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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对是否要写一部有关女人的书，很久以来一直犹豫不决。
这个题目并不讨人喜欢，尤其是对女人而言。
而且这也不是个什么新题目，有关女权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现在我们还是不说为妙。
不过人们到今天还在讨论，因为上个世纪的谬见虽然车载斗量，却没有说明问题。
那么，问题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是个什么样的问题？
世界上真有女人存在吗？
永恒女性论当然有其信奉者，他们会悄悄对你说：“就是在俄国，女人也毕竟是女人”；还有一些学
识渊博的人（他们有时也有这种看法）感叹道：“女人要走上邪门歪道了，女人要消失了！
”人们都在怀疑今天是否还有女人存在，如果存在，不论其存在是否和人们的意愿相符，她们在世界
上究竟有什么样的位置？
她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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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卷，第一卷主要是从女性群体的角度去讨论妇女问题，是全书的理论框架。
 
    作者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了雌雄两性的性生活，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动物一直到复杂的哺乳动物
，详细地论述了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种种表现，揭示了动物界当中出现的雌雄分体、雌雄同体、雌
雄间体和雌雄嵌体的有趣现象，认为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驳斥了将女性等同于
子宫或卵巢的观点。
 
    接着，作者介绍了精神分析学的妇女观，认为弗洛伊德的所谓的“恋父情结”，是根据他依照男性
模式得出的“恋母情结”炮制出来的，实际上女性是否存在“恋父情结”，大可质疑；从而批评了弗
洛伊德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把女性的生理、心理和处境归结为“性”的“性一元论”。
 
    作者还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妇女的处境、权利与地位的变
化，提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作者接着讨论了东西方神话中的妇女权利与地位，指出了对处女的崇拜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男
性为了保证世袭财产能够在父系范围内继承，才确立的一种制度，而妇女因此才成为生产继承人的工
具的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
 
    在本书的第二卷，作者沿着从童年到老年这条生命发展轨迹，以各类妇女（女性同性恋者、妓女、
恋爱中的女人或情妇、神秘主义的女人或修女、独立的女人或职业妇女）为对象，广泛探讨了女性的
个体发展史，尤其是探讨了各个年龄阶段、各种类型女性的生理、心理及处境的变化，并得出结论说
，妇女要得到解放，就必须正视她们同男性的自然差异，同男人建立手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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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蒙娜·德·波伏娃（1908-1986）——享誉世界的法国著名作家，当代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
存在主义的鼻祖让一保尔·萨特的终身伴侣，她的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对西方的思想和习俗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第二性》是她获得世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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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女人处于绝对依附于父亲和丈夫的地位。
法兰克人①没有保持日耳曼人的贞洁观：他们所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
女人结婚无须经她本人同意，丈夫可以随意将她抛弃，他把她当做一个仆人对待。
法律给她以有力的保护，使她免受伤害和凌辱，但只是把她看成男人的财产和子女的母亲。
随着国家的强盛，也发生了罗马那样的变化：监护制度变成了社会托管制度（apubliccharge），这种
制度对女人进行保护，但仍使她处于受奴役的地位。
当封建主义从中世纪早期动荡中出现时，女人的地位是变幻莫测的。
封建主义在主权与财产之间，在公权、私权与强权之间引起了权威上的混乱。
这是该制度下女人的地位上升和下降交替出现的原因。
最初，她由于没有政治权力而不具有私权，而这又是因为，直到11世纪社会秩序还只是以强权为基础
，采邑是军队所控制的财产，是一种女人无法行使的权力。
后来，女人在无男性继承人时也可以有继承权，但她的丈夫是监护人，由他行使对采邑及其收入的支
配权。
她是采邑的一部分，根本没有行动的自主权。
和罗马氏族时期一样，领地不再是家庭财产：它属于领主，女人也属于领主。
领主为她选择丈夫，她的子女与其说属于丈夫，不如说属于领主，而丈夫注定要变成负责保护领主财
产的家仆。
于是通过丈夫强加于她的“保护”，她变成领地的奴隶以及这块领地主人的奴隶：她的命运比任何时
期都艰难。
一个女性继承人——其含义等于土地和一个城堡。
她在12岁或更小时，就可能嫁给某个男爵。
但结婚次数多意味着得到的财产多，所以婚姻屡屡被教会虚伪地解除。
其借口很容易从不许亲戚之间通婚的惯例中找到。
即使亲等很远，不一定有血缘关系，情况也是如此。
在11世纪，许多女人就是这样被遗弃了四五次。
女人若成为寡妇，就应当马上找一个新主人。
我们在《武功歌》①里看到，夏勒马涅和他的男爵的一群寡妇全都结了婚，这位男爵在西班牙被杀死
。
许多史诗都谈到国王或男爵把女孩子或寡妇残忍地卖掉。
妻子们常常挨打受罚，被拽着头发拖来拖去。
骑士对女人漠不关心，他觉得他的马要有价值得多。
《武功歌》里的年轻女人总是在求爱，但她们一结婚就要恪守单方面的忠诚。
培养女孩子的方式很粗陋，她们干粗活儿，既不端庄也没有受到多少教育。
她们长大时要出去打猎，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朝圣，主人外出时她们还要守护他的采邑。
这些城堡里的女人，有些和男人一样贪婪、背信弃义、野蛮专横。
有关她们的可怖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但这一切都是例外。
通常城堡里的女人用纺织、祈祷、服侍丈夫以及在极度无聊中打发时光。
12世纪在法国南部出现的“骑士爱”，可能对女人命运有所改善。
不论它是来自贵妇与年轻男仆的私通，还是来自对圣母玛丽亚的迷信或对上帝的一般之爱。
情妇求爱是否确实存在令人怀疑，但教会把对救世主母亲的迷信，提到极高的程度，以至我们可以说
上帝在13世纪变成了女人，这些却是毫无疑义的。
贵妇的闲暇生活，使她们有可能进行社交，变得温文尔雅，为炫耀而写作诗歌。
有学识的女人，如阿奎丹的爱丽娜（Eleanor0fAquitaine）和那瓦尔的布兰契（BlancheofNavarre），她
们都赞助诗人，而文化的普遍繁荣使女人赢得了新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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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爱常被看做是柏拉图式的，但实际上封建的丈夫是些监护人和暴君，妻子则在追求婚外的情人。
骑士爱是对野蛮的、正式的社会习俗的补偿。
如恩格斯所说：“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关系，在古代只是在社会以外才有[⋯⋯]，中世纪是从具有性爱
萌芽的古代世界停止的时候开始的，即是从通奸开始的。
”①只要婚姻制度还存在，这的确是爱情会采取的形式。
但是，既不是由于骑士爱，也不是由于宗教或诗歌，而完全是由于其他原因女人才在封建制度走向灭
亡时能够拥有某种优势。
随着王权的加强，封建领主失去了许多权威，包括对仆人婚姻的决定权以及对他所监护的财产的使用
权。
采邑奉献给君主的不是兵役而是金钱，于是它变成了纯粹的世袭财产，不再存在应当不平等地对待两
性的任何理由。
、在法国，未婚女人或寡妇拥有男人的一切权利。
作为采邑的拥有者，她行使审判权，她签订条约，颁布法令。
她甚至扮演军事角色，去指挥军队，参加战斗：在冉·达克（JoallOfArc）②以前就有过女兵，所以这
位圣女引起的惊叹不会使人们产生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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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二性(1、2)(全译本)》有史以来讨论女人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集文学、哲学、性学、
心理学、生物学、历史学、经济学为一体的，被称为女人圣经的《第二性》中文版全译本，独家授权
，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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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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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