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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社会性别制度这个概念在中园近十多年才受重视，但此前论述中国历史、中国

文明起源的学家，已有了诸多的立论且被沿用至今似乎已成学界公认的定论。学者们多

认为是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力提高社会分工变化男性在农业生产中占主导地位而致使女

性地位降低；中国学者包括国外学者也都认为是战争促使了男性掌握社会权力而造成女

性历史性的失败；等等。但当代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及文献学所

提供的新发现新资料，使我们不得不修正这些已被公认的定论，本文拟从六个方面对以

往的一些“定论”“成见”提出质疑。 

一、对劳动工县改进生产力提高导致男性地位上升论质疑。 

    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学者著述中图历史，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探讨中国文明

的起源，九十年代论述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历史发端，几乎都认可了这样一种观点：是

中国仰韶与龙山文化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如大型石铲的出现，木耒的广泛使用，

致使土地深翻蓄水和自肥能力增强．从而由生产力提高引发社会两性分工变化，男性取

代女性在农业生产中占了主导地位，剩余产品出现，私有财物出现．于是父系社会逐渐

取代母系社会，男性地位上升开始过渡而成为社会主宰，女性地位下降屈服于男性统

治。 

     这个论点已找到考古学、民族学、文献记载上的若干证据，由于其唯物主义逻辑

使人无法不信服。但证据的引用不能是挑选出来的，尤其不能只挑选那些能支持论点的

论据而抛弃那些相异的事实。而唯物倾向也有个部分唯物和整体唯物共时唯物和历时唯

物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将生产工具的改进，放在当时社会的整体格局中去把握

其作用，若以今天的逻辑去推史前社会，则必然会背离史前的社会真实。 

史前社会无疑也以生产活动为民读生存之根本。仰韶和龙山时期，农耕、饲养、

采集、狩猎、河渔等都是先民获取衣食住用生存必需物的来源。农耕粟稻麦菜仅是食品

的一个方面，其食物量和热量数在整个食物构成中的比例尚无大量可察的数据。因此，

我们仅从少数几个史前遗址区谷窑的数量、存贮的容积量就推论粮食已成为氏族群的食

物主体，并进而论证男性已置换女性成为农耕活动的主力，其说服力是不够的。 

    假定农耕已成为氏族社会获取生存食物的主要活动，而此时的饮耕生产活动与今天

的农耕生产也不相同。已有大量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和甲骨文字记载证明，当时的

农耕生产活动，从始至终伴随着巫术祭祀仪式，诸如以陪头祭谷神、禁地母、烧荒点

火、求雨、下谷种、制手镰、脱穗等等，史前先民是把农业生产当作土地生育活动去认

识和动作。氏族老祖母、怀孕妇女、有生育能力的女人等女性，无疑在农耕活动中是重

要的、主要的，起不可或缺的角色作用。从某种意义子上分析，史前的农业生产活动是

每一步骤必有的仪式的系列巫术活动，并非仅仅是劳作工具和今天意义上技术操作的过

程。在氏族人的社会意义系统中，女性及生育神的地位、能力，是其他力量无法取代

的，这是信仰、社会实践的合一。是当时强大的生活形态，是天然的存在，几百年上千

年一代代人传承积累成形的生存模式，绝不可能仅仅因为工具变得好使了、需要男人干

力气活了，就改变了这种信仰和模式。 

劳动工具改进生产力提高社会分工的变化引起两性关系互动，不仅是个极其漫长

的社会过程，其过程还应是氏族人信仰、氏族禁忌、人群习惯、劳作经验等等多种要素

混同发生作用的过程。即使是研究者为着分析和表述上的简明，也不应做单因素的分析

判定，更不应放大这单元素作用。我们对史前社会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据以分析

推论的史前遗留物（诸如石铲、耒、石磨、手镰、灰坑、地窑、陶器等）只是偶然存留



下的一部分，若只见物不见人不见社会的复杂性，若以少量去判断大量甚至全部，则分

析和立论往往会背离史前的社会实践真实。 

二、对氏族战争导致女性地位下降论质疑 

从母系社会进变到男权社会，女性社会地位降低男性成为主宰，国内外学者（包

括著名的妇女理论研究学者）都在分析这种历史变化时强调了战争的作用。如马文·哈

里斯《文化的起源》中指出：“正是分散人口，降低人口增长率的需要导致了战争，导

致了杀婴行为，也导致了与上述灾难共存的男尊女卑等级制度。”李小江在《性沟》中

指出：“在原始血缘社会向父权社会转化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自然的生产活动，而

是某种超自然生产、超自然血缘的社会活动——我认为，部落战争在这里起着导火索般

的诱发作用。”“在战争中，人们终于认识到，财富的增殖和人口的增加，不仅可以通

过自然，而且可以通过人自身的力量积极攫取。”为了“应付战争，各种社会权力机构

和超自然亲属辈份关系的等级制度相继出现。” 

    这里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这是什么样的战争？是氏族之战？胞

族之战？还是氏族部落联盟集体之战？是指黄帝炎帝蚩尤这三大族群之战，还是指尧舜

之时南伐丹朱之战？二、战争的目的和起因是什么？是为扩大势力而争夺土地山林草场

粮食等自然资源？是为了掠夺人口捕俘奴隶或抢夺女人和儿童？还是因为崇拜神圣的不

同和图腾的冲突而发生争战？还是因为民生自然灾变为争夺生存资源而引发战争？三、

战争中男女性的角色地位发生了什么变化？男性和女性各以什么方式参与战争并在战争

期发挥什么作用？四、战争总是暂时的，短则几月长刚几年，史前中国较大的几次战争

并非马拉松式，那么在战争期因需要男性掌握了战斗的指挥权，族群粮食物品的支配使

用仅，战神甚或族神的祭祀权、与战事有关的占卜权等；但战争一经结束，氏族间惯性

的权力格局应该恢复常态，是什么样的力量打破了这种常态的权力结构的惯性？男性是

凭什么力量中断了社会生活的常规性发展，而把非常态战争期的身份等级得以维持，甚

而取代了女性，固化了对族群的实际控制地位呢？ 

如果对中国史前的战争不做具体分析，抽象的立论显然缺乏说服力。如果不根据

资料进人史前社会的实在社会生存背景中，—提及战争便会仅仅着眼于男性的斗杀，男

性的抢掠，从而判断战争仅仅是男性之间的博斗，便会忽略了女性在氏族群体之战中不

可或缺的作用。由此来论及男女两性因战争而发生的地位变化，这种判断就有可能是背

离史前战争事实的，立论是过于大胆了。 

    若讨论中国史前社会性别制度起源，当要具体分析黄帝、炎帝、三苗蚩尤这三大族

群之间的战争，是这场战争引发男女两性社会她位的巨大变化，而特别要强调的是黄帝

族群战败炎帝族群又战败三商蚩尤族群之后，黄帝族群面临着炎族人、三苗人、东夷人

的不断反抗，黄帝族群为着巩固维持自己对“异族”人的统治，为了免得已被战败、压

服、驱逐的其他族群的报复而自身灭亡。正是这一具体的非常的历史需求，使得理应恢

复的母系权力格局得以终止，而男性此时在许多方面也向女性做出了妥协，男女两性权

力变化的局而才得以维持，男性才在常态时期保持了在非常态战争期的统帅地位。这同

样是多种社会因素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具体分析判断，而多学科的

资料已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使我们能够较具体的实证推论，而突破哲学式的抽象推理与

判定。 

 三、对亚细亚方式有理无理质疑 

东方亚细亚专制体制源于大区域引水灌溉需要，马克思这一著名观点曾得到学界

相当多数人的认同。近年来国内外部分学者否定了这种观点，至少认为亚细亚方式并不

适用于中国，中国黄河流域的情况和印度、埃及是明显有区别的。 

    中国史前能从较为民主的母系社会转型为专制的男权社会，在多因素发挥作用中，

大禹治水这一非常事件也应是一个方面。 

    原本被视为神话的大禹治水已被古天文资料、地理资料和考古挖掘所证实为历史实

有事件。距今4000午前后，在中国曾发生三次九星地心会聚，自然灾变引发的洪水迫使

黄河向北改道，在河北平原与苏北平原沿岸留下了多道贝壳堤遗址，C14测定其年代距

今4000年上下，在史前氏族遗址区也发掘到洪水的遗迹。 

    4000年前先后大面积的暴雨、洪水、地震、冻灾给当时先民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威

胁。应对这样的大范围的灾害绝非少数几个氏族的人力能完成，生存所迫必会导致多氏

族大区域的联合治水导洪抗灾活动。这一抗灾治水过程（同样会有占卜、祭水神、祭族

神等等的巫术活动。）和战争相近似，离开族寨外出治水的成员应该多为男性（女性要

留家照顾孩子、准备食物、祭祀并守护神灵象征物）。起码大区域治水的组协调人、工

程技术人员、随行神职人员等应该是男性。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特殊任务面前，必会因需要产生若干应对性制度，诸如部落联盟

头领议事、占卜、祭祀、施巫、工程规划、调配劳力、后期供给等等，男性特别是治水

的多族群男性头领巾无疑拥有了极大的权力、权威，并丰富了做为执政者的行政经验与

能力。 

    大禹治水发生在夏代之前，学界公认此时已进人父系时代。笔者认为从母系社会进

变到男权社会是长达数百年几近千年的漫长周期，其变化是多方面的（诸如工具改进、

生产交换、信仰、祭祀、权力等级、婚合方式、图腾交汇等等），这一进变程度有着区

域的不平衡性，可以说这种变化一直进展到夏商周才得以确立。而大禹治水无疑促进了

男性地位的上升，使男性掌握了诸多原本是女性掌握的权力。这一事件对中国社会性别

制度的推动作用不容忽视，笔者希望研究中国社会性别制度起源的学者重视大禹治水及

其相类的历史事件。 

 四、对“绝地天通”质疑 

   《国语·楚语下》载：“颛顶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

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渭绝地天通。”《尚书·周书》等古籍中对此也有记载。

对“绝地天通”这一历史事件，古史和神话学者都很重视，许多文章和专著都少不了要

引闻论证。这件事是说少昊之世，民与神杂处，及颛顼继位之后，就命令他的两位大臣

重和黎断绝了天地相通的路道，让重专管与天神交通，黎专管地界民众，与神灵沟通的

权力由此时开始为少救人掌握，民间百姓再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祭祀神灵、代神而言世

事了。 

   诸多学者对“绝地天通”都是做以上的解释，少有人从社会性别视角去透视理解这

一事件背后所蕴含的历史变化。笔者认为“绝地天通”实质上是男性要掌握最高祭神权

力，对女性传统的、惯有的祭神权和代神而言权的剥夺。男性只有独占了至高无上的祭

神权、取得代神而言权、才能有执政统治的号召力、合法性、权威性、长久性以维持并

强化自己的等级统治。 

   《说文解字·巫部》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山海经·

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

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受在。”上古的巫多为女性，而采取草“药”之信息也说

明了这十位有名号的巫师是女性，多是氏族部落的女首领或有高等级地位的女人。 

    女性地位降低与男性掌握社会权力的过程伴随着残酷的、多方面的抗争，女性群体

绝不会轻易地顺从男性群体的压迫而让出自己诸多的权力，诸如禁祀权、占卜权、母系

继承权、医药技能知识经验等等。西王母和诸多女神的出现与传说，各地特别是少数民

族婚俗中的抢婚哭嫁等仪式便是证明，读者若兴趣可阅读笔者《关中婚俗中的母系情

结》一文（载《浙江学刊》1999年第4期）。 

    颛项之世的“绝地天通”便是男性群体为巩固加强自身统治进行的一次“革命”性

社会集权专制式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要民间的通神代神而言人——主要是女巫的活

动受到强制性禁绝。当然这种禁绝是有限度的（在当时的社会情态下也无法做到横扫一

切），“在男曰觋，在女日巫”中社会权力高等级的男性执政者或其属下，掌握着最重

要的神灵如天神四岳等等神灵的祭祀权、代神而言权，而在民间求子求药驱邪招魂等非

政治活动中，则准许巫婆们发挥作用。 

五、对男女性比例失调质疑。 

    国内外的考古发掘和人类学研究证实，史前社会男女两性比例明显失调，男性数目

远远高于女性。北京大学陈铁梅教授对中国新石器时代32处墓地的人骨鉴定进行统计，

性比例均值为1.75：1。知原先生对人骨鉴定超过50的26处新石器时代墓地进行了统

计，性比平均值为1.82：1，他说：“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在公元前4500年——前

2000年这样一个时段范同内，人口中的性别比例明显表现出男性多出女性的特点，性比

在有的地点高达2.30：1以上（不计性比特高5．0：1以上的例证），性比异常的平均值

可达1.82：1。新石器时代异常性比还表现有地区性特点，黄河上游甘肃地区性比稍

低，中游附近地区性比稍高，黄河下游山东地区性比更高。” 

    国内外学者多方面探讨了造成性比异常的原因，如杀女婴风俗的盛行，灾害缺食人

相食，女童献祭，孕产期女性死亡，控制人口增长，．食物季节性酸碱失衡造成生男的

Y精子机会偏多等等。部分学者也注意到性比失调对当时家庭婚姻结构的影响，如因此

导致一些部族实行多夫制、兄弟共妻制等等。谢苗诺夫在《婚姻和家庭的起源》中指

出：“在前人群中成年雄性的数量是超过成年雌性数量的。而这种情况又不可能不带来

严重的后果。”“因此，在正在形成的社会里，恰恰是性本能成了各种冲突的主要根

源。” 



    国内学者特别是研究社会性别的学者对此问题较少关注。实际上，由男女性比例失

衡对中国史前社会性别制度产生的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里显然有一些引人思索

的矛盾：其—．史前氏族时代，每个族群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关系整个族群能否生存（对

付大大小小的自然灾害和外族的袭击等）的大问题。女性是氏族增长人口的直接又明显

的主体，为何大量灭杀女婴呢？真如马文·哈里斯所推想的是食物资源有限为抑制人口

增加而有意为之？其二，女性数量少对当时的社会分工有何影响，是否这也是一个原

因。导致男性在农耕饲养等生存必需物的社会生产中成为供食者，由此而引发男女两性

对自身社会作用观念的变化，并进而逐步形成地位等级的互动变化呢？其三，史前部族

之间引发冲突战争的原因很可能是多方面的，诸如争抢猪头、争夺兽物、占用水草地等

等，而掠夺女性是否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其四，这种异常的两性比例对当地走婚

制、对偶婿制、姓氏传承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长时段大面积的两性比例失调，对族氏

之间的分裂与合并又起了什么作用？ 

    对这一现象的回答我们无法回避，以此为着眼点作为一条线去梳理解读文献资料和

多学科相关资料，对中国社会性别制度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多元性，当会有更多更实在的

证据。 

六、对推论式及小量化分析质疑 

    中国史前社会的文献资料稀少且真伪难辩，多有相互矛盾，给研究者造成极大困

难。而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甲骨学、神话学等学科中的相关资料因学科

之限也存在着整合及科学使用上的困难。 

    故而研究中国史前社会性别制度的起源便出现了抽象推理多，以宏观社会规律推论

多的现象，而较缺少依据具体确定性资料进行的分析判断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学者们在论证两性关系时常常要引用考古报告中的数字以做判断证据，如多用西安

半坡遗址和姜寨遗址区男女墓葬中陪葬品的数量多少以证明女性地位高于男性。学者们

还特别引用半坡152号一幼女墓的随葬品有陶器、石珠、石球、耳坠等共79件，临潼姜

寨遗址墓54号葬一15岁左右女性，其陪葬品除光底瓶、罐、耳坠之外，尚有骨珠2052颗

的事例。 

    半坡152号墓葬的是一位年仅三、四岁的女孩，不仅与同期氏族男性相比，即使与

同期女性相比、其葬品之丰盛也是唯一的。这应该是有着神灵巫术之类特殊事件发生的

后果，仅此一例无法说明女性地位高于男性。而临潼姜寨墓厚葬的不光是女孩，也有男

孩，如墓22、27、29、159、185号等。同时姜寨也有女孩墓并没有随葬品。如墓28与

283号。墓54号女性的特别厚葬一定有着独特的原因，仅此一例并非能确切证实女性普

遍性的社会地位。 

    用随葬品数量去分析两性的社会地位是必要的，但若以个别例子或小数量例证去推

导出普遍性结论，则会背离当时社会真实。严文明先生对元君庙、史家、姜寨、半坡、

北首岭、紫荆、王家阴洼、何家湾遗址姜地中，经性别年龄鉴定且ˉ12岁以上全部和部

分单人墓及同性合葬墓中男女随葬陶器进行了统计（见《仰韶文化研究》），其结论

是：“男性平均每募随葬陶器2.34件．每人2．09件中其中超过5件者17人，占总人敏的

13.9％，一人随葬陶器最多者为11件；女性平均每墓随葬陶器2.84件，每人平均2.17

件，其中超过5件者16人，占总人数的19．8％，均略高于男性，但一人随莽陶器最多者

仅9件，还不如个别男性那样突出。如果把随葬生产工具男性略多于女性的情况统一起

来考虑，那就应该说半坡类型男女两性的随葬品大体是相等的，看不出何者特别优厚的

情况。” 

同样，在推断性别制度起源期社会性质是母系、父系或双系的问题上，在讨论男

女两性劳动分工问题上，在分析两性人口比例年龄段比例对两性关系的作用方面，在研

究史前生产、交换、战争、重大自然事件等方面的历史进变作用时，我们应该尽可能真

实，全面、多维度地去把握历史的合力形态，从而得出较能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随着

多学科新资料的发现及深人研究，我们的结论将会被修正、补充或肯定。由此我们或许

能获取人类以往生存的实在经验与教训，避免自以为是而步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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