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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女性学的理论流派　　女性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门类不同、观点各异的理论流派，
为其理论建构提供基本元素和理论支撑。在女性学的理论发展过程中，较为成熟、产生广泛社会影响
的主要有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和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其中，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中孕育产生的社会性
别理论，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树和实践行动而备受关注，对女性学的理论研究和妇女运动实践层面都产
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产生　　任何理论
的产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于l9世纪中叶的欧洲
，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　　19世纪4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生
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无产阶级斗争不断高涨。在机器大生产中，大批
妇女同男子一样走出家庭，进入工厂，成为廉价的劳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的实践中，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遭受剥削韵悲惨境地给予了相应的关　　注。例如恩格斯在《英国
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用大量亲身调查材料，描述了女工们悲惨的生活状况。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是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和分析社会问题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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