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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期刊《女子世界》中的女权思想及其教育主张

杜芳芳

(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

摘 要:《女子世界》是在辛亥革命前夕掀起的办报热潮中出现的女性期刊，该刊以“倡女权、兴女学”为宗

旨，塑造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其实现女权思想的教育主张有: 以兴女学启蒙思想、以新体育解放身体、以实业

教育助女性独立、以革命教育铸新魂。但由于处于特殊时代，其观点有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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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子世界》中的女权思想

《女子世界》是在辛亥革命前夕掀起的办报

热潮中由丁初我等人于 1904 年在上海创办的，是

一个以女子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女性期刊。该杂

志编辑多是接受过西方思想学说的先进知识分

子，其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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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刊 物 从 正 反 两 面 论 证 倡 女 权 的 必

要性。
“女权”一词在我国普及源自 1902 年到 1903

年间马君武和金天翮发表的一系列有关“女权”的

文章著作。有人认为，“兴女学，倡女权”就是该杂

志的创刊宗旨。《女子世界》首篇文章即出自金天

翮之手的《〈女子世界〉发刊词》，文章提出“倡女

权，兴女学”，主要从正反两方面来论述倡导女权

的必要性，即: 女权不倡之害与倡导女权之利。
第一，女权不倡之害。女权不倡，女子会在

封建礼教中饱受摧残。《女子世界》刊载了不少

控诉封建礼教荼毒女子身心的文章，认为《女戒》
《列女传》立足男权世界对女性提出各种束缚的

规矩条目，女性被压制在男子权威之下，精神和

身体都永远被禁锢在家庭之中。
第二，倡导女权之利。倡女权与挽救民族危

亡之间有着莫大联系，只有倡女权，才能拯救国难。
《〈女子世界〉发刊词》中说: 自女权不倡，而后民权

堕落，国权沦丧，四千万方里，四百兆同胞乃有今

日，絮果兰因，可按而迹也。则吾今日为中国计，舍

振兴女学，提倡女权之外，其何以哉。谓二十世纪

中国之世界女子世界，亦何不可?［1］刊物对于女权

的宣扬，一时间豪情壮志、慷慨激昂。
其次，刊物塑造了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形象。
《女子世界》中的《女魂篇》将女权归结为言

论自由、思想自由、出入自由、营业自由、婚姻自

由、参政自由、机会自由等几个方面。它成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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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出一批批鲜活的新女性典范，赞赏独立自主

的女性，如那些女军人、女侠、女国民等，主张女

子拥有和男子相等的权力，主张女子学会手艺能

参与到职业中独立自养。鼓励女子迈出家门，走

进社会，主张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参与政务、救国

助国等。一些有识之士提倡女子参政，认为女子

参政是女权实现的重要方式。其先后增加了教

育、科学、卫生、实业几栏，这几栏一方面普及了

一些基本的科学常识，另一方面也利于打破有关

女子的陈规，教育女子更好地教育子女，鼓励女

子自谋生计，勇敢创业等。

二、《女子世界》中的“女权”与“女学”

教育是塑造观念的过程，以发展人的理性，

推动人的解放。《女子世界》强调“兴女学”［2］，

通过教育促进女性真正解放。
( 一) “倡女权”与“兴女学”之争

金一在《〈女子世界〉发刊词》中将“女权”与

“女学”并列提出，并未明确指出二者谁先谁后的

问题。从第 2 期开始，为该刊撰文的广东女学堂

十六龄女子张肩任问道，我国历来的女子们都愚

昧无知，柔弱不堪，这是什么缘故? 她在其文章

《欲倡平等先兴女学论》中自己答道: “谓无女学

故。”［3］她认为女学不先兴则女权不振。但是这

篇文章并没有引来多大争论。真正引来对于女

学与女权谁先谁后之争的是第 5 期蒋维乔发表

的《女权说》，他认为提倡女权的条件是“夫惟有

自治之学识、之道德之女子，而后可以言女权”，

即女子应该先有学才能去驭权。

以蒋维乔 为 代 表 提 出 对 女 子 暂 时 还 不 能

放权的观 点 在 那 些 极 力 倡 言 女 权 的 人 眼 中 就

成了对女性权益的侵犯，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即

柳亚子。柳亚子自称“亚卢”，也就是亚洲的卢

梭。他极力主张“天赋人权”，认为“夫‘权利’

云者，与有 生 俱 来。苟 非 被 人 剥 夺，即 终 身 无

一日可离”［4］。即，女权是女子与生俱来 的 不

可剥夺的权利，根本就没有什么先女学后女权

之说。当然，柳亚子也知道女学的重要性。在

他看来，想要光复中国，女学是必须的，但女权

是首要的，因为没有女权，女学必受束缚，最终

也兴盛不起来。

( 二) 女学是女权实现的基础

《女子世界》先是从反面来论述兴女学的必

要性，即不兴女学有诸多害处。

第一，女子们毫无争取女权、尽国民义务的

意识。女子们因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毫无争取女

权的意识，必须兴女学，让她们知道自己的责任，

发展她们的能力，她们才能自觉地为挽救民族危

亡尽其国民之母的义务。第二，女学不兴对于女

子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有大害。《论中国女

学不兴之害》中提出女学不兴之害，从个人、家

庭、社会、国家四个方面一一论述: 于个人，“戕其

肢体，锢其智识，丧其德性”，具体来说即“女子不

学，不能自立，慈母恐其女儿不能嫁或者遭人见

弃，于是残其肢体为之裹脚; 在上者演牝后亡国

之话剧，为历史所诟骂，在下者蠢如鹿豸，不过为

男子附属物; 女子无学，顺从还罢了，如果乖戾谬

误，则总陷于妯娌姑婆之琐事，劳心费神”。于家

庭，“曰贫穷之媒、流传弱种、家庭无教育”。于社

会，“曰迷信僧道、败坏风俗”。于国家，“曰亡国

之源，亡种之源”［5］。

刊物再是从正面列举兴女学的必要性，认为

兴女学有诸多好处［6］。

第一，先兴教育，而后女子之能力强，虽有凶

悍专制之男子，不能束缚之，钳制之，而女权张

矣; 第二，先兴教育，而后女子之见解深，虽有委

靡柔弱之男子，亦不牵制之，侮慢之，而女权平

矣; 第三，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善于交际，姑嫂妯

娌，相亲相爱，各无猜嫌，而女权无误用矣; 第四，

先兴教育，而后富于公德，和其颜色，平其心气，

亲族卑幼，抚如己出，无狠戾行，无专制事，而女

权永坚固矣; 第五，先兴教育，而后明于大义; 第

六，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善于抉择，知己订约，结

婚自由，……而女权昌明无缺憾矣。

可见，女权的昌明也需要以女学为基础的，

无女学则妄论女权，女学非常重要。

三、《女子世界》中女权思想实现的教育主张

( 一) 以兴女学启蒙思想

当时兴女学主要是办女学报，翻译女学书，

开办女学堂，组织女学会等，其中以开办女学堂，

让女子接受学校教育为最佳。随着外国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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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创办女校，我国有识之士也开始大量创办

起了女校。女子不仅可以学习我国文学类知识

还可 学 习 英 语、日 语，以 及 一 些 浅 显 的 科 学 常

识等。

第一，倡导新道德。《女子世界》中出现的

《新女戒》等文章，鼓励女子放下那些落后的旧道

德，接受新道德。鼓励女子争取自己的合理权

利，抛开旧习俗，参与到社会中来，用一些俄国女

人参军、日本老妇报国等事例鼓励女子也应报效

国家，同男子一样共议政事。女子有才华，有谋

略，能与男士并肩作战，保家卫国，承担国民之母

的义务，这才是女子新的道德。

第二，女子要有才。《女子世界》对于“女子

无才便是德”专门刊文有《女子无才便是德辩》，

来阐述女子必须学习知识。《女子世界》中有“论

说”一栏，主要是针对时事进行评说;“科学”一栏

有物理也有数学，主要是为普及基本常识; “教

育”一栏主要是告诉女子如何教养子女; 在“卫

生”一栏中，有《说齿》《说心》《说耳》《说鼻》《说

眼》等文;“记事”栏主要是国内外有关女子的奇

事新闻;“小说”栏主要歌颂那些敢于革命的侠女

军人等。《女子世界》中反映出女学的内容是广

而杂的，既包括文又含有理，既继承了中国传统

精华又引进了外国先进思想。
( 二) 以新体育解放身体

对于体育方面的强调成为其当时女子教育

的一大特点。正如《女子世界》刊 载 的 文 章 所

说［7］:“我国之女子，不出闺门一步，外界习俗，无

从而熏染之，其道德之心固未尽缺乏也，其心思

较细，诗歌、美术之风，且不输欧美，故其智识亦

足以上人也，惟一观其体魄，则病夫耳，死尸耳。

缠足之毒，中之终身，害及全国。躯体之不完，遑

言学问? 纤微之不举，奚论戈矛? 即使今日女

子，具有斯巴达克女子之尚武精神，其奈无斯巴

达克女子之尚武体魄何?”

在《女子世界》看来，体育为女子教育的重中

之重。该刊针对当时女子的身体情况主要提出

三点来发展女子体育。

第一，反缠足。痛斥缠足之害，阐述不缠足

的好处: 一是复回其天赋权利; 二是保全卫生; 三

是遇着水火刀兵的事走得快; 四是可以随意外出

游历，见识也就会一天比一天多［8］。在《女子世

界》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反缠足教育取得了

良好效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反缠足运动。第

二，做运动。女子运动主要以学校体操为主。而

当时的兵操，不仅是为了强身健体还是为了保家

卫国，“能习兵式体操，日后当兵，可以保家，可以

卫国，故体操者”［9］。这也是当时一种“尚武”精

神的反应。第三，讲养生。《女子世界》从第五期

开始独劈“卫生”一栏，从强身健体角度解说卫生

之道，养生之道，“卫生”专栏刊登文章不多，但却

被独劈而出，自成一栏，主要有: 《说食》《说齿》
《说脑》《说心》《说耳》《说鼻》《说舌》《说眼》等

文章。这些文章皆是从科学角度阐述生理学基

本常识以及身体保养之法。科学栏、谈薮栏、演

坛栏、杂说栏等也曾刊载有关强身健体的文章，

如谈薮栏中自立写的《长身术》《实用话———运

动》《女子美容术》等。
( 三) 以实业教育助自立

晚清时期曾兴起“实业救国”的热潮，该刊中

对于女子实业教育分外看中，主张国家应开设专

门职业女校。当时各地女校纷纷附设职业教育

机构，当时女子所学工艺多为编物、刺绣、裁缝、

造花等。《女子世界》从第 5 期开始专门开设“实

业”专栏。该专栏中主要刊登一些介绍实业方法

的文章，其中以缝纫为主。此外，对于当时的新

技术摄影术也有介绍，名为《普通写真术》，连续

刊载两期。还有从《女工厂开学歌》中也能看出

该刊对于女子自立自强的教育深意: “男儿终日

走四方，女儿终日坐在房。从今更换旧文章，自

由自主出门墙。但愿你大大方方，人前不要太惊

慌。男儿认字便玲珑，女儿不认便朦胧。从今女

子大兴隆，学堂工厂闹烘烘。但愿你用用功功，

聪明智力大家同。男儿出外做营生，女儿在家享

现成。从今定把气来争，手工机器件件精。但愿

你勤勤谨谨，大家努力赶前程。”［10］

这篇歌词将女子过去与现在的面貌作了个

鲜明对比，强调现在女子们已经焕然一新，“赶前

程”不仅仅是男人的事情，现在女子也开始靠自

己的双手来打造自己的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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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以革命教育铸新魂

《女子世界》创刊时间恰恰是在辛亥革命前

夕，当时外有列强入侵，民族危机加深。《女子世

界》创刊宗旨即“兴女学，倡女权”，而女权的夺取

方法就是革命。该刊首先分析了当时我国的情

况［11］，生动地描述出我国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接着

便是对女子的呼唤。在首期就刊载了《警告一般

女子》，首句便是对睡梦中女子的呼唤:“呀女界革

命军起了! 女界革命军起了……”然后，该文用严

厉口吻痛斥依然沉酣旧梦不知时事的女子，痛斥其

不知道国破家亡，其论说鲜明地指出当时女子的状

态，便于女子自我检讨，重新思考，接受革命教育。

当时女子受传统观念影响颇深，认为治理国

家挽救民族危亡是男子的事情，女子只该幽居深

闺，尽好媳妇、母亲、女儿的本分。为了改变这个

观念，该刊又发文说，“盖天生男女，未始有异，同

具耳目，同具手足，同赋自由之权，同赋主人翁之

责任。是故男子当尽爱国之责任，女子亦当尽爱

国之责任; 男子当尽国民之义务，女子亦当尽国

民之义务也”［12］。为培养女性的爱国之心，其最

重要的是实现女性独立和铸新魂。“个人而无自

尊心，行事必后于他人; 一息而存依赖心，终身至

不能独立”。该刊告诫女子，要担负起国家的责

任和义务，首先得独立; 要独立，则必去掉依赖

性; 要去掉依赖性，必铸新灵魂［13］。
《女子世界》主张女子应先进行家庭革命，争

取家庭权利再进行社会革命。刊物通过多篇文

章透露出要把女子塑造为国民之母、女军人的形

象。其每一期中都有不少古今中外女军人或者

女子投身革命的宣传，比如《女军人传》《花木兰

传》等。其认为培养女革命者有两种方式: 一种

是榜样示范; 一种是军国民教育。榜样示范主要

是从古今中外选取合适的女军人、女革命家形

象，如为国献身的看护妇、参与战争的女军人等，

这些形象成为女子效仿的模范。军国民教育在

当时还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存在。

四、几点思考

( 一) 影响的群体范围有限

《女子世界》中所宣传的女权思想在当时有

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当时封建思想依然占主导，

且当时女子多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这种

专门为女性出版的刊物影响范围并不是很大。

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并能买得起这种女性杂志

的人多限于中上层女性，而中上层女性受封建思

想文化影响多较深，轻易不敢妄信这些在当时看

来是“惊世骇俗”“大逆不道”“有违纲常”的观

点。所以说，《女子世界》中宣传的思想在当时的

影响范围比较狭窄，作用不是很大。
( 二) 思想内容的科学性不足

由于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女子世界》内容

上还存在许多不科学之处。如该刊物前期将女

性的作用无限夸大，将我国亡国灭种的根源完全

归结在女子身上，提出“长弃其母，胡育其子”，这

固然有一定道理，但未能真正分析透彻，将救国

重担推到拯救女子身上太过片面。

女性作用被趋向工具化。柳亚子曾在《女子

世界》中刊载了我国传统女英雄花木兰的事迹，不

过对花木兰生平事迹进行了大量的改写，甚至有些

削足适履。原故事是讲木兰父亲年迈，木兰无奈，

才替父从军，重点在于木兰的孝心与统治者的穷兵

黩武。而改编之后的木兰认为: “执干戈以为社

稷，国民之义务也。……我虽女子，亦国民一分子

也，我其往哉。……所以居留戎马之间一十二年

者，欲牺牲一身以抱我民族耳。岂以是为功名富贵

之代价哉。”［14］该文中所塑造的木兰形象，完全是

当时革命者理想中的能与之并肩作战的女性。这

样的“木兰”明显不具有作为女性的性别特征以及

“木兰”内在意识里的平等性别主体。
《女子世界》大力提倡女性为挽救民族积极

献身，甚 至 是 用 其 特 有 的 色 相 作 为 革 命 工 具。
《女雄谈屑》写道: 一绝色美人被敌将李成栋俘

虏，这美人决定靠身体来拯救自己的民族，然后

她“慨然事成栋”，终于劝得李成栋起义。笔者赞

说:“以纤纤素手，扶住大好江山，如此无名之女

杰者耶，吾安得不崇拜之。”［15］显然，其目的在于

将女子工具化。该刊创办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

前夕，当时各种思想交织，争论特别厉害。《女子

世界》中所反映的思想明显属于当时的革命派，

其思想过于激进，这也是妨碍其科学性的原因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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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男性主导下的女性解放

两性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历史进程中体现

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关系。“在我们的社会秩序

中，是男人按天生的权力对女人实施的支配，通

过这一体制，我们实现了一种十分精巧的内部殖

民。”［16］《女子世界》是在男子主导下创办而成

的，编辑多为男性，对于女子解放思想以男性评

说为主，这是特色也是局限，而男性之所以提出

解放女性，是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和国家振兴。将

国弱原因追溯到女子身上，想要培养出健壮的母

亲来养 育 出 健 壮 的 孩 子，主 张 女 子 是“国 民 之

母”，应担负国民义务。为了让女子成为合格“女

国民”，振兴我中华民族，才极力主张女子接受教

育。从男性文章中也能看出，他们开口便是我国

民族不兴，是由于女性愚昧身体太弱，所以才要

教育她们。其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解放女性而去

解放女性的，他们是为了整个民族解放才去解放

女性的。
《女子世界》虽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却有

力地促进了女性从闺阁到学堂，从家庭到社会，

从男子附庸角色到女性独立自主形象的转变，甚

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女子教育的现代化

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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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minist and Educational Propositions in World of Wome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DU Fangfang

( Jiangnan University，Wuxi 214122，China)

Abstract: World of Women was a female periodical founded during the newspaper boom on the eve of 1911
Ｒevolution． The aim of the journal was to advocate women’s rights and initiate female schools with the pur-
pose of cultivating independent new females． There are three ways to implement women’s rights in education:

setting up female schools for enlightenment，new sports education for body liberation，industry education for
women’s independence，and revolution education for women’new soul． Because of being in a special time，

World of Women has its inevitable limits．
Key words: World of Women; feminism; female school; female revolution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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