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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女性解放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王天民,张艳波1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不仅从两种生产、性别分工、家庭形式演变等多个层面揭示

了妇女受压迫被奴役的原因,而且从发展生产力、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家务劳动社会化多个角度展示了妇女解放的路径。 面

对当前妇女解放仍然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以恩格斯提出的妇女解放思想为理论基点,从大力发展生产力,发挥女性在

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等角度出发,积极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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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党的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坚持男女平
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1] 这一重要
指导思想表明了新时代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的实践
原则与价值立场。 新时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包括妇女在
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妇女解放与发展事

业要融入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使妇女
解放与发展事业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同向同

行、同频共振。 因此,在新的时代主题下,深耕马恩

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沃土,拓展妇女解放与发展实
践路径,对于把妇女解放与发展事业推向更高发展

阶段,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一　 女性地位衰微的多维因素探索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阐释人类起源、社会发展和妇女解放问题的代表
性著作。 该著作立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两种

生产理论为基点对妇女解放问题进行了系统论析。
借助于对两种生产理论的深刻阐释,恩格斯揭示了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女性地位的波折变化,特别是
达至高峰后趋于衰落式微的多重复杂原因。

(一)生产方式不平衡下的女性弱势地位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

序言中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观点。 恩格斯指

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

生产和再生产。 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

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

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

衍。” [2]13 恩格斯所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是历史

唯物主义视域下对人类历史发展动力问题的新阐

释,也为揭示历史中女性弱势地位形成的原因提供

了理论基础。
就两种生产理论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

言,物质生产始终是决定性因素,人口生产作为一种

独特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是原始社会时

期物质生产的重要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因此对原

始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3]。 具体来说,在
原始社会以采集和狩猎为主的生产劳动中,劳动者

必须将自己的手和脚作为劳动工具并以此来完成生

产过程,因此人口生产对于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决定

性作用。 此外,从两性劳动的结果来看,女性所从事

的采集野生果实和制作衣食等活动相比于男性狩猎

有相对稳定和可观的收入,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起到

更为重要的促进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言,“劳动越

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财富越受限制,
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

配” [2]13。 在原始社会早期,无论是人口的生产还是

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女性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也造就了女性在这一时期较高的社会地位。



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出现,是人类物质资料生产

方式的巨大进步,也对原有的社会关系造成重大影

响。 新的生产方式对原有的采集狩猎模式造成冲

击,也对以母权制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强有力的

打击。 在新的生产方式下,男性是畜群和作物的所

有者,同时也是相应的劳动工具的所有者,这些新的

身份标志了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相比较

而言,女性所占有的物质资料在社会生产中显得微

不足道,人口生产对物质生产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

减弱,最终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地位。
(二)传统性别分工中的女性从属身份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

出:“男子作战、打猎、捕鱼,获取食物的原料,并制

作为此所必需的工具。 妇女管家,制备衣食———做

饭、纺织、缝纫。 男女分别是自己活动领域的主人:
男子是森林中的主人,妇女是家里的主人。” [2]175 可

见,人类最初的分工有赖于人的生理特性,是为实现

人的生存繁衍而自然形成的两性分工。 在这样的分

工形式中,两性在各自的生产领域中分别承担着重

要的角色,而血缘家庭作为这一时期重要的社会组

织形式,调节着社会生产的组织和分配等关键环节,
妇女作为家庭主人的身份也就自然奠定了她在社会

中的重要地位。
性别分工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

化的历史范畴。 从生产力的发展来看,新的生产方

式出现,改变了男女的分工形式,也重新调整了双方

在物质资料方面的占比。 “按照当时家庭内的分

工,丈夫的责任是获得食物和为此所必需的劳动工

具,从而,他也取得了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丈夫

也是食物的新来源即家畜的所有者,而后来又是新

的劳动工具即奴隶的所有者。” [2]64 占有财富的增加

提升了丈夫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对遗产继承权问

题提出了挑战。 相对而言,女性的分工并没有发生

大的变化,但却由于不得不满足男性继承权的要求

而废除母权制的传统。 恩格斯认为“母权制被推

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2]66 从

此,丈夫掌握了家里的话语权,而女性则沦为了生育

的工具。
(三)家庭模式演变中女性地位的式微

家庭不仅是反映社会物质生产关系的微小单

元,也是以人类两性性别为基础的婚姻组织形式。
家庭作为实现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其自身

结构形式的演变,在反映两性交互关系的同时,也折

射出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历史轨迹[4]。
在蒙昧时代,人类通过杂乱无章的性关系进行

自身的再生产,在这样杂乱的两性关系之上还无法

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家庭。 这一时期,人的生产在

社会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了保证出生人口质

量,杂乱无章的性关系逐渐被一些不断细化的性禁

忌所约束。 正如恩格斯所言:“原始历史上家庭的

发展,就在于不断缩小最初包括整个部落并在内部

盛行两性共同婚姻的那个范围。” [2]55 性禁忌的出现

表明两性结合开始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男女结合

的范围逐渐缩小,开始走向第一个婚姻家庭模

式———血缘家庭。 血缘家庭的出现是人类出于共同

利益而自发形成的一种两性结合状态,是人类社会

发展的一大进步。
普那路亚家庭是群婚家庭发展的最高模式,它

通过排除同一部落内部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进而

促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两性结合。 这一做法不仅有

效避免了同一部落内部由于同辈之间近亲结婚可能

导致的不良影响,同时也加强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联

系,并最终推动了人类社会向母系氏族社会发展。
母系氏族社会是女性社会地位的高峰期,这一时期

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

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
对偶家庭出现源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古代

遗传的两性关系随着原始共产制的解体和人口密度

的增大,而逐渐失去其朴素的原始性质。 女性通过

暂时或长久的与一个男子进行结合来摆脱群婚制所

带来的屈辱和难堪状态。 对偶婚制是社会进步的产

物,是女性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尊严的结果。 但是对

偶婚也给家庭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除了生身的

母亲之外,它又确立了确实的生身的父亲” [2]63。 按

照当时性别分工的结果,丈夫是劳动工具、家畜和奴

隶的所有者,这一分工的结果使得男性逐渐掌握更

多的物质财富。 恩格斯指出:“随着财富的增加,财
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

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

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 [2]64

专偶制家庭的出现源于男性确定遗产继承资格

的需求,其根本目的在于确保父系血统的纯正以及

以此为基础的财产传承。 一夫一妻制的确立符合人

类社会进步发展的需要,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

一。 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这个时代中,任何进步

同时也是相对的退步,因为在这种进步中,一些人的

幸福和发展是通过另一些人的痛苦和受压抑而实现

的。” [2]76 恩格斯认为,一夫一妻制的婚姻绝不是个

人相爱的结果,仍然是一种权衡利害的婚姻。 在这

样的婚姻形式中,男性居于统治地位,实行对女子的

专制,要求女子为他生产只能是他自己的并继承他

财产的子女。 对于这种婚姻关系在资产阶级中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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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恩格斯毫不留情地指出:“这种权衡利害的婚

姻,……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而
更常见的是妻子。” [2]82

二　 女性解放的核心问题探究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

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
时候,才会产生。” [5] 妇女解放命题的提出也需要形

成或者正在形成相应的物质条件。 恩格斯基于两种

生产理论对妇女被压迫被剥削状况的揭露和批判,
内在地蕴含着推动妇女解放的思路和主张。 在恩格

斯看来,生产力的发展是女性解放的物质前提,参加

社会劳动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先决条件,家务劳动社

会化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环节。 为推动女性解放,恩
格斯主张让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推动生产力的发

展,使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使家务劳

动摆脱私人服务的狭小领域,实现家务劳动的社

会化。
(一)生产力发展是女性解放的物质前提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改变女性

在生产中的弱势地位。 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和

生产力密切相联。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

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
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6]222 生

产关系是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社

会关系,这一关系包含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

互关系。 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两性在社会生

产中的地位也在发生变化。 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

始社会早期,生产生活资料实行公有制,女性在物质

资料的生产中占据优势地位。 随着生产力发展,在
新的生产方式作用下物质资料出现剩余,为私有制

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恩格斯指出:“家畜的驯

养和畜群的繁殖,开发出前所未有的财富的来源,并
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关系。” [2]62 此后,在以私有制为

核心的父权社会下,女性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进入

资本主义时期,急剧发展的生产力一定程度上带动

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马克思预言当人类社会进

入共产主义阶段时,生产力的发展将带来物质的极

大丰盈,人类将进入这样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6]422,这
时将实现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发展生产力是推动女性解放的宝贵历史经验。
人类历史进入到资本主义时期,是生产力飞速发展

的阶段,也是女性主体意识开始觉醒的关键时期。
在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女性感受到自身的受压

迫地位,并发出要求实现解放的强烈呼声。 随着呼

声不断高涨,世界上各地的女权运动此起彼伏。 女

权运动的出现既意味着女性实现自身解放意识的不

断增强,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在解放过程中遭

遇的重重阻碍。 每当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时,“妇
女回家论”的口号总是甚嚣尘上,妄图将女性重新

禁锢到家庭中去。 事实上女性解放与生产力发展密

不可分,女性参与社会劳动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
产力发展也将进一步推动女性的解放,两者相辅

相成。
(二)参加社会劳动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先决

条件

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角色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

位。 在蒙昧时代,女性承担的采集工作不仅与男性

狩猎共同作为社会生产的内容,而且在原始社会实

行的共产制家庭经济中,女性的家务劳动也具有社

会公共生产的性质。 因此女性劳动的全面公共性决

定了她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 但是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生产方式不断丰富,男性的天然优势更加符

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在新的社会分工中,女性仍

然从事家务劳动,但是其劳动的公共性渐趋丧失,成
了一种服务于男性的私人劳动。 在自身劳动丧失了

社会公共属性之后,女性劳动便成了社会劳动中无

足轻重的附属品,随之而来的女性社会地位衰落便

成为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 正是在此基础上,
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

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

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

来都是不可能的。” [2]178

女性参与社会劳动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全面

参与。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
“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 [6]57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在社会生产中通过劳动得以实

现,决定着人的本质的生产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

础的全面生产。 因此,对于恩格斯所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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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应该理解为女性对公共事业的参

与是全面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局部参与。 女性除了要

参与经济层面的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之外,还应该从

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投入各种生产性和非生

产性活动当中。 片面的参与不仅会造成女性社会地

位的畸形发展,也不利于女性各方面素质的全面

提升。
(三)家务劳动社会化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环节

家务劳动是限制女性解放的关键一环。 在现代

工业的推动下,大批妇女进入到社会生产公共领域,
但是她们在承担社会公共劳动的同时,也要负担起

家务劳动的重担。 在社会生产和家务劳动的双重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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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下,女性仍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 正

如恩格斯所言,“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在大量地、
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
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 [2]178-179。

繁重的家务劳动成为女性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

限制因素。 家务劳动对于社会生产发展具有不可或

缺的重要历史作用,但是其一开始就与女性天然地

联系在一起。 原始社会时期的天然性别分工使女性

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家务活动的主体,此时的家务劳

动仍然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

生产方式的进一步改变,家务劳动逐渐从公共属性

演变为带有强制性和附属性的私人劳动,男性凭借

在社会生产中的优势地位无偿占有女性家务劳动成

果,而女性几乎丧失了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权利。
如今,家务劳动的需要、女性生理因素的限制以及无

处不在的性别歧视使得女性很难摆脱家庭的限制而

进入社会公共领域。 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恩

格斯提出的这一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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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家务劳动社会化是马克思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

基本观点。 家务劳动是一种发生于家庭内部的,是
维系家庭成员生存繁衍、实现家庭功能结构的普遍

化的劳动,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劳动得以顺利展开的

必要前提。 工人的社会劳动得到了资本家工资形式

的补偿,但是在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工人所获得

的生活资料必须经过家务劳动的再加工才能够产生

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功能。 从这一点来看,工人的

必要劳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两部分———社会部分和

家庭部分,因此妇女的家务劳动也应该得到社会以

工资形式的补偿。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使家务劳动

从私人劳动逐步转化为社会生产提供公共服务的社

会劳动。 当这一过程完成之后,妇女的劳动将不再限

于个体家庭的私人服务领域,而成为具有社会性生产

价值的公共劳动,进而推动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

三　 马克思主义女性解放思想的当代启示

新时代妇女解放事业仍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要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

同时,重视女性精神文明的建设,筑牢女性解放的物

质和精神根基。 要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

要作用,其中要充分重视女性的受教育权,消除社会

对女性的歧视现象,为女性人才发展提供广阔的成

长空间。 最后,面对限制妇女发展的家务劳动问题,
要积极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解决女性

发展的后顾之忧。

(一)不断夯实女性解放的物质和精神根基

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需要从物质和精神

两个方面同向发力。 要解决当前我国妇女解放事业

面临的现实问题,仍需要不断夯实女性解放的物质

和精神根基。 从物质的视角来看,恩格斯从生产力

发展的规律中去探索女性受剥削、被奴役地位形成

的原因,并深刻指出导致妇女地位衰微的物质性根

源在于私有制。 同样,未来女性解放的方向也应从

生产发展的规律中去把握,以不断提高的生产力为

基础,为女性解放提供坚实稳定的物质条件。 “进
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妇女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广泛,妇女发展的不平

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 [7] 这是目前我国妇女解

放事业仍然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应该

归结到我国当前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上来。 从当

前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

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是制约女性解放的关键

因素。 我国诸多领域的发展仍然存在不平衡的状

态,这成为限制女性实现成长的障碍。 例如在教育

领域,仍然有部分女性无法拥有受教育的权利,从而

使其失去教育成长的机会。 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领域

也存在着针对女性群体的不公平现象。 这些客观存

在的事实说明现时想要实现女性的解放,仍然有一

段艰辛的路要走。
须知没有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没有女性全面的

彻底的解放。 当前,我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

斗目标,正朝着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

二个百年目标奋勇前进。 在新的征程中,我们应将

妇女解放的目标融入新的伟大实践中,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妇女解放的最终落脚点,实现妇

女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同频共振。 从马克思的观点出

发,女性解放的任务,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

存在的时候才会产生,因此我们必须站在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的前提下去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积
极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女性解放提供坚实的物质

条件。
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向来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的两个重要抓手,妇女解放的事业同样不能例外。
在党的带领下,广大女性身上所发扬出来的精神早

已成为中华文明精神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赵一曼、刘胡兰等女

英雄,她们身上展现出的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勇气

至今仍让人感到震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广大妇女发扬“半边天”精神,积极投身社会生产,
为新中国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在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全国妇联在中国妇女第六次

06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年



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向广大妇女发出了“自尊、自信、
自立、自强”的号召,从此这一“四自”精神历经时代

发展,被妇女诠释出新的内涵;进入新时代,广大女

性继续弘扬“四自”精神,在抗击疫情和现代化建设

中焕发新时代巾帼力量。 女性是人类文明的建设者,
重视女性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可以提升女性对自身认

识的觉悟,而且将进一步推动女性解放事业的发展。
(二)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

界委员时对广大妇女寄予期望,“希望广大妇女做

伟大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

梦的奋斗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8]。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充分发挥女

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培养女性人才,为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巾帼力量。
要充分发挥女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首

先要重视女性教育,教育对于女性是一种重要的资

源,是使女性适应社会,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根本保

障。 有学者研究指出:“在不考虑家庭责任的情况

下,大专教育程度的女性相比于小学及以下受教育

者,劳动参与的几率要高 2. 061 倍,大学本科及以上

的女性,劳动参与的概率比未受教育者高 2. 663
倍。” [9]可见,教育可以帮助女性更好地参与劳动,
提升女性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 张桂梅校长坚持教

育改变女性命运的价值理念,并为此做出了不懈努

力。 但是要充分保障女性的受教育权,靠个人的力

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发动社会的力量来保证女性

受教育的权利,以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作为衡量社会

进步的尺度。
其次要消除性别歧视,重视女性在价值创造方

面的重要作用。 在社会文化观念方面,由于西方资

本主义性别文化的冲击和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重男

轻女等传统观念的影响,部分社会成员仍然存在将

女性看作附属、工具的陈旧思想观念,甚至还有所复

燃。 例如,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影响导致了女性形

象商品化倾向。 在电视广告中,女性形象常常出现

在电子产品、汽车等商品的销售广告中,商家通过年

轻靓丽的女性形象来刺激人们的购物欲望。 这些现

象背后的实质是商家将女性形象作为商品促销的手

段,暗含着对女性的歧视意味。 而在价值创造领域,
在人类文明创建的历史过程中,女性同男性一样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但是当女性取得巨大成

绩时,往往首先遭遇到的是来自各方面的质疑。 似

乎只有当女性抛弃自身特征,符合男性确定的女性

形象标准时,她取得的成绩才能得到认可。 例如,

“女汉子”一词的出现,展现了现代女性坚强独立的

一面,但是从女性视角来看,她们必须改变天然的性

别特征,才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这种价值观念背

后反映的仍然是社会男女平等认知的偏差。 这些不

恰当的声音始终在提醒着我们,消除对女性的偏见,
重视女性创造的社会价值仍然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

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要重视社会生产领域内,特别是科技领域

中女性人才的培养。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性工

程,人才则是推动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 党的二十

大报告中,将教育、科技和人才作为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要重视人才

的培养,就不能忽视女性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
科技部等十三部门印发的《关于支持女性科技人才

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通知中指

出:“女性科技人才是科技人才队伍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我国科技事业十分重要的力量。” [10]因此我

们必须认识到女性科技人才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近年来,许多优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

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了重要贡献。 例如屠呦呦研

发的青蒿素实现了我国中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陈
薇带领团队研制出全球首个安全有效的新冠疫苗,
王亚平迈出了中国首位女航天员外太空行走的第一

步等。 我国在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迈出的

每一步都离不开女性科技工作者奋斗的身影,但是

也需要意识到在高层次人才中女性占比偏低,以及

女性科技者在职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多重障碍问题。
因此,我们既要重视女性的科技贡献,也要为女性人

才的发展提供全面坚实的保障。
(三)积极探索家务劳动社会化的可能路径

从最初的性别分工开始,妇女就与家务劳动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但是随着家务劳动从社会领域

逐渐转到私人领域,女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
女性解放是人类解放的重要一环,为此恩格斯提出

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主张,并将其作为实现女性解

放的重要路径。 一直以来,女性都是家务劳动的主

体,繁重的家务劳动占据了女性较多的时间和精力,
限制了女性对公共事业的参与。 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这一状况似乎发生了改观。 一方面得益于科技

的进步,社会上出现了可提供家务劳动的智能机器

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负

担;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渐细化,出现了一

些专门提供家务劳动的个人和公司,以雇佣劳动的

形式为家庭提供各种家务劳动服务。 种种现象的出

现,似乎预示了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的趋

势。 但是从本质来看,这些现象仍属于资本主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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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下的市场行为,是家务劳动市场化的趋势,其产

生的高额成本难以为一般家庭所承受。 其目的本身

也并不是想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而
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开辟的一个新的劳动市场。

家务劳动除去日常的生活打理外,更重要的是

育儿和养老工作,这些工作对于家庭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也占据了女性较多的时间精力。 为了更好地

帮助家庭解决负担,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一些地方出

现了老年食堂,食堂运营通过经济上政府的部分补

贴、企业捐赠以及招募志愿者的方式为老人提供营

养饭菜以及各项护理服务。 这不仅减轻了家庭负

担,也为真正解决女性的家务劳动问题提供了借鉴。
对比来看,家务劳动市场化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必然

结果,其营利性目的并不能真正解决女性的家庭劳

动负担。 而老年食堂的成功离不开公有制的前提,
也离不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党理念,这两

者结合之下的老年食堂运营模式为实现家务劳动社

会化提供了一个可能路径。

四　 结　 语

恩格斯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不仅填补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前文明阶段的研

究空白,而且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的理

论基础。 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女性社会成员仍

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 伟大中国梦的

实现需要包括全体女性在内的中华儿女的共同努

力,必须直面当前女性社会成员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状况,务实推进中国特色新型现代化建设事业,加
快推进女性社会成员发展事业,切实做到创造性运

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充分尊重女性

主体地位,大力发扬女性优势与潜力,以文明和谐两

性关系的建树,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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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s Emancipation of the Mind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in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WANG Tianmin, ZHANG Yanb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Engels classic work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ot only reveals the reasons for
womens oppression from various aspects such as two modes of production,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evolution of family forms,
but also shows the path to womens liberation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developing productivity,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labor, and socialization of housework. In the face of the current imbalance and insufficiency in womens liberation, we should take
Engels ideas on womens liberatio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start from vigorously developing productivity, harness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women in social production, exploring possible paths towards the socialization of household labor, and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production mod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famil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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