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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政府直接安置劳动力到逐渐向劳动力市场过渡
,

中国妇女的就业模式显然面临着比

男性更为巨大的变化
。

她们不仅有着与男性同样的怎样就业和取得什么样的职业位置的问题
,

更有着就业还是不就业和在什么时间就业的问题
。

部分妇女
“
回家

”
和

“

阶段性就业
”

是不说也

能看得到的事实
,

只不过落到谁的头
_

仁和有少妇女多大程度上这样做 目前还是非常不确定的
。

既然是不确定的
,

就有一个选择问题
。

的确
,

每个中国妇女 (每个男性也同样 )都要重新为

自己定位
。

但问题是
,

由谁来选择? 由谁来定位 ? 是女性自己 ? 还是丈夫替妻子 ? 还是全体男

性替全体女性 ? 或是重新由政府来定 ?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

我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
,

在现阶段
,

在社会的转型期
,

部分妇女 自愿选择回家并不一定

是彻底的坏事
,

因为它正说明了社会有了更多的选择空间
,

是对过去
“

无可选择
”
模式的突破

。

只要这种选择是理性的
,

只要不是被外力强迫的
,

都应得到社会的包容
。

但必须强调的是
,

这里

妇女是选择的主体
,

而不是被选择的客体
。

如果不是这样
,

仅听凭男性的意愿
,

妇女不过作为
“

被安排
”

的对象
,

重新沦入
“

无可选择
”

的模式— 或全部回家
,

或全部阶段性就业
,

或别的什

么
,

这和过去由行政力量替妇女安排工作又有什么区别 ? 如果这样做是可能的
,

无异于在我们

社会中又制造 了一个新的
“

性别 身分制
” :

只因为你是某一性别
,

所以你就只能这样而不能那

样
。

持
“
回家论

”
的同志最充分的理由

,

一是为了效率
,

二是为了
“

社会整体
” 。

这两个问题在社

会学领域已讨论过无数次
。

关于效率与公平的问题
,

应该也只能在其中取得平衡
,

仅顾一头在

理论上讲不通实践上也行不通
。

至于
“

为整体牺牲局部
” ,

过去我们强调革命利益这个抽象的整

体利益
,

要求人们牺牲的太多了
。

比如曾经为了国家的工业化
,

人为制造了城乡二元结构和户

口上的身份制
,

形成对农民事实上的剥夺
,

这一后果在今天 已经看得很清楚
。

近年有人提出
“
利

益群体
”
概念

,

认为应在各利益群体之间取得妥协
、

求得平衡才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
。

同样男女

作为两大性别群体
,

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各自的利益
,

既有合作也会有冲突
。

如果仅仅认为由于

妇女分散于各家庭而不至闹事影响社会秩序
,

就可以靠剥夺
、

牺牲来保住另一方或所谓
“

整体

利益
” ,

如此离社会公正的 目标越来越远
,

这样的社会代价就不能说是小了
。

男女平等思想应该深入人心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 陶春芳

读了郑也夫同志的文章
,

我觉得需要重温历史
,

有些观点也值得商磋
。

如文中
“
父亲出现以

后
,

昙花一现的母系社会便告终
,

从此让位于漫长的父系时代
” ,

就与历史不太相符
。

因为
,

尽人

皆知母系社会有几万年的历史
,

它 比父系社会和以后的文明社会的总和要长得多
。

当然
,

过去



历史的长短并不能说明力量和存在价值的高低
,

也说明不了何者更具真理性
,

这里仅为纠正历

史的概念而已
。

毫无疑问
,

人类历史是经历过人类与 自然的一体性时期
,

及此后的体能威力时期
。

但是
,

人

作为人的很大特点是人有智能
,

人要充分发挥和显示 自己的智能的力量
,

直至今 日发展到信息

时代
,

并仍在继续发展 自己的智能力量
,

以战胜整个大自然乃至宇宙
。

故而
,

今日谁也不会再靠

夸耀 自己的体力强壮而立足于世
, “
四肢发达

,

头脑简单
”

早 已不是褒词了
。

而在智力方面
,

当今

还没有哪位科学家能拿出充分的论证来说明凡是女人就是
“
弱女子

” ,

也不能说凡是 男人就是
“
强汉子 ” 。

不少男权主义者曾力求证明这点
,

却无能说明
。

事实是
,

只要给女性与 男性同等的

发展条件
,

给女性真正的公平的竞争环境 `尤其是不歧视的观念环境 )
,

女性就能 与男性一样获

得卓越的成就
。

这 已被社会的实践所证明
。

这种历史的现状
,

要求曾雄踞统治地位拥有特权地

位的男性改变传统观念和行为方式
,

放下大男子主义的架子与女性携手共促社会发展的前程
,

共建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
,

调整一个 自己的能力和观念
,

挣脱对女性家务的依赖
,

使 自己适应

社会发展的新需要
,

而不要在心理不平衡中搞得社会和家庭中发生
“

关系紊乱
” 。

以往的男女平等
,

多数是 以男性为标尺
,

要求女性向男性看齐
,

女性既要是称职的主妇又

要胜任社会职责
,

男性则不必改变自己什么
,

由此造成女性负担过重
,

实践证明这是不公正的
。

标尺应该立在男女之间的中轴线上
,

男性要掌握历史专赋予女性的家务能力
,

女性要掌握历史

专赋予男性的社会工作能力
。

如此使男人和女人的能力均达到完善状态
。

男女互相靠近共建

幸福生活
、

共擎社会发展大业
。

这种发展的后果 男人不会变成女人
,

女人也不会变成男人
,

而是

和谐共济
,

相互解放
。

假若因此使有的男人感到 自己失去了什么
“

尊严
”
或

“

看不到 自己的力量

了 ” ,

只能说明 自己缺乏解放和平等意识而已
,

也只能在无奈中调整一下 自己不符合历史的不

健康的心境
,

历史是不会以倒退的方式去迁就谁的
。

女性的投入社会并不是哪一个行政 力量使然
。

产生革命中兴起的机械化大生产
,

对劳动力

的选择更为广泛
,

体能逐渐失去优势
,

由于女性的灵巧和劳动 力的廉价
,

工业生产把妇女从家

庭中拖了出来
,

投向就业行列
,

曾致使强壮的男性无用力之地
,

而不得不返还家庭
。

这种历史的

拉力造成了女性的发展条件和男性的无奈
。

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
,

妇女有了受教育权
,

就业权

等
,

总之
,

向着男女平等的人权方向发展
。

对于 占人类一半的人 口的发展命运
,

只能是历史的
、

必然的力量推动和决定
,

而不会有哪种政治力量可以用恩赐的方式来改变的
。

关于中国妇女的

地位
,

是中国妇女近百年奋斗争取的结果
,

从反封建的斗争
、

反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
,

中国妇

女不仅是社会的生产
、

支前的力量
,

而且是直接投入战场 的战士
,

她们与男性一样为中国的解

放
、

发展洒热血
、

献生命
,

正因为如此
,

新中国建立以后
,

她们 自然要获得她们应有的社会地位
。

战斗过来的妇女投入 自己祖国的建设
,

有悖何理 ! 何谓恩赐 ! 若说有恩赐现象
,

男性几千年享

有的恩赐还少吗 ? 封建文化要求女人
“

三从
” ,

多少能干而有 才智的女人在
“

从
”

那些无能甚至呆

愚的男人中牺牲着年华
,

要女人
“

嫁鸡随鸡
,

嫁狗随狗
,

嫁个扁担也要抱着走
” ,

就是在伤害女人

的价值中
,

恩赐给男人特权的
。 “

再没有 比日益认识他的妻子和儿女如果没有他能生活得更好

更加伤害这些男性的价值了… …
” 。

心理健康的
,

强有力的 男子汉在看到这句话时
,

不感到是对

自己人格的裹读?! 男子汉只能在他的妻子和儿女不如他时才有价值感? : 历史啊
,

为你选就了

这样的男子汉凄然吧
。

中国至今还有不 少妇女牺牲着自己
,

行
“

一保二
”
( 保丈夫和孩子的成

功 )
,

和
“
二保一 ,’( 保丈夫的成功 )

,

这难道是应该的和历史的公正 !让我们为这些可悲的男人背

后站着的这些可悲的女人们叹息吧
。

中国发展的不速不正基源于此吗 ?

井



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道路是曲折而漫长的
。

今天提出男性需要解放
,

男性要有

与女性平等的意识
,

也许是
“
超前

” 了点
,

但也是该提出来的时候 了
。

因为
,

今天还有人为女性在

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被裁员
,

为有的单位拒收女性而庆幸
,

继而借此呼吁
“

角色回归
” ,

使历经百

年人们为解放和平等而奋斗的成就毁于一朝一夕
。

为此
,

我们在继续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事

业中
,

必需使人们认识
,

解放不仅是政权和制度的
,

还包括心灵和意识的
。

历史发展至今日
,

思

想观念 已成为发展中的巨大制肘力量
。

对此
,

改革以来我们已有深深的体会
。

是的
,

时至今 日解放和平等的思想还没有深入人心
。

尤其男性应从传统行为方式和传统观

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

形成男女平等发展的观念和行为
,

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真正的平等
、

公平

的竞争
,

促进全民族
、

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

人人都不去扯住别人的衣襟说
“

你走快了
,

快停
降 下

” ,

也不在别人遇到阻力时再加一块档板
,

说
“

你本就不该前进
” 。

解放和平等的思想该深入人

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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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生活之社会学的观察

杠

李剑华的《奢侈生活之社会学的观察 》一文
,

发表于 《社会学刊 》第 2 卷第 4 期 ( 1 9 31 年 )
。

作者认为奢侈生活的标准因时代不同而标准不同
,

其定义应是
: “

奢侈生活
,

是不适当的
,

不必

要的享乐的消费生活
,

而且这消费生活
,

是超过了其时其地一般社会生活的水准以上的
。 ”

奢侈生活起源与私有财产制度的成立相关
。

因有了贫富才有有闲阶级
,

而奢侈生活的主动

者
,

当以有闲阶级为中防
。

奢侈生活的原因是
:

①最初为求美观
。

因奢侈生活中之最显著特征

莫如装饰品
,

装饰品的发达
,

在野蛮化社会中也可以看出来
。

② 为求名誉
。

因为跟随着名誉而

来的数不完的利益
,

名的背后是利
,

利的前面是 史
。

③ 为力的诗示
。

力
,

即社会的势力
。

金钱的

势力
,

恐怕是宰制现代社会最有势力的势力吧
。

奢侈的生活
,

就是力的夸示的表现
。

④ 为自由

竞争时代的表现
。

奢侈的作用同时广告
,

从这个意义讲来
,

奢侈可以说是
“

自己的广告
” 。

衣服

和住宅最漂亮的
,

即为某人成功的表现
。

在拜金主义流行的今 日
,

这是当然的
。

⑤ 为好胜的心

理
。

你想超过我
,

我更想超过你
,

我强不过你
,

我最少要像你
,

这是奢侈生活的现状
。 `

例如上层

阶级流行什么
,

下层阶级便模仿什么
。

这
“

不肯让人
” 、 “
不落人后

”
的态度

,

实形成现代的所谓奢

侈生活
,

原无足怪的
。

奢侈生活对于社会的影响
:

① 浪费生产力
。

生产力的浪费为现代社会的特征
,

而浪费最大

的
,

要算奢侈品的制造
。

② 增加犯罪行 为
。

有钱的人拿奢侈生活夸示
,

没钱的人禁不起诱惑和

刺战
,

其结果往往是犯罪
。

③ 提高生活费
。

④ 歪曲社会的标准
。

奢侈生活可使一般人以社会

服务为无足尊重
,

以不劳所得或过大所得的追求为人生至上的 目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