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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国女性身份认同困境总述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古人早已从历史中告诉我

们人生在世多磨难，女性由于历史文化的遗留因素、环境的

影响等原因，遭受的磨难更为复杂和艰辛，女性身份认同的

塑造一直被各种文化话语裹挟着、拉扯着，时至今日，仍然

被诸多因素束缚着，女性在身份认同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

二、当代女性身份认同的具体问题

女性与男性虽然客观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性别双方在

灵魂上是平等的。但在国家层面已经承认男女平等的今日，

一些人还是秉持着男尊女卑的老式观念，在个人、家庭、社

会上不断挤压女性的话语权，把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添加在

女性身上，试图把女性个人对自身角色应有的目标、价值观、

信念、规范等困囿于封建时期，在这个还是由男性话语权占

主流地位的现代社会，男性话语权的难以突破、女性话语权

零散、女性在身份认同方面进退两难，不容易做出抉择，这

就是女性这一身份的认同困境。

（一）婚姻困境

婚姻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而实行的为繁衍后代，男

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是社会的产物，也是产生家庭的基

础。在我国，婚姻制度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制度，因婚姻存续

而组成的一个个家庭，是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元。婚姻对

于人们来说，不仅仅是男女两性为繁衍后代的结合，更是人

们心灵的港湾、人生路上的支撑、彼此之间的依靠与信赖，

甚至关系到财产的分配、继承以及社会地位。我国的婚姻制

度由来已久，从古代开始便出现并延续至今。在中国的传统

认知中，婚姻是女性的第二次生命，通过婚姻，嫁到夫家，

从此转换了身份和角色，并与夫家具有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并且很多时候依靠夫家获得了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也

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要求女性遵循传统社会公认

的结婚、怀孕、生子等人生步骤，要着重扮演好自己在家庭

中的身份和角色，将自己的全部人生和精力奉献于家庭中，

直至生命的最后。而现代女性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中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职业理想。这时，婚姻对他们来说，

种种沉重细节的要求就变成她们成为社会一份子的牵绊和阻

碍。在这个时候，女性往往会对婚姻和人生产生疑问，不知

道该如何平衡婚姻与社会人身份之间的关系。

其中，在婚姻中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生育更是成为女

性的“母职惩罚”，是悬在女性头上的一把利刃。孟子认为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马克思认为生育属于人类生活的再

生产范畴，是让人类得以延续和存在。在人类发展历史上，

女性天然具有可生育的先天生理特征，为了控制这种特质，

父权思想不断规训桎梏女性，女性并不能掌控和决定自己的

生育权，反而被男性牢牢控制在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女性

因具有生育的能力，很多男性便将其作为具有生育属性的商

品看待，认为情感、生育、照顾孩子等都是其作为商品应该

具备的使用价值，她们的角色和功能是具有特定性的，就应

该为男性和家庭提供相应的服务。波伏娃认为，一直以来，

男性被当作女性的附庸而看待，在人类历史上属于陌生化和

边缘化的地位和境地，是男性区别对待的“客体”。而女性因

为具有生育功能，她们的月经、怀孕、分娩等都会使女性身

体产生消耗，从而使他们的社会劳动价值减弱，处于相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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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地位和情境中。而女性难以摆脱生育的限制，不得不固

守在自己的本能中，很多时候还因为生育而被物化，沦为传

宗接代的工具。

婚姻悬在女性头上的另一把利刃，是因男性的性格、爱

好等发生变化而引起的针对女性的不利的行为，如家暴、出

轨等。因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一部分男性将女性当做自己的

私有物或者依附者，认为自己如何对待女性是家里的事情。

从表面看，家暴、出轨都是男性的劣根性在作怪，并且是部

分男性存在的问题，但是从深层次的根源去挖掘，就会发现，

女性被家暴、遭受出轨，还是因为女性因为性别的原因，在

家庭和社会中女性处于弱势地位，而男性天然就具有优越性

与对资源的掌控感，所以才会对女性施暴或者出轨时，感到

有恃无恐、无所顾忌。如果男性不能对自身的角色重新认识

和定位，把女性的角色置于平等的地位看待，就难以改变当

前两性之间存在的不平衡和不均衡局面。这类困境容易引起

女性对自我的怀疑，没有足够坚韧自信的自我认同，甚至会

意识恍惚到把他人的过错归结到自身身上。

（二）职业困境

当今社会，因生活压力较大，女性除了承担生儿育女的

责任和家庭的家务劳动外，还要进入职场，作为劳动力赚取

财富，但是因受到身体素质、精力和家务劳动的负担等因素

的影响，女性不能完全投入工作，不能全身心的在职场中奋

斗，他们的职业生涯和职业价值难以获得有效的进步空间，

与此同时，男性却又漠视女性为家庭所做出的牺牲和付出，

否定其承担的家庭重任，从而在职场中对女性予以性别歧视，

这种情况导致了男女性因性别不同而遭遇的不平等。如今，

不论是网络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中，人们鼓励和提倡的是“贤

妻良母”，主张的是温婉柔顺的女性形象，这些都是从男性视

角给予女性的角色定位和期待。

因经济不能独立，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难以得到保障与

承认，从而呈现出不平等的状态，而在社会中、职场中，女

性的地位也难以得到保障，不能得到真正的平等和公正的待

遇。因女性的身份所限，职业女性在职场中往往会遭遇性别

歧视。按照女权主义者的呐喊和奋斗，女性想要获得解放，

必须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女性只有获得经济地位的独立，

才能实现个人地位的平等。国家制定了“同工同酬”的政策

标准，女性得以从家庭中走出，成为社会人。但是女性虽然

参加了生产劳动，能够使其具有经济自主权，社会地位和家

庭地位得到提升，但是他们在妻子、母亲等角色中，仍然没

有得到彻底的解放，在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同时，还要继续

沿袭和做好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

在职场中，由于受到性别歧视，女性往往在心理上和经

济上都会受到压迫和限制，有时候即使拥有与男性同样的能

力和才华，也不能得到客观公允的评价。例如，很多女性大

学毕业后找工作时，往往会被问到婚姻和生育的情况以及打

算，或者因为性别受到不信任和怀疑，严重者还会在从事的

行业或职业生涯中遭受不公平对待，被排挤到劳动价值和未

来前景相对较弱的行业岗位中。而一直处于被否定被怀疑的

境地中，女性会对自身能力和素质产生怀疑，出现贬低自己

的情况。据相关研究显示，中国女性在职场中会遭遇“玻璃

天花板”，即女性在达到某一职位或者岗位的某一水平后，难

以继续获得职位的升迁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突破。

相关调查显示，女性初入职场时的薪酬与男性的薪酬差

距是相对较小的，但是随着工作年限增加，男女之间的薪酬

差距逐步扩大，再加上女性因为婚育、照顾家庭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在职场中难以获得升迁，并且工作薪酬的增长率远

远低于男性，并且会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呈现薪酬差距增大

的趋势。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歧视，与女性天然的生理原因

和扮演角色的弱势相关，因为在社会的运行机制中，男性具

有较强的话语权，且只看重是否能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而女

性因为身体或家庭的影响，难以为企业或工作岗位提供最大

程度的价值。企业在招聘员工时，会倾向于寻找男性，这也

是一种变相的性别歧视。

中国自古以来，便具有“男主外、女主内”的明确分工。

这种分工由来已久，西周时周礼中规定，男女两性的活动范

围主要被划分为“公”“私”“内”“外”四个不同的领域，并

对女性的活动范围进行严格的规定，女性被局限于“私”和

“内”两个领域中，家庭是女性唯一的活动空间，女性只能退

守在家中，且没有财产自主权和婚姻自主权；“公”和“外”

是不允许女性参与和进入的，女性没有外出的行动自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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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外出参加社会活动，不具有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在这种

情况下，女性因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为了生存只能依附于

男性，出嫁前依附于父权，出嫁后依附于夫权，儿子结婚后

又依靠儿子，直至终老。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一直作为男性

的附庸存在，受到男性的控制和支配。由于男性对社会资源、

权力等拥有绝对占有权、控制权和支配权，男性在社会中具

有绝对统治地位和支配性的话语权，女性作为附庸出现时，

往往不具有相应的地位，从而形成了“男尊女卑”的性别秩

序。因为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导致女性作为家

务的操持者，所付出的劳动不能得到承认，在家庭中所具备

的作用和意义不能得到肯定。

当今社会，女性对男性的从属和依附地位已经被打破，

女性走出家门，进入社会，具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的

社会地位，拥有与男性同等的机遇和挑战。但是，她们在出

入社会工作之余，仍旧要回归家庭操持家务，这是在男性话

语体系下，社会公众对女性的内在要求。受到生育、照顾家

庭等因素影响时，女性往往会放弃工作回归家庭，她们往往

被称作“家庭主妇”，主要以操持家务和经营家庭为主，在某

种程度上失去了经济收入。这时，他们对家庭的付出往往不

能够得到重视和尊重，男性会认为她们对家庭的付出是理所

当然的。 “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秩序，是一种不平等的

社会分工，将女性困在以家为主的私人领域中活动，削弱了

其作为劳动力的价值，而否定了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从

而加剧了性别分工中的的不平等。这种在父权意识形态霸权

下的社会建构的性别机制导致女性的主体性被漠视和践踏。

一方面，男性强调女性的生育功能，要求她们承担养儿育女

的义务，从而迫使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

在家庭主妇这个角色定位中，女性的自我价值实现是依

附在家庭上的，她们必须要按照男权为主导的社会所要求的

标准，遵循着社会历史文化所规定的路径做好这个角色。而

女性在走完结婚、怀孕、生子，操持家务这一系列流程后，

生理和心理的变化，都会导致她们对自己的主体意识认同和

自我实现产生质疑，不明白自身所具有的家庭角色是否是自

己所希望或认同的，由此对当前自身角色产生困惑和质疑，

不想囿于当前的角色和家庭的定位，进而产生了改变的想法，

但是又因为外在客观环境和因素的限制，难以产生实质性的

变化，进而陷入两难境地中。

当今女性因为需要兼顾家庭和事业，需要不断探求自身

在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时刻处于对两种关系

的选择和权衡中，她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主动或被动地接

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和限制，认为自己结婚生子、

为家庭付出是理所应当的，家庭主妇的角色是难以避免的，

是必须要付出努力去经营的，而就社会角色来说，女性在职

业领域的工作和成就取得，也难以逃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

求和规范，也必须要屈从和服务于男性社会的要求。由此，

女性会在传统观念认定下的女性角色与自己想要追求的社会

角色之间产生摇摆和挣扎，从而表现出当代女性对自身社身

份认同的一种焦虑和困惑，一直难以找到自身的身份和角色

认同。

结语

当代女性身兼双重角色，既被要求符合中国传统历史文

化中所希冀的“贤妻良母”，需要在婚姻和家庭中担负“重

任”，又要符合当代社会对职业女性的要求，即工作认真负

责，做事快速麻利，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女性需要在这两

种身份和角色之间不停地切换，以适应家庭和社会的需要。

为使当代女性顺利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建构，在家庭和职业

间取得平衡，女性主义各大流派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笔者对比了相关理论，认为伊丽嘉蕾的差异论思想适合当前

社会，能帮助女性建构坚韧自主、不卑不亢的女性身份认同，

让广大女性同胞清晰理性的面对当前的女性身份认同困境，

最终踏平困境迎来妇女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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