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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女性作为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女性的权利解放与意识觉醒程度将直接关乎到全人类“自

由而全面发展”问题。在五四运动期间，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同时也是第一个关心中国的妇女问题，

他批判继承前人妇女解放思想中的理论，结合中国当时女性的具体实际情况，吸取欧美女权运动的经验，

从妇女婚恋家庭问题、教育就业问题、妇女解放运动问题等出发，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妇女解放思想，

不仅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点，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国化进程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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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human society, women’s rights liberation and consciousness awaken-
ing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all mankind. Dur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pioneer who spread Marxism was also the first to care about women’s issues in China. 
He criticized and inherited the theories of previous women’s emancipation thoughts,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Chinese women at that time, absorbed the experience of feminist move-
ments in Europe and America, and formed a women’s liberation thought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
al condi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women’s love and marriage,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wom-
en’s liberation movement, etc., which not only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views on women,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106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106
http://www.hanspub.org


穆瑶 
 

 

DOI: 10.12677/acpp.2022.114106 593 哲学进展 
 

but also pioneered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t views on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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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李大钊是历史上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学者，李大钊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在对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继承和发展之上建立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和人类解放视角出发，认为“在

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把握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主要思想及发

展历程，是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理论意义之一。同时，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初期阶段妇女

观的特征、明确当时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解放道路、发展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李大钊是中国现

代史上第一个关注和研究妇女问题、特别是劳动妇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

积极倡导者与热情支持者。 

2. 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发展 

我国初期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情境催生了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

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奠基人，其对中国女性问题的研究深受不同历史时期的启蒙思想与国际女权运动的

影响。 

2.1.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理论自然

而然的成为了他的妇女解放思想的根本指导。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之中对妇女被压

迫的原因以及解放道路作了系统的阐述，他指出，妇女被压迫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制的形成，原始的共

有制社会因生产工具的不断改进、劳动生产率的飞速提高、社会财富的逐渐积累和剩余产品的产生而被

打破，社会劳动分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产生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形式，妇女也因此逐渐失去对生

存资料的占有权，渐渐陷入了被压迫与被奴役的境地。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则是妇女解放的必经之路，

妇女因私有制的产生而被奴役被压迫，也必然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得到解放。因此，妇女解放与全人类

解放是不能割裂的，恩格斯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解释妇女被压迫、被奴役的原因，并将妇女解放置于无

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总目标之下，成为了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 

2.2. 西方人权思想的传入 

鸦片战争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冲破，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鲜事物扑面而来，伴随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学说的输入，人权学说和女权运动思想也不断涌入。天赋人权学说宣传人生而平等，人的生命、自由、

平等、安全等权利与生俱来、不可剥夺。这一学说同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两大主题相契合，引

起当时人们的关注，在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 70 多年的屈辱历史中，无数爱国志士渴望挽救民族于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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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启蒙了爱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并渴望利用该观

点宣传人人平等，从而解放人们的思想。可以说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的传播为近代时期中国先进分子

所宣扬的民主平等观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2.3. 西方女权运动的启发 

西方女权运动发展为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形成提供动力。中国数千年封建传统都是建立在男权中心

之上，在旧中国，我国妇女深受封建皇权、族权、父权、夫权的桎梏，广大妇女处于社会最低层。“无

论是在政治法律上、文化教育上、社会地位上、伦理道德上、婚姻家庭上还是风俗习惯上，男尊女卑盛

行多年。”[2]女子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广大妇女被看作是男权社会附属“物”一般的存在，几千年

来备受压迫，亟待解放。在西方女权运动蓬勃兴起的近代，中国妇女仍未摆脱被压迫的悲惨现状，鲜明

的对比刺激着李大钊等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探求妇女解放的道路，国际性妇女参政运动的高潮也为李大钊

妇女解放思想的构建提供了相应的实践经验。 

2.4. 国内经济结构的改变 

鸦片战争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国门，资本阶级铁骑踏入中华大地，将本就不牢固的国家变得更加摇摇

欲坠，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伴随了封建社会近千年的小农经济随之瓦解，资本主义萌芽

出现。李大钊指出：“中国的农业经济，既因受了重大的压迫而生动摇，那么首先崩颓粉碎的，就是大

家庭制度了。”[3]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的生产资料日渐丧失，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结

构已摇摇欲坠，经济上发生的巨大变动也催生着思想上的变动，封建思想的物质基础一旦动摇，旧式家

庭和封建伦理也变得岌岌可危。 

3. 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的主要内容 

李大钊不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而且也首位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妇女压迫问题的中国人。

李大钊在那时已经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逐步发展成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国内的妇女问题上，他在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对妇女备受压

迫根本性原因进行剖析。他认为物质构造是一切精神构造的基础，物质构造决定精神构造，精神构造随

着物质构造的变动而变动，妇女的地位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女性劳动者群体日益壮大，女性权利自然要获得相应的解放。 

3.1. 李大钊主张婚恋自由是家庭幸福的基础 

在婚恋与家庭问题上，李大钊主张女性的婚恋自由，传统的一夫多妻制、父母之命式婚姻与大家庭

制度早已不适应当时生产力飞速发展和自然经济瓦解的现实，在《不自由之悲剧》中李大钊已有相关问

题的表达，“以哭此不得社会同情之少年，哭此神圣之恋爱……婚姻之结媾，以理言之，当为恋爱之结

果。”[4]主张婚恋自由是幸福家庭的基础。婚姻的平等与自由是男女双方都能享受到平等与自由，是夫

妇关系的平等，不应该牺牲女性在家庭关系中的个人感受，要在实现平等的婚恋关系的同时，保障男女

双方均拥有再婚、再嫁的自由。在摆脱了传统经济结构之后，广大女性也应自主适应新的经济社会，转

换思想，努力摆脱宗法社会中传承了数千年的女性固有社会心理，将更多的视角从家庭转向社会，勇于

挣脱家庭的桎梏，真正走入社会。 

3.2. 李大钊认为教育问题是妇女解放的主要问题 

在教育与职业问题上，李大钊提出四点诉求：一是要和男性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二是要有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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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自由择业，并且同工同酬；三是要在法律上废止一切歧视妇女的条款；四是要让妇女在家庭、社会

工作中的地位和价值受到认可与尊重。李大钊将妇女受教育问题看作主要问题，妇女应享有与男性相等

的受教育权。李大钊将生产和分配方式的私有化视为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根源，而私有制也正是传统父权

社会的基础。广大女性只有接受教育，用知识武装头脑，才能转换思想，拥有技能，脱离蒙昧，从而在

参与社会生产的过程中成长并获得相应的报酬，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进而争取更大范围上的

平等，为全社会的妇女解放做出努力。 

3.3. 李大钊认为女权运动是妇女解放的有力手段 

李大钊认为，女权运动的特征是挑战和反抗男性压迫和男权社会。虽然当时资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

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弊端，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也相对落后，但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妇女

解放运动不应是敌对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割裂，而应该建立统一战线，谋求两个阶级的合作，同时将妇

女解放置身社会解放、无产阶级解放之中，谋求更大范围的统一战线，男性无产者应与女性无产者联合

起来，“一个公正的愉快的两性的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助补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

与男子的优越。”[5] 

4. 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的重要价值 

李大钊的妇女观形成于五四时期，在这个时期李大钊开始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探

讨妇女问题，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女权学说，使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开始脱离旧民主主义的轨道，转变到

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为中国妇女解放指明社会主义方向。因此，“他的遗文却将永在，因为这是先

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6]  

4.1. 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也是我国最早的马

克思主义妇女问题的理论家，最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观点来分析解决中国妇女问题。 

4.1.1.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国妇女问题 
李大钊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去分析中国妇女问题，把物质经济社会的变动视为妇女的一切问

题产生的动因，赞同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受压迫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妇女理论，认

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妇女想要解放，就必须打破私人占有的经济制度。李大钊从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理论出发，对妇女全面解放的必然趋势做出了科学预示。他指出：“将来资本主义必然崩坏，

崩坏之后，经济上生大变动，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的

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系，没有男女的界限。”[7]李大钊用唯物史观考察妇女地

位的历史演变，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条真理：历史上妇女地位的变化取决于物质和经济的变动，当代和

未来妇女地位的改变也取决于物质和经济的发展，妇女解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客观要求。 

4.1.2. 运用阶级斗争观点解决妇女问题 
五四运动时期世界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推动了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的建立，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李大钊鲜明地指出：“女权运动，仍是带着阶级的性质。”[4]，资产阶级的妇女运动是有限度的，资产

阶级妇女的权力伸张并不能代表全体妇女的解放，占多数的劳动妇女应当成为妇女运动的重心。但同时，

尽管从根本利益角度出发，资产阶级妇女和劳动阶级妇女有所不同，但由于历史造成的轻视妇女的传统,
同属妇女的两个阶级又具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李大钊同意傅立叶的“天然尺度论”，作为共产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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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坚决主张实现男女之间的真正民主、平等、互助的关系，坚决主张妇女的彻底解放，而要想实现真正

的妇女解放，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实行共产主义这一条路可走。 

4.2. 李大钊妇女解放思想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的封建思想 

李大钊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中私有制是导致妇女问题的根源这一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注意到

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男权制度对妇女的严重压迫，他并未直白的将中国妇女问题全部归结于私有制，而是

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特征及对女性的道德桎梏出发，得出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主要遭受以父权制为中心

的压迫这一结论，并发觉此压迫与中国特有的封建大家族制度的经济结构之间的重要关联。 
中国是以农耕为本的农业文明国家，人们大多以家庭为核心聚居，家族因此而繁盛庞大，大家族制

度应运而生、蓬勃发展，而所有的政治、制度、伦理、思想、道德等上层建筑都以这一经济结构为基础。

女性逐渐失去自我价值，沦为生育、消遣等附庸角色，儒家传统伦理中“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

思想更是完全抹杀了妇女的社会价值，对女性的思维觉醒形成了极大的限制，随着封建王朝的更迭交替，

对妇女的桎梏从地位上的剥夺和教育权的丧失，逐步演变为清朝“裹小脚”盛行所造成的女性生理上、

行动上的破坏与限制，在旧中国，我国妇女深受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统治，长期处于社会被

受压迫的最底层。 

4.3. 李大钊以实际行动支持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基础上吸收继承，提出了妇女解放思想，并根

据中国特殊的国情，揭露了封建大家族制度这一长期隐患，阐明了中国妇女受压迫受剥削的本质原因，

从而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新的可行途径。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所说，“延续了

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对中国妇女的压迫和摧残特别深重。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方

面都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8]妇女解放还是一项我们要长期进行的任务。李大钊认为，“二十世

纪是被压迫阶级底解放时代，亦是妇女底解放时代；是妇女寻觅伊们自己的时代，亦是男子发现妇女底

意义的时代。”妇女解放，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妇女自己，要依靠资产阶级妇女与无产阶级妇女的联合，

要依靠广大女群体团结奋斗，在思想上转变，在行动中努力，觉醒自我意识，接受知识教育，自觉自愿

地、积极地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李大钊在五四时期，不但在党成立后开展的工

人、学生运动中动员和吸纳妇女参与，还亲自关心和直接领导了妇女运动，不仅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解

放思想的文章，还定期举行宣传工作，积极支持和帮助妇女反对封建压迫，在他的号召和领导下，中国

妇女解放运动得以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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