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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女学思潮与儒家妇女观的改造（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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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文化理想的妇女观，自汉代以来明确以“贤妇”、“贤母”为标准，女子以“三从四德”为本分，以相夫教

子为职责，以深居闺阁、足不出户为当然，妇女完全被命定为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社会结构的内务层面，因女子属

内，以持家为本色，自然妇女遵守《女诫》、《女论语》中之妇德即可，至于经邦治国、代圣贤立言的外务才能，都

是男人的专利，偶有女人涉政，便被士夫斥为“牝鸡司晨”，灵光一现又恢复为男人专政的常态。再聪明的妇女也被

告知学习持家守节的妇德妇容妇言妇功的内务之学为天职，妇女在传统社会的地位、职责就这样被画地为牢了。 

  清末，西方列强侵逼日急，国势日微，有识之士比较欧美日各国富强之道，发现中国之所以落后的重要原因，恰

恰在于妇女的无才无学。这个时候，士夫们的心态是极为复杂的。他们这才发现，男人先入为主给女人划定的属内天

分，竟然导致妇女完全赖男人，四亿国人有一半完全不事生产，靠男人养活，男人的负担太重了。对于这个早就存在

的事实，男人们之所以此前基本没有注意到，无非是由于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里，人们有知足常乐、患寡而不患不

均的悠然处境，但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一种弱肉强食的进化理念紧紧攫住了士夫们的心灵，他们通过西方

列强的社会发展实践，了解到单靠男人已经不足以救亡图强了，必须把中国社会的另一半发动起来。 

  女学的发动，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外国传教士为宣传教义，办女子学堂为起点。这种由外部势力推动的女学思潮，

起步维艰，并没有多少人接受。真正形成全国连锁反应的女学思潮，是在甲午战败，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到了最紧要

的关头，中国本土的士夫们自觉意识到女子无学的严重后果，才主动发起了女学思潮。戊戌维新派在这个思潮中发挥

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当时虽然形势危急，但国内保守势力仍然非常严重，很多士夫谨守儒家传统妇女观，认为国

家危亡与女子是否受教育没有多大直接关系，国家富强之道，当务之急在学习西方的军事制造技术、经济运行模式乃

至行政管理机制，而这些事务都是男人的领域，女人不能发挥什么作用。维新派则明确指出这种积非成是的大男子主

义谬误，按照康有为改造的今文经学据乱、升平、太平三世演进的理论，女子无业并非儒家的天理，那是由于据乱世

时期以力相争的客观形势，才导致男子主外女子主内这样一种格局，随着人类向太平世的发展，男女将来必定会平等

择业。在维新派看来，在目前这个阶段，虽然还不能直接实现男女自主择业这个局面，但必须要改变男主外女主内即

天然导致男尊女卑的传统认识，而应将男主外女主内视为一种平等的社会分工，男女在各自的分工领域对于国家建设

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男子在外征战、治理国务，对于国家振兴是重要的，女子在内持家育子、为国培养合格的未来

国民同样是重要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妇女的合格家教，未来的合格国民不能养成，将直接导致国家的衰

亡。妇女在当时突然由传统持家型的“贤妇贤母”演变为造就国家富强的“国民之母”。地位的抬升、责任的加重，

导致妇女所学就不仅是传统的持家守节之道，而要包括修身、国文、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女红、体

操、音乐等各科知识，因为只有妇女的学习眼界跃出家门、遍及社会民生，她们才能以其广博的见闻，在孩子很小的

时候熏陶他们，使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奠定良好的成才根基。 

  维新派的“国民之母”妇女观影响巨大，满清政府也不得不以此作为兴办女学的理论依据。但满清士夫们在制定

女学政策时，心态也是比较矛盾的。一方面，士夫们希望妇女通过接受教育，学到知识，增长见闻，另一方面，他们

又希望妇女仍然能够保守礼教，保持传统的温顺守节之道。在他们看来，妇女就学，应做到启发知识与保守礼教两不

相妨。对于妇女应持的德行，士夫们标榜一条看似“公允”的中间路线：男子卑视女子之旧观念应该屏除，同时，不

谨守男女之辨、自行择配的“放纵自由”之新说在女子教育中也应杜绝。社会上一般意义上的男尊女卑观念应该矫

正，家族里女子对父母夫婿的服从德行还是 应该绝对保留的。 

  士夫们在国家存亡绝续之际流露出来的折中主义的妇女观，实际上反映了儒家传统中男子掌握社会文化话语霸权

下对女子赋权这一精神实质的延续。在儒家传统中，妇女在社会上担负什么样的角色，承担什么样的功能，能干什

么，不能干什么，完全由男子赋权，女子只能被动地接受，连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女皇帝也无不是按照男子奠定的社会

伦理规范来治理。清末士夫之所以在社会一般意义上承认男尊女卑观念的谬误，但在家庭伦理仍然保留女子对夫婿的



绝对服从，实际上正是男子自身霸权神圣不可动摇的社会潜意识的自然流露。士夫们对女子地位的抬升，本质上是从

国家救亡的角度出发，并非是从彻底改革男女不平等制度的根源出发。这种妇女地位提高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男性

精英的功利视角，但却由此启发了越来越多的妇女自发起来寻求自己应得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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