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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研究 近 現 代 史 的 臺灣 女 性 史學 者 來 說 , 賀 蕭 (Gail 

Hershatter) 的 著 作 幾 乎 無 人 不 曉 , 可 惜 的 是 , 她 的 中 文 版 鉅 著 都 在 

中 國 大 陸 出 版 2019 年 抱 jyez gg Cozs Reuo7//7o7s 出 版 不 久 , 我 

即 詢問 賀 蕭 , 這 本 書 能 否 在 臺灣 出 版 ? 她 欣然 同 意 , 經 由 臺 大 出 版 

中 心 審查 通過 , 隨 即 展開 版 權 取得 、 翻 譯 等 工作 , 由 於 翻譯 人 才 難 

得 , 再 加 上 賀 蕭 非 常 重視 譯文 的 準確 度 , 每 一 章 節 都 仔細 檢視 , 於 

是 這 本 翻譯 書 《 婦 女 與 中 國 革命 》 花 費 4 年 才 完成 , 書 的 可 讀 性 , 

自 不 待 言 。 臺 灣 讀 者 也 因此 得 以 先 睹 為 快 。 

全 書 分 成 9 章 及 46 張 珍貴 照片 , 處 理 過 去 兩 個 世紀 的 歷史 , 是 

一 件 極大 的 工程 , 但 透過 作者 純熟 的 寫作 經 驗 , 把 全 書 駕馭 地 讓 人 

歎為觀止 ', 從 第 1 章 開 始 , 我 就 被 一 段 段 故事 吸引 , 而 且 急切 地 想 

知道 接 下 來 作者 想 鋪陳 甚麼 樣 的 故事 ? 儘管 全 書 最 精采 的 是 作者 的 

拿手 好 菜 : 娼 妓 的 故事 (散見 全 書 )、 中 共 建 國 以 及 改革 開 放 後 的 

種 種 歷史 (第 8 和 第 9 章 ), 但 作者 的 功力 不 止 於 此 , 全 書 在 作者 呼 

風 喚 雨 下 , 是 如 此 炫麗 且 互 為 呼應 。 

賀 蕭 告 訴 我 , 這 本 書 的 每 一 章 都 曾 和 上 海 華東 師範 大 學 學 生 討 

論 、 修 改 而 完成 ' 其 用 心 良 苦 , 深 令 人 感佩 。 最 重要 的 是 , 作 者 提 

出 了 兩 個 問題 , 一 是 把 女 性 放 到 中 國 過 去 兩 個 世紀 的 敘事 核心 , 將 

會 如 何 改變 既 有 的 理解 ? 二 是 女 性 是 否 有 過 中 國 革命 ? 面 對 中 國 歷 

經 帝國 瓦解 、 民 族 建 構 、 外 強 侵略 、 革 命 再 到 共產 黨 掌 控 資本 全 球 

化 的 徹底 轉 變 , 本 書 不 只 是 關注 重大 政治 事件 , 還 包括 背後 複雜 的 

社會 、 文 化 與 經 濟 變遷 , 因 此 , 每 一 章 節 採用 豐富 的 檔案 文 獻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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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史料 , 以 故事 夾雜 歷史 敘事 (或 歷史 敘事 夾雜 故事 ) 去 架設 歷史 
背景 , 去 思考 如 何 定位 女 性 。 

本 書 強調 ,「 女 性 」 並 非 是 同 質 團體 , 區 域 、 世 代 、 階 級 、 族 
群 、 城 鄉 、 教 育 以 及 特 定 歷 史 情 境 等 因素 對 性 別 差異 的 認知 理解 , 
部 至 關 重 要 。 這 項 說 法 已 經 普遍 被 婦女 與 性 別 史學 者 認同 , 但 受 限 
於 史料 與 個 人 研究 主 題 , 很 少 學 者 能 像 賀 蕭 一 樣 , 在 同 一 歷史 背景 
既 注 意 城 市 女 性 又 關心 農村 婦女 、 既 重視 知識 女 性 又 不 偏 忽 底層 婦 
女 , 讓 讀者 的 眠 球 跟 著 她 的 敘述 流轉 。 

作者 提 到 , 有 兩 大 主 題 反覆 出 現 貫 穿 在 這 本 書 中 : 一 個 是 女 性 
勞動 的 重要 性 , 無 論 是 可 見 與 不 可 見 的 勞動 ; 另 一 個 是 性 別 本 身 所 
展現 的 象徵 作用 , 其 與 女 性 的 生 命 與 利益 交織 在 一 起 , 從 19 世紀 初 
到 現在 , 始 終 存在 。 舉 個 簡單 例子 , 當 我 們 串聯 全 書 , 讀 到 晚 清 女 
性 仿效 秋 瑾 出 走 、 五 四 時 期 取法 娜 拉 甩 門 離 家 , 以 及 改革 開 放 後 到 
底層 工作 的 離 村 女 姓 , 應 該 了 然 於 心 。 

女 性 和 家 庭 、 婚 姻 有 千 絲 萬 纏 的 關係 , 然 而 擺 在 兩 百 年 的 歷 
史 大 洪流 裡 , 女 性 最 大 的 糾結 是 和 政黨 (政府 )、 知 識 分 子 的 「 愛 
恨 情 仇 」。 這 本 書 告訴 我 們 , 女 國 民 、 女 學 生 、 摩 登 女 性 、 賢 妻良 
母 、 女 戰士 、 女 勞 模 等 形象 的 產生 , 除 來 自 女 性 本 人 、 教 會 、 西 方 
文 化 、 媒 體 、 教 育 之 外 , 國 家 (政黨 或 政府 )、 知 識 分 子 的 力量 更 
不 容 小 獻 , 與 女 性 之 間 形 成 拉鋸 , 既 期 待 獲得 解放 的 女 性 , 能 改造 
中 國 社會 , 卻 又 擔心 女 性 不 願 回 歸 家 庭 , 兩 世紀 來 不 斷 反覆 出 現 。 
至 於 由 公 權 力 介入 的 婦女 政策 , 作 者 認為 在 訓 政 時 期 、 中 日 戰爭 期 
間 、 改 革 開 放 時 期 充滿 矛盾 , 然 而 , 作 者 也 不 否認 女 性 透過 日 常 活 
動 , 在 歷經 大 歷史 事件 期 間 與 各 事件 之 問 , 拓 展 自 己 可 能 的 空間 。 

無 論 如 何 , 這 本 書 最 大 的 貢獻 是 引領 讀者 去 認識 更 多 的 歷史 故 
事 , 特 別 是 把 女 性 放 在 分 析 的 核心 。 作 者 謙虛 地 表 示 , 本 書 只 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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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初步 的 探索 ' 也 是 一 封 邀請 函 , 期 盼 其 他 有 志 者 能 加 入 拓展 相 關 

研究 視野 之 列 , 因 此 拋 出 一 些 留待 讀者 思考 或 本 書 未 竟 之 語 。 

針對 賀 蕭 提 問 :' 本 書 所 陳述 之 主 題 , 是 否 有 益 於 理解 過 去 與 

當 代 的 臺灣 ? 」 身 為 研究 中 國 與 臺灣 女 性 史 的 我 , 似 乎 不 能 迴避 賀 

蕭 的 問題 , 在 《 日 本 殖民 下 的 她 們 : 展 現 能 力 , 引 領 臺 灣 女 性 就 業 

的 職場 女 先 鋒 》 書 中 , 我 的 許多 關 恤 和 書 寫 方 式 與 賀 蕭 不 乏 雷同 , 

但 根據 我 對 1949 年 以 降 的 研究 , 我 認為 這 段 臺灣 女 性 史 固 然 不 能 與 

中 國 大 陸 的 歷史 勾 連 , 但 也 不 可 被 當 前 的 政黨 話術 綁架 , 臺 灣 是 多 

元 族群 與 種 族 共 生 的 島嶼 , 這 裡 的 女 性 生 命 故事 錯綜 複雜 , 不 能 一 

言 以 蔽 之 。 此 外 , 臺 灣 的 女 性 史學 者 (包括 我 在 內 ) 必須 省 思 , 我 

們 做 了 許多 精湛 的 中 國 或 臺灣 女 性 史 研 究 , 是 否 被 看 見 ? 是 否 與 中 

國 大 陸 或 國 外 的 女 性 史學 者 對 話 ? 還 有 , 我 們 之 中 , 有 誰 把 農村 婦 

女 、 底 層 女 性 , 和 其 他 女 性 放 到 同 一 歷史 平台 審視 ? 無 論 如 何 ', 這 

本 書 有 如 醒 醋 灌 頂 , 也 試圖 打 通 讀 者 的 任 督 二 脈 。 

游 鑑 明 ” 謹 誌 於 

中 央 研 究 院 近代 史 研 究 所 

2023 年 11 月 30 日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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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過 本 書 譯 者 和 編輯 多 年 嚴謹 細心 的 努力 ' 我 非常 高 興 在 此 向 

中 文 讀者 介紹 上 ez dd CadS AReuo7//7oas 的 中 文 版 《 婦 女 與 中 國 

革命 》。 在 進 行 現代 中 國 婦女 和 性 別 研究 幾 十 年 後 , 我 深 知 英語 世 

界 雖 對 這 些 主 題 有 興趣 , 但 華語 世界 還 有 更 多 熟悉 這 些 議 題 且 予以 

關注 的 讀者 。 在 此 意義 上 , 這 本 中 文 版 的 出 版 , 就 像 是 回 家 一 樣 親 
切 。 

然而 , 本 書 亦 為 歐美 女 性 主 義學 界 特 定時 期 之 產物 , 因 此 我 扼 

要 說 明 其 起 源 。 十 多 年 前 , 某 家 出 版 社 跟 我 洽談 , 寫 本 涵蓋 過 去 兩 

世紀 、 適 用 大 學 生 和 研究 生 教學 的 中 國 婦女 史 。 我 過 去 曾 多 次 回 絕 

此 類 提案 , 但 這 次 出 於 學 術 與 教學 理由 便 答 應 撰寫 本 書 。 

我 在 1970 年 代 開 始 踏 上 中 國 史學 術 研究 之 路 , 當 時 關於 中 國 婦 

女 和 性 別 研究 的 英語 專書 屈指 可 數 。 曾 經 某 次 , 有 位 比 我 年 紀 稍 長 

的 同 事 兼 好 友 , 告 訴 在 我 們 這 領域 中 某 位 資深 學 者 , 說 她 打 算 寫 本 

帝國 晚期 婦女 史 時 , 對 方 嚴 奔 看 著 她 說 :「' 若 有 足夠 材料 為 據 , 那 

會 是 不 錯 的 主 意 , 但 沒 有 吧 」。 (後 來 我 這 位 同 事 寫 出 兩 本 獲獎 且 

充分 引證 之 作 。) 在 我 學 術 研 究 生 涯 中 , 此 領域 拓展 如 此 迅速 , 以 

至 於 每 年 有 許多 出 色 專 書 出 版 , 還 有 數 十 、 數 百 篇 論文 發 表 。 

我 認為 , 在 歷經 過 去 幾 十 年 的 學 術 工 作 後 , 該 是 做 個 總 結 的 

時 候 。 而 我 曾 參 與 開 創 的 中 國 婦女 史 領 域 已 發 展 到 何 種 程度 ? 我 們 

常 喜 歡 說 , 要 認真 考慮 將 女 性 納入 我 們 對 中 國 史 之 理解 , 那 不 像 是 

' 加 點 婦女 這 類 香料 後 再 拌 炒 」, 反而 是 從 根本 上 改變 此 領域 。 我 們 

這 些 學 者 是 否 能 不 負 眾 名 ? 而 我 們 最 希 塵 學 生 能 學 到 , 對 自 己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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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去 與 當 下 所 處 世界 有 所 幫助 的 是 什麼 ? 

所 以 , 我 答應 出 版 社 寫 這 本 書 。 這 本 書 結果 成 為 我 曾 撰寫 過 最 

為 困難 的 學 術 作 品 。 通 常 , 我 想 怎麼 寫 就 怎麼 寫 。 但 現在 , 我 覺得 

有 無 數 的 評審 , 每 個 人 都 在 看 著 。 一 方面 在 於 , 歐 美 、 中 國 及 其 他 

地 方 學 界 在 大 約 過 去 半 世 紀 所 產 出 的 婦女 和 性 別 史 研 究 。 當 然 , 我 

在 書 中 運用 自 己 的 研究 , 但 也 引用 其 他 學 者 的 研究 成 果 。 我 是 否 正 

確 理解 這 些 內 容 ? 是 否 公 平 處 理 這 些 研究 材料 ? 

另 一 方面 , 我 能 感受 到 我 的 學 生 , 一 眼看 著 書 、 另 一 眼 正 游移 

在 Snapchat ( 或 幾 年 後 宗 到 Tiktok、Discord, 或 Metaverse、ChatGPT 

等 社 群 媒體 )。 我 近年 來 的 學 生 是 與 數 位 科技 一 起 長 大 的 , 他 們 習 

慣 把 自 己 的 注意 力 分 散 到 眾多 競 逐 的 內 容 之 中 。 有 鑒於 眾多 議 人 和 奪 

目的 內 容 , 所 以 我 問 問 自 己 , 我 是 否 能 寫 出 一 句 句 引 發 學 生 繼續 讀 

下 去 的 文 句 內 容 ? 

我 不 知道 , 也 有 可 能 永遠 不 會 知道 ' 我 在 學 生 端 這 方 是 否 已 成 

功 。 jozzez qzd C77aezS Reuo/z/ro7s 於 2019 年 出 版 , 而 隨後 幾 年 的 教 

學 活動 中 斷 。 我 們 且 看 長 期 下 來 該 書 是 否 能 對 學 生 產生 助 益 。 

如 今 , 臺 灣 的 華語 讀者 能 閱讀 到 這 本 中 文 版 。 我 期 鎊 會 有 新 的 

問題 出 現 ' 而 我 想 在 此 提出 一 個 問題 。 一 如 我 在 導論 中 提 及 , 本 書 

尚未 充分 關注 華語 世界 之 區 域 變 異 和 思想 流通 。 我 一 直 期 盼 , 這 可 

作為 對 本 書 及 其 他 中 國 性 別 史 研 究 之 回 應 ' 學 者 會 進 一 步 考 慮 當 地 

現況 之 特 殊 性 ', 且 不 忘 跨 域 聯繫 。 當 然 , 臺 灣 也 曾 屬 於 帝制 中 國 邊 

隆 一 隅 , 且 過 去 有 半 世 紀 曾 為 日 本 帝國 一 部 分 , 其 政治 發 展 有 別 於 

中 國 大 陸 , 並 在 1949 年 後 再 次 脫離 。 然 而 , 性 別 思想 和 實踐 在 政治 

界限 間 之 流通 , 對 形 塑 本 書 涵蓋 時 期 臺灣 所 發 生 的 種 種 事件 至 關 重 

要 。 因 此 , 我 尤其 想 問 : 本 書 所 陳述 之 主 題 , 是 否 有 益 於 理解 過 去 

與 當 代 的 臺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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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此 相 關 的 問題 是 , 學 界 如 何 與 行 動 主 義 產 生 關聯 。 正 如 有 色 

人 種 女 性 主 義人 士 一 直 以 來 提醒 美 國 白人 女 性 主 義人 士 , 沒 有 一 個 

次 級 群 體能 替 每 個 人 發 聲 。 臺 灣 有 屬於 自 己 活躍 發 展 的 女 性 主 義學 

界 與 運動 群體 。 我 希 鹿 本 書 所 提 及 之 事件 與 論點 , 能 對 促成 全 球 多 

元 女 性 主 義 運 動 間 的 互動 , 產 生 出 令 人 深思 之 討論 。 

最 後 , 在 此 謹 以 個 人 表 示 致 意 。 本 書 英文 版 謹 獻 給 Delia 

Davin、Margery Wolf 和 Marilyn Young 這 三 位 女 性 主 義 先 驅 學 者 , 

其 協助 在 英語 世界 中 開 創出 中 國 婦女 和 革命 研究 領域 。 而 在 撰寫 

此 中 文 版 序 時 , 我 正在 悼念 最 近 離 世 的 同 事 、 合 著 者 兼 好 友 Emily 

Honig, 我 們 兩 人 從 研究 生 時 期 就 開 始 探索 中 國 婦女 史 。 我 齊 以 此 中 

文 版 獻 給 她 。 

賀 蕭 (Gail Hershatter ) 

2023 年 10 月 於 聖 克 伙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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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 是 為 了 紀 念 Delia Davin (1944-2016) 、Marilyn Young 

( 1937-2017) 及 Margery Wolf ( 1933-2017 ) 這 三 位 卓越 非凡 女 性 , 

自 1960 年 代 晚 期 開 始 對 中 國 女 性 與 性 別提 出 的 深刻 問題 , 啟 發 且 持 

續 促 成 我 們 後 進 學 者 的 研究 。 

儘管 中 國 婦女 史 在 許多 面向 上 仍 有 待 發 掘 , 但 學 者 的 開 創 性 研 

究 讓 我 獲 益 良 多 。 我 直接 運用 他 們 的 研究 、 引 用 相 關 重 要 文 獻 , 並 

作為 本 書 的 推 薦 延伸 閱讀 。 我 也 借助 了 此 新 興 領域 中 的 學 術 對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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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本 書 提出 了 一 個 問題 , 而 這 個 問題 對 於 我 們 如 何 看 待 過 去 會 有 

很 大 影響 。 若 我 們 把 女 性 放 到 過 去 兩 個 世紀 中 國 的 敘事 核心 , 這 會 

如 何 改變 我 們 既 有 的 理解 ? 

隱 含 在 此 問題 背後 的 ,' 是 一 個 觀察 : 歷 史 事 件 , 即 便 是 著 名 事 

件 , 無 法 以 一 致 方式 來 加 以 認識 及 體驗 。 這 重要 的 關乎 到 該 事件 人 

物 為 何 , 以 及 其 身 在 何 處 。 我 們 所 稱 之 為 [中 國 」 此 政體 , 從 1800 

年 至 今 超 過 兩 個 世紀 以 來 , 一 路 歷經 帝國 瓦解 、 民 族 建 構 、 外 強 侵 

略 、 革 命 再 到 共產 黨 掌 控 資本 全 球 化 的 徹底 轉 變 。 不 同 區 域 有 著 不 

同 程度 的 變化 , 當 中 有 些 改變 比 有 些 區 域 甚 大 。 已 有 許多 種 概念 與 

實踐 的 災 力 , 重 新 想 像 與 重 塑 「 中 國 」 此 地 方 。 即 使 我 們 省 慣 將 中 

國 史 視 為 單一 展開 的 歷史 , 但 對 出 身 富庶 江南 的 精英 男性 與 北方 貧 

困 農 村 女 性 卻 有 著 不 同 意 涵 。 

本 書 所 正視 的 是 視角 、 階 級 與 地 域 上 的 重要 差異 。 與 此 同 時 , 

本 書 也 將 說 明 在 這 些 差異 之 中 , 更 需要 密切 關注 不 停 變動 的 婦女 勞 

動 範圍 與 意義 , 以 及 女 性 在 社會 問題 、 國 恥 與 政治 轉 型 等 面向 上 的 

彈性 象徵 ; 少 了 這 兩 大 面向 的 中 國 現代 史 就 會 不 完整 , 或 其 至 讓 人 

難以 理解 。 

中 國 過 去 兩 百 餘年 來 發 生 的 主 要 政治 事件 , 是 一 段 巨變 動盪 時 

代 : 其 歷經 與 西方 及 日 本 帝國 衝突 、 王 朝 式 微 與 瓦解 、1912 年 的 民 

國 建立 、 軍 閥 爭 戰 內 門 、 反 傳統 文 化 、 共 產 革命 運動 興起 、 國 民政 

府 國 族 建構 、 日 本 侵略 、 國 共 內 戰 、 共 產 黨 勝 利 、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與 

派系 鬥爭 、 大 躍進 與 文 化 大 革命 、 毛 澤 東 之 死 與 部 小 平時 代 、 改 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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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放 與 大 規模 人 口 遷 徙 , 以 及 中 國 經 濟 強權 的 崛起 。 隨 重大 政治 事 

件 產生 複雜 的 社會 與 文 化 變遷 : 帝 國 政權 與 地 方 精英 的 連結 式 微 ; 

新 式 知識 分 子 出 現 、 上 海 等 半 殖 民 租 界 城市 崛起 、 書 寫 語言 (白話 

文 ) 及 出 版 形式 ; 有些 農 民 找 到 新 財源 , 有 些 卻 漸漸 貧困 ; 政 治 軍 

事 化 與 教育 普及 推 展 、 學 生 連動 與 抵制 洋 貨 運動 ; 城鄉 戰 時 動員 ; 

農村 社會 主 義 改 造 ; 為 社會 主 義 服務 的 文 藝 改 造 ; 人 民 公 社 解體 ; 

農民 轉 變成 城市 勞工 、 農 村 沒 落成 鬼 鎮 或 高 樓 林 立 ; 企業 家 、 消 費 

者 、 中 產 階級 及 網 民 出 現 ; 還 有 日 益 惡 化 的 不 平等 與 環境 危機 。 

本 書 建立 在 已 活躍 數 代 的 婦女 史 研 究 之 上 , 從 持續 觀察 這 些 

歷史 事件 為 起 點 , 女 性 同 樣 出 現在 這 些事 件 之 中 。 她 們 是 危難 的 受 

害 者 、 改 革 的 目標 ' 同 時 也 是 過 去 兩 個 世紀 以 來 國 族 建構 與 社會 發 

展 的 參與 者 。 在 公共 論述 中 反覆 提 及 的 女 性 地 位 呈現 中 國 危機 之 跡 

象 , 同 時 用 於 另類 未 來 的 設想 。 女 性 在 革命 願景 中 具有 重要 地 位 , 

且 在 社會 主 義 建設 與 資本 主 義 發 展 中 , 成 為 國 家 眼中 寶貴 的 勞動 
力 。 

本 書 一 方面 與 近來 學 界 一 直 示 聚焦 的 性 別 問題 進 行 對 話 , 持 

續 探 究 : 發 生 在 中 國 現代 史 的 主 要 事件 中 , 女 性 身 於 何 處 ? 而 在 與 

中 國 婦女 史 先 驅 作 品 的 對 話 中 , 本 書 則 追問 : 除 已 形成 的 敘事 外 , 

還 有 什麼 有 待 關注 ?「 女 性 」 並 非 是 個 同 質 團體 。 區 域 、 世 代 、 階 

級 、 族 群 、 城 鄉 、 教 育 以 及 特 定 歷 史 情 境 等 因素 對 性 別 差 異 的 認知 

理解 , 都 至 關 重 要 。 假 使 我 們 關注 這 個 稱 之 為 「 中 國 」 區 域 、 族 群 

與 歷史 變異 , 我 們 又 能 對 形 塑 女 性 生 活 與 「 女 性 」 概 念 的 種 種 規 

範 、 活 動 與 事件 , 提 出 何 種 論述 ? 何 種 女 性 留 下 實質 痕跡 , 而 我 們 

又 能 建構 出 何 種 故事 ? 我 們 該 如 何 考慮 歷史 沉默 及 無 法 憑空 設想 答 

案 的 問題 ? 

本 書 仔細 審視 「 大 歷史 」 中 認可 的 事件 , 是 如 何 與 一 般 百 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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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交錯 ' 而 將 以 性 別 作為 分 析 的 視角 。 本 書 探詢 , 這 些事 件 如 何 特 

別 影響 到 女 性 , 而 女 性 又 如 何 影響 了 這 些事 件 的 走向 。 舉 例 來 說 , tw 

女 性 是 否 有 過 1911 年 起 義 革 命 ? 是 否 有 過 社會 主 義 草 命 ? 若 有 , 那 

這 些 革 命 會 呈現 何 種 樣 貌 ? 又 是 哪些 女 性 有 過 革命 ? 當 然 , 性 別 並 

非 是 史家 唯一 要 用 的 分 析 視 角 , 但 性 別 卻 是 中 國 過 去 這 兩 百 年 轉 變 

過 程 中 一 個 持續 且 重要 的 差異 主 軸 。 當 歷史 忽視 性 別 與 女 性 在 深刻 

性 別 化 社會 中 的 角色 , 就 會 忽略 或 誤解 人 們 理解 周遭 動 溫 環境 的 根 

本 方式 。 

有 兩 大 主 題 將 反覆 出 現 人 貫穿 本 書 。 第 一 個 主 題 是 女 性 勞動 的 重 

要 性 , 無 論 是 可 見 與 不 可 見 勞 動 。 女 性 在 居家 與 公共 空間 的 勞動 , 

形 塑 中 國 從 帝國 、 民 國 、 社 會 主 義 到 崛起 中 資本 強權 的 轉 變 過 程 。 

這 些 勞 動 一 部 分 受到 了 國 家 或 知識 分 子 所 認可 , 也 留 下 了 便於 我 們 

重建 女 性 勞動 如 何 與 為 何 受 重 視 的 文 獻 紀 錄 。 然 而 , 當 中 有 部 分 並 

未 出 現在 歷史 紀錄 中 , 而 本 書 也 考慮 了 為 何 會 出 現 如 此 狀況 的 問 

題 。! 女 性 隱藏 的 再 生 產 勞 動 (reproductive labor) 不 只 包含 生 育 , 

還 有 照顧 一 家 吃 穿 、 養 育 小 孩 、 照 顧 長 斐 、 纖 繫 街 坊 鄰里 關係 及 做 

手工 替 家 裡 掙 錢 。 這 樣 的 勞動 對 維繫 家 庭 存 續 , 或 需 仰 賴 女 性 一 日 

雙 班 (double shift) 工作 的 大 型 國 家 計 畫 來 說 , 都 具有 關鍵 地 位 。 

舉例 來 說 , 毛 澤 東 時 代 的 女 性 勞動 分 為 白天 在 集 體 農場 務農 , 別 上 

另外 要 徹夜 紡織 。 女 性 執行 的 勞動 是 隨 階 級 而 變化 。 無 論 如 何 ', 對 

過 去 兩 百 年 所 有 各 類 型 家 庭 來 說 , 女 性 勞動 都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本 書 

便 是 努力 要 讓 大 家 能 看 見 這 些 勞 動 。 

1 Gates (2001, 131-32) 針對 為 何 大 家 對 革命 前 中 國 的 女 性 勞動 所 知 甚 少 , 提 出 幾 個 理 

由 : 留 下 文 獻 紀 錄 的 文 人 精英 , 對 手工 勞動 所 知 甚 少 : 實際 勞動 與 其 價 值 納入 家 庭 

之 中 ; 將 絕 大 多 數 女 性 勞動 作為 家 中 長 品 與 男性 「 報 手 」 的 角色 。 但 在 Gates 研 究 

範圍 外 , 則 是 本 書 另 一 個 主 題 : 儘 管 1949 年 革命 後 動員 女 性 進 行 社會 生 產 已 昭 然 若 

揣 , 但 多 數 女 性 勞動 為 何 仍 屬於 隱 而 不 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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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書 的 第 二 個 主 題 則 是 性 別 本 身 所 展現 的 象徵 作用 , 此 作用 與 

女 性 的 生 命 與 利益 交織 在 一 起 , 但 兩 者 並 非 僅 是 同 一 件 事 。 從 19 世 

紀 初 到 現在 , "女 性 」 形 象 不 斷 由 國 家 領導 階層 與 所 有 政治 主 張 的 

知識 分 子 , 以 及 寫 給 精英 與 一 般 百 姓 文 學 作品 中 引用 , 同 時 嘗試 想 

像 與 形 塑 一 個 新 中 國 。 女 性 應 該 做 什麼 、 還 有 應 該 怎麼 樣 , 此 問題 

從 帝國 到 民國 的 積 弱 不 振 、 部 分 領土 遭 占領 , 到 社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誕 

生 、 一 路 再 到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的 崛起 強權 , 始 終 是 中 國 轉 型 過 程 中 公 

眾 論戰 的 焦點 。 有 時 會 將 「 女 性 」 視 為 文 化 積 弱 的 象徵 , 但 有 時 卻 

又 看 成 是 中 國 邁 入 現代 國 家 之 列 的 表 徵 。 有 時 女 人 也 會 被 視 為 拖累 

國 家 經 濟 的 無 知 負擔 , 有 時 卻 也 會 被 看 作 救國 之 母 , 或 加 快 社會 主 

義 發 展 進 程 的 女 英雄 。 本 書 探索 了 「 女 性 」 的 象徵 所 發 揮 的 作用 。 

當 人 們 在 使用 性 別 語言 時 , 有 何 種 顧 應 ? 這 種 語言 如 何 發 揮 作 用 , 

又 為 何如 此 強大 ? 在 何 種 情形 下 , 女 性 會 以 自 我 表 述 及 行 動 來 拓展 

女 性 的 可 能 性 ? 當 我 們 將 重點 放 在 , 把 性 別 視 為 一 種 組 織 勞 動力 、 

閣 明 權力 關係 及 制定 變革 議題 的 方式 , 我 們 對 中 國 史 及 其 劇變 時 刻 

之 理解 亦 隨 之 改變 。 

ce 一 一 和 > 一 _> 

本 書 以 下 各 章 是 以 時 序 方式 來 安排 。 每 一 章 都 提供 了 足夠 的 歷 

史 背 景 , 如 此 得 以 讓 讀者 能 在 較 廣 的 政治 脈絡 中 , 定 位 女 性 的 隱 性 

勞動 及 其 象徵 作用 。 同 時 , 每 章 亦 探討 , 當 我 們 凸顯 性 別 時 , 我 們 

對 該 脈絡 之 理解 會 產生 何 種 改變 。 本 書 雖 並 非 完全 複製 , 但 基本 依 

循 目前 常見 的 中 國 歷史 分 期 方式 來 呈現 。 

本 書 前 三 章 探索 清 帝國 最 後 一 個 世紀 的 生 活 。 這 是 一 段 變動 

迅速 卻 又 充滿 不 穩定 的 時 代 。 第 1 章 「 帝 制 中 國 性 別 化 勞動 (1800- 

1840 ) 」 說 明 末 代 王 朝 當 時 發 展 變化 、 擴 張 與 競爭 的 世界 ; 無 論 背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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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何 , 女 性 勞動 對 家 族 存續 與 興旺 和 韶 發 重要 。 此 章 探索 兩 位 虛構 合 

成 的 女 性 生 命 , 一 位 來 自 精英 階層 , 一 位 則 是 普通 農民 , 追 湖 其 各 

別 多 代 同 堂 家族 中 勞動 與 人 格 面向 的 異同 。 

第 2 章 「 變 動 (1840-1900) 」 描 述 當 時 面臨 內 亂 外 患 的 中 國 , 

各 界 婦女 發 覺 個 人 生 計 遭 受 挑戰 , 而 在 各 種 嚴峻 狀況 下 , 捍 衛 自 身 

名 譽 並 持家 。 吸 食 鷺 片 成 菜 、 帝 國 列強 煽動 軍事 動員 、 反 清 運動 及 

遍布 各 地 的 饑荒 ' 撼 動 清 帝國 大 半 江 山 , 也 因而 讓 女 性 流離 失 所 。 

然而 ', 當 時 獲准 在 通商 口岸 建立 租界 的 外 國 人 , 透 過 傳教 活動 及 皇 

擊 熾 嬰 、 總 足 與 拐賣 婦女 等 陋習 , 同 時 也 引進 了 新 女 性 觀 。 

第 3 章 「 革命 浪潮 (1895-1912) 」 解 釋 19 與 20 世 紀之 交 , 包 

含 許多 重要 女 性 理論 家 與 運動 人 士 在 內 的 中 國 知識 分 子 , 如 何 與 為 

何 將 「 婦 女 問題 」 視 為 中 華 民 族 嶄 露頭 角 的 關鍵 。 無 論 是 希 刻 部 分 

透過 教育 婦女 來 拯救 清 廷 的 立 憲 派 、 鼓 吹 放 足 的 外 國 人 、 提 倡 女 學 

經 典 的 女 性 詩人 與 時 評 家 , 甚 或 是 想 要 推 翻 滿 清 的 女 性 革命 家 都 了 

解 到 , 對 於 輪廓 尚未 成 形 的 新 社會 秩序 來 說 , 女 性 地 位 是 相 當 關鍵 

的 。 

接 下 來 第 4 章 到 第 7 章 , 這 四 章 檢視 1949 年 革命 前 、 混 亂 數 十 

年 間 的 女 性 活動 以 及 將 「 婦 女 」 視 為 社會 問題 與 國 族 象徵 的 方式 。 

第 4 章 「 不 同 的 想 像 未 來 (1912-1927) : 五 四 史話 」 檢 視 新 文 化 運動 

的 關鍵 議題 , 亦 即 當 時 著 名 知識 分 子 所 支持 的 女 性 自 由 。 即 便當 時 

部 分 都 市 女 性 已 進 入 辦公 室 工作 , 其 他 女 性 則 擔任 家 庭 幫 傭 維 生 , 

但 女 性 成 為 科學 式 家 庭 管理 者 之 重要 性 , 如 此 新 觀念 也 在 此 時 大 量 

湧現 。 本 章 也 描述 了 女 校 如 何 成 為 家 庭 之 外 的 女 性 另類 社會 選擇 。 

本 章 追溯 現代 產業 工人 階級 的 出 現 , 而 女 性 成 為 當 中 主 要 的 組 成 分 

子 , 並 探討 日 益 商 業 化 的 名 妓 生 活 與 性 工作 範疇 的 擴散 。 最 後 , 接 

續 提 及 年 輕 女 性 積極 分 子 動 員 女 性 , 加 入 國 民 黨 或 共產 黨 陣 和 營 之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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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迷 試 。 

第 5 章 「 訓 政體 制 (1928-1937) 」 聚 焦 南 京 國 民政 府 當 時 所 支 

持 的 國 家 建設 計 畫 。 當 中 許多 計 畫 將 女 性 視 為 社會 秩序 重 整 之 核 

心 ', 亦 即 國 民政 府 打 算 藉 由 制定 新 規範 的 方式 , 而 不 以 社會 革命 所 
需 的 階級 鬥爭 來 改造 社會 。 當 時 新 制定 的 《 中 華 民國 民法 》 重 新 定 
義 婚 姻 與 離婚 , 賦 予 女 性 新 權利 與 義務 , 也 開 啟 都 市 女 性 時 而 上 法 
庭 要 求 改善 生 活 處 境 的 新 時 代 。 國 民政 府 著 手 推 動 以 科學 生 育 知 
識 ' 來 訓練 助產士 、 幫 助 並 改善 貧窮 女 性 處 境 、 規 範 娼 妓 產 業 , 以 

及 終結 眾多 女 性 信徒 參與 的 民間 宗教 活動 。 然 而 , 所 有 種 種 努力 草 

與 此 同 時 , 認 真 且 關注 職 涯 發 展 的 「 新 女 性 」 及 賣弄 風情 與 狡 
詐 多 端的 ' 摩 登 女 郎 」 形 象 逐漸 在 地 化 , 並 成 為 公眾 關注 與 社會 爭 

議 之 所 在 。 在 全 球 大 蕭條 情況 下 , 女 工 持 續 成 為 推 進 上 海產 業 發 展 
的 動力 , 有 時 也 積極 參與 勞工 活動 。 這 波 大 蕭條 同 樣 影 響 到 農村 婦 
女 , 但 她 們 卻 往 往 不 在 政府 救助 範圍 內 。 因 而 , 她 們 只 能 在 此 棘手 
的 農村 危機 中 掙扎 求生 。 國 民政 府 試圖 以 新 生 活 運動 所 精心 制定 的 
規範 來 動員 女 性 , 但 這 似乎 不 足以 解決 當 時 廣泛 且 複雜 多 樣 的 國 家 
問題 。 

第 6 與 第 7 章 則 是 探究 不 同 的 戰爭 環境 對 女 性 的 影響 。 第 6 章 
“ 戰 時 女 性 (1928-1941) 」 追 溯 女 性 在 共產 黨 軍 動 顛 沛 流離 發 展 過 
程 中 扮演 的 角色 。 尤 其 當 共產 黨 撤 退 到 農村 地 區 , 建 立 農村 蘇維埃 
政權 時 更 是 仰賴 著 婦女 的 勞動 。 但 其 後 共產 黨 往 西北 進 行 長 征 時 , 
就 將 大 多 數 婦 陸 留 下 。 到 了 1931 年, 日 軍 攻 陷 中 國 東北 , 並 建立 其 
從 屬 國 (滿洲 國 )。 那 時 開 始 , 女 性 就 以 小 說 家 、 宗 教 團體 成 員 、 收 
片 成 北 者 或 煙 館 老闆 身分 出 現在 公共 場合 。 隨 著 1937 年 日 本 全 面 侵 
華 , 激 烈 軍 事 衝突 區 內 的 女 性 深 陷 系 統 性 軍事 暴行 、 流 離 失 所 成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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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 "還 有 失去 家 中 壯 丁 與 經 濟 支柱 等 險 境 。 婦女 成 立 救濟 組 織 , 

並 為 國 軍 進 行 救護 及 宣傳 工作 。 當 日 軍 攻 勢 在 1938 年 暫 告 一 段 落 , 

身 處 華東 日 本 占領 區 內 的 婦女 也 面臨 到 一 連 串 的 挑戰 ‧ 

第 7 章 「 戰 時 女 性 (1935-1949) 」 繼 續 講 述 內 陸 戰 時 首都 及 其 

周遭 地 區 女 性 在 國 民政 府 抗戰 中 的 角色 , 當 中 也 包含 需要 仰賴 女 性 

勞動 來 維持 家 計 的 農村 地 區 。 共產 黨 也 同 時 在 西北 與 其 他 根據 地 推 

行 經 濟 發 展 措施 , 其 中 部 分 位 於 日 本 淪陷 區 內 , 動員 當 地 女 性 參與 

農 活 及 紡織 生 產 , 對 於 共產 黨 存 續 發 揮 關鍵 作用 。 當 時 共產 黨 幹部 

為 配合 西北 農村 民情 , 努 力 調整 由 來 已 久 急需 處 理 的 婚姻 改革 , 同 

時 也 試 著 將 大 批 湧 入 根據 地 的 都 市 女 性 整合 至 共產 革命 運動 之 中 ! 

但 這 些 努 力 並 非 總 是 一 帆 風 順 。 

最 後 兩 章 則 是 探究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建國 後 性 別 秩序 重 整 中 的 

女 性 角色 。 第 8 章 「 社 會 主 義 建設 下 的 女 性 (1949-1978) 」 檢 視 社 

會 主 義 建設 時 期 , 從 廢 娼 、 婚 姻 改革 到 訓練 農村 接生 員 , 全 中 國 女 

性 都 成 為 國 家 宣傳 的 對 象 與 原 動力 。 藉 由 發 展 工業 與 農業 集 體 化 的 

雄 圖 大 略 , 國 家 徹底 重新 改造 城市 與 農村 女 性 的 勞動 生 活 及 社 群 。 

本 章 評估 黨國 對 解放 婦女 此 概念 , 與 家 庭 、 學 校 與 工作 職場 中 的 互 

動 。 本 章 探討 性 別 角 色 在 兩 大 國 家 運動 中 的 再 運作 : 引 發 災難 性 饑 

荒 的 大 躍進 (1958-1960) , 以 及 有 許多 年 輕 女 性 投身 紅衛兵 連動 而 

被 送 到 農村 無 限期 生 活 勞動 的 文 化 大 革命 ( 1966-1976) 。 本 章 也 同 

樣 檢 視 國 家 高 度 投入 農村 醫療 與 教育 , 以 及 女 性 在 集 體 化 農業 中 強 

化 的 角色 , 而 從 根本 上 改變 農村 婦女 生 活 。 

第 9 章 「 資 本 主 義 女 性 (1978-) 」 則 提供 了 對 後 毛澤東 時 代 , 

亦 即 改革 開 放 40 年 來 的 初步 評價 。 本 章 分 析 公眾 論述 中 興起 的 性 

別 討論 , 即 便 此 時 已 淡化 或 否定 階級 這 類 分 析 範 疇 。 同 時 ,' 本 章 也 

關注 持續 圍繞 在 女 性 可 見 與 隱形 勞動 的 當 代 社 會 議題 : 年 邁 雙 親 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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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 與 忽視 、 農 活 轉 移 到 年 長 或 中 年 婦女 、 逐 漸 下 降 的 婦女 勞動 參與 

率 、 性 別 間 愈 趨 明 顯 的 所 得 不 均 , 以 及 加 深 和 充斥 性 別 階 序 的 語彙 
措 詞 。 本 章 以 1979 年 一 孩 計 畫 生 痛 政 策 為 起 點 。 獨 生 子女 政策 不 
僅 對 女 性 與 女 童 造成 歧視 , 還 有 鄉里 對 負責 執行 農村 獨生子 女 政策 
的 中 年 女 性 幹部 之 怒火 。 本 章 也 探究 , 促 使 國 家 收回 政策 、 造 成 這 
數 十 年 來 理想 家 庭 規 模 與 結構 轉 變 等 原 因 。 接 著 , 本 章 檢視 離開 農 
村 , 以 工廠 工人 、 服 務 員 、 性 工作 者 及 / 或 中 國 新 市 鎮 新興 消 費力 
等 形象 重新 出 現 的 女 農民 工 。 隨 著 公眾 重視 個 人 生 活 的 重要 性 , 本 
章 也 隨 之 探討 約 會 、 婚 姻 、 消 費 模式 與 離婚 等 議題 , 同 時 也 觸及 日 
益 受 到 關注 的 個 人 裝扮 、 性 樣 態 、 流 行 文 化 中 所 勾勒 的 女 性 形象 之 
轉 變 、 女 性 該 從 事 何 種 工作 的 論辯 、 都 會 婚姻 衍生 出 日 益 重 要 的 房 
產 問 題 , 以 及 《 婚 姻 法 》 修 正 案 刻意 排除 許多 女 性 家 產 所 有 權 的 問 
題 。 

本 章 最 後 則 以 勾勒 數 世代 新 女 權 之 聲 作 結 : 開 創 中 國 婦女 研究 
的 學 者 ; 活 躍 於 1995 年 北京 「 聯 合 國 第 四 次 世界 婦女 大 會 」 期 間 及 
之 後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人 士 ; 以 及 結合 街 頭 劇場 與 社 群 媒體 之 運用 , 發 
起 一 連 串 家 暴 、 性 騷擾 抗議 活動 的 年 輕 積極 分 子 。 在 女 性 地 位 首 度 
與 中 國 命運 及 可 能 達成 現代 性 串聯 以 來 的 一 個 多 世紀 , 女 性 、 國 族 
與 現代 性 彼此 交織 的 想 像 連結 , 仍 是 一 種 點 出 及 處 理 社會 問題 強 而 
有 力 的 方法 。 

二 一 一 一 _- 

《 婦 女 與 中 國 革命 》 探 索 了 女 性 勞動 和 「 女 性 」 象 徵 是 如 何 協 
助 帝國 凝聚 團結 並 將 其 瓦解 , 又 如 何 肩負 國 族 建構 、 社 會 主 義 建設 
與 資本 成 長 。 當 然 , 本 書 也 絕 非 是 過 去 兩 個 世紀 以 來 女 性 的 生 活 全 
貌 。 本 書 既然 透過 檔案 文 獻 來 追溯 過 往 , 亦 呈現 出 此 方法 之 限制 。



導論 

例如 , 本 書 介紹 了 中 國 地 理 變異 性 。 以 及 不 同 種 類 的 性 別 工作 ' 讓 
看 似 一 統 的 「 中 國 」 論 點 連 發 一 致 ‧ 但 本 書 也 認為 , 我 們 應 該 開 始 

注意 到 中 國 邊 亞 女 性 的 多 樣 生 活 , 尤 以 形 塑 少數 民族 女 性 生 活 的 力 
量 , 絕 非 是 漢人 為 主 流 的 中 國 史 敘 事 所 涵 括 的 。 另 外 附帶 提 及 , 形 
成 華南 一 帶 人 口 移動 、 資 金 流動 與 觀念 交流 的 華僑 與 海外 華人 , 都 
使得 該 地 區 呈現 出 獨特 的 歷史 及 性 別 勞動 模式 。 至 於 當 代 探討 同 性 
情慾 及 性 別 認同 流動 的 議題 , 在 此 則 較 少 論 及 。 讀 者 或 許 不 應 該 設 
想, 我 對 此 晚近 歷史 片 段 的 探索 已 心滿意足 , 而 我 希 刻 各 位 也 不 會 
因而 滿意 , 畢 竟 還 有 許多 研究 有 待 完成 。 本 書 只 是 一 個 初步 的 控 
座 , 也 是 一 封 邀 請 函 , 期 盼 其 他 有 志 者 能 加 入 拓展 相 關 研究 視野 之 

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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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在 中 國 捲 入 鴉片 戰爭 (1839-1842 ) 這 場 危 機 之 前 ', 清 帝國 生 

活 早 就 已 經 面臨 諸多 變動 。 雖 然 帝 制 中 國 近 兩 千 餘年 , 但 19 世 紀 初 

已 逐漸 浮現 社會 壓力 的 新 徵 淘 。 在 這 個 日 益 流動 與 競爭 的 世界 裡 , 

十 紳 與 一 般 百 姓 家 庭 女 孩 及 婦女 所 承擔 的 勞動 , 對 家 庭 福 祉 來 說 從 

未 如 此 重要 過 。 

1644 年 , 中 國 東北 的 滿族 征服 中 國 , 建 立 大 清 王 朝 ', 也 同 時 

開 啟 了 一 段 擴張 史 。 西 征 、 內 部 移民 、 人 口爆 炸 、 經 濟 成 長 及 各 式 

思辨 促成 學 術 活躍 發 展 , 是 清朝 統治 的 前 兩 個 世紀 所 呈現 的 重要 特 

徵 。 跨 區 域 貨 品 與 觀念 流通 愈 趨 活 躍 。 由 新 世界 傳人 的 新 作物 因而 

出 現 新 栽種 模式 , 而 隨 販 賣 到 歐洲 的 絲 織品 、 陶 應 與 茶葉 交易 ,' 新 

世界 的 白銀 也 開 始 流入 中 國 。 

這 些 發 展 改 變 了 每 個 地 區 與 各 種 背景 所 有 人 的 生 計 。 此 時 , 商 

機 大 增 , 許 多 男性 也 因 經 商 而 致富 , 但 同 時 每 個 家 庭 的 經 濟 壓力 也 

與 日 俱 增 。 勞 動 家 庭 的 耕地 也 因為 世代 分 割 繼承 而 越 來 越 破碎 , 為 

維持 及 改善 家 中 生 計 , 只 能 投入 商 業 市 場 生 產 。 男 性 為 了 找 工作 而 

離鄉背井 數 月 或 數 年 。 有 時 為 謀求 更 好 生 活 , 只 得 從 人 口 稠密 區 舉 

家 恩 至 人 口 稀少 的 內 陸 或 邊 環 地 區 。 即 便 是 特 權 家 族 也 無 法 不 受 變 

生 影響 , 更 難以 取得 與 維持 帝國 精英 階層 身分 。 

本 章 將 透過 描繪 兩 位 女 性 的 故事 , 來 勾勒 19 世 紀 初 期 這 個 動 濕 

的 世界 。 這 兩 位 女 性 的 故事 是 從 不 同 資料 匯 整 而 成 , 而 非 直 接 由 個 

1 本 章 選用 19 世 紀 下 半 葉 時 期 圖 像 照片 上 旨 在 呈現 相 關 細節 , 而 非 要 完整 呈現 史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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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紀錄 來 重建 的 , 但 絕 非 虛 構 人 物 。 提 及 兩 人 生 活 的 點 點 滴 滴 取 自 

歷史 研究 , 而 這 些 文 字 紀錄 往往 是 沉默 無 聲 的 (例如 : 關 於 性 與 情慾 

經 驗 , 又 或 是 替 自 己 女 兒 總 足 時 是 否 也 百 感 交 集 、 心 情 複雜 等 ), 也 因此 

相 關 描 述 必 然 不 完整 。 其 中 一 位 女 性 , 我 稱 其 為 李 秀 華 ,“" 她 一 手 

打 理 這 個 多 代 同 堂 的 士紳 之 家 , 但 在 當 時 新 經 濟 壓力 下 面臨 家 道中 

落 。 另 一 位 我 稱 之 為 黃 氏 的 女 性 , 即 依循 一 般 農 家 女 性 從 夫 姓 之 特 

慣 來 稱呼 。 黃 氏 出 身 普通 農家 , 而 當 時 紡織 是 讓 一 家 勉 能 溫飽 的 

重要 基礎 。 我 之 所 以 將 這 兩 位 女 性 的 故事 都 設定 在 當 時 中 國 經 濟 最 

富庶 的 江南 , 是 因為 該 地 區 史料 夠 豐 富 , 而 得 以 建構 出 這 兩 人 的 故 

當 然 , 這 兩 則 出 身 中 國 富庶 地 區 的 女 性 故事 ' 顯然 不 足以 代表 

全 中 國 女 性 的 處 境 。 但 從 一 開 始 , 地 方 史 料 文 獻 多 寡 懸 殊 這 樣 的 情 
況 , 就 已 經 決定 我 們 能 否 有 把 握 呈 現 其 他 地 區 女 性 的 樣 貌 , 而 且 沒 

有 單一 人 物 能 充分 重 現 其 他 地 區 多 樣 女 性 勞動 與 生 活 狀態 。 而 這 兩 

則 已 婚 婦 女 故事 , 也 無 法 告訴 我 們 更 多 關於 遭 拐 賣 女 童 、 賣 妻 、 青 

樓 名 妓 、 娼 妓 或 違法 犯 紀 者 等 故事 。 在 接 下 來 的 故事 中 , 我 們 只 會 

在 李 秀 華 與 黃 氏 擔憂 女 兒 能 否 有 個 好 歸宿 時 , 幣 見 上 述 這 些 女 性 的 

身影 。 然 而 , 除 自 身 處 境外 , 這 兩 位 江南 女 性 道 出 更 多 故事 。 她 們 

都 各 自 身 處 於 不 同 人 際 網 路 之 中 ,' 而 兩 人 的 生 命 故事 也 有 助 於 我 們 
去 找 到 , 串 聯 起 家 與 社會 族群 , 且 時 而 橫 跨 更 廣 範 圍 的 關係 。 透 過 
思考 她 們 有 哪些 共同 處 , 她 們 的 生 命 軌跡 又 在 何 處 產生 分 歧 , 她 們 

所 處 的 區 域 又 跟 其 他 低 度 開 發 地 區 有 何不 同 , 以 及 她 們 的 世界 又 是 
如 何 變動 等 問題 , 我 們 可 以 開 始 理解 19 世 紀 中 國 生 活 所 呈現 的 性 別 

化 樣 態 。 我 們 也 可 以 看 到 不 同 社會 階層 女 性 的 工作 狀況 , 而 得 以 在 

* [ 編 按 ]: 此 為 作者 在 書 中 的 LiXiuhua 之 音譯 。 
2 “Watson 1986, 

3 關於 訴訟 與 相 關 檔 案 文 獻 提 及 這 些 女 性 的 記事 , 見 Sommer 2015 與 Ransmei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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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 晚期 活 下 來 。 

書 香 門 第 婦女 

1832 年 , 李 秀 華 是 位 年 過 四 旬 的 已 婚 婦 女 , 負 責 打 理 這 四 代 

同 堂 一 家 上 下 生 活 起 居 、 下 一 代 教養 與 關心 家 人 情緒 等 複雜 家 務 瑣 

事 。 她 必須 確保 一 家 大 小 都 能 吃 飽 穿 暖 、 受 教育 及 身體 健康 。 她 

同 時 要 負責 照顧 守 寡 的 婆婆 、 督 導 家 中 三 個 僕 人 、 管 好 替 家 中 些許 

土地 耕作 的 佃農 、 幫 兩 個 女 兒 找 到 好 對 象 , 同 時 也 要 替 兩 個 兒子 討 

到 好 媳婦 。 此 外 , 即 便 家 境 不 如 以 往 , 她 仍 要 負責 維持 這 個 家 在 地 

方 街 坊 上 的 名 聲 地 位 , 成 為 地 方 上 諮詢 及 不 時 出 錢 出 力 的 對 象 。 有 

時 她 實在 很 想 跟 夫 聿 商 討論 這 些 家 務 , 但 他 遠 赴 百 里 外 在 他 省 擔 任 

縣 官 。 光 是 一 封 信件 往來 可 能 就 得 耗費 數 月 。 因 此 , 從 實務 層面 來 

說 , 秀 華 是 一 家 之 主 , 即 便 從 法 律 來 看 , 一 家 之 主 這 個 位 子 應 該 是 

由 男人 來 擔任 。 

由 已 婚 婦女 操 持 家 務 , 這 在 19 世 紀 中 國 已 非 剛 出 現 之 現象 。 帝 

制 中 國 日 常 生活 運 作 , 即 遵循 「 男 主 外 、 女 主 內 」 觀 念 。 而 在 帝制 

中 國 政治 思想 之 中 , 齊 家 即 為 治國 平 天 下 之 基礎 , 因 此 內 與 外 是 彼 

此 緊密 連接 、 而 非 分 開 不 相 關 的 。 家 中 每 個 成 員 皆 被 賦予 學 會 各 自 

角色 分 際 的 規矩 ' 亦 即 親 慈 子 孝 衍生 形成 君臣 倫理 間 的 責任 義務 。 

家 務 事 成 為 政治 場 域 的 縮影 , 兩 者 藉 由 倫理 實踐 而 緊密 結合 。 

然而 , 內 外 之 別 絕 非 輕易 簡化 成 當 代 「 公 」 與 「 私 」 概 念 , 因 

為 經 濟 生 產 、 教 育 與 宗教 活動 等 許多 事務 也 讓 家 成 為 兼 具 準 公共 活 

動 性 質 的 場 域 。 身 為 名 門 記 族 之 婦 的 秀華 通常 都 待 在 深 閑 後 院 , 也 

4 Mann 2007 與 Mann 1997 為 激發 本 小 節 的 參考 來 源 。 

5 Furth 199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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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11 1875 年 中 國 家 庭 

出 處 :Photographer unknown, Daniel Wolf Collection, New York City. Nigel 

Cameron and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e eds., 7We dee 97 C779g ds See 50 
人 //o/ogze2Ae/s 7227 77ue/ers /850-/72/2 (Millerton,NY:Aperture, 1978), 47. 

就 是 家 庭 婦 女 在 家 中 最 常 活動 的 範圍 。” 她 也 常 到 供奉 夫 家 祖先 牌 
位 的 大 廳 , 因 為 夫 婿 不 在 家 時 她 要 負責 擦拭 整理 神 桌 並 更 換 供品 。 

但 當 夫 聿 在 家 、 有 男性 訪客 上 門 交談 時 , 她 就 不 能 出 現在 大 廳 , 因 
為 像 她 這 樣 身 分 背景 的 女 性 通常 很 少 拋 頭 露面 。 而 身 負 家 庭 興旺 重 

責 的 秀華 , 不 僅 扮演 家 中 重要 角色 , 在 地 方 街 坊 上 一 樣 也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就 如 同 其 他 帝國 晚期 男性 一 般 , 秀 華 夫 奸 須 離鄉背井 數 年 。 早 
在 她 所 處 年 代 的 千 餘年 前 , 男 性 就 已 在 科舉 制度 中 競爭 。 男 性 為 了 
在 科舉 中 求 得 功名 , 得 經 過 多 年 苦 讀經 籍 與 集 注 , 科 舉 制度 亦 確保 
維持 帝國 官僚 系 統 運 作 的 男性 , 具 備 相 同 價 值 觀 與 高 知識 能 力 。 士 

6 關於 居家 格局 與 男女 之 別 間 的 關係 , 見 Bray 1997, 1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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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 地 位 並 非 世 龔 而 來 , 更 不 是 單 靠 財 富 來 決定 , 而 是 得 看 家 中 男 丁 

是 否 有 苦 讀 應 試 並 一 試 成 名 的 本 事 。 即 便 是 富 買 人 家 , 也 都 瘟 單 家 

中 子嗣 能 求 得 一 官 半 職 ' 或 讓 家 中 閩 女 嫁 入 官 寬 人 家 。 順 利通 過 高 

等 科舉 者 ' 會 被 派 到 他 鄉 任官 。 這 種 「 迴 避 制 度 」 理 想 上 避免 了 官 

職 與 個 人 親屬 或 姻親 特 殊 考量 之 間 產 生 利益 衝突 。 因 此 對 秀華 這 樣 

在 家 照顧 年 邁 公 婆 、 養 兒 痛 女 與 持家 的 官 夫人 來 說 , 遠 赴 在 他 鄉 任 

官 的 夫 婿 ' 時 有 婢 妾 相 伴 , 這 早已 是 司空 見 慣 之 事 。 
但 19 世 紀 初 ', 這 位 官 夫 人 與 人 母 , 深 切 感受 到 新 壓力 。1700 年 

大 清 帝 國 人 口 近 1.5 億 人 、1800 年 業已 倍增 , 而 到 1850 年 已 成 長 3 

倍 。' 與 此 同 時 ,' 科 舉 錄取 員額 幾 乎 不 變 , 但 應 考 者 準備 的 考試 內 容 

卻 有 增 無 減 。 因此 , 競 逐 官位 之 激烈 是 前 所 未 有 的 。 科 舉 考試 的 準 

備 早 在 男孩 3 歲 時 就 開 始 ', 並 一 路 持續 幾 十 年 。 理 論 上 , 科 舉 考試 

是 所 有 男性 都 能 參加 的 , 但 對 有 能 力 資助 與 督導 男 童 長 年 準備 應 試 

的 父母 , 科 舉 才 算是 現實 考量 。 通 常 只 有 地 主 或 富 買 之 家 , 才 有 餘 

力 培 育兒 子 來 準備 科舉 。 這 些 精英 階層 男孩 只 有 一 個 責任 : 準 備 科 

舉 。 免 除 衛 役 就 是 該 社會 地 位 的 象徵 。 
兒子 年 紀 尚 小 時 , 準 備 科舉 也 幫 到 秀華 得 知 如 何 讀 古 籍 經典 。 

這 在 書 香 門 第 並 非 罕 見 情 況 : 19 世 紀 中 國 女 性 識字 率 大 約 介 在 2% 

到 10% 左 右 , 而 如 同 江南 這 樣 經 濟 高 度 發 展 地 區 的 識字 率 則 屬於 
前 段 。” 她 出 身 書 香 世家 , 家 中 藏 有 全 國 各 地 書 坊 刊印 銷售 的 刻 版 
書 。 為 滿足 快速 成 長 的 讀者 , 書 坊 不 僅 刊印 古籍 經 典 , 還 會 出 些 修 

7 Elman 2000, 236-37- 

8 除 另 提 及 , 此 處 所 提 及 科舉 , 梢 據 Elman 2000 ( 尤 頁 294-302 提 及 科舉 變化 ) 與 
Miyazaki 1976 # 

9 Rawski 1979, 6-8, 23, 140. Rawski 估計 同 期 男性 識字 率 為 30% 到 45%。Reed 2010, 14-15 
店 計 + 當 時 中 國 約 有 1 億 人 有 基 磷 識字 能 力 。 亦 見 Brokaw 2007, 527。1700 至 1850 年 

間 中 國 人 口 持續 穩定 成 長 至 4.5 倫 人 人, 其 中 2.2 億 為 女 性 , 這 意味 著 女 性 識字 人 品 可 

能 介 於 900 萬 至 2,200 萬 之 間 , 而 當 中 有 少 部 分 具備 古 經 書 閱讀 能 訖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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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 、 養 生 、 生 意 經 等 相 關 書 籍 , 還 針對 特 定 讀者 推 出 新 小 說 與 散 
文 。“ 親 友 們 普遍 認為 , 女 孩 要 讀書 識字 , 將 來 才 能 成 為 相 夫 教 子 

的 賢 妻 良 母 。 
但 女 性 讀書 識字 一 事 , 也 非 完 全 沒 有 爭議 。 父 親 就 曾 對 秀華 

提 過 , 當 時 男性 文 人 間 的 「 婦 學 」 論 戰 。 他 認同 清 代 學 者 章 學 誠 
(1738-1801 ) 的 立場 , 其 強調 受 經 學 教育 的 婦女 , 能 成 為 夫 婿 道德 

行 為 指引 及 子女 教養 者 。 但 章 學 誠 對 女 性 詩文 創作 抱 持 懷疑 的 態 
度 , 這 很 有 可 能 是 由 於 當 時 晚近 著 名 文 壇 才 女 , 都 是 青樓 名 妓 , 而 
非 名 媛 痞 秀 。 相 較 其 他 清 代 男 性 文 人 , 尤 以 詩人 袁 枚 (1716-1797) 

則 鼓勵 推 崇 閩 秀才 女 創作 。 
合乎 禮教 穀 德 或 彰顯 詩 才 的 婦 學 之 爭 雖 懸 而 末 決 , 但 卻 能 從 

秀華 所 受 的 教育 上 發 現 這 兩 者 並 存 的 狀況 。 母親 也 曾 教 她 讀書 識 

字 , 帶 她 閱讀 東漢 女 史學 家 班 昭 (45-116) 傳授 三 從 四 德 的 《 女 

誠 》, 還 有 唐 代 女 官 宋 若 藹 撰 、 宋 若 昭 註 的 女 訓 書 《 女 論語 》。 
至 於 父親 每 每 返 鄉 ,' 便 鼓勵 秀華 吟 讀 詩文 甚而 寫 詩詞 。 她 尤其 

期 待 母親 收 到 姨媽 來 信 的 時 刻 。 母 親 與 姨媽 自 小 親近 , 但 當 時 各 階 

層 女 性 會 因 出 嫁 搬 進 公婆 家 而 四 散 各 方 。 待 成 年 後 來 , 母 親 與 姨媽 

時 常 分 享 各 自 喜愛 、 甚 至 自 己 創作 的 詩詞 。 秀 華 結婚 前 一 年 , 在 地 

方 小 有 名 氣 的 大 姨 還 送 秀 華 一 本 裝幀 精美 的 個 人 詩詞 集 , 這 本 詩詞 

集 是 表 兄 為 了 大 姨 五 十 大 壽 而 出 版 的 。“ 
秀華 家 中 比 較 少 看 到 小 說 , 除 了 當 時 剛 出 版 的 《 石 頭 記 》( 後 般 

《 紅 樓 夢 》) 之 外 。 這 部 描寫 官 宦 之 家 錯綜 複雜 關係 的 小 說 , 深 深 吸 

引 著 母親 與 姨媽 們 , 並 從 中 獲得 詩詞 創作 靈感 。 ” 還 有 由 說 唱 曲藝 

10 Brokaw 2007; Brokaw 2010. 

11 Mann 1997, 83-94. 

12 類 似 例子 , 見 Widmer 2006, 4,9。 
13 Widmer 2006,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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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彈 詞 」 傳 抄 發 展 成 當 時 流行 的 韻文 體 「 彈 詞 小 說 」。 秀 華 幼時 特 別 
愛 與 姐妹 們 大 聲 朗 讀 《 再 生 緣 》 女 英雄 孟 麗 君 是 如 何 一 路 女 扮 男 眉 

到 官 至 宰相 的 故事 , 還 有 《 再 造 天 》 中 孟 麗 君 之 女 的 傳奇 故事 。 
這 些 常 處 深 半 後 院 的 名 媛 點 秀 與 婦女 , 透 過 閱讀 來 想 像 與 交流 分 享 
故事 、 勸 世 警 言 與 傳奇 冒險 的 寬廣 世界 。 

一 方面 好 奇 母親 安排 的 讀本 之 外 還 有 哪些 可 讀 , 秀 華 一 方面 也 
跟 兄弟 們 同 塾 師 學 習 。 隨 之 步 入 青少年 後 , 她 也 跟 著 準備 應 試 的 兄 
弟 們 每 夜 背 誦 經 書 。 而 秀華 在 這 段 時 間 所 聞 所 學 , 到 了 有 小 孩 後 也 
派 上 用 場 , 教 導 子 女 背 《 千 字 文 》、《 百 家 姓 》, 還 有 帶 他 們 讀 四 書 
五 經 及 《 孝 經 》。 她 以 言 傳 身教 來 培養 子女 品 德 、 傳 授 學 習 的 重要 
性 , 一 但 子女 行 為 舉止 有 所 偏差 也 立即 予以 訓 誠 。 特 別 在 父親 長 年 
不 在 家 , 因 而 得 母 兼 父 職 的 秀華 , 她 成 為 家 中 無 比 的 道德 權威 並 肩 
負重 責 大 任 。 

如 同 母親 教育 她 的 方式 一 般 , 秀 華 也 在 家 中 教導 自 家 女 兒 。 她 
等 到 兒子 8 歲 後 , 就 把 他 們 送 到 地 方 廟 學 繼續 學 習 , 等 到 了 13 歲 後 
再 找 塾 師 來 傳授 科 考 必備 的 經 學 。 

女 性 不 具 參 與 科舉 考試 的 資格 , 更 不 用 說 大 家 不 期 待 女 性 上 朝 
任官 。 女 性 就 是 待 在 家 中 。 大 家 徹底 接受 這 樣 的 性 別 分 工 , 無 論 秀 
華 或 其 他 人 都 不 曾 質疑 過 這 樣 的 分 工 。 然 而 , 秀 華 深 知 , 自 己 身 兼 
妻 與 母 之 職 , 對 丈夫 與 兒子 功成名就 至 關 重 要 。 夫 家 雖 貴 為 書 香 之 
家 但 並 不 富裕 , 一 家 生 活 物資 就 要 靠 她 打 理 好 與 佃 戶 關係 的 手腕 來 
彌補 。 若 李 秀華 未 擔負 起 兒子 們 蒙 學 、 悉 心 打 點 家 中 財務 、 尋 覓 絕 
佳 籽 師 及 賣 自 己 手工 刺繡 來 貼補 家 用 , 兒 子 要 科 考 及 第 的 機 會 就 愈 
來 愈 渺 茫 。 

14 關於 女 性 或 女 性 創作 的 「 彈 詞 」 小 說 , 見 Widmer 2006, 72-85 ; 及 Siao-chen Hu ( 雪 
曉 真 ) 2010,250-52。 

15 Elman 2000.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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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科舉 競爭 者 為 數 眾多 , 令 人 章 之 卻步 。 有 年 , 她 到 縣 城 拜 訪 

表 親 , 從 親戚 家 中 窗 檔 往外 一 探 , 竟 然 有 近 2 千 多 名 「 童 生 」 參 加 

科舉 中 最 初 階 考試 ( 童 試 )。 焦 急 的 應 試 者 魚 貨 進 入 考 棚 , 各 自 待 

在 號 舍 閉關 應 試 3 日 後 , 貢 院 大 門 才 得 以 重 否 。 秀 華 從 包 打 聽 的 管 

家 口中 聽到 , 原 來 鄰居 每 隔 幾 年 會 去 參加 科 考 。 雖 然 很 難 繼續 裝 成 

年 輕 初次 應 試 者 , 他 還 想 再 試看 看 能 否 過 關 。 

秀華 年 紀 最 小 的 兒子 雖 尚未 開 始 科舉 考試 這 段 折騰 人 的 例 行 
公事 , 但 令 她 欣慰 的 長 子 在 23 歲 總 算 過 關 , 考 上 生 員 (俗稱 「 秀 

才 」) 資格 。 而 當 時 大 清 帝 國 有 大 約 50 萬 人 有 「 秀 才 」 此 最 基本 的 

功名 。 富貴 人 家 有 時 透過 「 捐 官 」 來 為 家 中 子弟 取得 一 官 半 職 , 

而 根據 秀華 的 夫 婿 表 示 , 這 筆 捐 納 也 成 為 政府 財政 歲 收 重要 來 源 “, 

但 她 兒子 是 依循 傳統 且 正規 管道 來 取得 功名 。 雖 秀才 此 功名 能 免除 

部 分 賦稅 、 享 有 法 律 特 權 並 光耀 門楣 , 但 還 不 忠 以 為 官 。 深 知 有 許 

多 年 輕 男 性 無 法 再 更 上 一 層 樓 , 秀 華 擔 心 最 後 長 子 只 能 在 地 方 當 塾 

師 , 若 家 境 富裕 至 少 還 能 在 地 方 發 揮 影響 力 當 個 地 主 或 經 商 。 若 要 

繼續 參加 省 級 鄉 試 的 話 , 長 子 要 面 對 的 則 會 是 所 費 不 費 且 未 知 難 料 
的 一 場 豪 賭 。 

20 年 前 剛 新 婚 的 秀華 搬入 夫 家 後 , 就 曾 為 丈夫 備 好 赴 省 城 會 考 

所 需 寢 具 、 鍋 具 、 伙 食 及 門簾 。 如 今 , 有 了 媳婦 從 旁 協 助 , 秀 華 要 
替 長 子 準 備 一 樣 的 東西 , 好 讓 他 在 省 城 跟 近 1 萬 5 千 個 陌生 人 同 場 較 

勁 時 , 能 感受 到 些許 家 的 溫暖 。 在 此 階段 考試 相 當 激烈 , 百 人 之 中 

僅 有 一 人 能 上 榜 。 為 防止 舞弊 , 考 試 期 間 禁 止 任 何人 員 進 入 或 離開 

考場 。 考 場 會 蔡 應 試 考 生 先 備 好 飲用 水 、 恭 桶 , 若 過 程 中 有 人 不 幸 

16 有 20 萬 個 軍功 職位 與 35 萬 個 指 官 整個 帝國 有 功名 者 高 達 110 萬 , 見 Elman 2000, 
236。 

17 關於 1764 至 187I 年 間 捐 官 比 例 酌 升 , 見 Elman 2000, 227-28。 他 指出 單 從 1820 到 

1850 年 間 賣 出 31.5 萬 官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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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世 , 就 會 用 草 蔗 將 大 體 包裹 後 丟 至 場外 處 理 。 或 許 是 上 千 位 身 在 

異鄉 的 焦慮 男性 所 產生 的 緊張 氣氛 ' 據 說 會 在 此 發 生 怪事 。 秀 華 就 

得 知 不 少 駭人聽聞 , 如 遭 始 亂 終 棄 的 大 家 閑 秀 成 了 女 鬼 出 現在 考場 

內 , 導 致 負心 漢 當場 發 瘋 或 未 做 答 後 命 喪 考 場 。 

儘管 這 樣 讓 人 剖 之 卻步 的 科舉 考試 , 即 便 多 次 落榜 也 司空 見 

慣 、 且 上 榜 者 平均 年 齡 逐年 攀升 , 每 三 年 都 還 是 有 約 15 萬 名 男性 到 

省 城 應 試 。 某 些 出 身 江南 人 甚至 會 短暫 恩 居 甘 講 這 樣 人 口 少 、 員 額 

相 對 較 多 的 西北 省 分 , 來 增加 自 己 上 榜 機 會 。 但 這 還 不 是 秀華 長 
子 求 功 名 路 上 的 最 後 挑戰 。 包 含 前 幾 輪 已 通過 鄉 試 在 內 近 3 至 4 千 名 
舉人 , 一 同 赴 京 參加 三 年 一 次 的 會 試 與 殿 試 。 只 有 通過 此 最 高 等 級 

考試 的 數 百 人 , 才 能 正式 取得 官職 。 
雖然 這 樣 說 似乎 不 太 得 體 , 但 秀華 相 當 自 豪 , 丈 夫 能 取得 全 

大 清 帝 國 僅 5 萬 人 的 「 責 士 」 頭 銜 。 這 條 求 取 功名 之 路 對 秀華 夫妻 

倆 , 可 說 是 一 路 過 程 釦 辛 , 丈 夫 歷 經 多 次 落榜 , 而 秀華 也 跟 著 吃 苦 

多 年 。 從 初次 通過 章 試 到 最 終 會 試 及 第 的 20 年 間 , 跟 其 他 求 取 功 

名 者 一 樣 , 他 先 在 地 方 私 塾 擔任 塾 師 , 之 後 雖然 離 鄉 到 省 城 擔任 富 

家 子弟 的 家 庭 教 師 , 但 也 僅 能 糊口 。 這 段 期 間 , 秀 華 被 迫 想 方 設法 

支撐 家 計 , 並 維持 夫 家 的 社會 聲 鹿 。 她 得 要 確保 家 中 佃 戶 如 實 付 

租 。 當 收取 的 地 租 不 夠 支應 日 益 增 加 的 家 用 時 , 她 只 能 賣 掉 自 己 部 
分 嫁妝 中 的 珠寶 , 還 有 賣 些 手工 刺繡 來 支付 給 教師 的 薪酬 。” 她 其 
至 還 剖 低 調 投入 手工 夏季 農作 草帽 的 生 意 。 然 而 ' 維 繫 家 族 社會 地 

位 也 是 她 的 義務 , 而 她 也 不 會 想 派 兒 子 去 做 體力 活 , 更 不 會 想 讓 女 

兒 拋 頭 露面 。 

18 Perdue 2005, 367-68. 

19 Mann 2007, 2008. 萬 一 精英 家 庭 父 親 也 過 世 了 持家 工作 可 能 會 落 到 女 兒 身 上 : 見 
Fong 2000 。 

20 Mann 20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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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秀華 婚 後 20 餘 年 , 夫 家 家 境 終於 好 轉 。 丈 夫 擔 任 某 江蘇 出 身 

的 京 官 幕僚 , 也 總 算 能 將 部 分 所 得 寄 回 家 補貼 家 用 。 緊 接 一 年 後 , 
他 第 三 次 應 考 , 總 算 會 試 及 第 而 正式 獲 任 知縣 一 職 , 進 而 提升 家 族 

的 地 方 名 站 、 減 輕 家 中 經 濟 壓力 , 同 時 也 會 愈 來 愈 不 常 在 家 。 
秀華 相 當 得 意 自 己 能 在 丈夫 追求 功名 時 給 予 支 持 , 而 她 沮喪 之 

時 , 也 會 自 我 安慰 , 認 為 自 子 過 的 日 子 要 比 婆婆 經 歷 的 好 上 許多 。 

她 的 公公 在 丈夫 孩提 時 就 已 過 世 , 因 此 丈夫 是 由 婆婆 一 手 教養 長 

大 , 並 彰顯 婦 道 而 守 貞 不 二 嫁 。 舊 時 朝廷 官員 會 表 揚 殉 節 或 毀容 不 

二 家 的 貞 婦 烈女 。 但 到 了 清 代 , 朝 廷 則 是 表 揚 守 貞 不 二 嫁 、 繼 續 侍 

奉 公 婆 並 撫養 子女 長 大 的 貞 婦 。 秀 華 的 婆婆 一 路 守 寡 照料 年 邁 公 婆 

至 辭 世 、 隨 後 安排 厚 葬 , 並 在 家 供奉 祖先 牌位 祭 拜 。 婆 婆 在 守 寡 持 

家 30 年 後 , 獲 頒 施 表 。 但 這 幾 年 來 婆婆 體力 大 不 如 前 , 她 就 此 退 

居 , 並 潛心 茹 素 、 坐 禪 並 虔誠 抄寫 佛經 。 她 終於 也 到 了 能 放心 把 家 

務 交 給 秀華 打 理 的 時 候 。~ 
秀華 夫 婚 功成名就 來 的 正 是 時 候 , 剛 好 是 正 準備 為 子女 說 媒 相 

親 之 際 。 由 於 丈夫 在 朝 任 官 讓 家 族 名 間 因 而 提升 , 更 讓 子女 成 為 令 
人 嚮往 的 婚配 對 象 。 讓 子女 與 俗話 說 的 「 門 當 戶 對 」 對 象 定 親 , 以 

買 固 士紳 家 族 聯姻 , 也 牽涉 到 家 族 的 財富 交換 。 秀 華 會 為 未 來 的 媳 

婦 備 妥 豐 厚 聘禮 , 而 女 兒 要 出 嫁 時 , 也 會 為 備 好 讓 她 帶 到 夫 家 的 可 

觀 嫁妝 。 坐 在 外 罩 布 惟 、 不 被 外 人 所 見 的 花轎 中 , 新 娘 成 了 眾人 好 

奇 注目 的 對 象 。 而 新 娘 嫁 妝 在 迎親 隊伍 中 的 排場 的 也 是 相 當 重要 的 
展演 , 這 向 眾 人 表 明 此 閩 女 並 非 遭 賣 婚 而 出 嫁 的 新 娘 。~ 

一 樁 婚姻 關乎 到 家 族 名 名 與 財富 , 自 然 對 秀華 或 其 他 成 年 人 

來 說 , 不 會 讓 年 輕 人 自 己 選 擇 配偶 。 秀 華 兄 長 出 生 時 , 就 已 和 祖父 

21 關於 寮 婦 、 婦 德 、 世 代 交 替 及 女 性 宗教 參拜 , 見 Mann 1997。 關 於 助 寮 婦 守 婦 道 持 
家 與 照料 子女 的 地 方 茲 善 組 織 , 見 Leung 1993。 

22 見 Ransmeier 2017,2 及 全 書 各 處 , 提 及 中 國 家 庭 的 婚姻 交易 特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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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友 的 孫女 指 腹 為 婚 了 。 父 母 也 在 姐姐 3 歲 時 , 安 排 好 婚配 對 象 。 
而 秀華 自 己 的 結婚 對 象 , 也 是 在 父母 慎重 徵詢 親朋 好 友 意 見 後 決定 
的 。 藉 由 婚姻 所 締結 的 姻親 關係 , 對 每 一 家 都 很 重要 , 因 為 此 關係 

提供 了 家 庭 經 濟 保障 與 豐沛 的 政治 人 脈 。” 若 婚配 對 象 是 透過 家 族 
長 輩 交 情 介紹 來 的 話 , 那 就 更 好 。 無 論 是 秀華 她 自 己 、 還 是 夫 婿 , 

在 為 子女 尋找 婚配 對 象 過 程 中 , 皆 扮演 著 重要 角色 。 

要 將 女 兒 養育 成 賢 妻 , 背 後 需要 一 番 的 努力 。 秀 華 要 先 教 好 女 

兒 , 讓 她 成 為 教子 有 方 、 讓 兒子 日 後 功成名就 的 良 母 。 秀 華 也 將 自 

己 對 詩詞 的 熱愛 傳達 給 女 兒 們 。 此 時 已 出 現 秀華 年 幼時 尚未 有 可 教 

女 兒 的 讀本 , 也 就 是 1831 年 出 版 、 清 代 女 詩人 悍 珠 編纂 的 《 國 朝 

閨秀 正 始 集 ”, 這 部 收錄 上 千 首 各 族 與 社會 背景 女 性 所 寫 詩作 的 文 

集 。 當 秀華 讀 到 由 這 部 羿 珠 畢生 所 收錄 的 閨秀 詩文 集 時 , 她 想 起 父 

輩 當 年 曾 掀起 「 女 子 讀書 識字 」 的 婦 學 論戰 對 秀華 來 說 , 人 性 珠 的 畢 

生 心血 已 平息 這 場 論戰 : 女 性 能 在 詩詞 中 同 時 展現 文 采 與 婦 德 。 7” 

此 外 , 秀 華 也 教導 女 兒女 紅 。 對 書 香 門 第 閨女 而 言 , 蔡 自 己 嫁妝 的 

衣物 、 飾 品 、 鞋 子 與 寢 具 進 行 裁縫 , 也 是 向 世人 及 夫 家 展現 自 己 具 

備 耐心 、 勤 勉 與 巧 手 的 婦 德 ~ 
等 到 女 兒 6 歲 時 , 秀 華 還 得 做 件 吃 力 不 討 好 的 差事 , 開 始 蔡 她 

們 裏 小 腳 。 纏 足 此 風俗 自 12 世 紀 在 士紳 階層 、 官 軍人 家 間 流 行 , 至 
19 世 紀 初 則 已 遍及 各 階層 漢族 女 子 。 纏足 此 過 程 有 賴 持續 堅持 與 

日 常 照顧 。 要 用 長 的 裹 腳 布 總 住 女 孩 雙 腳 , 且 定期 更 換 並 予以 反覆 

緊 總 , 人 迫使 腳趾 彎 壓 至 腳底 並 讓 足 弓 彎 起 , 成 為 所 謂 象 徵 有 教養 與 

23 針對 帝國 晚期 中 國 精英 與 常民 家 庭 結 親 的 重要 性 , 見 Bossler2000。 
24 Mann 1997, 94-108. 112-17: Widmer 2006,25, 127-31; Widmer 2010, 81, 87-92. 
25 Bray 1997, 260, 265; Mann 2007: Fong 2004 討論 清 代 束 繡 與 詩詞 間 的 連 結 , 及 刺繡 在 

形 塑 女 性 自 我 認知 中 的 角色 。 
26 關於 纏足 贍 , 見 Ko2001,2005。 不 如 許多 學 者 認為 , 另 有 文 證 會 , 滿 族 入 主 中 國 後 

蔡 絃 足 , 見 Shepher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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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淑 女 性 的 ' 三 寸 金 蓮 」J。 當 然 , 不 管 是 束縛 在 繡花 鞋 中 的 雙 腳 、 

還 是 女 孩 本 人 和 皆 不 該 為 外 人 所 見 , 因 為 當 時 的 大 家 閑 秀 是 絕對 大 門 

不 出 、 二 門 不 邁 的 。 總 足 對 女 孩 是 一 段 萬 般 劇 痛 的 折磨 , 即 使 過 去 

老 一 輩 已 傳授 如 何 製 作 各 式 能 減緩 痛苦 的 膏藥 ', 這 對 母親 也 是 一 段 

相 當 煎 效 的 過 程 。 即 便 經 歷 此 過 程 , 當 時 女 性 終 其 一 生 還 是 得 時 常 

反覆 具 總 雙 腳 , 以 維持 這 般 小 腳 。 但 秀華 並 未 質疑 女 性 是 否 有 必要 

總 足 。 因 為 總 足 是 一 位 慈母 得 為 加 女 能 嫁 入 名 門 問 族 該 做 的 準備 , 

若 未 女 兒 總 足 反 而 有 失 為 母 之 本 分 。 

當 大 女 兒 屆 臨 荳蔻 年 華 之 時 , 秀華 開 始 透過 親友 人 脈 審 慎 探 詢 

婚配 對 象 。 由 於 秀華 與 姐妹 們 各 自 都 嫁 入 不 同 鄉里 的 夫 家 , 雖 現在 

相 隔 數 里 之 遙 , 但 她 因此 在 各 地 有 信得過 的 人 脈 關 係 。 秀 華 的 大 姐 

在 朱 來 的 信 中 提 到 , 自 家 鄰里 中 有 戶 書 香 世家 , 正 在 為 有 句 功 成 名 

就 的 長 子 找 位 曾 讀 書 識字 、 舉 止 端 莊 , 且 和 勤奮 持家 的 媳婦 。 她 大 姐 

提 到 , 這 位 年 輕 男 子 的 母親 與 她 同 詩 社 , 這 位 女 性 不 僅 受過 教育 且 

待人 體貼 ' 也 會 對 秀華 的 女 兒 視 如 已 出 。 

替 女 兒 找 個 好 人 家 是 身 為 雙親 得 做 出 最 艱難 抉擇 。 秀 華 的 女 

兒 將 成 為 夫 家 的 一 員 , 注 定 要 為 夫 家 傳宗接代 、 侍 奉 公 小 並 祭 拜 祖 

先 。” 正 式 婚禮 就 從 迎娶 新 娘 過 門 至 婆家 開 始 , 新 娘 坐 在 轎 上 或 穿 

紙 鞋 , 避 免 將 娘家 的 灰塵 (或 衍生 出 對 娘家 的 冰 戀 ) 帶 到 夫 家 中 。 通 

常 女 兒 出 嫁 後 只 能 回 娘 罕 作客 , 一 旦 新 娘 上 轎 後 , 同 時 會 潑 出 一 盆 

水 以 象徵 出 嫁 的 女 兒 猶 如 覆 水 難 收 。 名 門 勞 族 由 於 人 脈 廣 , 女 兒 通 

常 遠 嫁 他 方 , 只 能 透過 書 信 或 久違 回 家 作客 來 維繫 情感 。 寵 女 兒 的 

父母 多 半 會 在 女 兒 崗 到 困難 時 ' 給 予 物質 援助 , 但 不 太 可 能 將 女 兒 

接 回 家 , 因 為 名 門 迷 族 之 女 離婚 不 僅 罕見 且 有 辱 門 風 。《 大 清 律 例 》 

27 若 家 中 無 子 仙 , 雙 親 通 常會 替 女 兒 「 招 著 」, 並 與 雙親 且 或 許 與 姐妹 及 其 夫 婿 同 
住 。 關 於 招 著 婚 家 庭 生 活 , 見 Mann 2007。 清 代 文 人 招 費 , 見 Lu1998。 關 於 晚 清 民 

初中 國 南方 「 不 落 夫 家 」 婚 俗 , 見 Topley 1975; Stocekard 1989; Siu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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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1.2 1868 年 婦人 與 女 婢 

出 處 :Photo attributed to John Thomson, Elaine Ellman Collection, New York City. Nigel 

Cameron and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e eds., 7e ce g7 CA77g ds See 人 

人 orogrdp/Ae/s ge 77zue/e/s, 786/-/7972 (Millerton, NY: Aperture, 1978),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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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淮 男性 在 妻子 犯 下 「 口 舌 、 妒 忌 、 淫 佚 、 竊 盜 、 不 事 舅 姑 、 惡 疾 

或 無 子 」 等 不 得 體 行 為 下 休 妻 。 但 妻子 卻 只 能 在 娘家 願意 代為 告 

官 , 且 只 能 在 遭 丈 夫 拋棄 、 造 成 她 身體 永久 傷害 、 或 意圖 賣 妻 、 強 
迫 通 姦 等 情況 下 , 才 能 與 丈夫 離婚 。” 實務 上 , 離 婚 在 當 時 是 極度 

罕見 的 。 也 因此 , 將 女 兒 嫁 出 後 , 秀 華 就 會 接受 這 段 姻緣 一 如 預期 

般 順 利 , 女 兒 從 此 之 後 的 首要 責任 與 情感 寄託 就 在 夫 家 了 。 
一 位 新 嫁 娘 的 夫 家 成 員 , 通 常 包含 公婆 、 公 公所 納 的 小 妾 (如 

有 的 話 ) 、 伯 叔 與 如 旭 及 未 出 嫁 小 姑 。 媳 婦 與 該 家 中 女 性 長 輩 (即 波 

媳 ) 的 關係 , 在 夫 家 日 常 生活 中 扮演 起 比 夫妻 關係 更 重要 的 角色 , 

尤其 夫 婿 長 期 在 外 任官 或 求 功 名 。 母 親 為 確保 自 己 女 兒 能 在 外 人 家 

中 生 活 愉快, 通常 都 會 找 位 和 善 且 明理 的 婆婆 , 一 位 不 認為 是 媳婦 

搶 走 了 兒子 的 婆婆 。 即 便 多 代 同 堂 家庭 是 當 時 社會 普遍 常態 , 但 秀 

華 深 知 , 女 兒 還 是 得 要 與 小 姑 們 摸索 姑 嫂 相 處 之 道 , 處 理會 導致 分 
家 的 如 旭 衝 突 。 此 外 , 女 兒 也 需要 和 婚禮 當 天 才 初次 見面 的 夫 婿 好 

好 培養 關係 。 必 須要 到 生 下 子嗣 那 刻 , 女 兒 才 算 在 夫 家 建立 起 地 

位 , 並 享有 緊密 的 母子 親情 、 權 威 與 子女 的 孝道 。 

找 好 人 家 結 親 並 不 僅 是 關乎 財富 算計 而 已 。 舉 例 來 說 , 比 起 尚 

在 仕途 掙扎 的 讀書 人 , 富 賈 子弟 或 許 能 給 秀華 女 兒 更 多 生 活 保障 。 

但 這 類 招 贅 人 家 的 效 奸 , 通 常 為 了 經 商 得 走 蝦 大 江南 北 , 有 時 會 待 

在 揚州 這 些 大 城 數 年 , 與 才 貌 雙全 的 青樓 女 子 廝混 ,', 但 把 妻子 留 在 

家 中 服侍 公婆 與 子女 。” 秀華 希 刻 自 家 女 兒 , 能 與 具備 共同 價 值 觀 

與 嗜好 的 男性 結 為 連理 , 即 便 夫妻 倆 得 相 隔 兩 地 。 秀 華 相 當 欣慰 , 
自 家 女 兒 幾 乎 都 嫁 為 元 配 而 非 別人 側 室 。 當 時 成 年 已 婚 男子 若 經 濟 

許可 , 通 常 後 來 會 再 納 幾 個 妾 。 不 同 於 奉 父 母 之 命 結 親 的 對 象 , 側 

28 Bernhardt 1994, 189 : 關於 賣 妻 , 見 Sommer 2015, 117-274。 

29 Finnane 2004, 2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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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小 妾 的 選擇 可 能 是 已 婚 男子 自 己 看 上 眼 、 迷 戀 上 某 女 子 , 以 及 元 
配 無 法 傳宗接代 時 而 定 的 。 對 於 出 身 貧寒 女 子 而 言 , 當 別人 小 妾 雖 
為 一 步 登 天 的 機 會 , 但 沒 有 書 香 門 第 願意 讓 自 家 女 兒 去 當 妾 。 畢 竟 

側 室 的 地 位 必然 不 如 正 房 元 配 般 穩 固 , 且 府 生 子女 都 被 視 為 元 配 之 

嫡 系 子女 。 
秀華 在 安排 女 兒 終身 大 事 時, 自 知 無 法 保證 女 兒 日 後 是 否 要 與 

側 室 爭寵 。 秀 華 雖 知 仍 有 妻妾 共 室 能 和 量 相 處 , 但 她 自 己 享受 過 有 

共同 嗜好 志趣 且 無 妻妾 爭寵 紛擾 , 這 般 情 投 意 合 的 夫妻 關係 。 這 也 

是 多 年 來 夫 婿 在 家 或 暫時 返 家 之 際 , 或 遠 赴 他 鄉 任官 藉 由 詩詞 與 書 

信 聯 繫 , 兩 人 才 培養 出 如 此 的 親密 關係 。 夫 妻 倆 也 同 樣 掛 念 著 年 邁 

老母 、 關 心 長 大 的 子女 們 , 還 有 彼此 。 而 秀華 也 希 刻 女 婿 因 公 外 出 

離 家 時 , 仍 與 女 兒 維繫 這 般 密 切 的 夫妻 情 。 長 女 順利 出 嫁 後 , 秀 華 

現在 正在 為 幼女 尋 個 好 姻緣 。 
秀華 在 替 兒 子 挑選 媳婦 時 面臨 到 一 連 串 不 同 挑戰 。 因 為 她 知道 

這 位 媳婦 將 會 永久 成 為 家 中 一 員 , 終 究 會 接 蔡 她 的 位 子 來 打 理 全 家 
大 小 事 , 因 此 想 找 位 不 算計 好 鬥 、 嫻 熟 家 務 且 擅 於 經 營 錯 縱 複雜 家 
族 與 奴僕 關係 的 女 性 。 另 外 , 同 樣 重 要 的 是 這 位 年 輕 女 性 能 成 為 賢 
妻良 母 : 懂 古文 經 典 、 懂 欣賞 詩詞 , 並 在 管教 子女 之 餘 又 能 讓 祖母 
稍微 疼愛 。 由 於 官 宦 門 第 不 輕易 讓 閨女 拋 頭 露面 , 因 此 難以 直接 得 
知 可 能 的 理想 對 象 。 秀 華 也 因此 開 始 尋找 可 靠 的 媒人 婆 , 否 則 有 些 
媒人 婆 為 了 要 撮合 對 象 , 而 渲染 誇大 對 雙方 的 描述 。 所 幸 , 還 不 用 
求助 外 人 , 秀 華 就 已 透過 親戚 找 到 合適 的 對 象 : 秀 華 的 二 姐夫 介紹 
了 自 己 當 年 會 試 一 起 上 榜 的 同 堂 家 中 冰 女 。 秀 華 目前 對 這 位 兩 年 前 
過 門 的 媳婦 還 算 滿意 , 而 秋天 即 將 出 生 的 長 孫 讓 秀華 倍 感 欣喜 。 秀 
華 期 嶄 媳 婦 能 生 下 可 以 延續 家 中 香火 的 男孩 。 但 即 便 生 下 健康 女 嬰 

30 Bray 1997. 34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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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能 證明 媳婦 有 能 力 生 個 兒子 , 而 且 長 女 總 是 能 幫忙 照顧 即 將 誕生 

的 弟弟 。 

秀華 現在 的 要 務 就 是 細心 照護 懷孕 中 的 媳婦 。 就 照料 養 胎 的 孕 

婦 來 說 ', 她 能 參照 幾 位 未 如 願 登科 而 從 醫 的 傑出 男 大 夫 所 撰寫 的 醫 

書 。 比 起 歷代 過 往 醫家 觀點 , 這 些 大 夫 更 樂觀 看 待 女 性 健康 。 對 這 

些 大 夫 來 說 , 只 要 女 性 留意 飲食 、 生 活 日 常 與 情緒 穩定 , 懊 孕 就 會 

是 個 順利 進 行 的 自 然 過 程 。 這 些 大 夫 並 告 誠 , 江湖 郎中 與 接生 婆 玻 

欲 改 正 胎 位 或 強 拉 胎 兒 的 作法 , 往 往 會 傷 及 母體 與 胎兒 。 但 就 秀華 

個 人 經 驗 , 這 些 地 方 上 助 產 經 驗 豐富 的 接生 婆 , 能 解決 滯 產 、 臀 位 

胎兒 等 疑難 雜 症 。 至 少 目 前 媳婦 孕期 一 切 順 利 , 還 不 用 請 大 夫 到 家 

中 把 脈 。 在 任何 情況 下 , 即 便 是 大 夫 , 男 性 都 不 會 參與 生 產 過 程 。 

婦女 生 產 都 在 家 宅 深 導 中 由 接生 婆 或 家 中 女 性 長 輩 從 旁 助 產 。 ” 秀 

華 現在 正 準備 要 替 媳 婦 接 生 。 若 萬 事 順利 , 秀 華 夫 奸 返 家 過 年 時 , 

就 能 見 到 這 位 長 孫 。 

農婦 織 工 

黃 氏 自 紡織 機 起 身 , 熄 滅 桐 油燈 後 , 此 時 夜 已 深 。 她 三 個 小 

孩 也 在 日 落後 便 入 睡 , 而 夫 婿 在 外 頭 抽 完 於 後 也 上 床 就 寢 , 因 為 天 

一 亮 他 還 得 早起 到 稻田 中 農作 。 公 公 十 年 前 往生 , 婆 婆 去 年 春天 辭 

世 , 因 此 目前 是 一 家 兩 代 同 堂 。 由 於 插秧 農 忙 期 已 過 , 因 此 她 和 女 

兒 白天 便 能 待 在 家 中 , 由 女 兒 紡 紗 、 她 負責 編織 。 不 像 秀 華 家 前 有 

正廳 、 後 有 深 閣 內 院 , 如 此 男女 內 外 之 別 的 日 常 起 居 空 間 , 黃 氏 一 

家 吃 睡 起 居 則 共用 兩 間 窄 小 緊鄰 房 ,', 還 有 屋 後 一 小 廚 。 除 農 忙 期 , 

仍 為 女 性 在 內 打 理 家 務 , 男 性 在 外 預備 耕作 與 修補 上 農具 。 

31 關於 女 性 生 殖 恬 學 知識 及 與 女 性 地 位 連結 之 討論 , 見 Bray 1997 ( 明 清 時 期 )、Furth 

1999 ( 宋 到 明代 )、Wu2000 ( 清 代 ) 及 Wu2010 ( 殊 明 到 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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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有 一 個 多 月 就 要 收成 了 , 屆 時 黃 氏 和 女 兒 們 也 會 一 起 與 丈 

夫 、 兒 子 下 田 幫忙 收割 。 當 然 , 女 性 理當 不 該 在 外 拋 頭 露面 , 然 而 

勞力 需求 相 當 高 的 稻米 在 插秧 與 收割 之 際 , 得 動員 大 夥 兒 們 的 勞 

力 。”“ 比 起 沒 有 男性 親友 一 旁 陪 同 、 但 得 下 田 農 活 的 寡婦 來 說 , 黃 

氏 與 女 兒 們 受到 外 人 閒 言 攻擊 就 少許 多 。 雖 然 農婦 也 會 幫 女 兒 總 

足 , 以 省 去 外 人 奚 落 、 同 時 能 找 到 好 人 家 嫁 , 但 農家 女 總 足 要 比 官 

宦 門 第 閨女 總 足 來 得 晚 且 較 寬 上 鬆 。 當 農 忙 需要 女 性 勞力 加 入 時 ,' 即 

便 母 女 都 總 著 腳 仍 得 下 田 幹 活 。 

對 要 在 家 紡織 且 不 需 冒險 出 外 拋 頭 露面 的 黃 氏 和 女 兒 們 來 說 , 

相 當 適合 纏足 。” 帝 國 晚期 所 俗稱 「 男 耕 女 織 」 的 理想 家 庭 分 工 方 

式 , 相 當 貼近 黃 氏 所 處 當 地 社會 之 狀況 。” 紡 紗 織 布 往往 被 認為 是 

屬於 女 性 工作 , 且 通常 成 為 重要 的 家 庭 收 入 。 當 母親 教 女 兒 紡 紗 織 

布 , 除 了 蔡 家 人 做 新 衣 或 到 外 販 售 , 同 時 也 教 她 們 耐心 、 勤 奮 與 節 

儉 等 婦 德 。 朝 廷 官員 總 會 對 女 性 不 諺 編織 技能 , 提 出 該 如 何 重 振 女 

織 傳統 , 才 得 以 讓 百 姓 五 穀 豐 登 、 安 居 樂 業 且 按 時 納稅 ‧y 

在 黃 氏 所 處 的 江南 地 方 , 女 性 為 了 賺錢 而 紡 紗 織 布 , 既 不 必 拋 

頭 露 面 且 符合 婦 德 。 "為 競相 取得 這 些 女 性 勞力 , 商 人 會 定期 供應 

生 棉 與 紡 線 、 盡 快 收購 婦女 的 紡織 成 品 。 這 種 散 作 方式 讓 女 人 不 必 

32 關於 長 江 三 角 洲 女 工 描 述 , 見 Huang 1990, 49-57: Pomeranz 2000, 91-99, 290-92; 

Pomeranz 2005。 學 者 認為 帝國 晚期 的 長 江 三 角 洲 女 性 勞動 闊 漸 朝 市 場 導 向 , 但 不 

認為 這 是 一 種 投入 依 多 家 庭 勞 動力 、 報 酬 倉 來 愈 少 的 「 倒 退 紗 減 」(involutionary) 發 

展 ‧ 還 是 類 似 近 現 代 歐 洲 工業 革命 發 生 前 , 每 位 家 庭 成 員 增 加 勞動 力 而 提高 生 活水 

準 的 「 勸 勉 革 命 」(industrious revolution)。 

33 Ko2000, 16,112 呈 現 出 弦 足 用 的 草鞋 及 其 他 工作 鞋 。 

34 關於 主 要 聚焦 20 世 紀 初 期 +, 纏足 與 女 性 紡織 生 產 及 可 能 視 為 一 種 勞 動 控制 形式 密切 

相 關 。 有 Gates 2001; Bossen 2002, 42-45; Bossen et al. 2011: Brown etal. 2012; Gates 201 下 

Bossen and GateS, 2017 。 

35 Mann 1992, 243: Pomeranz 2005,. 241. 

36 Bray 1997, 242-46: Mann 1997, 148-65. 

37 Pomeranz 2005, 2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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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出 販 售 成 品 。 雖 然 紡 紗 織 布 曠 日 廢 時 、 得 日 以 繼 夜 趕工 , 但 卻 是 
利潤 豐厚 且 完全 體面 的 工作 。 ” 散 作 制 度 與 紡織 生 產 是 江南 經 濟 的 
重要 特 色 , 因 此 黃 氏 村 中 婦女 皆 為 棉 織 工 。 江 南 某 些 地 區 則 主 要 養 
鴉 產 絲 ; 某 些 地 方 婦 女 則 是 編織 供應 銷售 的 墊 芒 、 簧 笠 、 繩 、 籃 、 
傘 等 其 手織 品 。>” 

圖 片 1.3 1870 年 代 上 海 紡織 婦 

出 處 :L.EF. Fisler' Picture collection. Peabody Museum of Salem, MA , Reprinted in Clark 
Worswick,Jonathan D. Spence, Asia House Gallery, and American Federation ofFArts, 

eds., 2e77d/ Co 人 ofogzdz22s 55707972 (New York: Pennwick Publishing, 1978), 
115. 

38 長 江 下 游 地 區 散工 體系 興起 , 及 男人 最 終 取 代 女 人 紡織 之 主 張 , 見 Bray 1997, 222, 
225-26, 235-36 = 

39 Mann 1992,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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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黃 氏 是 當 時 其 他 地 區 的 農婦 , 雖 勞動 工 時 一 樣 長 , 但 工作 內 

容 則 不 同 。 在 華中 華南 等 氣候 適合 二 箇 地區, 婦女 得 在 農 忙 期 幫忙 

插秧 、 播 種 與 收成 , 也 會 另外 種 些 豆類 等 早 地 作物 。 婦女 會 定期 

到 棉花 產 區 去 採 棉花 。 安 徽 、 湖 南 、 福 建 、 臺 灣 等 華南 丘陵 區 域 的 

委 女 則 靠 採 茶 、 製 茶 來 賺錢 貼補 家 用 ,' 當 地 未 婚 女 性 也 會 靠 此 採 茶 

來 籌措 嫁妝 。 儘管 採 茶 是 在 戶外 進 行 作業 ' 不 過 還 算是 項 體面 且 

展現 勤勉 婦 德 的 活動 。 而 福建 沿海 地 區 漁 戶 婦女 的 要 務 則 是 打 理 

農務 、 種 番 芷 與 花 生 , 同 時 要 補 漁 網 及 賣 自 家 男人 捕 來 的 漁獲 。 

乾 冷 的 華北 與 西北 地 區 婦女 待 在 田 裡 農 作 的 時 間 雖 沒 那 麼 長 , 

但 仍 得 為 家 用 與 生 計 而 紡 紗 織 布 , 此 外 還 得 縫 繡 鞋 履 、 養 雞 養 豬 、 

找 柴火 煮 瞎 、 打 穀 碾 米 及 挑 水 。““ 雲南 某 地 婦女 還 得 搬 覽 去 賣 。 

當 漢人 大 量 移入 雲 貴 等 中 國 西南 地 區 迫使 原 住居 民 遷 往 貧 靖 丘陵 

地 , 而 當 地 婦女 為 求 全 家 溫飽 , 只 能 靠 農作 生 產 來 餓 口 度 日 。 

19 世 紀 初 , 漢 人 開 始 往 東北 地 區 , 也 就 是 到 1644 年 開 創 大 清 王 

朝 的 滿族 故鄉 開 墾 , 隨 後 大 批 商 人 也 跟 進 。 這 當 中 某 些 出 身 河北 

或 山東 的 年 輕 男 性 移 墾 者 , 留 妻子 在 家 鄉 , 獨 自 花 一 兩 年 到 東北 租 

地 或 開 墾 , 而 最 終 把 全 家 搬 到 東北 定居 。 而 東北 地 區 婦女 的 日 党 

40 Bossen 2002,. 61, 100. 

41 Ponmeranz 2005.251: Gardella 1994, 103-5, 172-73; Lu, 2004, 20, 25. 

42 Lu 2004. 
43 Friedman 2006. 35-36. 關於 清 代 臺灣 原 住民 女 性 負責 主 要 農 活 , 及 漢人 移 墾 者 的 原 住 

民 性 別論 途 , 見 Teng 1998; Teng 2004, 173-93。 
44 Pomeranz 2000, 87, 

45 Bossen 2002, 66. 

46 Pomeranz 2005, 250. 

47 Reardon-Anderson 2005, 15, 17-70. 19 世 紀 晚 期 + 清 廷 積極 鼓勵 漢人 移 繁 , 造 成 人 口 了 

速成 長 , 見 同 前 書 , 頁 16,71-93,98。 
48 Reardon-Anderson 2005, 123, 137-40, 145。 關於 此 模式 持 縮 到 20 世 紀 , 見 Reardon- 

Anderson 2005. 151-52: Gottschangand Lary 2000, 為 -78,. 8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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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1.4 1890 年 代 曲 皇 當 地 編織 婦女 

出 處 :Photo by Rev. G. S. Hays. Arthur H. Smith, Crgese_ Corege/rer7srrcys (New York: 

Fleming 日 . Revell, 1894), facing 200, 

工作 則 為 補 鞋 與 織 衣 。, 

自 大 清 帝 國 初期 開 始 出 兵 新 環 、 西 藏 等 邊疆 地 區 , 漢 族 農民 陸 
續 攜 家 帶 估 到 當 地 開 墾 。 朝 廷 還 積極 補貼 西北 地 區 漠 族 貧 農 至 新 疆 
移 懇 , 將 草原 荒地 開 關 成 種 小 米 、 小 麥 作 物 的 農地 , 以 供 當 地 軍 屯 
所 用 。” 而 大 清 帝國 統治 下 的 西 組 之 地 , 當 地 女 孩 與 婦女 主 要 工作 
為 顧 養家 瘟 ; 至 於 漢族 妻 女 則 常 在 家 做 些 家 用 手工 。” 我 們 對 這 些 
移 墾 常民 的 日 常 所 知 其 少 。 至 於 被 迫 遷 出 傳統 領域 的 西 噴 或 西南 山 

49 Isett 2007, 220. Isett(2007, 215-216) 發 現 , 由 於 當 地 氣候 酷 宕 而 無法 栽植 滿洲 女 性 不 

50 Perdue 2005, 333-56: Millward 1998, 50-52. Millward (51, 229) ; 說 和 ! 明 , 19 世 紀 初 約 和 交 

名 漢族 、 東 王族 (回族) 至 北陸 移 組 , 而 南亞 到 1840 年 伐 才 成 為 漢族 農家 移 角 地 
51 Pomeranz 2005,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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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非 漢族 女 性 或 移居 邊疆 的 漢族 女 性 所 遺 遇 的 挑戰 , 我 們 更 難以 

得 知 。 然 而 ' 農戶 是 大 清 帝國 當 時 的 生 產 單位 , 而 家 中 成 員 則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勞力 來 源 。 

作為 一 名 農婦 與 織 工 , 黃 氏 很 少 離開 熟悉 的 街 坊 鄰里 。 她 整 

天 辛勞 忙碌 ' 常 常 深夜 得 替 散 作 商 人 紡織 , 播 種 收成 農 忙 時 也 要 到 

田 裡 幫忙 還 要 者 飯 、 顧 小 孩 及 做 針線 活 等 日 常 家 務工 作 。 她 不 用 

每 隔 幾 天 要 跑 到 一 小 時 路 程 外 的 鎮 上 市 集 採買 。 雖 然 女 性 會 在 無 男 

性 陪同 下 到 市 集 賣 紡 紗 , 但 有 縫紉 手藝 的 她 能 在 家 工作 而 不 用 出 外 

拓 頭 露面 。 而 家 中 所 需 少量 火 繩 、 油 、 覽 、 工 具 、 醬 菜 、 醋 、 糖 、 

蔭 草 、 草 藥 、 蠟 燭 等 雜 物 , 則 由 丈夫 外 出 採買 。 而 丈夫 到 這 鎮 上 市 

集 , 也 能 花 點 錢 請 人 磨 利 與 修補 工作 器 具 。 紡 紗 織 布 的 收入 已 能 讓 

黃 家 購 買 或 取得 相 當 多 種 商 品 及 服務 ,' 而 不 用 只 靠 自 己 種 植 或 生 

產 。? 而 每 天 到 附近 水 井 打 水 或 一 週 兩 次 至 灌溉 水 塘 浣 衣 ,' 就 是 她 

能 跟 其 他 婦女 話 家 常 的 機 會 。 在 等 竺 打 水 時 ,', 她 可 以 得 知 誰 家 有 

人 人 快 嫁 娶 或 誰 家 小 孩 考取 功名 等 最 新 街 坊 傳聞 。 

然而 , 她 的 眼界 也 絕 非 局限 在 街 坊 鄰里 之 內 。 還 有 丈夫 到 市 

集 採買 時 , 在 茶館 與 其 他 男人 閒聊 打 聽到 的 消息 。 而 黃 氏 一 家 人 每 

年 也 會 到 鎮 上 寺廟 , 參 加 觀音 菩薩 誕辰 等 廟會 活動 。 這 樣 一 年 幾 次 

的 短暫 外 出 , 也 讓 她 有 機 會 與 嫁 到 鎮 外 另 一 頭 久 別 的 兩 位 姐妹 們 重 

逢 。 黃 氏 在 廟會 最 喜歡 看 走 唱 戲班 的 戲曲 表 演 。 這 些 戲碼 多 半 出 自 

古代 傳說 故事 , 且 當 中 情節 多 半 強 調 忠 孝 節義 及 因果 業報 。 她 從 這 

些 戲曲 表 演 , 得 知 古代 貞 婦 烈女 如 何 殉 夫 殺身 以 保全 個 人 貞節 。 廟 
會 還 有 些 說 書 、 唱 曲 等 露天 娛樂 表 演 , 且 當 中 的 詞曲 也 多 以 講述 婦 

52 關於 18 世 紀 中 其 江南 女 織 工 收入 , 見 Pomeranz 2000, 100-2; Pomeranz 2005, 243-47 。 

53 Bray 1997, 132. 當 時 華北 婦女 常 以 人 益 洗 衣 。 吳 秀 杰 (Xiujie Wu 2008: 225) 寫 道 「 祭 拜 往 
生 嫦 女 時 為 人 女 得 替 亡 母 燒 紙 牛 。 民 俗 有 此 一 說 , 因 為 婦女 在 世 冼 潑 時 汙染 太 多 

水 源 , 因 此 要 有 頭 牛 為 其 後 世 喝 光 汙 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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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1.5”1890 年 代 曲 阜 當 地 婦女 下 廚 備 餐 

出 處 :Photo by Rev, G. S. Hays. Arthur H. Smith, Crgeye Cogrge/erps/rcs (New York: 

Fleming 日 . Revell, 1894), facing 19. 

道 禮教 。?” 
往 鎮 上 的 路 途中 , 黃 氏 會 看 到 劑 立 於 鄉間 的 貞節 牌坊 。 這 些 

由 朝廷 設立 的 牌坊 , 用 以 褒揚 喪 夫 守 寡 數 十 年 的 節 婦 。 雖 然 黃 式 明 
瞭 ' 喪 夫 節 婦 理 應 守 寡 不 二 嫁 , 但 村里 許多 喪 夫 婦女 迫 於 經 濟 壓力 
而 再 嫁 。 然 而 , 一 家 若 少 了 能 下 田 耕 種 的 男性 、 能 替 商 人 織 布 賣 錢 
又 打 理 家 務 的 女 性 , 就 算 循規蹈矩 勢必 也 難以 存活 。 

即 便 黃 氏 並 不 識字 , 但 她 丈夫 略 懂 幾 個 字 , 就 夠 他 到 市 集 時 買 
上 幾 本 廉價 圖 冊 。 他 有 時 會 在 抽 菸 時 研讀 翻閱 農民 曆 或 備 急 良 方 , 
並 讀 給 在 一 旁 紡 織 的 黃 氏 聽 。 當 中 她 特 別 喜歡 丈夫 去 年 買 來 的 命理 

54 Goldman 2012, 64, 87-97; Brokaw 2007,. 527-28: Cheng 2011,. 103-6. 108-11.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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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這 本 書 算 到 她 將 來 會 子孫 滿堂 。”“ 到 處 擺 攤 的 賣 書 人 曾 跟 艾 
二 1 過 , 印 書 用 的 刻板 是 由 華南 地 方 婦女 砍 材 所 製 成 的 。 即 便 目 不 
一 , 這 些 紹 女 仍 會 依照 刻板 拓 印 來 刻 出 每 個 字 。 而 根據 賣 書 人 的 

$ , 當 地 婦女 和 小 孩 也 會 在 家 中 印 書 裝訂 , 就 如 同 黃 氏 千 紡 紗 織 
一 樣 賺 錢 來 養家 活口 。 

。 透過 日 益 普 及 的 書 籍 流通 與 廟會 戲曲 表 演 , 黃 氏 一 家 和 其 他 江 
龐 狠 下 人 家 , 就 算 不 到 學 堂 讀書 識字 。 也 得 以 接觸 到 這 些 經 典故 事 

放 仁 義 道德 。19 世 紀 初 當 時 的 中 國 並 非 是 高 雅 與 大 眾 文 化 如 此 滔 渭 
今明 的 國 度 。 各 階層 女 性 皆 知 何謂 婦女 該 具備 的 德行 。 即 便 如 此 的 
期 待 難 以 實踐 , 但 已 成 為 共通 價 值 。 

但 對 黃 氏 來 說 , 當 中 有 些 期 待 仍 是 太 遙 不 可 及 。 雖 然 理論 上 
人 部 人 都 能 參加 科舉 考試 , 但 她 不 敢 寥 想 她 兒子 能 躋身 士紳 階層 。 
畢竟 黃 家 需 要 這 個 兒子 下 田 幹 活 , 即 便 要 送 他 到 當 地 私 蘭 去 讀書 認 
字 , 對 黃 家 都 仍 難 以 負擔 。 至 於 對 女 兒 的 話 , 黃 氏 主 要 關心 該 如 何 
讓 正 值 妙 齡 時 期 的 女 兒 不 在 外 拋 頭 露面 。 當 時 是 不 把 明目張膽 在 外 
揣 頭 露面 的 妙齡 女 子 視 為 理想 的 婚配 對 象 , 甚 至 有 可 能 讓 自 己 遺 到 
非禮 。 黃 氏 早 就 聽 過 村 裡 的 無 賴 混混 會 到 水 井 附 近 窺探 這 些 年 輕 女 
性 , 或 到 各 家 院子 外 偷窺 , 然 後 心懷 不 軌 的 想 獨 褻 她 們 。 當 女 兒 到 
了 適 婚 年 齡 , 黃 氏 只 有 盼 能 從 朮 夫 的 茶館 熟識 圈子 或 姐妹 夫 家 街 坊 交 
里 中 , 找 到 合適 但 離 家 不 太 遠 的 婚配 對 象 。 中 國 許多 地 方 女 性 婚 後 
還 是 會 續 住 娘家 , 等 生 下 第 一 胎 後 才 搬 到 夫 家 住 。 黃 氏 所 處 的 江 
南 雖 並 無 此 習俗 , 但 嫁 到 娘家 附近 的 女 兒 , 只 要 雙親 在 世 就 會 定期 
回 娘家 探 鹿 , 即 便 已 為 夫 家 生 下 能 傳宗接代 的 子嗣 , 還 是 會 與 娘家 
維持 緊密 關係 。 

55 Brokaw 2007, 2. 

356 Brokaw 2007, 14-17,99, 101-2.105,. 109-11,. 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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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黃 氏 期 盼 女 兒 能 嫁 到 離 家 不 遠 的 好 人 家 , 但 她 深 知 女 兒 們 命 
中 注定 會 碰 到 的 事 。 無 法 把 女 兒 養 大 的 貧困 人 家 , 有 可 能 把 女 兒 賣 
給 未 來 夫 家 當 童養媳 , 等 到 適 孕 年 齡 後 再 嫁 給 對 方 兒子 。 這 些 年 幼 
柔弱 的 女 孩 , 往 往 遭 扶養 人 家 的 虐待 。 黃 氏 還 算 好 運 , 因 為 她 與 丈 
夫 倆 身 強 體 壯 且 努力 耕作 紡織 , 還 夠 些 錢 能 把 女 兒 拉 拔 長 大 嫁 人 。 
她 期 盼 示 來 的 女 婿 也 是 勤 誰 的 農夫 , 因 為 把 女 兒 嫁 入 富貴 人 家 是 有 
風險 的 。 她 鄰居 千方百計 想 把 家 中 美 勸 動人 的 女 兒 嫁 到 鎮 上 富貴 人 
家 , 但 卻 成 了 側 室 , 後 來 還 聽 說 被 元 配 討厭 而 遭 虐 待 。 

而 也 有 些 女 性 根本 無 法 嫁 為 人 妻 。 城 裡 與 鄉下 貧困 人 家 女 兒 會 
被 老 蛋 買 來 當 青樓 名 妓 , 或 賣 去 有 錢 人 家 當 丫 曆 。 離 黃 氏 家 不 遠 的 
揚州 城 , 就 以 娛樂 達 寐 貴人 的 美 麗 名 妓 出 名 。 當 時 的 青樓 是 士紳 客 
商 齊 聚 流連 的 場所 , 那 裡 有 才 貌 出 眾 的 美 女 一 旁 彈 琴 下 棋 、 吟 詩作 
賦 , 且 這 些 女 性 既是 詩人 、 亦 為 恩 客 寫 詩作 詞 的 原 由 。 當 作 光 顧 青 
樓 的 回 報 , 在 此 流連 的 有 錢 男 性 也 可 能 會 與 青樓 女 子 發 生 關係 , 有 
時 還 會 贖 回 家 當 妾 。 而 當 時 文 人 雅士 筆下 的 青樓 才 女 多 為 「 出 淤泥 
而 不 染 的 蓮花 」, 但 這 些 女 性 確實 成 為 帝國 晚期 動盪 不 安 下 、 還 有 
男性 逐漸 頻繁 往來 流動 環境 之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青 樓 之 外 , 姿 
色 欠 佳 或 年 華 不 再 的 女 性 只 能 到 街 上 當 妓女 賣身 。77 

然而 即 便 女 兒 嫁 得 體面 , 任 何 母親 無 不 希 句 女 兒 這 輩子 別 碰 到 
一 些事 。 大 家 多 少 都 耳聞 , 許 多 與 夫 和 或 公婆 爭吵 後 自 縱 的 少婦 , 
當 鬼 回 來 糾 總 其 他 新 嫁 娘 這 樣 的 鄉 野 怪談 。“” 而 貧寒 人 家 也 會 出 現 
一 些 危機 。 若 丈夫 因 故 殘疾 病 重 而 無 法 下 田 耕 作 , 夫 妻 會 找 位 身 強 
力 壯 男子 來 幫忙 農 活 ', 並 同 意 讓 該 男 與 該 妻 行 房 來 予以 回 報 , 而 妻 

5$7 Finnane 2004. 221-22. 

58 Huntington 2005, 19-20. 共同 主 題 ( 見 頁 1) 在 於 , 上 吊 的 女 鬼 會 勸說 其 他 爭吵 過 後 女 
性 上 吊 , 如 此 才 能 抓 交替 投胎 。 這 些 鬼 ( 見 頁 21) 死後 也 可 能 回 來 報復 婆婆 或 其 他 

誣陷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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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或 許 會 發 覺 到 自 己 處 於 一 妻 多 夫 家 庭 之 中 。 在 那 樣 有 錢 男性 坐 擴 

雪 交 成 群 且 能 接觸 到 青樓 名 妓 與 婢女 的 社會 中 , 許 多 窮 到 無 法 成 親 

的 男子 就 成 了 「 光棍 」。 對 這 些 光棍 來 說 , 一 妻 多 夫 就 成 為 他 們 觸 

手 可 及 的 成 親 機 會 。 為 人 母 的 黃 氏 也 只 能 期 盼 女 兒 們 不 至 窮困 濠 倒 

到 如 此 地 步 。 
然而 ' 煩 惱 這 一 切 都 還 太 早 。 黃 氏 的 長 女 才 13 歲 ,' 且 自 己 尚 在 

適 有 年 齡 。 公 公 過 世 前 一 年 , 生 完 長 女 的 黃 氏 順利 產 下 一 子 , 這 讓 

她 鬆 了 一 口氣 , 因 為 只 有 兒子 才 能 傳宗接代 、 延 續 家 中 香火 。 兒 子 

現在 12 歲 , 已 能 下 田 幫忙 。 幾 年 過 後 , 她 產 下 了 二 女 。 兩 個 女 兒 們 

都 很 會 紡 紗 , 而 她 正 要 開 始 教 長 女 如 何 上 織機 來 織 布 。 不 出 幾 年 , 

她 們 都 會 成 為 能 持家 、 下 田 幫忙 、 靠 紡織 賺錢 養家 的 賢 內 助 。 如 

今 , 懷 第 四 胎 中 的 黃 氏 盼 能 生 下 第 二 個 兒子 , 盼 老後 夫妻 倆 有 這 兩 

兄弟 的 照料 , 也 能 因此 多 子 多 孫 。 

黃 氏 其 實 很 幸運 。 來 跟 她 買 紡織 成 品 的 商 人 越 來 越 鄉 , 讓 家 中 

生 計 轉 好 而 無 須 在 意 家 中 人 口 多 寡 。 或 許 是 服用 調經 藥 的 影響 而 

讓 她 不 像 其 他 鄰居 一 樣 常 懷孕 。” 她 知道 有 些 太 常 懷孕 的 婦女 會 因 

而 將 出 生 女 嬰 溺死 。 當 時 朝廷 為 官 者 反擊 此 溺 女 惡 俗 , 並 說 明 此 行 

徑 會 影響 為 人 妻 為 人 母 將 來 的 生 育 ' 但 這 卻 示 能 導 正 農村 女 性 的 生 

育 決定 。“! 或 許 這 能 說 服 仕 室 人 家 婦女 留 住 生 下 的 每 個 孩子 , 但 她 

們 又 如 何 體 會 農婦 所 面臨 的 壓力 ? 即便 在 黃 氏 周遭 街 坊 鄰里 的 織 工 

之 中 , 她 對 殺 嬰 此 事 也 略 有 耳聞 。 生 小 孩 是 女 人 的 事 , 家 中 男性 並 

不 會 直接 介入 , 而 殺 嬰 通常 是 由 生 母 自 行 決定 , 或 是 婆婆 受 其 他 女 

性 親友 或 產 婆 從 旁 憩 點, 而 將 新 生 女 嬰 溺 死 。 沒 有 人 會 縱容 或 公開 

談論 這 種 行 為 , 但 大 家 都 清楚 , 實 際 采 嬰 的 狀況 更 為 嚴重 。 不 然 為 

59 Sommer2005,.29-54: Sommer2015. 

60 Bray 1997. 326-34. 

61 King 2014.21: Bray 1997,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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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農村 男女 人 口 比 為 10:8 ? “而 如 此 缺 女 孩 的 狀況 , 日 後 是 否 會 影 

響 到 黃 氏 替 兒 子 找 媳婦 ? 

但 黃 氏 不 必 老 操心 這 些事 。 部 分 要 歸功 於 她 徹夜 紡織 , 而 讓 
家 中 生 計 不 錯 。 這 也 是 她 為 何 期 盼 女 兒 們 能 跟 自 己 一 樣 嫁 到 附近 農 
家 。 因 為 黃 氏 相 信 , 商 人 總 有 些 紡織 針線 活 讓 女 兒 可 做 。 

62 關於 殺 嬰 比 例 的 可 幕 資 料 相 當 少 。 關 於 18、19 世 紀 异 寧 人 口 統計 分 析 , 見 Lee and 
Champbell 1997, 65-70。Lee and Wang (1999) 妃 討 論 清 代 莽 胎 與 導 了 。Sommer(2010) 則 

批 判 上 述 研 究 及 其 他 強調 「 糸 胎 在 帝國 晚期 相 當 常見 」 說 法 , 指 出 志 胎 藥 「 危 險 且 

不 可 靠 , 且 需 具 備 專業 知識 才 能 取得 與 使用 , 同 時 也 所 費 不 賢 」(99) 。 只 有 在 診治 
上 遭遇 危及 或 社會 危機 時 才 會 用 這 類 藥物 。 殺 了 嬰 如 何 成 為 19 世 紀 帝 國 主 義 論述 下 的 
中 國 用 有 現象 , 見 King 2014。 



2 變動 (1840-1900 ) 

js63 年 ,32 歲 的 詩人 與 畫 家 左 錫 嘉 帶 著 自 己 8 位 子女 , 跨 越 當 

主 清 帝國 飽 受 戰火 踩 踹 地 區 , 準 備 要 去 葬 夫 。! 
堪 錫 嘉 對 長 途 跋涉 , 還 有 與 家 人 的 生 離 死 別 並 不 陌生 。 母 親 

早年 過 世 後 , 她 與 五 姐妹 便 從 江蘇 老家 隨 父 親 搬 至 擔任 知府 的 安 

微 。 她 和 兩 個 姐妹 在 當 地 也 因 繪畫 和 蔚 詞 才 華 而 被 譽 為 「 左 家 三 才 

女 ,。 左 錫 嘉 20 歲 時 乏 給 幾 乎 大 她 20 歲 的 四 川 文 人 曾 詠 為 繼 室 。 曾 

著 因 進 十 及 第 , 而 得 經 常 離 鄉 任官 。 左 錫 嘉 的 詩詞 亦 充分 流露 自 己 

對 天 妻 倆 聚 少 苑 多 的 孤寂 與 思念 。 當 曾 詠 派 任 江西 知府 時 ,' 左 錫 嘉 

欣然 一 同 赴任 。 在 戰亂 動 濕 時 代 , 她 肩負 饑荒 救 濟 分 配 、 號 召 地 方 

人 十 抵 巢 太 平 軍 進 犯 之 大 任 。 而 夫婦 曾 詠 當 時 在 曾 國 落 應 下 ,' 奉 命 

至 安 微 平 亂 。1862 年 , 竺 左 錫 嘉 與 子女 自 江西 家 中 搭 船 穿越 混亂 戰 

區 到 安徽 前 , 曾 詠 就 已 病逝 。 
左 錫 嘉 認為 將 夫 婿 遺骨 送 歸 故里 安葬 是 自 己 該 盡 之 責 。 而 由 

於 當 時 太 平 天 國 戰火 持續 荔 延 至 清 帝國 核心 區 域 , 她 只 能 先 扶 酸 回 
江西 。 隔 年 摧 二 子 六 女 扶 權 歸 華 , 孤 舟 一 路 溯 長 江 入 罰 , 跋 涉 數 千 

里 。 她 在 詩作 與 畫 作 中 , 描 繪 自 己 歷經 五 月 沿途 目睹 戰火 摧殘 之 慘 
狀 。 左 錫 嘉 提 到 , 途 中 遭遇 官兵 打 劫 路 過 行 舟 , 當 時 雖 與 素 未 謀面 

男子 直接 應 對 有 違 婦 道 , 但 為 保護 同 行 子女 與 曾 詠 的 靈 相 , 她 只 得 
上 嚴 斥 該 將 治 軍 馭 兵 不 嚴 。? 後 來 行 經 巫 峽 遇 盜賊 , 憶 到 「 群 盜 隱 山 

243n51 : 百 度 百 科 「 左 錫 意 、 曾 詠 」 條 目 :Zuo2008; Shan Shili 1911, 44b-51b。 

及 Zuo 2008, 52-53.[ 編 按 ]: 此 指 其 畫 作 〈 孤 舟 入 蜀 圖 》, 引 文 另 見 《 卷 苑 吟 》。 

和 於 此 論 及 左 錫 嘉 的 生 平 細 節 引 自 Ho 1998, 324-25; Meyer-Fong 2013, 112. 243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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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 , 此 舟 安 可 舍 。 言 者 聲 戰慄 , 閣 者 顏 渥 蒜 。 獨 我 按 劍 坐 , 寂 寂 效 
翊 唔“.“““ 處 紛 雖 鎮定 , 聲 威 安 可 假 」 這 深刻 道 出 自 己 身 為 女 性 的 脆 
弱 無 助 。 一 行 人 終 抵 夫 婿 家 時 , 適 逢 萱 堂 壽 誕 , 只 因 「 今 日 萱 堂 祝 
壽 考 , 敢 向 歡 筵 觸 煩惱 .“..“: 靈 輛 暫 後 隨 , 繩 衣 易 白 紡 」, 而 隔日 才 
令 人 庫 報 公婆 。: 

在 妥善 安葬 曾 詠 後 , 左 錫 嘉 便 落腳 成 都 , 以 書 畫 花藝 來 養家 。 
處 理 生 計 壓 力 對 她 並 非 陌生 , 曾 寫 道 :「 募 匡 苦 竹 衡 門 氏 , 結 福 十 
載 閱 執 覽 」。 開 始 守 寄 後 改 號 「 冰 如 」, 並 將 其 悼念 詩作 以 「 拔 心 
不 死 」 卷 蓄 草 , 名 為 《 卷 芳 吟 》。? 

左 錫 嘉 在 曾 詠 逝 後 守 寡 超 過 30 年 , 代 夫 侍奉 公婆 , 並 能 在 不 必 
拋 頭 露面 , 憑 藉 得 體 的 書 畫 才 藝 , 順 利 將 子女 拉 拔 長 大 。“ 她 成 為 守 
窗 不 二 嫁 的 貞 婦 , 而 其 個 人 貞節 操守 彰顯 士紳 婦女 在 困境 下 該 符合 
的 婦 德 , 並 強化 帝國 秩序 穩定 數 世紀 的 共同 價 值 觀 。 

o 一 一 選 一 、_ 

左 錫 嘉 葬 夫 後 不 過 半 世 紀 ,1911 年 清朝 滅亡 , 不 僅 是 此 王朝 也 
是 帝制 中 國 的 終結 。 本 章 進 一 步 關 注 這 60 年 間 經 歷 動 盪 危 機 女 性 的 
處 境 , 當 中 檢視 了 鴉片 貿易 、 內 亂 、 通 商 口岸 擴 增 、 傳 教 、 饑 荒 , 
以 及 日 益 與 帝國 列強 密切 結合 的 經 濟 等 因素 , 對 女 性 日 常 生 活 之 影 
響 。 女 性 在 這 段 期 間 雖 不 斷 遭 受 暴力 所 擾 , 但 亦 從 新 經 濟 或 社會 機 
會 中 受益 。 本 章 也 將 追溯 「 女 性 」 形 象 之 變動 歷程 。 總 足 不 出 戶 、 

3 _Zuo 2008, 54, 57.〔 編 按 ]: 引文 另 見 《 卷 序 吟 、 扶 樞 至 家 》:「 且 緩 呼 奴 報 歸 旋 , 今日 
巷 堂 祝壽 考 ,【 九 日 抵 鈣 , 適 君 姑 壽 辰 , 未 敢 令 人 棄 報 。】 敢 向 歡 篷 觸 煩惱 。 孤 燈 
和 坐 圈 旦 , 肢 心 想 如 捧 。 到 此 不 能 陽 , 傷 哉 劇 分 曉 。 靈 輛 暫 後 隨 , 繩 衣 易 白 結 。」 

4 Zuo 200S, 57 

Zuo 2008,. 59. 

二 女 曾 勢 日 後 成 為 著 名 刺繡 師 、 書 法 家 與 撰寫 醫 方 。 曾 壹 之 昧 曾 彥 , 亦 為 知名 詩 
人 、 畫 家 與 刺繡 師 。 見 Ho 1998, 325,288-89, 287-88。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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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貞 及 殉 節 等 婦 德 仍 是 此 時 期 文 化 凝聚 力 之 強大 根源 。 然 而 , 到 了 

19 世 紀 下 半 葉 ,「 女 性 特 質 」 意 涵 受 到 外 國 人 或 在 動 濕 劇變 世界 中 

試 著 理解 自 身 地 位 的 中 國 人 加 以 不 斷 重 塑 。 

打 亂 左 錫 嘉 人 生 的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 並 非 該 動 湯 危 機 的 開 端 。 早 

在 20 年 前 ' 第 一 次 鴉片 戰爭 (1839-1842) 時 , 就 已 揭 開 這 段 動漫 危 

機 的 時 代 。 清 廷 在 鴉片 戰爭 前 , 藉 由 周邊 各 番 屬 國 認可 中 華 帝國 文 

配 地 位 之 朝 頁 體制 , 來 規範 貿易 活動 。 歐 洲 與 其 他 地 區 商 人 每 年 交 

易 季 只 能 透過 廣州 此 單一 口岸 進 行 通商 。18 世 紀 晚期 , 隨 著 英國 商 

人 擴大 進 口 印度 鴉片 來 購買 中 國 茶葉 , 讓 長 久 用 於 醫療 的 收 片 在 中 

國 迅速 盛行 。” 中 國 茶葉 貿易 的 稅收 進 而 幫 到 英國 政府 財政 。 到 19 

世紀 初期 藉助 活躍 的 走私 管道 , 吸 鴉片 風潮 一 路 從 中 國 沿岸 擴散 至 

內 陸 ,1830 年 代 預 估 高 達 七 成 沿岸 士兵 都 會 吸收 片 。 清 廷 警覺 到 收 

片 吸食 率 攀升 , 還 有 進 口 鴉 片 導致 白銀 外 流 , 因 此 於 1838 年 指派 當 

時 朝 中 要 臣 林 則 徐 前 去 中 止 鴉 片 貿易 。 當 林 則 徐 銷毀 大 批 貴重 鴉片 

時 , 決 心 要 「 打 開 」 中 國 通商 口岸 的 英國 選擇 開 戰 且 最 終 戰 勝 。 

第 一 次 鴨 片 戰爭 戰敗 開 局 了 所 謂 的 「 百 年 國 恥 」。1842 年 《 南 

京 條 約 》 開 放 了 5 個 沿岸 城市 作為 通商 口岸 , 外 國 人 得 以 自 由 貿易 

及 居住 。 而 在 接 下 來 數 十 年 , 中 國 雖 未 完全 遭 單一 國 家 所 殖民 , 但 

帝國 列強 逐漸 擴大 取得 在 中 國 的 租界 範圍 。 英 、 法 、 美 等 國 列強 透 

過 施 壓 中 國 簽訂 條 約 , 而 獲取 不 少 利 權 : 保 障 締約 國 公民 能 在 陸續 

開 放 的 口岸 城市 居住 、 享 有 進 口 品 低 關稅 優惠 、 在 中 國 犯罪 適用 母 

國 法 律 (即 治 外 法 權 ); 1860 年 第 二 次 鷺 片 戰爭 後 可 在 中 國 境內 各 地 

自 由 傳教 ; 以 及 最 後 1890 年 代 中 期 更 可 直接 投資 中 國 產業 。 每 當 某 

帝國 勢力 從 中 國 取得 利 權 , 其 他 締約 列強 也 都 比 照 享有 「 最 惠 國 竺 

7 “Zheng 2005, 11-14, 20, 22. 
8 Zheng 2005, 56-57, 7,71-86,.91. 

9 關於 1839 至 1952 年 間 季 片 貿易 及 其 影響 , 見 Brook and Wakabayashi 2000.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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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圖 片 2.4” 廣東 揀 茶 婦 

出 處 :John Thomson, C7zgg g77 7/s 7/eozp/e 說 dr Po7og7e2757 4 (2 人 77deec7 Aep/7/7/ 07 
入 e C/gssre /873/# 大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982). vol 1 plate XIX. 

崗 」。 當 外 國 船艦 駛 入 中 國 水 路 保護 歐美 商 人 與 傳教 士 時 而 引發 戰 
爭 , 時 而 出 現 零 星 小 型 衝突 。 這 些 外 國 勢力 活動 一 再 挑戰 清 廷 治 權 
並 削弱 其 國 力 。 

與 此 同 時 , 外 國 人 的 出 現 帶 來 中 國 以 外 世界 的 資訊 , 並 對 中 國 
產生 新 認知 。 外 國 人 批 判 殺 嬰 總 足 等 眾多 「 落伍 」 或 「 不 文 明 」 文 
化 風俗 。 教 會 學 校 吸引 許多 人 改 信 基 督 教 , 並 教育 出 身 清寒 貧困 的 

男孩 女 孩 。 洋 行 羽 用 中 國 通譯 , 讓 許多 外 國 語言 因而 進 入 不 少 書 香 
門 第 之 中 。 當 時 腹 背 受 敵 的 清 廷 也 藉 由 自 強 運動 ( 洋 務 運 動 ), 招 集 

了 外 國 軍事 專家 及 接受 新 式 教育 的 中 國 工程 師 。 由 派駐 歐美 日 的 中 

國 外 交 官 、 旅 人 與 出 洋 留 學 生 的 書 信 都 描述 到 不 少 國 外 生 活 的 點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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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 華 帝 國 子 民 們 或 多 或 少 被 迫 得 重新 理解 自 己 在 世界 的 地 

蘭 全 8E 放 講理 列強 侵害 主 權 相 於 講 命 之 際 。1850 至 1870 征 代 
廈 相 動 濕 內 亂 幾 近 讓 大 清 帝國 分 顏 央 析 。 太 平 天 國 、 華 北 搶 亂 、 

說 、 雲南 回 變 等 事件 之 部 分 導火線 在 於 人 口 增加 限制 發 展 機 

說, 沁 有 至 和 到 移 胃 漢人 與 當 地 少數 民族 全 突 "進 口 片 導致 白 銀 
訊 施 、 物 價 學 升 與 賦稅 負擔 加 劇 、 第 一 次 鴉片 戰爭 支付 英國 賠款 、 

廚 肥 內 媽 外 蝦 的 清 生 政府 、 通 商 口岸 開 放 改 變 了 地 方 勞 力 市 場 與 手 

襄 二 等 帝國 列強 勢力 的 影響 更 加 劇 此 時 期 的 動 濕 。 
在 歐洲 列強 連 番 入 侵 、 動 盪 內 戰 與 經 濟 危機 之 際 , 剛 開 始 並 未 

影響 所 謂 的 婦 德 概念 。 當 英軍 1841 年 進 占 長 江 之 際 , 英 國 人 對 於 洽 
婦女 縣 樑 自 畫 或 投 井 , 這 些 中 國 人 認為 的 守 貞 殉 節 行 為 威 到 不 
,! 隨 1864 年 太 平 天 國 滅亡 後 , 接 下 來 我 們 將 看 到 , 受 內 亂 戰火 
及 地 區 往往 會 表 彰 這 些 貞 婦 烈女 。 婦 德 舊 觀念 反而 從 戰亂 動 溫 中 

術 生 出 新 的 意義 。 
然而 短 短 數 十 年 後 , 貞 婦 的 社會 形象 就 此 消失 。 取 而 代 之 的 則 

開 集 合 「 無 知 、 懶 散 、 經 濟 寄生 」 而 成 的 另 一 種 「 女 性 」 象 徵 。 本 
章 探究 此 轉 變 之 脈絡 。 而 第 3 章 將 討論 1890 年 代 士紳 將 女 性 視 為 大 
請 帝國 積 弱 不 振 的 化 身 。 這 些 男 性 精英 與 少數 有 發 聲 權 的 女 性 作家 

郵 認為 , 讓 女 性 足 不 出 戶 且 視 為 無 知 的 行 徑 , 某 種 程度 上 說 明了 當 
時 的 清朝 為 何 示 能 有 效 抵 件 外 國 帝國 主 義 勢力 。 

全
 

10 何 偉 亞 (James Hevia) 將 當 時 軍事 化 行 動 與 非 軍 事 接觸 的 整個 過 程 , 稱 為 「 帝 國 主 
了 義 的 教程 」。Hevia 2003. 

加 Meyer-Fong 2013, 7-8 簡明 扼要 列 出 這 種 種 問題 。 
12 Bicekers 2011.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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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片 與 婦女 : 蔚 詞 、 煙 癮 與 生 產 

對 士紳 婦女 來 說 , 第 一 次 鴉片 戰爭 是 一 個 多 半 透 過 詩詞 創作 來 
參與 政治 的 時 刻 。 對 各 社會 背景 婦女 來 說 , 鴉片 成 癮 意味 著 造成 家 
計 支出 負擔 及 降低 保障 。 而 對 極為 貧困 農婦 來 說 , 家 庭 擴 大 栽種 髓 
栗 花 則 帶 來 了 新 收入 來 源 。 

中 國 在 第 一 次 鴉片 戰爭 受到 英軍 猛烈 攻擊 , 且 派駐 重兵 至 沿 
海 及 江南 地 區 。 士 紳 婦 女 雖 多 半 都 待 在 閑 閣 後 院 , 但 並 非 與 政治 
論述 有 所 隔 閣 。 她 們 在 詩詞 中 流露 出 對 欲 與 入 侵 英 軍 談 和 的 清 廷 
之 憤 仇 , 並 頌揚 勇於 抗 敵 的 士兵 與 百 姓 。 清 代 女 詩人 沈 善 寶 (1808- 
1862) 在 英軍 入 侵 南 京 之 際 , 於 北京 寫 下 : 

開 說 照 海 妖 氮 , 沿 江 毒 霧 , 戰 艦 橫 瓜 步 。 銅 炮 鐵 輪 雖 猛 捷 , 

和 旦 少 水 師 強 稚 ? 壯士 衝 冠 , 書 生 投 筆 , 談 笑 平 夷 誰 ! 

此 詩 更 以 宋代 抗 金 名 將 韓 世 忠 繼 室 梁 紅玉 「 鳴 金 擊 鼓 」 之 意象 作 
結 。 

中 國 鴉片 問題 並 沒 有 因為 在 第 一 次 鴉片 戰爭 中 戰敗 而 終結 。 
1856 至 1860 年 間 發 生 的 第 二 次 鴉片 戰爭 , 中 國 再 次 戰敗 , 因 此 讓 這 
種 在 英國 禁止 的 壽 品 得 以 合法 進 口 。 “鴉片 販運 網 因而 擴大 , 從 男 
性 精英 到 女 性 、 上 至 官員 下 至 清寒 百 姓 都 染 上 收 片 煙癮 。「 到 了 19 
世紀 末 , 品 質 欠 佳 的 鴉片 已 經 開 始 在 中 國 西南 與 西北 地 區 大 規模 栽 
種 。 最 終 , 中 國 本 地 栽種 鴉片 取代 進 口 品 , 廉 價 鴉片 讓 鴉片 煙癮 

13 Mann 2010, 283, 293-96. 關於 這 些 詩 的 寫作 背景 , 見 Mann 2007, 103-106 。 
14 Brookand Wakabayashi 2000, 7 

15 Zheng 2005, 117: MeMahon 2002, 132; Brook and Wakabayashi 2000, 8. 對 於 19 世紀 末 乃 片 
成 澀 者 數 量 估計 介 於 百 萬 至 4 千 萬 間 , 見 Lodwick 1996, 19。 

16 Zheng 2005, 101-5. 1904 年 , 單 四 川 一 省 的 鷺 片 生 產 比 起 印度 進 口 量 多 4 倍 , 當 中 九 
成 供 四 川 當 地 用 , 見 Wyman 2000, 214。Bello(2000, 128-29) 深究 1830 年 代 之 前 雲 、 
貴 、 川 、 陳 、 陜 與 新 貫 等 地 栽種 狀況 。 亦 見 Bello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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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 普遍 。 

1906 年 , 正 值 帝國 遲 暮 之 際 , 光緒 帝 下 詔 禁 種 髓 栗 與 禁 吸 鴉 

片 , 但 成 效 有 限 。 官 員 與 開 始 將 禁煙 視 為 富國 強兵 、 抵 帛 外 侮 之 必 

要 手段 。” 但 售 管 朝 廷 官員 努力 打 薩 鴉 片 貿易 , 各 級 政府 卻 愈 來 各 
爺 賴 片 稅收 。 人 20 介 要 各 放 邊 機 滬 林 陳 放 病 朮 而 六 女 > 講 曾 

會 與 政府 當 局 合作 5 

。” 隨 中 國 納入 全 球 毒品 經 濟 中 , 也 影響 到 社會 各 階層 婦女 。 晚 清 

小 說 痛 陳 敗家 、 染 上 壽 癮 而 亡 、 新 生 兒 屏 弱 或 成 癮 及 逼 良 為 娼 等 吸 

除 片 之 亂 象 。、 小 說 家 勸 戒 , 鷺 片 初期 雖 能 讓 尋 芳 客 助 性 , 一 旦 成 

癮 會 取代 性 欲 。””19 世紀 小 說 也 常 提 及 女 性 佑 生 收 片 自 盡 。 “” 儘管 

有 這 些 勸 世 故事 , 但 吸食 鴉片 儼然 成 為 精英 社交 常態 , 亦 列 人 晚宴 

或 婚宴 菜單 上 , 成 為 餘 興 節目 之 一 。 上 海 或 其 他 城市 高 檔 大 煙 館 有 

迎合 富 人 的 女 侍 , 而 廉價 煙 館 則 是 給 搬運 工 吸 鴉 片 的 地 方 。 直到 

20 世 紀 , 無 照 營業 的 「 花 煙 館 」 仍 持續 提供 召 妓 與 鴉片 服務 ,' 而 青 

樓 也 會 供應 鴉片 給 上 層 名 流 。 

栽種 鴉片 、 吸 食 鴉 片 、 擔 任 女 堂 信 及 性 工作 者 等 女 性 , 會 直接 

接觸 到 鴉片 。 旅 居中 國 數 十 年 、 亦 積極 推 動 天 足 運動 ( 見 第 3 章 ) 的 

17 Brook and Wakabayashi 2000. 9, 13。1913 年 停止 自 英國 進 口 : 上 兒 Blue 2000。 國 內 栽種 

情況 , 見 Bello 2005。 

18 Blue 2000, 40. Baumler 2007, 1-2, 56 則 稱 此 類 似 反 斷 足 與 支持 現代 學 校 的 論述, 是 

「 社 會 與 政治 精英 試圖 規 訓 群眾 的 強制 脅迫 手段 」, 見 頁 2。 當 朝 亦 下 詔 禁 種 、 禁 售 

與 禁用 鴉片 。 
19 陝 片 要 先 課 稅 後 才 能 開 始 流 通 * 見 Baumler 2007, 74-75。 

20 Brook and Wakabayashi 2000. 14- 

21 MecMahon 2002, 149; Zheng 2005, 125; Des Forges 2000- 

22 “MeMahon 2002,.2, 10,33, 114, 130: Des Forges 2000。 關 於 18 到 19 世 紀 的 鴉片 與 青樓 名 

技 , 見 Zheng 2005, 7-8, 50-52, 119-22 ; 晚 清 小 說 中 提 及 成 瘋 妓 女 + 見 MeMahon 2002, 

132, 162-67。 
23 MeMahon 2002, 157, 180; Zheng 2005, 129, 

24 Zheng 2005, 6, 172-74; Des Forges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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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女 性 立 德 夫 人 (Alieia Little ) , 曾 於 1899 年 描述 吸食 鴉片 對 富 
家 女 性 的 影響 : 

常 吸 鴉片 的 仕女 會 赦 夜 , 不 到 晚上 五 六 點 是 不 會 起 身 。 普 過 
身體 都 不 好 , 且 常 說 因為 如 此 才 要 吸 鴉 片 。 不 管 鴉 片 可 能 會 
對 男性 產生 影響 , 但 我 遇 過 不 少 參 加 過 鴉片 宴 的 女 性 , 和 看 來 

雙 眸 明亮 、 雙 頰 紅潤 , 且 會 非常 興 鈴 胡說 八 道 。 但 之 後 , 外 

貌 看 來 泛 黃 病 厭 , 且 多 半 凹 陷 。 但 比 起 英格蘭 喝酒 的 女 性 , 

吸食 罩 片 的 女 性 似乎 都 不 會 闔 愧 。 而 對 不 吸 狠 片 的 人 來 說 , 

這 相 當 不 得 體 。 但 眾多 晚宴 同 時 備 有 雅緻 煙 榻 。 而 我 在 

唯一 待 過 的 中 式 鄉間 宅 抑 , 仕 女 們 一 心 只 想 叫 我 到 房 裡 吸 鴉 
片 225 

1904 年 一 項 針對 四 川 地 區 的 統計 , 城 市 近 半 男性 與 1/5 女 性 , 農 村 
有 15% 男 性 及 5% 女 性 都 已 有 將 片 成 癮 現象 。““ 女 性 的 鴉片 成 癮 率 看 
似 比 男性 低 , 但 這 可 能 是 婦女 鮮 少 拋 頭 露面 之 緣故 。 沁 

更 多 婦女 是 成 癮 者 妻子 或 子女 。 到 山東 東部 某 家 幫傭 的 寧 老 
太 太 , 提供 自 己 與 成 逆 丈 夫 共 處 及 分 居 的 難得 口述 資料 。 生 於 1867 
年 ,12 歲 訂婚 、15 歲 嫁 人 的 寧 老 太 太 ,“ 婚 後 不 久 發 現 丈夫 是 無 所 事 
事 不 養家 的 「 老 鴉片 鬼 」, 因而 她 盡 可 能 待 在 娘家 。 

25 Little 1899, 178-79. 
26 Wyman 2000,.214. 

27 關於 1930 年 代 統計 資料 顯示 , 福 糯 當 地 吸食 鴉片 登記 在 案 者 性 別 失衡 現象 , 見 
Baumier 2000, 290n42。 而 1906 年 全 國 統計 中 有 12% 男 性 與 2% 女 性 定期 吸食 鴉片 , 
見 Baujmer 2007, 29 。 

28 實際 上 , 因 為 依 傳統 習慣 , 在 農曆 新 年 前 (即 年 尾 ) 出 生 者 就 算 ! 歲 , 而 過 完 年 後 
又 加 1 歲 。 寧 老 太 太 結婚 時 僅 13 歲 。 見 Pruitt 1967, 33。[ 編 按 】 : 此 部 分 關於 寧 老 太 
太 之 敘述 與 引用 可 見 Pruitt 該 著 作 中 譯 版 : 卒中 和 、 張 鳳 珠 譯 ,《 漢 家 女 》( 臺北 : 
學 生 書 局 ,1993) , 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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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變賣 一 切 ' 就 是 為 了 買 禾 片 。 他 忍 不 住 , 沒 辦法 。、 我 

洗 一 件 衣服 ', 就 拿 出 去 曬 ', 人 必須 守 在 旁邊 看 到 。 就 算 我 偷 

放 一 塊 銅板 在 六 墊 下 ,' 一 定 被 他 找 著 。 

長 女 兩 歲 時 第 一 次 離 家 , 她 自 己 正 懷 第 二 胎 時 , 當 時 朮 夫 賣 掉 她 的 
緣 妝 銀髮 管 去 買 乃 片 。 她 後 來 雖然 有 回 夫 家 , 但 因 丈 夫 第 二 次 要 賣 
簡 幼 女 (她 曾 在 第 一 次 時 有 找 到 並 救 回 幼女 ) 去 買 乃 片 , 寧 老 太 太 再 
度 離 家 。 此 後 她 便 與 丈夫 分 居 近 十 年 。 

雖然 女 性 外 出 工作 在 19 世 紀 的 山東 仍 遭 受 汙 名 , 但 丈夫 的 毒 
貳 讓 寧 老 太 太 別 無 選擇 "只 能 靠 著 撿 垃 、 沿 街 乞討 叫賣 , 還 有 到 別 

人 家 中 幫傭 來 維持 生 計 。 她 幫傭 當 中 有 些 富家 婦女 整 天 橫 臥 煙 楊 。 

寧 老 太 太 在 長 女 適 婚 年 戲 時, 將 她 嫁 給 個 皮 匠 , 但 到 女 兒 婚 後 才 知 

女 婿 竟 也 是 鷺 片 鬼 , 還 是 個 小 偷 , 一 直 想 賣 妻 並 訓練 女 兒 當 青樓 名 

妓 , 而 最 終 在 滿洲 失去 音訊 。?” 
除 造成 家 計 不 穩定 及 困難 外 , 收 片 也 提供 農村 婦女 潛在 新 收 

入 。 種 鴉片 是 門 勞力 密集 但 極 具 暴利 的 生 意 。 直 到 20 世 紀 後 數 年 , 

種 鴉片 讓 婦女 與 子女 得 以 脫離 家 計 困 境 而 存活 。 以 1920 年 代 陝 西 關 

中 貧 戶 女 曹 竹 香 為 例 , 當 時 會 去 幫忙 收成 鴉片 : 

我 那 嫁妝 柄 惶 的 那 我 十 二 三 以 前 , 一 乾旱 起 來 出 去 給 村 叫 

了 , 咱 這 村 種 大 煙 了 , 一 早起 出 去 給 人 收 煙 廢 , 收 一 兩 煙 , 

他 給 多 少 錢 , 一 上 午 出 去 , 回 來 一 吃 ,' 吃 了 下 午 出 去 可 給 他 

放 麼 , 他 給 放 頭 道 , 放 二 道 , 給 他 可 放 煙 麼 , 那 一 天 出 去 這 

雨 回, 那 也 不 給 錢 , 還 是 給 你 些 大 煙 土 , 拿 上 到 鄰 家 去 ', 鄰 

家 就 是 忽 啦 , 就 賣 這 布 苞 , 買 這 東 東西 西 的 了 

處 , 見 Flitsch 2008。 
30 Cao 1996.Alexander Hosie1907 年 沿 渭 河 到 陝西 ( 亦 即 曹 竹 香 後 來 種 自 片 之 處 ) , 看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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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2.2 1868 年 紡 棉 婦 女 

出 處 :Photo by John Thomson, Stuart Collection, Rare Book Division,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 Nigel Cameron and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 eds. 77e ce 07 C777g ds Seez 2 9/og7/2Ae7S 7 77re/e/s, 7860-/972 
(Millerton, NY: Aperture, 1978), 67. 

在 茜 種 鴉片 的 幾 年 後 , 曹 竹 香 的 新 收入 也 跟 著 消失 。 但 村 裡 有 些 農 

人 就 算 要 賣 地 , 仍 不 改 吸 鴉 片 的 習慣 。 

許多 中 反 1906 年 禁令 、 非 法 種 墨 粟 的 甸 地 , 據 當 地 人 說 。, 種 髓 粟 收入 比 種 小 麥 高 7 
倍 , 見 Lodwick 1996, 153-56。 關 於 19 世紀 末 福 建 年 輕 探 收 鴉片 女 工 的 描述 , 見 Gates 
2001,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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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 中 期 民 變動 亂 中 廬 沛 流離 的 女 性 形象 
19 世 紀 中 國 民 變 動亂 , 大 規模 摧毀 大 清 帝 國 許多 群體 。 這 些 暴 

入 事件 引起 史家 關注 ‧ 深 究 意識 形態 、 創 新 組 織 及 個 人 英勇 義舉 。 
防 對 數 百 萬 計 參 與 或 無 端 搓 和 暴動 的 女 性 來 說 其 主 要 造成 饑荒 、 
苗 暴 力 、 流 離 失 所 與 死亡 。 
“當 中 危及 大 清 帝 國 存亡 的 動亂 , 就 屬 歷經 13 年 (1851-1864) 

的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 而 左 錫 嘉 夫 媚 曾 詠 也 在 此 動亂 中 喪命 。 帶 領 太 平 

副 則 是 名 落 孫 山 的 洪 秀 全 , 因 受 傳教 書 《 勸 世上 良言 》 感 召 , 自 認為 
那 穌 的 幼 弟 。 此 動亂 起 於 民生 經 濟 不 穩 與 飽 受 客家 與 當 地 族群 紛亂 
衝突 的 廣西 。 這 群 動亂 分 子 打 著 上 帝 之 名 起 義 , 建 號 太 平 天 國 。 洪 
秀 全 認為 所 有 滿 人 都 是 惡魔 。 太 平 軍 一 路 往 北 挺進 , 雖 從 未 拿 下 上 
海 , 但 已 攻陷 大 半 江南 地 區 , 甚 至 一 度 危及 北京 。 自 1853 年 建立 至 
1864 年 滅亡 , 太 平 天 國 定 都 天 京 (即 江寧 府 , 今 南京 ) 施政 , 過 程 中 

江南 地 區 失而復得 。 起 初 , 太 平 軍 吸引 許多 歐美 傳教 士 關注 , 期 盼 

藉 此 運動 在 中 國 建立 起 一 個 基督 教 國 度 , 但 隨 該 運動 發 展 , 各 國 質 
疑 聲 浪 甚 囂 塵 上 。 太 平 天 國 在 內 鬥 與 清 廷 地 方 團練 圍 帛 下, 於 1864 
年 滅亡 。 

在 此 內 戰 期 間 , 太 平 天 國 的 性 別 觀 引 起 正 反 兩 極 反應 。 這 些 離 
經 叛 道 之 徒 的 衣著 嚇 壞 當 時 品 味 高 雅 的 江南 百 姓 。 太 平 軍 男性 並 不 
從 大 清 調 髮 令 , 且 身 著 只 有 大 清和 皇帝 與 朝廷 要 臣 才 能 用 的 大 紅 、 大 
黃 衫 。 據 稱 太 平 天 國 官員 會 穿戴 由 女 褲 剪 開 的 頭巾 , 而 女 性 則 身 著 
七 麗 繡 花 衫 與 刊 裝 。 太 平 天 國 境內 百 姓 被 迫 改 採 其 髮 式 與 衣著 。 

太 平 天 國 這 些 非 正 統 行 徑 不 僅 限於 衣著 樣式 , 更 直 指 中 國 傳統 
婚姻 與 家 庭 組 成 方式 。 行 軍 初 期 的 太 平 軍 即 要 求 依 生 產 等 第 進 行 男 

31 關於 挫 亂 , 見 Perry 1980,96-151。 
32 Meyer-Fong 2013,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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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分 營 。 夫 妻 也 嚴守 男女 之 防 不 得 行 房 , 雖 太 平 軍 首領 允諾 天 下 底 
定 後 一 家 可 相 聚 。 太 平 軍 亦 曾 於 武昌 、 南 京 等 大 城 , 短 暫 施 行 打 磋 

傳統 家 庭 組 成 、 惹 民怨 的 男女 分 館 政策 。 男 女 隔絕 與 夫妻 行 房 禁 令 
等 政策 雖 在 1850 年 代 中 期 廢止 , 而 結婚 要 透過 天 朝 婚 娶 官 核發 證 
書 加 33 

只 要 經 濟 許可 的 中 國 男人 多 半 會 納 妾 , 但 在 太 平 天 國 境內 , 除 
諸王 可 廣 蓄 巡 妃 外 , 全 面 禁 納 妾 。 據 稱 天 王 洪 秀 全 有 兩 百 位 妻妾 , 
並 與 上 千 位 女 官 及 婢女 有 染 。 洪 秀 全 在 1857 年 所 刊印 的 詩 中 提 及 , 

要 打 理 這 些 嬉 妃 有 其 困難 , 當 中 寫 道 「 副 月 宮 不 曉 跟 理 蟲 , 副 月 宮 

不 話 拿 涎 筒 , 副 月 富有 鬼 在 心中 , 副 月 官 面 情 不 歡 容 。」 

某 些 太 平 天 國 的 行 事 作為 , 成 為 下 一 代 革命 派 人 士 提倡 性 別 
平等 之 主 張 。” 史家 認為 , 太 平 天 國 領導 者 的 客家 文 化 背景 或 許 是 
形成 相 對 平等 的 性 別 觀 之 原 因 。 屬 於 南 遷 漢人 群體 之 一 的 客家 人 被 
迫 至 較 貧 閉 丘 陵 地 耕種 , 女 性 農耕 勞力 因而 很 重要 。 客 家 女 性 不 裏 

小 腳 。 在 太 平 天 國 境內 , 女 性 跟 男性 一 樣 要 勞動 , 甚 至 加 入 戰鬥 行 
列 。 太 平 天 國 另 曾 為 拔 擺 女 官 而 增設 女 科 , 雖 從 未 實行 , 但 至 少 有 

名 女 性 取得 高 位 。”1853 年 太 平 天 國 頒布 的 《 天 朝 田 碳 制度 》 賦 予 

女 性 繼承 權 :「 凡 分 田 , 照 人 口 , 不 論 男 婦 ..:.: 每 一 人 自 十 六 歲 以 

上 受 田 .“‧“‧.」。” 太平天國 官員 也 推 行 放 足 令 , 宣 稱 「 男 女 倘 皆 為 人 

33 關於 當 試 並 最 終 放棄 男女 隔絕 , 見 Spence 1996, 146-51; Michael 1966, v1, 45-46, 82; v2, 
364-65, 387, 390, 580。 關 於 太 平 天 國 結婚 證書 , 可 見 Miehael 1966, v3. 1563-64。 

34 關於 允許 各 層級 太 平 天 國 官員 娶 妻 數 , 見 Michael 1966, vol.3, 984-85。 至 於 不 受 控 毀 
妃 , 見 Michael, 1966, vol. 2, 585-666, 引 自 頁 620。[ 編 按 】: 此 即 《 天 父 詩 》, 其 二 
零 六 。 

35 關於 中 國 共產 黨 將 太 平 天 國 描述 為 「 農 民 起 義 」, 可 見 Platt 2012, 28。 
36 可 能 未 曾 舉 辦 這 類 科舉 , 見 Elman 2000, 574-75。 關於 女 性 官員 傳 善 祥 , 見 Michael 

1966, vol. 2, 507-9。 
37 Michael 1966, vol. 2.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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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民 富 國 強 」” ” 針 對 家 戶 、 勞 動 、 繼 承 與 科 考 層面 所 提出 的 

較 制度 變革 , 即 便 短暫 推 行 或 尚未 普及 , 已 讓 江南 士紳 大 為 震 
這 些 行 事 舉 措 也 成 為 後 續 太 平 軍 軍 動 研究 之 重點 。 
人 就 各 式 性 別 行 為 而 言 , 太 平 天 國 的 規範 仍 屬 傳統 : 禁 畫 邪淫 
取締 淫 業 。 禁 止 官兵 請 民 婦 洗衣 縫紉 , 由 於 如 此 私 相 授受 之 
和 姦淫 , 有 犯 天 條 ,“ 違 者 即 斬 不 留 。1851 年 《 幼 學 詩 》 當 

r 媳 道 」 即 教導 為 人 媳婦 者 , 理 當 溫順 、 謙 讓 、 不 生 爭端 , 謹 
世人 移 (在 家 從 父 、 出 線 從 夫 、 夫 死 從 子 ) 妻 道 。%1850 年 代 早期 某 
簡 軍 紀 公告 明定 「 男 習 士農工商 , 女 習 針 指 中 饋 」 近 似 分 工 的 概 

相 較 於 太 平 天 國 時 代 無 情 殘 酪 暴 行, 官方 性 別 意識 形態 或 許 對 

生 活 之 影響 較 小 。 這 場 太 平 軍 與 清 軍 之 間 的 內 戰 , 要 比 同 時 期 

論 國 南北 戰爭 (1861-1865 ) 更 為 漫長 及 血腥 。% 太 平 天 國 戰爭 期 間 
吳 世 人 數 介 於 2 至 3 千 萬 人 , 當 中 有 些 死 於 太 平 軍 之 手 , 有 些 則 是 收 
復 故土 的 清 軍 所 為 。“” 交 戰 雙方 不 顧 道德 良心 , 為 了 要 補給 軍 糧 而 

枉 出 圍城 斷 糧 計 , 打 劫 平民 百 姓 、 姦 遞 婦 女 , 並 對 與 敵 共 謀 者 處 以 
李 刑 。 曾 經 繁華 的 城市 歷經 多 次 圍城 與 突圍 , 出 現 饑荒 及 人 吃 人 慘 
渴 。 平 民 百 姓 遭 原 該 守 城 的 官兵 打 劫 , 還 有 太 平 軍 與 清 軍 雙 方陣 營 
追隨 者 的 暴力 相 向 。1853 到 1854 年 間 , 清 廷 在 廣東 處 決 數 以 萬 計 疑 

38 Michael 1966, vol. 2, 182. Platt 2012, 156 注 意 到 , 某 諭 令 明定 , 人 違抗 纏足 禁令 女 性 者 砍 
以, 但 此 禁令 完全 難以 施行 。 
39 關於 威 嶄 士兵 不 得 選 用 女 性 縫 洗衣 物 , 茜 嫖妓 。 條 者 斬首 禁令 , 見 Miehael 1966, vol. 
2.457-58。 

40 Michael 1966, vol. 2, 162-66. 
和 Michael 1966,vol. 2.458. 

上 葬 Stephen Platt 指 出 , 因 為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與 美 國 南北 戰爭 時 間 重 疊 , 而 中 、 美 兩 國 皆 為 
當 時 英國 最 大 貿易 市 場 , 因 而 會 關注 此 時 期 的 損失 。 英 國 決意 介入 太 平 天 國 動亂 , 

以 確保 市 場 開 放 , 但 對 美 國 南北 戰爭 維持 中 立 , 見 Platt 2012, xxiv。 

上 接 下 來 關於 戰 時 破壞 的 記事 文 獻 , 大 幅度 引用 Meyer-Fong 2013 與 Platt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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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 太 平 天 國 追隨 者 。 ” 當 時 世界 媒體 刊載 的 生 動 逼 真 紀事 描繪 , 清 
軍 將 孕婦 開 腸 削 肚 、 殺 害 遭 太 平 軍 監 禁 的 嬰兒 與 母親 。 眾多 城鎮 
過 半 人 口 消失 , 頓 時 成 了 雜 草 業 生 、 屋 瓦 遍 地 的 鬼城 。 如 同 楊 書 蕙 

詩 中 描寫 ( 見 專欄 2.!), 倖 存 者 成 了 無 家 可 歸 的 流 民 , 於 廢墟 荒 城 
中 遊蕩 , 或 至 他 鄉 投靠 親戚 。1862 年 , 光 上 海 就 接納 150 萬 位 因 太 
平 天 國 內 戰 流 離 失 所 的 流 民 。 

專欄 2.1 楊 書 莫 〈 避 兵 鴻 密 寄 懷 襲 分 弟 婦 》 

長 沙 楊 氏 姐妹 在 詩詞 中 , 描 寫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期 間 兩 人 流離 失 所 的 情 

景 。 在 致 寡 居 弟妹 周 襲 芬 的 〈 避 兵 粱 蜜 寄 懷 襲 芬 弟 婦 》 詩 中 , 楊 書 蕙 寫 道 : 

動 地 干戈 起 , 瘡 關 滿 目 悲 。 

羽 書 紛 北 走 , 軍 馬 盡 南 馳 。 

越 冷 元 歲 幕 , 風 鳴 大 將 旗 。 

天 涯 當 此 夜 , 搔 首 淚 如 絲 。 

異 縣 久 為 客 , 故 園 何 日 歸 ? 

乾坤 雙 淚 下 , 親 戚 幾 人 達 。 

大 地 莽 榛 棗 , 荒 山 飽 莽 薇 。 

思 君 不 相 見 , 況 乃 億 庭 義 。 

出 處 : 楊 書 薏 ',《 溜 香 閣 詩 鈔 》,1878 年 刻本 。, 原 書 英 譯 版 轉 引 自 Susan Mann, “The Lady 

and the State: Women's Writings in Times of Troubl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7/e 77eyr Ozgyzers ga7 25eyo72- 永 927e7 re 方 077 和 7 放 rorg7 077g, cd. Grace 8 

Fong and Ellen Widmer (Leiden; Boston: Brill, 2010), 299-300。 

太 平 天 國 這 場 暴力 動亂 影響 到 交戰 區 的 每 個 人 , 也 以 獨特 方式 

44 Platt 2012, 21-22. 

45 PJatt 2012,. 286-88. 

46 Platt 2012,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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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了 女 性 的 生 命 。1860 年 代 初 期 太 平 軍 攻 力 江 南大 城 之 際 , 外 國 

觀察 家 提 及 大 批 溺死 、 上 吊 、 服 壽 自 盡 、 自 經 的 殉 節 烈女 。 據 傳 當 

時 杭州 城 一 週 內 就 有 5 至 7 萬 名 婦女 自 盡 。 揚 州 與 蘇州 也 傳 出 殉 節 事 

件 。+' 因 戰亂 家 中 男 丁 遭 殺 或 擄 、 失 去 家 產 而 流離 失 所 的 婦女 也 會 

考慮 自 殺 ( 見 專欄 2.2), 或 求助 地 方 慈善 團體 。 
動 湯 衝突 告 一 段 落後 , 地 方 重建 之 際 為 強調 傳統 性 別 規範 而 襄 

揚 地 方 殉 節 貞 婦 。 貞 節 旋 表 中 寧 死 不屈 的 貞 婦 個 人 命運 , 轉 變成 符 

合 忠貞 節義 正統 價 值 的 「 女 性 」 表 率 。 而 列 入 地 方志 中 數 以 千 計 的 

貞 婦 烈女 , 其 殉 節 事蹟 成 為 對 大 清 王朝 盡忠 之 德行 。 朝 廷 為 表 彰 忠 

義 烈 士 設 置 昭 忠 禍 , 而 貞 婦 烈女 成 為 當 中 的 「 附 祀 」, 或 另行 入 祖 

「 節 孝 禍 1 

專欄 2.2 婦 董 寶 鴻 以 死 明志 
| 董 寶 粱 自 1820 到 1857 年 間 都 住 在 揚州 , 約 30 歲 守 寡 ,1856 年 現身 地 方 

士紳 設 的 恤 薄 會 , 並 提 到 為 何 想 自 殺 : 

【 生 平 儒家 , 幼 習 詩 禮 。 道 光 二 十 二 年 ( 按 :1842), 歸 鄭 越 。 九 載 夫 

亡 。 當 謐 病 亞 之 時 。 送 玄 翁 旅 食 在 外 , 囑 氏 苦 守 ,', 將 來 依歸 , 氏 可 

婦 代 子 職 。 氏 謹 誌 之 , 不 敢 忘 。 追 成 豐 三 年 ( 按 : 1853) , 粵 菲 咽 金 

陵 , 翁 陷 賊 中 , 記 今 未 回 。 氏 生 一 女 ', 亦 殤 於 某 軍 。 氏 子 然 一 身 , 

絕 無 依 倚 。 久 拚 一 死 , 從 夫 於 地 下 , 惟 念 夫 沈 瀉 以 翁 是 托 。 逐 哨 自 

賊 中 回 者 ' 當 訪 翁 之 消息 , 或 雲 翁 尚 在 省 城 , 是 氏 難 於 死 而 義 又 不 

死 。 氏 以 啃 死 第 。 自 賊 掠 儀 城 , 氏 即 避 居 劉 家 集 。 來 年 賊 至 劉 家 

集 ', 氏 立身 無 地 , 仍 又 回 城中 。 氏 夫 在 日 , 係 掣 署 清寒 素 善 儲 蓄 , 

47 Arthur Evans Moule, Pe7sozg/ eco/fec//ozs 27 和 e 了 2 7 Repe//o7 786/-57 (Shanghai: 

Shanghai Mercury Ofiices, 1898), 24, 轉 引 自 Meyer-Fong 2013, 119。 亦 見 Platt 2012, 66- 

67。 關 於 上 千 名 揚州 烈女 殉 難 , 見 Finnane 2004, 309 及 Yang 2012,257 : 關於 蘇州 女 性 

自 殺 , 見 Leung 1993, 10。 
48 Meyer-Fong 2013. 1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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疊 遭 賊 擾 , 訓 殼 皆 空 , 加 以 荒 歲 , 斗 米 七 百 ' 店 工 生 活 又 皆 剪 殲 , 

而 氏 猶 詭 兢 忍 餞 不 死者 , 誠 恐 便 有 回 家 之 時 也 。 不 意 ' 兮 痊 未 歸 , 

而 氏 窮 益 甚 。 反 有 族 今 某 數 向 氏 記 吠 , 語 常 不 潔 , 氏 知 不 可 守 ' 投 

組 未 死 ' 而 氏 於 是 益 志 於 死 。 而 氏 不 死 於 夫 亡 之 日 而 死 於 今 ' 又 恐 

人 不 及 知 , 聊 舉 其 致死 之 由 告 諸 堂 。 聞 日 , 翁 歸 而 氏 不 獲 付 , 氏 之 

罪 ? 可 辭 , 氏 之 心 或 可 諒 也 ! 

此 文 作者 劉 淆 騰 測 , 董 寶 鴻 因 在 戰亂 流離 中 散 盡 家 財 、 生 計 陷 入 困頓 , 

守 貞 未 改嫁 而 受 盡 夫 家 親友 冷嘲熱諷 , 欲 以 死 相 逼 。 她 終 獲 恤 若 會 接濟 , 

而 不 必 改 嫁 。 

出 處 : 劉 濟 ,〈《 記 錄 》, 收 入 董 寶 鴻 《 飲 香 閣 詩 鈔 》, 清 光緒 刻本 。 原 書 英 譯 轉 引 自 Binbin 

Yang, “Disruptive Voices: Three Cases of Outspoken “Exemplary Women”from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Mgz7 潤 (2012.12): 247-251。 

也 有 許多 著 作 生 動 描 繪 了 當 時 女 性 的 堅貞 操行 。 余 治 於 1864 年 
刊印 的 《 江 南 鐵 淚 圖 》 描 繪 太 平 軍 對 衣衫 不 整 婦女 施暴 之 行 徑 。 當 

中 〈 烈 女 完 貞 , 甘 心 碎 首 》 一 圖 展現 , 女 性 英勇 抵抗 太 平 軍 暴行 , 
即 便 下 場 如 同 自 己 腳 旁 已 身 首 異 處 的 死屍 一 般 。 ” 另 一 個 作品 描繪 

某 士 人 妻 室 在 夫 婿 遇害 後 咬 了 一 名 太 平 兵 , 即 便 遭 太 平 軍 千 刀 萬 
副 , 仍 抵死 不 從 。” 第 三 名 據 稱 遇難 女 性 ," 因 太 平 軍 欲 將 其 抵 至 

「 姐 妹 館 」( 女 館 ) 而 怒斥 :「 吾 士 人 妻 , 知 有 死 而 已 , 不 知 所 謂 姐 

妹 館 」。” 地 方志 列舉 抵死 不 從 的 節 婦 義 行 , 據 傳 殉 節 後 奇蹟 似 屍 

首 未 腐 且 「 面 目 如 生 」。 7 
稱頌 婦 德 事蹟 的 情況 並 不 僅 止 於 抵抗 太 平 軍 亂 賊 的 女 性 , 甚 至 

49 Meyer-Fong 2013, 51-57. 

50 Meyer-Fong 2011,. 10, 

* [〔 編 按 ): 即 《 兩 江 忠 義 傳 》 中 提 及 的 桐 城 方 氏 。 
51 Meyer-Fong 2013,. 172. 

52 Meyer-Fong2013,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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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至 遺 清 軍 施暴 的 女 性 。 以 當 時 年 僅 16 歲 的 黃 淑華 為 例 , 家 人 雖 
並 非 太 平 天 國 支持 者 , 但 仍 遭 克 復 江寧 府 的 湘 軍 時 殺害 。 某 官兵 想 
聚 黃 淑華 而 將 她 擄 回 湖南 老家 。 根 據 後 世 稱頌 黃 淑華 的 節操 義行 , 

她 寫 下 自 己 的 遭遇 與 幾 首 詩 , 藏 於 身上 後 、 另 題 於 收 上 。 接 著 , 她 
殺 了 強 擄 者 後 懸 樑 自 盡 。 雖 然 她 殺 的 是 清 軍 而 非 太 平 軍 , 地 方志 仍 
將 其 稱頌 為 節 婦 烈 女 。 

這 些 紀事 即 是 正統 女 性 美 德 價 值 在 亂世 中 仍 屹 立 不 搖 之 實證 。 
女 性 美 德 是 戰亂 倖存 者 緬懷 逝 者 , 將 物質 與 精神 損失 合理 化 的 主 要 
途徑 。 或 許 對 倖存 者 而 言 , 稱 頌 女 性 貞節 似乎 得 以 挽回 與 重 返 已 逝 

去 的 世界 。 若 這 些 女 性 為 保全 社會 秩序 而 刻意 殉 節 , 勢 必 一 如 往常 
能 以 這 些 紀事 來 重建 與 更 新 「 後 太 平 天 國 時 期 」 生 活 。” 

至 於 在 西北 與 西南 邊疆 地 區 動亂 , 各 有 其 發 展 脈絡 且 仍 餘波 湯 
漾 。 這 些事 件 與 太 平 天 國 的 共同 之 處 在 於 平民 百 姓 長 期 忍受 暴力 侵 
擾 , 還 有 特 別 對 女 性 之 影響 。 雲 南 回 變 (1856-1873 ) 起 因 於 , 官 
方 長 期 默許 漢人 移民 針對 該 省 人 口 10% 的 回 民 , 無 論 男 女 老 幼 的 欺 
壓 。 此 動亂 最 終 在 清 廷 攻克 大 理 後 平息 , 造 成 至 少 萬 名 百 姓 喪 生 。 
婦 陸 常 成 為 衝突 動亂 下 的 犧牲 者 , 且 據說 倖存 女 性 遭 擄 賣 為 官兵 的 
婢 妾 , 或 轉 賣 給 人 口 販子 。 回 變 平息 百 餘年 後 ,1990 年 代 大 理 回 民 
重 述 這 段 流傳 數 代 的 屠城 記事 , 當 時 躲避 清 兵 的 婦 馳 遭 誘 殺 後 棄置 
河中 。 

如 同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後 , 女 性 也 賦予 重 振 族 群 的 角色 , 但 這 是 
以 戰敗 方 而 言 。 許 多 側重 女 性 貞節 義行 事蹟 , 提 到 不 少 遭 轉 賣 為 婢 
妾 , 會 為 了 要 撫 其 遺 孤 而 以 死 相 逼 。 據 稱 , 這 些 女 性 為 重 振 回 族 , 

53 Platt 2012, 351-352; Meyer-Fong 2013, 150-151.[ 編 按 】: 如 晚 清 時 期 徐 噴 《 梨 花 雪 》 提 
及 的 黃 淑 華 , 及 《 湘 鄉 縣 志 》 相 關 記載 。 

54 Judge 2012 (471) 注意 到 ,1850 至 1880 年 代 , 貞 節 旋 表 數 量 迅速 增加 , 而 不 可 能 都 立 

牌坊 。 因 而 只 能 每 年 、 每 省 立 一 個 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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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讓 子女 接受 穆斯林 教育 。 成 為 朝 中 要 臣 側 室 的 年 輕 女 性 , 則 進 一 

步 勸說 夫 婿 , 放 過 部 分 穆斯林 家 庭 。7” 
19 世 紀 中 期 , 中 國 內 部 接連 發 生 的 動亂 徹底 改變 了 晚 清 政局 。 

帝國 經 濟 核心 區 江 、 浙 兩 省 歷 經 數 百 萬 人 死傷 與 流離 失 所 。 蘇 州 、 

揚州 等 昔日 大 城 尚 從 戰亂 中 復 理 之 際 , 外 商 雲集 的 上 海 躍 身 為 該 區 
域 的 新 經 濟 中 心 。 大 清 王朝 確實 重 振 帝 國 威權 , 並 在 1911 年 垮 台 

前 的 這 半 世 紀 內 展現 無 比 活力 。 但 清 廷 急 欲 平 定 動亂 而 授權 地 方 辦 

團練 , 逐 漸 形成 地 方士 紳 勢力 去 中 心 化 之 根源 。 由 於 新 式 科學 技術 

與 軍事 日 漸 重要 , 太 平 天 國 年 間 中 斷 的 科舉 制度 不 再 是 階級 社會 流 

動 的 主 要 途徑 。19 世 紀 中 葉 戰 亂 結 束 後 , 各 省 地 方士 紳 逐 漸 曙 露頭 

角 , 在 朝廷 過 長 莫 及 的 公眾 事務 中 發 揮 作 用 。 當 中 可 關注 到 後 太 平 
天 國 年 間 , 因 女 性 人 口 不 足 而 出 現 男 性 強 娶 鄰里 寡婦 之 現象 。 地 方 

士紳 為 解決 此 問題 , 遂 提議 成 立 救 助 穿 婦 能 守 節 的 「 清 節 堂 J。~” 

但 此 舉 仍 未 能 解決 性 別 失衡 背後 的 人 口 與 經 濟 危 機 。 

反思 熱 崗 

後 太 平 天 國 時 期 士紳 討論 的 另 一 個 主 題 , 則 是 夫 嬰 。 ” 菇 嬰 在 

清 代 律 法 中 並 非 有 罪 , 帝 國 士紳 長 久 以 來 已 批 評 此 陋習 。18 世 紀 在 

科舉 考場 中 常 出 現 發 送 批 判 溺 女 嬰 之 時 評 , 期 盼 透過 這 些 男性 將 此 

想 法 帶 回 家 鄉 。 普 遍 會 將 鈴 嬰 視 為 一 種 性 別 選擇 的 行 為 , 也 有 「 溺 

女 」 一 詞 來 描述 鈴 嬰 。 士 紳 不 因 性 別 層 級 或 歧視 所 擾 , 而 是 欠 嬰 的 

s$5 關於 雲南 回 變 , 見 Atwill 2006。 關於 參與 復 振 旅 群 婦女 的 回 憶 , 見 Armijo 2001, 302- 

5。 關 於 西北 回 變 , 見 Liuand Smith 1980: Kim 2004: Millward 2007。 菩 於 新 夷 與 阿古 柏 

時 期 的 新 疆 , 見 Millard 2007, 116-35; Kim 2004: Boulger 1878 = 阿古 柏 曾 短暫 施行 伊 斯 

蘭 律 法 禁 嫖 妓 , 並 對 未 戴 面 紗 女 性 施 以 凌 刑 。 
56 Leung 1993, 9; Rogask1 1997, 55-57, 

57 此 處 關於 執 嬰 的 討論 , 絕 大 部 分 出 自 King2014: 亦 見 Mungell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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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忍 手段 女 孩 之 所 以 受到 看 重 , 是 因為 其 孝順 及 日 後 成 為 人 妻 人 

母 之 角色 ,' 但 理所當然 只 有 兒子 才 能 延續 家 中 香火 , 而 為 人 妻 之 要 

務 是 替 夫 家 生 下 子嗣 。 在 此 脈絡 下 , 士 紳 並 不 認為 鈴 嬰 是 種 歧視 , 

而 是 出 於 無 知 、 貧 窮 及 女 兒 嫁妝 重擔 衍生 的 風俗 。 

改革 派 人 士 認為 , 鄉 嬰 惡 俗 最 好 藉 由 道德 勸說 、 設 置 救 嬰 濟 

貸 的 善 會 及 育 嬰 堂 來 予以 根除 。 太 平 天 國 時 期 的 改革 家 佘 治 (1809- 

j874) 藉 由 宣講 鄉 約 時 反擊 溺 女 之 風 , 也 曾 寫 過 在 廟會 搬 演 的 勸 善 

劇 , 講 述 遺 溺死 女 兒 自 陰 曹 地 府 化 身 蛇 精 , 返 回 陽間 殺 母 熾 兄 。 

這 類 勸 善 故 事 中 有 行 善 者 勸阻 該 家 人 溺 女 行 為 , 強 化 性 別 階 序 關 

係 : 通常 行 善 者 因 好 心 有 好 報 而 得 子 , 或 者 家 中 女 兒 順利 嫁 給 功 成 

名 就 的 出 仁者 。 

本 章 稍 後 會 討論 到 19 世 紀 在 中 國 傳教 的 傳教 士 , 形 塑 了 西方 

世界 對 堆 嬰 的 認知 。 某 法 國 天 主 教 刊物 就 曾 提 及 , 中 國 是 個 ' 狠 

母 大 街 棄 嬰 , 任 憑 且 虎 肆 虐 , 無 不 乍 見 而 側 隱 」 之 地 。” 天 主 教 

會 曾 於 1860 到 1870 年 代 , 動 員 歐 美 孩童 每 月 捐獻 「 聖 嬰 會 J(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 幾 便士 , 來 救濟 中 國 貧 童 , 以 支持 中 國 傳教 

工作 。@' 這 些 捐款 用 於 救濟 院 , 一 如 接著 我 們 會 提 到 天 主 教會 為 了 

讓 病 章 受洗 而 予以 收容 , 因 而 演變 出 料想 不 到 的 結果 。 

在 華 外 僑 漠 學 家 成 立 的 皇家 亞洲 文 會 北 中 國 支 會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e Society ) , 曾 於 1885 年 招 開 一 場 「 夫 嬰 」 

研討 會 。 當 時 他 們 就 拿 斥責 此 風俗 的 中 國 作品 , 來 證明 熱 嬰 為 普遍 

58 防 制 熱 嬰 成 為 佘 治 在 太 平 天 國 動亂 後 其 中 一 項 落 善事 業 , 見 King 2014, 46-70。 〔 編 

按 〕: 此 指 余 治 的 《 底 幾 堂 今 樂 . 育 怪 圖 》。 
59 King 2014, 34-37. 

60 出 自 Arzsee des 人 jieyr 人 ec7r/ey 選 / 5 16 (1848-49): 213-14, 轉 引 自 Harrison 2008, 

73。 

61 King 2014, 77-96, 111-43; Harrison 2008. Harrison 於 頁 76 中 指出 , 該 機 構 之 所 以 成 功 。 

部 分 原 因 在 於 得 棄 孩童 在 當 時 歐洲 城市 是 普 過 現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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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 。 原 為 中 國 地 方 好 心 人 士 讓 貧苦 無 依 者 得 以 善終 而 設置 的 靈 骨 
塔 , 卻 誤 成 惡意 遺棄 孩童 , 任 其 自 生 自 滅 的 棄 嬰 塔 。 雖 然 當 時 的 欽 
嬰 數 字 無 從 取得 , 但 西方 人 卻 以 傳聞 來 大 膽 估算 。 美 國 浸 信 會 女 傳 

教士 斐 爾 德 (Adele Fielde ) 曾 提 及 在 廣東 潮汕 一 帶 傳教 時 , 其 接觸 

過 的 40 名 中 國 婦女 自 陳 過 去 曾 殺害 了 78 名 女 嬰 , 即 便 與 某 位 在 華北 
的 傳教 士 確認 , 對 方 仍 認為 錢 嬰 率 應 不 到 1%。f 

然而 , 個 別 家 庭 要 溺 女 、 賣 女 的 決定 , 在 貧困 地 區 產生 顯著 的 
匯集 效應 。 以 江蘇 徐州 為 例 ,1874 年 男女 性 別 比 為 129:100。 鐘 如 此 

懸殊 男女 比 讓 許多 貧苦 人 家 的 男子 討 不 到 老婆 。 這 代表 約 1/5 男 性 
會 被 當 作成 不 了 家 、 恐 危及 地 方 社會 秩序 的 「 光 棍 」。“”19 世 紀 晚 

期 之 際 , 特 別 在 通商 口岸 , 中 國 改革 派 人 士 開始 深 究 錐 嬰 問 題 , 重 
申 要 強國 , 得 解決 危及 中 國 人 口 的 溺 女 問題 。 參 

通商 口岸 婦女 

女 性 在 19 世 紀 通 商 口岸 興起 城市 中 , 找 到 受 教育 及 工作 的 新 

機 會 , 其 面臨 新 危險 , 亦 促進 新 女 性 觀 形成 。 通 商 口岸 從 1852 年 開 
放 5 個 、1860 年 19 個 , 至 20 世 紀 初 達到 38 個 。““ 當 時 各 國 外 僑 所 居 
住 、 通 商 的 租界 居留 地 , 是 由 「 公 共 租 界 工 部 局 」 進 行 管理 與 徵收 

賦稅 , 租 界 創造 出 由 獨特 建築 形成 的 外 國 領地 , 還 有 修建 電車 、 路 
燈 、 自 來 水 及 電力 等 公共 設施 。” 同 時 該 區 域 建 立 了 警 政 系 統 、 蓋 

教堂 與 開 診所 , 也 發 行 報紙 。 當 中 以 1850 年 於 上 海 發 行 的 《 北 華 捷 

62 King 2014, $1-98; Fielde 1887, 20, 23. 如 今 汕頭 (Swatow ) 的 拼音 已 改 成 Shantou。 
63 Perry 1980, 51. 277. 

64 Ransmeier 2017, 29: Lee and Wang 1999, 69-74. 

65 King 2014, 149-178. 

66 Bickers 2011, 153; Cordier 1913, 請 見 維 基 百 科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13)。 

67 閘 於 上 海港 在 1882 年 開 通電 力 , 見 Bickers 2011,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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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 (or/# CAj fro 避 ) 為 首 ' 其 後 續 流通 於 各 通商 口 民 並 擴 及 

中 國 。“1872 年 。 英 商 美 查 (Emest Major) 在 上 海 創辦 中 文 報 《 申 

報 》, 後 來 該 報 成 為 中 國 士紳 的 重要 消息 來 源 。 

但 通商 口岸 絕 非 是 外 國 城市 的 移植 , 當 中 絕 大 多 數 人 口 都 是 中 

國 人 。 根 據 1906 年 皇家 海關 總 稅務 司 統計 , 通 商 口岸 人 口 有 38,597 

名 外 僑 、6,917,000 名 中 國 人 。” 上 海 人 口 特 別 在 19 世 紀 中 期 , 因 有 

避 太 平 天 國 及 其 他 動亂 的 大 批 難民 湧 和 而 迅速 成 長 。 到 世紀 之 交 , 

上 海 租界 已 約 有 50 萬 中 國 人 居住 。 

搬 到 口岸 城市 發 展 的 中 國 商 人 、 工 人 與 水 手 ,' 男 性 占 當 中 絕 大 

多 數 。 但 到 19 世 紀 末 , 通 商 口岸 吸引 了 許多 中 國 女 性 , 當 中 少 部 分 

是 到 外 國 人 經 營 的 學 校 就 學 : 自 1840 年 代 起 , 傳 教士 陸續 在 寧波 、 

上 海 、 福 州 、 廣 州 、 廈 門 、 天 津 與 北京 等 地 開 設 教會 女 學 。 這 些 教 

會 女 學 成 立 初 期 只 吸引 到 少 部 分 女 子 入 學 , 當 中 多 為 出 身 清寒 人 家 

的 女 孩 , 但 直到 1880 年 代 女 學 課程 納入 英文 、 體 育 及 其 他 科目 , 

入 學 率 漸 增 , 且 名 門 閑 秀 開 始 入 學 。 監 理會 (Methodist ) 曾 在 1890 

年 代 於 上 海 創辦 的 「 中 西 女 塾 」(MeTeiyre School for Girls 即 為 一 

例 。 
其 他 年 輕 女 性 則 在 新 式 工廠 找 到 工作 。 上 海 雖 到 20 世 紀 才 成 為 

工業 製造 及 女 工 工廠 重鎮 , 但 外 商 自 1860 年 代 起 已 在 江南 經 營 線 絲 

廠 , 農 村 女 性 形成 當 地 的 勞動 力 來 源 。 也 有 些 女 性 在 外 代 人 士 家 

中 幫傭 , 而 租界 外 籍 孩 童 的 照顧 工作 則 交 由 中 籍 娘 姨 , 亦 常 出 現在 

68 Bickers 2011.108.174. 

69 Cordier 1913, 有 見 維基 百 科 Catholic Encyclopedia (1913)。 

70 Goodman 2000, 890m1: 此 數 據 出 自 1893 年 統計 。Cordier 1913 在 20 世 紀 初 估 計 為 

651,000 名 。1859 年 上 海 有 569 名 外 國 人 。, 1865 年 則 成 長 到 2,800 名 , 當 中 九 成 為 男 

性 。Bickers 2011, 172. 1870 年 外 國 男性 還 是 多 於 女 性 , 占 比 6:1:3 但 到 了 1895 年 降 至 

1.7:1, 且 增加 約 1,400 名 外 國 小 孩 。Bickers 2011,311. 

71 Bailey 2007, 12-13. 

72 Honig 1986,.15:Luo,2011.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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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年 輕 孩 童 所 拍攝 的 照片 中 。7 

許多 外 商 及 官員 通常 透過 或 買 或 養 情婦 方式 , 開 始 與 當 地 女 性 

發 展 關係 , 有 時 會 將 所 生 下 的 子女 送 至 歐美 , 或 送 到 當 地 外 國 寄宿 
學 校 受 教育 。1900 年 公共 租界 人 口 調查 就 曾 記錄 到 300 位 有 此 遭遇 
的 孩童 。 外 籍 男性 理應 會 在 遺 只 中 列 入 子女 與 中 國 母親 , 但 與 歐美 
外 籍 人 士 跨國 婚姻 當 時 還 罕見 且 普遍 不 被 接受 (此 調查 更 有 出 現 外 國 
女 性 與 中 國 男性 結婚 的 情況 ) 。 從 事 基 層 工 作 的 外 籍 男 性 較 易 與 當 地 
女 性 同 居 , 但 此 類 女 性 無 法 在 外 籍 男性 死後 要 求 分 財產 , 因 為 兩 人 
關係 未 受到 法 律 認可 。 

通商 口岸 對 無 依 寡女 而 言 可 能 是 危險 之 地 。19 世 紀 晚期 的 天 津 
租界 歐洲 僑民 , 就 曾 叮 囑 女 性 要 留意 滿 街 的 官兵 、 騙 子 與 惡 徒 。 地 

方 官員 擔憂 人 口 販子 掠 賣 女 孩 與 婦女 , 畢 竟 承 平時 期 強 拐 事件 時 有 
所 聞 , 更 何況 在 動亂 年 代 。7” 

通商 口岸 同 時 也 是 妓院 的 大 本 營 ,1864 年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工 部 局 

就 曾 核發 了 270 張 妓院 許可 。” 而 英 租界 在 1877 年 開 始 針 對 上 海 磋 

女 進 行 健康 檢查 。 1884 年 起 每 隔 十 天 於 上 海 發 行 的 《 點 石 齊 畫 報 》 
主 要 透過 石 版 印刷 圖 像 記 錄 市 井 生 活 縮影 。 當 中 最 醒目 的 是 高 度 活 
躍 在 上 海 租界 公 共 空 間 的 書 寓 與 當 街 拉客 的 妓女 。 

擔任 陪伴 角色 、 能 歌 善 舞 且 口齒 伶俐 的 名 妓 , 若 無 與 恩 客 培養 
出 感情 關係 及 複雜 金 錢 交 易 , 是 賣藝 不 賣身 的 。《 點 石 東 畫 報 》 讓 

73 Bickers 2011, 312.【〔 編 按 〕 : 亦 即 Bickers 書 中 提 及 太 戶 人 家 請 來 照顧 家 裡 孩 童 與 打 理 
雜務 的 amah ( 阿 嫻 )。 

74 Bickers 2011, 225-27, 315-16, 321-22 , 統 計數 遞 出 自 頁 352。 關 於 太 平 洋 兩 岸 歐 亞 混血 
論述 , 見 Teng 2013。 

75 Rogaski 1997, 57-59. 

76 Bickers 2011, 223, 
77 Bickers 2011, 319, 亦 見 Henriot 2001;: Hershatter 1997。 

78 關於 此 小 節 對 這 些 圖 像 之 描述 出 自 Yip 2012 , 完整 詳 述 《 點 石 齋 畫 報 》 中 娼妓 形象 
與 主 題 。 關 於 畫 報 及 其 女 性 潛在 讀者 , 見 Mittler 2004, 251,3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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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得 以 一 探 青樓 風月 雪 月 : 付 不 出 錢 中 妓院 趕 出 的 尋 芳 客 、 與 心 

位 名 妓 私 棄 的 男性 、 搭 人 力 車 與 英 篷 馬車 的 名 妓 , 還 有 女 扮 男 裝 或 

覓 而 穿著 歐洲 服飾 的 青樓 女 ‧ 這 些 青樓 女 子 的 形象 一 一 衣著 、 出 入 

使用 的 新 式 交通 工具 與 室內 裝潢 等 演 試 一 一 即 向 讀者 大 眾 引介 西式 

新 商 品 與 風俗 。” 而 這 些 青樓 就 深 植 於 上 海 當 時 迅速 擴張 、 夾 雜 信 

商 混合 樓 房 的 術 堂 之 中 。 搭 乘 人 力 車 、 出 入 館 子 、 花 園 跟 戲 園 了 等 

大 庭 廣 眾 場合 的 青樓 女 子 , 成 為 新 式 城市 空間 的 重要 一 景 。 

我 們 很 難 重 建 1 世紀 青 樓 女 子 是 如 何 度 過 日 常 生 活 。 如 青樓 

破 院 這 般 組 織 通常 以 親屬 稱謂 互 稱 彼 此 , 如 稱 老 從 為 「 姑 嬤 」、 名 

妓 則 為 「 女 兒 」 而 彼此 互 稱 「 姐 妹 」, 還 有 稱 打 雜 下 女 為 ~ 姨 」 或 

r 姐 」。 這 些 親屬 稱謂 掩飾 了 老外 與 婢女 仰賴 「 女 兒 」 產 生 收入 的 

經 濟 關係 , 而 「 女 兒 」 打 從 一 開 始 賣 入 青樓 , 或 最 終 納 為 婢 妾 或 嫁 

為 人 妻 , 幾 乎 沒 講話 的 餘地 。 即 便 對 自 己 的 工作 條 件 沒 多 大 掌控 

權 , 名 妓 仍 為 文 化 要 角 。 名 妓 享 有 公眾 名 人 般 的 地 位 , 其 外 表 跟 私 

生 活 占 滿 都 會 小 報 版 面 。 這 些 報紙 版 面 與 19 世 紀 晚 期 小 說 充斥 著 為 

青樓 女 贖 身 的 有 錢 恩 客 , 或 與 清苦 年 輕 俊美 男子 私 通 此 類 情節 。 這 

些 故事 通常 讀 責 名 妓 的 行 為 , 警 告 男性 可 能 會 遭 狡 詐 青樓 佳人 玩 卉 

而 心 碎 落得 一 貧 如 洗 。 
這 些 故 事 通 常 都 出 自 江南 士紳 之 手 ' 這 些 男性 為 躲避 太 平 天 國 

或 其 他 動盪 戰亂 逃 至 上 海 , 或 受 上 海 當 地 商 業 、 新 聞 跟 文 學 創作 等 

各 式 新 機 會 吸引 而 至 。 青 樓 就 提供 文 人 跟 往來 客商 離 鄉 之 際 一 個 既 

能 舒適 社交 , 亦 可 宴 客 、 休 憩 或 愜意 交心 的 場 域 。 這 些 男性 筆下 的 

青樓 女 子 形 象 , 成 為 一 種 描述 與 徹底 理解 自 我 地 位 以 及 通商 口岸 整 

79 Yeh 2006。 

80 Liang 2010, 尤 見 肌 8-9,53-112, 121-43。 

8 Liang2010,.56-57: Hershatter 1997, 119-26: Henriot 2001,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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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2.3 19 世紀 晚期 上 海 青樓 名 妓 

出 處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os Angeles (2003.R.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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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社會 轉 變 的 途徑 。 這 些 作者 時 常 流露 出 懷念 已 不 復 存在 的 青樓 

才 女 , 取 而 代 之 卻 是 狡詐 名 妓 跟 街 頭 拉客 的 妓女 。 

並 非 所 有 從 事 性 交易 女 性 都 是 青樓 女 子 。 跟 上 海 碼頭 工 、 工 

听 與 船 工 進 行 性 交易 ', 多 數 是 從 鄉下 來 的 低 端 娼妓 , 亦 即 俗稱 ' 野 

雞 」( 雉 妓 ) 。 她 們 多 半 被 描繪 成 兇猛 野獸 , 或 遭 人 口 販子 掠 賣 交易 

跟 虐待 的 可 憐 受害 者 。 一 如 敝 告 男性 可 能 輕易 遭 這 類 女 性 突襲 或 陷 

害 , 報 刊 插畫 繪 者 與 作家 也 擔憂 , 線 絲 廠 女 工 等 正派 體面 女 性 在 街 

上 會 被 誤認 為 妓女 而 遭 男 性 騷擾 。 

傳教 士 、 繼 足 與 婦女 教育 

女 傳教 士 斐 爾 德 曾 於 1887 年 寫 道 :「 中 國 婦女 不 與 夫 婿 同 街 

而 行 、 不 同 桌 用 餐 , 但 得 在 家 人 用 餐 後 收拾 ; 婦 女 要 不 是 有 男性 親 

友 , 什 麼 權利 都 沒 有 」2 
19 世 紀 晚 期 蜂擁 至 中 國 的 外 國 人 當 中 , 就 以 基督 教 女 傳教 士 最 

積極 創造 中 國 女 性 新 知 。 歐 美 的 女 傳教 士 , 尤 以 新 教 傳教 士 把 女 性 

能 取得 更 高 的 社會 地 位 , 歸 功 於 基督 宗教 ”,' 而 這 也 是 女 傳教 士 想 在 

中 國 宣教 的 好 處 之 一 。“ 而 傳教 士 也 是 首 批 離開 通商 口岸 , 到 鄉間 

生 活 、 工 作 的 外 國 人 。 許 多 19 世 紀 關 於 中 國 的 英文 著 作 便 是 出 自 傳 

教士 之 手 。“ 在 部 分 針對 傳教 工作 募 款 而 寫 給 歐美 人 士 的 書 中 , 強 

82 關於 時 代 轉 變 下 的 青樓 才 女 , 見 Liang 2010; Yeh 1998: Yeh 2006: Henriot 2001 。 世紀 

之 交 小 說 中 同 情 或 批 判 青 樓 才 女 性 之 描寫 , 見 MeMahon 2002: Yeh 2006; Des Forges 

2007: Starr 2007: Zamperini 2010; Liang 2010。 

83 Hershatter 1997; Yip 2012. 

84 儘管 如 此 。,Fielde 認 為 , 中 國 女 性 地 位 仍 較 印 度 、 士 耳 其 、 西 藏 或 卻 羅 女 性 來 得 

好 , 見 Fielde 1887,1。 

85 關於 女 傳教 士 , 見 Hyatt 1976, 63-136; Hunter 1984。Hunter 對 於 「 傳 教士 意識 形 態 讓 

女 傳教 士 創 造 新 社會 」 提 供 了 有 力 論證 。 
86 Hyatt 1976, 67;: Fbrey 1999, 8-9; Hunter 1984, xv. 

87 Ebrey 199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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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中 國 女 孩 與 女 性 的 愚昧 無 知 。 他 們 描繪 並 押 擊 (本 章 稍 早 提 過 的 ) 
熱 嬰 、 纏 足 、 納 妾 以 及 由 父母 作 主 的 媒 奴 姻緣 。 傳 教士 著 作 深 刻 影 
響 世界 對 中 國 婦女 身分 地 位 的 認知 。 

但 這 些 傳教 士 也 同 樣 對 中 國 有 重要 的 影響 。 首 先 , 他 們 讓 少數 
鄉間 女 性 接受 正式 教育 , 一 開 始 針對 貧困 家 庭 。 傳 教士 建立 起 初等 
及 中 等 學 校 學 制 , 到 20 世 紀 初 期 擴大 至 學 院 。 當 時 , 基 督 教 開 始 吸 
引 上 層 階 級 人 士 改 宗 , 部 分 原 因 出 於 有 機 會 能 學 英語 或 其 他 實用 科 
目 。 其 次 , 傳 教士 讓 各 階層 為 數 可 觀 的 中 國 婦女 改 信 基 督 教 。 這 
些 婦女 從 事 宣教 、 教 書 、 行 醫 等 活動 , 亦 即 改變 受 認可 工作 的 性 別 
界線 。 第 三 , 非 基督 徒 改 革 派 人 士 接續 傳教 士 對 中 國 女 性 處 境 之 批 
評 並 加 以 詳細 閘 述 。 這 些 批 評 也 成 為 當 時 中 國 對 於 女 性 地 位 高 低 , 
如 何 影響 國 家 興衰 之 部 分 論戰 。 

第 一 次 鴉片 戰爭 之 後 , 傳 教士 獲准 能 在 5 個 通商 口岸 或 周遭 地 
區 傳 數 。 隨 著 第 二 次 有 鴉 片 戰爭 跟 火燒 圓明 園 之 後 ,1860 年 《 北 京 條 
約 》 友 許 外 國 人 得 以 在 清 帝 國 四 處 遊歷 , 讓 傳教 士 在 全 中 國 居留 、 
置 產 跟 傳教 。 對 天 主 教 來 說 , 與 其 說 是 新 開 始 , 不 如 說 只 是 回 到 
16 世 紀 晚 期 的 狀態 。 天 主 教 傳教 士 當 時 在 中 國 持續 活躍 , 直 到 1724 
年 禁 基 督 宗 教 後 才 遭 驅 逐 。 改 宗 女 性 領頭 向 其 他 女 性 宣教 。 天 主 教 
在 中 國 長 期 發 展 ', 反 映 在 增加 大 量 信徒 , 從 19 世 紀 初 的 20 萬 、1860 
年 代 大 概 有 30 萬 , 而 1881 年 則 達 50 萬 名 信徒 , 當 中 絕 大 多 數 是 鄉 
村 地 區 。” 

如 同 稍 早 提 過 , 天 主 教 教會 在 中 國 的 工作 多 半 著 重 拯救 棄 嬰 孤 
兒 。 聖 嬰 會 依 中 國 主 教 收容 孩童 數 量 給 予 補助 。 這 些 棄 嬰 通常 在 父 
母 簽 署 讓 渡 書 後 , 交 由 教會 領養 。 棄 嬰 先 由 乳 婦 照 顧 至 斷奶 , 順 利 

88 Dunch 2010, 77-78; Lutz 2010, 16. 

89 Bays 2012, 57. 
90 Bays 2012, 21-36, 48, 52-53, 60; Biekers 2011,237; Lutz 2010,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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詣 活 者 會 在 天 主 教會 孤兒 院 中 長 大 , 當 中 遵循 女 孩 總 足 習 俗 並 於 成 

入 後 找 夫 精 。 當 新 娘 要 離開 孤兒 院 到 夫 家 時 , 也 如 其 他 竺 線 新 娘 拜 

串 時 要 啼哭 。 許 多 家 中 有 年 輕 男 性 的 人 家 爭 相 要 與 孤 女 結 親 ‧ 因 為 

陳 金 會 比 一 般 新 娘 少 許多 , 加 上 夫 家 知道 這 樣 的 女 孩 是 在 嚴格 教養 

下 長 大 。 能 不 花 大 錢 就 能 娶 到 老婆 ' 或 許 成 為 年 輕 男性 改 信 天 主 教 
的 一 種 誘因 加 91 

雖然 新 教 較 晚 在 中 國 傳教 , 但 信徒 人 數 由 19 世紀 下 半 葉 逐漸 穩 

定 成 長 。 女 性 在 傳教 成 長 拓展 期 中 扮演 了 重要 角色 ,‧ 到 1870 年 代 女 

傳教 士 人 數 已 超 過 男 傳教 士 。”1890 年 代 在 中 國 傳教 的 新 教 傳教 十 

約 有 1296 人 , 當 中 有 707 人 為 女 性 , 其 中 316 人 未 婚 。 17 年 後 , 女 

傳教 士 成 長 達 3 倍 。” 新教 傳 教士 強調 以 教育 、 醫 療 和 其 他 社會 福利 

工作 等 方式 來 宣揚 福音 。 

想 接觸 到 中 國 女 性 實質 上 相 當 困難 。 傳 教士 一 開 始 接觸 到 的 

農村 婦女 多 數 出 身 貧 困 。 新 教 傳教 士 認為 , 讀 書 識字 是 心靈 成 長 不 

可 或 缺 的 途經 ,# 而 依據 斐 爾 德 於 1887 年 的 估計 , 中 國 婦女 識字 率 

僅 1%e。” 1880 年 代 曾 在 山東 傳教 的 美 南 浸 信 會 (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SBC ) 女 傳教 士 慕 拉 第 (Lottie Moon), 就 發 現有 些 女 

性 「 渴 名 學 習 」, 但 多 數 「 心 靈 相 當 空洞 ,。 她 將 這 種 現象 歸咎 於 

農村 男性 總 是 跟 女 孩 、 女 人 說 「 笨 到 學 不 來 」。 慕 拉 第 注意 到 ' 農 

村 女 性 其 實 相 當 能 言 善道 , 但 通常 是 靠 「 唇 舌 與 脾氣 」 來 捍衛 自 己 

利益 。?!' 當 倪 戈 氏 (Helen Nevius ) 試圖 勸 鄰 居 粱 太太, 咒罵 他 人 是 

91 Harrison 2008, 83-84,. 87. 

92 Dunch 2009, 78, 

93 Hyatt 1976, 68. 

425 說 明 ,1914 年 到 中 國 傳教 的 女 傳教 士 中 六 成 為 新 教徒 , 到 1920 年 代 則 占 2/3。 

95 Dunch 2009, 76-77. 
96 Fielde 1887,2. 
97 Lottie Moon。, 引 自 Hyatt 1976, 100。 

94 Hyatt 1976, 68. 他 注意 到 ,1907 年 已 有 2,481 名 女 性 , 當 中 1.038 名 單身 。Drucker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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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對 的 行 為 , 克 制 脾氣 會 讓 她 上 天 堂 , 梁 太 太 回 她 「 罵 人 是 我 今生 

唯一 的 樂趣 , 要 下 地 獄 也 理所當然 了 。” 
但 如 何 盡 可 能 提升 女 性 地 位 ? 在 傳教 士 看 來 , 最 主 要 的 障礙 就 

是 總 足 此 陋習 。 

在 帝國 晚期 ' 纏 足 是 身 為 人 母 理 應 為 女 兒 做 的 , 為 了 體面 婚 

姻 , 及 成 為 端莊 女 性 之 先 決 條 件 。 史 家 認為 , 裹 小 腳 與 綑綁 過 程 

的 遮蔽 都 讓 女 性 雙 腳 成 為 男性 渴 旬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部 分 。 這些 端 蔬 

女 性 纏足 通常 會 有 裹 腳 布 與 繡花 鞋 來 遮蔽 。 或 許 因為 隱私 氛圍 、 個 

人 衛生 又 或 只 被 當 作 一 種 日 常 宕 尾 , 以 至 於 1800 年 代 末 前 未 留 下 太 

多 繼 足 的 資料 。 文 人 詩詞 中 亦 流露 出 對 纏足 雙 腳 的 情慾 魅力 。 清 代 

諷刺 小 說 家 李 汝 珍 (1763-1830) 在 《 鏡 花 緣 》 中 寫 到 , 小 說 的 主 

角 突然 進 入 一 個 性 別 到 倒 國 度 , 一 個 由 女 性 掌理 政務 , 而 男性 為 配 

襯 品 且 要 裹 小 腳 的 「 女 兒 國 」。 但 帝國 晚期 真 實 世界 中 , 沒 有 留 下 

任何 與 總 足 相 關 儀式 、 祝 禱 詞 或 歌曲 的 文 字 紀錄 。 亦 無 任何 關於 該 

如 何 進 行 總 足 的 指引 說 明 , 也 沒 有 母親 及 女 兒 對 於 總 足 的 想 法 與 反 

應 。 ” 關 於 總 足 歷史 與 其 意義 的 中 文 文 獻 , 多 半 出 自 19 世紀 晚 期 跟 
20 世 紀 初 放 足 運動 人 士 。 

相 較 之 下 , 在 傳教 士 與 其 他 外 國 人 的 文 字 紀錄 中 , 總 足 則 成 為 

駭人聽聞 之 事 。” 這 些 外 國 觀察 者 試 著 透過 不 同 方式 來 理解 總 足 。 

98 Helen Nevius, 引 自 Hyatt 1976, 73。[ 編 按 ] : 過 去 稱 其 為 「 倪 戈 氏 」, 而 後 多 以 「f 谷 
維 思 夫人 」 稱 之 。 

99 關於 弦 足 無 法 讓 農婦 進 入 上 上流 社會 之 主 張 , 見 Brown, Bossen, Gates and Satterthwaite- 

Phillips 2012, 1035-36, 1039, 1052, 1057- 

100 Ko 1997;: Ko2005: Ko2012. 

1012012 年 一 項 針對 4,180 名 曾 總 足 婦 女 進 行 問卷 調查 , 發 現 86% 的 女 性 都 是 由 母親 裹 
小 腳 。Brown, Bossen, Gates and Satterthwaite-Phillips 2012. 1037nz- 

102 Ko 2005, 1-106. 在 頁 3 中 、 她 提醒 「 弦 足 是 單一 成 因 形成 單一 且 無 時 間 變 化 的 實踐 」。 
103Drucker 1981 提供 西方 婦女 如 何 影響 中 國 放 足 運動 的 早期 論述 。 關 於 傳教 士 提 出 的 

「 天 足 」, 見 Ko2005,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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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外 國 人 認為 , 總 足 是 流行 於 士紳 階級 間 的 風俗 , 即 象徵 著 家 中 
女 性 不 必 做 體力 活 。 ” 然而, 有 些 人 觀察 到 , 忙 著 紡織 、 和 曳 船 、 拿 
負 頭 揮 鐮刀 等 大 小 體力 活 的 貧苦 農婦 , 也 都 有 裹 小 腳 。 “而 行 醫 傳 
教士 引進 的 科學 研究 技術 , 詳 細 記 錄 總 足 是 如 何 讓 腳 變 形 、 皮 膚 沖 
爛 而 改變 儀態 。 廣 東 傳教 士 報 《 中 國 業報 》1835 年 的 某 則 報導 , 
引述 一 位 曾 為 某 廣東 總 足 婦 大 體 解 剖 的 西方 醫生 , 進 一 步 描繪 了 總 

足 者 腳 骨 構造 。 行 醫 的 傳教 士 還 強調 纏足 過 程 對 年 輕 女 孩 造 成 的 
痛苦 。 !0e1860 年 抵達 中 國 的 牧師 麥 嘉 湖 (John Macgowan ) 教導 民 

眾 , 若 身體 屬於 上 帝 , 就 不 應 予以 毀壞 。”1890 年 中 國 新 教 年 會 
中 , 牧 師 那 夏 禮 (Henry V Noyes ) 形容 總 足 是 「 非 人 道 的 殘忍 行 

徑 j。 只 在 世紀 之 交 , 總 足 已 陸續 出 現在 照片 、X 光 片 及 詳細 文 字 
描述 , 打 破 了 總 足 與 嫻 靜 端莊 婦女 的 聯想 人 

當 這 些 傳教 士 提 及 總 足 時 , 主 題 多 半 圍 繞 在 對 女 性 駭 人 的 社會 
影響 。 女 傳教 士 斐 爾 德 就 如 此 描述 : 

裏 小 腳 此 風 形成 莫大 惡習 。 裏 小 腳 讓 近 半 人 口 殘 靖 , 讓 女 子 

無 以 自 理 , 更 讓 廣大 百 姓 陷入 慘 絕 人 宣 之 境 。 裏 小 腳 讓 女 子 

無 力 自 食 其 力 並 撫養 小 孩 , 亦 成 為 熱 嬰 盛 行 之 肇 因 。 裹 小 腳 

讓 女 子 疲 弱 到 無 以 維持 窗 明 幾 淨 , 讓 家 裡頭 髒 亂 不 堪 而 了 無 

生 氣 。 裏 小 腳 讓 女 子 無 法 外 出 遠 行 , 因 而 心胸 眼界 狹隘 2 

斐 爾 德 將 總 足 與 女 性 地 位 低落 連接 的 論點 , 遂 成 為 中 國 大 眾 , 無論 

104 如 John Francis Davis 在 1836 年 著 作 , 轉 引 折 EEbrey 1999,7。 

105 Burton 1918,23 : 亦 見 第 3 章 。 
106Ebrey 1999, 18-19,. 22. 

107 Macgowan 後 續 在 1913 年 著作 /7ow 5g/edzc Sdvec CAzd 中 斷言 , 英 國 讓 中 國 脫離 入 

足 、 溺 女 及 導 病 之 困境 。 見 Zito 2007, 5-8。 

108Zito 2006, 27. 

109 Ko2005,41-42: Heinrich 2008. 85. 

110Fieide 188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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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為 教徒 , 論 及 纏足 時 的 通用 特 點 。 
傳教 士 鼓 勵 婦女 放 足 , 且 不 要 替 女 兒 裹 小 腳 , 而 有 時 會 要 求 女 

孩 得 放 足 才 能 進 教會 學 校 。” 傳教 士 也 鼓勵 中 國 年 輕 男 信徒 娶 沒 裹 
小 腳 的 女 性 , 而 人 數 逐漸 成 長 的 基督 教 友 群體 開 始 會 捲 合 各 自 子女 
的 姻緣 , 並 排除 此 總 足 此 擇偶 條 件 。 “然而 ' 傳 教士 有 時 會 容忍 學 
生 總 足 , 如 此 名 門 半 秀才 會 到 教會 學 校 。 

早 在 20 世 紀 初 清朝 試 辦 女 學 堂 的 60 年 前 , 傳 教士 已 開 始 為 女 

孩 與 婦女 開 辦 女 學 。 “當 中 最 顯著 成 就 在 於 , 教 導 過 去 排除 在 正式 
教育 外 的 農村 女 孩 基 本 讀書 識字 , 一 開 始 從 《 三 字 經 》、《 百 家 姓 》 

等 基礎 讀本 教 起 , 接 著 接觸 《 五 經 》, 並 閱讀 《 天 路 歷程 )、 聖 經 

及 宗教 書 籍 翻譯 本 。 “1863 年 倪 戈 氏 出 版 的 《 耶 穌 教 》 則 成 為 20 世 
紀 前 華北 新 教 傳教 士 的 傳 福 音 用 書 。 “後 續 , 女 學 課程 廣 納 史 地 、 

健康 、 生 物 、 音 樂 、 體 育 及 英文 科目 。 就 以 基督 教會 教育 特 別 活 

躍 的 福州 來 說 , 當 地 女 孩 能 就 近 上 小 學 , 然 後 繼續 到 縣 城 上 寄宿 學 
校 , 並 到 大 城 去 上 中 學 

這 些 女 學 主 要 是 訓練 基督 徒 妻子 與 母親 。 "即便 傳教 士 強調 

男女 平等 , 但 主 要 教 女 孩 劑 飪 、 編 織 及 打 理 家 務 。 “如 同 斐 爾 德 指 

出 「 中 國 母親 對 子女 的 生 活 與 人 格 養成 的 影響 比 外 國 傳教 士 更 大 。 

若 我 們 擄 獲 一 代 妻子 與 母親 的 心 , 那 麼 就 幾 乎 能 爭取 到 下 一 代 的 認 

111 Little 1899, 145: Zito 2006, 21. 關 於 19 世 紀 末 、20 蔣 紀 初 教會 學 校對 女 子 繼 足 與 體育 

教育 , 見 Graham 1994。 

112Gewurtz 2010,207: Little 1899,. 147: Drucker 1981,. 187. 

113Ebrey 1999, 15. 

114Dunch 2009. 67. 

115 Luntz 2010.404. 

116 Hyatt 1976, 76, 

117 Lutz 2010, 404- 

118Dunch 2010, 334-35. 

119Lutz 2010,394-95: Chin 2003, 331-40. 

120 Hyatt 1976, 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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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傳教 士 也 發 現 , 當 女 孩 屆 臨 青 春 期 , 父 母 通常 會 想 把 女 兒 

帶 回 家 去 成 親 , 若 成 親 對 象 是 教徒 , 傳 教士 不 會 反對 父母 安排 的 婚 

事 。 戰 然而, 某 些 年 輕 女 學 生 其 實心 裡 不 打 算 結婚 , 樂於 接納 孝 

會 教育 提供 的 獨立 自 主 。 ” 教 會 學 校 畢業 的 年 輕 女 性 往往 都 會 劉 

校 執 救 , 這 也 形成 中 國 新 教 女 信徒 另 一 種 職 涯 選項 。 在 19 世 紀 

未 , 教 會 學 院 提供 英語 授課 、 音 樂 及 其 他 科目 來 吸引 富家 千金 來 就 

讀 ; 女 孩 的 父母 也 開 始 將 精通 英文 視 為 增進 職 涯 選項 與 婚姻 條 件 的 
方式 。1913 年 福州 基督 徒 新 娘 會 在 迎娶 隊伍 中 展示 自 己 的 畢業 文 

憑 , 當 成 帶 至 夫 家 嫁妝 的 一 部 分 。 
傳教 士 宣教 工作 不 僅 鎖定 女 童 及 少女 , 也 會 針對 成 年 女 性 。19 

世紀 女 傳教 士 以 中 文 撰寫 教科 書 與 小 說 , 也 出 現 針對 女 性 讀者 的 基 

督 教 報刊 。 “在 剛 進 入 20 世 紀 時 , 女 傳教 士 如 文 愛 德 (Ada Haven 

Mateer ) 將 選 文 擴 及 現代 中 國 基督 徒 女 性 本 分 更 複雜 的 論述 。 文 愛 

德 於 1897 年 編撰 的 《 家 學 集 珍 》 納 入 友 伴 式 婚姻 、 育 兒 與 衛生 指 
南 。1902 年 , 由 倪 戈 氏 重 訂 的 儒家 《 女 四 書 》, 當 中 拿 掉 讚頌 一 夫 

多 妻 、 守 貞 殉 節 及 祭 拜 祖先 等 女 訓 內 容 ' 以 基督 教 觀點 詮釋 部 分 內 

容 , 並 刪除 「 在 家 從 父 、 出 嫁 從 夫 、 夫 死 從 子 」 等 三 從 。 這 些 書 成 

為 當 時 人 數 逐漸 增加 的 教會 女 中 學 生 之 刊物 ', 也 是 一 般 廣大 教徒 的 
讀物 同 12$ 

過 去 女 性 相 對 與 世 隔絕 且 不 識字 , 只 能 透過 其 他 女 性 接觸 , 因 

121 Fielde 1887, 206. 

122Lutz 2010,401-402: Chin 2003, 336. 

123Dunch 2010, 338-39- 

124Dunch 2009, 78: Gewurtz 2010, 204- 

125Lutz 2010, 399, 404-5. 

126Dunch 2010, 333, 345n39. 

127 Widmer2006, 271; Dunch 2009, 65, 82- 

128 Dunch 2009, 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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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女 傳教 士 努 力 傳 福 音 讓 中 國 婦女 改 宗 , 必 培養 改 宗 婦女 成 為 「 女 
傳道 」。 當 中 有 許多 是 改 宗 前 歷經 重大 人 生 苦難 的 寡婦 。1900 年 時 
已 有 40 間 培訓 學 校 , 婦 女 在 此 學 習 讀書 識字 、 一 些 數 學 與 地 理 , 還 
有 傳 誦 聖經 故事 。「 女 傳道 」 比 未 婚 女 性 或 肩負 繁重 家 務 的 妻子 , 
可 以 更 自 由 造訪 各 地 。 她 們 會 領 到 微薄 薪酬 與 差 旅 補助 , 得 以 下 鄉 
探訪 、 挨 家 逐 戶 造訪 , 並 進 行 巡迴 布 道 。 剛 開 始 這 些 女 傳道 是 跟 著 
西方 女 傳教 士 , 幫 忙 翻 譯 與 安排 行 程 , 但 隨後 就 開 始 自 己 宣教 布 
道 。 當 中 有 些 成 為 能 言 善道 的 公眾 演說 家 。 

隨 新 教 在 中 國 逐漸 發 展 , 中 國 女 信徒 在 地 方 教會 承擔 更 多 角 
色 。 有 時 他 們 會 與 中 國 牧師 結婚 , 並 承擔 更 重要 的 傳教 工作 。 女 性 
會 眾 在 主 日 學 教學 、 領 唱 及 事 奉 。 宣 教 年 會 紀錄 中 能 看 見 她 們 主 持 
會 議 、 發 言 、 辯 論 、 投 票 的 身影 。 

中 國 女 基督 徒 也 成 為 醫生 、 醫 護 人 員 、 教 師 、 行 政 人 員 及 社 
工 。”1905 年 300 位 醫療 傳教 士 當 中 有 1/3 是 女 性 ,! 這 部 分 反映 中 
國 婦女 不 願意 給 男性 醫生 看 診 的 情況 。 ” 於 是 傳教 士 著 手 成 立 女 
性 護理 人 員 及 為 數 不 多 的 女 醫生 培訓 課程 。 “而 女 醫生 當 中 , 最 
富盛 名 者 就 屬 石 美 玉 及 康成 。 康 成 是 由 女 傳教 士 昊 格 矩 (Gertrude 
Howe 領養, 而 石 美 玉 則 是 中 國 美 以 美 會 牧師 之 女 。"”' 這 兩 位 女 
孩 都 是 在 中 國 美 以 美 會 女 子 學 校 讀 書 , 並 在 1896 年 於 密 西 根 大 學 獲 
得 醫學 學 位 後 , 回 到 中 國 擔任 醫療 傳教 士 。 “她 們 接著 培訓 中 國 女 

129 “Foreford”! 作者 不 詳 ) Fielde 18S7,x, 

130 Fielde 1887, 93-99: Lutz 2010, 217-19, 398: Hyatt 1976, 70-72; Dunch 2010, 335. 

131 Bays 2012, 79-80; Lutz 2010, 398: Dunch 2010, 332; Chin 2003, 332. 338. 

132 Bays 2012, 69. 

133Hyatt 1976, 84; Stanley 2010, 275. 

134Stanley 2010, 9, 276, 頁 278-279 中 可 見 1879 到 1890 年 代 初 期 的 女 性 窗 用 醫療 訓練 
關於 中 國 女 醫生 , 亦 見 Pripas-Kapit 2015。 

135 Shemo 2010, 294 : 亦 見 Shemo 2011。 

136 Dunch 2010, 327: Chin 2003, 342-44: Shemo 2010, 294-95: Ye 2001, 114-129。 針 對 誠 成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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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lo Womerw South China 【 M mg 4 吠 

圖 片 2.4 約 1899-1909 年 的 華南 女 傳道 

出 處 :Rene Antoine Nus. Posteard. China Baptist Publicatlon Co., Canton, China. 

Reproduced in 的 ///g7 SAd7g7g7, http://Ww W.Virtualshanghai.net/Photos/ 

Images?1D=32818. 

性 護理 人 員 , 並 將 護理 專業 從 受 貶抑 的 職業 轉 變成 「 守 衛 與 保護 」 

者 , 亦 即 中 文 新 詞彙 「 護 士 」。”1897 年 , 知 名 改革 派 人 士 梁 啟 

超 , 就 曾 以 石 美 玉 及 康成 兩 人 為 例 , 說 明 中 國 女 性 是 如 何 參與 建設 

性 工作 、 讓 國 家 富強 , 雖 然 文 中 並 未 提 及 兩 人 的 基督 信仰 。 

城市 與 農村 地 區 的 傳教 工作 不 時 因 衝 突 而 中 斷 。 基 督 教 與 天 主 

教 這 兩 種 基督 宗教 信仰 , 都 無 法 與 祭 拜 祖先 及 納 妾 兼容 。 改 宗 的 中 

國 人 預期 得 調整 家 族 與 街 坊 鄰里 關係 , 尤 以 傳教 士 介入 支持 改 宗 基 

督 徒 , 而 可 能 引起 相 當 大 的 摩擦 爭執 與 產權 糾紛 。 外 國 領事 與 軍隊 

石 美 王 最 詳細 的 研究 , 見 Shemo 2011。 
137Shemo 2010,295-301; Shmo 2011,71-100, 123-39. 關 於 此 時 期 至 1920 年 代 的 護理 人 員 訓 

線 , 見 Stanley 2010。 

138 Duneh 2010, 342: Shemo 2011, 2, 51-56, 關 於 謙 愛 德 生 平 更 多 討論 , 及 梁啟超 詮釋 ', 見 

Hu Ying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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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而 出 面 保 護 傳教 士 活動 與 索償 , 進 而 激化 地 方 衝突 。!? 
中 國 天 主 教 傳教 士 的 首要 目標 是 盡 可 能 讓 每 位 孩童 都 能 受洗 、 

以 獲得 救贖 , 且 主 教 同 意 補貼 幫 臨終 孩童 受洗 的 天 主 教徒 。 因 此 , 
天 主 教育 嬰 堂 神 父 與 修女 時 常 給 孩童 零用 錢 , 收 留 重 病 遭 棄 孤 兒 , 
而 如 此 能 在 臨終 前 受洗 (下 節 會 提 到 的 華北 饑荒 , 當 時 山西 天 主 教 教會 

一 年 內 就 替 21,460 名 棄 嬰 受洗 ) 。 受 洗 幼 童 高 死亡 率 , 引 起 地 方 社會 懷 
疑 外 國 人 會 殺害 孩童 , 摘 取 人 體 器 官 用 於 製藥 。1870 年 6 月 發 生 的 
「 天 津 教案 」 起 因 於 法 國 駐 天 津 領事 在 協調 天 主 教育 嬰 堂 爭議 時 , 開 
槍 傷 及 知縣 隨從 , 當 時 地 方 人 士 指控 育 嬰 堂 修女 綁架 、 謀 殺 孤兒 。 
此 案件 引發 天 津 暴動 , 造 成 21 名 外 籍 人 士 (當 中 半數 為 法 國 修女 ) 及 
數 十 名 中 國 天 主 教徒 死亡 , 差點 演變 成 另 一 起 中 法 軍事 衝突 。!4 

饑荒 女 性 眾生 相 

絕 大 多 數 女 孩 與 婦女 出 身 農 村 、 貧 苦 , 且 因 特 定性 別 差異 而 易 

受災 害 波及 。1876 年 , 山 西 、 陝 西 、 直 隸 、 河 南 與 山東 等 華北 各 省 

久 旱 不 雨 。 到 了 1877 年 , 接 連 旱 災 造 成 中 國 史上 嚴重 饑荒 , 並 持續 

至 1879 年 。” 這 場 饑 荒 估 計 有 900 到 1,300 萬 人 餓死 或 因 營 養 不 良 病 
死 。 當 時 山西 人 口 當 中 有 1/3 的 人 動身 上 路 , 絕 亦 地 淀 試 離開 這 片 

連 年 荒 早 之 地 , 徒 步 往 天 津 或 至 他 處 另 謀 生 路 、 乞 討 或 尋求 救濟 。 

清 娃 、 中 國 士紳 及 傳教 士 密切 關注 這 場 饑 荒 。 報 刊 與 政策 辯論 

中 很 俠 出 現 為 救 子 挨 餓 的 母親 、 夫 聿 為 救 母 較 牲 妻 小 、 偷 食物 救 已 

139 Bickers 2011,. 245-50. 

140Harrison 2008, 81-82, 85, 89; King 2014. 155-58; Cohen 1963. 229-61: Bickers 2011.231-36. 
250; Ransmeier 2017, 70-75. 

141 這 是 當 年 最 嚴重 饑荒 , 本 書 第 8 章 會 提 及 的 「 大 躍進 」 餓 荒 影響 範圍 更 廣 且 更 至 
命 。 除 另 提 及 , 此 處 嗣 於 饑荒 與 性 別 差異 影響 的 討論 皆 出 自 Edgerton-Tarpley 2008 。 
亦 見 Ransmeier 2017, 80-89。[ 編 按 ]: 間 場 旱災 饑荒 + 史 稱 「 丁 成 奇 荒 」, 另 因 山 
西 、 河 南 最 嚴重 , 又 稱 「 到 了 大 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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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 子 的 母親 、 公 要 脅 生 吃 媳婦 , 情 願 餓 死 而 不 逾 定 的 貞 婦 等 女 性 

眾生 相 。 傳教 士 李 提 摩 太 (Timothy Riehards) 1877 年 造訪 山西 時 , 

曾 在 日 記 中 寫 道 : 

半天 內 就 看 見 六 具 屍 體 , 其 中 四 具 是 女 屁 : 一 具 赤 身 躺 在 疝 

棚 , 腰 間 擊 有 一 繩 ; 一 具 躺 在 溪 中 , 另 一 具 任 由 野 狗 啃 咬 、 

半身 露出 冰 面 ; 還 有 一 具 半 身 著 破 亂 衣物 倒 臥 路 旁 洞口 ; 還 

有 遭 野鳥 野獸 哺 食 一 半 的 屍體 。'.‧““ 途 中 遇 到 一 名 年 輕 男 子 

背 著 體力 不 支 的 老母 而 行 。 

當 中 最 常見 到 路 旁 年 輕 女 性 賣身 淪 為 妓女 或 人 妻 , 或 任 由 人 口 販子 

整 批 南下 轉 賣 至 饑荒 地 區 以 外 其 他 大 城 。 一 些 外 國 觀察 家 注意 到 , 

選擇 賣身 的 女 性 比 男性 更 有 機 會 在 饑荒 中 存活 。 成 千 上 萬 抵達 天 津 

的 難民 多 數 看 來 都 是 女 人 與 小 孩 。 

觀察 家 對 這 些 現象 有 不 同 見解 。 守 舊 派 人 士 認為 是 孝道 淪喪 、 

婦女 奢華 鋪張 與 不 守 婦 道 , 已 觸犯 天 道 而 招致 饑荒 。 朝 中 內 部 分 

歧 , 當 中 部 分 朝 臣 主 張 賑 濟 饑 民 為 當 朝 要 務 , 而 自 強 運動 人 士 則 認 

為 以 軍備 與 經 濟 來 抵 哲 外 敵 才 是 當 務 之 急 。 對 傳教 士 來 說 , 這 些 報 

導 證 明 , 除 非 中 國 全 面 基督 化 , 否 則 無 法 改善 女 性 地 位 , 且 不 時 遺 

強 掠 拐賣 而 永 無 寧 日 。 

而 這 些 饑 荒 報 導 , 讓 紳 商 們 更 深信 , 與 其 只 靠 官方 作為 ', 倒 

不 如 自 力 救濟 。 天 津 的 江南 紳 商 就 與 官府 合 設 「 廣 仁 堂 」( 見 專欄 

23) 。 廣 仁 堂 收容 數 百 位 寡婦 、 掠 賣 女 童 與 一 些 男 章 ( 主 要 為 孤兒 與 

益 婦 之 兒 ) , 提 供 簡單 住宿 與 衣食 。 通 常會 讓 男 童 接受 手工 藝 訓練 , 

而 期 待 女 童 及 婦女 縫紉 、 編 織 、 刺 繡 等 女 紅 。 廣 仁 堂 也 上 嚴格 限制 女 

142 轉 引 自 Pietz 2015, 74-75。 

143 Rogaski 1997, 62,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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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的 行 動 , 旨 在 期 名 她 們 堅貞 不 渝 。 而 拿 不 出 聘金 的 男性 , 但 在 有 
保 人 且 證明 得 以 養家 活口 者 , 可 將 求婚 上 委 帖 呈 交 廣 仁 堂 , 由 堂 方 代 
為 無 依 孤 女 與 寡婦 之 女 婚配 。!3 

專欄 2.3 趙 湘 苦 劫 記 

趙 湘 出 身 天 津 城西 五 十 里 外 的 霸 州 。 光 緒 十 五 年 六 月 某 夜 , 生 門 當 差 

夜 巡 之 際 「 乎 察 紫竹 林 碼頭 有 異 , 查 至 兩 男 , 於 馬車 上 匿 藏 一 女 。 該 女 號 

吻 痛 哭 , 恐 遭 凌 虐 多 時 。 差 役 將 該 女 帶 回 留置 詳 查 。 據 該 女 所 稱 , 雙 親 將 

她 賣 給 高 羅 奇 此 男 為 妾 。 高 男 不 滿 此 女 , 便 轉 賣 給 張 男 。 後 遭 張 男 帶 至 天 

津 , 賣 給 福建 兩 男 。 每 當 她 思 母 泣 淚 不 止 , 兩 男 便 出 手 嫩 打 使 其 嚎 聲 。 當 

十 男 正 備 船 將 該 女 韓 賣 南方 之 際 , 險 獲 差 役 搭救 。 留 置 詳 查 期 間 , 該 女 痛 

心 泣 血 思 母 深 ,' 不 願 回 婆家 , 而 心心 念 念 著 娘家 。 」 生 門 先 將 該 女 暫 送 廣 
仁 堂 收容 ,' 留待 雙 親 接 回 。 

出 處 : 天 津 道 函 廣 仁 堂 主 , 光 緒 十 五 年 六 月 六 日 (1880/7/21) , 廣 仁 堂 卷宗 130-1-21 "轉 
引 自 Rogaski 1997, 70, 88。 

對 日 益 強大 的 中 國 改革 派 人 士 來 說 , 女 性 遭 販運 至 南方 之 亂 
象 , 正 體現 出 當 時 中 國 積 弱 不 振 與 清 王朝 無 力 護 民 。 至 少 在 當 時 , 
除非 一 方 遭 曲解 或 蒙 騙 , 或 遭 掠 揚 苛 虐 , 否 則 遭 家 人 或 人 口 販 子 掠 
賣 的 婦女 一 般 來 說 不 會 被 當 成 一 回 事 。 ” 但 在 饑荒 之 後 , 改 革 人 士 
開 始 把 出 現在 全 國 與 世界 報刊 、 傳 教士 刊物 中 的 掠 賣 女 性 形象 視 為 
國 恥 。 他 們 呼籲 新 讀者 拯救 這 些 女 性 , 也 同 樣 救 救 中 國 。 清 廷 、 紳 
商 、 外 國 傳教 士 與 改革 人 士 等 跨 政 治 光 譜 群 體 , 逐 漸 將 女 性 的 命運 
與 積 弱 不 振 的 中 國 連結 在 一 起 。 

144 Rogaski 1997, 73-77. Shue 2006 細 究 這 些 堂 口 的 運作 , 並 分 析 其 發 展 與 複雜 的 經 濟 投 
瘓 、 替 收容 女 性 婚配 、 及 到 1920 年 代 晚 期 所 提供 的 女 性 職業 訓練 。 

145 Rogaski 1997, 71-72: Ransmeier 2017.



2 ” 變動 (1840-1900 ) 073 

并 逆 女子 與 法 術 : 紅 燈 照 
清 廷 於 19 世紀 末期 連 遭 重創 打 擊 ,1895 年 甲午 戰爭 敗 給 日 本 後 

拓 讓 臺灣 。 甲 午 戰 後 , 各 國 列強 掠奪 、 劃 分 勢力 範圍 , 而 如 中 國 評 

論 家 警告 列強 將 「 瓜 分 中 國 」。 

1898 到 1900 年 起 於 山東 一 帶 的 庚 子 拳 亂 , 因 當 地 連 年 渤 早 、 對 

朝廷 的 信賴 薄弱 , 再 加 上 外 國 經 濟 與 傳教 活動 而 激化 所 致 。 此 事件 

很 快 演變 成 針對 傳教 士 、 教 堂 、 改 宗教 徒 及 與 外 國 勢力 相 關機 構 攻 

擊 的 區 域 暴 動 。 “當 帶 矛 與 配 劍 的 拳 民 擴散 至 華北 各 地 , 自 稱 神 功 

護 體 、 刀 槍 不 入 之 時 , 清 廷 當 局 決定 支持 拳 民 以 圖 排外 。 

當 時 類 似 這 夥 男性 拳 民 的 是 , 由 一 小 群 十 幾 歲 女 孩 所 組 成 的 

r 紅 燈 照 )。 如 同 拳 民 一 樣 , 據 說 紅 燈 照 仙姑 有 法 力 能 保護 男性 拳 

民 。 一 名 拳 民 如 此 回 憶 道 :「 看 似 雞蛋 般 大 的 紅 燈 籠 , 會 在 拳 民 

出 陣 時 出 現 懸 在 空中 」。 據 說 懸 在 空中 的 紅 燈 籠 '「 燈 到 處 , 大 火 

立 至 。 背 插 飛 刀 , 能 遠 取 人 首 級 .“““ 一 切 軍械 皆 不 畏懼 , 槍 砲 遇 

之 , 皆 不 能 燃 」。'“' 某 中 國 觀察 家 曾 提 及 , 天 津 大 街 眾人 的 反應 : 

r 人 民 皆 焚香 跪 接 , 不 敢 仰視 , 稱 為 仙姑 , 拳 菲 遇 之 , 亦 跪 伏 道 

旁 ,。! 義 和 拳 亂 數 十 年 後 , 拳 民 英 勇氣 概 與 神 功 護 體 等 穿 砰 附 會 

傳說 持續 流傳 ( 見 專欄 2.4) 。 這 些 傳說 有 幾 項 特 徵 : 紅 燈 照 女 性 末 

總 足 , 只 需 口中 吟 「 燒 燒 燒 」 樓 房 即 燃 , 還 具有 療傷 治 病 神 力 ' 能 

騰空 而 飛 「 遠 赴 東洋 , 索 還 讓 地 」 來 迎合 當 時 的 民族 大 義 ‧ 

146 Bickers 2011 , 頁 349 提 及 有 40 名 天 主 教徒 及 135 名 新 教徒 死 於 拳 民 之 手 。 

147Cohen 1997, 125.〔 編 按 ]: 此 部 分 翻譯 , 參照 中 國 社會 科學 院 近 代 史 研究 所 編 

(1983)《 義 和 團 史 料 》 中 〈 綜 論 義 和 團 》 之 相 關 敘 述 進 行 修 潤 。 

148 轉 引 自 Cohen 1997, 139。 

149 這 些 之 紅 燈 照 成 員 , 亦 有 其 他 類 似 青 燈 照 成 員 (中 年 婦女 ) 、 墨 燈 照 (年 長 婦女 ) 

等 組 織 , 見 Ono 1989, 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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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2.5” 紅 燈 照 包 圍 天 主 教堂 (圖 上 摧 燈 禿 者 為 交火 中 的 紅 燈 照 ) 

出 處 :V M. Alekseev, 人 7/gzsAgzg ezoe7gzg Ko7777g- ou7gze 儿 潤 Sogo 大 reg 1 
7d7od2 記 927gdzAerz77g4 (The Chinese folk picture: The spiritual life ofold China 
im folk graphic arD, (Moscow [Moskva], Nauka: Glav. red. vostochno try, 1966). 
Reprinted in Paul Cohen, 攝 7s/o/y 廊 7ree Keys7 77ie 5oxezs ds 厂 uep/, 和 xye/7e77ce, 7777 

和 9 光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0. 

專欄 2.4” 紅 燈 照 、 謠 言 與 穢 邪 

在 天 津 當 地 , 有 個 盡 是 少女 幼 婦 組 成 的 「 紅 燈 照 」, 據 說 手持 紅 中 、 紅 

燈 龍 便 能 騰空 而 飛 , 也 助 薈 民 燒 教堂 建築 。 多 數 人 都 不 信 這 套 , 並 視 此 為 

迷信 ,' 因 為 都 沒 人 見 過 紅 燈 照 仙姑 騰空 而 飛 。, 有 傳言 說 , 教士 遺 老 姬 

將 穢 血 塗 於 屋 門外 , 若 拳 民 未 除 之 , 則 該 家 人 必 當 瘋癲 。.. 海 泰 門外 疑 
似 塗 穢 二 婦 隨即 遭 害 。 也 有 傳言 , 紅 燈 照 仙姑 能 靠 棉 線 扯 毀 高 樓 、 揮 扇 
燒 屋 , 還 說 有 神 力 以 髮 絲 吊 巨 石 。 

出 處 : 轉 引 自 Chuan-Sen,a young Manchu who observed the Boxers in Beijing, quoted in George 

Lyneh, 7we 氛 jr 2 說 e Cu7/rzg/7o7s, 5e7g 和 e eco/7 97 “7ore 滲 7 ery7/? ” 和 xpe7r7ejcey 

07 說 /e 47/res 記 CA (London: Longmans, 1901),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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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如 此 英 雌 氣概 並 不 適用 所 有 女 性 。 柯 文 (Paul Cohen ) 就 認 

為 , 未 有 性 經 驗 或 其 末 初 經 的 紅 燈 照 少 女 「 就 算 並 非 全 部 , 絕 大 多 

數 都 能 免 於 中 國 慣常 認為 成 年 女 性 不 潔 的 汙 名 」' 而 讓 他 人 認為 是 

神 功 護法 所 致 。” 拳 民 反 而 將 成 年 女 性 視 為 邪 穢 , 尤 其 月 經 來 的 女 

性 有 意 無 意 會 讓 拳 民 刀 槍 不 入 的 護 體 神 功 失靈 。 這 也 因而 限制 一 般 

女 性 上 市 集 、 夜 間 外 出 還 有 到 庭院 倒 穢 水 等 行 動 。 

1900 年 夏天 , 義 和 拳 圍攻 北京 使館 區 , 引 發 八 國 聯軍 出 兵 的 

軍事 報復 。 這 造成 眾多 平民 百 姓 傷亡 , 特 別 北 京 與 天 津 兩 地 , 也 再 

度 呈現 特 定性 別 之 差異 。 ” 當 時 報導 記錄 北京 居民 對 聯軍 燒 殺 遞 

掠 行 徑 流 露出 的 憤恨 之 情 , 而 姦淫 事件 多 半 歸 咎 於 俄 、 法 兩 軍 之 作 

為 。 嗆 戰地 記者 林 奇 (George Lyneh ) 就 曾 報導 :「 聽 說 法 軍 將 領唱 

友軍 投訴 法 軍 非 禮 女 性 事件 頻傳 時 , 只 回 說 『 要 由 製法 軍 的 風流 行 

徑 , 是 辦 不 到 的 事 a ns 

如 同 之 前 的 衝突 , 遭 受 強暴 非禮 威脅 的 女 性 選擇 自 盡 。 隨 聯軍 

一 路 往 北 的 林 奇 就 曾 提 及 「 某 日 傍晚 我 去 游泳 時 , 狀 似 踢 到 某 物 , 

回 頭 一 瞧 , 只 見 黃 皮膚 臉龐 、 肩 膀 如 此 一 具 浮 屍 漂 過 身 旁 。 我 這 一 

兩 天 可 都 不 敢 洗 澡 。 一 般 認 為 , 這 多 為 自 盡 婦 女 的 屍體 。」 ” 林 奇 
之 後 在 《 文 明 的 交鋒 》( 兵 j/ 9 和 ec C7u7//sd/797s ) 書 中 提 到 : 

消息 在 中 國 不 腰 而 走 ', 眾 人 在 我 大 軍 到 前 , 似 乎 已 知 未 來 命 

運 如 何 。 幾 乎 在 大 軍 來 臨 前 撤離 , 但 還 有 許多 人 ,', 特 別 是 走 

不 了 的 或 裏 小 腳 的 婦人 得 要 有 車 或 全 人 背 才 有 辦法 走 。 主 要 

150Cohen 1997, 138-45, 引 自 頁 141。 

151 Cohen 1997, 134-38. 

152 據 稱 前 名 妓 賽 金 花 靠 著 與 八 國 聯軍 司令 的 一 段 情 , 得 以 讓 北京 所 過 慘烈 死傷 。Hu 

Ying 2000,21-66: Zamperini 2010, 125, 181; Wu 2009, 35-62. 

153 例 見 Lynch 1901,. 137, 140-41。 

154Lynch 1901. 140. 

155Lynch 19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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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是 這 些 婦人 最 終 選擇 自 盡 一 途 。!5 

當 聯軍 進 入 北京 東 郊 的 通州 時 ,570 位 婦女 不 是 自 蠻 就 是 自 溺 。 然 
而 , 這 些 婦女 不 像 太 平 天 國 貞節 烈女 般 受 到 表 彰 , 因 為 中 國 士紳 對 
婦女 貞節 的 態度 開 始 有 所 轉 變 。 日 後 的 女 性 革命 家 何 香 凝 , 就 視 女 
性 自 殺 為 國 恥 一 一 若 男男女女 在 外 敵 兵 臨 城下 前 , 匣 能 以 國 家 興亡 
為 己任 , 就 不 會 發 生 這 類 事件 。 ” 在 何 香 凝 看 來 , 以 殉 節 彰顯 婦女 
真 德 , 已 不 再 是 凝聚 文 化 的 根源 , 反 成 為 文 化 困境 之 徵兆 、 國 家 分 
裂 之 潛在 諷 因 。 

19 世 紀 中 國 的 動盪 危機 改變 了 眾多 女 性 生 活 。 這 也 重 塑 中 國 思 
想 家 對 合宜 「 女 性 形象 」 與 國 家 興亡 關係 之 理解 方式 。 少 了 對 於 性 
別 的 關注 , 我 們 便 無 法 完整 理解 帝國 主 義 造成 的 不 平等 , 以 及 改革 
與 革命 所 新 產生 的 語彙 。 邁 入 20 世 紀之 際 , 殉 節 、 溺 嬰 、 總 足 、 拐 
賣 婦 女 及 種 種 問題 , 逐 漸 被 視 為 中 國 積 弱 不 振 之 徵兆 。 

156Lynch 1901, 141. 
15$7Judge 2012, 472-74。 根 據 時 任 美 軍 將 領 威 爾 森 (Wilson) 針對 通州 的 狀況 表 示 :「 有 

些 外 國 軍隊 放任 部 下 強暴 、 搶 劫 及 損壞 物品 」, 見 Lyneh 1901,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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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帝國 在 1895 至 1911 年 間 開 始 分 崩 離 析 。1911 年 , 一 場 噴 命 

推 勳 了 中 國 這 個 最 後 王朝 。 建 構 中 國 政治 超 過 兩 千年 的 帝制 , 在 

1912 年 由 名 義 上 民選 總 統領 導 , 但 尚未 穩定 的 共和 體制 所 取代 。 不 

久 , 新 共和 國 陷入 軍閥 割據 及 列強 壓迫 的 動盪 時 局 。 這 個 共和 國 也 

有 民選 的 議會 , 投 票 權 僅 限 有 財產 且 受過 教育 的 成 年 男性 , 但 很 快 

遭 軍 閱 剝 奪 。 與 此 同 時 , 以 上 海 為 主 的 沿海 通商 口岸 , 仍 是 時 政 批 

評 家 與 改革 人 士 的 天 堂 , 加 上 郵政 系 統 、 電 報 及 日 益發 展 的 報刊 之 

推 波 助 瀾 , 而 打 造 出 一 個 全 國 性 的 公共 輿論 空間 。 

在 這 段 時 局 動 湯 期 間 , 婦 女 地 位 論戰 成 為 公眾 生 活 的 一 大 特 

色 。 當 時 有 識 之 士 思索 著 ' 中 國 該 如 何 自 己 維持 主 權 , 並 改造 為 現 

代 強 國 。 他 們 的 答案 時 常 圍 繞 在 所 謂 的 「 女 子 問題 」 上 。 這 些 思 想 

家 認為 , 中 國 之 所 以 積 弱 不 振 , 部 分 原 因 是 中 國 社會 日 常 的 女 子 繼 

足 、 足 不 出 戶 ., 加 上 不 事 生 產 且 無 知 所 致 。 他 們 將 婦女 刻畫 成 經 濟 

寄生 、 心 胸 狹窄 、 滿 腦子 雞毛 藉 皮 小 事 且 愛 口 舌 之 快 。 他 們 從 世 

界 他 處 所 理解 的 婦女 地 位 , 來 提供 現代 女 性 觀 的 方向 。 

雖然 這 是 由 男性 開 啟 的 論戰 , 但 知識 女 性 同 樣 加 入 其 中 。 一 些 

評論 家 認為 女 性 是 「 國 民 之 母 」, 並 表 示 女 性 最 好 待 在 家 中 , 該 接 

受 現代 家 政 與 教養 知識 , 得 以 養育 好 下 一 代 。 其 他 人 則 不 僅 將 女 性 

視 為 國 民 之 母 而 已 , 身 為 國 民 的 女 性 也 應 享有 受 教 、 生 理 健康 、 經 

濟 生 產 與 參政 等 權利 。 少 數 評論 者 則 展 剖 , 這 是 一 場 該 從 帝國 強權 

手中 解放 民族 國 家 、 從 地 主 手中 解放 工農 、 從 男性 手中 解放 女 性 的 

全 球 革命 。 這 些 激進 人 士 呼籲 , 不 該 再 把 女 性 視 為 財產 , 並 分 析 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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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主 義 全 球 擴 張 對 女 性 生 活 條 件 之 影響 。 這 是 一 段 知識 百 花 齊 放 、 
意見 紛 陳 年 代 。 包 含 女 權 主 義 、 民 族 主 義 、 優 生 學 及 全 球 革命 浪潮 
等 促成 不 久 後 中 國 政治 運動 之 元 素 , 也 在 此 時 期 出 現 。 這 些 觀點 的 
共同 核心 便 是 , 女 性 地 位 將 左右 中 國 命運 。 在 各 政治 光譜 中 , 對 於 女 
性 應 扮演 何 種 的 角色 之 論戰 , 成 了 中 國 當 時 外 爭 主 權 運 動 的 議題 。 

本 章 首先 從 扼要 說 明 1895 至 1912 年 間 高 階 政 治 (high polities ) 
局勢 開 始 。 接 著 , 探 究 7 位 主 張 「 女 性 處 境 左右 中 國 未 來 關鍵 」 重 
要 人 物 : 男 性 改革 家 康有為 與 梁啟超 、 天 足 運 動 倡議 者 立 德 夫人 
(Alieia Little ) 、 女 學 先 驅 薛 紹 微 、 無 政府 女 權 人 士 何 殷 震 、 革 命 烈 
士 秋 瑾 , 還 有 民 初 參政 運動 人 士 唐 群 英 。 透 過 這 幾 人 得 以 讓 我 們 一 
探 清 帝國 末期 精英 是 如 何 看 待 社會 變遷 、 中 國 存亡 及 婦女 地 位 之 間 
的 關聯 。 本 章 對 城鄉 底層 勞動 女 性 日 常 的 描寫 相 對 較 少 , 是 因為 缺 
乏 相 關 資料 且 有 待 學 界 深究 , 而 此 群體 主 要 會 在 論 及 受 壓 迫 者 抗爭 
的 公眾 議題 中 出 現 。 

我 們 從 政黨 、 報 刊 、 學 校 到 商 業 出 版 等 各 式 新 機 構 的 成 立 , 都 
可 看 見 上 述 7 位 重要 人 物 的 身影 。 史 無 前 例 地 , 女 性 涉足 公眾 場合 
領域 。 她 們 不 總 足 、 上 學 唸書 甚至 出 國 留學 , 她 們 讀 報 、 寫 稿 甚 至 
創辦 新 刊物 ', 同 時 討論 教育 、 生 育 、 外 交 關 係 、 工 作 生 活 、 新 科學 
研究 及 商 業 等 議題 。 這 些 有 識 女 性 的 公眾 活動 , 徹 底 重 塑 了 所 謂 得 
體 的 女 性 觀 。「 女 性 」 形 象 之 出 現成 為 當 時 民族 前 途 論述 至 關 重要 
的 象徵 。 

危機 政治 學 

幾 個 世紀 來 , 中 國 士紳 一 直 把 日 本 當 作 邊 陣 之 地 。 但 讓 這 些 精 

! 關於 這 段 時 期 同 時 出 現 女 權 主 義 與 民族 主 義 , 除 此 之 外 見 Judge 2001, 766; Karl 
20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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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深 受 打 擊 是 "日 本 於 1868 年 推 行 明治 維新 幾 十 年 後 ,1895 年 就 在 

甲午 戰爭 中 打 敗 中 國 。 甲 午 戰 中 兵 敗 給 日 本 規模 龐大 、 訓 練 有 素 的 

降 軍 及 組 織 優良 的 海軍 ' 中 國 接連 失去 朝貢 國 朝鮮 , 並 割讓 臺灣 給 

日 本 當 殖民 地 。 窗 接 一 連 串 列強 劃 地 分 界 , 加 深 瓜 分 清 帝國 風潮 之 

恐懼 。 日 本 成 功 崛 起 為 帝國 列強 , 更 讓 中 國 改革 派 人 士 深信 , 推 行 

軍事 工業 的 自 強 運 動 是 不 夠 的 , 在 體制 上 的 變法 圖 強 才 足 因應 當 前 

時 局 。 
中 國 知識 界 領袖 嚴 復 , 當 時 開 始 將 赫 篆 黎 (Thomas Huxley ) 、 

史 賓 賽 (Herbert Speneer) 及 其 他 作品 翻譯 成 中 文 , 也 在 中 國 存亡 

論戰 中 引介 社會 達爾 文 主 義 及 「 物 競 天 擇 、 適 者 生 存 」 的 概念 。 

改革 派 人 士 於 1898 年 「 百 日 維新 」 期 間 , 說 服 年 輕 的 光緒 帝 著 手 教 

育 、 外 交 、 軍 事 、 經 濟 發 展 等 方面 之 變革 。 然 而 , 中 國 兩 千年 帝制 

史上 最 有 權勢 女 性 之 一 (並 受 後 人 謾罵 ) 的 慈 蒿 太 後 , 又 然 下 令 停止 

變法 。 慈禧 將 自 己 姪 子 也 就 是 光緒 帝 軟禁 於 宮中 、 處 決 許多 改革 

派 人 士 ' 同 時 有 些 則 流亡 海外 。 而 流亡 者 當 中 遭 通緝 則 是 康有為 與 

梁啟超 。 

1900 年 , 八 國 聯軍 出 兵 清 帛 義和 拳 ( 見 第 2 章 ) 而 攻占 北京 與 

天 津 , 慈 秒 太 後 及 其 側 近 出 逃 。 而 後 簽訂 的 《 閨 丑 條 約 》 賠 款 則 進 

一 步 弱 化 清 帝國 治 權 。 以 至 於 1904 至 1905 年 間 發 生 的 日 俄 戰 爭 , 

清 廷 只 能 袖手旁觀 。 戰 勝 的 日 本 自 此 也 實質 掌控 中 國 東北 , 亦 即 滿 
洲 。 

結果 這 成 為 清 治 最 後 十 年 內 , 清 帝國 在 慈禧 垂 簾 聽 政 下 推 行 的 

“新政 」。 而 這 當 中 絕 多 數 政策 , 與 幾 年 前 流亡 或 遭 處 決 維新 派 人 士 

2 “Schwartz 1964: Pusey 1983: Qian 2008, 286. 

3 根據 我 個 人 書 信 往 來 , 季 家 珍 (Joan Judge) 曾 提 及 , 茲 福 太后 「 展 現 出 在 看 似 歷史 
際遇 的 限制 下 個 強 女 性 的 種 種 能 耐 」。 此 外 亦 見 Conger 1909; Sergeant 1911; Chung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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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推 動 的 變法 內 容 無 異 。 而 千 餘年 來 中 國 男性 踏 上 仕途 必 經 的 科舉 
考試 , 於 1905 年 廢除 。 取 而 代 之 的 是 新 式 學 堂 , 當 中 包括 專 為 少女 
幼 婦 開 設 的 女 子 學 堂 。 

中 國 知識 分 子 採用 西方 著 作 的 日 文 譯本 與 改編 本 , 作 為 新 式 課 
程 之 基礎 。 當 時 , 成 千 上 萬 中 國 留學 生 到 東京 學 習 , 而 少數 則 到 歐 

洲 與 美 國 留學 。 海外 僑 團 成 為 針 貶 時 政 的 重要 活動 據點 。 廣 東 香山 
出 生 、 後 在 美 國 檀香山 與 香港 受 教 的 孫 逸 仙 (孫中山) 於 1905 年 在 

東京 創立 「 同盟 會 」。 這 是 首次 有 中 國 不 同 省 分 學 生 與 知識 分 子 , 

因 「 推 翻 滿 清 、 創 立民 國 」 之 共同 理念 而 結合 。 當 時 人 在 東京 的 秋 

瑾 和 唐 群 英 都 是 同 盟 會 初創 成 員 。 當 地 也 有 一 群 為 數 不 多 但 相 當 活 
躍 的 無 政府 主 義 者 , 而 無 政府 女 權 主 義人 士 何 殷 震 便 是 當 中 一 員 。 

清 廷 「 新 政 」 繼 續 在 中 國 推 行 。 雖 明文 禁 鴉 片 但 終 未 予以 根 

除 ,', 而 英國 進 口 鴉片 量 , 因 禁煙 協議 而 遞減 。 政治 活動 也 轉 移 至 
各 地 方 議事 會 、 新 軍 與 新 式 學 堂 等 場 域 。 晚 清 最 後 十 年 之 所 以 民 變 

不 斷 , 部 分 是 因為 朝廷 為 支應 新 政 所 需 , 而 引起 農村 民怨 反抗 所 
致 。 但 後 來 的 革命 並 非 群 眾 反抗 而 起 , 而 是 1911 年 10 月 武漢 新 軍 

意外 且 不 疆 密 的 兵變 。 歷 經 數 月 暴力 衝突 後 , 年 僅 3 歲 的 末代 皇帝 
溥儀 退位 。1644 年 建立 的 大 清 王朝 與 千年 帝制 同 時 於 此 畫 下 句點 。 
1912 年 元 月 一 號 , 中 華 民國 正式 成 立 。 

孫 逸 仙 當 選 首 任 臨時 大 總 統 後 , 也 正 是 中 華 民國 坎坷 之 路 的 開 
始 。 孫 雖 與 海外 關係 良好 , 但 無 法 適應 當 時 中 國 軍 閱 政治 。 不 久 , 

他 就 把 大 總 統一 職 交 給 晚 清 軍 機 大 臣 袁世凱 。 當 時 以 唐 群 英 等 人 為 

首 的 女 界 人 士 所 推 動 的 女 子 參政 權 遭 到 否決 。 許 多 人 因而 斷定 , 民 

國 是 失敗 的 產物 , 唯 有 在 政治 及 文 化 上 進 行 革命 , 才 能 救 中 國 。 

4 1905 年 東京 的 中 國 留學 生 有 8 千 人 ,1906 年 有 1.2 萬 人 ,1910 年 降 至 4 千 人 。Elman 

2004, 323. 
5 弟 於 晚 清 鴉片 政策 , 見 Baumler 2007, 1-2, 56, 74-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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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 與 康有為 : 論 婦女 問 是 
身 兼 學 者 、 記 者 及 晚 清 政治 改革 家 身分 的 梁啟超 (1873- 

j929) , 是 首 批 提出 「 婦 女 問題 」 的 男性 改革 派 人 士 。 被 譽 為 神 童 的 
熔 攻 超 ,11 歲 中 秀才 、16 歲 鄉 試 中 舉 。 當 甲午 戰敗 之 時 , 梁 啟 超 年 
方 22 歲 。1897 年 , 梁 改 超 在 籌 創 與 主 編 的 《 時 務 報 》 上 刊載 〈 變 法 
通 議 ‧ 論 女 學 》 一 文 , 主 張 中 國 之 所 以 在 國 際 間 遭 遇 許多 挫敗 , 正 
源 於 中 國 婦女 都 未 曾 受 教育 : 

海內 之 大 , 員 其 首 方 其 足 之 種 , 蓋 四 萬 萬 。 其 名 之 為 農 、 為 

工 、 為 商 、 為 兵 , 終 身 未 當 讀書 者 , 殆 一 萬 九 千 萬 有 奇 ; 其 

名 之 為 官 、 為 士 , 號 稱 讀書 而 實 未 當 讀書 者 , 晉 數 百 萬 ; 其 

員 其 首 而 纖 其 足 , 不 官 不 士 不 農 不 工 不 商 不 兵 ' 而 自 古 迄今 

未 當 一 讀書 者 , 凡 二 萬 萬 。 不 寧 惟 是 , 彼 之 官 焉 、 士 焉 、 農 

和 焉 、 工 焉 、 商 焉 而 近 於 禽獸 者 , 猶 或 以 禽獸 為 也 也 。 此 之 不 

官 不 士 不 農 不 工 不 商 不 兵 而 近 於 禽獸 者 , 和 嵌 直 不 恥 , 乃 群 天 

下 之 人 以 為 是 固 宜 然 耳 。 鳴 呼 ! 皇 不 痛 哉 ! 和 旦 不 痛 哉 ! 梁 和 啟 

超 曰 : 居 今日 之 中 國 ' 而 與 人 言 婦 學 , 聞 者 必 曰 天 下 之 事 其 

更 急於 是 者 , 不 知 凡 幾 。 百 舉 未 與 , 而 汲汲 論 此 , 非 知 本 之 

言 也 。 然 吾 推 極 天 下 積 弱 之 本 , 則 必 自 婦人 不 學 始 。 請 備 陳 

其 義 以 告 天 下 。 

梁啟超 深信 , 若 婦女 能 接受 教育 , 也 可 教 好 子女 , 故 「 天 下 存亡 強 

弱 」 取 決 於 婦 學 。" 

即 使 梁 啟 超 認同 婦女 對 中 國 存亡 有 其 重要 人 性, 但 仍 貶 抑或 忽 

6 Liu. Karl, and Ko2013, 189-190;: Borthwick 1985. 

7 Liu, Karl, and Ko 2013, 194。18 世 紀 思 想 家 陳 宏 謀 亦 強調 , 有 識字 賢 母 然後 有 賢 子 
孫 , 而 得 以 穩定 清 帝 國 社會 秩序 。 見 Rowe 2001, 426-429; Mann 1997, 28-29;: Barlow 

2004, 45 。 

081 

[6 和 1



082 

[62] 

婦女 與 中 國 革命 

視 女 性 史 。 事 實 上 , 有 少數 受過 教育 的 士紳 婦女 成 為 傑出 書 畫 家 與 

詩人 。 梁 啟 超 嘲笑 這 些 「 古 之 號 稱 才 女 」 不 過 是 把 天 分 浪費 在 寫 

些 「 批 風 抹 月 , 拓 花 弄 草 , 能 為 傷 春 惜別 之 語 , 成 詩詞 集 數 卷 , 斯 

為 至 閏 。 若 此 等 事 本 不 能 目 之 為 學 。」 梁 啟 超 認為 , 全 中 國 兩 億 婦 

女 「 全 屬 分 利 而 無 一 生 利 者 」, 這 一 句 話 抹煞 了 女 性 對 家 庭 經 濟 與 

市 場 生 產 之 貢獻 。 梁 啟 超 深信 ,' 因 為 女 性 無 法 自 力 更 生 ,「 故 男子 

以 犬 馬 奴隸 瘟 之 」。” 梁 啟 超 有 鑒於 母親 的 經 驗 , 對 婦女 勞動 有 這 

般 誤解 , 是 相 當 讓 人 困惑 。 梁 啟 超 女 兒 1915 年 在 一 篇 文 章 中 就 曾 提 

到 , 梁 啟 超 與 其 兄弟 之 所 以 功成名就 , 絕 大 部 分 得 歸功 梁 母 趙 氏 的 

辛勞 , 而 她 也 教 村 婦女 紅 、 替 家 中 選用 的 10 名 夥計 準備 伙食 , 還 有 

打 理大 小 家 務 。 

依 梁啟超 所 見 , 婦 女 的 無 知 影響 其 人 格 與 行 為 。 他 認為 ', 因 為 

婦女 未 受 教育 , 而 心胸 狹窄 好 爭吵 , 男 性 不 可 能 享有 家 庭 和 睦 : 

今 夫婦 人 之 所 以 多 蔽 於 彼 者 , 則 以 其 於 天 地 間 之 事物 一 無 所 

聞 , 而 賜 其 終身 之 精神 以 爭 強 弱 講 交 涉 於 人 鋅 籃 之 間 , 。 是 

以 海內 之 大 , 為 人 數 萬 萬 , 為 戶 數 千 萬 , 求 其 家 庭 肉 外 , 相 

處 申 睦 , 形 跡 言 語 , 終 身 無 間 然 者 , 萬 不 得 一 看 ' 而 其 發 

端 , 圈 不 起 於 姑 婷 怒 婦 之 問 。 夫婦 人 同性 疇 耶 ? 群 塊 然 

未 經 教化 之 躺 殼 若 千 具 , 而 鍵 之 於 一 室 ' 欲 其 能 相 處 筷 , 不 

可 得 也 。 彼 婦人 之 累 男子 也 , 其 不 能 自 養 ' 而 仰 人 之 給 其 求 

也 , 是 猶 累 其 形 骸 也 。 若 夫 家 庭 之 間 , 終 日 不 安 ' 入 室 則 

愀 , 靜 居 斯 來 , 此 其 損 人 靈 殊 , 短 人 志氣 , 有 非 可 以 常 率 推 

者 。 故 雖 有 豪傑 個 像 之 士 , 苟 終日 引 而 置 之 床 第 銳 籃 之 側 , 

更 歷 數 歲 , 則 必 志 量 局 瑣 , 才 氣 消 座 。 若 是 乎 婦人 之 果 為 閃 

8._Liu, Karl, and Ko 2013 : 分 別 引 自 頁 192 與 191? 亦 見 Hu Ying 2002 全 書 各 處 ; Judge 

2002: Judge 2008b, 87-106: Orliski 2003, 57, 

9 OrlSsKki2003,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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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不 可 近 也 ? 夫 與 其 飲 閃 而 甘 之 , 則 直 於 療 太 之 術 , 少 留意 
矣 。 

梁啟超 的 老師 康有為 , 雖 比 弟子 年 長 15 歲 , 但 對 婦女 問題 卻 採 以 

較 激 進 路 線 。 康 有 為 在 1895 年 甲午 戰敗 後 , 帶 頭上 書 反對 朝廷 , 

而 成 為 變法 介 議 人 士 。 康 有 為 對 婦女 與 社會 轉 型 的 主 張 比 梁啟超 更 
不 切實 際 ,' 且 未 能 廣泛 流傳 。 康 有 為 認為 , 性 別 不 平等 是 歷史 普遍 
現象 , 並 不 只 局限 於 中 國 。 不 同 於 梁啟超 , 康 有 為 認同 婦女 農 活 與 

工廠 勞動 的 貢獻, 還 有 女 性 文 采 。 康 有 為 在 《 大 同 書 》 中 描繪 了 一 

個 包含 性 別 差異 消失 的 理想 太 平 大 同 之 世 , 當 中 「 男 女 各 有 獨立 

之 權 ', 有 交 好 而 非 婚 姻 , 有 期 約 而 非 夫妻 」, 且 子女 受 公 政府 之 教 

養 , 而 居家 住處 則 由 公所 、 食 堂 取 代 。 康 有 為 雖 在 1902 年 完成 《 大 

同 書 》, 但 考量 自 己 多 數 主 張 過 於 前 衛 而 難以 流傳 , 因 此 直到 折 後 
1935 年 才 首 度 完整 出 版 ( 見 專欄 3.1) 。 [83 

專欄 3.1 康有為 論 「 婦 女 之 苦 , 

若 夫 經 歷 萬 數 千年 , 翅 合 全 地 萬 國 無 量 數 不 可 思 議 之 人 , 同 為 人 之 形 
體 , 同 為 人 之 聰明 ', 且 人 人 皆 有 至 親 至 愛 之 人 , 而 忍心 害 理 , 抑 之 制 之 , 

愚 之 閉 之 , 因 之 系 之 , 使 不 得 自 立 , 不 得 任 公事 , 不 得 為 住 寢 , 不 得 為 國 

民 , 不 得 預 議會 , 甚 且 不 得 事 學 問 , 不 得 發 言論 , 不 得 中 名 字 , 不 得 通 交 
接 , 不 得 預 享 宴 , 不 得 出 觀 遊 , 不 得 出 室 門 , 甚 且 研 束 其 腰 , 蒙 蓋 基 面 , 
朋 削 其 足 , 雕 刻 其 身 , 旬 層 無 十 , 歸 刑 無 罪 , 斯 尤 無 道 之 至 其 者 矣 ! 而 舉 
大 地 古今 數 千年 號 稱 仁 人 、 義 士 , 熟 視 坐 嗜 , 以 為 當 然 , 無 為 之 訟 直 者 , 
無 為 之 援 救 者 , 此 天 下 最 奇 駭 、 不 公 不 平 之 事 , 不 可 解 之 理 矣 ! 

吾 今 有 一 事 為 過 去 無 量 數 女 子 呼 彌 天 之 冤 , 和 召 今 有 一 大 願 為 同 時 八 萬 

10 Liu, Karl, and Ko 2013, 193.【〔 編 按 〕: 見 梁 歡 超 ,〈 變 法 通 議 ‧ 論 女 學 》。 
11| Kang 1958, 149-155。 關於 廉 有 為 的 優生 學 與 種 族 主 義 觀 點 , 及 其 日 本 軟 事 , 見 

Dik6tter 1998, 61-63; Sakamoto 200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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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女 子 拯 況 漏 之 苦 , 召 今 有 一 大 銳 為 未 來 無 量 數 不 可 思 議 女 子 致 之 平等 大 
同 自 立 之 樂 焉 。..“.** 女 子 未 有 異 於 男子 也 , 男 子 未 有 異 於 女 子 也 。 是 故 以 

女 子 執 農 工商 買 之 業 , 其 勝任 與 男子 同 : 今 鄉 曲 之 農婦 無 不 助 料 , 各 國 之 

工商 既 多 用 女 子 矣 。 以 女 子 為 文 學 仕 寐 之 業 其 勝任 亦 與 男子 同 : 今 著 作 

文 辭 之 事 , 中 國 之 閨秀 既 多 , 若 夫 任職 治 事 ' 明 決 果 敏 , 見 於 史 傳 者 不 可 
膀 數 焦 。 ma 

方 今 立國 之 強弱 , 視 人 才 之 多 寡 , 吾 有 人 民 而 先 自 絕 棄 其 半 , 其 愚 無 

策 , 何 可 量 焉 。,“..“' 今 美 國 漸 有 用 女 子 為 醫 電 各 職 , 近 有 拔 為 審判 官 者 , 
餘 官 則 仍 不 得 充 焉 。 然 茲 皆 一 技 一 能 之 任 , 和 嵌 足 盡 女 子 之 才 埠 [2 

今 歐 美 女 子 於 學 問 、 言 語 、 宴 會 、 觀 游 、 擇 嫁 、 離 異 略 可 以 自 由 和 矣 , 

其 它 尚 不 列 也 。 若 亞洲 庄 國 , 則 皆 縛 束 而 禁制 之 2 

嘗 原 人 類 得 存 之 功 , 男 子 之 力 為 大 , 而 人 道 文 明之 事 , 借 女 子 之 功 最 

多 。 蓋 自 男女 相 依 以 來 , 女 任 室 中 之 事 .““““‧ 男 子 日 出 獵 獸 .‧"""', 自 無 暇 為 

制 器 之 事 。 婦 女 家 居 暇 豫 , 心 思 靜 逸 , 躍 事 增 華 , 日 思 益 進 , 然 則 範 金 合 

士 , 亦 必 自 女 子 創 之 。 和 4 以 此 推 之 ‧ 一 切 事 為 器 用 皆 出 於 女 子 ', 可 斷 斷 

矣 。 今 世界 進 化 , 日 趨 文 明 , 凡 吾人 類 所 享受 以 為 安樂 利 賴 , 而 大 別 於 禽 

獸 及 野蠻 者 , 非 火化 、 熟 食 、 調 味 、 和 齊 之 食 乎 ? ...““ 非 織 麻 、 蘆 絲 、 文 

章 、 五 採 之 服 乎 , 非 堂 構 、 國 之 園 庭 、 宮 室 乎 , 非 記事 、 計 數 之 文 字 、 

書 算 乎 , 其 尤為 美 術 令 人 魂 歡 揪 和 者 , 非 音樂 、 圖 畫 乎 ! 凡 此 皆 世 化 至 要 
之 需 , 人 道 至 文 之 具 , 而 其 創始 皆 自 女 子 為 之 和 sa 。 

出 處 : 康 有 為 ',《 大 同 書 . 去 形 界 保 獨 立 》, 轉 引 自 各 了 jg 50z 77e Oze jr/d 770592 人 0 

97 Kozg wez, ed. and trans. Laurenee G. Thompson (London, 1958), 149-55, 當 中 部 

分 引 自 Jonathan Spence, 7ge Gzre 27 7eoyen/y Pegc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1), 

72。 關 於 此 書 介紹 另 見 Thompson, 26-57。 

梁啟超 與 康有為 都 是 1898 年 百 日 維新 主 要 發 起 者 。 當 慈禧 太 後 

開 始 反對 變法 時 , 兩 人 因而 流亡 海外 , 康 有 為 胞 弟 則 遭 處 決 。 深 啟 

超 在 日 本 待 超 過 10 年, 而 康有為 則 一 路 輾轉 香港 、 日 本 、 加 拿 大 、 

英格蘭 、 新 加 坡 、 印 度 、 美 國 、 瑞 典 等 地 。 康 梁 二 人 都 是 君主 立 憲 



3 革命 浪潮 (1895-1912) 

的 擁護 者 ' 但 到 1911 年 革命 時 已 非 最 先 進 的 激進 思想 。 但 梁啟超 

1897 年 提出 的 主 張 , 而 非 康有為 的 烏托邦 理想 , 成 為 改革 派 與 革命 
人 士 的 共同 信條 。 改 革 派 人 士 認為 , 中 國 之 所 以 積 弱 不 振 , 部 分 原 

因 是 中 國 社會 對 待 女 性 的 方式 所 造成 的 。 改 變 此 境況 , 就 成 為 中 國 
當 時 存亡 飽 受 威脅 之 際 , 能 否 擠 身世 界 列強 之 關鍵 。” 康 有 為 所 提 
及 「 人 道 至 文 之 具 , 而 其 創始 皆 自 女 子 為 之 」 並 末 成 主 流 , 反 倒 梁 

散 超 提出 女 性 不 具 經 濟 生 產 力 、 從 屬地 位 性 格 缺 陷 論 更 廣 為 接 受 。 
女 權 運 動人 士 胡 彬 夏 在 1903 年 〈 論 中 國 之 衰弱 女 子 不 得 辭 其 罪 》 文 
中 , 曾 以 「 競 如 鹿 衣 , 呆 如 木石 , 安 怪人 之 呼 為 下 等 動物 也 」 申 明 

上 述 兩 者 之 關聯 人 

直到 1920 年 代 , 這 類 女 性 描述 仍 時 有 所 聞 。 即 便 1949 年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 中 華 全 國 民主 婦女 聯合 會 仍 呼應 梁啟超 論點 , 

亦 即 要 讓 婦女 地 位 平等 的 關鍵 , 就 要 將 婦女 從 消費 者 轉 變成 生 產 

者 。 梁啟超 讓 不 算 完整 但 強 而 有 力 的 性 別 分 工 概念 廣 為 流 傳 。 透 
過 他 精湛 的 文 筆 讓 婦女 以 有 缺陷 、 需 加 以 扶持 , 且 恐 危及 中 國 存亡 

之 形象 出 現 , 而 不 是 對 家 國 社會 至 關 重 要 的 勞動 者 。 

立 德 夫人 與 天 足 運 動 

多 數 外 國 人 或 中 國 人 對 女 性 描述 的 批 評 都 集 中 在 弦 足 。 數 世紀 

以 來 , 纏 足 向來 被 視 為 一 種 維持 體態 與 為 婚嫁 準備 的 自 我 修 持 。 

但 到 清末 許多 中 國 人 已 視 總 足 為 駭 人 陋習 。 

12 關於 梁 靈 超 及 其 他 提出 「 全 球 帝 國 主 義 奴役 」 與 「 動 員 包 含 女 性 在 內 公民 」 之 閒 的 
問 結 , 見 Karl 2002a。 

13 Bailey 2007, 57. 
14 Barlow 2004, 92. 

15 Barlow 2004, 60,〔 編 按 〕 : 本 書 其 他 章 中 亦 簡稱 「 全 國 婦聯 」 或 「 婦 聯 」。 
16 Zito2006,26,31. 關 於 要 弦 足 得 一 路 子 持 續 下 功夫 維持 , 見 Ko2005, 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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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第 2 章 提 及 , 對 總 足 的 負面 看 法 源 自 基督 教 傳教 士 ' 並 由 立 

德 夫 人 延續 下 去 。 她 並 非 傳 教士 , 而 是 一 名 與 英 商 立 德 (Arehibald 

John Little ) 結婚 的 小 說 家 。1887 年 抵達 中 國 , 她 在 四 川西 南部 住 了 

20 年 。 她 以 夫 姓 「 阿 希 巴 爾 德 ‧ 立 德 夫 人 」 名 義 出 版 《 親 密 接觸 

中 國 : 我 眼中 的 中 國 人 》( 加 /zaqd/e C77d: 7/we CA7ese ds / due ee7 

7yeyy, 1899) 、《 穿 藍 色 長 袍 的 國 度 》( 記 /e /dzd 97 /e 有 re Go, 

1909 ) 等 不 少 旅遊 記事 。 繼 中 在 其 著 作 中 扮演 著 一 個 重要 角色 。 當 

她 沿 長 江 而 上 至 重慶 時 , 提 到 當 地 婦女 是 如 何 蜂 擁 前 來 打 量 著 她 : 

某 些 老 婦 真 的 來 壓 我 的 腳 , 想 看 看 雙 腳 是 否 塞 入 這 整 雙 大 

靴 , 當然 這 所 有 女 人 全 都 是 小 腳 , 也 就 是 裹 腳 布 線 住 , 出 奇 

地 與 這 蹄 般 雙 腳 處 得 相 當 不 錯 。 

立 德 夫 人 是 個 敏銳 的 觀察 者 。 她 很 快 就 注意 到 梁啟超 忽略 到 的 、 還 

有 傳教 士 未 提 及 總 足 婦女 下 田 農 勞 , 甚 至 到 長 江 拉 引 的 情況 。 她 

寫 道 , 在 中 國 , 沒 人 說 總 足 是 為 了 防止 女 性 四 處 亂 跑 。 她 提 到 , 

女 孩 該 總 足 的 年 紀 與 程度 會 因 地 域 而 有 所 差異 。” 同時, 她 也 觀察 

到 , 總 足 是 由 婦女 來 執行 , 但 部 分 士紳 則 反 總 足 :「 讓 女 兒 裹 小 腳 

是 為 了 取悅 男人 , 希 塵 她 們 能 嫁 個 有 地 位 的 丈夫 。 上 了 年 紀 的 男 

人 , 尤其 是 受過 教育 的 男人 反對 總 足 , 認 為 那 很 野蠻 。」 

立 德 夫人 雖 受 傳教 士 啟發 而 反對 繼 足 , 但 其 之 所 以 反對 並 非 

出 於 宗教 因素 , 而 是 有 科學 依據 。 她 鉅細 靡 遺 的 提 到 , 某 些 腳 潰爛 

17 Little 1899, 1; Zito 2006, 27. 
18 Little 1899. 38. 

19 Little 1899, 45, 134. 關 於 纏足 婦女 在 家 紡織 的 經 濟 生 產 力 , 見 Brown et alL. 2012, 1044: 

Gates 2014; Bossen and Gates 2017 

20 Little 1899, 137: Little 1909, 280. 

21 Little 1909, 256. 〔 編 按 】 : 此 段 引文 翻譯 參考 : 王 城東 、 劉 持 譯 ,《 穿 藍 色 長 袍 的 國 

度 》( 臺北 : 花 神 出 版 社 ,2002) , 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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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zz 2 SHANGHAI, 
2 2 【 二 

當 店 員 Ma 客 二 到 

圖 片 3.1 1984 年 立 德 倪 劍 於 上 海 

出 處 :Sze-Yung-Ming & Co, albumen cabinet card.G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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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瘡 的 女 孩 , 在 拿 掉 裹 腳 布 後 , 腳 皮 隨 之 脫落 、 筋 斷 脛 折 , 因 而 傷 
及 臟 器 或 併發 感染 其 而 喪命 。 即 便 過 程 一 切 順利 , 立 德 夫 人 仍 表 

示 , 在 兩 年 總 足 過程 中 「 母 親 會 攜 藤 凡 一 同 睡 在 床 側 , 會 以 藤 鞭 命 

女 兒 起 床 或 在 其 哭 鬧 打 擾 家 人 時 了 予以 抽打 ' 但 通常 會 讓 女 兒 睡 在 庫 

房 」。” 立 德 夫人 筆下 的 總 足 , 是 一 種 不 科學 且 難以 理解 的 虐 章 行 
徑 。? 

1895 年 , 立 德 夫 人 和 其 他 9 位 外 國 婦女 共同 創立 了 「 天 足 

會 」。 創 辦 者 旨 在 從 社會 頂層 由 上 而 下 提倡 反 總 足 運動 , 並 以 引 經 

據 典 的 陳 詞 來 說 服 中 國 士紳 精英 。” 天 足 會 甚至 在 1896 年 上 奏 光 緒 
帝 , 呼 籲 當 朝 者 應 廢 此 陋習 , 但 總 理 衙門 以 事 涉 民 情 風俗 、 無 關乎 
律 法 為 由 予以 駁回 。 

正當 世紀 之 交 , 立 德 夫人 在 華中 、 華 南 替 天 足 會 宣講 時 , 她 

發 現 反 總 足 運動 已 不 局限 在 基督 徒 。““ 其 遍 足 各 城 所 見 上 層 階 級 婦 

女 , 通 常 都 由 大 腳 婢女 陪同 參加 聚會 , 到 場 聆聽 反 總 足 宣講 、 簽 署 

誓詞, 與 個 人 現身 說 法 。” 向 大 眾 宣講 的 立 德 夫人 會 以 英文 說 明 , 

然後 再 由 傳教 士 或 他 人 翻譯 , 過 程 中 會 展示 總 足 及 未 總 足 X 光 片 、 

提供 醫生 對 於 纏足 危害 身體 健康 的 說 法 , 同 時 處 理 未 總 足 婦女 遇 到 
的 婚配 難題 。” 她 到 湖北 漠 陽 宣講 時 , 曾 邀請 已 放 足 婦女 起 立 , 並 

欣喜 若 狂 提 到 , 當 婦女 「 一 個 接 一 個 慢 慢 起 身 , 直 到 全 體 起 立 之 

時 .““““. 會 是 完美 結局 」。” 這 類 宣講 集 會 主 題 重點 多 半 在 如 何 解 開 

22 Little 1899, 137-143 , 引 自 頁 139-140:Little 1909, 276-77。 

23 Zito 2006, 28. 

24 Little 1899, 150, 亦 見 Zito 2006, 27, 29: Drucker 1981, 189-90。 

25 Drucker 1981, 189. 

26 立 德 夫人 在 廈門 發 現 , 改 宗 基 督 徒 婦女 都 拿 掉 裏 腳 布 。Little 1909, 282。1874 年 John 

Macgowan 及 妻子 於 廈門 , 向 60 名 中 國 基督 徒 女 姓 討論 弦 足 。Zito 2007,4. 
27 Little 1899, 149-53; Drueker 1981. 190. 

28 Little 1909,253-54, 273; Zito 2007, 12-14. 

29 Little 1909,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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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足 ' 善 用 脫脂 棉 、 按 摩 與 充足 臥床 休養 , 得 以 緩解 此 過 程 的 痛 

楚 。”! 放 足 雖 得 持續 費勁 功夫 才 得 以 成 功 , 卻 只 能 解決 總 足 部 分 的 

影響 。 
雖然 立 德 夫 人 的 反 纏 足 文 章 受到 西方 讀者 歡迎 , 但 她 卻 並 非 廢 

總 足 運 動 主 導 者 。 在 她 開 始 鼓吹 解放 總 足 之 際 , 當 時 許多 中 國 有 識 

之 士 已 有 廢 纏 足 此 共同 目標 。1883 年 , 康 有 為 已 在 廣東 成 立 「 不 總 

足 會 」' “唯恐 「 外 人 恥笑 輕 莽 」, 而 於 1898 年 上 奏 皇 帝 : 

吾 中 國 蓮 暮 比 戶 , 藍 縷 相 望 , 加 復 鴉 片 燻 線 , 包 丐 接 道 , 外 

人 拍 影 傳 笑 , 譏 為 野蠻 久 矣 , 而 最 駭 笑 取 辱 者 , 莫 如 婦女 裹 

足 一 事 , 臣 竊 深 恥 之 。77 

立 德 夫 人 展開 宣講 時 ,', 康 有 為 已 流亡 海外 ' 而 當 時 湖 廣 總 督 張 之 祠 

公開 譴責 總 足 , 立 德 夫人 一 行 人 提 到 : 

我 們 用 紅紙 寫 了 張 之 洞 反對 裏 足 的 話 , 貼 在 會 場 裡 。 張 之 洞 

用 漂亮 的 中 國 古文 把 反對 裏 足 的 理由 都 說 盡 了 。, 恐 怕 別 人 很 

難 再 用 古文 寫 出 什麼 反對 裹 腳 的 理由 。? 

另 一 位 清 廷 要 臣 , 廣 州 總 督 李 鴻 章 也 同 樣 支 持 立 德 夫人 , 並 在 她 選 

上 為 天 足 運 動 題 字 背書 。 然 而 , 李 鴻 章 據 稱 曾 憂 心 向 立 德 夫人 表 

示 :「 你 知道 , 如 果 你 讓 婦女 都 不 裹 腳 了 , 她 們 會 變 得 跟 男人 一 樣 

30 Little 1899, 162: Little 1909, 281-282。 關 於 放 足 , 亦 見 Brownetal, 2012, 1037: Ko 2001, 
138: Ko 2005, 11, 43-49。 

31 Kang 1958, 13; Sheperd, 2016, 298。Rong 1986: 144 認 為 , 此 事 發 生 在 1884 年 ,Little 

1899, 155 則 認為 發 生 在 1896 年 , 但 立 德 夫人 可 能 指 的 是 1896 至 1897 年 間 康 有 為 

胞 弟 與 梁啟超 於 華南 創立 「 不 纏足 會 」, 或 指 1896 年 梁啟超 一 篇 時 評 。 見 Drucker 

1981, 194: Shepherd 2016, 298。 
Borthwick 1985,70-71. 

Little 1909, 255.〔 編 按 ): 此 引文 翻譯 參考 : 王 城東 、 劉 皓 譯 ,《 空 藍 色 長 袍 的 國 

度 》, 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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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壯 , 而 會 推 翻 朝 廷 的 ,」。 
然而 ', 中 國 士紳 當 時 更 擔憂 , 若 婦女 繼續 總 足 、 守 深 閩 , 那 

中 國 恐 將 亡 。 四 川 敘 州 科 舉 考場 中 曾 貼 出 某 地 方士 紳 所 撰 長 文 , 當 
中 提 及 歐美 婦女 「 擁 天 足 、 勇 敢 進 取 且 能 自 保 , 然 中 國 婦女 纏足 而 
弱 息 基 無 以 負重 」。 這 名 士紳 也 認為 , 末 弦 足 婦女 「 甚 能 參與 軍事 
操練 」。 時 評 家 趙 之 耀 在 1906 年 為 《 北 京 女 報 》 撰 稿 文 中 , 將 總 
足 、 生 痛 與 國 族 衰亡 加 以 連結 , 警 告 總 足 恐 致 生 育 困難 、 子 女 體 弱 
多 病 。 他 擔憂 若 此 惡習 不 絕 ,「 國 族 終 將 亡 之 」J。“ 這 波 反 總 足 共 識 

逐漸 成 形 , 強 健 外 國 婦女 與 羽 弱 總 足 中 國 婦女 如 此 強烈 對 比 , 代 表 
著 當 時 中 國 與 外 國 列強 的 實力 差距 。 

藉 由 外 國 評論 家 對 總 足 深 惡 痛 絕 之 反應 , 中 國 士紳 很 快 理 解 
到 , 給 足 是 野蠻 、 痛 苦 、 有 害 女 性 健康 與 生 育 、 非 科學 、 危 及 「 種 
族 」( 以 當 時 社會 達爾 文 主 義 用 語 來 說 ) , 亦 不 利 中 國 立足 於 世界 。? 
婦女 總 足 過 程 象 徵 中 國 在 此 走 錯 路 , 以 及 為 何 面臨 歐洲 列強 與 日 本 
時 會 如 此 脆弱 。 當 婦女 地 位 與 福祉 涉及 中 國 存亡 之 際 , 才 會 明確 提 
出 。” 天 足 運 動 不 再 只 是 個 外 國 人 發 起 的 運動 , 而 是 一 種 中 國 士紳 
關切 國 族 興衰 的 形式 、 一 種 展現 自 己 比 其 他 同 胞 更 現代 的 標誌 , 也 
是 一 種 尼 評 多 半 未 識字 的 農村 百 姓 提升 進 步 之 象徵 。 清 畫 遂 於 1902 

年 庚 子 新 政 頒布 「 勸 戒 總 足 」 上 論 。? 

小 城 或 農村 居民 並 不 如 大 城 那 般 快 揚棄 總 足 。 這 是 段 不 平順 且 
非 線 性 過 程 , 就 如 同 高 彥 頤 (Dorothy Ko) 所 謂 「 一 段 總 了 又 解 、 

34 Little 1909, 266-67.〔 編 按 〕: 此 引文 翻譯 參考 : 王 城東 、 劉 持 譯 ,《 穿 藍 色 長 袍 的 國 
度 》, 頁 243。 

35 Little 1899, 160-62 ; 亦 見 Drucker 1981, 190。 

36 引 衝 Cheng 2000, 127-128。 
37 Drucker 1981, 193-97; Ko 2005. 9-37; Yang Xingmei2010. 

38 Ko2005; Zito 2006, 

39 Drucker 1981, 197; Beahan 1981, 2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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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3.2 1920-1921 年 山西 樟 州 饑荒 災民 

出 處 :Photo by Isaiah E. Oberholtzer, courtesy of Joseph_ Wampler Used with 

permission ofthe Brethren Historical Library and Archives,. Elgin, Jin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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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了 又 繼 的 紛亂 時 期 」。” 廢 纏足 運動 欲 將 農婦 從 此 羞辱 惡 俗 中 解 
救出 來 , 但 反 造 成 羞辱 。1906 年 , 某 四 川 改 革 派 縣 官 命 一 群 年 輕 當 
差 , 護 送 所 有 要 到 鎮 上 看 運動 會 的 婦女 , 而 該 縣 官 當 場 令 婦女 拆 下 
裹 腳 布 , 並 予以 燒毀 。”1982 年 * 紀 錄 片 《 小 喜 》 中 3 名 婦女 憶 起 
1910 到 1920 年 代 , 地 方 軍 閱 官兵 四 處 打 劫 村莊 , 而 幫 女 兒 總 足 的 家 
庭 會 遭 罰 款 , 有 時 會 用 刺刀 尖 吊 起 裹 腳 布 。 這 幾 位 婦女 憶 起 這 些 往 
事 ' 猶 如 遭 侵犯 、 心 生 恐懼 , 而 無 自 由 解放 感 。,” 

總 足 僅 在 部 分 農村 地 區 提早 廢除 。 部 分 學 者 認為 ,1930 年 代 某 
些 地 區 不 再 有 給 足 風 俗 ', 與 總 足 婦 女 的 家 庭 手 工業 衰落 、 紡 織 成 衣 
生 產 工廠 吳起 有 關 , 而 不 單 靠 士紳 作家 與 倡議 者 的 道德 規勸 。“ 而 
雲南 等 地 到 1940 與 1950 年 代 仍 有 繼 足 風俗 , 要 到 1949 年 共產 黨建 

政之 強行 介入 後 才 終 告 結束 。 和 

醇 紹 微 及 興 女 學 

清 帝 國 最 後 幾 年 , 婦 女 議題 占據 中 國 新 式 報刊 版 面 。” 報 刊 不 

時 刊載 名 妓 花邊 輻 劇 、 興 辦 女 學 及 女 學 生 舉手投足 、 反 弦 足 集 會 , 
還 有 婦女 革命 活動 等 消息 。 女 性 撰寫 當 中 部 分 報導 , 當 然 亦 為 這 些 
報刊 讀者 。 而 對 男性 也 是 如 此 , 如 梅 嘉 樂 (Barbara Mittler) 說 「 能 

40 Ko2005,. 13. 

41 Stapleton 2000, 277- 

* [ 編 按 ]: 經 查證 Cara Hinton 與 Richard Gordon 所 執導 的 紀錄 片 應 為 1984 年 上 映 。 

https;i//repositorylib.cuhk.edu.hk/Sc/item/cuhk-2026582 

42 Hinton and Gordon 1984. 關於 解放 天 足 運 動 , 見 Ko 2005, 11, 13, 38-68。 至 於 民國 時 期 
持續 以 纏足 美 為 婚姻 保證 之 說 法 , 見 Yang Xingmei 2000。 

43 關於 纏足 作為 勞動 力 控 制 工具 的 說 法 , 可 見 Bossen et al 2011: Gates 2014: Bossen and 
Gates 2017 。 

44 Ko2001, 133; Bossen and Gates 2017. 

45 1890 年 中 國 報刊 數 為 15 份 、1898 年 60 份 , 到 1913 年 成 長 至 487 份 。Britton 1966, 
127; 轉 引 自 Beahan 1975, 379。 關 於 晚 清 女 性 刊物 , 及 男性 (與 部 分 女 性 ) 撰 稿 人 
兄 Zhang Yun 2015,2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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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 與 談論 婦女 議題 , 就 是 風尚 且 現代 」。 
但 何謂 現代 女 性 觀 , 眾 人 仍 未 有 定論 。 自 1880 年 代 起 , 上 海 

(申報 》 社 論 呼籲 廢 總 足 、 廢 妾 及 廢除 限制 婦女 行 動 , 讓 外 國 人 不 

再 訕 笑 中 國 不 文 明 。 ” 但 報紙 、 小 報 、 畫 報 及 女 性 雜誌 同 時 仍 持續 

刊載 貞 婦 與 守 婦 道 女 性 報導 , 時 而 提醒 讀者 , 婦 女 為 家 庭 冬 牲 實 為 

強國 之 所 需 。” 女 性 雜誌 和 其 他 商 業報 刊 鼓 勵 為 人 母 、 為 人 主 婦 的 

女 性 為 國 奉獻 , 將 家 重新 設想 成 一 個 兼 具 現代 化 且 科學 化 管理 的 場 

域 。4 當 時 還 出 現 鼓勵 婦女 去 買 經 期 調養 藥 與 生 育 補品 廣告 , 也 有 

保養 美 容 特 別 配方 的 洗 髮水 與 護膚 產品 廣告 。” 女 性 消費 者 的 角色 

有 時 會 直接 與 國 家 政治 產生 連結 。 以 1905 年 為 例 , 當 時 為 抗議 美 國 

《 排 華 法 案 》 通 過 , 就 有 廣告 呼籲 婦女 參與 抵制 美 貨 運動 。 

即 使 報導 與 社論 警告 婦人 離開 閨 閣 的 危險 , 當 時 畫 報 上 仍 刊 

載 許多 騎 自 行 車 、 賣 商 品 、 搭 黃 包 車 及 街 頭 散 步 婦 女 的 插畫 。1880 

年 代 的 《 申 報 》 社 論 擔 憂 , 女 工 、 家 庭 幫傭 、 娼 妓 若 公開 拋 頭 露面 

自 由 行 動 , 不 知會 發 生 什麼 事 。 女 性 則 以 暴力 與 綁架 受害 者 出 現在 

新 聞 報 導 中 。 青 樓 名 妓 與 街 頭 拉客 妓女 則 被 塑造 為 流行 化 身 、 遭 殘 

忍 老 鴨 苛 待 對 象 , 以 及 盜賊 且 時 而 成 為 謀殺 被 害 者 等 多 元 角色 。 賣 

淫 醜 聞 當 然 很 搶 版 面 暢銷 , 同 時 也 成 為 告 誠 讀 者 大 眾 行 為 不 檢 的 勸 

世 敝 言 。” 女 性 到 戲 園子 看 戲 之 爭議 , 也 在 20 世 紀 初 延燒 至 各 大 
城 #7 

46 Mittler 2004,248。 關 於 小 說 提出 女 性 改革 建議 + 見 Widmer 2006: Wildmer 2007 

47“ Mittler 2004, 284-85, 
48 Judge 2012, 461-68. 
49。 Mittler 2004.255-57,303-11. 
50 Mittler 2004. 253n32,260-68. 
51 Mittler 2004, 269: Beahan 1981, 223-24, 
52 “Mittler 2004, 252-53,270-75,286-93. 

53 癌 於 成 都 的 情況 , 見 Stapleton 2016, 146-47; 北京 的 情況 見 Goldman 2012, 82-83; Cheng 

2011,. 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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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 與 士紳 皆 有 共識 認為 , 女 性 應 在 公立 學 校 受 教育 。 但 女 性 
受 教育 的 目的 是 為 了 成 為 國 民 , 還 是 國 民 之 母 ?“ 身 兼 教 育 家 、 詩 
人 、 時 評 家 與 翻譯 家 的 薛 紹 微 (1866-1911) , 當 時 就 曾 於 報刊 撰文 
反駁 梁啟超 「 婦 女 無 知 且 心胸 狹窄 」 之 說 法 。 薛 紹 微 嚴 詞 回 應 梁 啟 
超 1897 年 主 張 , 女 性 需 受 教 以 克 懶 逸 無 用 。 配 紹 微 認同 梁啟超 主 張 
女 性 須 受 教育 。 但 她 並 不 同 意 婦女 患 而 不 學 、 名 媛 賢 女 對 當 代 世 界 

實 無 貢獻 等 看 法 。 梁 啟 超 嘲笑 閑 秀 才 女 詩作 是 批 風 抹 月 、 牛 花 弄 草 
之 語 。 但 薛 紹 徽 認 為 , 名 媛 賢 女 作品 流露 出 「 為 土 、 為 民 、 為 文 化 
之 愛 」 及 當 權 者 未 能 濟世 安民 之 批 判 。~” 

出 身 福建 書 香 世 家 的 薛 紹 微 , 自 幼 天 資 聰穎 。 據 傳 , 薛 父 聽 
算命 說 她 長 大 後 相 當 有 才 情 , 才 沒 送 將 她 給 別人 養 。 她 11 歲 時 失 
居 、13 歲 在 地 方 已 小 有 名 氣 、14 歲 出 嫁 , 就 此 成 為 福建 知識 精英 一 
員 。 夫 兄 陳 季 同 亦 是 晚 清 改革 派 人 士 , 曾 旅 歐 16 年 , 並 娶 兩 個 法 國 
老婆 回 中 國 。”“ 黃 紹 微 還 在 1898 年 協助 創立 第 一 份 女 子 報刊 《 女 學 
報 》。” 她 在 詩作 中 寫 出 對 歐洲 君主 之 評價 , 也 評論 1884 年 清 法 戰 
爭 與 1895 年 甲午 戰敗 等 時 事 。” 葬 紹 徽 認 為 , 女 性 無 需 為 求 名 責 實 
而 棄 詩 文 , 因 為 名 實 是 密 不 可 分 的 。 

但 配 紹 微 捍 衛 女 性 創作 , 並 不 局限 在 愛 國 詩人 此 群體 。 她 主 張 
天 下 所 有 母親 , 能 以 掌管 家 中 大 事 之 威儀 來 協助 打 造 新 中 國 。 她 在 
《 女 學 報 》 首 期 中 寫 道 : 

第 今日 各 國 新 學 , 燦 然 秀 發 ', 有 出 諸子 百 家 外 。 天 爆 日 處 閩 

54 Judge 1997; Judge 2008b, 107-38。 關於 國 民 之 母 的 重要 性 , 見 Zhang Yun 2015。 
55 Qian 2008, 271-72. 

$6 除 另 註明 , 此 處 薛 紹 徽 生 平 討 論 皆 出 自 Qian 2015。 
57 薛 紹 黴 是 全 女 性 編 委 成 員 之 一 。1898 年 夏秋 4 個 月 內 所 發 行 8 期 中 , 際 續 有 30 名 女 
性 加 入 。Qian 2010. 340: Qian 2008, 266; Qian 2004, 66, 72。 

58 Qian 2010.34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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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 , 若 仍 守 其 內 言 外 言 之 戒 , 自 畫 其 學 , 安 足以 講 致知 , 而 

合 於 新 民 之 旨 哉 2 家 曉 戶 喻 ' 庶 將 來 相 夫 課 子 , 攸 往 威 

宜 ', 靶 以 齊 家 之 術 , 隱 寄 於 治平 也 。 老 子 謂 道 , 道 為 萬 物 之 

母 。 母 者 正 惟 婦 女 之 事 也 。 誰 謂 坤 道 無 成 誠 。 

薛 紹 微 巧 妙 運 用 「 齊 家 治國 平 天 下 」 概 念 來 正當 化 女 性 應 該 懂 西 學 

之 主 張 ' 甚 而 使用 梁啟超 所 稱 ' 新 民 」、” 維 新 吝 民 」 來 描述 現代 

公民 素質 。 

1899 年 , 薛 紹 徽 與 其 夫 媚 陳 壽 彭 開 始 為 中 國 讀者 編 咎 一 本 介紹 

外 國 女 性 生 活 的 書 。 該 書 採 以 陳 壽 彭 先 閱讀 歐 語 原 著 、 口 述 翻譯 , 

接著 再 透過 薛 紹 微 筆錄 撰寫 成 典雅 流暢 的 中 文 。1906 年 出 版 的 《 外 

國 列 女 傳 》 收 入 女 主 、 和 后妃 、 女 官 、 閩 媛 、 文 苑 、 藝 林 、 義 烈 、 教 

門 、 私 寵 、 優 舖 、 名 妓 等 列傳 , 還 附 上 妖 次 與 神 異 列傳 。” 其 他 晚 

清 時 期 作家 也 出 版 外 國 女 性 傳記 , 當 時 一 些 重要 婦女 報刊 每 期 也 會 

收入 這 類 傳記 。” 聖女 貞 德 (Joan of Are)、 加 里 波 第 夫人 (Anita 

Garibaldi) 、 羅 蘭 夫 人 (Madame Roland)、 碧 琪 兒 . 史 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 南 丁 格 爾 (Florenece Nightingale ) 成 為 當 時 中 國 男 

女 知識 分 子 中 的 知名 人 物 。 
薛 紹 微 和 其 他 作家 為 了 讓 故事 主 角 以 中 國 讀者 熟悉 形式 出 現 , 

而 進 行 編修 調整 。《 外 國 列 女 傳 》 中 的 英國 女 王 伊 莉 落 白 一 世 與 維 

多 莉 亞 , 展 現 出 慈愛 作痛 文 化 與 臣民 ; 而 希臘 女 神 雅典 娜 則 戴 儒 巾 

而 非 戰 士 頭 瘓 示人 ; 維 納 斯 女 神 也 不 再 性 感 狂 放 , 而 成 為 夫妻 和 諧 

5$9 薛 紹 徽 。〈 女 學 報 序 》,《 女 學 報 》1 (1898 年 7 月 24 日 ) , 轉 引 自 Qian 2008, 265 翻 

譯 。 而 也 正 是 此 時 , 苯 紹 微 開 始 中 國 第 一 個 婦女 組 織 「 女 學 會 」。Qian 2010, 340。 

60 Qian 2015: Qian 2004, 63-79, 85-86,91 : 亦 見 Judge 2008b, 63。 
61 Judge 2004; Judge 2008a, 158。 其 他 作家 常常 仰賴 日 文 譯本 。Judge 2008a, 148-50,. 
62_Beahan 1981, 219; Judge 2008b, 144-86; Judge 2008a, 154-55。 關 於 這 些 人 物 的 文 學 描 

下 , 見 Hu Yi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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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形象 。 其 他 作者 作品 中 會 強調 聖女 貞 德 的 民族 主 義 色 彩 , 但 甚 少 

提 及 其 宗教 信仰 。” 而 這 些 作者 或 許 會 強調 , 法 國 大 革命 女 傑 將 宜 
家 宣 室 之 美 德 擴 及 至 公眾 領域 , 或 全 心 投入 政治 而 將 家 庭 關 係 拋 諸 

腦 後 。” 在 這 些 作品 中 的 外 國 女 性 歷史 人 物 , 形 塑 一 種 器 新 混成 的 
婦女 形象 , 亦 即 體現 作者 企盼 中 國 女 性 當 下 展現 的 特 質 。 

這 些 作者 都 假定 , 中 國 女 性 及 中 華 民族 有 必要 在 西方 列強 主 

導 的 國 際 局 勢 中 爭 一席 之 地 。 而 薛 紹 微 與 梁啟超 意見 分 歧 的 癥結 在 

於 , 為 了 要 女 性 替 中 國 變法 圖 強 盡 一 已 之 力 , 究 竟 要 打 破 多 少 中 國 

的 陳舊 過 往 。“ 黃 紹 微 相 信 , 中 國 女 性 需要 如 詩人 般 引 經 據 典 , 同 
時 旁 徵 他 國 女 性 典範 。 裔 紹 微 作品 及 其 他 作者 同 類 作品 雖 遭 後 世 

遺忘 或 斥 之 為 「 守 舊 老 派 」, 但 她 關注 的 癥結 在 於 : 究 竟 要 怎麼 現 

代 、 要 具備 何 種 文 化 , 才 可 能 理 出 其 個 中 道理 。 薛 紹 微 和 其 他 晚 清 
知識 分 子 都 投身 胡 志 德 (Theodore Huters ) 所 謂 「 將 世界 帶 回 家 」 

浪潮 ,” 亦 即 將 外 國 知識 因地制宜 予以 改編 修正 , 以 因應 中 國 的 危 
機 自 

吧 一 > 一 _> 

新 女 性 便 需要 新 式 教育 。1897 年 , 包 含 薛 紹 微 在 內 的 上 海 傑出 

知識 分 子 , 著 手 推 動 興 女 學 運動 而 創設 「 女 學 堂 」, 此 亦 成 為 第 一 

所 中 國 人 自 辦 的 女 學 校 。” 百 位 女 性 及 百 位 男性 參與 此 運動 。 和 薛 

63 Judge 2008a, 160-61。 如 花木 莘 等 中 國 女 英雄 , 也 同 樣 是 當 時 出 版 品 中 的 重要 角色 
見 Judge 2008b。 

64 Judge 2009, 60, 63. 

65 Judge 2009,. 59;: Qian 2015. 

66 Judge 2009, 75. 

67 Huters 2005, 

68 Qian 2004, 65.1892 年 成 立 於 上 海 的 中 西 女 學 針對 上 層 階 級 家 庭 招生 。 見 Cong 2008, 
122。 

69 其 他 還 包含 其 丈夫 、 大 伯 與 法 藉 大 嫂 , 還 有 梁 衣 超 夫婦 和 其 他 外 國 人 。Qia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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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 微 所 提議 的 課程 , 中 西 學 並 重 , 且 納入 詩詞 。 女 學 堂 在 1898 年 
3 月 正式 開 學 , 且 教職 員 皆 為 女 性 。 這 所 學 校 雖 挺 過 了 戛然 而 止 的 
百 日 維新 ' 但 卻 抵 擋 不 了 保守 派 壓 力 , 而 於 1900 年 秋天 關閉 。 

雖 清 廷 於 1900 年 代 初 期 的 庚 子 新 政 中 , 核 准 設 置 新 式 學 校 , 
但 一 開 始 卻 無 制定 女 學 章 程 。” 1904 年 , 清 廷 頒布 的 《 奏 定 蒙 養 院 
章 程 及 家 庭 教育 法 章 程 》 中 明令 , 女 子 只 可 於 家 庭 教之 如 何 為 妻 為 
母 、 未 來 如 何 教養 子女 。 無 論 如 何 ', 她 們 

不 宜 結 隊 入 學 , 遊 行 街 市 , 且 不 宜 多 讀 西 書 , 誤 學 外 國 習 

俗 , 致 開 自 行 擇 配 之 漸 , 長 薦 視 父 母 夫 婿 之 風 。 

但 到 了 1907 年 , 順 應 眾多 行 省 巡 撫 奏 議 , 清 廷 推 翻 前 令 , 學 部 頒布 

《 奏 定 女 子 小 學 堂 章 程 》 及 《 奏 定 女 子 師範 學 堂 章 程 》, 建 立 女 子 教 

育 體制 。 
當 時 政府 畜 鹿 強化 舊 有 道德 規範 , 而 非 認 可 新 式 價 值 。1907 年 

3 月 《 申 報 》 刊 行 的 章 程 , 明 定 學 校 應 傳授 「 養 成 女 子 之 德 操 二 2 

貞 靜 、 順 良 、 慈 淑 、 端 儉 諸 美 德 」。 ” 女子 應 順從 雙親 與 丈夫 , 不 得 

自 行 擇 配 或 參加 政治 集 會 演說 , 且 該 運用 所 學 成 為 賢 妻 良 母 。 
為 了 達成 這 些 目的 , 高 等 小 學 女 學 生 的 「 女 紅 」 科 , 每 週 會 上 

66; Qian 2010, 340; Bailey 2007, 19. 關 於 《 點 石 齊 畫 報 》 提 及 其 聚會 畫 之 描述 , 見 
Liang 2010, 179。 

70 Qian 2004,. 68-71. 

71 Qian 2010,. 339-40: Qian 2004,65, 72; Cong 2008, 126: Bailey 2007,21. 

2 Beahan 1981, 232-235; Borthwick 1983, 114-118. 他 們 都 提供 了 對 這 段 期 間 女 子 教育 發 暴 

的 綜 遠 。 
73 Cheng 2000, 117; Cong 2008, 127-28: P_ Chen 2008, 336; Bailey 2004, 225; Bailey 2007, 28。 

關於 此 段 英 譯 第 一 句 , 見 Cong and Chen, 第 二 句 則 是 出 自 Cheng 論 文 。 這 些 敘 述 出 

自 時 任 湖 廣 總 督 及 教育 改革 推 手 張 之 洞 所 言 。 
用 Cong 2008, 115, 136-39;: Cong 2007, 52-60; Beahan 1975, 381; Cheng 2000, 117- 

75 Mittler 2004,283, 引 自 1907 年 3 月 8 日 發 行 的 《 申 報 》: 亦 見 Cheng 2000, 118。 

76 Cong 2008,.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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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至 6 小 時 「 通 常 衣類 之 縫 法 、 裁 法 、 繕 法 , 兼 授 編織 、 組 絲 、 訓 盒 
刺繡 、 造 花 等 各 項 手藝 」, 與 歷史 、 地 理 及 格致 的 上 課時 數 一 樣 。77 

女 子 並 未 學 習 外 語 、 讀 經 講 經 或 實業 科目 。 女 學 修業 年 限 也 比 男 

子 少 , 如 小 學 只 需 8 年 而 非 9 年 , 四 年 制 的 女 子 師 範 學 堂 教育 而 非 五 

年 制 中 學 堂 , 也 無 法 如 男子 可 選 高 等 學 堂 、 大 學 堂 或 通 儒 院 。”” 當 

時 不 準 男女 同 校 共 學 , 因 而 嚴守 男女 之 別 的 女 子 師範 學 堂 規定 , 學 
生 與 教職 員 得 在 高 度 監護 的 情況 下 住 校 。 

1902 年 有 兩 所 私立 女 校 在 上 海 成 立 。 其 中 「 愛 國 女 學 校 」 是 
由 當 時 政治 激進 團體 「 中 國 教育 會 」 籌 設 , 亦 即 後 來 接任 北京 大 學 
校長 的 蔡元培 所 主 導 的 。 該 女 學 辦學 宗旨 為 「 以 教育 女 子 、 養 成 母 

師 儀 範 」。 學 校 章 程 明定 , 女 子 穿 著 賢淑 端莊 , 在 家 循 規 蹈 符 , 而 

「 不 得 常 莫 遊 觀 , 即 集 會 演說 之 場 , 非 監督 順 領 亦 不 參與 」。 儘 管 如 

此 , 諺 傳 女 學 生 在 課堂 上 學 法 國 革命 史 、 無 政府 主 義理 論 及 炸彈 製 

作 。” 無 政府 女 權 人 士 何 殷 震 ( 見 下 述 ) 也 曾 短 暫 於 此 求學 。8: 

而 另 一 所 上 海 私立 女 校 則 是 招收 10 到 20 歲 女 子 的 「 務 本 女 

塾 」,' 學 震 家 政 、 國 文 、 外 國 語 、 算 數 、 歷 史 、 地 理 、 繪 圖 到 體 

育 , 傳 授 女 子 放 足 的 方法 並 提供 特 殊 鞋 。 該 校 女 學 生 不 準 戴 珠寶 、 
臉 上 不 得 擦 脂 抹 粉 , 只 能 穿 白色 或 淡 藍 色 棉 製 祺 裙 。 

晚 清 公眾 論述 中 最 讓 眾人 焦慮 的 女 性 形象 , 也 就 是 女 學 生 穿著 

77 Bailey 2004, 228- 

78 Cheng 2000,. 118, 

79 Cheng 2000, 118; Cong 2008, 141. 

80 Cong 2008, 141 ; 亦 見 Bailey 2004, 225-26 。 

81 關於 愛 國 女 學 校 , 見 Beahan 1981,. 217: Mittler 2004, 277: Cong 2008, 133: Zhang Shiying 

2012, 47: 轉 引 自 Bailey 2007, 25。 [ 編 按 〕: 參見 〈 愛 國 女 學 校 甲 捅 秋季 補 訂 章 
程 》 ,《 警 鐘 日 報 》,1904 年 8 月 1 日 。 關 於 愛 國 女 學 相 關 傳言 , 另 見 蔡元培 ,《〈 我 
在 教育 界 的 經 驗 》,《 蔡 元 培 教育 論集 》( 長 沙 : 湖 南 教育 出 版 社 ,1987), 頁 615。 

82 X1a Xiaohong 2008, 294. 

83 關於 務 本 女 塾 , 見 Cong2008,. 132, 135; Bailey 2007, 1-2, 24-25; Bailey 2004, 224-25 。 



3 革命 浪潮 (1895-1912) 

或 行 為 舉止 不 檢 。 北京 女 學 禁止 學 生 吐口 水 、 塗 鴉 、 追 求 流行 、 

前 短髮 或 參與 政治 及 「 不 受 控 吊 贏 」 行 為 。。”1910 年 學 部 奏 定 女 學 

生 之 服 式 應 「 衣 長 過 膝 ' 不 開 社 , 冬 春 藍 色 , 夏 秋 淺 藍 '““““ 不 得 效 
洋裝 」。 雖 然 此 舉 並 非 回 歸 女 性 身體 展現 的 舊 思 維 , 畢 竟 當 時 總 足 
已 禁 , 學 部 的 規定 是 要 禁止 女 學 生 穿 日 式 或 西式 時 裝 或 化 妝 , 而 末 

接納 新 女 性 身體 展現 思維 “(女 學 生 與 女 教 習 衝突 的 根源 在 於 瀏 海女 學 

生 喜歡 剪 瀏 海 , 但 老師 並 不 愛 2 

更 讓 社會 大 眾 不 安 或 煽情 的 則 是 , 看 到 年 輕 女 學 生 駕 馬車 或 騎 

馬 穿 梭 北京 街 頭 , 或 在 校門 口 大 聲 談笑 , 或 無 視 徘徊 學 校 附 近 人 力 

車 夫 色 瞇 瞇 的 眼光 。“” 由 這 些 紀事 中 流露 出 些許 的 階級 焦慮 。 在 憂 
心 伸 仲 的 評論 家 眼中 , 上 一 代 的 名 門 闊 秀 只 能 待 在 家 中 , 但 現在 則 

與 出 身 清寒 女 性 一 樣 在 外 拋 頭 露 面 , 也 一 樣 易 受傷 害 。 
儘管 有 如 此 質疑 , 但 晚 清 已 不 再 爭論 女 子 少 婦 是 否 該 上 學 , 而 

、 是 女 性 所 學 何 用 。 當 時 清 廷 官員 與 薛 紹 微 在 內 的 改革 人 士 主 要 都 強 

。 調 將 女 性 化 身 為 「 國 民 之 母 」J。 女 子 有 必要 成 為 體態 健康 且 具備 科 

學 知識 的 人 妻 人 母 , 能 按 時 且 精打細算 打 理 現代 家 務 、 生 下 健康 子 
女 並 養育 成 富強 國 家 之 國 民 。“”?”20 世 紀 初 , 家 庭 成 為 國 家 富強 的 關 
鍵 , 已 成 為 跨國 普遍 的 概念 。「 良 妻 賢 母 論 」 在 日 本 成 為 女 子 教育 
的 基礎 , 因 而 吸引 了 清 廷 官員 與 中 國 留 日 學 生 的 關注 。 ”1900 年 代 

84 Judge 2008b, 31-32, 73-83. 
85 Bailey 2004, 224-25, 

86 P Chen 2008, 332: Cheng 2000, 129. 
87 出 自 1907 年 7 月 9 日 《 婦 女 畫 報 》, 轉 引 帳 Cheng2000, 130。 

88 PChen 2008, 334, 338-39: Cheng 2011, 123-24. 
89 關於 家 庭 時 程 規 劃 與 預算 , 見 Bailey 2007, 56 
90 關於 晚 清 女 子 教育 諭 信 , 見 Bailey 2004, 239。 閩 於 下 田 歌 子 (1854-1936) 與 其 開 

設 女 校 , 收 了 許多 中 國 學 生 。 及 下 田 歌 子 和 中 國 女 學 生 間 對 婦女 角色 的 生 突 , 見 
Judge 2001, 772-801。 亦 見 Judge 2008b, 111-17; Bailey 2007, 35, 46-47。 關 於 「 臣 畫 良 

母 」, 殉 Judge 2001.771:Judge 200Sb, 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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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 , 由 清 廷 官員 與 傳教 士 送 至 美 國 求學 的 中 國 女 性 , 則 是 從 提升 
家 庭 與 婦女 地 位 的 家 政 學 此 方式 接觸 到 這 樣 的 概念 。 因此 , 會 把 
中 國 婦女 操 持 家 務 或 教 女 兒 示 來 如 何 打 理 家 務 , 理 解 為 一 種 現代 事 
務 。? 

未 來 國 民 之 母 也 有 必要 鍛鍊 好 自 己 身體 , 而 許多 學 校 亦 接受 
這 項 挑戰 , 開設 女 子 體育 與 軍訓 課程 。 跟 廢 總 足 運 動 一 樣 , 女 性 體 

育 文 化 打 從 一 開 始 就 與 當 時 新 興 的 優生 學 及 關切 國 族 興亡 有 所 關 
聯 。 最 早 一 首 提 及 女 性 的 現代 歌曲 是 收入 1904 年 《 學 校 唱歌 集 》 
中 的 〈 體 操 : 女 子 用 》: 

嬌 嬌 , 這 個 好 名 詞 , 決 計 召 們 不 要 。 各 既 要 吾 學 問好 , 吾 又 
要 吾 身體 好 。 操 操 。 二 十 世紀 中 , 和 吾 划 也 是 英豪 ! 妖 嬌 , 這 
個 好 名 詞 , 決 計 吾 們 不 要 。 弗 怕 白 人 那 樣 高 , 上 弗 憂 黃 人 這 樣 
小 。 操 操 。 二 十 世紀 中 , 各 莫 也 是 英豪 。 嬌 嬌 , 這 個 好 名 

詞 , 決 計 吾 們 不 要 。 吾 頭頂 天 天 起 高 , 吾 腳 立 地 地 不 搖 。 操 
操 。 二 十 世紀 中 , 吾 華 也 是 英豪 。 

刊載 在 《 女 子 世 界 》 某 篇 文 章 一 開 始 介紹 身體 各 部 位 的 體操 。 該 文 

批 評 當 時 中 國 女 子 缺 乏 體能 訓練 , 文 末 則 挖苦 女 子 性 情 嬌 惰 疏 懶 , 

“只 管 外 面 修飾 好 醜 」 因 而 「 生 下 來 兒子 就 贏 弱 」; 相 比 之 下 「 西 國 

的 女 子 ' 真 正 是 仙 神 一 般 , 好 天 足 、 好 身 幹 .“““‧ 生 下 來 的 兒童 , 又 

91 Ye 2001.115, 129-33. 

92 Paul Bailey 將 這 種 晚 清 民 初 的 女 子 公 共 教 育 論述 , 稱 為 「 現 代 化 保守 主 義 」, 也 就 是 
「 女 子 公共 教育 旨 在 重建 家 庭 和 諧 、 社 會 秩序 及 富國 強兵 的 傳統 女 德 」, 見 Bailey 
2007, 45 及 各 處 。 閣 於 中 國 家 庭 經 濟 , 見 Schneider 2011。 

93 關於 中 國 優生 學 , 見 Dik6tter 1998: Sakamoto 2004。 女 子 體 育 教育 跟 強 種 救國 與 女 權 
間 的 討論 、 見 Bailey 2007,41,.72: Yu Chien Ming 1996,; Yu Chien Ming 2009: Cheng 2011, 
120-121。 

94 Zheng 1997, 96-97。 [ 編 按 〕 : 見 李 靜 ,〈 新 評 沈 心 工 《 學 校 唱歌 集 》》*,《 人 民 音 樂 》 
9(201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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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3.3 1904 年 北京 女 子 學 校 

箇 筒 活潑 強健 」。# 而 當 時 如 北京 《 順 天 時 報 》 社 論 就 認為 , 女 子 是 

國 民 之 母 , 應 當 學 習 科學 知識 與 強健 體魄 , 因 為 「 母 親身 強 體 健 , 

生 下 的 兒子 會 健 健康 康 , 而 強 種 必定 強國 」。 

然而 , 有 些 女 性 的 抱負 不 只 當 個 「 國 民 之 母 J。 ”1906 年 當 時 

17 歲 的 新 式 女 學 堂 教 習 劉 淑 容 在 開 學 典禮 上 說 : 

對 國 家 來 說 , 無論 男 女 , 都 同 等 重要 。 婦 女 也 同 樣 是 國 民 , 

如 果 她 們 不 能 理解 國 家 是 什麼 , 而 她 們 對 國 家 的 義務 為 何 

95 Gimpel 2006, 338, 343, 引 自 頁 340。[〔 編 按 〕: 此 出 自 亞 華 ,〈 女 子 簡易 的 體育 / , 

《 女 子 世 界 》10(1904): 19-26。 
96 出 自 1905 年 7 月 19 日 《 順 天 時 報 》, 引 自 Cheng 2000, 111。 此 為 日 資 、 中 國 職員 的 

報社 。 
97 Zhang Yun 2015, 25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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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個 整個 國 家 將 會 有 一 半 的 病態 國 民 。” 

時 任 《 大 公報 》 年 輕 助理 編輯 、 亦 即 後 來 以 改革 為 志 業 的 呂 碧 城 
(1883-1943 ) 就 曾 寫 道 , 女 性 應 「 當 盡 國 民義 務 , 擔 國 家 之 責任 , 
具 政 治之 思想 , 享 公共 之 權利 」。 ” 也 有 些 男 性 教育 家 認為 , 雖 教 
女 性 烹飪 、 縫 紉 手藝 當 課外 活動 也 很 好 , 但 也 應 同 男性 具備 受 相 同 
教育 的 機 會 。” 唯 有 如 此 , 女 性 才 能 幫助 中 國 和 西方 列強 競爭 , 如 
1907 年 某 女 性 刊物 發 刊 詞 論 及 西方 女 子 : 

與 男子 受 同 等 之 教育 , 其 愛國 之 理想 、 國 民 之 義務 久 令 貫 注 

於 腦 筋 , 故 其 女 國 民 惟 日 孜孜 國 事 為 己 責 , 其 國 勢 發 達 日 

益 強 盛 而 英之 能 係 。 

女 子 學 校 成 為 20 世 紀 初 期 中 國 的 重要 特 色 。1907 年 中 , 光 上 海 
就 有 超 過 百 間 女 子 學 校 , 多 數 為 領有 官方 補助 的 自 辦 女 學 。 吃 據 清 
光緒 三 十 三 年 統計 , 當 時 全 國 已 有 400 餘 間 女 子 學 堂 。'91905 年 , 
專門 培育 中 西醫 婦 產 科 醫 事 人 員 的 女 子 中 西醫 學 校 在 上 海 創 立 。 員 
而 中 國 各 地 有 許多 職業 學 校 教 女 子 養 蠶 、 助 產 與 手工 藝 。 “女 性 也 

98 出 自 1906 年 5 月 10 日 《 順 天 時 報 》, 引 自 Cheng 2000, 115。 
99 Cong 2008, 131。 羅 蘇 文 認為 , 當 時 北京 的 教科 書 強調 女 性 家 務 角 色 , 而 上 海 教 科 書 

則 強調 其 公民 角色 , 見 Luo 1996, 145-152, 轉 引 自 Cheng 2000, 125。[〔 編 按 】: 關於 
呂 牙 城 引 文 , 見 〈 論 某 上 誓 札 幼 稚 園 公文 》,《 女 子 蔬 界 》, 9(1904): 79-81 。 

100 關於 表 遠 此 觀點 的 江 紹 銓 (即 江 亢 虎 ,1883-1954) , 可 見 Cheng2000, 112。 
101 引 1907 年 2 月 份 《 中 國 新 女 界 雜誌 ‧ 發 刊 詞 》, 轉 引 自 Beahan 1975, 383-84。 天 津 

《 大 同 報 》 主 編 也 有 類 似 看 法 , 中 、 韓 、 印 度 、 波 斯 、 士 耳 其 與 美 、 日 等 國 興衰 女 
學 毀 盛 程度 , 見 Cheng2000, 111-12。 

102 Mittler 2004, 277; Bailey 2007, 24.《 北 華 捷報 》1907 年 7 月 19 日 報導 ,「1907 年 已 有 千 
名 女 子 在 上 海 租界 中 、 丁 女 學 就 讀 」。Beahan 1975,38[. 

103 Cong 2008, 136-137. 

104Leung 2006, 73. 1901 年 Mary Fulton 於 廣州 設立 女 子 醫 校 , 見 前 書 頁 73。 由 中 醫生 及 

廣東 女 醫生 共 創 的 上 海女 子 中 西醫 校 , 旨 在 訓練 14 到 23 歲 女 性 婦 產 科 醫 事 人 員 , 

見 前 書 頁 76。 關 於 當 時 報刊 提 及 女 性 適合 從 醫 , 見 Orliski 2003, 49-50。 
105Cong 2008, 133。 關於 晚 清 民 初 政府 辦 職業 女 校 , 見 Bailey 2007, 54-55; Che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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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公私 立 學 校 中 找 到 教師 與 行 政 職員 此 新 職業 選項 。 全 國 女 學 生 仍 

騙 少 數 , 且 70% 都 集 中 直 款 、 江 蘇 、 浙 江 與 四 川 這 四 省 。” 主 要 迎 
信者 癌 秀 的 女 子 學 校 , 逐 漸 成 為 教師 與 學 生 當 試 新 活動 與 身分 的 
暘 域 。 最 終 , 女 子 學 校 造就 出 新 女 性 一 一 除 受 教育 成 為 國 民 之 母 

也 有 志 蹭 入 更 寬廣 的 政界 。 

革命 烈士 : 秋 瑾 

秋 瑾 是 晚 清 最 知名 的 女 革命 運動 人 士 。” 儘管 在 30 餘 歲 之 際 

因 革命 失敗 而 遭 清 廷 處 決 , 她 對 後 世 仍 影響 深遠 。 自 1907 年 , 後 人 

在 不 同 時 期 為 她 共 舉 辦 9 次 葬禮 , 最 近 一 次 則 是 1981 年 葬 於 杭州 西 

湖畔 。! 雖然 秋 瑾 死因 跟 死後 名 聲 頗 為 特 殊 , 但 與 同 期 其 他 知識 女 

性 有 著 許多 共同 點 。 受 新 式 教育 、 受 西方 與 日 本 思潮 耳濡目染 、 堅 

定 的 反 滿 政治 理念 、 緊 密 的 親情 與 親 同 手足 的 姐妹 情誼 , 還 有 擔任 

新 式 女 學 堂 教 才 等 經 歷 , 造 就 了 秋 瑾 這 一 路 的 人 生 。 

1875 年 秋 瑾 生 於 浙江 士紳 之 家 , 據 說 幼時 喜愛 騎馬 舞 劍 ',21 歲 

126: Orliski 2003, 50-55, 63。 

106 Bailey 2007: 26-27, 34-35 提 及 ' 1907 年 全 國 有 434 間 女 校 、 15,234 名 女 學 生 , 相 較 之 

下 有 33.513 問 男 校 、928,775 名 男 學 生 。 到 了 1908 年 , 女 校 增 至 512 間 、20.557 名 女 

學 生 。1909 年 則 有 722 間 女 校 、26,465 名 女 學 生 。 此 外 , 1910 年 基督 教學 校 女 學 生 

有 16,190 名 、 天 主 教學 校 有 49,987 名 。Bailey 2004: 221 補充 , 1912 到 1913 年 間 , 全 

國 女 學 生 則 有 417,820 名 , 當 中 絕 大 多 數 (403,742 名 ) 為 小 學 生 。Elman 2000: 606 則 

注意 到 ,1910 年 4.6 億 人 口中 僅 有 不 到 1% 的 人 口 正式 註冊 上 學 。 而 這 當 中 絕 大 多 數 

是 男性 , 見 Borthwick 1985, 79。 

107 可 以 將 「 女 界 」 一 詞 理解 為 「 女 性 全 體 」 + 而 其 和 民族 主 義 與 女 權 間 的 關係 , 見 

Zhang Yun 2015。 

108 除 另 提 及 , 秋 瑾 相 關 生 平 皆 根據 Borthwick 1985: Rankin 1971; Rankin 1974: Rankin 

1975; Spence 1981, 83-94;: Wang Lingzhen 2004; Judge 2008b, 216-23; Hu Ying 2016' 尤 見 

頁 96-183; Hieronymus 2005; Edwards 2016b, 40-65 

109 據 Hu Ying 2007; 2016, 182-333 估計 秋 瑾 共 下 莽 9 次 : 一 次 是 秋 瑾 胞 兄 取 回 遺體 , 暫 

慎 停 屍 間 時 , 地 方 慧 善 團 體 所 辦 ; 第 二 次 則 是 1908 年 , 稍 後 會 提 及 兩 位 圖 密 所 辦 : 

第 三 次 則 在 1909 年 其 前 夫 過 世 後 : 第 四 次 則 於 1912 年 長 沙 紀念 1911 年 草 命 女 放 士 : 

第 五 次 則 是 1913 年 於 西湖 附近 舉辦 ; 而 其 餘 四 次 則 是 在 1949 年 後 西湖 昱 舉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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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父母 之 命 嫁 給 富 紳 子 弟 , 生 下 一 女 一 男 。 婚 後 數 年 隨 夫 婿 定居 北 
京 , 目 睹 義和 拳 亂 後 八 國 聯軍 占領 北京 。 而 她 未 曾 美 滿 的 婚姻 在 此 
時 亦 出 現 裂痕 。1904 年 她 在 母親 金 援 下 , 離 開 夫 婿 與 子女 , 獨 自 到 
東京 求學 。 

即 便 日 軍 侵占 中 國 領土 , 日 本 仍 成 為 當 時 中 國 人 救亡 圖 存 之 典 
範 。 時 至 1906 年 , 東 京 約 有 12,000 名 中 國 留學 生 , 當 中 女 學 生 約 百 
位 。 “有 可 能 是 在 中 國 本 土 進 行 反 清 運動 過 於 危險 所 致 。 本 章 所 提 
及 的 婦女 組 織 、 師 範 教 育 章 程 、 報 刊 及 革命 活動 , 大 多 數 與 東京 的 
中 國 留學 生 有 關 。 這些 留 學 生 從 歐 語 著 作 的 日 文 譯本 汲取 新 知 , 
再 轉 譯 成 中 文 給 廣大 的 中 國 讀者 。 

秋 瑾 首先 入 讀 教育 家 下 田 歌 子 “ 創立 的 實踐 女 學 校 , 隨 後 進 入 
青山 實踐 女 校 就 讀 。 她 加 入 了 當 時 中 國 留學 生 間 激 烈 的 政治 辯論 , 
主 張 女 性 地 位 與 中 華 民族 命運 休 戚 與 共 。 秋 瑾 在 1904 年 某 時 評 中 拉 
擊 , 女 子 遭 貶抑 、 總 足 與 包辦 婚姻 等 問題 。 熱 好 體育 運動 的 她 , 早 
已 放 足 , 擇 以 習 武 強身 。 “此 外 , 她 也 協助 創立 提倡 女 子 教育 、 抗 
俄 侵略 運動 的 婦女 團體 「 共 愛 會 」。 “她 也 同 時 創設 一 個 訓練 革命 
志士 向 大 眾 宣講 的 「 演 說 練習 會 」, 並 將 演說 視 為 「 即 使 不 識字 之 
婦 搬 」 都 能 聽 懂 的 方式 。 ” 秋 瑾 本 人 也 成 為 鼓舞 人 心 的 演說 家 , 讓 
男男女女 起 身 改變 中 國 命運 。 

110 Elman 2004: 323 與 Rankin 1975: 5$0 認 為 , 學 生 總 數 超 過 1,.500 名 。1901 到 1911 年 間 到 
日 本 求學 的 女 學 生 約 100 到 149 名 , 見 Judge 2009, 190。Beahan 1975: 381 亦 引 用 1907 
年 統計 , 認 為 有 百 名 女 性 正式 註冊 , 但 也 有 相 當 多 數 在 東京 學 語言 或 未 正式 求學 。 

111 關於 女 性 當 時 在 東京 的 中 文 出 版 與 政治 組 織 中 的 角色 , 見 Judge 2001; Judge 2002; 
Judge 2005: Judge 2008b, 190-200, 203-9; Edwards 2008a, 42-45 。 

112 Judge 2009. 
113 Hu Ying 2009, 265. 
114 Rankin 1971, 41; Beahan 1981, 216, 222-23。 俄 軍 在 西方 國 家 與 日 本 平定 葬 亂 後 , 仍 留 

在 滿洲 。 
115 Strand 2011.95. 
116Judge 2008b,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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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 至 1905 年 , 秋 瑾 在 東京 創辦 《 白 話 》 報 , 鼓 吹 推 翻 滿 清 。 

碳 筆 下 文 章 反映 了 當 時 漢人 精英 普 蝦 的 排 滿 氛圍 , 而 當 中 多 數 認 

為 , 要 推 翻 滿 清 、 驅 逐 齊 鹿 , 中 國 才 得 以 從 歐洲 帝國 主 義 壓迫 中 解 

脫 。!1905 年 , 秋 瑾 在 東京 加 入 了 孫 逸 仙 所 創 的 同 盟 會 , 該 組 織 集 

結 了 中 國 各 省 慎 抱 排 滿 及 共和 體制 理念 之 革命 志士 。 當 時 已 是 知名 

書 法 家 跟 詩人 的 秋 瑾 自 稱 「 投 筆 從 戎 」,' 呼 應 梁啟超 鼓勵 有 識 女 子 

不 該 消磨 在 詩詞 上 , 而 該 起 身 力行 。 

然而 , 她 並 未 拋 下 筆桿 , 多 數 理念 仍 透 過 女 性 之 筆 予 以 力行 。 

j905 至 1907 年 間 , 秋 瑾 以 傳統 彈 詞 文 體 撰寫 《 精 衛 石 》” 這 本 

以 半 虛 構 議論 體 撰寫 的 彈 詞 小 說 , 描 述 5 名 年 輕 富家 女 間 的 情誼 , 

為 了 要 到 東京 求學 、 加 入 革命 運動 , 而 決心 離 家 與 逃婚 。 該 作品 多 

採 話 本 形式 , 呈 現 她 們 痛 訴 各 自 將 嫁 作 奢華 亮麗 總 足 新 娘 之 悲 匣 全 

運 。 她 們 表 明 一 心 想 受 教育 、 誓 言 協助 打 造 一 個 強大 中 國 , 並 灌輸 

這 些 新 觀念 給 丫 終 , 因 而 讓 當 中 一 位 出 手 助 眾 小 姐 們 離 家 。 而 秋 班 

的 未 完 章 回 手稿 中 暗示 , 這 五 女 將 投入 教育 事業 、 工 藝 製造 、 軍 事 

操練 、 宣 講演 說 與 直接 參與 政治 , 最 後 推 翻 滿 清 、 建 立 共和 。 

1906 年 初 返 回 中 國 的 秋 瑾 , 因 煽動 女 學 生 革命 之 名 , 丟 了 漸 江 

女 學 日 語 教 習 一 職 。 一 年 後 , 她 接任 紹興 大 通 學 堂 督 辦 。” 她 後 來 

因為 指導 女 學 生 進 行 兵 式 操練 , 而 引 來 地 方 當 局 的 關切 。1907 年 , 

她 創辦 《 中 國 女 報 》, 但 發 行 兩 期 後 即 停刊 , 而 秋 瑾 在 這 之 前 於 該 

刊 發 表 《〈 敬 告 姐妹 們 》, 鼓勵 女 性 捨棄 安 於 牛馬 奴隸 之 命運 , 宜 起 

身 獨 立 自 主 | 

117 關於 排 滿 氛圍 滋長 , 及 全 球 帝國 主 義 部 分 錯 置 之 分 析 , 見 Karl2002b。 

118 Hu Ying 2012,441; Hu Ying 2008, 58. 而 與 染 衣 超 對 比 則 為 我 個 人 看 法 。 

119QiuJin 1998 [1905-1907]. Wang Lingzhen 2004, 53-59 ? 閣 於 彈 詞 , 見 Widmer 2006, 272 。 

120 Wang LingZhen 2004, 58. 

121 Judge, 2008b, 222: Wang Lingzhen, 2004, 59, 

122 Beahan 1975, 399-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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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萬 萬 的 男子 ', 是 入 了 文 明 新 世界 , 我 的 二 萬 萬 女 同 胞 , 還 
依然 黑 間 沉淪 在 十 八 層 地 獄 , 一 層 也 不 想 廬 上 來 。 足 兒 欒 得 
小 小 的 ', 頭 兒 梳 得 光 光 的 ; 花 兒 、 朵 兒 , 札 的 、 鑲 的 , 戴 

著 ; 網 兒 、 緞 兒 , 滾 的 、 盤 的 , 穿 著 ; 粉 兒 白白 、 脂 兒 紅 紅 

的 探 抹 著 。 一 生 只 曉得 依 們 男子 , 穿 的 、 吃 的 全 靠 男 子 %. 

氣 虐 兒 是 悶悶 的 受 著 、 淚 珠 兒 是 常常 的 滴 著 、 生 活 抑 是 巴巴 
結 結 的 做 著 : 一 世 的 囚徒 、 半 生 的 牛馬 。! 

秋 瑾 呼籲 女 性 要 覺醒 , 為 己 為 國 挺身 而 出 : 

危險 而 不 知 其 危險 , 是 用 大 黑 間 。...:.‧ 前 醒 其 沈醉 , 使 驚 心 

萬 狀 之 危險 ', 則 人 自 為 計 , 寧 不 勝 於 我 為 人 計 耶 2 然則 

信 一 念 我 中 國 之 黑 導 何如 ? 我 中 國 前 途 之 危險 何如 ? 我 中 國 

女 界 之 黑 間 更 何如 ? 我 女 界 前 途 之 危險 更 何如 ? 了 予 念 及 此 , 

予 悄然 悲 , 予 然 起 , 了 予 用 奔 走 呼 號 於 我 同 胞 諸 姐妹 , 於 是 

而 有 《 中 國 女 報 》 之 設 a 24 

tg 1907 年 , 秋 瑾 協助 策劃 在 浙江 起 義 。 當 革命 同 志 徐 錫 麒 密謀 暗殺 安 
微 巡撫 失敗 遭 捕 , 秋 瑾 亦 行 跡 敗露 。 秋 瑾 堅持 教學 崗位 拒 逃 , 等 了 
5 天 後 官府 才 將 她 逮 捅 到 案 , 同 年 7 月 遭 關 押 、7 月 15 日 於 紹興 斬首 
示眾 後 橫 屍 街 頭 。 

以 某 些 層面 來 看 , 秋 瑾 的 種 種 對 後 世 仍 是 個 謎 。 秋 瑾 為 何 選 擇 
死守 學 堂 而 食 慨 就 義 ? 她 是 否 冀 名 此 舉 能 激勵 他 人 起 身 興 事 ? 她 是 
否 受 烈女 文 化 形象 感召 ? “” 她 是 否 受 大 眾 可 能 會 對 自 我 犧牲 之 讚 二 

123Bailey 2007, 59. 關 於 女 性 與 民族 串 連 相 關 論述 提 及 , 女 性 即 奴 中 之 約, 見 Karl 2002a: 
Zhang Yun 2015 

124 Beahan 1975, 382. 

125Hu Ying 2007, 143. 
126 關於 秋 瑾 以 包含 女 烈士 等 不 同 形式 紀念 , 見 Hu Yi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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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吸引 ,' 最 後 卻 如 魯迅 所 言 「 被 這 種 劈 擘 拍 拍 的 拍手 拍 死 的 」? 
她 之 所 以 如 此 選擇 是 否 因 惘 恨 失 意 所 致 , 又 或 是 受到 當 今 所 理解 
的 心理 疾病 憂鬱 症 所 擾 ? 據說 秋 瑾 在 行 刑 前 的 絕 語 「 秋風 秋雨 銘 煞 
人 ,」" 即 有 以 已 姓氏 來 暗喻 當 前 心境 之 意 。 ” 秋 瑾 為 何 會 自 願 受 捕 
赴 義 , 至 今 仍 為 一 團 謎 。 

儘管 如 此 , 秋 瑾 仍 為 後 世 女 權 人 士 熟 悉 的 人 物 。 秋 瑾 的 作品 預 
先 壁 劃 了 後 來 女 界 對 女 性 性 別 角色 限制 之 社會 批 判 、 鼓 勵 女 性 打 破 

框架 ' 並 採取 政治 行 動 , 一 如 1903 年 的 〈 滿 江 紅 》 所 示 : 

若 將 儂 , 強 派 做 娥 眉 , 殊 未 屑 ! 

身 不 得 , 男 兒 列 , 心 卻 比 , 男 兒 烈 。 

算 平 生 肝膽 , 因 人 常 熱 。 

俗 子 胸襟 誰 識 我 ? 

如 同 她 向 日 本 教育 家 解釋 的 :「 我 要 成 為 男人 一 樣 的 強者 , 所 以 

我 要 先 從 外 貌 上 像 個 男人 , 再 從 心理 上 也 成 為 男人 」。 ” 秋 瑾 有 3 

張 傳世 照 。 第 一 張 是 她 1904 在 北京 拍攝 , 穿 著 男性 西裝 , 如 此 變 

裝 之 舉 深 受 後 世 推 崇 。 第 二 張 則 是 她 帶 短刀 穿 和 服 的 照片 , 用 以 

緬 恤 自 己 在 東京 的 求學 時 光 。 而 最 後 一 張 則 是 1906 年 她 身 穿 中 國 

士紳 長 袍 馬 裙 的 照片 。 叫 她 在 自 評 男 裝 形 象 的 〈 自 題 小 照 》 中 寫 

道 : 

儼然 在 望 此 何人 ? 俠 骨 前 生 悔 寄 身 。 

過 世 形 以 原 是 幻 , 未 來 景 界 卻 上 疑 真 。 

127Spenee 1981,94.〔 編 按 〕: 即 出 自 魯迅,〈 通 信 》,《 語 絲 》144 (1927.8)? 
128 Rankin 1975, 62. 
129 Hu Ying 2009, 259. 
130 Hu Ying 2009,261.〔 編 按 〕 : 此 指 服部 繁 子 (1872-1952) , 出 自 〈 回 憶 秋 瑾 女 士 /” 

131Judge 200Sb,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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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人 逢 恨 晚 情 應 集 , 仰 屋 噬 時 氣 益 振 。 
他 日 見 余 瘡 時 友 , 為 言 今 已 掃 浮 塵 。 

秋 瑾 在 大 通 學 堂 執教 期 間 , 到 城 裡 時 就 以 男 裝 示人 , 引 起 地 方 名 十 
驚 仙 不 已 。 “對 後 世 女 性 運動 人 士 來 說 , 從 這 些 描繪 及 驚世駭俗 想 
法 中 可 知 ,” 秋 瑾 是 位 深 具 魅 力 的 人 物 。 

秋 瑾 也 成 為 20 世 紀 中 華 民 族 論者 眼中 的 英雄 。 即 便 她 的 女 權 立 
場 或 許 刻 意 悖 禮 違 情 , 但 其 國 族 主 義 立場 卻 是 以 俠客 之 姿 , 來 正當 
化 其 引 人 注目 之 舉 。 就 算 不 為 同 輩 中 人 所 容 ,「 俠 客 」 這 個 漠 代 史 
家 司馬 遷 筆 下 的 男性 形象 是 以 身 懷 武藝 、 一 言 必 行 、 見 義勇 為 、 捨 
己 助 人 而 名 留 青 史 。 ” 而 秋 瑾 自 稱 「 鑑 湖 女 俠 」 與 別 號 「 競 雄 」, 
再 再 顯示 其 欲 扮演 俠客 此 角色 。 胡 細 認 為 , 秋 瑾 自 己 及 後 來 友人 筆 
下 的 秋 瑾 , 傳 統 上 多 以 此 俠客 形象 來 描繪 秋 瑾 非 墨 守成 規 之 行 徑 , 
好 讓 廣大 群眾 理解 其 作為 。 “而 秋 瑾 亦 深 受 犧牲 小 我 、 完 成 大 我 的 
聖女 貞 德 、 加 里 波 第 夫人 、 羅 蘭 夫 人 , 還 有 多 次 密謀 刺殺 但 1881 年 
遭 俄 羅斯 當 局 處 決 的 蘇 菲 亞 ( Sophia Perovskaya ) 等 西方 女 傑 事蹟 

所 吸引 。 “ 
秋 瑾 雖 批 評 中 國 家 庭 制度 種 種 陳 規 陋 震 , 但 仍 與 其 手足 關係 

密切 , 亦 獲得 母親 不 少 資助 。1906 年 在 母 喪 之 際 , 秋 瑾 曾 以 《 朱 
母 聯 》 這 種 傳統 由 孝子 寫 的 更 聯 肛 式 , 抒 發 其 喪 母 之 痛 與 憂 國 之 
情 : 

132 Hu Ying 2000, 142; Spence 1981, 87. 

133 Rankin 1971, 172. 

134Judge 2008b, 219. 

135 Hu Ying 2009, 260. Hu Ying 2004, 132-33. 

136 Hu Ying 2004, 133; Widmer 2006, 272-73. 

137Hu Ying 2000, 尤 見 頁 10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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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3.4。”1905 年 秋 瑾 

樹 欲 寧 而 風 不 靜 , 子 欲 養 而 親 不 待 , 府 母 百 年 同 足 ? 

哀 裁 數 朝 臥 病 , 何 意 撒手 竟 長 逝 ? 只 享 春秋 六 一 ; 

愛 我 國 疾 志 未 酬 , 育 我 身 疾 恩 未 報 , 愧 兒 七 尺 微 躺 , 

幸 也 他 日 流芳 , 應 是 慈 容 無 再 見 , 難 尋 到 島 三 千 。 

138 Hu Ying 2009,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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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秋 瑾 也 同 樣 得 到 徐 自 華 (1873-1935) 、 吳 芝 瑛 (1868-1934) 結拜 
姐妹 的 支持 。” 秋 瑾 遭 處 決 後 依舊 為 當 朝 要 犯 , 這 兩 位 金 蘭 之 交 仍 
挺身 仗義 予以 悼念 及 領 揚 。 吳 芝 瑛 寫 了 3 篇 悼 秋 瑾 文 , "反擊 當 朝 處 
決 秋 瑾 , 並 認為 秋 瑾 遭 誣陷 並 謊 毀 其 義行 。 ” 後 續 , 這 兩 位 摯友 著 
手 處 理 秋 瑾 後 事 , 完 成 其 欲 與 前 代 先 烈 歸 葬 西湖 之 遺願 。1908 年 的 
追悼 秋 瑾 大 會 成 為 一 場 政 治 活動 。 徐 自 華 胞 妹 在 場 誕 責 1644 年 滿 清 
入 關 後 之 種 種 暴行 。 清 廷 下 令 平 毀 秋 瑾 墳 , 但 後 來 秋 瑾 胞 兄 取 走 遺 
體 , 吳 芝 瑛 在 紀念 碑 完成 後 置 於 自 家 中 , 並 將 該 碑文 拓 印 寄售 , 以 
追悼 逝去 摯友 。 

秋 瑾 自 詞 為 孤單 、 遭 誤解 的 英雄 , 加 上 從 容 就 義之 境遇 , 使 
她 成 為 現代 中 國 婦女 史上 獨特 的 人 物 。 雖 然 如 此 , 在 許多 方面 , 她 
與 挑戰 時 局 的 有 識 女 性 相 當 類 似 。 秋 瑾 在 學 生 、 教 師 、 放 足 與 體育 
倡議 者 、 記 者 與 政治 活動 人 士 等 身分 間 轉 變 。 就 像 其 他 人 一 般 , 秋 
瑾 主 張 的 女 權 主 義 , 隨 即 成 為 排 滿 主 義 不 可 分 的 一 部 分 。 她 的 所 作 
所 為 、 自 我 性 別 認同 的 公開 形象 , 還 有 死亡 都 非 比 尋常 。 然 而 ,' 秋 
瑾 批 判 時 局 的 內 容 與 其 涉足 的 公眾 活動 , 逐 漸 為 城市 精英 女 性 認 
同 。 ”” 秋 瑾 在 死後 被 追 封 為 民族 英烈 。 而 秋 瑾 在 帝國 晚年 為 性 別 意 
涵 誰 鬥 所 留 下 的 身影 與 文 字 , 仍 十 分 重要 。 

東京 激進 批 判 女 性 : 何 殷 震 

若 說 秋 瑾 有 別 於 其 他 有 識 女 性 之 處 , 主 要 在 於 死亡 的 方式 , 而 

139 Hu Ying 2009, 236。 以 Hu Ying 2016(5) 所 言 , 秋 瑾 、 吳 芝 瑛 和 徐 自 華 之 閒 「 相 互 交織 
的 生 平 」。 

* 【〔 編 按 ]: 此 應 指 〈 祭 女 烈士 秋 瑾 文 )、〈 記 秋 女 士 遺 事 )》 與 《 秋 女 士 傳 》 。 
140 Hu Ying 2004, 121-32. 
141 Hu Ying 2007. 145-53. Hu Ying 2016, 184-254. 
142 Rankin 197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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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服 震 與 其 他 女 權 運動 人 士 之 差異 則 在 於 她 的 主 張 內 容 。 ” 不 同 於 
當 時 其 他 女 權 人 士 , 何 股 震 並 不 認為 民族 革命 能 解決 多 數 女 性 的 根 
本 問題 , 而 視 問題 的 根源 在 於 全 球 資本 主 義 的 擴散 。 對 她 來 說 , 性 

別 跟 階級 密 不 可 分 。 雖 然 何 股 震 很 快 就 為 世人 所 遺忘 , 但 她 以 無 政 
府 主 義 立 場 針對 資本 主 義 與 性 別 壓迫 進 行 批 判 , 即 便 常 受到 忽略 , 

仍 成 為 日 後 中 國 革命 不 可 或 缺 的 特 點 。 

何 殷 震 據 稱 是 在 江蘇 一 個 保守 家 庭 中 長 大 , 幼 時 從 未 見 過 家 族 

以 外 的 人 。 她 在 1904 年 和 劉 師 培 結婚 , 進 入 愛 國 女 校 時 , 取 「 雷 

帶 」 之 意 改名 「 震 1。”1907 年 , 何 殷 震 和 夫 婿 加 入 東京 的 改革 派 
人 士 圈子 。 除 受過 古文 經 典 教 育 、 深 入 全 世界 無 政府 主 義 論述 , 她 

亦 為 女 權 主 義 者 , 而 後 採 非 傳統 做 法 , 取 其 父 姓 ( 何 ) 與 母 姓 (有 殷 ) 

改 雙 姓 「 何 殷 」。 ” 她 同 時 也 是 「 女 子 復權 會 」 創 辦 人 與 《 天 義 
報 》 主 編 。 針 對 中 國 留 日 學 生 的 《 天 義 報 》, 於 1907 至 1908 年 間 刊 

行 馬克 思 主 義 、 無 政府 主 義 與 女 權 等 相 關 具 影響 力 的 文 章 。 
何 殷 震 所 於 《 天 義 報 》 的 文 章 展現 出 其 令 人 讚嘆 的 博學 , 還 有 

對 政治 的 不 妥協 。 她 的 〈 女 子 復仇 論 》 引 經 據 典 , 痛 斥 自 古 以 來 的 
男 尊 女 卑 思想 。 儘 管 她 認為 該 推 翻 滿 清 , 卻 認為 此 舉 並 無 法 終結 女 

性 受 壓迫 之 境遇 。 因 為 包括 針對 女 性 的 幽 禁 痞 閣 、 體 加 、 拐 賣 、 遺 
棄 與 貞節 婦 德 等 種 種 壓迫 , 在 滿 清 入 主 中 國 前 已 由 來 已 久 。” 由 大 

清 帝 國 過 渡 至 中 華 共 和 階段 , 在 她 看 來 只 是 從 一 種 壓迫 轉 至 另 一 種 

形式 的 壓迫 。 欲 真 正解 放 , 惟 有 摧毀 國 家 與 資本 體制 一 途 。 

143 Karl 2012 提供 何 節 震 寫 作 當 時 申 清 與 東京 更 廣泛 背景 脈絡 。Liu, Karl and Ko 2013 詩 
論 並 翻譯 何 殷 井 和 同 代 作 品 。 亦 見 Zarrow 1988; Zarrow 1990; Dirlik 1991, 103-4; Sudo 
2006, 483-85; Zhang Yun 2015, 267-73。 

144 Xia Xiaohong 2008, 294. 

145Liu, Karland Ko2013.2-3. 

146 Liu, Karland Ko2013,.51; Beahan 1975, 410. 

147Liu, Karl and Ko2013, 106-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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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幾 乎 所 有 女 權 運動 人 士 不 同 , 何 有 殷 震 對 於 「 欲 強 中 國 、 必 
強 女 子 」 並 無 興趣 , 而 是 主 張 「 以 破壞 固有 之 社會 , 實 行 人 類 之 

平等 為 宗旨 。 於 提倡 女 界 革命 外 , 兼 提倡 種 族 、 政 治 、 經 濟 諸 革 

命 」。 ” 她 在 〈 女 子 解放 問題 》 一 文 , 質 疑 提倡 女 子 教育 的 男性 改 
革 人 士 , 主 因 在 於 全 世界 會 稱 其 為 文 明之 舉 : 

故 處 禮法 盛行 之 世 , 以 防範 女 子 得 名 ; 處 歐化 盛行 之 世 , 二 

以 解放 女 子 得 名 。 此 男子 因 求 名 而 解放 女 子 者 也 。 “ 

對 何 殷 震 來 說 , 只 要 還 把 眾 女 性 身體 當 成 財產 ( 見 專欄 3.2) , 和 如 此 
膚淺 的 改革 則 一 無 所 成 。 這 些 改革 藉 由 要 求 女 性 自 養 , 讓 資本 家 

鋪 削 的 情況 更 嚴重 , 甚 至 有 可 能 加 重 女 性 負擔 。 她 不 認為 , 自 由 婚 

姻 、 一 夫 一 妻 制 、 苑 婚 和 女 子 教育 等 西式 行 事 作 為 是 一 種 解 方 , 因 

為 西方 女 性 仍 為 了 財產 與 權勢 地 位 而 結婚 , 故 一 夫 一 妻 僅 徒 留 形 
式 , 實 則 仍 由 男性 宰 制 。" 

何 殷 震 雖 注意 到 當 時 北歐 與 美 國 婦女 參政 權 運 動 , 但 她 並 未 威 

到 欽佩 。 她 並 不 相 信 給 予 有 財產 的 婦女 投票 權 , 就 能 解決 當 地 貧窮 

與 勞動 弱勢 群體 的 根本 問題 。 參 政權 在 她 勾勒 的 未 來 中 並 非 優先 重 
點 。 ” 她 認為 , 女 子 解放 之 冀 剖 , 須 以 公有 財產 制 為 基礎 , 廢除 私 

有 財產 制 , 並 保障 所 有 人 可 能 之 生 計 。 “在 〈 女 子 宣布 書 》 中 , 她 

148 Xia Xiaohong 2008, 297.〔 編 按 〕 : 此 源 自 何 震 ,《〈 簡 章 》,《 天 義 報 》1 , 卷 首 。 
149 此 批 評 主 要 針對 1903 年 男性 女 權 人 士 金 天 和 間 《 女 界 鐘 》 論 點 , 其 認為 女 性 若 能 受 教 

育 、 工 作 、 投 票 及 人 性 尊 戲 , 國 家 得 以 興旺 。Liu, Karl and Ko 2013, 60。 針 對 金 天 表 

討論 及 《 女 界 鐘 》 英 譯 , 見 前 引 頁 6, 204-85。 其 他 關於 金 天 兩 相 關 討 論 , 見 Edwards 
2008a, 38-40; Sudo 2006, 476-77; Zhang Yun 2015, 245-46 。 

150 Liu, Karl and Ko 2013, 57-61。 關於 其 批 評 歐 美 及 中 國 資本 剝 鹿 , 見 1907 年 〈 論 女 子 
勞動 問題 》, 見 前 引 頁 72-91。 至 於 何 殷 震 之 外 對 家 庭 的 無 政府 主 義 觀 點 , 見 Dirlik 
1991, 98-99, 139-40 。 

151 Liu, Karl and Ko2013, 64-70. 

152 Liu, Karland Ko 2013, 70, 87,91,.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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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 一 個 性 別 不 復 存在 之 未 來 : 

若 不 於 男女 生 異 視 之 心 , 鞠 養 相 同 , 教 育 相 同 , 則 男女 所 盡 
職務 , 必 亦 可 以 相 同 。 而 「 男 性 」、「 女 性 」 之 名 詞 , 值 可 
廢 滅 , 此 誠 所 謂 男 女 平等 也 

中 3.2 何 股 震 〈 女 子 復仇 論 》 

矯 女 界 同 胞 , 亦 知 男 子 為 女 子 之 大 敵 乎 ? 亦 知 女 子 受 制 於 男 已 歷 數 千 

二 之 久 手 ? 生 說 為 男子 者 , 雖 受制 異族 , 受 制 君主 , 人 受制 資 本 家 ."“""“" 女 

子 則 不 然 。 貴 為 王 後 其 身 不 可 謂 不 尊 , 而 受制 於 男 自 若 也 ; 賤 為 乞 瑟 , 

其 身 不 可 謂 不 乍 , 而 其 受制 於 男 仍 自 若 也 。 非 惟 古 代為 然 , 即 今 代 亦 然 ; 
非 惟 中 國 為 然 , 即 外 邦 亦 然 。4 今 中 國 女 子 , 其 程度 甚 低 ; 其 有 程度 稍 

高 者 ', 則 從 男子 之 後 , 以 拾 種 族 革 命 之 唾 余 。 夫 滿洲 之 命 , 固 不 可 不 革 , 

然 吾 則 以 為 漢族 之 君 , 其 禍 更 甚 於 異族 之 君 。 何 則 ? 漢族 之 君主 其 功 盒 

高 , 其 踩 蹣 吾 女 界 也 愈 其 。293 

此 雖 暴 君 酷 吏 之 罪 , 然 亦 男 子 以 女 子 為 私有 之 稅 也 。 為 男子 者 , 使 婦 

女 因 已 之 故 , 模 由 慘死 , 反 己 其 思 , 其 有 負 於 女 子 不 亦 甚 耶 ? 

出 處 : 何 股 震 ,〈 女 子 復仇 諭 》',《 天 義 報 》2(1907.6): 2-3。 

我 們 並 不 清楚 , 何 殷 震 在 1908 年 《 天 義 報 》 停 刊 後 的 境遇 如 

何 。 與 其 他 革命 人 士 決裂 後 , 何 有 殷 震 和 劉 師 培 遭 控 與 朝廷 勾結 。 

1919 年 劉 師 培 過 世 後 , 有 各 式 傳言 說 何 殷 震 精神 崩潰 或 入 尼 庵 出 

家 , 約 36 歲 離世 , 而 除了 早期 精湛 出 眾 的 文 章 之 外 , 就 再 也 沒 有 留 

下 任何 歷史 紀錄 。 何 殷 震 文 中 提出 許多 的 無 政府 主 義 思 想 , 後 來 被 

納入 中 國 馬克 思 主 義 思想 之 中 。 她 在 停止 寫作 數 年 後 , 其 提 及 家 庭 

153Liu, Karland Ko2013,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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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壓迫 女 性 之 場 域 論述 , 重 新 出 現在 新 文 化 運動 論述 , 而 其 女 性 無 

法 在 資本 主 義 下 解放 之 主 張 則 納入 共產 運動 之 中 。 

唐 群 英 與 1911 年 女 性 

到 了 1910 年 代 , 百姓 普遍 對 滿 清 王朝 統治 不 滿 。 一 如 前 述 , 

當 時 精英 時 評 家 歸咎 , 中 國 之 所 以 遭受 歐洲 與 日 本 帝國 主 義 欺 壓 , 

是 因為 受到 滿 清 統治 所 致 。 他 們 也 認為 , 中 國 之 所 以 積 弱 不 振 , 歸 

因 於 滿 清 入 主 中 國 前 由 來 已 久 的 纏足 與 幽 禁 深 閩 等 文 化 慣 示 。 在 新 

政 期 間 ', 有 財產 男性 得 以 參 選 省 諮 議 局 及 資 政 院 議 員 , 藉 此 施 壓 朝 

廷 進 行 更 多 改革 。 地 方 精 英 也 找 到 開 拓 權 力 與 財富 的 新 機 會 及 管 

道 。 與 此 同 時 , 許 多 城市 貧民 與 農民 反對 清 娃 在 義和 拳 亂 後 的 種 種 

改革 。 籌 辦 新 還 、 諮 議 局 、 新 式 學 校 都 得 花 錢 , 這 主 要 透過 徵 稅 方 

式 , 因 而 大 幅 影響 到 貧困 百 姓 生 計 。1911 年 革命 前 10 年 內 , 出 現 千 

餘 起 抗爭 事件 , 而 女 性 在 這 其 中 扮演 了 重要 角色 

1911 年 革命 於 當 年 10 月 偶然 展開 。 當 時 壺 人 於 武昌 新 軍營 中 

的 革命 黨 人 不 慎 引 爆炸 彈 。 事 跡 敗露 後 , 革 命 軍 別 無 選擇 而 放手 一 

搏 。 一 開 始 看 似 只 是 另 一 個 未 竟 之 業 , 但 革命 黨 這 次 卻 迅 速 奪 下 省 

城 ', 其 他 各 地 革命 黨 亦 陸續 響應 。 當 時 人 在 丹佛 募 款 的 孫 逸 仙 , 則 

是 從 報 上 得 知 此 革命 爆發 。 他 後 來 途經 歐洲 , 持 續 為 新 共和 國 政府 

募 款 後 返回 中 國 。 革 命 爆發 後 數 月 , 地 方 纖 動 荔 延 中 國 各 地 , 當 中 

不 少 針對 旗 人 聚 洛 的 攻擊 。 隨 各 城 各 省 紛 紛 宣 布 獨 立 , 多 數 地 方 治 

理 權 就 沙 入 受過 教育 、 有 資產 但 尚 不 稱 激進 的 改革 人 士 手 中 。1912 

年 1 月 , 中 華 民國 在 南京 宣布 成 立 , 不 僅 終結 1644 年 建立 的 大 清 王 

朝 , 同 樣 也 讓 西元 前 221 年 以 來 分 分 合 合 的 帝制 朝代 更 迭 正 式 畫 下 

154 Prazniak 1999, 17, 8, 131-37, 213-56 , 尤 見 頁 213-16, 220-44。 亦 見 Prazniak 1986。 關 於 
1911 年 革命 前 家 庭 主 婦 捨 米 風 潮 , 見 Ono 1989,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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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點 。 
女 姓 通常 連用 個 人 偽裝 能 力 , 參 與 導致 1911 年 革命 的 種 種 事 

件 。"“ 革命 領袖 張 繼 憶 起 :「 每 每 起 義 , 都 有 女 同 志 加 入 , 要 不 

扮 新 娘 坐 轎 拿 炸彈 , 要 不 帶 小 孩 送 炸彈 , 抑 或 保護 同 志 。 勇 氣 可 
嘉 ! 」“” 女 子 學 校 學 生 也 成 為 當 時 招募 的 重要 來 源 。 

直接 參與 1911 年 革命 戰鬥 的 女 性 人 數 並 不 多 。” 當 中 一 位 革命 
女 傑 , 即 為 中 國 首位 女 西醫 師 暨 教育 家 張 竹 君 (1879-1964) ,1901 

年 曾 在 廣東 開 設 女 學 、1905 年 在 上 海 自 辦 第 一 所 女 子 醫 科學 校 。 當 

時 以 男 裝 穿 著 、 熱 囊 與 革命 同 志 評 議 時 政 聞 名 於 世 的 張 竹 君 ,1911 

年 協助 籌 組 中 國 赤 十 字 會 救 傷 隊 , 並 以 此 掩護 3 位 當 時 為 朝廷 緝 拿 
要 犯 的 革命 黨 人 。 她 冒 著 身上 傷勢 , 出 入 槍林彈雨 , 往 返 武昌 、 漢 

口 兩 地 運送 藥物 與 傷兵 。 “” 她 因 旋 倡 性 別 平等 , 而 有 「 女 界 梁 啟 

超 」 稱 號 。 “同 一 時 期 上 海 、 蘇 州 、 杭 州 與 揚州 等 地 婦女 響應 成 立 

女 子 軍 、 行 動 醫療 隊 , 還 有 提供 革命 軍 後 勤 補給 的 組 織 。 
但 並 非 所 有 革命 皆 會 徹底 轉 變 社會 整體 樣 貌 。 晚 清新 軍 領袖 最 

後 掌控 新 共和 政府 。1912 年 春天 , 孫 逸 仙 將 總 統一 職 讓 給 當 時 有 意 

穩定 時 局 的 軍人 袁世凱 。 流 亡 14 年 終 能 返回 中 國 的 梁啟超 , 諷 刺 
1911 年 革命 就 像 剛 開 瓶 、 瞬 間 冒 泡 卻 迅 速 消 失 的 啤酒 。 ” 然 而, 起 

15$5 關 於 女 性 參與 1911 年 革命 前 與 期 間 軍 事 、 後 勤 行 動 , 見 Lin 1975; Beahan 1918, 228- 

30: Ono 1989, 82-80; Edwards 2008a, 47-52。 關於 當 時 版 畫 呈現 的 女 兵 , 見 Laing 2013。 
156 轉 引 自 Strand 2011, 106。 
157Bailey 2007, 74. 
158Edwards and Zhou 2011: 493-94 簡 列 當 時 女 性 軍事 團體 。 頁 493 中 提 及 , 他 們 觀察 到 史 

上 一 但 危機 出 現 「 就 會 鼓勵 、 熱 情 歡 迎 , 並 邀 女 性 加 入 正規 軍事 行 動 」, 只 要 危機 
一 平 就 回 歸 家 務 角 色 。 

159Leung 2006, 87-88: Ho 1998, 310-12; Burton 1918; Edwards and Zhou 2011。 閱 於 張 竹 如 提 
侶 女 子 教育 , 見 Drucker 1981,217-18。 

160Ho 1998,313 : 亦 見 Sudo 2006, 481-83。 
161 Bailey 2007, 74; Bailey 2004, 182; Rong 1986, 158-60). 
162 Strand 201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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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看 似 由 新 政黨 競爭 的 全 國 選舉 , 可 以 決定 新 共和 的 未 來 方向 。 但 

女 性 在 政治 上 的 地 位 , 仍 屬 未 定論 。 

o 一 一 把 一 、 

1912 年 8 月 底 , 女 權 暨 革 命運 動人 士 唐 群 英 (1871-1937) 這 一 
耳光 , 成 為 中 國 史上 最 知名 的 公開 掌 擱 事 件 。 

孫 逸 仙 的 革命 同 志 , 群 聚 北 京 創立 國 民 黨 , 即 在 民國 時 期 延 
續 同 盟 會 之 理念 。 其 中 之 一 主 張 就 包含 選舉 權 在 內 的 女 子 完全 參政 

權 , 此 亦 為 孫 逸 仙 最 初 所 支持 的 。 但 在 國 民 黨 成 立 大 會 前 與 保守 派 
政治 人 物 協 商 時 , 孫 逸 仙 及 年 輕 同 志 宋 教 仁 在 女 子 權利 上 讓 步 , 以 
換取 保守 派 的 支持 。 如 此 一 來 , 孫 逸 仙 所 提出 的 民族 、 民 權 、 民 生 
之 三 民主 義 就 此 改變 易 轍 , 因 而 鈍化 其 革命 主 張 。 保 守 派 擴 客 要 求 
不 要 把 「 男 女 平權 」 條 文 納入 此 新 黨 網 中 。 

北京 成 立 大 會 進 行 中 , 唐 群英 和 兩 名 女 同 志 王 昌 國 、 沈 佩 貞 走 
進 會 場 並 上 台 。 唐 群英 和 沈 佩 貞 兩 人 當 眾 以 乙 掌 攤 宋 教 仁 。 她 們 在 
台 上 反擊 女 性 權利 條 文 不 見於 國 民 黨 草 擬 黨 章 中 , 因 而 讓 大 會 議程 

中 斷 。 該 大 會 當 天 稍 後 重啟 , 黨 內 女 同 志 進 一 步 針 對 此 議題 表 達意 
見 。 但 當 天 出 席 千 餘 名 黨員 中 僅 有 幾 十 名 女 性 , 而 大 會 最 終 表 決 排 
除 男女 平權 條 文 。 由 於 孫 逸 仙 亟 欲 讓 民國 脫離 當 時 頻繁 軍事 紛擾 之 
時 局 , 而 試圖 藉 由 允諾 中 國 婦女 終 將 取得 投票 權 來 平息 眾怒 。 但 這 
未 能 安撫 唐 群 英 與 其 同 志 。 

閣 入 男性 集 會 爭 女 權 的 憤怒 女 性 群像 , 當 時 遭 外 界 簡化 成 攻擊 
權力 攏 客 的 局 外 女 權 人 士 。 但 這 是 個 誤解 。 這 些 女 性 並 非 局外人 , 

163 關於 掌 据 事件 及 後 續 討 論 皆 根據 Strand 2011, 13-21. 38-51, 97-145。 亦 見 Beahan 1981, 
236-38, Ono 1989, 80-89。 關 於 此 時 期 參政 權 政 治 , 及 其 更 廣泛 脈絡 , 見 Witke 1973b, 

38-41: Edwards 2008a, 66-102; Ma Yuxin 2005b, 60-61; Ma Yuxin 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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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3.5 唐 群 英 

出 處 :GardnerL. Harding, Pyesezz/2Dy Cr 4 Adyyegzrue 97 oo cu77ce 

(New York: Century Company, 1916), plate_facing 42. Reprinted in David 

Strand, 477 (說 se ep27/0/7c7 了 edge 2 所 7 dj ee 泊 Ace C7777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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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 長 久 以 來 的 革命 同 志 , 也 是 此 新 政黨 黨員 。 確 切 來 說 , 她 們 是 

遭 政 治 夥伴 背叛 而 為 之 光 火 的 女 性 。 

此 次 抗爭 主 導 者 唐 群英 , 具 體 展 現 1911 年 革命 之 際 , 有 識 女 性 

的 人 生 轉 變 業已 開 始 。 她 掌 擱 宋 教 仁 時 41 歲 。 身 為 湖南 劑 族 三 女 、 

自 小 接受 經 學 教育 的 唐 群 英 , 抗 拒 母 親 為 她 總 足 , 多 次 拆 下 裹 腳 
布 , 因 而 雙 腳 未 成 為 三 寸 金 蓮 。 父 親 則 教 她 舞 劍 騎 馬 。 唐 群英 19 歲 

嫁 入 湖南 望族 , 後 來 結識 了 秋 瑾 , 但 卻 在 26 歲 那 年 蹣 踢 學 步 的 幼女 

及 夫 婿 相 繼 去 世 後 , 返 回 娘家 。 

唐 群 英 也 閱讀 康有為 與 梁啟超 著 述 。1904 年 , 她 在 秋 瑾 鼓勵 與 
家 人 支持 下 , 前 往 東京 就 讀 下 田 歌 子 開 設 的 女 校 。1905 年 , 唐 群英 

加 入 當 時 剛 成 立 的 同 盟 會 , 成 為 首 批 女 會 員 , 隨 後 為 參與 革命 事務 

而 返回 中 國 。 她 在 湖南 鄉村 與 地 方 祕密 會 社 成 員 合作 , 喬 裝 採 茶 人 

領 清 軍 至 埋伏 地 。 史 謙 德 (David Strand ) 形容 她 是 「 製 炸彈 、 寫 
詩 、 戰 場 謀 略 及 演說 樣 樣 出 眾 之 才 」。 ”1911 年 , 她 更 參與 武昌 、 

南京 革命 軍 戰鬥 。 了 
1912 年 民國 成 立 後 , 唐 群英 與 其 他 同 志 以 當 時 革命 女 子 軍事 團 

體 為 基礎 , 共 組 「 女 子 參政 同 盟 會 」J。 ” 該 會 成 員 很 快 就 達到 數 千 

人 。 “該 會 主 張 , 公 民權 乃 天 賦 人 權 , 亦 為 革命 志士 得 替 所 有 女 
性 據 理 力爭 之 事 。”1912 年 , 包 含 妥 葬 秋 瑾 的 吳 芝 瑛 在 內 的 女 界 人 

士 , 力 爭 女 子 參 政權 。” 但 當 時 並 非 所 有 女 性 皆 認為 , 女 性 應 該 立 
即 取得 投票 權 ; 有 些 則 主 張 , 首 先 該 延長 女 子 教育 年 限 。 歷 經 多 次 

164Strand 2011, 17-18. 

165Strand 2011, 109-10;: Edwards and Zhou 2011, 494. 

166 Edwards and Zhou 2011, 495.[【 編 按 〕 : 即 女 子 參政 同 志 會 、 女 子 後 援 會 、 女 子 尚 武 

會 、 女 同 盟 會 與 女 國 民 會 組 成 。 
167Edwards 2008a, 69-70, 74-77. 

168 Edwards and Zhou 2011.- 

169 Strand 2011. 115;: Bailey 2007, 196, 75-78;: Hu Yimg 200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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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倡議 運動 之 鼓舞 , 加 上 意識 到 英美 爭取 婦女 參政 權 之 努力 , 唐 

群英 與 同 志 仍 堅持 其 主 張 理念 。 

在 掌 擱 事 件 發 生 前 幾 個 月 , 唐 群英 等 人 已 數 度 閱 入 南京 臨時 參 

議院 。 唐 與 部 分 人 士 帶 槍 進 入 , 責 問 、 推 擠 與 拉扯 議員 , 而 有 次 則 
磺 屆 窗 戶 及 空 盪 盪 議場 內 的 茶杯 , 甚 而 提醒 男性 議員 , 她 們 是 做 炸 

彈 的 高 手 。 史 謙 德 指出 , 這 些 女 性 刻意 離 經 叛 道 , 一 舉 一 動 皆 經 過 

r 驚 人 計謀 」。 ” 同 年 8 月 , 當 唐 群英 跟 兩 名 女 子 參 政權 人 士 走 上 台 

時 , 在 場 男 性 完全 了 然 於 心 。 

而 遭 掌 拉 的 宋 教 仁 , 亦 為 唐 群 英 在 東京 的 舊 識 。 宋 教 仁 通常 尊 

稱 她 為 「 唐 大 姐 」。 兩 人 雖 皆 為 長 期 鼓吹 共和 體制 的 革命 人 士 , 但 

在 參政 權 議題 上 則 意見 分 法 。 唐 群英 認為 , 女 性 為 革命 奮鬥 , 理 應 

同 享 完整 權利 。 她 決心 實踐 革命 理念 , 即 賦予 女 性 參與 「 議 會 、 報 

刊 與 街 頭 等 公共 領 域 」 之 權利 ,“ 而 非 圍 限 於 家 庭 領域 之 中 。 讓 唐 

群英 於 1912 年 8 月 站 上 台 的 動力 , 並 非 來 自 局外人 的 憤怒 , 而 是 與 

男性 革命 人 士 共 同 奮鬥 的 女 性 力爭 女 子 參 政權 之 承諾 。 而 掌 撕 宋 教 

仁 事件 數 年 後 , 這 群 女 性 仍 持續 在 女 子 參政 活動 團體 和 其 他 婦女 組 

織 中 努力 。 
隨 著 革命 主 張 的 激進 言論 受到 打 壓 , 政 壇 風 氣 轉 趨 保 守 , 尤 

以 針對 女 子 權利 議題 。 因 此 大 多 轉 而 著 墨 於 女 子 教育 與 行 為 規範 。 
1912 年 元 月 , 臨 時 政府 頒 定 《 普 通 教 育 暫 行 課程 標準 》 中 , 明 定 男 

女 學 生 課程 相 同 , 但 女 學 生 得 加 上 家 政 裁縫 。 報 刊 報 導 著 重 在 女 學 
生 奇裝異服 , 且 時 評 家 擔憂 難以 從 服 儀 或 公眾 舉止 來 辨別 誰 是 女 學 

生 、 誰 是 妓女 。 “時 任 袁世凱 政府 的 教育 總 長 曾 直言 , 女 子 教育 之 

目的 並 非 倡 導 男 女 同 權 、 女 子 參 政 或 開 拓 女 性 新 職業 , 更 在 1914 年 

170 Strand 2011. 121; EdwardSs 2008a, 70-83; Edwards and Zhou 2011.496-97. 

17] Strand 2011. 45. 

172 Bailey 2007, 68; Bailey 2006, 1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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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 「 對 於 女 子 教育 方針 , 則 在 使 其 將 來 足 為 賢 妻 良 母 , 可 以 維持 
家 庭 而 已 」。 

女 子 參政 權 論戰 持續 延燒 。1912 年 未 , 婦 女 報刊 社論 如 此 評 

論 ,「 現 在 我 們 並 非 中 華 民 國 , 而 是 中 華 男子 共和 國 。 若 非 如 此 , 

何以 女 子 始終 無 權 投票 ?」 ” 而 女 權 運 動人 士 的 努力 受到 當 時 政府 
的 漠視 。1914 年 頒布 的 《 褒 揚 條 例 》, 仍 依循 明 清 時 期 以 匾額 、 牌 

樓 來 頌揚 孝行 真 節 、 勤 儉 持 家 、 急 公 好 義 等 種 種 婦 德 。1917 年 則 新 
增 「 有 功 藝術 」、「 睦 姻 任 卹 」 兩 類 。 

遭 掌握 的 國 民 黨 理事 宋 教 仁 , 也 成 為 這 波 保守 勢力 浪潮 的 受害 
者 。 後 來 宋 教 仁 不 幸 於 1913 年 春天 遇刺 身亡 , 此 事件 幾 乎 可 認定 是 

袁世凱 的 特 務 所 為 。 而 儘管 先 前 與 宋 教 仁 意見 不 和 , 唐 群英 仍 認為 
「 他 的 心 只 為 中 國 富強 而 跳 」', “她 繼續 譴責 袁世凱 是 民國 的 叛徒 。 

北洋 政府 懸賞 1 萬 銀元 緝 拿 唐 群 英 , 因 此 她 只 得 避 輝 上海, 後 來 一 

路 為 躲避 查緝 , 輾 轉 河內 返回 湖南 老家 。 與 此 同 時 , 孫 逸 仙 因而 被 
迫 逃 離 中 國 。 

1910 到 1920 年 代 , 唐 群英 持續 創辦 報刊 出 版 , 投 入 女 權 與 婦女 
參政 權 運 動 。“” 她 認為 , 有 其 必要 時 仍 會 採 以 激烈 手段 。 一 如 1913 

年 , 為 抗議 某 篇 造謠 她 與 某 男性 有 染 的 報導 , 唐 群英 夥同 數 人 閱 入 

《 長 沙 日 報 》 辦 公 室 。 “對 她 而 言 , 維 持 個 人 德 譽 仍 為 重要 ; 其 部 

分 是 為 確保 個 人 政治 信用 , 雖 此 標準 並 不 適用 於 男性 改革 派 與 革命 
人 士 。“”1912 年 美 國 婦女 參政 運動 人 士 嘉德 夫人 (Carrie Chapman 

173 Beahan 1981,. 237. 

174 Beahan 1981. 237: Strand 2011, 144. 

175 Borthwick 1985, 82; Bailey 2006, 178-79. 

176Strand 2011. 143- 

177Strand 2011, 13, 悶 於 1920 年 代 初 期 女 性 參政 運動 高 峰 , 昂 Wang 1999, 99-100; Edwards 

2008a, 103-38。 

178Edwards and Zhou 2011, 497. 

179 跟 過 往 一 樣 , 此 時 所 提 及 的 婦 德 都 是 指 未 發 生 婚 外 性 關係 。 對 改革 派 或 革命 派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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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t) 訪問 中 國 , 以 推 動 國 際 婦女 參政 運動 。 當 時 她 表 示 , 唐 群英 
等 人 種 種 努力 相 當 鼓舞 人 心 (直到 1920 年 , 美 國 婦女 尚 無 投票 權 )。 
唐 群英 在 1937 年 日 本 侵華 前 離世 , 而 10 年 後 ,1947 年 國 民政 府 最 
終 賦 了 予 婦女 投票 權 。 

1911 年 革命 雖 終結 帝制 王朝 , 但 種 種 革命 理念 仍 力 有 未 逮 。 唐 
群英 的 掌 找 , 象 徵 了 革命 理念 遭 背 叛 , 同 時 亦 彰 顯 婦女 史無前例 公 

開 回 應 背叛 的 勇氣 。 她 一 生 歷經 東京 留學 生 、 炸 彈 製造 者 、 革 命 鬥 
土 、 教 育 家 及 政治 運動 人 士 等 身分 , 勾 勒 出 另 一 種 20 世 紀 初 期 女 性 

的 可 能 新 形象 。1910 與 1920 年 代 中 國 , 自 晚 清 展開 的 改革 願景 仍 持 

續 改變 著 女 性 種 種 形象 , 亦 改變 了 中 國 婦女 的 生 活 足 跡 。 

性 , 此 限制 都 不 適用 。 如 康有為 納 肆 6 名 , 梁 啟 超 也 納 妾 1 名 。 遞 說 梁啟超 擔心 自 

己 的 女 權 論 會 有 些 虛 備 , 剛 開 始 抗拒 納 妻 , 但 元 配 要 他 將 家 中 婢女 納 為 側 室 。 外 界 

謠傳 孫 逸 仙 也 有 多 段 風流 韻 事 。 袁 世 凱 至 少 納 替 9 和 名 , 甚 至 更 多 , 但 從 未 主 張 性 別 

平等 。 威 謝 Peter Zarrow 強調 此 議題 , 並 計算 出 數 量 。 
180 Strand 2011. 129-39 ; 亦 見 C.Chin 2006, 510-11: Edwards 2008a, 20, 66, 88 
181 Strand 2011,.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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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 同 的 想 像 未 來 (1912-1927): 

五 四 史話 

1919 年 一 起 自 殺 事 件 , 激 發 一 整個 世代 的 年 輕 人 。 

正 前 往 一 樁 非 本 人 所 願 的 包辦 婚姻 路 上 , 坐 在 新 娘 轎 中 的 趙 五 

貞 , 取 出 藏 在 裏 腳 布 的 剃刀 自 絢 , 如 此 舉動 向 雙親 與 將 嫁 人 的 夫 家 

傳遞 出 強烈 的 訊息 。 自 殺 不 僅 一 般 被 視 為 絕 剖 的 象徵 , 亦 是 個 人 復 

仇 的 極端 表 現 。 這 注定 會 讓 冤枉 死者 的 人 顏面 掃地 、 恐 遭逢 坑 家 敗 

業 , 還 有 反覆 不 斷 遭 厲鬼 總 身 。 

但 在 當 時 年 輕 女 性 與 男性 報刊 時 評 家 眼中 的 趙 五 貞 之 死 卻 是 另 

一 回 事 : 此 事件 成 為 一 種 號 召 大 家 對 抗 壓迫 式 家 庭 制度 的 武器 。 當 

年 曾 與 毛澤東 有 段 情 、 後 來 成 為 女 教育 家 的 陶 毅 指出 ' 年 輕 男性 能 

回 絕 父母 替 其 安排 的 未 婚 妻 。 但 年 輕 女 性 的 「 自 主 權 恐 怕 除 掉 “不 

自 由 , 姓 寧 死 』 六 個 字 外 沒 有 別 的 答案 了 」。 陶 角 認為 沒 有 家 人 後 

援 ,「 天 地 間 還 有 斯 人 的 立足 地 嗎 ? 」 後 來 成 為 中 國 共產 黨 主 席 的 

毛澤東 , 曾 在 1919 年 提 及 趙 五 貞 是 遭 當 時 社會 所 殺害 , 也 就 是 逼迫 

子女 接受 不 容 其 意志 婚姻 的 中 國 父母 所 造成 的 ', 因 此 這 些 父 母 間 

接 強 姦 自 己 的 子女 」。 毛 澤 東 呼籲 全 中 國 青年 男女 要 有 徹底 覺悟 , 

「 家 庭 革 命 軍 便 會 如 麻 而 起 , 而 婚姻 自 由 、 戀 愛 自 由 街 著 便 將 氾濫 

中 國 大 陸 」。 

1 _Gilmartin 1995, 26-27. 1925 年 北京 類 似 狀況 , 見 Cheng 2011,92。 

2 關於 陶 帝 簡要 生 平 , 見 百 度 百 科 條 目 https://baike.baidu.comzitem/ 陶 尊 /35775 

3 Tao Yi 1999|1919], 83-84.[〔 編 按 〕 : 即 陶 毅 在 1919 年 刊 於 《 女 界 鐘 》 之 〈 關 於 趟 女士 

自 終 以 後 的 言論 》。 
4 Mao 1999[1919], 79-83, 85-88, 關 於 強姦 引 自 頁 79: Witke 1973a 家 庭 革命 引 自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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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結 威 迫 式 包辦 婚姻 、 呼 籲 年 輕 人 替 自 己 人 生 作 主 , 如 此 號 

召 青年 男女 進 行 家 庭 革 命 浪潮 出 現 之 時 ,', 正 值 民國 政治 革命 失敗 之 

際 。 袁 世 凱 解散 議會 、 重 定 憲 法 、 策 動 暗殺 ' 並 試圖 稱 帝 , 但 未 能 

有 效 掌控 「 中 華 帝國 」 這 個 新 國 家 財政 與 領 士 。 1915 年 , 日 本 向 當 

時 中 國 北洋 政府 提出 所 謂 的 《 對 華 二 十 一 條 要 求 》, 以 擴張 該 國 在 

華 經 濟 利益 , 並 於 各 級 政府 聘用 日 人 顧問 。 袁 世 凱 被 迫 在 許多 日 方 

提出 的 經 濟 要 求 上 讓 步 。 革 命 終究 並 無 法 建立 穩定 政府 , 亦 無 法 抵 

帛 外 侮 。 

1916 年 袁世凱 過 世 和 後, 名義 上 中 央 政 府 仍 存在 , 但 實權 卻 落 

入 擁 兵 自 重 的 地 方 軍事 勢力 。 當 中 最 具 勢 力 者 , 成 為 發 動 大 小 征戰 

衝突 、 爭 奪 地 方 勢 力 與 最 終 掌控 中 央 政 權 的 軍閥 。 立 場 兼 容 並 蓄 的 

軍閥 , 當 時 推 行 了 各 式 影響 婦女 的 政策 。 有 些 軍 閱 在 其 掌控 的 勢力 

範圍 內 執行 禁 弦 足 政策 , 並 「 確 保 夫 妻 常態 規律 性 生 活 」 來 打 擊 賣 

淫 。 而 有 軍閥 則 在 四 川 等 地 推 行 市 政 改革 , 還 以 司 昆侖 (Kristin 

Stapleton) 所 提 「 他 成 群 的 妻 姜 , 多 受過 上 良好 教育 、 短 髮 且 打 扮 時 

髦 , 時 常 出 入 公開 場合 , 有 時 還 騎 腳 踏 車 」 等 種 種 作為 著 稱 。 

軍 閃 讓 其 勢力 範圍 內 的 百 姓 受 盡 折磨 , 尤 其 在 農村 地 區 , 除 

強行 徵 稅 與 人 力 、 連 年 征戰 、 跟 帝國 列強 勢力 進 行 武器 交易 ', 加 上 

持續 彼此 對 峙 又 結盟 , 導 致 時 局 動 瀑 不 安 。 軍 閱 旗下 軍隊 因 待 遇 不 

佳 、 難 以 溫飽 且 軍紀 不 良 , 而 易 出 現 偷竊 、 強 暴 等 犯行 (這 也 成 為 此 

時 期 「 光 棍 」 的 求生 之 道 , 另 外 當 土匪 到 處 打 劫 也 相 當 普遍 )。 軍 閱 時 代 

[ 編 按 ]: 此 部 分 引文 為 毛澤東 1919 年 於 《 大 公報 》 針 對 趙 五 貞 事 件 所 發 表 的 〈 趙 女 
士 的 人 格 問題 》 (1919 年 11 月 18 日 ) 、〈 婚 姻 上 的 迷信 問題 ) (1919 年 11 月 28 日 ) , 
參見 《 毛 澤 東 早期 文 稿 》( 中 共 中 央 文 獻 研究 室 、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1990), 頁 416 
17、443-48。 

5 Young 1977. 

6 Qilin 1967,34-35. 

7 Stapleton 2000,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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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續 超 過 十 餘年 直到 1928 年 蔣介石 的 國 民政 府 名 義 上 統一 中 國 。 
但 如 同 第 5、《 章 會 提 到 , 和 軍閥 統治 的 種 種 將 持續 在 1930 與 1940 征 
代 的 中 國 政治 留 下 印記 。 

許多 作家 和 倡議 人 士 斷 定 , 單 把 政治 革命 可 能 不 足以 改變 中 
國 。 他 們 深信 有 必要 展開 一 場 文 化 革命 。 而 所 謂 的 「 新 文 化 」 座 
從 社會 最 基本 單位 、 也 就 是 家 庭 開 始 推 行 。 他 們 認為 , 人 們 在 家 
中 養成 服從 的 習慣 , 因 而 阻礙 他 們 成 為 獨立 自 主 的 個 人 與 自 由 的 公 
民 , 進 而 導致 中 華 民族 積 弱 不 振 。 此 外 , 許 多 人 主 張 ' 婦 女 之 解放 
將 是 推 翻 傳 統 中 國 家 庭 制度 之 關鍵 所 在 。 

在 一 開 始 , 多 數 著 墨 在 此 主 題 的 多 為 男性 。《 新 青年 》 雜 誌 
(其 法 文 刊 名 fa euesse ) 於 1915 年 刊行 。 該 刊物 創辦 人 陳 獨 秀 與 許 
多 人 士 稱讚 青年 而 非 老 年 、 尊 重 個 人 獨立 自 主 而 非 家 庭 權威 、 科 學 
而 非 迷 信 、 民 主 而 非 封 建 威權 等 價 值 觀 。 他 們 認為 , 家 中 長 輩 就 像 
專制 君王 般 操 弄 權威 , 出 現 長 者 壓 錠 年 輕 人 、 男 性 壓迫 女 性 等 現 
象 。 陳 獨 秀 重申 晚 清 時 期 的 批 判 論調 , 提 及 多 數 婦女 之 所 以 無 法 如 
現代 文 明 女 性 參與 政治 , 在 於 「 受 儒家 禮教 三 從 四 德 之 『 內 言 不 
出 , 外 言 不 入 』 婦 道 束 縛 。」” 他 反擊 寡婦 守 貞 、 男 女 之 別 、 媳 婦 侍 
府 公 婆 , 並 阻礙 婦女 往 家 庭 之 外 發 展 等 禮教 觀念 。 陳 獨 秀 和 其 他 進 
步 派 人 士 聚 焦 在 文 化 改革 之 上 , 批 判 儒教 與 多 數 民間 宗教 之 「 迷 
信 」 為 中 國 落後 不 進 步 之 根源 。 他 們 主 張 , 青 年 與 婦女 應 自 家 庭 與 
傳統 束縛 中 解放 , 會 讓 中 國 更 公正 平等 與 民主 。 

新 文 化 運動 中 的 女 性 和 家 庭 論述 , 迅 速 在 年 輕 知識 分 子 流傳 。 
唯 有 藉 由 新 思維 、 新 政治 行 動 才 得 以 解放 的 蒙 昧 無 知 、 幽 居 與 受害 
女 性 角色 , 成 為 當 時 小 說 創作 、 論 述 拓 論 與 新 聞 報 導 中 的 標準 「 女 

8 _Glosser 2003,9-12.27-80. 

9 ChenDuxiu 1999[1916], 5-6. 

[9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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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形 象 。1919 年 , 對 於 中 國 在 帝國 列強 點 食 鱗 大 下 積 弱 不 振 之 民 
怨 情緒 所 形成 的 「 五 四 運動 」, 將 此 女 性 和 家 庭 論述 與 民族 政治 之 
討論 加 以 結合 。 

中 國 在 第 一 次 世界 大 戰 是 戰勝 的 協約 國 一 員 , 當 中 派 貴 超 過 10 
萬 名 「 中 國 勞工 旅 」 工 兵 後 勤 支援 英 、 法 兩 軍 。 德 國 戰敗 後 , 中 國 
原 預期 德國 會 歸還 在 山東 之 權益 , 但 《 凡 爾 賽 和 約 》 卻 將 其 轉 讓 給 
日 本 。 群 情 激憤 的 學 生 到 北京 遊行 示威 , 火 燒 談 判 代表 宅 隊 、 要 求 
中 國 政府 拒簽 和 約 。 示 威 抗議 浪潮 席捲 中 國 各 大 城市 , 接 連 擴 大 出 
現 罷 工 與 抵制 日 貨 等 事件 。 

吸納 新 文 化 運動 批 判 論 述 的 五 四 運動 , 在 當 今 中 國 被 視 為 1949 

年 革命 起 源 。《 新 青年 》 創 辦 人 陳 獨 秀 於 1921 年 與 李 大 釗 等 人 共 創 
中 國 共產 黨 。1920 年 代 初 期 , 在 剛 成 立 的 蘇聯 政府 所 創設 的 「 共 產 
國 際 」 協 助 下 , 孫 逸 仙 於 中 國 南方 重組 國 民 黨 。1923 年 , 國 民 黨 與 
共產 黨 展開 所 謂 的 「 國 共 合 作 」。 共產 黨員 以 個 人 身分 加 入 國 民 

黨 , 並 在 宣傳 活動 與 黨組 織 上 扮演 關鍵 角色 。1925 年 5 月 30 日 ,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英國 警察 殺害 13 名 參與 「 日 商 棉紗 廠 工人 槍殺 事件 抗 
議 」 示 威 人 士 , 隨後 工人 與 學 生 的 政治 動員 愈演愈烈 。 

1926 年 , 國 共 兩 黨 領 袖 決議 自 廣州 出 師 北伐 , 以 打 倒 軍 閱 、 
謀 中 國 統一 。 正 當 北伐 軍 一 路 往 北 挺進 之 際 , 年 輕 共產 黨員 策動 工 
人 罷工 , 並 在 農村 宣傳 減 租 運動 、 婚 姻 自 由 觀念 。 當 女 兵 加 入 宣 導 
時 , 婦 女 組 織 也 展開 大 規模 婦女 運動 。 但 當 北伐 軍 抵 達 上 海 , 國 民 
黨 以 剷除 共 黨 領導 勢力 為 名 而 發 動 血 腥 鎮壓 , 隨 後 展開 所 謂 的 「 白 
色 恐 佈 」( white terror) ,” 迫使 中 國 共產 黨 退 出 城市 地 區 , 遁 入 農 
村 發 展 。 

* 【〔 編 按 ]: 贍 稱 「 聯 俄 容 共 」 又 稱 「 第 一 次 國 共 合作 」、「 聯 做 聯 共 」。 
*[〔 編 按 ]: 史 稱 「 五 卅 慘案 」 或 「 五 操 運動 」。 
***[ 編 按 ]: 此 即 指 1927 至 1928 年 的 「 國 民 黨 清 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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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文 化 / 五 四 運動 時 期 作品 , 提 供 我 們 最 熟悉 的 中 國 女 性 形 
象 與 「 婦 女 問題 」J。 國 民 黨 與 共產 黨 雙 方 都 稱頌 這 段 史家 所 稱 之 

r 五 四 史話 」, 亦 即 中 國 女 性 長 期 深 受 儒教 宰 制 的 家 庭 制度 壓迫 茶 

毒 ' 唯 有 透過 優勢 政黨 領導 的 強大 國 家 政府 , 才 能 確保 婦女 解放 。 

這 段 五 四 史話 也 強調 , 為 報 效 中 華 民族 , 婦 女 須 受 教育 、 工 作 與 自 

由 擇偶 。 婦 女 解放 成 為 中 國 共產 黨 創 黨 論 述 之 一 。 女 權 主 義 逐 漸 成 

為 一 套 得 以 統一 中 國 、 強 大 中 國 的 實踐 方法 , 並 有 助 中 國 擺脫 軍 閱 

割據 與 帝國 列強 壓迫 之 困境 。 

然而 , 我 們 也 有 必要 重新 思考 這 段 五 四 史話 , 從 求助 無 門 只 

能 自 殺 的 受 壓迫 女 性 , 等 待 政治 運動 解放 的 女 性 視角 來 加 以 思索 。 

如 同 梁啟超 所 提 的 寄生 、 無 知 女 性 形象 , 五 四 史話 中 仍 不 見 中 國 女 

性 及 其 日 常 。 本 章 不 可 能 同 時 展現 女 性 眾生 相 , 加 上 此 時 期 的 城市 

文 獻 要 比 農村 相 關 資料 更 豐富 , 且 農村 亦 較 未 受 新 文 化 與 五 四 運動 

討論 影響 。 但 有 許多 城市 工廠 工人 、 性 工作 者 、 家 庭 幫 傭 出 身 農 

家 , 因 而 有 可 能 拼湊 出 這 些 女 孩 跟 婦女 進 城 發 展 的 原 因 及 方式 。 不 

僅 擔 任 家 庭 幫 傭 的 身分 , 出 入 辦公 室 、 學 校 、 工 廠 跟 妓院 場 域 活動 

也 讓 女 性 成 為 公眾 話題 焦點 。 這 些 討論 有 時 重複 五 四 史話 中 的 女 性 

形象 , 但 純粹 展現 此 時 代 各 式 女 性 處 境 仍 有 不 足 之 處 。1920 年 代 初 

期 , 部 分 女 性 加 入 革命 共產 黨 , 而 國 共 兩 黨 女 性 於 19225 到 1927 年 期 

間 參 與 國 共 合作 的 國 民 革 命 北伐 。 

在 深究 婦女 、 女 性 形象 與 革命 之 間 錯 綜 複 雜 關 係 前 ' 我 們 先 從 

娜 拉 (Nora ) 這 位 虛構 的 挪威 婦女 講 起 。 

10 關於 「 女 權 主 義 」( 女 子 主 義 、 婦 女 主 義 ) , 可 見 Wang 1999, 7-9。「 婦 女 問題 」 另 見 
BarIow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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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 娜 拉 

娜 拉 是 易 卜 生 (Henrik Ibsen) 1879 年 劇作 《 魁 倡 家 庭 》 (4 
2o//s 7ozse) 的 主角 。 不 同 於 當 今 的 眼光 , 對 於 1910 年 代 末 期 中 國 

知識 分 子 ', 娜 拉 代表 著 當 時 女 性 該 有 的 樣 貌 。《 魁 便 家 庭 》 於 1918 
年 翻譯 成 中 文 刊載 於 《 新 青年 》 並 有 相 關 討論 , 並 在 中 國 各 城市 席 
為 演出 。 劇 中 的 娜 拉 看 清 自 己 被 自 戀 的 丈夫 當 小 孩 對 待 , 而 這 在 社 
會 廣泛 限制 女 性 的 整體 氛圍 下 更 顯 強烈 。 娜 拉 在 與 丈夫 激烈 爭執 後 
離 家 。 本 劇 則 在 她 猛 力 甩 門 聲 中 落幕 。 

娜 拉 抗 拒 封閉 壓迫 的 家 庭 制度 與 展現 個 人 主 張 , 讓 當 時 中 國 讀 
者 為 之 著 迷 。1917 年 取得 美 國 哥倫比亞 大 學 哲學 博士 後 , 歸 國 成 為 
新 文 化 運動 代表 人 物 的 胡適 , 在 〈 易 卜 生 主 義 》 一 文 中 強調 獨特 自 
主 人 格 發 展 與 社會 責任 。 而 在 眾多 壓迫 個 人 的 儒家 禮教 中 , 就 屬 家 
庭 制 度 最 為 積 重 難 返 。 雖 然 娜 拉 的 問題 源 自 其 為 人 妻 為 人 母 的 社會 
與 法 律 角 色 , 但 就 如 同 薛 華 芝 (Vera Sechwarez) 注意 到 「 女 性 的 困 

境 在 於 , 直 接 成 為 受 社會 責任 束縛 的 年 輕 男 子 之 情 威 需 求 , 而 非 個 
人 選擇 。 娜 拉 .“‧-“‧ 激 起 當 時 中 國 男子 的 種 種 想 像 。」「 而 礙 於 禁止 女 
性 登台 演出 , 當 時 多 由 年 輕 男子 飾演 《 魁 便 家 庭 》 中 的 娜 拉 。 

著 名 小 說 與 時 評 家 魯迅 就 曾 提 醒 讀者 , 不 要 只 稱羨 娜 拉 在 劇 終 
關門 聲 的 反抗 舉動 , 他 於 1923 年 曾 以 〈 娜 拉 走 後 怎樣 》 為 題 , 在 北 
京 女 子 高 等 師範 學 校 發 表 演說 。 人 魯迅 認為 , 若 沒 讀書 或 工作 賺錢 , 
娜 拉 只 有 回 丈夫 身邊 、「 墮落 」( 亦 淪 為 娼妓 ) 或 餓死 這 三 種 選擇 

* [〔 編 按 ]: 該 劇本 在 《 新 青年 》 第 4 卷 第 6 期 (1918)「 易 卜 生 專 號 」 刊 載 時 , 羅 家 偷 
與 胡適 譯 為 《 娜 拉 》。 同 期 刊 有 〈 易 卜 生 傳 》) 、 易 卜 生 劇作 《 國 民 之 敵 》( 4 Zoe 
27/ge Aeop/e) 與 《 小 愛 友 夫 》( /ir/e oo) 及 胡適 為 該 專 嗆 窩 的 引言 〈 易 卜 生 主 
義 》。 

11 Schwarcz 1986, 114 

12 Lu 1999 [1923]: Lu 2017: Spence 1981. 254-55. 此 篇 時 評 亦 刊載 於 1924 年 8 月 《 婦 女 雜 
誌 》。Ma2003, 24. 魯迅 批 判 「 娜 拉 現 象 」, 亦 見 Cheng 2013, 12, 83, 88-91, 9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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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 專欄 41)。 

記 宙 4.1 魯 包 〈 娜 拉 走 後 怎樣 》 

娜 拉 走 後 怎樣 ? 4 。 但 從 事理 上 推 想 起 來 , 娜 拉 或 者 也 實在 只 有 兩 

訪 , 不 是 墮落 , 就 是 回 來 。 因 為 如 果 是 一 匹 小 鳥 , 則 算 子 裡 國 然 不 自 
一 出 籠 門 , 全 人 有 全 有 貓 , 同 

AA am 拉 既 瞧 醒 了 , 是 很 不 容易 回 到 夢境 的 , 因 此 只 得 走 ; 可 是 走 了 

顧 後 , 有 時 卻 也 免 不 掉 說 落 或 回 來 。 否 則 , 就 得 問 : 她 除了 覺醒 的 心 以 

訊 , 軍 腳 了 什麼 去 ? 倘 只 有 一 條 像 諸君 一 樣 的 紫紅 的 織 繩 的 軒 申 , 那 可 是 
芒 論 寬 到 二 尺 或 三 尺 , 也 完全 是 不 中 用 。 她 還 須 更 富有 , 提 包 裡 有 準備 , 

白地 說 , 就 是 要 有 錢 。 
夢 是 好 的 否則 , 錢 是 要 緊 的 ae 

所 以 為 娜 拉 計 , 錢 。 一 一 高 雅 的 說 吧, 就 是 經 濟 , 是 最 要 緊 的 了 。 自 

地 固 不 是 錢 所 能 買 到 的 , 但 能 夠 為 錢 而 賣 掉 。 人 類 有 一 個 大 缺點 , 就 是 党 

窗 要 估 餓 。 為 補救 這 缺點 起 見 , 為 準備 不 做 估 偶 起 見 , 在 目 下 的 社會 裡 , 

彌 濟 權 就 見 得 最 要 緊 了 。 第 一 ' 在 家 應 該 先 獲得 男女 平均 的 分 配 ; 第 二 , 

說 社會 應 該 獲得 男女 相 等 的 勢力 。 可 惜 我 不 知道 這 權柄 如 何 取得 , 單 知道 

竄 然 要 戰鬥 ; 或 者 也 許 比 要 求 參 政權 更 要 用 劇烈 的 戰鬥 。 

唱 處 : 營 迅 ,〈 娜 拉 走 後 怎樣 》,1923 年 12 月 26 日 北京 女 子 高 等 師範 學 校 文 藝 會 講 。 

魯迅 點 出 , 單 靠 個 人 英雄 式 舉動 無 法 改變 社會 ', 更 需要 廣 當 

改革 。 但 娜 拉 的 問題 有 其 他 面向 。 而 有 些 未 婚 但 皆 來 自 相 當 權威 管 

教 家 庭 的 女 子 , 已 離 家 成 為 女 學 生 、 白 領 工人 、 工 廠 工人 、 妓 女 、 

茶館 女 侍 、 娛 樂 表 演 者 、 家 務 勞 動 者 、 女 權 人 士 與 革命 人 士 , 這 些 

129 

[98]



[99] 

中 國 女 性 的 命 連 究 竟 何去何從 ? 而 待 在 中 國 家 庭 的 女 性 開 始 有 何 種 

轉 變 ? 特 別 是 城市 女 性 並 不 如 五 四 史話 所 提 到 深 居 閩 閣 。 當 時 的 家 

庭 主 婦 從 婦女 報刊 中 讀 到 現代 思潮 與 家 政 觀念 。 她 們 參與 抵制 洋 貨 

的 愛 國 運動 , 購 買 國 貨 而 不 買 進 口 洋 貨 。 有 些 女 性 成 為 教育 工作 者 

與 作家 , 開 創 個 人 精彩 人 生 。 窮 困 女 性 則 到 新 式 工廠 、 小 店 舖 找 工 

作 , 來 打 理 家 計 養活 雙親 、 手 足 與 小 孩 。 某 些 如 秋 瑾 的 晚 清 女 性 真 

正 甩 門 離 家 , 因 家 人 反對 投入 政治 活動 或 其 個 人 揣 擇 而 產生 嫌 隙 衝 

突 。 有 些 則 如 魯迅 口中 的 「 墮 落 」 進 入 妓院 為 娼 。 不 過 , 這 些 女 性 

並 非 新 文 化 / 五 四 運動 書 寫作 品 中 最 顯著 的 社會 單獨 受害 者 。 

居家 與 辦公 女 性 群像 

1910 年 代 至 1920 年 代 初 期 , 家 庭 該 有 的 樣 貌 已 改觀 , 甚 至 在 許 
多 保守 派 書 寫作 品 中 , 將 已 婚 婦女 刻畫 為 訓練 有 素 的 現代 家 庭 守 護 

者 , 對 剛 成 立 的 民國 時 局 穩定 至 關 重 要 。 當 時 《 婦 女 時 報 》、《 婦 

女 雜誌 》、《 中 華 婦 女 界 》 等 新 雜誌 , 刊 載 許多 打 理 家 庭 內 外 的 日 

常 生 活 指引 。 這 些 雜 誌 名 都 帶 有 「 婦 女 」 二 字 , 傳 統 只 指 涉 家 中 
妻 女 , 當 時 則 現用 以 稱呼 名 媛 。 ” 季 家 珍 (Joan Judge ) 將 這 些 雜 誌 

中 提 及 的 女 教師 、 專 業 人 員 、 女 學 生 , 還 有 積極 投入 慈善 公益 的 士 

13 1911 到 1917 年 間 發 行 21 期 的 《 婦 女 時 報 》, 見 Judge 2015, 17 及 全 書 各 處 , 當 中 頁 
18 估 算 《 婦 女 時 報 》 可 能 總 發 行 量 高 達 6 到 7 千 份 , 若 加 上 許多 讀者 影印 流傳 , 
讀者 群 可 能 高 遠 14 萬 。 而 1915 到 1931 年 間 發 行 的 《 婦 女 雜誌 》, 據 佑 1920 年 代 初 
期 發 行 量 近 1 萬 潛在 讀者 可 能 更 多 *?Nivard 1984, 37-38. 該 刊 首 先 由 芒 慎 主 編 , 
1921 到 1925 年 出 章 錫 琛 主 編 , 並 由 魯迅 胞 弟 周 建 人 在 助 理 編 輯 。1925 年 末 , 章 錫 
琛 章 解 旋 ,1926 到 1929 年 任 《 新 女 性 》 主 編 。 關 於 章 錫 琛 主 編 經 歷 , 見 Link 1981, 
251; Nivard 1984. 40-42, 45-46: Wang 1999. 84-89: Ma 2003,. 3-8; Chiang 2006, 531-40。 有 
於 《 婦 女 雜誌 》, 見 Nivard 1984;: Wang 1999, 67-116; C. Chin 2006: S. Hu 2008: Hubbard 

2014。 從 1917 年 開 始 《 新 青年 》 也 有 包含 絃 忠 、 母 職 、 教 育 、 家 庭 改 革 與 參政 權 
等 議題 的 女 性 專欄 。Ma 2005b, 59-60。 關 於 刊載 大 眾 小 說 類 似 內 容 的 刊物 《 小 說 月 
報 》, 見 Gimpel 2001。 

14 Judge 20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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紳 名 媛 , 稱 為 「 民 國 仕女 J(Republiean lady)。 
儘管 男性 讀者 可 能 多 於 女 性 , 部 分 因為 受過 教育 的 男性 認為 , 

討論 婦女 議題 本 質 上 是 現代 事務 , 但 女 性 仍 會 出 現在 報刊 上 、 閱 讀 
且 有 時 為 其 撰 稿 。 "男性 也 會 替 報刊 寫 稿 , 且 常用 女 性 筆名 。 大 多 

數 要 女 子 不 總 足 、 去 讀書 、 教 書 、 出 外 走 看 世界 等 女 性 說 教 文 , 多 

出 自 男性 寫 手 。 《 婦 女 時 報 》 與 《 婦 女 雜誌 》 都 呈現 , 女 性 穿著 打 

扮 、 維 生 方式 、 在 學 校 學 什麼 、 從 事 什麼 體育 運動 、 該 怎麼 打 理 家 

務 跟 生 育 子女 , 還 有 得 體 的 性 慾 與 性 工作 之 模糊 界線 。 整 體 而 言 , 

這 些 報刊 所 描繪 出 當 時 家 內 外 所 浮現 的 城市 現代 性 視野 與 實踐 , 正 

改變 著 婦女 的 種 種 可 能 性 。 

《 婦 女 時 報 》 與 《 婦 女 雜誌 》 向 讀者 提供 外 國 女 性 楷模 , 如 英 

國 女 小 說 家 喬治 ‧. 艾 略 特 (George Eliot) 、 美 國 女 教育 家 麗 痕 女 

士 (Mary Lyon)、 維 多 莉 亞 女 王 、 帝 王 和 總 統 妻 女 ', 還 有 聖女 貞 德 

等 女 豪傑 。《 婦 女 時 報 》 也 報導 如 勃 靈 馬爾 女 子 大 學 (Bryn Mawr 

college ) 等 美 國 女 大 學 生 生 活 , 強 調 社交 互動 、 注 重 體育 及 參與 

學 生 自 治 活動 。 ”" 刊 名 雖 有 小 說 二 字 的 《 小 說 月 報 》 卻 是 刊載 包含 

加 拿 大 育 空地 區 女 礦 商 、 斯 壩 地 納 維 亞 地 女 船長 等 歐美 成 功 女 商 紀 

事 。2!《 婦 女 時 報 》 也 刊載 數 首 悼念 秋 瑾 與 革命 女 傑 詩詞 , 並 於 1915 

年 譴責 日 本 《 對 華 二 十 一 條 要 求 》。” 這些 報 刊 夾 雁 了 文 言 、 日 源 漢 

15 Judge 2015, 13,.33, 52-61. 

16 據 《 婦 女 時 報 》 主 編 包 天 笑 , 女 性 讀者 不 到 一 成 。Link 1981, 250, 195 。 Nivard 1984: 

47 則 估算 《 婦 女 雜誌 》 讀 者 約 有 九 成 為 男性 。 
17 Link 1981,. 171: Widmer 2006, 254;: Hu Ying 2008, 65; Widmer 2007, 40. 

18 雜誌 封面 展現 女 性 視覺 及 性 威 魅 力 , 騰 任 家 務 與 專業 工作 , 見 Judge 2015, 81-89 及 

Liang 2003, 83-86。 

19 Judge 2015, 62: C. Chin 2006, 497, 500-2.《 婦 女 雜誌 》 中 的 西方 案例 , 見 Wang 1999, 68: 
Chiang 2006, 523。[〔 編 按 〕: 美 國 女 教育 家 麗 痕 女 士 之 齊名, 出 自 《 婦 女 時 報 》 及 

《 婦 女 雜誌 》。 
20 Gimpel2001, 88-89- 

21 Judge 2015. 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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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4.1 

出 處 :《 婦 女 時 報 》13 (1914.4) 封面 "Joan Judgee 提 仁 供 。 
1914 年 出 入 活躍 的 女 性 

和
 

: 

和
 

A
A
 

132 婦女 與 中 國 革命



4 不 同 的 想 像 未 來 (1912-1927) : 五 四 史話 

詞 , 還 有 當 時 改革 人 士 開 始 在 出 版 品 中 納入 為 擴大 讀者 群 的 日 常 白 
笑 文 。 而 當 中 部 分 內 容 改編 或 譯 自 歐美 或 日 本 出 版 品 , 並 將 當 時 世 

界 流行 的 生 育 學 、 性 學 、 優 生 學 和 家 政 學 觀念 引進 中 國 國 內 。 

《 婦 女 雜誌 》 的 預 設 讀者 則 是 現代 小 家 庭 的 專業 家 管 。 美 國 當 

時 新 興 的 家 政 學 成 為 範本 , 並 透過 翻譯 《 家 庭 女 報 》(Zodjes oue 

oryg/) 等 美 國 雜誌 中 關於 衛生 保健 、 家 政 及 家 長 教師 聯合 會 好 處 

等 文 章 ' 來 傳遞 新 知 觀念 。 同 時 也 將 烤箱 、 吹 風機 、 養 蜂 養 雞 方 

法 、 製 紙 、 縫 製 帽子 與 手套 、 花 木 裁剪 園藝 等 新 發 明 介 紹 給 廣大 婦 

女 。> 該 刊 亦 指導 婦女 學 會 使用 縫紉 機 、 精 通 家 用 化 學 與 家 庭 保健 

等 科學 知識 , 還 有 詳細 記錄 家 庭 收 支 帳 務 。 當 時 將 家 政 學 背後 的 

科學 管理 刻畫 成 一 套 日 新 月 異 的 知識 , 而 跟 上 這 不 斷 提升 的 標準 是 

現代 家 庭 主 婦 之 職責 所 在 。~ 

《 婦 女 雜誌 》 提 出 , 亦 確實 採用 以 「 住 在 打 掃 乾淨 且 有 條 不 

紊 的 中 產 或 上 層 階 級 雙親 跟 小 孩 之 都 市 幻想 」 為 中 心 , 即 舒 海 潤 

(Helen Schneider ) 所 謂 的 「 幸 福家 庭 論 」(happy family ideology ) 。 

此 類 型 家 庭 女 主 人 會 熟練 地 打 理 好 家 中 室內 空間 , 營 造 出 一 種 「 美 

滿 家 庭 」 氛 圍 , 進 而 成 為 振興 之 基礎 。” 一 如 貝 利 (Paul Bailey ) 表 

示 , 當 時 某 些 作家 認為 「 若 今後 之 女 子 能 以 賢 母 自 期 而 盡 此 任務 , 

則 即 所 以 盡 其 為 妻 為 母 之 天 職 而 貢獻 於 國 家 者 , 其 動 續 之 大 , 當 比 

諸 男子 殉 身 於 國 家 軍人 曝 骨 於 繹 場 」。 
為 了 扮演 好 這 樣 的 角色 , 女 性 有 必要 維持 健康 , 且 當 時 將 女 性 

22 Judge 2015, 20, 23-27: Chiang 2006, 521-22. 

23 Bailey 2007, 96: Schneider 2011 也 探討 了 其 他 刊物 ; Wang 1999, 73。 

24 Nivard 1984, 39: Orliski 2003, 56. 

25 Judge 2015,.167-69, 131,. 102-3; Chiang 2006, 522- 

26 Schneider 2011, 22- 

27 Schneider 2011, 21-22。 五 四 運動 書 寫 中 相 關 論 述 與 優生 學 間 的 關係 , 見 Sakamoto 

2004, 351-354 = 

28 Bailey 2004, 232.[ 編 按 〕: 相 關 敘 可 出 自 天 民 ,《 教 育 雜誌 》10.8(1918): 1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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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視 為 舉國 上 下 重視 之 議題 。《 婦 女 時 報 》 中 的 文 章 描述 「 駝 背 」 
與 臉色 「 蒼白 」 的 中 國 婦女 , 與 高 大 健壯 的 美 國 婦女 形成 對 比 。 當 

時 的 所 稿 者 警告 , 婦 女 束 胸 會 嚴重 影響 呼吸 與 哺乳 , 提 倡 使用 月 經 
棉 片 而 非 粗 糙 破 布 , 並 將 月 經 視 為 女 性 生 理 正常 機 制 。 而 當 時 觀念 
認為 , 若 在 身體 虛弱 的 經 期 內 羽 於 照護 , 恐 引起 日 後 病痛 。 《 婦 女 
雜誌 》1919 年 刊載 某 篇 由 日 文 報刊 翻譯 、 且 分 兩 期 連載 的 社 說 中 曾 

提 及 , 婦 女 月 經 時 易 犯 罪 , 且 妊娠 及 生 產 所 生 之 疾病 更 屬 不 少 , 而 
性 別 差異 則 是 根深 蒂 固 與 生 俱 來 的 。” 這 些 報刊 之 所 以 弧 欲 傳播 相 
互 矛盾 的 現代 科學 新 知 , 以 培養 女 性 初 成 為 受過 完整 教育 的 強大 中 

國 公民 , 這 是 因為 多 數 翻譯 文 章 認為 , 女 性 先 天 生 理 與 智力 不 如 男 

性 。 某 男性 作者 曾 在 《 婦 女 雜誌 》1918 年 某 期 列 出 女 界 八 大 缺失 : 
「 一 曰 奢侈 、 二 曰 逸 樂 、 三 曰 放蕩 、 四 曰 偏 私 、 五 曰 患 陋 、 六 曰 禮 
隊 、 七 曰 忌 嫉 、 八 曰 陰 毒 」。、! 

隨 著 五 四 運動 展開 ,《 婦 女 雜誌 》 編 輯 重點 轉 為 主 張 婦女 解 
放 , 提 供 讀者 譯 自 日 本 與 歐美 婦女 運動 與 社會 主 義 的 論述 文 章 。7 
以 男性 為 多 數 的 撰 稿 者 持續 告 誠 當 時 女 子 該 改造 自 我 , 才 得 以 協助 

改造 中 國 。《 婦 女 雜誌 》 也 出 版 專 號 來 討論 離婚 問題 、 產 兒 限制 、 
戀愛 與 結婚 、 貞 操 及 婦女 運動 等 種 種 對 婦女 解放 之 障礙 。~” 

當 時 這 些 婦女 報刊 也 常 討論 , 現 代 婦 女 該 如 何 遊走 浪漫 愛 情 

與 性 , 同 時 透過 選擇 性 生 育 、 追 求 預期 遺傳 基因 的 優生 學 , 來 強國 

強 種 。 1922 年 ,《 婦 女 雜誌 》 編 輯 主 張 , 婦 女 性 解放 得 以 改善 母 

29 Judge 2015,141.144-45, 132: Lin 2013, 303. 

30 Zhu 2014, 154. 〔 編 按 〕 : 見 君 害 譯 ,〈 自 醫學 觀 之 良 妻 賢 母 主 義 ( 續 )》,《 婦 女 雜 
誌 》5.8(1919): 2。 

31 Wang 1999, 71. 〔 編 按 ] : 見 丁 估 甲 ,〈 女 界 大 言 》,《 婦 女 雜誌 》4:2(1918): 5-6、 
4.3(1918): 1-4。 

32 Nivard 1984, 40-41- 

33 Wang 1999, 79-84, 87, 

34 Borthwick 1985,84: Wang 1999, 101. 關於 1920 年 代 全 球 性 論述 在 地 化 , 見 Roeha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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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 也 因而 達成 「 種 族 的 進 化 、 人 類 的 向上 」。# 該 名 男 編 輯 借重 
瑞典 女 權 運動 人 士 愛 倫 凱 (Ellen Key ) 女 士 之 觀點 , 強調 生 物 基礎 
上 的 性 別 差異 、 宣 揚 母性 天 職 理念 , 並 認為 戀愛 本 身 是 以 生 物 學 為 
基礎 且 符合 優生 學 , 因 為 「 當 戀愛 是 自 由 無 拘束 、 完 全 別 無 用 心 , 

個 人 與 民族 皆 能 從 中 受益 」。 ”《 婦 女 雜誌 》1925 年 第 一 期 以 「 新 
性 道德 號 」 特 輯 繼續 此 討論 , 該 期 男 編輯 與 扎 稿 人 說 明了 個 人 性 

慾 、 戀 愛 的 重要 性 、 離 婚 權利 , 及 「 有 助 未 來 世代 產生 」 的 性 約 定 

觀念 。 這 批 扎 稿 人 將 性 議題 與 當 時 世界 上 反覆 出 現 的 討論 連結 , 

亦 即 自 晚 清 以 來 流傳 至 中 國 的 強國 與 「 強 種 」 這 兩 種 概念 。“” 如 同 
當 時 世界 其 他 地 方 , 女 權 主 義 因此 與 優生 學 , 還 有 特 別 是 女 性 生 

育 角色 產生 密 不 可 分 的 關聯 。” 當 美 國 生 育 控制 運動 人 士 山 額 夫人 
(Margaret Sanger )1922 年 到 中 國 發 表 數 場 公開 演講 時 發 現 , 在 場 聽 

眾 對 能 提升 中 國 人 品 質 且 有 准 女 性 的 計 畫 生 痛 觀 念 感 興趣 。 ~” 此 假 

設 在 於 , 若 人 們 能 自 由 選擇 伴侶 , 性 滿足 就 會 隨 育兒 品 質 提 升 , 就 
能 讓 中 國 社會 踏 入 進 步 之 路 。 

但 這 條 路 並 非 如 此 確定 。 女 作家 並 非 始終 認同 男性 本 位 女 權 人 

35 Wang 1999, 101.[ 編 按 〕 : 此 敘述 出 自 生 說 ,〈 婦 女 運動 的 新 傾向 》,《 婦 女 雜誌 》 
9.1(1923): 6-7 : 據 王政 文 中 的 說 法 , 此 為 編輯 即 為 當 時 主 編 章 錫 陜 。 

36 Chiang 2006, 536. 關於 愛 偷 凱 此 段 時 間 在 中 國 的 影響 , 見 Witke 1970, 140-43: Nivard 

1984, 41; Chiang 2006, 531-40。 [ 編 按 ]: 此 段 敘述 出 自 周 鞍 人 ,〈 繼 愛 選擇 與 優生 
學 ),《 婦 女 雜誌 》11.4(1925): 6-7。 

37 Ma 2003, 5-6, 引 自 頁 5。 亦 見 Hubbard 2014, 352-53。 這 期 專刊 因 爭 議 導致 主 編 章 錫 
琛 部 任 , 見 Wang 1999, 111。 

38 關於 晚 清 到 五 四 運動 的 優生 學 , 見 Dike6tter 1992, 169-77; Dik6tter 2015, 108-14: 
Sakamoto 2004; Barlow 2004, 尤 見 頁 78-87。Dik6tter 1998: 105-111 瓶 察 到 「 優 生 學 」 

一 詞 , 在 1920 到 1930 年 代 流 行 。 他 也 指出 (1992: 175-177 及 2015: 112-114) 優生 學 
與 女 權 並 非 一 直 相 容 。 當 時 中 國 知名 優生 學 家 潘 光 旦 , 就 不 贊同 生 育 控制 、 晚 婚 或 
女 性 獨立 自 主 。 而 偏好 有 利 優生 的 中 國 傳統 婚姻 。 

39 Barlow 2004; Chiang 2006. 

40 Chinang 2006, 537: Staplton 2016, 169: Sakamoto 2004,. 345-50: Barkey 2000. 

41 Barlow 2004, 100 ; 亦 見 Dik6tter 1995; Dikotter 1998, 103-4: Sakamoto 20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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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所 提倡 的 「 新 道德 」 有 益 於 婦女 , 也 不 認為 這 些 男性 觀點 的 「 新 
女 性 」 意 義 夠 寬 廣 。1926 年 末 在 一 篇 刊 於 《 新 女 性 》、 名 為 〈 給 男 
性 》 的 時 評 中 , 身 兼 作家 與 記者 的 陳 學 昭 就 曾 表 示 , 有 思想 有 學 間 
的 兩 性 結合 從 來 沒 有 一 對 是 和 諧 的 。 男 性 想 找 個 生 小 孩 的 良 母 、 供 
他 娛樂 當 聽 差 的 賢 妻 , 但 卻 「 對 有 知識 的 女 性 是 不 理解 的 , 他 們 不 
以 自 己 的 性 質 來 融合 女 性 , 對 於 女 性 的 心理 、 生 理 苦 痛 , 或 歡樂 及 
種 種 的 特 性 都 是 不 了 解 、 不 共同 的 」。 接 續 她 在 另 一 篇 中 提 到 , 若 
知識 女 性 必須 停 下 外 頭 的 工作 , 回 家 打 理 家 庭 與 小 孩 , 丈 夫 很 快 就 
會 「 忘 記 妻 子 有 多 聰明 能 幹 , 也 忘 了 若 未 為 人 妻 為 人 母 , 在 社會 上 
有 多 活躍 」。 陳 學 昭 也 同 樣 發 表 了 兩 篇 短篇 故事 , 描 寫 知識 女 性 發 
覺 婚姻 與 家 庭 生 活 無 趣 且 有 所 不 滿 。4 

報刊 媒體 下 所 展現 的 「 新 女 性 」 是 受過 教育 、 關 心 國 事 時 政 且 
或 許 在 政治 上 活躍 的 社會 類 別 。 新 女 性 是 自 給 自 足 的 , 通 常 是 當 老 
師 、 或 是 在 辦公 室 、 銀 行 、 百 貨 公司 、 出 版 社 、 電 話 公司 或 法 律 事 
務 所 工作 。 新 女 性 擁有 人 格 , 能 為 自 己 著 想 且 行 事 正 直 。# 簡 言 
之 ', 也 就 是 娜 拉 可 能 想 成 為 的 女 性 。 

而 如 同 女 學 生 出 現 街 頭 讓 時 評 家 不 自 在 , 女 性 職員 現身 男性 主 
導 的 職場 也 讓 人 憂心 仲 仲 , 時 而 引發 大 眾 謹 然 議論 。 而 這 就 如 席 上 
珍 發 生 的 案例 , 當 時 在 《 商 報 》 擔 任 女 書 記 員 的 她 ,1922 年 某 晚 在 
辦公 室 以 茶壺 電線 自 蠻 身亡 。“” 她 生 前 曾 借 其 男性 選 主 湯 節 之 5 千 元 
投資 上 海 股市 , 但 這 筆 錢 在 股市 崩盤 後 賠 光 。 這 是 她 第 三 次 嘗試 自 

和 陳 學 昭 ,〈 給 男性 》,《 新 女 性 》1.12(1926.12): 897-901, 第 一 段 引文 轉 引 自 Ma 2003, 
17-18; 第 二 段 轉 引 自 Dooling and Torgeson 1998, 165-73, 當 中 頁 171。 關 於 該 短篇 故 
事 , 見 Ma2003. 16-17, 亦 見 Zumdorfer 2005。 

43 Wang 1999, 16, 23. 關於 新 文 化 與 五 四 運動 時 期 改革 派 知 識 分 子 人 士 發 展 的 「 現 代 婦 
女 」 概 念 , 見 Edwards 2000, 116 : 相 關 文 學 敘 玉 , 見 Feng 2004。 關 於 女 性 白領 與 就 
業 , 見 Cheng 2011,65-67; Stapleton 2016, 180。 

44 Goodman 2005b. 265. 

45 接 下 來 的 討論 , 除 另 提 及 , 皆 依據 Goodman 2005a, 2005b, 200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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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 席 家 指控 這 位 受過 美 國 教育 、 活 躍 政 治 的 改革 人 士 湯 節 之 涉嫌 

誹 峽 、 並 強 納 席 上 珍 為 妾 , 而 他 則 予以 占 正 否認 。 

席 上 珍 死 後 , 儘 管 證據 薄弱 , 湯 節 之 仍 以 詐欺 罪 受 審 並 入 監 服 

刑 。 這 起 案件 導致 報刊 與 小 報 文 章 一 時 大 量 湧現 , 也 有 相 關 詩詞 與 

劇作 出 現 。 正 如 顧 德 曼 (Bryna Goodman) 指出 ', 時 評 家 從 這 起 自 

霖 事件 吸取 不 盡 相 同 的 經 驗 。 保 守 派 人 士 集 中 批 評 湯 節 之 , 其 因 涉 

入 政治 活動 而 樹 敵 無 數 。 席 上 珍 自 殺 事 件 順勢 也 成 為 外 界 批 評 股 票 

市 場 的 機 會 , 當 時 普遍 認為 這 種 不 穩定 的 新 機 制 是 神 祕 、 和 危險, 還 

可 能 「 致 命 」。 和 至 於 男性 新 文 化 運動 人 士 則 是 席 上 珍 為 ' 受 未 完全 

改革 社會 迫害 旻 牲 的 女 界 先 鋒 」。 ” 某 些 女 權 評論 家 則 訴 諸 自 殺 與 婦 

德 間 的 歷史 關聯 , 表 示 席 上 珍 選擇 自 欠 以 保全 個 人 貞節 清白 。 此 

說 法 有 些 複雜 : 一 方面 憂慮 女 性 現身 公眾 場合 而 不 可 避免 會 唱 受 到 

性 暴力 威脅 , 但 同 時 堅 稱 女 性 不 如 保守 人 士 所 擔憂 的 , 因 為 外 出 工 

作 而 忘卻 婦 德 。 

新 文 化 運動 之 前 與 進 行 期 間 , 許 多 作家 告 誠 有 識 女 性 該 如 同 

(婦女 時 報 》 某 男性 撰 稿 者 主 張 , 得 在 積極 投入 世界 公眾 事務 與 履 

守 「 冷靜 、 安 靜 、 節 儉 、 顧 家 與 專注 教養 後 代 等 舊 規 矩 」 之 間 謹 慎 

拿捏 分 寸 。 這 並 非 是 強調 獨立 自 主 與 選擇 的 娜 拉 支 持 者 所 號 如 的 家 

庭 革 命 , 而 是 當 時 新 報刊 的 男性 與 女 性 撰 稿 者 持續 提供 給 女 性 的 建 

議 e 

家 庭 幫傭 

當 然 , 對 許多 女 性 而 言 , 家 庭 並 非 是 一 個 自 己 能 嚴謹 控 管 主 導 

46 Goodman 2005a, 83: Goodman, 2005c. 關於 報刊 評論 + 見 Lan and Fong 1999, 102-110。 

47 Goodman 2005a, 71. 

48_ Goodman 2005a, 86-88: Goodman 2005b, 275, 278-79. 

49 Judge 201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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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單位 。 這 是 受 雇 擔任 幫傭 處 理 家 事 勞 動 的 工作 場所 。 
富貴 人 家 中 屜 用 的 幫傭 之 中 , 就 屬 女 傭 或 婢女 引起 最 多 報刊 

討論 。 這 些 通常 介 於 8 至 12 歲 的 年 輕 女 子 , 一 般 多 從 貧困 農家 賣 給 
城中 有 錢 人 家 。 在 賣身 契 中 會 明定 給 賣家 販賣 該 女 子 的 金 額 。 買 家 
則 掌握 該 女 子 絕對 權利 , 並 有 權 將 其 轉 賣 他 人 。 該 女 子 就 會 待 在 該 
戶 人 家 中 生 活 與 工作 來 換取 食 宿 , 直 到 適 婚 年 齡 依 賣身 契約 定 , 主 
人 該 替 適 婚 婢女 擇偶 , 這 意味 著 將 其 許 配給 他 人 或 給 有 錢 人 納 為 小 
妾 。 民 國 初 年 , 有 識 之 士 努力 爭取 廢除 蓄 婢 之 風 , 直 指 蓄 婢 此 風 將 
女 子 軟 禁 在 家 、 永 無 止 盡 的 工 時 , 還 有 潛在 肢體 與 性 虐待 。 捍 衛 凜 
婢 人 士 則 反駁 , 稱 此 風俗 為 一 種 善意 聘 碾 與 保護 , 讓 這 些 女 子 免 於 
挨 餓 或 渝 為 娼妓 , 且 日 後 亦 可 納 為 妻妾 而 得 以 衣食 無 缺 。3 

女 傭 婢女 只 是 一 種 家 庭 幫 傭 的 形式 。 浙 江寧 波 富貴 門 第 會 找 貧 
苦 人 家 來 當 阿 姆 , 到 家 裡 打 掃 煮 飯 洗衣 , 還 會 請 照料 個 人 起 居 的 隋 
從 。 已 婚 婦女 會 透過 簽訂 契約 或 私人 安排 來 從 事 家 庭 幫 傭工 作 , 
且 通常 都 會 住 進 該 戶 人 家 。1920 年 代 的 北京 家 庭 請 的 老 媽 子 , 除 包 
食 宿 外 , 每 月 固定 可 賺 3 到 6 元 不 等 工資 , 還 有 打 賞 跟 小 費 。 而 這 些 
多 半 由 年 長 婦人 經 營 的 人 力 仲 介 所 , 會 替 求職 者 與 想 找 幫傭 的 人 家 
進 行 媒 合 。 家 庭 幫 傭 職 責 包 括 了 打 理 家 務 、 縫 縫補 補 、 照 顧 小 孩 , 
還 有 採買 等 差事 。77 

來 當 家 庭 幫 傭 的 通常 是 初 到 乍 到 大 城市 發 展 的 女 性 , 這 些 女 
性 因為 丈夫 外 出 求職 後 失蹤 而 遭 貴 棄 、 或 是 丈夫 吸 鴉 片 成 癮 讓 家 庭 
生 計 陷入 困境 。 在 先 前 提 及 的 寧 老 太 太 口述 資料 中 , 她 在 丈夫 三 番 
兩 次 想 賣 女 兒 買 收 片 抽 後 , 開 始 當 起 家 庭 幫 食 , 因 而 得 離 家 外 出 工 

530 Stapleton 2016, 17-47; Topley 1975, 77; Stockard 1989, 27-28: Jaschok 1989; Chin 2012,. 11, 
37-51,61-63, 73-77. Jaschok and Chin 大 量 討論 到 當 時 香港 的 狀況 。 

351 Mann 1992, 255-56.[ 編 按 〕: 亦 即 裸 姆 、 乳 母 之 俗稱 。 
52 Cheng 2011, 53-54; Ma 2015,64-65, 1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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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在 言談 中 流露 出 羞愧 之 情 。 對 她 來 說 ,' 這 可 是 比 乞討 還 難 。 

r 我 已 經 討 飯 討 了 一 年 , 但 卻 住 在 自 己 的 家 裡 。 現 在 我 不 能 住 自 己 

的 家 "非得 『 出 外 』 不 可 ,' 雖 然 我 們 家 的 女 人 過 去 一 向 沒 有 “出 

外 』」 過 。」。"“” 她 前 後 到 當 官 人 家 或 外 國 主 人 家 中 縫補 幼兒 衣物 、 煮 

飯 、 洗 衣 、 服 侍 用 餐 、 替 太 太 梳頭 , 還 有 照顧 嬰兒 。 比 起 有 些 出 身 

婢女 或 妓女 的 太 太 們 , 她 強調 自 己 畢竟 出 身 名 諺 門 第 , 還 懂得 不 同 

場合 的 規矩 跟 分 寸 。 

學 生 

1916 年 , 違 抗 湖南 農村 守舊 觀念 的 母親 , 讓 當 年 10 歲 的 謝 冰 瑩 

去 讀 全 是 男孩 的 私塾 。” 但 正當 受到 大 哥 鼓 勵 的 謝 冰 和 警 , 在 央求 母 

親 讓 她 去 長 沙 讀 大 同 女 校 時 , 母 親 卻 反 對 了 。 然 而 ' 母 親 在 謝 冰 勞 

絕食 三 日 後 只 得 讓 步 。 謝 冰 瑩 12 歲 那 年 在 大 同 女 校 , 不 顧 母 親 三 令 

五 申 , 解 開 了 裹 腳 布 。 她 之 後 陸續 就 讀 了 兩 間 女 校 和 師範 學 校 , 最 

後 參加 北伐 , 日 後 更 以 戰地 記者 及 其 自 傳 留 名 於 世 。 

當 時 並 非 所 有 女 學 生 會 成 為 革命 人 士 或 作家 。 但 隨 女 子 教育 

的 開 展 , 學 校 確實 產生 一 個 不 同 於 家 庭 的 社會 面相 、 孕 育 出 政治 活 

動 , 且 成 為 學 生 與 教師 逃脫 家 庭 束縛 與 包辦 婚姻 的 庇護 所 。 女 子 

中 學 、 師 範 學 校 , 以 及 少數 招收 女 學 生 的 大 學 , 成 為 建構 新 社會 關 

係 與 傳播 女 權 、 民 族 主 義 與 革命 等 新 觀念 的 基地 。 

1910 到 1920 年 代 間 , 各 級 學 校 女 學 生 數 持續 增長 , 由 1912- 

53 Pruitt 1967, 73.〔 編 按 ]: 此 部 分 關於 寢 老 太 太 之 敘述 與 引用 可 見 Pruitt 該 著 作 中 譯 

版 : 慶 中 和 、 了 張 風 珠 譯 ,《 漢 家 女 》( 臺北 : 學 生 書 局 ,1993) , 頁 51。 

2 Pruitt 1967, 76, 114, 141,. 107-8. 

55 除 另 標註 , 所 有 謝 冰 上 瑩 資料 皆 出 自 其 英 譯 版 自 傳 Xie 2001。 亦 昂 Edwards 2016b, 66- 

90: Dooling 2005, 32, 118-21。 

56 Xie 2001; Stapleton 2008, 1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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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年 度 非 教 會 學 校 的 141,130 人 , 攀升 至 1922-1923 年 度 的 417,320 

人 。 但 全 國 女 學 生 仍 為 少數 , 僅 占 整 體 5% 至 7%。” 而 全 國 女 大 生 

也 相 當 稀少 ,1923 年 有 847 人 ,1928 年 則 有 1,495 人, 約 占 整 體 的 

8.5%。 而 各 級 學 校 中 , 未 上 學 者 則 占 多 數 。 以 1916 年 華北 的 直 款 

來 說 , 當 時 1/3 的 男孩 上 學 讀書 , 但 上 學 的 女 孩 僅 有 1.24%。 

到 師範 學 校 就 讀 的 年 輕 女 子 是 免費 入 學 , 而 畢業 後 要 到 中 小 學 

任教 。 隨 普通 教育 體系 開 始 普及 , 女 性 教師 職 缺 亦 隨 之 增加 , 女 性 

逐漸 也 能 到 高 等 教育 機 構 去 教書 。” 而 曾 於 美 國 瓦 薩 學 院 及 芝加哥 
大 學 就 讀 的 陳 衡 哲 (1890-1976) 1920 年 到 北京 大 學 講授 歷史 , 而 成 

為 中 國 史上 首位 大 學 女 教授 。 

民國 初 年 的 女 子 學 校 課程 不 斷 在 更 改 。 初 高 中 生 要 上 本 國 史 、 

外 國 史 、 本 國 地 理 、 外 國 地 理 與 公民 課 。 男 學 生 要 上 軍訓 課 , 女 學 

生 則 要 上 家 事 、 園 藝 與 縫紉 課 。 女 學 生 的 數 學 、 外 文 及 體育 課時 數 

比 男 學 生 少 。“”1920 年 代 初 , 批 評 中 國 家 庭 制 度 與 婦女 地 位 的 文 章 
也 逐漸 納入 部 分 國 語 課本 之 中 。 全 

女 中 學 生 通常 會 上 寄宿 學 校 , 而 此 經 驗 得 以 形成 一 種 新 認同 

感 。 發 表 文 章 的 年 輕 女 性 通常 會 標明 自 己 學 校 , 而 且 女 學 生 班 級 照 

57 Bailey 2006, 179. 1917 年 佔 計 有 17.2 萬 名 女 孩 上 中 國 人 自 辦學 校 , 仍 不 到 全 轅 學 生 
數 5%。 Borthwock 1985, 82. Bailey 1985: 85-86 補充 ,1912 年 有 10,146 名 女 中 學 生 , 上 回 
全 體 學 生 數 9.77% =。1922 年 女 中 學 生 數 微 帆 成 長 至 11,824 名 、 但 全 體 學 生 右 比 降 至 
6.46%。1910 到 1912 年 間 , 另 有 6 到 7 萬 名 教會 女 校生 ,1920 年 代 初 期 , 教 會 女 中 學 
生 則 為 非 教 會 學 校 的 一 半 。Bailey 2007, 34-35; Dunch 2009, 69. 因此, 民國 初期 各 級 教 
會 學 校 肩 負 約 1/3 的 女 孩 和 年 輕 女 性 教育 。 

58 Bailey 2007, 109. 
59 Bailey 2007, 88. 

60 Cong 2007, 尤 其 頁 87-94。Cong (91) 提 到 1923 年 中 國 有 25 濕 中 學 ,67 間 女 子 師 乾 學 

校 。 亦 見 MecElroy 2001: Orliski 2003, 49。 

61_Ye 2001, 146-49; Gimpel 2015:. 陳 衡 哲 出 版 一 本 西方 世界 與 歐洲 文 蔡 復 興 暢銷 歷 忠 書 。 
62_Culp 2007, 33-36. 
63 Culp 2007, 140-43,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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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4.2 1913 年 女 學 生 

出 處 :《 婦 女 時 報 》9 (1913.2) 封面 'Joan Judge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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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也 刊登 在 婦女 報刊 上 。” 女 學 生 在 國 慶 日 或 其 他 場合 表 演 舞 蹈 , 
參與 種 種 公開 的 新 公民 活動 。” 而 學 生 在 課堂 外 則 透過 演講 、 讀 書 
會 及 報刊 雜誌 , 接 觸 新 文 化 運動 及 政治 理念 。6 

現身 公眾 場合 的 年 輕 女 性 持續 引起 大 眾 焦慮 。 政 府 官員 與 保守 
人 士 仍舊 主 張 , 女 校 應 該 是 學 生 學 習 包括 煮 飯 、 針 線 活 、 營 養 、 衛 
生 、 預 算 及 養育 子女 等 種 種 持家 技能 的 場所 。”《 婦 女 時 報 》 出 現 許 
多 文 章 ', 告 誠 女 學 生 應 當 穿著 簡單 , 拒 絕 名 妓 時 尚 , 也 該 克制 與 男 
性 往來 , 並 避免 當 時 女 校 的 同 性 愛 。 和 這 類 批 評 多 半 擔 心 女 性 會 因 
此 剪 瀏 海 、 戴 金 框 眼 鏡 、 穿 高 跟 鞋 、 只 穿 裙 而 不 內 加 長 褲 、 公 開 對 
年 輕 男 性 示 好 、 跟 同 學 發 展 同 性 愛 關係 、 拒 絕 父母 包 辦 婚姻 , 比 起 
家 務 事 更 關心 國 際 事 務 等 各 式 各 樣 深 植 人 心 的 西化 行 為 。@ 

在 校園 中 , 學 生 時 常 要 與 限制 他 們 行 為 的 大 人 權威 針鋒相對 , 
批 評 學 校 行 政 人 員 任意 打 開 女 學 生 的 信件 , 查 看 是 否 有 與 年 輕 男性 
暗 通 款 曲 。 而 謝 冰 瑩 當 年 讀書 時 , 就 曾 遭 校內 資深 女 老師 警告 , 
別 跟 年 輕 、 教 理科 的 男 老 師 有 說 有 笑 ; 該 名 男 老 師 為 此 憤 而 辭職 
後 , 她 就 與 同 學 施 壓 該 名 女 老師 辭職 。”1913 年 , 時 任 北 京 女子 師 

64 Judge 2015, 159. 

65 Culp 2007, 213: MeElroy 2001,.359-61. 

66_Culp 2007, 132-39. 

67 Bailey 2004, 238; Bailey 2006, 177-78; Bailey 2007, 95-96, 103。 Cong 2007: 93-94 主 張 , 
類 似 課程 拓展 了 女 性 從 事 教學 職 涯 的 可 能 發 展 。 女 子 教 育 內 容 論戰 持續 至 1940 年 
代 , 見 Schneider 2011, 57-80 = 

68 Judge, 2015, 178, 187-88, 182: Bailey 2007, 83-84: Bailey 2006, 190; Xie 2011,40-44。 關 於 
《 婦 女 雜誌 》 對 同 性 慾 鹿 可 能 性 的 討論 , 可 見 Hubbard 2014, 351, 353-55。 1920 年 代 
時 評 與 虐 構 小 說 的 女 性 同 性 愛 , 見 Sang 2003, 99-160: Dooling and Torgeson 1998, 177. 
184-95。 小 報 提 及 的 同 性 愛 , 見 Kang 2009, 90-96。 Wang 2011 討論 1930 年 代 《 玲 瓏 》 
雜誌 批 評 與 病態 化 同 性 愛 。 

69 Bailey 2004, 235-36, 227; Bailey 2006, 180, 190; Bailey 2007, 100-15 Bailey 2001; Chiang 
2006, 524: Finnane 1996, 108. 

70 Ma2005b, 78: Deng 1999 [19211]. 
7] Xie 200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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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 學 校 的 男 校長 禁止 該 校 女 學 生 讀 報 後 , 引 發 學 生 向 教育 部 陳情 搞 
議 , 並 投書 當 時 知名 報刊 。 

1925 年 , 該 校 改 稱 北京 女 子 師範 大 學 , 當 時 學 生 把 女 校長 楊 蔭 

榆 趕 下 台 。 畢 業 自 哥倫比亞 大 學 教育 學 院 的 楊 蔭 榆 , 當 時 對 學 生 有 

諸多 限制 , 並 將 參與 政治 運動 的 年 輕 女 學 生 退學 。 楊 蔭 榆 自 始 至 終 

認為 自 已 情 如 學 生 之 母 , 但 當 年 也 在 該 校 任教 的 魯迅 則 認為 , 她 更 

像 壓 迫 童養媳 的 惡 婆婆 。 ” 女 師 大 學 生 當 時 占領 校長 辦公 室 持續 半 
年 , 期 間 該 校 暫時 被 迫 關 閉 , 最 終 在 警力 強制 驅 離 抗爭 學 生 , 這 也 

讓 楊 蔭 榆 因此 遭 解 職 下 台 。 
女 學 生 在 校園 外 一 樣 活 躍 。 部 分 學 生 參與 附近 貧 戶 的 識字 教學 

計 畫 , 成 為 針對 貧困 民眾 的 政治 動員 第 一 步 。 五 四 運動 期 間 有 超 

過 千 名 女 學 生 上 街 抗議 。“1920 年 五 七 國 恥 紀念 日 , 謝 冰 瑩 在 校內 

舉辦 一 場 針對 1915 年 日 本 《 對 華 二 十 一 條 要 求 》 之 紀念 遊行 , 當 
天 她 就 遭 教 會 學 校 開 除了 。 如 同 她 在 自 傳 自 嘲 :「 當 天 的 黃昏 , 我 

” 就 離開 了 上 帝 的 學 校 , 我 只 為 愛 國 而 得 到 被 開 除 的 報酬 了 。」”1925 
年 , 她 參與 其 他 長 沙 學 生 抗議 上 海 五 卅 慘案 的 全 市 遊行 。 

但 當 學 生 把 抗議 活動 移 至 校外 , 就 步 入 了 危險 之 地 。1926 年 3 

月 , 有 47 名 示威 群眾 在 北京 抗議 中 , 遭 軍閥 暨 臨時 總 統 段 祺 瑞 軍隊 
槍殺 , 而 當 中 有 6 名 女 學 生 。 人 魯迅 在 北京 女 子 師範 大 學 的 學 生 劉 和 

珍 也 不 幸 在 此 事件 中 遇難 。 人 魯迅 在 悼 文 中 流露 對 政治 的 絕 剖 , 但 從 

這 群 女 學 生 的 勇氣 中 找 到 一 絲 希 龐 : 

及 Judge 2015, 161; Bailey 2004, 237. 

103-5。 

74 Cong2007,. 105. 

75 Culp 2007,.254-55. 

76 Chow 1960, 151: Cheng 2011, 29. 

77 Xie2001,35. 

73 Gilmartin 1995, 124-25; Cong 2007, 104-5. 關 於 該 校 歷 史 , 見 Cong 2007, 16, 81,.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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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目睹 中 國 女 子 的 辦事 , 是 始 於 去 年 的 , 雖 然 是 少數 , 但 看 

那 幹練 堅決 , 百 折 不 回 的 氣概 ' 曾 經 屢次 為 之 感 嘆 。 至 於 這 

一 回 在 彈 雨 中 互相 救助 , 雖 殘 身 不 恤 的 事實 , 則 更 足 為 中 國 

女 子 的 勇 毅 , 雖 遭 陰 諜 祕 計 , 壓 抑 至 數 千年 , 而 終於 沒 有 消 

亡 的 明證 了 。 倘 要 尋求 這 一 次 死傷 者 對 於 將 來 的 意義 , 意 義 
就 在 此 到 2 

工廠 女 子 和 手工 業 婦 女 

進 入 棉 紡 、 樂 絲 、 菸 草 處 理 等 現代 化 工廠 工作 的 女 性 勞工 , 成 

為 20 世 紀 初 期 新 現象 。 機 器 生 產 工廠 主 要 集 中 在 通商 口岸 城市 , 當 
中 又 以 上 海 為 製造 業 中 心 。 據 某 研究 估計 ,1915 年 全 國 女 性 製造 業 

從 業 人 員 為 62 萬 名 。 ” 但 政府 統計 的 女 工人 數 則 少許 多 , 約 有 25 萬 
名 , 僅 占 全 國 製造 業 勞工 的 123。 

或 許 數 據 之 所 以 有 所 落差 , 原 因 在 於 : 在 各 調查 中 對 於 , 誰 該 
被 認定 為 「 女 工 」、 哪 些 才 算是 「 工 廠 」 都 不 盡 相 同 。 許 多 女 性 從 

業 人 員 並 非 實際 在 工廠 內 工作 。 例 如 , 某 些 上 海 婦女 在 家 替 書 店 核 

對 書 稿 , 而 書 店 會 請 外 務 送 印刷 稿 並 取 回 核對 稿 。” 而 有 些 則 是 到 

無 機 械 化 設備 的 地 點 工作 , 如 1918 年 當 時 觀察 家 表 示 , 有 數 千 名 北 

京 婦女 每 天 為 了 賺 那 幾 分 錢 , 會 到 陸軍 部 「 巨 大 建築 物 」 中 「 整 天 
坐 在 地 板 上 」 縫 製 軍 服 。 ” 而 上 海 棉 紡 廠 女 工 則 在 滿 是 進 口 機 械 的 

廠房 中 工作 。 當 中 有 些 並 非 成 年 女 性 , 如 上 海 線 絲 廠 有 5 歲 女 童 , 

78 Lu 1980b, 272.[ 編 按 〕: 即 出 自 魯迅 ,〈 記 念 劉 和 珍 君 》 演 講 。 
79 Borthwick 1985, 83. 

80 Bailey 2007, 90 引 用 政府 統計 資料 ,1915 年 有 245,076 名 女 工 , 但 另 有 引述 1915 年 調 

查 有 「23 萬 名 女 工 (主 要 在 蘇 、 專 、 浙 、 替 及 近 各 省 ) 」= Bailey 2006, 194-95. 
81 Judge 2015, 105. 
82 Burton 1918: 50 表 示 , 該 工廠 有 2 千 名 女 工 :Ma2015:55 則 表 示 有 3 到 5 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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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4.3 1924 年 上 海 日 華 紡織 株式 會 社 女 工 

出 處 :7o7 2y7e77) eurei (August 1924),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Administration. 

Reproduced in Virtual Shanghai, http://www.virtualshanghai.net/Photos/ 

lmages?1D=35154. 

/ 與 少女 用 滾燙 熱 水 進 行 打 盆 、 軟 化 敬 蛹 , 而 這 打 盆 過 程 中 常會 燙傷 

自 己 。 而 絲 頭 再 由 成 年 女 性 抽 絲 。 簡 而 言 之 ,「 女 工 」 是 一 種 具有 
彈性 且 些許 難以 界定 的 職業 類 別 。 

但 無 疑 從 1910 年 代 起 , 女 工 成 為 公眾 與 論 關注 焦點 。 當 時 受 

美 國 社會 科學 方法 訓練 的 中 國 研究 者 , 試 圖 量化 女 工薪 水 與 家 庭 開 
支 。” 傳 教士 和 中 國 改革 人 士 則 批 評 女 工 的 工作 與 生 活 條 件 , 有 時 

會 擔心 工廠 環境 會 讓 這 些 女 性 成 為 男人 獵物 而 有 損 婦 德 。 左 翼 評論 
家 則 強調 , 需 要 有 無 產 階級 革命 , 才 能 將 女 工 從 駭 人 工 廠 環境 中 解 

83 Burton 1927, 27-29: Perry 1993, 170. 

84 Tong Lam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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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 就 如 同 當 時 一 般 女 性 形象 , 出 現在 報刊 的 女 工 主 要 都 是 有 待 
解決 的 社會 問題 。 跟 其 他 非 精英 女 性 一 樣 , 女 工 如 何 理解 自 身 生 活 

的 親身 口述 紀錄 仍 極為 罕見 。 
上 海女 工 境況 , 也 因為 是 在 中 國 最 大 工業 城市 中 , 而 更 為 容易 

從 現存 史料 檔案 中 重建 。 外 國 列強 深 陷 一 次 大 戰 之 際 , 上 海 的 中 國 

人 自 辦 工廠 雖 開 始 增加 , 但 1920 年 代 現 代 化 棉 紡 廠 仍舊 是 外 商 的 天 
下 。1919 到 1925 年 間 的 日 資 棉 紡 廠 由 11 間 增加 到 32 間 。 “到 了 1910 

年 代 末 的 上 海 , 約 有 3 萬 名 女 工 在 棉 紡 廠 、 線 絲 廠 與 製 紙 廠 工作 。5 

到 了 1929 年 , 除 上 述 產 業 外 , 再 加 上 菸草 廠 、 火 柴 廠 與 食品 製造 廠 

等 產業 女 工 , 據 稱 已 成 長 至 173,432 人 。 而 此 時 當 地 女 工 已 占 上 海 工 

廠 勞動 力 的 61%, 而 當 中 3/4 為 棉 紡 及 線 絲 廠 勞 工 。 其 中 超 過 8.4 萬 

名 成 年 女 性 為 紡 紗 工 、 超 過 2.2 萬 名 則 為 棉 織 工 、 超 過 1.2 萬 名 為 線 
絲 工 。” 其 他 工業 城市 女 工 則 相 當 少數 。 

而 絕 大 多 數 上 海女 工 , 剛 從 鄉下 竺 到 上 海 。 有 些 是 聽聞 工作 
機 會 多 , 或 在 農村 因 經 濟 壓 力 或 政治 動盪 所 迫 , 跟 隨 家 人 腳步 來 到 

城 裡 發 展 。” 小 作坊 包工 頭 在 招聘 女 工 中 扮演 著 重要 角色 , 並 從 親 

朋 好 友 或 同 鄉 中 找 人 。”1930 年 代 則 有 許多 包工 頭 直接 到 農村 招募 

85 1920 到 1930 年代 左翼 女 工 書 寫 , 可 見 Laughlin 2002, 118-48; Ma 2005b, 61-62。 

86 Honig 1986, 28. 

87 _Burton 1918.51. 
88 Honig 1986, 24. 此 統計 窗 料 出 自 上 海 社會 局 。 亦 見 Smith 1994, 143; Smith 2002, 18。 關 

於 上 海 菸草 業 與 女 性 角色 , 見 Perry 1993, 135-66。Howard 2011: 514 補充 ,1930 年 代 
上 海 香菸 與 菸草 廠 , 選 用 超 過 1,1 萬 女 工 。 

89 直到 1930 年 代 , 天 津 許 多 女 性 才 大 量 進 入 工廠 。Hershatter 1986, 48, 54-57. 1940 年 

代 , 北 京 製 造 業 女 性 相 當 少 。Ma2015, 53-54. 他 也 注意 到 (56), 即 便 1949 年 , 北 京 工 
廠 只 屋 用 3,138 名 女 性 。 更 多 比 例 的 女 性 到 小 型 手 作坊 工作 、 拉 人 力 車 、 到 街 上 擺 
攤 、 拾 紙 檢 箱 或 碎 布 去 換 點 家 用 品 或 轉 賣 。Ma2015,55-56; Cheng 2011.61-63. 
Honig 1986, 62. 

如 見 Perry 1993, 55。 

Honig 1986, 80-84; Honig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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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工 " 亦 時常 形 成 人 口 販 運 的 灰色 地 帶 。 這 些 女 性 的 家 長 會 簽 下 
一 份 包 身 契 , 並 分 次 領取 包 身 費 。 包 工頭 則 會 帶 這 些 女 孩 到 上 海 找 

工廠 的 工作 , 同 時 負責 其 住宿 與 安危 。 而 女 工 的 工資 會 付 給 包工 
頭 補 

或 許 是 因為 與 包工 頭 簽 下 契約 , 讓 農村 的 雙親 不 會 那 麼 擔心 

身 在 城市 女 兒 的 命運 。 但 在 這 種 包 身 工 制 度 下 , 年 輕 女 性 在 沒 上 工 

時 , 往 往 會 遭 包工 頭 幽 禁 , 被 迫 進 行 不 支 薪 家 務 勞 動 , 且 時 而 遭 到 
性 侵 。 若 工廠 不 選用 包工 頭 帶 來 的 新 女 工 , 就 可 能 會 被 賣 到 妓院 

去 。” 因 為 這 些 包工 頭 多 半 隸 屬 1920 年 代 末 期 掌控 上 海 經 濟 活動 的 

地 下 幫派 組 織 「 青 幫 」, 因 此 包 身 工 對 契約 也 沒 有 置 只 的 餘地 。 
楊 樹 浦 與 其 他 上 海 工廠 區 生 活 條 件 , 並 不 盡 然 比 農村 來 得 優 

渥 。” 當 時 某 位 美 國 觀察 家 伯 頓 (Margaret Burton) 曾 在 1918 年 寫 

道 , 女 人 與 小 孩 生 活 在 「 無 止 盡 昏 暗 、 不 見 天 日 的 小 房子 中 」。 ” 他 

們 住 的 兩 層 式 土 泥 牆 建 築 , 沒 自 來 水 也 沒 電 , 附 近 有 可 供 煮 飯 妹 洗 
的 溪流 。 有 些 較 晚 到 上 海 的 女 工 , 則 會 住 到 蘇州 河 或 黃浦 江 畔 的 棚 
屋 。” 每 日 晨昏 , 成 群 婦 女 徒步 至 棉 紡 廠 或 搭 手推車 往返 工作 。 伯 

頡 寫 道 : 

當 中 有 些 人 是 從 二 三 哩 外 , 甚 至 五 哩 外 過 來 的 。 怎 麼 有 辦法 

如 此 嘈雜 、 不 穩 的 路 途中 睡 著 ? 我 想 不 通 , 但 她 們 就 是 如 

此 。 我 們 看 到 有 十 三 名 婦女 ', 當 中 六 人 坐 一 邊 、 七 個 人 在 另 

93 關於 1921 年 將 貧困 女 孩 販 運 到 天 津 , 見 Shue 2006, 434-436; 而 1920 年 代 中 甚 , 北 京 

狀況 , 見 Cheng2011,86-87。 

94 Honig 1986,94-114. 
95 Honig 1986,96, 121-24. 
96 關於 上 海 的 勞工 階級 分 布 , 見 Honig 1986, 22- 

97 Burton 1918, 51。 關 於 童工 及 對 童工 規範, 見 Howard 2011; Drucker 1979, 尤其 頁 432- 

33 : LittelL-Lamb 2011。 

98 Honig 1986, 23. 

147 

[112]



148 婦女 與 中 國 革命 

一 邊 , 多 數 人 就 這 麼 頭 換 著 鄰 人 的 肩 睡 著 了 。 

棉 紡 廠 內 每 次 輪班 12 小 時 長 , 而 工廠 則 是 隔週 輪換 班 、 日 夜 不 停 
工 。 棉 線 與 布料 生 產 的 每 個 步驟 都 要 手 巧 熟 練 跟 專注 。 ” 至 於 工 

資 、 工 時 、 工 作 條 件 與 安全 措施 則 由 帶 工 老闆 決定 。 基 本 上 是 由 機 

器 來 決定 工作 步調 , 工 廠 噪音 與 灰塵 無 所 不 在 , 而 午餐 或 上 洗手 間 
休息 則 不 常見 。 女 工 有 時 會 設法 請 別人 代 一 下 班 而 得 以 在 店 裡 地 

板 上 小 睡 片 刻 。” 工 作 若 出 了 差錯 會 被 加 錢 , 並 從 當 天 工資 中 來 

扣 。 當 時 的 教會 刊物 、 婦 女 報刊 及 政治 評論 中 , 特 別 常 出 現 蝦 倦 疲 

憊 的 童工 或 機 械 機 具 操 作 不 當 等 種 種 惡劣 工作 條 件 及 嚴重 工 安 意 
外 。 “ 雖 已 有 相 關 勞動 法 規 , 卻 窒礙 難 行 。” 當 時 許多 文 獻 紀錄 還 
強調 了 線 絲 廠 、 棉 紡 廠 性 騷擾 與 性 侵 脅 迫 事 件 。 

在 這 嚴峻 的 環境 中 , 棉 紡 廠 女 工 靠 得 是 同 鄉 的 扶持 照應 。 打 不 

同 地 區 來 的 工人 常常 連 溝 通 都 有 困難 , 更 違 論 相 處 。 女 工 常 認為 , 

自 己 與 同 鄉 包 工頭 之 間 的 共通 點 比 他 鄉 同 事 還 多 。 當 時 占 紡 織 業 絕 
大 多 數 的 江南 工人 , 常 會 笑 蘇 北 ( 亦 稱 江北 ) 來 的 低 薪 紡 紗 工 。 只 

但 蘇 北 女 工 也 往往 會 去 日 資 工廠 上 班 , 因 為 比 起 中 國 人 自 辦 工 廠 , 
日 商 經 理 顯然 更 願意 必用 她 們 。 

這 些 紡織 廠 有 著 明確 的 性 別 分 工 , 儘管 特 定 工 作 隨時 代 轉 變 而 

有 所 改變 , 但 有 些 工作 通常 會 交 給 男性 、 有 些 則 會 給 女 性 處 理 

99 Burton 1927, 30, 
100 Honig 1986, 155,43-49, 142-48. 
101 Honig 1986, 134, 145-46. 
102 Burton 1918,51-53;Judge 2015,. 104-5. 
103 Burton 1927, 33, 
104Judge 2015, 105; Honig 1986, 144, 148-49; Chen 2015, 14. 
105 Honig 1986, 70-75: Honig 1992. 
106 Honig 1986, 76-78. 
107 Honig 198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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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工 通 常 不 會 跟 男 工 打 交道 , 除 非 工廠 中 有 男性 親戚 或 認識 的 同 
鄉 ' 以 免 男女 交往 而 壇 了 名 聲 。 上 述 種 種 因素 都 讓 勞工 階級 難以 團 

結 一 致 。 
1922 至 1927 年 間 上 海 棉 紡 廠 雖 出 現 多 次 罷工 , 但 多 半 並 非 為 女 

性 主 導 。 雖 時 而 出 現 女 工 罷 工 , 但 顯然 是 遭 肥 工 中 的 男性 勞工 拒 於 
廠 外 的 情況 。 ” 為 了 找 到 聽話 的 工人 , 紡織 廠 經 理 廣 招 女 工 , 而 到 

1929 年 女 工 已 成 該 產業 主 力 。 在 1920 年 代 當 時 , 她 們 比 較 有 可 能 

加 入 互助 姐妹 會 , 而 不 會 成 為 工會 成 員 或 政治 運動 人 士 。 這 種 情況 
一 直 持 續 到 1940 年 代 。 

線 絲 廠 女 工 比 棉 紡 廠 女 工 更 激進 , 既 便 該 產業 多 為 中 資 , 因 而 

打 倒 帝 國 主 義 的 民族 抗爭 並 非 罷 工 的 原 因 。 線 絲 廠 主 要 出 現 的 不 滿 

情緒 屬於 經 濟 層面 的 原 因 。 ” 線 絲 廠 幾 次 罷工 , 往 往 是 在 車 間 熱 氣 

難耐 的 夏天 展開 。1922 年 八 月 , 為 爭取 減少 工 時 (10 小時) 與 改善 
工作 環境 ', 有 超 過 40 間 線 絲 廠 的 女 工 加 入 罷工 4 天 。 這 場 罷 工 的 某 

階段 , 即 針對 是 否 要 擴大 罷工 規模 , 而 出 現 總 足 但 較 激 進 的 鹽城 女 
工 與 末 總 足 但 保守 的 泰州 女 工 之 間 意 見 分 玻 的 狀況 。 線 絲 廠 工人 雖 

並 未 加 入 1925 年 當 年 的 五 卅 大 罷工 , 但 1926 年 中 在 中 國 共產 黨 聲 援 

下 響應 家 工 。 而 這 場 要 求 改 善 工資 、 工 時 的 絲 廠 罷 工 , 即 便 1927 年 
共 黨 人 士 遭 鎮壓 ( 見 後 述 ) 仍 持續 進 行 。 “ 

然而 由 於 女 性 在 外 拋 頭 露面 恐 有 傷風 敗 俗 之 嫌 , 多 數 抗議 絲 廠 

108Honig 1986, 205. 
109 Honig 1986, 50-51 : 關於 相 對 順服 , 亦 見 Perry 1993, 60-61 : 棉 、 絲 、 菸 草 廠 肥 工 女 性 

採取 激進 行 動 , 昂 Smith 1994; Smith 2002, 54-59, 141-44。 
110Honig 1986, 203-9. 

111 關於 出 身 蘇 北 的 線 絲 廠 工人 , 見 Eng 1990, 80。 而 蒸氣 機 運作 , 還 有 主 要 生 產 供 外 

銷 的 樂 絲 廠 1880 年 代 就 已 出 現在 上 海 , 而 到 了 1927 年 已 有 91 座 。Eng 1990, 66, 而 
1922 到 1932 年 間 出 現 70 次 和 胃 工 , 見 頁 85。 比 起 棉 絲 廠 相 對 激進 , 見 Perry 1993, 167- 

68。 
112 Gilmartin 1995, 90, 94,. 143-144: Eng 1990, 86-92: Perry 1993, 168-180; Ma 2005b,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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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工 難以 得 到 家 人 的 支持 。 某 共 黨 婦女 組 織 幹部 就 曾 以 呼應 娜 拉 陸 
境 之 口吻 , 來 描述 這 個 問題 : 

男 敢 而 熱烈 的 青年 女 工 因 要 努力 維持 到 工 , 固 然 能 脫離 家 許 
的 束縛 , 勇 往 直 前 。 但 是 她 們 始終 是 要 回 家 的 。 聽 說 工 潮 後 
她 們 回 家 去 的 時 候 , 卻 被 父母 兄 嫂 打 馬 和 闔 辱 , 甚至 飯 都 沒 

有 給 她 們 吃 , 簡 直 要 她 們 餓死 。 其 兄 嫂 父 母 說 :「 幾 天 不 回 
去 ' 一定 在 外 邊 軋 妖 頭 ', 這 樣 的 女 子 可 以 去 死 了 。」 有 一 位 
女 子 的 父親 給 她 一 條 繩 , 一 把 刀 , 要 她 自 己 去 選擇 。!1 

直到 1949 年 , 北 京 共產 黨 幹部 曾 表 示 , 工 廠 工作 仍 帶 有 行 為 不 檢 的 
汙 名 ' 有 人 「 選 擇 隱瞞 職業 」 並 「 自 己 喬裝 成 學 生 裝扮 、 髮 型 與 行 
為 」 全 114 

對 許多 女 性 來 說 , 到 工廠 工作 只 是 權宜 之 計 。 她 們 會 因為 結婚 
而 離開 工廠 。 而 婚配 對 象 多 由 親戚 或 女 包工 頭 代為 安排 , 這 與 當 時 
《 新 青年 》 及 其 他 報刊 提倡 的 方式 相 去 基 遺 。! 這 些 女 性 婚 後 不 是 
回 鄉下 , 就 是 待 在 城 裡 的 家 中 做 家 事 、 帶 小 孩 , 偶 爾 打 點 零工 。 

城 內 貧困 人 家 的 男性 靠 擺 拘 、 拉 人 力 車 或 打 零工 的 收入 不 足 
以 養家 魯 口 。 “女 性 則 進 入 手工 作坊 做 點 刺繡 或 糊 火 柴 盒 , 不 然 就 
是 幫忙 在 街 頭 擺 攤 或 回 收 等 家 庭 小 本 生 意 , 來 貼補 家 用 。!!' 有 些 則 
店 修補 衣 、 洗 表, 或 論 件 計酬 的 縫紉 、 紡 紗 、 刺 繡 , 或 在 家 組 裝 廠 
商 提供 的 假 花 代 工 。 有 研究 統計 ,1930 年 代 北 京 約 有 超 過 5 萬 名 女 
性 藉 由 刺繡 來 賺錢 。 而 正式 社會 調查 並 不 會 認定 這 些 女 性 有 「 職 

113 楊 之 華 ,〈1926 年 上 海 絲 廠 女 工 龍 工 運 動 中 之 威 想 》, 轉 引 自 Perry 1993,. 177。 
114Ma2015,.58-59. 
115 Honig 1986,. 185-88. 
116 Cheng 2011.40. 
117 Ma2015, 55; Cheng 2011.62. 
118 Ma2015,. 71-72: Mann 1992.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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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而 有 可 能 將 其 歸 類 為 失業 人 口 。 但 就 如 同 許多 幫助 丈夫 經 營 
家 庭 小 生 意 的 貧困 女 性 , 她 們 會 藉 由 在 家 工作 來 養活 自 己 並 維持 家 
中 生 計 。 

青樓 名 妓 與 街 頭 拉客 野雞 

魯迅 設想 娜 拉 走 後 最 糟糕 的 命運 , 若 不 是 餓死 , 就 是 ' 墮 落 」 

淪 為 娼妓 。1910 到 1920 年 代數 有 成 千 上 百 的 女 性 在 城市 從 事 性 工 

作 , 而 當 時 城 內 男性 居民 與 暫 居 者 人 數 遠 遠 超 過 女 性 。 ” 城 市 性 工 

作者 涵蓋 唱歌 娛 興 、 陪 達 官 貴 人 上 館 子 吃 飯 的 名 妓 , 還 有 到 堂 口 拉 

客 、 時 而 扒 竊 尋 芳 客 的 上 海 「 野 雞 」。 ” 如 此 精細 的 娼 妓 品 第 分 類 

是 針對 不 同 收入 的 中 國 男性 , 還 有 服務 西方 水 手 與 日 本 商 人 等 不 同 

市 場 來 加 以 定位 。 據說 當 時 上 海 最 美 麗 動 人 且 身價 高 的 名 妓 多 出 

身 蘇州 , 而 在 街 頭 拉 客 、 服 務 低 下 階層 嫖客 者 據說 多 為 蘇 北 出 身 的 

女 性 。 江 蘇 女 性 則 占 北 京 高 端 性 工作 市 場 大 宗 , 而 河北 或 北京 當 地 

女 性 則 到 妓 寮 接客 。 

如 此 多 元 的 面相 , 讓 我 們 難以 概括 娼妓 生 活 。 我 們 知道 有 些 出 

身 貧苦 的 女 性 被 拐賣 到 妓院 。1920 年 代 中 期 北京 的 報刊 曾 示警, 有 

匪徒 將 年 輕 女 子 誘 賣 給 妓院 , 還 有 走投無路 的 貧困 男子 將 妻子 賣 人 

淫 罕 來 抵債 。!“ 當 時 年 輕 女 性 能 否 到 棉 紡 廠 當 包 身 女 工 ' 抑 或 人 妓 

119 1930 年 上 海 租 界外 男女 比 為 135:100 公共 租界 區 是 156:100 : 法 租界 區 為 164:100。 

Hershatter 1997, 40. 根 據 1916 年 調查 , 成 都 周圍 兩 縣 計 有 80 萬 名 男性 , 跟 41 萬 名 女 

性 。Stapleton 2016, 124. 

120 關於 上 海 性 產業 , 見 Hershatter 1997; Henriot 2001: Yeh 2006: Pang 2005, 60-63。 而 北京 

地 區 , 見 Cheng2011, 168-86: Ma2015, 77-82。 

121 這 些 稱呼 與 類 別 都 因 地 而 異 。 北 京 將 妓院 執照 分 為 四 等 , 及 無 照 妓 院 與 外 國 性 工作 

者 。 報 刊 中 的 青樓 交際 畫 都 與 特 定 政 治 人 物 有 關 。Cheng 2011, 168-69. 172. 

122 關於 地 區 階 序 關 係 , 見 Hershatter 1997, 53-56, 北 京 情況 見 Cheng 2011, 172-73。 

123Cheng 2011, 86-87, 210-13。 關於 此 期 間 北 京 天 津 地 區 人 口 販 運 , 見 Ransmeier 2017, 

17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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寮 當 妓女 , 則 端 視 該 城 聘 雁 結構 、 缺 工 狀況 、 人 口 販 運 組 織 結 構 、 

個 人 美 貌 與 運氣 等 種 種 因素 。 

有 些 則 是 家 道中 落 的 書 香 門 第 女 子 , 既 便 示 讀書 識字 也 會 被 青 

樓 老 紛 相 中 。 她 要 學 會 吟 詩 作對 , 並 將 初夜 賣 給 有 錢 恩 客 , 因 為 有 

些 男性 相 信 , 與 處 女 共度 春 消 能 讓 自 己 的 生 意 興隆 。 所 謂 歡 場 春宵 

一 刻 或 許 值 千 金 , 但 在 青樓 此 地 很 少 直 接 現金 買 賣 交 易 。 為 了 成 為 

老 主 顧 並 有 機 會 與 青樓 名 妓 共 度 春宵 , 尋 芳 男 性 會 送禮 討 該 女 子 還 

有 老 愉 歡 心 。 當 時 的 指南 手冊 就 曾 警 告 , 初 來 年 到 上 海 的 男性 得 乖 

乖 地 照 青 樓 的 規 宅 來 走 , 不 然 會 被 笑 說 是 鄉下 來 的 土 包子 。 青 樓 名 

妓 於 是 成 為 見 過 世面 與 否 的 判 進 。 

當 時 最 知名 的 青樓 女 子 會 成 為 文 人 雅士 在 小 報 上 歌詠 的 名 人 。 

1860 至 1920 年 代 改 革 運 動 進 行 期 間 , 各 小 報 依據 恩 客 推 薦 信 的 多 

寡 , 仿 效 科舉 功名 頭銜 、 後 援用 民國 政府 總 統 、 總 理 等 職稱 , 不 斷 

舉辦 名 妓 評 花 榜 。 八 卦 版 則 會 追蹤 名 妓 的 風流 韻 事 、 勾 心 鬥 角 、 財 

務 遇 到 困難 會 典當 珠寶 償 債 ', 還 有 試圖 與 清苦 俊美 追求 者 私奔 、 以 

青樓 女 子 對 自 己 工作 的 掌控 程度 , 端 看 自 己 的 年 紀 及 與 老 蛋 

間 的 關係 , 或 許 會 被 老 愉 買 下 收養 為 女 , 而 此 時 就 得 稱 其 為 「 嬤 

嬤 」J。 而 青樓 女 子 必 須 得 把 部 分 收入 交 給 鷺 母 或 業主 。 若 有 青樓 女 

想 贖 回 賣身 契 , 她 也 要 付 筆 數 目 可 觀 的 贖 身 費 給 老 蛋 , 而 最 常見 方 

式 是 讓 有 錢 人 納 為 妾 來 支付 這 筆 錢 , 而 當 別人 痊 來 償 債 的 方式 即 俗 

稱 「 漁 浴 」。 

青樓 女 子 是 在 大 眾 關 注 下 工作 與 過 個 人 生 活 。 她 們 穿 上 京劇 

戲 服 、 西 式 禮服 及 花 帽 的 照片 , 妝 點 在 相 館 門口 , 並 藉 由 名 妓 相 冊 

廣 為 流 傳 。 這 些 相 片 中 通常 會 出 現 西式 家 具 、 汽 車 , 甚 至 飛機 等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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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4.4 1914 年 名 妓 於 相 館 中 乘 假 飛機 

出 處 :《 新 驚 鴻 影 》 (上海: 有 正 書 局 ,1914 年 )'Joan Judge 提供 。 

具 , 並 由 青樓 名 妓 替 讀者 大 眾 介紹 這 些 現代 城市 生 活 配備 。 ” 民 初 

通俗 文 學 作品 中 , 充 斥 替 大 眾 報 刊 及 出 版 社 撰寫 小 說 的 男性 作家 , 

以 鉅細 靡 遺 及 同 情 的 口吻 ( 雖 非 本 人 口述 ) 述說 著 青樓 女 子 當 時 的 生 

活 、 戀 愛 軼 事 與 內 心 煎 鰲 。 [49] 

當 時 這 些 作家 對 於 服務 不 入 流 嫖客 的 妓女 有 著 不 同 看 法 : 將 這 

些 女 子 視 為 城市 混亂 與 災禍 的 化 身 。 指 南 書 與 報刊 描述 , 這 些 貧苦 

女 性 不 僅 靠 當 「 野 雞 」 扒 竊 為 生 , 也 在 提供 吸 鴉 片 的 「 花 煙 間 」 陪 

124 關於 名 畫 相 冊 美 學 影響 《 婦 女 時 報 》 民 國 婦女 描寫 , 見 Judge 2015, 17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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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 , 到 「 肉 」 不 其 新 鮮 、 粗 俗 下 流 的 「 鹹 肉 莊 」 及 其 他 花街 柳 巷 討 

生 活 。 外 界 將 街 頭 拉 客 的 野雞 描繪 成 , 既 危險 且 飽 受 欺凌 的 女 性 , 

遭 人 口 販 運 拐賣 、 易 為 非 作 歹 , 且 還 得 冒 著 年 華 老 去 或 染 性 病後 落 
入 社會 底層 之 風險 來 度 日 。 我 們 唯 有 從 報刊 報導 與 警方 偵 訊 筆錄 , 

才 有 機 會 讀 到 這 些 女 子 的 自 白 片 段 。 報 導 與 警方 偵 訊 中 遭 捕 的 女 子 

通常 命運 坎坷 、 危 機 不 斷 , 且 通常 證詞 說 法 一 致 , 都 是 為 了 撫養 寄 

母 、 貧 苦 弟妹 手足 及 子女 而 上 街 拉客 。 
對 許多 五 四 時 期 的 作家 來 說 , 賣 淫 風 俗 代表 著 社會 整體 的 問 

題 。 後 來 成 為 中 國 共產 黨 共 同 籌 組 人 的 李 大 釗 , 曾 於 1919 年 批 評 , 

賣淫 風俗 汙 辱 人 道 、 汙 掀 戀 愛 、 威 脅 公共 衛生 與 人 種 存亡 、 冒 犯人 

身 自 由 , 且 為 婦女 地 位 低落 之 恥辱 。 “1922 年 , 曾 有 廣州 基督 教會 

團體 上 街 遊行 , 抗 議 賣淫 風俗 危及 公共 安全 。 “國 共 合 作 期 間 , 共 

產 黨 與 國 民 黨 婦 權 人 士 都 主 張 廢 娼 。 ” 社 會 科學 家 、 新 聞 記 者 或 城 

市 觀察 家 都 將 妓女 視 為 , 體 現 當 時 經 歷 農 村 經 濟 危 機 與 快速 都 市 化 

過 程 中 種 種 恐 將 惡化 問題 的 化 身 。 
甚至 早 在 清末 已 有 許多 中 國 城市 , 試 以 限制 區 域 、 規 範 約 束 與 

核發 妓院 執照 等 方式 , 成 為 快速 成 長 大 城市 的 現代 秩序 。 種 種 廢 娼 
之 舉 大 多 失敗 坐 收 , 到 了 民 初 仍 未 見 成 效 。 “如 同 其 他 城市 , 北 京 

市 警察 制定 詳細 法 令 規範 , 明 定 妓 院 執照 核發 與 規範 、 娼 妓 登記 註 

冊 、 性 病 檢 查 , 並 監督 其 公眾 行 為 舉止 。”19 世紀末 , 上 海 公共 租 

界 居民 仿照 英國 1860 年 代 推 行 的 《 傳 染病 法 》,' 企圖 讓 娼妓 健康 檢 
查 制度 化 。1920 年 , 租 界 當 局 在 新 成 立 的 上 海 進 德 會 施 壓 下 , 開 始 

125 Hershatter 1997, 250. 

126 Chin 2012, 86. 
127Chin 2012, 86-87. 

128 關於 成 都 在 1906 年 未 能 成 功 納 管 所 有 妓院 , 並 移 至 專區 , 見 Stapleton 2000, 128-33。 
129 Ma 2015$,77 : 關於 北京 廢 娼 的 討論 , 見 Cheng 2011, 186-95, 218-23, 2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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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 所 有 妓院 須 領 有 執照 , 並 以 5 年 內 減少 執照 核發 為 目標 。 但 如 

此 的 努力 面臨 各 界 抵制 。 商 人 之 所 以 抗議 是 因為 長 三 書 寓 促 進 商 業 

發 展 , 一 方面 名 妓 則 抗議 自 己 並 非 娼 妓 , 而 一 些 妓院 則 搬 到 允許 風 

俗 業 的 法 租界 , 有 些 則 轉 往 地 下 營業 , 而 無 照 賣淫 業 則 欣欣 向 榮 。 

廢 娼 運動 於 1924 年 終 告 失敗 , 當 時 一 位 中 國 觀察 家 曾 將 將 廢 娼 比 做 

「 用 浴室 海綿 吸 乾 黃 浦江 」 一 樣 困 難 。 

到 了 民國 時 期 , 廢 娼 運動 亦 毫 無 成 效 , 因 為 核發 妓院 執照 與 課 

稅 , 對 地 方 政 府 是 更 有 利 可 圖 的 作法 。 如 同 1936 年 某 位 評論 員 曾 

指出 「 到 底 道德 先 生 鬥 不 過 孔 方 兄 」。 ” 無 照 妓 女 (「 私 娼 」 或 「 做 

黑 的 」) 自 始 至 終 比 有 照 者 來 得 多 。 “若 到 非 正 規 場所 或 在 自 宅 接 

客 , 這 些 女 子 就 能 規避 政府 規 費 與 控 管 。 “即便 引 起 傷風 敗 俗 與 苦 

難 之 論戰 , 但 賣淫 風俗 業 仍 提供 許多 女 性 一 條 生 存 之 道 。 

性 別 化 的 共產 次 文 化 

1920 年 代 初 期 , 有 些 婦女 組 織 接 續 著 唐 群 英 爭 取 女 權 的 路 線 。 

「 女 子 參政 會 」 鼓 吹 參 政權 、 繼 承 權 及 增加 女 學 課程 , 並 讓 女 性 當 

選 湖 南 省 與 廣東 省 公 職 。”「 女權 運動 同 盟 會 」 則 倡議 女 性 在 法 律 

上 平等 、 廢 娼 與 禁止 納 替 、 教 育 權 及 立法 保障 女 工 權益 人 

但 也 有 一 些 婦女 倡議 運動 人 士 認為 , 只 要 軍閥 仍 把 持 中 國 , 爭 

取 投 票 權 與 法 律 改 革 之 努力 是 徒勞 無 功 的 。 這 些 女 性 轉 而 參與 重 逆 

中 國 政治 與 文 化 更 廣泛 計 畫 。 當 時 在 中 國 知識 圈 內 廣 為 流 傳 的 各 式 

130 Hershatter 1997, 19, 275-87, 引 文 出 自 頁 285。 

131 Hershatter 1997, 283. 

132 關於 花 損 與 私 娼 增加, 及 前 述 資料 , 見 Remick 2014;: Chin 2012, 88-89。 

133Hershatter 1997, 19, 39: Ma 2015,81: Chin2012,88-89- 

134Chow 1960.258-59; Witke 1973b, 38-39; Edwards 2008a, 103-38. 

135Gilmartin 1995, 81: Edwards 2008a. 1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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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 當 中 , 馬 克 思 主 義 與 列寧 的 帝國 主 義理 論 提 出 一 種 分 析 ' 中 國 

為 何 仍舊 為 外 國 列強 骸 兌 的 目標 。 當 時 一 群 活躍 於 城市 的 馬克 思 主 

義 讀書 會 , 就 整合 成 中 國 共產 黨 。 創 於 1921 年 的 中 國 共產 黨 , 當 年 

創始 黨員 有 55 名 男性 及 2 名 女 性 。” 據 統計 ,1921 到 1925 年 間 則 有 

百 名 女 性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 右 當 時 全 體 黨員 的 10%。 而 前 四 次 中 國 

共產 黨 全 國 代表 大 會 , 則 無 任何 女 性 投票 代表 。 

中 國 共產 黨 是 由 設 在 莫斯科 、 旨 在 全 世界 推 動 革 命理 念 的 共 

產 國 際 所 支持 成 立 。 列 寧 認 為 , 由 於 被 殖民 國 家 脆弱 的 勞動 階級 , 

應 當 由 中 產 階級 帶 領 抵抗 帝國 主 義 勢 力 , 如 此 得 以 削弱 全 球 資本 主 

義 體 系 。 共 產 國 際 因 此 相 當 支持 孫 逸 仙 的 國 民 黨 , 因 為 相 較 於 當 時 

新 興 的 中 國 共產 黨 , 國 民 黨 更 具備 廣泛 的 社會 基礎 。 因 此 共產 國 際 

促成 兩 黨 於 1923 年 形成 「 國 共 合 作 」。 當 時 , 歷 經 改組 後 的 國 民 黨 

支持 了 宋 教 仁 遭 掌 撕 時 拒絕 通過 的 性 別 平等 與 婦女 權利 的 立場 , 並 

承諾 之 後 會 實現 普選 權 。 ” 國民 黨 與 共產 黨 都 成 立 了 婦女 部 , 而 

且 當 時 以 個 人 身分 加 入 國 民 黨 的 共產 黨 女 幹部 則 掌控 著 國 民 黨 婦 女 

部 。'” 兩 黨 在 共產 黨員 主 導 下 動員 工廠 女 工 與 農婦 。 

無 論 是 國 民 黨 還 是 共產 黨 的 年 輕 婦女 運動 人 士 , 多 數 出 身 精英 

或 中 產 家 庭 , 當 中 許多 曾 讀 過 師範 學 校 。 她 們 重啟 清末 何 有 殷 震 批 判 

家 庭 關係 的 主 題 , 引 用 馬克 思 的 同 志 恩 格 斯 之 觀察 而 認為 , 女 性 壓 

迫 源 於 私有 財產 制 的 出 現 。 一 些 中 國 共 黨 作家 則 認為 階級 與 性 別 壓 

迫 有 所 關聯 , 並 指出 鮮 少 掌控 財產 的 女 性 與 勞工 有 許多 共通 之 處 , 

亦 即 僅 有 勞力 (而 以 馬克 思 的 話 , 除 鐵 鍊 外 , 沒 什麼 好 失去 的 了 )。‧ 

136Gilmartin 1995, 48. 

137Gilmartin 1995, 97, 249n1, 107. 

138 Edwards 2008a, 143. 

139Edwards 2008a, 143-45. 

140Gilmartin 1995,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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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就 中 國 共產 黨 而 言 , 提 升 女 性 地 位 、 提 供 女 性 就 學 與 就 

業 、 重 塑 家 庭 關係 等 女 權 目標 ', 與 推 翻 資 產 階級 、 打 倒 軍 交 及 驅逐 

帝國 主 義 的 農工 革命 要 務 密 不 可 分 。 任 何 恐 分 化 革命 同 志 的 女 權 計 

畫 , 會 遭 黨務 推 動人 士 猜忌 。 在 以 階級 革命 為 黨 的 首要 目標 下 ' 中 

國 共產 黨 當 時 將 支持 婦女 參政 權 , 視 為 一 個 過 渡 時 期 且 不 甚 重要 的 

目標 。'! 因 而 有 必要 進 行 徹底 全 面 的 政治 變革 。1924 年 共產 黨 婦 女 

組 織 領 導向 警 予 就 曾 評論 , 如 少 了 這 樣 的 變革 ,「 結 果 就 會 是 : 參 

政 運 動 成 了 功 , 一 班 煌 點 的 婦女 趁機 閱 入 北京 或 各 省 的 豬 圈 , 夥 同 

一 般 男 性 的 豬 仔 幹 那 禍 國 殃 民 的 勾當 J」 

1920 年 代 初 期 , 共 產 黨 人 士 創辦 報刊 《 婦 女 聲 》' 並 在 上 海 設 

立 女 校 。 而 該 刊 與 該 校 之 所 以 迅速 創辦 又 迅速 關閉 , 都 跟 黨 內 紛爭 

與 組 織 問 題 有 關聯 。 呈 中 國 共產 黨 在 組 織 勞工 階級 上 也 同 樣 遇 到 許 

多 阻礙 。 共 產 黨 很 快 清 楚 知道 , 黨 需要 婦女 組 織 幹部 , 才 得 以 有 效 

接觸 上 海 棉 紡 廠 跟 線 絲 廠 女 工 。 但 當 1922 年 共 黨 女 校 學 生 出 來 聲援 

棉 紡 廠 肥 工 時 , 才 瞭解 到 因為 女 工 說 不 同 方言 而 有 時 無 法 溝通 。 

儘管 有 這 些 問題 , 年 輕 婦女 運動 人 士 仍 感受 到 黨 的 支持 , 並 

在 社會 的 性 別 限制 中 找 到 一 定 程度 的 自 由 。 中 國 共產 黨 接 連 舉 行 集 

會 , 進 行 眾多 決策 、 活 動 與 建立 制度 , 但 也 形成 了 一 種 無 形 的 、 

亦 即 柯 臨 清 (Christina Gilmartin) 稱 之 「 共產 次 文 化 」 的 新 文 化 領 

域 。!# 對 年 輕 男女 共 黨 人 士 來 說 , 個 人 與 政治 是 難以 區 分 的 。 這 

些 運 動人 士 是 新 文 化 / 五 四 運動 的 產物 , 並 把 無 拘束 的 自 由 戀愛 婚 

姻 、 平 權 家 庭 及 女 性 積極 參與 公共 領域 等 理念 主 張 帶 入 黨 內 , 同 時 

141 Edwards 2008a, 146-54 : 亦 見 Evans 2003 =? 

142 Gilmartin 1995, 91.[ 縮 按 〕: 原 引 自 向 臣子 。, 〈 今 後 中 國 婦女 的 國 民 革 命運 動 》,《 山 

鑒 予 文 集 》( 長 沙 : 湖 商 人 民 出 版 社 ,1985), 頁 136-37 。 

143Gilmartin 1995, 59-66.[ 編 按 】: 此 亦 即 當 時 的 婦女 幹 者 學校 「 上 海平 民 女 核 」。 

144Gilmartin 1995, 65-94. 

145 除 另 有 提 及 , 本 節 出 自 Gilmartin 1995 , 沁 見 頁 96-114, 1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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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 責 視 女 性 為 玩物 之 想 法 , 也 就 是 強迫 女 性 打 扮 自 己 來 招 引 老闆 、 
找 好 夫 婚 並 維持 社會 地 位 。 

不 過 這 些 年 輕 男 女 也 將 殘留 的 性 別 階 序 觀念 帶 入 黨 , 而 其 中 
一 部 分 在 國 共 合 作 的 混亂 年 代 並 未 受到 檢驗 。'““ 黨 內 領導 位 子 成 為 
男性 黨員 的 專利 。 因 為 性 別 區 隔 讓 男性 難以 動員 女 性 , 成 為 黨 內 人 
士 在 日 常 分 工 時 合理 且 實際 的 政治 理由 , 而 經 常 將 組 織 婦 女 或 後 勤 
補給 支援 工作 分 派 給 女 性 。 女 性 黨員 並 不 參與 整體 策略 之 擬定 或 執 
行 。 黨 內 男性 進 行 黨 意識 形態 辯論 時 , 會 毫 不 猶豫 代 女 性 發 言 , 並 
表 明 婦 女 解放 運動 該 採取 之 作為 。 然 而 , 中 國 共產 黨 初期 女 性 黨員 
有 時 強調 , 生 痛 控 制 權 及 成 為 代表 女 性 的 政治 運動 人 士 等 有 別 於 男 
性 小 員 所 關注 的 女 性 議題 。!A 

女 性 在 成 為 男性 黨員 的 妻子 或 愛 人 時 , 通 常會 在 黨 內 組 織 展 露 
頭角 。《 婦 女 聲 》 與 上 海平 民 女 校 創辦 人 主 會 悟 與 高 君 曼 當 時 並 非 
正式 黨員 , 但 與 共 黨 高 層 李 達 、 陳 獨 秀 為 夫妻 。 王 高 爾 人 就 是 在 上 
海 法 租界 兩 夫妻 共用 的 公寓 中 , 替 丈夫 準備 晚餐 時 勾勒 出 中 國 共產 
黨 婦 女 運動 計 畫 。 下 

當 中 國 共產 黨 男 性 領導 一 旦 失勢 或 與 女 性 黨員 結束 關係 , 這 
些 女 性 的 領導 位 子 往 往 會 隨 之 消逝 。” 雖然 自 由 婚姻 與 離婚 是 新 文 
化 運動 常見 話題 , 接 連 與 男性 黨員 發 生 性 關係 的 女 性 黨員 會 受到 批 
評 、 甚 至 譴責 , 但 同 床 的 男性 黨員 卻 安 然 無 基 , 而 這 樣 雙重 標準 持 
續 發 生 。 所 有 人 都 認為 , 黨 內 聯姻 生 下 的 子女 (除非 婆婆 可 以 幫忙 ) 
是 該 由 女 性 來 肩負 養育 之 責 , 而 男性 仍 可 繼續 黨 內 組 織 工 作 。!! 

1461p 2003, 334. 

147Gilmartin 1995, 104-14. 

148 Gilmartin 1995, 57-58. 

149Gilmartin 1995, 108, 48. 

150Gilmartin 1995, 108-9. 

151QGilmartin 1995, 110 : 關於 跑 子 女 分 開 +, 可見 Beahan 1984,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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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共 合作 期 間 尋 求 處 理 這 些 矛盾 問題 的 知名 女 性 , 或 許 就 屬 向 

艾 予 。 “1895 年 生 於 湖南 商 買 人 家 的 向 警 予 曾 上 過 女 子 學 校 , 並 在 
五 四 運動 期 間 成 為 教師 與 政治 運動 者 , 她 也 曾 在 長 沙 的 趙 五 貞 追 思 

會 上 發 言 。 向 警 予 接著 在 1919 年 赴 法 國 , 並 與 政治 運動 同 儕 蔡 和 森 
結婚 。 當 時 他 們 的 結婚 照 是 兩 人 一 起 讀 馬 克 思 《 資 本 論 》。 她 在 法 

國 期 間 曾 發 表 一 篇 時 評 主 張 , 女 性 唯 有 在 集 體制 度 取代 家 庭 時 才 得 以 

解放 。 她 警告 , 小 家 庭 不 過 只 是 縮小 版 、 個 人 形式 的 牢籠 肥 了 。‧ 

向 警 予 1921 年 回 上 海 後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 雖 然 並 無 她 當 時 的 正 

式 申請 資料 , 也 就 是 如 同 男性 入 黨 的 紀錄 。1922 至 1925 年 間 , 她 出 任 

共產 黨 婦 女 部 領導 、 組 織女 中 學 生 , 並 建立 起 婦女 團體 聯盟 。 她 在 工 

廠 女 工 圈 擴大 共產 黨 的 發 展 ', 並 說 服 數 百 名 女 工 進 入 黨 營 的 夜校 就 

讀 。 她 時 常 覺得 自 己 與 黨 內 男性 同 志 意 見 相 左 , 男 性 黨員 他 們 懷 

疑 非 黨 員 婦女 連動 的 用 意 , 還 有 對 於 吸收 女 性 入 黨 的 遲緩 。 同 時 ,' 這 

些 男 性 樂 見 由 向上 敝 予 來 打 理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日 常 庶務, 因為 他 們 認 

為 向 警 予 做 事 更 有 條 理 , 亦 即 一 種 柯 臨 清 所 謂 「 傳 統 女 性 身 為 人 母 與 

家 管 角 色 之 延伸 」。 “” 向 警 予 與 蔡 和 森 分 別 在 1922 年 和 1924 年 育 有 

一 女 和 一 子 , 並 由 蔡 母 撫 養 , 而 得 以 繼續 其 黨 內 的 組 織 工 作 。 

國 共 合 作 期 間 , 向 警 予 自 1924 年 起 也 擔任 國 民 黨 上 海 執行 部 婦 
女 部 負責 人 , 負 責 主 編 《 婦 女 週報 》, 並 在 該 刊 發 表 數 篇 關注 絲 廠 

女 工 的 時 評 文 章 。 她 積極 組 織 婦 女 團體 , 以 支持 孫 逸 仙 呼籲 召開 國 

152 在 此 討論 主 要 出 自 Gilmartin 1995, 71-95, 104-8, 112-13, 122-25, 141-45, 231: 亦 見 
Edwards 2008a,. 149-54; Witke 1973b, 41-43; Leith 1973: Gipoulon 1984; MeElderry 1986 

153MeElderry 1986, 106-7.[ 編 按 〕: 向 警 予 ,〈 女 子 解放 與 改造 的 商 椎 》《 向 旨 子 文 
集 》, 頁 48-59。 

154Gilmartin 1995, 130-31- 
155Gilmartin 1995, 112. 

* [ 編 按 〕: 向 纔 予 自 1923 年 起 在 《 婦 女 週報 》 上 先 後 刊登 《 九 姑娘 有 犯 了 何 罪 、〈 告 

絲 廠 勞 若 女 同 胞 》、〈 一 個 緊急 的 提議 》、〈 上 海 婦女 團體 將 聯合 援助 絲 廠 女 工 》、 

〈 絲 廠 女 工 團 結 起 來 》、〈 上 海 絲 苞 女 工會 是 工人 的 還 是 資本 家 的 》 等 篇 關注 及 聲援 

上 海 絲 廠 女 工 罷 工 運 動 的 評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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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4.5 1927 年 走出 集 會 的 女 工 

出 處 :Arehives ofthe Frenc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roduced in 了 ec/ SepaeAogz, 
http://www.virtualshanghai.net/Photos/Images2ID=25255. 

民 議 會 共 商 國 是 以 謀 中 國 統一 , 並 強烈 要 求 新 政府 憲法 與 法 律 中 納 
入 婦女 權益 。 這 與 當 時 國 民政 府 當 權 軍 閱 段 祺 瑞 主 張 的 政治 理念 相 
左 而 觸礁 ,' 並 在 1925 年 孫 逸 仙 因 癌症 病逝 後 隨 之 終止 。 

而 當 向 警 予 與 黨 幹 部 彭 述 之 陷入 婚外情 後 , 遭 同 黨 同 志 批 評 敗 
名 失 德 , 並 要 她 辭 去 婦女 部 負責 人 一 職 。” 向 警 予 在 1925 年 離開 蔡 
和 森 , 即 便 同 年 黨 中 央 派 兩 人 同 赴 莫 斯 科 , 終 仍 未 復合 。 向 警 予 的 
離 去 ' 危 害 到 共產 黨 在 上 海 推 動 的 婦女 運動 發 展 , 也 讓 《 婦 女 週報 ) 
因而 停刊 。 她 於 1927 年 回 中 國 後 , 轉 赴 武 漢 進 行 國 共 合作 下 的 黨組 織 
工作 , 後 於 1928 年 清 黨 期 間 遭 國 民政 府 逮 捕 後 處 決 , 享 年 33 歲 。 

* [【 編 按 ]: 1924 年 11 月 10 日 孫 逸 仙 發 表 「 北 上 
發 起 「 女 界 國 民 會 議 促進 會 」 了 予以 聲援, 展 

150Edwards 2008a, 154-61: Gilmartin 1995, 128-29. 

157 這 類 事 並 不 罕見 , 可 見 Beahan 1984, 27-28。 

」、 呼 籲 召 開 國 民 會 議 , 而 向 警 子 
的 「 女 界 國 民 議會 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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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兵 與 國 民 革 命 

1920 年 代 中 期 , 廣 東 等 華南 各 省 成 為 國 民 黨 基地 , 國 共 合 作 

下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準備 出 師 北伐 軍閥 、 以 謀 中 國 統一 。 經 驗 老道 的 女 

革命 人 士 何 香 凝 主 導 國 民 黨 的 婦女 動員 工作 ,” 在 她 主 政 下 的 中 央 

婦女 部 , 沿 用 共 黨 刊物 《 婦 女 聲 》 之 名 發 行 月 刊 、 開 設 女 工 補 才 學 

校 。 婦 女 部 還 開 辦 婦 女 運動 講習 所 , 並 將 學 員 派 至 聘 有 女 工 的 工廠 

或 醫院 巡迴 宣傳 活動 , 且 以 針對 婦女 的 宣傳 策略 來 訓練 學 生 。 國 民 

當 所 採取 的 種 種 策略 , 與 早期 共產 黨 在 上 海 進 行 運動 之 所 以 相 似 , 

並 非 偶 然 。 雖 然 何 香 凝 並 非 共產 黨員 , 但 婦女 動員 策略 大 多 受到 女 

性 共產 黨員 的 影響 。 而 鄧 穎 超 就 是 其 中 一 員 , 這 位 活躍 於 五 四 運動 

的 女 學 生 , 也 是 1925 年 與 共 黨 同 志 周恩來 ( 亦 即 日 後 中 共 重 要 領導 

人 ) 結婚 的 女 權 運動 人 士 。 同 時 還 有 前 教師 、 向 幣 予 小 姑 蔡 暢 ', 南 

下 廣州 至 國 民 黨 工作 。 
廣州 革命 人 士 自 1924 年 開 始 慶祝 「 國 際 婦 女 節 」, 亦 即 源 自 蘇 

聯 及 國 際 共 產 運動 慶祝 國 際 社會 主 義 的 節日 。 何 香 凝 和 共產 國 際 指 

導 員 鮑 羅 廷 娜 (Tanya Borodin ) 共同 規劃 該 節日 的 紀念 活動 。 當 時 

舉辦 大 型 集 會 來 閣 發 婦女 平等 教育 權 、 平 等 工 價 權 與 女 子 參政 權 , 

並 透過 在 市 內 發 散 成 千 上 萬 傳單 , 宣 傳 禁 納 妾 蓄 婢 童養媳 、 廢 娼 等 

婦女 運動 主 張 。 德國 社會 主 義人 士 羅 莎 盧森堡 (Rosa Luxemburg ) 

的 照片 在 紀念 日 當 天 隨處 可 見 。 

158Gilmartin 1995, 157-162; Leith 1973, 51-52. 

159Gilmartin 1995, 157-162; Leith 1973, 52. 辣 疾 超 出 任 廣 東 婦女 解放 協會 。Fitzgerald 1996, 

285. 

* [ 編 按 〕: 此 部 分 相 關 用 語 參照 :〈 空 前 之 國 際 婦 女 節 運動 )《 民 國 日 報 》( 1924 年 3 

月 12 日) 6 版 , 以 及 中 國 國 民 黨 〈 婦 女 運動 口號 ? (1927 年 10 月 14 日 ) 。 

160 之 後 女 性 加 入 北伐 交戰 時 , 某 些 也 加 入 Rosa Luxembourg 和 部隊 。Gilmartin 1995, 153- 

55。 關於 印刷 文 宣 品 , 見 Fitzgerald 1996, 392m70。 國 共 合 作 期 間 的 國 際 婦 女 節 , 見 

EdwardS 2016a, 91-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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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 , 上 海 公共 租界 警察 射殺 參與 「 棉 紗 廠 工人 槍殺 事件 抗 

議 」 示 威 人 士 , 就 此 爆發 了 五 卅 運動 。 相 關 組 織 活 動 隨 之 激增 , 

女 性 共產 黨員 暴 增 10 倍 , 達 到 1 千 餘 名 ,' 全 國 各 地 也 有 更 多 婦女 加 

入 集 會 及 示威 行 列 。 “到 了 1926 年 末 , 共產 黨 女 性 黨員 已 達 1,892 
夾 ‧ 陰 

共產 黨 與 國 民 黨 女 性 成 員 活 躍 於 華中 與 華南 的 婦女 團體 。 她 們 

當 時 呼籲 終結 中 國 境內 的 帝國 列強 勢力 , 並 主 張 婦女 婚姻 、 教 育 、 

工作 與 政治 等 權利 。 人 如 同 費 約 翰 (John Fitzgerald ) 指出 的 ,「 男 

男女 女 都 在 覺醒 女 性 象徵 中 找 到 自 己 , 並 從 女 性 的 奮鬥 中 , 將 遭 囚 

禁 民族 壓抑 許久 之 希 刻 加 以 釋放 」。 如 此 展現 出 的 婦女 解放 , 是 與 

國 共 合作 下 的 國 民 革命 密 不 可 分 

以 女 中 學 生 為 核心 組 織 成 員 的 「 廣東 婦女 解放 協會 」 於 1925 

年 創立 後 , 迅 速 開 枝 散 葉 至 農 間 鄉 野 設立 支部 , 並 於 於 農村 地 區 推 

行 女 子 教 育 。 共 該 協會 所 屬 宣 傳 劇團 至 全 省 鄉 鎮 巡 演 革 命 劇 , 據 

估計 到 1926 年 底 已 有 150 萬 名 女 性 參與 婦女 運動 。” 女 性 也 被 革命 

人 士 成 立 的 農民 協會 所 吸引 , 據 稱 1926 年 中 已 有 8 萬 名 農村 婦女 加 

入 。!$ 女 工 也 成 立 電話 接線 生 與 縫紉 工會 。 

161 Gilmartin_1995, 133-35, 139. 關於 參與 五 操 運 動 的 女 性 , 見 Honig 1986, 27, 203-9; 

Edwards 2008a. 161-63。 

162Gilmartin 1995, 97. 249n1, 

163Gilmartin 1995, 138. 141. 
164Fitzgerald 1996, 284.〔 編 按 ] : 此 段 引文 參考 此 書 中 文 譯本 後 修 潤 , 李 恭 忠 、 李 里 峰 

等 譯 ,《 喚 醒 中 國 : 國 民 革命 中 的 政治 、 文 化 與 階級 》( 北京 : 三 聯 書 店 ,2004), 

頁 413。 

165Gilmartin 1995, 163-64. 
166 Fitzgerald 1996, 285, 

167 Gilmartin 1995, 163-67.[ 編 按 ] : 此 指 中 國 農民 運動 人 士 彭 湃 所 成 立 的 「 農 會 」 與 後 

續 由 國 民 黨 夫 持 下 開 辦 的 「 農 民運 動 講 習 所 」, 另 參照 〈 中 共 中 央 婦 女 委員 會 工作 

報告 (1926 年 7 月 至 1927 年 2 月 )》,《 中 國 婦女 運動 歷史 資料 1921-1927》( 北京 : 

人 和 人民 出 版 社 ,1986)。 
16SChin 20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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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夏天 以 「 國 民 革 命 」 之 名 的 北伐 軍 由 廣東 出 師 時 , 一 

路 也 有 女 性 加 入 征 討 軍 之 列 。 當 中 只 有 少 部 分 上 戰場 , 而 更 多 則 是 

擔任 醫療 救護 、 宣 傳 慰 勞 、 鄉 里 組 織 者 及 密探 等 角色 。 這 些 女 性 隋 

北伐 軍 兵 分 三 路 進 入 湖南 、 江 西 與 福建 , 在 沿途 行 經 的 幾 十 個 城鎮 

中 組 織 婦 女 協會 。 婦 女 工作 人 員 分 發 的 政治 宣傳 允諾 , 加 入 國 民 革 

命 讓 女 性 有 機 會 參與 公眾 事務 承擔 新 角色 , 免 受 軍閥 劫 掠 茶 壽 。 對 

於 這 些 宣傳 , 年 輕 女 師範 生 、 教 師 還 有 畢業 生 反應 特 別 熱 烈 , 而 自 

各 誰 勇 為 革命 軍備 餐 、 協 助 醫療 看 護 , 並 為 各 式 政治 集 會 下 筆 揮 

毫 。 也 有 許多 女 性 把 加 入 軍校 當 女 兵 , 視 為 爭取 婦女 自 由 的 延伸 。 

隨 北 伐 大 業 勢如破竹 , 許 多 地 方 運 動人 士 籌 組 婦女 協會 , 不 只 動員 

女 性 支持 革命 軍 , 同 時 爭取 女 性 婚姻 自 主 , 禁 止 攻 婢 納 妾 童養媳 陋 
特 全 169 

年 輕 學 運 人 士 、 並 非 共產 黨員 的 謝 冰 瑩 , 曾 為 了 想 要 上 學 而 絕 

食 抗議 , 後 也 因 參 與 愛 國 運動 而 遭 退學 。 一 如 當 年 所 言 「 勇 敢 的 年 

輕 男 女 們 , 一 個 個 都 拋棄 了 書 本 , 脫 下 了 長 衫 , 參 加 革命 去 了 」, 

她 後 來 確實 投身 軍旅 。” 謝 冰 瑩 自 己 也 是 在 個 人 與 民族 之 間 糾 葛 

著 。 她 自 己 提 到 1926 年 當 年 , 也 曾 對 經 典 愛 情 故事 癡迷 , 也 為 年 輕 

男性 單 相 思 。 但 當 時 二 哥 當 面 罵 了 她 一 頓 : 

女 人 , 真 是 沒 有 用 的 ! 時 代 的 血 鐘 響 了 , 你 還 在 夢 裡 睡 著 打 

釋 。'‧‧、" 早 就 應 該 捨棄 不 看 的 。 你 是 個 覺悟 了 的 女 性 ', 又 極 

喜歡 新 文 學 的 ', 為 什麼 不 讀 革 命 的 作品 呢 ? 

她 也 意識 到 , 若 她 繼續 待 在 家 , 母 親 就 會 強迫 她 嫁 給 孩提 時 已 替 她 

169 Gilmartin 1995, 175-81: Edwards, 2016b, 67-69 : 關於 女 學 生 的 角色 , 見 Culp 2007, 114, 
251。 

170Xie 2001, 49. 〔[ 編 按 〕 : 該 引文 出 自 〈 初 戀 《 一 個 女 兵 的 自 傳 》 (上海: 良友 圖 書 , 

1936) , 頁 126: 另 一 引文 則 出 自 同 書 〈 當 兵 去 !》*, 頁 1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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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好 親 的 那 個 男人 。 而 深 受 包辦 婚姻 之 苦 的 二 哥 則 說 :「 只 有 參加 

革命 , 婚 姻 問 題 和 你 未 來 的 出 路 問題 , 才 有 辦法 」。 謝 冰 瑩 料想 , 

九 成 女 性 加 入 北伐 軍 的 動機 大 同 小 異 。 如 當 時 一 同 入 伍 的 某 位 女 性 
起 身 大 聲 表 示 :「 我 們 脫離 了 家 庭 來 投身 革命 , 目 的 是 在 救出 痛苦 
的 群眾 和 痛苦 的 自 己 」。 

謝 冰 瑩 是 1927 年 初 進 入 武漢 中 央 軍 事 政 治學 校 的 首 批 女 學 生 之 

一 。 女 學 生 執勤 時 著 軍裝 , 而 下 了 勤務 、 攜 槍 還 有 跟 男 同 學 一 同 受 

訓 時 則 身 穿 布 衣 男 裝 , 並 刻意 提醒 男女 不 該 戀愛 。 “畢業 後 的 女 兵 
則 會 被 派 到 宣傳 隊 。 

女 兵 跟 隨 國 民 革命 軍 一 路 行 經 湖北 與 河南 , 加 入 公開 惡 批 土豪 

劣 紳 地 主 的 集 會 、 指 導 地 方 婦女 籌 組 婦女 協會 、 鼓 勵 婦女 放 足 及 剪 

髮 (作為 拒絕 傳統 封建 性 別 規範 之 力 證 ) , 並 宣傳 國 民 革命 侶 導 的 婚姻 

自 由 、 終 結 買賣 及 虐待 女 性 。 “當 國 民 黨 左派 在 成 立 武漢 政府 後 , 

保障 女 性 結婚 、 離 婚 與 繼承 等 權利 , 禁 總 足 及 買 賣 婦 女 , 並 支持 
1927 年 當 時 已 有 7 萬 名 會 員 的 湖北 婦女 協會 。 

國 共 合作 的 國 民 革 命 軍 途經 鄉村 時 , 最 分 歧 的 議題 是 婚姻 自 

由 。 因 為 聘金 不 是 一 筆 小 數 目 , 許 多 男性 擔心 自 已 無 法 付 得 出 這 筆 

討 老婆 的 錢 , 但 末 必 擔心 自 己 能 否 選 擇 對 象 。 婚 姻 自 由 可 能 會 產 

生 , 沒 有 女 性 想 嫁 給 窮困 農民 。 而 當 男方 傾家蕩產 給 了 女 方 迎 娶 的 
聘金 後 , 卻 唯恐 妻子 將 來 要 離婚 , 更 讓 農村 男性 與 雙親 志 忘 不 安 。 

後 來 在 農村 地 區 拓展 革命 勢力 多 年 的 中 國 共產 黨 體 認 到 , 積 極 討論 

171Xie 2001, 51-52, 57-58. 〔 編 按 】 : 該 引文 出 自 〈《 當 兵 去 ! 》, 頁 133; 另 一 引文 當 中 提 
及 的 女 性 應 為 謝 冰 瑩 所 稱 的 「 鐵 大 姐 」, 見 同 書 〈 被 開 除了 》, 頁 147。 

172 Xie 2011, 53, 65-67. 關於 謝 冰 瑩 在 1928 年 出 版 的 《 從 軍 日 記 》, 可 見 Laughlin 2002, 

200-5。[ 編 按 〕 : 此 部 分 參見 《 入 伍 》( 頁 155-164) 、〈 打 破 戀愛 夢 》( 頁 165); 另 
根據 〈《 入 伍 》 一 文 , 謝 冰 營 於 1926 年 11 月 25 日 進 入 中 央 軍 事 政 治學 校 女 生 隊 , 頁 
155。 

173Gilmartin 1995,. 189-93. 
174Gilmartin 1995. 1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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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 同 的 想 像 未 來 (1912-1927): 五 四 史話 

婚姻 自 由 恐 危及 農民 的 政治 支持 。 
1927 年 4 月 ,“ 蔣 介 石 部 隊 在 上 海 殺 害 共產 黨 人 與 工會 成 員 , 國 

共 合 作 戛 然而 止 。 同 年 7 月 ,” 國 民 黨 將 共產 黨 人 逐 出 武漢 國 民政 

府 。 緊 接 而 來 的 「 清 黨 」,' 影響 到 當 時 政界 女 權 軍 動人 士 。 事 後 有 

上 百 位 知名 女 共產 黨 與 運動 人 士 , 隨 即 遭 逮捕 並 草草 處 決 。 “1930 

年 , 毛 澤 東 妻子 楊 開 慧 當 時 就 遭 地 方 當 局 逮 捕 後 處 決 。 
無 論 是 否 為 共產 黨員 , 女 性 留 短 髮 就 有 一 定 危險 , 由 於 當 時 將 

短髮 視 為 激進 政治 反動 思想 。 ” 魯迅 就 曾 在 1927 年 悲觀 地 評論 : 

甲 要 短 , 丙 要 長 , 長 者 剪 , 短 了 角 。 這 幾 年 似乎 是 青年 遭 劫 

時 期 , 尤 其 是 女 性 。 報 載 有 一 處 是 鼓吹 剪 髮 的 , 後 來 別 一 軍 

攻 和 人 了 , 遇 到 剪 髮 女 子 , 即 慢 慢 拔 去 頭髮 , 還 割 去 兩 乳 。 “ 

就 像 謝 冰 瑩 提 到 , 解 散 女 兵 之 際 ,', 同 袍 的 頭髮 

完全 剃 得 像 個 芋頭 一 般 , 只 這 一 點 , 無 論 我 們 化 妝 的 技術 怎 

麼 高 明 , 人 家 一 看 就 知道 是 拿 過 槍 桿 來 的 女 兵 。 還 有 , 我 們 

曬 黑 了 的 皮膚 ', 和 因為 握 槍 弄 厚 了 皮 的 右手 掌 : 也 是 一 個 給 

人 認識 我 們 的 標記 。‧''"'""' 一 直 臨 到 要 離開 武昌 的 那 天 下 午 , 

我 們 才 在 無 可 奈何 中 換 上 了 新 製 的 衣裳 ‧““‧““ 還 跑 到 百 貨 店 , 

每 人 買 了 一 頂 草 織 的 洋 帽 戴 著 , 以 遮蔽 這 個 見 不 得 別人 的 
頭 178 

* [ 編 按 〕: 亦 即 咆 稱 「 束 南 清 黨 」、「 四 一 二 事件 」 或 「 四 一 二 反革命 政變 」。 
**【 編 按 】: 亦 即 史 稱 「 武 漢 分 共 」、「 七 一 五 事變 」 或 「 七 一 五 反 草 命 政 變 」。 
175Gilmartin 1995, 198-99。 
176Gilmartin 1995,212 : 閣 於 短髮 政治 , 殉 Sun 1997; Yao Fei 2009; Edwards 2016b, 87-88。 

177 Lu 1980a [1927], 353-54 : 亦 見 Smedley 1976, 22: Edwards 2000, 129。[ 編 按 〕: 此 投 引 

文 出 自 魯迅 於 1927 年 刊 於 《 語 絲 》 的 〈 愛 「 天 乳 」》。 
178 Xie 2001, 87-91, 引 文 出 自 88-89。[〔 編 按 〕: 見 謝 冰 螢 ,〈 歸 來 》,《 一 個 女 兵 的 自 

傳 》, 頁 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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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國 民 黨 驅逐 的 婦 運 人 士 就 算 逃 過 政治 清算 , 得 面 對 重 新 融入 家 許 
社會 的 重重 挑戰 。 謝 冰 瑩 返 家 後 發 現 , 父 母 依舊 反對 女 性 婚姻 自 由 

的 想 法 ', 執 意 要 將 她 嫁 給 3 歲 那 年 指 腹 為 婚 的 對 象 。 當 謝 冰 瑩 再 三 
拒絕 , 父 母 倆 不 認為 是 當 兵 這 檔 事 影響 她 的 決定 , 而 是 當 初 讓 她 上 

學 讀書 , 才 讓 她 要 退婚 , 父 親 咒 罵 著 :「 學 校 不 知 是 什麼 魔 容 , 凡 
ts” 是 進 去 的 人 , 就 像 是 著 了 魔 一 般 , 回 來 鬧 著 離婚 」。 儘 管 父親 未 提 

及 趙 五 貞 , 但 仍 認為 女 兒 之 所 以 拒 婚 , 是 因為 報刊 大 肆 渲 染 報導 年 
輕 女 子 自 殺 抗 婚事 件 。” 謝 冰 瑩 父母 並 不 反對 她 婚 後 打 算 教書 的 想 
法 , 但 他 們 認為 女 兒 解除 婚約 導致 家 庭 關係 破裂 , 敗 壇 謝 家 在 地 方 
上 的 地 位 。 

謝 母親 把 謝 冰 瑩 關 在 一 個 小 房間 , 她 打 算 在 房 內 反覆 思索 是 否 
要 自 殺 ( 見 專欄 4.2)。 接 下 來 半年 內 逃婚 3 次 未 成 , 她 只 得 依 媒 約 之 
言 成 親 , 但 拒絕 圓 房 。 她 在 自 己 曾 上 過 的 大 同 女 校 謀 得 教職 後 , 終 
於 逃離 她 所 謂 的 「 家 庭 監牢 」。 後 來 在 婆家 與 雙親 同 意 下 , 得 以 前 
往 大 同 , 陸 續 帳 轉 至 長 沙 、 衡 陽 ', 最 後 到 上 海 與 北京 教書 。 謝 冰 瑩 
的 出 走 需要 付出 龐大 代價 , 也 就 是 持續 數 年 與 父母 決裂 , 而 有 必要 
立即 找 到 自 食 其 力 的 方式 。 

專欄 4.2” 謝 冰 瑩 〈 被 母親 關 起 來 了 》 

翻來覆去 地 想 著 , 我 的 問題 , 絕 對 不 能 和 平 解 決 的 , 父 母 已 與 我 處 在 

絕對 相 反 的 地 位 , 我 不 能 懊 服 , 他 更 不 肯 讓 步 , 不 肯 放 棄 做 父母 的 威權 。 

他 一 定 要 貫 微 「 父 要 子 亡 , 不 得 不 亡 」 的 封建 社會 的 法 律 , 而 我 恰恰 是 反 

對 封建 社會 的 叛徒 , 這 樣 ', 相隔 三 個 時 代 的 父 與 女 的 思想 , 怎 麼 不 衝突 

呢 ? 無 疑 的 我 只 有 拼命 和 家 庭 奮 門 , 才 能 獲得 我 的 自 由 , 爭取 最 後 的 勝 

179 Xie 2001, 97-98. 〔 編 按 〕: 該 引文 出 自 《 被 母親 關 起 來 了 》,《 一 個 女 兵 的 自 傳 》, 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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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其 將 活躍 躍 的 生 命 付 與 別人 去 宰割 不然 痛 痛快 快 地 死 在 自 己 手 裡 ; 

鄧 是 我 的 , 當 然 我 有 權利 來 處 理 , 死 吧 , 死 是 我 最 後 的 安息 。 也 是 我 最 

一 一 死 ? 難道 你 真 的 只 有 死路 可 走 嗎 ? “你 常常 責備 自 級 的 人 太 

窗 有 勇氣 , 太 懦弱 , 太 不 中 用 : 求生 ' 是 一 切 生 物 的 本 能 何況 一 個 有 

嗎 ? “你 不 想 想 , 你 是 受過 革命 洗禮 來 的 ', 你 是 負 有 改造 社會 使命 的 戰 

十 , 你 曾經 上 過 火線 , 在 槍林彈雨 中 做 過 殺 英 救 同 志 的 工作 , 你 曾經 宣 過 

其, 要 為 全 世界 十 二 萬 萬 五 千 萬 被 壓迫 的 勞苦 群眾 底 解放 而 蕉 門 ; 你 曾 否 

認 自 己 是 個 屠 弱 無 能 的 普通 女 子 ' 而 是 個 有 血性 , 有 勇氣 , 意 志 堅 強 的 

攻 而 且 , 你 應 該 更 進 一 步 想 想 , 自 毅 是 多 麼 圍 笨 的 事 啊 ' 你 死 了 , 

汞 社會 少 了 一 個 叛徒 -. 
r 生 」 與 「 死 」 的 關 爭 , 整 整地 在 腦 還 中 交戰 了 一 夜 , 最 後 , 還 是 

「 生 」 得 著 了 勝利 。 

出 處 : 謝 冰 瑩 ,《 被 母親 關 起 來 了 》",《 一 個 女 兵 的 自 傳 》( 上 海 : 和 良友 圖 書 ,1936), 

頁 242-47。 轉 引 自 Xie Bingying, 4 rd So/drerS Or So 7e 44/9979g7dp 人 0 字 

和 re 57gey7ng, translated by Lily Chia Brissman and Barry Briss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2-5。 

謝 冰 瑩 歷經 從 軍 與 非 自 願 婚 姻 後 , 或 許可 以 將 其 後 續 生 涯 理解 

為 「 娜 拉 二 次 走 後 怎 樣 ? 」 的 一 種 回 應 。 她 後 續 擔任 教員 、 作 家 、 

編輯 及 大 學 教師 等 工作 。 她 在 1937 年 日 本 侵華 時 ,' 組 織 婦 女 戰地 服 

務 團 至 前 線 。 比 起 魯迅 替 娜 拉 規 劃 嚴酷 的 抉擇 ', 謝 冰 瑩 的 成 年 人 生 

更 加 複雜 但 並 非 順 遂 , 生 計 斷 斷 續 續 陷入 貧困 、 談 了 戀愛 、 在 中 國 

與 日 本 淪 為 政治 犯 、 婚 外 生 子 、 再 婚 又 多 子 , 以 及 遭遇 政治 動亂 而 

顛沛 流離 。 

國 民 黨 在 展開 清 黨 期 間 , 廣 為 謊 毀 前 政治 夥伴 , 指 控 女 共產 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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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濫 交 。 就 在 共產 黨 人 遭 逐 出 武漢 前 夕 , 城 內 流傳 一 張 諷刺 海報 : 

婦女 聯合 會 建議 , 在 五 月 一 日 勞動 節 舉行 裸體 大 遊行 , 藉 以 

促進 自 由 原 則 。 凡 欲 裸體 遊行 者 , 須 檢查 身體 。 膚 如 雪 , 乳 

如 峰 者 , 才 符合 資格 和 

國 共 合作 時 期 出 現在 政府 政策 與 地 方 宣傳 中 的 婦女 解放 主 張 , 因 而 

淪 為 粗 鄙 黃 腔 。1928 年 成 立 的 南京 國 民政 府 廢除 中 央 婦 女 部 。!8! 在 
接 下 來 10 年 , 國 民政 府 時 期 性 別 與 性 道德 的 公眾 政治 討論 明顯 轉 趨 
保守 。 

娜 拉 之 遺 緒 

1910 年 代 末 至 1920 年 代 , 出 走 的 挪威 家 庭 主 婦 娜 拉 ,', 具 體 展 

現 出 當 時 中 國 知識 分 子 遭 遇 的 棘手 困境 。 自 中 國 傳統 家 庭 中 展露 的 

完全 現代 人 , 是 如 何 成 為 獨立 自 主 公民 , 幫 助 當 時 積 弱 不 振 且 分 裂 

的 中 國 在 世界 取得 一 席 之 地 ? 當 時 多 數 討論 娜 拉 的 知識 分 子 並 非 女 

性 。 但 將 自 身 面臨 的 困境 及 中 國 處 境 與 「 女 性 」 形 象 相 提 並 論 , 這 

些 知 識 分 子 延續 梁啟超 於 清末 開 啟 的 對 話 。 就 其 看 法 而 言 , 若 中 國 

進 入 現代 , 婦 女 解放 會 成 為 此 過 程 的 重要 一 角 。 

在 此 政治 運動 頻繁 時 期 ' 最 常 將 feminism 譯 為 「 女 權 主 義 」, 

亦 即 字 面 上 “「 女 性 權利 的 主 義 」。 多 為 男性 的 新 文 化 運動 作家 , 延 

續 清 末 知 識 分子 主 張 婦女 受 教 權 、 財 產 、 經 商 、 在 社會 上 自 由 遷 

徙 、 擇 偶 , 再 加 上 投票 權 。 但 相 較 於 清末 前 人 主 張 ', 新 文 化 運動 知 

識 分 子 認為 , 婦 女 解放 的 前 提 是 將 個 人 從 儒家 禮教 的 傳統 家 庭 權威 

與 社會 階 序 中 解放 。 就 一 些 方面 來 說 , 這 些 男人 自 認 是 受 壓迫 待 解 

180 Spenee 1969, 200. 〔[ 編 按 〕: 此 段 引文 見 Spence 該 書 轉 引出 處 , 參 見 其 中 譯本 《 改 變 
中 國 》( 臺北 : 時 報 文 化 ,2004) , 頁 217。 

I81Gilmartin 1995,.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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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女 性 的 發 言 人 , 並 予以 循循善誘 。 他 們 希 刻 ', 有 朝 一 日 獲得 解放 

的 女 性 , 能 盡 改 造 及 振興 中 國 社會 之 責 。 

隨 著 越 來 越 多 女 性 於 1919 年 間 與 之 後 投身 公共 政治 活動 , 個 

人 、 教 育 、 經 濟 獨 立 與 富國 強 民 仍 為 當 時 討論 的 話題 。 這 並 不 是 僅 

限於 中 國 內 部 的 討論 而 已 , 作 家 援引 且 轉 化 性 別 、 性 慾 、 優 生 學 與 

女 權 主 義 等 當 時 全 球 熱 議 的 概念 元 素 , 以 適應 中 國 在 地 情境 。 

1920 年 代 初 期 , 共 產 黨 人 士 的 討論 集 中 在 女 性 勞工 階級 壓迫 及 

跨 階級 組 織 的 困難 。 如 同 何 殷 震 1907 年 所 為 , 共 產 黨 人 認為 , 婦 女 

解放 端 看 社會 秩序 是 否 徹底 改變 。 他 們 在 國 共 合作 期 間 , 組 織 婦女 

協助 打 倒 帝國 主 義 與 軍閥 , 力 求 創造 終結 私有 財產 制 的 種 種 條 件 。 

共產 黨 人 士 認為 , 唯 有 如 此 的 革命 才 得 以 解放 婦女 的 生 產 與 再 生 產 

勞動 力 。 
即 便 國 共 合 作 猛 然 結束 , 上 述 各 因素 仍 成 為 日 後 女 性 公共 論 

述 的 一 部 分 。 接 下 來 的 兩 章 會 討論 到 , 婦 女 運動 已 納入 振興 民族 大 

業 , 亦 為 轉 趨 保守 的 國 民政 府 與 農村 成 形 的 共產 革命 運動 所 接納 。 

而 在 女 權 - 民 族 - 革 命 關係 中 , 仍 持續 女 性 自 由 戀愛 、 生 育 與 “ 強 

種 」 之 討論 。 白 露 (Tani Barlow ) 指出 , 這 些 討論 強調 的 女 性 並 非 

r 一 種 存在 狀態 」, 而 是 「 潛 力 之 名 」 一 一 意 即 並 非 何 謂 女 性 , 而 是 

女 性 在 有 待 建構 未 來 中 「 將 呈現 」 何 種 樣 態 。” 娜 拉 不 再 是 知識 分 

子 拿 來 體現 拒絕 與 抵抗 的 化 身 之 後 , 婦 女 與 「 女 性 」 形 象 仍 會 為 家 

庭 、 個 人 、 政 體 、 國 族 、 種 族 與 革命 等 種 種 論戰 之 核心 。 

182 Wang 1999, 80-81.〔 編 按 〕 : 關於 「 改 造 」 一 詞 為 該 文 作者 轉 引 自 《 婦 女 雜誌 》66 

(1920) 中 〈 解 放 的 婦女 與 婦女 的 解放 》、《〈 改 造 時 代 的 婦女 應 具 什 麼 資格 、 《 今 

日 中 國 女 子 應 覺悟 的 一 點 : 自 己 的 責任? 。 
183Barlow 200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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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別 對 新 國 民政 府 的 建國 大 網 至 關 重 要 。 國 民 黨 在 1928 年 至 

1937 年 (日 本 全 面 侵華 前 ) 這 十 年 間 , 前 所 未 有 的 幾 近 掌 控 了 中 國 領 

土 。 從 定 都 南京 開 始 , 由 國 民 黨 一 黨 領 政 的 國 民政 府 ', 試 圖 保護 中 

國 主 權 並 進 行 從 所 未 有 的 實質 統治 。1930 年 國 民政 府 制定 約 法 ,' 試 

以 擴大 國 民 受 教 權 、 改 善 公共 衛生 、 預 防 早 渤 及 增加 農工 生 產 。 當 

時 領導 人 冀 划 , 訓 練 出 理解 現代 公民 權利 義務 、 遵 守 規 範 的 國 民 。 

國 民 黨 在 此 以 黨 領 政 時 期 , 帶 領 與 教育 國 民 , 以 期 在 不 確定 的 將 來 

促成 憲政 體制 政府 。 社 會 革命 則 不 在 此 大 綱 之 中 。 

國 民 黨 內 部 意見 並 非 一 致 。 有 些 領導 人 強調 該 出 兵 砍 滅 在 江西 

建立 農村 革命 根據 地 的 共 黨 勢力 ( 見 第 6 章 )。 有 些 則 相 信 , 經 濟 建 

設 發 展 是 避免 陷入 革命 的 最 佳 方法 , 因 而 主 張 進 行 農村 重建 與 都 市 

工業 發 展 。 正 當 日 本 侵 逼 中 國 跡象 隱約 顯現 之 際 , 國民黨 吸取 部 分 

歐洲 法 西 斯 主 義 特 色 , 以 推 行 全 民 軍 訓 、 自 給 自 足 經 濟 發 展 ,' 並 展 

開 反共 的 新 生 活 運動 。 

建國 願景 中 的 「 女 性 」 吸 納 了 晚 清 維 新 變法 與 五 四 連動 批 判 , 

但 除去 民粹 運動 的 元 素 。 政 務 規 畫 者 設想 , 可 以 為 了 經 濟 生 產 與 愛 

國 表 演 活動 而 動員 全 國 男女 , 而 非 為 了 抗爭 活動 而 動員 。 國 民政 

府 當 局 決心 要 將 社會 各 式 衝突 降 至 最 低 ,' 並 不 打 算 徹底 改變 女 性 工 

* [ 編 按 ): 此 應 為 1931 年 5 月 5 日 國 民 會 議 通過 的 《 中 華 民 國 訓 政 時 期 約 法 》 當 中 提 

及 「 國 民生 計 」 與 「 國 民 教 育 」 兩 章 相 關 條 文 。 
1 Zanasi2006; Clinton 2017: TSui 2018- 

2 關於 國 民 黨 重 塑 國 際 婦 女 節 並 納入 婦女 政策 大 納 , 見 Edwards 20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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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政 治 活動 及 其 家 庭 角 色 。 

政府 當 局 反而 藉 由 制定 法 規 方 式 來 處 理 婦女 問題 , 旨 在 培養 女 

性 國 民 , 其 最 基本 的 角色 就 是 成 為 現代 、 受 過 教育 且 具 生 產 力 的 賢 

妻良 母 。 陸 疆 頒 定 施行 的 《 中 華 民 國 民法 》 與 《 中 華 民國 刑法 》( 後 

分 別 簡 稱 《 民 法 》、《 刑 法 》) ', 納 入 結婚 、 離 婚 與 財產 權 等 相 關 新 規 

定 。 當 時 國 民政 府 試圖 藉 由 發 放 助 產 士 開業 執 照 , 將 接生 過 程 予以 

現代 化 , 同 時 撤銷 妓院 執照 來 廢 娼 , 且 明文 規定 女 性 服裝 儀容 。 但 

礙 於 當 時 政府 對 首都 以 外 各 地 區 的 掌控 鞭 長 莫 及 , 以 致 多 數 法 令 實 

行 成 效 不 彰 。 但 將 現代 性 別 概念 加 以 立法 規範 的 想 法 , 則 持續 到 抗 

戰 時 期 ', 還 有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 見 第 6、7 章 )。 

南京 十 年 期 間 , "認可 女 性 出 外 工作 已 成 社會 常態 。 且 與 10 年 

前 相 比 , 受 過 教育 由 有 工作 「 新 女 性 」 較 無 爭議 可 言 ; 而 愛 薏 事 生 

非 的 姐妹 , 亦 即 無 責任 感 、 迷 人 卻 狡 詐 多 端的 “摩登 女 郎 」 以 不 安 

於 室 之 新 形象 , 在 都 市 文 化 地 景 中 嶄露頭角 。 至 於 國 家 力量 鞭 長 莫 

及 的 農村 地 區 ,「 新 女 性 」 及 「 摩登 女 郎 」 的 誘惑 力也 有 限 。 而 隨 

著 許多 製造 外 銷 品 的 農村 婦女 深 受 當 時 全 球 經 濟 大 蕭條 影響 , 且 為 

因應 男性 農耕 勞力 逐漸 外 流 問題 ', 農 村 生 活 因而 有 所 變化 。 

南京 十 年 時 期 的 建國 大 業 與 社會 變遷 不 斷 受到 各 種 因素 的 影 

響 。 政 治 派系 紛爭 、 軍 閥 殘 餘 勢 力 、 盜 匪 懇 狐 、 大 小 天 然 災害 頻 

傳 、 全 球 經 濟 大 蕭條 、 帛 共 、1931 年 日 本 占領 東北 (成立 滿 洲 國 ) 

並 不 斷 侵擾 華北 等 因素 , 都 讓 國 民政 府 的 訓 政體 制 效能 大 打 折扣 。 

而 這 個 以 黨 領 政 的 社會 建設 願景 , 以 及 在 此 願景 中 發 揮 關 鍵 作用 的 

女 性 , 過 了 1937 年 後 仍舊 重要 。 

* 【〔 編 按 ]: 此 時 期 即 為 史 稱 「 十 年 建國 」 或 「 十 年 建設 , 又 稱 「 黃 金 十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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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治 生 活 : 法 律 變遷 與 社會 習俗 

結婚 與 離婚 規範 

即 便 在 1927 年 清 黨 後 , 國 民政 府 仍 保 有 當 時 影響 國 共 合 作 的 新 

文 化 運動 之 遺 緒 。 如 同 新 文 化 運動 思想 家 , 國 民政 府 官員 視 婚 姻 改 

造 為 改良 中 華 民 族 素 質 之 法 , 此 亦 出 自 當 時 於 中 國 和 世界 各 地 蔚 為 

風潮 的 優生 學 觀念 。 自 美 國 學 成 歸 國 的 教授 、 人 稱 「 中 國 優生 學 之 

父 」 的 潘 光 旦 , 曾 在 1930 年 代 主 張 , 鼓 勵 基 因 優 良民 眾 早婚 並 生 育 

多 子 , 是 提升 國 民 素 質 不 二 法 門 。 包辦 婚姻 也 就 被 視 為 優生 進 步 之 

阻礙 , 當 時 有 位 國 民 黨 立法 委員 認為 , 此 情況 「 已 產生 太 多 太 多 不 

幸 婚 姻 , 將 有 才 情 的 女 性 嫁 給 笨 男 人 , 因 而 生 下 拐 瓜 劣 東 」。 這 些 

立 委 希 麟 , 透 過 自 由 結婚 ', 生 下 一 個 又 一 個 優良 兒女 , 以 振興 中 華 

民族 。“* 國 民政 府 逐漸 放寬 父 權 家 庭 體 制 對 婚姻 的 控制 , 並 以 核發 結 

婚 證明 、 監 督 婚約 締結 與 解除 來 主 張 其 治 權 。 

1930 年 制定 、1931 年 5 月 施行 的 《 民 法 》, 賦予 了 女 男 平 等 地 

位 , 並 將 法 律 中 嫁 娶 由 父系 家 庭 作 主 , 改 為 男女 當 事 人 自 行 締結 的 

一 夫 一 妻 配 偶 制 。 女 兒 同 樣 有 權 繼承 家 產 , 儘 管 實務 上 很 少 發 生 , 

診 婦 亦 能 擁有 夫 家 部 分 財產 。" 父 母 共 同 擁有 子女 親 權 , 而 雙方 離婚 

後 , 子 女 監護 權 由 夫 行 使 , 但 另 有 約 定 者 , 從 其 約 定 。 

3 ”Rogaski 2004, 240-45 : 關於 潘 光 旦 與 優生 學 , 見 Dikotter 1992, 174-85; Dikotter 2015, 

112-19: Dik6tter 1998, 104-18; Dike6tter 1995, 109-21: Culp 2007, 147 ? 

4 “Kuo 2012b, 302. 

Glosser 2003.25,.81-133: Ma 2015, 184, 202, 206-13. 

Kuo 2012a, 40-43: Bernhardt 1999: Huang 2001; Glosser 2003, 90-99: EdwardSs 2008a, 182- 

85. Li 2010 簡要 說 明 《 民 法 》 中 的 女 性 財產 權 。 而 《 民 法 》 同 奪 家 婦 監護 與 繼 

承 權 , 見 Bernhardt 1999, 117-32。 因 法 律 與 普 遇 習俗 衡 突 而 限制 女 兒 繼 承 權 , 見 

Bernhardt 1999. 133-60 。 

7 Kuo 2012a, 4: Bermhardt 1994; Bernhardt 1999; Huang 2001; Kuo 2012b, 305; Watson 1984, 

2.【〔 編 按 】: 見 《 民 法 》 第 四 編 親 屬 (民國 19 年 ) , 第 二 章 第 五 節 離 婚 第 1051 條 、 第 

四 章 監護 之 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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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 於 《 大 清 律 例 》, 女 男 皆 可 訴 請 苑 婚 。《 民 法 》 明 定 離婚 
的 10 種 情形 :「 重婚 者 、 與 人 通姦 者 、 受 他 方 不 堪 同 居 之 虐待 者 、 

妻 對 於 或 受 夫 之 直系 尊 親 屬 之 虐待 致 不 堪 者 、 惡 意 遺 棄 者 、 意 圖 殺 

害 他 方 者 、 有 不 治之 惡疾 者 、 有 重大 不 治之 精神 病 者 、 生 死 不 明 
已 逾 三 年 者 、 被 處 徒刑 者 」。 「 不堪 虐 待 」 之 定義 , 以 嚴重 肢體 傷 
害 , 包 含 致 其 不 堪 為 共同 生 活 。 

由 女 性 提起 訴訟 的 案件 於 1930 至 1940 年 代 之 間 攀 升 , 這 代表 
當 時 女 性 欲 以 興 訟 來 追求 婦女 解放 之 目標 , 亦 即 婦女 解放 不 再 是 個 
抽象 觀念 , 而 是 女 性 想 在 自 家 中 實際 享有 的 解放 。 ”「 不 堪 虐 待 是 
當 時 妻子 訴 請 離婚 中 最 常 提 出 的 案由 , 但 要 證明 此 控訴 實 屬 不 易 。 
女 性 當 事 人 須 有 目擊 證人 , 或 檢 附 醫院 或 警方 驗 傷 紀 錄 , 並 證明 自 
己 並 無 任何 激怒 對 方 施暴 之 不 當 行 為 。 即 便 證 據 歷 歷 在 目 , 法 院 對 
此 類 案件 時 常 不 予 判 離 。” 另外 離婚 時 也 可 訴 請 贍養 費 , 但 法 院 對 

裁定 此 類 案件 收取 的 訴訟 費 較 高 , 因 而 讓 多 數 欲 訴 請 贍養 費 的 女 性 
就 此 打 退 堂 鼓 。 

而 換 成 男性 提起 訴訟 時 , 多 半 欲 訴 請 不 堪 虐 待 或 家 計 難 以 為 繼 

而 離 家 的 妻子 回 家 。 逃 妻 通常 會 回 娘家 , 而 不 同 於 《 大 清 律 例 》, 
此 行 為 不 再 有 罪 。 婚 姻 在 當 時 已 成 為 民事 契約 , 因 此 法 院 能 裁定 該 
女 性 當 事 人 回 家 。 但 逃 妻 或 許 會 到 其 他 大 城 另 謀 生 路 , 即 便 有 法 院 
判決 也 會 拒絕 回 家 。 

民國 時 期 法 律 完 全 末 提 及 「 妾 」 的 地 位 , 而 交 由 司法 判決 來 

8 Kuo 2012a, 112.〔[ 編 按 〕: 見 《 民 法 》 第 四 編 親 屬 (民國 19 年 ) , 第 二 章 第 五 節 離 
婚 , 第 1052 條 規定 。 

9 Kuo 2012a. 17, 48n33.[ 編 按 ]: 見 《 民 法 》 第 四 編 親 屬 (民國 19 年 ) , 第 二 章 第 五 節 
離婚 , 第 1052 條 規定 。 

10 Kuo 2012a,. 6-7, 115-16, 198. 
11 Berhardt 1994,200-205; Kuo 2012a, 109-13. 
12 Bemhardt 1994,. 194. 
13 Ma2015, 101.107; Kuo 2012a,. 6-7, 10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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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府 身 問題 。 如 陳美鳳 (Lisa Tran) 所 言 , 當 時 法 官 的 見解 是 
r 姜 雖 為 民法 所 不 規定 , 惟 妻 與 家 長 既 以 永久 共同 為 目的 的 同 居 一 

家 -“““' 應 視 為 家 屬 而 予以 保障 」。 ” 亦 即 當 時 法 院 判決 視 妾 為 家 

屬 。《 大 清 律 例 》 中 元 配 享有 妾 生 子女 親 權 , 但 民國 時 期 司法 判決 

則 賦予 妾 完整 親 權 。 而 《 大 清 律 例 》 之 下 , 可 以 隨時 將 妾 逐 出 家 

門 , 但 民國 時 期 除 符 合 離婚 要 件 外 才 能 如 此 做 。 然 而 , 妾 也 可 自 行 
離開 ' 只 要 其 行 為 並 未 構成 離異 要 件 , 也 能 在 終止 關係 後 爭取 贍 

養 費 。 若 妾 在 夫 婿 死後 仍 為 家 屬 , 也 可 以 向 元 配 要 求生 活 費 。 有 

時 , 妾 會 藉 由 提出 當 時 《 民 法 》 所 定義 的 結婚 「 應 有 公開 之 儀式 及 
兩 人 以 上 之 證人 」 之 事 證 , 以 試圖 取得 法 院 認可 的 妻子 地 位 。“ 

雖然 替 逐 漸 受到 法 律 保 障 , 但 大 眾 漸漸 不 接受 男性 納 妾 此 舊 

習 。 當 時 《 民 法 》 實 際 上 視 男 性 納 為 通姦 。 ' 因 此, 若 丈夫 在 
1931 年 5 月 《 民 法 》 施 行 後 納 次 , 元 配 便 可 依法 訴 請 離婚 ' 但 若 在 

《 民 法 》 施 行 前 的 話 則 無 法 訴 離 。 雖 元 配 無 法 強迫 丈夫 拋棄 次 , 仍 

可 尋求 法 院 判定 分 居 , 如 此 就 不 必 與 丈夫 同 住 一 屋 稀 下 , 但 不 必 背 

負 低 離 之 汙 名 。 “1935 年 , 由 於 婦女 團體 反 納 妾 之 壓力 , 最 後 同 年 

頒 訂 的 新 修 《 刑 法 》 納 入 有 配偶 而 與 人 通姦 者 之 徒刑 。 但 當 時 法 院 

則 不 太 會 起 訴 納 次 男性 。 
在 1931 年 頒 訂 的 《 民 法 》 下 , 女 性 如 同 男性 , 成 為 擁有 「 法 律 

14 Tran 2015, 14; Bernhardt 1999, 188-189.[ 編 按 ]: 見 1932 年 6 月 7 日 , 中 華 民 國 《 司 法 

院 院 字 第 735 號 解釋 》。 
15 Bernhardt 1994, 209-14; Bernhardt 1999, 188-95; Tran 2015, 48-53. 66-68, 73-75, 83-85, 88- 

94. 202-4. 
16 Tran 2015, 15, 120-26, 205. [〔 編 按 ] : 見 《 民 法 》 第 四 編 親 屬 (民國 19 年 ) , 第 二 章 第 

二 節 結婚 , 第 982 條 規定 。 
17 Kuo 2012a, 156; Tran 2015, 3.〔 編 按 ]: 此 應 指 當 時 《 民 法 》 判 決 (法 院 見解 ) , 見 

《 民 法 》 第 1053 條 相 關 判 例 。 
18 Kuo 2012a, 155: Tran 2015, 204. 〔 編 按 〕 : 即 為 民國 23 年 《 刑 法 》 第 239 條 「 有 配偶 而 

4 與 人 通姦 者 處 一 年 以 下 有 期 徒刑 : 其 相 女 者 亦 同 」。 
19 Tran 2015,41-48 : 關於 女 性 對 當 時 法 令 之 批 評 , 見 Ma2010,27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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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格 」 之 權利 主 體 。 民 法 起 草 者 寄 劑 將 女 性 歸 類 為 具有 法 律 地 位 之 

人 , 能 有 助 深化 婦女 權利 之 推 動 。 而 雖然 《 民 法 》 已 屏 除 父 系 家 庭 

傳統 觀念 中 的 男女 之 別 , 但 依據 生 物 學 與 一 夫 一 妻 伴 侶 結合 概念 而 

建立 起 新 的 社會 性 別 區 分 。 男 性 至 少 要 到 18 歲 才 能 結婚 , 至 於 女 性 

則 是 16 歲 (目前 中 國 《 婚 姻 法 》 仍 存在 此 性 別 落差 , 法 定 結婚 年 齡 已 分 

別提 高 至 男性 22 歲 、 女 性 20 歲 )。 之 所 以 出 現 此 落差 其 背後 出 於 優生 

學 之 考量 : 女 性 在 生 理 上 比 男性 更 早熟 , 而 若 在 性 成 熟 前 結婚 或 許 

會 因此 傷 身 、 不 利生 痛 品 質 並 影響 養育 下 一 代 之 能 力 。 

當 時 新 訂 《 民 法 》 並 未 挑戰 行 之 有 年 的 「 從 夫 居 」 規 定 。 有 鑑 

於 妻子 通常 會 與 夫 家 同 住 , 因 而 「 受 夫 之 直系 尊 親 屬 之 虐待 致 不 堪 」 

事實 上 就 成 為 一 種 涉及 性 別 考量 的 離婚 理由 。 因 為 沒 人 認為 , 該 法 

有 必要 明定 , 若 男性 遭 岳父 岳母 虐待 時 可 訴 請 離婚 。 而 男性 對 於 婚 

後 財產 也 有 較 多 的 掌控 , 這 完全 是 性 別 上 的 考量 。” 然 而 , 城 市 地 

區 的 婚姻 觀念 已 經 開 始 轉 變 , 而 女 性 進 入 法 院 的 機 會 也 增加 了 。 

而 在 當 時 全 國 超 過 八 成 人 口 所 居住 的 農 間 鄉 野 地 區 ', 新 修 《 民 

法 》 的 婚姻 相 關 條 文 對 女 性 的 影響 非常 有 限 。 買 賣 女 性 、 包 辦 婚 

姻 、 強 娶 寡 婦 、 童 養 媳 , 還 有 由 兒子 優先 繼承 遺產 等 情況 , 還 是 相 

當 常見 。 農 村 婚 姻 改革 則 在 後 來 中 國 共產 黨 支 持 下 展開 , 且 經 歷 數 

十 年 才 得 以 改變 這 些 社會 風俗 。 

生 育 規範 

和 其 他 現代 國 家 一 樣 ,' 國 民政 府 也 將 國 民 健 康 與 強國 強 種 直 

接連 結 在 一 起 。 當 時 試圖 規範 國 民 身 體 健康 所 推 出 的 新 式 公共 衛 

生 措施 , 亦 即 促成 羅 英 芸 (Ruth Rogaski) 所 謂 的 「 衛 生 現代 性 」 

(hygienie modernity) 。 城 市 官員 設置 衛生 局 及 公立 醫院 、 推 動 大 眾 

20 Watson 1984, 2: Kuo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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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打 疫苗 、 提 供 貧 困 醫 療 照護 , 以 及 宣講 霍亂 致 病菌 及 傳染 病 疫情 
隔離 等 相 關 衛 教 常識 。 雖 然 受 限於 經 費 不 足 與 行 政 單位 朝 令 夕 改 , 
但 這 完全 是 國 家 管控 規範 的 新 領域 。 

至 於 國 家 對 農村 地 區 的 管控 , 由 於 鞭 長 莫 及 且 難以 為 弦 , 因 而 

非 政 府 組 織 推 行 的 改革 所 發 揮 的 作用 更 顯 重 要 。 當 時 由 中 華 平民 教 
育 促進 會 (簡稱 平 教 總 會 ) 以 河北 省 定 縣 為 改革 試驗 示範 區 , 推 動 

了 一 項 雄心 勃勃 的 實驗 , 而 這 當 中 部 分 經 費 是 由 美 國 私人 基金 會 挹 

注 ' 並 主 要 針對 農村 現代 化 的 關鍵 參與 者 「 農 村 婦女 」 推 行 平民 教 
育 。 平 教 總 會 將 新 式 衛生 教育 帶 入 農村 各 戶 , 針 對 學 章 的 砂 眼 與 頭 
癬 治療 、 流 行 病 控 管 、 鴉 片 戒 癮 及 設置 保健 員 與 保健 院 所 。 衛 生 工 

作者 訓練 地 方志 工 協助 急救 、 疫 苗 施 打 、 遠 離 廁 所 挖 井 , 並 改 到 室 

外 飼養 牲 瘟 。 他 們 也 將 強調 乾淨 、 通 風 、 明 亮 居家 環境 的 家 政 概念 
帶 入 農村 地 區 。 人 

對 於 農村 衛生 改革 者 , 核 心 問 題 在 於 如 何 妥善 管控 懷孕 與 生 

育 。 所 謂 讓 未 出 生 胎兒 接觸 良好 環境 影響 的 「 胎 教 」, 在 中 醫 已 有 

相 當 長 的 歷史 。 但 到 了 1930 年 代 , 如 Nicole Richardson 所 言 , 現 代 

胎教 論述 徵 引 生 物 學 、 心 理學 與 歐洲 性 別 差異 理論 ,「 納 入 了 優生 

學 與 民族 主 義 語 言 」。 當 時 認為 , 女 性 之 所 以 比 男性 更 情緒 化 , 是 
因為 每 立方 公 尺 的 紅血球 含量 較 少 , 加 上 尤其 子宮 這 個 生 芷 器 官 控 

制 著 女 性 情緒 。 當 時 的 大 眾 作品 持續 告 誠 孕 婦 要 控制 自 己 情緒 , 因 

為 情緒 狀態 恐 會 影響 孕婦 身體 , 進 而 波及 到 胎兒 健康 。” 因 而 出 現 

種 種 新 限制 , 建 議 孕婦 避 開 電影 暴力 場景 、 在 臥室 懸掛 名 人 肖像 、 
服用 「 三 友 補 丸 」 等 補藥 來 增進 胎兒 健康 , 且 避免 (對 農村 婦女 幾 乎 

21 Rogaski 2004, 234-40- 

22 Merkel-Hess 2016b, 見 全 篇 各 處 。 

23 Richardson 2012 : 引文 出 自 頁 6。 引 文 提 及 的 立方 公 尺 血液 (相 當 大 單位 ) 出 自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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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5.1 1932 年 Nettie Senger、 當 地 官員 與 華北 培 藝 婦女 道學 院 畢業 生 於 山西 當 縣 友 
愛 會 教堂 內 合影 

出 處 :Photograph courtesy of Joseph_ Wampler. Us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Brethren 
Historiceal Library and Archives, Elgin, inols. 

是 不 可 能 的 ) 繁重 農務 。 如 滲 客 (Frank Diketter) 所 表 明 :「 女 性 被 

賦予 安 胎 這 項 重責 大 任 」, 但 女 性 之 所 以 位 處 性 別 階 序 底層 , 即 在 
於 當 時 認為 該 概念 是 有 其 生 殖 生 物 學 之 科學 根據 。~ 

政府 官員 與 改革 人 士 將 農村 接生 視 為 落後 且 不 衛生 。~” 農 村 婦 

女 通常 在 家 無 人 照料 或 是 家 中 女 性 長 輩 與 產 婆 指導 下 臨盆 產子 。 農 
村 產 婆 通常 是 有 自 行 生 產 經 驗 的 婦女 , 還 有 跟 長 輩 或 老 一 輩 產 婆 學 

習 接 生 。 接 受過 正式 訓練 的 助產士 在 農村 並 不 常見 , 反 而 常見 到 難 

24 Dik6tter 1998,.99-104: Dikotter 1995, 9, 22-23,25,93-101. 

25 Johnson 2011, 150-51: Hershatter 2011.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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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 產 後 失血 以 及 民俗 療法 等 種 種 困境 。“” 當 時 多 因 剪 臍帶 工具 未 
經 消毒 而 引起 的 臍 風 , 成 為 嬰兒 天 折 與 母體 感染 的 主 因 。 包 公 衛 人 
員 斥 責 這 些 過 時 的 產 婆 為 充 內 行 的 半 吊 子 , 無 視 衛生 消毒 處 理 , 還 
有 時 常 徒手 拉 出 嬰兒 , 以 如 此 粗魯 且 甚而 致命 的 方法 來 接生 。 當 時 
政府 報告 、 醫 學 期 刊 與 大 眾 報刊 批 評 , 臍 帶 塗 牛 義 等 常見 接生 風 

俗 。 但 地 方 上 的 產 婆 , 則 是 當 時 多 數 農村 唯一 能 接生 嬰兒 的 醫護 人 
員 。 

為 了 因應 這 樣 的 情況 , 國 民政 府 設立 了 「 助 產 教育 委員 會 」, 
並 宣布 將 在 全 國 推 行 助產士 培育 標準 。 當 時 由 女 性 婦 產 科 醫 師 暨 公 

共 衛 生 官員 楊 崇 瑞 , 在 北京 籌 設 國 立 第 一 助 產 學 校 , 其 目標 在 於 培 
育 出 訓練 助產士 的 人 才 , 而 能 到 各 地 農村 保健 所 任職 服務 。 不 像 農 

村 產 婆 , 多 數 參加 助 產 訓練 班 的 是 年 輕 未 婚 、 受 過 教育 的 城市 女 
性 。 也 有 些 產 婆 會 參加 短期 接生 婆 訓練 , 來 學 習 消毒 方法 , 還 有 確 
認 並 協助 產婦 處 理 難產 狀況 。 

助產士 依法 應 通過 國 家 考試 , 並 向 主 管 機 關 登記 、 取 得 開 業 執 
照 , 但 即 使 在 城市 此 法 規 都 難以 落實 , 更 中 論 農 村 地 區 。? 平 教 總 
會 當 時 在 定 縣 雁 用 了 女 護士 , 但 發 現 當 地 村民 無 法 接受 年 輕 女 性 擔 
任 助產士 。 重 新 訓練 產 婆 結果 反倒 更 具 成 效 , 這 也 成 為 1949 年 後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政府 在 農村 所 採 行 的 措施 ( 見 第 8 章 )。~ "根據 1935 年 
針對 定 縣 進 行 的 某 項 調查 研究 發 現 , 當 地 超 過 九 成 嬰兒 是 由 產 婆 接 
生 的 。 ” 即便 是 當 時 新 式 助 產 訓練 重鎮 的 北京 , 約 半數 嬰兒 也 是 產 

26 Hershatter 2011, 154-63; Chen 2015, 12-13, 16. 

27 Merkel-Hess 2016b, 8. 南 京 大 學 經 濟 學 家 卜 凱 (John Lossing Buck) 注 意 到 ,10 至 20 

歲 農村 女 性 比 同 齡 男性 高 , 並 於 1930 征 推測, 生產 過 程 中 威 染 破傷風 是 主 因 。Buck 
1982, 323 : 亦 見 Johnson 2011, 83 = 

28 Johnson 2011. XXv-XXvi; Hershatter 2011,. 161. 

29 Johnson 2011. XXVIXXIX, XXX1 XXXv, 52, 93-102,. 113, 133-66. 

30 Merkel-Hess 2016b. 11-12 ; 亦 見 Johnson 2011,. 139-40。 

31 Hershatter 2011,.349n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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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接 生 的 , 而 另 有 1/4 則 為 親戚 接生 。 國 民政 府 當 時 對 助 產 接生 的 

改革 願景 , 佑 然 成 了 紙上 空談 的 泡 影 。 

當 時 政府 的 公共 衛生 計 畫 , 當 中 也 包含 民國 時 期 尚未 普及 的 

「 計 畫 生 育 」 新 概念 。 傳 統 文 化 認為 , 要 生 兒子 才 能 傳宗接代 。 定 

縣 年 輕 男女 當 時 對 於 性 行 為 前 後 用 肥 穫 沖 洗 或 用 浸 過 醋 的 衛生 棉 條 

塗抹 女 性 陰部 , 這 類 節 育 衛 教 資訊 反應 熱烈 。 而 城市 採用 的 避孕 隔 

膜 , 對 農村 地 區 則 太 昂貴 , 而 如 保險 套 、 子 宮 托 或 宮 內 節 育 器 等 其 

他 方式 , 則 不 屬於 農村 地 區 的 節 育 討論 。 平 教 總 會 公 衛 工作 者 發 
現 , 農 村 男 女 非常 能 接受 節 育 觀念 , 但 有 效 避 孕 方式 通常 卻 難 以 取 
得 。7 

由 於 貧窮 限制 家 庭 規 模 , 婦 女 試圖 不 要 懷孕 。 除 溺 嬰 外 , 婦 女 

會 求助 往往 無 效 甚 至 傷 身 的 民俗 療法 。 有 人 會 大 吃 謎 讀 避孕 , 有 些 

會 喝 下 導致 不 孕 的 草藥 。 還 有 些 想 流產 的 婦女 則 會 用 織 布 用 的 打 緯 

板 反覆 大 力 賣 打 自 己 的 腹部 。” 距 胎 雖然 違法 , 但 大 多 仍 用 筷子 、 

針灸 長 針 、 墮 胎 毒 蟲 藥 、 店 香 及 其 他 成 分 來 進 行 , 因 而 時 常會 引起 

婦女 失血 與 威 染 。~” 

扶貧 控 管 

女 性 流 民 與 乞丐 儼然 成 為 國 民政 府 扶貧 控 管 的 對 象 。 國 民政 府 

首都 南京 , 理 應 是 個 居民 教育 程度 高 且 生 產 力 高 、 基 礎 建設 與 公共 

設施 現代 化 的 模範 城市 。 然而 , 當 時 的 南京 卻 是 個 住宅 短缺 、 引 

32 Johnson 2011, 156. 

33 Merkel-Hess,2016b, 12-13 ; 關於 城市 生 育 控制 , 見 Dik6tter 1995, 119。 

34 Han, 2007. 直 到 1970 年 代 仍 持續 類 似 方式 , 見 第 8 章 。 
35 Sommer2010,. 140-143: Johnson 2011. 148, 

36 除 另 說 明 , 此 處 關於 南京 的 敘述 出 自 Lipk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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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致命 呼吸 道 疾病 、 低 薪 ( 尤 以 女 工 ) 及 失業 率 近 五 成 的 城市 。 沁 南 

京 十 年 初期 , 市 政府 開 始 針對 未 達 理想 目標 居民 予以 改造 , 同 時 試 
以 防止 流 民 進 城 、 拆 除 棚 戶 區 、 管 制 人 力 車 夫 脫 序 行 為 及 廢 娼 等 作 
為 。 但 上 述 種 種 努力 皆 未 成 功 。 

接連 豫 近 早 災 與 1931 年 江淮 水 災後 , 包 含 大 量 婦 把 在 內 的 數 千 

位 流 民 湧 入 南京 。 措 手 不 及 且 預算 不 足 的 市 府 , 一 開 始 發 放 少 量 救 
濟 物資 , 接 著 開 始 將 流 民 送 回 已 經 殘破 不 堪 的 家 鄉 。 有 些 人 想 辦法 

要 留 下 , 如 此 讓 有 限 的 住宅 雪上 加 霜 , 由 於 當 時 首都 近 1/5 人 口 住 
在 茅草 與 廢棄 材料 搭建 的 棚 戶 區 。 城 市 規劃 者 為 了 不 讓 棚 屋 流 民 毀 

了 現代 城市 市 容 ', 而 要 求 流 民 搬遷 至 偏僻 地 區 。 但 這 些 窮困 民眾 由 

於 想 留 在 當 地 擺 攤 、 拉 人 力 車 、 回 收 廢棄 物 , 當 洗衣 工 與 散工 , 而 
抗拒 政府 的 種 種 要 求 。 

南京 同 樣 擁 有 相 當 大 量 的 乞討 人 口 。 當 中 有 些 是 由 職業 乞丐 所 

組 成 的 , 而 還 有 些 包含 婦 馬 在 內 的 則 因 家 變 而 被 迫 乞 討 維 生 。 為 了 

把 這 些 人 趕 出 大 街 與 旅遊 景點 , 市 府 提供 新 設置 的 「 遊 民 習 藝 所 」 

予以 職業 訓練 。 但 遊民 與 乞丐 界線 模糊 , 而 讓 種 種 努力 難 有 成 效 。 

1929 年 某 市 政 報 告 提 及 :「 大 街 小 巷 如 點 點 繁星 , 無 處 不 四 散 著 老 
弱 婦 圣 沿街 行 乞 」。 市 府 在 這 十 年 內 無 時 不 刻 試圖 要 把 這 些 人 集 中 

關 入 救濟 院 。 
當 時 政府 扶貧 控 管 , 則 在 避免 貧困 百 姓 成 為 社會 亂 源 , 並 予以 

感化 改造 成 高 效 居 民 。” 如 此 結果 卻 將 廣大 的 貧困 百 姓 汙 名 化 , 甚 

而 視 之 為 罪犯 。1930 年 北京 有 15%、 約 247,000 名 居民 屬於 「 非常 貧 
困 」 人 口 。 正 如 陳怡君 (Janet Chen) 所 稱 , 南 京 十 年 時 期 對 窮困 百 

37 Lipkin 2006, 51-52。 南 京 並 非 工業 城市 , 女 性 往往 務農 、 做 針線 活 、 補 鞋底 、 編 草 
芒 、 當 人 幫 佬 、 或 賣淫 維 生 。Lipkin 2006, 86. 

38 Lipkin 2006, 217. 
39 Lipkin 2006,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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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 結 合 了 慈善 救濟 、 俸 迫 、 援 助 與 刑罰 等 種 種 讓 人 不 志 寢 安之 管 

控 」, 亦 即 如 她 所 言 , 當 時 政府 認定 「 赤 貧 有 罪 」。 

政府 當 局 認為 , 貧 民 婦 女 出 現 特 定 問題 。 據 稱 1931 至 1932 年 

隆 冬 , 出 入 北京 粥 廠 的 饑 民 約 有 2/3 為 貧 婦 。 當 時 有 些 社 評 家 擔 

憂 , 男 女 混雜 同 列 領 粥 之 現象 不 得 體 。 北 京 市 當 局 就 試圖 將 救濟 院 

以 男 、 女 及 小 孩 區 分 , 並 予以 職業 訓練 。 警 察 或 慈善 組 織 , 會 將 女 

爺 丐 、 藥 癮 者 及 娼妓 轉 介 至 「 婦 女 救濟 院 」 收 容 。 而 其 他 難以 自 

食 其 力 的 貧民 婦女 會 自 願 申 請 進 入 。 有 些 丈夫 已 失蹤 的 婦女 則 會 帶 

年 幼子 女 來 此 。 這 些 女 性 日 常 就 如 同 獄 犯 般 受 到 密切 管控 , 要求 每 

日 工作 、 共 食 、 囑 洗 時 間 並 限制 訪客 。 

當 救濟 院 收容 女 想 離開 該 機 構 時 ,' 須 提出 申請 並 證明 自 己 能 自 

食 其 力 , 這 通常 代表 嫁 給 某 人 。 收 容 女 子 婚姻 多 由 院 方 安 排 , 將 通 

過 審核 的 女 子 照片 予以 公告 , 以 供 打 算 娶 親 男 子 來 端詳 查看 。 此 作 

法 在 根本 上 是 假設 , 救 濟 院 為 造福 於 社會 , 協 助 貧困 男子 不 用 花 太 

多 錢 娶 親 , 好 讓 這 位 新 嫁 娘 為 未 來 夫 家 生 計 貢 獻 一 己 之 力 。 準 新 郎 

在 經 過 身家 調查 後 , 就 能 在 救濟 院 中 舉行 婚禮 。 若 發 生 婚 後 虐待 暴 

力 , 救 濟 院 則 可 帶 回 女 性 。“" 其 實 上 述 多 數 方法 就 是 共 黨 政府 1950 

年 代 初 的 性 產業 改革 措施 ( 見 第 8 章 )。 然 而 , 南 京 十 年 期 間 的 社會 

救濟 只 觸及 少 部 分 女 性 , 且 窮困 貧民 不 見 得 樂於 接受 。 

性 產業 規範 

1930 年 代 見 證 紙醉金迷 、 歡 場 應 酬 的 妓院 沒 落 , 但 同 時 街 頭 野 

雞 、 花 煙 間 , 還 有 以 按摩 女 與 茶室 女 招待 推 護 賣淫 的 廉價 性 交易 卻 

40 Chen 2012, 11,94.87. 

41_ Chen 2012,97-100, 106. 

42 “Dryburg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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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 不 同 於 《 大 清 律 例 》, 娼妓 工作 雖 在 國 民政 府 《 刑 法 》 中 
並 不 違法 ,” 但 僅 限於 有 照 經 營 妓 院 , 且 警方 會 定期 盤查 阻 街 拉客 行 
為 , 並 取締 無 照 私 娼 。” 

南京 十 年 期 間 , 婦 女 團體 及 改革 人 士 認為 , 妓 女 賣淫 貶抑 女 

性 、 危 害 公 共 衛 生 且 有 損 國 力 。1928 年 , 樹 立 表 率 的 首都 南京 試圖 
要 全 面 禁 娼 。”“” 當 時 市 長 提議 , 勤 妓女 到 紡織 廠 工 作 、 鼓 勵 結 婚 或 

送 至 婦女 救濟 院 收容 。 但 財政 困窘 的 市 府 , 卻 未 能 提供 足夠 診所 與 
從 良 輔 導 機 構 。 禁 令 施行 後 , 城 內 大 小 街 坊 仍 可 見 娼 妓 賣 淫 。 遭 捕 

妓女 通常 都 罰款 了 事後 釋放 。 
禁 娼 僅 獲 得 少數 民眾 支持 。 某 諷刺 作家 曾 表 示 , 若 能 解除 禁 

令 ', 政 府 會 更 有 效率 , 因 為 官員 就 不 會 浪費 時 間 跑 到 上 海 獨 妓 嫖 

娼 , 而 待 在 首都 辦 好 正事 。” 然 而 , 禁 娼 仍 持續 到 1930 年 代 中 期 。 

國 民政 府 於 1934 年 , 將 嫖妓 、 賭 博 與 鴉片 列 為 新 生 活 運動 該 除 之 
「 三 害 」, 把 個 人 德行 與 民族 復興 連接 在 一 起 。 儘管 新 生 活 運動 大 

力 宣傳 , 賣 淫 仍舊 是 首都 貧 婦 主 要 生 計 來 源 。 
南京 十 年 期 間 , 也 有 其 他 城市 試圖 規範 性 產業 。 例 如 , 採 取 

輕 度 規範 的 杭州 等 地 , 採 以 妓院 與 娼妓 立案 並 予以 課 稅 , 此 外 還 致 

力 保障 公共 衛生 及 進 行 性 產業 改革 。 而 採取 強制 規範 的 昆明 , 則 以 

當 時 較為 少見 的 限制 妓院 指定 區 並 予以 監控 。 還 有 採取 加 強 營 收 規 

範 的 廣州 與 廣東 其 他 城市 ', 則 收取 高 額 營業 許可 規 費 , 以 及 包含 設 

筵席 演唱 出 場 費 在 內 的 按 次 課 稅 。 性 產業 是 地 方 一 項 相 當 重要 的 財 

43 Hershatter 1997, 58-65; Henriot 2001.99-103 

44 但 逼 飼 女 性 為 婚 仍 條 法, 見 Huang 2001, 183; Hershatter 1997, 187 。 

45 Remick 2014, 44. 

46 除 另 有 提 及 , 接 下 來 討論 出 自 Lipkin 2006, 167-99 : 稅務 資訊 出 自 頁 169。 
47 Hershatter 1997, 263-64. 

48 Lipkin 2006, 53.[ 編 按 〕 : 根據 Lipkin, 此 應 指 時 任 南 京 市 市 長 石 瑛 所 推 動 的 禁 「 菸 、 

賭 、 娼 」 三 害 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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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收入 來 源 :1929 年 針對 性 產業 課 稅 就 占 了 廣東 某 縣 超 過 一 半 的 歲 

入 , 同 時 亦 頁 獻 了 廣州 市 10% 至 30% 的 稅收 。 相 關稅 收 用 來 鋪路 、 

職業 教育 與 貧困 救濟 等 公共 支出 。” 到 了 1935 年 , 這 些 地 方 政府 改 

編 易 轍 , 宣 布 逐 步 撤銷 許可 證 來 進 行 廢 娼 。 但 此 做 法 似乎 從 未 完全 

落實 。 在 此 同 時 , 許 多 女 性 轉 而 從 事 末 立案 的 性 工作 。 

當 時 上 海 的 性 產業 集 中 在 兩 個 租界 區 。”1920 年 上 海 公共 租界 

禁 娼 。 但 領有 許可 證 且 繳納 妓 捐 的 名 妓 與 青樓 妓院 卻 末 在 禁止 之 

列 , 因 而 成 為 一 個 挹注 公共 租界 工 部 局 穩定 健全 的 稅收 來 源 。 同 

時 , 未 取得 許可 的 娼妓 與 妓院 仍 持續 營業 。 而 鄰近 的 法 國 租界 區 則 

仍 允 許 有 照 娼 妓 執 業 。 公 共 租 界 、 法 租界 及 華 界 區 的 執法 , 則 交 由 

和 父 務 處 負責 逮捕 在 街 頭 無 照 拉 客 的 「 野 雞 」。 遭 捕 娼妓 經 常 在 拘留 

一 晚 、 處 以 象徵 性 罰 鍰 後 , 就 可 釋放 重 回 街 頭 。 

即 使 核發 性 交易 執業 許可 , 租 界 當 局 仍 試圖 控制 性 病 傳播 。 

1933 年 , 上 海 法 租界 規定 娼妓 須 接受 醫療 檢查 。 而 天 津 日 租界 內 

的 娼妓 , 每 隔 7 至 10 天 得 至 當 地 診所 接受 衛生 官員 的 健康 檢查 。 

當 中 超 過 1/3 的 娼妓 染 有 性 病 , 雖 然 染病 者 非常 有 可 能 就 此 離開 妓 

院 , 但 接受 治療 期 間 的 妓女 禁止 接客 營業 。 

當 時 指南 書 、 黑 幕 小 說 及 報刊 廣告 會 警告 城市 讀者 , 即 使 與 

名 奈 一 夜 春宵 的 尋 芳 客 都 有 染 梅 壽 的 風險 。 作 家 筆下 所 描寫 的 街 頭 

拉客 野雞 則 更 危險 , 由 於 尋 花 問 柳 者 可 能 會 在 娼 穴 中 得 到 草莓 狀 梅 

毒 , 她 們 接客 的 地 方 因 而 有 「 水 果 行 」 別 稱 。 當 時 不 只 認為 妓女 是 

49 Remick 2014, 兆 見 頁 52-53, 13-14, 18-20, Xi。 

50 Remick 2014,98-100, 121-49; Chin2012, 138-40, 147. 

51 Henriot 2001,.314-15. 

52 “Hershatter 1997, 272-87: Henriot 2001,291-311. 

53 Hershatter 1997, 204, 207-13; Henriot 2001.31 和 16. 

54 Henriot 2001,.316. 

55 Rogaski 2004, 2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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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媒介 , 更 視 其 為 國 之 大 防 的 嚴重 破 口 。 更 以 更 廣 的 優生 學 層面 
來 看 , 當 時 作家 警告 , 會 遺傳 給 子女 的 性 病 , 勢 必 讓 中 華 「 民 族 」 

衰弱 且 國 民 更 脆弱 。> 

不 管 城 市 採取 何 種 政策 , 娼 業 持續 繁榮 且 甚至 擴張 。 地 方 政府 

對 於 妓院 執照 規 費 、 妓 稅 與 罰 鍰 之 依賴 , 亦 助長 此 行 業 延續 。 相 關 

法 令 規範 難以 有 效 控制 性 病 傳染 , 亦 無 法 確保 許多 因 賣 身 契 而 遭 老 

鴨 剝削 的 妓女 受到 保障 。” "當 時 某 項 研究 預 估 , 上 海 市 民 每 年 單單 

在 有 執照 娼妓 的 花費 超 過 6 千 萬 元 。” 政 府 當 局 與 非 政 府 改 革 人 士 持 

續 努 力 限 縮 娼 業 ,' 但 直到 1950 年 代 初 期 , 該 行 業 持續 成 為 城市 女 性 

就 業 的 大 宗 。 

風俗 規範 

或 許 國 民政 府 嘗試 管控 日 常 生 活 影響 最 為 深遠 之 作為 , 就 屬 

規範 有 損 女 性 之 傷風 敗 俗 。 南 京 十 年 時 期 之 前 ', 如 此 種 種 作為 已 展 

開 。1920 年 代 中 期 , 華 南 改革 派 與 社會 運動 人 士 已 試圖 將 女 性 自 

所 謂 的 社會 陋 俗 中 解放 , 當 時 展開 一 連 串 廢除 攻 婢 、 章 養 媳 、 納 妾 

與 娼妓 等 種 種 運動 。 他 們 也 同 樣 譴 責 穿著 緊身 內 衣 來 約 束 胸部 的 作 

法 一 一 束 胸 是 既 不 健康 且 不 現代 之 惡 暫 。1927 年 , 廣 東 國 民政 府 遂 

以 禁止 束 胸 。 

但 對 於 女 性 自 家 庭 與 身體 枷鎖 中 解放 之 種 種 努力 , 在 南京 十 年 

時 期 轉 趨 保 守 。 到 了 1930 年 代 初 期 , 廣 州 當 局 不 再 去 整頓 他 們 眼中 

56 Hershatter 1997, 235-41.〔 編 按 】: 此 處 即 范 守 漏 編 ,《 青 年 衛生 講話 》( 上 海 : 正 中 , 
1947) , 頁 44,「 這 類 性 病 傳染 之 後 , 不 但 本 身 痛 苦 ‧ 而 且 回 傳染 老婆 , 遺 傳 子 

女 。 這 遺傳 子女 , 更 有 關於 未 來 的 國 民 健康 、 民 族 前 途 了 。」 
57 Remick 2014, 46-47., 
58 Hershatter 1997, 264. 

59 Chin 2012. 72-73. 78-80; Finnane 2008, 161-167: Lu 1980a [1927], 354。 閘 於 契約 效 工 , 

可 見 Jaschok and Miers 1994; White 2014。 〔 編 按 〕 : 此 謂 當 時 所 推 動 的 「 天 乳 運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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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社會 風俗 , 而 試 著 要 管 女 性 的 行 為 舉止 。 對 當 局 而 言 , 從 窮困 湊 

倒 鄉 問 到 城 裡 發 展 的 女 性 , 正 是 社會 道德 的 主 要 威脅 。 由 於 無 法 找 
到 工廠 工作 , 這 些 女 性 就 此 從 事 性 服務 工作 , 因 而 恐 漸 轉 為 暗 娼 。 

當 時 廣州 報刊 相 關 報 導 、 插 畫 與 小 說 再 三 質問 , 茶 館 女 伶 與 女 招待 

究竟 是 社會 受害 者 , 抑 或 是 成 為 扒手 、 和 勾搭 男性 的 壞 女 人 、 還 有 表 

面 在 茶館 工作 但 私下 接客 的 妓女 等 社會 威脅 。 廣 州 市 政府 著 手 核發 
茶館 執照 , 並 限制 茶館 女 侍 之 工 時 。”1930 年 代 中 期 , 該 市 當 局 亦 

展開 整 于 風 化 運動 , 並 最 終於 1935 年 9 月 全 面 禁止 化 妝 品 、 短 袖 短 

裙 、 低 胸 裝 、 染 指甲 及 其 他 「 奇裝異服 」。” 而 通常 無 成 效 的 類 似 運 

動 也 在 其 他 城市 展開 。 

國 民政 府 也 推 行 婚俗 改革 運動 , 當 局 希 刻 把 傳統 的 新 娘 嫁 入 夫 

家 的 嫁 娶 儀式 ', 改 為 著 重 雙方 結 為 夫妻 及 其 現代 公民 角色 的 婚禮 。 

國 民 黨 領 導 人 蔣介石 在 1927 年 底 娶 衛斯理 學 院 畢業 的 宋美齡 時 , 他 

曾 向 《 申 報 》 表 示 , 已 和 早年 受 父母 之 命 而 娶 的 元 配 離 婚 , 並 藉 此 
押 皿 傳統 婚俗 。 他 和 基督 徒 宋美齡 舉行 了 兩 場 婚禮 , 一 場 小 型 基督 

教 婚禮 , 另 一 場 則 是 在 上 海 一 家 飯店 的 公開 宴會 。 這 對 新 人 身 著 西 

式 婚 服 , 新 娘 身 穿 白 紗 、 新 郎 則 穿 深 色 晨 禮 服 。 這 種 新 式 婚禮 有 時 

稱 為 「 文 明 婚 禮 」, 與 婚俗 改革 、 大 都 會 消費 及 象徵 現代 民族 的 現 

代 儀 式 觀念 震 習 相 關 。 全 

蔣 、 宋 二 人 並 非 要 藉 結婚 創造 新 潮流 , 而 是 成 為 一 種 官方 公開 
支持 城市 年 輕 知 識 族群 所 偏好 的 新 式 婚俗 。 而 新 式 婚禮 觀念, 則 藉 

由 《 玲 瓏 》 這 類 針對 年 輕 女 性 的 城市 流行 雜誌 來 加 以 傳播 。 這 些 雜 

60 Chin 2012, 99-127 : 關於 北京 女 侍 , 見 Ma 2015, 50-51, 67-70 ; 關於 1930 年 代 晚 期 與 

1940 年 代 初 期 成 都 茶館 的 類 似 現象 , 見 D. Wang2004。 
61 Chin 2012, 143-44.【〔 編 按 】 :「 染 指甲 」 此 用 語 出 自 國 民政 府 於 1934 年 所 頒 定 的 〈 取 

締 奇 裝 異 服 辦法 ) 。 
62_ Cowden 2012: Finnane 2013: Ma 2015, 19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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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改變 了 過 去 家 長 掌控 的 嫁 娶 儀式 , 轉 而 成 為 眾人 見證 與 國 家 認可 

兩 人 結 為 夫妻 的 婚禮 。 
但 包括 婚紗 照 、 禮 服 、 婚 戒 、 和 蛋糕 、 場 地 與 婚宴 在 內 的 新 式 婚 

禮 花 費 之 高 , 可 能 令 人 器 之 卻步 。 到 了 1930 年 代 中 期 , 國 民 黨 曾 

規定 官員 要 以 身 作 則 , 婚 禮 從 簡 。 市 政府 開 始 推 廣 一 種 較為 經 濟 的 
婚禮 , 也 就 是 數 十 對 穿著 禮服 的 新 人 同 時 在 國 父 肖 像 前 所 舉行 的 集 
團 婚 禮 。 集 團 婚 禮 的 特 色 通 常 具備 樂隊 奏樂 、 唱 國 歌 、 頒 發 結婚 證 
書 、 證 婚 官員 致詞 與 拍 團體 照 等 流程 。 集 團 婚 禮 的 推 廣 則 屬於 新 生 

活 運動 的 一 環 , 亦 即 國 難當 前 之 際 , 培 養 國 民 起 崇尚 儉 僕 與 負責 任 
之 行 為 ( 見 後 述 ) 。 然 而 , 即 使 集 團 婚 禮 , 仍 是 許多 城市 居民 無 力 負 

擔 的 財務 開 銷 。 

宗教 信仰 規範 

南京 十 年 期 間 , 知 識 分 子 繼續 批 評 民 間 宗 教 信仰 為 迷信 , 且 為 
中 國 落後 之 根本 肇 因 。“ 國民 政府 點 名 , 農 村 婦女 特 別 容易 受到 迷 

信之 影響 。 當 時 某 國 民 黨 婦女 組 織 幹部 就 曾 呼籲 , 要 針對 尼姑 、 道 

姑 、 卦 姑 、 師 婆 、 穩 婆 、 藥 婆 與 媒婆 等 落伍 族群 進 行 再 教育 。 
許多 政府 官員 設法 延續 19 世紀 末 寺 廟 與 廟 產 國 有 化 , 並 推 動 廟 

產 興學 、 改 寺 為 校 之 政策 。 長 江 下 游 與 廣東 國 民 黨 部 人 士 取締 拘 押 

寺廟 僧人 、 率 眾 毀 廟 手 神 像 , 並 奪取 佛寺 及 道觀 的 廟 產 土地 。 華 中 
地 區 穆斯林 族群 數 世紀 建立 起 的 清真 女 寺 與 師娘 , 也 同 樣 成 為 改革 

的 對 象 。“ 當 局 認為 民間 信仰 宣揚 迷信 頹 風 惡 習 , 而 禁 絕 農曆 新 年 

63 Ma 2015, 194-95; Cowden 2012. 關 於 國 民政 府 婚 禮 指 引 , 見 Glosser 2003, 84-90, 128-33。 

64 除 另 有 提 及 , 否 則 本 節 討 論 出 自 Duara 1995, 95-110; Ownby 2015, 687-88: Nedostup 

2009, 23, 39, 52, 68-108,. 180-81, 222-24: Kang 2014。 
65 關於 女 性 穆斯林 的 宗教 習慣 , 及 清真 女 寺 與 宗教 學 校 興 起 , 見 Jasehok and Shui 2000, 

94-99, 307-14 及 該 書 各 處 ;Jaschokand Shui,2011,. 78-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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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相 關 地 方 傳統 節慶 與 儀式 。 

國 民政 府 當 時 一 連 串 的 破除 迷信 作為 , 於 1929 年 引發 農村 會 眾 

支持 的 祕密 結社 組 織 小 刀 會 及 紅 槍 會 武裝 暴動 事件 。 他 們 襲擊 蘇 北 

地 區 國 民政 府 機 構 , 攻 擊 至 少 一 所 合乎 國 家 現代 化 與 反 宗教 信仰 立 

場 的 女 校 , 甚 而 扣押 一 群 留 短 髮 的 女 老師 與 女 學 生 。 

而 這 並 非 是 現代 官員 與 封建 思想 信徒 明顯 對 立 的 事件 。 政 府 當 
局 相 關 作 為 和 寺廟 方 抵制 , 都 與 地 方 政治 與 經 濟 利益 緊密 結合 , 而 

且 女 性 身影 現身 於 雙方 衝突 之 中 。1931 年初 , 蘇 北 的 國 民 黨 人 士 閱 

入 高 郵 縣 城 隱 廟 「 打 城 隱 」。 數 日 後 , 年 約 50 至 60 歲 的 「 道 婆 」 率 

數 白 名 抗議 信眾 , 襲 四 當 地 黨 部 與 幹部 住處 。 他 們 用 紙 神 像 來 代 

替 , 後 來 仿效 學 生 抗議 策略 , 向 縣 府 當 局 請 願 、 散 發 傳單 給 當 地 民 

眾 , 並 強迫 店 家 罷 市 歇業 。 廟 婆 從 當 地 成 千 上 萬 名 民眾 募 得 重建 城 

隍 廟 款 項 , 如 此 現代 的 護 廟 行 動 不 亞 於 國 民政 府 打 城隍 的 手段 。 

為 回 應 此 次 打 城隍 與 他 地 許多 抗爭 動亂 , 國 民政 府 減少 相 關 反 

宗教 信仰 作為 , 如 此 表 明了 允許 宗教 , 只 禁 絕 迷信 惡習 。 而 其 結果 

就 是 ,' 國 民政 府 要 求 宗 教 團體 登記 立案 , 並 宣 上 的 效忠 國 家 。 當 時 雖 

仍 禁 止 較 難 控 管 的 祕密 結社 、 濟 世 救 贖 團體 與 民間 信仰 習俗 , 但 卻 

從 未 順利 禁 絕 。 

女 性 象徵 形象 : 新 女 性 與 摩登 女 郎 

新 女 性 與 摩登 女 郎 是 當 時 全 球 流行 形象 , 其 職 涯 、 舉 止 及 消費 

習慣 在 在 反映 出 城市 現代 性 。 而 這 兩 者 在 1930 年 代 中 國 , 皆 具備 

許多 地 方 特 色 。 新 女 性 成 為 當 時 應 有 的 女 性 觀 , 而 摩登 女 郎 通常 代 

表 不 應 該 有 之 作為 。 應 該 將 這 兩 者 皆 視 為 引發 意見 與 社會 對 立 之 差 

66 這 段 記事 出 自 Nedostup 2009, 111-115, 引 文 出 自 第 113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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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 持 續 受 議論 的 (以 大 寫 Ww 字 母 的 Woman ) 女 性 象徵 。 這 些 象徵 不 

只 流 於 論述 , 亦 成 為 判斷 女 性 是 否 會 犯錯 出 狀況 之 參照 點 、 理 想 標 

準 與 忠告 。 

新 女 性 

新 女 性 歷經 數 十 年 已 成 為 中 國 城市 文 化 既定 形象 , 但 到 1930 

年 代 又 賦予 些 新 意 。 當 時 的 女 性 畫 刊 雜 誌 《 玲 瓏 》 勾 勒 出 , 渴 求學 

到 知識 、 獲 得 經 濟 獨立 、 接 受 職業 訓練 、 不 屈 從 男性 、 穿 著 打 扮 與 

自 我 呈現 簡樸 適中 、 孰 悉 了 解 政 治 、 理 解 明白 當 代 社 會 問題 等 「 新 

女 性 」 特 點 。” 新 女 性 就 該 如 此 作為 且 享受 這 一 切 。 接 受 新 式 教育 

後 , 新 女 性 至 少 在 與 現代 、 富 有 前 瞻 新 男性 結婚 前 , 會 從 事 商 業 、 

教育 、 醫 療 、 新 聞 或 藝術 領域 工作 。” 新 女 性 在 職場 上 , 會 去 避免 

傳 出 任何 色誘 或 婚外情 等 八 卦 醜聞 。 因 此 在 南京 十 年 時 期 作品 中 的 

「 新 女 性 」 所 呈現 的 一 個 重要 面向 , 亦 即 婚 後 的 新 女 性 以 科學 嚴謹 

有 條 理 的 方式 持家 、 打 理 備 腦 健 康 穴 點 、 教 育 子女 , 並 確保 居家 空 

間 家 飾 符合 國 際 時 尚 品 味 。 身 為 政治 意識 消費 者 的 新 女 性 , 會 願意 

抵制 日 貨 買 國 貨 。 在 上 述 各 方面 , 新 女 性 承襲 晚 清 女 性 婦 德 特 質 。 

外 界 期 待 這 兩 類 型 女 性 勤奮 工作 、 犧 牲 自 我 並 禁慾 。 當 時 的 精英 視 

這 兩 類 女 性 為 飽 受 威脅 清 帝國 與 危機 四 伏 的 民國 時 期 之 政體 存亡 關 
鍵 。 

67 Edwards (2000) 對 於 圍繞 在 新 女 性 的 社會 與 政治 焦慮 , 提 供 了 令 人 信服 的 說 法 。 

Stevens (2003) 則 是 描述 了 對 於 「 新 女 性 」 與 「 摩 登 女 即 」 焦 慮 間 的 異同 之 處 。 而 
關於 這 兩 個 形象 間 其 實 沒 有 太 多 差異 的 說 法 , 可 見 Barlow 2006, 30n16: Gao 2013, 10, 
114-26 及 全 書 各 處 。 

68 Mittler 2007b : 亦 見 Gao 2006: Gao 2013, 58-80: Yen 2005。 關 於 《 玲 瓏 》 雜 誌 對 異性 戀 
的 正面 描寫 及 同 性 愛 汙 名 化 , 見 Wang 2011。 而 《 玲 瓏 》 將 飽 受 限制 的 中 國 女 性 , 
與 性 成 的 美 國 女 性 對 比 , 見 Edwards 2012。 

69 關於 上 海 職業 婦女 , 見 Lien2001, 關於 女 性 記者 , 見 Ma2010,20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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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 這 些 新 女 性 制式 特 質 是 男性 構思 而 來 的 。” 但 他 們 並 未 呈 

現 此 強力 象徵 之 全 貌 。 有 些 誕 生 於 1910 年 代 、 自 我 認同 為 新 女 性 的 

女 性 在 職 涯 工作 與 自 我 概念 上 , 展 現 出 若 新 女 性 觀 如 何 能 以 不 同 方 
式 加 以 理解 、 轉 變 與 落實 。 

一 些 當 時 自 認為 新 女 性 的 女 性 , 選 擇 從 事 體育 事業 。 陸 禮 華 自 

辦 創設 培育 女 體育 教師 的 女 子 體 育 師 範 學 校 , 也 成 立 中 國 首 支 女 子 
籃球 隊 , 並 曾 率 隊 到 日 、 韓 兩 國 比 賽 。 陸 禮 華 曾 結 過 兩 次 婚 , 當 中 

一 次 是 離婚 收場 , 而 另 一 次 則 是 丈夫 死 於 1932 年 一 二 八 事變 , 此 外 

在 抗戰 期 間 亦 與 一 位 男性 長 期 交往 。” 陳 泳 聲 也 在 多 所 師範 學 校 教 

導體 育 ,1927 年 自 美 國 德州 貝勒 學 院 (Baylor College ) 學 成 歸 國 後 

仍 持續 投入 女 子 體育 教育 。 由 於 章 年 時 對 於 受過 教育 、 政 治 思想 進 
步 的 父親 與 叔 伯 納 妾 相 當 反感, 陳 泳 聲 選 擇 終生 不 婚 。 

對 陸 、 陳 兩 人 同 代 女 性 而 言 , 健 康 體 魄 並 不 僅 是 一 種 閒暇 活 
動 , 而 是 一 種 強身 救國 而 振興 中 華 民族 的 方法 , 同 時 打 造 出 促進 性 

別 平等 的 女 性 「 健 康美 」。 女 子 體操 、 游 泳 、 徑 賽 、 籃 球 與 網 球 等 

體育 項目 選手 在 當 時 報章 雜誌 上 小 有 名 氣 , 特 別 是 有 五 位 女 性 選手 
成 為 1936 年 柏林 奧運 中 國 代表 隊 。 當 時 的 女 子 隊 不 得 不 面 對 熱 情 

觀眾 對 選手 身體 的 關注 , 如 1931 年 籃球 錦標 賽 , 場 上 觀眾 不 斷 高 喊 

著 「 腿 1!“ 

其 他 女 性 則 自 我 意識 覺醒 , 選 擇 投入 女 權 事 業 。 上 海 愛 國 女 
校 、 上 海 法 政 學 院 畢業 的 女 律師 朱 素 尊 ' 就 特 別 表 明 伸 張 女 權 之 意 

70 Edwards 2000, 117 則 主 張 「 新 女 性 是 進 步 派 知 識 分 子 的 政治 抱負 所 形 塑 的 產物 , 因 
此 對 女 權 運 動 成 效 有 限 」。 

71 除 男 提 及 , 此 處 討論 根據 Wang 1999。 王 政 的 第 五 位 受 訪 者 黃 定 慧 , 是 當 中 唯一 共 

產 黨 黨員 , 其 有 別 於 他 人 的 經 歷 (頁 286-356) 則 未 於 此 討論 。 
22 若 於 陸 禮 華 , 亦 見 Gao2013, 81-126。 

73 Yu 2005: Yu 2009; Gao 2006; Gao 2013: Finnane 1996; Wang 2011.314-25. Gao 2013: 17-57 

提供 了 另 一 位 女 性 體育 教育 家 張 捧 蘭 的 生 平 。 
74 Gao 2013,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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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 她 加 入 國 民 黨 , 替 提起 家 暴 或 家 產 訴訟 的 女 性 辯護 ,30 歲 時 與 

友人 介紹 而 相 識 的 醫生 結婚 ,' 並 育 有 二 子 。 她 後 來 成 立 上 海 婦女 國 
防 會 、 主 編 婦 女 報刊 , 直 到 1949 年 仍 持續 執業 。 學 新 聞 出 身 的 王 

伊 萊 ,1932 年 創立 以 知識 女 性 為 對 象 的 雙 週刊 《 女 聲 》。 和 當 時 的 

(女 子 月 刊 》、《 婦 女 生 活 》 一 樣 ,《 女 聲 》 雜 誌 刊載 刻畫 當 代 女 性 

兩難 境遇 的 虛構 與 紀實 作品 。7 王 伊 蔚 發 行 的 《 女 聲 》, 直 到 1935 

年 因 財 務 困 難 與 書 報 檢 查 而 被 迫 停刊 。 她 對 當 時 逐漸 轉 向 持家 的 新 

女 性 觀 失 章 , 並 深信 女 性 應 該 促成 一 場 社會 革命 
新 女 性 形象 即 使 仍 有 爭議 , 儘 管 白領 女 性 依舊 屬於 少數 , 卻 是 

1930 年 代 城 市 生 活 一 種 普遍 特 色 。 ” 然而, 維持 此 角色 形象 實 屬 不 

易 。 大 眾 對 職業 婦女 猜忌 質疑 持續 湧現 。 例 如 , 陸 禮 華 為 了 取得 籌 

措 師範 學 校 資金 , 遭 傳 出 與 男性 發 生 性 關係 而 成 為 流言 莫 語 攻擊 的 

對 象 。“1930 年 代 女 性 即 使 找 到 工作 , 也 難以 不 受到 經 濟 不 穩定 、 

謠言 八 卦 之 影響 或 直接 危及 人 身 及 人 品 。 對 新 女 性 來 說 , 維 持 單身 

或 脫離 痛苦 婚姻 即 提供 另 一 種 成 熟人 生 的 選擇 , 但 這 兩 者 皆 極度 關 

乎 個 人 名 聲 。 
當 時 許多 觀眾 所 喜愛 的 劇情 片 , 通 常 呈現 新 女 性 生 活 落魄 或 慘 

死 結 局 。1935 年 , 電 影 明 星 阮 玲 玉 主 演 的 《 新 女 性 》, 即 是 一 部 以 

自 殺身 亡 女 演員 人 生 為 腳本 的 電影 。 ” 而 阮 玲 玉 自 己 就 是 集 當 時 女 

性 開 創新 可 能 於 一 身 之 化 身 。 她 身 為 寡婦 唯一 還 活 著 的 女 兒 , 當 時 

75 關於 男 、 女 作家 在 文 學 中 運用 「 新 女 性 」, 見 Dooling 2005, 7, 19-20, 113-14: Larson 

1998:;: Cheng 2007: Welland 2006; Lee 2007。 關 於 南京 十 年 期 間 女 性 雜誌 , 見 Ma 2010, 
255-313。 

706 Wang 1999, 231. 

77 Lien 2001: 25-26, 29-30 發 現 ,1935 年 全 上 海 有 超 過 1.6 萬 名 職業 婦女 。 還 有 3,.746 名 教 
師 自 

78 Wang 1999, 183. 
79 以 下 討論 出 自 Harris 1995; Harris 1997: Meyer 2005: Hong 2007: Foliot 2010; Ma 2010, 

288-90: Jiang 2009, 60-61, 65-69, 1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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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讀 教會 女 子 學 校 ,1926 年 在 上 海 某 報 上 看 到 電影 公司 廣告 後 , 
後 進 入 帶 左翼 色彩 的 聯 華 影 業 , 並 在 1930 年 代 成 為 全 國 家 喻 戶 曉 的 
明星 。 

《 新 女 性 》 劇 情 圍繞 在 離婚 女 作家 韋 明 的 苦難 一 生 , 她 遭 籃 失 , 

業 、 病 痛 、 喪 女 , 以 及 多 位 男性 追求 者 的 糾 總 。 韋 明 雖 為 工廠 女 蔬 
身 兼 工會 幹部 的 朋友 寫 了 〈 新 的 女 性 》 這 首 歌 , 卻 被 種 種 情勢 逼 得 
走投無路 而 自 盡 。 電 影 最 後 一 幕 是 女 工 齊 步 高 唱 韋 明 所 寫 的 凱歌 。 
這 首 歌 實際 是 由 共 黨 音樂 家 薩 耳 所 譜 , 隱 含 著 女 性 勞工 齊心 團結 或 
許 能 讓 新 女 性 更 壯大 , 抵 擋 壓 垮 悼 明 的 權勢 力量 。" 

《 新 女 性 》 很 快 成 為 一 部 人 生 如 戲 的 作品 。 電 影 上 映 後 , 上 海 
小 報 爭 相 揭露 阮 玲 玉 曾 與 賭 徒 的 一 段 蕊 緣 , 該 男子 後 來 還 對 她 提出 
惡 訟 來 蔽 詐 , 還 有 出 現 後 來 她 與 富商 交往 等 種 種 私生活 的 報導 。 媒 
體 指責 阮 玲 玉 行 為 不 檢 且 傷風 敗 俗 。 而 在 心力 交 養 之 下 , 加 上 或 許 
要 回 應 她 與 富商 交往 的 難題 , 她 於 1935 年 國 際 婦 女 節 當 天 自 殺 , 得 
年 24 歲 。 她 當 天 原 定 要 跟 女 中 學 生 談 談 婦女 節 的 意 涵 及 如 何 成 為 新 
女 性 。 她 身後 留 下 (儘管 真 含 存疑) 的 遺書 寫 著 「 人 言 可 畏 J, 而 

魯迅 並 以 此 為 題 加 以 論述 , 來 譴責 導致 阮 玲 玉 自 殺 的 小 報 報 導 。 遞 
說 , 院 玲 玉 當 年 出 殯 時 , 有 超 過 10 萬 名 民眾 加 入 送葬 行 列 。 

南京 十 年 期 間 , 在 職場 奮鬥 的 新 女 性 形象 , 加 入 了 既 現 代 且 
做 事 條 理 分 明 的 家 庭 主 婦 的 化 身 。 對 國 民政 府 當 局 來 說 , 如 同 晚 清 

與 民 初 政府 認為 , 提 升 婦女 打 理 家 事 打 理 技 巧 是 當 務 之 急 。 政 府 明 

訂 , 女 子 學 校 要 投入 大 量 課堂 時 間 , 以 傳授 依據 當 時 最 新 科學 知識 

規劃 的 裁縫 、 烹 飪 、 育 兒 及 其 他 家 務 技 巧 課程 。“ 接受 新 式 學 校 教 

80 Zheng 1997. 〔 編 按 】: 見 《 革 命 歷史 歌曲 十 首 》 及 《 懾 耳 洗 星海 作品 選 (一 ): 歌曲 》 
(北京 : 北 中 國 唱片 山 ,1975)。 

81 Jiang 2009, 66. 
82 Lien 2001.8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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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的 新 女 性 , 婚 後 要 將 所 學 軍用 在 家 務 管理 上 , 唯 有 順利 將 子女 拉 

扮 長 大 後 才 考慮 到 外 面 找 工作 。 有 時 ,',「 家 務 」 新 女 性 養成 就 是 以 
織 牲 職業 婦女 為 前 提 。 某 教育 家 就 曾 於 1934 年 評論 :「 今 日 事實 所 
秋 告 於 吾人 者 , 除 少數 的 天 才 而 有 志 於 事業 之 女 子 , 能 以 所 學 從 事 

於 社會 服務 外 ,' 多 數 女 子 , 經 身 入 家 庭 , 生 育 子女 , 則 所 學 一 切 將 
往往 東 諸 高 閣 」, 並 總 結 「 應 使 最 大 多 數 女 子 受 橫 的 教育 訓練 , 不 

應 再 使 女 子 教 育 側重 縱 的 發 展 ' 徒 造成 多 數 徒 事 浪費 」J。 
城市 報刊 雜誌 所 描繪 的 理想 現代 家 庭 主 婦 , 是 配合 現代 消費 文 

化 來 開 創 並 打 理 居家 環境 , 同 時 也 維持 家 庭 儲蓄 計 畫 。 有 些 作者 

會 在 「 賢 妻良 母 」 一 詞 之 前 加 上 「 現 代 」, 以 強調 並 非 想 重 回 儒家 
禮教 家 庭 價 值 的 安排 。” 新 文 化 運動 的 家 庭 革 命 , 亦 即 轉 變成 一 種 

友愛 且 自 由 婚姻 選擇 , 已 被 視 為 理所當然 、 完 成 過 程 。 新 賢 妻 良 母 

不 與 上 一 代 大 家 庭 同 住 , 而 是 夫妻 與 子女 同 住 的 「 小 家 庭 J。 
1930 年 代 , 商 人 加 入 這 場 家 庭 改革 的 討論 , 尋 求 將 家 庭 形 塑 為 

一 種 消費 單位 。 為 保持 居家 整潔 與 和 諧 , 同 時 得 在 裝潢 得 體 的 居 
家 空間 中 , 替 出 外 工作 的 丈夫 還 有 子女 備 好 餐 點 , 新 家 庭 主 婦 需 要 

新 式 產品 , 且 品 鑑 個 中 優劣 。 當 時 的 商 業 團體 樂於 提供 家 庭 主 婦 相 

關 生 活 指南 。 乳 製品 業者 尤 懷 殷 製 作 透過 牛奶 派送 員 發 送 的 免費 刊 

物 《 家 庭 星期 》, 當 中 教導 婦女 包含 從 居家 擺設 、 家 庭 預算 、 有 益 

83 GIlosser 2003, 72-73, 78, 159-65; Yeh 2007, 116-17: Lien 2001, 106-7; Hubbard 2014. 的 確 有 
些 職業 婦女 婚 後 仍 出 外 工作 : 甚 至 有 家 庭 幫 傭 的 加 倍 忙碌 生 活 , 見 Lien 2001, 40。 

84 Lien 2001, 83-84.〔 編 按 ]: 此 部 分 引 自 〈 江 蘇 省 立 揚州 中 學 試 辦 初 級 女 子 生 活 學 級 談 

起 》,《 女 子 月 刊 》2:8 (1934): 2276-77。 
85 關於 強調 女 性 打 掃 及 照顧 小 孩 的 報紙 廣告 , 見 Mittler 2007a ; 關於 儲 茵 , 見 Sheehan 

2006, 137-139。 
86 關於 此 標語 爭議 , 見 Lien 2001, 110-122; Ma 2010, 264-71. 

87 Glosser 2003,3-4,23-24, 及 全 書 各 處 。 
88_Glosser 2003.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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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 的 休閒 活動 , 到 夫妻 本 分 等 大 小 事 。 ” 尤 懷 舉 強調 , 家 庭 主 婦 
作為 辛勤 工作 丈夫 的 賢 內 助 : 

的 事業 上 , 要 盡力 去 幫助 他 , 給 予 種 種 的 便利 。 無 論 他 一 件 
工作 的 成 功 , 你 該 做 他 第 一 個 讚美 的 人 , 然 而 在 他 失敗 的 時 

候 , 你 就 是 他 唯一 安慰 的 人 。*""““" 所 以 如 果 你 立志 要 做 個 賢慧 

的 妻子 的 話 , 你 決 不 要 使 你 的 丈夫 只 有 章 勞 而 得 不 到 安慰 。9 

新 式 穿著 打 扮 也 是 新 女 性 自 我 呈現 的 重要 一 環 。「 旗袍 」 這 種 改良 
自 帝國 晚期 文 人 長 袍 的 一 件 式 高 領 服裝 , 在 1920 年 代 中 期 開 始 流 
行 。 城 市 中 產 女 性 較 常 穿著 旗袍 , 部 分 原 因 在 於 其 意味 著 女 性 平 
權 ,' 又 或 許 有 一 定 程度 的 趴 雄 莫 辨 。 國 民政 府 在 1927 年 正式 公開 支 
持 旗袍 為 女 子 禮服 。 到 了 1930 年 代 , 變 短 且 合身 、 下 擺 開 高 祝 的 旗 
袍 , 流 露出 穿 旗袍 女 性 的 性 感 。 當 時 平面 廣告 上 的 新 女 性 , 通 常 是 
中 式 衣著 與 西式 鞋子 、 手 套 或 提包 混搭 的 風格 。” 

新 女 性 也 需要 新 式 個 人 衛生 規範 與 保健 產品 , 當 中 有 些 是 外 
國 進 口 的 。 如 當 時 各 大 雜誌 可 見 的 「 懼 糜 士 大 醫生 紅色 補 丸 」。 紀 
另外 ,1920 年 代 中 期 的 報刊 雜誌 開 始 出 現 標榜 用 科學 方法 設計 出 乾 
淨 、 舒 適 且 無 異味 的 「 高 泰 斯 J」(Kotex)、「 慕 黛 哆 」(Modess ) 、 
「 坦 白 」(Tampax) 等 衛生 棉 廣 告 。 這 些 報刊 文 章 作者 生 動 地 以 舊 

89 Glosser 2003, 25, 134-66; Yeh 2007, 69-70。 關 於 居家 陳設 。 見 Lee 1999, 68-71。 關 於 此 
期 間 , 女 子 教育 的 家 政 課程 論戰 , 見 Schneider 2011,93-110, 126-28。 

90 Gilosser 2003, 162.〔 編 按 〕 : 此 段 引文 見 〈 家 庭 與 社會 ) ,《 家 庭 星期 》(1936-7): 19- 
34。 

91 關於 旗袍 與 現代 國 家 時 尚 問題 , 見 Finnane 1996: Finnane 2008, 139-75: Edwards 2000, 
130-31; Laing 2003, 72, 91, 70, 97, 99, 101-8。 關 於 女 扮 男 裝 , 以 及 當 時 時 評 家 的 焦 
慮 , 見 Finnane 2008, 193-98。[ 編 按 ) : 此 應 指 1929 年 4 月 16 日 頒布 的 《 服 制 條 例 》 
中 所 明定 的 「 女 子 禮服 」。 

92 相 關 例子 , 可 見 Laing200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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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經 帶 「 航 髒 」、「 粗 硬 」 又 「 易 磨擦 私處 」 來 相 比 較 。 這 些 文 章 
廣告 還 傳授 女 性 要 在 運動 、 休 息 與 淋浴 時 使用 這 些 新 產品 的 生 活 規 
則 。““ 到 了 1930 年 代 , 主 打 乾淨 、 光 亮 潤 澤 肌膚 無 菌 無 味 的 肥 息 廣 

告 , 開 始 找 電影 明星 或 模特 兒 來 擔綱 演出 。 當 時 廣告 還 建議 女 性 在 

洗澡 水 中 倒 入 幾 滴 「 來 沙 而 」(Lysol) 清潔 劑 , 進 行 肌膚 的 殺菌 與 
陰道 除 臭 。 ” 現代 衛 生 觀 要 求 , 女 性 成 為 有 眼光 的 消費 者 。 

1920 到 1930 年 代 反 帝 抵制 風潮 , 影 響 到 洋 貨 , 尤 以 日 貨 的 使 

用 。 國 民政 府 在 城市 實業 家 與 銀行 家 支持 下 , 鼓 勵 居家 新 女 性 多 買 
國 貨 。 如 同 進 口 品 , 國 產品 開 始 以 現代 居家 環境 元 素 , 推 銷 家 人 

定時 運動 及 淋浴 用 產品 , 現 在 改 用 國 產 香 自 跟 浴 袍 。 現代 家 庭 主 

婦 直 接 影 響 到 消費 主 義 與 愛 國 主 義 串 聯 而 成 的 商 品 物流 。 例 如 追求 

低 價 或 高 品 質 洋 貨 的 不 明智 主 婦 , 會 因 直 接 危 及 民族 興亡 而 受到 嚴 
厲 的 評 擊 。 

1934 年 ,「 婦 女 國 貨 年 」 籌 辦 發 起 者 公開 呼籲 , 民 族 興 亡 取 決 

於 女 性 消費 者 之 選擇 。 當 中 一 句 標語 便 是 喊 著 「 婦 女 如 能 率領 家 人 

使用 國 貨 , 就 等 於 率領 將 士 在 弓 場 上 為 國 殺 敵 」。 也 有 不 少女 性 反 
對 , 不 斷 強調 國 貨 為 婦女 參政 運動 的 重點 , 並 指出 當 時 諸多 國 難 外 

患 與 女 性 消費 毫 不 相 千 。 不 過 , 當 時 女 性 更 常 低 調 買 自 己 喜愛 商 

品 , 來 抒 解 對 婦女 國 貨 年 運動 採取 高 壓 手段 的 不 滿 。” 

也 並 非 當 時 所 有 的 城市 廣告 , 都 針對 捍衛 民族 興亡 的 賢 妻 良 母 。 

居家 空間 也 具備 潛在 的 情慾 氛圍 。 當 時 的 商 業 月 曆 海報 以 奢華 細節 , 

93 Lin2013; 引文 出 折 頁 307。 

94 Rogaski2004, 230-32. 她 窩 「 天 津 的 來 沙 而 廣告 主 打 清潔 陰部 , 而 非 言 房 流 理 台 」。 
95 Lin2013.310. 
96 Geth 2003, 158-200. 
97 Yeh 2007,. 71-73, 
98 Glosser 2003, 159-65; Gerth 2003, 285-332 : 引文 出 自 頁 296。[ 編 按 ]: 參見 Gerth 說 

書 中 譯本 《 製 造 中 國 : 消費 文 化 與 民族 國 家 的 創見 》( 北京 : 北京 大 學 出 版 社 , 
2016) , 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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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5.2 1930 年 代 仙 女 牌 香 菸 廣告 中 的 婦女 

撐 托 出 女 性 臉龐 與 肢體 , 讓 眾 史上 全 人 在 其 穿著 的 織品 , 還 有 四 

周圍 擺 放 的 時 尚 夾克 與 鞋子 、 家 具 、 家 電 等 眾多 商 品 之 上 。 

929 Yeh 2007, 67-68 : 亦 見 Lee 1999, 76-80; Laing 2004; dal Lago 2012; Mitter 2007a, 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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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 女 郎 

我 們 可 以 將 「 摩 登 女 郎 」 看 成 菩 事 生 非 、 無 責任 咸 且 稍微 有 點 [9 

危險 的 「 新 女 性 」 妹 妹 。 當 「 新 女 性 」 逐 漸 成 為 宜家 宜 室 的 賢 妻 良 
母 , 社 會 對 其 不 安 與 焦慮 便 轉 移 至 「 摩 登 女 郎 』 身 上 。 

不 像 「 新 女 性 」 這 個 20 世 紀 初 出 現 的 語彙 ,「 摩 登 女 郎 」 則 是 
在 1930 年 代 首 度 出 現 城市 消費 文 化 脈絡 之 中 。 而 當 時 帶 有 (音譯 自 

modern)「 摩登 」 一 詞 的 「 摩登 女 郎 ,、「 摩登 女 子 」, 意 指 當 時 「 全 

世界 各 地 摩登 女 郎 」 概 念 之 流行 。” 若 說 移 風 易 俗 與 捍衛 民族 興亡 

是 新 女 性 的 任務 , 而 可 靠 負 責 的 消費 觀 則 是 宜家 宜 室 現代 主 婦 的 特 
點 , 那 麼 莽撞 跟 浪費 就 是 「 摩 登 女 郎 」 的 特 徵 。 “” 

「 摩登 女 郎 」 形 象 在 1930 年 代 上 海 廣告 與 小 說 作品 中 相 當 顯 

眼 。 當 中 勾勒 出 燙髮 、 高 跟 鞋 、 時 尚 (通常 是 進 口 ) 服飾 等 女 性 各 

層面 的 身體 自 我 呈現 , 其 開 銷 和 皆 所 費 不 費 ( 見 專欄 5.1)。 當 「 摩 登 
女 郎 」 身 穿 旗袍 時 , 常 以 無 袖 、 單 薄 款式 , 展 現 自 己 酥 胸 與 雙 腿 等 

美 貌 特 色 。 不 同 於 得 體 的 城市 女 性 , 會 在 大 庭 廣 眾 抽煙 的 「 摩 登 女 

郎 」 流 露出 一 種 站 逆 與 輕 挑 勾 搭 的 態度 。 ” 勸 世 警 言 告 誠 男 人 要 

遠離 「 摩 登 女 郎 」 以 免 破 產 。 未 婚 「 摩登 女 郎 」 展 現 出 狡詐 、 賣 弄 

風情 且 貪婪 的 形象 , 而 男性 天 真 到 要 與 其 結婚 , 會 發 現 當 事 人 對 家 

務 與 母 職 不 威 興 趣 , 到 頭 來 還 得 自 己 打 理 家 務 , 而 摩登 女 郎 則 依然 

Tsai 2006, 136-43 。 

100 關於 當 時 知識 分 子 批 評 「 商 業 化 現代 女 性 」, 見 Edwards 2000, 124, 130, 133, 136-38。 
101 同 時 代 日 文 詞彙 為 握力 ( 莖 夕 / 方 一 少 )。 接 下 來 兩 段 針對 「 摩 登 女 郎 」 的 討論 , 

出 自 Lien 2001, 121-28; Barlow 2005; Dong 2008; Moderm Girl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Group 2008; Finnane 2008. 167-68; Stevens 2003。 關於 文 學 中 的 「 摩 登 女 郎 」, 見 

Larson 1998,; Shih 2001:L. Wang 2004, 112 

102 Gerth 2003, 288-89. 

103 Benedict 2011, 222-32, 235-36 : 關於 「 女 性 抽煙 」 如 何 從 帝國 晚期 普遍 現象 , 轉 變成 

一 種 對 性 行 為 隨便 的 汙 名 象徵 , 見 Benedict 2011 及 全 書 多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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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我 任意 揮霍 、 荒 淫 無 度 。"! 她 對 進 口 貨 的 喜愛 , 尤 其 香水 、 化 妝 
品 ' 成 為 外 界 歸咎 國 貨 運動 成 效 不 彰 及 中 國 貿易 赤字 的 肇 因 。 雖 然 

當 時 女 性 報刊 文 章 試圖 挽救 「 摩 登 女 郎 」 形 象 , 但 給 予 外 界 的 普遍 
印象 仍 是 危及 個 人 道德 操守 、 財 務 健全 及 民族 興亡 。「 摩登 女 郎 , 

基本 上 的 謬誤 在 於 , 她 誤 以 為 現代 性 等 同 於 一 切 西方 事物 。 “當 女 
性 以 「 摩登 女 郎 」 打 扮 時 , 男 人 無 法 得 知 她 究竟 是 女 大 生 、 女 工 、 

祕書 、 農 村 移 工 還 是 娼妓 。 “ 

專欄 5.1 〈 摩 登 女 子 的 外 表 與 實質 

「 摩登 」 的 意思 是 現代 ' 本 來 只 要 現在 生 存 的 都 可 以 算是 摩登 。 普 通 人 

所 謂 的 這 一 位 女 子 摩 登 , 那 一 位 女 子 太 不 摩登 這 類 的 話 , 簡 直 沒 有 存在 之 

可 能 。 我 想 凡 有 點 知識 的 人 , 總 不 能 否認 這 句 話 吧 ? 然而 現在 的 人 , 對 摩 

登 不 是 都 誤解 了 嗎 ? 因此 有 人 說 摩登 女 子 總 沒 有 一 個 好 的 , 其 實 這 太 冤枉 
了 e 

大 約 平常 人 之 所 謂 摩 登 , 是 根據 了 外 表 而 定 。 一 個 女 子 穿 的 是 

一 九 三 三 年 的 新 裝 , 頭 髮 是 燙 成 Permanent Wave 血紅 的 選 , 二 三 寸 高 的 

皮鞋 , 便 被 目 為 摩登 女 子 。 的 確 是 , 從 她 們 的 外 表 看 來 , 確 能 夠 代 表 了 現 

代 的 意味 。 但 是 假如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是 沒 有 腦筋 的 ', 那 不 是 笑話 嗎 ? 很 不 

境 ' 這 種 空 有 外 表 的 人 現在 實在 多 得 很 。 因 此 摩登 女 子 , 也 需要 遭受 到 更 

大 的 攻擊 。 

所 以 , 我 們 對 於 摩登 的 解釋 "至 少 應 具有 兩 個 條 件 : 

(一 ) 她 的 外 表 ,' 固 然 要 是 時 代 的 (但 不 是 要 很 奢侈 ),' 因 為 拘泥 於 古舊 的 

不 一 定 是 美 德 。 

(二) 她 的 靈魂 , 她 的 腦筋 最 為 重要 。 她 的 思想 怎樣 , 人 生 觀 怎 樣 , 信 仰 怎 

樣 ? 固然 我 們 不 是 希望 她 們 一 定 都 是 了 不 得 的 人 物 , 但 至 少 要 及 得 上 

104Dong 2008,208-11. 
105 Gerth 2003, 297, 300-8: Edwards 2000, 134-5. 
106 Dong 2008, 196-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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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 人 的 程度 。 

在 這 兩 點 中 , 無 疑 地 第 二 件 比 較 第 一 件 重要 得 多 。 是 先 決 的 條 件 。 因 

為 摩登 女 子 的 實質 總 要 比 她 的 外 表 更 為 重要 呢 。 

出 處 : 施 莉莉 ,〈 摩 登 女 子 的 外 表 與 實質 》,《 玲 瓏 》3:19 (1933): 882-83 * 原作 英 譯 引 自 
https://exhibitions.cul.columbia.edu/exhibits/show/linglong/about_linglong/woman/ 

modern. 

當 時 在 上 海 歌舞 廳 可 以 發 現 ' 摩 登 女 郎 」 裝 扮 的 女 性 。 男 學 

生 、 文 人 雅士 、 電 影 演員 跟 導演 、 記 者 、 官 員 、 黑 幫 分 子 及 其 他 城 

內 居民 , 晚 上 會 到 此 陰 聽 娃 士 樂 、 跳 著 查理 斯 頓 舞 (Charleston) 跟 

黑人 扭 擺 舞 (Black Bottom )。 到 此 消費 的 顧客 若 想 與 伴舞 女 郎 或 舞 

廳 請 來 的 計時 舞女 (taxi dancer) 共 舞 , 就 要 買 本 舞 券 來 兌換 。 舞 女 

得 花 大 錢 來 買 些 得 體 衣 鞋 、 配 件 、 髮 型 及 化 妝 , 以 巧妙 扮 成 天 真 少 

女 。 年 輕 迷 人 的 女 招待 所 跳 的 異國 洋 舞 , 開 始 取代 晚宴 歌 女 表 演 , 

成 為 上 海上 流 社會 年 輕 人 的 娛樂 選擇 。 名 妓 甚 至 開 始 當 起 舞女 , 而 

這 座 城市 的 電影 、 小 說 與 八 卦 小 報 充 斥 著 歌舞 廳 女 侍 的 消息 。 ” 儘 

管 外 表 形象 光鮮 亮麗 , 許 多 舞女 是 鄉下 聘 來 在 歌舞 廳 賺 微薄 收入 , 

尤其 在 一 二 八 事變 後 , 上 海 陷入 嚴重 衰退 , 讓 其 生 計 捉 襟 見 肘 。 

也 有 一 些 舞 女 與 舞 客 開 始 長 期 交往 , 而 有 些 則 是 從 事 性 交易 

來 貼補 收入 。 當 地 便 語 稱 舞女 為 ' 火 車 頭 」, 而 光顧 的 舞 客 為 ' 守 

車 」。 舞女 在 1930 年 代 媒 體 中 , 體 現 美 麗 、 神 祕 、 誘 人 、 受 害 

者 、 危 險 又 狡詐 等 完整 面向 的 「 摩 登 女 郎 )。 而 較 少 提 及 的 面向 則 

為 , 因 世界 經 濟 大 蕭條 、 日 本 侵華 及 大 量 農村 貧 婦 盪 入 城市 等 因素 

所 塑造 成 城市 經 濟 中 的 性 服務 工作 者 角色 。 

107 Field 2010, 119-75 : 亦 見 Field 2010, 4, 53-55, 63-82, 119-75; Farrer and Field 2015, 16-38, 

154-59; Zheng 1997, 109-13; Lee 1999, 23-29- 

108Field 2010, 119-75: Hershatter 1997, 59-60: Henriot 2001.99, 1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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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工 

「 新 女 性 」 與 當 時 上 海 16 萬 名 棉 紡 、 線 絲 、 菸 草 女 工 的 日 常 截 

然 不 同 。 一 如 當 時 許多 記者 評論 , 上 海 待遇 較 好 線 絲 廠 年 輕 女 工 

的 時 髦 穿著 , 則 與 「 摩 登 女 郎 」 風 格 打 扮 較 相 近 。 然 而 ,「 新 女 性 
或 「 摩 登 女 郎 」 皆 未 展現 出 太 多 南京 十 年 期 間 的 女 工 生 活 日 常 。 

她 們 當 時 正 處 於 全 球 大 蕭條 、1931 年 九 一 八 事變 及 國 共 衝 突 持 

續 不 斷 的 時 代 。 上 述 這 些事 件 讓 棉 絲 製 品 及 其 他 商 品 市 場 萎 縮 ,', 造 
成 眾多 工廠 倒閉 、 停 工 。 “多 數 1930 年 代勞 工 上 街 遊行 抗爭 或 罷工 

占 廠 , 本 質 上 採 保住 工作 的 守 勢 , 而 非 激 烈 爭 取 加 薪 或 改善 工作 條 

件 。 
國 民政 府 當 時 也 藉 由 在 大 工廠 內 設置 由 青 幫 等 地 下 幫派 組 織 所 

主 導 的 企業 (黃色) 工會 來 限制 工人 抗爭 活動 。 “這 類 由 資方 與 勞 
工 所 組 成 的 工會 , 會 晶 盡 全 力 打 壓 一 切 打 著 階級 抗爭 名 義 的 工會 運 

動 。 女 工 更 受 限於 1930 年 代 棉 紡 廠 擴 增 下 的 包 身 工 制 。 年 輕 農村 女 

性 會 簽 給 多 半 是 青 幫 旗下 的 包工 頭 數 年 。 女 包 身 工 無 法 直接 拿 到 工 

資 , 而 下 工 通常 不 得 離開 包工 頭 控制 的 住所 。 
儘管 有 這 些 種 種 限制 , 女 性 依舊 在 南京 十 年 期 間 的 勞工 運動 

中 扮演 重要 角色 。 “當 中 團結 的 潛在 基礎 在 於 , 由 6 到 8 名 不 等 女 

性 結拜 而 成 的 姐妹 會 , 在 廠 內 相 互 照應 、 防 堵 廠 內 與 街 上 騷擾 者 接 

近 、 有 困難 相 互 借 錢 , 還 有 下 工 休息 時 間 交 際 往 來 。” 這 些 女 工 也 
到 「 基 督 教 女 青年 會 」 開 設 的 夜校 去 學 習 政治 自 治 技巧 , 而 當 中 有 

109 這 些 數 據 出 自 Honig 1986,24 所 引用 的 1929 年 調查 數 據 。 
110 Shiroyama 2008, 114-39- 

111 Perry 1993, 92-103. 

112Honig 1986.94-131. 

113 此 討論 僅 限於 工廠 女 工 。 至 於 廣州 茶館 女 侍 勞 工 運 動 , 見 Chin 2012, 219-34。 
114Honig 1986, 2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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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5.3。1933 年 上 工 路 上 的 上 海女 工 

出 處 :Agnes Smedley, C777ese Des/77esr SAe/ces 7 Prese77/-20r CA77d (New York: 

Vanguard, 1933), facing p. 266- 

許多 外 籍 與 中 國 籍 幹事 投入 推 動 勞 工 運 動 發 展 。 

1928 年 春天 , 多 家 線 絲 廠 工人 發 動 罷 工 , 以 抗議 4 名 工人 遭 解 

雇 , 還 有 1 名 在 抗爭 中 遭 毆 重 傷 致死 。 罷 工 勞 方 要 求 , 涉 入 該 案 的 

闆 方 與 資方 該 受審 , 且 據 稱 後 續 有 93 家 樂 絲 廠 、 共 6 千 名 男 工 與 

111,660 名 女 工 響 應 罷工 。 當 資方 與 1 名 巡 捕 獲 判 無 罪 , 同 年 夏天 勞 

方 再 次 發 動 為 期 1 個 月 的 罷工 , 替 自 己 尋求 經 濟 利益 , 還 有 要 求 賠 

償 死 者 家 屬 。 據 統計 約 有 5 萬 名 女 工 參與 第 二 次 罷工 

6 年 後 , 正 值 大 蕭條 最 嚴重 之 際 , 美 亞 織 綢 廠 所 屬 10 家 分 廠 工 

人 為 抗議 兩 年 內 二 度 減 薪 15% 而 發 動 罷工 。 美 亞 工 人 技術 佳 且 相 對 

受過 教育 , 儘 管 男女 同 工 不 同 酬 , 薪 資 也 較 優 渥 。 當 時 美 亞 工 人 常 

會 拿 閒 錢 來 買 西式 衣 鞋 , 也 會 去 光顧 城 內 的 遊藝 場 及 舞廳 。 比 起 其 

他 上 海女 工 , 美 亞 女 工 可 能 更 貼近 「 摩 登 女 郎 」 形 象 。 但 到 了 1934 

115 Honig 1986, 217-24. 
116 Eng 1990,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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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美 亞 外 銷 印 度 與 東南 亞 的 織 綢 品 嚴重 受到 日 本 同 業 的 市 場 競爭 
影響 。 罷 工 運動 從 技術 嫻熟 的 工匠 與 紡織 男 工 展開 , 當 中 有 些 是 
1927 年 清 黨 後 轉 往 地 下 發 展 的 中 共 黨 員 。 “當 時 工人 並 非 透過 「 黃 
色 」 工 會 , 而 是 自 組 委員 會 來 罷工 。 

女 性 在 此 抗議 運動 全 程 扮演 關鍵 角色 。 而 此 次 罷工 首位 死者 
是 , 雙 方 對 峙 中 遭 配 備 機 槍 與 鐵甲 車 的 法 租界 捕 房 所 槍殺 的 女 工 。, 
罷工 勞方 要 求 賠償 傷者 及 死者 家 屬 , 讓 整 起 罷工 越 演 越 烈 。 當 便衣 
包 探 到 廠 內 要 抓 帶 頭 罷 工 的 幹部 時 , 裴 宜 理 (Elizabeth Perry ) 寫 
道 '' 在 包 探 逮 住 罷工 幹部 時 , 一 名 种 察 隊員 奮不顧身 一 口 咬 住 該 
的 手 」。 當 天 有 某 位 女 織 工 遭 捕 , 這 引起 美 亞 工人 、 其 他 工廠 工人 
及 大 學 生 到 捕 房 前 徹夜 聲援 。 當 時 曾 一 度 有 200 名 女 工 進 行 絕食 罷 
工 。 而 罷工 的 其 中 一 項 訴 求 , 則 是 男女 同 工 同 酬 。 此 次 罷工 歷經 51 
天 後 遭 當 局 鎮壓 , 最 後 許多 參與 者 遭 捕 , 且 減 薪 三 成 。! 上 “這 雖 算 不 
上 是 值得 勞方 紀念 的 勝利 , 但 美 亞 罷 工事 件 仍 展現 女 工 在 經 濟 危機 
之 際 , 其 積極 參與 勞工 抗爭 活動 的 身影 。 

農村 婦女 與 世界 經 濟 

婦女 農務 勞動 

對 許多 新 文 化 運動 及 後 來 左翼 作家 而 言 , 農 村 婦女 代表 了 當 
時 中 國 最 落伍 的 一 群 。 農 村 婦 女 就 位 居中 國 生 活 中 最 難以 改革 的 角 
落 一 一 家 庭 之 中 , 同 時 待 在 城市 知識 分 子 視 為 一 成 不 變 的 農業 產業 
之 中 。 農 村 婦女 在 知識 分 子 眼中 , 凸 顯 出 中 國 一 個 深層 困境 。 農 村 婦 

1H17 關於 南京 十 年 期 間 , 上 海 的 地 下 共 黨 運作 , 見 Stranahan 1998: Young 2001, 68-70。 閃 
於 國 民 沉 人 突襲 地 下 共 黨 , 1920 年 代 末期 至 1930 年 代 初 期 對 迷 工 運動 與 知識 分 子 的 
打 壓 , 可 見 Smedley 1945, 70-86 。 

1S Perry 1993, 186-201, 引 文 出 自 頁 194。Perry 2002, 134-55.



5 訓 政體 制 (1928-1937) 

女 的 無 能 為 力 與 封建 思想 , 成 為 拖累 知識 分 子 追求 現代 性 的 絆腳石 。 

雖然 知識 分 子 對 農村 婦女 的 描繪 並 非 完 全 有 誤 , 但 肯定 是 不 
夠 完 整 。 即 便 南 京 十 年 期 間 的 農村 婦女 占 全 中 國 人 口 四 成 , 但 相 較 
於 城市 女 性 , 其 相 關 文 獻 仍 顯 稀少 , 而 重要 的 是 要 提出 另外 一 組 關 

於 農村 婦女 生 活 的 問題 。 不 同 區 域 的 農村 婦女 從 事 何 種 勞動 ? 農村 
婦女 生 活 在 中 國 部 分 農村 與 全 球 經 濟 整合 後 、 還 有 全 球 大 蕭條 時 , 

受到 何 種 影響 ? 國 民政 府 龐大 的 建國 大 業 或 者 非 政 府 人 士 推 動 的 改 
革 ' 是 否 觸及 到 她 們 的 生 活 ? 簡 言 之 ,1930 年 代 對 中 國 農村 婦女 有 

何 改變 , 而 其 變化 之 處 在 哪 ? 

當 時 全 中 國 的 農村 婦女 都 投入 了 勞動 之 列 。 “她 們 在 農 忙 時 
到 田 裡 工作 , 而 家 中 男 丁 不 足 時 則 全 年 都 得 幹 農 活 。 在 毛澤東 1930 

年 文 中 提 及 地 區 ( 見 專欄 5.2) 以 外 , 農 村 婦 女 得 除 玉米 田 雜 草 、 收 
成 大 麥 、 移 種 包 心 菜 、 撿 花生 、 照 料 甘 著 、 錫 棉 田 地 與 採摘 棉花 、 

種 壹 種 稻 打 尊 與 脫 殼 、 打 磨 並 使用 鐮刀 、 契 地 、 採 茶 、 推 水 車 且 以 

一 次 一 勻 水 來 灌溉 、 踩 水 車 、 拉 牛 驅動 抽水 泵 、 看 守 灌 溉 圳 溝 。" 

她 們 撐 篇 順流 而 下 , 再 沿 紀 路 拉 弓 逆流 而 上 。 江 南 等 商 業 發 達 地 區 
的 婦女 , 則 在 散 作 制 度 下 生 產 市 場所 需 的 紡織 品 與 手工 品 。 叫 華北 

婦女 則 為 家 用 而 紡 紗 織 布 , 偶 爾 拿 去 賣 。 “她 們 也 同 樣 負 起 煮 飯 、 

119 地 區 因素 相 當 重要 : 經 濟 學 家 卜 凱 於 1930 年 進 行 一 項 涵蓋 七 省 的 調查 發 現 , 女 性 從 
事 農 活 的 比 例 從 1.2% 至 近 過 半 不 等 。 他 在 1929 到 1933 年 間 , 針 對 全 中 國 38 萬 戶 農 
家 進 一 項 更 大 型 的 調查 發 現 , 女 性 占 勞 動力 的 24%, 稻米 區 則 超 過 1/3, 而 仰賴 手 
工 、 家 會 飼養 角 次 要 生 產 的 家 庭 則 占 42%。 然 而 , 卜 凱 估 計 全 中 國 女 性 可 能 只 占 了 
13% 的 農業 勞動 力 , 次 要 生 產 工 作 則 占 16%。 後 來 的 學 者 認為 , 此 統計 數 據 過 於 低 
估 。Buck 1956, 291-93; Hershatter 2007, 56-57。 針 對 卜 凱 作 品 較 全 面 的 批 評 , 見 Stross 

1986, 161-187。 而 James Kung 跟 Daniel Lee 在 無 錫 發 現 , 女 性 對 家 庭 經 濟 員 獻 與 男 

性 差不多 , 進 行 種 稻 、 麥 與 萊 樹 竺 農 務 、 養 敬 、 有 些 則 到 上 海 工 廠 工作 。Kung and 

Lee2010. 
120 Burton 1918, 22-25; Hung 1990, 50-57: Buck 1982, 237, 254;: Chen 2015, 24-25;: MeLaren 

2008, 54-55. 
121 例 可 見 Chen 2015, 15。 
122 Huang 1990.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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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衣 、 紡 織 一 家 大 小 要 用 的 布料 、 縫 製 鞋底 , 還 有 養 兒 痛 女 等 大 大 
小 小 家 務 勞 動 , 而 一 般 也 不 會 讓 子女 上 學 且 得 儘早 去 勞動 。 無 論 總 
足 與 否 , 無 論 在 家 勞動 (出 於 得 體 原 因而 更 合 宣 的 地 點 ) 或 到 田 裡 幹 

活 , 農 村 婦 女 勞動 對 一 家 興旺 至 關 重要 。 

專欄 5.2 毛澤東 論 女 性 勞動 

1930 年 , 毛 澤 東 未 去 上 海參 加 一 場 重要 會 議 , 而 到 江西 偏 鄉 待 一 個 
月 調查 當 地 生 活 , 開 始 構想 共產 黨 農 村 策 略 。 他 在 〈 尋 烏 調 查 》 中 一 節 提 
及 ,' 當 地 社會 對 女 性 永 無 停歇 的 日 常 勞動 要 求 : 

嚴格 說 來 , 她 們 在 耕種 上 盡 的 責任 比 男子 還 要 多 。 犁 田 、 夸 田 、 挑 

費 草 、 挑 穀 米 等 項 , 雖 因 體 力 關 係 , 多 屬 男 子 擔任 , 但 幫 挑 查 草 , 

幫 擔 穀 米 、 詩 田 、 耘 田 、 撿 草 、 鏟 田 腰 田 壁 、 倒 田 、 割 禾 等 項 工 

作 , 均 是 男子 作 主 ' 女 子 幫 助 ; 竟 尊 、 踏 雁 、 淋 園 、 蔚 菜 、 砍 柴 割 
草 、 燒 茶 煮 飯 、 挑 水 供 豬 、 經 管 頭 牲 (六 說 叫 頭 牲 )、 洗 裙 蕩 衫 、 

補 衫 做 鞋 、 掃 地 洗 碗 等 項 工作 , 則 是 女 子 作 主 , 男 子 幫 助 。 加 以 養 

育兒 女 是 女 子 的 專職 , 所 以 女 子 的 勞苦 實在 比 男子 要 厲害 。 她 們 的 

工作 不 成 片 段 , 這 件 未 殲 , 那 件 又 到 。 她 們 是 男子 經 濟 (封建 經 濟 

以 至 初期 資本 主 義 經 濟 ) 的 附屬 品 。 男 子 雖 已 脫離 了 農 奴 地 位 , 女 

子 卻 依然 是 男子 的 農 奴 或 半 農 奴 。 她 們 沒 有 政治 地 位 , 沒 有 人 身 自 

由 "她們 的 痛苦 比 一 切 人 大 。 

出 處 : 毛澤東 ,〈 尋 人 烏 調查 ‧ 尋 烏 的 土地 鬥爭 : 土 地 鬥爭 中 的 婦女 》,《 毛 澤 東 文 集 
1921.1-1937.6》( 人 民 出 版 社 ,1933), 頁 240。 

經 濟 活 動 發 達 區 域 的 農村 婦女 生 產 , 就 易 受到 國 際 市 場 的 影 
響 。” 婦 女 勞動 力 在 廣東 產 絲 農 村 中 更 顯 珍 貴 。 由 於 有 家 人 支持 , 

123 關於 農業 商 業 化 , 尤 見 Huang 1985, 121-37; Bell 1999; Walker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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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地 女 性 婚 後 能 不 落 夫 家 或 完全 拒 婚 , 透 過 線 絲 廠 工 作 來 扶養 娘家 
(而 有 時 則 是 夫 家 )。 ” 在 家 養 署 的 無 錫 婦 女 則 能 不 拋 頭 露面 把 冤 蛹 
賣 給 上 海 的 線 絲 廠 、 還 有 其 他 出 口 歐 美 的 絲 廠 。 

養 點 是 極度 耗 時 費力 的 活 。 婦 女 必須 得 小 心 翼 翼 地 將 這 些 食量 
大 的 生 物 養 在 溫 濕 環 境 中 的 著 箔 之 上 , 並 定時 餵 以 桑 葉 , 而 得 以 能 
在 短暫 春季 之 際 吐 絲 、 形 成 完好 無 缺 的 鴉 呈 。 若 家 欣 無 法 順利 吐 絲 
結 上 市 , 通 常會 怪罪 婦女 。 一 般 普 遍 認 為 , 女 性 月 經 、 懷 孕 或 產後 出 
血 會 汙染 環境 , 造 成 冤 死 亡 。 養 壩 也 是 門 高 風險 生 意 , 因 為 價 格 不 
穩 , 跌 價 恐 讓 夫 戶 傾 家 盪 產 。 

養 數 婦 成 為 中 國 資本 生 產 在 國 際 市 場 上 的 關鍵 樞紐 , 因 而 易 受 
市 場 起 伏 影響 。1930 年 代 初 全 球 經 濟 大 蕭條 波及 中 國 時 , 農 產 價 格 
迅速 下 跌 , 而 中 國 的 出 口 市 場 亦 隨 之 崩盤 。 此 影響 因而 摧毀 生 產 棉 
花 、 手 織 布 料 、 數 繭 及 其 他 農作 的 農家 生 計 。1930 到 1934 年 間 的 
蘇 、 浙 兩 省 守 繭 價 下 跌 超 過 2/3。 隨 著 現金 收入 減少 , 高 度 商 業 化 
地 區 農戶 要 買 些 柴米油鹽 都 有 困難 。 許 多 人 被 迫 借 高 利 貸 , 來 支應 
日 常 開 銷 、 原 物料 及 婚 喪 喜慶 支 出 。 “當 時 報導 傳 出 數 十 起 搶 米 風 
潮 , 農 民 結 夥 打 劫 有 錢 人 家 。 “同 一 時 期 , 有 超 過 10 萬 名 曾 從 事 囡 
絲 生 產 的 廣東 婦女 失業 , 而 到 大 城 去 找 幫傭 工 作 。!? 

當 時 對 外 出 工作 女 性 的 汙 名 仍 十 分 強烈 , 且 這 些 女 性 仍 會 定期 
參與 農務 。1920 年 代 起 , 供 應 生 棉花 給 上 海 、 江 南 地 區 工廠 , 生 產 
棉布 給 東北 的 長 江 三 角 洲 北部 開 始 出 現 許多 大 型 商 業 契 作 田 。 當 地 
男性 逐漸 棄 耕 家 田 , 轉 而 從 事 紡織 工作 或 另 謀 他 職 。 而 女 性 取代 男 
性 田間 務農 的 位 子 , 在 家 下 田 除 草 、 採 摘 棉花 , 並 到 商 業 規模 經 營 

124 Topley 1975:; Stockard 1989, 尤 見 頁 134-166。 
125 Bell 1994: Bell 1999; Bell 2000; Shiroyama 2008. 92-105,. 114-24- 
126 Huang 1990, 140-41; Shiroyama 2008, 122-24. 

127 Stockard 1989,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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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棉 田 受 屋 。 而 到 有 錢 人 家 當 童養媳 、 妻 妾 的 女 性 , 也 多 了 無 償 左 
務 勞 力 活 。 浙江 部 分 區 域 及 其 以 南 的 廣州 地 區 婦女 也 會 受 必 從 事 
農 活 讓 129 

當 時 農業 勞動 偏 女 性 化 現象 並 不 限於 中 國 商 業 化 最 活躍 區 域 。 
雲南 有 些 婦女 下 田 農 活 時 間 比 男性 長 , 而 福建 沿海 女 性 則 在 男性 捕 
魚 時 積極 參與 農作 生 產 。” 謝 冰 瑩 幼時 在 湖南 認識 的 採 茶 女 工 , 
「 大半 都 是 童養媳 , 他 們 的 生 活 苦 極 了 , 每 天 至 少 要 採 一 百 三 四 十 
斤 的 茶葉 , 而 所 得 的 工資 只 有 幾 十 個 銅板 , 這 些 錢 都 要 交 給 她 的 波 
婆 保管 」。 

而 在 中 國 內 陸 的 陜西 鄉間 , 身 強力 壯 男 性 離鄉背井 外 出 找 工 
作 、 或 為 氨 避 兵役 、 或 因 殘 疾 甚或 死亡 , 當 地 女 性 只 能 接手 下 田 幹 
活 。1930 年 代 中 期 結婚 的 曹 竹 香 , 一 嫁 為 人 妻 那 刻 起 就 下 田 幹 活 : 

咱 沒 做 過 媳婦 。 家 裡 條 件 好 的 媳婦 限制 可 多 呢 , 哪 能 要 出 去 

就 出 去 。 咱 不 一 樣 ,', 馬上 就 到 地 裡 去 了 。 

不 久 成 了 年 輕 實 婦 後 , 她 甚至 學 會 原 本 男人 犁 地 的 農 活 :「 咱 學 的 
犁 , 我 媽 跟 我 斯 幹 上 , 我 嫌 犁 得 行 子 不 端 , 嫌 怪 , 就 晚上 犁 」。 獨 
自 一 人 幹 活 讓 曹 竹 香 被 外 界 批 評 甚 至 襲擊 。 但 她 覺得 若 選 人 幫忙 , 
反 會 引 人 閒 言 閒 語 : 

我 沒 叫 過 人 , 也 沒 訣 過 人 , 還 怕人 說 閒 言 開 語 的 話 。 我 鄰 家 

那 人 說 我 像 都 沒 見 過 這 麼 能 幹 的 , 在 地 裡 咱 埋頭 苦 幹 , 幹 到 

時 節 回 去 , 又 不 多 事 , 那 他 閒話 根本 沒 有 。!3: 

128 Walker 1993; Walker 1999, 178-82,. 188, 192-95;: MeLaren 200S, 54-55. 

129 Mann 1992,.253;Gilmartin 1995, 149. 

130 Bossen 2002, 100-1: Friedman 2006. 

131 Pomeranz 2005, 251; Xie 2001, 12-13.【 編 按 〕 : 出 自 謝 冰 瑩 , 〈 採 茶 女 )《 一 個 女 兵 的 
上 自傳 》, 頁 22。 

132 Hershatter 2011, 69, 63, 70. 〔 編 按 〕 : 此 處 關於 曹 竹 香 訪談 , 皆 參照 張 其 譯 ,《 記 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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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性 逐漸 參與 農 活 , 顯 然 賦 予 了 女 性 機 會 、 並 讓 家 庭 生 計 存續 。 但 
這 不 必然 得 以 提升 女 性 地 位 , 或 解 開 家 庭 權威 對 女 性 的 控制 。 

農村 動盪 不 安 與 國 家 管制 

當 1928 年 蔣介石 統一 國 家 , 中 國 名 義 上 就 此 結束 軍閥 割 據 。 但 
河北 、 四 川 等 地 仍 不 時 出 現 蔣介石 政權 與 軍 系 、 甚 至 各 派系 間 擴 張 
勢力 奪權 的 衝突 。 “但 並 非 永 遠 能 簡單 區 分 , 這 些 究竟 是 到 處 打 劫 
的 土匪, 還 是 軍閥 殘餘 勢力 。1928 年 報紙 曾 報導 , 離 南京 20 哩 外 、 
理當 還 算是 國 民政 府 掌控 管轄 範圍 內 , 當 地 農民 還 是 得 付 保護 費 給 
土匪 , 以 防 遭 綁 票 勒 贖 。 當 地 一 位 農民 說 道 : 

跟 我 們 一 樣 又 窮 又 無 力 到 他 處 謀生 的 , 也 無 法 在 家 工作 的 , 
儘管 得 忍受 蚊 蛇 侵擾 , 也 只 能 夜裡 關上 家 門 , 趕 緊 跟 小 孩 租 
到 又 濕 又 冷 的 樹叢 或 山腳 溪 邊 。!34 

南京 十 年 期 間 也 出 現 重大 天 然 災害 。 據 聞 1928 年 山東 饑荒 期 間 , 
有 人 為 了 賺 些 錢 或 換 袋 穀 糧 而 賣 掉 婦 預 。!351931 年 夏季 爆發 的 江 
準 水災 , 影響 超 過 17 省 約 1 億 人 受災 。 數 百 萬 人 不 幸 淹 死 或 死 於 堆 
亂 或 傷寒 , 鄂 、 豫 、 閱 、 蘇 各 省 大 批 災民 遠 走 他 鄉 , 逃 往 高 地 或 爬 
至 樹 頂 避難 , 或 試圖 搭 小 船 、 排 筏 、 臉 盆 , 甚 或 匆忙 清空 榆 木 輝 
難 。 “1935 年 黃河 洪災 , 估 計 受災 人 數 約 4 至 5 百 萬 。!37 

滔滔 洪水 危及 了 災民 所 有 去 路 , 但 災後 社會 常 出 現 性 別 偏差 現 
象 。 如 1935 年 黃河 洪災 與 後 來 引發 的 山東 饑荒 期 間 , 災 民 收 容 所 中 

性 別 : 農村 婦女 和 中 國 集 體 化 歷史 》( 北京 : 入 民 出 版 社 ,2017) , 頁 96、88。 
133 Ma 2015, 136: Kapp 1973; Crook and Gilmartin 2014; Hershatter 2011, 54-55. 
134Stross 1986,. 174-75. 

135L11991.489n51. 

136 Shiroyama 2008, 125: Pietz 2002, 61-75: Pietz 2015, 88-89. 
137 Pietz 2015,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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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新 生 兒 男 女 性 別 比 為 151:100 , 這 說 明 仍 出 現 婦女 溺 女 現象 。 畢 竟 

收容 所 配給 新 生 兒 的 食物 , 所 以 溺 嬰 風俗 或 許 在 未 到 收容 所 的 災民 

之 間 更 常見 。 
1935 年 , 中 國 流行 報刊 《 東 方 雜誌 》 上 某 篇 文 章 曾 詳 諭 , 當 

時 農村 危機 對 女 性 產生 的 種 種 影響 。 當 時 男子 離鄉背井 到 城市 找 工 

作 、 到 海外 謀 職 、 從 軍 當 兵 或 幹 起 了 土匪 ', 該 篇 文 章 作者 陳 習 雲 如 

此 寫 道 ,「 但 他 們 中 99% 以 上 是 把 妻子 兒女 (假如 他 們 有 的 話 ) 丟 在 

農村 裡面 的 」。 極 少數 在 外 的 男性 寄 些 錢 回 家 , 因 此 : 

留 在 鄉村 的 這 類 家 庭 的 婦女 , 在 生 活 上 就 陷入 絕境 了 。 如 果 

只 是 一 個 人 , 或 者 就 為 容易 。 如 果 有 兒女 那 就 除 挨 饌 待 死 或 

所 荒 告 化 外 , 就 很 少 有 其 他 的 出 路 。 

跑 到 城市 找 出 路 的 婦女 發 現 許多 絲 棉 廠 倒閉 , 而 娘 姨 、 小 大 

姐 及 娼妓 的 市 場 也 飽和 了 。 陳 碧 雲 也 觀察 到 「 因 此 ,' 這 些 婦女 中 的 

大 多 數 還 是 沒 有 出 路 , 還 得 依舊 忍 饑 挨 凍 」。 農 村 婦 女 在 食物 不 足 

時 會 少 吃 。 遇 到 催 租 討債 時 ,「 有 時 高 利 貸 者 甚至 以 農民 的 妻子 女 

兒 作 債 務 的 抵押 品 , 好 像 牲 口 一 樣 」。 陳 碧 雲 也 進 一 步 提 到 , 當 時 

在 各 方面 受到 壓力 而 「 人 窮 火 性 大 」 的 男子 , 往 往 會 往 妻 女 身上 發 

洩 , 還 有 因 裹 小 腳 不 良 於 行 或 顧念 小 孩 的 婦女 而 在 洪 旱 饑荒 中 選 

難 。 她 也 注意 到 相 關 報刊 報導 , 當 時 許多 省 出 現 , 有 人 為 了 一 點 小 

錢 而 賣 妻 賣 女 的 現象 。 還 有 則 報導 提 及 , 重 災區 年 輕 女 性 從 事 性 交 

易 , 並 在 門口 貼 上 「 災 民 住宅 , 君 子 請 進 」 看 板 。 

農村 婦女 在 1930 年 代 受 到 國 家 的 些許 關注 。 國 民政 府 當 時 雖 推 

行 禁 總 足 , 並 明 訂 違法 者 相 關 罰 鍰 , 但 執法 反覆 不 一 , 且 該 禁令 對 

138 Li 1991,478,487-95. 關 於 1934 年 安徽 男女 性 別 失 銜 , 見 Perry 1980, 51。 

139 Chen 1984, 62-67.〔[ 編 按 〕 : 此 處 引文 , 皆 參照 原 出 處 陳 習 雲 ,〈 農 村 破 產 與 農村 婦 

女 》,《 東 方 雜誌 》32:5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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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 總 足 的 成 效 , 或 許 還 比 不 上 女 校 教育 推 廣 與 經 濟 型 態 改 變 所 帶 

來 的 影響 。 “有 時 也 會 將 農村 婦女 納入 國 民政 府 雄心 勃勃 的 農村 建 

設計 畫 之 中 。 當 時 在 政府 、 學 術 機 構 及 外 國 基金 會 資助 下 , 採 以 一 

種 模範 縣 農村 合作 社 組 織 的 方式 來 推 行 眾多 實驗 。 
1933 年 國 民政 府 就 在 新 首都 南京 旁 , 設 置 了 「 江 寧 自 治 實驗 

縣 」。 該 縣 政府 自 誇 , 會 提供 女 性 上 識字 班 與 職業 訓練 課程 , 同 時 在 

當 地 政府 機 關中 提供 托 兒 照護 。 “但 這 樣 美 好 願景 明顯 言 過 其 實 。 

對 於 解決 農村 危機 的 最 佳 方法 , 國 民 黨 高 層 意 見 並 不 一 致 , 因 而 給 

予 的 支援 就 反覆 不 定 。 “地 方 官員 投注 在 自 己 施 政工 作 的 心力 , 要 

比 對 農民 的 關心 來 得 多 。 當 時 官員 對 於 為 了 要 處 理 農 村 危 機 及 其 對 女 

性 造成 之 影響 , 還 得 介入 土地 所 有 權 或 婚俗 的 狀況 , 覺 得 不 可 思 議 。 

新 生 活 運動 內 外 的 婦女 

南京 十 年 期 聞 , 國 民政 府 努 力 要 重 塑 承襲 國 共 合作 時 期 官方 女 

權 運動 特 色 的 激進 計 畫 大 綱 。 攻 擊 父 權 體 制 、 參 政 活 動 及 支持 社會 

革命 不 再 是 官方 目標 。 南 京 十 年 期 間 , 官 方 則 敦促 女 性 以 妻子 或 母 

親 角 色 來 支持 國 民政 府 。”1931 年 , 在 國 民 黨 內 外 女 權 人 士 奔 走 下 

而 稍 有 斬獲 , 讓 數 十 名 無 表 決 權 的 女 性 觀察 家 跟 女 界 代表 , 得 以 列 

席 制定 《 訓 政 時 期 臨時 約 法 》 的 國 民 會 議 。 然 而 , 唐 群英 當 年 的 婦 

女 參政 權 願景 仍 未 能 如 願 以 償 。 

140 Finnane 2008, 169. 關 於 某 些 農 村 地 區 , 仍 持續 有 纏足 習俗 背後 的 社會 與 經 濟 邏 輯 , 

見 Bossen 2002, 37-83; Bossen et al. 2011; Brown et al. 2012; Gates 2001; Gates, 2014: Brown 

2016; Bossen and Gates 2017 

141 Zanasi2006, 26-78, 133-73. 

142 Merkel-Hess 2016a, 49; Stross 1986, 206,. 

143 Zanasi 2006, 173. 

144 Lien 2001, 72-78, 98. 

145 關於 在 南京 十 年 期 間 , 女 權 人 士 持續 爭取 參政 權 及 女 權 運動 , 見 Edwards 2008a, 168- 

94; Ma 2010, 2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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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 年 初 , 正 值 制 共 與 日 本 侵華 之 際 , 蔣 介 石 發 起 了 「 新 生 

活 運 動 」。 源 自 德 、 義 法 西 斯 政權 的 新 生 活 運動 , 設 法 要 讓 全 體 國 

民 參 與 建國 大 業 , 甚 至 連 身 體 行 為 也 包括 在 內 。 該 運動 敦促 國 民 不 

隨地 吐 痰 便 湯 、 禁 絕 嫖 賭 鴉 片 , 同 時 呼籲 大 家 該 抬頭 撬 胸 、 勤 加 沐 

浴 、 剪 甲 理 髮 、 扣 齊 鈕扣 、 擦 亮 皮 鞋 、 梳 整 頭 髮 、 常 曬 被 補 及 愛 買 
國 貨 2 146 

女 性 在 新 生 活 運 動 中 扮演 著 特 定性 別 角 色 。 蔣 介 石 妻子 宋 美 

齡 , 擔 任 「 新 生 活 運動 促進 總 會 婦女 指導 委員 會 」 指 導 長 。 而 該 會 

刊物 《 婦 女 新 生 活 月 刊 》 推 廣 , 理 想 的 家 庭 主 婦 也 要 關心 國 家 大 

事 、 由 城 到 鄉 的 貧 婦 都 要 努力 維持 家 計 , 而 婦女 該 把 閒暇 享樂 放 一 

旁 , 加 入 抗日 救國 行 列 , 這 樣 的 描述 則 在 1937 年 全 面 對 日 抗戰 之 前 
出 現 軸 147 

年 輕 女 學 生 在 學 校 該 培養 打 理 家 務 技能 , 養 成 勤勞 、 簡 樸 習慣 

與 母性 。'“ 而 家 庭 主 婦 與 母親 則 該 將 現代 化 衛生 觀念 深入 家 庭 , 並 

教導 兒女 , 重 建 家 庭 秩序 來 為 國 效力 。 由 國 民 黨 高 官 妻子 主 導 的 新 

生 活 運 動 促 進 總 會 婦女 指導 委員 會 , 主 辦 如 何 經 營 一 個 模範 家 庭 與 

如 何 當 一 個 模範 幫傭 的 講習 與 座談 , 同 時 為 婦女 開 設 急難 救助 與 公 

民 相 關 課 程 。 然 而 , 早 期 參與 活動 的 民眾 人 數 並 不 多 , 因 而 當 時 會 

央求 地 方 警察 去 找 人 到 場 湊 數 。 

國 難當 頭 之 際 的 新 生 活 運 動 , 呼 籲 國民 少 打 扮 且 少 消費 。 政 府 

法 令 雖 明定 旗袍 下 擺 須 過 膝 4 吋 , 開 祝 不 得 過 膝 上 3 吋 ,', 但 當 時 大 

眾多 無 視 這 些 規 定 。 警 方 時 而 會 取締 暴露 穿著 與 燙髮 。 摩 登 女 郎 形 

146 RogaSki 2004, 238-39: Johnson 2011.XXxi. 130,. 155-56: Lipkin 2006, 53-54; Gerth 2003, 292- 

98, 

147X. Sun 2008, 

148 Lien 2001, 83-84;: Culp 2007, 172-73- 

149X. Su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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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生 否定 。 新 生 活 婦女 楷模 , 應 當 要 像 當 時 的 游泳 冠軍 女 將 楊 秀 才 , 到 全 國 宣傳 新 生 活 運動 , 並 呈現 健康 美 形象 。!3 
1 並 非 所 有 人 都 認為 新 生 活 運動 種 種 新 措施 , 足 以 因應 日 益 和 溫 的 政治 危機 。《 女 聲 》 時 評 家 剖 提 及 :「 千 萬 里 的 土地 可 以 裏 失 , 而 有 傷風 化 』 的 女 人 則 非 務 逐 不 可 」。 紀 當 時 女 性 援引 國 家 推 席 下 直 健 康美 」 為 國 族 建構 根本 , 而 藉 由 參與 游泳 等 體育 活動 並 適 所 展露 部 分 肉體 , 來 回 應 當 局 設 下 種 種 服 儀 限制 。! 然 而 , 新 生 活 一 呈 如 同 其 他 國 民政 府 政策 一 般 , 對 城市 居民 的 日 常 生 活 影響 有 「' 基 主 要 透過 學 校 與 職場 來 觸及 民眾 , 並 對 農村 地 區 無 影響 其 便 拓 出 女 性 的 社會 角色 亦 不 一 致 : 除 肩負 家 務 之 責 外 , 還 鼓勵 女 性 失 任 教職 、 從 事 公共 衛生 工作 及 在 家 做 手工 。 爾 後 , 隨 著 1937 年 中 日 戰爭 全 面 爆發 , 新 生 活 運動 也 轉 向 戰 時 動員 。 

我 們 很 容易 能 得 出 以 下 結論 , 南 京 十 年 時 期 象徵 著 國 家 政治 與 色 枷 運動 糾葛 的 終結 。 藉 由 國 家 法 令 而 非 社會 活動 , 女 性 婚姻 權 得 以 擴展 。 儘 管 成 效 有 限 , 災 民 、 貧 婦 、 娼 半 、 女 工 、 勞 權 運 動人 十 作愛 到 法 治 規範 與 控制 。 同 時 以 科學 、 衛 生 基礎 來 重 塑 由 新 賢 妻 良 持家 的 理想 家 庭 生 活 , 藉 以 導 正 消費 行 為 、 減 低 貿易 赤字 , 以 養 育 出 新 一 人 體魄 強健 國 民 。 叛 族 的 「 摩 登 女 郎 」 則 主 要 沁 是 揮霍 消 二 與 賣弄 性 感 風騷 , 而 非 政治 參與 。 至 於 離 經 濟 大 蕭條 相 距 甚 各 的 佃 鄉 農婦 , 其 所 處 的 世界 似乎 是 晚 清 至 新 文 化 運動 論戰 的 激進 問題 中 尚未 觸及 的 領域 。 國 民政 府 為 因應 日 本 侵略 與 共 黨 勢力 日 益 擴張 
150Laing 2003, 108; Finnane 1996, 118; Chin 2012, 144, 140-48; Johnson 201 1, 155; Benedict 2011, 234-35: Edwards 2000, 133; Edwards 2008a, 185-88; Finnane 2008, 170-75: Gao 2013, 22-78,. 182-89: Yen 2005. 〔 編 按 〕: 參見 江西 省 政府 , 《 取 締 婦 女 奇裝異服 辦法 》; 另 見 《 婦 女 生 活 》2.2 (1936): 28 。 
151 Ma 2010, 255. [ 編 授 ) : 此 段 引 文 出 自 : 董 , 〈 白 斑 霜 與 黃 劉 霜 》, 《 婦 女 生 活 》2.2 (1936): 28 。 

152 Yen 2005; Gao 2013, 78-80 。 關於 女 童 軍團 推 廣 年 輕 女 子 體育 活動 的 角 色 , 見 Tillma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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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政治 威脅 , 而 進 行 社會 軍事 化 管理 , 但 多 半 仍 未 實現 女 主 內 的 規 

制 願景 。 
然而 , 在 這 新 建制 的 日 常 作息 中 , 當 局 認定 女 性 能 參與 的 正常 

活動 範圍 持續 擴大 。 增 設 師範 學 校 吸引 內 陸 城市 或 農村 女 性 就 讀 , 

並 提供 一 條 教書 或 從 事 法 律 、 新 聞 、 文 藝 創 作 等 其 他 行 業 之 路 。 激 

進 教育 人 士 則 大 聲 疾 呼 女 性 要 積極 參政 , 並 嚴 斥 當 時 教育 宗旨 把 女 

性 教 成 依賴 男性 的 消費 者 , 而 隔絕 於 廣大 社會 運動 之 外 。 ” 長 江 下 

游 地 區 的 男 、 女 中 學 生 , 參 與 經 營 學 校 餐廳 、 組 織 合作 社 、 整 理 管 

理學 校花 園 、 當 學 生 糾察 、 帶 生 病 同 學 看 醫生 、 籌 辦 運 動 會 , 還 有 

成 立 文 藝 及 家 政 類 課外 活動 社團 等 學 生 自 治 活動 。 ” 而 幾 乎 每 週 , 

初中 女 學 生 要 參加 紀念 國 父 孫中山 、 升 降 旗 , 還 有 國 定 紀 念 日 慶祝 

等 種 種 儀式 典禮 , 儘 管 國 共 合作 期 間 的 五 四 運動 與 五 卅 運動 紀念 活 

動 卻 了 予以 刪 減 。 “1930 年 代 , 國 民政 府 在 中 學 成 立 女 童 軍 , 傳 授 年 

輕 女 性 軍訓 、 野 外 技能 與 初 階 救護 等 訓練 課程 。 當 時 曾 廣泛 報導 , 

一 群 女 童 軍 救 起 溺水 年 輕 女 性 事件 。 章 軍訓 練 課 程 與 男 童 軍 活動 非 

常 相 似 , 但 男 童 軍 在 上 必修 的 軍訓 課時 , 女 童 軍 則 在 上 護理 課 。 

當 時 , 全 國 有 成 千 上 萬 的 年 輕 女 性 替 學 校刊 物 撰 稿 , 這 已 遠 超 過 清 

代 女 性 文 人 付 梓 總 數 。 某 些 女 學 生 作文 中 流露 出 自 律 、 強 健 體魄 、 

努力 之 精神 , 並 與 男性 一 樣 共 赴 國 難 。 

可 以 把 當 時 這 樣 的 宣示 , 理 解 成 一 種 順應 「 新 生 活 運動 」 的 回 

應 。 但 隨 南 京 十 年 時 期 進 行 , 主 張 抗日 救國 的 學 生 運動 日 漸 蓬勃 , 

學 生 運動 人 士 自 覺 與 國 民政 府 當 局 理 念 有 嚴重 分 岐 。1935 年 末 , 美 

153Cong 2007, 152-58, 17. 

154Culp 2007, 117-120. 

155Culp 2007, 209, 221, 224, 228-30 

156Culp 2007, 189-90, 196-7, 202-4. 

157Culp 2010,265; Culp 2007,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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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5.4 1933 年 高 中 女 童 軍 
出 處 :《 玲 瓏 雜誌 》123 期 (1933.12.6) 封面 ' 威 謝 CV 

| Columbia University 提供 。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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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記者 史 沫 特 萊 (Agnes Smedley ) 如 此 觀察 道 : 

每 個 週末 數 以 百 計 的 男女 學 生 到 北京 西山 去 交遊 “野餐 」' 用 二 

二 作 刀 檔 , 以 孵 石 當 手 桐 彈 。 舉 行 廬山 演習 與 放學 戰 訓 練 。 

1935 年 「 一 二 ' 九 運動 」, 始 於 2 千 多 名 學 生 上 街 抗議 日 本 入 侵華 

北 , 當 中 也 有 女 中 學 生 加 入 。 5 數 百 名 示威 者 遭 警 方 襲 擊 而 受傷 , 

當 中 有 數 十 名 學 生 遭 逮捕 , 後 續 其 他 城市 也 掀起 類 似 的 抗議 活動 , 

獲得 工會 與 著 名 知識 分 子 的 大 力 聲 援 。 1 週 後 , 清 華 大 學 女 學 生 陸 

璀 , 短 暫 成 為 此 抗議 運動 的 門面 。 當 天 她 抵達 聚集 5 千 名 示威 學 生 

的 西 直 門外 時 , 當 時 城門 已 關 , 她 鑽 過 城門 底 ', 入 城 後 開 門 而 唱 

捕 。 支 持 者 發 起 靜坐 抗議 , 成 功 讓 她 獲釋 。 當 時 外 媒 給 了 陸 璀 “中 

國 的 貞 德 」 這 樣 的 稱號 。 it@ 學 生 透過 履行 公民 權利 ' 來 堅持 自 己 關 

鍵 重 大 的 判斷 。 參與 其 中 的 女 性 藉 此 方式 , 也 跟 男 同 學 一 樣 , 得 以 

維護 自 己 參政 的 權利 與 義務 。 

1935 年 , 前 國 民 黨 中 央 婦 女 部 長 何 香 凝 (也 是 日 後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高 官 ) 因 不 滿 蔣 介 石 對 日 不 抵抗 政策 , 而 義 憤 填 膺 地 在 女 裙 上 寫 

下 一 首 決裂 詩 送 他 。 當 中 一 部 分 是 這 麼 寫 的 : 

枉 自 稱 男兒 ' 甘 受 人 奴 氣 。 

不 戰 送 山河 , 萬 世 同 羞恥 。 

和 拷 儕 婦女 們 , 願 址 沙場 死 。 

將 我 中 慌 絕 , 換 你 征 衣 去 上 

158Smedley 1945, 109.〔[ 編 按 )」: 此 引文 參照 : 裏 文 、 買 樹 榛 、 朝 岳 雲 譯 +《 史 沫 葉 特 文 

集 : 中 國 的 戰歌 》( 北 京 : 新 華 出 版 社 ,1985), 頁 104。 

159 Israel 1966, 120: ]Srael and Klein 1976, 1 

160 關於 陸 焉 , 見 Pan 1997, 119; lsrael and Klein 1976, 55-57 引文 出 自 頁 56-57。 

161 譯 自 Pan 1997, 119。[〔 編 按 〕: 此 亦 即 《 為 中 日 事 贈 蔣介石 及 中 國 軍人 的 女 服 有 感 而 

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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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5.5” 一 二 '. 九 運動 的 學 生 領袖 陸 璀 

出 處 :《 大 眾生 活 》( 1935 年 12 月 ) 封面 。 

不 到 兩 年 後 , 隨 著 日 本 全 面 侵華 , 這 場 戰爭 將 全 體 中 國 女 性 捲 入 一 [63 

個 充滿 可 能 性 但 危險 的 世界 之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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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 在 1930 和 1940 年 代 夢 延至 中 國 , 即 便 並 非 扎 布 各 區 , 但 

改變 了 各 地 女 性 的 人 生 。 國 民 黨 於 「 南 京 十 年 」 期 間 , 在 全 中 國 圍 

制 共產黨 控制 的 農村 鄉 野 , 並 追 緝 共 產 黨員 。 閱 塊 窮 鄉 居民 是 最 早 

遭遇 到 國 共 軍 事 衝 突 的 區 域 。1927 年 清 黨 後 遭 出 城市 的 共產 黨 人 

士 , 轉 進 農村 建立 革命 根據 地 、 努 力 要 確保 當 地 勢力 範圍 不 受 國 民 

黨 突 襲 。 到 了 1930 年 , 共 產 黨 在 此 成 立 「 江 西 蘇維埃 政府 」` 及 一 
些小 型 地 方 根據 地 。 

對 多 數 中 國 共產 黨員 及 農村 小 型 根據 地 的 人 們 來 說 ,1930 年 代 

是 在 持續 衝突 戰爭 狀態 中 度 過 的 。 國 民 黨 歷經 多 次 進 攻 ,1934 年 終 
將 共產 黨 人 逐 出 該 區 。 共 產 黨 人 因而 橫 越 中 國 , 展 開 轉 進 陜西 延安 

的 ' 長 征 」 之 途 , 此 亦 成 為 日 後 共 黨 革命 傳奇 素材 。 隨 著 共產 黨 一 

路 從 城市 轉 進 農村 、 在 當 地 建立 蘇維埃 政府 , 隨 後 拋 下 多 數 婦 馳 朝 

西北 進 行 「 長 征 」, 本 章 就 以 女 性 在 共產 黨 竄 進 行 動 中 的 角色 來 談 
起 e 

戰事 於 1930 年 代 初 期 也 蔓延 至 中 國 東北 。1931 年 日 軍 占 領 東 

北 , 隔 年 在 此 成 立 兌 俐 政權 「 滿 洲 國 」, 隨後 涌 入 了 日 本 移居 者 , 

且 當 局 亦 推 出 相 關 新 政策 。 

日 軍 於 1937 年 展開 全 面 侵華 , 在 南京 和 許多 農村 中 姦淫 、 殘 殺 

平民 百 姓 。1937 至 1938 年 日 軍 全 面 侵華 期 間 , 成 千 上 百 萬 中 國 人 , 

* 【〔 編 按 ]: 此 亦 即 周 南 閩 西 的 「 中 央 葡 維 埃 區 域 」( 中 央 革 命根 據 地 ) 後 又 簡稱 「 中 
央 蘇 區 」、「 痞 起 租 區 」 或 泛 稱 「 黎 區 」。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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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中 許多 為 婦 把 , 因 而 被 迫 流離 失 所 。 國 民政 府 也 從 南京 遷都 至 武 

漢 , 且 後 來 撤退 至 西南 大 後 方 四 川 重慶 。 

到 了 1940 年 代 初 期 , 日 軍 在 占領 區 內 扶植 多 個 通 敵 合作 政 

府 , 而 當 中 民政 通常 由 中 國 人 主 掌 。 占 領 區 城市 中 的 抵抗 、 通 敵 合 

作 和 生 存 等 種 種 複雜 的 互動 關係 , 形 塑 白 領 女 性 、 女 演員 、 娼 妓 、 

歌舞 廳 女 招待 及 工廠 女 工 , 還 有 打 零工 的 城市 貧民 等 眾生 相 。 婚 姻 

和 離婚 仍 是 貧窮 女 性 改善 自 身 生 活 狀態 的 一 種 方法 。 當 時 日 軍 在 鄉 

間 的 掌控 勢力 雖 尚 未 加 固 , 但 當 地 百 姓 生 活 仍 不 時 受到 日 軍 報 復 作 

為 所 擾 。 到 了 戰爭 末期 , 為 支援 顫 襄 巍 巍 的 戰事 軍需 , 日 軍 試圖 在 

中 國 控 取 更 多 資源 , 而 造成 平民 百 姓 和 農婦 更 多 的 苦難 。 而 日 本 投 

降 不 久 , 國 共 兩 黨 於 1946 年 至 1949 年 展開 了 「 二 次 國 共 內 戰 」。 

對 於 當 時 各 政治 光譜 的 精英 女 性 , 這 些 戰事 雖 擾 亂 了 日 常 生 

活 , 但 也 擴 增 公眾 活動 曝光 的 機 會 。 戰 爭 衝突 則 讓 城市 貧民 易 受 影 

響 的 經 濟 狀況 更 加 惡化 。 而 城鄉 數 百 萬 女 性 也 因 戰 爭 而 流離 失 所 。 

後 續 兩 章 將 追溯 戰爭 對 女 性 的 影響 , 並 探究 女 性 勞動 力 與 其 他 活動 

如 何 影響 各 種 戰爭 結果 , 且 「 女 性 形象 」 如 何 成 為 國 家 脆弱 和 抵抗 

的 重要 象徵 。 

女 性 和 農村 共產 主 義 運動 興起 : 江 西 蘇 維 埃 政府 

一 小 撮 亡 命 天 涯 的 社會 運動 人 士 , 是 如 何在 窮 鄉 僻 壤 掀起 時 

命 ? 馬 列 主 義 思 想 中 鮮 少 提 及 此 事 , 但 包括 毛澤東 在 內 的 部 分 中 國 

共產 黨 幹部 在 1927 年 清 黨 後 , 撤 退 至 偏 鄉 山 區 去 思索 下 一 步 。 共 產 

* [【 編 按 ):「 通 敵 合 作 』('ecolloboration) 此 翻譯 , 參 考 Brook 2005 此 書 中 譯 版 《 通 敝 : 

二 戰 中 國 的 日 本 特 務 與 地 方 靖 英 》。 

1 除了 本 章 引用 的 材料 之 外 。 中 文 讀者 也 可 能 會 對 Li2003 ( 李 小 江 ,《 讓 女 人 自 己 說 

話 : 親 歷 戰 爭 》) 及 Yu et.al 2004 ( 游 鑑 明 、 羅 久 蓉 、 峽 海 源 編 ,《 烽 火 歲 月 下 的 中 

國 婦女 訪問 紀錄 》) 兩 書 收錄 的 戰 時 女 性 口述 史 有 興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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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接續 數 年 試圖 在 城市 中 發 動 起 義 , 且 後 續 在 主 要 大 城中 (即 使 身 
陷 危險 ) 積極 發 展 地 下 組 織 , 但 農村 組 織 逐 漸 成 為 中 共 發 展 策略 的 
關鍵 。 即 使 直到 1935 年 , 黨 內 其 他 領導 人 路 線 更 為 重要 , 但 深信 農 
民 是 革命 動力 的 毛澤東 , 在 此 成 為 共產 黨 在 農村 地 區 活動 中 的 實質 
戰略 指導 者 。 

到 了 1930 年 , 共 軍 控制 了 庄 閩 桂 三 省 交 界 相 當 大 的 勢力 範圍 , 
而 其 他 共產 黨 人 則 在 偏 鄉 邊 區 建立 起 十 數 個 小 型 革命 根據 地 。 接 
著 中 國 共產 黨 於 1931 年 年 底 , 在 江西 瑞金 成 立 「 中 華 蘇維埃 共和 
國 」。 

許多 共產 黨員 在 1927 年 國 民 黨 清 黨 後 , 堅 信 毛 澤 東 在 1927 年 8 
月 說 的 「 槍 桿子 裡 出 政權 」 這 句 名 言 。! 農村 組 織 活動 是 由 共產 黨 旗 
下 的 「 中 國 工農 紅軍 」 來 支援 。 革 命 從 此 時 開 始 , 既 是 軍事 、 也 是 
政治 計 畫 。 軍 需 成 為 優先 考量 , 且 戰 時 狀態 成 為 蘇 區 的 平民 百 姓 日 
常 。 當 共產 黨 幹部 企圖 動員 女 性 , 亦 即 取 其 勞力 以 保全 軍力 及 蘇 區 
領域 的 存續 。 

為 了 要 建立 這 些 革命 根據 地 , 共 產 黨 決心 沒 收 地 主 豪 紳 的 土地 
和 財產 , 重 新 分 配給 窮困 百 姓 。 即 使 土地 實際 是 由 家 中 成 員 、 並 非 
個 人 耕種 , 但 共產 黨 的 重新 分 配 政策 則 不 分 男女 , 按 人 口 平均 分 配 
每 一 人 所 得 。 共產黨 鼓 勵 女 性 加 入 農民 協會 , 參 與 突襲 地 主 家 並 沒 

2 [這 個 時 期 主 要 呈現 共 黨 黨 內 門 爭 , 即 使 時 任 江西 蘇維埃 政府 中 央 執 行 委員 會 主 席 的 
毛澤東 , 其 提出 的 組 織 與 軍事 策略 受到 不 少 挑戰 , 且 在 1931 到 1934 年 間 並 非 黨 內 主 
流 意見 。 關 於 相 關 實 用 摘要 , 見 Mao 1997, 頁 Xxvii-el。 

3 “Mao 1995, 31.36。[ 編 按 ]: 此 為 毛 澤 束 於 1927 年 國 共 合 作 破 裂 後 , 於 「 八 七 會 議 」 

中 說 到 「 政 權 是 由 槍 桿 子 中 取得 的 」, 見 〈 在 中 央 緊 急 會 議 上 的 發 言 》,《 毛 澤 東 文 
集 1921.1-1937.6》( 北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1993) , 頁 47。 

4 ” 除 此 之 外 , 針 對 此 點 見 Benton 1992,5。 

5 Mao 1997, lxiv-lxv, 822-25。1931 年 12 月 時 任 中 央 執 行 委員 會 主 席 毛 澤 束 頒 定 的 《 中 

華 諸 維 埃 工 土地 法 令 》 應 為 該 執 委 會 於 上 海草 擬 , 而 不 該 視 為 毛澤東 一 己 之 見 , 見 
lxivn68。[ 編 按 】: 見 毛 漂 東 《 尋 鳥 調查 》 中 〈 尋 烏 的 土地 鬥爭 》 一 節 ‧ 以 及 《 中 華 
蘇維埃 共和 國 土地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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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土地 。 

謝 佩 蘭 是 當 時 參與 其 中 的 一 位 女 性 。 她 於 數 十 年 後 在 某 部 紀錄 

片 中 , 重 提起 1930 年 代 初 期 自 己 年 輕 時 曾 參 與 農村 共 黨 運動 , 那 段 

末 經 修飾 但 聽 來 駭 人 的 經 歷 : 

拿 了 地 主 的 煙 土 、 分 了 地 主 的 穀 子 、 拿 了 地 主 的 好 衣服 。 然 

後 就 尋 他 的 錢 。 地 主 不 在 家 。 地 主 婆 多 在 樓 上 的 稻草 堆 裡 。 

我 們 農 協 的 同 志 找 到 了 她 。 我 們 拷 打 她 好 幾 天 , 然 而 把 她 殺 

掉 。/ 

謝 佩 蘭 是 否認 識 這 位 地 主 或 地 主 太 太 ? 是 什麼 特 殊 地 方 恩怨 , 而 釀 

成 這 起 暴力 事件 ? 當 地 女 性 是 否 成 為 突襲 隊 主 力 ? 處 決 地 主 家 人 是 

否 也 為 一 般 的 後 果 ? 這 段 往事 產生 更 多 問題 , 而 非 回 答 。 而 謝 佩 蘭 

的 這 段 往事 , 的 確 成 為 女 性 參與 江西 共產 嘲 命 的 重要 線索 。 她 說 之 

所 以 一 開 始 對 革命 連動 有 所 好 感 , 是 因為 

他 們 說 我 們 起 來 革命 , 我 們 就 可 以 自 由 。 自 己 選 老公 。 因 為 

現在 你 不 起 來 革命 , 得 嫁 給 大 三 十 歲 的 老公 。 我 不 願意 大 

三 十 歲 老公 , 所 以 我 情願 要 革命 。 不 做 自 己 不 喜歡 的 事 , 我 

就 歡喜 革命 。 

這 對 當 時 年 輕 女 性 來 說 , 並 非 是 不 尋常 動機 。 五 四 運動 雖 鼓 吹 的 自 

由 婚姻 觀念 , 但 此 風氣 尚未 傳 入 共產 黨 人 當 時 試圖 生 存 的 較 、 端 等 

多 數 窮 鄉 僻 壞 。 當 地 仍 維持 著 , 父 母 掌控 婚姻 大 事 的 深厚 風氣 。 土 

豪 有 能 力 、 且 的 確 會 強求 貧困 人 家 女 性 發 生 性 關係 。 幼 時 的 萬 香 目 

6 Williams 1989. [ 編 按 ]: 此 段 引文 參 鷗 PBS 紀 錄 片 《China in Revolution: 1911-1949》 謝 

佩 商 口 進 。 
7 Williams 1989.[ 編 按 ]: 此 段 引文 參照 PBS 紀錄 片 《China in Revolution: 1911-1949》 謝 

佩 蘭 口 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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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 土豪 強 娶 她 姐姐 為 妻 , 那 土豪 還 要 把 才 7 歲 的 她 帶 回 家 當 丫頭 。 
萬 香 父親 不 肯 答 應 , 所 以 那 土豪 就 改 要 求 1 千 銀元 當 買 丫頭 的 錢 。 
因為 父親 生 不 這 筆 錢 、 也 不 願 將 二 女 送 到 那 土豪 家 , 於 是 就 將 萬 香 
賣 了 做 童養媳 。 當 共產 黨 進 村 時 , 已 是 年 輕 女 性 的 萬 香 , 就 成 了 共 
產 黨 活 動人 士 。 

毛澤東 注意 到 , 對 於 農村 婦女 來 說 , 土 地 改革 往往 和 婚姻 改革 
密 不 可 分 。 毛澤東 於 1930 年 寫 道 ,「 婦 女 在 土地 鬥爭 中 是 表 現 非 
常 之 喜歡 的 , 因 為 可 以 解決 她 們 沒 有 人 身 自 由 的 束縛 。」?” 他 在 尋 鳥 
縣 注意 到 , 當 地 婦女 會 給 紅軍 挑 柴 , 並 從 地 主 家 搶 來 尊 子 。 自 組 婦 
女 協會 的 女 性 到 上 山 砍 柴火 時 , 能 成 群 自 在 不 受 束縛 地 在 外 頭 待 到 
晚 。 當 時 的 婦女 在 此 鬥爭 中 產生 了 女 性 自 覺 , 而 許多 在 鄉 蘇 誰 埃 政 
府 設 立 後 , 馬 上 就 提出 離婚 。 他 觀察 到 , 即 便 丈夫 以 死 相 逼 , 當 時 
90% 離 婚 是 女 性 提出 的 。 當 時 某 鄉 甚 而 讓 派 來 宣傳 土地 改革 的 宣傳 
員 吃 閉門 羔 , 他 們 說 :「 同 志 ! 你 唔 要 來 講 了 , 再 講 埃 村子 裡 的 女 
人 會 跑 光 了 」。“ 

毛澤東 同 情 擔心 失去 妻子 、 還 有 肩負 家 庭 勞 務 的 貧 農 。 他 在 
1930 年 的 〈 興 國 調查 》 中 觀察 到 , 有 能 力 娶 妻 、 時 而 納 妾 的 地 主 與 
富農 獨占 了 當 地 女 性 。 雖 90% 中 農 得 靠 借 錢 , 花 上 畢生 積 落 才 有 

8 因為 毛澤東 此 後 成 為 中 國 共產 黨 偉大 的 領袖 , 而 其 作品 文 集 也 得 以 留存 +, 因此 我 們 
對 毛 澤 束 思 想 中 論 及 婦女 問題 之 理解 , 遠 超 過 其 他 共產 黨 領 導 人 。 

9 Mao 1990, 216. 早 在 1927 年 第 一 次 國 共 合作 期 間 , 毛 澤 東 的 湖南 農民 調查 中 , 就 已 
留意 到 「 貧 農 聞 普 蝦 的 三 角 及 多 角 關 係 」, 但 此 話 未 收錄 在 後 來 官方 版 的 湖南 調查 
報告 之 中 。Hu (1974, 478) 理 鮮 此 話 是 毛澤東 觀察 到 , 貧 農 比 精英 分 子 較 不 受 封建 男 
女 規 复 束縛 , 但 這 也 可 能 是 毛澤東 僅 注意 到 貧 農 之 間 普 遍 的 一 妻 多 夫 現 象 。 有 關 一 
妻 多 夫 , 見 Sommer 2015。 [ 編 按 〕 : 此 段 參見 毛澤東 ,〈 尋 烏 調查 、 尋 烏 的 士 地 鬧 
爭 》,《 毛 澤 東 文 集 1921.1-1937.6》, 頁 242。 

10 Mao 1990, 213-17。 引 自 頁 214。〔 編 按 〕 : 此 段 見 〈 尋 烏 調查 。 尋 烏 的 士 地 鬥爭 》, 
頁 240-242。 

11 地 主 的 主 要 收入 來 自 地 租 。 富 農 則 靠 床 前 屋 用 勞動 者 產 出 供過於求 的 收入 。 中 農 可 
自 給 自 足 。 禹 農 租 地 或 有 地 , 但 通常 入 不 甫 出 。 砍 用 勞動 者 無 田 , 得 靠 酬 勞 過 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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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娶親 。 而 約 123 的 貧 農 和 99% 無 地 必 農 ' 窮 極 一 生 都 討 不 到 老 

濾 。 

共產 黨 在 農村 鼓吹 婚姻 改革 , 其 著 眼 於 終結 土豪 及 當 地 勢力 

對 女 性 的 控制 。 當 時 江西 蘇維埃 政府 前 身 頒 定 法 令 , 鼓 勵 未 婚 另 女 

應 儘早 自 由 擇偶 , 此 舉 明顯 讓 窮 人 接二連三 結婚 。 毛 澤 東 甚至 留意 

到 , 江 西 農民 開 始 將 「 自 由 」 一 詞 中 的 「 由 」 字 , 改 稱 為 意 指 自 由 

選擇 婚配 的 動詞 , 而 不 再 進 行 「 封 建 的 包辦 強迫 和 買 賣 的 婚姻 制 

度 」。 但 無 田 選 農 仍 難 「 由 」 到 老婆 , 因 為 「 女 子 嫌 必 農家 中 沒 有 

器 具 用 品 , 又 嫌 他 不 常 在 家 中 J」。 

1931 年 初 , 共 產 黨 幹 部 開 始 關切 「 離 婚 結婚 絕對 自 由 的 口號 引 

想 的 無 政府 狀態 」, 也 擔心 黨派 出 的 男性 幹部 與 當 地 女 性 有 染 。 

毛澤東 在 1930 年 曾 批 判 , 鄉 政府 官員 與 任用 女 性 的 標準 : 生 的 不 

好 看 , 會 說 話 會 辦事 的 也 不 要 , 生 的 好 看 , 不 會 說 話 不 會 辦事 也 

要 他 」, 還 提 到 鄉 政府 的 人 下 鄉 開 會 時 ,「 漂 亮 的 女 子 他 就 和 她 講 

話 , 不 漂亮 的 , 話 也 不 和 她 講 」。” 此 外 , 有 老婆 的 又 新 找 情人 、 老 

婆 群 起 反對 , 造 成 地 方 衝突 。 此 時 , 尋 烏 縣 政府 覺得 必須 禁止 已 銜 

男女 外 遇 , 試 圖 平息 內 部 紛擾 以 因應 國 民政 府 軍 的 攻擊 。 在 這 

個 日 益 飽 受 軍事 圍 制 、 擔 憂 爆 發 社會 衝突 的 地 區 , 婚 姻 改革 對 共產 

黨 人 並 非 總 是 當 務 之 急 。“ 對 毛澤東 來 說 , 長 遠 之 計 是 推 動土 地 改 

關於 農村 階級 中 的 地 主 和 農民 , 此 外 見 Benton 1992. xXXVill 。 

12 興國 縣 婚姻 統計 及 自 由 婚配 , 見 Hu 1974, 478-80。 也 見 Mao 1995, 625, 628, 629-30、 

633 ; 關於 「 自 由 」 引 自 頁 628: 關於 研 農 引 自 頁 630。 【 編 按 〕: 此 段 提 及 「 由 」 之 

用 法 , 見 毛澤東 ,〈 興 國 調查 》, 《 毛 澤 東 農 村 調 查 文 集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1982) , 頁 223。 

13 Hu 1974,480.[ 編 按 ]: 見 〈 尋 烏 調查 尋 倪 的 士 地 鬥爭 》, 頁 242。 

14 Mao 1995,630.[ 編 按 〕 : 見 〈 興 國 調查 》, 頁 245。 

15 Mao 1990,213-17.[〔 編 按 ] : 見 〈 尋 人 烏 調查 . 尋 烏 的 土地 門 爭 》, 頁 242-243。 

16 Davin 1976,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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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 如 此 男人 才 有 餘力 討 個 老婆 。 但 貧 農 懼怕 婚姻 改革 會 讓 老婆 
跑 了 , 這 種 氛圍 持續 影響 共產 黨 的 農村 組 織 活 動 , 直 到 1950 年 代 初 
期 e 

共產 黨 繼續 推 動 婚 姻 改 革 , 於 1931 年 11 月 通過 《 中 華 蘇維埃 共 

和 國 婚姻 條 例 》, 確立 男女 婚姻 之 自 由 原 則 , 廢除 包 辦 強 迫 和 買 賣 
的 婚姻 制度 , 禁 止 童養媳 。!$1934 年 4 月 公布 的 《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婚姻 法 》, 則 明定 實行 一 夫 一 妻 、 禁 止 一 夫 多 妻 與 一 妻 多 夫 , 廢 
除 聘金 與 嫁妝 。 法 定 結婚 年 齡 男子 須 滿 20 歲 、 女 子 須 滿 18 歲 ( 較 國 

民政 府 的 《 中 華 民 國 民法 》 結 婚 規 定 大 兩 歲 ), 雙方 須 至 地 方 蘇維埃 政 

府 登記 。 該 法 默許 當 時 社會 風俗 , 新 增 「 凡 男女 實行 同 居 者 不 論 登 

記 與 否 均 以 結婚 諭 2 
該 法 雖 保障 單方 離婚 自 由 , 但 為 了 不 讓 出 征戰 士 擔心 妻子 離 

去 , 此 規定 不 適用 紅軍 戰士 之 妻 。 除 經 兩 年 其 夫 無 音訊 , 紅 軍 戰 士 

之 妻 若 欲 離 婚 , 須 得 其 夫 同 意 。” 離 婚 後 須 平 分 財產 , 曾 於 前 夫 村 

中 領有 土地 的 離婚 女 性 , 在 搬 離 後 可 重新 配 得 同 持分 土地 。 若 男方 

身體 健全 的 、 且 前 妻 「 缺 乏 勞動 力 」, 須 助 前 妻 耕種 土地 。 除 離婚 
女 性 本 身 不 願意 , 離 婚前 所 生 子女 歸 女 方 撫養 ; 而 男方 須 負 擔子 女 

生 活 費 的 223 , 直 到 16 歲 為 止 。” 後 來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 仍 

保留 這 些 條 文 一 貫 的 特 色 。 
要 評斷 婚姻 法 令 執行 的 狀況 , 還 有 當 地 百 姓 如 何 反應 , 有 其 

困難 。 當 時 江西 蘇維埃 出 版 品 曾 刊 出 不 少 據 稱 性 關係 混亂 和 佃 迫 之 

案例 , 如 男子 以 反 封 建 之 名 強迫 女 性 陪 睡 、 強 迫 寡 婦 5 日 內 再 婚 , 

17 Mao 1990, 217; Hu 1974, 480.[ 編 按 〕 : 見 《 尋 和 人 烏 調查 》 中 〈 尋 人 烏 的 士 地 鬥爭 , 頁 
242-243 。 

18 Mao 1997, 791-93.[ 編 按 〕 : 此 段 相 關 語詞 參考 《 中 華 菊 維 翅 共 和 國 婚姻 條 例 》 條 文 。 
19 Mao 1997, 958-60.[ 編 按 ] : 此 段 相 關 語 詞 參 考 《 中 華 蘇 維 埃 共和 國 婚姻 法 》 條 文 。 
20 Mao 1997, 715,959.[〔 編 按 〕: 此 段 相 關 語詞 參考 《 中 華 和 蘇維埃 共和 國 婚姻 法 》 條 文 。 
21 Mao 1997, 959-60. 〔 編 按 〕 : 此 段 相 關 語詞 參考 《 中 華 蘇維埃 共和 國 婚姻 法 》 條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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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蘇 區 內 性 病 迅 速 傳染 時 有 所 聞 。 還 出 現 許多 地 方 當 局 拒 准 女 性 離 
婚 、 甚 或 不 受理 離婚 案 。 即 便 如 此 , 離 婚 率 還 是 上 升 了 。 單 是 某 

兩 縣 蘇維埃 政府 在 1932 年 某 4 個 月 期 間 , 曾 收 到 4,274 件 離婚 案 , 
這 遠 超 過 1930 年 上 海 整 年 離婚 案 數 。 人 7 

毛澤東 於 1933 年 年 底 在 某 鄉 調查 中 , 明顯 滿意 並 半開 玩笑 表 
示 社 會 風氣 開 始 轉 變 :「 丈 夫 罵 老婆 的 少 , 老 婆 罵 丈夫 的 反倒 多 起 

來 了 」。 父 母 較 少 打 罵 小 孩 , 而 小 孩子 在 父母 打 罵 時 更 常 回 嘴 頂 撞 
( 毛澤東 在 此 特 別 表 明 「 應 該 彼此 都 不 罵 」、「 父母 不 打 罵 , 小 孩子 也 不 會 

反 口 」) 。 毛 澤 東 表 示 自 共產 黨 掌 控 蘇 區 後 , 女 性 祕密 戀愛 的 情況 

從 50% 降 至 10%, 但 並 末 提 出 相 應 的 男性 外 遇 數 字 。 之 所 以 有 此 轉 
變 , 他 認為 原 因 在 於 , 當 地 女 性 「 一 分 了 田 , 二 離婚 結婚 自 由 , 三 

則 革命 工作 忙 」。~~ 

國 民政 府 對 江西 蘇 區 的 反共 揣 菲 宣傳 中 , 就 曾 挪 搶 中 共 當 時 的 
婚姻 改革 和 離婚 自 由 。 如 1934 年 某 宣傳 口號 打 著 「 赤 匪 縱慾 亂 性 , 

傷風 敗 德 如 猛獸 」, 而 另 一 口號 則 鼓吹 女 性 若 欲 「 守 貞 保 家 」, 得 
拿 起 武器 消滅 「 赤 匪 」。7~ 

不 停 唱 受 圍 制 突襲 的 江西 蘇維埃 政府 , 試 圖 盡 可 能 動員 所 有 人 

來 支援 軍需 , 組 織 婦 女 幫 紅軍 洗衣 做 草鞋 。”1932 年 6 月 , 毛 澤 東 曾 
提 過 , 每 個 革命 組 織 需 要 婦女 , 但 到 紅軍 則 是 當 護士 而 非 戰 士 。7 

但 婦女 能 加 入 游擊 隊 、 義 勇 軍 , 加 入 配 刺 刀 且 偶爾 有 帶 步槍 的 赤 衛 

22 Hu 1974, 483-84.[ 編 按 〕 : 此 指 當 時 江西 蘇 區 共產 青年 團 出 版 的 《 肯 年 窗 話 》 及 當 時 
機 關 報 《 紅 色 中 華 》。 

23 Hu 1974, 486. 
24 Mao 1997, 616.[ 編 按 〕: 此 指 毛澤東 1933 年 所 進 行 的 〈 長 剛 縣 調查 》。 

25 Hu 1974,477. 〔 編 按 ] : 此 處 為 Hu 引 自 《 江 西 省 會 各 界 民眾 協助 斥 蕩 會 工作 報告 》。 
26 Mao 1997, Ikxii-lxxiil. 除非 特 別 指出 , 接 下 來 有 關 婦 女 動員 以 及 女 權 之 討論 * 引 

自 Mao 1997, 225-29, 264, 271, 319-20, 340-43, 472, 476, 683, 696: Davin 1976, 22-32 
Spakowski 2005, 133-35。 

27 關於 紅軍 正規 車 排除 女 性 加 入 , 見 Mao 1997,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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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 還 有 青年 團 等 備 援軍 事 組 織 。 婦 女 也 能 進 行 文 化 宣傳 , 訓 練 年 
輕 男女 參與 劇團 巡演 公演 , 演 出 革命 定 目 劇 及 蘇 區 現況 。 有 些 不 

滿 於 現狀 的 年 輕 女 性 爭論 說 , 應 該 要 讓 她 們 加 入 紅軍 成 為 正規 戰 
土 , 而 某 些 蘇 區 則 編成 女 子 軍 。 其 中 海南 島 瓊 崖 蘇 區 娘子 軍 , 成 為 

1960 年 代 知 名 樣板 劇 《 紅 色 娘 子 軍 》 的 題材 。 然 而 , 一 般 的 情況 , 

接受 軍事 訓練 後 的 女 性 會 進 行 醫療 工作 , 或 派駐 到 農村 動員 當 地 婦 
女 。 人 

革命 需要 女 性 的 政治 支持 , 還 有 她 們 的 勞動 力 。 毛 澤 東 稱 婦女 

是 「 決 定 革命 勝敗 的 一 個 力量 」。 毛澤東 說 , 假 如 女 人 不 認可 紅 

軍 , 她 們 不 會 讓 自 己 的 男人 加 入 。 當 國 民政 府 圍 制 紅軍, 共產 黨 

要 招募 大 量 婦 女 找 到 並 說 服 更 多 農村 男性 加 入 , 就 成 為 越 來 越 難 的 
任務 了 。 

隨 著 國 民政 府 加 強 對 蘇 區 圍 躺 , 農 業 女 性 化 成 為 共產 黨 生 存 

策略 之 關鍵 。 當 長 岡 鄉 年 輕 男 子 加 入 紅軍 , 在 家 女 性 大 增 至 女 男 比 
4:1,' 並 接手 絕 大 部 分 農 活 , 甚 至 也 學 會 用 通常 留 給 男人 拿 的 犁 。 婦 

女 也 在 後 方 肩負 維 安之 責 。 到 了 1933 年 年 底 , 婦 女 成 為 當 地 赤 衛 隊 

主 力 , 其 由 男性 46 位 及 女 性 120 位 組 成 , 而 在 青年 組 織 「 少 年 先 鋒 

隊 」 中 則 有 21 位 男子 與 80 位 女 子 。 赤 衛隊 和 少年 先 鋒 隊 男女 共同 進 
行 訓練 , 而 其 中 有 幾 個 訓練 員 為 女 性 。 

儘管 婦女 具備 戰 時 後 援 勞 動力 之 價 值 ,1932 年 蘇維埃 政府 訓令 
指出 , 婦 女 權利 仍 有 一 連 串 令 人 玄 而 卻步 的 阻礙 。 勞 動 婦女 應 占 執 

28 Mao 1997, 542. [ 編 按 〕 : 見 1932 年 6 月 20 日 《 詢 時 中 央 政 府 文 告 人 民 委 員 會 訓令 》,” 
轉 引 自 《 紅 色 中 華 》( 1932.7.7) 。 

29 SpakowskKI 2005, 132, 137-40; Spakowski 2009. 

30 Mao 1995, 217. 
31 Mao 1995. 670. 
32 關於 此 類 型 招募 , 見 Sun 2006, 14-25 = 

33 Mao 1997, 597-98, 605-6.[ 編 按 〕 : 見 毛 澤 束 ,〈 長 岡 鄉 調 枉 》,《 和 毛澤東 農村 調查 文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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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委員 會 成 員 20%, 以 及 占 25% 的 鄉鎮 層級 代表 會 席次 。 然 而 , 有 
些 地 區 剝 奪 勞動 婦女 投票 權 及 參 選 權 。” 雖然 有 了 《 婚 姻 條 例 》, 仍 

存在 買 賣 女 性 的 婚姻 及 強迫 結婚 的 現象 , 且 當 地 政府 當 局 默許 甚或 

積極 支持 肢體 虐待 。 離 婚 女 性 的 土地 與 財產 權 未 受 保護 。 即 使 女 男 
同 工 , 女 工 工資 卻 比 男 工 少 。 勞 動 法 雖 明 文 保障 懷孕 和 分 娩 婦女 , 

卻 未 予以 落實 。 ” 加 入 紅軍 的 婦女 , 也 未 能 如 男性 同 享 優待 福利 。 

毛澤東 提議 在 蘇 區 各 級 政府 成 立 「 婦 女 生 活 改善 委員 會 」 以 建議 地 

方 當 局 處 理 種 種 權益 問題 。 他 說 , 設 立 婦 女 半日 學 校 與 識字 班 是 特 
別 至 關 重要 之 事 。?” 

長 征 女 戰士 與 蘇 區 留守 婦女 

到 了 1933 年 年 底 , 江 西 蘇 維 埃 已 遭 率 制 封鎖 。 國 民政 府 超 過 50 

萬 大 軍 , 循 序 漸進 圖 敵 、 建 設 矽 堡 , 以 包 夾 蘇 區 。 共 產 黨 急 需 反思 

和 帛 的 男 丁 及 物資 , 因 而 重創 蘇 區 經 濟 、 造 成 民 不 聊 生 之 容 境 。 此 
時 包含 7 萬 正規 軍 及 5 萬 名 游擊 隊 在 內 的 共產 黨 , 在 人 數 與 戰術 上 皆 

居於 下 風 , 加 上 黨 內 領導 意見 分 歧 更 顯 劣 勢 。 在 1934 年 10 月 , 包 含 
2 至 3 萬 名 黨 幹部 、 轎 伏 、 教 師 、 醫 療 人 員 和 技術 工人 在 內 約 8.6 萬 

34 Mao 1997, vol. 4: 474, 533 : 這 些 目 標 都 出 現 於 1933 年 8 月 與 9 用 的 文 件 中 。 有 關 從 貧 

窮 到 中 等 背 最 , 所 有 婦女 的 投票 權 , 見 Edwards 2008a, 189-90。[ 編 按 〕: 見 1932 年 6 

月 20 日 《 皿 時 中 央 政 府 文 莒 人 民 委 員 會 訓令 》, 轉 引 白 《 紅 色 中 華 》( 1932.7.7)。 

35 1931 年 11 月 通過 的 《 中 華 蘇維埃 共和 國 勞動 法 》, 當 中 第 6 章 第 29 條 明定 男女 同 工 
同 熏 。 該 法 第 7 章 剛 予 勞動 婦女 相 關 保 障 : 禁止 在 礦坑 , 還 有 金屬 、 橡 皮 、 膠 、 錠 
濾 廠 工作 , 過 高 之 地 木工 , 蔡 止 拿 舉 超 過 40 公 斤 重 物 = 懷 孕 女 工 僅 止 做 夜 工 。 白 領 
工人 有 6 週 產 前 產後 有 新 假 , 體 力 勞 動 女 工 則 有 8 週 。 嘻 乳 的 女 工 除 享 有 哺乳 休息 

時 機 , 工 廠 也 提 噴 乳 托 兒 看 護 。1933 年 10 月 通過 的 勞動 法 , 微 由 修正 並 重申 上 述 
相 關 條 例 。Mao 1997, 803-4, 887.[ 編 按 ]: 見 《 由 時 中 央 政 府 文 告 人 民 委 員 會 訓令 》 
( 1932.6.20 ) 。 

36 1934 年 某 報告 提 及 15,749 位 夜校 生 中 69% 為 女 性 , 見 Mao 1997, 696。[ 編 按 ] : 見 

《 上 臨 時 中 央 政 府 文 告 人 民 委 員 會 訓令 》( 1932.6.20)。 
37 Benton 1992,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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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撤離 中 央 蘇 區 , 另 尋 建 立新 蘇維埃 的 安全 根據 地 。7 

當 紅軍 集 結 出 發 前 , 班 國 瑞 (Gregor Benton) 提 到 : 

婦女 穿梭 在 戰士 間 , 發 送 草 鞋 、 斗 乍 、 油 傘 、 食 物 、 茶 、 

椒 、 萊 乾 , 還 有 鞋 頭 與 鞋 跟 上 了 金 屬 的 厚底 編織 布鞋 (知道 

為 何 的 人 不 多 )。 河 昨 另 一 群 婦女 唱 起 頌揚 紅軍 的 歌曲 。 

但 這 些 婦女 並 不 知 紅軍 要 往 何 處 去 ; 大 部 分 蘇 區 百 姓 認為 , 紅 軍 的 

親友 僅 是 暫 苑 故 鄉 踏 上 征途 。 
這 段 歷時 一 年 、 涉 及 各 地 蘇 區 軍 , 踏 遍 中 國 大 江南 北 長 達 萬 里 

的 征途 , 也 就 是 後 來 所 謂 的 「 長 征 」。 紅 軍 渡 過 14 條 河 、 翻 過 18 座 
大 山 , 並 歷經 流沙 遍布 大 草原 之 英勇 事蹟 與 堅定 革命 信念 , 成 為 日 

後 中 共 黨 史 傳 奇 之 核心 。 然 而 , 在 國 民政 府 軍 一 路 追 制 下 ,「 長征 
不 能 算是 走向 勝利 之 路 , 而 較 像 是 撤退 。 1935 年 1 月 , 長 征 邁 入 

中 期 之 際 , 共 產 黨 在 遵義 召開 的 會 議 中 , 肯 定 毛 澤 東 的 作戰 策略 , 

並 推 選 毛 為 政治 局 常委 。 倉 皇 撤退 的 這 年 , 對 長 征戰 士 卻 是 一 段 心 
力 交 凌 的 磨難 ; 同 年 年 底 , 自 南方 蘇 區 出 發 的 紅軍 戰士 , 僅 約 1/10 

抵達 陝西, 這 趟 征途 一 路 上 可 說 是 士 卒 精 疲 力 竭 、 死 傷 相 積 。 

約 只 有 30 位 女 性 跟 隨 毛 澤 東 的 第 一 方面 軍 長 征 , 其 中 半數 還 

是 依靠 自 己 能 力 加 入 革命 運動 的 黨 高 層 夫 人 ; 經 過 續 密 的 醫療 檢查 

後 , 各 省 另 挑選 出 一 位 女 性 來 協助 補給 作業 。 其 他 方面 軍 有 較 多 

38 Bentonm 1992,- 生 

39 關於 搬 退 之 敘述 以 及 相 關 的 數 字 , 見 Benton 1992,3-6, 15, 18。 引 自 頁 3。 

40 關於 太 山 、 大 河 及 草原 之 敘 罰 , 見 Ono 1989, 155-157。 長 征 事 實 上 是 有 數 量 不 一 的 
婦 矣 加 入 的 多 次 征途 。 見 Spakowski 2005, 141-47。 相 較 於 毛澤東 的 第 一 方面 軍 ( 紅 

一 方面 軍 ) , 張 國 恕 的 第 四 方面 軍 陣中 有 幾 千 名 婦 矣 。 關 於 第 一 、 第 二 及 第 四 方面 
軍 長 征 女 戰士 經 應, 見 Young 2001: Young 2005; Xiao Yun 2003。 

41 Benton 1992, 51 表 示 , 第 一 方面 軍 一 開 始 有 35 位 女 性 , 而 Young 2005, 173-74 也 提出 
相 同 數 字 :Young 2001, 187, 199 則 表 示 為 30 位 。 關 於 這 30 位 女 性 的 傳記 , 見 Leeand 

Wiles 1999, 249-74。 關於 透 選 標準 , 見 Spakowski 2005 142-43, n30; Young 2001,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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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紅軍 加 入 , 當 中 主 要 三 個 方面 軍 是 由 2 至 8 千 位 女 性 護理 人 員 、 
事務 員 或 宣傳 隊員 所 組 成 。 她 們 通常 為 夜行 軍 , 白 天 還 得 專心 跟 上 

大 軍 迅 速 步伐 , 同 時 常常 得 忍 饑 挨 餓 、 背 負 沉重 行 圳 走 在 崎 過 山 徑 
Era 

長 征 男 戰 士 明顯 對 同 行 女 戰士 的 看 法 褒貶 不 一 : 即 使 他 們 認可 

女 性 對 護理 與 宣傳 工作 的 貢獻 , 當 中 還 是 有 些 認 為 由 於 女 性 需要 保 
護 而 拖累 男性 戰鬥 力 , 有 些 則 認為 這 些 女 性 會 讓 他 們 爭風吃醋 。O 

有 些 負傷 或 跟 不 上 嚴酷 行 軍 速 度 的 女 戰士 , 又 或 是 經 由 男性 領導 決 

定 而 令 其 退出 。 任 何 中 途 掉 隊 者 , 得 面臨 遭 捕 或 遭 國 民政 府 俘 後 不 

堪 設 想 的 慘 況 。” 長 征 女 戰士 彼此 緊密 的 照應 , 在 黨 內 及 軍 中 找 到 

家 鄉 無 法 獲得 的 人 脈 支持 。 

毛澤東 妻子 賀 子 珍 也 在 這 長 征 之 列 。 如 同 毛澤東 第 一 方面 軍 戰 
士 的 所 有 子女 , 毛 賀 兩 人 將 兒子 留 在 蘇 區 後 方 , 並 將 長 征 過 程 所 懷 

的 另 一 子 送 走 。““ 而 其 他 方面 軍 的 女 性 若 在 長 征途 中 生 產 並 留 下 子 

女 , 就 得 處 理 懷孕 、 產 後 問題 、 嬰 兒 發 燒 , 還 有 面臨 一 路 挨 餓 等 挑 
戰 。~ 

情勢 稍 緩 之 際 , 長征 軍 會 暫 留 某 地 一 段 時 間 , 紅 軍 女 戰士 就 會 

Lee and Wiles 1999, 46-47; King 2010, 24-26; Sun 2006, 22-25。 關 於 女 性 在 長 征 中 的 角 

色 , 除 以 下 引用 出 處 外 , 亦 見 Sun2006: King 2010。 
42 “Young 2001, 12. 109-15. 
43 “Young 2005, 172: Young 2001, 54- 

44 Spakowski 2005, 145-47; Young 2005, 181, 185-86; Young 2001, 1034, 216-39; Lee and Wiles 

1999, 28-29, 134-50. 
45 Young 2001. 131-45, 163-75, 100-101.243: Young 2005, 181.183, 188-89; Lee 1994, 71. 
46 “Young 2005, 174n2: Young 2001, 202-3; Lee and Wiles 1999, 27, 33-34. 有 關 其 他 被 留 下 的 

孩童 , 見 Young 2001,73, 79-80, 111, 195-96, 206; Lee and Wiles 1999, 28-31,35-36,41。 

47 Young (2005, 174-75) 表 示 , 第 二 第 四 方面 軍 對 攜 嬰 同 行 的 長 征 女 性 之 規定 較 寬 鬆 。 
於 長 征途 中 生 產 與 育 鄙 , 亦 見 Young 2001, 31-34, 36-43, 47-56, 75-76, 205-7。 許 多 事 

後 受 訪 女 性 也 提 及 長 征途 中 由 於 生 理 用 品 難以 取得 ; 據 說 半數 女 性 停經 , 且 許多 出 
現 終 身 的 婦科 毛病 。 見 其 他 各 處 Young 2001 , 12, 18, 203-4; Sun 2006,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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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始 進 行 宣傳 , 直 接 接觸 當 地 婦女 , 這 是 男性 做 不 來 的 。 她 們 會 說 
服 當 地 農婦 , 讓 家 人 加 入 紅軍 , 找 出 地 主 多 餘 可 分 配 的 穀 糧 , 還 有 
搬 演 提 及 土地 關係 的 街 頭 行 動 劇 。 和 8 

30 餘 位 自 江西 蘇維埃 出 發 的 第 一 方面 軍 女 性 , 當 中 僅 19 位 
安然 抵達 陜西 。” 到 延安 後 , 有 些 婦女 到 「 抗 日 軍政 大 學 」 或 混 
校 上 課 , 以 培養 成 為 肩負 黨務 重任 的 幹部 。 其 他 則 直接 黨組 織 工 
作 。 1949 年 後 , 許 多 當 年 參與 長 征 的 女 性 仍 繼續 擔任 黨 職 或 在 政 
府 機 構 服務 。 

ce 一 一 只 一 、_。 

中 國 共 黨 革 命 史 往 往 是 跟 隨 毛 澤 東 步伐 來 寫 的 。 當 長 征 紅 軍 棄 
守 江 西 蘇 區 , 後 代 史家 研究 也 隨 長 征 軍 轉 向 , 而 江西 蘇維埃 也 就 此 
消 聲 匿 跡 。 然 而 , 蘇 區 瓦解 對 當 時 留 在 江西 蘇維埃 的 2、3 百 萬 百 
姓 , 包 含 所 有 婦女 在 內 ( 除 少數 加 入 長 征 紅 軍 外 ) 無疑 是 場 災 難 。 

中 央 蘇 區 約 4/5 人 口 為 紅軍 軍 眷 , 當 紅軍 展開 長 征 之 際 , 其 軍 
事 保護 和 勞動 力 盡 失 。” 但 還 有 約 1.5 萬 紅軍 將 士 及 1 萬 名 傷兵 留守 
江西 蘇 區 , 加 上 有 許多 熟悉 當 地 地 形 且 能 組 織 抵 抗 的 戰士 。 這 些 
留守 的 非 正 規 共 軍 分 散在 八 省 十 四 區 與 國 民 黨 軍 交戰 。 紅 軍 戰 士 小 
隊 混 入 山區 當 地 百 姓 , 並 在 情況 許可 下 打 起 了 游擊 戰 。 有 些 曾 參與 
革命 運動 , 而 有 些 因 懷孕 而 留守 蘇 區 的 婦女 , 遊 走 當 地 山區 尋找 游 

48 Young 2001, 35,45-47, 90-92, 146-61, 191-94; Young 2005, 172, 174, 179-80. 184-85,. 188. 
49 Leeand Wiles 1999, 41. 

50 Leeand Wiles 1999, 156-58,. 170. 172. 

51 Young 2005, 190-91; Young 2001, 56-58, 80-81,. 161: Lee 1994. 76-88; Lee and Wiles 1999, 
181-247; 249-74; Ono 1989, 158。 許 多 在 文 化 大 革命 遭 調查 入 獄 , 受 到 當 時 黨 內 派系 
門 爭 的 牽連 。 

52 “Benton 1992, 24. 

53 預 佑 約 1 至 1.5 萬 正規 軍 和 地 方 軍 還 有 其 他 掉 隊 者 之 細節 , 見 Benton 1992, 7-8,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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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隊 蹤跡 。 和 有 些 蘇 區 留守 女 性 慘遭 國 民政 府 或 軍 閱 官兵 強暴 , 或 

遭 賣 為 旭 。~” 

謝 佩 蘭 和 萬 香 , 這 兩 位 曾 加 入 江西 蘇維埃 革命 的 女 性 , 當 時 和 皆 

遭 國 民政 府 軍 逮捕 入 獄 。 謝 佩 蘭 回 憶 到 : 

有 一 個 國 民 黨 官 想 擔保 我 出 去 做 小 老婆 , 要 取 我 做 小 老婆 。 

我 不 願意 , 他 們 就 嚇唬 說 :「 你 不 願意 , 就 把 火炮 放 到 你 陰 

道 裡 點 著 打 炮 , 打 死 你 。」 我 不 願意 , 誰 也 不 願意 給 人 家 做 

小 。 我 坐 著 和 人 家 一 樣 高 , 站 著 也 和 人 家 一 樣 高 。 為 什麼 我 

要 拿 去 給 別人 做 小 ? 所 以 我 不 怕 。 

共產 黨員 萬 香 , 被 燒 紅 的 鐵 線 穿 過 腳 、 手 臂 後 吊 起 拷問 , 若 不 供 

地 

「 明 天 我 調 一 排 來 把 你 放 淫 , 姦 死 你 。」 那 我 心裡 就 覺得 蠻 

苦 了 、 糟 糕 了 , 表 頭角 好 了 。 要 姦淫 怎麼 行 呢 ? 口氣 是 威 

嶄 , 但 像 是 真 的 。 第 二 天 早上 又 架 著 我 去 , 正 對 著 門口 站 著 

一 排 國 民 黨 的 兵 , 站 著 一 排 , 就 沒 行 動 。 然 後 他 說 :「' 你 看 

看 這 些 人 , 你 不 交代 , 出 來 就 姦淫 。」 我 說 :「 我 不 曉得 什 

麼 共產 黨 ', 我 也 不 是 哪個 部 長 , 我 是 洗衣 的 。」 結 果 他 一 次 

都 沒 有 搞 到 東西 。 結 果 還 是 拖 回 來 送 到 南昌 ,', 送 到 九 江 , 

送 到 集 中 營 。 結 果 還 是 沒 有 搞 到 什麼 東西 , 就 是 這 樣 過 去 

的 。” 

這 些 留守 蘇 區 奮戰 的 恐怖 遭遇 , 反 讓 女 性 成 為 新 要 角 。 有 些 女 性 加 

54 Benton 1992.XvVi. XX XXXIXXXI 10, 73-74. 

55 Benton 1992, 24, 148, 341. 

56_ Williams 1989,[ 編 按 ] : 引文 參照 PBS 紀 錄 片 《China in Revolution: 1911-1949》 謝 佩 芮 

與 萬 香 之 口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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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游擊 隊 作戰 , 也 因為 此 時 局 即 時 機 動作 戰 特 性 , 給 予 女 性 活動 更 
多 伸展 的 機 會 。” 相 較 於 男性 , 革 命 婦女 比 較 不 讓 敵人 起 疑 而 能 在 
山區 更 自 由 行 動 。 女 情報 員 會 回 報 敵 情動 向 並 舉報 當 地 叛徒 , 有 時 
會 藉 由 在 當 地 寺廟 籤 詩 中 混入 紙 條 來 通風 報 信 。 她 們 也 會 執行 , 通 
常會 交付 給 婦女 的 後 勤 與 支援 任務 , 去 洗衣 、 烹 煮 、 修 補 , 甚 至 在 
山區 開 祕密 工廠 蔡 戰士 縫 衣 製 鞋 等 工作 。 她 們 會 替 游 擊 隊 夾帶 糧食 
與 其 他 備品 , 而 為 躲避 查緝 , 會 將 走私 品 塞 入 空心 竹 製 扁 擔 後 再 巴 
以 取 回 。 平 地 婦女 則 成 立 聯絡 站 , 蔡 四 散 各 地 的 游擊 隊 溝 通 傳話 , 
並 保護 紅軍 游擊 隊 家 症 免 遭 國 民政 府 報復 。 她 們 會 將 文 宣 油 印 後 , 
夾帶 至 鎮 上 發 送 。 當 地 方 革 命 人 士 遭 捕 時 , 她 們 就 會 動員 成 群 老 婦 
人 到 當 地 官府 去 哭訴 , 去 要 求 把 人 放 了 。 

泛 亞 殖民 主 義 下 的 滿洲 國 婦女 

1931 年 9 月 日 軍 入 侵 中 國 東北 三 省 , 以 苹 固 其 長 期 積極 涉足 當 
地 經 濟 與 政治 之 勢力 。” 國民 政府 當 時 主 力 都 放 在 華中 躺 共 , 因 而 
未 給 予 東 北邊 防 軍 太 多 援助 。1932 年 , 日 本 當 局 成 立 名 義 上 由 滿 人 
建立 的 獨立 國 家 、 但 實 為 日 軍 把 持 的 「 滿 洲 國 」 政 權 。 日 本 扶植 了 
1911 年 當 時 仍 在 學 走路 就 導 位 的 滿 清末 代 皇 帝 溥儀 。“ 滿 洲 國 在 日 
本 「 大 東亞 共 榮 圈 」 願 景 中 , 即 是 為 日 本 帝國 供 糧 、 供 礦 還 有 提供 
勞力 , 也 成 為 日 本 窮 鄉 僻 壇 農民 的 開 拓 移 民 地 , 雖 當 時 實際 移入 這 
個 新 國 家 的 中 國 人 還 是 比 日 本 人 多 。f! 

57 Spakowski 2005, 132, 142, 147-51; Spakowski 2009。 關 於 女 性 直接 加 入 作戰 , 見 Benton 
1992, 363。 

58 Benton 1992, 73-74, 98-99, 147-48, 164, 272, 361-62, 399, 486-87: Spakowski 2005. 
59 關於 1931 年 前 日 本 涉足 滿洲 活動 之 概要 , 見 Duara2009, 46-50。 
60 關於 溥儀 1943 年 所 了 胡 的 15 歲 妻子 李 王 兵 , 見 Li1992,226-46. 
6] Duara 2009, 52. 關於 日 本 滿洲 拓 殖 移民 女 性 及 其 拓荒 者 與 母親 形 氣 之 討論 , 見 Young 

1998, 368-70 及 各 處 。 

231 

[75]



[176] 

婦女 與 中 國 革命 

對 滿洲 國 百 姓 而 言 ,1931 年 後 未 見 到 中 國 其 他 地 區 發 生 的 公開 

軍事 衝突 或 遍地 開 花 的 游 皿 戰 及 農民 組 織 。 雖 然 當 時 當 地 工資 領 不 

到 日 本 的 1/3, 大 興 土木 、 製 造 業 蓬 勃 發 展 的 滿洲 國 因此 變 得 高 度 工 

業 化 。“ 效 仿 日 本 的 公共 衛生 設施 增加 。” 日 本 當 局 與 其 通 敵 合作 政 
府 有 效 打 壓 抗日 還 有 支持 共產 黨 言論 , 一 如 1937 年 知名 共 黨 抗日 游 

擊 隊 領導 趙 一 曼 遭 俘 後 處 決 事件 。 但 滿洲 國 政府 在 主 要 大 城 和 鐵路 
之 外 區 域 的 控制 還 很 零散 。 

理想 滿洲 國 女 性 形象 , 與 南京 十 年 時 期 女 性 十 分 類 似 。 女 子 該 

受 教育 、 學 會 打 理 家 務 用 的 現代 科技 知識 , 成 為 賢 妻 良 母 。 當 地 日 

本 人 創辦 的 中 文 報 上 刊載 推 廣 模 範 家 庭 主 婦 文 章 , 同 時 出 現 批 判 新 

女 性 / 摩 登 女 郎 軒 春 可笑 且 自 毀 前 程 的 諷刺 漫畫 。7 

當 時 需 具 備 流利 日 本 語 能 力 、 並 有 能 力 負擔 到 日 本 求學 的 少數 
女 性 , 才 能 留 在 學 校 接受 高 等 教育 。”” 某 位 曾 在 滿洲 國 唯一 的 護士 

養成 所 就 讀 的 年 輕 女 性 , 於 1946 年 憶 起 , 中 國 學 生 決 不 可 忘 了 自 己 

在 當 時 族 裔 階 序 中 的 位 階 , 而 日 本 人 則 凌駕 各 族 位 居 頂 端 : 

絕 大 部 分 學 生 都 是 日 本 女 人 。 她 們 吃 米 , 我 們 喝 粥 也 不 夠 填 

飽 自 己 。 日 本 女 人 吃 剩 下 的 卻 拿 去 餵 狗 ', 而 每 當 抱怨 米 不 

好 , 就 直接 給 會 生 吃 這 些 女 人 會 一 直 告 訴 我 們 , 這 是 日 

本 來 的 , 那 是 日 本 來 的 ', 好 像 要 不 是 日 本 人 的 話 , 我 們 怎麼 

會 有 米 或 蘋果 。 有 次 我 跟 某 個 日 本 女 人 為 了 吃 一 顆 蘋 果 而 吵 

了 起 來 。 我 說 ,「 這 蘋果 是 中 國 種 的 」。 她 們 就 跟 校長 打 小 

62 Smith 2012. 30: Duara 2009, 52,. 57. 
63 Dubois 2014, 525-29. 
64 Levine 1989, 154, 160; Mitter 2013, 62;: Smith 2007, 4,24。 關 於 趟 一 曼 於 滿洲 國 活動 焉 日 

軍 處 死 , 及 死後 成 為 了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女 英雄 , 見 Edwards 2016b, 117-36。 
65 Smith 2007, 32-35, 38-39. 
66 Smith 2012. 113; Smith 200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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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 說 我 思想 太 危險 。 殺 

但 儘管 機 會 有 限 , 加 上 族 裔 偏見 , 當 時 滿洲 國 的 中 國 女 性 在 家 庭 以 
外 的 生 活 各 領域 中 仍 相 當 活躍 。 

當 地 傑出 作家 之 中 也 不 乏 女 性 。 她 們 對 當 地 日 常 之 描繪 , 往 往 

有 別 於 官方 「 民 族 協和 」 以 及 婦女 為 家 為 國 奉獻 之 美 好 願景 。 知 名 

滿洲 國 女 作家 蕭紅 , 在 其 自 傳 小 說 中 描寫 , 貧 困 農 婦 遭 受 日 本 統治 
者 和 中 國 男性 的 殘酷 對 待 。“” 當 局 於 1941 年 初 , 禁 止 包 含 「 底 毀 貞 

操 、 凹 顯 色 慾 和 不 正常 性 慾 的 歡 場 戀愛 」 以 及 「 媒婆 和 家 務 主 題 , 
特 別 誇 飾 風 化 場所 人 情 風俗 」 等 有 損 滿洲 國 意識 形態 之 主 題 作品 。 

或 許 因 為 當 時 文 化 主 管 機 關 末 認真 看 待 女 性 書 寫作 品 , 因 而 女 作家 

並 不 如 男 作家 常 遭 審 查 。” 包 括 朱 娓 、 但 逮 、 楊 架 和 梅 娘 等 時 常 在 

文 藝 報刊 發 表 作品 的 女 性 作家 , 批 判 男女 之 別 和 學 校 過 時 的 性 別 教 
育 , 也 批 評 社會 大 眾 要 女 性 堅忍 不 拔 、 忍 受 虐待 、 順 從 男性 、 包 辦 

婚姻 、 未 婚 生 子 、 難 產 、 社 會 暴力 、 父 權 壓迫 、 寡 婦 貞 操 和 強暴 等 
現象 。 她 們 讚 頒 浪 漫 愛 情 、 自 由 選擇 婚姻 和 性 愉悅 。 整 體 而 言 , 這 

些 女 性 書 寫作 品 , 一 針 見 血 地 反擊 滿洲 國 當 時 的 父 權 社會 體制 。 

但 並 非 所 有 女 性 皆 批 評 滿洲 國 。 支 持 滿洲 國 政權 的 其 中 一 股民 

間 力 量 , 就 是 結合 佬 、 道 、 佛 教義 的 救贖 教化 結社 與 宗教 團體 。 當 

中 號 稱 滿洲 每 ? 人 有 1 人 為 其 成 員 的 「 萬 國 道德 會 」, 當 地 女 性 是 

該 團體 主 要 熱忱 參與 者 。 通 常 強調 男女 有 別 的 道德 會 活動 受到 當 局 
的 扶植 , 而 女 性 進 行 公開 講演 , 談 論 女 子 教育 、 哺 乳 、 宣 揚 奉獻 社 

67 Li 1992, 248-49. 
68 蕭紅 1911 年 生 於 哈爾濱 近郊 農村 地 主 之 家 , 並 到 哈爾濱 上 中 學 。 其 他 資料 , 見 Xiao 

1979; Xiao 1986; Liu 1994 各 處 。Howard Goldblatt 在 其 翻譯 的 蕭紅 作品 集 的 導論 中 提 

供 實用 的 蕭紅 生 平 介紹 。 
69 Smith 2007, 50-51, 59; 引 自 頁 50。[ 編 按 ] : 此 亦 即 1941 年 3 月 23 日 滿洲 國 當 局 發 表 

的 《 鞭 文 指導 要 納 》。 
70 Smith 2007, 52, 56,60, 61.67,71,.8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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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 自 我 犧牲 與 自 立 之 重要 性 等 主 題 。 滿 洲 國 的 女 性 形象 融合 現代 

與 傳統 , 且 號 召 有 識 婦 女 捍衛 重要 的 文 化 價 值 , 同 時 熟練 地 打 理 好 
對 國 族 有 所 貢獻 的 小 家 庭 。 

當 時 在 滿 中 國 人 普遍 的 鷺 片 癮 現象 , 成 為 社會 衝突 與 公眾 論戰 

之 肇 因 , 而 當 中 認為 女 性 既是 受害 者 亦 為 社會 亂 源 。1932 年 頒布 的 

《 收 片 法 》 明 文 針對 戒 治 鴉片 煙癮 與 減少 鴉片 消費 之 相 關 措施 , 確 

立 當 局 對 收 片 生 產 和 流通 之 管控 , 但 實質 強化 日 本 當 局 對 鴨 片 貿易 

之 控制 。 “當 時 女 性 成 癮 者 雖 非 多 數 , 但 明顯 遭 以 性 別 偏見 措辭 來 

呈現 。1930 年 代 的 報刊 文 章 與 大 眾 小 說 , 淋 漓 盡 致 描寫 成 癮 者 為 了 

鴉片 煙癮 酒 癮 而 賣 妻 之 駭 人 情節 , 而 滿洲 國 皇后 、 溥 儀 元 配 婉容 也 

因 政 片 煙癮 而 身心 耗 弱 。 有 時 會 把 女 性 成 癮 歸咎 於 厭 女 與 歧視 , 但 

也 痛斥 婦女 廢 弛 家 務 、 浪 費 家 庭 資源 、 打 扮 自 己 出 入 煙 館 與 男性 上 

攪和 , 還 有 淪 為 娼妓 來 賺 鷺 片 錢 。 這 都 端 看 當 時 報刊 作者 的 政治 支 

持 立場 , 有 些 怪 罪 女 性 是 造成 東北 淪陷 之 肇 因 , 又 有 些 認為 女 性 是 
阻礙 滿洲 國 成 為 「 王 道 樂土 」 之 亂 源 。 7 

1930 年 代 , 針 對 收 片 煙 館 女 招 侍 角 色 之 論戰 在 大 眾 報 刊 引 起 

騷動 。/“ 到 滿洲 國 酒吧 與 咖啡 廳 工 作 的 女 工 , 還 有 在 煙 館 備長 煙 管 
的 女 招待 , 受 到 外 界 特 別 檢視 , 並 反 擊 這 些 女 性 挑 透 人 心 、 狡 狠 多 

端 , 且 熱切 要 讓 男性 上 癮 而 詐 取 財 物 。 由 於 鴉片 煙 館 女 招待 在 1932 

年 後 , 只 靠 拿 小 費 過 活 , 因 而 據說 得 靠 賣淫 來 增加 收入 , 亦 危及 有 
照 娼 館 生 計 。 有 些 大 眾 報刊 強調 , 這 些 女 招 侍 得 養家 活口 , 但 顯然 

煙 管 女 侍 還 不 算是 最 糟 的 選項 。1936 年 , 滿 洲 國 哈爾濱 煙 管 女 陪 侍 

賺 的 薪水 , 跟 銀行 員 、 公 務 員 與 教師 一 樣 多 。 有 些 煙 館 店 門口 會 懸 

71 Duara 2009, 53, 117-18, 30-147: Duara 2003, 131-69. 
2 Smith 2012, 22-32, 
73 Smith 2012, 40, 45-46, 64-65,95-97, 99, 103-4, 106-9, 139-40, 142-43. Meyer 2014 根 斥 1941 

年 日 本 警方 報告 , 詳 述 哈爾濱 貧民 窟 生 活 。 
74 Smith 2012.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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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4 北 滿洲 鴉片 花 收 成 

出 處 :《 偽 滿洲 國 舊 影 》,( 偽 滿 洲 皇 宮 博 物 館 ,2001)。 

掛 女 招待 花 名 , 並 展現 其 吸引 魅力 的 橫 布 暢 。 但 也 會 把 女 招待 描寫 
成 鴉片 成 癮 受害 者 。 在 1930 年 代 , 有 些 城市 試 著 禁止 煙 館 女 招待 , 
但 成 效 未 比 禁 娼 來 得 好 。“ 

滿洲 國 於 1938 年 也 建立 了 酒 專賣 制度 。 起 初 , 廣 告 宣傳 酒 有 益 
婦女 健康 , 而 且 替 丈 夫 其 酒 也 成 為 現代 妻子 一 種 體貼 的 象徵 。 但 到 

了 1940 年 代 , 酒 精 會 造成 婦女 優生 及 身心 不 良 的 報導 不 時 出 現 , 然 
而 也 單獨 挑 明 女 性 既是 加 害 者 ( 醉 母 ) 與 受害 者 ( 妻 遭 醉 夫 壽 打 、 醉 

妻 自 殺 ) 之 形象 。1935 年 「 婦 人 矯 風 會 」 展 開 禁酒 運動 , 雖 當 時 未 

能 成 功 , 卻 成 為 女 性 社會 運動 發 展 之 契機 。 和 

7 Smith 2012, 113-29. 

76 Smith 2012, 32, 74, 80-83, 86-87, 62-65,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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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屬 大 東亞 共 榮 圈 的 滿洲 國 , 最 終 也 因應 日 軍 軍 需 而 疲 於 奔 

命 ' 1937 年 替 日 軍 侵華 提供 補給 '1941 年 後 更 把 許多 資源 轉 投入 軍 

品 生 產 , 因 而 導致 當 地 通貨 膨脹 、 增 稅 、 持 續 貨 物 短缺 , 並 出 現 黑 

市 及 不 斷 的 政治 打 壓 之 現象 。 當 時 能 否 取得 物資 商 品 得 取決 於 自 

己 的 族 裔 身分 , 而 日 本 人 則 擁有 優先 權 。 這 些事 件 對 東北 婦女 日 

常 生 活 有 何 影響 、 對 其 生 存 策略 , 還 有 是 如 何 理解 當 時 讓 她 們 處 處 

受 限 的 國 際 情 勢 , 我 們 所 知 有 限 。 

侵略 、 撤 退 及 婦女 難民 

1937 年 7 月 7 日 , 日 軍 意 圖 攻占 北京 近郊 的 一 座 鐵 橋 。 面 臨 中 
國 軍隊 抵抗 , 日 方 增 派 援 軍 , 因 而 引發 兩 國 全 面 開 戰 , 而 這 場 歷 時 

8 年 的 戰爭 也 造成 1,400 萬 人 喪生 。 日 本 侵略 與 國 府 撤退 期 間 出 現 

的 強暴 、 強 迫 賣 淫 、 意 外 懷孕 、 遺 棄 、 守 寡 及 入 伍 男 性 失蹤 , 皆 造 
成 當 時 女 性 創傷 並 陷入 生 死 關頭 的 貧窮 困境 。" 

7 月 底 , 北 京 與 天 津 相 繼 渝 陷 。 日 軍 侵華 初期 , 左 翼 政治 人 物 
孫 逸 仙 遺 婿 宋 慶 齡 , 與 其 他 上 海 知名 女 性 加 入 抗戰 之 列 , 以 淺顯 易 

懂 的 語句 來 製作 傳遞 戰事 訊息 的 新 聞 壁 報 , 並 展開 抗 敵 救國 募 款 。 

婦女 界 成 立 「 婦 慰 會 」 上 海 分 部 , 分 送 九 洗 用 品 和 其 他 補給 品 給 士 

兵 , 協 調 傷兵 救護 ', 及 難民 救濟 相 關 事 務 。 戰 時 有 些 共 產 黨員 亦 公 

開 加 入 援助 工作 。 

中 日 兩 軍 自 1937 年 8 月 , 於 上 海地 區 持續 交戰 3 個 月 , 此 戰役 

77 Duara 2003, 67-70; Smith 2007, 24-25, 28. 

78 Smith 2007,4, 23. 
79 Spence 1981,309-10; Mitter 2013, 5. 

80 Lary and MacKinnon 2001,.9. 

81 Stranahan 1998, 221-23; Wang 1999, 199-200.〔 編 按 〕 : 此 指 宋 慶 齡 與 何 香 凝 主 導 ,1937 

年 7 月 於 上 海 成 立 的 「 中 國 婦女 抗 敵 後 援 會 」, 另 「 婦 周 會 」 亦 即 宋美齡 1937 年 8 
月 創辦 「 中 國 婦女 財 勞 自 衛 抗 戰 將 士 總 會 」 之 簡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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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6.2 1937 年 女 童 軍 楊 惠 敏 

重創 上 海 、 平 民 百 姓 傷亡 慘重 。 女 童 軍 楊 惠 敏 於 該 戰役 期 間 , 將 戰 

時 物資 與 國 旗 送 進 鎮守 四 行 倉庫 的 駐軍 , 歷 經 此 事件 亦 成 為 全 國 知 

名 人 物 。 “同 年 年 底 , 日 軍 攻 陷 上 海 , 但 上 海 公 共 租 界 及 法 租界 仍 

82 楊 惠 敬 前往 歐美 為 抗戰 救國 大 業 募 款 , 但 後 來 她 卻 被 指控 與 日 方 合 作 。Tillman 2014, 

1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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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外 國 勢力 掌控 , 直 到 1941 年 爆發 珍珠 港 事 件 , 讓 中 日 兩 國 的 戰爭 
演變 成 全 球 戰 事 。 隨 日 軍 持 續 挺 進 國 民政 府 首都 南京 , 國 民政 府 一 
路 撤退 。1937 年 12 月 , 數 十 萬 名 南京 百 姓 遭 日 軍 屠 殺 。7 

強暴 是 日 軍 侵 華 期 間 常 犯 下 的 戰爭 暴行 , 亦 成 為 當 時 女 性 難以 

磨滅 的 戰 時 經 驗 ( 見 專欄 6.1)。1937 年 南京 大 屠殺 , 又 稱 「 南 京 暴 
行 J」(Rape of Nanjing)。 而 此 暴行 一 如 其 名 ' 預 估 當 時 南京 及 周遭 

地 區 , 有 數 萬 名 年 輕 女 性 與 婦女 慘遭 先 女 後 殺 。 "當 時 南京 外 僑 交 

給 日 軍 當 局 的 事件 報告 提 到 : 

1938 年 1 月 3 上 自 和 日 本 兵 在 幾 天 之 前 從 鋼 銀 巷 6 號 劫 走 了 6 

名 婦女 ', 名 義 上 是 去 給 日 本 軍官 洗衣 服 , 後 來 其 中 1 人 被 送 

到 鼓樓 醫院 。 據 她 講 , 日 本 兵 把 她 們 帶 到 城中 心 偏 西 一 處 , 

那 裡 好 像 是 日 本 傷兵 醫院 。 她 們 白天 洗衣 服 , 夜 裡 則 遺 日 本 

兵 強 妄 。 年 紀 較 大 的 每 夜 被 輪 亡 10 至 20 次 , 年 紀 較 輕 又 長 

得 漂亮 的 , 每 夜 被 輪姦 多 達 40 次 。1 月 2 日 ', 兩 個 士兵 把 這 

名 婦女 綁 到 一 所 彷 涼 的 校舍 內 , 她 被 日 本 兵 用 刺刀 和 鶴 傷 10 

處 .‧:" 兩 名 日 本 兵 以 為 她 已 經 死 了 , 捨 之 而 去 2 

83 有 關 遭 殺害 人 數 本 身 , 是 一 個 歷史 的 爭議 。 相 關 資 料 可 見 Honda 1999, xiii, 285; 
Brook 1999, 2; Foge| 2000, 6; Spence 1981, 312. 當 時 的 日 軍 、 中 國 倖存 百 姓 目 擊 及 南京 

外 僑 的 種 種 證詞 , 記 錄 了 日 軍 進 攻 期 間 大 量 殺 害 平民 百 姓 的 這 段 史實 。 
84 Ono 1989. 162: Honda 1999: Yang 2000, 142; Brook 1999, 10-11,. 17, 19-20,. 26. 28-38, 40-48, 

54-56, 61-65, 77, 88-89, 94-95, 119-33, 135-56, 158-60, 214, 220-21, 235-36, 259[ 此 頁 引用 

自 戰 後 的 「 國 際 軍 事 法 庭 」( 東京 審判 ) 統計 , 日 軍 侵華 第 一 個 月 出 現 2 萬 起 強暴 
案 ];Brook 2005, 127-43 。 

85 Brook 1999, 65.【 編 按 ] : 此 報告 即 駐 南京 外 國 人 所 組 歲 的 「 南 京 安全 區 國 際 委 員 會 」 
針對 當 時 日 軍 相 關 不 法 情事 之 彙整 , 此 段 引文 出 自 徐 淑 希 編 《 南 京 安全 區 檔案 ‧ 第 
32 號 》, 轉 引 自 下 正明 編 ,《 南 京 大 飛 殺 史料 新 編 》( 臺北 : 臺灣 商 務 印 書 館 , 
1999), 頁 9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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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6.1 強暴 和 軍事 侵略 

以 下 為 1944 年 時 任 西南 聯 大 的 美 籍 教授 白 英 (Robert Payne ) 記 下 該 櫥 某 女 大 生 憶 起 7 年 前 日 軍 入 侵 家 鄉 的 情景 。 

我 當 年 14 歲 , 他 們 [日 本 人 〕 白 天 很 早 就 過 來 了 。 我 當 時 還 在 睡 , 猛 
然 閒 爺 禿 到 我 床 邊 低 聲 說 :「 啥 都 別 說 、 別 講 」, 然後 拿 條 手巾 往 我 臉 上 
闔 , 趕緊 把 我 帶 至 甘 牆 的 述 生 密 道 內 。 爺爺 將 我 拋 下 捧 落 約 3 米 處 , 我 記得 
我 痛 到 呻吟 ' 而 當 時 出 現 猛烈 撞 門 聲 。 原 以 為 姐妹 們 都 在 密 道 , 殊 不 知 只 
有 我 凡 過 一 劫 。 我 當 時 聽到 外 頭 整個 發 生 的 過 程 。 

我 雖然 聽到 ,' 但 不 懂 究 竟 怎麼 了 。 那 些 日 本 人 用 著 鱉 腳 的 中 文 說 話 。 
我 聽到 木頭 斷裂 聲 , 隋 後 傳 來 拓 叫 聲 一 一 那 是 我 姐 , 因為 有 次 她 用 砍刀 不 
慎 切 到 , 所 以 我 知道 那 是 她 的 聲音 。 姐 哀求 日 本 人 饒 她 一 命 。 當 時 我 沒 聽 
到 另 一 個 姐姐 的 聲音 , 原 以 為 她 安然 無 革 2 但 尖 叫 聲 不 斷 。 姐 當 時 15 
歲 ' 15 歲 就 懂 了 該 怎麼 使 盡 氣力 喊叫 我 想 離開 這 密 道 。 我 聽到 木 地 板 
反覆 咯咯 作 響 ‧""、‧. 且 時 而 傳 出 笑 聲 。, 一 度 我 還 聽到 碎 瓶 聲 , 

我 醒 來 時 天 已 黑 。 我 從 密 道 爬 出 。 爺爺 被 日 本 人 拿 槍 射 穿 太 陽 穴 死 
了 姐姐 一 絲 不 掛 倒 臥 在 血泊 中 , 她 還 活 著 但 像 個 瘋 女 人 搖晃 著 頭 , 志 沒 
有 另 一 個 姐姐 的 消息 .‧"‧、 我 們 再 也 沒 找 到 她 。 怪 的 是 , 日 本 人 被 打 跑 後 , 
女 孩 們 就 幾 乎 大 門 不 出 、 二 門 不 邁 ; 遭 強姦 下 汙 的 她 們 不 想 看 到 彼此 , 卻 
寧可 跟 老頭 兒 說 話 。 

出 處 :Robert Payne, Cag egAe (New York: Dodd, Mead, 1947), 13-14. 

日 軍 「 姦 淫 」 之 暴行 , 也 成 為 中 國 政府 重要 的 抗日 宣傳 象徵 武器 。 
當 時 中 國 的 戰爭 漫畫 , 逼真 地 描繪 日 軍士 兵 姦 殺 中 國 婦女 的 暴行 , 
並 以 海報 與 傳單 廣 為 發 送 給 識字 不 多 的 廣大 百 姓 。 遭 強 暴 且 常 遭 支 
解 的 女 性 形象 , 具 體 呈現 的 不 僅 是 當 時 女 性 的 磨難 , 更 代表 中 國 人 
遭 日 本 分 裂 之 意象 。 漫 畫 家 覺得 , 描繪 日 軍士 兵 性 侵 女 性 能 激發 愛 
國 情操 與 抗日 精神 , 但 若 是 畫 戰場 上 死傷 的 中 國 男性 , 則 重 挫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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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6.3_1938 年 廣東 婦女 抗日 軍事 訓練 

氣 。 漫 畫 家 相 信 , 韶 直 白 描繪 出 戰場 性 暴力 , 傅 能 有 效 激 起 全 國 上 

下 同 仇敵 焦 之 心 。 欲 讓 戰爭 漫畫 產生 極大 化 效益 , 強 暴 受害 者 得 

死 , 以 避免 節 外 生 枝 , 讓 外 界 想 像 受害 女 性 得 被 迫 生 下 侵略 者 之 

子 , 進 而 破壞 國 家 民族 的 完整 。 

平民 百 姓 不 僅 遭 受 日 軍 暴行 , 還 承受 國 民政 府 軍事 策略 失當 

之 惡果 。1938 年 6 月 , 蔣 介 石 下 令 炸 毀 花 園 口 黃河 堤防 , 試 以 決 坦 

阻 日 軍 進 攻 末 果 。「 花園 口 決 堤 」 事 件 釀 成 豫 、 近 、 蘇 三 省 洪災 , 

造成 至 少 80 萬 人 死亡 、 近 4 百 萬 人 流離 失 所 。 同 年 年 未 , 國 民政 

府 在 長 沙 採 焦土 政策 以 防 淪陷 , 釀 起 「 長 沙 大 火 」 更 造成 幾 萬 人 死 

86_ Edwards 2013, 567-68, 571, 573-77, 563, 當 中 頁 571 也 提 到 , 戰 時 婦女 雜誌 採取 非常 不 

同 面向 , 避 免 暴 力 描述 , 而 討論 「 如 何 協 助 性 暴 力 受 害 婦女 , 同 時 提升 女 權 與 宣揚 

抗日 ] 。 關 於 宣傳 海報 中 類 似 的 勞動 性 別 分 工 , 見 Yao and Mao 2015。 

87 Lary and MacKinnon 2001, 3, 112; Perry 1980, 15; Pietz 2015. 104-8. 1946 年 聯合 國 報告 統 

計 , 黃 河 花 園 口 決 靂 造成 170 萬 人 迫 還 陝西 。Museolino 2015, 79.



6 戰 時 女 性 (1928-1941) 

圖 片 6.4 1938 年 蔣 夫人 宋美齡 於 漢口 照顧 傷者 
出 處 :Corell Capa, ed., ez /ae Greg 的 07 C77777 上 oogrrez5 方 0 /870 /9 /e 

人 esez/ (Greenwich, CT: Metropolitan Museum ofFArt, 1972). 

亡 。 同 年 年 底 , 日 軍 已 攻陷 華東 及 廣州 , 掌 控 近 21 省 的 領土 。 
據 佑 計 , 中 日 戰爭 造成 中 國 城市 與 鄉村 、 貧 富 階級 的 上 億 難 

民 逃 離 戰區 , 了 匯集 至 任何 暫時 得 以 安身 之 地 , 因 而 形成 史家 稱 之 為 
「 中 國 史上 最 大 型 迫 遷 」。 1938 年 , 國 民政 府 遷 都 武漢, 當 地 涌 入 
43 萬 難民 。 1938 年 1 月 , 美 籍 戰地 記者 史 沫 特 萊 描 述 , 某 火車 站 
月 台 上 擠 滿 主 要 為 婦 預 的 河北 難民 , 當 時 推 著 帶 有 全 身家 當 的 小 推 
車 。 當 中 有 些 人 沒 棉 被 帛 寒 避 冬 , 婦 女 也 沒 錢 也 沒 東西 吃 。?! 

88 Lary 2010, 63-64. 

$9 Lary and MacKinnon 2001, 6, 121 : 關於 武漢 難 民 及 難民 救濟 ,', 亦 見 Zumdorfer 2013, 78- 
83; Chen 2012, 128-72 也 討論 了 北京 、 上 海 的 乞丐 社會 救濟 機 構 。 

90 MacKinnon 2008, 57. 

91 Smedley 1976,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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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時 公 部 門 與 民間 團體 合力 援助 城 內 的 難民 , 特 別針 對 婦 騙 。 

女 律師 史 良 在 這 當 中 扮演 了 主 導 的 角色 。 戰 爭 爆發 前 , 史 上 良 曾 因 鼓 

吹 抗日 救國 遭 國 民政 府 逮捕 入 獄 半 年 。 但 戰 時 初期 展開 的 第 二 次 國 

共 合作 , 包 括 許多 共產 黨 人 士 在 內 涉足 政治 的 女 性 , 活 躍 於 當 時 的 

公開 場合 。 
日 軍 侵華 與 國 民政 府 撒 退 的 頭 幾 年 間 , 出 現 護理 人 力 荒 。 國 民 

政府 當 時 動員 女 學 生 去 學 戰地 醫療 救護 技能 , 大 批 婦女 團體 也 到 戰 

地 醫院 協助 照護 傷兵 。” 第 4 章 曾 提 及 參與 北伐 的 謝 冰 瑩 , 她 在 抗日 
期 間 赴 長 沙 組 織 「 湖 南 婦女 戰地 服務 團 」, 她 回 憶 起 當 時 與 16 位 招 

募 來 的 團員 踏 上 征途 的 心境 : 

我 不 知 用 什麼 文 字 來 形容 我 的 快樂 ! 解除 武裝 整整 地 十 年 

了 ! 在 這 十 年 中 , 我 沒 有 一 天 不 回 憶 那 一 段 有 意義 , 有 價 

值 , 雄 壯 , 痛 快 的 生 活 ; 也 沒 有 一 天 不 留戀 那 種 又 艱苦 又 悲 

壯 ; 同 時 又 很 有 趣味 的 行 軍 生 活 ..'""" 今 天 , 該 是 個 多 麼 值得 

永遠 紀念 的 日 子 , 該 是 個 多 麼 值得 我 高 興 , 而 應 到 光榮 , 痛 

快 的 日 子 ! 

謝 冰 瑩 的 服務 團 持續 照護 身 負 重傷 的 士兵 , 並 在 上 海外 圍 地 區 協助 

後 勤 補給 , 直 到 國 民政 府 撤退 遷 往 大 後 方 。 在 撤退 途經 農村 偏 鄉 之 

際 , 戰 地 服務 團 女 性 會 與 當 地 民眾 說 明 戰 情 及 抗戰 的 重要 性 。 主 

要 招募 女 性 的 軍 護 制度 , 直 到 1943 年 才 正式 成 立 。 到 戰爭 末期 ' 護 

92 “MacKinnon 2001, 127-31; MacKinnon 2008, 55-59; Zurmdorfer 2013, 78-$2。 關於 武漢 的 婦 

女 雜誌 。 見 MacKinnon 2008, 67 。 

93 Chou 2014: Zhao 2015.[ 編 按 ) : 史 良 與 另外 6 位 「 全 國 各 界 救 國 聯合 會 」 執 委 , 因 主 

張 「 停 止 內 戰 、 抗 日 救亡 」 並 於 上 海 發 起 群眾 運動 、 崩 工 遊 行 , 於 1936 年 11 月 23 

日 遭 上 海 公 租 界 巡 捕 房 吉 捕 , 史 般 「 七 君子 事件 」 又 稱 「 七 君子 之 獄 」。 
94 Xie 2001, 271-81 : 引 自 頁 271。 亦 見 Edwards 2016b. 72-73, 77; Stapleton 2008, 166-67 。 

[ 編 按 〕: 參見 謝 冰 瑩 ,《 抗 戰 日 記 》( 臺北 : 束 大 圖 書 ,1981) , 而 該 段 引文 出 自 同 

書 〈 重 上 征途 》,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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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人 員 無 疑 已 成 為 一 項 女 性 職業 。? 
1938 年 末 , 國 民政 府 棄 守 武 漢 , 往 內 地 重慶 撤退 。 幾 十 萬 難民 

隨 國 民政 府 遷 往 四 川 , 而 這 一 路 中 有 許多 面臨 性 暴力 與 搶劫 威脅 的 
婦 預 ( 見 專欄 6.2)。 

專欄 6.2 逃難 的 代價 

武漢 陷落 後 , 一 路 往 重慶 的 難民 中 , 有 位 名 叫 劉 群 英 的 17 歲 女 孩 。 當 
她 家 遭 日 軍 壘 炸 , 自 己 被 炸 傷 、 隔 壁 鄰 居 死 後 , 就 跟 著 寡 母 和 弟弟 逃離 武 

漢 。 當 時 ,' 他 們 正 前 往 群英 就 讀 的 夜校 重 遷 地 , 也 就 是 四 川 恩施 的 路 上 : 

1938 年 9 月 初 , 我 們 正式 加 入 逃 進 四 川 的 難民 隊伍 。 那 時 , 幾 十 萬 
難民 把 武漢 通 往外 地 的 主 幹道 上 出 得 水 洩 不 通 。 人 山 人 害 的 難民 及 其 
他 行 李 擠 在 路 上 , 使得 行 進 的 隊伍 變 得 極其 緩慢 而 又 混亂 不 堪 。 我 
們 兩 個 女 人 在 逃難 的 混亂 狀況 下 ,', 正 是 強盜 和 流氓 們 瞄準 的 目 

標 。 我 們 只 能 跟 在 難民 隊伍 裡 沿 著 主 幹道 往 前 走 。 因 為 灰 徒 們 常常 

會 襲 繫 落 單 的 難民 , 尤其 是 婦女 和 抑 童 ‧-‧:。。 

在 來 沙 市 的 路 上 , 我們 遇 到 了 兩 個 20 幾 歲 的 兄弟 , 他 們 是 從 安徽 省 

進 難過 來 的 。 當 他 們 看 到 我 們 又 要 背 弟弟 , 又 要 搬 行 李 , 苦 不 堪 言 

十 ' 他們 向 我 們 伸 出 了 援助 之 手 '"“:“: 一 走 就 是 幾 個 星期 "如果 沒 有 
那 兩 個 兄弟 幫 我 們 搬 行 李 , 背 弟弟 , 我 們 一 家 三 口 絕對 無 法 平安 到 
達 恩 施 。 

但 是 很 快 我 發 現 ' 那 兩 兄弟 對 我 們 的 幫助 並 不 是 沒 有 企圖 的 。 那 個 
年 長 的 哥哥 把 眼睛 放 在 了 我 身上 , 想 和 我 發 生 性 關係 。 想 到 我 們 一 
家 三 口 如 果 沒 有 他 們 的 幫忙 根本 無 法 在 如 此 混亂 的 擴 亡 中 生 存 下 
來 , 我 母親 默許 了 他 對 我 的 性 侵犯 。 

他 們 一 行 人 抵達 恩施 後 , 才 發 現 群英 讀 的 夜校 根本 沒 有 在 當 地 重建 。 

95 Chou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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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是 這 五 人 決定 繼續 往 重慶 , 去 投靠 那 兩 兄弟 在 國 民政 府 當 官 的 親 戌 。 

和 他 們 一 起 去 重慶 對 我 們 來 說 , 就 是 當 時 唯一 的 選擇 5 崗 難 罰 

中 , 我 們 對 自 己 的 生 命 和 生 活 完全 沒 有 掌控 , 每 天 都 生 活 在 巨大 的 

恐懼 當 中 .---: 為 了 安全 起 見 , 我 們 只 能 跟 著 那 兩 個 兄弟 待 在 一 起 。 

對 於 我 來 說 , 這 意味 著 不 管 我 有 多 麼 不 情願 ', 為 了 我 母親 和 小 弟弟 

的 安全 , 我 也 不 得 不 忍受 巨大 的 痛苦 , 去 滿足 那 個 大 哥哥 的 性 慾 。 

我 那 時 還 是 一 個 只 有 17 歲 的 高 中 生 , 我 對 愛 情 、 婚 姻 以 及 家 庭 也 有 

美 好 的 夢想 , 但 我 無 論 如 何 都 沒 有 想 到 我 的 生 活 會 變成 這 個 樣子 。 

一 路 往 重慶 的 途中 , 群 英 懷孕 了 , 但 這 個 非 婚 生 子 在 逃 空 襲 時 死去 。 

而 抗戰 未 結束 前 , 她 與 這 位 哥哥 的 這 段 婚姻 早已 支離破碎 。 

母親 一 直 為 在 來 重慶 的 途中 讓 我 丈夫 占 我 的 便宜 而 感到 愧疚 不 已 。 

她 認為 就 是 因為 這 樣 , 我 才 被 錠 有 了 這 段 不 幸 的 婚姻 。 但 是 ', 對 於 

我 自 己 的 不 幸 , 我 一 點 也 沒 有 埋怨 母親 。 我 們 又 能 怎麼 辦 呢 ? 如 果 

沒 有 那 兩 個 兄弟 的 和 幫忙, 我 們 很 可 能 已 經 被 那 些 強盜 土匪 、 甚 至 綁 

架 走 了 。 

出 處 : 李 丹 柯 著 ,《 女 性 , 戰 爭 與 回 憶 : 三 十 五 位 重慶 婦女 的 抗戰 講述 》( 香 港 :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出 版 社 ,2013) , 原 著 英 譯 轉 引 自 Danke Li, ZcAoes 9/ CAojgg7g- 了 79e7 旋 

記 rzrzzle Cujzg (Urbana: University ofIllinois Press, 2010), 55-60. 

日 占 區 / 淪 陷 區 

日 軍 當 時 雖 並 非 全 面 占領 中 國 , 但 先 後 在 其 占領 區 內 扶植 滿洲 

國 、 華 北 和 長 江 三 角 洲 等 日 本 控制 的 魁 倡 自 治 政權 。 實 際 上 日 占 區 

並 非 是 單一 轄 地 , 而 是 先 後 進 占 多 地 且 暴行 不 盡 相 同 之 結果 。1940 

年 , 國 民政 府 要 人 汪精衛 離開 重慶 , 與 日 方 合作 成 立 南 京 國 民政 

府 。 當 時 許多 通 敵 合作 派 人 士 視 已 為 愛 國 主 義 者 , 其 認為 與 難以 迥 

避 勢 力 合作 , 都 不 會 比 西方 帝國 主 義 還 令 人 反 威 。 這 些 人 士 多 半 將 



6 吉 時 女 性 (1928-1941 ) 

此 稱 之 為 「 合 作 」。 
1937 年 淆 濕 會 戰 後 , 日 方 在 上 海 當 地 扶植 由 地 方 官 僚 組 成 的 

r 大 道 市 政府 」。” 上 海 公共 租界 和 法 租界 到 1941 年 為 止 仍 由 外 國 勢 

力 管轄 , 更 在 日 軍 占 領 上 海 後 形成 「 孤 島 」。 上 海 淪陷 區 當 時 雖 歷 
經 大 小 陰謀 、 暗 殺 、 特 務 間 諜 與 幫派 活動 , 但 城市 生 活 卻 仍 一 如 既 
往 , 

當 時 的 經 濟 壓力 造成 更 多 未 婚 女 性 成 為 勞動 力 , 且 讓 單身 女 性 

為 了 繼續 工作 而 遲 婚 。”1938 年 成 立 於 上 海 的 「 中 國 職業 婦女 俱 樂 

部 」," 主 要 由 未 婚 白領 商 界 女 性 、 教 育 工作 者 、 公 務 員 及 醫護 人 員 

等 約 千 名 會 員 所 組 成 。 該 俱樂部 提供 人 脈 社 交 機 會 、 店 家 折扣 與 縫 

紉 班 , 參 與 社 福 義 工 , 且 開 辦 時 事 討論 會 、 職 業 相 關 課程 , 還 有 舉 
辦 歌 唱 、 騎 單車 、 游 泳 、 籃 球 、 排 球 和 話劇 團 等 休閒 活動 。 該 俱 樂 

部 成 為 女 性 一 個 討論 職場 性 別 歧 視 的 園地 , 同 時 讚揚 「 職 業 婦女 」 

這 個 圍繞 在 工作 與 群體 休閒 的 新 社會 身分 。 該 俱樂部 也 替 活躍 於 華 

中 的 共 黨 新 四 軍 募 款 , 雖 然 會 員 或 許 末 意識 到 創辦 人 茅 麗 瑛 是 共產 

黨 黨 員 。 此 俱樂部 表 面 看 似 正常 , 實 則 卻 不 堪 一 擊 。 在 茅 麗 瑛 接 獲 

死亡 恐嚇 、1939 年 於 上 海 街 頭 疑似 遭 汪精衛 政權 特 務 暗 殺 後 , 該 俱 

樂 部 就 此 解散 。 
這 場 戰 爭 迫 使 上 海 周 邊區 域 百 姓 湧 入 公共 租界 , 當 地 因而 形成 

幾 百 處 收容 數 萬 名 戰爭 難民 避難 所 。 這 些 難 民 避 難 所 也 成 為 中 國 共 

96 Brook 2005, 9 以 及 與 此 相 關 的 資料 。 在 頁 24-25, 他 觀察 到 由 於 相 對 將 女 性 排除 於 政 

治之 外 , 而 較 不 可 能 成 通 敵 合作 人 士 。 關 於 通 敝 合作 的 學 界 論 遠 黃 整 , 可 見 Smith 
2007, 3-8。 

97 Brook 2005, 162-65.[ 編 按 〕 : 淋 濕 會 戰 又 稱 「 八 一 三 戰役 」、「 上 海戰 役 」 或 日 稱 

「 第 二 次 上 海事 變 」。 
98 關於 1937 年 和 1941 年 上 海 暈 殺 、 罪 犯 及 恐怖 活動 , 見 Wakeman 1996; Brook 2005, 

184-85; Edwards 2016b, 137-57。Chen 2014 探究 戰 時 上 海 各 生 活 飛 面 的 性 別 偏見 。 

99 Lien 2001, 147-48. 
100 Lien 2006. 關於 公務 體系 中 的 性 別 歧視 亦 見 Lien 2001, 15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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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黨 發 展 之 地 。 來 自 他 鄉 的 逃難 者 相 當 意外 , 公 園 約 會 情侶 會 出 
現 依 俱 相 親 這 般 公 開 示愛 的 舉動 ;1939 年 某 難民 提 到 ,「 一 個 綠 髮 

修 垂 的 , 粉 臉 朱 唇 的 , 高 跟 鞋 襪 的 , 花 枝 招 展 的 新 女 子 , 跟 著 一 個 

油 頭 粉 面 , 西 裝 革 履 的 年 輕 人 , 上 且 行 且 笑 ,....“‧ 這 種 樣子 , 在 內 地 

一 定 給 人 當 著 話 柄 , 說 這 是 肉麻 當 有 趣 」。 ” 像 是 上 海 永 安 百 貨 等 

大 型 百 貨 公司 在 孤島 時 期 仍 生 意 興 隆 , 當 時 選用 女 性 販 售 化 妝 品 、 

文 具 和 糖果 , 以 及 擔任 服裝 模特 兒 ‧ 

戰 時 夜 上 海 依舊 蓬勃 發 展 。 戲 院 場 場 爆 滿 。 公 開 支持 民族 主 

義 雖然 危險 , 但 多 數 作家 想 規避 當 時 日 本 大 東亞 共 榮 圈 論述 , 因 而 

寫 些 愛 情 、 家 庭 和 城市 日 常 等 題材 。” 當 時 由 全 女 戲班 演出 愛 情 故 
事 的 越 劇 , 深 受 中 產 女 性 戲迷 以 及 有 錢 逃 難 者 的 爭 相 追捧 , 因 而 形 

成 一 種 城市 主 流 文 化 。 極 力 要 擺脫 戲子 與 娼妓 皆 為 下 九 流 之 社會 地 

位 , 越 劇 女 明星 試圖 避免 八 卦 或 與 任何 性 醜聞 沾 上 邊 , 但 有 些 則 如 

第 5 章 提 及 的 阮 玲 玉 , 受 盡 流 言 莖 語 而 自 殺 。 

上 海 租界 工 部 局 在 戰 時 仍 持續 發 照 給 娼妓 。 ” 歌 舞廳 選 用 愈 來 

愈 多 中 國 舞女 , 而 許多 年 輕 人 晚上 會 涌 入 此 地 玩樂 。 當 時 日 本 扶植 

的 上 海 特 別 市 政府 之 運作 支出 , 仰 賴 這 些 歌舞 廳 和 賭場 稅收 , 而 幫 

派 分 子 成 為 活躍 上 海 各 行 各 業 的 投資 者 、 管 理 者 , 以 及 保護 費 索 討 

者 。 眾 多 報刊 雜誌 熱衷 於 報導 當 時 的 舞廳 文 化 , 鉅 細 彩 遺 刊 出 舞女 

101 Yeh 2007, 170: 萌 於 上海 難民, 亦 見 Chen 2012, 143-48; Stranahan 1998, 223-27; 

Zurmdorfer 2013, 73-76。 

102《 上海 生 活 》( 1939 年 10 月 ) , 轉 引 自 Jiang 2009, 17。[〔 編 按 〕 : 此 段 引 自 徐 大 風 , 

〈 上 海 的 新 印象 )《 上 海 生 活 》3:10 (1939): 17 。 
103 Yeh 2007, 152-63, 170, 173-74, 181-83;Lien 2001,. 143. 
104 Honig 1986, 35; Jiang 2009, 3-4, 18-25, 51, 58-59, 79-80, 115-32, 頁 57 中 指出 , 在 1930 年 

代 經 濟 大 蕭條 時 期 芽 絲 業 沒 落後 , 許 多 來 自 越 劇 起 源 地 的 浙江 女 性 成 為 越 劇 演員 = 

105Jiang 2009, 60-75. 
106 Hershatter 1997, 206, 223-24 : 關於 各 種 規範 和 查緝 娼妓 計 畫 以 及 上 海 失敗 案例 , 見 

Henriot2001, 322-25。 關 於 日 本 當 局 對 天 津 晶 妓 進 行 嚴格 體檢 , 見 Rogaski 200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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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行 的 種 種 紀實 報導 。 戰 爭 開 始 幾 年 後 , 上 海 當 局 清查 並 發 照 給 “hs 
舞女 ' 且 此 管理 作法 亦 延 續 至 戰 後 和 

上 海 公共 租界 內 棉 紡 廠 亦 在 此 時 蓬勃 發 展 。 當 時 政治 環境 的 改 
變 亦 賦予 地 下 共產 黨員 新 機 會 , 得 以 抗日 救亡 之 民族 大 義 來 組 織 發 
展 上 海 工 人 運動 。 共 產 黨 並 非 試 圖 籌 組 地 下 工會 , 而 是 改變 組 織 策 
略 ,' 開 始 透過 同 鄉 會 與 其 他 工人 所 屬 職業 團體 來 運作 。 層 當 中 包括 
第 5 章 提 及 的 姐妹 會 , 還 有 基督 教 女 青年 會 開 設 的 夜校 。 在 與 棉 紡 
廠 女 工 接觸 往來 、 結 拜 為 姐妹 後 , 共 產 黨 幹 部 就 會 吸收 當 中 某 些 人 
入 黨 。 在 這 些 組 織 幹 部 帶 領 下 , 許 多 女 工 透過 偷竊 、 蓄 意 破 壇 設 備 
與 請 工 等 低調 行 事 , 以 暗中 破壞 日 資 棉 廠 生 產 運 作 。 

要 重建 當 時 女 性 究竟 如 何 看 待 自 己 在 這 些 活動 中 所 展現 更 廣泛 

的 政治 意 涵 , 確 有 其 難度 。 但 顯然 , 這 些 女 性 勉強 餓 口 與 保 求 平安 
之 日 常 需求 , 與 抗日 組 織 訴 求 有 共通 之 處 , 且 確實 產生 出 一 種 流 潑 

一 氣 的 意識 。”1941 年 12 月 珍珠 港 事 件 後 , 日 方 接收 英 、 美 資 棉 

廠 , 而 有 些 棉 紡 廠 亦 隨 戰 事 蔓 延 轉 而 生 產 軍服 , 並 把 其 他 工廠 機 具 
熔 來 製作 彈藥 。 到 了 1943 年 , 棉 紡 廠 工 人 僅 剩 幾 千 人 , 而 失業 棉 紡 
工 只 好 找 些 散 工 、 到 處 擺 攤 和 走私 來 維 生 。! 

日 本 占領 區 內 的 婚姻 與 離婚 訴訟 , 還 有 女 性 刑事 案件 , 皆 沿用 
南京 十 年 時 期 之 法 令 規範 。” 當 時 男性 經 常 不 在 家 , 而 不 再 是 家 中 
的 經 濟 支柱 。1942 年 北京 離婚 訴訟 之 中 , 有 77% 是 女 性 提出 的 , 且 
當 中 過 半 皆 以 遺棄 為 由 。 “當 時 訴 請 離婚 的 女 性 在 庭 上 供 稱 , 丈 夫 

107 Field 2010, 179-99,211-15,225-32. 

108 Perry 1993, 109-15. 關 於 此 時 期 共產 黨 在 絲 織 工 之 間 所 扮演 的 角色 , 見 頁 208-9。 針 對 
上 海地 下 黨員 整體 策略 , 見 Stranahan 1998, 210-13, 217。[〔 編 按 〕 : 亦 即 同 鄉 會 , 見 
Perry 1993 引 劉 少 奇 〈 關 於 白 區 職工 運動 的 提 網 》 。 

109 Honig 1986, 224-29. 
110 Honig 1986, 34-36, 108, 126-28, 184, 199-200. 
111 Bermhardt 1994: Kuo 2012a: Glosser 2003,. 110-28. 

112 Bernhardt 1994, 195-196, 而 1940 至 1942 年 間 , 上 海女 性 訴 請 離婚 比 例 則 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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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 家 找 工作 後 就 失蹤 , 或 是 沒 辦法 匯 錢 回 家 , 使 得 家 中 妻子 得 自 食 

其 力 扶養 子女 。 當 時 國 民政 府 軍人 之 妻 與 丈夫 因 戰 爭 分 隔 數 年 而 難 

以 聯繫 , 就 算 過 去 有 匯 錢 回 家 , 戰 亂 當 前 實在 心 有 餘 而 力 不 足 (要 

入 伍 當 兵 的 男子 把 那 丁點 微薄 軍 餡 寄 回 家 、, 實在 強 人 所 難 )。 針 對 這 類 案 

例 , 法 院 往往 會 予以 判 離 。 

當 時 的 選 妻 現象 同 樣 引 人 注目 。 對 經 濟 狀況 、 生 活 安排 方式 

或 另 一 半 對 待 方式 不 滿 的 女 性 , 往 往 就 會 離 家 不 見 蹤影 。 逃 妻 在 過 

去 的 清 代 是 有 罪 的 , 但 後 來 已 不 再 構成 犯罪 。 當 時 對 婚姻 不 滿 的 妻 

子 , 不 管 正式 離婚 與 否 , 最 常 就 是 去 找 另 一 個 男人 結婚 來 解決 。 償 

若 已 透過 警方 搜查 、 登 報 或 是 聯繫 親朋 好 友 仍 遍 尋 不 著 妻子 下 落 , 

丈夫 在 妻子 失蹤 逾 3 年 或 證明 對 方 惡 意 遺 棄 者 , 得 以 訴 請 離婚 人 

遇 到 逃 妻 的 丈夫 , 也 會 控告 其 他 男人 誘 揚 、 重 婚 或 通姦 。 

1930 年 《 民 法 》 在 日 本 侵華 期 間 仍 具 效 力 。 如 第 5 章 詳 述 , 當 

時 的 《 民 法 》 欲 尋求 婚約 當 事 人 男女 平等 。” 但 對 當 時 北京 淪陷 

區 胡同 陋 巷 內 的 貧 婦 來 說 , 每 天 在 意 的 問題 並 非 自 己 在 家 中 次 娶 的 

地 位 。 卻 是 要 擔心 丈夫 太 窮 或 失蹤 , 自 己 找 不 到 固定 工作 、 物 價 磊 

漲 , 上 且 真 有 可 能 因此 餓死 。 面 對 如 此 窘境 , 女 性 會 找 些 手 工 、 去 當 

家 庭 幫 食 、 下 海 賣身 、 從 事 人 口 販 運 , 以 及 走私 鴉片 和 穀 糧 等 散 

工 。 她 們 也 會 選擇 逃跑 , 以 實際 行 動 來 結束 婚姻 。 “1930 年 這 部 

《 民 法 》 或 許 帶 有 五 四 精神 , 但 當 時 北京 胡同 陋 巷 的 普遍 認知 , 男 

人 須 提 供 妻 子 生 活 所 需 , 不 然 她 大 可 另 謀 生 路 。 

淪陷 區 外 許多 大 城 的 男性 , 不 是 受 國 民政 府 軍 徵 台 入 伍 , 就 是 

113 Ma2015,. 86-119. 
114Glosser 2003, 113-21: Ma 2015, 全 書 各 處 。 
115Ma2015.110. 
116 Ma2015.3. 15-119. 125-31, 165, 223, 249, 257,269, 272,318. 

117Ma2015,4,3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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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 日 軍 強 迫 勞 動 而 失蹤 。 由 於 當 時 出 門 在 外 走動 會 有 危險 , 因 而 許 
多 女 性 會 待 在 家 。 成 千 上 萬 遭 騙 或 誘拐 的 女 性 被 送 到 軍 中 妓院 , 而 
淪 為 蔡 日 軍 提供 性 服務 的 「 慰 安 婦 」。 其 他 必須 得 在 外 走動 的 女 

性 , 就 得 要 仔細 偽裝 自 己 。 出 身 離 上 海 不 遠 村 子 的 陳 慧 卿 回 憶 道 : 

日 本 人 一 直 在 找 「 賣淫 女 」。 待 我 長 大 要 下 田 工作 時 , 得 假 

裝 自 己 是 個 醜陋 老 婦 人 。 我 拿 鍋 背 焦 灰 往 臉 上 滲 、 穿 上 母親 

又 寬 又 大 的 舊 衣 ,' 腰 間 再 綁 上 破 工作 裙 、 戴 上 奶奶 的 頭 中 。 

當 奶奶 、 母 親 跟 我 下 田 時 , 我 會 站 在 兩 人 中 間 。 每 當 日 軍 經 

過 時 , 我 儘 可 能 站 在 溝 裡 或 蠻 著 腰 呈 ee 

戰 時 女 性 在 公開 場合 露臉 是 很 危險 的 。 然 而 一 如 江西 蘇 區 女 性 、 戰 

地 護理 人 員 及 無 數 女 工 與 女 農 的 經 驗 , 戰 時 女 性 勞動 更 是 不 可 或 
缺 。 

118Lary 2010, 25-26, 68, 100, 118. 關 於 軍 中 冉 安 婦 及 個 人 證詞 , 見 Qiu 2013, 當 中 估算 中 

國 慰安 婦 約 有 20 萬 人 (38)。 
119 Chen 2015,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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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深 陷 戰爭 期 間 , 女 性 勞動 力 強化 了 日 本 占領 區 的 抵抗 、 

民政 府 統治 區 重建 與 共 黨 掌 控 區 內 革命 事業 之 進 展 。 與 此 同 時 , 女 

性 象徵 亦 被 重 塑 為 刻苦 耐勞 及 堅 咎 不 拔 之 展現 , 而 非 過 去 的 現代 性 

或 是 社會 轉 變 之 形象 。 

自 1937 年 起 , 國 共 兩 黨 正 式 展開 「 第 二 次 國 共 合作 」, 以 共同 

抗日 。 但 雙方 原 本 該 是 盟友 的 合作 關係 卻 依 舊 緊 張 , 並 在 1941 年 國 

民政 府 軍 摧毀 共 黨 新 四 軍 根 據 地 後 ', 這 種 關係 時 不 時 爆發 成 公開 衝 
突 。 

到 了 1939 年 , 大 部 分 國 民政 府 機 構 、 大 學 和 城市 專業 人 士 陸續 

撒 出 淪陷 區 , 選 都 至 中 國 西南 大 後 方 。 這 些 人 將 婦女 教育 在 內 等 種 

種 改革 議題 , 帶 入 國 民政 府 勢力 當 時 革 長 莫 及 之 區 域 。 但 眼前 當 務 

之 急 在 於 因應 戰事 , 而 非 性 別 改 革 , 加 上 國 民政 府 全 力 動員 城鄉 婦 

女 進 行 戰 時 支援 。 

共 黨 幹部 在 以 延安 為 中 心 、 還 有 華北 淪陷 區 建立 的 革命 根據 

地 , 動 員 農 村 婦 女 勞動 來 支援 共 黨 軍事 擴張 。 由 於 日 軍 占 領 加 上 國 

民政 府 封 鎖 , 因 而 阻礙 許多 物資 進 入 共 黨 勢力 範圍 (解放 區 )。 共 產 

黨 根據 地 政府 , 號 召 當 地 婦女 在 男性 從 軍 之 際 接 手 多 數 農務 , 並 組 

織 分 配 婦女 製作 衣物 、 埋 子 和 其 他 物品 , 努 力 讓 革命 根據 地 盡 可 能 

自 給 自 足 。 在 此 同 時 , 有 別 於 五 四 時 期 或 江西 蘇 區 時 期 , 共 產 黨 因 

顧慮 到 農民 頑強 抗拒 婚姻 改革 , 而 對 家 庭 與 婚姻 態度 轉 趨 保 守 。 
1945 年 第 二 次 世界 大 戰 結 束 之 後 , 國 共 內 戰 迅 速 延 燒 中 國 。 部 

分 地 區 陷入 圍城 和 對 陣 戰 , 而 某 些 地 區 則 不 戰 而 轉 投靠 共 黨 。 本 章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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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將 簡要 回 顧 1940 年 代 末期 , 以 及 幾 十 年 戰爭 後 的 社會 所 成 形 的 

性 別 化 輪 庄 。 

重慶 及 周遭 之 地 : 流 落 上 江 的 下 江 婦 女 

數 以 千 計 知識 女 性 因 抗戰 流離 失 所 , 一 路 從 中 國 沿海 的 日 本 占 

領 區 撤退 至 川 、 滇 等 內 陸 省 分 。 日 軍 攻略 武 漢 後 , 蔣 介 石 於 四 川 生 

慶 建 立國 民政 府 戰 時 陪 都 。 重 慶 人 口 在 抗戰 初期 增加 1 倍 以 上 。 政 

府 將 淪陷 區 的 中 、 高 等 學 校 師 生 , 大 規模 內 尖 至 西南 大 後 方 。 當 時 

恩 校 的 中 學 當 中 , 有 女 校 以 及 男女 同 校 。 淪陷 區 內 的 幾 間 知 名 大 

學 在 雲南 昆明 , 共 組 「 國 立 西南 聯合 大 學 」 ( 簡稱 西南 聯 大 ) 。 當 時 

男 學 生 以 徒步 方式 , 而 教師 和 女 學 生 則 搭 火車 途經 越南 輾轉 來 到 所 

明 。 

當 時 該 地 區 不 常見 到 女 學 生 。 有 些 女 學 生 暫 住 在 昆明 南 郊 , 選 

就 是 在 當 地 某 錫 商 宅 工 一 面 所 充當 的 女 生 宿舍 之 中 。 某 歷史 學 者 曾 

寫 道 , 每 當 女 學 生 要 離開 該 宅 釣 時 , 

她 們 都 得 經 過 這 群 方 圖 幾 里 內 來 的 好 奇 圍觀 者 , 這 些 人 不 時 

來 打 探 初來乍到 的 外 地 人 -、“."““ 要 是 穿 高 宙 旗 袍 和 肉色 絲襪 的 

聯 大 女 生 敢 走 進 擁擠 的 店 舖 或 館 子 ' 就 得 一 隻 手 不 知 不 學 

她 一 一 那 並 非 下 流 老 男人 猥 衰 的 手 , 而 是 婦 矣 伸 出 的 小 手 , 

只 是 想 瞧 瞧 這 自 由 奔放 年 輕 女 子 在 這 撩 人 外 衣 下 是 否 有 穿 任 

何 衣物 。 

這 些 城市 年 輕 人 的 男女 社交 行 為 , 對 該 地 來 說 還 算 陌 生 。 當 地 人 不 

1_Liu 2013. Schneider 2011. 57-80, 96-97, 128-42 探討 了 戰 時 婦女 教育 目的 、 家 庭 教育 重 

要 性 、 覽 妻 良 母 主 義 及 大 學 家 政 課程 議題 持續 論戰 。 

2。Spence 1981, 314; Israel 1998.[ 編 按 」: 國 立 西南 聯合 大 學 由 北京 大 學 、 清華 大 學 與 南 

開 大 學 組 成 。 抗 戰 結 束 三 校 復 校 後 原 址 改 為 雲南 師範 太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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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 年 輕 男 女 並 肩 而 行 , 而 男女 外 出 散步 時 會 遭 當 地 警察 打 。 未 因 
此 放棄 的 工 學 院 男 學 生 , 常 常 得 長 途 跋涉 (即 所 謂 「 馬 拉 松 」) 去 探 
訪 住 校 的 女 友 。: 

當 時 的 重慶 , 來 自 華東 華中 的 「 下 江 」 婦 女 輾轉 流落 至 長 江 
上 游 的 四 川 , 這 個 相 對 不 受 數 十 年 來 城市 變遷 的 社會 之 中 。 下 江 女 
教師 開 始 在 四 川 當 地 學 校 教書 。 洛 海地 區 來 的 女 明星 成 了 當 地 文 化 
一 景 。 社 交 舞 、 裙 子 、 高 祝 旗 袍 及 燙 捲髮 , 紛 紛 出 現在 遭受 戰 時 通 
膨 、 民 生 物資 短缺 、 配 給 制度 和 反覆 猛烈 林 炸 的 圍城 之 中 。* 婦 女 
加 入 「 空 襲 服 務 隊 」, 協助 引導 民眾 前 往 蓋 在 懸崖 邊 的 防空 洞 躲 空 
龔 , 並 照料 幾 千 位 傷 患 。? 

為 了 進 行 戰 時 全 民 動 員 , 國 民政 府 重啟 新 生 活 運 動 , 而 婦女 成 
為 當 中 主 要 籌劃 者 。“ 戰 前 新 生 活 運 動 強 調 女 性 為 人 妻 為 人 母 之 角 
色 , 但 官方 壁 劃 的 戰 時 婦女 角色 則 有 所 擴 增 。 以 宋 美 敲 為 首 的 國 民 
黨 高 官 夫人, 皆 成 為 「 新 生 活 運動 婦女 指導 委員 會 」 成 員 。 抗 戰 初 
年 , 二 次 國 共 合作 尚未 破裂 前 , 共 黨 幹部 也 參與 其 中 。* 

同 時 在 重慶 , 安 排 女 性 公務 員 進 入 「 新 生 活 運 動 婦女 工作 隊 」 
募 資 、 準 備 軍用 補給 包 , 及 張 貼 宣傳 標語 與 壁報 。 她 們 也 協助 抗戰 
初期 滲入 當 地 的 難民 救濟 工作 , 開辦 小 型 手工 藝 廠 來 選用 難民 婦 
女 。 這 包括 宋 美 當 時 所 推 動 的 「 松 溉 實驗 區 」 特 別 計 畫 。 該 實驗 

3 Israel 1998, 64-67, 233.〔 編 按 〕 : 此 段 引文 參照 謂 書 中 譯本 加 以 修 潤 , 見 餓 佳 菜 譯 , 
《 戰 爭 與 革命 中 的 西南 聯 大 》( 北京 : 九 州 出 版 社 ,2012) 頁 55-56。 

4 Li2010, 52-53, 47-49; Lary 2010, 87-88; Ferlanti 2012, 206. 
5 Ferlanti 2012, 206-7. 關 於 四 川 賤 村 婦 女 新 生 活 運動 工作 , 見 X. Sun 2008, 188-230。 
6 Ferlanti 2012, 191: X. Sun 2008, 125-235; Schneider 2012: Zurndorfer 2013, 86-87. 關於 重慶 

婦女 組 織 調 查 , 見 Li2010, 20-22。 
7 Edwards 2008a, 206. 

8_Ferlanti 2012, 193, 200-201; Howard 2013, 1894, 1910-11: X. Sun 2008, 136-37; Schneider 
2012; Pan 1997, 121; Ma 2010, 317-18, 

9 Ferlanti 2012. 188, 191, 193. 198-204; Schneider 2012; Schneider 2013; Pan 1997, 121-22 : 

關於 家 庭 主 婦 在 這 些 活 動 中 的 角色 , 見 X.Sun 2008, 17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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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內 主 要 開 了 家 紡織 廠 , 招 聘 幾 百 個 婦女 , 還 有 建 了 一 座 農場 。 該 

區 內 景觀 環境 宜人 (因為 某 女 性 提 到 「 蔣 夫人 很 喜歡 花 」) 、 設 有 一 所 

醫療 診所 、 一 座 圖 書 館 , 並 提供 社會 服務 , 還 有 開 設 給 女 工 與 難民 

兒童 的 學 校 。 

婦女 指導 委員 會 鄉村 服務 組 幹部 , 會 下 鄉 去 開 辦 識字 班 、 訓 

練 農 婦 現 代 衛 生 觀念 與 打 理 家 務 技 能 , 並 推 動 合作 社 制度 。 透 過 此 

組 織 模式 , 讓 相 對 有 特 權 的 城市 女 性 來 動員 教育 程度 不 高 的 婦女 , 

而 有 改善 日 常 生 活 及 強化 戰備 這 兩 種 目的 。 知 識 女 性 更 透過 這 些 工 

作 , 為 戰 後 擴大 參政 打 下 基礎 。 

重慶 和 昆明 地 區 的 戰 時 製造 產業 招募 年 輕 女 工 ' 同 時 聘請 了 

下 江 難 民 與 當 地 農婦 。!“ 到 了 1945 年 , 估 計 重 慶 40 萬 女 性 當 中 有 

3/4 都 出 外 就 業 , 到 工 、 商 及 服務 業 等 產業 工作 。 當 時 重慶 新 工廠 

中 , 有 4 家 是 自 上 海內 遷 至 長 江上 游 地 區 的 大 型 棉 紡 廠 。 女 工 約 占 

重慶 紡織 廠 整體 勞力 的 70%, 而 其 中 有 些 成 為 技術 性 工人 和 經 理 。 

但 重慶 這 1.3 萬 女 工 的 工作 條 件 , 與 幾 十 年 前 上 海女 工 的 境遇 不 相 

上 下 : 一 天 上 12 小 時 班 、 幾 乎 無 法 短暫 用 餐 休 息 、 不 停 趕工 、 安 全 

防護 設施 不 足 、 駭 人 聽聞 的 工 安 意外 、 為 防 偷 夾 帶 棉紗 而 當 眾 進 行 

令 人 難堪 的 搜身 、 擁 擠 且 臭 氣 薰 天 的 宿舍 、 肺 益 狙 纖 ‧, 還 有 嚴禁 工 

10 Li 2010, 97, 123-27, 引 自 頁 124。[ 編 按 〕 : 此 指 新 生 活 運 動 婦 女 指導 委員 會 1938 至 

1945 年 間 。 於 四 川 永 川 縣 松 溉 建立 起 一 個 「 紡 織 宇 驗 區 」。 此 身 內 容 , 參 見 孝 丹 柯 

著 ‧《 女 性 , 戰 爭 與 回 憶 : 三 十 五 位 重慶 婦女 的 抗戰 講述 》, 頁 217-20。 

1l_Sehneider 2012; Schneider 2013.Schneider 2011, 148-69, 分 析 了 「 家 庭 教育 實驗 區 」 之 

創設 , 有 包含 家 政 專家 在 內 的 教育 工作 者 , 來 教導 農村 婦女 與 兒童 , 並 加 強 家 庭 管 

理 、 手 工 製作 及 國 政 議題 意識 。 
12 Lary 2010,97,99; Howard 2013, 1904. 

13 Howard 2013, 1894; Zumdorfer 2013, 87. 有 關 戰 時 成 都 女 服務 生 進 入 茶館 業 、 其 工會 活 

動 , 及 其 面 對 服 務 生 和 顧客 騷擾 , 可 見 Wang 2004。 有 關於 兵工廠 工人 妻子 負責 洗 

衣 , 並 擔任 奶媽 + 見 Howard 2004, 100。 

14 Howard 2013, 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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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71 1940 年 重慶 棉 紡 廠 女 工 

出 處 :Photo by Harrison Forman. From the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lty of Wisconsinm-Milwaukee Librar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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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結婚 等 情況 。 當 時 工廠 人 員 流 動 率 高 , 但 婦女 往往 只 換 工作 , 
並 非 離 開 勞動 人 力 市 場 。 她 們 並 非 熱 切 想 重 回 貧苦 清寒 家 庭 、 包 辦 
婚姻 或 過 著 完全 待 在 家 中 的 生 活 。 

婦女 指導 委員 會 及 轄 下 婦女 工作 隊 , 積 極 投 入 當 地 工廠 女 工 活 

動 , 還 有 安頓 自 武漢 撤退 到 重慶 的 女 工 。 她 們 開 設 女 工 識字 班 , 強 
調 婦 女 「 增 產 報國 」 之 責 。 ' 如 同 當 時 的 課本 所 寫 ,「 大 哥 上 戰場 , 
大 嫂 進 工廠 ;, 大 哥 在 前 線 殺 敵 , 大 嫂 在 後 方 努力 生 產 , 前 線 後 方 一 

條 心 , 打 走 鬼 子 享 太 平 」。 

婦女 工作 隊 發 覺 , 女 工 對 長 工 時 、 低 薪 還 有 經 理 濫 權 不 滿 。" 

讀書 識字 賦予 當 時 女 工 表 達 種 種 個 人 不 滿 的 新 政治 語彙 , 亦 培養 出 

延續 至 戰 後 的 激進 運動 習慣 。1947 年 , 豫 豐 紗 廠 女 工 寫 信 向 蔣介石 

陳情 , 信 中 指出 女 工 已 「 盡 全 力 去 完成 國 家 經 濟 重建 之 責 」, 但 在 
報國 之 際 還 遭 到 工會 幹部 性 騷擾 , 而 出 來 抵抗 者 甚 會 被 威脅 。 女 工 

替 自 己 爭取 賠償 , 並 要 求 當 局 嚴懲 加 害 者 。~ 女 工 在 學 會 盡 國 民義 
務 之 時 , 同 時 亦 意 識 到 自 身 的 集 體 權益 。 

國 民政 府 在 戰 時 持續 婦幼 健康 工作 , 並 將 此 與 優生 與 國 力 觀 

點 加 以 連結 。 重 慶 市 衛生 局 新 設 婦幼 醫院 和 8 間 診 所 , 提 供 免 費 產 

前 、 產 後 照護 及 助產士 專業 訓練 。 即 便 頻 遭 空襲 被 迫 遷 址 , 診 所 仍 

繼續 執業 。 國 民政 府 當 局 強 調 國 家 強盛 與 否 , 有 賴 婦女 「 生 下 體 建 

兒童 , 且 自 己 保 持 健康 , 將 子女 教養 長 大 」。, 

15 Howard 2013, 1900-1901, 1913-17; Howard 2011, 523. 

16 Howard 2013, 1900-1902, 1905-07, 

17 Howard 2013, 1894,. 1908-11; Ferlanti 2012, 204, 208; X. Sum 2008, 232-34. 

18 Howard 2013, 1903。 筆者 稍微 更 動 翻譯 , 直 譯 成 “Big Sister works hard producing at the 

Rear"。[ 編 按 〕: 此 即 當 時 掃 盲 班 《 工 友 識 字 課本 》 課 文 ', 見 黃 淑 君 編 ,《 重 慶 工人 

運動 史 1919-1949》!( 重慶 : 西南 師 間 大 學 出 版 社 ,1986), 頁 <27。 
19 Howard 2013, 1923. 

20 Howard 2013, 1890-92, 1894-95. 

21 Bares 2012 ; 引文 出 自 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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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 時 內 遷 至 四 川 的 下 江 社 會 科學 家 及 服務 團體 , 曾 針對 農村 
人 口 進 行 調查 。 或 許 過 去 未 曾 有 過 紀錄 的 上 江 農 婦 生 活 , 因 此 也 部 
分 出 現在 田 調 報告 之 中 。~” 如 社會 人 類 學 家 伊 莎 白 . 柯 魯 克 (lsabel 
Crook) 和 俞 錫 殘 曾 在 重慶 壁 山 興隆 場 住 了 一 年 , 替 「 中 華 全 國 基 
督 教會 」 進 行 鄉村 建設 計 畫 需求 評估 。 興隆 場 在 當 時 是 個 熱鬧 的 市 
鎮 ' 但 週邊 村落 土地 不 足 , 且 耕地 小 到 無 以 養活 當 地 人 家 。 經 調 
查 , 當 地 過 半 為 貧 戶 。 農 民 種 稻 去 賣 , 但 自 己 卻 買 不 起 , 而 得 吃 玉 
米 、 豆 子 及 番薯 等 廉價 食糧 來 餓 口 度 日 。 

當 地 農戶 靠 著 婦女 勞動 而 得 以 存活 下 去 。 農 婦 負 地 除草 , 還 
幫忙 割 稻 , 在 較 不 肥沃 高 地 上 種 些 主 食 、 種 菜 、 養 豬 養 雞 、 打 點 三 
餐 、 縫 洗衣 物 、 照 顧 小 孩 , 還 得 外 出 打 零工 。 婦 女 成 為 該 區 域 零 工 

主 力 。” 她 們 也 刷洗 製作 綿 毛 刷 的 豬 毛 、 曬 草藥 、 備 好 製 線香 用 的 
香 粉 、 取 棕櫚 葉 製 斗 等 , 還 有 紡 紗 織 棉 等 手工 品 到 市 場 上 去 賣 。? 

婦女 會 把 將 自 製 產品 放 在 藤 籃 中 , 揹 到 市 場 上 去 賣 。 當 時 街 上 做 生 
意 的 有 1/5 是 寡婦 , 且 市 場 大 部 分 攤位 則 為 貧困 婦女 經 營 。 中 年 卦 

姑 會 在 市 集 開 市 日 幫 人 占卜 間 卦 , 而 主 要 上 門 的 女 客人 會 來 蔡 家 人 
占 病 解 卦 。 然 而 , 未 婚 女 性 則 不 會 上 市 集 。 而 重要 的 是 , 在 這 個 四 

川 鄉 下 , 待 嫁 半 女 得 要 避免 出 入 陌生 人 眾多 的 公共 場所 。7 
興隆 場 仍 延續 父母 之 命 、 媒 奴 之 言 的 包辦 婚姻 , 且 婚禮 有 時 過 

於 鋪張 到 辦 喜 事 的 人 家 無 以 負擔 。~“” 柯 魯 克 和 俞 錫 殲 留意 到 一 些 當 
時 鄉村 與 城市 廣泛 出 現 的 逃 妻 案例 。 當 妻子 不 滿 家 中 貧困 、 遭 婆婆 
虐待 或 遭 丈 夫 毆 打 、 又 或 者 丈夫 失蹤 , 就 會 直接 離 家 出 走 , 到 鄰近 

22 關於 費 孝 通 1938 年 到 雲南 進 行 農村 調查 , 見 Bossen 2002。 
23 Crookand Gilmartin 2014,45, 62,. 54,66, 
24 Crookand Gilmartin 2014, 73, 75-77, 81. 
25 Crook and Gilmartin 2014. 25-26, 35, 192-95. 
26 Crookand Gilmartin 2014, 2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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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鎮 給 別人 家 當 媳婦 。 假使 原 丈夫 順利 找 到 逃 妻 , 最 常見 就 是 二 婚 

夫 家 付 筆 錢 給 原 夫 家 了 事 , 而 這 無 須 法 院 判 決 。 這 就 如 同 當 時 大 多 
數 中 國 農村 狀況 , 國 民政 府 雖 在 法 律 上 力行 婚姻 與 離婚 改革 , 但 仍 

無 以 移 風 易 俗 。~ 

由 於 男性 隨時 可 能 被 國 民政 府 徵 招 入 伍 , 於 是 婦女 勞動 力 對 

當 時 農家 就 特 別 重要 。 而 徵兵 通常 則 是 強行 將 無 力 賄賂 的 貧 戶 男子 

帶 走 。 而 入 伍 男 子 帶 著 狂 銷 行 軍 , 在 軍 中 吃 不 飽 、 穿 不 暖 且 軍 餡 待 

遇 差 , 該 拿 到 的 配給 口糧 與 藥品 又 遭 貪 官 汙 吏 轉 賣 至 黑市 , 還 受到 

「 痾 疾 、 辣 瘡 、 膿 瘡 、 斑 疹 傷 寒 和 沙 眼 」 等 傳染 病 所 擾 。 某 美 國 對 華 
救濟 會 於 1943 年 曾 提 及 , 徵 招 上 前 線 的 士兵 中 有 78% 死 於 痢疾 。~ 

當 家 中 男子 入 伍 上 前 線 , 留 在 後 方 的 婦女 就 得 打 理 家 中 農地 , 還 有 
找 其 他 工作 來 養活 自 己 跟 子女 。~ 

如 同 稍 後 將 會 討論 的 共產 黨 婚 姻 政策 , 國 民政 府 最 在 乎 軍 中 同 
袍 婚姻 大 事 之 維繫 。1943 年 國 民政 府 頒 定 的 條 例 明 定 ,「 出 征 抗 敵 

軍人 在 出 征 期 內 , 其 妻 不 得 請 求 離 婚 」。 儘管 如 此 , 當 家 中 男子 踢 

強行 入 伍 而 消 聲 匿 跡 , 妻 子 為 求 活口 很 難 不 跟 別 的 男人 同 居 。 假 使 

出 征戰 士 最終 返 家 , 這 二 婚 丈 夫 會 付 筆 錢 給 當 事 人 再 討 個 媳婦 。 
即 使 遠離 前 線 ', 農 村 百 姓 仍 難 逃 戰 禍 之 波及 。 當 時 河南 以 東 已 

遭 日 軍 攻 陷 , 而 以 西 則 為 國 民政 府 統治 區 。 當 時 的 男性 不 是 被 迫 入 

伍 而 消失 、 就 是 跑 去 躲 兵 單 , 不 然 就 是 離鄉背井 找 工作 , 而 留 在 家 

鄉 的 婦 務 就 得 扛 起 家 中 上 農 活 之 責 。 有 些 地 區 女 性 甚而 多 於 男性 , 扭 

27 Crook and Gilmartin 2014, 218-23. 關於 延安 選 妻 , 見 Cong 2016, 79-83。 

28 Spence 198l, 339-40; BarnesS 2012, 298 ( 引 文 出 自 頁 298)。 亦 見 Crook and Gilmartin 

2014, 240-45 。 

29 Lary 2010, 97. 

30 Glosser 2003, 118.〔[ 編 按 ] : 即 1934 年 4 月 國 民政 府 頒 訂 的 〈 出 年 抗 敵 軍人 黎 姻 保障 

條 例 》 第 2 條 規定 。 
31 Crook and Gilmartin 201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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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7.2 1942-1943 年 河南 婦女 剝 樹皮 當 食物 

出 處 :Photo by Harrison Forman.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Library, University 0 

Wisonsin-Milwaukee Libraries. 

轉 料 嬰 和 重男 輕 女 之 常態 。1941 年 某 政府 調查 指出 , 當 地 有 些 農 婦 

「 在 淪陷 區 內 賣 臨 , 或 把 沼澤 的 臣 化 土 呢 乾 製 成 硝 石 以 求生 計 。 還 

得 赤腳 或 半身 赤裸 忠 過 洪水 , 境 遇 之 便 慘 實在 前 所 未 聞 」。 

1942 年 大 旱 、 蝗 災 相 繼 侵 襲 而 造成 缺 糧 , 讓 當 時 河南 的 生 活 條 

件 更 加 惡劣 。 國 民政 府 並 未 及 時 賑災 , 反 要 求 當 地 農民 供應 駐軍 尊 

糧 。1942 至 1943 年 河南 因而 同 大 饑荒 ', 造 成 超 過 300 萬 人 死亡 ,', 也 

讓 300 萬 百 姓 流離 失 所 。 如 同 第 2 章 曾 提 及 ,1870 年 代 華 北 饑荒 期 

間 出 現 掠 賣 女 童 少婦 , 到 了 1942 年 底 也 出 現 相 同 狀況 。 時 任 美 國 

外 交 宮 員 謝 偉 思 (John Service ) 自 饑荒 災區 回 報 ,「 賣 婦女 的 價 格 

32。“Museolino 2015, 74-75, 78, 142-43, 151-55, 170。 引 文 出 自 頁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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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經 濟 蕭 條 時 期 的 普遍 行 情 ) 從 3 千 元 跌 到 僅 剩 十 分 之 一 」。~ 

到 了 1944 年 , 許 多 消息 來 源 指出 , 國 民政 府 統治 區 士氣 低落 。 

不 滿 情緒 形成 耳語 。 當 時 外 界 傳 得 沸沸揚揚 , 正 當 蔣 夫 人 宋美齡 到 

美 國 國 會 尋求 援助 之 際 , 蔣 介 石 在 外 面 有 了 一 兩 個 情婦 。 這 個 流言 
還 說 , 這 個 情婦 還 懷 了 蔣介石 的 孩子 , 而 宋 美 上 還 抱怨 , 蔣 介 石 只 

有 要 跟 情婦 幽會 時 才 會 戴 假牙 。 ” 蔣 、 宋 二 人 為 求 社會 改革 所 推 動 

的 「 新 生 活 運動 」 頓 時 也 淪 為 笑柄 。 

延安 時 期 : 勞 動 、 婚 姻 及 丁 玲 爭議 

與 此 同 時 , 婦 女 勞動 對 於 共產 黨 存續 , 還 有 開 聞 農 村 革 命根 遞 

地 愈 顯 重 要 , 而 這 些 根據 地 當 中 有 許多 是 在 日 本 右 領 區 之 內 。 

1935 年 , 共 產 黨 撤離 江西 進 行 長 征 一 年 後 , 毛 澤 東 帶 領 殘 軍 進 

入 陜 北 共 黨 革命 根據 地 。1936 年 , 延安 成 為 當 時 有 百 萬 居民 的 陝 甘 

寧 邊區 政府 首府 , 也 成 為 中 國 共產 黨 抗日 根據 地 。 即 使 地 處 窮 鄉 

僻 壤 之 境 , 加 上 自 1941 年 底 開 始 遭 到 國 民政 府 圍 制 , 但 延安 在 軍事 

上 較 華 北 、 華 中 其 他 根據 地 更 為 安全 。 中 國 共產 黨 在 此 擬定 出 戰 時 

計 畫 , 因 而 淡化 沒 收 土地 、 階 級 鬥 爭 和 婦女 解放 的 重要 性 , 而 更 著 

重 在 凝聚 人 心 , 以 完成 抗日 大 業 。 

以 三 個 層面 而 言 , 婦 女 成 為 此 戰 時 計 畫 之 關鍵 。 首 先 , 共 產 

黨 動員 婦女 進 行 經 濟 生 產 。 由 婦女 接手 農 活 工作 和 生 產 衣 鞋 之 責 , 

且 部 分 婦女 也 因此 有 勞動 女 英雄 之 美 稱 。 第 二 , 共 產 黨 高 層 試 圖 去 

33 Lary 2010, 126-28; Service 1974, 9-19, 引 文 出 自 頁 11。 
34 Service 1974. 93-96. 

35 Peck 1950,94-98. 

36 毛 軍 於 長 征 最 後 抵達 四 川 , 與 另 一 支 共 軍 會 師 後 , 接 著 再 到 陝西 。Benton 1992, xlii- 

Xliii。 關 於 延安 人 口 , 見 Spence 1981,309。 到 了 1946 年 , 延 安 人 口 (透過 還 移 及 其 他 
方式 ) 成 長 到 近 160 萬 人 , 其 中 有 750.704 人 為 女 姓 。Stranahan 1983,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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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顧 其 婚姻 改革 之 承諾 , 並 冀 剖 避免 與 須 尋 求 廣大 支持 的 農村 產生 

衝突 。 第 三 ' 共 產 黨 歡迎 城市 有 識 之 士 , 不 分 男女 到 延安 支持 抗日 

救國 大 業 , 雖 然 當 時 仍 努 力 想 要 如 何 將 這 些 人 納入 計 畫 之 中 。 而 這 

些 城 市 流亡 者 , 當 時 是 受 愛 國 主 義 感召 而 來 到 延安 。 當 中 許多 人 希 

比, 能 重啟 因 1927 年 國 民 黨 清 黨 而 中 斷 的 革命 大 業 。 但 都 市 知識 分 

子 發 現 ', 有 時 與 黨 內 高 層 意 見 分 歧 。 由 於 這 些 高 層 過 去 十 年 是 在 農 

村 軍 事 衝突 中 度 過 的 , 因 此 很 難 接受 知識 分 子 對 延安 當 時 包括 性 別 

在 內 等 許多 不 平等 的 批 評 。 當 中 就 以 知名 女 作家 丁 玲 的 爭議 事件 最 

受 矚 目 ,' 其 凸顯 延安 當 局 與 知識 分 子 的 磨合 過 程 並 非 一 帆 風 順 。 

經 濟 生 產 與 勞動 女 英雄 

在 革命 根據 地 , 共 產 黨 掌 控 了 政治 , 還 有 八 路 軍 與 新 四 軍 , 但 

黨 持 續 調 整 社會 政策 , 以 盡 可 能 爭取 更 多 群眾 支持 。 舉 例 來 說 ,' 不 

再 沒 收 地 主 土地 , 而 改 採 限 制 地 主 不 得 多 收 租 的 緩和 政策 , 另 外 由 

於 當 時 許多 農民 得 靠 借貸 才 能 過 活 , 於 是 設定 了 提供 農民 短期 借貸 

的 利息 上 限 。 當 時 舉辦 鄉 、 縣 級 地 方 選 舉 , 地 主 與 商 人 亦 可 參 選 , 

且 限定 共產 黨員 僅 能 占 1 席次 。 

當 時 解放 區 女 性 , 與 男性 一 樣 有 權 投票 , 但 其 他 活動 因 性 別 而 

異 。 女 性 參與 軍事 活動 時 ' 最 常 是 擔任 進 行 生 產 的 民兵 ,' 而 非 加 

入 戰鬥 任務 。““” 此 情況 在 遠離 前 線 的 延安 特 別 明顯 。 地 方 婦聯 成 為 

邊區 政府 動員 婦女 的 管道 , 同 時 鼓勵 年 滿 15 歲 女 性 加 入 。” 但 即 使 

37 中 國 共產 黨 延 安 時 期 之 政策 "資料 可 見 Selden 1995; Service 1974, 228-33; Stranahan 

1983, 25-86: Johnson 1983。[〔 編 按 〕: 此 時 期 的 土地 政策 , 亦 即 毛澤東 1940 年 12 月 

所 寫 的 〈 論 政策 ) 。 此 外 關於 選舉 , 可 見 1937 年 連 過 的 《 陝 甘 寧 邊區 選舉 條 例 》 及 

1941 年 的 《 陜 甘 密 邊 區 施政 綱領 》。 
38 Selden 1995, 104- 

39 Spakowski 2005, 151; Spakowski 2009. 
40 Stranahan 198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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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延安 邊區 , 許 多 農民 認為 , 政 府 成 立 這 些 團體 是 在 浪費 他 們 的 

時 間 。 
延安 中 共 當 局 十 分 仰賴 農婦 勞動 力 , 以 進 行 軍需 支援 : 直 接生 

產 軍 用 品 , 及 間接 代 男 兵 下 田 幹 活 。 而 動員 婦女 執行 上 述 任務 , 亦 

即 所 謂 的 「 婦 女 工作 」。 毛 澤 東 在 1942 年 12 月 對 黨 內 高 幹 報告 中 提 

到 , 有 些 女 性 能 參與 日 常 農業 勞動 , 有 些 則 可 做 些 如 種 菜 、 播 種 、 

鍊 草 、 餵 牲 、 送 飯 , 還 有 收割 等 短期 工作 。 他 說 , 事 實 上 許多 婦女 
過 去 已 進 行 這 些 任務 , 而 婦女 工作 幹部 該 鼓勵 更 多 婦女 協助 增加 邊 

區 農 產 。 毛 並 說 , 部 分 婦女 工作 是 說 服 或 強制 裹 小 腳 婦女 放 足 , 而 

邊區 政府 在 抗戰 時 期 對 此 目標 的 進 展 有 限 。 

由 於 邊區 布料 嚴重 短缺 , 而 無 以 仰賴 進 口 紡 紗 與 布料 , 毛 澤 東 
的 婦女 勞動 計 畫 延伸 至 紡織 生 產 。 他 號 召 家 庭 擴 大 紡 紗 織 布 , 並 特 

別 贊同 邊區 政府 貸款 給 合作 社 。 這 些 合作 社 繼而 提供 紡車 與 生 棉 給 

幾 千 位 婦女 在 自 家 使用 , 並 依 紡 紗 重 量 付 工資 。 
自 1943 年 起 , 由 於 面臨 國 民政 府 的 封鎖 , 共 產 黨 展開 「 大 生 

產 運 動 」, 讓 邊區 盡 可 能 自 給 自 足 。” 延安 共 黨 機 關 報 《 解 放 日 報 》 

當 時 會 刊登 生 產 競 賽 和 勞動 獎 新 聞 。 《 解 放 日 報 ) 每 天 會 以 半 版 篇 

幅 刊載 邊區 婦女 英雄 事蹟 , 當 中 就 有 位 10 多 歲 就 嫁 人 的 韓 鳳 玲 , 曾 

在 村 裡 辦 紡 織 生 產 合作 社 。 據 說 , 當 地 婦女 會 在 忙 完 一 天 農 活 後 , 

41 Keating 1997, 186. 

42 “Mao 2015,. 199, 201, 204, 205, 214, 216, 224: Davin 1976, 34-35; Stranahan 1983, 103-4。? 

【 編 按 】: 亦 即 1942 年 12 月 陝 甘 寧 邊 區 高 幹 報告 〈 經 濟 問題 與 財政 問題 , 見 《 毛 澤 
東 選 集 》( 哈爾濱 : 東北 書 店 ,1948) , 頁 772。 

43 Mao 2015, 225-27, 233, 261, 263, 279。 亦 見 Ono 1989, 167-68。 關 於 1943 年 開 始 的 紡 紗 

弧 布 大 生 產 運 動 + 見 Stranahan 1983, 60-62。 

44 Selden 1995, 196-208。 如 同 陳雲 發 所 示 , 他 們 也 製 洁 鴉片 販賣 鴉片 到 國 民 溼 的 區 
域 。Selden 1995,247-49 當 中 , 提 供 了 一 個 簡要 的 描述 。 

45 Davin 1976, 40-42: Stranahan 1983, 52-53, 63-67- 

* [ 編 按 ]: 此 為 原 文 Han Fengling 之 音譯 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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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合 到 她 家 去 紡 紗 。 她 後 來 還 鼓勵 婦女 養 豬 養 雞 。 韓 鳳 玲 丈夫 是 當 

地 村長 , 對 妻 以 禮 相 待 , 並 會 徵詢 妻子 意見 , 因 而 受到 外 界 的 讚 
和 姐 。 韓 鳳 玲 的 形象 展現 出 一 種 概念 : 生 產 活動 可 改善 家 中 經 濟 , 且 

讓 夫妻 婚姻 幸福 。” 但 紡 紗 織 布 的 大 生 產 運動 也 造成 家 庭 不 和 , 媳 

婦 到 編織 合作 社 上 工 時 , 已 不 管家 務 事 的 婆婆 就 得 替 媳 婦 做 飯 、 看 
顧 孫子 。 共 黨 檔 案 提 到 , 長 輩 抱 怨 :「 共產黨 來 了 , 南 屋 變成 了 北 

屋 。 婆 婆 變成 了 媳婦 2 
到 了 1943 年 底 , 延 安 地 區 有 41,540 位 婦女 在 家 紡織 。““ 近 半 

邊區 婦女 會 紡 或 織 , 但 部 分 是 因為 家 務 責 任 , 部 分 則 是 供應 合作 

社 的 物流 問題 。” 大體 而 言 , 相 較 於 窮 鄉 僻 壞 之 地 , 延 安 周 遭 區 域 
婦女 皆 歷經 較為 密集 的 生 產 動員 。” 儘管 該 生 產 動員 成 效 有 限 , 到 

了 1940 年 代 初 , 解 放 區 的 布料 生 產 增加 8 倍 , 家 戶 收入 也 因此 增 
加 。?” 

馬克 思 主 義 經 典 著 作 , 就 將 婦女 解放 與 婦女 進 入 生 產 之 大 計 相 

結合 。 恩 格 斯 設 想 , 只 要 婦女 受 限於 家 務 勞 動 之 中 , 就 無 以 實現 平 

權 , 而 唯 有 參與 社會 生 產 , 才 有 可 能 獲得 解放 。 中 國 共產 黨 也 明確 

將 生 產 與 終結 婦女 壓迫 連結 , 並 在 1932 年 提出 了 

多 生 產 , 多 積 薈 , 婦 女 及 其 家 庭 的 生 活 都 過 得 好 , 還 不 僅 對 

根據 地 的 經 濟 建設 起 重大 的 作用 , 而 且 依 此 物質 條 件 ', 她 們 

46 Stranahan 1983, 69-70 : 關於 這 三 位 勞動 模 更 的 故事 , 亦 見 Sheridan and Salaff 1984, 
180-96。 

47 Davin 1976, 42。[〔 編 按 〕 : 亦 即 全 國 民主 婦女 聯合 會 籌備 委員 會 編 , 劉 衡 著 ,〈 家 家 

紡織 的 折 虎 村 》,《 中 國 解放 區 農村 婦女 生 產 運 動 》( 上 海 : 新 華 書 店 ,1949)。 

48 Selden 1995, 202. 

49 Stranahan 1983, 75-77: 有 關 與 合作 社 的 問題 , 亦 見 Keating 1997, 231-33。 

50 Keating 1997. 

51 Davin 197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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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在 延安 邊區 , 許 多 農民 認為 , 政 府 成 立 這 些 團體 是 在 浪費 他 們 的 

時 間 。 
延安 中 共 當 局 十 分 仰賴 農婦 勞動 力 , 以 進 行 軍需 支援 : 直 接生 

產 軍用 品 , 及 間接 代 男 兵 下 田 幹 活 。 而 動員 婦女 執行 上 述 任 務 , 亦 

即 所 謂 的 「 婦 女 工作 」。 毛 澤 東 在 1942 年 12 月 對 黨 內 高 幹 報告 中 提 
到 , 有 些 女 性 能 參與 日 常 農業 勞動 , 有 些 則 可 做 些 如 種 菜 、 播 種 、 

鋼 草 、 餵 牲 、 送 飯 , 還 有 收割 等 短期 工作 。 他 說 , 事 實 上 許多 婦女 
過 去 已 進 行 這 些 任務 , 而 婦女 工作 幹部 該 鼓勵 更 多 婦女 協助 增加 邊 

區 農 產 。 毛 並 說 , 部 分 婦女 工作 是 說 服 或 強制 裹 小 腳 婦女 放 足 , 而 

邊區 政府 在 抗戰 時 期 對 此 目標 的 進 展 有 限 。 

由 於 邊區 布料 嚴重 短缺 , 而 無 以 仰賴 進 口 紡 紗 與 布料 , 毛 澤 東 

的 婦女 勞動 計 畫 延伸 至 紡織 生 產 。 他 號 召 家 庭 擴大 紡 紗 織 布 , 並 特 

別 贊 同 邊區 政府 貸款 給 合作 社 。 這 些 合作 社 繼 而 提供 紡車 與 生 棉 給 
幾 千 位 婦女 在 自 家 使用 , 並 依 紡 紗 重 量 付 工資 。 

自 1943 年 起 , 由 於 面臨 國 民政 府 的 封鎖 , 共 產 黨 展開 「 大 生 

產 運動 」, 讓 邊區 盡 可 能 自 給 自 足 。” 延安 共 黨 機 關 報 《 解 放 日 報 ) 
當 時 會 刊登 生 產 競賽 和 勞動 獎 新 聞 。 ”《 解 放 日 報 ) 每 天 會 以 半 版 篇 

幅 刊載 邊區 婦女 英雄 事蹟 , 當 中 就 有 位 10 多 歲 就 嫁 人 的 韓 鳳 玲 ,“” 曾 

在 村 裡 辦 紡 織 生 產 合作 社 。 據 說 , 當 地 婦女 會 在 忙 完 一 天 農 活 後 , 

41 Keating 1997, 186. 

42 Mao 2015, 199, 201, 204, 205, 214, 216, 224: Davin 1976, 34-35; Stranahan 1983, 103-4。 

[ 繡 按 ]: 亦 即 1942 年 12 月 陝 甘 寧 邊 區 高 幹 報告 〈 經 濟 問題 與 財政 問題 》 , 見 《 毛 澤 
東 選集 》( 哈爾濱 : 束 北 書 店 ,1948) , 頁 772。 

43 Mao 2015, 225-27, 233, 261, 263. 279。 亦 見 Ono 1989, 167-68 。 關 於 1943 年 花 始 的 紡 紗 

織 布 大 生 產 運 動 , 見 Stranahan 1983, 60-62。 
44 Selden 1995, 196-208。 如 同 陳雲 發 所 示 ,' 他 們 也 製造 鴉片 販賣 鴉片 到 國 民 黨 的 區 

域 。Selden 1995,247-49 當 中 , 提 供 了 一 個 簡要 的 描述 。 
45 Davin 1976,40-42: Stranahan 1983. 52-53,. 63-67. 

* [ 編 按 〕: 此 為 原 文 Han Fengling 之 音譯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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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合 到 她 家 去 紡 紗 。 她 後 來 還 鼓勵 婦女 養 豬 養 雞 。 韓 鳳 玲 丈 夫 是 當 

地 村長 , 對 妻 以 禮 相 待 , 並 會 徵詢 妻子 意見 , 因 而 受到 外 界 的 讚 

租 。 韓 鳳 玲 的 形象 展現 出 一 種 概念 : 生 產 活 動 可 改善 家 中 經 濟 , 上 且 

讓 夫妻 婚姻 幸福 。 上 但 紡 紗 織 布 的 大 生 產 運 動 也 造成 家 庭 不 和 , 媳 

婦 到 編織 合作 社 上 工 時 , 已 不 管家 務 事 的 婆婆 就 得 替 媳 婦 做 飯 、 看 

顧 孫子 。 共 黨 檔 案 提 到 , 長 輩 抱怨 :「 共 產 黨 來 了 , 南 屋 變 成 了 北 

屋 。 婆 婆 變成 了 媳婦 」。 
到 了 1943 年 底 , 延 安 地 區 有 41,540 位 婦女 在 家 紡織 。” 近 半 

邊區 婦女 會 紡 或 織 , 但 部 分 是 因為 家 務 責 任 , 部 分 則 是 供應 合作 

社 的 物流 問題 。 和 4 大體 而 言 , 相 較 於 窮 鄉 僻 壇 之 地 , 延 安 周遭 區 域 

婦女 皆 歷經 較為 密集 的 生 產 動員 。?" 儘管 該 生 產 動員 成 效 有 限 ', 到 

了 1940 年 代 初 , 解 放 區 的 布料 生 產 增加 8 倍 , 家 戶 收 入 也 因此 增 
加 2 

馬克 思 主 義 經 典 著 作 , 就 將 婦女 解放 與 婦女 進 入 生 產 之 大 計 相 

結合 。 恩 格 斯 設 想 , 只 要 婦女 受 限於 家 務 勞 動 之 中 ,' 就 無 以 實現 平 

權 , 而 唯 有 參與 社會 生 產 , 才 有 可 能 獲得 解 衣 。 中 國 共產 黨 也 明確 

將 生 產 與 終結 婦女 壓迫 連結 , 並 在 1932 年 提出 了 

多 生 產 , 多 積 菅 , 婦 女 及 其 家 庭 的 生 活 都 過 得 好 , 還 不 僅 對 

根據 地 的 經 濟 建 設 起 重大 的 作用 , 而 且 依 此 物質 條 件 , 她 們 

46 Stranahan 1983,69-70 ; 關於 這 三 位 勞動 模範 的 故事 , 亦 見 Sheridan and Salaff 1984, 

180-96。 

47 Davin 1976, 42。[ 編 按 〕 : 亦 即 全 國 民主 婦女 聯合 會 郵 備 委員 會 編 , 劉 衡 著 ,《 家 家 

紡織 的 折 虎 村 》,《 中 國 解放 區 農村 婦女 生 產 運動 》( 上 海 : 新 華 書 店 , 1949) 。 

48 Selden 1995, 202. 

49 Stranahan 1983, 75-77; 有 關 與 合作 社 的 問題 , 亦 見 Keating 1997, 231-33。 

50 Keating 1997, 

51 Davin 1976,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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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就 能 逐漸 掙脫 封建 的 壓迫 了 。, 

當 農婦 加 入 紡 紗 合作 社 , 因 而 擴大 自 己 的 社會 生 活 世界 , 這 包含 與 

鄰里 的 勞動 交換 、 與 合作 社 同 伴 , 甚 至 還 有 與 非 親屬 男性 之 接觸 , 
雖 這 類 接觸 仍 有 爭議 。” 但 共產 黨 之 所 以 將 生 產 視 為 婦女 工作 推 動 
之 要 務 , 並 非 為 了 轉 變 社會 。 共 產 黨 希 鹿 能 夠 滿足 邊區 之 迫切 經 濟 
需求 , 同 時 避免 鄉里 針對 婦女 角色 產生 衝突 。7” 

另外 當 時 有 兩 項 措施 ' 影 響 到 延安 根據 地 農婦 日 常 生 活 。 第 一 

項 措施 在 於 , 教 導 助 產 士 接生 消 壽 技術 , 以 減少 嬰兒 死亡 率 , 上 且 預 

先 壁畫 了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政府 日 後 於 1950 年 代 推 動 全 國 醫療 衛生 計 

畫 。 孕 婦 與 哺乳 中 的 母親 會 獲得 額外 食物 配給 。” 第 二 項 措施 則 在 
農 閒 季節 開 辦 「 冬 學 」, 很 多 婦女 在 識字 班 學 會 讀 幾 百 個 字 。?” 

婚姻 政策 

共 黨 革命 根據 地 顯然 最 具 爭 議 的 婦女 政策 , 就 屬 婚 姻 改革 。 
1939 年 頒布 的 《 陝 甘 寧 邊區 婚姻 條 例 》( 後 簡稱 《 婚 姻 條 例 》) , 即 沿 
用 江西 蘇維埃 時 期 的 《 中 華 蘇 維 埃 共 和 國 婚姻 條 例 》。 該 規範 確立 

婚姻 應 建立 在 戀愛 和 自 由 選擇 之 基礎 , 並 禁止 納 妾 、 禁 止 童養媳 、 
包辦 買 賣 及 強迫 婚姻 。 夫妻 之 一 方 因 重 婚 、 虐 待 他方 、 患 不 治之 

52 Davin 1976, 198-99: Stranahan 1983, 59.[ 編 按 〕 : 此 段 引文 出 自 時 任 中 共 中 央 婦 女 運動 

委員 會 書 記 蔡 暢 , 於 1943 年 2 月 26 日 起 草 之 《 中 共 中 央 關 於 各 抗日 根據 地 目前 婦女 

工作 方針 的 決定 》》, 見 《 中 共 中 央 文 件 選集 14》, 頁 25。 

53 Davin 1976, 42。 有 閣 男人 反對 他 們 的 太 太 與 其 他 非 親屬 的 男人 一 起 工作 , 見 Keating 
1997, 211-12。 

54 Johnson 1983, 63-89 提供 這 些 議 題 之 主 用 分 析 。 亦 見 Selden 1995, 92。 
55 Ono 1989, 168; Johnson 2011, 169: 關於 醫療 衛生 措施 , 亦 抑 Selden 1995, 209; Hua 1984, 

11-12。 

56 Ono 1989, 168-69; Stranahan 1983, 44, 81-83。 

57 Cong 2016, 43。 關 於 哪些 情況 下 不 算是 嫁妝 , 及 地 方 風俗 如 何 與 婚姻 條 例 不 同 之 討 
論 , 見 Hua 198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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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疾 、 感 情意 志 根 本 不 合 等 情節 , 可 訴 請 離婚 。 離 婚 女 性 可 獲得 子 
女 監護 權 及 扶養 生 活 費 。” 婚姻 年 齡 則 以 男子 滿 20 歲 、 女 子 滿 18 歲 

為 原 則 , 而 到 了 1944 年 則 降 至 男子 18 歲 、 女 子 16 歲 。 

這 些 婚姻 規範 幾 乎 在 每 個 面向 上 , 皆 背離 地 方 習 俗 。 中 國 農 

村 婚姻 從 未 建立 在 雙方 個 人 合意 之 基礎 上 。 由 於 著 眼 於 穩固 家 族 與 

姻親 關係 , 雙 方 家 長 常 在 未 來 一 半 還 是 嬰孩 時 ,' 就 定 下 婚約 。 農 村 
女 子 在 正常 情況 下 , 會 在 法 定 結婚 年 齡 前 出 嫁 。 家 家 戶 戶 都 需要 有 

個 媳婦 , 而 在 父系 社會 中 , 她 能 替 夫 家 生 下 延續 香火 的 子嗣 , 她 的 

勞動 能 協助 維持 家 計 , 並 能 在 公婆 年 費時 予以 照顧 。 貧 困 人 家 常會 
花 點 錢 買 個 童養媳 , 養 大 來 當 自 家 媳婦 。” 家 中 要 討 未 婚 妻 或 娶 新 

娘 , 得 花 數 年 擂 些 錢 。 貧 母 期 待 家 中 能 討 個 媳婦 , 以 減輕 自 己 的 家 
務 重 擔 。 許 多 人 家 會 拿 女 兒 的 聘金 來 當 兒子 討 媳婦 的 費用 。 像 是 延 

安 這 樣 男 女 比 135:100 的 窮 鄉 僻 壤 , 要 討 個 媳婦 特 別 難 。” 農村 男子 
和 家 人 會 擔心 , 當 對 方 解除 婚約 或 結束 婚姻 , 可 能 再 也 沒 錢 另 找 媳 

婦 來 替補 。 
邊區 政府 不 久 就 理解 到 ,《 婚 姻 條 例 》 會 在 地 方 社會 產生 衝 

突 , 造 成 貧窮 男性 及 其 家 長 與 共產 黨 反 目 成 仇 。 而 共產 黨 需 要 貧 農 

支持 , 但 往往 卻 是 貧 農 之 妻 最 有 可 能 訴 請 離婚 。 很 多 人 家 會 擔心 , 
任何 外 界 接觸 可 能 會 讓 年 輕 媳婦 因此 離 家 , 所 以 不 願 送 家 中 婦女 去 

上 識字 班 或 是 參加 會 議 。 地 方 官 員 立即 修正 了 方法 。 共 黨 幹 部 成 了 

單身 男性 的 媒人 , 並 勸阻 女 性 離婚 。” 為 了 不 破壞 共 黨 組 織 大 業 , 

黨 會 力 勸 婚姻 不 美 滿 的 女 幹部 , 繼 續 待 在 丈夫 身邊 。” 同 時 不 允許 

58 關於 離婚 的 情況 , 見 Stranahan 1983, 35: Cong 2016, 43。 

59 Hua 1984, 5; Cong 2016, 43. Johnson 1983, 66-71 簡 速 延安 時 期 婚姻 改革 政策 的 發 展 。 
60 Hua 1984, 5-6. 
61 Stranahan 1983, 28; Hua 1984, 1, 關 於 華北 根據 地 男性 抗拒 離婚 的 狀況 , 見 Jiang and 

Wang 2016, 73-77 。 

62”Keating 1997, 250 : 亦 見 Hua 1984, 14-15, 18-19。 
63 Hua 198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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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 戰士 之 妻 離 婚 。” 從 1942 年 開 始 , 延 安 機 關 報 《 解 放 日 報 》 不 
再 刊載 針對 婆婆 阻礙 婦女 自 由 的 文 章 , 反 而 開 始 提倡 家 庭 和 諧 。% 
甚至 常 出 現在 黨員 間 的 毆 妻 問題 , 多 半 視 而 不 見 。 和 女 性 繼承 財產 
權 也 遭 到 忽視 。 色 

然而 , 邊 區 法 庭 繼續 出 現 婚 姻 糾紛 , 當 中 多 數 案件 通常 都 要 
比 表 面 看 來 更 複雜 。 戰 時 狀況 讓 陜 甘 寧 邊 區 貧 農 人 家 討 不 到 媳婦 的 
恐慌 加 劇 。1930 年 代 娶 妻 的 聘金 或 「 彩禮 」, 因 當 時 農民 財務 皓 据 
的 推 波 助 瀾 , 而 逐漸 提高 。 由 於 大 量 未 婚 紅軍 戰士 湧 入 邊區 , 加 上 
當 地 相 對 缺少 女 性 , 因 而 娶 妻 結婚 要 比 以 往 難 上 加 難 。 同 時 , 由 於 
1940 年代 邊區 通貨 膨脹 , 讓 定 親 聘 金 及 聘禮 更 因此 水 漲 船 高 。 

突然 之 間 , 女 兒 一 出 生 就 定 親 的 女 方 發 現 , 若 此 時 解除 婚約 、 
另 結 親 家 , 聘 金 就 可 能 要 到 更 多 。 有 些 女 方 會 單方 面 提前 解除 婚 
約 , 因 而 引 來 男方 的 抗議 。 女 方 則 策略 性 利用 《 婚 姻 條 例 》 來 達到 
自 家 目的 。 當 時 法 庭 出 現 許多 案例 , 而 當 中 有 例 是 某 年 輕 女 子 抗議 
父母 , 違 反 當 時 共 黨 法 令 替 她 安排 的 娃娃 親 , 但 之 後 迅速 幫 她 另 結 
一 個 聘金 優渥 的 婚約 。 當 時 此 類 訴訟 相 當 普遍 , 甚 而 出 現 「 一 女 兩 
許 」 此 法 律 用 語 。 們 

在 此 類 案例 中 , 父 女 雙方 所 在 意 的 通常 相 同 。 為 人 父 的 , 想 替 
家 裡 掙 更 多 錢 。 而 對 為 人 女 的 來 說 , 這 或 許 是 她 唯一 的 機 會 , 替 自 
已 拿 些 現金 或 珠寶 , 或 嫁 入 家 境 更 優渥 的 夫 家 。 年 輕 女 性 在 這 類 談 
判 中 , 絕 非 是 手 無 縛 雞 之 力 、 任 人 擺布 的 棋子 , 她 可 能 的 手段 包括 

64 Hua 1984, 14; 有 關 這 裡 牽 涉 到 的 複雜 議題 , 以 及 政府 不 給 演變 的 措施 , 見 Cong 2016, 
88-95 。 

65 Stranahan 1983, 37-41, 45-48; 有 閣 選 舉 , 也 可 見 頁 102。Davin 1976, 36 提 及 在 1941 

年 +, 地方 政 府 職位 中 , 被 選 上 的 婦女 比 例 , 是 全 員 的 8%, 這 個 數 字 各 低 於 在 江西 
的 比 例 。 也 可 見 Edwards 2008a, 226-27。 

66 Hua 1984, 14-15. 

67 Hua 1984, 16-17. 

68 Cong 2013, 198: Cong 2016, 52-56 ; 亦 見 Hua 198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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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鄉 政府 提出 違反 包辦 婚姻 禁令 , 如 此 自 己 與 家 人 得 以 另 尋 更 為 有 
利 的 婚約 。” 要 分 清楚 《 婚 姻 條 例 》 所 保障 的 「 婚 姻 自 由 」 與 女 方 
父母 及 適 婚 女 兒 渴 問 改善 自 己 財務 狀況 ,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此 類 似 案 
例 中 的 貧困 男子 總 處 於 劣勢 , 而 此 時 的 「 婚 姻 自 由 」 早 已 脫離 五 四 
運動 人 士 之 初衷 。 

法 官 相 當 明白 , 解 除 婚約 與 結束 婚姻 可 能 不 利於 貧困 男方 人 

家 。1943 年 某 法 庭 判決 曾 裁定 , 女 方 家 長 訴 請 離婚 之 案 應 予以 又 

回 。 同 樣 , 以 男方 家 庭 貧窮 為 由 而 訴 請 離婚 , 亦 應 予以 駁回 。 另 一 

方面 , 唯 有 在 男方 與 其 家 屬 屢次 忽視 警告 且 違反 矯正 行 為 之 法 院 鄧 
令 , 才 得 以 家 暴 為 由 來 訴 請 離婚 。 1944 年 修訂 《 婚 姻 暫 行 條 例 》 

明定 ' 已 訂婚 之 男女 解除 婚約 時 , 雙 方 應 退還 互 贈 之 訂婚 禮物 , 即 
使 因 而 簿 生 出 邊區 政府 是 否 真 正 禁止 買 辦 婚 之 質疑 。7 

1944 年 與 1946 年 先 後 修訂 的 《 婚 姻 條 例 》 移 除 「 婚 姻 自 由 」 字 

眼 , 而 當 局 開 始 改 以 「 自 主 」 或 「 自 願 」 之 詞 , 亦 即 一 種 凸顯 女 

性 渴 間 之 構想 。” 法 官 在 審理 案件 時 , 會 私下 與 女 性 當 事 人 面談 來 

查 明 其 意向 , 以 試圖 敖 清 是 當 事 人 自 願 或 是 女 方 父親 想 圖 更 多 聘 
金 。 1945 年 流行 的 陝 北 說 書 《 劉 巧 團 圓 》 便 呈現 此 類 案例 。 故 事 

中 , 貪 財 的 父親 劉 貨 郎 先 把 劉 巧 許 配給 貧 農 , 但 之 後 退婚 將 其 改嫁 

給 財主 王 壽 昌 。 但 劉 巧 心 屬 原 配 未 婚 夫 、 勞 動 英 雄 趙 柱 , 因 而 想 方 
設法 要 逃避 這 門 新 親 事 。 與 此 同 時 , 趙 父 就 叫 人 去 搶 親 。 最 終 , 劇 

中 以 當 時 邊區 某 官員 為 範本 的 明理 法 官 , 認 可 了 劉 趙 兩 人 這 門 婚 

69 Cong 2016, 96-99. 

70 Cong 2016, 158-61; Cong 2013, 207: Hua 1984, 9. 

71 Cong 2013, 202-3; Cong 2016, 163-71. 為 因應 此 狀況 ,1946 年 修訂 之 《 陜 甘 寧 邊區 婚 
姻 條 例 》 將 彩禮 視 為 地 方 習 俗 及 締結 婚約 之 象徵 , 與 明目張膽 的 買 賣 婚 加 以 區 分 。 
〔 編 按 〕; 此 指 1944 年 3 月 20 日 《 修 正 陝 甘 寧 邊 區 婚姻 暫行 條 例 》 第 6 條 規定 

72 Cong 2016,9-16, 139-61. 
73 Cong 2016, 107-11, 156-57; 17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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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該 法 官 懲 處 了 貪財 的 劉 父 、 罰 了 財主 錢 , 還 口頭 訓 誠 趙 父 聚 眾 

搶 親 一 事 。 這 對 年 輕 新 人 對 此 判決 深 感 欣慰 。 這 則 故事 並 未 批 判 

劉 父 替 劉 巧 一 開 始 定 親 此 事 , 僅 反擊 劉 父 退婚 另 結 親 事 之 貪婪 , 因 

而 並 未 直接 挑戰 父母 安排 親 事 的 權威 。 共 產 黨 就 此 判決 及 對 外 之 宣 

傳 中 意識 到 , 要 在 革命 根據 地 推 行 新 式 婚姻 選擇 這 觀念 , 勢 必 還 有 

段 長 路 要 走 。 

丁 玲 及 女 權 問題 

對 於 轉 進 延安 的 城市 女 性 來 說 , 適 應 農村 生 活 及 戰 時 共產 主 

義 極 具 挑 戰 性 。 許 多 初來乍到 延安 的 年 輕 女 學 生 運動 人 士 ', 王 欲 想 

投身 抗日 救國 之 列 , 但 不 久 就 遭遇 到 共 黨 運動 中 的 性 別 分 工 問題 。 

1937 年 當 時 延安 根據 地 最 高 學 府 「 中 國 人 民 抗 日 軍政 大 學 」( 簡 

稱 「 抗 大 ,」) , 全 校 1,400 位 學 生 中 僅 有 50 名 女 學 生 , 並 另 組 一 女 生 

區 隊 。7 但 後 來 逐漸 將 女 性 送 往 「 延 安 中 國 女 子 大 學 」 接 受 軍事 訓 

練 , 上 政治 經 濟 和 馬克 思 主 義 課 程 , 然 後 下 鄉 去 動員 農婦 參與 生 產 

勞動 。 該 校 亦 曾 開 設 婦女 運動 課程 。 ” 隨 戰事 蔓延 , 婦 女 因而 幾 乎 

全 面 轉 投入 地 方 經 濟 生 產 之 列 。” 黨 則 交付 城市 知識 女 性 進 行 農村 

婦女 的 組 織 工 作 , 即 使 當 中 許多 人 勉 為 其 難 接受 她 們 認為 枯燥 乏味 

的 婦女 工作 。 

74 Hung 1993; 410-12. 〔 編 按 ]: 於 當 時 解放 區 流行 的 《 劉 巧 團 圖 》, 是 由 說 書 人 韓 起 祥 

1945 年 改編 自 袁 靜 編寫 的 秦 腔 劇本 《 劉 巧 兒 告狀 》。 

75 Cong (2016 and 2013) 認為 , 這 些 調整 並 未 背離 黨 理 想 , 而 明確 意識 到 , 要 改變 婚俗 

還 要 些 時間 。 
76 lsraeland Klein 1976, 183- 

77 Spakowski 2005, 155-56; Spakowski 2009: Ono 1989, 169-70; Stranahan 1983, 101. 關 於 派 

女 學 生 去 籌備 1941 年 選舉 , 見 Selden 1995, 127, 141n77。 關於 當 時 到 延安 的 城市 女 

性 , 半 世紀 後 的 第 一 手 回 憶 , 見 Suand Xu 1991。 

78 SpakowskKi 2005, 151, 154; Spakowski 2009. 

79 SpakowsSski2005, 160; Edwards 2008a,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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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7.3 1937 年 的 丁 玲 

儘管 如 此 , 從 華東 來 延安 的 女 學 生 參與 生 產 和 身 處 於 斯 巴 達 戒 
軍事 環境 , 因 而 改變 自 我 認知 還 有 自 己 可 以 達成 的 想 法 。1944 年 , 

身 為 美 軍 觀 察 團 「 迪 克 西 使 團 J( Dixie Mission ) 成 員 的 謝 偉 思 , 在 

造訪 延安 時 提 到 : 

當 地 女 性 不 僅 實際 【〔 與 男性 ] 穿 著 ( 褲 裝 、 拖 鞋 或 布鞋 , 還 

有 俄 式 單 衫 ) 無 異 , 還 有 行 為 舉止 皆 一 視 同 仁 。 一 開 始 見 到 

她 們 開 放 及 完全 無 自 我 意識 之 態度 , 會 讓 人 不 安 ."..“" 但 這 讓 
人 人 成 為 生 產 者 之 大 計 , 賦 了 予 意義 。 不 會 種 糧 的 就 去 紡 紗 織 
布 。 於 是 每 天 早上 , 我 們 看 到 隔壁 的 女 大 學 生 在 憲 洞 外 紡 

紗 人 人 

| 80 Service 1974, 1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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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延安 時 早已 是 知名 女 作家 的 丁 玲 , 要 比 謝 偉 思 所 提 到 的 女 學 生 年 

長 。8! 曾 為 晚 清 女 革命 烈士 秋 瑾 友人 的 丁 母 , 於 1904 年 生 下 丁 玲 , 

而 丁 玲 童 年 初期 是 在 其 婦 母 所 上 的 女 子 學 校 中 度 過 。 活 躍 於 五 四 學 

運 的 丁 玲 , 當 時 為 躲避 舅 夫 替 她 定 親 而 逃離 長 沙 。1920 年 進 了 上 海 

的 學 校 、 後 來 到 了 北京 的 她 , 跟 詩人 胡 也 頻 結 了 婚 。 

丁 玲 於 1920 年 代 晚 期 寫 了 〈 莎 菲 女 士 的 日 記 》, 該 短篇 小 說 坦 

率 地 探索 一 位 離 家 年 輕 女 子 之 感情 世界 和 愛 慾 , 及 其 飽 受 身心 病痛 

之 內 心 掙 扎 。 自 此 , 丁 玲 的 作品 明顯 更 具 政 治 性 , 她 並 在 丈夫 胡 也 

頻 遭 國 民政 府 逮 捕 槍殺 後 的 隔年 (1932 年 ) 加 入 中 國 共產 黨 。1933 

年 , 丁 玲 遭 國 民政 府 逮捕 , 並 在 軟禁 關押 3 年 後 逃 至 延安 。 

當 時 共 黨 高 層 歡 迎 這 位 知名 文 學 家 蒞臨 延安 。 在 戰爭 爆發 後 , 

她 在 延安 辦 了 劇團 、 撰 寫 與 搬 演 抗日 劇 碼 。 起 初 , 丁 玲 對 共 穫 理 念 

及 簡樸 生 活 具 滿腔 熱忱 。 當 時 已 30 多 歲 的 她 , 與 共事 的 年 輕 女 性 找 

到 共同 目標 , 並 建立 起 友誼 。 但 隨 著 待 在 延安 的 日 子 久 了 ', 丁 玲 對 

於 黨 幹 部 搞 階 層 、 虛 偽 及 性 別 玻 視 之 所 見所 聞 深 表 失 劑 。 到 了 1941 

年 , 擔 任 《 解 放 日 報 ) 文 藝 欄 主 編 的 丁 玲 , 鼓 勵 公開 討論 地 方 社會 

間 題 。 在 提 及 1936 年 已 逝 的 魯迅 時 , 丁 玲 寫 道 , 

炎 迅 先 生 死 了 。 我 們 大 家 常常 說 紀念 他 要 如 何如 何 , 可 是 我 

學 習 他 的 堅定 的 永遠 面向 著 真 理 ; 為 真 理 而 敢 說 , 不 怕 一 
場 。 名 

81 Barlow (2004, 127-252) 針對 丁 玲 作 品 進 行 周延 且 之 分 析 。 接 下 來 有 關 丁 玲 的 討論 , 

也 取 自 Dooling and Torgeson 1998, 263-66; Spence 1981, 308-37; Stranahan 1983, 54-57: 

Selden 1995, 127 。 

82 Spence 1981, 327.〔 編 按 ]: 此 段 引文 見 Spence 此 書 轉 引出 處 , 參見 其 中 譯本 《 天 安 

門 : 中 國 的 知 壩 分 子 與 革命 》( 臺北: 時 報 文 化 ,2016) , 頁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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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玲 在 小 說 和 散文 中 , 並 未 省 去 革命 運動 女 性 身影 之 描寫 , 而 革 
命運 動 承 諾 她 們 完整 人 格 , 但 也 產生 出 大 量 新 間 題 。 她 在 短篇 故 
事 〈 我 在 震 村 的 時 候 》, 探 索 慘 遭 日 軍 擄 走 糟 踢 的 年 輕 女 農 貞 貞 之 
命運 。 雖 受 困 於 敵 後 , 但 貞 貞 仍 替 共產 黨 游 擊 隊 取得 情報 。 在 終 獲 
自 由 回 家 治療 性 病 之 時 , 村 民 對 貞 貞 的 英勇 事蹟 不 聞 不 問 , 反 倒 對 
她 與 日 本 兵 私 通 而 加 以 鄙視 。 丁 玲 在 故事 中 毫 不 留情 批 評 村 裡 的 
婦女 ,「 因 為 有 了 她 才 發 生 對 自 己 的 崇敬 , 才 看 出 自 己 的 聖潔 來 , 
因為 自 己 沒 有 被 人 強姦 而 驕傲 了 」。 此 篇 故事 傳達 出 震 村 的 荒涼 氣 
息 、 伴 隨 著 對 貞 貞 的 閒 言 惡 語 、 貞 貞 的 冷酷 以 及 面 對 村 民 批 評 毫 不 
在 意 的 態度 , 還 有 當 地 年 輕 運 動人 士 所 代表 的 些許 進 步 感 。 最 後 故 
事 就 以 貞 真 離開 震 村 到 延安 治療 , 如 此 帶 來 希 句 的 結局 收尾 。7 

但 丁 玲 另 一 篇 故事 〈 在 醫院 中 》 暗 示 , 當 時 延安 的 醫療 診 間 
中 不 太 可 能 出 現 的 快樂 結局 。 故 事 中 的 醫院 設備 不 足 且 環境 骸 髒 不 
塊 , 院 中 共 黨 幹部 專欄 跋 恒 、 屈 尊 俯 就 的 態度 , 還 有 醫院 職員 有 如 
貞 貞 同 村 村 民 一 樣 , 愛 對 女 性 私生活 閒 言 閒 語 。 故 事主 角 是 一 位 有 
理想 且 分 發 至 該 醫院 工作 的 護士 , 開 始 對 共產 黨 產生 疑 應, 最終 調 
離 該 院 。” 

1942 年 國 際 婦 女 日 , 丁 玲 在 《 解 放 日 報 》 發 表 的 《 三 八 節 有 
感 》 中 更 直接 批 評 延 安 當 局 對 婦女 態度 。 該 文 就 以 「『 婦 女 』 這 兩 
個 字 , 將 在 什麼 時 代 才 不 被 重視 , 不 需要 特 別 的 被 提出 呢 ? 」 這 樣 
傷感 的 問題 開 始 ( 見 專欄 7.! ) 。 丁 玲 此 文 提 及 , 婦 女 節操 、 賢 妻良 
母 之 責 及 缺乏 自 我 決心 等 種 種 根深 落 固 、 阻 礙 婦 女 實現 自 我 的 性 別 

83 Ding Ling et al 1989, 298-315 ; 引 自 頁 309。 關 於 丁 玲 此 作品 不 同 的 詮釋 , 及 1949 年 後 

藉 由 護 責 女 性 性 間諜 活動 , 試 以 重建 性 道德 之 論 途 , 見 Edwards 2016b, 158-74。[〔 編 
按 )〕 : 此 段 引文 見 〈 我 在 霞 村 的 時 候 》,《 丁 玲 選 集 第 2 卷 》 (四川, 四 川 文 藝 出 版 
社 ,1995), 頁 409。 

84 Ding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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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s” 觀念, 與 國 統 區 的 狀況 並 沒 那 麼 不 同 。 她 觀察 到 , 在 當 時 社會 分 工 

下 , 女 性 要 試圖 堅持 革命 信念 會 比 男性 更 加 困難 , 且 該 革命 並 非 要 

點 出 或 去 解決 性 別 不 平等 之 落差 現象 。 丁 玲 雖 未 提 及 , 革命 或 許 該 

如 何 改變 大 眾 限制 婦女 可 能 性 之 態度 。 但 她 明確 證實 , 性 別 分 工 和 

規範 婦女 節操 與 家 務 角 色 之 期 待 才 是 問題 的 核心 。 

專欄 7.1 丁 玲 〈 三 八 節 有 藻 ? 

r 婦女 」 這 十 個 字 , 將 在 什麼 時 代 才 不 被 重視 , 不 需要 特 別 的 被 提出 

呢 ? ,,:,。。「 但 女 人 總 是 要 結婚 的 」。 (不 結婚 更 有 罪 恐 , 她 將 更 多 的 

被 作為 製造 謠言 的 對 象 , 永 遠 被 汙 茂 。) “"""" 她 們 都 得 生 小 孩 。 人 

然而 女 同 志 究 竟 應 該 嫁 誰 呢 , 事 實 是 這 樣 , 被 遇 著 帶 孩子 的 一 定本 

以 得 到 公開 的 譏諷:「 回 到 家 庭 了 的 娜 拉 。」77 

而 離 嬌 的 口 實 , 一 定 是 女 同 志 的 落後 。,“"""" 可 是 讓 我 們 看 一 看 她 們 

是 如 何 落後 的 。 她 們 在 沒 有 結婚 前 都 抱 著 有 凌雲 的 志向 ', 和 刻苦 的 

同 學 生 活 , 她 們 在 生 理 的 要 求 和 「 彼 此 幫助 」 的 密語 之 下 結婚 了 

於 是 她 們 被 遇 著 做 了 操勞 的 回 到 家 庭 的 娜 拉 。"“"'“ 一 個 有 了 工作 能 

力 的 女 人 , 而 還 能 剛 牲 自己 的 事業 去 作為 一 個 賢 妻 良 母 的 時 候 , 來 

始 不 被 人 所 歌頌 , 但 在 十 多 年 之 後 , 她 必然 也 入 不 出 「 落後 」 的 表 

劇 。 

假使 已 婚 女 性 找 托 兒 育 嬰 或 是 蘆 胎 , 丁 玲 寫 道 , 她 們 會 被 譏笑 為 逃避 , 

了 作 和 育兒 責任 。 經 過 一 段 時 間 後 , 女 性 漸漸 失去 魅力 , 對 丈夫 無 吸 強 

力 , 而 丈夫 會 以 政治 落後 為 由 訴 請 離婚 。 

我 自 己 是 女 人 , 我 會 比 別人 更 懂得 女 人 的 缺點 , 但 我 卻 更 懂得 女 人 

的 痛苦 。 她 們 不 會 是 超 時 代 的 , 不 會 是 理想 的 ', 她 們 不 是 鐵打 的 

她們 皂 抗 不 了 社會 一 切 的 誘惑 , 和 無 聲 的 壓迫 , 她 們 每 人 都 有 一 

血淚 更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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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及 : 文 章 已 經 寫 完了 , 自己 再 重 看 一 次 , 覺得 關於 企 望 的 地 方 , 

還 有 很 多 意見 , 但 為 發 稿 時 間 有 限 , 也 不 能 整理 了 。 不 過 又 有 這 樣 

的 感覺 , 覺 得 有 些 話 假如 是 一 個 首長 在 大 會 中 說 來 , 或 許 有 人 認為 
痛快 。 然 而 卻 寫 在 一 個 女 人 的 筆 底下 , 是 很 可 以 取消 的 。 但 既然 寫 

了 就 仍舊 給 那 些 有 同 感 的 人 看 看 吧 。 

出 處 : 丁 玲 ,〈 三 八 節 有 感 》,《 解 放 日 報 》(1942.3.9) , 原 書 英 譯 版 轉 引 自 Ding Ling, 
Tani EE. Barlow, and Gary J Bjorge. / Ase/7/ 4 d fddz/ Se/ec/ed 人 es 97 77)g 

77 (Boston: Beacon PresSs, 1989), 317-21。 

丁 玲 的 作品 引 來 毛澤東 不 滿 與 關注 。 黨 的 當 前 要 務 是 擴大 抗日 

統一 戰線 並 芝 固 革命 根據 地 。 對 毛澤東 而 言 , 丁 玲 及 其 他 知識 分 子 

的 批 判 是 一 種 特 權 階級 的 齊 點 , 僅 點 出 城市 知識 分 子 關注 之 議題 , 

而 不 明瞭 黨 在 戰區 紀律 上 的 需要 。” 而 這 需要 贏得 農民 支持 , 並 動 

員 婦 女 勞動 , 而 非 批 評 政 治 運動 的 性 別 限制 , 或 分 析 幹 部 家 庭 婚姻 
互動 關係 。 

或 許 延安 共 黨 幹部 將 妻子 置之不理 的 情況 , 觸動 了 敏感 神 經 。 

毛澤東 素 有 登 徒 子 之 名 , 與 共 赴 長 征 並 生 下 5 名 子女 的 妻子 賀 子 珍 
分 居 。 她 後 來 到 蘇聯 就 醫 , 後 續 抗 戰 期 間 都 留 在 莫斯科 。 儘 管 當 時 

黨 內 領導 高 層 反 對 , 毛 澤 東 迅速 與 賀 子 珍 離婚 後 , 娶 了 搬 到 延安 的 
前 上 海 電影 女 演員 江青 。 

而 〈 三 八 節 有 感 》 發 表 次 月 , 丁 玲 在 《 解 放 日 報 》 的 藝 文 欄 主 

編 一 職 遭 撤換 。 同 年 5 月 , 毛 澤 東 在 延安 文 藝 座談 會 上 , 公 開 反駁 
知識 分 子 的 批 評 , 指 導 他 們 要 擱置 小 資產 階級 情感 , 創 作出 為 工農 

$5 關於 延安 時 期 的 整 風 運 動 , 見 Selden 1995, 152-65。 

$6 關於 質子 珍 離 婚 及 後 續 在 莫斯科 之 記述 , 見 Lee and Wiles 1977。 關 於 江青 個 人 記 
述 , 見 Witke 1975; Witke 1977。 關 於 江青 1937 年 提 及 為 何 離 開 前 夫 唐 納 , 見 Li 1992, 
216-25。 關 於 年 長 戰 命 妻子 被 年 輕 性 威 的 城市 女 子 取 代 , 見 Ip2003,3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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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 所 利用 的 文 藝 作品 。“ 毛 並 一 針 見 血 地 回 應 丁 玲 前 一 年 的 見解 , 

魯迅 「 不 曾 嘲笑 或 攻擊 革命 人 民 或 革命 政黨 」。 丁 玲 寫 的 《 在 醫院 

中 》, 因 批 評 共產 黨員 而 遭 《 解 放 日 報 》 押 擊 。 丁 玲 後 來 自 己 承 認 

〈 三 八 節 有 咸 》 筆 下 所 呈現 的 女 性 觀點 , 對 延安 當 時 的 狀況 並 不 妥 

當 , 因 而 同 年 6 月 黨派 她 到 農村 向 農 民 學 習 , 而 這 一 待 就 是 兩 年 。 

當 她 復出 時 , 顯 然 已 改過 自 新 。 她 後 來 的 作品 迴避 黨 內 的 性 別 衝 

突 , 改 以 描述 農村 動員 農民 的 過 程 , 還 有 細膩 著 墨 農 婦 群 像 。 

雖然 同 時 期 亦 有 許多 作家 遭 批 判 , 但 丁 玲 因 將 性 別 意識 成 為 其 

作品 之 重要 關鍵 , 而 格外 出 眾 。 她 強調 , 即 使 在 相 對 平 竺 環境 下 

的 延安 , 女 性 仍舊 受 「 封 建 」 餘 壽 之 苦 , 導 致 村民 會 質疑 貞 貞 這 樣 

愛 國 密探 的 節操 , 但 也 受到 漸漸 習慣 特 權 的 男性 黨 幹部 所 帶 來 的 磨 

難 。〈 三 八 節 有 威 》 一 文 認為 ,「 婦 女 」 屬 於 一 種 具 社 會 意義 之 類 

別 , 而 其 通常 產生 男性 特 定 不 平等 之 對 待 , 而 此 問題 是 不 可 能 不 在 

刻意 關注 性 別 的 情況 下 解決 。 ” 毛澤東 駁斥 該 批 評 , 不 理會 惡意 蛋 

語 中 傷 、 性 別 分 工 所 產生 性 別 不 平等 , 還 有 對 形 塑 延安 邊區 婦女 生 

活 角色 之 影響 。 

87 Mao 2015, 102-32。 關 於 後 繽 文 化 工作 者 試圖 找 到 、 收集 並 協助 重 塑 剪紙 與 民謠 等 民 

俗 蔡 衛 + 見 Wu2015a, 96-99; Wu 2015b。[ 編 按 ]: 此 亦 即 毛澤東 1942 年 5 月 的 〈 在 加 

安 文 藝 座 談 會 上 的 講話 》, 見 《 和 毛澤東 選集 》 卷 六 (哈爾濱 : 東北 書 店 。1948) , 

頁 969-95。 

88 Spenee 1981,332-35,337,345,347-52: 引 自 頁 333 及 Mao 2015, 127。 亦 見 Evans 2003。 

韻 於 丁 玲 於 戰 後 提 及 作品 取 烤 自 言說 書 人 之 樂觀 記述 , 見 Payne 1947, 381-86。 她 有 

1942 年 後 的 窩 作 確 實 遵 從 毛澤東 延安 文 蔡 座 談 會 所 訂 下 之 規範 , 包括 於 1951 年 獲 各 

史達林 文 學 二 等 獎 的 1948 年 小 說 《 太 陽 照 在 柔 乾 河上 ?》 在 內 。 但 1958 年 遭 批 為 7 

派 , 後 續 直 到 1980 年 代 初 期 長 年 經 歷 下 放 、 批 鬥 與 入 獄 等 遭遇 。 〔 編 按 ]: 此 段 

容 亦 見 〈 在 适 安 文 藝 座談 會 上 的 講話 》 頁 990。Barlow 2004, 233-52. 

89 有 些 作家 下 場 更 為 蛋 慘 。 關 於 王 寅 味 批 判 文 章 所 探討 的 類 似 議題 , 及 最 終 遭 處死, 

見 Benton and Hunter 1995, 10-13,. 69-84: Dai 1994;: Spence 1981, 331-34; Selden 1995. 15 

245-46。 而 曾 刊登 王府 味 文 章 的 丁 玲 也 加 入 批 王 之 列 。 

90 Ding Ling etal 1989,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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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安之 外 

當 時 其 他 革命 根據 地 情勢 , 一 般 要 比 延安 更 加 危險 。 婦 女 在 支 
援 共 軍 進 行 抗日 游擊 戰 上 扮演 著 要 角 。 當 時 華北 許多 村落 名 義 上 皆 
遭 日 軍 攻 陷 , 但 一 到 晚上 , 農 村 游擊 隊員 會 去 炸 毀 鐵路 或 擾亂 日 軍 
行 動 。 有 些 女 性 直接 加 入 與 八 路 軍 和 新 四 軍 並 肩 作戰 , 但 更 常見 軍 
中 將 領 認為 女 性 在 體力 與 精力 上 比 不 男性 , 而 指示 女 戰士 在 任務 分 
工 上 與 其 男性 同 袍 協力 合作 。? 

戰爭 開 始 初期 , 八 路 軍 在 山西 東南 的 太 行 山區 設立 了 抗日 根據 
地 , 透 過 游擊 戰略 與 日 軍 進 行 交戰 。” 武 鄉 縣 有 位 暱稱 「 八 路 媽媽 , 
的 婦女 暴 蓮子 , 帶 頭 成 立 支援 八 路 軍 。 婦 女 也 組 成 小 型 游擊 隊 , 後 
來 併 人 當 地 民兵 運作 , 並 參與 成 為 區 域 楷模 之 一 的 婦女 互助 組 。 儘 
管 如 此 , 當 時 武 鄉 縣 領導 階層 幾 乎 沒 有 婦女 , 該 縣 對 婚姻 改革 仍 有 
所 疑慮 。1943 年 , 在 歷經 日 軍 掃蕩 、 早 災 與 蝗 災 後 , 因 擔心 會 衍生 
更 多 嗷嗷 待 哺 的 家 庭 , 武 縣 鄉 因 而 暫 禁 離婚 。 即 使 造成 婦聯 騷動 , 
該 縣 直到 1944 年 前 禁止 穿 婦 再 嫁 。5 

婦女 並 非 永 遠 效忠 共產 黨 。 黎 城 縣 當 時 就 有 許多 家 境 相 對 富有 
的 年 輕 女 子 , 因 階級 背景 而 無 法 參加 中 共 活 動 。1941 年 有 些 婦 女 因 
而 加 入 史 稱 「 離 卦 道 暴動 」 的 地 方 反 共 活動 。 當 時 這 個 由 會 道門 組 
織 演變 成 的 暴動 團體 , 其 半數 參與 者 、 即 超 過 1,500 人 為 女 性 , 雖 實 
際 上 陣 者 僅 占 少數 。 有 些 婦女 在 其 中 擔任 關鍵 領導 要 職 。 叛 亂 平定 
後 , 女 道 徒 在 接受 訊問 時 表 示 , 訴 求婚 姻 改革 及 能 去 開 會 是 加 入 暴 

91 Spakowski 2005, 157, 159-60. 
如 Leeand Wiles 1999, 159-61. 
說 Goodman 2000a. 915-17, 927-29; Ngo 2009, 291. 然而 。 Jiang and Wang 2016, 69-70 研究 發 現 ,1944 年 武 鄉 縣 有 327 件 離婚 , 並 認為 1940 年 代 至 二 次 國 共 內 戰 期 間 , 華 北 根據 

地 的 妻子 訴 請 離婚 案 有 上 千 件 =[ 編 按 〕: 根據 Goodman 2000a, 關於 「 八 路 媽 婚 」 事蹟 出 自 李 志 寬 、 孫 如 珍 ,〈 八 路 媽媽 》, 《 武 鄉 烽火 》( 黎 城 : 中 共 武 鄉 縣 秋 黨 史 
辦公 室 ,1985), 頁 5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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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7.4 1940 年 太 行 山 解 放 區 婦女 自 衛隊 

出 處 : 徐 曉 彬 家 人 授權 使用 

動 之 動機 , 亦 即 中 國 共產 黨 所 提倡 的 婦女 目標 。 當 地 黨 部 因此 就 以 

招募 更 多 婦女 入 黨 , 並 允諾 更 關注 婚姻 改革 和 婦女 參政 , 如 此 精明 

籠 絡 之 計 來 加 以 因應 。 
動員 婦女 參與 農務 勞動 的 過 程 , 並 非 一 直 順 利 無 阻 。 太 行 邊區 

政府 1943 年 發 起 互助 合作 運動 時 , 原 本 彼此 熟識 且 時 常 為 親戚 的 

當 地 人 家 , 自 然 會 組 成 互助 組 。 但 1944 年 春天 , 村 外 來 的 黨 幹部 
試圖 擴大 這 些 互 助 組 的 規模 , 形 成 農民 得 以 整合 資源 並 一 起 耕作 的 

全 面 型 合作 社 , 當 地 許多 人 相 當 抗拒 要 納入 非 親 非 故 外 人 的 做 法 。 

94 Goodman 1997: Goodman 2000b, 213, 240-45, 260; Goodman 2000a, 9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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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據 說 被 派 去 協助 農 活 、 編 織 生 產 或 其 他 雜務 的 農婦 , 對 額外 
的 勞務 要 求 表 達 不 滿 , 而 當 中 部 分 原 因 在 於 , 均 夫 或 公婆 會 因為 媳 
婦 把 時 間 都 耗 在 家 務 之 外 而 常常 不 給 好 臉色 。 為 獲取 婦女 的 支持 , 
當 地 幹部 提出 眾多 措施 來 加 以 因應 , 當 中 包括 增加 婦女 工 分 , 從 原 
本 為 男性 一 半 增 加 到 與 男性 相 等 , 但 家 人 的 抗拒 仍舊 是 個 問題 。 唯 
有 當 工作 隊 指 派 婦 女 與 親戚 一 起 農 活 時 , 反 彈 聲浪 才 略為 減少 。?% 
許多 農民 自 己 都 看 到 , 打 從 抗戰 到 1940 年 代 末 期 國 共 內 戰 這 期 間 , 
華北 根據 地 各 地 地 方法 院 審理 的 離婚 案 絕 大 多 數 都 是 女 方 提出 的 , 
因而 當 地 農家 普遍 會 擔心 , 一 旦 給 了 媳婦 機 會 , 她 們 就 會 離開 夫 
家 2 96 

1938 年 , 共 產 黨 在 華北 另 置 「 晉 察 慢 邊區 」 這 個 敵 後 抗日 根據 
地 。 抗 戰 期 間 , 該 根據 地 境內 成 千 上 萬 戰士 與 平民 百 姓 , 不 是 在 交 
戰 中 陣亡 , 就 是 在 後 來 的 日 軍 掃 蕩 行 動 中 喪生 。?71940 年 , 共 產 黨 
對 華北 日 軍 發 動 「 百 團 大 戰 」, 接 下 來 兩 年 日 軍 則 對 邊區 農村 百 姓 
以 「 燒 光 、 殺 光 、 搶 光 」 三 光 政 策 , 了 予以 報復 晉 察 北邊 區 因此 折損 
了 近 半 人 口 , 還 有 近 1/4 的 八 路 軍 戰 力 。“ 許 多 農民 陳述 證實 ,「 姦 
光 」 亦 為 日 軍 掃蕩 手段 之 一 。? 弛 

負傷 游擊 隊員 往往 交 由 當 地 婦女 照料 看 護 。 當 日 軍 搜 索 巡 邏 
隊 來 時 ,' 這 些 婦女 可 能 會 假裝 這 些 傷兵 是 自 己 染 上 高 傳染 力 病 的 
兒子 。 ” 某 位 前 八 路 軍 上 校 曾 提 及 , 當 時 是 如 何 將 年 邁 婦 女 納入 
其 中 , 以 保衛 這 個 可 藏匿 平民 百 姓 及 傷兵 的 複雜 地 道 網 ( 見 專欄 
72)。 這 些 婦 女 犧牲 與 殉 難 故事 , 多 用 來 激發 與 鼓勵 在 屢 遭 襲擊 威 

95 Ngo 2009, 292-297, 303, 305. 

96 Jiang and Wang 2016, 70-71, 78-79. 

97 Hartford 1989. 

98 Spence 1981, 323:Hartford 1989:Selden 1995, [44-145, 232, 

9 如 Larry 2010, 145。 
100Davin 1976,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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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 下 , 理 所 當 然 會 驚恐 不 安 的 農民 。 

當 時 共 軍 中 , 就 以 新 四 和 軍 成 員 年 紀 最 輕 、 女 性 最 多 。 新 四 軍 

多 半 是 出 身上 海 及 長 江 其 他 沿岸 地 區 。 ” 有 些 情 侶 為 躲避 家 人 安排 

的 包辦 婚姻 , 而 一 起 加 入 新 四 軍 之 列 。 如 同 其 他 共 軍 部 隊 女 性 , 新 
四 軍 女 戰士 鮮 少 上 陣 , 而 多 擔任 教員 、 行 政 人 員 、 文 書 事務 員 、 技 

術 人 員 、 作 家 與 宣傳 隊員 。 教 育 程度 較 低 者 則 替 部 隊 做 針線 活 。 

1941 年 初 , 國 共 關 係 幾 近 破 裂 之 際 , 國 民政 府 軍 圍 制 並 贅 滅 安 

徽 新 四 軍 縱 隊 所 屬 的 4 千 名 兵力 及 6 千 軍 眷 、 傷 員 及 醫護 人 員 。 當 

時 縱隊 中 有 些 婦女 在 移防 時 曾 遇 到 連日 下 雨 下 雪 , 而 浮 橋 垮 時 便 涉 
水 渡 過 冷光 的 河 。 雖 估算 數 字 眾說 紛 統 , 有 數 千 人 自 最 終 圍 帛 中 

脫 , 而 數 百 人 遭 捕 並 監禁 , 及 數 千 人 死亡 。 ” 戰 地 記者 史 沫 特 萊 聽 

聞 「 女 護士 、 政 工人 員 吊 樹 自 織 」, 而 其 他 報導 則 提 到 婦女 「 高 呼 

愛 國 口號 後 跳 謀 」 等 記 進 。 

專欄 7.2 地 道 戰 

以 下 出 自 八 路 軍 戰士 馬上 校 於 1946 年 對 白 英 (Robert Payne 談話 之 記 

述 。 

地 道 入口 通 常 是 在 六 下 , 所 以 日 本 人 進 屋 只 會 看 到 有 個 老 太 太 坐 在 

烷 上 。 這 老 太 太 會 拉 一 下 藏 在 被 窩 下 的 繩 ' 給 隧道 裡 的 人 通風 報 

信 , 日 本 人 何時 來 、 何 時 走 , 還 有 其 他 事 。 

101 針對 士氣 與 英雄 主 義 相 關 問題 , 見 Hartford 1989。 這 些 地 方 當 時 急迫 投入 戰 時 工 

作 。, 助 長 共產 革命 人 士 專 制 與 殘暴 作風 , 並 持續 延續 至 1949 年 中 共 呷 政 後 , 而 帶 來 
大 量 苦難 。Thaxton 2008, 51-70 ; Selden 1995, 242-252 

102 Benton 1992, xiil,.451-458. 

103 Benton 1990, 50 

104 Benton 1999, 69, 78. 

105 Benton 1999, 511-616 : 圖 表 出 自 頁 545、570-572 : 關於 天 師 跟 橋樑 之 事 ‧ 詳 見 頁 547、 

589-590。[ 編 按 】 : 此 即 為 史 稱 「 暈 南 事變 」 又 稱 「 新 四 軍事 件 」。 
106 Smedley 1945, 365; Benton 1999, 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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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人 通常 每 年 會 在 秋收 時 來 犯 , 把 準備 收成 的 穀 子 搗 貫 , 但 不 會 
全 毀 , 且 總 會 殺 掉 一 些 人 。 他 們 毅 了 很 多 包 不 夠 快 的 老 婦人 人... 

日 軍 突 襲 冀 中 某 村 時 , 八 路 軍 戰 士 吃 力 爬 進 地 道 , 而 有 驚 無 險 逃 過 一 劫 。 

我 們 待 的 房 是 一 個 老 太 太 的 。 日 本 人 跑 來 問 她 , 我 們 是 誰 。 老 太 太 
回 說 , 這 沒 戰士 。 日 本 人 用 切 肉 刀 砍 掉 她 左手 一 指 , 並 再 問 一 次 。 

老 太 太 連 給 5 次 一 樣 的 答案 , 就 這 樣 日 本 人 斷 了 她 五 根 指頭 。 麻 煩 的 
是 ', 當 時 同 行 的 將 軍 , 還 帶 著 夫人 以 及 6 月 大 女 娃 兒 9 日 本 人 進 

地 道後 , 灌 進 毒氣 瓦斯 。 將 軍 和 夫人 都 稍微 中 毒 , 接 著 女 嬰 哭 了 起 

來 。 當 下 相 當 危急 。 通 常 地 下 6、7 尺 不 可 能 聽到 娃 兒 哭 , 但 當 時 一 
靠近 通風 口 就 聽 得 到 、- 接著 突然 娃 兒 不 哭 了 9 我 們 在 地 道 內 待 

了 13 個 小 時 , 不 斷 移動 。 接 著 聽到 日 本 人 走 了 , 這 才 爬 出 來 。 當 時 
已 入 夜 。 我 們 這 時 才 發 現 , 夫 人 怕 日 本 人 聽到 女 娃 兒 器 , 於 是 把 女 

兒 悶死 了 。 她 沒 跟 將 軍 談 這 事 。 夫 人 就 在 那 裡 , 把 臉 早 發 青 的 娃 兒 

蓋 上 土 後 器 了 起 來 。 

出 處 :Robert Payne, C777g ddAe (New York: Dodd, Mead, 1947), 403-6. 

但 新 四 軍規 模 與 共產 黨 根據 地 數 量 及 範圍 仍 持續 擴張 。 到 了 
1945 年 , 華 北大 多 數 農村 皆 屬 於 解放 區 範圍 。 當 時 全 國 19 個 共 沉 根 “21 
據 地 人 口 已 超 過 1 億 人 , 且 黨員 接近 百 萬 人 。'"”" 抗 戰 末 期 , 謝 偉 思 
當 時 的 報告 提 到 當 時 華北 與 華中 ,「 所 有 證據 皆 證實 , 共 產 黨 已 實 
質 掌 控 淪陷 區 中 的 鄉村 」。 婦女 對 該 階段 共 黨 勢 力 擴張 有 著 實質 
的 貢獻 , 而 這 些 根據 地 成 為 當 時 試 煉 農 村 婦 女 政策 之 熔爐 , 亦 成 為 
1949 年 建 政 後 推 行 全 國 的 政策 。 

107Hartford 1989, 92: Levine 1989, 151; Service 1974, 221; Spence 1981, 336: Perry 1980. 211- 

213, 224-247; Lee and Wiles 1999, 177. 

108 Service 197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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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戰 

國 民政 府 在 美 國 參戰 後 獲得 相 當 多 援助 。 對 當 時 共產 黨 擴 張 咸 

到 戒 慎 恐懼 的 蔣介石 , 知 道 內 戰 將 一 觸 即 發 , 而 囤 積 了 部 分 戰爭 美 

援 。 日 本 在 歷經 廣島 和 長 崎 原 爆 後 突然 投降 , 國 民政 府 對 此 局勢 猝 

不 及 防 。 即 使 有 美 國 協助 國 民政 府 軍 空 降 至 中 國 其 他 地 區 , 有 百 萬 

正規 軍 且 近 兩 倍 民 兵 的 共 軍 , 於 1945 年 迅速 進 占 部 分 前 滿洲 國 。 

1945 年 舉行 的 國 共 談 判 迅 速 破裂 , 因 而 1946 年 中 國 已 陷入 內 戰 。 

抗日 戰爭 後 期 , 對 國 民政 府 不 滿 的 民怨 已 蔓延 至 共 黨 根據 地 以 

外 的 地 區 。 國 民政 府 徵兵 與 徵 稅 , 造 成 許多 農村 百 姓 恐懼 與 鄙視 。 

到 處 出 現 虐 待 士兵 的 情況 。 通 貨 膨脹 讓 每 個 人 生 活 更 加 括 據 。 貪 汙 

橫行 , 還 有 戰 後 急 欲 接收 日 軍 戰爭 物資 , 因 而 經 常 發 生 車 輛 遭 收 刊 

一 空 、 黑 市 交易 , 以 及 國 民政 府 官員 中 飽 私 囊 等 新 聞 報 導 。 

國 民政 府 重 掌 日 占 區 後 , 重 新 建立 報社 和 廣播 電台 , 試 圖 控制 

媒體 以 攏 絡 人 心 。 “幾 位 知名 女 性 因 成 為 日 本 通 敵 者 受審 , 且 更 多 

當 了 日 本 人 或 漠 奸 的 妻子 或 情婦 而 遭 大 眾 媒體 攻 計 。 這 當 中 有 位 

日 本 長 大 的 滿 清 皇族 格格 愛 新 覺 羅 顯 詞 , 回 中 國 替 日 軍 執行 間諜 工 

作 , 成 為 幾 位 日 軍 高 官 情婦 , 並 曾 在 滿洲 國 短暫 統率 自 己 的 軍隊 , 

1948 年 遭 以 漠 奸 罪 判 處 死刑 。 “但 與 日 通 敵 者 , 並 非 是 當 時 正 重 整 

旗 鼓 的 國 民政 府 唯 一 鎖定 的 目標 。 活 躍 在 日 占 時 期 上 海 的 地 下 共產 

黨 已 擴張 組 織 勢力 , 國 民政 府 雖 重 新 開 始 大 規模 緝捕 與 處 決 地 下 黨 

109 Spenee 1981, 342-45。 關於 內 戰 , 見 Pepper 1999: Lary 2015: Westad 2003。 〔[ 編 按 ]: 此 

即 國 民政 府 與 中 國 共產 黨 於 1945 年 舉行 的 「 重 成 談判 1。 
110Jiang 2009, 140-41. 
111 Xia 2013 : 夏 昀 在 該 文 中 (頁 115) 提 及 +,「 由 政府 投 意 合法 的 除去 異己 與 類 似 的 公 

開 行 動 + 皆 認為 當 時 女 姓 是 無 法 自 己 主 動 進 行 政治 決定 的 」。 
112 Edwards 2016b, 91-116.〔 編 按 〕 : 在 此 所 提 的 「 愛 新 覺 羅 顯 政 」 亦 即 人 稱 「 上 川島 芳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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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 但 未 能 如 願 根 除 工廠 、 教 師 與 學 生 組 織 、 婦 女 組 織 及 媒體 中 的 
共產 黨 勢 力 。 

知識 分 子 及 大 學 生 逐漸 與 國 民政 府 漸 行 漸 遠 。 “1945 年 12 月 
初 , 在 學 生 發 起 反 內 戰 罷 課 及 示威 遊行 後 , 國 民政 府 顯明 駐軍 以 共 
黨 活動 之 嫌 為 由 突襲 大 學 , 撕 毀 爭 民主 活動 海報 , 並 於 多 個 校 區 中 
丟 擲 手榴彈 。 此 事件 造成 4 位 學 生 死亡 , 包 括 來 自 華中 28 歲 的 西南 
聯 大 師範 學 院 女 學 生 潘 到 。 擔 心 引發 更 多 動盪 , 地 方 當 局 直到 隔年 
3 月 中 才 淮 替 4 位 遇害 學 生 送葬 。 葬 禮 最 終 得 以 舉辦 , 而 當 天 有 1.2 
萬 位 弔 唔 民眾 加 入 送 殯 之 列 。 中 

這 些事 件 就 等 同 預告 了 , 待 大 學 復 員 後 , 中 國 各 地 有 群 而 做 尤 的 
學 生 反 政 府 活動 。1946 年 一 起 北京 大 學 學 生 遭 兩 名 美 國 海軍 陸 戰 隊 
員 性 侵 案 , 引 發 北京 各 地 反 美 示威 抗議 , 並 蔓延 至 其 他 大 城 。!!* 參 
與 示威 學 生 呼籲 停止 國 共 內 戰 , 卻 遭 國 民政 府 鎮壓 。 

國 民政 府 當 局 於 1940 年 代 晚 期 重啟 部 分 南京 十 年 時 期 計 畫 , 亦 
即 在 國 旗 與 國 父 肖 像 前 舉辦 簡樸 的 集 體 婚禮 。 此 時 結婚 證書 需 載 明 
家 族 病史 並 檢 附 完整 體檢 ,「 以 倡 優生 , 發 揚 民 族 」。 “此 施行 條 
例 一 如 國 民政 府 過 去 推 出 林 林 總 總 法 令 , 一 樣 令 人 費解 。 

國 民政 府 在 上 海 恢復 戰 前 的 娼妓 管理 條 例 , 以 期 不 知 何時 的 
將 來 能 禁 絕 娼妓 。 上 海 市 警 局 局長 譴責 , 戰 時 通 敵 政權 支持 吸食 收 
片 、 賭 博 及 賣淫 , 推 行 「 壽 化 腐化 」 政 策 , 但 他 坦承 戰 後 馬上 要 禁 

113Jiang 2009, 141-49. 
114 關於 政治 貪 腐 , 見 Pepper 1999, 20-28。Payne 1947 描述 1944 至 1946 年 期 間 昆 明 西 南 

聯合 大 學 校園 的 政治 氣氛 。 
115 Payne 1947, 63, 207-11, 224-26, 234-36 : 關於 喪禮 , 見 lsrael 1998, 372-73 : 亦 見 Pepper 

1999, 44-52。 [ 編 按 〕: 此 即 1945 年 12 月 1 日 發 生 於 昆明 西南 聯 大 校園 + 中 稱 
「 一 二 一 事件 」。 

116 Pepper 1999, 52-58.〔 編 按 〕 : 此 即 史 稱 「 沈 崇 案 」。 
117 Pepper 1999, 42-93; Honig 1986, 38. 

118 Glosser 2003, 129-33 : 引 自 頁 131-32。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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娼 實 屬 不 易 。 上 海 市 政府 反而 決定 , 在 警方 督導 下 准許 有 照 性 工作 

者 在 指定 紅燈區 內 的 有 照 妓院 執業 。 當 時 警 局 頒 訂 相 關 管理 辦法 , 

即 明文 規定 年 齡 限制 、 使 用 保險 套 及 妓院 門口 掛 燈 樣式 等 各 種 規 

範 。 該 法 令 確 有 其 窒礙 難 行 之 處 , 加 上 居民 不 時 寫 信 向 警方 投訴 , 

妓女 與 尋 芳 客 造成 喧囂 和 秩序 紊亂 , 特 別 是 招攬 美 國 軍人 的 妓院 附 

近 。 當 時 衛生 局 估計 , 上 海 超 過 60% 的 妓女 染 有 梅毒 , 但 大 多 數 女 

性 得 去 賺錢 而 無 法 放下 工作 來 完成 療程 。 這 套 效 果 顯 著 的 妓女 疾病 

檢疫 方法 , 儘 管理 論 上 計 畫 周全 , 但 政府 單位 就 是 無 法 達成 。 “國 
民政 府 當 時 整頓 上 海 性 工作 者 的 雄心 大 志 , 終 究 成 了 未 盡 之 業 。 

婦 權 運動 人 士 亦 重新 開 始 戰 前 的 計 畫 。 婦 女 參政 權 自 1912 年 

唐 群 英 掌 攔 宋 教 仁 事件 後 已 不 斷 遭 擱置 。1936 年 《 中 華 民 國 憲法 草 
案 》 承 諾 , 婦 女 參政 與 競選 公職 之 權 。 隨 戰爭 爆發 , 全 面 選舉 因而 

延宕 。 但 戰爭 期 間 , 由 國 、 共 及 其 他 黨 的 中 產 階級 知識 女 性 , 推 動 
中 央 公 職 代 表 至 少 要 有 10% 的 婦女 保障 名 額 。 此 訴求 引起 婦女 救國 

會 年 輕 一 代 的 女 權 運 動人 士 , 持 續 爭 取 婦 女 參政 運動 。 她 們 援引 婦 

女 在 抗戰 救國 中 的 活躍 角色 , 作 為 進 一 步 合理 化 婦女 擔任 公職 之 保 

障 , 同 時 主 張 婦女 需要 有 能 伸張 自 我 性 別 權益 的 代表 。1947 年 , 婦 

女 參政 運動 人 士 的 努力 獲得 顯著 的 成 果 , 就 此 確立 中 央 政 府 公職 婦 

女 保障 名 額 制 。 但 此 重大 成 就 , 卻 因 國 共 內 戰 越 演 越 烈 而 黯然 失 
色 。 

國 民政 府 治理 的 最 後 幾 年 , 城 市 跟 農村 狀況 令 人 堪 慮 。 通 貨 
膨脹 重創 城市 經 濟 , 引 發 銀行 擠 兌 潮 , 當 時 的 百 姓 還 得 拖 一 麻布 袋 
現金 上 市 場 買 米 。 領 固定 薪水 的 老百姓 前 途 渺 茫 且 生 計 陷入 困頓 。 
1947 年 , 數 百 萬 華中 與 華南 百 姓 遭 遇 饑荒 , 且 估計 1948 年 有 1,500 

119 Hershatter 1997, 288-303 : 引文 出 自 頁 289; Henriot 2001,. 144-47, 325-33。 

120Edwards 2008a, 19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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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人 因 戰 亂 流離 失 所 。 當 時 躲避 華北 戰事 的 難民 湧 入 北京 , 而 蘇 北 

激烈 戰事 導致 百 萬 民眾 出 輝 至 上 海 。 相 關 救濟 措施 緩 不 濟 急 。 救 濟 
組 織 和 媒體 曾 通報 , 當 時 饑 不 擇 食 的 農民 吃 樹 根 啃 樹皮 充 餓 , 且 城 
內 街 上 屍 橫 遍 野 。 “當 時 政府 因 貪 腐 以 及 對 這 些 問題 徒勞 無 益 的 反 
應 , 而 與 多 數 城市 民眾 脫節 。 “ 

戰 後 罷工 潮 不 僅 讓 華東 沿海 傳統 工業 重鎮 停擺 , 還 波及 到 重 

慶 等 戰 時 新 興工 業 城市 發 展 。 婦 女 在 重慶 大 罷工 時 , 曾 積極 爭取 更 

高 工資 、 更 多 年 終 獎 金 和 更 佳 待遇 , 當 末 達 其 訴求 時 , 有 時 會 破壞 
廠房 設備 並 襲擊 經 理 。 “上 海 棉 紡 廠 在 中 國 紡織 建設 公司 支持 下 復 
工 。 隨 通貨 膨脹 日 益 嚴 重 ,', 工 人 發 動 罷 工 要 求 加 薪 、 縮 短 工作 日 , 

還 有 以 米 和 布 來 支付 薪水 。 “當 時 骨 工 的 籌備 事宜 即 利用 日 占 時 期 

的 組 織 動 員 技 巧 。 共 產 黨 地 下 組 織 幹 部 , 與 女 工 團體 締結 姐妹 會 , 

有 些 發 展 成 數 百 人 規模 的 團體 , 而 成 為 招募 黨員 的 來 源 。 
上 海女 工 在 1946 年 一 連 串 罷工 中 爭取 到 8 週 產 假 , 也 打 破 長 久 

以 來 紡織 廠 女 工 一 旦 懷孕 就 會 遭 開 除 之 慣例 。 “然而 此 條 例 並 未 如 

期 實施 。1948 年 1 月 , 申 新 第 九 紡織 廠 6 千 名 女 工 和 1!1 千 名 男 工 發 起 

靜坐 抗議 , 提 出 有 薪 產假 與 廠區 托 兒 福利 等 訴求 。 然 而 , 當 時 人 迫 在 
眉 睫 的 通貨 膨脹 問題 , 導 致 當 時 實 領 工資 縮水 , 而 僅 有 1946 年 所 得 
的 2/3。 中 國 共產 黨組 織 介 入 男 技 工 群 體 最 深 , 而 婦女 在 這 次 罷工 也 
相 當 活躍 。 而 在 千 名 軍 警 強行 進 入 工廠 驅 離 肥 工 工人 後 , 此 次 罷工 

121Chen 2012, 173-78, 186-89, 205-12. 有 關 北 京 的 救濟 之 家 , 以 及 其 對 貧窮 婦女 的 照顧 當 
試 , 有 時 候 替 她 們 安排 婚姻 , 見 頁 182-84。 

122 Pepper 1999, 423-29. 
123 Howard 2013, 1892, 1927-35. 
124 Honig 1986, 36-37, 88, 230, 235. 
125 Honig 1986, 229-34。 如 1920 年 代 晚 期 1929 年 到 1946 年 間 棉 紡 女 工人 數 已 從 34,270 

人 降 至 35,306 人 。, 得 仍 占 整體 的 2/3。 見 Honig 1986, 24-25。 

126 Honig 1986, 191。 有 關 婦女 自 絲 紡織 者 ‧ 後 來 此 時 期 成 為 了 勞動 運動 者 , 見 Perry 
1993.2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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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 告 落幕 , 最 後 導致 3 位 女 工 死亡 、 數 百 人 受傷 。 超 過 百 位 女 工 唱 

補 且 短暫 拘留 , 但 工人 對 煤 、 米 糧 物 資 等 部 分 訴求 也 獲得 回 應 。 

1948 年 1 月 , 申 新 九 廠 罷工 開 始 後 隔 天 , 上 海 市 政府 打 算 關 閉 

舞廳 , 因 而 引起 幾 千 位 舞廳 舞女 和 職工 不 滿 , 群 起 到 社會 局 抗議 。 

抗議 群眾 進 入 社會 局 辦公 室 破壞 , 把 當 中 的 桌 椅 和 檔案 丟 出 窗外 , 

並 襲 皿 駐 警 , 此 事件 亦 即 史 稱 「 上 海 舞 潮 案 」。 事 後 , 幾 百 位 舞廳 

職工 遭 當 局 逮 捕 , 當 中 包括 7 位 舞女 在 內 共 幾 十 人 遭 關押 候 審 , 雖 

然 最 後 只 有 幾 位 男性 遭 判 刑 入 獄 。 政 府 調查 員 無 法 證實 , 此 事件 是 

否 為 共產 黨 暗 中 策動 的 罷工 。 幾 個 月 後 , 部 分 是 因為 已 經 對 此 動亂 

有 所 回 應 交代 , 中 央 政 府 收回 關閉 所 有 舞廳 之 成 命 2 

共產 黨 幹 部 在 國 共 內 戰 期 間 , 主 要 在 華北 農村 中 進 行 婦女 動 

員工 作 , 以 支援 當 時 則 改組 與 改名 的 人 民 解 放 軍 之 持續 戰備 。 黨 

幹部 使用 婦女 代表 會 、 婦 聯 會 及 婦女 參與 新 成 立 的 農 會 等 形式 來 

動員 , 而 部 分 取決 於 特 定 場合 的 婦女 過 去 是 否 曾 有 與 男性 共事 經 

驗 。!””1948 年 黨 內 某 報告 提 到 , 讓 婦女 參加 貧 農 團 、 農 會 開 會 是 個 

不 錯 的 主 意 , 但 對 她 們 而 言 , 在 婦聯 會 單獨 開 會 也 有 所 幫助 且 確 有 

必要 。 不 習慣 在 男性 面前 說 話 的 婦女 曾 說 ,「 和 男人 們 在 一 塊 說 , 

該 多 說 的 也 就 少 說 了 」。 

共產 黨 接 著 轉 而 針對 曾 與 日 本 通 敵 的 大 地 主 , 來 推 動土 地 改 

革 政 策 。 小 地 主 或 富農 要 捐 或 賣 出 多 餘 持 有 土地 給 貧 農 , 而 中 農 則 

127 Honig 1986, 229, 234-43。 關 於 男 技 工 角色 及 軍 警 人 數 , 見 Perry 1993, 125 ; 頁 214 中 

找 到 , 某 男 共 產 黨員 因 懷 疑 某 婦女 幹部 過 於 干預 工廠 管理 , 而 予以 襲擊 事 件 之 相 關 

論據 。 亦 見 Pepper 1999, 114。 

128 Honig 1986, 38, 239; Perry 1993, 124;: Field 2010, 233-61: Hershatter 1997, 300-303; Henrlot 

2001,. 105-7. 
129 Davin 1976, 54-57. 
130Davin 1976,.44.〔 編 按 ] : 該 引文 出 自 北 岳 區 婦聯 會 ,〈 士 地 改革 運動 中 出 現 了 新 型 

的 婦女 組 織 形式 : 靈 邱 縣 婦女 代表 會 議 》,《 中 國 解放 區 農村 婦女 翻身 運動 素描 》 

(上 海 ; 新 華 書 店 ,1949) , 頁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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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動 , 並 由 共 黨 成 立 的 農 會 將 沒 收 土地 重新 分 配給 貧 農 。 到 了 1947 

年 , 許 多 地 區 已 轉 為 沒 收 中 農 財產 等 徹底 重新 分 配 。!”! 透 過 召開 
婦女 會 議 ' 協 助 婦 女 練習 公開 演說 , 以 成 為 推 動土 地 改革 重要 的 一 
環 。 這 些 婦 女 經 過 練習 , 更 自 在 表 達 情緒 , 並 細 數 自 己 遭 地 方 地 主 

茶 毒 的 親身 經 歷來 打 動聽 眾 。 “有 些 區 域 的 婦聯 會 也 公開 支持 , 遭 
丈夫 和 公婆 阻 擾 參加 會 議 或 毆打 的 婦女 。 抗戰 期 間 不 鼓勵 貧 農 訴 
請 的 離婚 , 戰 後 也 更 加 容易 。 

共產 黨 在 其 控制 區 域 內, 動員 婦女 進 行 與 江西 蘇 區 及 其 他 「 舊 

解放 區 」 同 類 的 戰 時 婦女 工作 。 婦 女 接手 主 要 農務 、 照 顧 傷 兵 , 還 

有 供應 鞋 、 寢 具 、 食 糧 及 衣物 等 軍需 品 , 並 收集 情報 。 有 些 地 區 婦 

女 民兵 會 擔任 哨兵 、 戒 護 人 犯 及 布 地 雷 。 此 時 戰事 逐漸 以 陣地 戰 而 

非 游 擊 戰 為 主 , 婦 女 就 鮮 少 直接 上 陣 戰 了 鬥 。 
到 了 1948 年 底 , 共產 黨 控 制 了 前 滿洲 國 及 部 分 華北 地 

區 。 “1949 年 1 月 , 共 軍 進 占 北 京 。 城 市 中 的 地 下 共 黨 成 員 , 保 護 
工廠 並 準備 由 即 將 到 來 的 人 民 解 放 軍 接收 。1949 年 初 , 共 軍 先 後 越 

過 準 河 與 黃河 ,4 月 拿 下 南京 、5 月 拿 下 上 海 。1949 年 10 月 1 日 , 毛 

澤 東 宣 布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成 立 。1949 年 底 , 蔣 介 石 前 往 臺灣 省 , 這 

塊 歷 經 日 本 殖民 半 世 紀 後 、1945 年 回 歸 中 國 統治 的 土地 , 且 後 來 成 

為 中 華 民 國 政府 有 朝 一 日 反攻 大 陸 的 復興 基地 。 

隨 著 共產 黨 在 國 共 內 戰 步 步 邁 向 勝利 之 際 ,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央 委 

員 會 在 一 份 戰 時 「 婦 女 工作 」 任 務 報 告 中 提 及 , 婦 女 勞動 對 婦女 解 

131 Spence 1981, 346-47; Pepper 1999, 277-330. 

132 Wu2014, 13. 

133Johnson 1983, 79. 

134Hua 1984, 12-13. 

135 Davin 1976, 44-45; Ono 1989, 178; Stranahan 1983, 97; Lary 2015, 119, 160; SpakowskK1 

2009, 

136Lary 2015,. 1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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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還 有 共產 黨 畜 劑 建 立 的 社會 主 義 社 會 ', 至 關 重 要 : 

只 有 婦女 積極 起 來 勞動 , 逐 漸 做 到 在 經 濟 上 能 夠 獨 立 並 不 依 

草 別 人 ,' 才 會 被 公婆 丈夫 和 社會 上 所 敬重 , 才 會 更 增加 家 庭 

的 和 睦 與 團結 , 才 會 更 容易 提高 和 四 固 婦女 們 在 社會 上 和 政 

治 上 的 地 位 ', 也 才 會 使 男 女 平等 的 各 項 法 律 有 充分 實現 的 強 

固 基 礎 。‧.‧‧‧““ 而 且 必須 認識 : 婦女 參加 勞動 , 不 僅 是 婦女 解 

放 的 基本 關鍵 ; 無論 為 著 今天 的 支援 戰爭 , 為 著 新 民主 主 義 

的 經 濟 建 設 ', 以 及 為 著 將 來 社會 主 義 的 勝利 , 婦 女 勞動 都 是 

積極 需要 而 不 能 缺少 的 。 

137 Davin 1976, 203. 〔 編 按 〕: 亦 即 中 國 共產 洽 中 央 委 員 會 於 1948 年 發 布 的 「 關 於 目前 解 
放 區 農村 婦女 工作 的 決定 」。 



$8 社會 主 義 建 設 下 的 女 性 (1949-1978) 

1949 年 中 國 共產 黨 成 立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時 , 黨 員 已 具備 近 30 年 “as 
婦女 動員 的 經 驗 , 主 要 在 政治 鎮壓 與 戰爭 情況 下 的 動員 。1949 年 之 
後 , 婦 女 勞動 與 女 性 形象 成 為 黨 與 國 家 願景 下 的 社會 主 義 現代 化 核 
心 。 社 會 主 義 建設 時 期 , 一 路 從 1949 年 中 華人 民 共和 國 建 政 、 中 間 
歷經 1976 年 毛澤東 過 世 , 再 到 1978 年 開 始 進 行 的 經 濟 改革 。 當 前 對 
此 時 期 的 諸多 論述 , 重 點 擺 在 黨 內 丫 爭 、 知 識 分 子 邊緣 化 與 迫害 、 
因 階 級 背景 可 議 而 長 期 遭 汙 名 化 的 人 們 、 國 家 經 濟 對 策 判 斷 失誤 導 
致 慘 絕 人 宣 的 後 果 , 以 及 重大 政治 動員 造成 的 動盪 。! 本 章 將 在 不 有 
意 淡化 上 述 各 面向 中 國 社會 主 義之 重要 性 前 提 下 , 探 討 社會 主 義 建 
設 時 期 一 連 串 不 同 問題 : 婦女 是 否 有 社會 主 義 革命 嗎 ? 若 有 的 話 , 
是 哪些 婦女 於 何時 進 行 的 ? 革命 過 程 是 如 何 形 塑 婦 女 的 日 常 生 活 , 
而 婦女 勞動 又 是 如 何 形 塑 革 命 過 程 ? 

雖然 中 國 共產 黨 在 此 時 期 引領 國 家 政策 與 國 家 機 器 , 但 不 具備 
得 以 運用 的 統合 社會 主 義理 論 , 更 別 說 適用 中 國 特 殊 狀 況 的 理論 。 
當 時 的 社會 主 義 , 雖 以 部 分 蘇聯 經 驗 為 基礎 所 臨時 拼湊 而 成 , 但 一 
直 關 注 當 地 現況 。 黨 內 對 於 社會 主 義 該 有 的 樣 態 , 又 該 如 何 打 造 社 
會 主 義 , 常 常 針 鋒 相 對 而 四 分 五 裂 。 這 些 爭論 大 多 未 直接 針對 婦女 
勞動 一 一 因為 大 家 都 認為 婦女 勞動 是 必要 的 。 這 些 爭 論 亦 未 針對 女 

! 本 章 針對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境內 包括 共產 黨 內 爭鬥 、 重 要 政治 運動 , 以 及 加 強 對 
邊 陸 地 區 少數 民族 的 國 家 管控 等 諸多 生 活 面向 議題 , 僅 略 微 帶 過 或 並 未 論 及 。 
所 境 , 這 些 相 關 議 題 已 有 大 量 且 易 取 得 的 學 術 研 究 痊 料 。 相 關 玥 用 綜 論 , 見 
Meisner 1999。 相 關 論 及 中 國 解放 前 後 生 活 的 婦女 訪 該, 見 Cusack 1958;: Davin 1989: 
Verscehuur-Basse 1996: Xinra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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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形象 , 因 為 儘管 尚未 實現 , 大 家 都 認為 官方 認可 女 性 與 男性 有 同 

等 的 政治 權 , 業 已 成 功 確立 婦女 解放 的 基本 條 件 。 

全 國 性 組 織 「 中 華 全 國 民主 婦女 聯合 會 」( 全 國 婦聯 ) 在 黨 的 領 

導 下 成 立 。 這 種 由 共 黨 根據 地 孕育 而 生 的 組 織 型 態 , 業 已 開 枝 散 葉 

在 各 級 政 府 建立 支部 。 而 此 用 意 在 於 確保 婦女 權益 得 以 維護 , 並 確 

保 婦女 瞭解 自 己 在 國 家 重建 中 的 角色 。 由 政府 出 版 的 女 性 雜誌 《 中 

國 婦女 》 讓 全 國 讀者 看 到 婦女 的 貢獻 與 議題 。 但 黨 內 對 於 該 如 何 發 

展 經 濟 產生 嫌 險 , 並 對 於 1960 年 中 蘇 交惡 後 , 中 國 該 以 何 種 角色 開 

創 社會 主 義 新 道路 有 所 爭論 , 即 使 性 別 平等 並 非 明 確 成 為 考量 的 議 

題 , 亦 影響 到 當 時 女 性 的 生 活 。 

本 章 以 3 個 穩定 家 庭 的 運動 開 始 談 起 : 土地 改革 背景 下 的 《 婚 

姻 法 》 運 動 、 在 農村 引進 科學 化 接生 員 運 動 , 及 城市 內 推 動 的 廢 

娼 運動 。 接 著 轉 而 探討 城鄉 經 濟 發 展 下 的 婦女 動員 及 性 別 分 工 之 轉 

變 , 最 後 會 談論 到 毛澤東 時 代 兩 大 代表 性 運動 , 即 使 未 明確 涉及 性 

別 , 皆 已 造成 不 同 婦女 團體 的 深遠 影響 。 大 躍進 及 接著 發 生 的 饑荒 

重新 改變 了 農村 婦女 的 生 活 , 而 文 化 大 革命 與 知青 下 鄉 運動 則 改變 

一 世代 城市 女 性 的 生 活 。 

本 章 強調 兩 大 主 題 。 首 先 ,「 女 性 」 在 社會 主 義 建設 時 期 , 與 

過 去 各 時 期 一 樣 , 並 非 是 同 質 群體 。 女 性 所 屬 世 代 、 區 域 、 信 仰 宗 

教 , 還 有 所 屬 族群 及 教育 程度 , 皆 有 助 於 判定 哪些 大 歷史 事件 對 其 

產生 的 影響 最 為 密切 。 但 或 許 社會 主 義 時 期 最 大 分 歧 在 於 城鄉 開 

異 , 而 此 分 歧 更 因 國 家 社會 主 義 政策 加 劇 。 社 會 主 義 建設 過 程 中 , 

從 農村 流出 的 資源 用 來 支應 城市 發 展 一 一 但 隨 著 戶口 制度 之 限制 將 

農民 與 其 鄰里 緊密 結合 , 城 鄉間 的 人 口 移動 而 大 為 減少 。 農 民 集 體 

2 國 家 所 屬 之 女 權 人 士 和 其 他 黨 領導 之 間 出 現 的 衝突 , 見 Wang 2010a; Wang 2017 

Manning 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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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 之 收入 雖 會 隨 收 成 狀況 而 有 所 浮動 , 但 一 般 收 入 依舊 低 , 旦 糧 
食 只 得 從 自 己 所 處 的 鄰里 取得 。 包 括 教 育 及 醫療 照護 等 在 內 的 農村 
社會 福利 服務 雖 有 所 改善 , 但 仍 有 限 。 而 布料 等 製造 類 商 品 之 取得 
亦 是 如 此 。 大 多 數 城市 居民 為 受 薪 階 級 , 更 容易 入 學 與 就 醫 , 且 享 
有 相 對 穩定 供應 的 糧食 物 、 布 料及 其 他 日 常 品 。 城 鄉 差 異 代 表 著 , 

農村 和 城市 婦女 的 日 常 活動 與 其 感受 到 的 機 會 有 所 不 同 。 本 章 會 關 
注 這 些 差 異 之 處 。 

第 二 個 主 題 則 是 , 成 為 社會 主 義 建設 基礎 的 婦女 勞動 , 尚 未 
完全 受到 認可 。 社 會 主 義 的 勞動 論 進 , 鮮 少 提 及 婦女 及 其 家 人 視 之 
為 女 性 責任 的 家 務 勞 動 。 即 使 婦 女 承擔 家 庭 外 的 新 任務 , 無 止 盡 的 
家 務 勞 動 要 求 , 構 成 了 城市 工作 崗位 或 農村 生 產 合作 社 婦 女 上 工 勞 
動 前 、 勞 動 期 間 及 勞動 後 的 日 常 作息 。 農 村 婦 女 需 肩負 的 任務 有 別 
於 城市 婦女 ', 且 更 加 繁重 。 但 對 兩 者 而 言 , 持 續 不 間斷 打 理 家 務 , 
並 非 社會 主 義 的 當 務 之 全 。 而 此 議題 就 留待 共產 末 來 之 日 , 亦 即 豐 
衣 足 食 與 家 務 社 會 化 減輕 婦女 負擔 之 時 來 處 理 。 在 此 期 間 , 家 務 勞 
動 在 公眾 論述 中 展現 出 的 勤儉 持家 形象 , 亦 成 為 一 種 女 性 成 就 之 象 
徵 , 但 對 社會 主 義 建設 而 言 , 並 不 認為 這 是 必要 且 無 酬 的 付出 。 解 
放 、 具 備 完整 政治 權利 、 邁 進 社會 主 義 未 來 , 如 此 激勵 人 心 的 黨國 

女 性 形象 , 與 當 時 女 性 的 日 常 生 活 及 勞動 狀況 仍 有 些 距 離 。 

婚姻 改革 與 土地 改 噴 

1950 年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 後 簡稱 《 婚 姻 法 》) 在 制定 

時 曾 採 納 黨 內 女 性 領導 的 意見 。 此 《 婚 姻 法 》 與 過 去 根據 地 時 期 

3 關於 《 婚 姻 法 》、 婚 姻 及 流行 文 化 對 此 時 期 之 呈現 , 見 Ono 1989, 176-86; Davin 1976, 
70-114 生 Johnson 1983, 115-53: Diamant 2000: Diamant 2014, 86-94: Glosser 2003, 167-95: 

Cong 2016, 255-83; Friedman 2006, 77-81, 89-96; Hershatter 2011, 96-128: Wang 2017,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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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實施 的 《 婚 姻 條 例 》 並 無 重大 差異 , 亦 與 1930 年 《 中 華 民 國 民 
法 》 有 相 同 之 處 。《 婚 姻 法 》 廢 除 「 封 建 主 義 婚 姻 制度 」 與 「 男 尊 

女 抱 」, 予以 明文 禁止 重婚 、 納 妾 、 童 養 媳 , 禁 止 千 涉 寡婦 婚姻 自 

由 、 禁 止 任 何 藉 婚姻 關係 索取 財物 、 不 得 違背 個 人 意願 強迫 當 事 人 

結婚 。 該 法 亦 訂 定 男 20 歲 、 女 18 歲 之 結婚 年 齡 , 且 須 至 所 在 地 政府 
登記 。 該 法 亦 明定 雙方 合意 下 准予 離婚 ' 但 若 產生 爭議 時 則 須 經 當 

地 政府 調解 與 法 院 判 決 , 同 時 禁止 男方 於 女 方 懷孕 期 間 或 於 懷孕 後 
立即 訴 請 離婚 , 並 規定 現役 軍人 配偶 欲 訴 請 離婚 須 經 當 事 人 同 意 。 

藉 由 《 婚 姻 法 》 頒 定 , 新 的 國 家 領導 表 明 欲 終結 自 五 四 運動 
以 來 飽 受 批 評 的 婚俗 , 並 藉 著 頒發 婚姻 證 來 展現 國 家 意圖 涉 入 過 去 
原 屬 家 庭 領域 的 婚姻 大 事 。 伴 隨 著 土 改 運動 將 土地 再 分 配給 貧困 人 

家 ,《 婚 姻 法 》 傳 達 出 黨 與 國 家 決心 終結 富有 人 家 壟斷 土地 、 娶 妻 

納 妾 , 而 貧困 婦女 遭 販 運 、 無 力 討 老婆 得 去 當 無 地 勞工 的 窮困 男性 
等 狀況 。 

適用 全 國 的 《 婚 姻 法 》 在 1950 年 代 初 期 複雜 的 農村 地 區 中 遭 

遇 到 特 殊 之 困境 。 經 驗 不 足 的 當 地 村 領 導 幹 部 , 在 外 地 來 的 黨 工作 

隊 協 助 下 全 神 發 注 投 入 土地 改革 運動 。 這 包含 查 明 各 村子 內 每 家 每 

戶 所 持 有 的 土地 與 階級 , 並 將 地 主 和 富農 的 土地 與 財產 再 分 配給 貧 

農 。 土地 改革 過 程 涉及 到 相 當 多 的 社會 衝突 和 暴力 , 且 甚 少 證據 指 

出 地 方 領導 人 是 否 有 能 力 或 有 心 積極 發 役 《 婚 姻 法 )。 舉 例 來 說 , 

雖 當 時 視 新 納 之 妾 為 重婚 而 予以 禁止 , 但 既 有 納 妾 則 未 受 影響 , 除 

4 關於 表 明 此 為 封建 且 陳舊 之 風 伶 , 見 Friedman 2006, 69-70; Hershatter 2011。 

5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早期 固定 的 階級 身分 產生 始 料 未 及 之 影響 。 階 級 標籤 是 自 父系 制度 
繼承 而 的 , 像 是 地 主 制 在 實際 社會 中 已 消失 , 但 仍 存 在 「 地 主 」 此 身分 類 別 , 而 影 

響 到 後 代 。 璧 如 線 入 貧困 農家 的 女 性 , 結 婚 就 能 改變 階級 標 欠 , 雖 然 仍 少不了 「 地 

主 女 兄 」 這 樣 聞 言 閒 語 。 大 抵 而 言 , 固 定 階級 標籤 意味 沒 有 相 關 階 級 語言 來 陳述 

持續 發 生 城鄉 不 平等 、 幹 部 和 工人 間 不 平等 、 村 領導 和 農民 間 的 不 平等 。 主 導 公 眾 

論述 的 階級 標籤 , 也 更 明確 說 明 如 性 別 不 平等 這 類 不 平等 問題 。 關 於 階級 標籤 對 農 

村 婚 配 選 擇 , 見 Zha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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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8.4_1940 年 代 末 參與 十 里 店 村 政 治 會 議 的 婦女 

出 處 :Photograph by David Crook, courtesy oflsabel Crook. 

非 當 中 一 方 訴 請 離婚 。* 
然而 , 由 士 地 改革 帶 入 的 新 政治 環境 , 就 某 層面 而 言 , 亦 帶 動 

了 婚姻 改革 。 參 加 士 改 工作 隊 的 年 輕 城市 女 性 , 投 入 大 量 時 間 挨家 
挨戶 照 訪 婦女 、 動 員 她 們 參加 政治 會 議 , 並 為 她 們 解釋 當 前 政府 政 
策 。 在 《 土 地 法 大 綱 》 中 , 女 性 可 分 到 與 男性 同 等 份額 的 土地 , 即 
使 實際 家 中 所 有 土地 為 共同 持 有 , 且 其 使用 由 戶 長 掌控 。“" 當 時 鼓勵 
年 長 婦女 人 到 集 會 上 「 訴 苦 」, 指控 地 主 和 富農 剝削 行 徑 。“ 年 輕 女 

6 Tran 2015, 175-98, 

7 Hinton 1997, 396-99. 

8 間 於 「 訴 苦 」 與 婦女 動員 , 見 Hershatter 2011, 34-37, 62-64, 79; Ono 1989, 171-73, 
Hinton 1997, 157-60; 關於 城市 女 性 與 女 工 閃 的 訴苦 , 見 Ma2014。 關於 在 更 廣泛 政 

治 活動 中 動員 婦女 的 困難 , 見 Crook 和 Crook 1979, 195-203。 關 於 後 毛澤東 時 期 , 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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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學 會 在 公開 場合 暢所欲言 、 放 聲 高 歌 , 來 支持 政府 政策 。 這 些 活 

動 開 拓 女 性 鄰里 意識 與 社會 機 會 , 且 許多 年 輕 女 性 發 現 自 己 不 願 接 

受 父母 之 命 的 婚約 。 有 些 說 服 家 人 去 退婚 ( 見 專欄 8.1)。 而 當 初 被 

迫 賣 給 人 家 當 童養媳 、 也 就 是 由 未 過 門 夫 家 養 大 成 人 後 要 嫁 給 該 家 

兒子 的 女 子 , 此 時 往往 選擇 回 娘家 。 簡 言 之 , 當 時 的 《 婚 姻 法 》 與 

新 政治 環境 ', 確 實 防 止 「 封 建 」 婚 姻 發 生 。 

專欄 8.1 馮 改 震 退 婚 

陜 南 長 大 的 滲 改 霞 在 1949 年 14 歲 那 年 , 父母 將 她 許 配給 人 家 。 

我 媽 給 我 鉸 了 一 個 鞋 樣子 , 叫 我 弄 紅 布 坐 上 轎 鞋 。 呵 , 她 給 我 擺 了 

幾 天 我 都 不 做 , 才 到 學 嘛 , 我 也 不 做 。 我 都 覺得 沒 見 過 , 不 知道 是 

啥 榜 的 子 的 人 呵 ', 所 以 我 咋 得 不 接 。 喔 回 我 跟 我 媽 說 :「 死 都 不 接 ! 

你 把 我 小 小 的 給 人 家 ,' 那 我 死 都 不 走 , 反正 我 不 去 ! 」 我 給 她 摔 

了 ,' 我 沒 做 。 介 紹 人 老婆 婆 到 我 們 來 , 我 就 叫 走 , 馬 她 「 走 去 !」 

解放 後 , 改 霞 成 了 一 名 士 改 積極 分 子 。18 歲 時 已 是 鄉 婦聯 會 主 任 。 她 

從 土 改 工作 隧 那 聽到 黨 跟 國 家 的 婚姻 政策 , 給 她 勇氣 解除 自 己 的 婚約 。 

你 想 原 來 你 又 不 知道 這 些 呵 , 沒 有 個 主 心 骨 ,', 對 吧 ? 通 過 工作 隊 繪 

你 講 , 懂 了 這 些 道 理 , 然 後 鏡子 呀 是 的 一 對 。 

一 般 的 父母 理解 是 說 , 給 人 家 的 人 啊 ' 說 出 去 的 話 ', 好像 退 了 去 了 

他 們 的 面子 。 就 是 這 樣 的 想 法 , 他 們 的 那 個 心情 好 像 是 為 女 兒 , 這 

家 有 錢 ,' 條 件 好 呀 。 

[4 好 在 改 需 的 祖父 站 在 她 那 邊 , 幫 忙 說 服 了 父親 。 

把 我 媽 一 個 人 啦 , 最 後 她 沒 有 辦法 了 。 

苦 仿 持 疆 成 為 城市 女 性 孝 事 方式 , 見 Anagnost 1997; Rofel 1999, 137-48; Hua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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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電 決定 直接 跟 未 婚 夫 當 面 對 質 。 

有 一 天 這 個 介紹 人 老婆 婆 也 瞎 傢 伙 (的 很 ) ' 她 把 我 叫 她 們 家 裡 去 。 

那 個 時 愛 寫 個 生 年 八 字 啊 。 弄 這 麼 大 個 麻 錢 ' 麻 錢 上 栓 個 紅頭 繩 , 

| 把 你 生 日 年 齡 呵 , 我 是 幾 幾 年 生 的 、 屬 啥 的 這 個 相 都 弄 到 這 個 當 , 

撿 到 麻 錢 上 , 這 都 算 喔 訂婚 的 儀式 。 叫 她 給 我 取 回 來 , 我 跑 到 她 那 

去 ', 她 把 人 家 那 男方 叫 到 來 。 

哎呀 ! 把 我 著 的 , 把 我 別扭 得 沒 法 。 男 方 他 問 我, 你 為 咐 要 退 ? 我 
| 說 為 咐 要 退 , 因 為 我 們 是 包辦 的 ! 我 說 , 我 從 來 沒 見 過 你 , 今 天 見 

你 第 一 交 。 這 根本 都 是 「 口 袋 裡 買 貓 」, 跟 你 是 個 素 不 相 識 的 人 對 
嗎 ? 語言 各 方面 根本 都 不 喔 個 的 ! 

最 後 他 有 些 威 骨 我 , 我 也 不 怕 , 因 為 我 都 不 當 村 婦 聯 會 主 任 了 。 第 

二 年 當 鄉 婦 聯 會 主 任 , 我 就 教育 他 。 我 把 政策 給 他 搬出 來 , 我 說 現 

在 我 懂得 《 婚 姻 法 》。 現 在 婦女 自 由 了 , 我 自 己 要 選 我 自 己 心愛 的 

人 ,' 語言 各 方面 都 能 說 到 一 起 的 , 能 共同 生 活 , 有 共同 語言 , 最 後 

才 從 喔 算 了 。 反 正 我 退 喔 個 婚 , 扯 了 個 紅 布 嘛 , 四 個 節 節 退 給 他 , 

東西 都 退 給 他 。 買 了 了 兩 雙 襪子 、 一 個 大 雪花 膏 瓶 瓶 啦 、 一 個 香 把 嘛 

肥 色 ? 一 個 肥 和 色 。 反 正 我 們 小 娃 家 , 也 不 管 那 麼 多 , 光 知道 給 人 家 

退回 去 , 生 年 八 字 。 就 這 個 他 不 給 呵 , 一 年 多 都 不 給 。 

有 時 開 會 到 周 家 坪 , 也 都 碰 到 , 他 好 像 故 意 是 一 一 路 再 到 爛 呵 ', 他 

都 為 難 你 。 這 是 小 人 見識 , 他 本 來 就 是 小 人 。 不 喜歡 都 不 喜歡 嘛 , 

你 不 能 搶 嘛 。 反 正 我 拿 定 了 主 意 , 想 好 了 , 喔 好 家 人 你 咋 能 跟 他 ? 

退 了 都 退 了 , 你 喔 到 幹 啥 ? 要 流 一 一 我 也 不 理 他 , 恨 他 一 眼 , 就 走 

了 。 我 也 沒 給 我 媽 說 ' 說 了 ,「 你 看 去 我 們 人 吧 ! 

出 處 :Interview with Feng Gaixia (pseudonym), conducted by Gao Xiaoxian and Gail Hershatters 

1997, excerpted in Gail Hershatter, 7/e Ge7yede7' 97 Aero702: A47r7/ 有 所 07e7 2777 0C77777 

Co//eczye P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96-98.[ 訪談 內容 參 

見 : 張 贊 譯 ,《 記 憶 的 性 別 : 農村 婦 女 和 中 國 集 體 化 歷史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 社 , 
2017), 頁 137-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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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對 於 已 下 聘 、 還 有 買 了 媳婦 來 分 攤 家 務 勞 動 及 延續 香火 的 

人 家 , 其 利害 關係 影響 較 大 。 許 多 年 輕 女 性 在 這 樣 的 婚姻 中 並 不 美 
滿 , 且 毫 無 疑問 當 中 有 些 人 病 旬 自 己 能 脫貧 並 求 得 更 好 姻緣 。 這 裡 

出 現 矛 盾 之 處 , 亦 即 該 法 原 意 藉 由 改善 農村 貧 男 討 老婆 的 機 會 來 穩 
定 家 庭 制度 , 現 在 卻 因 一 方 揚言 退婚 反倒 擾亂 鄰里 秩序 。《 婚 姻 法 )》 

在 農村 成 了 出 了 名 的 離婚 法 。 公 婆 和 丈夫 紛紛 反對 , 針 對 欲 行 使 此 

新 法 律 權利 的 婦女 予以 暴力 詹 迫 。 根據 司法 部 ,1950 到 1953 年 期 

間 , 每 年 有 7 到 8 萬 人 , 當 中 大 部 分 為 女 性 因 家 庭 衝 突 自 殺 或 遭 家 人 
殺害 。!“ 

黨 與 國 家 譴責 對 欲 訴 請 離婚 妻子 的 暴力 行 為 。 但 對 於 要 如 何 強 

行 推 動 婚姻 改革 , 黨 國 高 層 意 見 分 歧 , 直 到 1953 年 才 在 全 國 貫徹 推 

行 為 期 一 個 月 的 《 婚 姻 法 》 運 動 。 在 一 開 始 若 違反 《 婚 姻 法 》 相 

關 規 定 而 該 准 離 的 情況 , 主 管 機 關 會 全 力 介入 調解 , 以 求 家 庭 安 穩 

與 鄰里 和 諧 。 相 關機 關 單位 往往 會 與 村 領導 、 家 人 、 鄰 居 及 這 對 怨 

偶 溝 通 , 試 圖 以 歡 和 不 勸 離 方式 來 解決 婚姻 問題 。 這 些 做 法 有 時 

反而 近似 荒謬 。 某 位 省 級 幹部 曾 在 1953 年 提 到 , 某 鄉 長 為 了 勸 和 某 

對 不 合 夫妻 而 要 兩 人 行 房 。 那 鄉 長 站 在 外 面 , 堅 持 要 女 方 把 褲子 丟 

出 窗外 , 但 他 這 勸 和 的 方法 行 不 通 。 那 對 夫妻 繼續 大 吵 大 點 , 鄉 長 

最 後 只 好 把 褲子 買 回 窗 內 。 該 位 省 級 幹部 認為 , 像 這 類 案例 就 該 准 

離 。 下 定 決心 要 離婚 的 農村 和 郊區 婦女 , 最 後 發 現 要 找 同 情 其 草 
遇 的 地 方 官員 或 法 官 提 出 離婚 , 因 而 有 時 會 有 成 群 婦 女 遠離 自 家 村 

9 當 然 , 男 人 也 會 申請 離婚 , 璧 如 在 有 些 案 例 中 , 忠 升 中 的 幹部 希望 能 夠 中 止 他 們 的 
婚姻 , 結 束 與 老年 或 貧窮 太 太 的 關係 交換 更 好 的 關係 。 相 關 案例 , 見 Wang 2010a, 
839-40 。 

10 Johnson 1983, 132: Huang 2005, 179. 

11 Johnson 1983,. 115-53. 

12 有 關 尋 人 , 見 Huang 2005。 
13 Hershatter 2011, 111-12. 〔 編 按 〕 : 此 為 陝西 才 宣 傳 部 甘 一 飛 1953 年 初 在 婦女 代表 太 會 

的 講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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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 到 別處 去 替 自 己 討 公道 。 光 1953 年 一 年 , 法 院 就 受理 超 過 117 

萬 件 離婚 案 。 

婚俗 在 毛澤東 時 代 雖 有 所 改變 , 但 以 時 間 線 來 看 仍 比 國 家 短 

期 密集 宣傳 運動 更 為 緩慢 。 農 村 學 校 的 建立 與 農業 集 體 化 , 提 供 年 

輕 人 能 彼此 認識 與 發 展 興趣 的 空間 。 一 如 往 例 ,', 媒 人 扮演 了 締結 姻 
緣 的 角色 , 而 且 還 是 父母 說 的 算 , 但 未 經 女 性 當 事 人 合意 就 嫁 掉 的 

情況 逐漸 減少 。 到 了 1970 年 代 , 新 婚 夫婦 與 父母 分 戶 而 居 的 狀況 

更 為 普遍 。 情 投 意 合 的 婚姻 逐漸 成 為 許多 農村 青年 共同 的 希 籽 與 期 
待 。 

1950 年 《 婚 姻 法 》 並 未 處 理 農村 婚姻 的 一 大 重要 特 色 : 妻 隨 夫 

居 , 亦 即 女 兒 結婚 後 搬出 娘家 , 搬 到 位 於 通常 不 同 村 的 夫 家 去 住 。 
因 結 婚 而 造成 這 樣 的 改變 , 持 續 成 為 女 性 生 命中 的 印記 , 她 們 要 離 

開 自 己 熟 識 且 已 扎根 的 鄉里 , 進 入 到 陌生 且 有 待 立 足 之 地 。 “這 種 

改變 並 非 像 第 1 章 提 到 嫁 出 去 的 女 兒 如 潑 出 去 的 水 , 回 不 了 娘家 如 

此 劇烈 。 實 際 上 年 輕 已 婚 女 性 往往 嫁 不 遠 且 常 回 娘家 , 並 與 娘家 關 

係 密切 , 而 部 分 地 區 女 性 在 婚 後 過 半 時 間 會 繼續 與 父母 同 住 到 懷孕 

為 止 。 我 們 很 難 想 像 , 對 於 當 時 剛 成 立 不 久 、 仍 處 於 困境 之 際 的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 有 可 能 去 挑戰 隨 夫 而 居 , 如 此 深 植 農 村 生 活 的 
「 封 建 」 婚 俗 特 色 。 而 當 時 無 法 解決 的 後 果 , 也 就 是 持續 存在 的 隨 

夫 而 居 婚姻 , 繼 續 限 制 女 性 取得 政治 權力 的 機 會 , 到 了 當 代 產 生 出 

普遍 偏好 生 兒子 的 現象 , 而 這 些 亦 為 第 9 章 將 探討 的 議題 。 

14 Cong 2016,.249. 
15 Yan 2003, 

16 在 這 種 婚姻 型 態 裡 , 男 人 和 女 人 不 同 的 生 命 狀況 , 相 關 的 基本 討論 可 見於 Wolf 
1972。 有 關 從 夫 居 , 也 可 見 Johnson 1983。 

17 舉例 來 說 , 見 Judd 1989: Hershatter 2011: F. Liu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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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 員 

即 使 這 新 中 國 當 時 正 推 動土 地 再 分 配 與 婚姻 改革 工作 , 也 開 

始 處 理 分 娩 時 大 量 孕 產婦 與 嬰兒 死亡 , 這 個 普遍 存在 的 公共 衛生 問 

題 。“ 自 南京 十 年 時 期 國 民政 府 推 動 政 務 以 來 , 從 未 將 此 問題 提升 

至 國 家 層級 來 處 理 。 不 同 於 土地 改革 和 婚姻 改革 , 生 痛 宣傳 工作 目 

的 在 於 將 衝突 降 至 最 低 。 如 第 5 章 所 述 , 大 多 農村 地 區 嬰兒 是 由 村 

裡 未 接受 正式 訓練 的 產 婆 所 接生 的 。 有 些 產 婆 有 多 年 豐富 經 驗 , 上 且 

對 於 處 理 臀 位 分 才 和 其 他 難產 狀況 相 當 在 行 。 但 大 多 使用 未 消毒 

器 具 來 剪 臍 帶 , 導 致 大 量 的 孕婦 產 箇 熱 及 新 生 兒 破 傷風 出 現 。1952 

年 , 衛 生 部 估計 全 國 嬰兒 死亡 率 為 209%。 
早 在 1950 年 , 由 甫 成 立 的 全 國 婦聯 億 同 衛生 部 及 非常 少數 的 新 

式 接生 員 , 著 手 進 行 農村 接生 現況 調查 。 藉 由 推 動 年 長 產 婆 的 短期 

訓練 , 以 及 招募 農村 年 輕 女 性 接受 新 式 接生 員 訓 練 。 兩 者 皆 納入 消 

毒 技術 的 訓練 。 新 生 兒 死亡 率 也 因 這 些 措施 而 大 幅 下 降 。 年 長 產 婆 

在 當 時 未 遭 謹 毀 為 「 舊 社會 」 餘 毒 , 反 倒是 因為 讓 基礎 醫療 醫療 體 

系 得 以 成 形 而 受 到 器 重 。 集 體 化 年 代 期 間 , 除 部 分 短期 實驗 性 質 的 

產 院 , 農 村 婦 女 仍 普遍 在 家 臨盆 。 當 時 參與 在 家 分 娩 的 接生 員 , 通 

常 是 受過 訓練 、 並 由 生 產 隊 支 薪 的 當 地 上 農 人 來 擔任 。 

接生 員 訓 練 運 動 可 視 為 當 時 大 規模 國 家 計 畫 其 中 一 部 分 , 得 

以 將 最 新 科學 知識 推 介 給 基層 民眾 ' 並 藉 由 改善 婦幼 健康 來 強化 家 

庭 體 制 。 即 使 農 村 婦 女 仍 懷疑 1950 年 代 當 時 的 想 法 , 即 認為 躺 著 

生 要 比 蹲 著 生 來 得 科學 , 但 普遍 已 接受 消毒 技術 這 項 科學 知識 。 其 

他 1950 年 代 流傳 於 城市 的 婦女 和 生 痛 科 學 知識 , 在 歷經 超 過 半 世 紀 

後 , 也 看 來 有 些 過 時 。 當 時 中 國 出 版 的 書 籍 與 文 章 提倡 , 主 要 在 婚 

18 除非 特 別 標注 , 這 裡 的 段 落 皆 引 自 Hershatter 2011. 154-81: Fang 2017 

19 Hershatter 2011.351n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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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與 生 育 背 景 下 的 性 生 活 是 健康 且 正常 , 而 男性 性 慾 始 終 要 比 女 性 

的 來 得 強 , 同 時 大 多 視 女 性 性 慾 為 本 能 反應 。 

娼 妖 

當 共 軍 於 1949 年 進 占 上 海 和 其 他 大 城 之 際 , 對 市 政治 理 經 驗 不 

多 。 他 們 當 時 面 對 到 通 膨 失控 、 街 上 難民 與 乞 兩 的 生 與 死 、 失 業 及 

鴉片 走私 等 種 種 挑戰 。” 對 於 剛 到 任 的 共 黨 幹部 , 城 內 大 量 老 章 和 

破 女 成 了 一 種 表 明 當 時 城市 道德 腐敗 及 貧 婦 剝 削 的 失序 徵象 。 對 於 

黨 來 說 , 禁 絕 娼妓 淫 業 如 同 禁 絕 鴉片 癮 , 是 打 造 強大 現代 化 國 家 、 

擺脫 帝國 主 義 宰 制 及 除去 中 國 「 東 亞 病 夫 」 之 名 的 根本 。 共 黨 幹部 

在 最 初 一 有 機 會 就 宣告 禁 娼 之 意圖 , 但 在 上 海 和 其 他 城市 則 是 先 確 

立 其 基本 的 政治 掌控 與 城市 公共 服務 。 市 政府 於 1951 年 底 轉 而 圍捕 

老 門 和 妓女 , 許 多 娼妓 不 再 從 事 性 交易 , 並 在 城 內 另 尋 工作 或 回 到 

不 再 受 國 共 內 戰 侵 擾 的 老家 。 

當 時 的 新 政府 圍捕 高 達 501 名 妓女 和 324 名 妓院 老闆 , 此 事件 

仍 具 相 當 象徵 涵 意 。 妓 院 老闆 不 是 入 獄 就 是 送 勞 動 改造 , 而 將 妓女 

押送 到 婦女 勞動 教養 所 , 在 此 遭 監 禁 以 接受 醫療 照護 、 職 業 訓練 與 

思想 改造 。 如 同 許多 其 他 都 市 居民 突然 發 現 自 己 已 在 共產 黨 治理 之 

下 , 這 些 女 性 並 不 相 信 這 個 新 政權 是 來 解放 她 們 的 。 她 們 擔心 生 

計 就 此 遭 剝 奪 , 並 被 迫 離 開 原 有 的 社會 人 脈 。 而 許多 妓女 與 其 稱 

呼 「 媽 媽 」 的 老 鎢 關係 相 當 緊密 。 有 些 聽 聞 謠 傳說 , 她 們 會 被 分 配 

到 共 軍 , 將 來 要 打 臺灣 時 上 戰場 去 除 雷 , 或 抽 光 她 們 的 血 給 傷兵 輸 

血 。 當 時 派 來 醫療 人 員 替 她 們 抽 血 檢驗 梅 壽 及 其 他 性 病 時 , 也 未 能 

20 Evans 1997. 41-47. 關 於 1950 年 代 中 國 嘗試 在 城市 引介 蘇聯 式 無 痛 分 學 , 及 其 與 冷戰 

政治 之 牽連 , 見 Ahn2013。 

21 除 特 別 指出 , 此 處 敘述 根據 Hershatter 1997, 304-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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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 其 內 心 的 恐懼 。 當 上 海 市 民政 部 部 長 現身 勞教 所 講話 並 宣告 她 
們 獲得 解放 時 , 迎 來 的 卻 是 這 些 女 性 齊 聲 大 器 、 把 餐 盤 翻 至 地 上 等 
反應 。 

然而 , 終 究 大 多 數 這 些 女 性 順應 了 此 新 秩序 , 而 有 些 最 後 欣然 

接受 。 勞 教 所 工作 人 員 用 盡 辦 法 使用 當 時 稀有 的 青黴素 , 來 治療 這 
些 女 性 的 性 傳染 病 , 還 有 告訴 她 們 過 去 是 如 何 遭 壓迫 、 為 何 該 接納 

自 己 成 為 具 生 產 力 公民 這 個 新 人 生 , 還 教 她 們 編 毛 巾 與 生 產 襪子 , 

並 嘗試 與 上 海 或 周遭 鄉下 的 家 人 再 度 聯繫 。 不 出 幾 年 , 當 初 遭 監禁 

的 上 海 妓女 獲釋 回 家 並 開 始 去 工作 。 該 機 構 亦 提供 未 婚 女 性 和 想 討 

老婆 的 城市 貧困 男性 進 行 婚配 媒 合 , 或 送 她 們 到 西北 國 營 農 場 嫁 給 

現役 或 退役 軍人 。” 重 回 上 海里 弄 的 妓女 則 受到 當 地 婦女 新 組 成 的 
居民 委員 會 之 監督 , 以 提防 她 們 有 任何 重 操 舊 業 之 跡象 。 

無 論 將 這 些 女 性 送 至 何 處 ,' 其 意圖 是 要 讓 她 們 重 回 正常 家 庭 之 

中 , 這 也 是 在 數 十 年 戰爭 後 , 為 穩定 社會 所 投入 較 大 規模 的 努力 之 

一 。 當 然 , 這 個 過 程 並 不 如 當 時 國 營 媒 體 上 刊載 的 激勵 人 心 故事 那 

樣 簡 單 。 例 如 , 上 海 市 政府 於 1954 至 1955 年 審核 居民 委員 會 成 員 

時 , 至 少 查 到 一 個 進 行 婦女 動員 工作 的 居 委 會 , 當 中 成 員 有 該 送 去 

接受 勞動 改造 的 老 愉 和 妓女 。” 北京 、 上 海 和 其 他 城市 當 局 態 度 , 

一 會 兒 把 妓女 當 成 是 需要 從 「 舊 社會 」( 對 1949 年 之 前 社會 的 統稱 ) 

剝削 中 拯救 的 受害 者 , 一 會 兒 又 懷疑 她 們 可 能 是 重 操 蕾 業 甚或 阻 擾 

革命 改造 大 業 的 破壞 分 子 。” 儘管 如 此 , 性 交易 這 個 上 海 解 放 前 的 

重要 經 濟 產業 ' 以 及 許多 其 他 城市 社會 生 活 顯著 的 特 色 在 相 對 短 時 
間 內 消失 於 無 形 。 在 此 清楚 展現 , 性 服務 業 及 人 口 販運 、 幫 派 掛 

22 此 時 期 在 青海 安置 定居 的 女 性 , 及 女 性 對 成 家 及 養 兒 育 子 之 重要 性 , 見 Rohif 
2016。 青 島 殲 女 改造 及 轉 變 為 社會 主 義 文 化 工作 者 , 見 Zhao 2014。 

23 Zhang 2015, 65. 

24 EvanS 1997, 145, 160, 174; Smith 2013a; Smith 2013b, 20-21, 63, 65-67, 74-82, 102-6.



8 社會 主 義 建設 下 的 女 性 ( 1949-1978 ) 

勾 、 名 妓 , 還 有 與 之 相 關 積極 在 街 頭 拉客 的 妓女 , 皆 屬於 隨 著 半 殖 
民 過 往 一 併 揚棄 的 鉛 前 象 徵 。 

婚姻 改革 之 嘗試 、 接 生 員 運 動 及 禁 娼 運動 , 皆 力求 穩定 家 庭 結 

構 與 再 生 產 。 其 目標 達到 一 個 男性 有 辦法 討 老婆 , 且 選擇 伴侶 是 夫 

妻 雙方 說 的 算 的 新 社會 , 而 有 可 能 增進 婚姻 幸福 美 滿 且 長 長 久久 。 

為 人 母 能 生 下 得 以 存活 、 且 增進 家 庭 與 集 體 興 旺 的 健康 子女 。 女 性 

不 會 被 家 人 賣 掉 , 而 且 不 會 為 求生 計 而 賣身 。 雖 然 大 眾 對 這 些 規定 

措施 的 接受 程度 不 一 , 特 別 是 《 婚 姻 法 》, 但 穩定 這 概念 對 歷經 連 

年 戰爭 、 盜 匪 橫行 和 流離 失 所 的 各 界 民眾 深 具 吸 引力 。 女 性 的 身分 

地 位 在 社會 主 義 初 期 仍 屬於 家 庭 , 亦 即 在 此 得 以 接受 社會 主 義 生 產 

之 召喚 與 動員 。 

動員 城市 婦女 

黨 與 國 家 當 局 於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建 政 初期 , 在 工作 職場 和 街 坊 

鄰里 上 投注 相 當 大 的 心力 , 而 婦女 是 這 其 中 的 關鍵 參與 者 。 

各 級 地 方 政 府 組 織 和 工作 職場 都 會 成 立 黨委 員 會 , 形 同 影子 政 

府 指導 市 政 和 經 濟 生 產 。 中 央 政 府 於 1953 年 仿效 蘇聯 , 制 定 出 其 經 
濟 發 展 藍圖 「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畫 」。 老 舊 工 廠 就 此 擴建 , 並 增 建新 工 
廠 。 

當 時 大 多 數 政府 預算 都 拿 來 投資 向來 很 少 雇 用 女 性 的 重工 業 , 

而 要 是 有 女 性 成 為 司機 、 礦 工 、 機 師 或 工程 師 等 傳統 男性 職業 , 就 

會 上 報 大 肆 宣 揚 。” 而 1949 年 解 族 前, 以 女 性 為 主 力 的 紡織 業 也 有 
所 拓展 。 許 多 女 性 轉 進 製造 業 、 教 學 、 文 化 生 產 、 醫 療 照 護 及 市 政 

25 Davin 1976, 154-90 提 供 城 市 婦女 政策 綜 論 。 媒 體 中 的 女 性 形象 , 亦 見 Davin 1974b, 

365: Honig 2000, 100 。 關於 首 度 從 事 特 殊 工 作成 為 楷模 的 女 性 , 見 Chen 2003。 關於 
城市 女 人 勞動 改造 , 以 及 妃 何 成 為 改革 開 放 年 代 的 懷舊 記憶 ‧ 見 Rofe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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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等 職業 。 中 國 當 時 推 動 的 現代 社會 主 義 經 濟 運動 , 還 有 女 性 有 

薪 勞 動力 逐漸 成 長 , 這 些 情況 在 戰 時 成 為 黨 內 主 流 且 與 恩格斯 理論 

吻合 , 也 就 是 參與 有 薪 勞 動 是 婦女 解放 之 關鍵 。 

直到 1958 年 , 在 取得 城市 戶口 更 困難 前 , 許 多 在 解放 前 到 城 裡 

打 工 的 男性 回 鄉 接 妻 子 團 圓 。 由 於 出 生 率 及 新 生 兒 存活 率 皆 有 所 提 

升 , 城 市 人 口 因而 擴 增 。 城 市 社會 生 活 逐漸 以 「 單位 」 為 組 織 。 大 

單位 提供 公寓 大 樓 住房 ', 有 時 會 有 共用 的 開 伙 空 間 , 而 工人 子女 通 

常會 上 單位 附屬 的 學 校 。 有 些 單 位 會 有 食堂 、 診 所 及 托 兒 設施 。 許 

多 商 品 和 服務 是 經 由 單位 加 以 分 配 , 如 醫療 照護 服務 、 糧 票 與 自 行 

車 票 , 還 有 電影 票 或 其 他 娛樂 票證 。 每 週 政治 學 習 小 組 也 在 工作 單 

位 內 舉辦 , 而 政治 運動 也 由 單位 推 廣 宣傳 。 

並 非 所 有 婦女 都 住 在 工作 所 在 地 , 因 為 住房 普遍 是 透過 丈夫 的 

工作 單位 加 以 分 配 。 許 多 女 性 是 在 小 型 集 體 工 作坊 中 進 行 計 件 工 或 

手工 生 產 , 其 工資 低 於 大 型 國 有 企業 , 也 沒 提供 各 種 福利 。 即使 

在 國 有 企業 , 雖 然 男 女 同 工 同 酬 , 可 是 往往 會 把 婦女 分 配 到 低 薪 工 

作 與 產業 。 和 再 者 , 並 非 所 有 婦女 會 去 工作 , 許 多 中 年 婦女 或 與 小 

孩 待 在 家 的 家 庭 婦 女 並 未 找 固定 薪資 工作 。 有 些 斷斷續續 地 幹 些 雜 

活 , 或 定期 參與 撿 垃圾 、 清 溝渠 和 殺 蟲 除 辟 等 衛生 清潔 運動 。 婦 

聯 及 其 地 方 分 會 負責 動員 失業 婦女 , 使 其 意識 到 國 家 發 展 要 務 , 並 

將 其 納入 國 家 建設 大 業 之 中 。 

婦聯 和 地 方 政府 在 大 型 單位 外 的 舊 里 弄 , 招 募 失業 或 退休 婦女 

來 打 理 居民 委員 會 的 運作 , 還 設 有 自 己 的 辦公 室 並 負責 傳遞 政策 、 

26 關於 北京 解放 區 初期 的 女 工 的 政治 動員 之 困難 , 見 Ma2014。 

27 Davin 1976, 163-64; Ma 2015, 326-28. 
28 大 型 國 企 也 已 用 暫時 與 契約 工人 , 助 長 1956 至 1957 年 間 及 文 化 大 革命 的 勞工 暴亂 : 

見 Perry 1993, 254-56; Perry 2002, 206-74。 
29 Evans 2012; Rogaski 2004, 296-97; Ma 2015, 3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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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8.2 1978 年 杭州 絲 廠 紡 絲線 作業 

出 處 :Inge Morath and Arthur Miller, C/gj7zgeye 7coz77e/s (New York: Farrer, Straus & 

Girous, 1979), 214- 

調解 地 方 紛爭 、 安 排 里 弄 巡 守 , 大 體 而 言 成 為 國 家 的 耳目 。 有 些 官 

員 覺 得 ,1949 年 解放 前 末 出 家 門 與 人 往來 應 酬 的 婦女 , 由 於 少 了 

些 麻煩 的 社會 關係 、 政 治 上 較 不 複雜 , 且 也 較 其 他 城市 居民 易於 管 
控 加 30 

政府 宣傳 通常 會 著 重 強 調 城市 婦女 在 工業 、 科 學 、 工 程 、 行 政 

及 藝術 領域 上 的 社會 生 產 角 色 。 但 這 些 並 非 是 當 時 唯一 廣 為 流 傳 

的 女 性 形象 。 當 時 婦聯 雜誌 《 中 國 婦女 》 及 其 他 城市 出 版 品 封面 還 

可 見 到 , 婦 女 穿著 色彩 亮麗 或 正在 端詳 供應 給 城市 勞動 階層 的 新 上 

市 消費 性 商 品 。 正 當 1950 年 代 中 期 工業 成 長 趨 緩 之 際 , 政府 出 版 

30 “Wang 2005, 197 及 全 書 各 處 ;: Wang 2017, 29-53: Ma 2015, 329-34 

31 關於 《 中 國 婦女 》 封 面 中 婦女 從 事 工 業 和 農業 生 產 , 見 Luo 與 Hao 2007, 287-88; 

Finnane 2008, 203; Wang 2010a; Wang 2017, 78-111。 關 於 大 量 印 製 海報 中 的 女 性 , 見 

Su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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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強調 婦女 的 家 庭 角色 及 個 人 魅力 對 社會 主 義 社 會 健全 發 展 至 關 重 

要 。” 而 當 時 所 描繪 的 理想 妻子 是 對 政治 事務 有 興趣 , 且 和 丈夫 平 

起 平 坐 , 但 也 願意 為 出 外 替 社 會 主 義 建設 頁 獻 一 己 之 力 的 男性 而 暫 

牲 。 當 時 並 沒 有 相 似 針對 丈夫 的 著 作出 版 品 。 出 現在 報刊 上 的 婚姻 

和 諧 , 主 要 提 到 的 是 女 性 扶持 與 維繫 之 責 。 

許多 女 性 滿腔 熱忱 地 接納 眼前 自 己 所 見 , 每 日 生 命 和 安全 不 

受 威脅 , 並 受到 認同 且 在 工作 上 備 受 器 重 的 新 社會 。 某 位 幼時 曾 是 

1942 年 河南 饑荒 難民 的 婦女 , 在 西安 經 營 日 間 托 兒 中心 , 提 供 下 

一 代 孩 子 自 己 從 未 經 歷 過 的 安穩 生 活 。 即 使 無 法 照顧 自 己 子女 ,' 還 

得 把 幾 個 小 孩 送 到 祖母 家 住 上 好 幾 年 , 她 也 願意 不 分 晝夜 地 投入 這 

項 計 畫 。7” 1950 年 代 出 生 的 城市 女 性 回 想 起 , 當 時 出 版 社 或 劇團 或 

工廠 埋頭 苦 幹 的 母親 , 時 而 一 週 僅 回 家 一 兩 次 。 毛 澤 東 時 代 分 發 至 

其 他 單位 或 斷斷續續 被 派 去 工作 隊 執 行 政治 工作 的 婦女 , 就 更 少見 

到 家 人 了 。 她 們 與 子女 的 相 處 時 間 並 不 多 , 因 為 多 由 祖父 母 代為 昭 

顧 , 或 年 紀 很 小 就 送 去 寄宿 學 校 。 

隨 著 社區 圍繞 在 工作 單位 或 改組 過 的 鄰里 而 加 以 重組 , 開 啟 了 

超 越 家庭 單 位 的 社會 生 活 ,' 創 造 出 新 連結 、 也 衍生 出 惱人 之 事 。 增 

產 運動 同 時 也 針對 工作 違規 與 犯錯 而 訂 出 罰則 。 政 治 會 議 上 , 許 多 

運動 是 針對 階級 背景 可 疑 或 黨 領 導 批 評 人 士 而 起 。 有 些 在 1930 年 代 

和 1940 年 代 曾 為 律師 、 教 師 和 記者 先 驅 的 女 性 , 但 因為 並 非 共 產 黨 

員 , 自 覺 遭 受 排擠 、 懷 才 不 遇 且 動機 引 人 非 議 。 "其 他 包括 知名 共 

32 Davin 1975b, 365-72. 關 於 毛澤東 時 期 女 性 流行 及 其 政治 意 澀 , 見 Chen 2001: Finnane 

2008, 206-26。FHarriet Evans ( 私人 通訊 ) 指出,1950 年 代 中 期 生 產 趨 緩 之 除 ,《 中 國 

婦女 》 推 出 「 咱 們 好 看 起 來 吧 !」 口 號 。 
33 Evans 2002. 

34 私人 通訊 。 關 於 該 世代 北京 女 性 所 陳述 的 類 似 狀 況 , 見 Zuo 2013, 108-11。 

35 除 其 他 之 外 , 見 Evan 2008, 44-53, 105-6 。 

36 Wang 1999,285-86 及 全 書 各 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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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作家 丁 玲 在 內 的 女 性 , 發 現 自 己 成 為 黨 內 鬥爭 下 的 受害 者 , 並 在 
1957 年 反 右 運動 中 被 打 為 右派 , 除 成 為 批 鬥 對 象 外 , 亦 結束 其 政治 
生 涯 。~“ 許 多 社會 緊張 之 根源 在 此 時 醞釀 , 而 當 中 有 些 則 在 文 革 時 
期 展現 。 

同 時 應 付 工作 、 政 治學 習 及 養家 的 要 求 , 是 1950 年 代 及 1960 
年 代 初 城市 婦女 生 活 的 標準 寫照 , 但 婦女 雙 倍 (甚或 三 倍 ) 勞 動 一 
般 都 不 構成 問題 。 即 使 有 了 婦女 走出 家 庭 、 善 盡 社 會 主 義 建設 之 義 
務 , 這 樣 徽 底 改觀 的 想 法 , 但 政府 文 宣 持續 推 廣 健 全 家 庭 的 重要 
性 。 家 庭 主 要 為 婦女 之 職責 所 在 , 此 假定 一 般 無 可 非議 。 在 工作 
崗位 上 完 一 個 班 後 , 接 著 回 家 上 第 二 個 無 酬 班 , 這 成 了 城市 婦女 生 
活 的 標準 寫照 。”” 煮 飯 、 採 買 、 打 掃 、 扶 養 小 孩 等 家 務 , 向 來 耗 時 
且 隨 小 孩 數 量 而 增加 。 住 房 供 給 量 跟 不 上 人 口 成 長 , 到 了 1960 年 
代 , 家 家 戶 戶 得 擠 在 狹小 空間 生 活 。 家 不 再 是 鞏固 帝制 王朝 之 基礎 
或 「 新 生 活 運動 」 試 驗 場 , 此 時 的 家 概念 化 為 一 種 支撐 社會 主 義 建 
設 的 輔助 單位 一 一 但 不 適合 作為 女 性 專屬 關注 的 重點 , 因 為 在 當 時 
會 形成 一 種 狹隘 、 自 私 且 資產 階級 的 態度 。 

即 使 有 這 些 實質 限制 , 還 有 仍 不 認可 家 務工 作 之 狀況 , 對 許多 
城市 女 性 而 言 , 社 會 主 義 建設 初期 仍 是 段 擴展 視野 和 樂觀 的 時 代 。 
女 工 享有 社會 主 義 改造 主 要 階級 成 員 , 這 樣 新 的 社會 認同 。 對 所 有 
城市 居民 而 言 , 生 活水 準 提 高 、 教 育 及 醫療 照護 改善 , 提 供 了 大 家 
對 美 好 未 來 之 前 景 。 

37 “Barlow 2004, 194, 233-52; Spence 1981. 379-85, 394-98. 

38 關於 1950 年 婦女 工作 與 家 庭 義 務 , 及 此 外 見 Zuo 2013。 
39 Evans 2008, 106-9; Liu 2007a, 1-86; Zuo 2016, 2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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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員 農村 婦女 

農村 婦女 勞動 是 共產 黨 提 升 農業 生 產 之 動力 核心 。 中 華人 民 

共和 國 建 政 初期 , 多 數 農村 人 口 仍 很 難 撐 過 耕種 期 而 求 得 溫 飲 。 擬 

與 國 家 在 某 些 地 區 鼓勵 並 資助 婦女 紡織 生 產 合作 社 。 婦 女 通力 合作 

生 產 棉紗 布料 , 並 在 市 場 販 賣 以 維持 家 計 。 但 這 類 補助 並 未 維持 太 

久 。 黨 領導 設想 , 社 會 主 義 要 朝向 集 體 化 迅速 邁進 , 接 著 進 入 國 

有 、 國 家 控 管 生 產 和 市 場 階段 。 隨 著 國 家 在 1954 年 加 強 對 各 種 商 品 

買 賣 的 控 管 , 地 方 農村 市 場 因而 萎縮 , 且 當 地 家 庭 無 法 藉 由 販賣 婦 

女 勞動 的 產品 來 產生 收入 。 

1950 年 代 初 期 土地 改革 運動 結束 不 久 , 黨 與 國 家 領導 開 始 推 重 

讓 村里 農戶 , 特 別 是 農 忙 期 能 共用 勞動 力 和 農作 耕 具 的 互助 組 5 

r 互 助 」 此 概念 , 並 未 明顯 背離 1949 年 前 的 習慣 作為 。 許 多 村子 是 

由 男方 家 族 與 娶 進 門 的 妻子 所 組 成 的 , 且 親戚 在 必要 時 通力 合作 是 

很 常見 的 狀況 。 但 此 改變 卻 不 足 讓 農業 生 產 突飛猛進 。 當 時 國 家 的 

工業 化 策略 , 仰 賴 著 廉價 且 大 量 農產品 來 養活 城市 人 口 、 賺 進 部 分 

外 匯 , 並 供應 工廠 原 物料 。 互 助 組 很 快 就 由 新 勞動 組 織 方式 取 而 人 

之 , 亦 開 始 改 變 了 婦女 的 日 常 生 活 。 

首先 ,1953 年 開 始 將 村里 組 織 成 初級 農業 生 產 合作 社 , 而 當 

中 幾 十 個 村 戶 定期 聚集 勞動 和 農具 。 國 家 針對 農產品 採購 的 緊縮 控 

管 , 以 相 對 低 價 向 農民 收購 、 實 則 補貼 農村 的 方式 , 來 供給 城市 的 

食物 供應 與 生 產 運 動 。 農 戶 在 年 尾 賣 出 農 獲 後 , 會 獲得 補償 。 大 多 

數 報酬 會 依 各 戶 提供 之 土地 、 農 具 和 家 瘟 來 分 配 ', 當 中 約 20% 補 助 

40 Hershatter 2011,. 70-72, 83;: Eyferth 2015, 132-33. 

41 除 特 別 註明 , 此 處 針對 集 體 化 時 代 農 村 婦 女 勞動 之 說 明 引 自 Hershatter 2011; Davin 

1955a: Davin 1976, 115-53; Johnson 1983, 167-77 。 其 他 談 及 此 時 期 農村 婦女 之 肖 色 , 見 

Parish and Whyte 1978; Croll 1981, 380-86: Friedman et al. 1991; Friedman et al. 2005。 

* [ 編 按 〕: 又 般 「 初 級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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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83.3 1950 年 代勞 動 模 範 曹 竹 香 種 棉花 

出 處 : 曹 竹 香 提供 

則 依 勞 動力 來 分 配 。 

1955 年 晚期 開 始 , 這 種 安排 方式 則 由 高 級 農 業 生 產 合作 社 加 

以 取代 。 這 些 合 作 社 是 更 大 的 群體 , 有 時 規模 如 同 一 整個 村 , 再 分 

成 生 產 隊 。 不 久 前 才 分 配給 各 戶 的 私有 土地 , 則 了 予以 廢止 。 每 位 

農民 則 依 每 日 勞動 獲得 一 定額 度 「 工 分 」。 此 時 的 勞動 報酬 一 如 過 

往 , 在 賣 出 農 穫 後 予以 分 配 。 生 產 合作 社保 證 , 各 戶 會 獲得 足以 養 

活 家 中 成 員 的 穀 得 , 但 若 家 庭 成 員 末 獲 足以 維持 基本 生 計 的 工 分 , 

* 【[ 編 按 】: 又 稱 「 高 級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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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向 社 方 借貸 , 日 後 再 予以 償還 。‧ 

動員 婦女 是 這 項 國 家 新 措施 的 一 大 重點 。 因 地 而 異 , 婦 女 長 期 

以 來 會 在 耕種 與 收成 期 間 下 田 幹 農 活 。 此 時 , 國 家 鼓勵 婦女 參加 集 

體 農作 , 藉 助 婦女 勞動 得 以 提高 田間 生 產量 , 也 能 調撥 出 部 分 男性 

勞動 力 到 生 產 合作 社 進 行 機 械 修 護 、 磨 毅 與 灌溉 工事 等 工作 。 

1949 年 解放 前 , 通 常 因為 家 中 男 丁 死亡 或 到 外 地 討生活 , 因 此 

有 些 農 婦 已 成 為 農事 能 手 。 對 這 些 婦女 來 說 , 下 田 勞動 不 是 什麼 新 

鮮 事 , 但 意義 有 所 轉 變 : 現 在 婦女 的 知識 受到 器 重 , 不 再 因為 貧寒 

與 拋 頭 露 面 而 感到 羞愧 。 有 些 當 了 婦女 隊長 ' 而 個 中 桂 楚 者 則 被 選 

為 勞動 模範 。 

勞動 婦女 模範 會 出 席 區 域 甚至 還 到 全 國 代表 會 議 上 去 , 並 介紹 

給 國 家 最 高 領導 認識 。 在 家 , 她 們 展現 種 種 農 活 技術 , 成 為 其 他 女 

性 下 田 種 棉 、 驅 蟲 、 施 肥 , 還 有 參與 政治 活動 之 楷模 。 通 常 這些 婦 

女 認 的 字 有 限 , 也 不 震 慣 當 眾人 面前 講話 ', 但 婦聯 派出 的 工作 隊 幫 

忙 選 出 女 模範 , 並 教導 她 們 如 何 總 結 自 己 想 法 、 蔡 她 們 回 覆 信件 , 

並 記錄 她 們 的 日 常 活動 , 好 用 來 當 作 自 家 鄰里 外 的 宣傳 。 女 勞動 模 

範 就 成 為 遙 不 可 及 的 國 家 政策 與 普通 農村 婦女 之 間 一 個 直接 連結 。 

女 勞動 模範 意 在 作為 動員 的 榜樣 , 而 非 為 了 婦女 解放 。 然 而 , 

成 為 女 勞動 模範 是 種 性 別 化 體驗 。 眾 人 所 期 待 的 勞動 男性 與 女 性 模 

範 都 要 勤奮 工作 、 創 造 新 生 產 技術 , 但 唯 有 女 勞動 模範 則 得 做 好 日 

常 養 兒 育 女 、 細 心 呵護 合作 社 牲 瘟 , 還 有 維繫 家 庭 和 諧 與 丈夫 及 公 

梁 相 處 融洽 , 才 會 受到 表 揚 。 女 勞動 模範 在 私生活 上 必須 不 遭受 批 

評 與 爭議 , 不 成 為 街 坊 鄰里 流言 莫 語 的 話題 。 她 們 必須 要 完成 家 

事 、 以 強化 而 非 阻 擾 合作 社 生 產 的 方式 來 處 理 家 人 感情 生 活 。 

42 關於 農村 生 產 合作 社 的 第 一 手 日 常 描述 , 見 Sheridan 1984; Chen 2015, 67-87。 

43 關於 農村 勞動 模範 及 生 產 競 賽 , 見 Gao 2006; Hersahtter 2011,.210-35; Chen 2003。 關 於 

城 、 鄉 勞動 模範 之 簡 述 , 見 Sheridan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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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8.4”1957 年 四 川 兩 位 女 農 
出 處 :Marc Riboud, 7ye 7yyee Adzpyezw 97 CAzzdz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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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所 有 下 田 幹 農 活 的 婦女 來 說 , 動 員 對 其 社會 生 活 造成 深遠 # 

改變 。 土 改 和 婚 改 運動 , 還 有 提升 村民 基礎 識字 的 冬 學 , 已 讓 婦 。 

走出 家 去 開 會 和 去 教室 上 課 。 一 開 始 , 家 中 長 輩 通常 會 反對 這 些 # 
動 將 年 輕 女 子 納入 其 中 , 因 為 擔心 如 此 作為 恐 有 損 及 自 家 女 兒 婦 ? 
清 譽 , 或 媳婦 有 可 能 受 引誘 而 訴 請 離婚 。1950 年 代 初 期 , 父 母 與 2 

婆 怒 將 年 輕 女 子 予 以 幽 禁 、 把 門 封 上 , 或 返 家 後 不 給 飯 吃 , 又 或 ] 
以 言語 及 肢體 虐待 等 情況 多 到 不 勝 枚 舉 。 

經 由 工作 隊 不 厭 其 煩 的 遊說 , 克 服 了 當 地 民眾 部 分 的 抗拒 。 

時 , 隨 著 集 體 化 , 家 中 每 個 身體 健全 的 成 員 絕 對 必須 到 合作 社 進 

田間 勞動 來 掙 取 工 分 。” 在 這 些 情況 下 , 讓 無 人 看 管 年 輕 女 子 外 ! 
的 諸多 遲疑 , 立 刻 就 消失 。 示 婚 成 年 女 兒 和 年 輕 已 婚 女 性 大 多 數 H 

間 是 與 同 儕 工作 及 社交 往來 , 所 及 範圍 內 亦 會 接觸 到 年 輕 男 性 。4 

體 化 時 代 的 村 中 社交 風俗 有 所 改變 , 因 而 也 擴大 了 村 中 女 性 的 社 - 
圈 。 

然而 , 合 作 社 生 活 對 婦女 來 說 , 並 非 如 田園 生 活 般 閒適 恬靜 . 

例如 , 即 便 女 性 在 棉花 打 尖 和 採 茶 等 工作 表 現 更 勝一 籌 , 但 男女 f 
向來 同 工 不 同 酬 。 男 性 普遍 一 天 掙 得 10 工 分 , 而 女 性 則 掙 7、8- 

分 。 每 人 每 日 工作 分 配 則 取決 於 所 屬 生 產 隊 , 而 當 時 普遍 認為 女 
的 勞動 價 值 不 及 男性 , 即 使 曾 有 些 報告 提 及 , 地 方 上 圍繞 在 此 議 

的 爭論 。 即 使 性 別 分 工 迅 速 改 變 , 加 上 女 性 承擔 新 任務 , 但 女 性 - 

管 做 什麼 都 不 及 男性 , 此 想 法 仍 持續 存在 著 。 
再 者 , 婦 女 例 常 到 合作 社 田 間 勞 動工 時 要 比 男性 短 , 但 得 比 ! 

性 勞動 的 天 數 更 多 。 她 們 由 於 得 照顧 小 孩 與 備 好 早餐 , 因 此 會 晚 3 

田間 勞動 , 但 後 續 還 得 早退 回 家 準備 午 、 晚 餐 。 她 們 通常 要 背 著 1 

44 Huang 1990, 200-203; Hersahtter 2011, 136-39- 

45 關於 製 紙 村 型 您 , 見 Eyferth 2009,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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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8.$ 1960 年 代 帶 著 小 孩 下 田 的 婦女 
出 處 :Marc Riboud, 7we 7ypyee 29zzers 97C7zzz (New York: Macmillan, 1966), 60. 

功 子 女 下 田 勞動 。 這 是 農村 一 日 雙 班 (double day ) 的 情況, 因為 只 
有 外 出 揣 頭 露臉 且 有 償 的 , 才 算是 能 掙 得 工 分 的 勞動 , 雖 然 婦 女 勞 
動 對 農村 生 產 合作 社 下 的 家 庭 福 祉 絕對 不 可 或 缺 , 但 女 性 所 得 仍 低 
於 男人 。 

或 許 對 已 婚 農婦 生 活 最 勞力 費 神 的 , 是 隱 而 不 見 的 夜班 勞 
動 。 晚餐 或 晚間 耕種 生 產 會 議 結 束 後 , 婦 女 還 得 在 家 紡 紗 織 布 , 
轉 有 幫 不 斷 增加 的 子女 縫 衣 補 鞋 。 許 多 村莊 到 1970 年 代 初 才 有 電 ,, 
因此 這 些 勞動 到 夜裡 得 靠 油 燈 。? 

集 體 化 時 代 出 現 幾 個 因素 造成 婦女 工作 量 增加 。 第 一 , 由 於 包 
女 白天 多 在 田間 勞動 , 而 無 法 直接 處 理 家 事 。 第 二 , 部 分 是 因為 戰 

$6 其 他 例子 見 Gao 2006: Gao 2008; He rshatter 2011, 182-209: Manning 2006a。 47 Wu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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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 結束 、 接 生 員 訓 練 以 及 其 他 公共 衛生 措施 , 因 而 讓 嬰兒 存活 率 提 
升 。 農 村 地 區 不 易 進 行 或 接受 節 育 , 即 使 婦 女 有 時 會 求助 草藥 和 激 

烈 運 動 來 避孕 或 蘆 胎 。 但 這 些 計 畫 生 育 方 法 並 不 可 靠 , 還 得 給 這 
些 人 數 漸 增 的 小 孩 穿 衣 穿 鞋 。 

第 三 , 機 器 製 布 料 、 衣 服 與 鞋子 在 農村 並 不 普遍 , 而 且 昂貴 到 就 
算 配 到 票證 的 農 人 , 寧 可 拿 到 黑市 賣 掉 , 而 在 家 自 己 縫 製 衣服 。 有 

時 , 國 家 要 求 棉花 增產 並 徵用 收購 大 多 數 農 穫 , 因 而 婦女 要 替 家 人 
做 衣服 的 部 分 生 棉花 , 必 須 得 努力 從 棉 鈴 中 二 次 抽取 。 ” 這些 勞 動 

的 時 間 , 婦 女 也 要 從 睡眠 時 間 還 有 規定 的 勞動 日 中 挪 出 , 因 而 會 把 
這 些 針線 活 帶 到 夜間 政治 會 議 上 , 或 帶 到 田間 勞動 休息 空 檔 來 做 。 

在 集 體 化 時 代 , 已 過 生 痛 年 紀 的 年 長 婦女 , 也 得 面臨 新 的 勞動 

要 求 。 體 力 無 以 負荷 下 田 掙 夠 工 分 的 婦女 , 從 每 天 得 外 出 下 田 的 媳 
婦 手 上 , 接 手 育 兒 的 任務 。 如 此 的 家 庭 分 工 讓 媳婦 得 以 掙 取 工 分 , 

但 待 在 家 裡 幫 忙 育 兒 的 年 長 婦女 勞動 則 屬 無 償 。 年 長 婦女 對 養育 孫 

女 的 經 濟 重擔 亦 有 所 感 : 若 多 代 同 堂 的 家 中 有 太 多 年 紀 太 小 無 法 掙 
工 分 的 孩童 , 須 竭盡 所 能 開 源 , 以 避免 跟 合作 社 借貸 。 飽 受 家 中 成 

員 漸 增 的 壓力 , 有 些 祖父 母 會 因此 正式 分 家 , 跟 已 娶 妻 成 家 的 兒子 
分 帳 , 即 使 大 夥 仍 同 住 一 起 , 如 此 年 輕 夫婦 主 要 負責 養 自 己 子女 即 

可 。 逐 漸 式 微 的 多 代 同 堂 現象 , 終 究 促成 農村 婚姻 本 質 轉 變 , 且 或 

許 讓 成 年 子女 對 照料 年 邁 父 母 之 義務 感 因此 淡薄 。 
婦女 縫製 衣物 與 一 日 雙 班 , 雖 為 當 時 生 活 之 必需 , 但 在 集 體 化 

時 代 不 算是 勞動 。 因 為 是 在 集 體 化 之 外 場 域 發 生 的 勞動 , 故 是 既 非 

有 償 、 亦 未 受 當 眾 認可 之 勞動 。 黨 與 國 家 當 局 當 時 的 重點 只 放 在 , 
有 必要 動員 婦女 進 行 農務 勞動 , 並 以 恩格斯 認為 動員 婦女 得 以 促進 

48 Han 2007: White 2006, 19-41. 關 於 農村 婦女 對 於 養育 大 量子 女 所 產生 之 壓力 , 見 
Hershatter 2011, 206-9。 

49 Eyferth 2012; Eyferth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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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 解放 為 依據 , 卻 從 未 正視 承擔 農村 社會 主 義 建設 大 業 的 婦女 隱 
形 勞動 。 

運動 時 間 與 家 務 時 間 : 大 躍進 及 饑荒 

動員 婦女 進 行 農務 與 其 他 集 體 化 的 「 婦 女 工作 」 通 常 是 由 村 
中 唯一 的 女 性 領導 , 斷 斷 續 續 經 由 婦聯 工作 組 協助 所 完成 的 日 常 事 
務 。 ” 但 因 1958 到 1960 年 間 的 「 大 躍進 」 勞 動力 需求 遽 增 ,「 婦 
女 工作 」 而 突然 偏離 常 軌 , 該 時 期 一 連 串 動亂 與 實驗 , 最 終 造 成 數 
千 萬 人 死亡 、 重 創 經 濟 的 全 國 災難 。「 大 躍進 」 這 段 短暫 且 狂熱 的 
時 代 , 也 成 為 黨 與 國 家 認真 嘗試 將 部 分 層面 的 農婦 家 務 勞 動 予以 社 
會 化 的 開 始 一 一 還 有 結束 。 隨 著 大 躍進 失敗 還 有 1959 到 1961 年 間 
的 大 饑荒 , 家 務 勞 動 社 會 化 計 畫 中 止 , 而 家 務 勞 動 回 歸 家 庭 並 重 回 
社會 隱形 。 然 而 , 婦 女 隱形 勞動 成 為 大 饑荒 年 間 家 庭 存續 之 至 要 關 
鍵 。 

毛澤東 因 當 時 中 國 發 展 不 如 預期 而 受挫 , 且 確信 社會 改造 能 釋 
放 上 農民 活力 幹勁 、 推 動 經 濟 活 動 之 突破 , 因 而 於 1958 年 發 起 「 大 躍 
進 」 運 動 。 雖 然 當 時 黨 內 許多 人 對 毛 的 策略 有 諸多 存疑 , 但 農民 起 
初 對 大 躍進 有 樓 有 房 、 通 電 與 豐衣足食 等 承諾 深 威 興 趣 。 農 民 接 受 
了 毛澤東 壁 劃 之 願景 , 亦 即 歷經 數 年 不 低 努 力 將 迎 來 「 千 年 共產 之 
福 」。” 

城市 與 農村 生 產 單位 皆 併 入 提供 規模 經 濟 , 並 兼 具 生 產 和 政府 
功能 的 大 型 公社 。 城 市 工廠 工作 步調 加 快 , 但 社會 改造 並 未 改變 大 
多 數 城市 生 活 樣 貌 。 然 而 社會 改造 對 農村 生 活 形成 根本 性 改變 。 新 

50 若 末 特 別 說 明 , 大 躍進 及 後 續 之 討論 出 自 Hershatter 2011, 236-66。 亦 見 Chen 2015, 
88-107; Guo 2007。 

51 Meisner 1999, 207.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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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光合 襄 說 ui 汪 (如 2 
人 

圖 片 8.6 1958 年 玉門 油田 女 工 

出 處 :Henri Cartier-Bresson, in Cornell Capa, ed.,2e777d 入 e C7ed/ )7// 0 C777g 

Po/ogzegpAs 9 /870 /o 和 e yeser/ (Greenwich, CT: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72) 

成 立 的 農村 人 民 公 社 能 涵蓋 一 縣 範圍 ' 並 納入 數 十 萬 人 。 人 民 公 社 

又 可 再 劃分 成 約 5 千 戶 或 以 上 家 庭 的 生 產 大 隊 , 而 下 轄 的 生 產 隊 則 

約 涵 括 一 整個 自 然 村 落 之 規模 。 

突然 間 在 人 民 公社 運作 下 , 農 民 得 配合 幾 十 里 外 的 人 進 行 日 党 

勞動 。 許 多 男性 及 部 分 婦女 得 離 家 數 週 去 修 渠 造 路 等 耗 時 費力 的 基 

礎 建設 。?” 隨 著 男性 離 家 去 建設 工程 做 活 並 加 入 土 法 煉 鋼 行 列 ', 亦 

即 部 分 大 躍進 目標 的 工業 生 產 擴 增 並 予以 過 地 開 花 , 農 村 開 始 出 現 

嚴重 勞動 力 短缺 。1958 年 農作 豐收 之 際 , 但 許多 地 區 卻 非 常 有 可 能 

只 能 任 壹 糧 在 田間 腐爛 。 

52 Pietz 2015, 207. 

53 關於 婦女 參與 基礎 建設 工作 , 見 Friedman 2006, 43-45; Pietz 2015, 144-45, 20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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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8.7 1959 年 河南 信陽 夜間 下 田 的 農 人 

出 處 :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Xinyang_working_at night.jpg 

為 了 解決 如 此 的 困境 , 動 員 空前 數 量 的 農村 婦女 , 不 分 畫 夜 下 

田 來 完成 收成 。 早 在 1957 年 初期 , 全 國 婦聯 推 動 「 三 調 三 不 調 」 
政策 , 亦 即 經 期 調 乾 不 調 濕 、 孕 期 調 輕 不 調 重 、 哺 乳 期 調 近 不 調 

遠 。 然而 , 大 躍進 期 間 的 婦女 勞動 需求 遠 超 出 上 述 預 防 措施 。 當 
時 婦女 常 因 過 勞 與 健康 出 問題 , 而 導致 流產 、 還 有 造成 許多 分 娩 後 
太 快 返 回 勞動 崗位 而 子宮 脫 垂 個 案 出 現 。”“” 地 方 領 導 並 非 總 是 嚴正 

看 竺 這 些 個 案 , 包 含 負 責 婦女 工作 的 婦女 幹部 在 內 大 多 認為 , 重 要 

的 是 要 把 生 產 放 在 首位 。? 

隨 田 間 的 婦女 勞動 需求 孔 急 , 黨 與 國 家 當 局 為 減輕 婦女 家 務 
重擔 而 下 了 無 比 的 功夫 。 當 時 推 出 的 「 五 化 」 政 策 , 旨 在 將 煮 飯 備 

餐 、 縫 製 衣 物 、 接 生 員 服 務 、 育 兒 照護 及 磨 麵 粉 等 勞動 , 得 以 納入 

54 關於 1950 年 代 婦女 參與 增產 , 
55 Manning 2006a, 359-60.[ 編 按 ]: 

《 勞 動 》1(1959): 18: 
56 Gao 2006, 607-8; ! 

案 在 隨 

期 高 達 80-95%, 見 Thorborg 1978。 
旺 八 畫 霜 許 旋 
民 公 社 真 正好 , 照顧 婦女 真 

nning 2006a; Manning 2006b。Yang Jisheng ( 2012, 220) 指 出 子宮 有 稅 

57 Wanning 2006a: Maniing 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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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體 化 生 產 。 這 當 中 部 分 措施 , 若 能 持續 施行 或 延續 更 久 , 或 許 能 
深刻 地 改變 婦女 生 活 。 舉 例 來 說 , 生 產 大 隊 和 生 產 隊 去 組 織 年 長 婦 
女 協助 下 田 農 忙 婦女 照料 小 孩 , 並 以 工 分 支付 酬勞 。 但 無 論 是 否 有 
人 照料 小 孩 , 婦 女 還 是 得 下 田 幹 活 , 而 母親 去 工作 時 , 會 把 小 孩 留 

下 栓 在 床上 、 四 處 蹭 雖 而 溺斃 或 遭 動 物 咬 傷 等 情況 時 有 所 聞 。 

「 五 化 」 之 中 最 具 和 雄心 壯志 之 舉 , 莫 過 於 1958 年 忙碌 之 夏 , 在 

許多 農村 生 產 隊 建 立 的 公共 食堂 。 當 時 農 人 得 將 自 家 備 糧 交 給 生 產 大 

隊 、 同 時 毀 灶 砸 鍋 , 並 把 其 他 鐵器 鐵 具 上 繳 , 好 拿 來 煉 鋼 。 一 日 勞動 
應 保證 所 有 男女 勞工 能 吃 一 日 食堂 飯 , 並 會 特 別 供 餐 給 長 者 與 小 孩 。 

一 本 曾 翻拍 成 電影 並 改編 為 漫畫 的 熱門 小 說 《 李 雙雙 》, 就 是 以 大 躍 
進 時 期 一 位 健談 且 性 急 的 婦女 , 努 力 提 升 村 裡 食堂 伙食 的 故事 。 

幾 個 月 下 來 , 許 多 農民 首 度 體會 到 飽 腹 咸 。 全 國 各 地 傳 出 亮 眼 
的 產量 捷報 , 著 實 讓 每 個 人 都 安心 , 因 為 眾 所 期 盼 的 共產 榮 景 即 將 

來 臨 。 但 公共 食堂 很 快 因 為 大 躍進 產生 諸多 大 問題 而 功 虧 一 血 : 當 

時 地 方 領導 因 害 怕 遭 批 落後 而 普遍 浮誇 虛報 產量 ; 政 府 當 局 超 徵 穀 

糧 , 部 分 是 因為 按 浮 報 數 字 徵 購 , 部 分 則 是 高 層 冷 酷 決策 所 致 ; 再 

者 , 由 經 驗 不 足 的 幹部 來 領導 人 民 公社 如 此 龐大 的 新 組 織 , 造 成 行 
政 運 作 混亂 ; 加 上 大 躍進 運動 之 際 的 非 正 統 策略 ,1960 年 中 蘇 兩 國 

交惡 時 償還 蘇聯 所 有 債務 ; 還 有 連 年 天 候 欠 佳 , 而 出 現 捉 襟 見 肘 之 

容 境 。 

隨 著 食堂 食物 供應 減少 , 每 日 餐 開 始 出 現 紅 蘿 蔔 頭 、 樹 葉 和 其 
他 沒 什麼 營養 的 食材 所 煮 成 的 稀 粥 。 婦 女 跟 食堂 炊事 員 爭 執 伙食 分 配 

不 均 , 或 吵 著 把 飯菜 帶 給 家 中 病人 。 村 民 囤 糧 偷 糧 、 互 相 爭吵 , 而 某 
些 地 區 其 至 在 國 家 徵 糧 前 , 出 現有 人 直接 到 田 裡 「 吃 青 」 的 狀況 。7 

58 King etal.2010; King 2013, 

39 Thaxton 2008, 199-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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墮 著 營養 不 良 狀況 擴大 , 加 上 部 分 中 國 人 口 陷 入 饑餓 狀態 , 公 共 食 
堂 就 此 關閉 。 家 務 勞 動 社會 化 計 畫 也 漸漸 成 了 和 遙 不 可 及 的 共產 未 
來 。 即 使 黨 與 國 家 仍 堅定 「 五 化 」 承 諾 並 已 挹注 農村 地 區 所 需 經 
費 , 但 由 於 造成 如 此 深切 的 混亂 與 饑餓 狀況 , 以 至 於 農家 不 太 可 能 
會 再 放棄 對 自 家 食物 供給 的 掌控 。 

1959 至 1961 年 間 的 饑荒 仍 是 中 國 試行 農村 社會 主 義 建設 所 遺留 
下 危害 極大 的 問題 之 一 , 也 成 為 一 場 全 世界 災難 性 饑荒 , 時 至 今日 
超 過 半 世 紀 後 在 政治 上 仍 有 所 爭議 。” 政府 當 局 不 願 承 認 這 場 浩劫 
的 規模 , 更 無 力 救 濟 , 而 任 由 各 省 自 行 解決 。 一 些 重 災 省 分 農 人 , 
主 要 是 年 輕 男 性 , 因 而 動身 上 路 到 他 處 找 臨時 工 來 餓 口 度 日 。 年 長 
者 、 已 婚 婦女 及 小 孩 難 以 自 由 遷徙 , 且 加 上 戶口 登記 制 而 限制 多 數 
人 和 遷徙 (戶口 登記 制度 , 加 上 國 家 箍 制 媒體 , 許多 農 人 不 知道 自 家 周遭 以 

外 的 災情 , 而 城 裡 許多 人 對 農村 慘 況 一 無 所 知 )。 人 口 販 運 現 象 , 特 別 

是 重 災區 的 新 娘 交 易 也 非 新 鮮 事 。 但 性 工作 者 、 婢 妾 與 童養媳 市 場 
已 不 復 存在 , 所 以 在 過 去 即 使 可 能 造成 精神 創傷 、 但 可 拯救 年 輕 女 
子 與 小 孩 咎 命 的 管道 也 沒 了 。” 全 中 國 饑荒 災區 的 營養 不 良 婦女 出 
現 閉經 與 子宮 脫 垂 症 狀 增加 。 生 育 率 也 因此 驟 降 。@ 當 時 全 中 國 死 
亡 人 數 超 過 正常 預期 的 數 字 , 亦 即 可 能 介 於 官方 所 公布 的 1.500 萬 人 
與 最 多 高 達 4,000 萬 人 之 間 。6 

在 這 段 混亂 和 災難 期 間 , 婦 女 想 法 設法 讓 家 人 活 下 去 , 她 們 四 
處 覓 食 。 描 長 織 布 、 在 枕頭 上 刺繡 或 製 鞋 的 婦女 , 則 讓 家 裡 的 男人 

60 此 處 並 未 引用 的 大 躍進 饑荒 , 包 括 餓死 及 吃 人 傳聞 , 見 Yang 2012; Dik6tter 2010; 
Manning and Wemheuer 2011; Wemheuer 2014。 

61 安 微 某 懸 曾 出 現 男 性 幹部 要 當 地 婦女 以 性 服務 換 配 粗 , 及 當 地 有 超 過 1/4 人 口 死 於 
饌 荒 , 見 Yangand Cao 2016 。 

62 Yang 2012 (67, 132, 135, 136, 217, 220,228,275,348) 引 用 了 與 前 婦聯 幹部 的 訪談 ‧ 以 及 
河南 、 甘 虛 、 四 川 和 安徽 省 黨 部 和 國 家 委員 會 報告 。Yang (409) 計算 1958 年 至 1961 
年 出 生 人 口 減少 3,150 萬 人 。 

63 Hershatter2011,.391n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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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 這 些 手工 品 到 偏 鄉 山 區 換 糧 。 山 區 的 村子 比 平原 聚落 更 貧困 , 但 

山區 土地 相 對 未 如 此 高 度 集 體 化 , 有 時 家 裡 還 有 些 存 糧 。 此 時 許多 

村 中 的 實際 生 產 單位 縮小 為 家 戶 , 此 亦 即 大 饑荒 趨 緩 後 某 些 地 區 持 

續 數 年 非 正式 的 去 集 體 化 現象 。 國 家 再 度 允許 家 戶 耕種 私有 田 、 養 

自 用 豬 雞 , 而 這 些 任務 全 都 由 婦女 帶 頭 來 做 。 

隨 著 1960 年 代 初 期 收成 回 到 正常 水 準 , 耕 作 重 回 集 體 化 生 產 , 

如 此 更 進 一 步 強 化 婦女 日 常 田間 勞動 這 個 擴 增 角色 。 許 多 男性 轉 為 

成 農業 督導 和 技師 角色 , 從 事 農 業 輔助 事務 的 小 型 產業 , 或 到 城鎮 

當 工廠 契約 工 。” 基 礎 農業 勞動 力 漸 趨 女 性 化 , 然 而 婦女 第 二 輪班 

現象 仍舊 存在 。 

文 化 大 革命 與 知青 下 鄉 運 動 

毛澤東 雖 自 大 躍進 運動 失敗 後 稍 有 失勢 , 但 1966 年 再 復出 政 

壇 。 他 避 開 黨 政 機 器 , 而 號 召 全 國 青年 「 炮 打 司令 部 」,“” 並 助 他 打 

皿 整頓 修正 主 義 , 因 為 毛 將 此 歸咎 於 黨 此 時 已 背離 階級 鬥爭 與 馬列 

主 義和 革命 初 囊 。 他 告 誠 , 黨 現在 是 由 「 走 資本 主 義 道路 的 當 權 派 」 

領導 著 , 並 要 求 批 判 黨 領 導 和 知識 分 子 及 前 精英 的 反革命 態度 。 毛 

澤 東 之 講 道 從 誨 如 流 者 眾 : 有 堅守 毛 主 義理 念 的 學 生 積極 分 子 , 因 

毛 的 感召 而 帶 頭 實現 文 化 改造 , 也 擔憂 自 己 未 來 前 途 ; 有 工廠 工人 

不 滿 黨 當 局 獨 斷 專 行 的 管理 , 也 有 憤怒 大 躍進 期 間 地 方 領導 讓 挨 餓 

受苦 的 農民 , 還 有 更 多 其 他 人 接納 毛 的 說 法 。 

如 同 大 躍進 , 文 革 鮮 少 直 接 提 及 婦女 地 位 。 此 時 期 大 多 數 論戰 

和 理論 與 階級 有 關 , 著 重 種 種 問題 , 如 反革命 階 級 的 態度 , 是 否 會 

64 關於 1960 和 1970 年 代 農 業 女 性 化 , 見 Gao 2006: Hershatter 2011, 129-30, 145-49, 242- 
44, 264-66: Honig 2015, 194-95; Friedman 2006, 52-54。 關於 男性 操作 灌流 水 門 的 技術 工 
作 , 而 女 性 做 挖 炬 筑 壩 的 體力 活 , 這 類 低 工 分 的 日 常 勞 動 , 見 Wolf1985, 83-84。 

* [ 編 按 ]: 此 為 1966 年 8 月 5 日 , 毛 澤 東 在 十 一 中 全 會 期 間 所 寫 的 大 字 報 , 見 〈 炮 打 
司令 部 : 我 的 一 張 大 字 報 ) ,《 人 民 日 報 》( 1966.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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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成 人 傳 給 解放 後 的 下 一 代 ? 舊 資 產 階級 是 否 祕 密 地 在 中 國 掌權 , 

或 有 新 資產 階級 出 現 ? 毛澤東 所 謂 的 「 三 大 差別 」 意 在 縮小 腦力 

勞動 與 體力 勞動 差別 、 工 農 差 別 及 城鄉 差別 。 但 並 不 存在 男女 間 的 

第 四 差別 。 普 遍 認 為 性 別 不 平等 問題 是 次 要 、 殘 餘 且 注定 會 隨時 間 

和 經 濟 發 展 而 消失 的 。 

此 時 期 的 黨國 政令 , 對 性 別 議 題 也 輕描淡寫 。1966 年 如 同 許 

多 其 他 組 織 一 樣 , 婦 聯 遭 當 局 以 該 組 織 充斥 資產 階級 思想 , 且 婦女 

權益 與 同 階級 男性 無 異 為 由 下 令 解散 。” 直 到 1972 年 才 恢復 運作 , 

但 即 使 如 此 , 至 此 之 後 由 於 與 家 庭 主 婦 而 非 職業 婦女 的 密切 往來 , 

而 讓 許多 城市 女 性 認為 婦聯 是 與 她 們 毫 不 相 干 的 組 織 。” 但 如 同 大 

躍進 , 文 革 也 因 性 別 差異 , 對 男性 與 女 性 的 生 命 產生 不 同 程度 的 影 

響 , 特 別 是 當 時 的 青少年 和 青年 。 即 使 年 輕 男 女 皆 參 與 相 同 且 無 明 

確 關乎 性 別 之 活動 , 就 是 有 這 麼 回 事 。 

文 革 第 一 階段 是 從 1966 年 持續 至 1969 年 。 此 期 間 , 城 裡 的 女 

中 學 生 和 女 大 學 生 加 入 男 同 學 行 列 , 組 成 了 紅衛兵 。 她 們 寫 大 字 

報 , 批 判 國 家 領導 與 自 己 學 校 。 就 以 1966 年 夏天 聲名 狼藉 且 具 爭 

議 的 事件 為 例 ,” 當 時 黨 領 導 鼓勵 青少年 積極 分 子 「 造 反 」,' 而 地 

方 的 領導 全 面 垮 了 。 北 京 某 女 中 學 生 毆打 該 校 女 副 校長 , 並 強迫 她 

與 其 他 校 領 導 去 挑 沉重 土 位 , 直 到 她 累 垮 而 死 。” 包 含 女 孩 與 年 輕 

女 子 在 內 的 紅衛兵 去 疑似 「 壞 分子 」,' 也 就 是 知識 分 子 、 舊 資產 階 

級 , 還 有 該 被 批 鬥 的 黨 內 修正 主 義 分 子 這 群 人 家 中 洗劫 。” 當 時 有 

* [〔 編 按 〕: 關於 「 三 大 差別 」, 見 《 永 遠 突出 政治 》'《 解 放 日 報 》(1961 年 2 月 4 

日 ) ‧ 
65 Johnson 1983, 181, 195. 關 於 婦聯 與 特 別針 對 《 中 國 婦女 》 攻 擊 之 源 起 , 見 Wang 2017, 

112-39。 

66 “Wang 2001; Wang 2005, 198. 

*# [ 編 按 ): 此 亦 即 史 稱 「 紅 八 月 」, 又 稱 「 八 月 殺 鈴 」。 此 處 所 指 的 副 校長 , 則 為 北 

京師 大 女 附中 校 黨 總 支 書 記 下 仲 耘 。 
67 Honig 2002; Hinton et a1. 2005; Ye 2006, 

68 Honi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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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8.8 1966 年 紅衛兵 

出 處 :Jean Vincent/AFP/Getty, published in the Czedzeiczr, August 25, 1966, reprinted August 

25, 2016. 

些 打 大 老 遠 來 、 長 途 跋涉 奔赴 北京 的 學 生 , 一 時 之 間 多 達 百 萬 人 到 

天 安 門 廣場 , 參 加 毛 主 席 接 見 紅衛兵 的 全 國 大 串聯 。 

學 生 們 逐漸 陷入 , 究 竟 哪 派 紅衛兵 更 能 準確 反映 出 毛 主 席 意 志 

的 內 鬥 衝突 。 到 了 1967 年 , 這 些 爭端 糾紛 蔓延 至 工廠 ', 也 因 工 作 剛 

位 上 新 仇 舊 恨 而 愈演愈烈 , 造 成 武裝 衝突 ' 並 導致 許多 包括 年 輕 女 

性 在 內 的 武 鬥 群眾 死亡 。 到 了 1968 年 , 人 民 解 放 軍 被 派 去 恢復 秩 

序 , 中 共 中 央 也 展開 一 項 大 型 的 城市 知識 青年 「 上 山下 鄉 」 運 動 , 

去 「 接 受 貧 下 中 農民 再 教育 」。 "將 大 批 青年 送 離 城市 到 農村 , 也 夭 

以 制止 當 時 難以 平復 的 城市 暴力 , 並 解決 城市 青年 失業 問題 。1969 

69 Yang 2016, 1,54-55, 57-58. 關於 文 半 時 期 工廠 暴力 , 亦 見 Perry 2002,238-74。〔 編 按 ]: 

當 時 不 上 旱 武 裝 衝 3 宁 旭 記 煙 的 玉生 

蟬 [ 編 按 ): 家 小 節 所 提 的 「 知 青 受 毛 主 席 指 示 「 知 識 青 年 到 農村 , 

鈴 下 中 農 的 再 教育 」, 即 出 般 「 上 山下 用 運動 」 ( 簡稱 上 山下 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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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黨 中 央 宣告 這 場 無 產 階級 文 化 大 革命 結束 , 但 包括 知青 下 鄉 等 
許多 相 關 政 策 , 甚 至 持續 至 1976 年 毛澤東 逝世 後 。 當 今 中 共 中 央 黨 
史 , 將 文 革 定 調 為 發 生 於 1966 至 1976 年 的 「 十 年 動亂 」。 

文 革 派 系 武 鬥 特 別 發 生 在 學 校 的 年 輕 人 , 主 要 依據 各 自 家 庭 

出 身 階級 來 拉 幫 結 派 。 高 幹 子女 在 父母 遭 批 鬥 的 前 後 , 都 緊密 結合 
著 。 無 法 加 入 紅衛兵 的 知識 分 子 和 壞 分 子 之 子女 也 有 此 狀況 , 而 工人 
階級 子女 雖 為 無 產 階 級 背景 , 但 相 較 於 前 兩 類 , 仍 自 覺 處 於 劣勢 。 

性 別 雖然 是 非常 不 顯著 的 組 織 主 軸 , 但 並 未 因此 缺席 。 當 時 女 

性 的 衣著 樣式 代表 著 對 階級 忠誠 。 女 紅衛兵 剪 短 髮 、 佩 上 紅 臂 章 並 
繫 寬帶 , 如 男士 兵 一 般 穿 著 。” 這 類 女 性 所 採納 的 軍裝 美 學 , 產 生 

出 一 種 宣教 狂熱 。 一 如 1966 年 秋 , 城 裡 成 群 紅 衛兵 當 街 逮 住 路 過 女 

性 , 剪 其 髮 辦 、 割 其 裙 與 緊身 褲 , 藉 機 警告 穿 此 新 式 衣著 的 違規 者 

別 仿效 資產 階級 流行 。 時 任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夫 人 王 光 美 , 在 一 場 大 型 

批 鬥 大 會 上 遭 批 鬥 為 修正 主 義 分 子 , 紅 衛兵 要 她 穿 旗 攀 、 戴 乒乓 球 

項鍊 , 以 如 此 譏諷 、 誇 張 的 資產 階級 服飾 來 當 眾 羞辱 她 。” 

文 革 初 期 的 政治 行 為 模範 是 以 男性 工人 階級 為 雛形 。 有 些 年 輕 

女 紅衛兵 , 藉 由 威嚇 、 咒 罵 及 肢體 虐待 疑似 階級 敵人 等 年 輕 男 性 常 

見 行 為 , 來 展現 自 己 的 政治 熱忱 。 事 過 多 年 後 , 當 過 紅衛兵 的 人 試 

著 去 理解 文 革 當 年 氛圍 , 當 中 最 令 人 不 解 的 是 , 當 時 的 女 孩 為 何 會 
特 別 出 現 這 些 行 為 。 這 表 明 , 在 這 些 人 的 功過 評判 中 , 即 使 年 輕 男 

性 實際 上 也 有 毆打 老師 、 虐 待 鄰居 , 但 女 孩 與 年 輕 女 子 當 時 的 行 徑 

還 是 要 比 男 同 學 還 更 徹底 背離 性 別 行 為 常規 。 

從 後 毛澤東 時 代 角 度 回 頭 看 文 革 這 幾 年 , 經 歷 過 文 革 的 婦女 也 

70 Honig 2002, 257-$8. 關 於 毛澤東 年 代 男 女 穿著 , 見 Steele and Major 1999, 55-67 : 特 別 
是 文 革 期 間 , 見 Wilson 1999。 

71 關於 文 章 期 間 女 性 衣著 及 此 時 衣著 重要 性 之 探討 , 見 Chen 2001; Chen 2011; Finnane 
2008, 2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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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 起 當 時 搭 火車 並 動身 上 路 去 看 毛 主 席 ' 好 比 共 黨 長 征 踏 遇 中 國 問 

般 冒 險 患 圖 、 又 刺激 又 驚恐 的 威 受 。 像 這 樣 的 長 途 跋涉 讓 年 輕 男 

體 認 到 中 國 之 浩大 , 提 供 他 們 承 平 之 時 末 曾 經歷 過 一 定 程度 脫離 成 

人 管教 的 自 主 性 。 特 別 對 年 輕 女 性 而 言 , 此 時 期 參與 政治 行 動 及 長 

途 跋 涉 , 代 表 著 擺脫 家 庭 與 學 校 限制 , 亦 即 前 幾 代 年 輕 女 性 所 鮮 少 

經 歷 的 自 由 。 

這 種 不 受過 往 種 種 期 待 束縛 之 感受 , 也 出 現在 下 鄉 女 性 的 記憶 

之 中 。 城 市 年 輕 男女 被 派 到 國 營 農場 或 農村 生 產 隊 去 學 習 新 技能 , 

當 中 許多 是 繁重 的 體力 活 。 他 們 親身 體驗 到 城鄉 之 間 在 教育 與 生 活 

水 準 上 的 巨大 落差 。 因 為 即 使 是 下 鄉 當 中 的 中 學 生 ,' 還 是 比 絕 大 多 

數 農村 民眾 受過 更 好 教育 , 所 以 當 時 許多 公認 的 下 鄉 ' 知 青 」 很 快 

就 從 田間 農 活 , 轉 調 到 會 計 和 教書 工作 。 而 下 鄉 年 輕 女 性 故事 中 , 

重複 出 現 幾 個 主 題 : 下 鄉 年 輕 女 性 感覺 農村 生 活 枯燥 乏味 、 對 學 會 

騎馬 或 掌握 農務 工作 而 興奮 、 感 受到 同 齡 農村 婦女 得 承受 比 自 己 還 

遇 到 更 為 強烈 的 「 封 建 」 約 束 、 不 時 發 起 反 性 別 分 工 與 工 分 差異 運 

動 、 發 覺 農民 通常 不 完全 受 革命 理想 或 階級 忠誠 所 激勵 、 試 著 透過 

各 自 囤積 的 小 說 及 語言 課本 互通 有 無 來 排解 無 聊 , 還 有 逐漸 感受 到 

自 我 能 力 提升 與 更 加 自 立 。 有 些 也 提 及 到 , 幾 乎 沒 有 成 年 或 同 儕 能 

引導 她 們 找 到 處 理 青少年 時 期 、 性 吸引 力 、 性 行 為 , 還 有 意外 懷孕 

等 問題 之 困境 , 以 及 有 些 談 到 性 侵 的 狀況 。 

當 城市 出 身 的 年 輕 女 性 試圖 在 這 人 生 地 不 熟 的 農村 中 立足 , 她 

們 可 從 特 別針 對 婦女 的 宣傳 標語 拿 來 運用 。 其 中 一 則 是 1956 年 首次 

刊登 於 《 人 民 日 報 ), 其 大 意 是 「 婦 女 能 頂 半邊 天 」 的 熱血 沸騰 文 

家 7? (通常 英 譯 成 women hold up halfthe sky, 使 其 成 為 一 種 既成 之 事實 而 

非 有 此 潛力 之 陳述 。 許多 中 國 與 以 外 的 觀察 家 也 提出 ' 一 日 雙 班 勞動 的 中 

72 案例 可 見 Honig 2003: Yang 1997; Honig 2000, 102-9 

73 Honig 2015, 190-91; Zhong 20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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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婦女 或 許 早已 撐 起 遠 超 過 半邊 天 。) 另 一 則 是 , 毛 澤 東 於 1964 年 游 

泳 時 ' 見 一 群 女 青年 游 過 , 不 假 思 索 說 出 :「 時 代 不 同 了 , 男 女 都 

一 樣 。 男 同 志 能 辦 到 的 事 , 女 同 志 也 能 辦 得 到 。」 他 這 隨意 的 觀察 
後 來 傳 誦 全 國 , 成 為 國 家 針對 婦女 解放 的 標準 宣告 : 解 放任 務 已 大 

功 告 成 。 而 這 所 謂 達 成 任務 的 標準 是 男性 定 下 的 一 一 沒 人 認為 男 同 
志 同 樣 要 有 承擔 家 務 事 或 照顧 小 孩 之 責 一 一 但 此 宣告 在 中 國 媒體 上 廣 
泛 流傳 , 鼓 勵 婦女 可 以 且 應 該 與 男性 同 樣 在 革命 上 盡 一 分 力 。? 

國 家 認可 婦女 潛力 的 第 三 種 方式 , 就 是 透過 「 鐵 姑娘 」 的 相 關 

報導 ”( 見 專欄 8.2)。1963 年 洪災 期 間 , 有 群 山西 大 寨 生 產 隊 年 輕 農 

婦 日 以 繼 夜 與 男性 並 肩 搶 收 穀 糧 。 大 寨 自 後 成 為 全 國 農業 模範 , 而 
全 國 紛紛 成 立 鐵 姑娘 隊 。 她 們 執行 過 去 女 性 未 曾 嘗 試 , 像 是 修 高 壓 

電線 路 這 般 英 勇 任 務 。 鐵 姑娘 隊 絕 大 多 數 是 由 未 婚 女 性 所 組 成 , 因 

此 迴避 掉 女 性 婚 後 得 面 對 倍 增 繁 重要 務 的 問題 。1970 年 代 晚 期 , 中 
國 進 入 後 毛澤東 的 改革 開 放 時 期 ' 鐵 姑娘 成 了 嘲諷 對 象 且 成 為 期 待 

女 男 同 工 之 實證 , 亦 即 毛澤東 時 代 業 已 破壞 了 改革 開 放 時 期 所 視 之 

為 「 自 然 」 的 性 別 分 工 ( 見 第 9 章 )。 

最 後 , 由 當 時 政治 勢力 如 日 中 天 的 毛澤東 夫人 江青 推 廣 而 創出 
的 「 八 個 樣板 戲 」( 及 幾 齣 芭蕾 劇 ) , 文 革 婦 女 能 找 到 奉 為 模範 的 英 

勇 行 為 。“” 這些 樣 板 戲 製 作 幾 乎 總 把 時 間 設定 在 1949 年 解放 前 , 且 

大 多 數 當 中 有 一 個 或 超 過 一 個 主 角 是 女 性 。 劇 情 通常 是 人 民 與 誇張 

描寫 、 殘 酷 的 日 本 侵略 者 之 間 , 或 與 中 國 階級 敵人 之 間 的 鬥爭 。 就 
以 《 白 毛 女 》 一 劇 中 的 女 主 角 喜 兒 為 例 , 她 被 家 人 逮 住 、 遭 地 主 性 

侵 後 , 逃 到 山洞 時 白 了 頭 , 事 後 在 八 路 軍 保護 下 倖存 而 得 以 揭發 加 

74 Honig 2015. 
75 關於 鋼鐵 娘子 , 見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3-26; Honig 2000;Jin 2006: Sun 2011. 133- 

37: Wang 2017, 221-41。 另 一 個 更 早 之 前 較 不 知名 的 案例 , 太 躍進 時 期 的 穆 桂 英 隊 , 
見 Manning 2006b: Manning 2010。 

76 關於 文 草 時 期 對 於 女 性 演出 和 極其 流行 的 越 劇 之 打 壓 , 見 Jiang 2009, 19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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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 者 。《 紅 色 娘 子 軍 》 此 劇 , 則 是 根據 1930 年 代 初 期 蘇 區 紅軍 所 編 

成 的 女 子 軍 經 歷 所 製作 的 。 

專欄 8.2 北大 荒 下 鄉 知 青 軼 事 兩 則 

我 們 當 中 大 多 數 與 男生 比 , 在 哪 方面 都 不 他 們 差 。 男 人 能 幹 的 活 , 我 
們 一 樣 能 幹 , 而 且 還 做 得 更 好 。 農場 的 活 兒 要 屬 割 大 豆 來 得 辛苦 。 只 有 在 
秋雨 連綿 、 機 器 沒 法 下 地 收割 時 , 才 需要 我 們 出 動 。 我 們 雙 腳 陷 在 泥 滬 裡 
頭 , 一 把 鐮刀 在 手 , 慢 慢 往 前 挪 , 整 條 聞 割 完 要 插 一 兩 公里 長 .“““*: 一 天 下 
來 。 割 得 最 快 得 總 是 些 「 鐵 姑娘 」。 一 開 始 , 男 人 們 想 方 設 法 要 跟 我 們 較 
勁 , 沒 一 會 兒 就 放棄 , 假 裝 不 在 乎 。 沒 人 比 得 過 打 上 海 來 的 女 學 生 老 滲 。 
男人 給 她 取 了 「 橡 皮 腰 」 這 個 綽號 , 因 為 不 管 田 壟 有 多 長 , 她 從 未 挺 起 腰 
桿 來 殲 口 氣 。 她 的 帝 力 可 真 驚人 ! 除了 她 外 , 還 有 花 兒 和 其 他 幾 個 身手 了 
得 的 「 鐵 姑娘 」。 那 些 年 , 有 誰 聽 過 「 鐵 小 子 」? 在 中 國 , 只 有 「 鐵 姑娘 . 
開 創 奇 蹟 , 叫 大 夥 兒 心服 口服 。 

e 一 一 > 一 _ 

虎 林 縣 幾 個 月 前 弄 出 一 起 「 特 大 反革命 事件 」。 一 夜間 , 這 區 幾 乎 家 家 

戶 戶 都 給 搜 了 一 遍 , 天 知道 有 多 少 貧 下 中 農 受 到 牽連 。 單 在 我 們 村 ' 就 有 

15 人 被 捕 。 我 朋友 花 兒 和 母親 季 大 娘 也 捲 入 其 中 ', 說 是 用 針 刺 毛 主 席 的 臉 

跟 身 , 就 這 樣 給 安 個 罪 。 但 實際 上 純 屬 無 心 之 過 , 因 為 那 時 報紙 到 處 都 合 

毛 主 席 照片 , 村 裡頭 拿 報紙 來 糊 牆 , 而 女 人 們 又 愛 在 牆 上 臨時 插 一 插 針 , 

一 不 小 心 把 針 插 錯 位 置 , 貧 下 中 農 也 成 了 反革命 , 得 拉 去 關 幾 個 月 的 牛 棚 。 

花 兒 遭 捕 後 , 偶 而 我 會 在 遠 處 看 到 她 。 我 們 誰 也 不 敢 和 對 方 講話 汪 - 

她 蓬 頭 垢 面 、 衣 和 冠 不 整 、 長 了 一 身 惡 。 而 「 犯 人 」 的 懲罰 就 是 , 關 押 期 間 

不 得 洗澡 也 不 得 梳頭 。 

出 處 :Rae Yang,Sp7der ozers: 4 Zero 二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178, 

242-43.〔 編 按 〕 : 此 譯文 參照 楊 瑞 著 ', 葉 安 密 譯 ',《 吃 昂 蛛 的 人 》( 南方 日 報 出 版 

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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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 文 革 樣 板 戲 少 不 了 接受 男性 黨委 書 記 指 導 的 婦女 政治 意識 aas 
覺醒 。 書 記 形 塑 正確 行 為 , 並 對 當 時 革命 所 該 具備 的 予以 和 藹 但 器 
耦 指導 , 並 阻止 女 性 突然 暴怒 、 挾 私 怨 報 復 之 行 徑 。/' 這 傳遞 出 一 
種 訊息 , 也 就 是 若 能 控制 情緒 、 在 有 政治 經 驗 的 男性 指導 下 適度 引 
導 個 人 精力 , 女 性 也 能 成 為 革命 分 子 。 文 革 時 期 的 文 化 表 演 製 作 , 
並 未 設定 在 當 時 或 處 理 社會 主 義 下 持續 的 不 平等 問題 。 這 些 主 要 欲 
傳達 給 女 性 的 訊息 並 非 新 穎 : 階 級 分 化 是 根本 問題 , 且 女 性 壓迫 之 
根源 在 於 階級 壓迫 , 解 放 之 路 得 與 男性 並 肩 努 力 幹 革 命 並 建立 起 社 
會 主 義 。 

即 使 國 家 並 末 投 注 太 多 心力 去 分 析 或 改善 性 別 不 平等 , 但 1970 
年 代 農 村 婦 女 生 活 已 有 所 提升 。 文 革 時 期 所 推 倡 的 農村 教育 改善 , 
以 及 調度 受過 基礎 訓練 的 「 赤 腳 醫 生 」 下 鄉 擴 大 醫療 照護 服務 規 
模 , 女 性 也 因此 受益 。 還 有 上 農村 電氣 化 緩 步 普及 , 以 及 沒 有 大 躍進 
這 類 災難 性 實驗 出 現 , 亦 為 如 此 。 集 體 農業 和 小 型 工業 設法 跟 上 此 
時 期 的 人 口 成 長 , 本 身 就 是 個 顯著 成 就 。 婦 女 在 田間 和 小 型 鄉間 工 
廠 工作 賺 收 入 。 談 戀愛 的 方式 在 各 方面 持續 演進 , 讓 年 輕 女 性 在 擇 
偶 上 有 更 多 發 言 權 。 年 輕 夫妻 婚 後 自 己 成 家 的 狀況 更 為 常見 , 因 而 
年 輕 已 婚 女 性 也 較 不 受 公婆 束縛 。 農 村 婦 女 生 活 最 顯著 之 改善 , 並 
非 出 自 大 躍進 時 期 的 鳥 托 邦 理想 願景 、 亦 非 文 革 高 度 政治 化 , 反 倒 
是 農村 基層 生 產 力 與 穩定 逐漸 改善 所 致 。 

1974 年 , 隨 毛澤東 健康 惡化 及 黨 內 高 層 派 系 鬥爭 , 江 青 發 起 
「 批 林 批 九 」 運 動 。 當 中 遭 批 鬥 的 對 象 林 彪 , 原 為 毛澤東 親信 並 一 

77 關於 樣板 戲 和 芭蕉 舞劇 的 性 別 角色 , 見 Chen 2002: Roberts 2010; Bai 2010: Honig 2000, 
100-101; Edwards 2016b, 198-206。 關 於 文 革 海 報 中 出 現 類 似 的 性 別 階層 , 見 Evans 
1999。 

78 關於 江青 自 述 , 見 Witke 1975; Witke 1977。 關 於 江青 於 文 革 之 前 與 文 草 期 間 在 電影 
業界 中 的 角色 , 見 Wang Zheng 2017,205-20。 有 關 針 對 林 上 費 和 孔子 發 動 的 批 鬥 運 動 , 
見 Johnson 1983, 194-207; Honig 2015, 195-196; Croll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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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為 其 指定 接班 人 , 後 來 死 於 1971 年 離奇 空難 。1919 年 五 四 運動 時 

已 慘遭 嚴厲 批 判 的 古代 聖賢 孔子 , 則 普遍 被 認為 是 暗 指 當 時 阻礙 江 

青 政治 野心 的 敵人 、 也 就 是 國 務 院 總 理 周恩來 之 化 身 。 

這 場 源 自 黨 內 鬥爭 的 批 鬥 運 動 , 要 比 「 十 年 動亂 」 期 間 任 何 運 

動 , 更 凸顯 出 持續 性 別 不 平等 狀況 。 在 批 孔 過 程 中 , 黨 評論 員 花 大 

量 時 間 , 著 墨 在 傳統 中 國 政治 思想 中 的 年 齡 和 性 別 層級 , 還 有 該 思 

想 仍 持續 影響 當 時 的 日 常 社會 常規 。 該 運動 提出 男女 工 分 平等 、 聘 

金 、 集 體 托 兒 和 縫紉 班 需求 、 要 求 男性 參與 家 務 之 責 , 甚至 還 有 從 

妻 而 居 之 可 行 性 等 議題 。 

但 是 這 場 與 江青 緊密 相 關 的 批 鬥 運 動 , 很 快 就 收場 了 。1976 

年 , 江 青 在 毛澤東 死後 遭 捕 , 並 以 推 行 文 革 、 藉 機 挾 怨 報復 過 去 在 

電影 業界 及 黨 內 與 其 有 過 節 者 等 罪 而 受審 。 江 青 最 終 遭 判刑 定 識 , 

並 關押 至 1991 年 自 殺身 亡 為 止 。 

外 界 針對 江青 的 批 判 , 經 常會 引 帝 制 歷代 常言 「 暫 雞 司 晨 、 天 

下 大 亂 」, 此 類 徹底 性 別 玻 視 之 俗 刻 。 時 而 將 她 描繪 成 戴 皇 冠 , 或 

是 從 中 一 分 為 二 的 婦女 身體 , 一 邊 穿 著 她 大 力 推 廣 下 而 流行 的 新 式 

軍服 , 另 一 邊 則 穿 摺 邊 連 身 裙 及 踩 著 高 跟 鞋 。 這 一 體 雙 面 形象 意味 

著 慮 敘 、 身 敗 名 裂 , 一 方面 像 是 軍人 試 著 要 奪權 掌 位 的 女 性 , 一 方 

面 私 底下 想 過 著 資產 階級 生 活 , 同 時 卻 針 對 她 誣 指 的 資產 階級 人 士 

席 行 暴力 鬥爭 運動 。 外 界 譴責 江青 的 政治 考量 純粹 出 於 私心 , 而 出 

庭 受 審 時 她 聲稱 自 己 就 是 「 毛 主 席 的 一 條 狗 , 叫 我 咬 誰 就 咬 誰 」。 

江青 倒 台 之 際 , 同 時 產生 大 眾 排 斥 激進 好 鬥 、 積 極 、 努 力 在 

男性 領域 中 與 男性 並 駕 齊 驅 等 種 種 文 革 婦 女 行 為 模範 。 毛 澤 東 時 代 

針對 婦女 進 行 整體 的 動員 、 口 號 與 文 化 詞語 , 鼓 勵 女 性 活躍 於 家 庭 

領域 之 外 並 自 我 理解 到 女 男 平等 。 這 類 由 政府 而 起 的 論述 , 將 女 性 

當 作 達 成 政策 的 工具 來 利用 , 對 婦女 勞動 與 當 時 則 衍生 的 不 平等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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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 仍 顯 不 足 。 然 而 , 此 論述 成 為 毛澤東 時 代 出 生 和 成 年 的 許多 女 
性 , 塑 造 其 自 我 感知 及 對 可 能 機 會 感受 的 一 種 強 效 構想 。 女 孩 和 年 
輕 女 性 並 未 將 性 別 , 視 為 根本 不 平等 、 差 異 或 社會 問題 之 基準 軸 
xx 79 
心 。 

1970 年 代 晚期 , 大 眾 否定 毛澤東 式 社會 改造 路 線 之 力道 加 劇 。 
雖 改革 開 放 開 始 成 形 , 對 性 別 之 態度 , 從 文 革 海 報 中 錦上添花 的 英 
摧 形象 , 已 由 一 種 相 形 複雜 、 眾 聲 喧嘩 且 矛盾 的 處 理 方式 取 而 代 
之 。 

79 Zhong 2011 : 亦 見 Zhong etal. 2001 諜 萃 代 女 性 個 人 散文 :Yeand Ma 2005。 

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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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1976 年 死後 , 中 國 歷經 40 多 年 的 發 展 , 已 成 為 世界 強 
權 與 經 濟 強國 。 部 小平 推 動 的 改革 開 放 , 幾 近 改 善 全 中 國 人 的 物質 
生 活 ,' 即 使 加 深 舊 有 不 平等 並 衍生 出 新 的 問題 。 改 革 開 放 啟 動 了 包 
括 但 不 限 女 性 在 家 庭 規模 與 親族 關係 、 工 作 機 會 與 職場 歧視 、 婚 姻 
法 與 財產 權 、 社 會 期 待 和 自 我 認知 及 女 權 主 義 等 層面 之 巨變 。 這 些 
轉 變 是 由 世代 、 階 級 、 地 區 及 性 別 等 決定 因素 所 致 。 

農村 的 改革 開 放 始 於 1970 年 代 晚 期 , 當 時 黨 與 國 家 將 集 體 化 

農業 解散 , 並 進 行 土地 包 產 到 戶 。 農 民 在 戶口 上 仍 屬於 農民 , 但 隨 
市 場 擴大 , 各 地 都 能 買 到 穀 糧 , 因 此 農民 也 能 離開 鄉里 找 工作 。 在 
政府 鼓勵 下 , 數 百 萬 人 離開 農村 , 最 終 形 成 「 人 類 史上 最 大 境內 遷 

徙 」。 留 在 農村 的 , 是 得 下 田 勞動 、 蔡 出 外 打 工 的 子女 照顧 孫子 的 
中 年 婦女 和 長 者 。 媒 體 最 後 就 取 國 際 婦 女 日 (3 月 8 日 ) 、 兒 童 節 (6 
月 1 日 ) 及 重陽 節 (農曆 9 月 9 日 ) 這 三 大 節日 的 數 字 , 將 這 些 農村 留 

守 人 口 稱 為 「386199 部 隊 」。 當 時 中 國 政府 為 吸引 製造 業 投資 , 而 
在 華南 新 設 多 個 經 濟 特 區 , 而 有 些 流動 民工 在 這 些 特 區 的 工廠 中 找 
到 工作 。 有 些 則 進 城 從 事 服務 業 或 擔任 營建 工人 。 女 性 受 選 勞 動力 

! 關於 改革 開 放 時 期 女 性 地 位 之 概述 , 引 自 1990、2000 及 2010 年 婦聯 及 統計 局 的 三 
次 全 國 調查 , 見 Attang 2012。 改 革 開 放 初 期 的 城市 教育 與 就 業 之 性 別 不 平等 , 見 
Hooper 1984: Bauer et a1. 1992。 本 章 未 論 及 (性 別 與 城鄉 差距 持 疆 存 在 下 ) 女 孩 受 教 

育 機 會 還 有 (同 樣 在 城鄉 差距 下 ) 婦女 生 育 健康 改善 。 
Washington 2012. 

Judd 2010, 928;Jacka 2014, 187; Ye etal. 2016, 911. 

除 此 之 外 , 見 Woon 199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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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成 為 當 時 強化 新 興 沿海 經 濟 特 區 全 球 競 爭 力 之 關鍵 。 
起 初 , 城 市 經 濟 改 變 之 所 以 較為 緩慢 , 在 於 國 企 改革 與 市 場 經 

濟 角色 擴大 之 種 種 演 試 緩 步 成 型 所 致 。 文 學 作品 和 電影 製作 產業 蓬 
勃 發 展 , 隨 之 在 當 時 新 設 傳媒 上 出 現 社 會 問題 、 個 人 生 活 及 性 別 角 
色 之 討論 。 通 膨 與 貪 腐 問題 助長 並 於 1980 年 代 晚期 城市 遍地 開 花 的 
示威 抗議 , 而 最 終 就 在 1989 年 6 月 4 日 中 國 政府 武力 鎮壓 北京 和 其 
他 城市 示威 群眾 而 收場 。 

接著 造成 中 國 經 濟 停滯 , 直 到 改革 開 放 在 1992 年 辣 小 平 南 巡 後 
重啟 , 城 市 變化 之 步伐 就 此 加 速 。 當 時 政府 仍 掌控 關鍵 產業 , 但 後 
續 解 散 與 重組 成 千家 國 企 , 而 造成 大 量 工人 下 崗 。 當 時 許多 剛 步 入 
中 年 的 城市 女 性 , 在 公 部 門 裁員 中 遭 辭退 後 , 在 小 型 新 創 公司 中 找 
到 工作 。 

共產 黨 在 改革 開 發 時 期 仍 掌控 著 政治 生 活 , 即 使 其 目標 與 執 
政 理念 跟 毛澤東 時 代 大 相 朋 庭 。 急 速 經 濟 發 展 和 國 家 資本 主 義 全 球 
化 之 差異 化 效應 , 呈 現 分 散 不 均 狀 況 。 當 時 的 政府 高 官 , 透 過 參股 
內 、 外 資 新 企業 而 致富 。 新 的 階級 圈子 大 量 出 現 , 即 使 毛 澤 東 時 代 
黨 與 國 家 利用 的 階級 語言 已 不 再 使用 。 到 了 2010 年 , 隨 著 中 國 房 地 
產 發 展 、 投 資 收 入 及 其 他 新 形式 財富 , 因 而 擴大 了 貧富 、 城 鄉 及 男 
女 所 得 差距 , 當 時 的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現 象 已 名 列 世界 前 茅 。? 

1970 年 代 晚期 開 始 , 政 府 當 局 與 媒體 已 輕描淡寫 或 忽視 毛澤東 
時 代 的 性 別 差異 , 而 定 調 為 「 自 然 」 差 異 。 如 前 章 所 論 , 毛 澤 東 時 
代 女 性 曾 受 告 識 , 得 替 社會 主 義 建設 盡 一 已 之 力 , 並 被 交代 能 辦 到 
「 男 同 志 能 辦 到 的 事 」。 現 在 則 要 女 性 得 具備 魅力 、 相 夫 教 子 , 並 
在 社會 急速 變遷 時 代 下 協助 維穩 。 改 革 開 放 時 代 的 性 別 影響 , 成 為 
公眾 關注 議題 。 婚 內 與 婚 外 性 行 為 亦 受到 關注 。 而 正如 過 去 每 個 時 

5 Hsu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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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 現 在 具體 展現 中 國 全 球 現代 性 的 女 性 得 體 角 色 及 「 女 性 」 象 徵 
之 運用 , 引 起 了 議論 與 爭議 。 

由 於 此 時 期 的 女 性 經 驗 太 複雜 而 難以 一 章 的 篇 幅 加 以 簡 述 , 因 

此 本 章 僅 探 討 四 大 重要 轉 變 。" 我 們 就 從 1979 至 2015 年 中 國 政府 推 
動 的 家 庭 計 畫 生 育 「 一 胎 化 政策 」 之 興衰 開 始 談 起 , 該 政策 對 婦 務 

造成 預料 之 外 的 嚴重 後 果 。 這 項 歷經 超 過 30 年 的 政策 , 改 變 了 中 國 
人 口 結 構 、 促 成 性 別 化 差異 教養 及 理想 家 庭 概念 等 重大 改變 , 並 造 

成 迫在眉睫 的 勞工 、 婚 姻 及 長 者 照護 危機 。 本 章 接著 探究 , 女 農民 

工 到 城 裡 當 工廠 女 工 、 女 店 員 、 性 工作 者 及 家 庭 幫傭 的 工作 生 活 樣 

貌 。 離 鄉 背 井 到 外 地 找 活 幹 , 已 深 深 影響 到 女 性 自 我 認知 、 慾 名 及 

家 庭 生 活 經 驗 。 本 章 接著 談 到 結婚 和 離婚 觀念 的 改變 , 特 別 探究 大 

眾 對 都 會 女 性 魅力 及 男性 性 特 權 的 期 待 之 轉 變 。 隨 著 離婚 率 提高 , 
即 使 城 市 整體 財富 已 成 長 , 社 會 上 普遍 認為 女 性 在 請 求 共同 財產 上 

仍 較 男 性 弱勢 , 而 形成 一 種 新 的 性 別 化 貧富 差距 。 本 章 最 後 , 則 藉 

由 介紹 幾 個 世代 女 性 , 其 針對 改革 開 放 時 代 性 別 不 平等 發 出 的 種 種 

女 權 之 聲 來 總 結 。 

生 育 人 口 統計 

1970 年 代 初 期 、 改 革 開 放 開 始 之 前 ', 中 國 政府 推 動 所 謂 的 

「 晚 、 稀 、 少 」 家 庭 計 畫 政策 。 鼓 勵 夫妻 晚點 生 小 孩 、 兩 胎 間 隔 拉 

長 , 並 減少 生 育 數 量 。1979 年 , 中 國 政府 推 出 更 為 嚴格 的 ' 一 胎 化 

6 本 章 未 廣泛 討論 到 : 所 謂 「 白 領 美 女 」 的 城市 職業 女 性 , 見 Liu 2017。 關 於 女 企業 

家 , 見 Osburg 2013, 143-82。 關 於 性 別 和 城市 就 業 , 以 及 農村 經 濟 婦女 , 見 Wang 
et al. 2016 ; 關於 城市 和 農村 家 庭 轉 變 , 見 Santos and Harrell 2017。 關 於 中 國 少數 民 

族 女 性 的 不 同 經 歷 , 見 White 1997; Schein 1997; Sechein 2000; Hansen 2001; Yang and 

Matheiu 2003: Chao 2012; Makley 2007: Chio 2014。 癌 於 婦女 和 當 代 宗 教 信仰 ', 見 

Jaschok and Shui 2000; Jaschok and Shui 2011;: Kao 2009; Cline 2010: Kang 2014; Brys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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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 來 取代 。? 部 分 原 因 在 於 , 一 胎 化 政策 反應 出 遲 來 的 肯定 , 也 

就 是 毛澤東 時 代 中 國 人 口 的 大 幅 成 長 , 從 1949 年 5.42 億 人 到 1970 年 

代 晚 期 9.75 億 人 。 官 方 擔心 , 人 口 持續 成 長 會 毀 了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與 

提升 生 活水 準 之 努力 。 該 政策 僅 以 整體 人 口 規模 為 據 且 倉促 實施 , 

並 未 將 整體 人 口 結 構 、 大 眾 接受 度 、 婦 女 生 育 健康 或 性 別 納入 考 

量 。 

城市 人 一 般 接 受 該 政策 , 並 簽 了 一 胎 同 意 書 。 對 於 配合 政策 的 

家 庭 , 城 市 工作 單位 會 提供 優先 住房 和 托兒所 , 但 對 超 生 家 庭 則 會 

予以 扣 薪 , 還 有 延緩 其 升遷 之 路 。 實 際 情 況 則 是 , 毛 澤 東 時 代 的 城 

市 住房 量 並 未 大 幅 增加 , 而 小 孩 多 的 家 庭 得 住 在 極度 擁擠 的 環境 , 

以 此 強化 民眾 對 此 政策 的 接受 度 。 
1979 年 後 超 過 30 年 的 這 段 期 間 , 城 市 家 庭 逐漸 適應 一 胎 化 政 

策 , 亦 出 現 新 的 育兒 方式 。 改 革 開 放 時 代 經 濟 優渥 人 家 , 從 學 鋼 

琴 、 武 術 到 請 家 教 , 傾 全 力 栽培 這 獨生子 女 。 比 起 有 其 他 兄弟 時 得 

爭取 有 限 資 源 , 當 時 獨生女 的 父母 會 大 力 投資 女 兒 的 教育 。 社 會 評 

論 家 擔心 , 家 中 父母 二 人 、 還 有 祖父 母 四 人 寵 著 這 個 獨生子 女 ' 讓 

中 國 產生 一 整 代 被 慣 壞 的 「 小 皇帝 」。 但 這 個 獨生子 女 也 成 了 這 家 

未 來 生 計 穩定 、 還 有 在 社會 向上 流動 的 「 唯 一 希 悶 」。 據 報導 , 如 

此 沉重 的 壓力 , 導 致 城市 獨生子 女 罹患 精神 疾病 和 叛逆 行 徑 攀 升 。 

相 較 之 下 , 農 村 對 此 新 計 畫 生 痛 政 策 怨 聲 載 道 , 時 而 頑強 抵 

制 。 一 胎 化 政策 原 打 算 讓 改革 開 放 發 揮 相 得 益 彰 之 效 ,' 但 卻 適 得 其 

7 「 晚 、 稀 、 少 」 政 策 下 的 出 生 率 已 從 1970 年 的 34%o 降 至 1979 年 的 17.9%o。Tien 1987, 

441-42- 

8 除 以 下 引用 出 處 , 亦 見 Wasserstrom 1984; Bossen 2002, 273-309; Greenhalgh 2001: 

Greenhalgh 2008; Greenhalgh and Li 1995; Greenhalgh and Winckler 2005: White 2006; Fong 

2016 = 

9 關於 「 小 皇帝 」, 見 Jing 2000; Fong 2016; 關於 獨 生 子女 為 家 庭 唯一 希望 , 見 Fong 

2004 : 關於 2011 年 年 輕 女 高 中 生 之 壓力 , 見 Liu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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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 隨 著 集 體 化 農業 解散 , 家 家 戶 戶 開 始 承包 田地 耕種 , 村 中 的 小 

孩 也 具備 新 經 濟 價 值 。 過 去 集 體 化 農業 所 提供 的 福利 雖 微不足道 , 
但 該 制度 瓦解 後 , 讓 年 邁 父 母 更 加 仰賴 子女 一 一 特 別 是 兒子 。 婚 姻 

仍 維持 從 夫 而 居 及 氏族 不 婚 的 外 婚 制 , 也 就 是 女 兒 結婚 後 得 離 家 並 

得 替 夫 家 出 份 勞力 。 改 革 開 放 因 而 激勵 大 家 , 藉 由 添丁 生 子 來 強化 
家 庭 這 個 生 產 單位 。 

一 胎 化 政策 在 農村 的 執行 成 效 並 非 穩 定 , 且 幾 乎 被 理解 為 顧及 

獨 女 戶 可 生 二 胎 之 狀況 。 許 多 地 區 農 人 就 算 第 一 胎生 兒子 , 也 會 生 

第 二 胎 。 儘管 如 此 , 如 同 毛澤東 年 代 的 地 方 幹部 得 達到 作物 生 產 
額 目 標 , 當 時 則 要 達成 既定 的 計 畫 生 痛 額 目標 。 其 結果 因而 產生 了 

不 少 社 會 衝突 及 悲劇 。 
計 畫 生 育 幹 部 威脅 並 強迫 超 生 孕婦 葫 胎 , 且 通常 為 時 已 晚 。 

因 堅 胎 和 節 育 產生 的 衝突 激增 , 且 激怒 當 地 受 屈辱 的 人 家 及 鄉里 , 

時 而 出 現 肢體 攻擊 計 畫 生 痛 幹 部 的 狀況 。 當 時 村 裡 頭 負 責 計 畫 生 痛 

目標 的 幹部 , 往 往 是 中 年 農村 婦女 。 她 們 在 集 體 化 時 代 歷 經 多 次 懷 
孕 生 產 折磨 , 還 得 扛 起 育兒 的 經 濟 重擔 。 因 此 許多 婦女 成 為 一 胎 化 

政策 的 熱 囊 支持 者 。 此 時 , 她 們 要 去 面 對 年 輕 育 上 廳 婦 女 及 家 人 , 所 

面臨 到 強化 家 庭 這 個 農業 生 產 單位 的 新 壓力 。 推 動 已 有 子女 的 農村 
婦女 子宮 內 避孕 器 植 入 運動 , 卻 因而 導致 她 們 亦 堅 決 要 取出 往往 會 

危害 其 健康 的 避孕 器 。 有些 急 著 要 生 個 兒子 的 人 家 , 會 虐待 生 女 

兒 的 婦女 , 甚 而 熱 女 嬰 、 棄 嬰 或 送 給 人 養 。 
這 些 是 政府 節 育 運動 始 料 未 及 之 果 。 與 農村 經 濟 壓力 發 生 衝突 

10 Tien 1987; Jacka 2012, 12. 
11 關於 彤 胎 發 生 率 , 見 Tien 1987: 關於 葫 胎 的 各 種 態度 , 見 Nie2005。 

12 政府 統計 指出 ,1980 至 2014 年 間 , 有 3,240 萬 中 國 女 性 植 入 子宮 內 避孕 器 。Wee 
2017. 

13 閣 於 棄 聘 與 收養 , 見 Johnson2016。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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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 規 劃 者 並 末 停 下 來 思考 , 如 此 推 定 限制 生 育 的 性 別 中 性 政策 可 
能 會 導致 性 別 歧視 。 由 於 相 當 意外 農村 有 如 此 反應 , 婦 聯 因而 推 動 
保障 婦 捕 權益 運動 , 並 教育 大 眾 , 嬰 兒 性 別 實際 取決 於 父親 精子 X 

或 Y 染 色 體 。 2003 年 「 關 愛 女 孩 行 動 」 企 圖 要 提升 農村 女 孩 的 地 
位 , 有 時 還 將 女 孩 描 繪 成 要 比 兒子 更 為 溫順 且 受 關 愛 。 但 政府 宣傳 

中 , 並 未 處 理 父 系 社會 婚姻 、 改 革 開 放 及 重男 輕 女 之 間 的 關聯 。"” 

隨 醫 療 照護 日 益 先 進 , 錐 嬰 與 棄 嬰 現象 漸 而 減少 , 並 透過 超 音 

波 掃描 檢查 嬰兒 性 別 及 性 別 篩選 葫 胎 取而代之 , 雖 這 些 做 法 是 非法 

但 仍 普 遍 存 在 。 男 女 性 別 比 漸 趨 不 平衡 。 一 般 新 生 兒 男女 性 別 比 約 
為 105:100,1990 年 中 國 全 國 15 歲 以 下 男女 性 別 比 為 108.5:100、 

2000 年 時 為 113.6:100, 到 了 2010 年 則 為 118:100。 中 

普遍 皆 認定 農戶 需要 生 個 兒子 , 加 上 成 千 上 百 萬 個 人 和 家 庭 在 

政府 的 壓力 下 做 出 的 決定 , 因 而 造成 「 失 蹤 女 孩 」 與 「 光 棍 」 這 兩 
種 有 關聯 的 現象 。「 失蹤 女 孩 」 是 應 當 出 生 女 嬰 之 差額 總 數 ,1990 

年 代 中 期 約 為 4 千 萬 , 且 預 估 會 遽 增 。 ”「 光 棍 」 如 同 反映 出 帝國 晚 
期 和 民國 時 期 困苦 現象 , 而 這 約 2,400 萬 位 過 剩 男性 , 由 於 相 對 貧 

困 、 加 上 女 性 人 口 不 足 , 而 永遠 沒 辦法 娶 妻 。 但 農家 妻子 不 僅 是 

農家 生 育 之 關鍵 , 更 提供 農 活 、 小 型 家 庭 企 業 及 長 者 照護 勞力 。 
1980 和 1990 年 代 , 媒 體 當 時 曾 報導 , 遭 綁架 並 販運 至 他 地 的 女 性 , 

被 折 賣 給 沒 錢 討 老婆 的 男性 。 
農村 人 口 頻繁 移動 且 逐漸 繁榮 , 讓 政府 更 難以 強制 執行 計 畫 生 

14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190. 204-5, 297-98. Wang 1997. 

15 AngeloffF and Lieber 2012, 21; Eklund 2011; Murphy 2014.〔 編 按 ] : 參見 《 中 國 性 別 平 
等 與 婦女 發 展 狀況 》( 北京: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國 務 院 新 聞 辦 公 室 ,2005) 中 , 第 7 章 
「 婦 女 與 婚姻 家 庭 」。 

16 除 此 之 外 , 見 Jacka, Kipnis, and Sargeson 2013, 38-39: Attanec 2012, 12 。 

17 Croll 2001, 229. 

18 Osnos 2012; Attane 2012, 13. 此 為 預 估 2020 年 的 「 光 模 」 人 數 。 
19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86-91; Gates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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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9.4”2012 年 「 嚴 禁 非法 胎兒 性 別 鑒定 」 口 號 
出 處 : 作 者 攝 

育 定額 。 許 多 女 性 離 家 到 城 裡 工作 , 往 往 這 一 去 就 是 數 年 , 後 來 會 
和 他 省 人 結婚 , 也 避 開 家 庭 計 畫 幹部 試圖 追查 其 下 落 。 待 在 家 且 賺 
夠 錢 的 農村 人 家 , 則 會 付 掉 超 生 罰款 。 

政府 文 宣 有 時 會 指出 , 渴 名 生 兒子 這 樣 封 建 思 想 殘留 , 不 知 為 
何 持續 存在 「 落 後 」 群 眾 之 中 。 但 此 規劃 忽略 了 改革 開 放 時 期 出 現 
家 戶 承包 農作 及 集 體 化 社會 安全 網 瓦解 的 狀況 , 因 而 強化 生 子 之 需 
求 。 即 使 在 這 些 情況 下 , 農 村 的 生 育 意 願 並 非 看 似 無 止境 。 當 時 農 
村 婦女 表 示 想 生 一 子 一 女 , 也 就 是 一 個 老 來 有 得 依靠 的 兒子 、 還 有 
一 個 成 為 情感 支柱 與 貼補 家 用 的 女 兒 。 在 她 們 看 來 , 女 兒 就 算出 嫁 
還 是 會 與 母親 關係 密切 , 但 兒子 毫 無 疑問 得 在 母親 與 妻子 之 間 兩 面 
討好 。 

20 Greenhalgh and Li 1995; Hershatter 2011,276-87; Jacka 2012, 15。 關 於 女 性 持續 與 其 娘 家 
維持 關係 並 子 以 資助 , 亦 見 Judd 1989。 關 於 已 婚 農婦 與 娘家 接觸 , 見 Zhang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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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們 的 顧慮 擔憂 並 非 空 穴 來 風 。 到 了 2000 年 代 , 農 村長 者 無 

人 照料 與 虐待 案件 日 增 。 即 使 家 有 多 子 , 往 往 對 照料 年 邁 父 母 、 每 

個 人 該 出 多 少 力 , 也 有 不 同 意見 。《 中 華人 民 共和 國 憲法 》 繼 續 明 

定 , 成 年 子女 有 贍養 扶助 父母 的 義務 。 "但 改革 開 放 時 代 的 新 經 濟 

壓力 , 新 婚 夫 妻 自 立 門 戶 但 不 與 父母 同 住 之 趨勢 依舊 , 這 表 示 大 家 

不 理會 該 條 文 規定 或 僅 做 做 樣子 , 特 別 是 較 貧 窮 人 家 。 年 長 男女 皆 

有 照護 之 需求 , 而 這 當 中 就 屬 活 得 比 丈夫 久 、 且 不 如 城市 人 有 退休 

金 的 貧困 農婦 問題 最 為 嚴重 。 

到 了 世紀 更 迭 之 際 , 計 畫 生 育 政 策 受 質疑 , 並 在 政府 決策 圈 及 

廣大 社會 之 中 激 辯 。 大 多 數 批 評 之 重心 並 未 擺 在 該 政策 所 引起 的 性 

別 歧視 之 上 。 普 遍 反 倒 擔憂 生 育 率 下 降 , 逐 年 漸 減 的 工作 年 齡 人 口 

必須 得 扶養 漸 增 的 年 長 族群 。 整 體 來 看 , 人 口 結 構 呈 倒 金 字 塔 並 不 

利 經 濟 發 展 。2013 年 , 中 國 政府 頒布 規定 , 夫 婦 當 中 一 方 為 獨生子 

女 , 可 生 二 胎 。2015 年 秋 , 該 政策 進 一 步調 整 , 讓 家 家 戶 戶 都 可 生 
到 字 # 名 

明顯 可 見 , 當 時 城市 民眾 對 一 胎 政策 結束 的 立即 反應 , 從 毫 不 

在 乎 到 沮喪 不 安 都 有 。 向 上 社會 流動 的 夫妻 認為 , 養 小 孩 實 屬 不 易 

關於 農村 家 庭 子女 減少 , 讓 父母 更 大 力 投資 女 兒 的 教育 , 見 Zhang 2007。 關於 城市 

職業 家 庭 中 母 女 導 係 的 持續 重要 性 , 見 Evans2008; Evans 2010。 

# [〔 編 按 ): 參見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寅 法 》 第 49 條 。 

21 Hershatter 2011, 276-87。Yan (2003, 2011) 敘 選 新 進 本 地 居住 趨勢 。 多 代 同 堂 人 家 減 

少 , 更 重視 夫妻 關係 而 非 父 子 關 係 , 呈 現 他 所 謂 「 家 庭 個 體 化 」 現 象 。Huang 1990, 

297-301 討論 改革 開 放 初 期 的 世代 摩擦 。Wang Danning 2010, 961-62 敘述 城市 工人 階 

級 家 庭 中 , 不 同 世代 對 照護 長 者 期 待 之 衝突 。 關於 推 廣 老夫 老 婦 自 給 自 足 , 見 Shea 

2005。 
22”Buekley 2015. 到 了 2017 年 中 ,30 個 省 區 給 予 僱員 的 指示 , 表 示 要 延長 有 新 產 假 , 

從 先 前 規定 的 98 天 , 延 長 至 4 個 月 、6 個 月 , 並 且 在 一 個 案例 當 中 長 達 一 年 。Feng, 

July 10, 2017.〔 編 按 ] : 此 亦 即 2013 年 11 月 中 共 十 八 屆 三 中 全 會 後 所 放寬 的 「 單 獨 二 

胎 」 又 稱 「 單 獨 二 孩 」 政 策 。 接 著 在 2015 年 中 共 十 八 屆 五 中 全 會 宣布 結束 「 一 胎 政 

策 」( 一 孩 政策 ) , 隔 年 開 始 全 面 竅 施 「 二 胎 政策 」( 二 孩 政策 ) : 2021 年 5 月 31 日 , 

中 共 政 治 局 會 議 宣布 寅 施 「 三 胎 政策 」( 三 孩 政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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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不 便宜 , 他 們 尚 可 負擔 獨生子 女 所 需 的 托 育 、( 通常 是 進 口 且 昂貴 
的 ) 安全 食物 、 校 外 培訓 及 家 教 等 支出 。” 女 性 特 別 擔心 公婆 催促 
她 們 生 第 二 胎 , 讓 其 一 日 雙 班 重擔 延長 數 年 , 不 然 就 是 延 後 重 返 有 
給 薪 工作 , 而 讓 自 己 落得 打 理 家 務 的 狀態 。”2017 年 某 項 針 對 女 
性 生 育 意願 的 問卷 調查 , 清 楚 呈 現 這 些 推 測 。 當 中 男性 與 女 性 受 訪 
者 , 其 可 能 選擇 想 要 第 二 胎 的 原 因 : 

〔 我] 喜歡 小 孩 、 想 要 有 一 兒 一 女 、 符 合 配偶 要 求 、 減 輕 獨 

生 子女 照顧 長 者 的 壓力 、 有 能 力 養 第 二 胎 ,[〔[ 有 兄弟 姐妹 ] 有 

益 小 孩 身心 健全 發 展 , 還 有 家 庭 穩定 。 

不 想 有 第 二 個 孩子 的 種 種 理由 包括 : 

[我 〕 不 喜歡 太 多 小 孩 、 生 小 孩 很 痛苦 且 不 想 再 受苦 、 我 怕 

自 己 會 [對 其 中 一 個 〕 偏 心 而 影響 到 小 孩 健康 與 發 展 、 養 小 
孩 太 麻煩 而 我 沒 時 間 、 經 濟 條 件 不 允許 且 負擔 太 重 , 會 影響 
女 性 工作 和 職 涯 發 展 , 同 事 和 朋友 都 不 想 生 第 二 胎 。~ 

如 同 媒體 報導 的 , 這 些 問題 呈現 出 一 胎 化 政策 連帶 其 他 中 國 社會 變 

化 ', 已 改變 單一 世代 之 中 經 濟 條 件 較 佳 家 庭 對 家 庭 規 模 之 意向 。 

無 論 是 農村 人 口 外 移 或 農村 生 痛 意 願 已 變 ', 農 村 家 庭 也 不 急 著 

決定 去 擔 下 多 生 的 經 濟 重 擔 。 到 了 2018 年 初 , 農 村 出 現 宣傳 看 板 , 

鼓勵 農村 家 庭 生 第 二 胎 , 並 指示 地 方 幹 部 予以 鼓勵 。 其 中 一 個 看 板 

寫 著 「 讓 村 裡 每 個 女 人 懷 上 二 胎 , 是 村 支 書 不 可 推 和 卸 的 責任 」( 見 圖 

片 9.2)。 

23 Tatlow 2015; Buckley 2015, 

24 GZLSHZS 2015; Lan 2015; Tatlow 2015. 父母 是 否 仍 得 付 政 策 改變 前 的 巨額 超 生 罰款 , 
我 們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Zhao 2016. 

25 “Women's Fertility Desires"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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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92 2018 年 二 胎 政 策 看 板 標語 

出 處 :RebeccaKarland Qian Zhu 

離開 村子 : 工 廠 工人 、 售 貨 員 、 性 工作 者 及 家 庭 幫 食 

2017 年 4 月 , 一 位 44 歲 女 性 因為 一 篇 自 傳 式 網 路 文 〈《 我 是 當 十 

素 》 而 一 夜 成 名 。?“ 出 生 湖北 貧窮 之 家 、 兄 妹 五 人 排行 最 小 的 氾 雨 

素 讀 小 說 長 大 , 滿 心 期 盼 能 「 赤 腳 走 天 涯 」。 當 村 婦 女 主 任 40 年 、 

不 服輸 的 母親 , 努 力 拉 拔 子 女 , 希 塵 他 們 能 健康 且 未 來 小 有 成 就 , 

26 Y Fan 2017a ; 本 章 原 引 為 Koetse 英文 翻譯 , 見 立 Fan 2017b。, 亦 見 Zhuang 2017 。 其 

他 關於 女 農民 工 或 其 所 寫 文 章 , 見 Su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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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卻 事 與 願 違 。 兩 個 姐姐 皆 為 嚴重 殘障 , 大 哥 成 了 人 急 急 不平 的 失意 
作家 ,' 而 二 哥 當 了 一 個 不 起 眼 的 小 官 並 迷 上 賭博 。 這 篇 文 中 提 到 , 
她 決意 離開 村子 到 北京 找 工作 , 到 那 後 當 了 飯館 服務 員 和 家 庭 幫 
傭 , 還 跟 另 一 位 民工 有 過 一 段 短暫 婚姻 , 後 來 成 為 努力 養 大 兩 個 防 
子 的 單親 媽媽 , 還 提 到 了 她 一 路 走 來 所 見 各 式 不 公平 。 

范 雨 素 離開 村子 兩 次 , 且 每 次 總 體會 到 家 鄉村 中 女 孩 的 地 位 還 
不 如 男孩 。 第 一 次 離 家 是 她 12 歲 時 , 逃 到 海南 島 在 當 地 探訪 了 三 
個 月 。 她 回 家 鄉 後 發 現 , 村 裡頭 的 人 把 女 孩 離 家 出 走 當 作 是 丟人 現 
眼 的 事 , 她 理解 到 自 己 成 了 「 德 有 傷 、 貽 親 差 」 之 人 。 為 打 住 閒 言 
閒 語 , 家 人 匆匆 把 她 送 到 別 村 去 教書 。 幾 年 後 , 范 雨 素 再 次 離開 湖 
北 ', 這 次 到 了 北京 找 了 工作 、 結 婚 並 生 下 二 女 。 她 後 來 離開 對 她 家 
暴 、 酗 酒 的 丈夫 , 但 帶 著 兩 個 女 兒 回 村 裡 頭 , 她 發 現 到 女 孩 無 法 自 
由 來 去 , 嫁 出 去 的 女 人 則 是 無 法 自 由 回 娘家 。 大 哥 把 范 雨 素 視 為 是 
跟 他 爭 家 中 土地 與 財產 的 潛在 威脅 。 母 親 政 治 的 信念 、 還 有 擔任 多 
年 婦女 主 任 的 經 歷 , 卻 在 面 對 地 方 認定 的 從 夫 而 居 與 財產 權 時 幫 不 
上 一 點 忙 。 她 明白 到 自 己 僅 是 個 「 生 我 養 我 的 村莊 的 過 客 」。 她 帶 
兩 個 孩子 回 北京 , 替 這 兩 個 女 兒 租 了 間 房 , 能 讓 她 定期 去 探 鹿 , 並 
到 別人 家 裡 去 當 育兒 嫂 。 

泡 雨 素 成 為 始 於 1980 年 代 初 期 至 1990 年 代 期 間 激增 大 批 進 城 
務工 的 民工 潮 一 員 。 到 了 21 世 紀 , 中 國 已 有 1 億 民工 離 鄉 到 外 地 工 
作 生 活 。 到 了 2015 年 , 城 市 農民 工人 數 估計 成 長 至 2.82 億 人 , 約 占 
全 中 國 勞動 人 口 的 13。”“ 民 工 成 為 外 資 與 民企 製造 業 的 支柱 , 也 成 
為 讓 都 市 經 濟 得 以 運作 的 建築 工人 、 攤 販 、 清 道夫 和 家 庭 幫 傭 。2 

27 Fu 2009, 528;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C hildren”2015; Q12017. 
28 1992 年 至 2001 年 間 , 城市 國 企及 集 體 化 企業 員 工 從 1.45 億 降 至 8,900 邁 人, 同 時 

非 公 職人 員 由 3,300 萬 增 至 1.5 億 人 。Chan and Zhu 2003, 561. 關於 婦女 先 下 過 , 見 
Goodman 2002; 331: Liu 2007a: Liu 2007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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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9.3 2017 年 上 海 火車 站 的 女 農民 工 

出 處 :Reuters/ Aly Song 

29 

當 中 約 有 40% 的 農民 工 為 女 性 , 也 就 是 俗稱 的 [打工 妹 」。 

農民 工 多 半 會 找 到 低 薪 、 工 時 長 、 無 工作 保障 且 缺乏 足夠 工 

安 條 件 的 低 階 技術 工作 。 沒 有 城市 戶口 的 農民 工 , 在 城 裡 成 了 「 難 以 

取得 單位 住房 、 醫 療 保險 和 就 學 資格 的 次 等 公民 。 市 政府 可 能 會 出 

手 、 也 的 確定 期 驅趕 外 來 民工 。 儘 管 如 此 , 許 多 城市 仍舊 新 增 不 少 

農民 工 社區 。 

女 農民 工 把 已 離開 的 農村 生 活 ' 視 為 狹隘 封閉 且 對 其 處 處 如 

肘 的 世界 。 一 如 范 雨 秦 說 「 我 不 能 忍受 在 鄉下 坐 井 觀 天 的 枯燥 日 

子 ,。3 有 些 人 對 父母 幫忙 定 下 的 親 事 惱火 , 許 多 則 夢想 當 個 企業 

29 Pun 2007, 241 提 到 40%, 而 廣東 則 鷹 60%。 其 他 提 到 , 女 性 右 整 體 民 工 1/3;: 見 Fu 

2009, 528: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2015; Qi 2017。 關 於 女 農民 工 經 驗 , 除 

引用 來 源 外 , 亦 見 Westetal. 1999, 69-133; Gaetano and Jacka 2004: Zhang 2007; Loyalka 

2012: Gaetano 2015: Zavoretti 2017. Sheng 2012 則 提供 眠 相 記 事 。 

30 Fan Yusu 201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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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或 白領 族 且 想 永遠 將 農村 生 活 拋 諸 腦 後 。” 女 性 在 經 濟 特 區 的 成 
衣 、 電 子 和 玩具 製造 業 就 業 , 占 這 些 產業 超 過 70% 的 勞動 力 。2 她 
們 也 占 零 售 業 和 旅館 工作 、 人 性 工作 及 家 務 幫 傭 等 產業 勞力 大 宗 。 女 
農民 工 掙 得 工資 約 僅 男 農 民工 的 72%, 且 所 有 民工 薪資 皆 低 於 城市 
正職 員工 , 不 過 女 性 依舊 離 鄉 進 城 打 工 。~" 

與 世界 其 他 區 域 相 似 , 珠 江 三 角 洲 經 濟 區 的 深圳 、 東 莞 工業 
園區 屬於 追求 低 勞力 成 本 產業 。「 打 工 妹 」 進 行 長 時 間 反 覆 相 同 的 
作業 。 製 造 業 工作 可 能 有 危險 , 而 製造 電子 產品 或 電池 的 工人 會 接 
觸 到 有 壽 化 學 物質 。 這 些 公司 嚴正 拒絕 支付 勞工 要 求 的 健康 損害 賠 

償 。 通常 也 會 強制 要 求 女 性 非法 超 時 工作 , 或 因 服 儀 與 行 為 不 符 

規定 而 受罰 , 或 受到 性 騷擾 , 或 限制 上 廁所 次 數 。” 據 報導 , 蘋 果 

公司 主 要 供應 商 、 必 用 超 過 百 萬 員工 的 中 國 最 大 製造 商 富士 康 , 其 
工廠 女 工 遭 羞辱 的 情況 時 有 所 聞 : 

有 個 打 工 妹 被 罰 站 , 大 聲 吟 出 悔過 書 肉 容 , 得 大 聲 唸 到 大 家 
都 聽到 。 我 們 領 水 線 領班 會 問 , 廠 房 另 一 頭 的 工人 能 否 清 楚 

聽到 她 犯 的 錯 。 有 時 打 工 妹 自 覺得 丟臉 , 十 分 羞愧 而 流下 
淚 , 聲 音 也 就 小 了 下 來 。 

大 工廠 裡 的 女 工 , 僅 能 和 6 至 12 人 同 擠 一 間 宿 舍 , 也 就 是 說 就 算 她 

們 下 了 工 , 還 是 在 資方 的 監控 之 下 。 工 廠 宿 舍 形 成 了 一 個 不 同 工作 

31 關於 對 農村 不 滿 及 城市 吸引 訖 , 見 Jacka 2005; Jacka 2006b; Pun 2005; Chang 2008; 

SpakowskI1 2011.45-46。 

32 Pun 2007, 240. 

33 Tong 2008, 516. 

34 關於 電子 業 , 見 Pun 2005; Litzinger 2013, 174-76: Pun and Chan 2013, 186 : 關於 電池 與 
妨 中 毒 , 見 Mak 2010: Mak 2014。 

35 Chan and Zhu 2003; Zhang 2004; Pun 2005.- 

36 Pun et al. 2016, 引 自 頁 17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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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片 94 2005 年 工廠 女 工 

出 處 :@ Edward Burtynsky, courtesy Metivier Gallery, Toronto/Weinstein Gallery, 

Minneapolis 

機 會 的 訊息 網 , 有 時 也 成 了 勞工 抗爭 的 場 域 。 

若 末 經 允許 擅自 離職 , 工人 會 拿 不 回 當 時 付 給 廠 方 規定 的 巨 

額 押金 。 儘 管 如 此 , 年 輕 女 性 仍 經 常 換 工作 與 手機 號 碼 , 尋 求 新 技 

術 、 向 上 流動 , 並 尋求 機 會 以 極力 擺脫 自 己 的 農村 身分 形象 、 脫 胎 

換 骨 成 為 得 體 的 城市 居民 。“” 大 型 工廠 預料 到 打 工 妹 不 到 30 歲 前 會 

離開 工廠 , 所 以 通常 會 僱用 18 至 20 歲 出 頭 的 女 性 。 然 而 , 當 中 許多 

女 性 並 未 回 鄉 , 而 是 到 大 工廠 轉 包 或 經 銷 商 直接 下 單 的 小 型 企業 去 

工作 。 農 民工 通常 會 與 其 他 農民 工 結 婚 成 家 ', 有 時 是 與 遙遠 省 分 的 

農民 工 結 婚 。 即 使 不 符合 城市 戶口 福利 資格 、 遭 受 政府 當 局 斷 斷 續 

37 Pun 2007; Pun and Chan 2013; Pun et al. 2016. 

38 Pun 2005: Chang 2008 : 亦 見 Hessler 2006, 77-98, 1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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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的 欺壓 羞辱 , 這 些 新 家 庭 也 漸漸 城市 化 。 農 民工 時 而 會 把 子女 送 
回 老家 給 祖父 母 養 , 而 在 城市 長 大 的 小 孩 已 不 具 務 農 能 力 , 亦 無 農 
村 生 活 經 驗 。 當 這 些 到 了 工作 年 齡 的 二 代 農 民工, 在 1990 年 代 未 至 
2000 年 代 進 工廠 , 他 們 對 仍舊 無 法 在 城 裡 落戶 入 籍 有 異議 , 但 隨 之 
而 來 感受 到 自 己 身 處 非 農 非 工 的 狀態 。3 

工廠 工作 並 非 是 城市 勞動 市 場 的 唯一 就 業 機 會 。 零 售 服務 業 、 
飯店 與 餐館 的 女 服務 員 , 也 就 是 靠 著 賣弄 青春 魅力 、 通 常 外 界 稱 之 
為 “吃 青春 飯 」 工 作 。 她 們 上 工 時 學 會 如 何 要 有 個 城市 女 孩 樣 , 積 
極 接 納 能 掩飾 自 己 農村 出 身 背景 的 美 學 。$ 女 服務 員 透 過 穿著 打 扮 
樣式 , 傳 遞 出 階級 區 別 。 某 項 於 哈爾濱 進 行 的 研究 指出 , 迎 合 勞動 
階級 顧客 的 國 有 百 貨 中 年 女 銷售 員 , 不 必 撫 媚 誘 人 或 體貼 周到 。 地 
下 室 折扣 賣場 的 小 型 成 衣 攤 商 , 則 因 濃 妝 周 抹 的 外 表 、 加 上 眼 神 挑 
逗 , 還 有 缺乏 該 有 的 女 德 而 引 人 非 議 。 販 售 高 檔 咯 什 米爾 毛衣 的 精 
品 店 女 售貨員 , 則 總 是 年 輕 貌 美 且 撫 媚 動人 。 同 事 會 教 這 些 年 輕 女 
店 員 如 何 正確 選擇 胸罩 、 如 何 讓 臀部 緊 實 、 如 何 表現 莊 重 , 且 如 何 
外 表 打 扮 有 型 卻 不 過 分 性 感 , 如 此 更 能 吸引 高 檔 顧 客 上 門 。4! 

高 檔 飯 店 也 有 類 似 的 工作 規約 。 飯 店 經 理 在 每 日 勤 前 會 時 , 會 
告 誠 女 服務 員 得 完美 呈現 出 女 性 貼心 周到 服務 , 並 徹底 適應 每 個 貴 
賓 的 習慣 和 需求 。” 對 這 些 女 性 而 言 , 細 心 保養 年 輕 美 貌 與 言行 舉 
止 得 體 , 成 了 一 種 工作 要 求 、 一 種 勞動 準則 、 一 個 進 入 城市 現代 性 
的 起 點 , 也 是 一 種 自 我 表 現 的 途徑 。4 

另 一 種 吃 青春 飯 的 工作 就 是 去 當 吧 女 、 女 伴遊 、 女 按摩 師 或 站 

39 Pun and Lu 2010:; Pun and Chan 2013. 
40 0Otis 2016. 

41 Hanser 2005; Hanser 2008. 關於 北京 秀水 街 服裝 市 場 女 裝 攤 商 , 及 工作 得 用 的 語言 和 
文 化 技巧 , 見 Pang et alL. 2014。 

42 0Otis 2012. 

43 關於 美 貌 與 顧客 文 化 , 及 與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的 性 別 主 體 建構 之 閣 聯 , 亦 見 Yang2011。 

341



342 

[263] 

圖 片 9.5”2005 年 湖南 吉 首 夜 店 女 侍者 

出 處 :Photograph by Rian Dundon. Used by permission of photographer: 

街 女 。“ 這 每 項 工 作 包 括 了 結合 陪伴 及 (按摩 、 喝 酒 、 跳 舞 ) 服務 , 

且 往往 需要 透過 性 進 行 金 錢 交 易 , 即 然 酬 勞 與 工作 條 件 參差 不 齊 。 

女 農民 工 似乎 占 性 服務 產業 大 宗 , 當 中 許多 覺得 性 工作 , 比 讓 人 精 

疲 力 竭 、 單 調 乏味 且 有 潛在 危險 的 工廠 勞動 更 加 稱心 如 意 。 “有些 

懷抱 擔任 女 服務 員 或 其 他 工作 期 待 的 女 性 , 卻 從 農村 遭 拐 賣 下 海 賣 

淫 , 其 他 則 選擇 從 事 性 服務 ; 有 些 自 己 獨立 出 來 接 工作 , 有 些 則 遭 

老 鴨 與 皮 條 客 控制 及 強逼 , 並 從 其 報酬 中 抽 成 。 所 有 從 事 性 工作 的 

女 性 易 受 嫖客 和 警察 暴力 相 向 , 也 易 得 性 病 。 

中 國 法 律 明 令 , 賣 淫 者 得 處 以 罰款 或 15 日 以 下 拘留 , 判 處 期 限 

44 除 後 縮 幾 段 所 引資 料 , 亦 見 Jeffreys 1997; Evans 1997, 174-78; Jefireys 2004b; JeffreyS 

2012: Chin 2017。 

45 “Niuboshi yamjiuP”2017;: Boittin 2013, 267- 

46 Boittin 2013. 關於 兩 件 受 人 昧 目的 假 應 徵 真 賣淫 案例 , 見 Jeffreys 2006。 關 於 中 國 政 

誰 時 常 強 行 對 妓女 HIV/AIDS 檢 測 政 策 , 見 Boittin 2013, 252-53, 259-60; Hyde 2007 。 

關於 賣淫 與 人 口 販運 , 見 M. Liu 2011。 關 於 特 別注 意 男子 氣概 與 男性 社交 時 HIV 傳 
染 狀 況 , 見 Uretsk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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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 月 至 2 年 的 勞動 教養 , 而 屢 犯 者 可 送 交 長 達 3 年 的 勞動 改造 。4 
然而 , 儘 管 妓 女 和 嫖客 不 時 在 政府 「 嚴厲 打 擊 」 犯 罪過 程 中 遭 逮 
捕 , 人 性 工作 在 1990 年 代 與 2000 年 代 仍 穩定 持續 出 現 。 根 據 一 份 幾 
乎 遭 嚴重 低估 的 統計 , 中 國 2000 年 性 工作 者 有 6 百 萬 人 。A 女 性 在 
卡 車 休息 站 招徠 長 途 貨 運 司機 、 每 晚 逐 一 打 電話 到 飯店 各 房 拉客 、 
到 不 提供 剪 髮 或 按摩 的 理容 院 和 按摩 院 工作 、 陪 外 國 或 是 中 國 生 意 
人 到 卡 拉 OK 唱歌 跟 夜店 跳舞 , 也 會 當 高 檔 伴 遊 服 務 員 。4 在 發 展 
國 內 旅遊 業 的 中 國 西南 少數 民族 自 治 區 西雙版納 , 漢 族 女 民工 穿著 
當 地 少數 民族 服飾 , 給 予 漢族 男性 遊客 一 種 看 似 地 道 的 民族 風情 體 
驗 。 高 端 性 服務 業 當 中 , 有 些 具 備 大 學 學 歷 且 有 花 錢 去 整形 , 會 
去 找 在 產業 投資 區 工作 的 精英 男性 或 外 派 人 員 , 以 建立 長 期 親密 關 
係 。 有 些 還 開 設 網 路 訂閱 服務 , 讓 客人 在 微信 、Skype 和 其 他 應 用 
軟體 上 跟 她 們 進 行 交談 或 看 脫 衣 秀 。:! 

由 於 警方 在 針對 反 賣 淫 法 規 的 執法 上 有 相 當 權宜 的 空間 , 而 恐 
易 產生 敲詐 情況 。” 2010 年 在 全 國 進 行 的 嚴打 整治 行 動 中 , 迫使 性 
服務 產業 因而 消 聲 匿 跡 , 只 讓 熟客 進 到 她 們 經 營 的 卡 拉 OK 店 或 理 
髮 廳 , 頻 繁 更 換 營業 場所 與 營業 時 間 。HIV/STI 防 治 人 員 更 難 聯繫 
到 她 們 。 許 多 女 性 性 工作 者 因 擔 心 攜帶 保險 套 恐 成 罪證 , 而 在 警方 
嚴打 期 間 避 用 。 如 此 一 來 , 這 也 增加 她 們 的 健康 風險 。8 

47 Hershatter 1997, 343-48; Boittin 2013, 252; Jeffreys 2004a, 138-49 : 關於 相 關 法 律 規 範 , 
亦 見 Jeffreys 2006, 4-5, 8-9; Huang and Pan 2014, 1068.[ 編 按 ] : 參見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治安 管理 處 罰 法 》 第 66 條 。 

48 Ding Yu 2016, 

39 Boittin 2013, 251; Hyde 2007, 128-49; Hershatter 1997, 327, 333-43; Zheng 2008: Zheng 
2009。 關於 改革 開 放 時 期 出 現 的 舞廳 和 酒吧 , 見 Farrerand Field 2015。 

50 Hyde 2007, 105-27 ; 亦 見 Chao 2003, 77-80, 83。 
51 Tsang 2017. 

52 Boittin 2013, 251-52, 257-59; Huang and Pan 2014, 1071, 1074-75. 1076-77. 
53 Huang and Pan 2014; Branigan 2010。 關 於 2014 年 東 蔚 鎮 壓 , 見 Tsang 2017, 8。 關 於 保 
險 套 , 亦 見 Hyde 2007, 150-68。 關 於 性 活動 與 HIV 大 流行 , 亦 見 Uretsky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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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襲 自 全 球 學 界 論 戰 下 的 專 有 用 語 ', 有 些 學 者 認為 , 應 該 將 
販賣 性 服務 者 視 為 是 「 性 工作 者 」(sex worker)。 但 對 曾 在 2010 年 

代 接 受 社會 學 家 丁 瑜 訪 談 的 珠 三 角 地 區 女 性 來 說 , 該 詞 似乎 並 非 如 
此 恰當 。 她 們 說 「 性 工作 者 」 此 詞 , 無 法 傳達 出 她 們 所 提供 結合 

性 、 陪 伴 及 情緒 支持 的 複雜 服務 。 她 們 質問 , 若 她 們 所 做 的 是 「 工 

作 」, 那 為 何不 合法 , 沒 有 保障 工 時 、 工 資 及 福利 ? 

當 時 受 訪 的 女 性 告訴 丁 瑜 , 她 們 就 偏好 被 稱呼 「 小 姐 」。 小 姐 
這 一 詞 在 1949 年 前 , 多 用 來 尊稱 家 境 優渥 人 家 的 閩 女 , 但 到 了 毛 澤 

東 時 代 則 被 視 為 資產 階級 , 接 著 到 了 改革 開 放 年 代 「 小 姐 」 此 舊 詞 
卻 產 生 出 稱呼 妓女 的 貶抑 新 義 。 對 這 些 女 性 而 言 , 小 姐 是 種 尊稱 。 

她 們 認為 自 己 在 追求 一 種 能 帶 來 自 主 權 、 個 人 轉 變 , 且 時 而 滿足 自 

我 情慾 及 情緒 的 現代 認同 。7 

但 儘管 如 此 , 提 供 商 業 化 性 服務 的 女 性 , 也 對 自 身 處 境 表 現 出 

矛盾 情緒 。 她 們 察覺 到 , 要 養活 自 己 別 無 其 他 好 選擇 , 且 跟 家 人 避 

談 自 己 的 工作 。 她 們 自 覺 應 當 受 法 律 保 障 。 有 些 人 表 示 , 她 們 藉 
由 滿足 客人 在 家 無 法 滿足 的 性 需求 , 來 穩定 客人 的 婚姻 。 性 學 家 

暨 社會 理論 家 李 銀 河 附和 她 們 的 論點 , 認 為 應 將 成 年 合意 賣淫 行 為 

予以 除 罪 化 , 並 接著 表 示 當 女 性 接受 足夠 工作 訓練 及 社會 服務 , 賣 

淫 現象 才 得 以 減少 。 
中 年 與 年 輕 女 性 其 他 的 工作 選擇 , 是 去 當 私人 家 庭 幫傭 。” 在 

2015 年 , 家 庭 幫傭 占 11% 的 農民 工整 體 勞力 。 女 性 為 此 產業 大 宗 , 
到 上 層 和 中 產 階級 家 庭 當 保姆 、 清 潔 工 、 廚 師 與 長 者 照顧 者 , 還 有 

54 Ding 2012: Ding 2016. 
55 “Niboshiyanjiu"2017. 
56 Boittin 2013, 262-65 與 各 處 。 
57 Jeffreys 2015, 113. 

58 關於 北京 與 上 海女 傭 出 身 , 見 W. Sun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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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方位 助理 。 她 們 經 常 與 斌 主 同 住 。 為 換 到 免費 住宿 , 她 們 幾 乎 得 
隨時 待命 。 

對 有 些 女 性 而 言 , 吸 引 她 們 與 城市 人 家 比 鄰 而 居 的 是 , 能 觀察 
並 適應 城市 生 活 作息 。 家 庭 幫 傭 儘 可 能 快速 改變 自 己 , 去 買 流行 服 
飾 還 有 蔡 自 己 肌膚 進 行 防曬 美 白 。 她 們 避免 在 公眾 場合 講 家 鄉 話 , 
才 不 至 於 洩漏 自 己 出 身 農 村 的 背景 。 上 家 庭 幫 傭 訓 練 課 、 還 有 透過 
屜 主 直接 指導 , 女 姓 幫傭 學 會 了 整齊 但 不 過 於 挑逗 撩 人 的 穿著 。3 

藉 由 中 國 政府 於 1990 年 代 至 2000 年 代 所 推 動 的 的 提高 人 口 r 素 
質 」 措 施 , 農 民工 期 盼 自 己 外 表 、 舉 止 都 如 同 城市 人 , 並 最 終 成 為 
都 市 人 之 渴 名 更 加 強烈 。 這 所 謂 的 素質 其 涉及 的 從 教育 程度 和 經 濟 
自 主 , 到 個 人 身體 舉止 等 各 層面 。 一 般 認 為 城市 人 的 素質 要 比 農村 
人 來 得 高 。” 提 高 個 人 素質 是 個 人 責任 , 也 是 社會 共同 目標 , 而 無 
法 加 入 自 我 提升 過 程 者 , 就 會 遭 擇 擊 是 拖累 國 家 進 步 的 阻力 。 

但 保母 或 女 僕 工作 , 也 讓 農村 婦女 能 就 近 觀 察 城市 家 庭 , 產 生 
尖銳 的 評論 。 某 女 傭 想 知道 , 必 主 真 有 必要 在 她 離 去 另 謀 他 職 時 , 
暗 指 她 必定 是 個 賊 , 而 搜 隨 身 行 李 ? “而 如 范 雨 素 所 問 , 是 否 想 成 
為 小 孩 有 別人 照顧 的 漂亮 年 輕 女 性 、 當 個 有 錢 人 的 情婦 ? 范 雨 素 看 
到 半夜 坐 沙 發 上 的 女 雇主 ,「 像 宮 鬥 劇 裡 的 娘娘 一 樣 」 上 好 全 妝 等 
老公 回 家 。 范 雨 素 心 想 , 這 是 否 就 是 安穩 的 生 活 ?@ 在 如 此 敏銳 的 
觀察 中 , 家 庭 幫 傭 雖 間 接 但 鮮明 的 評論 了 素質 問題 。6@ 

59 Sun 2009a; Sun 2008; Sun 2009b ; 關於 給 家 務 幫 傭 訓練 課程 及 教導 了 解 個 人 勞動 是 笙 
商 品 , 見 Yan 2013。 

60 關於 素質 的 相 關 討 論 , 見 Anagnost 1997; Gao 2008, 21-22; Yan 2008; Judd 2002: Chao 
2003; Jacka 2006a; Jacka 2006b; Jacka 2009: W. Sun 2009b。 關 於 中 產 階 級 擔心 女 食 及 屋 
用 她 們 的 個 人 考量 , 見 Sun 2008; Sun 2009b。 

61 Yan 2006. 
62 Fan Yusu 2017a: Fan Yusu 2017b. 
63 Fu 2009; Fan Yusu 2017a; Fan Yusu 2017b. 鼓勵 包括 范 雨 素 在 內 的 一 些 農 民工 , 到 提高 

農民 工地 位 的 社會 計 畫 去 窖 作 。 北 京 的 非 政府 組 織 「 打 工 妹 之 家 」, 提供 女 農民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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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到 了 2010 年 代 中 期 , 並 非 所 有 女 農民 工 都 吃 青春 飯 。 超 過 40 

歲 的 農民 工 持續 增加 。” 有 些 女 農民 工 設法 無 限期 地 留 在 城 , 自 己 
做 點 小 生 意 。“” 其 他 女 性 則 在 回 村 裡 時 , 與 丈夫 或 公婆 起 衝突 。% 

不 管 怎樣 , 這 些 村莊 開 始 消 失 。 隨 著 城鄉 擴張 至 周遭 農村 , 並 

徵收 農村 土地 , 而 通常 會 將 留 在 農村 的 居民 搬遷 到 高 樓 公寓 , 並 給 

予 一 次 性 現金 補償 。 徵 收 條 件 時 常 讓 人 不 荐 滿意 , 且 仍 居住 在 農地 
上 的 農戶 人 家 會 加 以 抵制 。 如 同 范 雨 素 八 旬 老 母親 在 村里 土地 徵收 
抗爭 中 , 遭 現場 保安 員 粗 魯 對 待 而 肩膀 脫 白 。 

農民 工 漸漸 無 家 可 歸 , 當 碰 上 城市 雁 主 積欠 薪資 或 把 他 們 解僱 

時 , 家 鄉 的 自 有 小 田 給 予 的 保障 機 制 有 限 , 而 再 也 無 以 餓 口 。 但 農 

民工 的 農村 戶口 , 還 有 普遍 將 農村 人 歸 類 為 素質 低 之 論述 , 持 續 使 
他 們 成 為 城市 中 臨時 且 脆弱 的 居民 。 

有 小 孩 的 女 農民 工 得 要 面 對 著 困難 的 抉擇 。 許 多 農民 工 將 子 
女 帶 回 家 鄉 給 祖父 母 照顧 , 後 續 一 年 會 回 去 探 鹿 他 們 一 兩 次 。2013 

年 , 全 國 婦聯 根據 2010 年 人 口 普查 估計 , 農 村人 留守 兒童 有 6,100 萬 

人 , 亦 占 中 國 兒童 人 口 20% 以 上 、 整 體 農村 兒童 人 口 的 38%。(“ 農 
民工 父母 與 農村 留守 子女 長 期 分 開 的 現象 , 也 因此 衍生 出 描寫 父母 

悲苦 及 留守 兒童 疏離 , 還 有 認知 發 展 遲 滯 等 問題 的 文 學 作品 與 電 
影 268 

課程 、 討 論 和 其 他 活動 , 見 Jacka 2005 : 關於 「 農 家 女 文 化 發 展 中 心 」 及 其 自 殺 了 肪 
治 工 作 與 農家 女 領袖 陪 訓 , 見 Wesoky 2011。 

64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Childrem" 2015, 

65 關於 農民 工 結婚 相 關 議 題 。 見 Jacka 2005。 
66 Woon 1999; May 2010: Pun and Lu 2010;Jacka 2012; Pang et al. 2014- 

67 “Migrant WorkerSs and TheirChildren”2015。 

68 Yue et al. 2017;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Children" 2015; Ye et al. 2016,. 相 關 文 獻 處 理 中 

國 農村 留守 女 性 和 年 長 者 狀況 +, 幾 乎 所 有 工作 年 齡 男性 、 許 多 單身 女 性 及 越 來 越 多 
年 輕 已 婚 女 性 離 家 去 工作 。 許 多 農村 留守 妻子 婚前 曾 工作 過 或 婚 後 成 為 農民 工 。 除 
此 之 外 , 見 Yeetal.2016; Jacka 2012: Jacka 2014。Jacka 認為 , 應 將 農戶 還 移 與 維繫 視 
為 單一 社會 過 程 中 的 一 部 分 , 而 包括 年 長 婦女 在 內 的 留守 女 性 , 發 掉 了 相 當 行 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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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和 農民 工 父母 留 在 城 裡 的 兒童 , 究 竟 能 獲得 何 種 社會 福 
利 照 護 , 這 就 得 取決 於 讓 人 捉摸 不 定 的 當 地 政策 。2010 年 城市 留守 
兒童 估計 為 3,580 萬 人 。” 某 些 地 區 的 農民 工 子 女 , 只 有 在 當 地 學 
校 出現 缺 額 、 且 父母 得 付 高 額 學費 , 才 可 入 學 。 其 他 某 些 地 區 的 農 
民工 子女 ' 則 選擇 去 上 農民 工 社區 或 社 福 機 構 專 為 他 們 籌辦 、 品 質 
上 良 苦 不 齊 的 臨時 私人 學 校 。” 以 范 雨 素 的 情況 來 看 , 當 她 開 始 到 有 
錢 人 家 裡 當 育兒 嫂 時 , 在 北京 替 兩 個 女 兒 租 了 間 房 , 即 使 自 己 的 工 
作 僅 能 一 週 回 來 看 女 兒 一 次 。 她 的 大 女 兒 顯然 完全 沒 上 過 學 , 但 藉 
由 看 電視 上 的 字 幕 而 自 己 學 會 認 字 。 後 來 , 范 雨 素 還 陸 陸 疆 續 給 大 
女 兒 讀 她 從 二 手 市 場 買 來 或 廢 紙 回 收場 撿 來 的 小 說 。 大 女 兒 到 了 14 
歲 就 開 始 去 工作 ,20 歲 時 已 獲得 一 份 白領 工作 職位 。 小 女 兒 則 勉強 
斷斷續續 去 上 學 。 兩 個 孩子 雖 留 在 北京 , 卻 都 沒 法 一 直 與 范 雨 素 同 
住 。 

約 會 、 婚 姻 、 離 婚 及 地 產 

改革 開 放 初 期 的 公眾 討論 積極 地 轉 至 私人 生 活 。 女 性 裝扮 的 
描繪 展現 與 性 威 擦 人 的 圖 像 , 充 斥 流行 雜誌 版 面 , 並 左右 著 當 時 新 
興 的 廣告 產業 。 特 別針 對 約 會 、 婚 姻 和 消費 型 態 的 私人 生 活 和 個 
人 慾 魯 , 引 發 媒體 與 電視 熱烈 的 討論 。 父母 親 掌控 婚姻 選擇 不 再 

力 。 她 亦 指 出 (2012, 11; 2013) 農村 地 區 中 年 與 年 長 婦女 , 負 責 大 多 數 受 扶養 家 屬 的 
照顧 。 相 較 於 男性 與 年 輕 女 性 , 中 年 與 年 長 農村 婦女 的 閒暇 時 間 相 當 少 , 見 Huang 
2011: Yan 2011 = 

69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Children" 2015. 

和 0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Children" 2015. Litzinger 2013. 173. 
和 Hooper 1984, 329-31;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41-80: Evans 1997: Finnane 2008, 257-90: 

Wang 2017, 250-58。Liu 2014 分 析 北 京 年 輕 女 高 中 生 較 俐 好 「 男 子 氣概 」 或 中 性 打 
扮 , 同 時 她 們 認為 , 男 女 孩 天 生 不 同 , 男 性 在 經 濟 上 超 越 女 性 。 

72 Hooper 1984, 331: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81-136: EvanSs 1997: Rofel 1999: Rofel 2007: 
Yan 2011. 關於 21 世 紀 初 期 北京 的 大 學 生 、 專 業 人 士 及 農民 工 (有 時 跨 族 群 )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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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批 評 的 對 象 : 即 便 並 非 完全 成 了 過 去 式 , 在 毛澤東 時 代 已 明顯 式 

微 。 在 城 與 鄉 , 當 人 女 兒 與 媳婦 的 年 輕 女 性 , 逐 漸 在 包括 婚配 對 象 

選擇 等 過 去 老 一 輩 說 了 算 的 事務 上 , 取 得 更 多 影響 力 。 包 括 性 魅 

力 、 彼 此 配對 度 、 情 感 支持 、 物 質 渴 塵 及 財產 所 有 權 , 成 為 大 眾 

談論 婚姻 時 的 重要 新 話題 。” 當 改革 開 放 開 始 將 社會 生 活 予 以 商 品 

化 , 大 眾 轉 而 討論 值得 考慮 哪 一 種 配偶 , 還 有 女 性 該 如 何 選擇 並 留 

住 男人 。 

美 容 業 急 錯 成 長 , 而 到 了 2000 年 代 初 期 成 為 第 五 大 消費 產業 。 

美 容 業主 要 瞄準 參與 選美 和 模特 兒 競賽 的 年 輕 且 末 婚 女 性 , 以 及 成 

為 熱愛 化 妝 品 、 美 容 沙龍 服務 、 整 形 手術 消費 者 的 已 婚 女 性 , 有 時 

明確 而 言 她 們 就 是 要 留 住 丈夫 的 心 。2004 年 「 人 造 美 女 」 大 賽 , 當 

時 進 入 決賽 者 年 齡 從 17 至 62 歲 都 有 , 藉 此 推 廣 無 論 年 紀 大 小 , 追 求 

無 皺紋 與 甩 掉 體 脂 肪 之 美 是 與 生 俱 來 的 天 性 。 

大 眾 在 談論 性 慾 時 , 並 非 全 都 跟 如 何 維持 對 未 來 或 現任 丈夫 的 

個 人 魅力 有 關 。 有 些 討論 開 始 著 重 在 女 性 的 主 動 慾 名 和 性 愉悅 , 有 

別 於 毛澤東 時 代 所 界定 , 對 男性 的 性 主 動 主 要 採 以 被 動 且 積極 回 應 

的 女 性 形象 。“” 性 學 論述 認同 了 同 性 慾 剖 , 而 女 同 性 戀 族群 (即使 仍 

不 如 男 同 性 戀 顯眼 ) 現身 於 網 站 、 倡 議 團體 及 酒吧 和 其 他 社交 場所 。 

熱 議 流傳 的 話題 在 於 , 全 球 的 同 志 身 分 認同 範疇 是 否 適合 當 地 民 

的 約 會 狀況 。 見 Wang and Nehring 2014。 關 於 2011 年 北京 女 高 中 生 對 成 年 女 性 的 看 

法 , 見 Liu2014。 關 於 中 年 和 年 長 婦女 的 性 行 為 , 見 Shea 2005。 

73 有 有關 婦女 是 懂事 的 照護 者 , 見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173-86; Evans 2010。 關於 改 

革 開 放 年 代 要 求 , 妻 子 要 理解 支持 也 要 自 我 犧牲 , 見 Evans 2002。 關 於 於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的 中 國 性 慾 論 述 的 轉 變 , 及 相 關 資料 , 見 Farquhar 2002, 211-42; Uretsky 2016。 

關於 北京 地 區 40 到 65 歲 城 、 鄉 女 性 對 性 的 態度 , 見 Shea 2005 ; 關於 職業 婦女 的 婚 

姻 關 係 , 見 Liu 2017。 

74 關於 美 容 產業 及 其 從 業 人 員 , 見 Hooper 1994, 74-75; Yang 2011; Liao 2016: I]p 2017。 韻 

於 中 國 整形 手術 咆 。 見 Brownell 2005。 關 於 美 貌 成 為 與 女 性 約 會 的 主 要 判 準 , 及 經 

濟 能 力 則 成 為 與 男性 約 會 的 主 要 判 準 , 見 Wangand Nehring 2014。? 

75 Evan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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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還 有 該 如 何 了 予以 重新 設定 或 放棄 。/ 
但 在 這 樣 婚 前 性 行 為 和 非 婚 性 行 為 逐漸 普遍 的 社會 中 , 改 革 開 

放 時 期 的 政府 當 局 卻 選 擇 積 極 推 動 異 性 婚姻 及 優生 成 家 。7 政 府 官 
員 明顯 關切 , 若 受過 教育 、 富 有 女 性 打 算 晚 生 或 不 生 , 人 口 素質 恐 

因此 下 滑 , 而 社會 的 穩定 則 一 部 分 取決 於 男性 能 否 娶 得 起 老婆 。 婚 
姻 和 生 痛 子 女 就 成 為 2004 年 政府 當 局 開 始 倡導 的 「 和 諧 社會 」 之 根 
本 要 素 。” 

結果 , 當 局 就 在 2007 年 開 始 針 對 「 剩 女 」 推 出 了 相 關 的 措施 

政策 , 然 而 當 時 在 計 畫 生 痛 政 策 結 束 後 男性 人 口 數 量 居多 的 情況 

下 , 剩 女 這 個 貶抑 詞 顯得 特 別 奇 怪 。” 中 國 女 性 結婚 率 , 約 高 於 世 

界 標準 的 98%。” 但 婦聯 網 站 及 其 他 流行 媒體 , 卻 不 斷 警 告 女 性 , 
若 過 了 27 歲 仍 未 婚 , 就 會 成 為 「 人 老 珠 黃 」 的 剩女 。” 新聞 報 導 汙 

名 化 未 婚 單身 女 性 , 強 調 與 家 人 發 生 衝突 、 還 有 無 法 符合 社會 和 國 

家 的 期 待 。 許多 兼 營 約 會 交友 網 站 的 專業 作 媒 公司 , 持 續 推 廣 婚 

76 任何 人 都 不 該 誤 以 為 三 言 兩 語 就 能 充分 論 及 中 國 同 性 慾 望 、 性 別 流 動 性 或 酷 兒 族 
群 , 上 速 這 些 議題 皆 值得 進 一 步 探討 。 關 於 改革 開 放 (主 要 城市 ) 中 國 的 同 性 專 有 
名 詞 、 關 係 、 空 間 和 族群 等 在 內 的 非 規範 性 髦 , 開 始 受到 注目 , 見 Evans 2002, 206- 
12; Sang 2003, 163-222; Rofel 2007. 85-110, 135-55; Ho 2008, Engebretsen 2014; Jeffreys 

2015; Engebretsen ct a1. 2015; Engebretsen 2017; Jacobs 2015; Farrer and Field 2015, 167- 

73; "Where Are Gay Rights and Feminism Headed in China? Leading ActiviSt Li Maizi Speaks 

Out”"2017 。 

77 關於 改革 開 放 時 期 婚前 性 行 為 , 及 其 他 , 見 Farrer 2002; Yan 2003; Farrer 2014; Jacobs 

2015; Lake 2015 。 

78 關於 「 和 諧 社會 」 及 其 他 , 見 Spakowski 2011, 41; Wesoky 2016, 62; Boittin 2013, 263- 
64。[〔 編 按 ]: 亦 即 2004 年 中 共 十 六 屆 四 中 全 會 所 提出 的 「 社 會 主 義和 諧 社會 」。 

79 Hong Fincher 2014: Zhang and Sun 2014: Wang and Nehring 2014: Gong et al. 2015. 關於 

1980 年 代 急 著 幫 俗 稱 「 大 姑娘 」 的 年 齡 漸 長 年 輕 女 性 找 丈夫 , 見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104-10。 關於 知識 女 性 在 次 姻 市 場 上 四 遇 的 困境 , 見 Hooper 1984, 331-32; Hong 

Fincher 2014, 25-27。[ 編 按 〕 : 亦 即 2007 年 中 國 國 務 院 為 解決 男女 比 失調 現象 而 推 行 
的 計 畫 生 育 政策 。 

8$0 QOsnos 2012. 

$81 Hong Fincher 2012. 

8$82 Gong etal.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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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是 成 人 必備 之 需 , 而 結婚 對 將 邁 入 30 歲 的 女 性 特 別 是 刻不容緩 
之 事 。” 而 在 可 能 是 最 多 中 國 人 收看 的 「 央 視 除夕 春晚 」 節 目 上 , 

也 就 是 2015 年 當 年 的 小 品 橋 段 中 , 就 曾 拿 「 女 神 」 與 苦 無 追求 者 的 

「 女 漢子 」 來 做 對 比 。“” 而 此 訊息 顯然 獲得 許多 女 性 觀眾 的 迴響 , 
這 一 如 2010 年 調查 顯示 , 近 半數 女 性 受 訪 者 同 意 「 幹 得 好 不 如 嫁 得 

好 」, 而 這 比 起 十 年 前 要 高 出 了 10 個 百 分 點 。?” 
上 海 焦慮 的 中 產 階級 父母 , 週 末 會 到 人 民 公園 相 親 角 去 推 銷 廣 

告 自 家 成 年 子女 的 種 種 優點 , 當 中 多 半 是 受過 教育 的 女 性 。 微 博 
線上 聊天 室 和 社 群 媒體 平台 微信 上 的 專欄 作家 , 會 以 廣大 未 婚 、 正 
在 找 合適 男人 的 女 性 追蹤 者 為 讀者 群 。” 媒體 指責 女 性 過 於 苛求 且 
貪圖 享樂 , 而 無 法 肯定 品 格 高 尚 、 理 想 高 , 還 能 吃 苦 耐勞 的 男性 。 

某 位 上 電視 交友 節目 《 非 誠 勿 擾 》 的 女 性 脫口 一 句 , 她 「 寧 願 坐 在 

寶馬 (BMW ) 裡 哭 , 也 不 願 坐 在 自 行 車 上 笑 」 而 遭 批 評 。8 

參加 該 節目 的 女 性 要 回 答 一 些 個 人 情感 經 歷 、 家 庭 背 景 、 家 務 

能 力 和 理想 婚姻 關係 等 問題 。 而 要 男性 參賽 者 描述 自 己 心儀 的 女 性 
類 型 , 說 出 類 似 2013 年 6 月 某 集 中 的 獨白 : 

我 喜歡 的 女 人 要 像 是 輛 Z4 車 款 , 價 格 最 合理 且 性 能 最 佳 。 如 

同 我 的 車 外 型 一 般 , 我 的 女 人 要 時 白人 但 別 過 度 招搖 5 也 就 

是 她 得 做 好 家 事 是 很 重要 的 .““:‧‧ 和 女 友 約 會 就 像 開 車 “我 

83 關於 發 揮 行 動能 力 相 當 正面 的 陳述 , 強 調 女 性 創辦 人 的 角色 , 亦 即 倡導 女 性 的 選擇 
與 自 信 , 見 QOsnos 2012。 

84 Fu 2015.[ 編 按 〕 : 亦 即 出 現在 「2015 年 中 國 中 央 電 視 台 電視 台 療 節 聯歡 晚會 」 中 的 
小 品 《 喜 樂 街 》。 

85 Attane 2012.9. 

86 Zhang and Sun 2014. 

87 Kan 2017, 

$88 這個 演出 以 及 其 他 的 節目 都 有 腳本 , 而 有 關 這 些 台 詞 本 身 是 否 是 現場 即 興 出 現 , 並 
不 清楚 。Hong Fincher2014,. 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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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待 我 們 未 來 的 生 活 , 小事 就 給 女 人 決定 , 而 我 則 掌 好 方向 
盤 、 決 定 主 要 方向 。 

《 非 誠 勿 擾 》 最 終 並 未 強調 女 性 選擇 其 期 塵 合適 追求 者 的 能 力 。 獲 
得 節目 女 性 來 賓 一 定 程度 認可 的 男性 參賽 者 , 將 能 贏得 一 趟 海外 旅 
行 , 並 可 選擇 一 位 自 己 想 約 會 的 女 性 。9 

即 使 大 眾 媒體 批 判 女 性 如 傳言 般 的 貪心 , 也 推 廣 「 真 男人 應 
該 要 比 其 配偶 更 富有 、 受 更 多 教育 , 並 更 有 成 就 一 一 而 此 期 待產 生 
出 許多 所 謂 受 過 教育 女 性 無 法 結婚 的 荒唐 可 笑 狀 況 , 政 府 當 局 卻 最 
急切 想 看 到 這 群 女 性 結婚 。 當 時 曾 有 個 反覆 出 現 的 笑話 提 到 , 這 社 
會 上 有 男性 、 女 性 和 有 碩士 學 位 的 女 性 這 三 種 性 別 。 按 慣例 只 有 前 
兩 類 才 被 認為 算是 適合 結婚 。9 

隨 著 結婚 抉擇 標準 在 改革 開 放 時 期 有 所 變動 , 離 婚 相 關 程序 也 
有 所 改變 。1980 年 , 自 1950 年 後 首次 修正 通過 的 《 中 華人 民 共和 國 
婚姻 法 》, 其 承襲 大 多 數 1950 年 版 的 原 則 , 並 配合 計 畫 生 育 , 將 結 
婚 年 齡 提高 至 男 22 歲 、 女 20 歲 。 但 或 許 新 法 中 最 值得 注意 的 改變 , 
則 是 感情 破裂 這 項 訴 請 離婚 新 條 件 。 毛 澤 東 時 代 , 訴 請 離婚 案 往往 
得 歷經 多 年 調解 , 且 官方 勸 和 不 勸 離 , 而 給 予 當 事 人 壓力 。 新 法 明 
定 , 若 調解 無 效 , 法 院 應 准予 離婚 。?! 

無 論 法 律 是 否 改變 社會 風俗 特 慣 , 或 僅 反映 其 樣 態 , 離 婚 案 開 
始 增加 。2003 年 開 始 , 男 女 雙方 離婚 不 再 需要 選 主 或 村 委 核准 , 覓 
大 多 數 離婚 是 到 民政 局 登記 , 而 非 由 法 院 審理 。?22016 年 中 國 全 國 

89 Luo and Sun 2015, 247-50 ; 引用 段 落 取 自 頁 250。 
90 Osnos 2012; Chin 2016. 

多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07; Davis 2014b, 554. Huang 2005 認 閣 , 即 是 1980 年 前 , 國 
家 當 局 也 將 男女 雙方 情 威 連 結 是 否 能 修復 納入 考量 。 〔 編 按 〕: 囊 於 「 結 婚 年 齡 」 見 
《 婚 姻 法 》 第 5 條 、「 計 畫 生 育 」 見 同 法 第 12 條 , 而 訴 請 離婚 新 條 件 見 第 25 條 規定 。 遙 2 Davis 2010, 465, 468. Davis (2014b) 指出 , 隨 「 婚 姻 私 有 化 」, 中 國 當 局 減 少 對 性 嗣 
係 、 結 婚 與 離婚 之 千 預 。 亦 見 Huang 2005。 關於 兩 件 村 辦 經 手 離婚 (主 要 為 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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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 數 飆升 至 480 萬 , 是 1980 年 的 10 倍 。2010 年 代 中 國 大 城市 的 遜 

婚 與 新 婚 比 超 過 13 

這 些 統計 數 字 背後 呈現 的 是 , 多 種 往往 不 利於 女 性 的 社會 改 

變 。 從 1970 年 代 未 期 官方 資料 來 看 , 大 眾 媒體 還 有 甚至 喜劇 套路 會 

認為 , 性 別 差異 源 自 生 物 學 , 而 交付 女 性 不 符 性 別 規範 的 工作 則 會 

有 害 女 性 健康 。””1980 年 代 經 濟 學 家 和 社會 學 家 多 次 建議 ' 女 性 應 

離開 工作 崗位 並 重 回 家 庭 , 將 工作 讓 給 男性 , 且 提供 特 別 需要 (但 

無 償 ) 支援 家 務 打 理 。# 改 革 開 放 年 代 , 許 多 工作 載 明 只 有 男性 能 

應 徵 ; 招 聘 、 升 遷 和 解聘 等 性 別 歧視 都 不 成 問題 。 關於 女 性 在 企 

業 董事 會 和 高 階 主 管 職 中 僅 占 少數 的 現象 ', 中 國 女 權 人 士 評論 時 

提 及 ,「 這 裡 也 有 玻璃 天 花 板 , 但 大 部 分 女 性 其 至 從 未 離開 過 黏 地 
板 。」”“ 

此 狀況 在 中 國 共產 黨 領 導 階 層 也 差不多 。2017 年 全 中 國 近 9 千 

法 律 工作 者 正常 倒 行 性 漠視 女 性 的 子女 監護 權 、 財產 權 和 配偶 贍養 費 之 權 巷 , 並 

對 家 暴 證 據 不 予 理會 之 論述 , 見 Li2015。[ 編 按 」: 見 2003 年 《 婚 姻 登 記 條 例 》 第 

10 條 。 

93 1980 年 離婚 數 約 為 40 萬 人 , 穩 定 上 升 到 1997 年 , 接 著 從 2002 年 的 117 萬 倍增 至 200S 

年 的 226 萬 。 關 於 1980 年 代 狀 況 , 見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226 ; 關於 到 2008 年 的 

離婚 數 , 見 Davis 2010, 446; 及 Davis 2014b, 561-62 3 2016 年 的 狀況 , 見 Feng, June 16, 

2017。 關 於 改革 開 放 時 代 的 小 說 、 電影 及 電視 劇 中 的 離婚 , 見 Xiao 2014。 

94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3-26: Honig 2015; Beaver, Hou, and Wang 1995; Wang 2017, 

221-41. 關於 改革 開 放 時 期 ,《 中 國 婦女 》 雜誌 封面 女 性 形象 之 轉 變 , 見 Luo and Hao 

2007, 288-90。 關 於 抵制 毛澤東 時 代 「 不 自 然 」 的 性 別 形 象 , 為 開 放 給 女 性 的 機 會 之 

強力 辯護 , 及 其 他 , 見 Lin2001:Zhong et al. 2001。 

95 Hooper 1984, 326-27: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51-53; Wang 1997, 130 : 關於 快速 工業 

化 的 大 邱 世 鎮 + 見 Beaver, Hou, and Wang 1995; Evans 2002, 353-54. Rofel (1999) 探究 

改革 開 放 時 期 對 毛澤東 時 代勞 工 制 度 之 批 判 , 及 女 性 對 工廠 工作 態度 之 轉 變 。Zuo 

(2014) 認 為 , 改 革 開 放 時 期 對 勞動 之 貶抑 , 導致 對 女 性 的 疏離 而 想 重 回 家 庭 。 

96 關於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的 職場 性 別 岐 視 ' 見 Hooper 1984: Li and Zhang 1994. 139; Cao and 

Hu 2007: Yang 2011; Attane 2012, 8。 關 於 聘 僱 女 性 到 科技 公司 擔任 「 程 序 員 鼓勵 師 」 

一 職 , 與 男性 程式 設計 師 聊天 , 還 有 減輕 其 工作 壓力 , 見 Wee 2018。 

97 Tatlow and Forsythe 2015.〔 編 按 ] : 此 為 女 權 人 士 馮 媛 , 接 受 《 紐 約 時 報 》 採 訪 所 

提 , 見 〈 在 社會 與 職場 中 四 處 碰壁 的 中 國 女 性 》 , 《 紐 約 時 報 中 文 網 》(2015.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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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共產 黨員 , 有 超 過 1/4 為 女 性 , 且 有 近 1/4 的 女 性 全 國 人 大 代表 , 
並 非 所 有 人 大 代表 皆 入 黨 。 而 黨 內 高 層 的 女 性 代表 更 少 。 中 央 政 
治 局 常委 會 的 7 人 常委 從 未 出 現 過 女 性 ;2017 年 中 共 19 大 前 , 中 央 
政治 局 25 位 委員 中 有 2 位 女 性 , 而 19 大 後 則 減 至 1 位 ; 同 年 的 中 央 
委員 會 女 性 成 員 ( 共 10 位 ) 之 占 比 自 5 年 前 的 6.4% 降 至 4.99%。62 位 
省 級 高 層 領 導 (包括 省 委 書 記 和 省 長 ) 中 僅 有 2 位 女 性 , 而 大 多 數 中 
央 官 員 皆 是 從 這 些 省 級 領 導 選 出 的 。 紀 

改革 開 放 時 期 , 國 企 裁 員 、 國 企 工廠 工作 光環 不 再 、 城 市 新 
富 崛起 , 還 有 女 性 角色 形象 改變 等 因素 , 人 迫使 女 性 勞動 參與 下 滑 。 
1990 年 有 超 過 3/4 的 女 性 受 僱 , 到 了 2010 年 則 降 至 60%。!0 在 都 會 
家 庭 中 , 女 性 婚 後 待 在 家 或 依 家 中 所 需 換 工作 的 情況 更 為 普遍 , 反 
而 不 會 如 同 男性 一 般 在 職場 中 繼續 發 展 。"! 養 兒 育 女 及 打 理 家 務 , 
這 還 包括 在 家 督導 家 中 幫傭 , 主 要 仍 為 女 性 之 責 。! 

女 性 雜誌 的 專家 建議 文 、 電 台 叩 應 熱線 , 還 有 2004 年 熱門 電 
視 劇 《 中 國 式 離婚 》, 皆 在 在 告 誠 為 人 妻子 應 要 保持 魅力 、 對 先 生 
展現 嫵媚 動人 的 一 面 , 這 巧妙 呼應 1942 年 丁 玲 的 《 三 八 節 有 威 》 一 
文 。《 中 國 式 離婚 》 劇 中 , 為 了 全 職 照 顧 兒子 而 辭 去 工作 的 中 年 婦 
女 主 角 , 成 了 失去 魅力 、 嘮 叨 的 太 太 。 為 了 不 讓 丈夫 跟 她 離婚 , 她 
企圖 仗 勢 當 眾 數 落 丈 夫 罪 狀 , 反 而 不 是 藉 由 自 我 成 長 來 解決 。!9 

98 “Reality Check” 2017. 
99 Tatlow 2017; Ruwitch 2017. 

100 Attane 2012. 8. 
101 Zuo 2003; Wang Danning 2010, 970: Cao and Hu 2007;: W. Sun 2008; Kim et al. 2010; Zuo 

2014: Liao 2016 
102 相 關 的 資 料 , 見 Hooper 1984, 327-28, 334-35; Hooper 1994, 76-77, 80-82: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55-63, 265-72; Zuo and Bian 2001; Evans 2008, 101-24; Attane 2012. 10: 
Zuo 2016。 關 於 富有 女 企業 家 在 家 庭 中 的 性 別 分 工 , 見 M. Chen 2008。 關於 企業 家 
之 妻 在 丈夫 生 意 中 , 擔 任 未 被 認可 但 至 關 重 要 一 職 , 見 Goodman 2002。 

103 Xiao 2014, 116-39, 討 論 《 中 國 式 離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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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 諮詢 專欄 與 電視 節目 中 大 多 數 的 討論 重點 都 在 , 丈 夫 對 妻 

子 失去 興趣 這 樣 的 窮 途 險 境 。 娛 樂 場所 在 改革 開 放 時 期 大 量 出 現 , 

並 普遍 成 為 男性 下 班 社交 與 卡 拉 OK 小 姐 及 性 工作 者 廝混 的 場合 。 
外 界 會 警告 為 人 妻 的 女 性 得 注意 自 家 男人 收入 增加 時 , 他 們 可 能 會 

引 來 年 輕 女 人 的 注目 , 且 招架 不 住 她 們 施展 的 種 種 花招 。 關於 離 

婚 的 辯論 , 常 著 重 在 不 忠 的 問題 , 據 稱 此 因素 約 占 離 婚 的 1/3。 破 壇 
他 人 穩定 婚姻 的 年 輕 女 性 , 會 遭 痛 批 為 「 第 三 者 」 或 「 小 三 」。 ““ 

2010 年 代 出 現 了 一 種 「 小 三 勸 退 師 」 新 職業 , 也 就 是 妻子 請 來 

調查 自 家 丈夫 外 遇 的 私家 偵探 。 勸 退 師 的 工作 任務 在 於 勸 退 、 威 嚇 

情婦 或 使 其 名 譽 掃地 , 藉 此 讓 這 段 婚姻 完好 如 初 。 小 三 勸 退 師公 司 

也 提供 富家 太 太 諮詢 服務 , 建 議 該 如 何 修正 自 己 舉止 態度 , 如 此 得 
以 維持 對 丈夫 的 魅力 , 或 至 少 保有 丈夫 對 自 己 的 忠誠 。 

1930 年 《 中 華 民國 民法 》 及 1950 年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 
之 所 以 有 爭議 , 部 分 是 因為 讓 女 性 更 容易 離婚 。 但 到 了 21 世 紀 , 妻 

子 注意 到 , 倘 若 婚姻 破裂 , 自 己 受 的 苦 多 半 會 特 別 深 。 性 別 薪 資 差 
距 隨 私 有 化 持續 增加 ,',1995 至 2007 年 女 男 薪資 比 從 84% 降 至 74%, 

且 2010 年 降 至 67.3%。 當 不 賺錢 的 國 企 裁員 及 私有 化 時 , 女 性 

更 容易 首先 遭 解 情 。 許 多 女 性 因此 進 入 非 正 式 勞動 市 場 並 兼職 工 

作 。 “即 使 保住 國 企 工作 的 女 性 , 也 得 在 50 歲 退休 , 而 男性 卻 是 60 

歲 退休 , 因 此 女 性 存款 和 退休 金 往往 低 於 男性 。 女 性 無 論 幾 歲 , 

104J, Fan 2017. 

105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19-24: Evans 2002. 352;J. Fan 2017- 

106J. Fan 2017. 此 方式 朵 括 , 改 革 開 放 初期 所 堅持 的 想 法 : 維 緊 婚姻 是 女 性 的 工作 , 且 

應 以 細膩 方式 來 履行 , 以 至 於 丈夫 從 未 察覺 到 自 己 是 共謀 策略 中 的 對 象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177-80- 

107Jacka, Kipnis, and Saregeson 2013, 242, 251-52: Chin 2016; see also Hong Fincher 2016, 86. 

108 Tong 2008, 515. Liu (2007b) 指出 , 毛 澤 東 時 期 女 性 在 職場 面 對 , 包 括 低 階 技術 門檻 與 
人 際 聯 繫 , 還 有 更 多 家 務 責 任 等 , 使 得 女 性 在 改革 開 放 時 期 更 易 遭 解 催 。 

109Davis 2010, 479,



9 資本 主 義 女 性 (1978-) 

未 來 更 不 可 能 再 婚 。 這 就 如 某 小 三 勸 退 師 所 言 「 這 年 頭 , 二 手 女 人 

二 手 車 。 一 但 開 過 了 , 就 一 丁點 都 不 值 當 初 的 價 」。 相 較 之 下 , 離 
過 婚 的 男性 在 婚姻 市 場 上 , 如 同 優質 房產 「 只 會 增值 J。! 

離婚 女 性 由 於 房地產 價 值 變 動 , 在 經 濟 上 易 遭 受 影響 。! 中 毛 

澤 東 時 代 , 大 多 數 都 市 住宅 是 透過 單位 提供 福利 分 房 , 而 員工 名 義 

上 付 點 租金 。 即 使 當 時 , 離 婚 會 產生 住房 問題 : 因 為 住房 是 經 由 丈 
夫 的 工作 單位 所 配 得 , 離 婚 的 妻子 通常 會 發 現 自 己 無 處 可 去 , 還 是 

待 在 前 夫 家 中 臨時 隔 出 的 狹小 生 活 空間 。 隨 著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的 都 市 

房市 變動 , 此 問題 更 加 明顯 。1990 年 代 晚 期 開 始 , 工 作 單 位 住房 以 

相 對 低 價 賣 給 住戶 。 到 了 2005 年 中 國 成 為 世界 最 大 房屋 持 有 者 社 

會 。 接著 ,2000 年 代 中 期 的 都 市 房地產 價 格 悲 升 , 都 市 發 展 計 畫 
將 舊 住 房 夷 為 平地 , 而 以 嶄新 昂貴 的 公寓 高 樓 取而代之 。 

由 於 經 濟 蓬 勃 發 展 下 , 有 利 可 圖 的 投資 管道 不 多 , 買 房 成 了 一 

種 增加 家 庭 資 產 的 主 要 方式 , 而 很 多 家 庭 會 反覆 換 房 , 換 更 豪華 的 
房 宅 。 估 計 60 至 85% 的 都 市 居民 自 己 持 有 房 , 且 到 了 2013 年 , 住 

房市 值 估 計 超 過 30 兆 美 元 。 房 地 產 成 為 個 人 財富 的 主 要 配置 。 隨 房 
價 冉 漲 , 買 房 族 要 在 城 裡 買 間 房 , 恐 得 花 掉 自 己 15 至 22 倍 的 年 收 

入 。 因為 很 少年 輕 人 能 買 得 起 房 , 父 母 多 半 會 在 子女 要 買 房 時 幫 
忙 出 點 錢 。 

但 此 時 , 女 性 處 於 不 利 地 位 。 按 由 來 已 久 的 婚俗 , 照 慣例 蔡 新 

婚 夫妻 買 新 房 時 , 男 方 要 部 分 資助 或 全 部 支付 買 這 間 新 房 的 錢 , 而 

110J. Fan 2017. 2017 年 的 Audi 汽 車 廣告 將 受 妻 和 買 車 類 比 , 引 發 起 相 當 大 的 爭議 。Feng, 
July 18.2017. 

111 除 特 別 標示 , 婚 姻 、 房 地 產 及 剩女 之 討論 出 自 Hong Fincher 2014。 
112 Davis 2010, 464. 

113 針對 都 市 計 畫 之 抗爭 的 相 關 論述 , 見 Shao 2013。 
114 Hong Fincher2014,93。 在 此 使用 的 貨 幣 單位 是 美 元 。 
115 Davis 2010. 477: Hong Finch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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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方 則 得 負責 新 房 裝潢 、 固 定 設施 、 粉 刷 及 家 電 的 費用 。!'“ 就 算 女 
方 在 內 部 裝潢 上 花費 極度 昂貴 , 普 遍 認 知 還 是 男方 買 的 房 。 在 多 數 
情況 下 , 房 契 上 只 會 出 現 男方 的 名 字 。 即 使 是 手頭 較 寬 裕 的 女 方 與 
父母 付 了 頭 期 款 , 該 情況 依舊 存在 。 即 使 婚 後 妻子 也 付 貸款 及 房屋 
修 穎 , 該 間 房 仍舊 在 男方 名 下 。 

人 們 普遍 認同 , 住 房 是 男性 的 責任 及 其 個 人 財產 。 在 有 些 實例 
中 , 城 裡 的 女 方 父 母 就 算 有 獨生女 , 還 是 希 記 把 自 己 的 錢 給 堂 表 兄 
弟 或 其 他 遠 親 去 買 房 。” 多 數 年 輕 女 性 不 會 堅持 , 房 契 上 要 有 自 己 
的 名 字 , 特 別 是 若 自 己 父母 不 支持 這 想 法 的 情況 下 。 而 且 , 夫 妻 共 
同 銀行 帳戶 在 中 國 並 不 常見 , 所 以 若 由 女 方 出 的 房貸 先 匯 入 男方 戶 
頭 中 , 是 不 太 可 能 有 完整 交易 紀錄 的 。 

許多 受過 高 等 教育 、 薪 資 優渥 的 都 市 職業 女 性 , 為 何 能 接受 
房 契 上 只 有 丈夫 的 名 字 ? 許多 人 認為 , 結 婚 必須 要 有 有 房 , 因 而 女 性 
能 拒絕 嫁 給 無 法 給 房 的 男方 。 而 結婚 沒 買 房 的 新 人 , 也 被 稱 作 「 裸 
婚 」。 擁 有 房產 是 成 家 之 必需 , 這 想 法 也 獲得 房地產 開 發 商 與 仲介 
的 鼓勵 支持 。 

女 性 無 法 正式 取得 主 要 家 產 之 所 有 權 , 很 快 就 成 了 問題 。2001 
年 修正 1980 年 《 婚 姻 法 》 時 , 闊 清 哪些 是 屬於 夫妻 雙方 共同 所 有 
財產 , 哪 些 是 個 人 所 有 的 。 ”,2003 年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最 高 人 民法 
院 司 法 解釋 曾 提 及 , 父 母 在 子女 婚前 所 贈與 的 購屋 金 為 該 子女 個 人 

116HongFincher 2014, 60-61. 

117 Davis 2010, 477-78: Hong Fincher 2014. 

118 Hong Fincher2014, 61-62, 84. 

119 Hong Fincher2014, 92-103,31-32; Osnos 2012. 

120《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2001 年 4 月 28 日 修正 ) ; Davis 2010, 471, 480: Davis 2014a, 

現 , 許 多 人 接受 房屋 共同 持 有 , 但 較 偏 好 由 女 方 擁有 子女 監護 權 。[ 編 按 ]: 見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 2001 年 修正 ) 第 17 至 19 條 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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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有 ,' 而 非 其 婚 後 夫妻 共同 所 有 財產 。”2011 年 的 法 院 更 進 一 步 解 
釋 , 父 母 為 子女 購買 的 不 動產 , 產 權 登記 在 子女 名 下 , 婚 後 仍 為 該 
子女 個 人 財產 。 

就 像 家 庭 計 畫 政策 的 人 情況, 表面 看 似 性 別 中 立 的 法 律 , 實則 產 
生 性 別 差 異 之 深遠 影響 。 司 法 詮釋 措辭 雖 有 改善 , 但 實則 支持 男方 
主 張 其 房地產 所 有 權 , 而 往往 將 未 完整 記錄 的 共同 所 有 財產 之 舉證 “273 
責任 加 諸 在 女 方 之 上 。 “在 離婚 爭議 之 中 , 女 方 可 能 會 發 現 自 己 無 
法 取得 婚 後 家 中 主 要 的 房產 。 而 這 造成 性 別 財富 差距 逐漸 擴大 , 即 
使 對 特 權 階 級 女 性 也 是 如 此 。 生 

。 一 一 和 一 _。 

另 一 場 婦 女 財產 權 危機 在 農村 逐漸 出 現 。 “改革 開 放 之 初 , 土 

121 Davis 2014b, 559; Davis 2014a, 50.[ 編 按 ] : 見 2003 年 12 月 4 日 「 最 高 人 民法 院 基 於 適 
用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 若 干 問題 的 解釋 (二 ) 」 委 22 條 。 

122 Tatlow 2011: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Marriage Law Sparks Debate” 2011: Davis 2014b, 
559-60; Davis 2014a, 50-51. 〔 編 按 〕 : 見 2011 年 8 月 9 日 「 最 高 人 民法 院 關於 適用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 若 干 間 題 的 解釋 (三 ) 」 第 7 條 。 

123 針對 2011 年 最 高 人 民法 院 司法 解釋 的 分 析 : 假若 由 雙方 父母 出 癒 購 買 的 不 動產 , 
但 產權 登記 在 一 方 子女 名 下 的 。 訪 不 動產 可 認定 為 共同 所 有 財產 。 同 樣 , 若 夫妻 一 
方 婚前 以 銀行 貸款 購買 不 動產 , 且 婚 後 雙方 共同 還 貨, 發 生 離婚 爭議 時 , 應 以 《 婚 
姻 法 》 解 釋 , 法 院 可 判決 該 不 動產 歸 產 權 登記 一 方 , 並 對 另 一 方 進 行 補償 。Zeldin 
2011. [ 編 按 〕 : 見 2011 年 8 月 9 日 「 最 高 人 民法 院 關於 適用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 若 干 問題 的 解釋 (三 ) 」 第 7 條 及 第 10 條 , 並 見 《 婚 姻 法 》 第 18 條 及 第 39 條 。 

124 Hong Fincher 2014, 104-5。2017 年 2 月 , 最 高 人 民法 院 進 一 步 補充 解釋 , 若 為 父母 在 
子女 婚前 為 子女 及 其 未 來 配偶 , 出 資 購 買 的 房產 , 則 應 該 認定 為 對 自 己 子女 的 個 人 
贈與 , 但 父母 明確 表 示 贈 與 雙方 除外 。 反 之 , 若 父母 在 子女 婚 後 為 雙方 購買 房屋 出 
資 , 則 應 認定 為 對 該 夫妻 雙方 的 贈與 , 但 父母 明確 表 示 贈 與 一 方 除外 。 這 種 試圖 保 
障 親 權 投資 亦 承認 該 房 為 已 婚 夫 妻 共有 財產 之 法 律 解 犧 。 似 乎 不 太 可 能 改善 房 契 上 
並 無 離婚 妻子 名 字 的 狀況 。 見 2017 年 2 月 18 日 「 最 高 人 民法 院 關 於 適用 《 中 華人 民 
共和 國 婚姻 法 》 若 干 問題 的 解釋 (二) 的 補充 規定 」 第 22 條 。 

125 這 只 是 農村 新 出 現 的 性 別 不 平等 當 中 一 個 面向 。 關 於 改革 開 放 時 期 , 鄉 鎮 與 村 級 
黨 政 組 織 極 低 且 不 斷 下 降 的 婦女 參政 率 現象 , 及 陝西 試圖 握 轉 此 一 局面 之 狀況 , 
見 Jacka 2008; Gao 2010; Jacka 2010。 峽 於 官方 論述 對 農村 婦女 次 際 經 濟 角 色 之 描述 
不 足 , 見 Judd 1994; Jacka 1997。 關於 婦女 士 地 權 之 討論 , 除 以 下 引用 資料 外 ,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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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的 使用 權 由 農村 集 體 化 的 生 產 隊 , 重 新 分 配給 一 家 一 戶 進 行 承包 

農作 一 定 年 限 。 為 刺激 農民 長 期 投入 耕作 , 政 府 當 局 將 土地 使用 年 

眼 從 3 年 延長 30 年 , 後 續 又 延 到 50 年 ' 並 限制 因 該 戶 成 員 增 減 而 簿 

生 所 有 權 變更 的 次 數 。 

理論 上 , 農 村 婦女 有 土地 權 , 但 實際 上 是 由 一 家 之 長 ', 通 常 是 

父親 來 掌控 。 當 女 兒 出 嫁 並 搬 到 夫 家 村 裡 , 其 土地 持 份 仍 在 娘家 。 

結婚 時 為 了 要 到 別處 買 塊 地 而 把 個 人 持 份 賣 出 ' 這 會 讓 娘家 的 土地 

持 份 減少 。 對 於 新 婚 女 性 來 說 ,' 要 獲得 夫 家 村 裡 的 土地 持 份 , 是 一 

段 漫長 且 不 確定 的 過 程 , 因 為 這 代表 將 更 進 一 步 分 割 該 村 土 地 持 

份 。 這 個 問題 , 對 離婚 且 在 娘家 夫 家 無 土地 持 份 的 女 性 更 顯 右 重 。 

十 地 權 並 未 反映 出 , 婦 女 持續 執行 龐大 沉重 農務 勞動 之 現狀 。 

即 使 農村 土地 開 始 消 失 , 農 村 婦女 財產 所 有 權 問題 依舊 持續 。 

改革 開 放 時 期 , 為 了 進 行 都 市 擴張 和 發 展 ' 城 鎮 開 始 徵收 周圍 村 洛 

的 地 產 。 地 產 徵收 費用 往往 是 付 給 戶 長 , 而 戶 長 絕 大 多 數 為 男性 。 

普遍 設想 家 中 男性 掌握 家 產 主 要 的 所 有 權 , 而 這 讓 未 婚 女 兒 與 離婚 

妻子 處 於 不 利 地 位 , 但 在 農村 鄉里 通常 對 此 不 會 表 示 異 議 。 即 使 這 

些 農村 鄉里 都 市 化 , 財 產 所 有 權 之 性 別 差異 仍 持續 存在 ' 且 甚至 擴 

大 。 只 

當 時 的 政府 出 版 品 普遍 常 批 評 , 性 別 歧視 是 一 種 農村 人 民 項 固 

Bossen 2002,91-98;and West et al 1999, 137-92 。 

126 Jacka 1997; Liaw 2008; Sargeson and Song 2011: Sargeson 2012; Jacka 2012, 17-18; Jacka 

2014, 193. Jacka (1997) 認為 1980 和 1990 年 代 將 農業 重新 定義 為 適合 婦女 「 分 內 」 工 

作 , 並 隨 男 性 脫離 農業 、 性 別 分 工 轉 移 而 貶值 。 2010 年 某 全 國 調查 發 現 , 全 職 農 業 

從 業 人 員 中 有 超 過 82% 為 農村 婦女 男性 則 占 64.79%。Attane 2012,9。 關於 中 國 是 否 

經 歷 農 業 女 性 化 仍 屬 未 定論 ;: 相 關 不 同 立場 , 見 Bossen 2002, 98-121; Zuo 2004; Gao 

2008: Wu 2008; Jacka, Kipnis, and Sargeson 2013,250; Hershatter 2011, 129-30, 145-49, 264- 

66 Brauw et al 2008 證實 , 田 間 勞 動 時 間 昔 所 下 滑 。 且 (找 非 農工 作 的 ) 年 輕 婦 女 

和 超 過 55 歲 (做 家 事 與 顧 孫子 ) 婦女 的 田 間 勞 動 參 與 皆 亦 下 降 , 但 中 年 婦女 下 田 農 

作 比 例 仍 高 於 中 年 男性 。 
127Sargeson 2012: Bosse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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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 現代 化 的 陳舊 「 封 建 殘留 」 思 想 和 慣 習 。 但 在 農村 取得 土地 和 

上 地 徵收 實例 中 , 這 不 完全 正確 。 女 性 之 所 以 一 直 示 被 視 為 某 特 定 

農村 的 一 員 , 至 少 部 分 原 因 在 於 , 毛 澤 東 時 代 的 婚姻 改革 或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當 局 從 未 挑戰 從 夫 而 居 風 俗 。” 大 多 數 村里 仍 由 男方 親族 所 

組 成 , 男 性 是 村里 的 固定 成 員 , 而 女 性 則 嫁 入 或 出 嫁 。 即 使 財產 權 

制度 已 歷經 重大 變革 、 村 民 也 已 搬 到 公寓 大 樓 , 農 村 資產 仍 有 本 能 

掌控 在 男性 手中 , 且 新 型 態 的 性 別 不 平等 仍 會 出 現 。 

女 權 之 聲 

一 如 我 們 已 提 及 的 , 過 往 未 處 理 的 性 別 不 平等 , 到 了 改革 開 

放 時 期 仍 續 存 且 出 現 新 式 不 平等 。 儘管 如 此 , 即 使 歸 類 為 分 析 語彙 

的 階級 已 章 淡化 或 遭 駁 斥 , 性 別 成 為 幾 個 社會 爭議 與 批 判 之 重要 特 

點 。” 在 此 過 程 中 , 婦聯 越 來 越 不 像 是 毛澤東 時 代 的 政策 傳輸 幣 

而 更 像 是 肩負 為 女 性 伸張 權益 的 倡議 角色 。 與 此 同 時 , 開 始 出 現 了 

黨國 體制 機 器 外 的 女 權 之 聲 。 

批 評 改 革 開 放 時 期 女 性 境遇 轉 變 的 女 性 , 之 所 以 通常 並 未 自 

稱 女 權 人 士 , 至 少 有 三 個 原 因 。 第 一 個 原 因 是 , 長 期 以 來 「! 女 權 主 

義 」 一 詞 , 已 由 民國 時 期 中 國 共產 黨 理 諭 化 之 遺 緒 , 亦 即 「 資 產 階 

級 」 此 形容 詞 來 加 以 修飾 。 黨 策 畫 者 抱 持 著 , 把 重點 放 在 性 別 平等 

就 是 忽視 構成 社會 更 為 根本 的 階級 不 平等 , 且 此 方式 亦 確立 毛澤東 

時 代 的 諸多 政策 。 在 後 毛 改革 初期 , 因 涉 及 不 良 階級 政治 與 迎合 文 

化 帝國 主 義之 汙 名 '「 女 權 主 義 」 一 詞 仍舊 不 可 靠 。 第 二 個 原 因 , 

毛澤東 時 代 的 官方 標準 說 法 主 張 , 男性 與 女 性 身 為 同 享 政治 權利 的 

人 民 與 勞動 者 已 達到 平等 , 即 意 指 無 須 再 為 此 大 費 周章 , 且 因而 讓 

128 Sargeson and Song 2011. 

129 Wang 2010b; Li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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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 性 別 不 平等 隱 而 無 形 。 而 第 三 個 原 因 , 改 革 開 放 初期 , 普 過 視 

婦聯 是 個 官僚 、 僵 化 且 效能 不 彰 的 組 織 。 儘管 如 此 , 婦 聯 官員 、 

女 性 知識 分 子 、 法 律 學 者 及 運動 人 士 自 1980 年 代 開 始 且 於 1990 年 加 

快 使用 「 婦 女 學 」、「 婦女 研究 」 和 「 女 權 主 義 」 等 許多 不 同 詞彙 。 

改革 開 放 期 間 , 婦 聯 嘗 試 去 處 理 關乎 女 性 地 位 的 新 間 題 。 婦 陛 

作家 發 展 出 一 種 她 們 稱 之 為 「 馬 克 思 主 義 婦女 觀 」。 而 其 內 涵 並 非 

有 所 定 見 。 但 足以 讓 婦聯 去 提醒 黨 , 其 過 去 對 婦女 解放 之 承諾 。 

婦聯 官員 認同 , 婦 女 工作 該 順應 女 性 生 理 需求 來 加 以 調整 , 但 是 也 

訪 強 力 反對 婦女 該 離開 職場 之 提議 。 她 們 繼續 支持 自 由 婚姻 抉擇 , 

但 反對 鬆綁 離婚 , 因 為 擔心 此 舉 恐 讓 有 外 遇 的 男人 占 了 便宜 ' 而 讓 

遭 棄 妻子 處 於 經 濟 弱勢 。 叫 婦聯 不 僅 參 力 去 限制 政府 贊助 選美 活 

勳 , 但 也 推 動 讓 國 企 下 崗 女 工 到 美 容 沙龍 再 度 就 業 。 

婦聯 這 個 長 期 以 來 唯一 有 發 言 權 的 婦女 消息 來 源 ' 很 快 有 黨 

國 體制 之 外 的 聲音 加 入 。1985 年 , 文 學 學 者 李 小 江 於 河南 成 立 婦 

女 研究 學 會 , 接 續 許 多 大 學 相 繼 成 立 類 似 的 團體 , 並 開 設 婦女 熱 

線 。!3 李 小 江 認 為 , 在 毛澤東 時 代 的 成 就 仍 以 男性 為 標準 , 而 其 所 

採取 有 償 生 產 勞 動 動員 的 婦女 解放 形式 , 無 疑 讓 婦女 承擔 雙重 負擔 

(double burden)。 她 認為 , 必 須 將 婦女 視 為 一 個 與 生 俱 來 有 別 於 男 

性 的 性 別 主 體 。 婦 女 問題 不 能 完全 訴 諸 於 階級 理論 範疇 。 李 小 江 的 

看 法 是 , 婦 女 解放 過 去 由 黨國 制定 與 賦予 , 並 經 由 婦聯 加 以 執行 , 

女 性 從 未 考量 過 自 身 可 能 的 權益 或 該 如 何 達成 。 李 小 江 提 到 , 婦 女 

當 務 之 急 是 要 發 展 自 我 意識 。"“” 李 小 江 和 其 他 的 學 者 , 以 及 許多 在 

130 Honig and Hershatter 1998, 317-19. 

131 Wang 1997, 130-31. 

132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51-53, 319. 

133 Hooper 1984,332-33; Hooper 1994, 82-83; Yang 2011. 

134 Wang 1997, 128-30, 

135 關於 李 小 江 , 見 Wang 1997, 128, 132-34, 137-39; Barlow 1997: Hsiung and Wong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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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 內 部 工作 的 研究 者 , 接 著 在 1980 年 代 發 展 出 婦女 研究 新 領域 , 

處 理 歷史 、 文 學 , 還 有 改革 開 放下 所 出 現 的 新 型 態 性 別 不 平等 。 

1995 年 夏天 , 中 國 主 辦 「 聯 合 國 第 四 次 世界 婦女 大 會 」 及 其 相 

關 非 政 府 組 織 論壇 活動 。 由 於 歷經 1989 年 天 安 門 鎮壓 引 來 全 世界 群 

起 譴責 , 因 此 舉辦 聯合 國 婦女 大 會 成 為 中 國 重 返 國 際 舞 台 重要 的 一 

步 。 當 時 有 超 過 4 萬 名 女 權 人 士 抵達 中 國 參與 此 次 大 會 。 雖 當 時 放 

傳 有 女 同 性 戀 團體 打 算 要 在 市 中 心 舉辦 裸體 遊行 , 中 國 當 局 將 非 政 

府 組 織 論 壇 改 到 北京 偏僻 的 市 郊區 舉行 , 但 也 積極 宣傳 婦聯 與 新 非 

政府 組 織 等 女 權 人 士 的 參與 。 政 府 也 鼓勵 婦聯 、 大 學 和 非 政府 組 織 

內 部 進 行 婦女 研究 的 發 展 。 

對 中 國 婦女 運動 人 士 而 言 , 籌 辦 該 論壇 創造 出 了 一 個 得 以 發 展 

全 國 網 絡 、 引 介 家 暴 等 新 議題 的 政治 空間 , 同 時 參與 海外 會 議 , 並 

增進 與 國 外 女 權 人 士 的 交流 。 此 過 程 在 「 接 軌 」 口 號 下 得 以 正當 

化 , 而 在 此 則 特 指 順 著 女 權 路 線 , 將 中 國 與 世界 「 接 軌 」。 

在 婦女 論壇 結束 不 久 , 中 國 政府 針對 改善 女 性 政治 參與 、 經 濟 

狀況 、 教 育 機 會 及 基本 社會 福利 , 公 布 一 項 全 面 性 的 計 畫 。 接 下 來 

的 行 動 計 畫 也 朮 言 在 國 家 政策 制定 過 程 中 考量 到 性 別 。 ” 擺脫 「 資 

產 階級 女 權 主 義 」 負 面 涵義 的 女 權 主 義 , 成 為 一 個 實質 與 全 球 連 

結 、 國 家 認同 的 論述 。 譯 成 「 社 會 性 別 」 的 gender, 強 調 社會 產生 

482: Li 2001: Barlow 2004. 253-301: Xu 2009, 199-201, 204-8: SpakowsKi 2011, 35-39, 43: 

Zhong 2011; Wang 2013; Wesoky 2016, 54-55, 57; Li and Zhang 1994: Li 2016。 

136 相 關 的 資料 , 見 Hsiung 2001: 關於 散文 見 Westetal. 1999, 195-224: Liu 2012 

137 Wang 1997; Xu 2009, 199-200. 

138 Wang 1996; Wang 1997, 139-42; Hsiung and Wong 1998, 473; Chow 1996. 誠 婦女 論壇 也 

成 為 蓬勃 商 業經 濟 的 展示 場 。 每 位 與 會 者 會 收 到 「 翰 森 製藥 公司 」 所 贊助 的 VIP 禮 

包 , 針 對 中 國 絲 網 、 醫 藥 、 服 裝 、 珠 實 和 「 精 品 」, 汪 有 特 別針 對 已 婚 婦 女 產後 陰 

部 鬆 苑 的 「 婦 女 之 春 」 廣 告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the Shopping Centers 1995. 

139Hsiung and Wong 1998, 470- 

140 AngeloffF and Lieber 2012, 19-21; Ga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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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天 生 」 差 異 和 不 平等 。 
到 了 2000 年 間 , 中 國 女 權 人 士 探究 要 如 何在 不 屈服 西方 理論 守 

義 的 影響 下 , 參 與 跨國 女 性 主 義 網 絡 。 她 們 探討 著 女 權 主 義 該 如 條 
「 本土 化 」 或 予以 積極 回 應 地 方 現況 , 並 考量 到 婦聯 和 黨國 持續 沿 
入 的 情況 , 同 時 也 對 保持 批 判 性 別 不 平等 肇 因 之 角度 。 和 這樣 的 歸 
論 主 要 發 生 在 學 界 。 其 中 一 個 不 斷 討 論 的 主 題 是 , 該 如 何 去 解 決 娘 
工 、 下 崗 工 人 、 農 民 、 妓 女 和 其 他 曾 在 改革 開 放 時 期 深 受 全 球 化 台 
程 與 中 國 國 家 政策 影響 的 人 們 所 面 對 的 問題 。! 

1995 年 世界 婦女 大 會 和 會 後 相 關 討論 , 產 生 一 個 重要 效應 , 也 
就 是 緩 步 將 家 暴 納入 社會 和 法 律 規範 。1992 年 《 婦 女 權益 保障 法 ) 
雖 批 判 虐待 女 性 行 徑 , 但 卻 無 法 律 罰 則 , 而 遭 許多 女 權 運 動人 士 襯 
為 是 風 馬 牛 不 相 及 的 法 案 。 ” 從 毛澤東 年 代 到 改革 開 放 時 期 , 外 界 
往往 推 託 家 暴 只 是 「 打 老婆 」 罷 了 。”““2007 年 , 婦 聯 估計 有 1/3 的 
家 庭 受 家 暴 影響 。” 但 家 暴 逐漸 被 點 名 是 大 家 不 序 許 的 行 徑 , 且 侵 
害 婦女 權益 。 在 2001 年 《 婚 姻 法 》 修 正 案 將 家 庭 暴力 (與 重婚 、 扼 
棄 、 賭 博 、 吸 壽 ) 納入 訴 請 離婚 的 條 件 。 地 方 政府 機 構 調解 家 暴 、 公 
安 機 構 應 要 制止 暴力 , 且 受害 者 有 權 去 申訴 加 害 人 之 犯罪 行 為 , 雖 
然 該 法 並 未 明確 界定 這 類 暴力 的 判 準 。” 接續 多 年 出 現 婦聯 倡議 、 
警察 訓練 學 程 及 公共 服務 告示 , 當 中 許多 依循 專注 女 性 議題 的 非 政 

141 Wang 1997; 有 閱 gender 的 不 同 翻譯 , 見 Spakowski 2011, 34-35。 
142 SpakowsSki 2011; Xu 2009, 197, 207-8; Wesoky 2016 
143 Spakowski 2011, 41-42; Wesoky 2016, 64; Edwards 2008b。 關於 婦聯 用 的 發 展 論述 , 相 

關 討論 見 Judd 2002; Jacka 2006a。 關 於 女 權 主 義 在 改革 開 放 時 期 , 大 致 對 年 輕 女 性 無 
吸引 力 的 論點 , 見 Liu2014。 

144Hom 1994; Hsiung and Wong 1998, 487-88; Han 2017b. 

145 Honig and Hershatter 1988, 232-34, 281-98, 303-7, 
146 Xinhua 2007; Hong Fincher 2014, 140-64; Han 2017a. 2010 年 全 國 調查 中 , 近 1/4 受 訪 女 

性 曾經 歷 家 暴 。Attane 2012, 10. 應 當 協助 婦女 訴 請 離婚 的 農村 法 律 工作 者 , 持 疆 視 
家 暴 為 常態 , 見 Li2015, 169-70。 

147 見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2001 年 修正 ) 第 32 條 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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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組 織 指 引 來 行 事 。 “ 
2016 年 3 月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反 家 庭 暴 力 法 》 施 行 生 效 。 該 

法 條 文 明定 , 公 安 機 構 應 對 家 暴 加 害 人 發 出 告 誠 書 , 而 法 庭 應 裁定 
核發 人 身 安全 保護 令 給 受害 者 , 公 安 機 關 與 地 方 政 府 則 應 持續 追 縱 
訪 查 個 案 , 以 確保 家 暴 得 以 終結 。 儘 管 如 此 , 除 情節 嚴重 店 反 《 治 
安 管理 處 罰 法 》 者 , 該 法 案 視 家 暴 為 民事 而 非 刑 事 訴訟 , 並 主 要 賦 
予 法 院 強制 執行 罰款 及 其 他 輕微 行 政 罰 的 權力 , 而 公安 機 構 則 多 半 
局限 在 行 政 與 調解 的 角色 。 由 於 缺乏 強 而 有 力 的 刑事 條 文 , 該 法 對 
家 務 事 該 在 家 裡 解決 的 舊 觀念 之 挑戰 有 限 。 這 反映 出 中 國 政府 恐懼 
改革 開 放 時 期 任何 迅速 且 不 穩定 變化 所 產生 的 社會 動盪 ,《 反 家 庭 
暴力 法 》 也 支持 政府 所 提出 家 庭 和 諧 的 想 法 , 亦 即 維穩 絕對 有 益 社 
會 , 這 比 家 暴 受害 者 的 福祉 更 重要 。!4 

中 國 政府 對 於 這 樣 荔 延至 任何 危害 社會 穩定 的 潛在 威脅 , 進 而 
管控 群眾 示威 活動 , 即 使 該 示威 並 非 針對 政府 。2015 年 3 月 ,5 位 
介 於 20 至 30 歲 出 頭 的 年 輕 女 權 活動 分 子 , 因 打 算 在 國 際 婦 女 日 前 
夕 辦 示威 活動 , 並 在 公交 車 上 發 送 反 性 騷擾 貼紙 而 遭 公 安 當 局 拘 
留 。 “2012 年 開 始 , 她 們 及 其 他 人 已 多 次 發 起 受 高 度 注目 的 反 家 
暴行 動 , 當 中 有 場 是 在 2012 年 西洋 情人 節 當 天 ,3 位 穿 有 血跡 婚紗 
的 年 輕 女 性 步行 在 大 街 上 。 她 們 也 大 聲 疾 呼 終結 招聘 徵 人 的 性 別 歧 
視 , 還 有 呼籲 應 該 要 有 更 多 女 廁 , 因 此 在 幾 個 城市 發 起 「 占 領 男 
廁 」 行 動 。 而 占領 公廁 行 動 , 終 獲 中 央 官員 正面 回 應 。!! 

當 局 拘留 「 女 權 五 姐妹 」 長 達 37 天 , 過 程 中 不 斷 審問 是 誰 資助 

148 相 關 資料 , 見 Wang 2010b。 
149 Han 2017a; Han 2017b.[ 編 按 ] : 見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反 家 庭 暴力 法 》 第 16、17 及 23 

條 規定 。 
150 除 以 下 引用 外 , 亦 見 Wang 2015; Wang 2017, 262-64; Feng, March 8,2017。 
151Hong Fincher 2016, 86-87: Zhao 2015; Zoe 2016; Hong Fineher 2014, 165-69。 回 領 公廁 行 

動 在 女 權 五 姐妹 獲釋 後 仍 持 續 下 去 ,2016 年 12 月 產生 顯著 成 功 及 宣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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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們 的 活動 。 當 中 有 幾 位 是 在 非 政 府 組 織 的 女 權 團體 工作 。1995 年 
聯合 國 婦女 大 會 後 幾 年 , 黨 與 國 家 鼓勵 非 政 府 組 織 發 展 , 包 括 關 心 
婦女 福祉 的 非 政 府 組 織 , 承 接 過 去 政府 當 局 主 導 (或 遭 忽視 ) 的 社 
福 計 畫 。 但 到 了 2010 年 代 中 期 , 政 府 的 打 壓 反映 出 逐漸 對 部 分 受 
外 國 基金 會 資助 的 組 織 , 其 相 關 活動 恐 逾越 國 策 大 網, 還 有 脫離 政 
府 的 直接 控制 。 

在 引起 國 際 關 注 後 , 女 權 五 姐妹 得 以 交保 獲釋 。 但 當 局 對 這 
五 人 聚眾 擾亂 社會 秩序 之 起 訴 未 撤銷 , 若 繼續 參與 公眾 抗議 , 她 們 
很 容易 再 度 遭 拘留 , 因 此 形成 一 個 法 律 模糊 地 帶 。 政 府 種 種 措施 表 
明 , 其 懷疑 婦女 投入 行 動 劇 、 巧 妙 利用 社 群 媒體 , 還 有 不 跟 婦聯 有 
聯繫 之 用 意 。 也 有 可 能 是 受 政府 當 局 關切 的 運動 分 子 , 要 表 達 對 於 
接受 異性 戀 婚姻 和 養育 子女 的 性 別 化 角色 沒 興趣 。!* 超 過 一 個 世紀 
以 來 , 女 權 運動 首次 進 入 中 國 政府 查 禁 之 列 。'?” 儘管 如 此 , 定 期 會 
有 女 權 抗議 運動 繼續 出 現 。2017 年 未 和 2018 年 初 陸 續 出 現 了 女 性 發 
起 的 請 願 活動 和 網 路 帳號 , 以 抗議 充斥 在 大 學 、 政 府 機 關 單 位 、 私 
人 企業 和 公共 空間 的 性 騷擾 和 攻擊 。!? 

152 Xu 2009, 201-3, 206-9; Wesoky 2016, 58; Gao 2008. 許多 NGO 獲得 「 福 特 基金 會 」(Ford 
Foundation)、「 救助 兒童 會 」( Save the Children) 、「 樂 施 會 」(Oxfam) 及 其 他 機 構 
贊助 。 他 們 與 地 方 政府 和 婦聯 分 會 密切 合作 , 推 動 性 別 和 農村 發 展 、 家 暴 、 自 殺 防 
治 及 增加 婦女 村 委 。 其 中 一 例 是 「 陜 西 省 婦女 理論 婚姻 家 庭 研究 會 」 及 其 於 陜西 之 
活動 , 見 Gao 2010; westwomen.org; Jacka 2010 。 

153 Wesoky 2016, 60-61. 
154 這 五 位 遭 拘留 女 權 人 士 中 , 有 幾 名 是 女 同 性 弦 , 因此 成 為 公安 審問 時 反 懂 拿 來 藉 機 
籌 艾 的 題材 。Hong Fincher 2016. 

155 Wang 2015. 

156Feng, October 16, 2017: MecCarthy 2017; Feng, January 22, 2018; Feng, January 26, 2018; 
Feng,April 9, 2018; Xiao 2018:; Hermandez and Mou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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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一 一 一 、 

隨 著 過 去 幾 十 年 中 國 資本 全 球 化 , 加 上 黨 與 國 家 持續 管控 , 
社會 各 行 各 業 無 不 受到 影響 。 新 概念 、 新 習慣 與 新 商 品 流通 中 國 各 
地 , 產 生 差異 化 效果 ,' 而 當 中 許多 導致 嚴重 性 別 化 差異 。!? 對 於 女 
性 而 言 , 雖 在 階級 、 地 域 、 族 群 和 世代 層面 是 分 裂 的 異質 化 群體 , 
但 是 面 對 一 些 共同 挑戰 一 一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產生 新 型 態 勞動 和 商 品 
化 、 新 的 不 平等 和 社會 困境 , 還 有 新 出 現 的 性 別 和 性 態 類 別 。 這 也 

掀起 一 波 新 批 判 討論 , 該 如 何在 當 時 最 新 的 中 國 現代 性 中 展現 婦女 

與 女 性 形象 。” 大 量 關於 女 性 角色 之 討論 , 強 調 個 別 主 體 及 其 「 素 

質 」, 而 非 女 性 勞動 者 之 集 體 主 體 。 同 時 , 往 往 因 網 路 連結 衍生 的 

新 型 態 互 動 , 已 開 始 產生 新 集 體 及 新 女 權 行 動 模 式 。 

若 把 政府 關切 示威 和 其 他 公開 政治 活動 之 舉 , 只 視 為 強調 社會 

穩定 , 那 就 錯 了 。 隨 著 高 經 濟 成 長 趨 緩 , 社 會 各 行 各 業已 對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的 迅速 社會 變 居 感到 不 安 , 且 漸漸 擔憂 中 國 積極 參與 全 球 經 

濟 帶 來 的 新 打 四 。 各 行 各 業 普 遍 支 持 , 穩 定 是 至 關 重 要 的 概念 , 而 

穩定 的 核心 則 在 於 家 , 這 依舊 是 主 要 由 女 性 負責 打 理 的 場 域 。 這 樣 

強調 家 庭 廣泛 重要 性 , 可 以 在 小 三 勸 退 師 的 話 中 看 到 , 這 工作 意味 
著 要 保 家 上 且 因而 要 保 國 。 ” 此 想 法 與 帝國 晚期 經 世 名 言 「 齊 家 治國 

平 天 下 」( 見 第 1 章 ) 相 去 不 遠 。 在 財富 增加 、 不 平等 擴大 及 不 確定 

未 來 等 新 型 態 且 動盪 不 安 情勢 下 , 大 眾 言談 之 中 也 廣泛 展現 出 對 穩 

157 關於 中 國 政府 在 舉辦 2008 年 北京 奧運 及 之 場合 , 調 度 年 輕 女 性 「 典 禮 志 工 」, 用 來 
展現 國 家 禮節 與 文 明 , 見 Wu2018。 

158 關於 不 同 女 作家 對 「 女 權 主 義 」 一 詞 接 納 及 持續 矛 白 的 態度 , 見 Zhong 2006。 出 乎 
意外 地 , 性 別 並 未 在 所 謂 「 新 左 」 及 參與 農村 再 造 運動 的 中 國 知識 分 子 作品 出 現 。 
關於 新 左 , 見 Wesoky 2015。Jacka 2013 批 判 新 農村 建設 , 改善 改革 開 放 時 期 狀況 , 
對 性 別 不 平等 缺乏 關注 。 關 於 與 左翼 批 判 相 關 的 女 權 聲音 及 其 他 , 見 Barlow 2004, 
302-54; Lin 2006, 113-28; Dai 2006; Song 2015。 

159J. Fa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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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 渴 問 。 而 在 此 由 女 性 賦予 著 社會 黏著 的 功能 , 女 性 被 期 待 且 通 

常 期 章 自 己 , 能 鐵 牲 自 我 慾 鹿 與 抱負 , 以 成 就 家 庭 和 社會 。 不 僅 新 

型 態 有 酬 工作 和 家 務 , 還 有 現在 要 維繫 婚姻 的 情緒 勞動 等 要 求 女 性 

所 從 事 的 勞動 , 我 們 都 可 理解 為 , 這 是 在 新 型 態 且 具 挑 戰 環 境 下 一 

種 性 別 分 工 的 重新 設定 。 

c 一 一 說 一 _。 

本 書 一 開 始 就 提出 一 連 串 問題 ' 當 中 包括 : 若 女 性 成 為 分 析 的 

核心 , 我 們 對 中 國 現代 史 的 理解 或 許 會 有 何 改變 ? 女 性 是 否 有 過 中 

國 革命 ? 這 些 問題 並 不 容易 回 答 。 女 性 在 家 內 與 家 外 的 勞動 , 讓 家 

家 戶 戶 得 以 度 過 晚 清 當 時 艱 困 的 日 子 和 動 湯 。 女 性 勞動 承擔 的 革命 

組 織 和 社會 主 義 建 設 之 責 , 也 帶 動 了 中 國 近年 來 的 重要 產業 經 濟 成 

長 。 此 類 勞動 依舊 未 獲 足 夠 補償 , 上 且 往往 隱 而 無 形 。 與 此 同 時 , 性 

別 如 此 強大 的 象徵 語言 , 在 本 書 所 檢視 的 兩 個 多 世紀 中 充分 運用 , 

而 創造 出 一 種 不 斷 變化 且 兼 具 相 互 矛 盾 特 徵 的 「 女 性 」 形 象 : 貞操 

守護 者 、 勤 勞 典 範 、 阻 礙 中 國 進 步 的 纏足 、 賢 妻良 母 、 國 民 與 國 民 

之 母 、 儒 教 家 庭 價 值 下 的 受害 者 與 英勇 挑戰 者 、 賢 德 新 女 性 、 摩 登 

女 郎 、 戰 爭 攻 擊 的 目標 與 反抗 鬥士 、 忠 貞 愛 國 的 國 民 黨 員 與 共產 黨 

員 、 勞 動 模範 、 社 會 主 義 建設 者 、 辛 勞 的 農民 工 、 熱 心 的 消費 者 、 

女 權 評論 人 士 。 簡 而 言 之 ,「 女 性 」 是 在 理解 中 國 近 現 代 複 雜 全 貌 

過 程 中 一 個 至 關 重 要 的 形象 。 

女 性 是 否 有 過 革命 , 此 問題 同 樣 複 雜 糾結 。1911 年 、1949 年 

及 近來 資本 主 義 全 球 化 , 這 些 我 們 稱 之 為 革命 的 關鍵 時 刻 ,' 並 未 對 

中 國 女 性 產生 一 致 的 影響 , 但 對 每 個 時 期 所 產生 的 影響 也 因 性 別 而 

有 所 差異 。 更 簡單 來 說 , 女 性 有 過 革命 一 一 雖 並 非 在 我 們 慣常 處 理 

的 革命 哆 外 , 但 並 不 完全 與 男性 的 革命 一 樣 。 要 完整 探究 革命 之 意



9 資本 主 義 女 性 ( 1978- ) 

涵 一 一 其 成 功 之 處 、 其 失敗 之 處 , 及 較 其 他 歷史 轉 變型 態 不 重要 之 
處 一 一 就 得 正視 革命 的 性 別 差異 。 也 必須 看 看 女 性 是 如 何 因 應 自 己 
遭遇 的 處 境 : 時 而 成 為 造反 者 、 時 而 成 為 革命 者 , 但 通常 是 較 少 巨 
變 時 代 下 的 參與 者 。 女 性 透過 日 常 活動 , 在 歷經 大 歷史 事件 期 間 與 
各 事件 之 間 , 拓展 自 己 可 能 的 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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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路 軍 。261, 275, 277-79, 321 

一 二 .‧ 九 運動 “214-15 

三 畫 

三 大 差別 317 

三 民主 義 116 

三 調 三 不 調 313



婦女 與 中 國 革命 

上 海 。2, 43,. 54, 59-60, 77, 93, 96, 
115, 120, 126, 136, 159, 161, 
165, 189, 191-92, 197, 199, 
205, 270, 273, 278, 281, 285, 
322, 338, 350 ; 女 子 學 校 / 

女 子 學 堂 57, 98, 102, 115, 
157-158, 190 ; 公共 租界 56- 
58, 126, 158, 162, 184 ; 日 軍 

侵華 236 ; 日 占 區 / 淪 陷 區 
236, 244-49, 280 ; 製造 業 6, 
144-50, 200-1, 254 ; 與 賣淫 

/ 性 交易 59-61. 151-55, 183- 
85, 282, 297-98 ;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47, 50, 54 ; 通商 口岸 56- 

57 

上 海中 西 女 塾 “57 

下 田 歌 子 “99, 104, 118 

乞丐 “89, 113, 241. 297 ; 國 民政 
府 扶貧 管控 180-82 

土地 改革 284-85, 288-91, 304- 

5, 308 ; 與 婚姻 改革 221-22, 
289-95 

《 土 地 法 大 網 》 291 

士 匪 / 盜 匪 “172, 207 

大 東亞 共 榮 圈 。231, 236, 246 

大 躍進 1, 7, 70, 288,311-17, 

323-24 ; 與 婦女 勞動 311-16 

女 子 / 婦 女 問題 一 4, 77, 81-84, 
127, 171-72 

《 女 子 月 刊 》 191 

女 子 公 政 / 婦 女 參政 。80, 112, 
118-21, 155-57, 282 另 見 「 唐 

群英 」 

女 子 參 政 同 盟 會 118 

女 子 參 政 會 155 
女 工 運 動 “南京 時 期 200-2 

女 兵 161-68; 與 中 國 共產 黨 
275 

女 兒 “12, 30-31 ; 繼承 權 173 ; 

嫁 女 兒 20-22, 33 ; 教養 女 兒 
17, 20-21, 24-26, 33-35 另 見 

「 纏 足 」 

女 性 / 婦 女 357; 與 改革 開 放 
時 代 財 產權 354-59 ; 戰 時 女 
性 217-86 ; 有 識 婦 女 / 知 識 

女 性 136 ; 異質 性 / 異 質 化 
2, 288, 365 ; 與 現代 產業 工 

人 5; 中 共 黨 領導 階層 352- 
5$3 另 見 「 農村 婦女 」 

女 性 地 位 / 婦 女 地 位 26, 61, 
64-65, 71,. 85, 100, 139-40, 
154, 157, 207, 315-16, 327. 
360; 國 家 興亡 / 民 族 命 
運 2. 5, 8,. 62, 77-78, 90, 104, 
127 ; 江西 蘇維埃 225-26 毛 
澤 東 論 婦 女 225-26 

女 性 為 人 母 / 國 民 之 母 77-78, 
93-94, 97-9, 103, 128, 136, 
159, 253, 299, 366 ; 優生 學 
100; 與 體育 100-1 

女 性 為 財產 77 

女 性 為 國 民 77, 94, 102, 366 ; 
資本 主 義 77-78 

女 性 穿著 。59, 98, 106-7, 115, 

142, 185, 200, 269, 301, 324, 
341, 343, 345 ; 與 文 化 大 革 
命 319 ; 摩登 女 郎 197 ; 新 

生 活 運動 210 ; 新 女 性 131, 

142, 189, 192-96 ; 衣著 規範



172, 186 

女 性 健康 133-34 

女 性 勞動 / 婦 女 勞動 3, 7,365- 
66; 與 合作 社 276-77 ; 家務 
勞動 129, 147, 204, 263, 289, 
294, 311,315; 與 雙 倍 勞動 

之 一 日 雙 班 (double day ) 3, 
303, 309-10, 320, 335 ; 田間 
勞動 26-27, 203-7, 262, 304- 
6, 308-10 ; 與 纏足 86; 與 大 
躍進 311-16 ; 與 家 計 / 家 戶 
收入 7, 19,45, 130, 150-51, 
203-6, 257-59, 304-5 ; 隱形 
勞動 3, 7, 309-11 ; 與 梁啟超 
81-82; 與 區 域 差 異 29-31; 

與 線 絲 廠 57, 203 ; 與 社會 
衝突 263-64; 與 社會 主 義 建 
設 287-325 ; 與 社會 主 義 社 
會 285-86 ; 汙 名 45, 205 ; 與 
紡 紗 織 布 262-63, 309-10; 
同 工 不 同 酬 308 ; 戰 時 女 性 
6, 218, 223-24 ; 與 婦女 解放 
285-86; 延 安 婦 女 勞動 260- 
64 

女 性 象徵 / 形 象 1.3-4.8.38, 
76-78, 98, 121, 146, 168-69, 
171, 188-99, 301, 348, 352, 
365-66 ; 全 球 現代 性 329, 
366 ; 無 知 、 不 事 生 產 與 經 
濟 寄生 3-4, 41, 77, 125-27, 
134, 366 ; 守 貞 41, 366 ; 與 
滿洲 國 231-36 ; 中 共 黨 國 女 
性 形象 287, 289 ; 與 戰爭 47, 

218, 239, 251 ; 文 化 積 弱 4, 
72, 77, 126, 134, 162 

女 性 詩文 創作 16-17, 21, 42 另 

索 引 439 

見 「 薛 紹 徵 」 

女 服務 員 ” 飯 店 女 服務 員 341 ; 
零售 服務 業 341 

女 待 / 女 招待 182, 186, 337 

女 童 軍 211-13, 237 

女 農民 工 8,329, 336-47 ; 與 小 
孩 340-41, 336-47 

女 德 / 婦 德 。20-21, 33,41.71- 
72, 75-6, 96-97, 111, 120,. 137, 
189-90, 272, 308, 337, 341- 
42 ; 與 太 平 天 國 戰亂 50-3 ; 
與 女 性 勞動 / 女 工 26-29, 
145; 與 左 錫 嘉 37-39 另 見 

「 貞節 // 貞 操 」 

女 學 / 女 子 學 堂 / 女 校 。66, 
80, 94, 96-97, 101. 103,. 115, 
139; 不 同 的 社會 面向 5, 
139 ; 課程 97-98, 119, 140- 
42 ; 清 廷 設置 97-98 ; 與 教 

會 57, 65-67 ; 與 造就 新 女 性 
102-3 ; 私立 女 校 98 ; 校規 
98; 與 上 海 102 ; 學 生 行 為 
119; 與 女 性 13 

女 學 生 67, 92, 97, 103, 105, 
129-30, 139-44, 161, 163-64, 
188, 210, 212, 214, 242, 268- 
70, 281, 322 ; 對 女 學 生 焦慮 
136, 142 ; 合宜 穿著 98-99, 
119; 與 碼 女 之 別 119; 西 南 

聯 大 252-53 ; 人 數 139-40 ; 

政治 運動 142-44 ; 海外 留學 
99-100, 104 

《 女 學 報 》 94 

《 女 聲 》191,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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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權 五 姐妹 363-64 

女 權 主 義 。8, 78, 134-35, 154, 
168-69, 282, 327, 366-67 ; 共 

黨 女 權 觀 156 ; 階級 革命 
157-58, 168 ; 改革 開 放 329, 
359-65 ; 民族 興亡 127 ; 何 

殷 震 110-11 ; 本 土 化 362; 

男性 本 位 135-36 ; 南京 十 年 
時 期 211-12 ; 與 秋 瑾 105- 
10; 不 可 靠 359 

小 三 勸 退 師 “354-55, 365 

《 小 說 月 報 》 131 

山 ( 額 夫人 (Margaret Sanger ) 
135 

工會 149, 163, 165, 192, 214, 

248, 256 ; 黃色 工會 200, 202 

工廠 女 工 。126, 144-50, 159, 211, 
247 ; 重慶 工廠 女 工 253-56 ; 
與 包 身 契 147, 200 ; 與 改 

革 開 放 338-41 ; 非 激烈 抗 
爭 200; 南京 時 期 工廠 女 工 
200-2 

四 畫 
中 國 人 民 抗日 軍政 大 學 。229, 

268 

《 中 國 女 報 》 105-6 

中 國 共產 黨 (中 共 ) 1.5, 154, 
211, 217, 264, 287 ; 與 遭 指控 
女 共產 黨 濫 交 168 ; 與 改革 
開 放 328-29 ; 日 占 時 期 擴張 
278-79 ; 創 黨 126, 156 ; 與 

性 別 階 序 157 ; 性 別 化 次 文 
化 155-61 ; 國 民 黨 清 黨 126, 

165, 168, 226, 280 ; 國 共 合 
作 126-27 ; 與 婦女 幹部 157, 
159-62 

《 中 國 婦女 》 288, 301-2, 317, 352 

中 國 勞工 旅 126 

中 國 職業 婦女 俱樂部 245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7, 85, 172, 179, 
264, 285, 287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反 家 庭 暴力 法 》 
363 

中 華 民國 “80, 114, 120, 285 

《 中 華 民國 民法 》 6, 172-76, 223, 
248, 290, 354 

中 華 全 國 基督 教會 257 

《 中 華 婦 女 界 》 130 

中 蘇 交 惡 “288 

互助 組 “275-76, 304 

五 化 “313-15 

五 卅 運動 / 慘 案 126, 143, 162, 
212 

五 四 史話 “127, 130 

五 四 運動 126, 134-3,. 143, 157, 
159, 161, 171, 212, 220, 249, 
267, 270, 290, 324 ; 新 文 化 
運動 125-26, 130, 133 ; 政治 
背景 125-26 

內 外 之 別 / 男 主 外 、 女 主 內 13- 
14 

公共 食堂 “314-15 

公共 場合 的 女 性 93, 157 ; 性 騷 
擾 61 

公社 2,311-14



天 災 [與 溺 嬰 208 ; 南京 十 年 時 
期 207-8 ; 與 賣淫 / 性 交易 
208 

天 足 會 “88 

太 平 天 國 性 別 觀 。47-48 

太 平 天 國 戰亂 37, 39, 41, 47- 
54 ; 與 性 別 暴力 49-53 ; 與 上 
海 56-57 

太 行 山 ”275-76 

尤 懷 舉 193-94 

戶口 “288, 300, 315, 327, 338, 

340, 346 

文 化 大 革命 1, 7, 288,316-25; 
對 性 別 議題 輕描淡寫 317 ; 
拒絕 性 別 化 模範 324-25 ; 知 
青 下 鄉 316-22 ; 女 性 穿著 
319 另 見 「 紅 衛兵 」 

日 占 區 / 淪 陷 區 。6-7, 172, 218, 
244-49 

日 本 40, 73, 81, 83, 84, 190, 202, 
218, 284-85 ; 日 本 帝國 崛起 

79, 211 ; 與 中 國 政治 活動 據 
點 80, 103-4 ; 與 新 知 80, 99, 

107, 133-34 

日 本 侵華 1.6, 121, 168, 171, 
199, 210-11, 214-16, 236-45, 
248-49, 271, 278-80, 321 ; 滿 
洲 國 172, 199, 217, 231-36 ; 
強暴 236-40, 243-44 ; 與 難 
民 218, 240-42, 246 ; 與 上 海 
218, 236 

日 本 帝國 主 義 1, 90, 94, 104, 
114, 124, 126, 131, 143, 195, 
211, 214 

月 經 134, 194-95, 313 

毛澤東 1, 165, 203-4, 226-28; 

批 判 家 庭 制度 123-24 ; 與 
文 化 革命 316-18 ; 過 世 1, 
325, 327 ; 與 丁 玲 273-74; 

與 大 躍進 311-12 ; 與 婚姻 改 
革 221-24 ; 與 農村 策略 218- 

20 ; 與 婦女 地 位 225-26, 3213; 

毛澤東 時 代 3, 288, 295, 302, 
321, 324-25, 328, 330, 344, 
348, 351-52, 354-55, 359-60 ; 

後 毛澤東 時 代 7, 291, 319, 
321 

王 伊 蔚 191 

王 光 美 319 

王 昌 國 116 

王 會 悟 158 

五 畫 

包 身 工 制度 “147, 200 

北伐 139, 242 ; 婦女 幹部 “162- 
63 

北京 8, 42, 47, 57, 75-76, 79, 

98, 101-2, 104, 107, 116, 126, 

138, 143-44, 146, 150-51, 157, 

166, 179, 181-82, 186, 214, 

236, 247-48, 270, 281-83, 285, 

298, 317-18, 328, 337, 347, 

361 ; 與 賣淫 / 性 交易 151, 

154 

北京 大 學 98, 140, 252, 281 

北京 女 子 師範 學 校 / 北 京 女 子 師 
範 大 學 。128, 142-43 

北京 女 子 學 校 101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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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京 女 報 》 90 

《 北 京 條 約 》 62 

史 良 “242 
史 沫 特 萊 (Agnes Smedley ) 

214, 241, 278 

司馬 遷 108 

《 外 國 列 女 傳 》 95 

失蹤 女 孩 332 

孕婦 胎兒 健康 177-80, 256 另 見 

「 國 民政 府 」 

左 錫 嘉 “37-39, 47 ; 美 德 37; 守 
寡 37-38 

市 場 31; 和 婦女 生 產 26-29 

平民 教育 運動 “177 

打 工 妹 338-40, 345 

母 職 / 為 人 母 15-17, 21-25, 27, 
34-36, 50, 70-71, 81-82, 94, 
100-1, 108, 134-35, 138-39, 
166, 197, 271, 336-37 另 見 

「 賢 妻良 母 」 

民國 仕女 131 

民族 / 國 族 主 義 77, 95, 108, 
110, 116, 139, 177, 246 

生 育 健 康 。134, 177-78, 240, 
253; 國 民政 府 生 育 規 範 
176-77 

《 白 毛 女 》 321-22 

白色 恐怖 (White Terror) / 國 

民 黨 清 黨 。126, 161-62, 165, 

168, 173, 202, 217-19, 261 

立 德 夫 人 (Alieia Little ) 44, 78, 

85-89; 反 弦 足 運動 86-89 

六 畫 

伊 莎 白 .‧. 柯 魯 克 (Isabel Crook) 
當 37 

光棍 “35, 56, 125 ; 一 胎 化 政策 

332 

光緒 皇帝 43, 79, 88, 102 

共產 國 際 126, 156, 161 

共產 黨 婦女 部 156, 159-61 

列 寢 156 

吃 青春 飯 。341, 346 

同 性 情慾 / 同 性 愛 “9, 142, 189, 
348-49 

同 盟 會 “80, 105, 116, 118 

向 難 予 157-61 

回 民 / 穆 斯林 53-54 

回 變 “41, 53-54 

年 長 婦女 掌理 家 務 13, 17-20 ; 
讀書 識字 15-17 

朱 素 墓 “190 

江西 蘇 區 / 江 西 鱗 維 埃 政 府 
217-26, 264 ; 土地 再 分 配 

219-20 ; 長 征 226-29 ; 國 民 

政府 224 ; 婦女 地 位 225-26 

江青 273, 321, 323-24 

江南 12, 15, 19, 27-28, 33, 42, 

47, 49, 51, 57, 59, 71, 148, 

203, 205-6 ; 太 平 天 國 47, 49 

百 日 維新 “79, 84 

百 年 國 恥 1, 39, 72, 143 另 見 

「 國 陰 」 

自 盡 / 自 織 41,43 ; 與 義和 拳 
亂 75-76; 阮 玲 玉 192 ; 太



平 天 國 戰亂 50-52 ; 婦 德 
76; 席 上 珍 136-37; 謝 冰 瑩 
166 ; 趙 五 貞 123 

西南 聯 大 。239, 252-53, 281 ; 與 
女 大 生 252-53 

西藏 30, 61 

七 畫 

唔 四 城 102 

何 香 凝 “76, 161, 214, 236 

何 有 扔 震 78,.80, 110-14,. 156, 

169 ; 無 政府 主 義 98, 113; 

批 評 改革 112 ; 與 女 界 革 
命 112 ; 與 女 權 運 動 111; 

性 別 跟 階級 密 不 可 分 111 ; 
全 球 資 本 主 義 111 ;《 天 義 

報 》111, 113 ; 與 女 子 復權 

會 111; 東京 110-114 ;〈 女 

子 解放 問題 》 112 ;《 女 子 復 

仇 論 》111, 113 ;《 女 子 宣布 
書 》112-13 

佛教 “20, 31, 113, 187, 231, 233 

吳 芝 瑛 110, 118 

妓女 / 娼 妓 / 青 樓 女 子 6, 12, 
24, 34, 43, 59-61, 93, 128, 
138, 151-54 ; 青樓 名 妓 16, 
34-35, 45, 93, 151-53 ; 與 

親屬 稱謂 59, 297 ; 與 老 踢 
152; 恩 客 152; 公 開 場合 

59 ; 養成 151-52 ; 工作 條 

件 152-54 另 見 「 賣淫 / 性 交 
易 」 

妓院 43,. 58-61, 127, 147, 151- 
55, 172, 182-85, 249, 281-82; 

案 引 443 

297 另 見 「 賣淫 // 性 交易 

孝順 / 孝 行 13, 17, 24, 37-38, 
51-52, 70-71, 97, 108, 120 

宋美齡 186, 236, 241, 253, 260 ; 
與 新 生 活 運動 210 

宋 教 仁 116, 118-20, 156, 282 

宋慶齡 “236 

批 林 批 孔 運 動 。323-24 

改革 開 族 。4, 7, 209, 321, 325 ; 

與 性 別 327-66 ; 與 所 得 分 

配 不 均 328 ; 與 流動 農民 工 
327-28 ; 與 性 工作 者 341-43 

李 大 釗 126, 154 

李 小 江 360 

李 秀 華 12-26 

李 達 “158 

李鴻章 “89 

《 李 雙雙 》 314 

束 胸 “134, 185 

汪精衛 。244-45 

沈 佩 頁 116 

沈 善 寶 、42 

育兒 / 扶 養子 女 / 帶 小 孩 / 托 兒 
3, 13, 20, 31,. 33, 67, 77, 99, 
135, 138, 150, 192, 204, 211, 
272, 283, 300, 302, 310, 313, 
324, 330-31, 334, 337, 347, 
364 

赤 衛 隊 [225 

阮 玲 玉 191-92,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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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畫 

初級 農業 生 產 合作 社 / 和 初級 社 
304 

周恩來 “161, 324 

開 / 婢 女 / 側 室 。15, 24, 34, 62, 
93, 124, 137-38, 152, 155, 
162-3, 185, 221, 264 ; 離婚 條 
件 174-75 ; 與 1950 年 《 中 

華人 民 共 和 國 婚姻 法 》290 ; 
《 民 法 》 權 利 174-75 ; 與 太 
平 天 國 48 

姐妹 情誼 / 人 金蘭 之 交 / 互 助 姐 妹 
會 “110, 149, 200, 247, 283 

宗教 6, 13, 20, 61-62, 66, 69, 86, 
96, 125, 231, 233, 275, 288, 

329 ; 國 民政 府 宗教 規範 
187-88 另 見 「 佛 教 」、f{ 傳 
教士 」 

居民 委員 會 “298, 302 

延安 “217, 228-29, 251 ; 婚姻 政 
策 258, 264-68 ; 延安 婦 女 
260-74 ; 婦女 勞動 260-64 

延安 中 國 女 子 大 學 。268 

性 工作 6, 8, 127, 131, 341-44 

另 見 「 賣淫 / 性 交易 

性 別 。2-3, 7, 9, 12, 17, 29, 44, 47- 

49, 51, 54, 56, 62, 64, 70, 75- 

76, 83, 107, 110-11, 134-35, 
156-57, 210, 233-34, 245, 251- 

52, 261, 282, 288, 290, 317, 
319, 323-25, 364-65 ; 與 改革 
開 放 327-67 ; 與 階 序 8, 55; 

性 別 語言 4; 與 組 織 勞 動力 
4; 男 女 之 別 / 性 別 區 隔 26, 

158, 233 ; 象徵 作用 4 

性 別 分 工 。17, 85, 268, 272, 274, 
308, 320-21, 353, 358, 366 ; 

太 平 天 國 48-49 ; 棉紗 廠 內 
148-49 ; 婦女 動員 285 

性 別 平 等 與 不 平等 “47-48, 82-84, 
112-13, 115-16, 155-58, 190- 

91, 194-95, 262-63, 271-72, 

274, 288, 290, 317, 323-25, 
327, 329, 359-62 

性 道德 “135, 168, 271 

性 樣 態 / 人 性慾 8, 131, 133, 169, 
328-29, 348-49, 364 另 見 「 同 

性 慾 鹿 」 

性 騷擾 “8,61, 339, 363-64; 與 工 

廠 女 工 148 

房地產 / 房 產 「8, 328, 346, 355- 

59 

抵制 2, 130;1905 年 抵制 美 貨 
運動 93 ; 抵制 日 貨 126, 189, 
195 ; 國 貨 / 國 產品 130, 
195, 198 

拐賣 / 斥 賣 / 販 運 女 性 5, 12, 
45, 58, 7 ; 與 饑荒 70-2; 與 

國 恥 71-2 另 見 「 實 淫 / 性 交 

易 」 

明治 維新 79 

易 下 生 (Henrik Ibsen )《 魁 倡 家 

庭 》 128 

《 東 方 雜誌 》 208 

林 則 徐 39 

武漢 中 央 軍 事 政 治學 校 “164 

法 西 斯 主 義 “171,210



社會 主 義 建 設 。1-2, 7, 8,. 328, 
366 ; 城鄉 差距 288-89 ; 女 
性 勞動 287-325 ; 動員 女 性 
299-311 

社會 達爾 文 主 義 79, 90 

長 征 “6, 217, 226-31, 319-20 ; 與 
留守 婦女 228-31 ; 長 征 女 戰 
十 226728 

長 者 照護 及 忽視 329, 332-34 

阻 街 拉客 / 野 雞 。41, 58, 61, 93, 
151, 154, 183-84, 343 ; 危 

險 行 業 153-54, 298-99 另 見 

「 賣淫 / 性 交易 」 

青 幫 “146, 200 

九 畫 

俞 錫 勁 257 
南京 285; 南京 暴行 238-39 ; 

太 平 天 國 定 都 (天 京 )47 

南京 十 年 時 期 172, 180-83, 185, 
I89, 192, 209, 212, 232, 247, 
281, 296 ; 女 權 連動 211 ; 天 
災 207-8 ; 農村 婦女 202-9 ; 

女 工 抗爭 連動 200-2 

南京 暴行 “238-39 

城鄉 差距 288-89 

帝國 主 義 1,38-43.76, 85, 105, 
124, 126, 149, 156-57, 169, 
224, 297, 359 

持家 / 打 理 家 務 99-100, 127, 
129-30, 133, 140, 189, 192-94, 

210, 303 另 見 「 家 政 學 」、 
「 賢 妻良 母 」 

段 祺 瑞 143, 160 

洪 秀 全 47-48 

流動 遷徙 與 改革 開 放 。327-28 

《 玲 瓏 》 142, 186, 189, 199, 213 

秋 瑾 78,.80, 103-10, 118, 130-31. 
270 ; 與 排 滿 主 義 110; 與 共 
愛 會 104,; 處 決 106 ; 與 女 

權 主 義 107-10; 繼 足 104; 
戀 裝 107 ; 女 俠 108; 民族 
情懷 108 ; 與 母 關係 108; 

革命 烈士 / 民 族 英 烈 103, 
110;《 精 衛 石 )105; 與 結 

拜 姐 妹 / 金 蘭 之 交 110 ; 在 
東京 活動 104-5 另 見 「 唐 群 

英 」 

科舉 考試 / 科 舉 。14,. 33, 48, 54, 
80,90; 競爭 14-15, 17-19; 
與 鬼 19 

約 會 交往 323, 347-51 

《 紅 色 娘 子 軍 》 225, 322 

紅軍 219-23, 322 ; 與 長 征 226- 
31; 女 性 223-26 

紅衛兵 7, 317-19 

紅 燈 照 73-75 

胡 彬 夏 85 

胡適 128 

范 雨 素 336-38, 345-47 

茅 麗 瑛 “245 

計 畫 生 育 / 生 痛 規範 “8, 135, 
158. 180, 310, 329-31. 334, 
349, 351 

真 節 / 真 操 。31-32.38,.51. 53, 

111, 120, 134, 137, 223 ; 自 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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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51 另 見 

「 寮 婦 守 貞 」 

軍 囚 。 1, 77, 80, 92, 124-27, 143, 
155, 157, 160-61,. 163, 169, 
172, 207 ; 與 總 足 92, 124 ; 
與 強暴 124, 230 

重慶 218, 242-44, 252 ; 工廠 女 
工 253-56 

十 畫 

唐 群 英 。78, 80,. 114,. 116-21. 155, 

209 ; 與 秋 瑾 118; 與 同 盟 會 
118 ; 掌 擱 宋 教 仁 事 件 116, 
118, 120, 262 ; 女 子 參 政權 
116-19 

娜 拉 (Nora) 127-30,. 137, 150-51, 
167-69 

孫 逸 仙 / 孫 中 山 / 國 父 “80, 105, 
114-16, 120-21, 123, 126, 156, 
159-60, 187, 212, 236, 281 

家 政 學 77, 98,. 100, 119, 130, 
133, 177, 191-94, 211-12 ; 建 

國 大 業 192 

家 庭 「 不 平等 157;「 幸 福家 庭 
論 J( happy family ideology ) 

133; 家 庭 穩定 299 

《 家 庭 星 期 》 193 

家 庭 革 命 / 家 庭 制度 改革 123- 
24, 137, 193 

家 庭 幫 儲 5, 45, 57, 93, 127, 
137-39, 193, 248, 329, 336-37, 
344-45 ; 與 汙 名 138-39 

師範 學 校 “190, 212, 281 

席 上 珍 136-37 

徐 自 華 110 

恩格斯 (Friedriceh Engels ) 
156; 與 婦女 解放 263, 300, 

310 

拳 亂 / 義 和 拳 亂 73-76, 79, 104, 

114; 姦 淫 非 禮 75; 紅 燈 照 
73-75 ; 自 盡 75-76 

時 代 不 同 了 , 男 女 都 一 樣 321, 
328 

烈女 / 革 命 英烈 ”37-39, 41, 52- 
53, 76, 78, 106-7, 110. 270 

素質 345-46, 349, 365 

茶館 女 侍 。129, 186 

袁世凱 80, 115, 119-21, 124 

衷 相 16 

迷信 125, 187-88 

馬克 思 主 義 111. 113. 156, 159, 
218, 263, 268, 360 

高 君 曼 158 

高 級 農業 生 產 合作 社 / 高 級 社 
305 

十 一 畫 
務 本 女 塾 “98 

國 民政 府 1 6, 121. 125, 160-61, 
165, 218, 238, 240-44, 248, 
252, 258-59, 262, 270, 278 ; 

與 江西 蘇 區 222, 224-28, 230- 
31; 孕 婦 胎 兒 健 康 176-80, 

196, 256 ; 民怨 260, 280-82 ; 
法 令 與 規範 172-73, 180, 183, 

185-88; 與 建國 大 業 171- 
215; 婦女 問題 168-69, 172 ;



動員 婦女 7, 251, 253 

國 民 革命 “127, 161-65 

國 民 黨 5, 116, 120,. 159, 161-66, 
168, 173, 186, 202, 209-10, 
217, 219, 229-30, 253, 261-62, 
366 ; 共產 國 際 支 持 156 ; 性 
別 平等 156, 190-91 ; 以 黨 領 
政 171 ; 與 宗教 187-88 ; 與 

國 共 合 作 126-27, 154,. 161, 
165, 214 

國 民 黨 中 央 婦 女 部 156, 159-61, 
214 

國 共 內 戰 1,218,251, 275, 277, 

280-86, 297 

蔬 * 國 共 合 作 / 第 一 “次 國 共 合 作 

126-27, 154, 156, 158-59, 161- 

62, 165, 168-69, 173, 209, 212 

國 恥 1, 39, 76, 143 ; 對 待 女 性 

之 方法 85 ; 與 拐賣 販運 女 性 
72 

國 貨 “130, 189, 195, 198, 210 

國 際 婦 女 節 / 國 際 婦 女 日 161, 
271, 327, 363 

基督 教 女 青年 會 “200, 247 

婚俗 改革 “186-87, 281 

婚姻 6, 8, 134-36, 251, 294, 299, 

329, 344, 355, 364 ; 包辦 

婚 62, 104, 123-24, 139, 142, 
164, 173, 182, 223, 226, 256, 
264-65, 278 ; 優生 學 173 ; 

外 婚 制 16, 22, 176, 295, 310, 
331-32( 另 見 「 從 夫 而 居 / 

隨 夫 居 」) ; 自 由 婚姻 選擇 
126, 157-58, 162-67, 173, 192- 

索 引 447 

94, 220-21, 233, 264-65, 267, 
295, 323, 348, 360 ; 和 諧 社 
會 349 ; 與 日 占 區 247-48 ; 
法 定 結婚 年 齡 176, 223, 264- 
5; 國 民政 府 規範 173-76, 

258, 281 ; 和 卻 母 之 命 、 媒 約 
之 言 20-26, 142, 257, 294-95 
347-48, 350 ; 改革 開 放 時 期 

348-52 ; 不 落 夫 家 22, 205; 
工廠 女 工 150 ; 女 性 維繫 婚 
姻 之 責 302, 350, 354, 366 ; 
與 熏 冰 瑩 166-67 

婚姻 改革 7, 176, 299, 308 ; 與 
土地 改革 221, 289-95 ; 男性 
的 擔憂 221-23 ; 地 方 衝突 
223-24, 251, 261, 264-68 ; 戰 
時 革命 根據 地 婚姻 改革 251, 
275-76 

《 婚 姻 法 》 運 動 “288, 294 

婢女 15, 23,35,48, 58, 88, 121, 
138-39, 161, 163, 185, 315 

婦女 工作 262, 264, 268, 285, 
311-13 

婦女 互助 組 。275 

《 婦 女 生 活 》 191 

婦女 自 衛隊 276 

婦女 抗日 “240 

《 婦 女 時 報 》 130-32, 134, 137, 
141-42 

婦女 能 頂 半 邊 天 320 

婦女 動員 283-86 ; 農業 集 體 化 
304-11 ; 性 別 分 工 285; 
民政 府 婦女 動員 251 ; 社 會 
主 義 建 設 299-310 ; 都 市 婦 

由



才 48 婦女 與 中 國 革命 

女 動員 299-303 

婦女 組 織 之 動 。162-63, 283-84 

婦女 勞動 教養 所 。297 

婚 女 報刊 / 女 性 雜誌 “93. 95, 
120, 130-37, 142, 148,. 191, 
288, 353 ; 外 國 女 性 楷模 
131; 男 性 寫 手 131 

《 婦 女 週報 》 159-61 

《 婦 女 新 生 活 月 刊 》 210 

婦女 / 女 子 解放 7, 111-12, 125, 

134, 158, 162, 168-69, 174, 
260, 262-63, 286, 288, 300, 
306, 311, 321, 323-24, 359- 

61 ; 與 中 國 共產 黨 創 黨 論述 
127 ; 與 民族 興亡 69 

婦女 運動 126-27, 134-35, 156- 
63, 169, 208-09, 268, 361 

婦女 運動 講 特 所 “161 

《 婦 女 聲 》 157-58, 161 

《 婦 女 雜誌 》 130-31, 133-35, 142, 

169 

《 婦 女 權益 保障 法 》 362 

婦聯 / 中 華 全 國 民主 婦女 聯合 會 
( 全 國 婦聯 ) 85,261, 275, 
284-85, 288, 300-1, 306, 311, 

313, 317, 346, 359-64 ; 剩女 

349 ; 與 馬克 思 主 義 婦 女 觀 
360 ; 與 一 胎 化 政策 332 

康有為 78-79, 84-85, 118, 121 ; 

論 婦 女 之 苦 83-84 ; 與 繼 足 
89; 大 同 世界 83 

張 之 洞 “89, 97 

張 竹 君 115 

強暴 / 姦淫 暴行 / 性 暴力 6, 
47, 137, 230, 233 ; 與 抗日 宣 
傳 239-40 ; 與 義和 拳 亂 75; 

與 日 軍 侵 華 217, 236-41, 243, 
271, 277 ; 與 太 平 天 國 49; 
與 軍閥 124, 230 

從 夫 而 居 / 隨 夫 居 295, 331, 

337, 359 另 見 「 婚姻 」、「 外 

婚 制 

擒 亂 41 

曹 竹 香 。45-46, 206, 305 

梁啟超 。69, 78-79, 81-86, 94-96, 
105, 115, 118, 121, 127, 168; 

與 婦女 勞動 的 錯誤 認知 81- 
82, 85 ; 與 婦女 無 知 81-82, 

85;《 論 女 學 》81 

深 半 後 院 13, 17, 42 

清真 女 寺 187 

清朝 / 大 清 帝 國 / 清 廷 1.4, 
11. 15-16, 18-19,. 51.66,. 80, 
121, 125, 135, 168-69, 171, 
192, 211, 366 ; 殖 落 / 滅 亡 

38, 41, 54, 77, 80, 111, 114; 

弦 足 90-92 ; 帝國 列強 39- 
41 ; 屯墾 29-31 ; 太 平 天 國 之 
亂 47 

清華 大 學 “214, 252 

產 婆 / 助 產 士 / 接 生 員 6,26, 
35, 172, 299, 310, 313 ; 助 產 

接生 訓練 / 接 生 員 運 動 7, 
178-80, 264, 288, 296 

章 學 誠 16 

第 一 個 五 年 計 畫 [299 

第 二 次 國 共 合 作 。236, 242, 251



通商 口 肆 5,38-41, 56, 62, 77 ; 
上 海 56-57, 144 ; 通商 口岸 
婦女 56-61 

陳 泳 聲 190 

陳 壽 彭 95 

陳 碧 雲 “208 

陳 慧 欠 249 

陳 學 昭 “136 

陳 獨 秀 “125-26, 158 

陳 銜 哲 “140 

陶 毅 123 

陸 璀 214-15 

陸 禮 華 190-91 

十 二 畫 

剩女 349, 355 

勞動 女 模範 “306, 366 

單位 / 工 作 單 位 300, 302 

彭 述 之 “160 

傳 珠 21 

曾 詠 “37-37 

棉 綺 廠 “144, 254-56, 299 ; 共 黨 
組 織 157, 247 ; 與 性 別 分 工 

148 ; 罷工 149, 157 

湯 節 之 “136-37 

無 政府 女 權 主 義 78, 80, 98, 111- 
13 

童工 144-45, 147-48 

童養媳 。34, 143, 161, 163, 176, 
185, 206, 221, 223, 264-65, 
315 ; 與 1950 年 《 中 華人 民 
共和 國 婚姻 法 》290, 292 

訴苦 “291 

賀 子 珍 228, 273 

階級 1-3, 5-7, 54, 62, 65, 88, 96, 

99, 111, 133, 145, 147, 149, 

156-57, 169, 200, 222, 241, 

260, 273, 275, 287, 289-90, 

302-3, 316-17, 319-21, 323- 

24, 327-28, 334, 341, 344-45, 

350, 357, 359-61, 365 

滲 改 需 。292-93 

黃 氏 12,26-36 

下 三 畫 

傳教 士 5,38-40 ; 天主教 62, 
70; 其 地 方 鄉里 衝突 69-70; 

與 總 足 64-66 ; 與 教會 女 學 
57, 62, 66-67, 140, 143, 192 ; 

與 女 性 職 涯 61-62, 68-69 ; 與 

女 性 新 知 61-62 ; 孤兒 院 62- 
63 ; 傳教 62, 67-68 ; 新 教 62- 

63, 68 ; 與 太 平 天 國 47 ; 與 

工廠 女 工 145 ; 女 性 讀物 67- 
68 

嫁妝 19-21, 29, 45, 55, 67, 223, 
264 

替 嬰 “5,35, 76,180 ; 士紳 意見 
54-56 ; 與 外 國 意見 55-56 ; 

性 別 選擇 54, 332 ; 傳教 工作 
55-56, 62, 65 ; 與 天 災 208 ; 

與 災民 208 ; 一 胎 化 政策 
331 

愛 / 愛 情 / 戀 愛 “95-96, 103, 
123, 135, 142, 152, 158, 169, 
224, 233, 244, 246, 264, 293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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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倫 凱 (Ellen Key ) 135 

愛 國 女 校 “111, 190 

愛 新 覺 羅 顯 王 / 川 島 芳子 280 

慈禧 太 後 79, 84 

新 女 性 5, 136, 172, 188-96, 
366 ; 消費 者 189, 193-95; 
教育 189 ; 就 業 190-93 ; 八 

卦 醜聞 189-92 ; 家 務 管 理 / 
持家 189, 192 ; 滿洲 國 232- 
35 ; 婚姻 189, 192-93 ; 個 人 
衛生 194-95 ; 體育 190 ; 與 

民族 興亡 198 ; 與 女 性 穿著 
194-97 ; 與 婦 德 189 

《 新 女 性 》 電 影 “191-92 

新 文 化 / 新 文 化 運動 5, 114, 
125-28, 130-31, 137, 142, 157- 

58, 169, 173, 202, 211-12 ; 批 

判 家 庭 制 度 / 家 庭 革 命 124- 
25, 193 ; 農村 婦女 202 ; 婦 

德 137 

新 四 軍 。245, 251, 261, 275, 278- 
79 

新 生 活 運動 6, 171, 183, 186- 
87, 303 ; 與 法 西 斯 主 義 規範 

210 ; 家 計 管 理 210; 摩登 女 
人 郎 211 ; 建國 大 業 210; 戰 

時 動員 253-56 ; 與 婦女 209- 
15; 與 女 性 穿著 210-11 

新 生 活 運 動 促進 總 會 婦女 指導 委 
員 會 “210 

《 新 青年 》 125, 128, 130, 150 

新 政 / 百 日 維新 “79-80, 84, 97, 

114 

新 繹 30. 42, 54 

楊 秀 瓊 “211 

楊 崇 瑞 “179 

楊 惠 敏 “237 

楊 開 慧 165 

楊 蔭 榆 “143 

經 濟 大 蕭條 
246 

經 濟 特 區 “327-28, 339 

聘金 。63, 72, 165, 223, 265-67, 
293, 324 

聘 僱 性 別 岐 視 ”352 

萬 香 “220-21, 230 

《 解 放 日 報 》 262, 266, 270-74 

農村 生 活 。172, 268, 296, 320, 
339 ; 公共 衛生 177 

農村 重建 “171, 256-57 

農村 婦女 。6-7, 42-43, 62-63, 
146-47, 177, 187, 218, 251, 
288, 295-96, 323, 332-34 ; 重 
慶 254, 256-58 ; 與 共 黨 動 
員 251, 260-79, 289 ; 與 勞 

動 178, 199, 203-7, 210, 251, 
304-11 ; 生 產 製 造 172, 203, 
205 ; 南京 十 年 時 期 202-11 ; 

與 新 文 化 運動 202-3 ; 又 與 
政治 運動 162-63, 219-20, 
321 ; 財產 權 357-59 ; 養 抵 
205 另 見 「 一 胎 化 政策 

農業 女 性 化 “205-6, 225, 316, 358 

農業 集 體 化 與 動員 婦女 “7, 304- 
11 

172, 199, 205,.211,



十 四 畫 
嘉德 夫人 (Carrie Chapman Catt ) 

120-21 

穿 婦 守 貞 。20, 32, 51-54, 93, 125, 
223, 233 

寧 老 太 太 44-45, 138-39 

《 對 華 二 十 一 條 要 求 》 124, 131, 
143 

旗袍 194, 197, 210, 252-53, 319 

軟 舞 廳 199, 218, 246-47 ; 上 海 
舞 潮 案 284 另 見 「 舞 女 」 

滿洲 一 二 八 事變 “190. 199 另 見 
「 滿洲 國 

滿洲 國 6, 172, 217, 231-36, 244, 
280, 285 ; 成 立 231 ; 與 鴉片 
234-35 ; 萬 國 道德 會 233; 
女 性 象徵 232-34 ; 女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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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5, 281 ; 禁煙 8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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