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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学与美学的交汇点上
-

一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妇女问题的独特视角

庄 锡 华

作者认为
,

妇女问题历来是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艺术家关注的重 点
。

由于马克思

恩格斯在研究妇女问题时采取了独特的视角
,

亦即将社会学与美学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对妇女 问题进行探讨
,

因而他们的成就不仅在同时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及文学艺术

家的众多著作中大放异彩
,

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的妇女研究同样具有强烈的指导作用
,

他们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启示也是显而易见的
。

作者
:

庄锡华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妇女研究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研究了二位先哲的大 量 著 作 之

后
,

笔者发现
,

他们常常将社会学观点与美学观点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对同一个对象进行综合

研究
,

妇女研究亦即如此
,

其视角之独特见解之精到每每令人拍案称绝
。

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妇女间题时将社会学与美学观点高度凝聚在一起
,

这一研究取向表

现在以下三个环节上
。

首先
,

马克思是在批判反动统治者的精神禁锢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的同时开始

其美学研究的
,

就其实质而言
,

马克思反对文化专制
、

张扬个性自由和刨挖制造异化劳动的私

有制的老根
,

均以人的解放尤其是包括妇女的解放为其终极追求
。

马克思说
, “

私有制不能

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需要
” ,

与粗陋的需要相适应的感觉由于缺乏审美属性
,

只具有有限

的意义
。

他认为
, “
私有财产的扬弃

,

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
” 。

① 并指出
,

人的

审美感觉的解放不仅与人的全面解放同步
,

而且将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
, “

因

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
” 。

② 很显然
,

在马克思看来
,

人的解放同时也是审美感觉
、

审美能力的解放
;
反过来也一样

,

创造具有丰富的
、

全面和深刻的审美感觉的新人也必然是

人的解放的一种重要标志
。

因此
,

人的解放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解放
,

同时又是美学意义上

的解放
。

而马克思也正是在社会学与美学的视界叠合中考察社会人 口的一半— 妇女的解放

间题的
。

对马恩思想的实际考察可 以发现
,

他们对遭受更大的奴役的不幸的妇女有着更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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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同情
。

马恩认为
,

妇女遭受的奴役要甚于男子
。

由于滥用妇女的生物机能
,

这种奴役在

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日益增强的趋势
,

生儿育女不仅被当作妇女的自然职能
,

而且也当成是妇

女的
“
本性

” 的实现
。

这样
,

在家庭结构内
,

妇女只是一个性伴侣 (妻子 )
,

并承担性生活

的一切后果 (生儿育女 ) ; 在家庭结构之外
,

妇女更失落为一种玩物
,

是资产阶级 在 婚 姻 关

系中尚未得到满足的性欲发泄的工具
,

即他们所标榜的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必要补充
。

就马恩

有关妇女间题的著述看
,

他们已深刻认识到妇女解放不仅是一种政治革命
,

而且也是对千百

年来虐杀妇女的文化传统的反叛
。

因此
,

妇女解放的任务远比男子的解放来得彻底
,

它所引

发的社会革命也要比后者来得深刻
。

笔者认为
,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
,

而且在思想的深刻程度上
,

也是现代西方女权运动难以望其项背的
。

其次
,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学研究和美学研究都是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研究
,

而在所有人

的社会关系中
,

马恩又特别关心男女关系
。

马克思指出
: “

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
、

自然的
、

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
” ,

并认为
,

男女之间的关系的性质
“
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

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
,

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说来成了自然的本质
。 ” ① 因此

毫不奇怪
,

在社会学理论视野中
,

妇女解放成为马恩研究的重点
。

同样的
,

对人的审美关系

的理论审视
,

也执拗地将妇女问题推入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视野
。

马恩认为
,

人与世界的审

美关系
,

不仅包含人对物质生活过程的审美
,

也包括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审美
,

即在审美关

系上的自审
。

马克思指出
,

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
,

具有
“
积极的 自我意识

” ,

即人
“ 既在

自己的存在中也在 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 。

人的 自我意识是十分丰富的
,

其中也包

含了对自身的审美意识
,

以充满自豪的审美情感打量自己
。

在艺术史上
,

在对女性的生动直

观和艺术掌握方面可说是代有俊才
,

佳作迭出
。

古代希腊
、

罗马的雕塑不光表现了强健的感

性人体
,

而且还着力凸现人的精神上的富足
,

维纳斯的恬静
、

优雅强烈地表现出了人对理想

化的女性的审美意识 , 近代芭蕾舞中曲线分明
,

绵延着生命活力的舞姿
,

洋溢着高雅的审美情

趣
。

另一方面
,

扭曲了的男女关系— 妇女的屈辱生活和对妇女的经常的鄙视
,

也以异化的形

式反映在对妇女的审美关系上和艺术史中
。

如果说妇女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尚且表现了作者对

女性的良心未泯的怜悯
,

那么
,

用马克思的话来说
,

妇女作为刺激情欲的尤物
,

便十足地反

映了人在对待自己的同类方面的无限的倒退
,

而这种倒退完全是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反映
。

由

此可见
,

马恩把妇女问题置于审美关系中进行解剖的目的十分清楚
,

是要通过另女关系的非

人性质 的揭示
,

引起人们对建立新型男女关系的注意
。

这也正是马恩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学研

究所要达到的 目的
。

再次
,

人 自身的再生产
,

即种的蕃衍及与此相关的婚姻家庭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

究的一个重点
,

这一间题在美学研究中则演变为
“
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

” 这样一个重要的

美学论题
,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

人的生产与再生产也应按照美的规律进行
。

对人的生产与再

生产的重视与关注
,

促使恩格斯在毫重之年仍 以顽强的毅力根据马克思的有关提示和摩尔根

对古代社会的考古研究所挖掘出来的大量材料研究了人的生产的历史
,

分析婚姻家庭关系演

变对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影响
,

描述人在 自身生产方面由自发到自觉
、

由蒙昧经野蛮到文明

的发展线索
,

并勾画了未来社会婚姻家庭关系及人的生产的发展前景—
即实现人的生产的

优化和美化
。

对人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研究必然要触及到这一生产的重要一方—
妇女

。

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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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认为
: “ 母权制的被推翻

,

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
。

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

柄
,

而妻子则被贬低
,

被奴役
,

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
,

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
。 ” ①因此可

以说
,

妇女在种的生产过程中的奴隶地位是马恩思考妇女问题的历史出发点
,

而 这 样 的 生

产
,

在马恩看来是丑陋的
、

无美可言的
。

不仅如此
,

马恩还从种的生产中男女间的不平等关

系中发现了阶级关系的对立
。

恩格斯说
: “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
,

是同个体婚制

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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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 同 时 发 生

的
。 ” ② 因此

,

掀翻现存的男女对抗的关系
,

既是实现男女平等和人的生产优化和美化的必

要步骤
,

也是消灭阶级压迫的必由之路
。

从以上对马恩思考妇女问题的方法的一般介绍可知
,

马恩是在妇女解放和人的审美本质

力量解放的视界叠合中发现并探索妇女间题的
。

他们敏锐地注意到妇女的解放将极大地提高

人的整体素质
,

特别是人的审美感知
、

体验和创造能力
,

从而向人类创造历史的总体合力注

入新的活力
。

马恩认为
,

妇女解放关键在妇女 自身的觉悟
,

只有妇女起来坚决抗争
,

这一解放才能实

现
。

这一认识正是马恩超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地方
。

空想社会主义者尽管尖锐地批判了两性

关系的资产阶级形式
,

真实地反映了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
,

却把解放的希望寄托于

整个社会的良心发现
。

而马克思则认为
,

祈求恩赐纯属徒劳
,

实现妇女解放的主要力量是妇

女自己
,

只有在妇女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并起来革命时
,

这种解放才是可能的
。

他在 《 1 8 4 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中说
: “

任何一个存在物只有当它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时候
,

才认为自

己是独立的
,

而且只有当它依靠自己而存在的时候
,

它才是用自己的双脚站立的
。

靠别人恩

典为生的人
,

把自己看成一个从属的存在物
。 ” ③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

,

虽不尽指妇女
,

但在

所有遭受奴役
、

人格失落的人中
,

妇女承受的折磨尤甚
,

因此
,

它对妇女走向涅奖具有更现

实的意义
。

只有当妇女认识到自己的附庸地位是别人强加在她们头上时
,

在她们中间才会爆

发自觉的反抗
。

马克思恩格斯相信妇女是 自身解放的主力军
,

但也清醒地认识到
,

在偷吃禁果的原罪意

识和男权制文化传统的熏染下
,

这一潜在的反抗力量还处于未被开发的状态
。

在下层
,

是普遍

的贫困与愚昧 , 在上层
,

则又弥漫着另一种精神病态
。

优握的生活并没有给贵妇人们带来精

神升华的福音
,

甚至她们自己也意识到她们之能养尊处优
,

只是 因为她们可以充当上流社会社

交的花瓶和资产阶级床第间泄欲的工具
。

但是精神病态和文化传统却使他们安于这种实质上

同样是奴隶的地位
。

正如巴尔扎克在他的 《人间喜剧》 中所描写的
,

她们在空虚无聊中打发

日子
,

许多人是靠
a
三 D ,,

—
d r e s s 、 d i s e a s e 、

d o m e s t i e (时髦衣服
、

生病和仆人 ) 来证

明自己作为贵妇人的存在的
。

她们甘愿充任男人的玩物
,

她们之所以要用时髦服装来修饰自

己
,

全然不是出于什么高雅的审美情趣
,

而是为了消磨无聊的 日子和取悦于她们的丈夫和情

人
,

借以巩固自己的奴隶地位
。

至于她们背着自己的丈夫与别人调情
,

也是以巩固 自己的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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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地位为目的的
。

恩格斯说
: “ 他 (指巴尔扎克 ) 描写了贵妇人 (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

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

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 ) 怎样让位给专

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
。 ” ①

正是基于对上述状况的认识
,

马恩为唤起妇女做了许多工作
,

并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

史责任感探索妇女的解放道路
。

马克思认为
,

妇女所受的压迫是双重的
,

因此
,

她们面临的斗争也必是艰巨的
。

从前面

所引述的 《手稿》 中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出
,

马克思认为妇女的奴役地位是同她们在经济生活

中扮演一个旁观者角色分不开的
。

妇女被排挤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之外
,

她需要依靠别人来维

持生活
,

这样
,

她便必然仰人鼻息
、

视人脸色行事
。

从美学意义上看
,

妇女被排 除 在 生 产

实践之外
,

她也就无法参与按照美的规律的建造
,

并将在屈辱的生活中消泯其审美感知的能

力
。

马克思的这一发现在 40 年后被恩格斯在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中再一次加

以证实和肯定
,

他说
: “ 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 限于从事家庭的私

人劳动
,

那末妇女的解放
,

妇女 同男子的平等
,

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 。 “

妇女的解放
,

只

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
、

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
,

而家务劳动只 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
,

才有

可能
。 ” ② 然而

,

马恩的认识没有就此止步
,

他们很早就意识到
,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

依靠别人维持生活的不仅是妇女
,

实际参加生产过程的男性工人
,

仿佛也只有依附于资本和

资本家时
,

才能够生活
。

在马克思看来
,

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不仅无美可言
,

而且还使参加劳

动的工人变得畸形
。

因此
,

如果说男性工人也有一个恢复 自己做人地位的问题的话
,

那么
,

遭受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男权制的双重压迫的妇女
,

又如何能指望仅仅通过生产劳动即能为 自

己赢得独立做人的地位呢 ? 马克思的认识很明确
,

对于妇女来说
,

只有同时对男权制和资本

主义私有制两个方面的压迫力量展开坚决的抗争
,

妇女才能取得社会平等
,

白由地参与按照

美的规律的建造
,

妇女的审美感觉和审美创造能力才能在新的社会中
,

一部分发展 起来
,

一

部分产生出来
。

妇女的解放的关键是妇女 自身
,

但妇女解放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

任务艰 巨
,

妇女

在争取 自身的解放的斗争中迫切需要来自男性世界的正义的声援
。

在这里
,

马恩不仅对千了「

年来整 个男性世界对女性的压迫提出了道德的谴责
,

并且提出
,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 以妇女在

经济上获得独立和政治上获得平等为前提的
。

在社会学与美学的视野交汇处
,

马恩则特别强

调要对女性美进行合乎理性的开发
。

由于马克思把美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同义语
,

因此女

性美的合理开发也就包含了对女性的智力与才能的开发和重新确定女性在社会生活的地位的

内容
。

这样
,

女性美的合理开发就不只具有美学意义
,

而且一定会包含社会学的意义
。

这一

开发是与旧世界的性歧视
、

性凌辱绝然对立的
。

在这种开发中
,

女性美的全部丰辛补性不仅能

得到充分的展示
,

并且将为在更高的层次上的重建与发展铺平道路
。

在对女性美的合理开发方面
,

马恩特别强调对女性美的审美感知的情感升华
,

即强调要

超越对女性美的占有与拥有的本能冲动
,

才能领略女性美的全部丰富性
。

我们知道
,

马克思

在论述人对 自然 (包括物质生活过程 ) 的审美性质时
,

特别强调审美感知是一种 超 越 了 拥

有
、

占有的实利需要的感觉
,

认为
“ 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 ,

认为

①
②

《恩格斯致玛
·

哈克奈斯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

第4 6 3页
。

恩格斯
: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

第 1朋页
。



审美只有摆脱了狭隘的实利需要
,

才能从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本身领悟人的精神的富足和君

临自然的自豪
,

并在 自己的创造活动的凝结物中看到 自己的力量和希望
,

进而转化为热爱生

活积极创造的精神感受
。

马克思对物的审美感知的上述界定
,

在我看来
,

完全适用于对人 自

身的审美观照
。

例如
,

在对女性美的审美中
,

如果仅仅为了寻找感官刺激
,

把女性当作人尽

可夫的尤物
,

当作
“
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脾女

” 不仅不能得到审美的提升
,

还充 分 暴 露 了

“
人在对待 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

” 。

马克思对女性美合理开发的这一阐发
,

不仅抓住了千百年来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对妇女

的压迫与奴役
,

而且也揭露了他们视女性为尤物的病态的审美趣味
。

如果说在封建社会
,

对女

性的奴役与压迫更多地表现于家庭关系中的话
,

那么
,

在资本主义社会
,

资产阶级则将这种

奴役与压迫延伸到了经济生活过程
,

机器的使用
,

使妇女劳动力进入 了物质生产过程
,

因此
,

马克思说
: “

在资本主义体系 内部
,

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

实现的 , 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 … ” 而机器采用便 无 情 地
“
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

” 。

① 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一书中
,

恩

格斯 以充满义愤的笔触描述了劳动妇女被迫过着人性泯灭
、

道德沦丧的悲惨生活
。

在审美意

义」:
,

封建阶级与资产阶级总是一方面悠意玩弄蹂蹦女性
,

一方面又将女人视为亡国灭身的

祸水
。

在当今的大众传播中
,

妇女最好的角色是做情人
、

妖妇或妻子
。

洛伊斯
·

班纳说
:

,’5 O

年代的女电影明星要么是可爱天真的和没有个性的
,

如戴比
·

雷诺兹和多丽斯
·

戴 ; 要么则

表现出一种由天真和挑逗性的性感的复杂的混合
,

如玛丽莲
·

梦露
。

到 50 年代中期
,

电视开

始把它的光波射入无数的美国家庭
,

它把妇女描绘成一个要么是性感的尤物
,

要么就是一个

满足于家务和天伦之乐的人
,

而且往往是轻浮和不负责任的
。 ” ⑦ 由此可见

,

到 20 世纪
,

女

明星仍没能越出马恩在 《共产党宣言》 中所说的
“
赚钱的工具

” 的命运
,

她们仍然不过是制

片商的掌中玩物而已
。

近二三十年来
,

西方精神文化中出现了许多令人眩目和困惑的事态发展
,

各种思潮流派

各领数 日风骚
,

而反理性
、

反艺术
、

宗教意识成为其中十分突出的社会病态
。

艺术审美也 自

然会受到种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

于是
,

圣洁的女性形象遭受更加变本加厉 的 糟蹋
。

在 艺 术

中
,

在继续炫耀女性性特征
,

以迎合部分观众的性饥渴
,

或刺激出更多的情欲之外
,

对女性

美的裘读与丑化已成为令人瞩 目的社会艺术现象
。

例如在英国画家培根
、

弗洛伊德 (心理学

家弗洛伊德的孙子 ) 手下
,

美丽的姑娘经过画家的
“ 艺术加工

” ,

变成了令人作呕的魔鬼
。

此风 日盛
,

即便是毕加索那样的艺术大师也不免受到蛊惑
。

也许是出于对一位艺术大师的敬

畏
,

人们提到毕加索时只讲他的 《格尔尼卡 》
,

只讲其反对法西斯暴政的积极态度
,

而对他

以粗俗的笔法画性交
,

画女性生殖器的畸形病态的审美趣味不置一词
,

讳莫如深
。

病态的审

美取向是西方世界社会病态的反映
,

它再一次证明了西方社会在男女关系间题上的惊人的倒

退
。

社会的和平发展
,

物质财富的巨大积累
,

并没有给西方社会提供精神升华的机会
,

恰恰

相反
,

精神世界的倒退的趋势正在加剧
。

需要指出的是
,

马恩认为对自然审美的规定在其基本方面适甩于对女性的审美感知
,

但

女性美的审美感知毕竟有着同物的审美属性的感知的不同特点— 女性美不排除它的性别特

① 《 资本论努 第 1卷
,

第707页
,

第70 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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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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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征的自然基础
,

因此
,

它的审美属性中也有大量性信号的粘附
,

对鉴赏者自然会产 生 某种

心理与生理的反作用
。

而这个问题 同时也是马恩社会学理论所要研究的课题
。

马恩反对基督

教禁欲主义
,

因此
,

他们对女性身上所显示的健康的性感是持肯定态度的
。

他们认为
,

这种

健康的性感大大增加了生活的情趣
,

是实现精神升华
、

领略全部女性美的基础
,

它 同将女性

当作玩物
,

寻求刺激的心态毫无共通之处
。

例如
,

恩格斯便曾大胆地肯定德国诗人维尔特对

女性美的刻划
,

说他最擅 民于
“ 表现 自然的

、

健康的肉感和 肉欲
” 。

①

在对女性美的合理开发方面
,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关注人的爱情生活以及与爱情生活相关

的人的生产问题
。

从大量的论述中
,

我们发现在这二位先哲眼里
,

爱与美是紧密相联的
,

爱只

有达到美的高度才是合乎人性的
,

真正能给当事者带来幸福
,

才能在人的生产方而实现一个

质的飞跃
,

即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建造
。

正如恩格斯在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 源 》 中所

讲
: “ 不言而喻

,

体态的美丽
、

亲密的交往
、

融洽的旨趣等等
,

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

望
。 ”

在他们看来
,

这种由美激发的爱
,

将是未来社会所追求的理想的婚姻家庭 关 系 的 基

础
,

归纳起来
,

马恩在这一间题上主要表达了以下两个重要观点
:

第一
,

尊重女性的自决权
,

尊重她们的爱与不爱的权利
。

马克思说
: “

如果你在恋爱
,

但没有引起对方的反应
,

也就是说
,

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引起对方的爱
,

如果你作为恋爱

者通过你的半愈枣那没有使你成为哗琴的冬
,

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
,

就是不幸
。 ” ② 马克

思认为
,

没有成为被爱的人
,

应该承认 自己的爱的乏力
,

接受不幸的事实 , 而不能强迫别人接

受你的爱和爱你
,

从而制造新的更大的不幸
。

根据马克思的剖析
,

人类生命活动只有在休现

了人的 自觉意识和拥有某种程度的行动自由时
,

它才是美好的
,

才能作为审美对 象 加 以 欣

赏
。

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思考人类特有的爱情生活的原则
,

而这一原则又是符合他们的美学理

想的
。

但是
,

当马克思以此来观察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时
,

他看到的是无数令人沮丧的事

实
,

违背妇女愿望的婚姻比比皆是
,

而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便是制造爱情悲剧的元凶
。

正是

因为如此
,

马克思充满义愤地写道
: “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
,

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 。

在这一生活领域中
,

资产阶级依仗金钱力量的支持
.

照常可 以为所欲为
,

畅行无阻
, “ 我是尽的

,

但是我能给我买到最养的女人
” 。

③

马克思对那种强迫婚姻提出了道德的谴责
,

恩格斯也认为
: “

再也没有比认为不以相互

一 性爱和夫妻真正 自由同意为基础的任何婚姻都是不道德的那种观念更加牢固而不
一

可 动 摇 的

了
。 ” ④ 因此

,

他们坚决主张维护妇女在爱情婚姻方面的自决权
,

特别是要尊重他们的爱与

不爱的权利
。

我们知道
,

在男子 占优势的社会中
,

女性的正当的性爱要求不仅经常遭干涉
,

甚至被视为不贞不洁的象征
。

因此
,

在性爱关系 中
,

女子扮演的只能是消极
、

被动
、

顺从的

角色
,

而资产阶级在两性关系上却可以态意妄为
,

使其蜕变为赤裸裸的买卖关系
。

在聆听马

恩对现存爱情婚姻关系的描述时
,

我们总是能感觉到它所包藏的灼人的义愤
。

马恩对妇女问

题的美学观照常常中和于对资产阶级正义的控诉
。

正是在这严正的社会批判中
,

马恩为我们描

述了未来社会理想的婚姻关系的轮廓
,

它的核心就是婚姻应以互爱为前提
。

第二
,

强调性行为只有遵从人类丰厚的文化积累所指示的方向
,

或融入人类理性的历史

① 恩格斯
:

② 马克思
:

③ 马克思
:

④ 恩格斯
:

《格奥尔格
·

维尔特》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 卷
,

第 9 页
。

《 13 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 卷
,

第 1弱页
。

《 18 4 4年经济学沂学手稿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 卷
,

第152 页
。

《 家瘫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4 卷
,

第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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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淀和高尚的情感时
,

才超越了动物的自然机能
,

在此框架内
,

人类生命活动便获得了按照

美的规律建造的性质
。

马恩认为
,

性行为之超越 自然机能是与以爱情为基础的婚 姻 相 联 系

的
,

唯有在爱情基础上的性交才是美的
,

而具有这一特征的性生活创造的新生命也是按照美

的规律的建造
。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完全符合现代优生学的观点—
人的生产不仅要以

符合自然进化的规律运作
,
同时也应在理性调节与整合中进行

。

三

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研究
,

堪称是通过社会学
、

美学研究方法不断转换与叠合
,

实现研究优化的成功的尝试
。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妇女问题进行研究时
,

看到了妇女问题的性别构成
,

承认这是构成一

切妇女问题的自然基础
。

但他们并没有在这里」七步
,

而是 以理论家的敏锐去探索妇女问题的

历史 与现状
,

指出
,

自然性别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发展成对抗性质的矛盾
,

才会形

成整个社会对妇女的奴役
。

资产阶级学者也曾以浓厚的兴趣来研究妇女问题
,

但他们囿于阶

级偏见
,

不可能也不愿意去探讨妇女问题的社会特征
,

因为这样的探讨
,

将揭示出整个社会

机制的全面的不合理性和腐朽性
。

而排除构成妇女的这一主要和重要方面之后
,

资产阶级学

者还能干什么呢 ? 在马恩生活的年代
,

德国资产阶级学者海尔曼
·

巴尔便是这一 方 面 的 代

表
。

巴尔从生物学观点出发
,

认为妇女问题首先是性的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

针 对 这 种 观

点
,

恩格斯尖锐地指 出
: “ 妇女的皮肤是历史的发展

” , “ 妇女的头发是历史的发展
“ , “ 如果

把她身上一切历史形成的东西同皮肤和头发一起统统去掉
, `

在我们而前呈现的原来的妇女
,

还剩下什么东西呢 ? 干脆地说
,

这就是雌的类人猿
。 ” ① 在上引 《致保尔

·

恩 斯 特》 的 信

中
,

恩格斯特别强调妇女间题也同研究其它社会 间题一样
,

首先必须研究它所赖以产生的社

会历史条件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

然后从中找出相应的结论
。

马恩对妇女的美学

研究也卜J样遵循了这一研究方法
。

他们不仅研究了妇女问题的现实
,

并且历史地追溯了这一

问题的过去
,

指出
,

对妇女的健康的合乎理性的审美在进入阶级社会 以来就不存在了
,

而资

木主义生产
:

关系更将包含审美属性的男女关系变成赤裸裸的商品关系
。

我认为
,

正是在社会

学观点与美学观点的交汇处
,

马克思恩格斯有不少独到的发现
,

而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也

以其独特的理论视野显示了自己的下述特色
。

第一
,

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社会学
、

美学研究
,

成为他们声讨资本主义虐杀妇女

罪恶的檄文和张扬妇女解放的公开的宣言
。

如前所述
,

马恩对妇女问题的美学研究揭露了资

产阶级对妇女的残酷压迫
,

并指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
,

人对自己的审美是畸形的
。

首先
,

它

将占人 口一半 的妇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排除在人对自身的审美范围之外
。

固然女性形象也经

常出现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艺术舞台上
,

资产阶级也以满有兴趣的眼光打量着衣着时髦
、

脸蛋

漂亮的妇女
,

但是
,

正如前述
,

妇女形象之所以能吸引资产者的眼光
,

是 因为妇女是他们的

猎物
,

资产阶级能在这个猎获物身上感到 自己所拥有的奴役人的力量
,

并在对这个猎获物的

占有
一

与拥有中获得畸形的感官满足
。

但是
,

马克思认为
,

占有与拥有及与之关联的感官上的

满足同审美感知不仅风马牛不相及
,

还表明了资产阶级 自身的堕落与腐朽
,

表明资产阶级在

① 恩格斯
:

致保
·

恩斯特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7 卷
,

第4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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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卜 ~ 一 ,

, ` 二乙

对待自己的同类时所持的是一种彻底异化了的非人的眼光
。

诚如恩格斯在 《路德维希
·

费尔

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一文中所说
: “ 人与人之间的

、

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
,

是 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
” ,

但是
, “

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
、

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

为基础的社会里
,

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
,

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
。 ” ①

这样
,

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妇女问题的社会 学美学研究中发现了阶级压迫制度的不合理性
、

腐朽

性
,

得出了他们在政治经济学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得出的相同的结论
,

即 “ 私有制不

能把粗陋的需要转变为人的需要
” ,

私有制不能使性欲的 自然需要转变为人的审美情感的升

华
。

这样
,

马克思恩格斯便在对妇女所遭受的双重的压迫与奴役的思考中提出了消灭阶级压

迫制度和从根本上铲除对妇女的奴役机制的历史任务
,

对妇女问题的研究便在它的终极目的
_

L同马恩的全部理论活动和一生奋斗的根本追求联系起来了
。

其次
,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维

护的对女性的奴役机制极大地摧残着女性的审美创造能力和感知能力
。

在这经济剥削和性别

歧视的双重压迫之下
,

女性被排除在历史创造活动之外--o “
女人无才便是德

”
如同历史幽灵

一
般

,

作祟于中西文化传统之中
,

成为扼杀
、

抑制女性人才的巨大的历史惰性力量
。

在这种文

化氛围之中
,

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对妇女来说不窗是天方夜谭
,

妇女的才智
、

审美创造能力不

能得到合理的开发
,

潜在的
、

可能的艺术审美力量不能转化为充满活力的现实存在
。

在资本

主义社会中
,

妇女即便还保留其某些审美鉴赏力
,

这种审美鉴赏力也已受到金钱的污染
,

处

于 自在的或畸形的发展状态 中
。

例如
,

妇女 自身的装饰
,

变成了博得男子欢心和巩固自己的

奴隶地位的手段
。

因此
,

资本主义制度的消灭不仅将使被禁锢的艺术创造能力汇入按照美的

规律建造的历史合力
,

而且也将为妇女争得自主独立的社会地位
,

妇女不再依靠别人生活
,

不再是
“ 从属的存在物

” ,

妇女的自我意识
,

其中包括审美意识必将大大增强
。

第二
,

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研究反映了两位革命家致力于塑造新人的急切心理
。

既然马克思认为把妇女看作是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脾女
,

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

退化
,

那么同理
,

与此相对的以男女平等为基础的男女关系
,

便不只是妇女的解放
,

整个人

类都将在新的精神境界中重铸
。

在这一问题上
,

马克思的观点得到了恩格斯的无 保 留 的 认

同
。

在 《反杜林论》 中
,

恩格斯明确肯定
“
在任何社会形式中

,

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

解放的天然尺度
” 。

从艺术审美层面看
,

共产主义制度将消除对女性美的暴力开发
,

而代之

以符合美的规律的开发
。

这种开发一定会使女性美得到更加丰富的展开
,

并使性爱向审美提

升
。

这样
,

与之联系的人的生产也必然具有美的创造的特性
。

当然
,

妇女解放的最大和最直

接的得益者还是妇女
,

随着做人地位的恢复
,

社会将为妇女的 自觉创造和自由发 展 提 供 条

件
,

全面参与社会生活过程的妇女
,

将以其细腻
、

敏感的独特眼光
,

开拓艺术创 造 的 新 生

面
,

使在男性统治的世界里长期受到冷落的审美对象历史地进入人类的审美视野
,

而女性的

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能力也将在自由的社会氛围和审美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提高
。

这是一幅多

么美好的人类自身发展的前景蓝图 ! 两位哲人所瞩望者远
,

所挟持者殷
,

庄严地宣告
,

在告

别 了屈辱
一

与苦难之后
,

历经劫难的夏娃必将获得辉煌的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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