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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远古还是现代
,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都要结成各种社会关系
,

其中最基本

的社会关系就是物质的生产关系和人类 自身的再生产关系
。

人类的物质生产
,

解决人的衣食

住行 ; 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则解决种的延续和繁衍
。

人类的再生产关系主要就表现为在一定社

会制度和文明条件下的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
,

因为没有男女的结合就不会有人类的再生产
。

在社会生活中
,

两性道德对调节两性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

两性道德观的变化
,

反映着社会

基本关系的变化
,

两性道德的进步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
。

为要阐述现代中国两性道德观的变化
,

就必须首先说明
“ 两性道德

” 这一概念的内涵和

外延及中国传统两性道德的核心内容
。

一
、

中国传统的两性道德观

简而言之
,

所谓两性道德就是指调节男女之间关系和行为的道德准则
、

道德心理和道德

实践
。

它包括
: (一 ) 两性社会道德

: 系指反映和维护一 定社会的男女所应处的社会地位
, 一

-

一
男女的社会权利和义务

,

以及男女的社会作用的道德原则和规范 ; (二 ) 性道德
:

系指男女

个人在性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道德心理
,

如贞操观等 ; (三勺 婚姻家庭道德
:

包括男女在择

偶
、

恋爱
、

婚姻 (结婚
、

离婚
、

再婚 ) 以及家庭生活中的道德准则和风俗习惯
。

由此可见
,

本文所说的两性道德与 t’, 性道德
”
有所不同

。

一般所说的
“

性道德
” ,

只是两性道德中的一

方面
。

众处周知
,

任何社会都有男人和女人
,

而且从人类 自然繁衍的生态平衡来看
,

一般情况

下
,

男女总是各占人 口的一半
。

所以中国俗语称妇女是
“

半边天
” 。

但是
,

在中国
,

长期的

封建社会和等级森严的封建家长制度
,

使占半数的妇女被压在旧社会的最底层
。

妇女不仅在

经济政治上处于与男子极不平等的地位
,

而且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着非人的折磨
。

因此
,

中

国传统的两性道德就是压制女性的道德
。

早在中国汉代
,

班昭作 《女诫 》 就贯穿着男尊女卑的思想
,

女 子没有独立人格
,

只能依

附于男人
,

并极力阐发
“ 三从 ” ① 之道和 “ 四德

” ② 之仪
。

她概括中国宗法社会男女不平等

的关系而明确地提出
: “ 阴阳殊性

,

男女异行
。

阳以刚为德
,

阴以柔为用
,

男以强为贵
,

女

以弱为美
” ( 《敬慎 》 第三 )

。

又说
“
夫有再娶之义

,

妇无二适之文
,

故日夫者天也 , 天固

不可逃
,

夫固不可违也
。

行违神抵
,

天则罚之
,

礼义有愈
,

夫则薄之
,

故事夫如事天
,

与孝

子事父
,

忠臣事君同也
” ( 《夫妇》 第二 )

。

这种对男女的不同要求和不同社会 地 位 的规

定
,

长期以来积淀在人们的心理深层
,

而构成人们心理的
“ 无意识 ” 道德感或审美 感

。

从

此
,

妇女就逐渐被当作男人的附庸
、

奴隶
、

玩物和生育工具
。

女性若不能满足男性的这些需

要
,

就要被抛弃
。

道德允许男子休妻纳妾 (妻若无子
、

不贤
、

多言都可被休 )
,

但是绝不允

①
“

三从
” : 指

“

未嫁从父
,

既嫁从夫
,

夫死从子
” ,

见 《礼仪
·

丧服
·

夏子传》 。

②
“
四德

” : 指
“

妇德
、

妇言
、

妇容
、

妇功
” ,

见 《 周礼
、

天宫
·

九殡》 。



许女子再嫁
,

而必须 “守贞
” 、 “

守节
” 、 “

从一而终
” 。

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学知识约起

码权利
。 “

女子无才便是德
” 、 “ 妇人识字多诲淫

”
等歧视妇女灼传统观点的流行

,

使妇女

的聪明才智受到严重的摧残
,

造成妇女的愚味和落后
。

总之
,

两千年来
,

封建两性道德所强加于妇女的精神枷锁不外乎
“
贞节柔顺

” 四个字
。

可见
,

中国传统两性道德的核心内容不仅是公开歧视压制妇女的
,

而且也只是针对妇女的
。

所谓传统的两性社会道德
,

就是对妇女地位
、

作用的限定
,

以维持
“

男尊女卑
” 、 “

夫为妇

纲
”
的原则 , 而传统的性道德

,

完全是对妇女性生活的限制和剥夺
; 至于传统的婚姻家庭道

德则是对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一切权刊的剥夺
,

把妇女当作买卖对象
、

玩物
、

奴仆和生育

工具
。

这样
,

社会中调节两性关系的道德规范
,

只有对女子来说才是行为规则
,

才是必须遵

守的
。

凡是在妇女方面被认为是罪行并要受到严厉制裁的一切
,

对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荣耀
,

至多也只不过是 可以被欣然接受的小小的缺点
。

这种两性道德
,

在旧中国成为维护封建家长

制度的重要工具
。

二
、

现代中国两性道德观的变化

2 0世纪初
,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封建道德第一次给予猛烈的冲击
,

成为中

国的一次启蒙运动
,

从此中国人民逐渐觉醒
。

从五四时期至今
,

中国的两性道德观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
。

这一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

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

即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
。

中国知识妇女在 以科学
、

民主为目

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发
、

鼓励下
,

在 “ 反对 旧道德
,

建立新道德
”
的斗争中

,

走 出 闺

阁
,

和男子一起投入了振兴中华的浪涛中
,

从而开始获得了妇女的独立人格
,

批判了
“
夫为

妇纲
” 、 “ 三从四德

”
的封建两性道德

,

为中国新女性树立了榜样
。

为寻求妇女的解放
,

先

进的中国妇女冲破封建道德的罗网
,

参加了中华民族推翻三座大山的战斗
。

在反帝反封建的

斗争
J

打
,

涌现出象秋瑾
、

宋庆龄
、

向警予
、

刘胡兰这样一些为全民族敬仰的女领袖
、

女英雄
,

以及象林巧稚
、

吴健雄
、

冰心
、

张玉 良等世界著名的医生
、

科学家
、

文学家
、

艺 术 家
。

不

过
,

从广大城乡妇女来看
,

她们仍被封建的两性道德观支配
,

并在反动的政权
、

族 权
、

神

权
、

夫权的重重压迫下
,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

新中国建立后
,

广大中国妇女打断了 自己身上的锁链
,

投入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之中
。

1与5 0年颁布了废除封建婚姻制度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

从此恋爱 自由
、

婚姻 自主
、

男

女平等有了法律保证
。

随着妇女在经济
、

政治地位上的提高
,

男尊女卑的道德观念
,

残害妇

女的贞节观以及包办买卖婚姻都受到严厉的批判和打击
。

女性依附于男性的状况
,

自卑自贱

的心理都大为减少
,

婚姻 自主己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事实
,

尤其在城市 (据北京
、

上海等五城

市调查包办婚姻 19 37 年约占55 %
,

到 70 年代只 占不到 1 %
,

自主婚姻达到” % ) 在保卫和建

设新中国的过程中
,

真的
“
妇女顶起了半边天

” 。

但是
,

尽管封建制度在经济
、

政治上已被

推翻
,

然而封建的道德观念
,

绝非短期可肃清 ; 更因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
,

广大农村 自然经

济仍占主导地位
,

科学教育发展水平较低
,

因此封建的两性道德不仅有它存在的社会基础
,

而且也有它传播 的市场
。

以至在我们的社会生活 中一方面是宣传
“
男女都一样

” ; 而另一方

面却仍有人把女性看作是社会
、

家庭的
“
灾星

” 。

特别是偏僻农村
,

妇女仍没完全挣脱封建

道德和落后习俗的羁绊
。



8 0年代以来
,

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
,

两性道德发生了引人注 目的变

化
,

出现 了两性道德发展的多种取 向和冲突
。

首先表现在两性社会道德的平等观上
。

本来
,

平等的观念就不是抽象的
、

一成不变的
,

它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

每个历史时代的平等尺度
,

敢决子社荟的经济和刀哪丙发展石因此男女平等的观念断必然妻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汲

取 自己的内容
。

由于商品经济在城乡的迅速发展
,

打破了中国社会关系和家庭生活中的封闭

和平静状态
,

并不断地否定着
“ 男女都一样

”
的男女平等观

,

同时提出
“
男女机会均等

” 的

平等观
。

自然
,

以 “
男女机会均等

”
取代

“
男女都一样

” 的观念是两性社会道德观上的一个

进步
,

因为
“
男女都一样

”
的平等观明显地忽视了女性的特征

,

而常有小生产的平均主义色

彩
。

其实
,

如果真的男女在一切方面都一样
,

就不会再有男女平等的要求了
。

可是
, “

男女

机会均等
” ,

面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积垢造成社会对妇女的轻视和妇女 自身 自卑
、

自贱的心

理
,

以及妇女在人类再生产中的重负和自身文化素质跟不上竞争形势的需要等
,

男女根本没

有竞争的同等条件
,

没有同等的竞争起点
。

因此
,

在现实生活中
,

男女机会均等儿乎成为空

话的时候
,

于是 “
妇女回家

” 、 “

妇女要为男子做 出牺牲
” 、 “ 男主外

,

女主内
” 、 a

男尊女

卑
”
的陈旧论调又在新情况下泛起

。

以至出现了
“
为讲经济效益

” 企业不愿要女工
,

女大学

生分配难等的问题
。

据福建教委调查
,

近年农村又兴起抱童养媳
,

出现女孩子上学难
,

退学

多等现象
。

仅长汀县灌田乡就有童养媳 2 4人
,

其中 6 人失学
,

时学时停的 10 人
。

惠安小昨乡入

学女生 1 44 人
,

有 55 人因父母包办订婚而中途辍学
。

①这既反映出封建两性道德的继续存在
,

也反映了在新的社会生活条件下两性关系及道德观念深层中的问题
。

在竞争的社会环境中
,

社会必须重视在人类再生产中妇女创造的价值
,

同时妇女自身也必须在自立
、

自强中争得自

己的平等地位
。

其次
,

表现在对妇女作用的看法上
。

改革开放不仅为男子
,

也为妇女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

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

一群默默无闻的农家女
、

家庭主妇
、

普通女干部在经济领域成了

叱咤风云的人物
。

内外开放的经济格局开阔了妇女参加社会生产的门路
。

参与社会实践强化

了妇女的自主意识
,

淡化 了依附心理
,

妇女的个性得到进一步解放
。

女性与男性一起挑起了

社会和家庭的两付重担
,

发挥着自己的重要作用并赢得社会的尊重
。

据广东中山市永宁村近

年调查
,

在 已婚女劳力 2 3 2 3人中
,

只做家务的 13 人
,

在家从事生产的 33 5人
,

进企业做工的 1 9 7 5

人
,

参加社会生产的妇女占 9 9
.

5%
。

②因此
,

把妇女看作玩物和生育工具的封建观念进一步

受到冲击和批判
。

但是
,

另一方面性商品化的观念和现象在各大城市或农村又以不同性质和

不 同形式公开或暗地出现
,

既有封建的买卖婚姻
,

又有资本主义性商品化后待价而沽的买妻

交易 , 既有为获暴利拐卖妇女的罪行
,

又有妇女 自己为追求金钱和享乐的卖淫
。

女性 自动或

被动地成了商品市场的一种
“
商品

” 。

这一方面是表现了商品经济对社会主义两性道德影响

的消极面
,

但同时也有封建主义和西方社会中腐朽道德的影响
。

第三
,

表现在性道德观的变化上
。

据 1 9 8 5年北京进行的个人调查
,

对婚前性行为持否定

态度的人占 64 %
,

而 1 9 8 2年为 80 %
。

上海有关部门统计
, 1 98 5年全年去医院进行人工流产者

有 1 / 6是未婚女青年
。

⑧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
,

对封建的男女授受不亲等愚昧落后的性神 秘

观念
,

对把性交看成邪恶
、

淫秽的封建禁欲主义
,

对
“
女不二嫁

” ,

把童贞神圣化的封建贞

① 见 《 光明日报 》 19 88 年 7 月13 日
。

② 见 《 中国妇女 》 1 9 8 8年第 7 期
。

③ 见 《 性社会学 》 ,

山东人民出版社1 9 88 年版
,

第 190 页
。



节观都给予强有力的冲击
。

与此同时
,

西方的
“
性自由” 、 “

性解放” 的思潮也随着开放和

文化交流对青年产生一定影响
。

这种思潮虽然对性神秘的观念和禁欲主义是一种冲击
,

但是

更直接地促使了随心所欲的性行为
、

性放荡和性生活上的享乐主义
。

把异性当成象衣服
、

鞋

子一样的消费品
,

用过了就仍掉
。

因此近年在中国婚前性行为
、

婚外性行为
、

婚外孕等现象

有逐年增 加的趋势
。

尽管如此
,

封 建 的 性道德观并没有销声匿迹
。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
,

对女性离婚
、

再嫁
,

特别是老年人再婚仍有阻力和非议
,

而认为不光彩
。

至于要求妇女
“
守

贞
” 、 “

守节
”
的风俗仍是社会心理中的一股潜流

,

把女子失贞看作是终生无法 挽 救 的 耻

辱
,

为男子所不容
,

相反对男性就宽容得多
。

可见封建性道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仍有市场
。

与封建的和西方资本主义的性道德观相对立
,

在我们社会中占主导的性道德观还是在男女性

关系和性行为中强调以爱情为基础的
,

严肃
、

忠贞
、

平等
、

互谅
、

科学
、

健康的社会主义性

道德观
。

在这种性道德观的指导下
,

在今 日中国逐渐建立起千千万万平等
、

互爱
、

互助的幸

福家庭
,

成为社会安定
、

繁荣的重要 因 素
。

不过
,

对封建性道德和西方腐朽的性道德对于

社会生活的腐蚀仍不能掉以轻心
。

当前在两性道德观上所以会出现多取向的复杂变化
,

首先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
。

商

品经济的发展有推动两性道德进步
,

促进妇女个性解放
,

克服封建主义的积极一面 ; 同时也

有产生商品拜物教
、

拜金主义和性享乐主义的一面
。

对其消极方面如不加以限制
,

就有可能

促使把人体的一切器官以至性机能都商品化
,

从而腐蚀社会风尚
,

使道德坠落
。

其次由于意

识往往落后于存在
。

封建制度虽早已被推翻
,

但封建的两性道德观象重男 轻 女
、

守贞
、

守

节等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仍会长期存在
,

而且还会与性商品化的观念结合而产生新条件下的

腐败行为
。

最后
,

在改革开放中
,

各国文化交流对中国妇女冲破封建两性 道 德 的 束缚
,

争

取个性解放
,

建立科学
、

健康的性道德有积极的作用
,

但是
, “

性自由
” 、 “

性 解放
” 思

潮的流入也促使了
“ 性放荡

” 、

性商品化等消极现象出现
。

由此造成当前 中国两性道德发展

的曲折性和矛盾性
。

这是社会发展 中的问题
,

前进中的问题
。

不过
,

这也说明
,

要使 良好的

两性道德完全确立起来
,

女性受到真正尊敬
,

彻底实现男女平等
,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三
、

在社会改革中树立社会主义的两性道德观

千里之行
,

始于足下
。

今天要树立起健康进步的两性道德观
,

只有改变陈腐 的两 性关

系
,

克服腐朽的两性道德才能实现
。

社会主义两性道德观包括
. (一 ) 社会主义的男女平等观

,

即要求男女在经济
、

政治
、

教育
、

婚姻
、

就业上的真正平等
,

但不是平均 多
“

(二 ) 以爱情为基础
,

健康
、

科学的性道德

观只 (三 ) 互爱
、

互助
、

互尊
、

互谅的家庭婚姻道德观
。

而要树立社会主义两性道德观
,

关键的对策还是首先要解决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和看法

问题
。

如果不克服社会上重男轻女的思想
,

女性的智力
、

文化素质永远也不能普遍与男性达

到同一起跑线上
。

若不真正承认妇女在人类再生产中创造的社会价值并给予补偿
,

那么妇女

在就业以至人格上就仍会受到歧视
,

甚至被看成社会的
“
累赘

” ,

而受排斥
。

其次是国家要

在改革中健全法制和政策
,

以保障妇女受教育的同等权利
、

公正的就业权利和人身安全
。

要

充分运用舆论工具和教育手段宣传高尚健康的两性道德
。

最后
,

妇女本身的自立 自强对改变

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和看法
,

建立平等互尊互爱的社会主义两性道德观
,

也是至关重要的
。

妇

女在社会上若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立
,

也就象不能用自己的脚站立和用 自己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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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思考一样
,

要想取得男性的尊重是根本不可能的
。

对此
,

著名的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

娜
·

德
。

波伏瓦的见解是正确的
。

她在 《女性与文化创造》 中说
: “ 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他人

而生存的女性
,

就等于在心理上和精神上也完全依赖他人
。 · ·

一她因而丢掉两个东西
:

一是

她自己的独立自主 ; 二是理应扮演社会角色的人的自我实现 ,,
。

中国妇女只有在四化建设中

自强不息
,

才能成为社会的主人
。

总之
,

两性道德问题实质还是妇女解放问题
,

是妇女的个性能否得到全面发展的问题
。

而且必须确认这样一个真理
: 妇女的解放及其个性发展的程度

,

是一个社会
、

一个国家进步

程度
、

文明发展程度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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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即将面世

由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沉教授主编的 《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 (系国家
“ 七五 ”

重点社科项 目之一 )
,

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
,

年内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

这套丛书着重探讨了中外近代化道路的异同
,

从各个不同的侧面阐明了中外近代化的成

就与失误
、

经验与教训
,

有助于读者从较深的层次上认识中国国情和近代化过程
,

为探索中

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借鉴
。

把宏观
、

中观和微观结合起来
,

把经济
、

政治
、

军事
、

思想文化
、

社会变迁诸方面溶为

一体
,

构成了丛书编写者们的着眼点
。

在经济方面
,

他们具体考察了工业
、

商业
、

农业
、

手

工业
、

金融业
、

交通业等部门的近代化变迁 以及与此相关的近代经济组织的出现
、

经营管理

制度的改革
、

先进技术的引进与应用
。

在政治方面
,

他们审视了政治领导阶层意识的演变
、

国体政体的嫂变
、

行政制度的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

在军事方面
,

重点探究了新式军队

的产生
、

武器装备
、

训练技术
、

军事设施的改造
。

在思想文化方面
,

则探索了近代意识的形

成与演变
、

传统意识在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

中外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教育制度的近代化 以

及哲学
、

文艺
、

科学技术和新闻事业的发展
。

在社会变迁方面
,

则研讨了各阶层的变动
、

人

口流动
、

都市化
、

生活方式
、

社会观念
、

风俗习尚的演变
。

在即将出版发行的第一批书目中
,

您将看到章开沉先生的 《离异与复归— 传统与近代

化关系试探》
、

罗福惠的 《国情
、

民性与现代化》
、

易升运的 《西学东渐与自 111 意识 》
、

严

昌洪的 《西俗东渐记》
、

唐文权的 《东方的觉醒 》
、

范铁诚的 《东方的复兴》
、

周 光 庆 的

《汉语与近代化共变 》
、

白吉尔著
、

张富强译的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 等
。

(马 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