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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更无力完全承担劳动强度大的农业生产。
在谋取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的过程中，男人凭借体力优势取代了女人。
他们比女人更多地占有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从而更多地占有劳动果实，更全面地占有自然界。
女人除了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轻体力活（如纺织、饲养、家务等）之外，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被社
会认可的物质资料生产者与创造者了，而仅仅被看做是男人们获得的物质成果的享有者。
随着女人对生产资料占有的减少，主体性也逐渐丧失，女人与劳动的分离最终导致了女人与自然界的
分离。
从此，女人似乎便注定只能在男人的投影下生活，她们要想认识世界，要想接近自然，就得通过男人
，男人才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最后，男人居于主要地位。
父系大家族（或叫父系家庭公社或父系大家庭、家长制家庭）是父系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组织，它是
由同一父亲所生的几代人及其个体家庭组成的。
血缘依然是维系氏族的纽带。
父系大家族的家长由年长的男人担任，组织领导生产，教育家庭成员，维护团结，其妻子协助他管理
家务。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产生和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确立，家庭形态也发生了变革，个
体家庭逐渐代替父系大家庭，而成为独立的生产单位，“同族共财制”也逐渐消失，个体家庭生活出
现。
男人不仅日益成为物质生产和社会组织的主角，而且在家庭中拥有绝对权威，女人则退居到家庭，从
事为父系家族生育下一代的人口生产、家务和其他事务，并且失去了在家庭中应有的平等的地位。
这样，男人不论是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中还是个人的家庭生活中都占据着很大的优势，甚至是占据着统
治地位，女人在这两个方面的优势逐渐失去，在生产生活中，其地位也由主要变为次要，其行为由主
动变为被动，其作用也由大变小。
最终女人服从男人，妻子协助丈夫。
 但是，随着夏商两朝父系制的进一步发展，父系氏族公社内部出现私有财产和贫富不均现象，男女之
间的不平等也开始出现。
这种男女不平等，正是女人被男人奴役的两性冲突的开始。
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
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的。
”虽然如此，但是，男人并没有把女人囚禁或控制在家庭中，丈夫并没有把妻子看做是生儿育女的工
具，他们仍然能够平等相处。
 三、男尊女卑阶段 男强女弱、男尊女卑，是父系社会时期，即父权制、父权一夫权制下性别关系的
主要特征。
从西周初期到宋元明清，从父权制的确立到父权一夫权制的健全，中国经历了奴隶社会和漫长的封建
社会。
在这将近三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父权制在西周建立，到战国秦汉时期由血统贵族的父权制发展到
官僚地主阶级的父权制，到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由于民族大融合而得到整合，再到宋元明清时期，
父权制逐步演化为父权一夫权制。
期间，性别关系也受到各种因素，诸如政治上新兴地主的涌现、民族冲突与融合、新技术的产生、文
化上思潮学派宗教的兴衰传播等的影响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不论其表现形式怎样变化，其格局没有根本变化。
这个时期的性别关系是男强女弱、男尊女卑。
即男人拥有绝对权威，居于统治地位，女人失去独立自由，依附于男人，男女极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并不是由男女生理性别差异决定的，而是由以男权为中心的父权、父权一夫权制决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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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人类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主要体现出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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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性别和谐问题研究》作者冷舜安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
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主要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实践反思方法和生态分析方法，
立足当代中国性别和谐的现状，梳理中外性别和谐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探索当代中国性别和谐规律
。
不仅如此，作者综合运用了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融会贯通，博
采众长，在研究中既重视理论上的逻辑演绎，又重视实证分析和现状剖析；既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
论思考，又着眼于新实践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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