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

13位ISBN编号：9787301080764

10位ISBN编号：730108076X

出版时间：2004-11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仝华,康沛竹

页数：23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

前言

北京大学是国内较早开始女性研究和开设女性学课程的高校之一，1998年开始招收女性学方向的研究
生。
在课程建设中，我们迫切需要一本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的教材。
毫无疑问，在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处于独特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中国女性学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研究妇女问题的思想武器。
这是由中国妇女解放的历史与现实所决定的，这也是中国女性学区别于西方女性学的重要特点。
此外，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也是中国女性学基本理论中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认识和解决妇女
问题上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自产生以来，其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它指导人们改变了世界上众多妇女的地位和
命运。
在中国，20世纪初出现了一些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开始有人试图用
这种新的观点和方法观察妇女问题。
但是，作为一种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解决妇女问题的思想武器在中国传播是在1919年
“五四”运动前后。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更加深刻和具体。
1927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次对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宏
观把握，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的主要标志。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争取妇女解放作为重要的目标之一。
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围绕党的中心工作提出妇女运动的具体任务，使妇女解放事业与革命的发展
同步前进。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作为指导妇女运动的理论在中国得到
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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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
立并在实践中由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逐步发展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展史》一书在吸收借鉴现有的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发
展的脉络做了系统梳理，其中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是写作的重点。
全书共分为七章，包括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妇
女理论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初步发展；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
发展；新时代（1976年10月以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
的思考。
本书得到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的资助，北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全书约二十二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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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的瞿秋白》、《晚清灾变频发的政治原因》。
开设课程：毛泽东思想概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研究、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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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不仅仅在于它以唯物史
观为基础，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
一条光辉的道路。
而且在资本主义时代，依据当时所能提供的思想材料，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过程中，对历史上所
形成的男女不平等的根源做了一定的探索。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几十篇论文和书信中都提到了妇女问题。
在这些书稿和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妇女地位的演变和受压迫根源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探
讨了妇女解放的途径和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解放的高度来认识妇女解放，并把妇女解放纳入到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中。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
很多的理论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的理论和
学说，对世界范围的妇女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节  妇女地位的演变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源    关于妇女受歧视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历来是妇女理论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早在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产生以前，一些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政治家、思想家就
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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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教材是集体研究和撰写的成果。
教材的总体框架最初由仝华和康沛竹提出，在此基础上，课题组多次讨论并修改。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的魏国英教授、祖嘉合教授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北京大学法学硕
士刘霞提供了第四章的一部分资料，对她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真诚的感谢!书中第七章第一节第三个问
题是魏国英教授和康沛竹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与中国女性学基本理论建设》论文的一部分，该
文发表在《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4期。
    本教材的具体撰写分工是：    前言、第七章：康沛竹（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
士、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委员）    第一章、第二章：王春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法学博士、副教授）    第三章、第四章：史春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委员）    第五章：第一节李晓东（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
士生）；第二节王玥（北京大学教授）    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二（二）（四），二”仝华（北
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委员）；第二节“一
”及“二（一）”侯肖林（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二（三）”牛保良（北京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全体编写者在撰写过程中多次讨论，最后由仝华、康沛竹对全书做加工、整合的统稿工作，仝华负
责第四、第五、第六章的统稿，康沛竹负责第一、第二、第三、第七章的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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