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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来源：《北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0 作者：刘静 时间：2012-12-28 Tag： 点击： 

摘要：弗吉尼亚 ·伍尔夫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开山鼻祖。她的女性主义博大精深，

丰富内涵远远超过了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发生、发展所涵盖的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的角度出发，探索并揭示弗吉尼亚 ·伍尔夫理论与创作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系统地阐

释、正确地理解和科学地评价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

值。 

关键词：弗吉尼亚 ·伍尔夫 ;马克思主义 ;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弗吉尼亚 ·伍尔夫作为现代主义的创始人、意识流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家，在西方文学

史中具有重要地位。随着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者的身份开始得到越来

越多人的认可。伍尔夫的传记作家林德尔 ·戈登 ( Lyndall Gordon)曾说 : “伍尔夫作

为现代小说的女祭祀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她的写作事业，……是从现代作家自觉的优越感

向微贱无名者尤其是妇女的生活转移，在妇女的生活中她寻找到了一种与强权、与头上戴

着黄金茶壶的帝王们的历史相对立的历史。”［1］ 

弗吉尼亚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是她从自身经验出发，长期思考和抉择的结果，并与当

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她所生活和成长的时代正是女性主义运动处于

第一次高潮期，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们普遍获得了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但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当时的女性主义先锋自由

主义女性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妇女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构成的根源，没有涉及对父权制

文化体制的批判，因此，受到后来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强烈抨击。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

主要目标是破除父权制文化的霸权地位，打破逻各斯中心主义，争取女性的彻底解放。激

进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努力，使女性主义运动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迎来了第二次高潮。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浪潮中兴盛起来。马

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问题

学说在女性主义视角下进一步拓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化进程中吸收马克思主

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系统性、科学性不断得到加强的过程体现。 

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的深化和扩展 

马克思主义在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对立和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的同时，不可

避免地涉及了性别领域。作为最廉价的劳动力，女性受到长期和普遍的压迫。女性所受到

的压迫是阶级压迫的一个例证，最初的阶级压迫即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发生，而最初

的阶级对立也与个体婚制下夫妻间的 对抗同时发生。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源》中指出 :在古代共产制的家庭经济中，男人狩猎，女人照料家庭，女性劳动是一种公

共的社会劳动。但随着私有制和剩余劳动产品的出现，女性家务劳动的社会地位衰落，进

而随着家长制，尤其是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产生，这种劳动逐渐失去了公共的社会性

质，成为一种私人事务，女性被排斥到了社会生产之外。由此，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私有

制是女性受压迫的社会根源，而女性解放的先决条件即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社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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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去。［2］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以及对阶级分析、人类异化和人类解放等论题

的深刻阐释，极大地启发了女性主义运动第二次高潮中的女性主义者。他们从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女性学说不断地进行修正和扩展，进一步探讨女性受压迫的

社会地位及其根源，寻求解决女性问题的根本途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完成了理论建构

并形成了独特的批评视角和批评方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女性主义运动第二

次高潮的纵深发展。 

女性主义者朱丽叶·米歇尔在《妇女 :最漫长的革命》中批评了马克思主义女性学说的

片面化，指出获得工作能力并不能带来女性的解放。米歇尔对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作了进一

步的探讨，提出了 “四大结构 ”说，即生产、生育、性生活和儿童的社会化。女性被限

制和控制在这四大结构之中，无论获得何种意义上的两性平等皆毫无自由可言。只有打破

这四大结构，在对各种结构不平衡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女性才能真正获得解

放，而这种真正解放只有在高度发达的西方文明社会才能够实现。［3］32 

海迪 ·哈特曼从人类学角度分析了男女社会分工产生的根源，指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长期相互作用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因此，女性解放必须既要反对父权制，又要

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3］46 

艾利斯 ·杨批评马克思、恩格斯阶级分析理论的不足，她认为，试图根据严格的经济

阐释来解释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或许是错误的。性别差异是一种男性统治的复杂体系，性别

的不平等比阶级的不平等更为基本，劳动分工差异分析完全可以取代阶级分析，不需要用

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两个理论来解释一个问题，完全可以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来解

释。［4］175女性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是消除性别差异，消灭不平等的根源。 

在《妇女解放的政治经济》中，玛格利特 ·本斯顿重新审视家务劳动与资本主义生产

关系的内在关系，指出在一切经济运作分析中，家务劳动必须被严肃地加以对待，而不是

被归化为边缘的或不存在的事实，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是把私人的非市场劳动转化为公共

经济事务的劳动，即家务劳动社会化。她强调，除非妇女能从繁重的家务劳动等责任中解

脱出来，否则，她们参与社会工作只会是背离，而不是迈向解放的第一步。［4］156－

157
总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借鉴和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女性问题的学说，探讨女性受压

迫的地位和根源，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提出了女性解放的主要途径。以女

性自身的经验，结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解读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批判父权

制，为实现全人类的平等和解放提出了一个不可忽视的思路和方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极具批判精神，在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并没有不加选择全盘接受，而是富

有见地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种批评实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种身体力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借助

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先进性，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女性学说和自身理论的不断修正，成

为人类自我解读的一把利器。 

二、弗吉尼亚 ·伍尔夫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特征 

弗吉尼亚 ·伍尔夫关于父权制的观点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有许多共同的地方，但是又

不尽相同，她跨越时空界限，追本溯源，从女性经验出发考察人类生存处境，使她的女性

主义具有更加深邃的内涵和丰富的发展空间。弗吉尼亚 ·伍尔夫作为女性主义的先驱，超

越了其所处的时代。她的女性主义既有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盛赞，又有对激进主义女性

主义的预见，是经得住历史和时间考验的、符合唯 物辩证法的科学的女性主义理论，具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基本特征。 

 (一)女性地位和女性自我意识 

伍尔夫详细地考察了女性的历史和传统，认为人类社会千百年来一直是铁板一块，女性

的社会地位注定了她们会被历史所淹没。女性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一直沉寂无声，人类的

历史充斥着男性的自言自语。男人操纵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务的大权，女人则只

浅谈生态女性主义在多丽丝

《飘》中女性悲剧的生态女 



负责操持家务，抚育孩子。男性从各个方面对女性进行压迫，女性从现实生活中一步步退

却，最后退到狭小的客厅，只是作为男人的妻子、情人或者孩子的母亲而存在。妇女处在

这样的境况之下，要做点什么事业简直是不可能的。数世纪以来，人们知道女人存在着，

知道她们不长胡须，也很少秃头，但是除此之外，人们对女人所知甚少。从来没有一个客

观的标准来评价女性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个刻度或尺码能够衡量慈母的品质、女儿的孝

心、姊妹的忠实或家庭主妇的能力。从某种意义来说，人类历史就是关于一个单一性别的

历史，女性在历史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为了迎合另一个性别，竭力装成那个性别想要成为

的样子，将那个性别的观念移植到自己的意识深处，通过代代之间的言传身教不断固化为

的自身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而女性本身的意识、思想、行为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深深抑

制。女性的真实性别就这样被父权制社会虚拟出来的女性性别所取代，女性退化到第二性

的地位，甚至沦为一种无性别的地位。女性以这种无性别特征的面貌沉寂无声地度过了千

百年。 

自十九世纪女性的地位获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提高，伍尔夫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女性开始涉足小说创作。十九世纪以前，文学中充斥着男性的独白。女性虽然是男性独白

的主要内容之一，但是实质上反映的还是男性自己。女性选择小说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说是

一种比较容易掌握的体裁。一方面，它随时拿得起，随时放得下，不与女性每日的家务劳

动相冲突;另一方面，它来自生产和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化的产物。女性天时地利地被训

练成为小说家而不是诗人。［5］1630但是，女性写作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伍尔夫

在《妇女的职业》一文中指出，写作固然是 “只有极少数的物质障碍来阻挡道路 ”的职

业，但精神上束缚却是巨大的。女性要开始写作，通常要经历两个艰苦的斗争，一个是杀

死 “房中的天使 ”———被父权制社会异化并强加给女性，已经成为女性意识一部分的

幽灵 ;另一个是战胜自身的怯懦，勇敢地讲述肉体真实的经验。［5］1367这两个斗争是

女性走向自我救赎的必经之战，只有迈出了痛苦的第一步，才有女性的彻底解放可言。马

克思主义认为霸权主义是通过控制意识形态来进行统治的，受压迫者必须要控制自己的意

识形态，才能摆脱压迫。“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只有成为自己才是女性的必然的归

宿，伍尔夫从历史和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父权制是制约男女地位不平等的主要原因，

女性主义运动一方面要打破父权制的藩篱，另一方面要树立女性的自我意识 ———长期被

压抑在潜意识中的女性真实的思想、感情和行动，而后者对女性解放来说才是最为根本

的。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就是要为女性在文学中找回 “自己 ”，通过写作来实现

女性的自我价值，寻求到能量得到释放的最佳形式。一旦女性走向了自我回归的道路，女

性的社会地位才能得到质的提高。  

(二)经济决定论 

伍尔夫对妇女和文学问题的思考，引发了她对女性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深刻认识。在《自

己的一间屋》这篇女性主义的战斗檄文中，伍尔夫以 “我”一个善思的妇女来隐喻女性大

众，她的指责昭然若揭，当一个具有独立意识和思考能力的妇女要在一片自古以来由男人

占据的领地里，哪怕是做片刻徜徉，立即会有一个须发斑白的卫道士跳出来将她们驱逐。

伍尔夫认为经济是这种性别不平等背后的根本原因。她明确地指出 : “一个女人要是写小

说的话，她就必须要有 500英镑的收入和一间门上有锁的屋子”。［5］585“自己的一间

上锁的屋子”代表着女性在平等权利下所获得的自由和独立的空间，而“500英镑”则是更

为重要的经济独立的标志。经济上的独立带来人格的独立，而人格的独立是真正性别独立

的开始。 

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中，通过杜撰的所谓的 “莎士比亚妹妹 ”的故事影射了 

“钱”对于女性生 存的重要性。男女天生并无任何禀赋的差异，而因为后天所拥有的金钱

不同而造成的命运的天差地别，是荒谬的、残忍的、极度不公平的。莎士比亚妹妹之死是

伍尔夫对所有富有创造性的女性命运的隐喻，是对父权制意识形态下金钱社会的强烈的控

诉。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一个被扼杀的女性的墓碑。正如恩格斯所指出，如果妻子要

摆脱丈夫的压迫，女性首先必须要在经济上独立于男人。在《女人与职业》中，伍尔夫再



一次强调经济是构成差异的本质和核心。在讨论女性为什么选择从事小说创作而不是其他

社会生产形式时，她指出，廉价的纸张是女性在写作方面的成功先于其他职业的最重要原

因之一，写作对于女性来说是不需要花费过多金钱就可以从事的行业，社会对于女性写作

的约束力相对与其他行业要小得多。如果在这个最容易的行业还有许多困难的话，女性解

放的道路之艰难可以想象。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变，社会化大生产使女性从繁

重的旧式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长期被压制的女性自我意识(世界意识 )便雨后春笋般地蓬

勃成长起来。二十世纪初，随着职业的限制被取消，妇女获得了谋生的权力。女性从此可

以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开始努力追求自己的生活和事业，无须再为了生存而伪装成男性喜

欢的样子。在提到自己为什么成为一个小说家而不是其他什么人，伍尔夫一语道破，因为

你给人家讲故事，他们就会给你汽车。女性写作打开了女性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赋予了

女性独立自主的权利。伴随着这种独立谋生的权利而来的是自我认同及世界观和价值观的

重新定位。女性将会摆脱狭小的生活圈子，女性创作将会越来越非个人化，会更多地涉及

社会弊端及其救治，归根到底，它有赖于一点钱和闲暇，以及钱和闲暇所提供的机会。这

些不可能由其他渠道获得，只能是来源于经济上的独立自主。 

伍尔夫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经济的决定作用，阐述了家务劳动对女性的约束和限制，呼吁

女性走进社会化大生产中去，突破了同时代女性主义视野的局限，从根本上奠定了女性主

义的理论根基。  

(三)女性解放 

伍尔夫为十九世纪之后女性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基本权利的实现而欢呼。她

创作了大量的文章来推介当时的许多女作家、女活动家。基于社会形势，伍尔夫和以玛丽

·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一样，主张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地位。但是伍尔夫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即使女性获得了基本的权利，社会地位得

到相应的提高，也并不意味着女性能同男性一样真正地分享政治权力，仍然有许多幽灵和

障碍出没在女性前进的道路上，只有对他们进行讨论、分析、下定义才能解决问题。许许

多多的事情，不问问为什么是不行的。伍尔夫女性主义问题的焦点全部指向女性解放，她

关于女性修复自身传统、恢复自我意识、掌握女性话语等主张，无不是在赋予现代女性社

会牛虻的角色，号召女性保持思想和经济的独立、以全新的面貌去建设未来的理想社会，

最终推翻父权制、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 

伍尔夫的女性解放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代、两代新女性就能够实现的，女

性获得解放也不是通过任何什么形式都可以的，只有摒弃旧的、创造出新的、合适的形

式，才会有女性的全面自由和解放。千百年来，女性头一次拥有了自己的一间屋，并能够

自己支付房租，这是一件极其重要、极其有意义的事情。一方面，女性赢得了与男性真正

平等的权利，从此可以摆脱男性的压迫，拥有了能够影响他人的能力。从另一方面，男性

同样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压迫者，男性对女性的压制，就像无意识的希特勒主义，正是由于

这一点，男性同女性一样，失去了自由，因为 “想奴役别人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是奴

隶 ”。要把女性的多余的能量引进到新的形式中去，男人与女人必须同时获得进化和解

放。［5］1837显然，伍尔夫的理想并不仅仅针对着女性解放的问题，她自始至终认为，

男人同样是父权制的受压迫者。女性的解放离不开男性对自身的解放，女性解放的基础建

立在男性解放的基础之上，她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一个全人类共同进步、共同解放的理想

世界。 

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女性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消灭私有制、

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彻底回归社会的人、人性的人，建立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

是女性解放的根本途径。伍尔夫所构想的未来双性同体的理想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和谐、自

由、平等的人的世界。这就是伍尔夫的女 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论点的异曲同工之

处，她的女性解放实质即是人类解放。 

三、弗吉尼亚 ·伍尔夫女性主义的内涵 



伍尔夫被奉为女性主义的奠基人，但是她本人却十分反对女性主义这个词汇，拒绝为自

己打上这个标签。客观地说，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并不是始于女性也并没有止于女性。她密

切地关注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道德、良心的走向。她思考的中心是处于社会中的人，而作

为人类重要的一部分———女性，因其缺失的历史、不真实的形象、隐匿的自我意识、平

衡人性的重要使命和任务成为她视野中的焦点。 

伍尔夫的女性主义契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在处理男女两性关系时，伍尔夫的观点符合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即对立统一，斗争性和同一性是其基本属性。她反对消除两性差

别，倘若女人写作像男人、生活像男人、长得像男人的话，那将是遗憾之至。在谈到父权

制社会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时，伍尔夫虽然批判男性社会对女性进行种种压迫和禁锢，但

是她超越了分离主义的狭隘立场，没有停留在男女二元对立的这个矛盾层次上，而是走向

了男女二元对立的统一，把人类全体的彻底解放作为目标。伍尔夫的作品虽然大量反映了

社会冲突和两性间的紧张，但最重要的主题却是和谐:社会的和谐、两性的和谐、内心的和

谐。就像茫茫海上的灯塔，作为男女统一的象征，能给人以温暖、希望、力量、指

引……。她提出双性同体的理论，“双性 ”统一在 “人”这个字眼下，包含世界上各个

地区、各个种族、各个阶层、各个阶段的人的全体。以性别作为唯一分类项，将两种性别

的优点集为一身，是未来理想社会中的人的理想生存状态。双性同体从这个角度看，正是

矛盾由对立走向统一的最终结果。 

她所呼吁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一种全新的看待问题的方法。破除固有的模式，睁

开心灵的眼睛。从这个意义上说，伍尔夫是一个思想家、理论家和哲学家。她的哲学是对

立统一，在她的哲学世界里有许多矛盾，传统和现代，物质和精神，男性和女性等复杂纷

繁的二元对立。伍尔夫能够看到事物的对立面，并主张用斗争、消解来实现统一，而不是

一方压倒一方。她始终呼吁尽可能无限接近真实，在真实即真理面前，一切平等。正如她

所说 “不要梦想去影响别人，要想到事物的自身”。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是宏观女性主义，

它昭显着人性的光辉，指引着女性主义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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