手中玩物，
排斥妇女受教育，卢梭就是这种错误妇女观
的典型代表。

痛斥卢梭的妇女观

卢梭（1712-1778）是法国著名启蒙思想
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18世纪法国大革
命的思想先驱，启蒙运动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之
一，是“天赋人权说”的提出者。但他却把占人
类一半的女人排除在“天赋人权”之外。其教
育思想浸透了露骨地反女人人权思想，他根本
不把女人当人看待。卢梭的妇女教育就是训
练女人“卖弄风情和取悦男人”，对女人只进行

“取悦男人”，“顺从别人的意志”教育。教育就
是把女人“变成一个风骚的奴隶”，一个迷人的

情妇，并且灌输女孩子学会容忍不公平、忍受
侮辱。每当男人想要让自己松弛一下的时候，
她可以成为他的一个更亲密的伴侣。因此，女
人起码应该具备：性情温柔，脾气好，因为女人

“生来就要服从一个常常满身恶习并且一直屡
犯错误的有缺点的男人”，她就应该甚至及时
学会容忍不公平，并毫无怨言地忍受丈夫对她
的侮辱。卢梭还把妻子依赖并服从丈夫视为
一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秩序”。教育女人终身
服务男人，服从男人。因此，女人的性格，服从
是“首要的一课”。玛丽在书中痛斥了卢梭这
种错误妇女观！

《女权辩护》的不朽功绩

在“天赋人权”排除女权的欧洲最黑暗时
代里，玛丽大胆地为女权辩护，喊出了要女
权，“大声疾呼为人类的半数要求公平的待
遇”，要“打断我们的枷锁”，无论男女“同为
人类”。是玛丽宣告了自母系社会之后，女人
对女权默不作声状态的终结！女人的权利意
识在觉醒！从此，历史揭开了女人争取权利
的新篇章。玛丽向男人们的理智呼吁：“既然
同为人类，以一个女性的名义，我要求他们稍
具同情心，我恳请他们去帮助解放他们的伴
侣，使女性伴侣成为一位真正的配偶。男人
只要肯慷慨地打断我们的枷锁，并且满意于
和一个有理性的伙伴共处，而不是奴性的服
从，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发现我们是更规矩的
女儿，更热情的姐妹，更忠实的妻子，更明白
道理的母亲——总之一句话，更好的公民。”

“我希望说服妇女取得身心两方面的力量。”
玛丽是在恳请男人，呼吁女人！玛丽在书中
深情渴望，“在这个开明的时代，我们希望批
驳丈夫的神圣权利像批驳君主的神圣权利一
样，不至出什么危险。”可见在玛丽时代批判
男权是一种冒着多么大风险的事情！她敢于
点名批判卢梭，大概也是因为这位人权先驱
者已经作古。由此可知，那是一个没有民主
的黑暗时代，玛丽是顶着多么大的风险与个
人安危在为女权呐喊！“大声疾呼为人类的半
数要求公平待遇”；“打倒我们的枷锁”；无论
男女“同为人类”。玛丽希望能唤起男人的同
情与觉醒，能得到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女权辩护》一书划破漫漫长夜，为人类，
为妇女点亮了一道曙光！这是它不可磨灭的
伟大历史功绩。诚然，《女权辩护》一书也有
其不足，它没有寻找到错误教育体系的根源
是什么，没有看到男权社会制度与社会结构
才是错误教育体系的根基，是压迫妇女的根
基。同时，这部为女权辩护的著作，主要反映
的是中产阶级妇女的世界观，而不包括无产
阶级妇女。它对富人的批判，并不代表她同
时表现出了对穷人的同情心。诚然，瑕不掩
瑜，《女权辩护》一书无可争辩地在人类历史
上牢牢奠定了玛丽女权先行者的历史地位！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武汉大
学妇女与性别研究中心学术顾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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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立新 黄杭西
“底波拉和雅亿故事”是希伯来

士师故事中的著名篇章，也是希伯来
文学中独特的暴力叙事文本。它以
散文体和诗歌体两种叙事方式，构成
了相互补充的“平行叙事结构”，呈现
出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交融的特
征。其中的人物关系，翻转了通常的

“性别与暴力”母题叙事模式，塑造了
并不多见的“暴力女性”形象。她们
在古代以色列父权制社会中的出现，
反映了在特定历史关头男权缺失时
女性罕见的历史作用。相关的故事
书写因与民族历史文化观念总体认
知逻辑的内在一致性，而呈现出“拯
救”主题的基本特征，也使这一类“暴
力女性”成为希伯来文学叙事传统中
的英雄人物形象。

来源：《人文杂志》202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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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凌寒
共享经济灵活就业成为数字时

代新型劳动方式，其在性别平等层面
带来了何种影响?本文实证研究显示，
共享经济平台用工对女性赋权有限，
并且延续了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甚
至由于性别歧视手段隐蔽、损害难以
察觉、性别隔离更强，发展为第三代就
业性别歧视，加剧“女性兼职化”的就
业趋势。然而，现有法律制度严重不
适用，面临着平台用工关系认定规则
不明、缺乏间接歧视法律规范以及平
台法律责任追究障碍等困难。对此，
应扩张我国职场性别歧视的认定标
准、要求平台实现“设计性别平等”，社
会范围内缩小数字性别鸿沟，以促进
平台用工中的性别平等。

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
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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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贵鑫 王小洁 刘鹏程 夏学超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

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
据，从性别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外资部门
就业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
现，与非外资企业就业相比，外资企业就
业对女性和男性收入水平均具有显著正
向影响，并且对女性劳动力收入水平提
升效应更大，在总体上缩小了性别收入
差距;外资企业就业对不同技能水平劳
动力的性别收入差距影响是有偏的，显
著缩小了低技能劳动力的性别收入差
距，而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性别收入差距
影响不显著;考虑工作时间因素，引入小
时工资的分析显示，与非外资企业就业
相比，外资企业就业总体上缩小了性别
收入差距。

来源：《中国经济问题》2020年第5期

（素波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