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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父权社会的历史和含义 

 

一、 男女之分 

大约在公元前 6 世纪, 毕达可拉斯 (Pythagoras) 和他的门徒认为，世

上存在的东西都应该是对立的。毕达可拉斯也从他的理论里找出了 10 对对

立的元素，而其中一个对立的元素就是男和女。 

 

从他的理论可见，人类很早以前已经把男人和女人视为对立的元素。而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相似的对立概念。人们常把这对立概念叫做阴阳之

分。例如 : 天属阳，地属阴；日属阳，月属阴；上属阳，下属阴等。而男人

属阳，女人属阴。1 

 

二、 中国文化中的男人和女人 

在李英桃2（2003）所写的‘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 有讲述： 

                                                        
1 http://www.china5000.org.cn/world/w_europe/200706/t20070604_30611.htm 

2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国际政治》，李英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第 38-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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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把男人和女人分为阴阳，男人和女人在特征上也出现了对立的概

念。如在《易经》中就有这样的字句：“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意思就是

和现在我们常说的“男外女内”一样。在《庄子·外篇·天道第十三》中也有“男

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意思就是女人应听从男人，妇女应听从丈夫。 

而杜芳琴3（1996）在《妇女史研究：女性意识的“缺席“与“在场“》里，

把男人和女人的对立概念分为以下的基本模式： 

 

 男：商，工，耕 
分工—男外女内 

 女：蚕织，中馈 

 三纲：夫为妻纲 
生存模式 

权力—男尊女卑 
 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婚姻家庭—男外女内，男婚女嫁 

 生育继承—男体（主体）女用（工具），男实女名 制度模式 

 娼妓—满足男欲 

 

                                                        

3杜芳琴：《妇女史研究：女性意识的“缺席“与“在场“》，载于《妇女研究论》1996 年第 4 期，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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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模式 道德观—倡贞，孝，顺，柔之女德 

 男：尊，外，刚，强，主 
哲学模式 

 女：卑，内，柔，弱，从 
 男生女育，夫唱妇随 

 

由以上的模式可见，男人被认为是社会的参与者，是家庭和生活的主人；而

女人是社会的淘汰者，是家庭和生活里的色性和生育工具。 

 

三、 中国的父权社会和它的历史 

杜芳琴（2002）4在《等级中的合和：西周礼制与性别制度》里也有述

说在中国很早期的朝代西周里，人们已经有把男人和女人视为不一样的概

念。历史上的西周的国民，如果生了男孩会放在床上，已表示身份高贵，如

果生了个女孩会放在地上，以表示卑下。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慢慢地在社

会里开始出现了“厌女“的文化思想。从那时开始在社会上，在政治上，女人

的地位渐渐被淘汰了，而父权社会的文化因此更加巩固。所以在中国历史上

才会出现“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父权社会的观念。而之后的

道家思想里也出现了男尊女卑的父权社会观念，如女子是被认为“无为“，不

争“，“柔弱“，“静“，“虚“，“无“等观念。在孔子的论语中也有写着“唯女子与小人为

难养也“。而自父权社会开始巩固后，丈夫在家中变成了主人，而妻子开始受

                                                        
4杜芳琴：《等级中的合和：西周礼制与性别制度》，载于杜芳琴《妇女学和妇女史的本土探索—社

会性别视角和跨学科视野》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99-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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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鄙视，成为了家里的奴隶，变成丈夫的性和生孩子的工具。 

四、 父权制的含义 

在现代语言词典（2002）5写着父权制的含义就是： 

原始公社后期形成的男子在经济上及社会关系上占支配地位制度。由于

男子所从事的畜牧业和农业在生活中逐渐起决定作用，造成氏族内男子地位

的上升与女子地位下降。又由于对偶制婚姻的出现，子女的血流关系又确认

生母转为确认生父。这样就形成了以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公社 

而在女性特征（2002）6大字典也写着相同的含义： 

一个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上把男性作为支配者的制度。在历史上，父

权社会不管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同样以性别作为分界。

父权拥有权力的原因是因为男人比女人更有力量使用屋内和屋外资源。 

1 

2 

3 

 

 

 

 

 
                                                        
5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2002).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6 Humm, Maggie. (2002) “Ensiklopedia Feminisme”. Yogyakarta: Fajar Pustaka Baru. Hal. 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