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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期刊《女子世界》中的新女性形象及其现实意义

杜芳芳

(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女子世界》是晚清时期革命派创办的一个以女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女性期刊。该期刊成功宣传了

一批新女性形象，即“独立人”“女国民”“女军人”三种形象，有力地促进了女性从“闺阁”到“学堂”、从家庭到社

会、从依附到独立的转变。《女子世界》中渗透的教育思想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对当前女性价值观教育仍有

其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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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世界》是晚清时期革命派创办的第一

个以女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女性期刊，意在将当

时依然沉睡在封建文化中的女性转化成新时代

女性，其最终目的是挽救当时的民族危机。《女

子世界》从 1904 年 1 月第 1 期发行至 1907 年 2

月最终停办历时 3 年，共发行 18 期。《女子世

界》首期发行时主要开设“图画、社说、演坛、传

记、译林、谈薮、小说、文苑、记事、女学文丛”等几

个专栏，而第 2 期稍作改变，在“文苑”与“记事”

之间增加了“专件”一栏; 到了第 5 期则大为改

变，在“传记”与“谈薮”之间去掉了“译林”，增加

了“教育、实业、科学、卫生”四大板块，这形成了

《女子世界》的基本栏目。

《女子世界》一方面刊登一些仁人志士呼唤

女同胞奋起的文章; 另一方面又刊登小说故事、

内外奇闻等，其多是歌颂世界各地的奇女子，比

如日本的看护妇、俄国的女军人、革命女侠的故

事等，以此来明示，女子也可以参加革命，也可以

报效国家、拯救国难。出版于辛亥革命前夕的

《女子世界》以其尖锐的笔锋、激进的思想警醒世

人，可以说是晚清女子解放进程中的又一个“警

世钟”。它在晚清女性现代化进程中有着非常重

要的启蒙价值。

一、《女子世界》中的新女性形象

《女子世界》提出“倡女权，兴女学”，其最终

的目的还是铸造新女性。那么什么样的女性才

算“新”呢? 《女子世界》不仅在理论上论证，还描

述、刻画了新女性的形象。

( 一) 个体之“独立人”形象

《女子世界》中提出女子要“筑新魂”，塑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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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而新女性和传统女性是完全不同的，新女性

是“独立”的，她们有才学，精神上独立; 她们身体

健康，体格上独立; 她们能独立自养，经济上独立。

1．有智识的女子。第一种是求学女子的形

象。晚清时期，一些女子不仅在国内求学，还外

出留学。“入温氏之二等公学，受文明教育者数

年，女士( 杨寿梅女士) 之脑力盖非寻常人所能及

者，又甚好学，虽在深夜，尤一灯焚然，读书习字

不辍也。荏苒荏苒，蹉跎蹉跎，转瞬间自寻常级

升入高等级女士益奢其志，益努其力，以求进步

……”［1］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杨寿梅女士在校学

习的场面，杨寿梅女士入学以后，甚是好学，深夜

依然读书习字，升入高年级以后在学习上更是努

力。《女子世界》第 7 期“记事”一栏有篇文章为

《留学人数》，大略介绍了当时东渡日本留学的女

子情况，在日本各种学校留学的晚清女性加起来

共有 14 人，从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个数目是比较

可观的。

第二种是女文豪形象。《女文豪海丽爱德斐

曲士传》写道:“吾今于南北美战争时代得一文界

之奇女子曰海丽爱德( 名) 斐曲士( 姓) ……其自

由之女神欤，文坛革命之先驱遂欤……”［2］这里

就描述了一位生于贫苦家庭，却天赋异禀而在文

学上有大成，又敢于革命、敢于挑战恶势力的外

国大才女形象。

第三种是亦通文字知识的侠女军人形象。

《女子世界》虽鼓励女子勇猛，但绝不是教育其成

为“莽妇”，她们应体格上健壮，有智识，是有勇有

谋的女侠客军人。松陵女子潘小璜的《中国女剑

侠红线聂隐娘传》中描述到:“红线者，贫家女也，

姓氏里居皆不详。幼入潞州节度使薛嵩家为青

衣，虽享奴妾之生涯而受教育，甚至妙解音律，深

通经史，以宠得升为内记室，掌牒表之事。”［3］红

线虽然是婢妾，但是她受过教育，有智识，不是目

不识丁的侠女子。

第四种是女撰稿人形象。该类女子并未被

《女子世界》上刊登的专文大肆宣传与赞颂，但是

即便没有被明文列出专文赞颂，她们的形象亦鲜

明生动，这就是为《女子世界》撰稿发文的女知识

分子，其主要是女学生和女教习。她们在刊物上

发文章，呐喊出代表女性的声音，她们自身的真

实性甚至比明文刊载出的那些女性故事更具有

说服力。

2．身强体壮的女子。新女性不应是病弱不

堪、缠着小脚的女人。期刊中的选文多次出现

有关斯巴达女子的介绍，如《告全国女子》举出

斯巴达女子身体强壮，能行军打仗［4］。《女 界

武风》中亦讲: “日本维新后进步神速，非但养

成将士之武侠，其女界亦大有古代斯巴达妇女

风。”［5］“斯巴达”代表着勇猛无畏、军事武风，

斯巴达妇 女 也 都 个 个 身 强 体 壮，能 行 军 打 仗，

堪与男子匹敌，故而《女子世界》常以斯巴达妇

女为例，来鼓励我国的妇 女 们 强 健 体 魄。《女

子世界》中有不少关于女子体操的描述，如“内

有某女学 堂 十 余 人 亦 到 操 场，途 中 排 队 而 行，

颇有严肃整齐之致，观者啧啧称羡女生气概不

凡”［6］，这一番描述 将 女 学 生 们 的 飒 爽 英 姿 淋

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妇人决斗》详细记述了两位妇人决斗的事

情:“二人裸半身，仅掩胸口，白刃相交，各尽秘术

以决战，至五回之后，杨马一声斗绝，取落其手得

物，而一场之胜负分。”［7］这里描述的两位妇女决

斗的场面绝不是两位妇女之间的游戏玩闹，而是

真的决斗，二人最后负伤大出血被友人搀扶而

去，其决斗像西方的骑士们一样是激烈正式的。

这两位妇人若是没有健壮的体格是无法以武力

决斗的，这一事例又给当时的女界呈现了一种身

强体壮、英勇无畏的女性形象。

3．独立生活的女子。《女子世界》强调培养

女子的独立自主能力。“谈薮”一栏刊载的《单身

旅行》之事，可谓是独立生活女性的代表: “近来

欧美之交际社会，妇人单身旅行之事，渐流行于

东方来。浩惠达以一妇人跋涉南美墨西哥及东

部露西亚之原野。长途荒漠，旅宿无地，日张天

幕以渡夜。此为妇人豪壮之旅行。”［8］这些独身

外出旅行的妇女们不仅不怕长途奔波的劳累，还

要自己解决食宿问题，一切靠自己，这需要很强

的独立性。刊物登载这样的例子，也是鼓励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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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就胆识，培养自己的独立自主的精神。

( 二) 社会之“女国民”形象

晚清社会开始注重培养“国民”，“女国民”承

担着女性所独有的责任义务。《女子世界》呼吁

女性参与到社会中来，并塑造出一系列积极参与

社会活动的“女国民”形象。

1．女慈善家。为启蒙女性参与社会事务，

《女子世界》刊载了国外典型的女慈善家传记，

如英国的 美 利 加 阿 宾 他 传。关 于 美 利 加 阿 宾

他，文章先是对其作了番简单概括: “余读英国

大慈善家 美 利 历 史，其 心 状 之 温 雅，言 行 之 柔

和，精神之活泼，魄力之雄伟，有足为吾女子社

会一绝大之纪念，一绝好 之 标 本 者”。美 利 当

过教员，办过学校，“美利二十五岁乃决意献身

以从事于救济贫民”［9］，其后历经艰辛，感动了

更多人投身此列。

我国亦有类似慈善之事，即妇人捐资设学。

《女子世界》在“记事·内国”一栏中刊载: 四川岳

池县一位孀妇愿意将自己的资产捐献以创办当

地的小学，其亲族却纷纷阻挠，但这位孀妇终究

不为所动。该妇人所作所为可赞可颂，比之法国

大慈善家美利也毫不逊色。

2．妇女团体。当时我国效仿日本、美国等创

办妇女团体，积极宣传妇女解放，积极帮助苦难

中的妇女。《女子世界》介绍了推动女性解放的

妇女团体。以“不缠足会”为例，不缠足会积极

宣传放足、天足的好处，但由于放足给妇女带来

很大痛苦和诸多不便，不缠足会便积极想办法

帮助妇女。为了让妇女在放足过程中少受一些

痛苦，他们到处宣传放足的法子; 为了解决放足

后妇女穿鞋的问题，他们四处张贴天足的鞋样。

总之，不缠足会为当时女子的放足作出了不少

贡献。

3．女 爱 国 者。这 类 形 象 多 以 日 本 妇 女 为

例，如《日妇报国》一文: “有自日本来者，言某

日神户，有 日 本 妇 女 至 知 事 衙 门，以 金 戒 指 首

饰等物纳 于 知 事，言 以 此 区 区 助 国 家 军 费，知

事 大 嘉 奖 之，告 以 国 家 无 此 成 例，令 其 携

回。”［10］时值日俄交战，日本妇女积极助战，捐

资出力者甚多。《记 日 本 娼 妇 安 藤 天 史 事》中

记载了一 位 日 本 女 性 安 藤 天 在 俄 国 的 一 个 重

镇上做娼 妓，一 位 俄 国 的 将 军 宠 爱 她，日 俄 开

战后，安藤天凭借俄国将军的宠爱偷取了俄国

的军机重图，并历尽千辛将之交到日本的公使

馆［11］。此处 选 择 的 榜 样 人 物 可 谓 是 非 常 大

胆，娼妓在 今 时 今 日 依 然 为 人 所 不 齿，何 况 是

在封建文化甚重 的 晚 清 时 代? 而《女 子 世 界》

却将安藤天的故事刊登在刊物上，将安藤天塑

写成一位受人尊 敬 的“义 妓”。我 国 当 时 正 值

内忧外 患，民 族 危 机 严 重，急 需 这 种 爱 国、助

国、积极救 国 的 女 子 们，刊 物 中 刊 载 的 这 类 女

子形象，正是教育女子们的典范。

4．女子参政。女子参政也多以外国女子为

例，“澳大利亚自治地公举，相争不下，卒为工党

战胜，因女子得被公举之故，现上下两院彼此权

利得以平均”［12］。“英国下议院中，提议妇女具

有选举权之议案，赞成者一百八十二人，反对者

仅六十八人，故现已决定此案而遵行之。”［13］此

处列举的女子参政形象虽不是很鲜明，但女子

“被公举”，有“选举权”，这些都是女子参政的标

志，女子参政是女权的重要体现。
( 三) 革命之“女军人”形象

《女子世界》是革命期刊，思想极其激进，其

本就是辛亥革命前夕为鼓动人心开风气进行革

命打基础的，可以说该刊认为女子教育的最终目

的便是培养出能与男子并肩革命的新女性。《女

子世界》撰稿人将花木兰的故事进行了改编，将

花木兰改编成了符合当时革命思想的新女性形

象，即《中国第一女豪杰女军人家花木兰传》，文

中对这位女军人有非常详细的描写［14］:

遂收寻常儿女之态度，整刷其军人

之运动。易 粉 黛 而 兜 鍪，代 绮 罗 以 甲

胄，银鞍骏马，玉勒鞭丝，顾影翩翩，英

姿飒爽，于貔貅百万之中拥护而行。朝

去黄河，暮临 黑 水，燕 山 胡 骑，杀 气 云

屯，一战再战，凶锋大挫，上马杀贼，下

马策勋，激烈奋勇，为全军冠。呜呼，明

才敏腕之女丈夫，果如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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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当时女军人的形象。她不似寻常女

子绫罗裹身，妆容粉黛，而是穿着甲胄，骑着骏

马，英姿飒爽; 她也不似传统将军们只想着建功

立业、光宗耀祖，她不稀罕功名，也不要什么利

禄，只甘愿为革命、为国家的一切鞠躬尽瘁，这里

的“木兰”有着很强的家国责任感。

另一篇文章《女军人传》中有更多此类形象，

以秦良玉为例［15］:

良玉师至乃走，巫山巨憝罗汝才大

肆剽掠 良 玉 以 偏 师 扼 其 吭，邀 之 马 家

寨，献馘六百，后败之留马垭，斩其魁。

东山虎贼，引兵宵遁，为巡者所侦获，良

玉以百骑追之，次谭家坪，与贼之后殿

遇，奸其半，后连破之北平仙寺岭，夺汝

才大馘，擒其渠副塌天，贼知白杆兵之

不可犯也，遂无志于蜀而之楚。

这里详细描绘了秦良玉带兵在战场上对敌

的场景。秦良玉可谓智勇双全，将敌军打得落花

流水，最终大获全胜。这里的秦良玉绝不是莽夫

之流，她不仅有莽夫的“勇”，还 有 莽 夫 缺 少 的

“智”，她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绝不输男儿，正是

革命派理想中的新女性。该刊中也有关于外国

女军人、女革命者的描述，如俄国的女军人、日本

的女特务以及战场上的看护妇等。

二、《女子世界》中新女性形象的教育意蕴

《女子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批鲜活的新

女性典范，意在将女子培养成敢于参与革命、挽

救民族危机的新女性。它不仅启蒙了女性自我

意识与家国责任的觉醒，也推动了女子教育的现

代化进程。

( 一) 女子教育权利的转变: 从“闺阁”到“学

堂”

晚清时期并没有延续我国传统的女子教育，

它是女子走出家门进入学堂的开始。“夫为妻

纲”的社会，决定了当时女子不可能涉足政坛，我

国那些以培养官员为主要目的的学校自然会将

女子拒之门外。女子很少接受专门的学堂教育，

而主要是在闺阁中接受一些零散不成系统的教

育。所 以 说，传 统 女 子 教 育 主 要 是“闺 阁”式

教育。

直到晚清时期西方妇女解放思想传入，西方

传教士在我国开办教会女校，我国先进人士积极

办学，报刊杂志也对此极力宣传，女子们才陆续

走出闺房步入学堂，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女

子世界》是一本革命色彩强烈的女性期刊，宣传

女学是该刊的一大要务。《女子世界》“记事·内

国”中经常报道全国各地创办的女校情况，并且

在“专件”中多次刊登各地女学校的学堂章程，宣

传女校的办校宗旨以及特色课程等，还宣传女

子留学情况，鼓励女子接受教育。《女子世界》

成功塑造了一批有智识的女子形象，包括女子

苦读求学形象、女文豪形象、侠女军人智勇双全

形象等，这些对于当时深困闺阁的女子有极大

触动。

( 二) 女子活动范围的转变: 从“家庭”到“社

会”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是古代对淑女的最

基本要求，女子不宜抛头 露 面。“传 统 文 化 对

女性的这 种 否 定 性 理 解 将 女 性 完 全 从 公 共 领

域中排除出去，阻断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途

径。”［16］“男不言内，女不言外”，这些是封建文

化中的最基本礼仪，女子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

中。《女子世界》撰稿人虽大多为男性，但也有

数量不少的女性 撰 稿 人。《女 子 世 界》每 刊 都

打出《女学悬赏征文》《女学调查部专约》的广

告，开设“因花集”“女学文丛”等专栏，专门为

女性开辟 说 话 的 窗 口，成 为 女 性 刊 文 的 天 地。

这本身就是女性发出声音、走向社会的一种重

要途径。

《女子世界》鼓励女子走出家门参与到社会

生活中来，成立妇女团体，还积极宣传女子参政

之事，在刊物中塑造出了一批“女国民”的形象，

这类女国民乐于参与社会事务，她们爱国并能主

动积极救国和勇于参政。

( 三) 女子生存方式的转变: 从“依附”到“独

立”

我国传统女子都是以夫为天，男性掌握着经

济等大权，女性是男性的附庸。清末年间，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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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百姓苦不堪言，女性更是倍受压迫。

随着西方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以及女权理论

等思想传入我国，人们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进行了

深深的反思，有识之士开始用这些天赋民权的理

念唤醒那些习惯于附庸男性的女性。

《女子世界》注重培养独立自主的女性，主张

女子拥有和男子相等的权利，主张女子学会手艺

能参与到职业中以独立自养。《女子世界》专门

开设了“实业”专栏，刊登一些女子胜任的手艺技

术，如裁缝等，还经常宣传职业性质的女学校，鼓

励女子拥有自己的职业，能够独立自养，不再依

附于男子而生活。

三、《女子世界》对开展女性价值观教育的现

实意义

《女子世界》各个栏目在当时对于宣传女子

新变化、各地女子学校发展情况、妇女团体组织

情况、外国女界重大要闻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

用，推动了妇女解放的进程，促进了当时女子教

育的发展。《女子世界》中的教育思想虽有一定

的时代局限性，但对于当前女性的价值观教育还

是有其积极借鉴意义的。

( 一) 培养女性的独立意识

《女子世界》成功地塑造了一批独立自主的

新女性形象，主张女子应该独立自养而不是做

男子的附庸。那么女子该如何独立呢? 第一，

接受文化知识教育，思想上独立; 第二，学习职

业艺术，工作上独立。推动女性独立，实现女性

解放，不仅需要改变外在的制度性社会环境，还

要培养女性的自尊、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当

今社会，在普遍被认为是高知群体的博士中，依

然有不少女性认为“学得好不如嫁得好”。一些

年轻女性把精力用在穿衣打扮和美化身体上，

把自己的未来寄托于找个有钱的丈夫，有些女

性面临诱惑而急功近利，有主动依附于男性生

存的不良心理。这是新时期女性价值观迷失的

问题，对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是非常不利的。

推动妇女解放，真正实现男女平等，不仅要

从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上努力，更重要的是关注

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培养。学校、

家庭、社会应该帮助女性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

养女性的主体意识和独立自养的精神，把精力更

多地用在挖掘潜能、提升自我能力上。新时期仍

然要倡导女性正确认识自我，强调女性的精神独

立，让其掌握自己的命运。帮助女性不是根据男

性而是根据女性本身来定义自我，从他者走向自

我，从内在走向超越，树立女性主体意识。女性

的自尊、自立、自强是实现男女真正平等的重要

路径。

( 二) 培养女性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女性同男性一样，

是国家建设不可缺少的主体力量。作为平等的

社会人，男女两性享有平等的参与国家建设的权

利，并平等地履行社会义务，承担国家建设的责

任。无论男子还是女子，只要是国家的公民就该

为自己的国家承担公民的责任与义务”［17］。《女

子世界》积极宣传女子乃“国民之母”，拥有和男

子同等的权利与责任，整本杂志都很注重对于女

性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参与该刊

编辑工作的秋瑾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秋瑾

很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家国责任，她积极参与革

命，鼓励女性自我解放，呼吁人们参与到救国革

命中来，为我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我国的女性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祖国和人民表现出

来的热爱以及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

的理想追求，是公民对本国或本民族的一种高度

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与使命感的体现［18］。人

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也都有与生俱来的义务，

所谓的义务其实就是一种责任，任何人都不该逃

避责任。新时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发

展，离不开妇女“半边天”的作用。在对女性进行

价值观引导时，应鼓励女性走出“自我”和家庭的

小世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管理，积极建

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首先，要消除对

女性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和角色定位，摒弃“女

子不如男”“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思想，为女

性创造更多的施展才华和技能的机会。其次，

要增加提高女性文化素质的各类教育投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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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女性的受教育权益，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会

为国家建 设 和 社 会 发 展 作 出 更 大 的 贡 献。再

次，增强女性参政能力，重视女性在国家政治生

活中的积极参与。女性政治参与，受益的不仅

仅只是女性，而是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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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Women Images in The World of Women
Published in Late Qing Dynasty

DU Fang－fang
(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 The World of Women is a periodical for women founded by Ｒevolutionists in late Qing Dynasty． The
magazine successfully created a group of new women images，namely，“independent women”，“women citi-
zens”，“female soldiers”，effectively promoting a series of transformation，bringing women from“boudoir”to
“school”，from family to society，from being subservient to men to independent women． Although there are
some limitations about he educational ideas of The World of Women but it has a positive value to the current
education of women's values．
Key words: The World of Women; new women images;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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