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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
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了比较全面
系统的阐述。该书理论联系实际，史论结
合，以论为主，分别论述了男女不平等的产
生、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妇女解放的内容和
标志、妇女解放的社会条件、妇女在社会发
展中的伟大作用等问题。内容简明扼要，
文字通俗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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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十分重
视妇女问题，他们深入研究了妇女及妇女
解放的历史过程、革命作用、天然尺度、权
利和义务、解放途径等若干问题，揭示了妇
女解放的实质、特征、条件及其发展规律，
创立了妇女解放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各国妇女解放运动
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书梳理
了他们关于妇女及妇女解放的经典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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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提示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蔡双喜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恩格斯
1884年写就的经典著作，其对女性从属地位
的分析以及对女性解放路径的思考，成为许
多女性主义者理论研究的起点。该书为何
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研究员所著的《女性的
星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如是读》一书，以深入浅出的思想分析，
直面现实的问题导向，引领读者领悟经典的
智慧。在第112个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中
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与陈培永研究员就女
性解放话题展开了深度对话。

经典何以成为经典

记者：《女性的星空——恩格斯<家庭、私
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如是读》是您策划的《经典
悦读系列丛书》中的一本。可写的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很多，为什么写这本书？

陈培永：《经典悦读系列丛书》共16本，
我自己写了10本。当时的想法是，每一本选
择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挖掘经典中能
够与我们生活的时代对接的论题，用鲜活时
代激活经典文本，让经典文本为我们观察时
代提供启迪。之所以选择写《女性的星空》，
根本上是因为我对性别问题有浓厚兴趣，我
认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最为系
统地讲述男女两性问题、聚焦女性解放话题
的马克思主义作品。它不仅提供了关于性
别问题的名段名句，还提供了分析性别问题
的基本方法论，甚至还隐含着探讨女性解放
问题的框架逻辑。我们完全有可能在这个
文本的基础上，建构出一套相对完整的马克
思主义性别理论，用以思考当今时代的女性
解放问题。

记者：当时想到《女性的星空》这个书名
时，您兴奋了很久。而您的书封上写着：我
仰望星空，仰望女性……感叹她们与男性
不一样的美丽存在。怎么想到这个书名
的？现代社会提倡男女平等，为何要用“仰

望女性”这个词？
陈培永：有时酒香也怕巷子深，好书也

怕书名没起好。想到用这个书名，当时确实
挺兴奋，它能起到吸引人的效果，又能表达
出书中的深意，可以说既有“热闹”又有“门
道”。“星空”有着说不出来的多重深意，能给
人无限的想象，我甚至认为它就是一个哲学
范畴。“女性的星空”，表明本书不是探讨女
性日常生活的话题，而是要探讨女性解放的
哲学问题，它要讲清楚女性解放的前景是什
么样的，应该如何追求这样的前景。用“仰
望”这个词，我想到的是，女性是女儿，是妻
子，是母亲，是奶奶或姥姥，这些角色哪个不
值得仰望呢？男女平等应该是建立在二元差
异、互相尊重基础上的平等，仰望是一种态
度，是对男女平等的践行。

记者：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
的起源》，被列宁认为“每一句话都是可以
相信的”。这部文献还被看作是马克思主
义女性理论的经典著作，成为许多女性主
义者理论研究的起点。我们应该如何阅
读这部文献？

陈培永：这部文献非常经典，包含多个
值得深入探讨的、依然能够回应当今时代的
理论问题。之所以选择女性解放这个话题，
还是想做到经典新读、读出新意、读出时代
感。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总能够穿
透产生它的时空，回应它之后的时代、社会
和生活。阅读这部文献，应透过文字的表
象，把握其内在的思想，应顺着字里行间，观
察我们这个时代的性别问题，感悟女性解放
的深刻道理。我们应该带着时代的问题来
读这部文献，在这本书里，我提出了四个问
题：女性是否处于从属地位？女性为何有如
此境遇？女性何以能够获得解放？女性应
该期许何种前景？其实这也是关于女性解
放要回答的四个基本问题。

如何实现女性解放

记者：“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
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

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
的经济单位的属性。”这是恩格斯为女性解
放指明的出路吗？

陈培永：这是恩格斯提出的最简洁明了
的思路，也是我在书中重点分析的。女性为
什么要回到公共事业中去？简单的道理是，
女性只有自己有工作，才能真正获得经济独
立，才具备自身解放的“物质基础”。问题在
于，如果女性既要去工作，下班后又要做家
务劳动，会不会遭遇到双重劳动的压力？很
显然，只让女性回到公共事业中去，不能解
决家庭劳动的问题，女性不但不能获得解
放，反而会遭遇更大阻力。而如果个体家庭
作为社会经济单位，就必然有家庭劳动和社
会劳动之分。只有家庭劳动不再是夫妻间
的“私事”，而是社会的“公事”，才能保障更
多女性所从事的家庭劳动与生产劳动的平
等性。实际上，今天的家政工作已经把家务
劳动社会化了。当然，不能简单认为，恩格
斯就是让女性都去从事社会生产劳动。他
是从经济社会根本变革的角度来谈女性解
放的，并不否定女性生活工作环境的多样性
以及不同女性选择的特殊性。

记者：关于女性解放，您认为只靠个别
女性的理论研究和呼吁是不够的，它需要
整体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独特力量的展
现，也需要男女两性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对
相互权利的平等认可。应如何推动男性的
观念转变？

陈培永：构建女性解放的理论不容易，推
进女性解放的历史进程更不容易。但一部关
于性别问题的作品，最终还是要落脚到女性解
放的路径上来。要实现女性解放，既要有生产
劳动的变革、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条件的保
障，也要有法律体系的完善、政治制度的健全、
平等公民权的保障，还要有社会意识、文化心
理、思想观念的重新塑造，必须全盘推进，少了
任何一环都是不够的。男性和女性双方主体
观念的转变必不可缺。推动男性的观念转变，
要讲清楚推己及人的道理；还要讲清楚女性的
解放并不意味着男性被压迫，并不意味着男性
的星光暗淡。女性的解放不只是女性的问题，

而是所有人的问题，正如女性头顶上的星空，
一定是男女双方共同的星空。

记者：您在书中提到，每每读到马克思恩
格斯引用的“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
系中，最鲜明不过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
类似语句时，都会有种被震撼的感觉。兽性在
现代文明社会真的远离了人吗？

陈培永：这是个很沉重的问题，也是我
为什么每每读到被震撼到的原因。在马克
思、恩格斯看来，人类社会的解放程度要看
女性被解放的程度，能够从女性和男性的关
系中看到人性对兽性胜利的程度。也就是
说，如果女性还是被歧视、被家暴、被拐卖，
这就证明离理想社会还有距离，也说明兽性
在现代社会还没有远离人。面对现代社会
暴露出来的对女性的家暴、拐卖、歧视的现
实，有人会很悲观，甚至可能得出人性永远
摆脱不了兽性的结论。但应看到，女性的解
放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人类文明在
不断地抹去非人的一面，社会越来越显示出
光明、美好的一面。不能因看到社会的阴暗
面，就放弃对人类社会美好未来的希望。即
使看到黑暗，我们也不应放弃对美好未来的
期冀，而应该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记者：阅读《女性的星空》，感觉您不仅精
读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而且对于
其他女性主义思想和关于性别的现实问题也
有深入研究。该书出版之后关于性别问题还
有新的思考吗？后续还会写性别书籍吗？

陈培永：为了这次访谈，我又重新翻阅了
这本小册子。现在看，有的观点还是显得稚
嫩。这几年，我已经有了新的思考。性别问
题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女性解放是人类
解放事业的构成部分。作为为人类谋解放的
学问，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女性解放作为重要
论题，经典作家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只不过
他们没有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留下更多的作
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应该有新的成果，
以助推女性解放事业。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学者，我过去关注、现在还在关注关于
性别问题的学术作品和社会现象，希望自己
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会再有作品。

《女性的星空》：引经典文本回应女性解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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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百年前中国妇女解放理论的当代价值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是恩格斯1884年写就的经典

著作，其对女性从属地位的分析

以及对女性解放路径的思考，成

为许多女性主义者理论研究的起

点。该书为何有着经久不衰的魅

力？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

院长陈培永研究员所著的《女性

的星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如是读》一书，以

深入浅出的思想分析，直面现实

的问题导向，引领读者领悟经典

的智慧。在第112个国际劳动妇

女节之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

者与陈培永研究员就女性解放话

题展开了深度对话。

妇女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收录五

四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共64篇，作者有李大钊、李达、田汉、沈雁冰、向警

予等著名革命家、思想家。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

参考文献，《文选》收集的文章不乏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反思，也有在中西

方历史对照中妇女问题的呈现，更有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妇女解放的具体路

径，其中有些观点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品鉴坊坊

■ 石红梅

妇女解放运动是五四运动的重要内容。
在五四运动中，广大民众提出了“男女平等”

“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
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
用女职员”等。应该说，五四运动在一定程度
上拉开了中国妇女平权的序幕。许多男女青
年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冲破封建礼制，走上街
头，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重男轻女的思想
被大大打破了。正如邓颖超所说：“我们在斗
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

《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以下简称《文
选》）由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
究室编，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五
四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共64篇，分成十
个专题进行论述，作者有李大钊、李达、田汉、
沈雁冰、向警予等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

阅读这本《文选》，似乎跟随作者回到百
年前的中国，亲历百年前中国妇女的生活现
实，聆听作者对妇女问题发表的真知灼见。
《文选》中收集的文章不乏对西方女性主义
思想的反思，也有在中西方历史中对照中妇
女问题的呈现，更有根据中国实际提出妇女
解放的具体路径，其中有些观点直到今天仍
具有重要的价值。

阐释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与实践

《文选》收录的18篇关于妇女解放议题
的文章读来十分有收获。作者大都具有世界
视野，精通中西方历史，特别是西方政治思想
史和女性主义运动史。他们把中国妇女问题
置于世界妇女解放运动和中国具体实际下进
行分析，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

相关内容。这组文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
为女子的能力证明，为男女平权呼吁，纠正了
国内许多人对女子作为及地位和作用的传统
看法，也激发了进行男女平权革命的斗志。

对于女子解放的前提，《文选》中也多有论
述。如，李达在《女子解放论》对妇女解放的条
件列示了七种，分别是男女共同教育、婚姻制
度之改善、女子精神之独立、女子经济之独立、
男女普通选举之实行、家庭恶习之废止、娼妓
之禁绝。沈雁冰在《我们该怎样预备了去谈妇
女解放问题》中认为研究妇女问题不可不懂社
会学、经济学、人生哲学和生物学，不可不知西
洋女子主义的起源、分派、趋势、现在和将来，
更要晓得我们自己的社会实况。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陈独秀在《妇女问题
与社会主义》中说：“女子问题，实离不开社会
主义。”同时，向警予在《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
榷》中也认为，女子解放的方向是社会主义，
改造也当以社会人群的全体幸福为目标，才
有价值。李大钊在《战后之妇人问题》中敏锐
地发现，英美的妇权运动是中产阶级的妇人
问题，“与那些靡有财产、没受教育的劳动阶
级的妇人全不相干。”他提出要合妇人整体力
和世界无产阶级妇人力量去打破有产阶级
（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今天读来，这
样的认识依然令人振奋。

直面民众关心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在五四运动中，妇人伦理、道德和贞操
及男女关系、爱情婚姻问题，成为当时文艺
批评、政论文中讨论的重要议题，批判孔道
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成为《文选》中许多文章
的靶子。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
节烈观》对贞操迷信、烈女守节等野蛮行为

进行了犀利的抨击。恽代英、炳文和陆秋心
对于婚姻的自主权和婚姻自由进行探讨，陶
毅痛惜赵五贞女士自杀，胡适和蔡元培先生
为李超作传，表达他们对家长族长专制等问
题的深切痛恨。

更有作者从心理学、哲学和历史学的角
度对于当时女性碰到的伦理、道德等问题进
行了详尽的分析。瑟庐的《从七出上来看中
国妇女的地位》对中国的家族主义有一针见
血的分析。叶绍钧在《女子人格问题》中对所
谓的“名分”“纲常”“三从四德”“良母贤妻”进
行了人格意义上的分析。在《由经济上解释
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结
合中国现实解释了推翻父权制，打破大家族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
虞关于《说孝》的文章，说透了中国的孝与忠、
礼、刑与维护封建专制的关系。

《文选》涉及五四时期制约妇女解放的重
要伦理、道德及风俗习惯问题，论述有力，证
据详实，批判犀利且观点鲜明，特别是结合中
国当时的情境所进行的分析，发人深省。

全面论及妇女解放的具体路径

《文选》涉及了妇女解放的具体路径。在
女性教育、经济独立和职业、儿童公育、家庭
问题上见解精辟，给我们很多启发。

多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妇女解放问题归
根结蒂于教育。周炳琳认为教育使全国的妇
女团结起来，对旧制度进行总攻击，并实现
完全解放。在具体方式上，邓春兰要求大学
解除女禁，徐彦之对男女共校的历程和遇到
的问题展开详细论述，向警予在《女子发展
计划》（给陶毅的信）中希望陶毅努力促成男
女中学同校，盛绍尧则做了振兴四川女子教
育的调研并提出切实的规划，邓恩铭对济南
女校的概况做了分析。关于女子教育的文
章，读来令人兴奋，从中我们可以找到女子
教育推进的思路和具体做法，亦可借鉴到目
前的女性教育质量提升中去。

李汉俊层层推进，从理论和实践的论述中
清楚地表明，女性地位的提升，非先在经济上
得到独立不可，认为女子在财权上、教育上、职
业上和男子不平等，是经济上不独立的结
果。要得到经济独立，非打破社会私有的经
济制度。陈问涛也提倡独立性的女子职业。

妇女解放中，家庭是绕不过去的领域。
郭妙然讨论了《新妇女与旧家庭》，认为解放
妇女第一要使家长的旧思想自己解放起
来。沈雁冰在《家庭改制的研究》中，对比了
中西方家庭改制的异同，认为我们必选择社
会主义，废除私有制以实现家庭改制。与家
庭相关的儿童公育问题也提了出来。其中
沈兼士认为妇女解放之难题在于生育之后
处置儿童的方法。

《文选》可视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
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参考文献，对于全面认
识我国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着重
要意义。重温《文选》，会加深对中国女性历
史的理解。《文选》使阅读者更有历史自觉，
更加坚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妇女理论研究
一定要强调“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
书记、教授）

没有妇女的解放和进步，就没有人类的解放和进步。马克思主义始终把女性解放作为重要论题，并留下不少经典作品。在女性

意识普遍觉醒，性别议题备受关注的当下，阅读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相关作品，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如何进一步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发

展。值此第112个国际劳动妇女节之际，《新阅读》专刊推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专题，邀请专家领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启迪我们思考当今的女性解放问题；评介中国革命家思想家的《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汲取其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的思想

精华；并推荐一组呈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脉络的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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