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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穆斯林妇女的现状

王 芳
（青海民族大学，西宁 810007）

20 世纪前夕，是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虽

然当时的“新女性们”要求在社会上、政治上和经济上取得

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但是，在这个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

会里，女性是“第二性”的，她们的这些举动在男人眼里是

反传统的，不符合道德规范[1]。
一、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什么是女性意识

女性意识，就是指少数妇女由于对两性不平等的制度

产生了怀疑和思考，于是付诸行动，做出挑战[2]。
（二）无意识状态

母系氏族社会时期，是以母系血缘维系的，并由母系

关系传递，女人是社会的主体。我国的摩梭族人至今还保

持着母系氏族社会的制度，在这个社会群体里，采取男不

婚、女不嫁、结合自愿、离散自由的婚姻制度。母系社会家

庭中由一个最有威望的妇女掌管一切事务，男人只能以舅

舅的身份参加社会活动。虽然在这个社会里是以女性为主

体，但两性的关系是非常和谐的，不存在压迫的现象，更不

存在男女不平等的观念。由此可见，男女不平等的关系并

不是天然的。
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父权时代以来，男性成了主要的生

产力，女性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形成了以男尊女卑，男主

女从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形态。女性沦为“第二

性”，降为男性的“他者”，承受统治结构为巩固其统治而附

加给她们的一切压制和奴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

全方位的禁锢。这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已成为一整套的意识

形态并逐渐被女性内在化，心理化，从而使自己在这种被

压抑被奴役的“第二性”处境中处于无意识状态。
（三）觉醒状态

女性这种被动的社会地位和次要的性别角色到 18 世

纪开始遭到西方一些具有女权主义思想的人士的质疑，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女性意识才开始觉醒，西方兴起了妇女

解放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妇女要求得到选举权、就业权和

受教育权，女性的地位也随之有了变化，这在当时的文学

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例如，凯特·肖邦的小说《觉醒》，

阿拉伯籍女作家哈黛·萨曼的小说《你的眼睛是我的命运》
以及散文《从女人中解放出来》。

逐渐地，女性开始从“社会”中分离出“自我”，从“男女

都一样”中分离出“女人”，开始为自己争取权利，开始追求

爱情和幸福，这也是妇女群体从自发到自觉地确认和维护

自身利益的成长过程[3]。
（四）女性意识觉醒的表现

首先，是自己的个性追求以及对礼教束缚女性的反

抗。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城市中的知识女性身上。由于思想

和知识的深入，她们更容易认清楚自己的地位，也容易激

发她们的女性意识的觉醒。
其次，是对于自身精神苦闷的倾诉及新生活的追求。

此时的女性开始追求自身的和内心的解放，追求心理和生

理上的满足，同时女性也意识到自身的觉醒才能换来整个

社会对女性的肯定。她们开始表达自己的这一想法时女性

的觉醒意识就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了。
再次，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女性作为一个独立

的个体，不仅是家庭中的一分子，也是国家的一分子。超越

女性对个体的关注，更多的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关注也是女

性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
二、探究穆斯林女性意识的觉醒

（一）潜在的诱因

《古兰经》和圣训的永恒性、权威性是伊斯兰社会政

治、经济、法律、伦理道德和社会习俗长期延续的根本原

摘 要：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盛行，继而产生了一种新的法学思想，即女权主

义法学。这同时也意味着女性的意识开始觉醒，开始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地位和权益的保障。从女性意识觉醒的角度探讨穆

斯林的女性，以及目前穆斯林女性的进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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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也是穆斯林妇女地位难以改变的重要原因。
1.服饰。伊斯兰教律规定：女子除脸和手以外均为羞

体，妇女所用盖头是用来遮盖禁露发体的装饰。
2.一夫多妻制。《古兰经》说：“你们可以择娶你们爱悦

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

待遇她们，那么，你们只可各娶一妻。”
3.休妻制。丈夫有单方面的休妻权，他只要对妻子连说

三声“我要休了你”，妻子就算被遗弃了，但妻子却无权提

出离婚。
4.对行为的限制。“崇信真主的女人无人陪同不能旅行

一昼夜。”
5.财产继承。虽然规定“男子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

产的一部分，女子也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财产的一部

分。”但女子继承的财产只能等于男子继承的二分之一。
6.离婚后对孩子的监护权。《古兰经》和圣训没涉及离

婚妇女对子女的监护权，沙里阿法规定母亲有权监护儿子

至 2 岁，女儿至 7 岁。但即使在母亲监护期间，父亲仍是孩

子的保护人，而且一旦母亲改嫁就丧失对孩子的监护权。
7.不允许女性参政。先知穆罕默德不主张妇女参政，甚

至说：“让女人统治自己的人是不会成功的。”
8.证词的效力。伊斯兰虽赋予了妇女作证的权利，但严

格限定两个女子的证词才抵得上一个男子证词的效力。
以上所列出的只不过是几个方面而已，除此之外，以

伊朗为例，伊朗规定未婚男女禁止在公共场合做出牵手、
接吻以及相关类似的“表达爱意的动作”。

（二）穆斯林妇女的争取

进入 20 世纪，穆斯林妇女开始觉醒，她们积极投身社

会活动并在其中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她们同男人并肩

战斗，要求民族独立，另一方面要求妇女自身的解放。
也正是由于穆斯林妇女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所发

挥的作用，各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都认识到妇女解放的重要

性，纷纷通过立法，大多数穆斯林的妇女获得了平等的参

政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埃及女权主义者在 1922 年成立“埃及男女平等联

盟”，为争取男女平等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宗旨是：保证

妇女享受各级教育的平等权利；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政治权

利；禁止娼妓；提高结婚年龄，女子的最低婚龄为 16 岁，男

子为 18 岁；为妇女争取家庭权利，如限制休妻、向弃妻付

赡养费等。
三、穆斯林女性现状

今天，在许多国家，穆斯林女子的地位有显著改变，特

别是某些被认为走在时代前哨的国家，如埃及、约旦、马来

西亚。在那里，经常可以看到女性是伊斯兰教育的主力。在

伊朗，有专为女子建造的清真寺，由女子担任领拜的阿訇

和讲解经典的教师。伊朗形成了一大批社会改良派，其中

不乏女子社会活动家，她们在《古兰经》中寻章择句证明女

子应当获得更多的教育和自由，担当更多的社会义务。先

知穆圣时代的许多著名女子在伊朗社会传播，成为当代女

子的学习榜样。如先知穆圣的第一位妻子赫蒂彻，在他们

结婚前，穆罕默德是她的雇工，美满的婚姻延续 25 年，对

先知穆圣的崇高事业有巨大的帮助。在先知穆圣晚年娶进

的年幼妻子阿依莎，被历史学家们认定是最有文化修养的

女中豪杰；她有丰富的伊斯兰知识，是圣训学权威、爱好历

史、懂得医学、擅长诗词。
伊斯兰国家普遍出现了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新气象，

文化教育和宗教学习运动把她们从故步自封的社会中解

放了出来，许多摩登的穆斯林女子，身穿西式设计的服装，

头戴各种式样的盖头，追求端庄大方的气质和道德高尚的

风范。保守势力仍旧很顽固，但是男女隔离的领域在缩小，

在职业领域中，穆斯林女性的工程师、教师、医生、律师、教
授、科学家、企业家，已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戴着盖头参

加各种社会活动或国际学术会议的穆斯林妇女们，向人们

展现她们的解放成果，也在向人们表白内心里的道德观

念。现代的穆斯林女性是自由的，她们自由地选择最喜欢

的职业，也选择自己喜欢的服饰，代表了她们的自由意志

和信仰。
在婚姻的问题上，1997 年伊朗伊斯兰议会表决通过了

《民事法》修正案，也给予了妇女向法院主动提出离婚诉讼

的权利。伊朗还成立了一家专为女顾客服务、由女司机组

成的出租车公司。
四、性别正义是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

第一，性别正义要求尊重男女生理差别及其所决定的

社会角色和功能差别。两性的生理差别必然带来体力、智
力、心理方面的差异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由此决定了

男性和女性在不同的生产生活领域各有优劣。一个性别正

义的社会应当承认这种男性和女性的生理差别，承认男性

和女性在各自领域各具优势。
第二，性别正义要求承认男性与女性在人格上的完全

平等。这是实现社会性别正义的核心内容和重要标志，也

是近代以来妇女解放运动的最重要的文明成果，而实现男

女在人格上的完全平等关键在于消除任何形式上的基于

性别的歧视。
第三，性别正义要求社会理性对待和科学评价男女两

性在不同生产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劳动的社会价值，建立

公平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标准和配置机制，给予物质生产

和人的生产、家务劳动和职业劳动、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

等进行公平承认和合理报偿。
第四，性别正义还要求社会对女性给予特殊的关爱和

保护，这是社会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作为男性必须承担的

义社会义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女性的尊重、关爱和保

护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也

是衡量一名男性道德修养和综合素质的重要标尺。
重新反思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和男女平等的思

想观念，适时提出性别正义的新的社会性别关系模式的

理念，实现性别正义和性别公平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

想目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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