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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是近代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 ∀它萌蘖 

于戊戌维新时期 � 至辛亥革命时期获得了真正觉醒 ∀其显著标志是自立自尊的人格观念 !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和 

救亡强国的社会意识在一批先进女性中自觉确立 ∀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与发展 � 不仅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史上产 

生了深远影响 � 而且对当代女性运动的发展也颇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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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主体意识是女性作为主体的一种独立自主 

的意识 � 是女性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 !作用和 

价值的自觉意识 ∀ 具体说 �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 

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社会责任 !人生义务 �又 

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 �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社会 

生活的改造 � 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 ∀ 女性 

主体意识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 !自主 �发挥主动性 ! 

创造性的内在动机 � 是女性解放的关键 ∀ 

在两千多年的男权社会里 � 我国女性成为传统 

/ 四大绳索0束缚的精神囚徒 � 传统意识贬损的对象 � 

她们没有自主人格 !主体身份和主体价值 � 默默地接 

受封建的/ 三从四德0之教化 �把自己视为物化的家 

庭附属品 � 被动地维系着自己的人生需要 ∀到 �� 世 

纪末 �� 世纪初 � 受西方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和近代 

妇女解放思潮的激荡 � 先进中国女性主体意识也开 

始萌芽和觉醒 ∀她们已意识到自己不是物化的附属 

品 � 而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 �明确客观世界即家 

庭 !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可变化的 �并尝试投入社会 � 

自觉履行时代赋予的使命和责任 �并在不断的追求 

中获得自己独立的精神和个性 ∀ 至此 � 女性主体意 

识已获得了真正的觉醒 ∀女性主体意识的萌蘖与觉 

醒 � 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 同时又曲折地反映着中国 

社会近代化蹒跚脚步的特征 ∀ 

一 ! 戊戌维新时期 � 女性 

主体意识的萌蘖 

女性和男性同样是具有创造价值的人类 �是社 

会的主体 ∀然而自从父权制取代母权制 �女性的光 

辉也就随着父权的兴起而黯然失色了 ∀女性作为主 

体的身份被剥夺 � 被异化为人类的统治的对象 � 沦为 

男性的奴隶 ∀男性创造了男性社会的经济政治 !法 

律 !文化习俗 � 女性则默认和适应了这种男性文化的 

要求 � 甚至用一种女性的自律的方式维护着男性社 

会的秩序 � 并力图按照男性社会的文化规范与价值 

目标把自己塑造成完全符合男性标准的所谓 / 女 

性0 � 完全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意识 ∀直到戊戌维新时 

期 � 这一情形才有所改变 � 一部分先进女性的主体意 

识才开始萌芽 ∀ 

甲午战败的空前屈辱和急迫而来的民族危机 � 

直接刺激着以康有为 !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志士 � 

强化了他们救亡图存的紧迫感 ∀他们在政治上进行 

中西对比 � 要求变法维新的同时 � 也十分重视妇女在 

救亡图存中强国强种的作用 ∀他们以西方天赋人权 

学说为思想武器 � 大力倡导妇女解放 � 并以不缠足和 

兴女学为妇女解放的突破口 � 积极开展谋求妇女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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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解放与精神解放的不缠足运动和兴女学运动 ∀维 

新志士所开展的理论宣传和实践活动 �大大开化了 

社会风气 � 极大地促进了少数先进女性的觉醒 ∀ 以 

康同微 !裘毓芳等为代表的先进女性 � 冲破世俗的偏 

见和封建家庭的牢笼 � 毅然走上社会 � 在维新志士的 

倡导与支持下 �于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以妇女为 

主体的团体 ) ) ) / 女学会0 �办起了中国第一张以妇 

女为对象的报纸 ) ) ) 5女学报6 � 公开提出了/ 天地生 

人 � 阴阳平等0 !妇女参政 !婚姻自主等主张 �开始为 

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 ∀她们逐渐意识到女性对社会 

的责任 �号召广大女性关心国家大事 �鲜明提出了 

/ 天下兴亡 � 匹妇亦有责0的响亮口号 � 并将自己的活 

动融入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洪流之中 �表现了强烈 

的爱国热情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 ∀尽管她们人数不 

多 � 其思想和行动上还不是完全自觉的 �或者说是被 

夫父推向历史前台的 �但其作用不可小视 ∀ 它表明 

沉睡两千多年的妇女 �已经开始走出闺房 �迈向社 

会 �开始投身于自身解放与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之 

中 � 充分显示出一种以阶级 !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新型 

知识女性开始产生 ∀ 这支新兴力量在 �� 世纪初的 

迅速壮大 � 对辛亥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 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 

二 ! 辛亥革命时期 � 近代先进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真正觉醒于辛亥革命时 

期 ∀其显著标志是 �以秋瑾 !何香凝 !张竹君 !林守 

素 !陈撷芬等为代表的 �� 世纪初年先进知识女性群 

体 � 对自身在客观世界的作用 !价值 !意义已有了相 

当的自觉意识 ∀他们开始意识到她们不仅作为一个 

性别意义上的/ 女人0 �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 人0存 

在 � 并在实践上 � 积极投身于争取自身解放与民族解 

放的时代洪流之中 � 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新型力量 ∀ 

易言之 � �� 世纪初年先进女性主体意识已由自在自 

然阶段进化到自觉自为阶段 ∀ 具体来说 �表现在以 

下三方面 ∀ 

� !自立自尊自信的人格意识自觉确立 

自立是人的尊严的起点 �只有自立才能在社会 

生活中不依靠仰仗他人 ∀ �� 世纪初年先进女性十分 

重视/ 自立0的意义 ∀在她们看来 � 欲实现男女平权 � 

首要的是从思想深处消除依赖之劣根 � 确立/ 天下事 

靠人是不行 �总要求己为是0 ≈������ 的信条 ∀ 早在 

���� 年龚圆常指出 � / 盖期望人者 �决不欲其有所依 

赖 � 而必求其独立 ∀善自助者 � 决不乐他人代为筹长 

策 ∀男子之倡女权 �因女子之不知权利而欲以权利 

相赠也 ∀夫既有待于赠 �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 

格 � 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 � 其身家则仍属于男 

子 ∀ 0 ≈������ 陈撷芬在她主办的5女学报6上接连撰文 � 

疾呼女界应立即振作 ∀她在5独立篇6中说 � / 所谓独 

立者 � 脱压力 �抗阻挠 �犹浅也 ∀ 其要不受男子之维 

持与干预0 ≈������ ∀女界/ 梁启超0之称的张竹君在爱 

国女学校欢迎会上的演说中 � 对女界/ 依赖之根性至 

今犹未拔0也深感忧虑 �强调 / 欲言救国 �必先于女 

子 ∀而女子所宜先者 �则首自立自爱 �次则肆力学 

问 � 厚结团体0 ≈������ ∀ 说法虽有不同 �意思却是一 

个 � 就是强调自立对女子解放的极端重要性 ∀ 

难能可贵的是 �先进女性还认识到精神上的自 

立是以经济上的自立为前提的 � 反复强调/ 女子苟能 

治实业 � 即为自立之首基0 ≈������ ∀ 在她们看来 � 有了 

经济上的自立 � 女性才有自己选择生活道路 !自己决 

定生活方式的可能 �从而也就在心理上摆脱了对男 

性的依附感 ∀秋瑾针对当时妇女对男子普遍存在着 

人身依附关系 �反复告诫女界/ 欲自立 �非求学艺不 

可0 ∀她说 � / 如今女学堂也多了 �女工艺也兴了 �但 

学得科学工艺 �做教习 �开工厂 �何尝不可自己养活 

自己吗 � 也不致坐食 � 累及父兄 !夫子了 ∀ 0这样也来 

可以使家业兴隆 �二来可使男子敬重 � / 洗了无用的 

名 � 收了自由的福0 ≈����� ∀ 基于此 �一些知识女性试 

图通过创办女子自立团体 !女子工艺厂和女子手工 

传习所等方式 �来谋求女子经济上之自立 ∀ 辛亥革 

命后 � 在/ 实业救国论0的影响下 � 先进女性更是掀起 

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女子实业运动 ∀这些活动在社会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向社会首次展示出妇女的经济 

能力及妇女经济独立的重要性 ∀ 遗憾的是 �由于各 

种原因 � 这些实业活动并未维持多久 ∀ 

除却依附心理 � 女性的自轻自贱 !甘为人下的心 

理也是女性走向近代化 !完善人格的一大障碍 ∀ 常 

熟女性汤雪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 / 我们的女子 �自 

轻自贱 � 放弃天职 �甘为他人残酷 �故慢慢地在天演 

淘汰中渐渐地变成劣种人品 , ,故我们女子数千年 

来昏昏沉沉 �落在女狱里边 �竟失却本来的性 

质 ∀ 0 ≈������ 女性自卑自贱意识 � 直接导致了妇女自我 

贬抑的习性 �令女性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和创造力 �严重制约了女性的解放和社会的进化 ∀ 

有感于斯 � �� 世纪初先进女性大声疾呼女界破除/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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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女贱0陈腐教条 �树立自尊自爱意识 �正确看待自 

己作为人的价值和尊严 � 尊重自己的独立人格 � 抛弃 

那种生为女人而/ 自轻自贱0 !/ 妄自菲薄0的自惭态 

度 ∀正像先进女性反复告诫的 � 我同胞女子/ 不要自 

己太看得轻了 �我们这些女子大女子 !大英雄 �倒实 

实在在有干出大事 � 造出世界的资格0 ∀ 在这个竞争 

时代里/ 缺了有才的男子不行 � 缺了有才的女子也不 

行0 ≈� ∀可见 � 一部分先进女性已经确立了自重观 ∀ 

�� 世纪初年先进女性不仅具有很强的自立自尊 

意识 � 还充满自信 ∀ 有的借用我国历史上/ 圣人0的 

话来告诫女子不可/ 自暴自弃0 �/ 苟能受同等教育 � 

则尧舜人也 �吾亦人也 �人奚分于男女 � 亦为而已 ∀ 

男子可为尧舜 �女中固有尧舜焉 �而可自暴自弃 

乎 � 0 ≈������ 意思却是说 � 男女同为人 � 亦/ 皆可以为尧 

舜0 ∀男子既能享政治 !教育等各种权利 �女子岂可 

/ 自暴自弃0 �而不努力去争取 � 更多的先进女性则 

引伸/ 天赋人权0说之义 �强调中国非但能同男子一 

样获得权利 �而且决能赶上乃至超过世界各国女子 

完全恢复女权 ∀她们充满信心地说 � 外国女子是人 � 

中国女子亦是人 � 外国女子能争得权利 �中国女子同 

样能争得权利 � 即或外国女子争不到参政权 � 中国女 

子也能争得 �使女权在/ 东亚先放异彩0 ∀ 先进女性 

自信心的确立 �显然是她们革命主动精神的生动反 

映和体现 ∀ 

自立 !自尊 !自信意识的自觉确立 �是先进女性 

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 �也是女性自强不息的动 

力所在 ∀实际上 �先进女性兴女学 �办实业 �乃至投 

身反清革命 � 进而要求女子参政权 � 要求选举权与被 

选举权 � 一幕接一幕 �一浪高一浪 �正是这一认识的 

具体实践与深化 ∀ 

� !自由平等的权利意识普遍确认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男权社会里 �女性只有孝敬 

公婆 !侍奉丈夫 !养育子女 !操劳家务的单方面义务 � 

却不能享有女性作为人的普遍的权利 ∀ 对此 � �� 世 

纪初年先进女性一改维新女性片面注重女子义务而 

忽视女子权利的倾向 �以近代天赋人权说为思想武 

器 � 鲜明地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权利观 ∀ 她们论述说 � 

天之生人 � 无论男女 � 原本无轻无重 ∀ 只因后世创为 

/ 天高地卑0 � 扶阳抑阴 � / 女界同胞遂退于劣败之地 � 

而究非天演公例也0 ∀ 由此理直气壮宣布 �恢复女 

权 � 不过是/ 恢复其天赋之权 �并非为非之要求0 ≈� ∀ 

有的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宣布 � / 同是为人 �同受天赋 

人权利 � 而尔独放弃之 ∀凡放弃自由者 � 必与侵人自 

由者同罪 ∀ 0 ≈������ 有人以生动的语言表达了自由平 

等权利的向往与憧憬 � / 不自由毋宁死 �不自立毋宁 

亡 � 精神所至 �金石为开 ∀ 起 ) ) ) 起 ) ) ) 起 �我女界 

当树独立之帜 �而争平等之幸福也 ∀ 兴 ) ) ) 兴 ) ) ) 

兴 �我 女 界 当 撞 自 由 之 钟 �而 扫 历 史 之 秽 史 

也 ∀ 0 ≈������� 有的女子刊物甚至发出了/ 女权不复 �勿 

宁死0的口号 ∀ 凡此种种都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女 

性争自由 !复女权的强烈愿望 � 标志着压抑数千年的 

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苏醒 ∀ 

那么 � 女子应享有哪些平等的权利呢 � 当时先 

进女性提出了五方面的具体要求 ∀ 

一是要求女子身体健康权 ∀ 在她们看来 �男女 

同有天赋之权力 � 同有争存之能力 � 而缠足使女性成 

为/ 废人0 !/ 病夫0 � / 乃愚乃顽 � 乃怯乃惰0 � 严重侵犯 

女性身体健康权和发展权 �因此 �欲争女权 �首先就 

应铲除缠足陋习 � / 近今同胞尚不能保全其肢体而摧 

残削弱之 � 遑论权利 ∀ 0 ≈������� 有基于此 �先进女性组 

织不缠足会 �创立女子刊物 �通过画片 !诗歌 !小说 ! 

传单 !唱词等形式 �开展了史无前例的不缠足运动 � 

进而出现了/ 天足兴 � 纤足灭0的可喜景象 ∀ 

二是要求女子受教育权 ∀ 她们认为 �欲实现女 

权有赖于女子知识水平的提高 �昔日男女之所以不 

得平等 � 其根源在于/ 学之不足0 ∀学不足 � 则无以自 

养 � 无以自立 �无以有自己的思想 ∀ 女界开化且难 � 

何言平等 � 因此 �/ 欲倡平等 �乌可不讲求女学 � 女 

学不兴 � 则平等永无能行之日0 ≈������� ∀ 正是基于这 

一认识 � �� 世纪初先进女性掀起了兴办女学的热潮 � 

她们有的在本宅自办女学 �有的将自己妆奁变价作 

为女学堂的经费 � 有的捐出巨款兴办女学 � 甚至为兴 

女学而殉身 ∀ 

三是要求婚姻自由权 ∀中国男女结婚历来凭父 

母之命 �媒妁之言 �而男女当事双方 / 无容喙之余 

地0 � 对此先进女性普遍十分愤懑 � 认为这种/ 专制婚 

姻0 � 坏子女之品性 !坏夫妇之爱情 �为/ 神州之一大 

污点0 ∀据此 �她们疾呼青年男女自由恋爱 !自主结 

婚 � 宣称 �欲平男女之权 !夫妇之怨 �须/ 自婚姻自由 

始也0 ∀ 深信只要 / 力倡婚姻自由 �, ,再济以�女 

子�学问0 � 女子定可自立 � 女权定可恢复 � / 国家也也 

就强固了0 ≈������� ∀ 把婚姻自由和女性解放 !国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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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结合起来 � 无疑是深刻的 ∀ 

四是要求女子经济独立权 ∀ 她们认识到 �妇女 

经济不独立是失去人格独立的关键 �是女子受压迫 

的一个重要原因 � 妇女/ 不能自食 � 必食于人 � 不能自 

衣 � 必衣于人0 �妇女一旦获得经济独立权 �/ 不逮十 

年 � 女界中殆无不兴之学 �亦无不复之权矣0 ≈������ ∀ 

经济独立了 � 才能摆脱对男子的依赖性 �是实现男女 

平等的第一步 ∀马克思主义认为 � / 妇女解放的第一 

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妇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 

去0 ≈������ ∀ �� 世纪初 �先进女性已沿着这一思路来 

寻求妇女的经济独立和解放道路 �比戊戌的认识大 

大前进了一步 ∀ 

五是要求女子政治参与权 ∀ 在她们看来 �权利 

与义务应是统一的 � 没有只尽义务不享权利的道理 � 

/ 女子既然与男子同时有纳税的义务 � 就应当与男子 

一样有参政权利0 ≈�� ∀有的依据进化论学说 � 指出恢 

复女权 � 要求参与权 �亦为社会发展必然趋势 ∀ 说 � 

/ 女子之参政权 �为人类进化必至之阶级 �今日不实 

行必有他日 � 则与其留日后之争端 � 不若乘此时机立 

完全民权之模范0 ≈�� ∀ 辛亥革命后的先进女子所掀 

起的参政运动就是这一认识的具体实践和深化 ∀尽 

管这次参政运动受挫 � 但是 � 中国女子破天荒的参政 

实践活动 � 深化和拓展了近代中国女权思想 � 标志着 

压抑数千年的中国女性权利意识的全面苏醒 ∀ 

先进女性在强调义务意识的同时也开始强化权 

利意识 � 在强调身体权 !受教育权的同时亦强调女子 

经济自立权 !政治参与权 � 彰显出女权意识的进一步 

深化 � 标志着女性主体意识的新觉醒 ∀ 

� !救亡强国的社会责任意识深入人心 

责任意识是与权利意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一种 

主体意识 ∀众所周知 � 受男性本位的制约 � 作为社会 

存在 � 女性被远远地排斥在社会大舞台之外 � 被禁锢 

在狭小封闭的家庭之中 � 尽/ 主中馈0 !/ 务蚕桑0 !/ 不 

言外0之义务 ∀长此以来 � / 贤妻良母0内化为广大女 

性人生追求与人格完善的惟一目标 ∀ 有基于传统女 

性惟有家庭意识而乏社会意识的缺憾 �维新女性曾 

鲜明提出了/ 国家兴亡 � 匹妇亦有责0的口号 � 号召广 

大女性关心国家大事 �与男性一起共担救亡之责 ∀ 

�� 世纪初年的先进女性则从权利与义务关系这一角 

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 ∀ 她们认为 �权利和义务 

是相辅相成的 � 要实现男女平权 � 就首先必须像男子 

一样尽国民之义务 � 不能与男子尽同等之义务 � 就不 

得与男子享平等之权利 ∀ / 世岂有不尽义务而能享 

权利者也 � 今日之义务轻一分 �日后之权利减十 

分0 ≈������� � / 男女各半 �国民二字 �非但男子负此资 

格 � 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 ∀文明之国 � 男女有平等之 

权利 � 即有平等之责任0 ≈������� ∀那么 � 女子的义务和 

责任应包括哪些内容呢 � 觉醒了的女性针对/ 为男 

子计 � 为家庭计0的贤妻良母的奴化女子的教育思想 

提出 � / 女子者 �国民之母也 �安敢辞教子之责任 �若 

谓除此之外 �则女子之义务为已尽 �则失之过甚 

矣 ∀ 0 ≈�� 也就是说 � 她们并不反对做贤妻良母 � 问题的 

关键是不应以此作为女子义务的全部内容 ∀ 因此 � 

在国破山河碎的近代中国 �她们极力要求扩大家庭 

责任的范围于社会 �要同男子一样尽爱国的义务和 

责任 � 谋国家独立和昌盛 ∀ 安如在5论女界之前途6 

中指出 � / 神州赤县 � 扫尽胡氛 � 铜像巍巍 � 头颅大好 � 

非我姊妹之责而谁之责耶 � 若 家庭 � 拘挛名义 � 

求为一贤母良妻而自足 �或恫于言论之恶潮而灰心 

丧志 � 则果乌用此学问为也 � 我最亲爱之二万万兄 

弟 , ,与其以贤母良妻望女界 �不如以英雄豪杰望 

女界 ∀ 0 ≈������� 著名/ 巾帼英雄0秋瑾在5勉女权歌6里 

唱出来了妇女 / 爱自由0 更要 / 恢复江山0的共同心 

声 ∀歌词写道 � / 吾辈爱自由 � 勉励自由一杯酒 � 男女 

平权天赋就 � 岂甘居牛后 � 愿奋然自技 � 一洗从前羞 

垢 ∀若安作同俦 �恢复江山劳素手 ∀ 0 ≈������ 在弹词 

5精卫石6中 � 秋瑾还写道 � / 扫尽胡氛安社稷 � 由来男 

女要平权 ∀人权天赋原无别 �男女还须一例担 ∀ 0号 

召/ 四万万男女无分彼此0 � / 同心协力0 � 为推进清王 

朝共同战斗 ∀ 诸如救国图亡 � / 女子岂甘人后0 �/ 天 

下兴亡 �匹妇亦有责0 �/ 不尽义务 �焉得权利0等等 � 

更屡见于先进妇女的演说和文章中 ∀ 所有这些 �均 

显示出先进女性的政治觉醒 �也是先进女性投身爱 

国运动 !参加反清斗争 !掀起参政运动的思想基础 ∀ 

从以上叙述不难看出 �辛亥时期妇女在解放自 

身的过程中不论在理论上抑或实践上都达到了相当 

自觉的程度 �充分彰显出觉醒女性群体所具有的积 

极进取精神与蓬勃的生机活力 ∀ 

三 ! 近代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原因 

近代先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于 �� 世纪末 ��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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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初 � 这并不是偶然的 � 它是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产 

物 ∀归纳起来 � 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 

其一 � 时局的严重压迫 ∀ 这是近代先进女性觉 

醒的重要外在动因 ∀ 5马关条约6签订后 �民族危机 

空前 � 特别是 ���� 年的5辛丑条约6更是把中国逼向 

强邻环列 !虎视鹰瞵的境地 ∀这种危机感 !紧迫感使 

先进女性也深受震动 � 她们深深地意识到 � 在国破河 

碎的近代中国 �广大女性不应 / 为男子计 !为家庭 

计0 � 应走出家庭 �与男性共担救亡之责任 �诚如5留 

日女学会杂志题辞6所指出的 � / 亡国之惨 � 一国之男 

子固受其祸 �一国之女子亦受其祸 ∀ 故国亡而不能 

补救 � 则匹夫匹妇 � 皆与有罪 � 而国将亡而思补救 � 则 

匹夫与匹妇 � 皆与有责也 ∀ 0 ≈������� 很明显 �救亡图存 

的爱国主义直接催生了先进女性社会责任意识 ∀ 

其二 � 女性自身素质的显著提升 ∀ 这是 �� 世纪 

初年先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不可缺少的内在条 

件 ∀ �� 世纪初 � 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大 

力鼓吹下 � 清政府官方教育改革的直接刺激下 � 产生 

于戊戌变法高潮之中的近代意义的女子教育随着新 

式学堂的涌现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女学热也随之 

而兴起 ∀ ���� 年 � 据京师 !直隶 !奉天等的统计 � 全国 

有女子学堂 ��� 所 � 女学生 ����� 人 ∀ 此外 � 在全国 

各类学校中 � 还有女学生 ������ 人 ∀ 受教育面的扩 

大 � 智识的普遍提高 � 使得女子更易于面对旧中国的 

社会现实 � 从追求自身的解放出发 � 逐步发展到追求 

整个社会的改造 ∀ 更值得一提的是 �该时期还有百 

余人的留日女学生 ∀ 这批以秋瑾 !陈撷芬 !林宗素 ! 

张竹君等为代表的热血青年 �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力 

量 ∀日本明治维新后 � 妇女运动兴起 � 福泽谕吉和森 

有礼诸人提倡女权 � 主张人类皆有自由自主权力 � 展 

开了争取女权运动 ∀怀着寻求救国救民和解放妇女 

愿望的青年妇女到了日本 � 受到明治遗风的刺激 � 迫 

切要求把这种新风移植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 于是 � 

回国后 � 办报刊 � 组团体 � 积极从事各种活动 � 探求妇 

女解放与革命救国的道路 �成为继男性先进人物之 

后 � 提倡女权 !推动妇女解放的新兴力量 ∀ 

其三 � 西方女权理论的广泛传播 ∀ 这是近代先 

进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思想武器 ∀ �� 世纪初 � 

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广泛传播 � 斯宾塞的5女 

权篇6 !约翰 � 弥勒的5女人压制论6及第二国际的5女 

权宣言6等西方女权理论开始大量输入 ∀ 这些理论 � 

深刻地启迪广大先进女性 �大大地深化了她们权利 

意识 !主体意识 ∀关于这一点 � 5女子世界6杂志曾形 

象地描述道 � / 约翰 # 弥勒 �斯宾塞尔 �−天赋人权. ! 

−男女平等. 学说 �既风驰云涌于欧西 �今乃挟其潮 

流 � 经太平洋汩汩而来 ∀西方新空气 � 行将渗漏于我 

女子世界 � 灌溉自由苗 �培泽爱之花 �则我女子世界 

发达之一日 ∀ 0 ≈������� 显然 � 西方女权理论成为先进女 

性进一步觉醒的催化剂 ∀ 

总之 � 近代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 先进女性面对 

创巨痛深的历史变局而产生的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 

与迅猛而来的近代西方在特定的时空交叉碰撞的产 

物 ∀ 

四 ! 简短的结论 

审视近代女性主体意识的演进过程 �至少有两 

方面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 

其一 � 女性解放从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辩证 

互动 � 但归根到底则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 意识 

是行动的先导 �只有自觉才能自主 ∀自我意识的确 

立是/ 自由的首要条件0 ≈������ ∀ 从某种意义上说 �女 

性主体意识的自觉确立是女性解放的关键 ∀ 纵观近 

代中国女性解放的历程 � 诚然 � 近代社会的急剧变革 

确实给妇女解放提供了契机 �男性思想家的倡导组 

织也对妇女解放起到了极大的启蒙和推动作用 �但 

外因终究是变化的条件 �而要在这种适宜的土壤里 

使妇女解放这棵嫩芽茁壮成长 � 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 

最终还得通过女性自身这一内因的作用不可 ∀ 试 

想 � 如果没有康同薇 !陈撷芬 !林宗素 !秋瑾等一批先 

进女性群体崛起与积极回应 � 废缠足 !兴女学等思想 

将永远停留在观念形态上而毫无实际意义 ∀ 因此 � 

缺乏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女性解放也将成为一个 

空洞的口号 ∀诚如列宁所指出的 � / 工人的解放应当 

是工人自己的事情 � 同样 � 女工的解放也应当是女工 

自己的事情 ∀ 0 ≈������ ∀ 

其二 �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的必要条件是社会 

的发展和女性自身素质的提高 ∀社会的发展既包括 

生产力的提高和新制度的建立 �还包括旧有观念的 

更新 ∀近代先进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近代中国社 

会由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产物 ∀但必须看到 �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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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彻底的根本性的变化 �尤其是男性本位文 

化和群体守旧观念还普遍存在 � 因此 � 广大女性要在 

这庞大的社会阻力面前进行全面的彻底的变革是不 

可想象和不可思议的 ∀这决定了当时女性主体意识 

觉醒程度的有限性 ∀ 它也昭示着人们 �自觉意识的 

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 �而是一种长期文化建 

设 �要依靠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条件而逐步实现观 

念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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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ℑ π  ℑ∈ ⊃  ⊃ ∉∈ ∅  ∉⊆ ℑ   ℑ⊗ ⊃  ⊃ ∉∈ℑ ⊂ ℑ∩  ⊃ ℘ ∏ ⊂ ∏  ℑ ⊂ ℑ∈⊗ ⊕ ⊂ ⊃ ∩ ⊃ ∉∏  ∉℘ ⊃ ⊕  ∧  ∉ ℑ ⊆∉⊗ ⊕  ∈ ⊃ ∈⊗∏    ⊃ ℑ ⊂ ℑ∈⊗ ℘ ∉⊆ ⊆⊕  2 

℘ ⊃ ℑ ⊂  ∉℘ ⊃ ⊕  ∧ � × ∪⊕ / • ∏ ÷ ∏0 ∠∉⊂ ⊃  ⊃ ℘ ℑ ⊂  ⊕ ∅∉⊆ ∠⊕  ⊃ ∉⊗ ⋅ℑ ∪⊕ ⊕⊆ℜ  ∧∉∈⊃ ℘  ℑ∩⊕ ∉∅ ⊆∉⊗ ⊕  ∈ ≤ ∪ ⊃ ∈⊕  ⊕ ⋅∉⊆⊕∈π 

ℑ⋅ℑ ⊕∈⊕  ∉∅ ∠ ⊃ ∈℘ ⊃ ∠ℑ ⊂ ℘ ∉∈ ℘ ⊃ ∉∏  ∈⊕  � ⋅∪ ⊃ ℘ ∪ ⊗ ⊃ ⊗∈π ⊕ ℑ℘ ∪ ⊃   ⊆ℑ  ∏  ⊕   ℑ∩⊕ ∏∈ ⊃ ⊂ / ÷⊃ ∈∩ ♦ ℑ ⊃ 0  ⊕√∉⊂∏  ⊃ ∉∈ℑ  ∧ 

∠⊕  ⊃ ∉⊗�≥⊕ ⊂∅ 2 ∏∠∠∉ ℑ∈⊗  ⊕ ⊂∅ 2⊕   ⊕ ⊕⊆ ℑ  ⊕  ∪⊕ ∈∉ ℑℜ ⊂⊕  ⊃ ∩∈ ∉∅  ∪⊕ ⊆∉⊗ ⊕  ∈ ≤ ∪ ⊃ ∈⊕  ⊕ ⋅∉⊆⊕∈π ℑ⋅ℑ ⊕∈⊕   ∉∅ 

∠  ⊃ ∈℘ ⊃ ∠ℑ ⊂ ℘ ∉∈ ℘ ⊃ ∉∏  ∈⊕  � ″ ⊃ ∩∪ ℑ∈⊗⊃ ∈ ⊕  ⊕   ℑ ⋅⊕ ⊂ ⊂ ℑℑ⋅ℑ ⊕∈⊕   ∉∅ ∅  ⊕ ⊕⊗∉⊆ ℑ∈⊗ ⊕ ∇∏ ℑ ⊂ ⊃  ∧ ℑ∈⊗  ∪⊕  ∉℘ ⊃ ℑ ⊂ 

℘ ∉∈ ℘ ⊃ ∉∏  ∈⊕  ∉∅  ℑ√⊃ ∈∩ ℑ∈⊗   ⊕∈∩  ∪⊕∈⊃ ∈∩ ≤ ∪ ⊃ ∈ℑ ⋅⊕  ⊕ ⊕   ℑℜ ⊂ ⊃  ∪⊕⊗⊃ ∈ ℑ ∠ℑ  ⊕ ⊂ ∉∅ ∅⊕⊆ℑ ⊂⊕ ∠ ⊃ ∉∈⊕ ⊕  � × ∪⊕ ⊕  2 

 ℑℜ ⊂ ⊃  ∪⊆⊕∈ℑ∈⊗⊗ ⊕√⊕ ⊂∉∠⊆⊕∈∉∅ ∪⊕ ⊆∉⊗⊕  ∈ ≤ ∪ ⊃ ∈⊕  ⊕ ⋅∉⊆⊕∈πℑ⋅ℑ ⊕∈⊕  ∉∅ ∠ ⊃ ∈℘ ⊃ ∠ℑ ⊂ ℘ ∉∈ ℘ ⊃ ∉∏  ∈⊕  ∈∉∉∈⊂∧ 

∠ ∉∅∉∏∈⊗ ⊂∧ ℑ ∅ ∅⊕ ℘  ⊕⊗ ≤∪ ⊃ ∈⊕  ⊕ ⋅∉⊆⊕∈π⊂ ⊃ ℜ⊕  ℑ ⊂ ∪ ⊃   ∉ ∧ ℜ∏ ℑ ⊂ ∉ ⊕∈⊂ ⊃ ∩∪ ⊕∈⊕⊗ ∪⊕ ⊗ ⊕√⊕ ⊂∉∠⊆⊕∈∉∅ ⊆∉⊗ ⊕  ∈ ≤ ∪ ⊃ 2 

∈⊕  ⊕ ⋅∉⊆⊕∈π ⊆∉√⊕⊆⊕∈ � 

↔ ⊕∧ ⋅∉ ⊗ �⊆∉⊗ ⊕  ∈ ≤ ∪ ⊃ ∈⊕  ⊕ ⋅∉⊆⊕∈ � ∠  ⊃ ∈℘ ⊃ ∠ℑ ⊂ ℘ ∉∈ ℘ ⊃ ∉∏  ∈⊕  �ℑ⋅ℑ⊄⊕∈⊃ ∈∩� ⋅∉⊆⊕∈ ⊂ ⊃ ℜ⊕  ℑ  ⊃ ∉∈ 

≈编辑 � 颜关明 

# � � �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