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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 

妇女解放思想及现实意义 
伍烨 

（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0） 

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正式形成。基于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的解读，阐述书中蕴含的妇女解放思想，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渊源，并简要探析了妇女解放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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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mergence of the Family，Private Ownership and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marks the formal formation 

of the Marxist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 of Family，Private Ownership 

and State，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contained in the book and the theoretical origin of 

the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to the Chines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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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 放以来，国内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妇女的自主独立意识

逐渐觉醒。可时至今日，国内社会在择业、择偶和传统观念对女性

的偏见都没有彻底改变，女性仍处于被“压迫”的处境。而《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是公认为马克思主义

关于妇女解放的经典著作，书中蕴含大量的妇女解放思想，恩格斯

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剖析社会现实问题，系统梳理了

女性地位的变化、男尊女卑的根源以及妇女解放的路径与条件，不

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对寻找适合解放中国女性道路，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一、《起源》中论妇女解放问题的历史生成 
在《起源》中，恩格斯以唯物史观视角对社会与家庭形式进行

划分及探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是决定社会与家庭形式的决定

性因素，而社会与家庭形式的变化由间接影响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

因此，恩格斯指出，妇女社会地位的高低受社会生产力、经济制度

与婚姻制度所影响。 

（一）分工的发展 

恩格斯从两种生产的分离对男女之间的地位进行解释。恩格斯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在《起源》中提到“两种生产”理论，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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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点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自身生产的不同含义，在此基础上分析

了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人类同时受到两种

生产的制约，即物质发展生产阶段和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两种生

产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原始社会初期与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以人类“种

的繁衍”为承担者的女性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高于男性的。女性与

男性不仅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并且女性还作为人类

自身生产的主导者参与社会生产。在原始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女性作为“种的繁衍”的承担者，社会地位自然高于男性。其次，

原始社会以年龄与性别进行自然分工情况下，男性以外出狩猎为主

要生产方式，具有不稳定性。女性则以种植农作物与驯养牲畜为主

要生产方式，承担养殖事物、烹饪视频、缝制衣物与养育老幼等劳

动。因此，不难看出，与男性不稳定的狩猎活动相比，女性生产活

动与内务劳动是稳定的家庭生活来源，为维护氏族集体的生存与繁

衍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女性在原始社会初期与中期中受到普遍尊

重，地位也高于男性。 

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迫使共同劳动与平均分

配的“原始共产主义”走向解体。游牧部落通过家畜与畜群的大量

繁殖获巨大发展，家畜与畜群的大量繁殖使人类拥有了剩余产品，

同时也就意味着畜牧业的私有制出现。私有制的出现，给予对偶制

与母系氏族为基础的社会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男子在家庭公共劳

动的形式主要是以制作劳动工具和获得食物为主，因此逐渐成为食

物、劳动工具与奴隶的支配者，由此父系家族经济登上历史舞台。

此时的女性主要在加重从事家务劳作，与拥有生产工具谋取劳动产

品的男性相比，家务劳动已经失去了原具有公共劳动性质的意义。 

（二）私有制：男尊女卑的根源 

唯物史观视域下，恩格斯指明了生产关系对家庭关系中男女地

位的决定作用。在没有私有财产出现之前，也就没有利用私有财产

对他人的奴役，因而男女关系在家庭关系中是平等的。伴随着男性

掌握劳动工具生产的技术，男性占有生产资料并实现对女性的奴役。

父系家庭为确保男系血缘的继承权，逐渐形成了重男轻女的观念。

因此，恩格斯在《起源》中得出私有制是男尊女卑的根源的结论，

早期的阶级压迫与男女关系的失调也由此产生。 

恩格斯详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专偶制的特点，并且指出资产

阶级的婚姻也是由经济条件所决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人对物的

依赖性”成为主要的个人表现形式，一切关系被反映成对物的关系。

恩格斯批判性指出资产阶级虚假的规定婚姻是男女双方自愿结缔的

契约，婚姻中，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实质上，离 了

经济关系，离 了剥削关系，空谈这种男女平等的婚姻关系，就像

犹如“空头支票”一般。为了财产的继承，父母决定儿女的婚姻，

婚姻的结缔只考虑经济条件是否匹配。这种权衡利弊条件下的婚姻，

直接导致了卖淫的出现。对此，恩格斯强烈的批判指出：“卖淫是以

私有制为基础的，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失而消失。因此，共产主义

组织并不实行公妻制，正好相反，它要消灭公妻制。”[3]专偶制在恩

格斯看来是进步的，但却是建立在对女性隐蔽的奴役基础上的，是

作为两性关系失衡的基础上而出现的。剩余产品带来了财富的迅速

积累，财富的迅速积累同时也带来了财产继承问题。男性作为财产

的拥有者与创造者，剩余财产自然想被自己的子女所继承，由此产

生了全新的婚姻形式——专偶制。同对偶制的婚姻形式相比，专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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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更体现了父系占主导的家庭特征，这种家庭关系建立在丈夫的统

治之上，女性被要求与一位男性保持长期的的婚姻关系，只有丈夫

才享有对婚姻不忠与解除婚姻的权利。专偶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是与私有制相结合， 辟了延续至今的一个时代。 

二、恩格斯论妇女解放的理论条件 
恩格斯指出，女性与无产阶级受压迫的情况极其相似，享受到

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女性的地位得到提升，

然而实质上仍受到私有制与父权制的双重压迫。女性寻求解放的方

式与工人阶级一样，需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

其上层建筑，以至实现真正的解放。倘若寻求女性解放不涉及经济

领域，倘若女性以至被排除在社会公共劳动之外，那么妇女解放将

永远只是一句空话。 

（一）寻求女性解放的首要条件就是消灭私有制。 

妇女解放是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重要一步，在资产阶级社会中，

必须将妇女解放与工人解放相结合，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恩格斯指出，只

有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迈进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建立在经济条

件上的现象就将消失，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婚

姻观从此消失，女性也不会因为金钱而卑屈与男性，双方的婚姻只

会建立在相爱的基础上。恩格斯并不是在否认专偶制，而只是在否

认私有制基础上的专偶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专偶制，随着

经济原因的消失，专偶制并不会消失，相反，到了共产主义生产资

料社会共同占有的时候，专偶制才能完整体现。与此同时，伴随着

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遗产问题也不复存在，男性无须再考虑私人

财产遗留问题，重男轻女观念也将消失，女性享有与男性共同的社

会地位。 

（二）寻求女性解放的必要条件——积极投身于社会公共劳动。 

陈旧的家庭观认为女性只是家庭的附属物，她们的天职就是只

要负担家务，资产阶级大肆宣扬女性应当排除在社会公共劳动之外，

以家务为中心的观念。然而，女性只有摆脱家务劳动的束缚，积极

投身于社会公共劳动中才能实现经济的独立，才能不再卑屈于男性，

才能从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关系中解脱出来。积极参与社会劳动，

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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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性只有重新投入到社会的劳动生产中，才能淡化以男性为中

心的陈旧观念，才能打破社会中两性不平等的观念。同时，切实维

护好女性公平参与受教育的机会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

才能实现两性的平等关系，共同实现社会的平稳有序发展。 

（三）寻求妇女解放的补充条件--选择婚姻关系的自由 

《起源》中提到：“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5]在择偶时，妇女不

以物质利益作为考量依据，而是以爱情为基础，适当的以文化修养、

爱好或职业为择偶考量因素。而现实中妇女要真正获得自由选择婚

姻关系的权利，首要任务是摆脱社会和家庭对其的奴役，从婚姻关

系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妇女能解放的前提是经济上实现

解放。妇女参加社会劳动，将自己从阈于繁琐的私人家务劳动的围

城中解放出来，在社会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经济上实现独立，

无需依附男性而活，这时候的婚姻关系才有可能成为女性的权利，

而不是剥削她们的手段，实现真正意义上平等的专偶制关系。那么

没有了金钱利益的驱使，女性能按照自我意愿选择自己的伴侣时，

不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时，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解放，这样，“而这

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

委身于男子[6]”。 

三、《起源》中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渊源 
《起源》中蕴含着丰富的妇女解放思想，大部分理论都涉及妇

女这个群体，书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和

借鉴的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来源于三大空想理论、摩尔

根的人类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一）三大空想理论 

先提出妇女解放理论的是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大空想

主义学者。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 19 世纪是一个阶级压迫和剥削都十

分严重的时代，空想主义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推动人类解放

的同时，也在为寻找解放深受压迫的妇女的方法。 

圣西门认为不管性别、阶级，任何人都应该参加劳动，这样才

能改变只能依附父亲或丈夫生存的家庭妇女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女

性和男性地位平等，理应获得和男性同等的公共参与和担任公职的

权利，在选举活动中，拥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也能在政府部门

中担任公职。 

傅立叶将妇女解放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解放程度的标准。他认为，

妇女的自由程度和社会进步的程度相适应。如果妇女可以自由全面

的发展，证明她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社会加在她们身上枷锁，也更加

验证了社会在不断的进步。同时，傅立叶认为，妇女在资本主义社

会的婚姻中深受其害，在婚姻中深受压迫，妇女被当做是商品，而

被用于交换。傅立叶批判了这样的资本主义婚姻，可是并没有对妇

女深受压迫的根本原因进行挖掘，只是强调了妇女被压迫的结果。

他设想的社会过于理想以至于只是空想。 

欧文将妇女解放的设想寓于改造共产主义社会中。他认定改造社

会可以，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可以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妇女解放。同

时，他认为私有制是出现阶级不平等和压迫的根本，也是妇女被压迫

的根本，只有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才能消灭阶级的不平等和压

迫。因为欧文看来，私有制、宗教和那个时候的婚姻形式是改造社会

过程中的三个大障碍。妇女在资产社会的婚姻关系中受到很深的伤

害，生活的范围仅限于家庭之中，被迫退出公共劳动。所以在改造社

会中面临这三个障碍也是欧文解放妇女致力批判的内容。 

虽然空想主义者的妇女解放思想在当时具有超前性，但他们的

妇女解放思想有一定程度上的空想性，缺少理论付诸实践的条件，

马克思、恩格斯借鉴和吸收了他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妇女解放的思

想，创建了科学的妇女解放思想。 

（二）摩尔根的人类学思想 

摩尔根在 1877 年出版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

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

放思想有深远影响。摩尔根通过实地考察印第安部落和夏威夷群岛，

经过研究和搜集资料，对古代社会的家庭以及亲属制度之间的关系

进行阐述， 终发现：妇女生产活动与内务劳动是稳定的家庭生活

来源，为维护氏族集体的生存与繁衍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受到尊重，

社会地位高于男性。摩尔根由此得出，社会制度的催生了家庭，家

庭又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发展情况，从文明时期 始专偶制家庭已经

改进，可以推测出家庭会进一步完善直至两性达到平等的结论。马

克思在批判性地吸收和借鉴了摩尔根思想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家

庭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深入地剖析了私有制、阶级以及国

家的起源。恩格斯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的理论，根据马克思的著作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出版了《起源》。 

《起源》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正式形

成。让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妇女们在斗争中有了更强大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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