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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FF）发布的2024年度全球性

别平等指数，中国在接受调查的146个国家中排名106。全

球性别平等指数以四个维度衡量各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分

别是女性的经济活动参与度、政治活动参与度、受教育水

平，以及健康和生存状况。基于上述统计数据，评估测

算出各国的“性别平等指数”，这个指数越接近数字1，

说明该国性别平等水平越高。中国在2024年度的评估中，

“性别平等指数”为0.684。全球性别差距指数的评估最早

开始于2006年，中国“性别平等指数”自2008年取得57名

的历史最高排名，之后的16年都连续出现了排名下跌，由

此可见，近16年以来，当代中国女性在性别平等方面遭遇

的困难和挑战并未有明显的改善。

这种现象与许多当代中国女性的实际感受可能存

在差异。观察社会现实，我们发现女性在多个领域取得

了显著进步：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到校园接受高等教

育，女企业在经济领域也取得了抢眼的成就，女性在社

会公共领域的决策与参与也比以往要更加深入。这些社

会现象似乎让许多人以为中国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

提升，男女不平等的情况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女性的

自我意识觉醒与自我解放彻底进入新时期。但实际上，

近年来，屡屡引发社会热议的事件，如“唐山烧烤店打

人”“徐州丰县铁链女”“天价彩礼”；影视作品《都

挺好》《我的姐姐》等女性形象的遭遇；长期以来很多

地方的女性不能上桌吃饭、女性不能入族谱、甚至是

过年只能去婆家不能回娘家等现象；近期某脱口秀节

目引发的女性话题的热议……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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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社会中存在“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物化女性的

情况。人们对这些社会事件的讨论只停留在表层，没有

触及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深层，社会文化中仍然存在隐秘

的、难以觉察的对女性的贬低和歧视。可以说，当代中

国社会的“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等观念，在西方兴

起并影响到我国的女权或平权思想的冲击下，更多以间

接的形式表现，并逐渐转入了文化潜意识、个体潜意识

中，因而无法轻易被个人察觉。

2  中国女性地位及性别角色观念的历
史变迁

著名人类学研究者巴霍芬和摩尔根，都认为父权

制社会之前，曾存在一个以母权制为特征的社会发展阶

段。恩格斯进一步阐释，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母权制是

主要的社会结构，女性在家族中占据领导地位，财产和

权力通过母系血统传承。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

有财产的产生，母权制逐渐成为有效积累和传承财产的

障碍。这种障碍最终导致了母权制在野蛮时代的中后期

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父权制的兴起。恩格斯认为母权制

的废除是女性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象征着“女

性在全球历史上的一次重大失败”。这一转变也伴随着

家庭结构的演变，男性主导的专偶制家庭取代了女性主

导的对偶制家庭，其中专偶制主要约束女性，而男性则

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度［1］。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随着农耕和畜牧业的兴起，男

性逐渐在社会生产中取得主导地位。自周朝起，父权制开

始确立［2］，伴随着“男尊女卑”的观念，男性对女性的

支配成为社会常态。周朝近八百年的历史中，礼乐制度逐

渐完备，儒家文化在周礼的基础上得以传承和发展。孔子

的教导，包括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

为个人提供了信仰和价值体系，也为国家层面的阶层和谐

与皇权稳固提供了理论基础。自西汉时期儒家学说被推崇

为社会主要意识形态，历经宋明理学的深化，至明末清

初，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深远。直到新文化运

动期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出“民主与科学”

的口号，发起了“推翻孔家店”的运动，儒家传统思想被

挑战，其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也开始逐渐被削弱。

“男尊女卑”一词最早见于《易传·系辞》，该

书引用了孔子的诸多论述，因此，其主要思想源泉被归

于孔子。《易传·系辞》首章提到：“天尊地卑，乾坤

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

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这

里所表达的“男尊女卑”意在强调自然和谐与阴阳平

衡，而非主张性别不平等。文中的“贵贱”指的是人在

不同生命阶段和社会中的角色差异，并不涉及能力和身

份的高低，更非思想地位上的尊卑之分。然而，到了宋

明时期，程朱理学将封建等级秩序视为天理的体现，强

化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对女性提出了“三从四德”

等严苛要求，甚至推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

这些观念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她们逐渐成

为男性的附属品，自我意识受到严重压抑和束缚。

在“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主导思想。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中，系统地阐述了女性主义理论，这部作品被视为女性主

义理论的经典之作。恩格斯提出，最早的阶级压迫与男性

对女性的压迫同步出现，构成了最早的阶级对立。他认

为，经济上受压迫的女性在婚姻中无法实现真正的平等，

而女性获得平等的首要条件是将家务劳动社会化［3］。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使女性（尤其

是无产阶级女性）重新融入社会生产，这将改变传统的

家庭结构，并对性别关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3］。

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启发，新中国成立后，妇

女地位显著提升。口号如“红色娘子军”“妇女能顶半

边天”和“男女都一样”激发了女性参与生产和公共事

务的积极性。然而，这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性别

差异，导致女性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性别特征被淡化，

从而引发了对女性性别特征缺失的担忧［4］。在毛泽东时

代，反对“男尊女卑”和儒家宗族主义的斗争促使个人

从家族和宗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融入更广泛的社会群

体，如“中华民族”“工人”“农民”或“单位”。在

这个过程中，个体和女性的身份在群体中被弱化，导致

中国女性的自我意识未能真正独立和发展［5］。

在毛泽东时代，性别平等被大力提倡，然而随着

改革开放的推进，这一理念逐渐转变为认可性别差异的

重要性。这种观念的转变促使男性和女性开始接受并尊

重彼此的性别特性，不再单纯地推崇女性模仿男性的行

为，这对于维护女性的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同时，

儒家文化中的某些传统观念，如“贤妻良母”和“男主

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当前社会对“贤妻良母”的期待是双重的：女性

不仅要在职业领域取得成就，还要在家庭中扮演好照顾

者的角色。女性的独立价值在平衡家庭与社会角色的过

程中得到了体现。在职业和家庭的双重角色中，女性应

当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削弱女性的形

象。“贤妻良母”的观念对女性的职业发展产生了影

响，并推动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的复兴。这

一模式原本是基于夫妻双方协调和平等分担家庭责任的

选择，而非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

入，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认同这种传统的性别角色分

工，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开始接受“男主女从”

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6］。这种“男

女有别”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的“潜意识”。

3  中国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发展与西方
的对比

在与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平权运动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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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时，中国女性自我意识和性别意识的发展显示出其独

特性。

一方面，在西方国家，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对女性

地位的提升作用长期被边缘化，并未成为国家层面的焦

点议题。但正是这种边缘化状态，反而激发了西方女权

运动的活力，使其不断为女性争取更多资源和更强的声

音。与此相对照，中国女性的权益提升并非源自社会层

面的女权主义运动，而是通过政治性的社会运动实现的

“妇女解放”，这一直是国家层面关注的焦点［5］。在中

国，女性的个人命运与社会因素紧密相连，无论男女，

个人命运都与集体命运交织在一起。因此，尽管中国女

性的生存状况有了显著的改善，这些改善更多是由国家

层面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的，而非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和斗争所驱动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国家，性别差异常常呈现为一种

男性与女性对立的二元对立模式，这种模式深受本体论和

理性思维的影响。相对而言，中国的性别差异则是在追

求整体和谐的文化背景下，男女之间阴阳互补互动的产

物。中国的性别观念融合了阴阳和谐与男性优越、女性

次要的传统观念［7］。在西方，父权制等同于男权制，其

主要压迫对象是女性，这种观念基于宗教教义，将女性

视作男性的从属。而儒家所构建的性别关系并非西方的

二元对立，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在中国，父

权制实际上是一种父系家族权力制度，它的影响不仅限

于女性，而是涵盖家族的所有成员。因此，中国女性对

男性的服从并非单纯针对父亲或丈夫，而是在男女共同

受制于父系家族的框架下，依附于特定的男性。汪兵［8］ 

强调，“中国的‘男尊女卑’与‘长尊幼卑’是相互依

存的”。女性在父系家族中的次要地位，反映了父权制

的特征。这种双重从属导致女性几乎失去了个人权益意

识的形成条件。儒家倡导的“男主外，女主内”原则决

定了男女实现个人价值的不同路径，都将个人价值与家

族的兴衰紧密相连。儒家对女性个人价值实现方式的规

定，使女性成为家族的守护者，与女性群体的利益诉求

相背离，导致女性越努力，越远离自我本质。在儒家伦

理下，女性承受的压迫更为深重，以至于难以产生抗争

意识。为了激发女性对家族事务的热情，避免男性对女

性的完全压制，儒家通过家族内部的调节机制赋予女性

一定的权力，以维护阴阳互补的互动格局。这种机制使

得性别差异结构成为一个相互交织的循环系统，女性在

家族共同利益的考量下，接受并内化性别规范，行使家

族赋予的权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从卑下转为尊贵，成

为家族的守护者。女性个人利益被家族利益所包围，为

了获得有限的个人利益，女性在一定程度上自愿成为父

系家族权力的维护者，付出了丧失自我认同的代价。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的儒家“男尊女卑”观念

受到了挑战，中国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得到了显著的

提升。近年来的研究显示，中国女性的性别角色观念正

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有研究表明，体制外劳动者表现出

更现代的性别观念［9］；互联网提供了更多关于性别平等

的信息和讨论平台，有助于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刻板印

象，促进家庭分工的平等化［10］；持有现代性别角色观念

的女性，更可能平衡家务和工作，在职业发展上有更好

的表现［11］；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减弱，降低了育龄女性

的生育意愿［12］。尽管传统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13-15］，

但中国社会正在向性别平等的方向迈进，现代价值观正

在逐步推动性别角色观念的现代化进程。

4  中国女性性别角色观念的发展与整
合方向——分析心理学的视角

尽管中国女性在自我意识和性别角色观念方面取

得了一定的进步，并在教育、经济和政治等领域获得了

更多资源和机会，但社会文化中仍然存在对女性的隐性

贬低和歧视。例如，“剩女”“女博士”“女强人”等

标签的流行，以及对女性外貌的评价和“干得好不如嫁

得好”“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观念的无意识内化，

都反映出女性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这些现象表明，

中国女性在性别角色观念的发展和个体心理发展方面，

仍面临重大挑战。要实现性别角色观念的全面发展和个

体化的深度心理成长，中国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

不仅需要社会观念和政策的外在支持，更需要解放女性

内心深处的束缚，从而在根本上获得自我整合和发展的

力量。

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

格，提出了男性内在女性化原型意象“阿尼玛”和女性

内在男性化原型意象“阿尼姆斯”的概念［16］。荣格的理

论认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其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与生

理性别相反的心理特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

是雌雄同体的存在。分析心理学的目标之一是促进个体

的自性化，即成为真正的自己，对女性而言，这一过程

包括意识、发展和整合内在的阿尼姆斯。

荣格的分析心理学融合了东方哲学思想，特别是与

《周易》中阴阳转化的观点相呼应，使其理论与中国文化

相契合。受荣格关于阿尼姆斯的论述启发，当代中国女性

可以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在心灵结构，激发内在的阿尼姆

斯，将内在的男性力量与外在的女性特质相结合，以促进

性别角色观念的完善与发展。这有助于女性从传统的性别

角色观念中解放出来，真正基于个人兴趣和能力选择生活

方式。例如，女性可以自由选择穿着风格而不受到负面评

价，可以展现温柔、耐心，也可以表现出果断和坚毅，不

再受限于单一的性别特征。女性不受社会及传统观念的束

缚，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婚姻、生育和职业道路，无论是

全身心投入事业还是选择家庭生活。

同样，性别角色观念的发展和整合也有助于男性摆

脱“有泪不轻弹”“娘娘腔”“顶梁柱”等刻板印象，

使他们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情感和选择生活方式，不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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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于传统的性别期望。荣格的理论为中国性别角色观念

的现代化提供了深刻的心理学基础，促进了对性别平等

和个体差异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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