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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 pa-
triarchal society,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fucian view of women emphasiz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en and women, and forms a pattern of both public 
and internal affairs based o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By examining the 
positioning of Confucian wom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ethics, there 
are some phenomena, such as “valuing mother more than daughter”, res-
pecting father as well as husband as well as concubine, etc. The positioning of 
men and women is essentially a pattern of integration of men and women 
belonging to the family interests, and forming a “reversible” cycle structure in 
which Yin and Yang can alternate and respect and inferiority can permeate 
each other, rather than directly suppressing women by men, in order to high-
ligh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gender equality in Confucian family ethical rela-
tions under the patriarchal social form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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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分为男人和女人。但在儒家的传统中，人主要是一个道德概念，并受

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里，产生了诸如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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窕淑女、贤妻良母、贞女孝妇等标准女性形象，以及圣贤、君子、成人、醇

儒、豪杰和大丈夫等标准的男性形象，这些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规范中生

成的人的气质、性格以及具有的特征典范[1]。不可否认，儒家文化塑造了人

们理想中的男人和女人，促进了社会有序和谐发展，对人们价值的引领至今

都有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儒家所建立起来的完备的、典型的父权制文化对于女性的建

构却一直是影响儒家文化发展的一大诟病，尤其是考证到“女主内”、“裹

小脚”、“养瘦马”、“童养媳”和“杀死女婴”等做法，无疑是进一步证

实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不幸和地位低下，把儒家文化钉在了歧视女性的道德的

耻辱柱上。传统女性真的仅仅是儒家文化的受害者，父权、夫权被动的牺牲

品吗？本文先概观儒家女性观的发展，深入了解儒家对于传统女性的定位及

原因，并拟从儒家家庭伦理思想出发，明确儒家性别文化对女性的定位，挖

掘家庭中传统儒家为两性平等发展提供的可参考的依据和所做的贡献。 

2. 儒家女性观的发展 

对女性的关注和研究，形成的思想观念就是女性观。但值得强调的是，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世界中，女性观更多指称的是处于主体地位的男性对女性

的认识和看法。同样，在中国儒家所建立的父权制文化下，也一直是男性儒

者在书写和规范着女性，“儒家从其独特的宇宙论、社会关系论以及政治经

济的角度确立了一套‘女人是什么’‘如何做女人’的思想体系和行为准则。”

“儒家还以男女有别为起点，对女性的理想人格作了依附男性、顺从男性的

设计，并树立了贤惠、温柔、坚贞等标准的女性形象”[2]，正是儒家构建了

中国的传统女性。 
早在先秦时期的儒学著作中，孔子、孟子和荀子等许多思想家都对女性

有诸多的关注和描述，儒学女性观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形成。孔子提出“男

女有别”和“敬妻”等思想；孟子以“色与欲”言说女性，用“男女授受不

亲”具体阐述了男女有别，“妾妇之道”更是道尽对女性的德行要求及社会

价值评价的性别差异；荀子以“女色误国”进一步发展定位女性是“色与欲”

的指向[3]。到了儒学盛世的汉代，提倡“天道附会人道”，并将阴阳理论纳

入到证明男尊女卑的范畴。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夫为妻纲”成为处理男女

关系至上的伦理原则。在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讲究

等级尊卑，不仅家庭内部血缘关系让位给社会统治，女性的权利也再度让渡，

女性地位降至更低。刘向则是以未嫁女、为妻和为母之道对不同阶段女性角

色做了不同的道德要求，对妇德进行大大地抬高，还树立了很多女性学习的

典范和楷模。东汉时期，女性观深受董仲舒思想的影响，重申女性的卑弱和

顺从，并且着重倾向于对女性性格的贬抑，集中体现为进一步细致深入地规

范和影响女性的日常行为和角色，强调强权化和实用化。班固和班昭从夫妇

关系出发来看女性关系和女性的价值评判，认为持家和服务家人是其全部职

责所在；同时夫妇一体和夫妇义合思想又是上升到国家层面强制推行的道德

信条，又强调女性对于家庭和社会和谐发展十分的重要。自宋元以来，追求

正人伦而止人欲，以三纲五常、三纲六纪等道德规范的形式继续严苛约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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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重视妇女贞洁，认为女性应安于家室，忠于宗族，从一而终，重视女

德教育和女性的对于家庭和儒学传播的作用和价值。明清时期，传统意识形

态出现裂痕，女性观发生了嬗变。李贽以异端的姿态为广大女性鸣不平，离

经叛道，主张男女平和婚姻自由等；唐甄强调夫妇平等与和静；王夫之更是

从理论上以一种两性的社会话语消解了一直以来以雄性的社会话语而导致的

社会领域中的“乾纲独断”，坚持“时无先后，权无主辅”的“乾坤并建”

和“阴阳两相倚而不离”；对男女两性相感之情无上肯定。近现代思想家主

张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尤其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思想家，为女性发声，

要求重振女性权利，兴办女学，使得女性解放空前高涨。随着社会关系的演

变，以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以“女人不是生

就的，而是成就的”为口号，掀起了一股女性主义运动浪潮。随后，为克服

女权主义的女性单级思维还提出了基于夫妇伦理的“新女性主义”的儒学女

性观向度[4]。 
纵观儒家女性观，总体上强调男女有别，还形成了以男女性别分工模

式为基础的公私内外的格局。这背后的原因是：首先，从家庭和私有制开

始，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就逐渐形成了以性别分工不同的男女关系，

这种分工模式不仅被广泛推广到政治统治、社会等级、礼仪行为、道德规

范及语言文化领域，形成了社会文化秩序，还在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和社

会道德规范等方面得以历代延承，这也就注定了男女在价值和权力关系中

的不同。其次，儒家性别文化从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传统习俗把人组织、规

范到其理想的“男性”“女性”模式中的，并且又从历史和个体活动两方

面加固着社会性别的制度化、规范化。对于女性的定位也是内置于儒家文

化影响下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因此，它与西方“男性天生优秀、女性

本质低劣”的性别歧视是有着根本的不同。最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

政治、经济和儒学自身思想发展等因素，女性观呈现出多元并存的特征，

男女关系也会出现超出时代性的特征。如：儒家提出乾坤、阴阳并重，强

调男女共处的和谐；注重“人伦”关系，“以母为尊”等思想，这些都缓

和了两性关系；维新运动时期，女性处于救民族危亡的强国保种的重要位

置上，思想家们把女性解放运动作为维新政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

女性问题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性别问题，被构建的传统女性有其特定的发展

时空及独具中国特色的角色扮演，女性也是可以承载起使家族兴旺，维护

社会安定和促进国家政权的稳固的重任。 

3. 儒家家庭伦理中的女性定位 

3.1. 儒家家庭伦理思想 

儒家强调“人伦”，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又是人伦之基。由夫和

妻共同组成的、被划分为女性所独属的领域——家庭，是人伦关系和道德实

践的起始地，家庭里蕴藏着巨大的伦理力量[5]。《孟子·滕文公上》中有云：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

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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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父和子”“君和臣”“夫和妇”“长和幼”“朋和友”这五层人伦

关系言行举止的准则规范，也是不区分性别差异每个人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应

遵守的普适的伦理要求。其中父子、夫妇、朋友三伦都属于家庭；加之，“家

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君臣和朋友也可视为拟家庭化的关系，君臣也可

以是父子、朋友亦能称兄弟，所以家庭是五伦践行的聚集地；而且儒家核心

思想的“仁义”和“孝悌”皆源自家庭人伦，亲子兄弟间产生的父慈子孝和

兄友弟恭的感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可以凝聚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因此，家

庭血缘关系在道德生活中有着天然的优势。当然，还如孟子所言，“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
家庭还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家庭伦理也是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核心。所

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下》)。只有

家庭安定了，家庭延伸的领域里的社会才能井然有序，国家政权才能稳固不

动。因此，在人伦关系的处理中，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另外，儒家所重视的“人伦”，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有序和谐的关

系，与其说是来规范人的准则，其实它更侧重从角色的设定以及应尽的义务

和责任层面来界定人的行为，而且角色的权利与责任也是相互的，而不是必

须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单从五伦中的父子一伦关系出发，称父为父，

称子为子，不仅仅是血缘相续的关系，更多的是要求父和子分别要承担起慈

和孝的角色责任。“父慈子孝”不仅是基于血亲人的天性，更是对人身份应

尽责任人本性的要求。外加人的关系性，任何人都是处于某种人伦关系或几

重人伦关系之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人伦关系网中的不同位置扮演着单一或多

重的角色，人角色的定位也往往是在与他人的相互性的关系中来实现的，且

更强调权责互等，以此来保证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同样，在人伦关

系中，儒家对于女性的定位也不仅仅是根据性别差异对其本身的约束和枷锁，

而是将其内置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统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之中，以此来维护封

建社会的秩序及正常的运行。 

3.2. 儒家家庭伦理思想下的女性定位 

“一夫一妻”是家庭最小的组成单位，家庭中“夫与妻相辅相成，混居

而生、结合而续”，妻子在家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直接事关“家之隆替”

“国之废兴”，所以家庭伦理关系首先要处理好夫妇关系。特别的，由于中

国女性的历史境遇在观念上和生活中表现出巨大的反差，贬黜女性与肯定母

性并存。因此，从家庭人伦关系来审视女性，我们将看到儒家文化下不一样

的女性角色，主要表现为女性可与父同尊、与夫齐体、与妾有别[6]。 
首先，妇者，与夫齐体。班固《白虎通》中“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

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早在中国古代传统观念中，以男女婚姻开始的夫

妇关系就极为重要，被视为礼仪之始，且重关“事宗庙和继后世”的大事。

孔子更是将家庭和女性摆在重要的位置上，认为“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

也，有道。”(《礼记·衰公问》)；《中庸》中强调“君子之道，造端乎夫

妇”；“五伦百行，非恕不行，行之自妻始”等，无不都强调了人伦之道应

该从夫妇之间的相互尊敬与和谐开始。其次，母者，与父同尊。主因“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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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儒家家庭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儒家所论的孝道总是父母并列，是子女和

父母关系的核心价值，并世代传承着重母、爱母与敬母的礼俗积淀。即使由

于性别分工模式直接将女性限制在家庭内部，女性的角色也会随着时间推移

依次从女儿、妻子、儿媳、母亲和婆婆的顺序完成身份蜕变。一旦女性完成

生儿育女，实现由人妻到一家之主母之后，在家中她将成为与夫同尊的“女

君”；外加母亲在子女早期教育中的影响关乎家族未来命运，她便可在家庭

中拥有统御全家的权力。最后，妻者，与妾有别。家庭伦理中作为角色定位

的名分至为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没有确定的角色

定位，视听言行都将无据可依，也就无法“立于礼法”，家庭内部和社会必

将陷入混乱纷争之中。家族本位的社会为了保证个人服从和归属于家族，保

证男女关系不至于削弱亲子关系，保证外来的女子不致僭取夫族的利益，就

必须保证这些与男人有情爱基础的姬妾处于边缘位置[7]。妾本质上就是一个

入侵者，她应该诚惶诚恐地尊重、顺服于妻，以求淡化妻本能的排斥[8]。因

此，嫡庶有别成了儒家人伦秩序中的常态。 
可见，由于人的关系性，伦理关系的普适性和权责对等性，家庭人伦关

系中的性别角色往往已经超越了性别本身，儒家性别文化也是出于性别身份

的不同对男女做出有关人伦关系的规定，以此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及正常

的运行。儒家文化下的男女关系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性”“可

逆性”和“可灵活变动性”等特点，并非只是压制和歧视女性。在宗法制体

系下，严格意义上女性在社会中虽没有“女权”，但女性在家族或家庭中却

可能拥有母权。恰恰正是这些对立面均衡的关系促进了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

凸显儒家家庭伦理关系中性别平等的文化底蕴。 

4. 儒家性别文化对于女性定位的意义 

从儒家家庭伦理视角探索儒家性别文化，理清促进两性关系良性互动形

成制衡机制方面深层次的内涵及原因，这将对正确阐释儒家的性别文化，彰

显理论价值，为现代社会两性良性发展、构建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等方面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儒家将男女两性共同从属于家族利益的一体化模式中。在儒家性

别文化所构建的男女两性共同从属于家族利益的一体化模式下，其间所有的

冲突对立，包括家族一元体对男女个人的压抑、男尊女卑所郁积的两性对抗

等，都在阴阳对反的转化中化解、泯灭而趋于和合，成为彼此相依又相互制

约的关系体。这种关系体既能促进家族一元体内两性相生相克的循环互动，

又能保证始终生成具有内在同一性的动态平衡性整体[9]。从而保证了家庭内

部的秩序，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能获得相关利益，女性通过接受维护父权

制利益的方式实现来自己的人身价值，以行使父系家族预留给女性的权力，

从而走出家庭的桎梏，实现家庭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这种现象在夫妻关

系、妻妾关系等家庭伦理关系中尤为显著。 
第二，儒家将女性内置于父权制社会的手段和策略之中。在父权制社会

形态下，男女两性都会受到制约，只是家族一元体的父权制性质，在某种程

度上决定了男性处于较为优越的位置[10]。儒家性别文化是一个与天地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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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个人修养等相贯通的结构系统，即是和父系家族所有制、家国同

构的政治组织形式、伦理政治一体化的儒家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相贯通、相

印证、相适应的性别文化结构。这种性别文化结构可以概括为一元格局内两

性阴阳的良性互动，它集中体现了儒家对两性地位及其与天地万物之关系的

基本认定。因此，虽然表面上“男尊女卑”似乎等同于西方的“男优女劣”，

实则不然。“男女有别”是父权制社会形态下的一种特有现象。 
第三，儒家性别文化下的女性以隐性价值方式承担起家国大任。作为两

性中的女性往往被要求在家“相夫教子”，做好家族内部事务，扮演着“女

主内”的角色。对于“女主内”，通常被误解为只有通过男子即丈夫和儿子

的社会地位和价值，才能来衡量和体现女子即妻子和母亲的作用和价值。从

纯粹个人主义观念来看，这意味着迁就他人而牺牲自我，但在儒家伦理看来，

个体在其中被确立的不是西方传统中的理性自我，而是人伦自我，每个人无

疑都是整体中的特定角色。“女主内”是明确要求女性要尽家庭的责任和义

务，其实对于“主外”的男性而言，仅仅是角色设定和分工上的不同而已，

并非男性就凌驾于女性之上。儒家文化推崇“家国同构”的思想，推行宗法

制，先有家族，形成宗族，然后才构成国家。女性被要求“相夫教子”，承

担家族事务，在“女主内”的背后，女性同时也承担着很大一部分社会责任

和国家政治责任。由于家族的叠加形成宗族，宗族的汇聚成为国家，女性在

家族的发展与壮大中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在宗族壮大和国家发展的过

程中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5. 结语 

“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在对待自身

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对人性别身份的历史认识是“人”反思的一个不可

逾越的阶段，人要全面的认识自己，向更高层次发展，就必须正视两性关

系。性别差异也早已超出生理性别的局限，更多的是指由文化所构建的打

上了文明烙印的社会性别差异。本文创造性地从父权制社会形态维护统治

利益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父权制社会形态下男女两性的动态关系，对于传

统问题予以新的解读，在儒家家庭伦理的大背景下，推动了不同学科的交

叉碰撞，但受到篇幅限制，本文缺乏对男女两性从属于家族利益一体化模

式的深入论述。 
由于中国独有的社会文化环境、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等原因，儒家对待

女性的态度、评价及要求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儒家文

化就是男尊女卑歧视女性，不能简单地认为传统女性就是父权、夫权的被动

牺牲品，应该深入儒家文化内里，理清历史逻辑，探清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以此摆脱儒家性别文化的困境，应对时代挑战，为现代性别文化构建提供深

邃的文化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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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儒家性别文化对于女性的定位与意义——基于儒家家庭伦理的视角 

摘要：通过对父权制社会形态下男女两性关系分析发现，儒家女性观强调男

女有别，并形成了以男女性别分工模式为基础的公私内外的格局。通过家庭

伦理的视角来审视儒家女性的定位，出现了“轻女重母”、与父同尊、与夫

齐体、与妾有别等现象，对于男女的定位本质上也是男女两性从属于家族利

益的一体化模式之中，并形成了一个可阴阳交替、尊卑互渗的“可逆性”循

环结构，而非直接的男性压制女性，以此来凸显，在父权制社会形态下儒家

家庭伦理关系中性别平等的文化底蕴和对促进个人、社会、国家和谐发展的

重要意义。 

关键词：儒家，女性，定位，家庭伦理，家国同构，性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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