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方身上共同的无形绳索
,

并由此而成为生出无数爱情
、

家庭
、

婚姻冲突变故的导火线
。

由此可见
,

在社会生产力未能充分发展
、

就业机会很不充分
、

家庭劳动社会化的形成未能

合理解决的时候
,

把男女一律就业当成男女 平权
,

是妇女解放运动的误区
。

郑也夫同志的这一

观点非常深刻
。

尽管他认为家务劳动是妇女天职的观点
,

笔者决不苟同
。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程

度 与规模的深化和扩大
,

家务劳动也将 日益社会化
,

在不同家庭
、

不同男女身上
,

内外分工的合

理性将越来越取决干个人 自身的气质
、

个性
、

能力
、

爱好
,

而不是性别
。

优秀的男保姆
、

男主妇的

出现
,

不意味社会的无情与无性
。

同样
,

妇女解放的真正标志
,

也不以运用强制性的行政力量
,

让妇女抢去男子的饭碗和报酬为主 目标
,

而是让她们能够在包括劳动权在内的社会角色的自

我选择上
,

不仅具有同男子一样平等的机遇和权利
,

而且能够有足够的社会保障
,

使这种选择

适合她们个人的特长与特征
,

适合发挥女性特有的才智与魅力
。

当然
,

这种解放是一个自然历

史过程
。

除了包括男子在内的人们
,

为此付出持续的努力外
,

客观条件还会是基本的前提
。

只

有当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日益从体能向技能和智能转移时
,

妇女的这种解放及其解放尺度
,

才

会越来越接近并逐步变成现实
。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

很有必要根据按劳取酬
,

多劳多得的原则
,

提高劳动者个人的工资
(不论男女 )

,

而不是平均其就业的机会与所得 (平均与平等从来是两码事 )
。

笔者至今仍是妇女

解放的鼓吹者
,

但却在 9] 79 年就当众表明
:

如果我的夫君能兼有我的工资
,

勉强一家人糊 口度

日
,

我愿回到家庭
。

一方面照顾他和孩子
,

享受各种生活情趣
;
一方面从事我的学术文化研究 ;

这种模式于我们双方都很有好处
。

可惜
,

这 已成为我永远怀念而又再也圆不了的梦
。

至于也夫同志说
“

市场经济再次使男女社会经济生活不平等
” ,

则具有很大片面性
。

女大学

生就业难
,

与其说是妇女才干不如男人
,

不如说是教育体制造成高分低能的恶果
。

在新兴的开

发地区
,

在低层次行业工种
,

包括属于交际性而非能力型的公共关系职业中
,

女性的就业机会

远胜于男子
, “

打工妹
”
和

“

公关小姐
”
们就是证明

。

而对这些
“

打工妹
”

与
“

小姐
”
的社会保险与法

律保护
,

远远没有健全
。

这是形式上的男女平权
,

所带来的又一个社会隐患
。

而中国妇女在文

化素质
、

学识才干
、

人格独立意识方面
,

同男子的实际差距
,

以及由此在市场经济冲击下
,

选择

高层次职业时所受到的社会歧视
,

则从另一极端暴露了形式
_

L的男女平权所存在的社会弊端
。

总之
,

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与社会高度
,

重新审视妇女解放运动的得失与趋势的时候了
。

·

资料
·

关于性别角色的几次争论

1
.

主张妇女退 回 家庭与反对妇女退回 家庭

1 9 8 3 年
、

1 9 8 7 年
,

国内一些人为寻找减轻双职工的繁重家务负担
,

提出重新估价妇女参加

社会劳动的得失
,

主张
“

妇女退居家庭
” ,

恢复家庭妇女这一层次
。

王格
、

李秀玲主张
“

部分妇女

退居家庭
” ,

其理由是
:
( 1) 社会主义社会的家务劳动

,

与私有制社会的家务劳动纯属私人性质

不同
,

它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
,

它使妇女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
,

使妇女的社会价值得以实现
,

是

妇女解放的现实手段
。

( 2) 双职工家务繁重
,

妨碍双方的工作
、

学 习
。

与其夫妻双方被家务拖累
,

不如女方专搞家务
,

支持男方从事社会劳动
,

解决双职工繁重的家务负担
。

( 3) 妇女退回家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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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
。

妇 女回家可以腾出名额安排一批身强力壮的待业人员
,

有利于企业提高

经济效益
;妇女回家有充裕时间看书学习

,

增加母乳哺育
,

教育孩子的时间
,

有利于提高全 民族

的素质
;
妇女 回家使夫妻和睦

、

子女健康成 长
,

缓解城市普遍感到棘手的乘车
、

入托
、

做衣
、

买菜

等大难题
,

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
。

等等
。

1 9 8 3 年《上海经济》杂志上
,

有人提出
“
妇女退居家庭

”

以后
,

立即引起妇女界
、

理论界的强

烈反响
。

邓夭纵在解放日报 ( 1 9 8 3 年 3 月 2 日 )
_

上发表了《怎能让
“

妇女退居家庭
” 》一文

,

邓伟

志在文汇报 ( 1 98 3 年 6 月 10 日 )上发表了《 “

妇女退居家庭
”
论质疑 》一文

,

四川省妇女联合会
`

在四川 日报 ( 1 9 8 3 年 12 月 27 日 )上发表了《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的文

章
,

都对
“

妇女退居家庭
”

的主张从不同角度进行 了说理
。

反对
“

妇女退回家庭
”
的理 由是

:
( 1) 妇女只有和 男子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劳动

,

才能获得解

放
。

而我国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
。

(2 )
“

限制在作饭和照料小孩子的圈子

里
”

的家务劳动
,

会窒息妇女
,

会使妇女变得愚钝
,

是妇女解放的障碍
。

( 3) 美满的婚姻
,

理想的

家庭
,

是离不开妇女就业的
。

( 4) 良好的子 女教育是同父母 良好的素质分不开的
。

妇女良好素

质的培养只有在社会生产
、

社会交往中不断获得
。

2
.

主张
“

二保一
”
与

“
二保一

”
不 宜提倡

《社会 》杂志 1 9 8 4 年 1
、

2 期辟专栏讨论关于
“

二保一
”
问题

。

王一羚等《妻子应该保丈夫 》主

张
“

妻子应该保丈夫
” ,

即
“
二保一

”

的理由是
:
( l) 我国现阶段家务劳动的状况决定 了夫妻两个

一起上是困难的
。

家务劳动
,

妻子 比丈夫更善于料理
。

与其夫妻都被家务拖累
,

不如女方作出

牺牲
,

工作之余多操持家务
。

( 2) 夫妻双方的业务情况决定了
“ 二保一

”

是以丈夫为主
。

业务上

丈夫往往要略胜于妻子
,

工作年限丈夫要 比妻子长
,

对男人的
“

事业
”
压力比女人大

,

这样妻子

多分担家务
,

为丈夫解除后顾之忧
,

使丈夫有所成就
,

对家庭
、

对社会都是有益的
。

( 3) 妻子
“

保
”

丈夫
,

体现了妇女的传统美德
,

而且这本身也是一种事业心
。

陆绣云 ( 《“
二保一

”
不宜提倡 》 )

、

刘跃国 ( 《 “
二保一

”

不是解决矛 盾的唯一方法 》 )
、

谭茹芸

((( 妇女要有志气争第一 》 )等认为
“

二保一
”

不宜提倡
,

其理 由是
:
( 1 )

“
二保一

”

在夫妻间出现新

的依附关系和主从关系
,

从而失去了夫妻之间独立的人格关系
,

使双方处于实际上不平等地

位
。

( 2 )
“

二保一
”

也许能使家庭生活得到暂时的安宁
,

但长此以往势必使夫妻双方在社会理想
、

人生 目的和兴趣爱好方面出现差异
,

这种差异很可能和牺牲一个保一个的程度成正 比
。

( 3) 要

妇女单独承担社会
、

家庭的困难
,

这是把困难转嫁给妇女的一种不公平的作法
。

( 4 )
“
二保一

”
不

是解决职业妇女双重角色的唯一办法
,

在特殊情况下还是可以采用的
。

用
“
二保一

”
的办法来解

决家务劳动繁重问题
,

在一般意义上说是消极的
、

后退的办法
。

( 5 )
“

二保一
”

实际上是要妻子保

丈夫
,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 “
二保一

”

从本质上 说
,

是对妇女解放运动认识不足的一种表现
。

3
.

主张阶段就业 和家庭
、

事业 分阶段重心位移

邢华等 ((( 论述妇女阶段性就业 》
,

经济 日报
,

198 4 年 4 月 20 日 ;
张静

: 《试论
“

妇女回家
”

与
“

阶段性就业
”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经济社 会版 ) 1 9 8 。 年第 2 期
。

)主张我国妇女应实行阶段就

业
。

她认为根据我国的就业状况和妇女的生理特点
,

建议在职妇女从怀孕 7 个月至孩子 3 岁这

一阶段停职休息
,

在家哺育儿女
,

领取 7 5%工资
,

孩子 3 岁以后再继续工作
。

理由是 ( l) 怀孕 7

个月停职休息
,

有利于胎儿的发 育和孕妇的健康
,

还可避免引起早产
。

( 2) 产后休息 3 年
,

能有

足够的母乳喂养和对孩子的早期教育
;
有益于产后妇女的健康

;
可以缓解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

的矛盾
,

减轻夫妻双方精神上和体力上的负担
,

保证一方能正常工作和学习
,

促进家庭和睦
。

1 0 7



(3) 既解决了育婴女工劳累过度的困难
,

又使工厂可以招临时工
、

学徒工安排正常生产
。

育婴女

工休假 3 年
,

领取 75 %工资
,

免除奖金和托儿补助等
,

人均开支 3 年可节省的钱
,

与三年招收

学徒工需开支的钱差不太多
,

但学徒工创造的产值比育婴女工高出一倍多
。

据统计
,

全国城镇

今后 3 年进入育龄的妇女中
,

如有 70 %的人享受 3年的
“

育婴假
” ,

即可安排 3 00 多万人就业
。

孙 乐久 ((( 女性的双重角色和分阶段重心转移间题 》 ,

内蒙古社会科学 (经济社会版 ) 1 9 8 9

年第 2 期 )等主张家庭
、

事业分阶段重心位移的方案
,

女性从结婚到 5年内
,

她的生活重心移到

丈夫和孩子身上
,

完成女性角色
;女性完成女人一生的主要任务后

,

重心移到实现社会角色
。

有

的认为
,

把事业的追求重点放在婚前
,

婚后则把持家
,

育子和维护爱情列为重点
。

(林松乐 )

本组责任编辑
:

谭 深

社会变迁与进步

《社会学刊 》第 3 卷第 1 期 ( 1 9 3 1 年 )发表孙本文著《何谓社会进步 》一文
,

该文第三节论社

会变迁与社会进步
。

作者认为社会变迁不尽是进步的
;
有的是进步的

,

有的不是进步的
。

那么

用什么标准判别社会变迁的进步与不进步 ? 作者把社会学家的各种标准归纳为五大类
:

①人

身
:

体质的增进
、

婴儿与成人生命的保全
、

疾病的免除
、

人 口的增加
、

寿命的延长死亡率的减少
。

②智力
:

理性胜于兽性
、

人类征服 自然能力的扩张
、

抽象思考力及综合能力的增进
、

用于人类改

良的科学知识的发展
、

自制力的增进
、

识字者的增加
、

天才的产生等
。

③经济
:

物质的舒适与安

乐的增进
、

保险制度的增进
、

财富与消费的增加
、

财富对公众利益的增进等
。

④社会
:

社会分化

和团结的增加
、

社会改良所必要的合作和努力的社会性的发展
、

秩序的发展
、

特权废除
、

平等确

立
、

思想与发展的自由等
。

⑤道德
:

公正
、

合理
、

互忍互助
、

反战争反奴隶
、

体刑的废除等
。

孙本文最后总结为
:

①人身
:

健康的增进
、

寿命的延长
、

品质优良的人 口的增加
。

②智力
:

征

服自然的能力的增进
、

制服人类自己的能力的增进
、

文盲率的减少
。

③经济
:

财富的增加
、

每人

富力的增加
、

物质的舒适的增进
。

④社会
:

享受物质与精神文明者人数的增加
、

一切机会的均等

化
、

社会冲突的减少
、

社会组织的化分与细密
。

⑤道德
:

博爱观念的扩充
、

公正行为的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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