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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妇女解放思想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重要内容，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

论述了女性地位的发展变迁、女性被压迫的根源和女性解放的途经等问题。恩格斯将妇女解放归于无产

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从无产阶级解放的高度来审视妇女解放问题，其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对世界

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到现在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对推进我国的妇女解放思想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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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ngels’ The Origin of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State.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ngels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women’s status, the root cause of women’s oppression and the way of women’s li-
beration. Engels attributed women’s liberation to the great cause of proletarian liberation and 
examined the issue of women’s liberation from the height of proletarian liberation. The scientific 
and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his theory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world women’s l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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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 movement, which still has fresh vitality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
moting the thought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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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恩格斯一生并没有专门写过关于妇女解放思想的著作，但是妇女解放思想贯穿在他整个思想发展过

程中，特别是在他的著作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现状》、《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

党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为《起源》)等书目中，都深刻阐述了妇女解放思想。

恩格斯在《起源》中仔细梳理了家庭制度的变化，女性备受压迫的根源，以及实现女性解放的途经。直

到现在，《起源》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为解决我国女性问题提供科学理论指导，丰富和发展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思想。 

2. 《起源》中妇女解放思想的思想渊源 

1884 年，恩格斯写下了《起源》一书，本书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家庭的起源和演变；

二是关于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三是关于国家起源和消灭的理论；四是关于两种生产的理论。妇

女解放思想作为《起源》的重要内容之一，恩格斯对家庭的起源和发展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其思想渊源

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受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二是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借鉴和学习；

三是对马克思妇女解放思想的研究。 

2.1. 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影响 

19 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前，女性在未出嫁时依附于父亲，出嫁后依附于丈夫，无财产权，也

无离婚权，生活完全处于男性的压迫下。《圣经》中指出，女性是男性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肋骨，这即意

味着女性是没有独立人格的，她们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工业革命后，大工厂工业的发展，使女性获得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女性冲破家庭束缚，走向公共事业提供了物质基础。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种民

主政治思想也开始风起涌动，不同阶层的妇女们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也开始参与各种政治活动，联合

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奋斗。在此背景下，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妇女解放观点。圣西门

指出妇女人数占人类总人口的一半，理应受到社会的重视，他提倡男女平等，男女都应该从事公共劳动，

他还指出女性也应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应该有选举权和投票权，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的机会和选择的

权利，恩格斯指出：“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

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 [1], p. 300)傅里叶认为女性

和男性在社会上拥有同样的地位，要衡量一个社会的解放程度就要看这个社会中的女性是否得到了解放，

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某一历史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

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

的天然标准。”( [2], p. 271)傅里叶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被当作商品自由买卖，他对此行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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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面的抨击，提出在未来理想社会中，女性也可以参与劳动，获得报酬，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欧文指

出造成妇女地位低下的原因是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关系，婚姻制度是最直接的一种关系，它将妇女困于

家庭之中，使女性沦为了男性的私人财产，他主张女性应该接受教育，走出家庭，进入公共事业领域劳

动，针对女性无法兼顾家庭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情况，提出创建教育场所，以平衡家庭和工作时间，鼓励

女性参与到社会劳动中。欧文是第一位真正践行实现男女平等观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空想社会主义的特点体现在思想上的不现实性，因此他们对男女平等、女性解放的观点都流于空想。恩

格斯积极汲取他们思想中的有益成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将妇女解放思想从空想走向了真正的实

践。 

2.2. 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人类学思想 

1877，摩尔根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此书主要以北美的印第安人部落为研究对象，论述了世俗

制度的本质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组织，以此证明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组织是氏族。摩尔

根认为家庭是一个历史过程，一切文明民族一般都会经历从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发展过程，指出：“它

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它将反映社会制度的发展状况。既然一夫一妻制家庭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已经改

进了，而在现代特别显著，那末至少可以推测，它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改进，直至达到两性的平等为止。” [3] 
80 本书共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从而呈现出史前社会的历史；二是以易洛魁人、希腊人、罗马人，美、非、亚、澳、欧等氏族为例，分

析人类社会存在母系社会体系、父系社会体系以及氏族体系；三是通过对家庭血缘制度的分析，得出在

人类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五种不同的婚姻制度形式，并分别对五种婚姻制度分别进行了分析；四是分析

了财产在不同时代下的发展状态和具体作用，同时也对不同家庭制度下的财产形式进行了分析。恩格斯

通过对摩尔根观点的研究，从中发现其研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证明，恩格斯说道：“摩尔根在美

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

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3], p. 1)结果体现在生

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法的关系都源于物

质生活关系；人类的社会发展都是有规律的，是上帝安排的。与此同时，恩格斯也指出，摩尔根对古代

社会的研究使用的资料不是很准确，论证不是很充分，有必要加以补充，改写和做出新的论述。 

2.3.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中的妇女解放思想 

马克思非常重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对此书进行了详细的阅读并做了摘录，对摩尔根的错误观点

和不正确之处做了指示，准备以此资料为主参考其它资料写一部研究原始社会的著作，但因《资本论》

的写作和他日益不好的身体状况，马克思于 1883 年去世，这个工作也未能如愿实现。马克思对妇女解放

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人类学笔记》之中，马克思的妇女解放思想以一种非体系化的方式蕴含其

中。马克思对摩尔根的男女关系先于家庭关系，氏族形式先于家庭形式表示赞同，但同时也认为摩尔根

并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认识到两性关系、氏族以及家庭的变化根源是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也对母系氏族下女性地位备受尊重，父系氏族下女性备受压迫和奴役的根源进行了研究，他提出

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应该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全方位的解放。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发现

马克思摘录的手稿，并沿着马克思的路径进行研究，更加全面的阐述了妇女解放思想。 

3. 《起源》中的妇女解放思想 

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家庭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受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是生产关系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家庭，——摩尔根说，——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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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静止不动的，而是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从较低的形式进到较高的形式。”( [3], p. 25)
从古至今，人类社会的家庭形式依次经历了血缘制家庭、普那路那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女

性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从家庭形式变化中，可以反映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变化。 

3.1. 妇女地位的历史演变 

3.1.1. 妇女在群婚制家庭中的社会地位 
群婚制家庭与蒙昧时代相对应，血缘家庭和普那路那家庭都蕴含其中，这是以女性为主的婚姻制度

形式，这一时期的男女结合处于杂乱状态，谁是孩子的父亲具有不确定性，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具有确定

性，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导致母权制的出现，所以在这一阶段，社会只能承认女性的地位，女性拥有很高

的声望和地位，即“只从母亲方面确认世系的情况和随着时间的进展而由此发展起来的继承关系。”( [3], 
p. 37)血缘家庭是家庭制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按辈分进行划分，每一辈分构成一个婚姻体，同辈男女互

为夫妻，就是一个辈分的祖父和祖母都是夫妻关系，然后下一代的所有子女间也都是夫妻关系，简单来

讲，就是一对夫妻的子孙中每一代既是兄弟姊妹，但同时也是夫妻关系。普那路那家庭是家庭形式变迁

的第二阶段，同时也是群婚制家庭的最高阶段，随着自然选择的结果和生产组织的分裂，子妹兄弟的两

性关系破裂，在婚姻上逐渐摒弃同胞兄妹间的结婚，也就是实现了无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的通婚。普那

路那家庭相比较于血缘家庭，有其进步之处，排除掉了父母与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性交关系，族外婚

系按母亲来计算，只知母、不知父，他们之间是一种亲密的伙伴关系。在原始氏族早期，由于社会生产

力低下，生产工具落后，男女都需投入社会生产劳动中，劳动成果归所有人可得，女性在劳动的同时还

承担着繁衍后代的重任。因而，在这一时期的家庭关系中，女性比男性拥有更高的地位，但女性并没有

压迫男性，此时的男女之间是一种和睦相处状态。 

3.1.2. 妇女在对偶制家庭中的社会地位 
对偶制与野蛮时代相对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氏族内部逐渐禁止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通婚，

群婚制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就是对偶制家庭，这种家庭形式使得女性地位逐渐降低。对偶制家庭是指

一女一男在一定时期结为夫妻，子女知母知父，但是这种关系很松散，婚姻可以根据夫妻的约定进行解

除，子女归属于女性，男女双方离婚后都有再度缔结婚姻的自由。随着氏族内部对婚姻禁令的日益增加，

群婚制婚姻越来越不受欢迎，依靠血缘亲属结婚，后代在体力和智力上都比不上无血缘关系的结婚遗传，

这也使得对偶制家庭形式得以逐渐巩固，正如摩尔根所说：“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之间的婚姻，创

造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强健的人种；两个正在进步的部落混合在一起了，新生一代的颅骨和脑髓便

自然地扩大到综合了两个部落的才能的程度。”( [3], p. 42)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男性拥有更多的物质资料，

地位也随之上升，女性地位下滑，女性的家务活动也失去了原有的公共性质，不再与社会相关联，而是

变成了一种私人且为他人服务的工作。由此可见，女性地位越来越低，母权制也逐渐覆没，妻子开始被

奴役和压迫，渐渐变成了生孩子的工具，再没有什么独立性可言。 

3.1.3. 妇女在专偶制家庭中的社会地位 
在第二次大分工完成后，男性作为家庭财富的拥有者，为了保证自己的财富能被自己的子女所继承，

从而形成了比对偶制家庭更为稳固的专偶制家庭。专偶制家庭是建立在男性统治基础之上的，男性在家

庭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专偶制家庭属于奴隶制社会，形成了一夫一妻制，这种家庭形式是人类

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不是永恒存在的，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专偶制家庭的特征主要表现

在：“个体婚姻在历史上绝不是作为男女之间的和好而出现的，更不是作为这种和好的最高形式而出现

的。恰好相反。它是作为女性被男性奴役，作为整个史前时代所未有的两性冲突的宣告而出现的。”( [3],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3.1210324


王欢 
 

 

DOI: 10.12677/acpp.2023.1210324 1965 哲学进展 
 

p. 61)专偶制的家庭婚姻关系非常牢固，以经济条件为形成基础，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一旦男女

双方缔结婚姻，就不能经由双方任意解除关系，就算是解除婚姻，也只能由丈夫离弃他的妻子，妻子没

有权利要求解除婚姻，必须要保持婚姻的忠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种不合理的权利也越演愈烈，

专偶制家庭中出现了个体婚和杂婚并存的情况，但这也只是男性的独有权利，而不再和群婚制时期一样

是男女性的共同自由。如果仅仅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专偶制家庭关系体现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并不能就此忽视它的本质属性，即奴隶制和私有财产并存，“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

于无产阶级。”( [3], p. 70)这是一种权衡利弊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也只是针对女性而不是男性，这种关

系的形成即伴随着女性被男性奴役的开始。 

3.2. 妇女备受压迫的根源 

3.2.1. 两种生产的分离 
两种生产的理论是《起源》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国家产生的动力因素，是推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

性因素，也是女性备受压迫的根源之所在。恩格斯在《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

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3], p. 2)生产分为两种，一种是生

活资料的生产，也就是日常生活所需的生产，即食物、衣服、住房等，另一种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

衍，两种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两种生产之间是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关系，制约着社

会制度的发展。在母权制家庭社会中，男女性分工很明确，男性负责外出采摘食物，女性负责家务劳动，

大家各司其职，都参与到社会分工中，因女性对资源的获取更具稳定性，并且承担繁衍后代的重任，在

这种情况下，女性在社会中获得了更多地位，恩格斯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

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在较大程度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 [3], p. 2)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男性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占据更重要地位，而女性多从事家庭性的种的繁衍和家务劳动，以私人活动为

主的家庭性生产活动逐渐从公共活动中分离出来，男性积累的私有财富越来越多，女性则被摒弃在社会

分工之外，两种生产的不平衡，造成女性地位的逐渐衰弱，特别是专偶制家庭即一夫一妻制的出现，意

味着男女和谐共生的局面不复存在，女性受男性压迫和奴役。 

3.2.2. 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 
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是《起源》的一个重要内容，私有制和阶级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他们在

经济发展的一定条件下产生，又在另一种条件下消灭，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国家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

也是女性被压迫和奴役的根源。私有制和阶级都是一种历史现象，他们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条件下产生，

又在另一种条件下消灭，这是历史的必然，宣扬私有制和阶级的永恒论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私有制

是阶级产生的根源，也是破坏世俗制度的杠杆，是在三次社会大分工下逐步实现的。恩格斯指出，最初

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恩格斯通过对分工的不同阶段考察，得出女性地位衰退，

男性在社会占据统治地位的过程。在家庭制度发展的不同时期，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社会分工影

响着家庭分工。早期家庭关系中，男性主要从事打猎、捕鱼等活动，以此获得家庭物质资料的需要，女

性主要负责家庭内部的家务活动，此时男女性的活动都属于社会活动，女性地位比男性高。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男性开始经营更具稳定性的畜牧产业，不仅解决了家庭的生活来源，而且还产生了一定的剩余

财富，这些财富一开始由氏族拥有，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私有制，男性开始掌握家庭的财富。私

有制将资本主义社会分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着无产阶级。在家庭关系中，男

性处于资产阶级地位，女性则处于无产阶级地位，男性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女性的家庭劳

动则完全被排除在社会公共劳动之外，家庭的生活所需全由男性负责，家庭分工决定了家庭的财产收入，

财产收入又决定了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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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实现妇女解放的主要途经 

3.3.1. 妇女重新回到公共事业中 
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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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 158)要提高社会地位，

女性就必须要再次参与到社会公共活动中，以确保自身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来源，从而争取和男性的平等

地位，“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 [3], p. 70)私有制的出现，

使男性获得更多的家庭个人财富，男性的家庭地位升高，由此可见，经济收入决定男女性在家庭中的地

位。女性家务劳动被排除在社会公共劳动之外是女性地位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男性

获得生产资料方面变得不值。家务活动是维持一个家庭正常运转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将家务劳动归于

社会活动中，以确保女性在家务劳动中的经济独立，实现自我在家庭中的独立地位，是实现妇女解放的

一个必要条件，恩格斯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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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p. 158)女性参与到社会公共活动中，改变家庭财富全

部聚集到男性手中的情况，获得更多经济收入，才能提高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 

3.3.2. 将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 
恩格斯指出男女双方缔结婚姻的先决条件是经济利益，而不是将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这种婚姻关

系的走向往往和卖淫是一样的，对男性而言卖淫只是短暂的选择，而自己的妻子确实永久性的。在对偶

制家庭形式中，一般是由母亲来为子女安排婚事，这种婚姻是伴随着私有财产超过共同财产，并且男性

居于家庭统治地位而出现的，婚姻的缔结完全依靠经济条件来考虑，所以破除对女性奴役的第一步就是

女性参与到公共事业中，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实现经济上的独立性，女性才能获得和男性在缔结婚姻

上的平等权。恩格斯在《起源》中多次强调爱情在缔结婚姻中的重要作用，否定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婚

姻，指出应当将爱情作为男女性缔结婚姻的基础，“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

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

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 [3], p. 78)将爱情作为婚姻的基础，

而不是单纯的通过经济条件来促成婚姻，这样的婚姻会更加牢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间相互爱慕，相

互包容，最终实现女性的自我解放。恩格斯通过对比几种婚姻制度，得出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

真正的婚姻制度，才能促使男女性在家庭中的平等关系，才能使女性获得解放。 

4. 《起源》中妇女解放思想对我国的启示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女性社会地位低下，女性在婚姻、家庭中处于绝对的被支配

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妇女解放运动也取得了进展。然而，封建残余思

想根深蒂固，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实践。《起源》中的妇女解放思想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为推进我国妇女解放事业提供理论指导。 

4.1. 大力发展生产力，保护妇女的权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的持续不断发展，为女性进入社会提供更多就

业机会，这是实现妇女解放的重要途经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女性地位得到了显著

提升。但是，因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男女不平等仍旧广泛存在。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女性就应该

参与家庭劳动，男性外出参与物质资料生产，因此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中，沦为生育机器，没有在社会中

得到更多的自由。在就业中，就业歧视、女性领导比例低、家务劳动的天然赋予都是典型体现。家务劳

动作为女性独立生活的一大束缚，女性只有走出家庭束缚，真正投身于公共事业，通过个人努力获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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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富，实现经济独立，才能在社会中获得更多的选择机会，取得和男性一样的社会话语权，“中国实

践证明，推动妇女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能有效提高妇女地位，也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力。”

( [4], p. 10)恩格斯在《起源》中指出，将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实现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

因此在男女性缔结婚姻后，家务劳动就应该由男女双方共同承担，将女性从完全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

破除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世俗观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坚持大力发展生

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完善的物质保障，同时也要优化社会的产业结

构，为女性争取就业中的平等待遇。与此同时，还要继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社会福利，使妇女获得法

律保障和政府保护，逐步缩小男女性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提高女性地位。 

4.2. 转变传统观念，树立正确的家庭观 

沃格尔说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在女性平等参与公共生产于社会生活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女

性的地位依然有待改善，因为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性别分工。”( [5], p. 23)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封建社会，

因受传统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男尊女卑、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很深厚，特别是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的地

方和农村，在老一辈的思维认知中，女性必须要在婚后生下男孩，否则女性和生下的女孩都在家族不受

重视，直到生下男孩为止，甚至在很多地方，家族祠堂或者祭拜祖先都只能由男性进行，女性是不被允

许参加的，男子娶妻和女子出嫁风俗也是完全不同的，男女地位不平等根深蒂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也

被认为理所当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女性拥有了更多的权利和自由，但实际上隐形的歧视仍旧存

在，并在一代代人的传承中存留至今，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依旧很低，现代社会男性还是居于主

导地位，女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附于男性。因此，妇女要破除封建思想的影响，在社会生活中实现个

人的自我价值，提高社会地位，就必须要改变传统的家庭观念，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将女性从家务劳

动中解放出来，使妇女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参与到社会劳动中，获得更多的收入来源，提高家庭经济

地位。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摒弃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家庭观念、尊卑有别的家庭伦理观念、男性在家

庭主导一切的观念，在社会中树立起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价值观，使男女性在家庭中处于平等地位，双

方共同承担婚姻家庭中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实现妇女解放，同时也有利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发展。 

4.3. 唤醒女性的自我解放意识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女性有了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个人知识水平和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

也有了独立思考和自由选择的能力。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全职太太”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这些

女性沉溺于家庭，逐渐与社会脱节，从而丧失自身的社会性，因为自身经济和身心的不独立性，家庭关

系也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丈夫具有更高的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则偏低。恩格斯指出女性必须要

投入社会生活，不能全身心的陷入家庭，只有实现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现如

今的女性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家庭中的女性成了不可或缺、不可

被忽视的顶梁柱，单位中的女性也成了业务骨干成员，她们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尤其是受过高等教

育的女性，她们具有高度的自理能力，并且参与到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中，不再通过婚姻依附于男性生活，

通过自身摆脱了社会和家庭给予他们的束缚，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活出了真正的自我。妇女要实

现真正的解放，必须要唤醒自身的意识，打铁还需自身硬，女性只有不断地充实自己，使自己变得越来

越优秀，在实现经济独立的同时，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水平，如多读书、多锻炼、多参与一些自己

热爱的兴趣活动，扩大自己认识世界的视野，同时也将自己的才能融入进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

价值的统一。 
《起源》中的妇女解放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性和革命性，为世界各地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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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导，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回顾党的一百年历史，我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高度重视并积极

推进妇女解放，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女性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

书记对我国妇女事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为中国女性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我们

也要清楚认识到妇女解放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要不断克服前进路上

的各种困难，女性才能从家庭中真正解放出来，从而实现男女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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