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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女性多元话语的媒介呈现

———基于近代女性报刊的考察

姜卫玲

( 淮阴师范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摘 要: 在中国近代时期社会思潮纷繁复杂与各种流派此起彼伏的历史背景下，早期资产阶级新型知识女性

群体逐渐兴起。在由传统跨越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她们跻身报刊界，通过具体报刊活动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声

音，突破了长期以来女性在话语表达方面的禁锢。以近代女性报刊为考察中心，可以比较全面地梳理近代社会知

识女性借助报刊所呈现出的在文化、身份、职业与参政等方面的女性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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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时代语境下，林宗素、陈

撷芬、秋瑾、何震等知识女性跻身报刊界，通过报

刊活动表达她们在文化、身份、政治以及职业方

面的多重诉求，勇敢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声

音”，突破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女性在话语表达

方面的重重限制与深深禁锢。作为新型知识女

性群体的杰出代表，她们在思想上最早觉醒，并

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大声疾呼兴女学运动，主张

妇女权利，不断追求自身解放; 作为国民的重要

组成部分，她们毫不回避自身责任，积极承担起

作为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 作为报刊活动的践行

者，她们搭乘上近代社会转型的传媒发展快车，

借助女性报刊( 或自办报刊，或参与报刊编辑，或

向报刊投稿) 展开激烈笔战，表达女性自身在文

化、身份、职业与参政等方面的多重诉求，为争取

女性的自由与平等权力而大声疾呼，以图实现女

界自立，得到社会积极响应……在她们身上，集

中呈现出属于近代先进知识女性群体的多样化

的复杂特征。本文透过尘封已久的近代女性报

刊史料，力图用历史的原场与原貌去还原属于女

性的多彩生活，重点探讨女性报刊图景所呈现出

的文化、身份、职业以及参政等方面的女性话语。

一、女性话语界定及文献综述

女性话语是指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群体

所表达出来的以各种文本形式和意识形式存在

于社会历史时空里的那些“话”。简单来说，女性

话语就是女性的言语。具体来说，女性话语是指

站在女性的立场，以女性的独特视角来审视有关

女性自身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话语表述。王鑫曾

在其专著《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中

·37·



指出女性话语所包含的双重含义: 一是指“女性

自己的声音”，即“女性运用语言，书写、表达、言

说自己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内的情感、思想、

体验以及与社会构成的某种关系”; 二是指“有

一套男性的‘女性话语’”，即“男性站在自我和

女性的 双 重 立 场 上 对 女 性 的 书 写、言 说 和 表

达”［1］。本文中的女性话语主要指的是第一种

含义。

在一定程度上，女性话语的表达与呈现既是

“女性主体意识的反映”，也是“女性对男性传统

话语霸权的反抗与反拨”［2］。究其实质，对女性

话语问题的探讨不但反映了女性对外部世界及

社会的感知与判断，也反映了女性对自身价值观

念的认知。因此，女性话语问题实际上凸显出了

女性自身主体权力的重要性，女性正是通过自身

主体权力的发挥来体现其在社会与历史中所处

的具体地位。

近年来，在 以 法 国 哲 学 家、社 会 思 想 家 米

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为代表的后现代

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研究

也越来越 多 地 关 注 到 了 女 性 话 语 这 一 重 要 话

题。杨永忠、周庆对女性话语问题作了比较深

入的研究，他 们 认 为，女 性 话 语 问 题 的 提 出 实

则反映 了“女 性 作 为 一 个 独 立 社 会 群 体 的 觉

醒，是以女性自己的声音对女性的历史和现实

进行描摹的结果，是女性对自身现实生存状况

的展示”。女性话语 的 表 达 与 呈 现 不 但 是“女

性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需要”，更是“女性自身

精神力量和存在价值的具体体现”［2］。朱 颖、

廖振华从 媒 介 传 播 角 度 对 女 性 话 语 权 进 行 了

具体界定，提出女性的媒介话语权是女性通过

大众传播媒介表达自己对政治、经济、文化、法

律等方 面 意 见 和 观 点 的 权 利，它 不 但 包 含 着

“女性受众的话语权”，也包含了“女性传播者

的话语权”［3］。乔以钢与刘堃从政治、经 济 与

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女性话语形成的具体过程，

指出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无论

是“女学”话 语 还 是“女 权”话 语，它 们 都 是 作

为民族国家话语的工具而存在的［4］。

此外，王秀田以 20 世纪初期的女性社会职

能和角色定位为研究基础，深入探析了在男女话

语中“贤妻良母”的性别差异，指出知识女性对

“贤妻良母”的认同与超越，并探讨了女性“贤妻

良母”话语产生的具体渊源［5］。杜芳芳通过对晚

清时期《女子世界》中呈现出的女权思想与教育

主张的考察，指出其塑造和推崇的新女性形象促

使沉梦在封建文化中的女性意识逐渐觉醒［6］。

谢天勇、张鹏以《妇女时报》为个案，通过详细梳

理该报对民国初年女性参政话语的具体表述，指

出商业性报刊是如何呈现女权运动以及在知识

与伦理之间作出的价值评判［7］。李晓红则以《妇

女杂志》《女子月刊》等女性报刊为基本史料，在

详细梳理现代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间关系

的基础上，探讨了“现代中国知识女性发声的过

程以及女性话语的形成过程”［8］。万琼华通过对

民国初年报界对女子参政运动者的视觉再现与

女子参政运动者对报人言说反再现的考察，指出

女报人在争取女性政治话语权过程中虽一直处

于被男性打压的状态，但却能积极发出属于自己

的声音［9］。

现有成果既有宏观视角的综合研究，也有丰

富翔实的个案研究，不但纲目清楚，而且从女性

报刊与女性之间关系的角度来考量近代社会史

和社会性别史，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视

野。但是，总体上对女性报刊图景中知识女性话

语形成与呈现之间的整体现象背后的规律和本

质缺乏深入探究。从古至今，中国妇女从来都不

是孤立无援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她们与社会生

活紧密相连。在清末民初强国保种的特定历史

语境下，部分知识女性得以进入报刊媒介所制造

的“公共空间”，成为国家、社会、民族、思想以及

文化领域中被“言说”的具体对象。女性话语由

此就成为了女性表达自己的观点、建构自身主体

话语的一种语言权力。知识女性借助女性报刊

这一彼时影响力巨大的媒介通道将自身并不强

大的“声音”勇敢表达出来，反映了她们在社会生

活中的真实境遇，其从“无声”到“有声”的发声过

程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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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女性多元话语的媒介呈现

作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女性报刊，因为

“其形构的公共空间，对于改变国人的思维、言

谈、写作定势以及交流方式”以及“新闻的讲求

时效，记者的好奇搜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

与描摹了“社会情状的原生态”［10］，在近代中国

社会转型与变革的关键时期深刻影响了社会生

活的方方面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我们透过女性报刊具体文本内容的深入解读，

可以“跨越时间的限 隔，重 构 并 返 回 虚 拟 的 现

场，体 贴 早 已 远 逝 的 社 会、时 代 氛 围”［10］。同

时，在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跨越的过程中，女性报

刊既承担了启蒙中国女性、引导其思想解放的

重任，描绘了女性生活的世相图景，又在表达与

捍卫女性话语权方面，肩负着女性话语建构的

使命，参与了从传统女性话语向现代女性话语

的转换。

在西方女权思想影响与妇女解放吁求推动

下，面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知识女性

通过展开笔战———或向报刊投稿、或自办报刊等

方式，为女性伸张自我权利高声疾呼、奋起反击

并得到社会积极响应。她们借助报刊媒介，或抒

情怀古、表达见闻，或激扬文字、力参国事，高呼

妇女解放和民族救亡，争取平等自由，冲破一直

以来被拘囿在深闺里的束缚。她们打破报刊中

男性话语的垄断，勇敢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

“声音”，向社会表达了属于女性的独特主体话

语，从寻求女性独立到人格平等，再到充分认识

到男女的性别差异，使女性由过去的“被看者”转

变为现时主动的“发声者”，努力建立了一个属于

女性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

( 一) 文化话语: 兴女学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广大妇女一直深

受父权制思想的束缚，在家庭、社会中一直是作

为男性的附属物而存在的。“男性应刚，女性应

柔; 男子是主动的，女子是被动的。这种哲理，看

来浅薄 可 笑，谁 知 他 竟 支 配 着 三 千 年 来 的 历

史。”［11］在文化教育方面，女子不识字、没有文化

竟被冠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美名”。在这种

迫切需要革新的社会背景下，接受过新式教育的

知识女性们超越了传统社会划定的既定空间，自

信满满地步入了社会公共空间。同时，她们凭借

自己的既有学识与见识在报刊上公开表达属于

女性自身在教育方面的文化话语，并与当时拥有

话语权的男性精英所倡导的“女学”运动形成了

呼应，一时间，掀起了颇为壮观的“兴女学”运动。

1898 年 7 月，中国女学会在上海创办了《女

学报》，这是我国第一份由女子主办、以女性为目

标读者群的女性报刊。该报自创办起就以启蒙

妇女思想为根本宗旨，主张无论男女都应有平等

的受教育权利，并经常发表由知识女性写作的论

说文章。比如《论女学堂当与男学堂并重》《论中

国创兴女学实有裨于大局》《劝兴女学启》等明确

提出要“提倡女学”“开通女智”“讲论女德”。作

为该报十八位女主笔之一的康同薇，深受其父康

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影响，深刻认识到了

“女学”与培养“贤妻良母”之间的紧密关联，并在

其所从事的报刊活动中为实现“兴女学”这个远

大抱负而作出种种努力。“欲为起化之渐，行道

之先，必自女教始”，“夫女学不讲，而几以防盗之

法防之，日望天下之贤母教其子，淑妻相其夫，孝

女事其父……不亦难乎!”［12］

1899 年，年仅 16 岁的陈撷芬得到父亲陈范

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上海成功地创办了《女报》

( 后改名为“《女学报》”) 。该报以为广大女性服

务的女性报刊为定位，响亮发出要致力于传播

“女学”、践行“女学”的呼声。这正如陈撷芬在

《发刊词》中所指出的:“今中国二万万女子，盲其

目，刖其足，樊笼其身体，束缚其智慧。方且不能

识字，何 论 读 书; 方 且 不 能 读 书，何 论 学 与

权”［13］，主张妇女要从封建桎梏下翻身获得解

放，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权利，大声道出了中国女

性之从未言出之言。

1903 年 4 月，胡彬夏在日本留学期间，和林

宗素、曹汝锦等十多位女学生发起并成立了妇女

团体组织———“共爱会”。此后，她还在《江苏》

“女学论丛”栏目上发表《祝共爱会之前途》《论

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等论说文章，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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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振兴我女学，教育我女子”“排斥女子无才为

德之谬训，脱去古来酒食是仪之习惯”［14］，对传

统性别关系进行了猛烈抨击，表达出了其较为激

进的“女学”主张。在她看来，振兴“女学”，强调

女性的社会责任是“女学”运动的重要内容。同

时，她还激励妇女要冲破社会性别的藩篱与拘

囿，接受新式教育获取知识以寻求自身的独立与

自强。

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

知识女性不仅参与到报刊编辑活动之中，有些还

成为报刊媒介的实际掌控者，担任报刊主编之

职，这就使得女性话语从男性话语的垄断中逐渐

剥离开来。她们借助报刊媒介挥斥方遒、指点江

山，对社会发生着一定的影响，“从女性立场对中

国男权历史文化的批判，显示着现代大众传媒主

题的深化以及知识女性的成长”［8］。在面对当时

纷繁芜杂的社会发展形势时，她们强调要通过学

习来提升与丰富自己。客观上来讲，“女学”运动

的兴起对提高晚清时期广大女性的文化素质以

及增长女性见识等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而

使更多的女性成为了既能胜任传统家庭生活中

相夫教子之责的“贤妻良母”，又能具有鲜明民族

与国家观念的社会“新女性”。其中，以康同薇、

裘毓芳、陈撷芬、林宗素等为代表的杰出女性在

家庭中男性成员的支持与帮助下，踏着父兄、丈

夫或亲友的足迹走上了社会舞台。她们通过创

办报刊、兴办学校来传播“女学”话语，主张女性

与男性一样要接受教育、打破封建传统旧观念、

砸碎钳制妇女的枷锁与桎梏，力争获得解放与自

由。虽然，此时女性主笔或女性编辑等报刊媒介

从业人员在报刊舆论界发出的声音还比较微弱，

但她们毕竟突破了女性在言论方面的禁锢，发出

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女学话语，为后来轰轰烈烈

的女学、女权以及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动力，指

引了前行的方向。

( 二) 身份话语: 倡女权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一批先进知识女性在

“开新耳目，拓其心思，张其能力”目标的引领下，

不但迈出了家门，还踏出了国门，走向了更为宽

广的社会空间。她们当中有的赴海外留学，学习

西方文化、掌握先进科技; 有的游历各国，饱览异

国风光、感受奇风异俗……这极大地拓宽了她们

认识世界的视野。“从基本人权的严重缺失，到

争取男女同权，更进而与男子一道，为现代国家

的国民所应具备的各项权利努力奋斗”［15］，妇女

的生存状态较之以前有了明显变化。她们在艰

难地迈向独立自主的历程中，力图借助时代发展

与社会变革的契机来摆脱传统女性在自我身份

归属方面的盲点与认识上的误区，竭力通过报刊

活动书写属于女性自己的历史话语，表现出重塑

女性自我社会身份的强烈意愿。一方面，她们非

常重视报刊媒介的思想启蒙功能，高度肯定女性

在家庭中所担负职责的社会价值。如陈撷芬在

《女学报》上先后发表了《兴女学说》《女权与文

学》《男尊女卑与贤妻良母》《普告同志妇女文》

《男女之比较》《婚姻自由记》《独立篇》等论说文

章，在提倡“女学”基础上，大力传播女性自立的

理念，倡导女性应该拥有的各项权利。另一方

面，她们又试图突破传统女性社会身份的束缚，

强调女性与男性在社会身份上的平等，试图重构

一个男女平权的理想社会，在近代社会公共空

间里呈现出属于现代新女性的多重风貌。知识

女性利用所掌控的女性报刊媒介，站在舆论舞

台的前台大声表达女性的看法，试图摆脱传统

封建社会一直以来女性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的

要求。

女性报刊作为女权运动的言论平台和宣传

动员工具，以“倡女权”为主要目标，并将“倡女

权”与爱国救亡运动以及民主革命运动结合起

来，号召妇女要能积极参与到“惊天地，泣鬼神”

的伟大事业之中。因此，社会上每当有重大事件

发生的时候，知识女性们都能代表女界及时发

言，表达她们对于国家事务的具体看法。与此同

时，在整个社会从政治层面讨论女性作为国民一

份子对国家与民族责任的时代背景下，部分男性

知识精英提出了“女国民”的称呼，主张妇女应该

同男性一样对国家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对

此，知识女性群体积极响应并认同这一社会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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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开始重新思考自身的家庭价值与社会价值，

勇敢承担起作为“国民一份子”对于国家的责任。

例如，胡彬夏在担任《妇女杂志》主编期间，接连

发表了十多篇以“女性道德”“女性职责”等为主

题的文章，高声呐喊“中国妇女按照科学新知来

主持家政，教育儿童，或以西方妇女为楷模以建

设自己的小家而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贡献出

一份力量”［16］，力图以一种建设性的意见展现作

者心中“二十世纪新女子”所应具备的精神风貌

及其应该履行的家庭与社会职责。

女性报刊图景中呈现出来的知识女性群体

对身份话语的表达，重新界定了女性在家庭与职

场生活之间兼具的现代性身份。一方面，女性报

刊大力提倡女子走职业化的道路，不仅初步建构

了现代都市女性身上所具有的完全区别于传统

女性的全新社会身份，也勾勒着其逐步走向社会

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也搭建了与世界妇女解

放运动以及女权思想交汇的话语平台，鲜明地表

达出女性在“倡女权”方面的身份话语。但是，有

些从家庭“出走”、思想上已经初步觉醒起来的女

性在重建传统的性别关系、探索自身新身份方面

困难重重。陈撷芬在女性身份认同与主体建构

方面展现出一种家庭与社会的调和立场，最终却

因现实条件的种种限制和个人激进思想的退潮

而重新退回到封建家庭，选择继续传统女性的身

份。曾在社会大舞台上叱咤风云、独领风骚的秋

瑾，尽管猛烈抨击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所遭遇的种

种不平等待遇，提倡女性要走上社会从事相应的

职业以实现经济自立，却又提出“幼而事父母，壮

而事舅姑，长而育儿女，固其本分之事”［17］，倡导

女性还是要担当好传统宗法家庭的社会角色，要

能够操持家务以照顾好家庭。这也从一个侧面

表明了彼时女性群体在寻求自我独立身份诉求

以及获取女性权利方面的任重道远。

( 三) 职业话语: 立女业

在西方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影响下，知识女性

逐渐摆脱封建旧家庭的束缚，在争取社会权利、

改变传统两性关系和秩序的社会运动中扮演着

重要的女性启蒙者的角色。“个性解放”“男女平

等”等思想的传播让一部分女性重获自尊，她们

开始从愚昧无知状态中逐渐清醒过来，陆续走出

闺阁，接受新学，步入社会领域。她们除了在情

感婚姻和命运掌控方面有了一点主动的权利外，

在其社会职业选择上也突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

的束缚。尤其是生活在大都市之中的知识女性

在学校与社会的多种规训手段下被形塑为各种

职业角色，陆陆续续在服务、商贸、教育、医疗、文

化、传媒、科研等行业初露锋芒。由蒙昧无知到

初步觉醒、由柔顺屈从到为未来命运的自我抗

争，由无主体状态到确立鲜明的女性意识……她

们不再是闺媛村妇，而是逐渐成长为引领社会新

风尚的时代“新女性”，表现出了自信与时尚的

一面。

同时，部分女性先觉者在对女性群体进行启

蒙的同时，又把女性启蒙纳入到了整个时代所在

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启蒙语境当中。吕碧城不

仅为女子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女性参与具

体报刊活动开了历史先河。1904 年，从日本留学

归来的她，由于才华横溢，受到英敛之的赏识，进

入天津《大公报》报馆工作，成为我国较早以新闻

业为职业的女性之一。面对国家民族的苦难以

及妇女生存的艰难境地，她发出了“眼看沧海竟

成尘，寂锁荒陬百感顿。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

有愿作新民。江湖以外留余兴，脂粉丛中惜此

身。谁起平权偕独立? 普天尺蠖待同伸”［18］ 的

呐喊，打破了女性自古以来的喑哑无声状态。

部分知识女性从之前只知在家相夫教子的

传统女性成长蜕变为“为稻粮谋”的职业女性。

如张竹君、徐自华、何香凝、张默君、尹锐志、沈佩

贞等凭借自身的努力与奋斗，成为了她们所从事

行业的佼佼者。在报刊媒体呈现的女性职业话

语的直接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妇女认识到相夫教

子的居家生活不再是女性生活的全部依托，“孝

女”“贤妻”“良母”也不再是女性的全部社会角

色。因而，她们更多地开始考虑到自己内心的真

实感受，进而关注到属于女性自己的人生价值，

尤其注重自身人格与经济的独立，在一定程度上

也摆脱了传统女性对于封建家庭的依附性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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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现代新女性的独立人格。这些在思想意识

上觉醒的知识女性，以独立自主的人生姿态站在

女性立场，从女性自身角度出发，追求男女平等

和自由独立。

( 四) 参政话语: 述女政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妇女界提出了

女子参政的明确要求。以唐群英、张汉英、张昭

汉等为代表的女权精英不但成立了“女子参政同

志会”“女子同盟会”“中华女子竞进会”“湖南女

国民会”“浙江女子策进社”等妇女参政团体，还

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要求男女平权、争取选举权

与被选举权为中心的女子参政运动。在引领妇

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的同时，她们还积极创办

女性报刊，通过报刊表达女子参政的合法性以及

通过国会、宪法迅速实现的迫切愿望。1912 年 11

月，神州女界协济社在苏州出版《神州女报》。该

报站在女界立场发表了数篇宣扬女子参政的论

说文章，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张昭汉在其

发刊词中强调，男女平权首先是男女在教育上要

平等，“顾欲权之平，必先平教育。孟子曰: 人皆

可以为尧舜。苟能受同等教育，则尧舜人人也，

吾亦人也，人奚分于男女?”［19］此外，唐群英还主

持创办了《女子白话报》。该报用文字浅显的白

话报道了与女性相关的大量政治知识，响亮提出

女子参政权利实现的根本之法在于开通女界智

识的思想主张，引发当时社会上众多妇女思想上

的共鸣。

据不完全统计，在 1912 年至 1913 年两年间，

新出版的女性报刊有 17 种之多。这些刊物大多

数是由积极参与政事运动的精英知识女性所创

办的，报刊内容主要是侧重于对女性政治权利的

表述，强调男女应该具有同等的社会身份。此

外，这些女性报刊还尤其重视报道西方妇女参政

情况，如日本女子学校章程、外国杰出女性传记、

欧美妇女为选举权及参政权所作的斗争介绍等，

对我国女子参政运动起到了一定的鼓舞和示范

作用。在世界各国妇女参政典型案例的直接示

范下，知识女性联系中国国内实际情况，发出“现

虽处黑暗之世，然二十世纪民权、女权均大发达，

我二万万女同胞，终必有参政之一日。诸姊妹其

勉之! 他日国魂复苏，女界独立，当不忘英国妇

女筚路蓝缕之功也”①的强烈感慨。在女子参政

运动中的女权精英们以激进态度评判时局的变

化，大声提出男女要同享政治权利的要求，表达

女性力争参与政事的强烈政治诉求，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出此时知识女性的思想意识以及性别觉

醒的程度。她们对报刊作为舆论工具在女性运

动中的重要作用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通过报

刊这个女性话语表达的公共平台，扮演女界舆论

领袖以“立言”，品评社会形势与政治格局方面发

生的变动，力图争取在政治领域内妇女应该具有

的平等地位及其相应的政治权利，体现出妇女参

政意识的觉醒及其对女子参政的强烈渴望。虽

然民国初年女子参政运动以失败告终，但是女界

精英在响亮表达政治话语、要求参与政事的呼声

推动了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进程。

三、结语

在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与政治宣

传的现实需要中，知识女性透过女性报刊传播新

知识与新思想，宣传男女平等，尤其是呼吁女性

在文化教育、身份认同、职业选择及参与政事等

方面发出了属于女性自己的主体“声音”，试图以

自己的女性责任话语建构其突出的主体身份以

追求自身在政治方面的各项权利，表现出其自身

独特的应对方式与策略。同时，在此过程中，她

们也完成了自身社会角色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并得以快速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人”群

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出现在世人面

前，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注释:

① 参见刘瑞容的《贺英国妇女得选举权文》，载《女子世

界》1904 年第 7 期。

参考文献:

［1］ 王鑫．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24．

［2］ 杨永忠，周庆．浅论女性话语［J］．中华女子学院山

东分院学报，2004，( 4) : 17－19．

·87·

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



［3］ 朱颖，廖振华．当代女性媒介话语权缺失探析［J］．

江西社会科学，2008，( 8) : 227－230．

［4］ 乔以钢，刘堃．晚清“女国民”话语及其女性想象

［J］．中山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2010，( 1 ) : 41

－50．

［5］ 王秀田． 20 世纪初期女性话语中的“贤妻良母”

［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 4) : 89－92．

［6］ 杜芳芳．晚清期刊《女子世界》中的女权思想及其

教育主张［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7，( 6) : 68

－72．

［7］ 谢天勇，张鹏．新知识与旧道德之间: 民初《妇女时

报》女性参政话语的媒介表述［J］．国际新闻界，

2012，( 12) : 107－114．

［8］ 李晓红．女性的声音: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

众传媒［M］．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8: 381．

［9］ 万琼华．视觉再现与反再现———以民初报人对女

子参政运动者的言说为中心［J］．妇女研究论丛，

2013，( 1) : 72．

［10］ 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北京: 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4: 2－3．

［11］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1．

［12］ 乔素玲．教育与女性: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杰出女

性觉醒( 1840～1921) ［M］．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113．

［13］ 陈撷芬．发刊词［J］．女学报，1903，( 1) : 1．

［14］ 胡彬夏．祝共爱会之前途［A］．中华全国妇女联合

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 1840 ～ 1918) ［Z］． 北 京: 中 国 妇 女 出 版 社，

1991: 354．

［15］ 张朋．近代女性社会主体身份的自我建构: 以康同

璧为个案研究［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

社会科学版，2009，( 6) : 82．

［16］ 王秀田．民初知识女性的角色认同: 以胡彬夏为个

案［J］．山西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8，( 4) : 37．

［17］ 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 索解 20 世纪后半叶

中国的叙事文本［M］．上海: 三联书店，2006: 20．

［18］ 刘纳．吕碧城评传·作品选［M］．北京: 中国文史出

版社，1998: 108．

［19］ 张昭汉．《神州女报》发刊词［A］．中华全国妇女联

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

史资料［Z］．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295．

The Media Presentation of the Multiple Discourse of Female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Modern Femal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JIANG Wei－ling
(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Huaian 223300，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trends and various schools were complicat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In this situation，

the early bourgeois female intellectuals gradually became stronger．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erring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some intellectual females got into press circles，spoke in their own female voice
in specific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and made a breakthrough out of the ban on articulation of women． This
paper conducts a thorough study of modern females to sort out the intellectual women discourse in the femal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n the aspects of culture，identity，occup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Key words: modern female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female intellectuals; female discourse; media pres-
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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