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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

前言

这一课题开始于十多年前。像60年代晚期的许多女性一样，我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之时，正巧发现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起初，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似乎可以被简单地扩展，去解释女性解
放论者所关注的问题。但很快，我们意识到，这一结论太机械了，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
们所遇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关于女性受压迫的社会主义著作，需要做彻底的改变。认识到这些之后
，一些人彻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另一些人虽然还坚持使用马克思主义，但目的却是发展一种“社会
主义——女权主义”的综合理论，以超越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不足。我理解这种做法，但我依然坚持
初衷——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很快，我遇到了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紧要任务。此外，仔细阅
读19世纪那些关于所谓女性问题的主要文献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传统理论是相当矛盾的。在过去
的几年中，我试图正视并阐释这些问题。本书便是这些思考的结果。一点儿也不奇怪，本书的顺序与
我自己在这些问题上的思想历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本书开始是对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评
价，接着是对19世纪文献的批判性审读，最后是对处于总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中的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理
论结论。在写作这本书期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解释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努力令我更加肃然起敬
。尽管我仍然认为，最有可能为即将到来的解放女性的斗争提供理论指导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
兴，而不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综合理论的构建。当我开始研究女性受压迫问题时，马克思的一篇
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对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关系进行了评论，并且使用基督教神圣家族作
为例子：“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对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从理论上进行批判
，并在实践中加以变革。”对我而言，马克思的这些词句已经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者理解家庭经验的
本质。事实上，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者都试图去评论并彻底改造“世俗家庭”——尽管没多少
成果。我认为，引发今天妇女解放运动的那些状况，使更完善的评论和更现实的革命终于有了可能性
。但可能性从来没有变成现实。早在1971年，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U）就认为，持社会主义
观点的女性解放论者与持激进女权主义观点的女权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斗争，并从这个角度分析
了妇女解放运动的现状。我相信，她那时提出的发展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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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概括介绍了当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的发展情况，简
要评价了这些理论作品的观点，仔细审读了有关女性解放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审慎指出了它
们的重大贡献和矛盾性，并在此基础上力图构建一个完善的解释女性受压迫问题的理论体系。
沃格尔赞成用马克思主义去分析当代女性在解放斗争中遇到的问题，但并不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留下
了关于女性受压迫问题的完整分析，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有很深的缺陷，它不能完全解释女性问题，
但马克思主义仍然可以被用来构建一个理论体系，使女性受压迫及女性解放问题在其中有一个合适的
位置。沃格尔严格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内提出自己的观点，将女性受压迫问题置于劳动力再生产和总
的社会再生产语境中来考察，从理论上分析了女性受压迫在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特殊性质，从而
为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其他具体问题构建了较为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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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 译者：虞晖 编者：段忠桥莉丝·沃格尔(Lise Vogel)里德大学
（Rider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现已退休）。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艺术史学博士学位，其后在布
朗大学任教。20世纪60年代在密西西比州供职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领导下的一个当地黑人社团
。70年代中期开始转向社会学，并在布兰代斯大学获得了第二个博士学位。出版专著《安东尼·庇护
石柱》、《工作中的母亲：美国公共劳动场所的孕产妇政策》、论文集《女性问题：唯物主义女权主
义论文》等。

Page 4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

书籍目录

前言鸣谢1．序论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2．十年论争3．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与女性问题第二部分 
马克思和恩格斯4．早期观点5．马克思：成熟阶段6．恩格斯：有缺陷的阐述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运动7
．第二国际8．走向革命第四部分 从女性问题到女性解放9．二元遗产10．劳动力再生产11．超越家务
劳动注释参考文献索引译后记

Page 5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

章节摘录

家务劳动争论中的议题是劳动力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被生产和再生产的问题。在分析这一问题
时，大家在马克思主义范畴的确切含义和应用上产生了分歧。特别是，讨论集中于家务劳动的产品的
性质，它作为生产性劳动或非生产性劳动的理论地位，以及它与工资和雇佣工作的关系。继本斯顿之
后，许多人也认为家务劳动生产使用价值——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有用物品——供家庭内直接消费。
这些使用价值的消费使家庭成员得以更新自己，投入第二天的工作；也就是说，它有助于整个工人阶
级的维持和更新。尽管人们对于这种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各种关系
作出了种种假设，但它们之间的联系仍然颇为模糊。另外一些人则与达拉·科斯塔一同声称，家务劳
动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被称为劳动力的特殊商品。她们用这种方式将女性无酬的家务劳动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许多人初次接触这一假设时，发现它很有吸引力。
在家务劳动争论中，对家务劳动产品的某种态度，很自然地与对家务劳动的理论性质持何种看法有关
。比如，对一些人来说，家务劳动既创造价值也创造使用价值的观点表明，它可以被马克思主义的术
语划分为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为资本家阶级生产或者不生产剩余价值。而对于那些认为家务劳动
只创造使用价值的人来说，则没有明显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可以直接借用。家务劳动既不是生产性的，
也不是非生产性的，它有另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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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深深感谢我的导师段忠桥，在书稿的遴选确定以及翻译过程中，他以开阔的学术视野、深湛的学术素
养给了我热诚的指导和中肯的建议。特别感谢《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的原作者
莉丝·沃格尔女士，她非常细致且不厌其烦地帮我联系版权事宜，解决翻译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并不
时给予我鼓励。我的师兄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刘仁胜从英文翻译及专业表述方面提出了许多精妙的建
议，我的师姐中央党校教授孟鑫通读了译文全稿并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我的好友姚雅欣女士和《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的策划编辑郑端女士、责任编辑王羽也对译文提出了许多
宝贵意见和建议，对他们的热忱和无私我尤为感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985项目”为《马克思主义
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在此亦致以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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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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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每个女权者/马克思主义者都该读的一本书，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评价了作者同时代及之前的社会主
义女权思潮，并且创造性的尝试给出了自己的见解。（我认为是很有启发的）
2、对社会主义女权梳理脉络清晰，不过的确这块是缺乏发展的，并没有什么新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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