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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获得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前提, 这种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日益彰显和确

立, 主要表现为自强自立、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的觉醒;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以及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责任感

意识的彰显等方面。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之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呈现多种深刻表现, 是时代造就的结果,是

社会的催化与女性自身解放诉求的结果,对当今女性的发展和生活道路的选择仍有启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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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自主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具有不依赖

于外在力量,自由支配自身一切活动的意识。女

性自主意识首先表现为女性具有独立自主的精

神,即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自主自强的社会主

体;其次体现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本文试图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明中国女性群体自主

意识的觉醒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几种主要表现及其

原因。

一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面临剧烈动

荡和变化的时代。一方面是国家危亡,清政府腐

朽无能,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面临着严重的考验;

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得到传播,天

赋人权、男女平等等观念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思想,

启迪着人们的心智。中国女性也在这一特殊的历

史时代呈现出一种新的精神风貌, 并与社会责任

感和使命感结合在一起, 从而打破了传统社会对

女性的框定,开始了跨越传统, 自身追求解放和救

亡强国的旅程。这种新的精神风貌就是女性自主

意识的觉醒,它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自强自立、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的觉醒

中国女性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压迫和男权统治

下,一直是一个依附的群体, 没有话语权,没有独

立的人格和尊严,只能依附家庭、男性而存在。随

着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戊戌

维新运动的推动,一批较早接受过启蒙思想教育

的知识女性率先走上了追求自强独立的道路, 成

为女性独立自主意识觉醒的先驱。如康同薇、李

惠仙、裘毓芳等人, 敢  开风气之先 !, 她们既是

 禁缠足 !、 兴女学 !的最早受益者, 同时又是这

些运动的积极推动者。她们成立女学会, 并于

1898年 7月 24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份女报 ∀ ∀ ∀ #女学报∃,为女性自主意识的唤醒摇

旗呐喊。 19世纪末的维新思潮促使一部分女性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处境和作为独立的

 人 !的意义,自尊、自强、独立自主的人格意识已

具萌芽, 但真正的觉醒是在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

后的十余年间。以陈撷芬、秋瑾、张竹君、唐群英

等为代表的先进女性, 对女性作为  人 !的社会价

值、作用等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独立自主意识日益

彰显,并积极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谋求女性的自

由和解放。

首先就是大兴舆论, 号召广大女性除去依赖

之心。陈撷芬在她主办的 #女学报 ∃上接连撰文,

疾呼女界应立即振作。她在 #独立篇 ∃中说  所谓
独立者, 脱压力,抗阻挠,犹浅也, 其要不受男子之

维持与干预。![ 1] 245
要从思想到行动真正摆脱对男

子之依赖,尽其所能,做女子应做的事情。有女界

 梁启超!之称的张竹君于 1904年在爱国女校欢

迎会的演说中,对女界  依赖之根性至今犹未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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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忧虑,强调  欲言救国, 必先教育; 预先教育,

必先于女子。而女子所宜先者, 则首自立自爱,次

则肆力学问, 厚结团体。! [ 1 ] 303
秋瑾针对当时妇女

与男性普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的状况,反复告诫

女界  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她说  如今女学堂
多了,女工艺也兴了, 但学的科学工艺, 做教习,开

工厂, 何尝不可自己养活自己吗? 也不至坐食,累

及父兄、夫子了。!认为这样既可以使家业兴隆,又

可以得到男子的敬重。
[ 2] 15
女性要自尊自强,就要

争取经济上的自立, 这样才能为女子真正独立奠

定基础。先进的知识女性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兴

女学, 创办女子刊物,加强女子教育,目的就是使

女性能从根本上摆脱自轻自贱的思想。

其次, 用实际行动帮助女性争取自食其力以

达到人格独立。在一些知识女性的努力下, 出现

了一批女子自立团体、女子工艺厂和女子手工传

习所等。如: 1904年,张竹君在广东创办了  育贤

女工厂分院 !,次年又创办了  女子中西医学院!,

1906年张雄西在昆明成立  女界自立会 !, 1909

年,谢长达、沈梦渊在苏州成立  女工崇实会 !等
等。此外还有女子蚕桑学堂、女子手工传习所、女

子工艺美术学校等,主要传授纺织、采茶、养蚕、植

桑、缫丝、种棉等知识和技术,
[ 3]
帮助女性学习技

艺,使其具有独立谋生的本领。这一时期女子接

受职业训练的人数逐渐增加, 职业教育成为女子

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 为女性的自立提供了一条

通道, 目的就是  养成女子自立资格 !。职业培训
的开展,使一部分女性掌握了一定的职业技能,可

以自食其力,为独立人格的养成打下了基础, 也促

使一部分女性走出家庭, 自谋职业, 开始真正选

择、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

(二 )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及权利意识的增强

在长达几千年封建统治的男权社会里,  男尊

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女性一直是男性和家庭的

附庸, 只有单一的义务和责任, 没有权利可言,生

活的空间永远是家庭这一片狭小的天地。辛亥革

命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女性已敏锐地注意到了

 女性权利 !这一方面, 意识到女性要自由平等,

就要争取和男子同等的权利, 这是天赋人权的必

然要求。有人发出倡议  同是为人,同受天赋人权

利,而尔独放弃之,凡放弃自由者, 必与侵入自由

者同罪。! [ 1] 251
有的女子刊物发出了  女权不变,勿

宁死!的口号。这一时期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首

要表现就在于废缠足,要求拥有身体的健康权,以

确保自身能参与社会活动;兴女学, 与男子同等的

教育权;婚姻的自主权, 反对包办婚姻等。先进女

性认识到身体的残害是束缚她们自由、平等发展

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她们失去劳动能力进而失去

生存能力,只能依附他人而生存, 因而通过各种形

式提倡宣传不缠足。同时还认识到女性要追求自

由, 要获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就必须通过教育来

提高自身的素质,使自身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技能

都得以提高, 具备争得平等权利的能力。所以, 她

们大力兴办女学,有的用自己的住宅自办学堂, 有

的变卖妆奁作办学经费, 有的甚至为兴女学而献

身。如杭州贞文女学堂校长惠馨女士, 在正常教

学无法继续,致书政府请求拨款的同时服毒殉学。

 欲倡平等, 乌可不讲求女学? 女学不兴, 则平等

永无能行之日 ![ 1] 300
女性在追求自主婚姻方面表

现非常突出,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的包办婚姻
造成了多少女性的痛苦, 反映在要求婚姻自由方

面的诉求就特别强烈, 抗婚、逃婚事件屡见不鲜,

舆论宣传也特别强烈,  同胞乎! 女子乎! 欲革国

命, 先革家命;欲革家命, 还请先革一身之命。!
[ 4]

婚姻自由在戊戍时期还只是维新人士从  强国保

种!的高度提出的一种未实施的观念,是由男人们

倡导的, 而在辛亥革命时期却成为众多女性追求

自由的一种手段和奋力抗争的目标, 成为女性一

种自觉的行动。敢于逃婚抗婚是女性当时追求自

由平等激烈行为的一种表现。秋瑾东渡求学就是

为了摆脱痛苦的婚姻,进而走上了革命道路,把追

求婚姻自由、自身解放与国家民族大业结合在一

起, 这是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一个深刻表现。

先进女性认识到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  女子
既然与男子同时有纳税的义务, 就应当与男子一

样有参政权利。
[ 5]
为了实现真正的男女平权,武昌

起义后掀起争得女子参政权的高潮, 这也成为辛

亥革命后期女性争取解放的重要内容。为配合女

子参政运动,以唐群英为首成立了  中华民国女子

参政同盟会,积极推近女子参政运动,要求把男女

平等,女子有参政权等写进 #临时约法 ∃。女子参

政权的争取显示女性的主体意识已日益突出与强

化, 反映出中国女性已由争取人格平等、性别平等

发展到争取政治权利平等的新高度。

(三 )社会责任感意识的彰显

20世纪初, 是中国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

都十分尖锐的时期, 国家、民族处境危亡, 资产阶

级仁人志士在进行种种革命的探索与努力, 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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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民族危机, 一批女性也积极投身到了这场抵

御外侮、拯救民族危亡的革命运动中, 女性的社会

责任感日益彰显,涌现出大批女革命家、女战士和

女社会活动家, 提出了  女国民 !的概念, 并赋予

了女国民丰富的内涵和时代气息。 1907年秋瑾

创办的 #中国女报∃第三期用激烈的言辞表达了

 女国民 !的社会责任感,  为我女子辟大世界,为

我祖国发大光明,为我女界编大历史, 争已失之女

权于四千年, 造已死之国魂于万世 !, 而且  还以

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外族, 不亦我女子之天职乎?

尽我天职,以效祖国!, [ 6]
明确表示女性要改变以

往的生活方式, 要与男子一样平等地去承担民族

革命的重任。无论是在反清斗争中还是反帝爱国

运动中,都有女性积极参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批女性积极组织  共爱会 !, 参加  拒俄义勇

军 !,设立  女界保路会 !,投身于  拒俄运动!、 抵
制美货 !、 争取路矿权!等斗争, 表现出极大的爱

国热情,为反帝爱国运动做出了贡献。在反清斗

争中更是巾帼不让须眉, 她们成立了以女学生为

骨干的  女子北伐队 !、 女国民军 !、 女子敢死

队 !等, 积极参与北伐。

这一时期女性社会责任感的彰显, 表明女性

活动范围和生存空间的突破, 她们不再甘愿被禁

锢在家庭这一狭小的天地, 依附男性而生存, 不再

把  贤妻良母 !作为生活唯一的理想与目标,而是

赋予生活以新的内容,提出  女子者, 国民之母也,

安敢辞教子之职责,若谓除此之外,则女子之义务

已尽, 则失之过甚矣。![ 7]
对自身的定位已远远超

出了维新志士提出的  上可相夫, 下可教子,近可

宜家, 远可善种 !的范畴, 把自己真正看成是  女
国民!, 为社会尽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把

家国革命联系在一起, 在求得国家民主独立的同

时,也在为自身争得自由,从而实现自我价值的提

升,完善了女性人格。

二

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之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

呈现出多种深刻表现, 是时代造就的必然结果。

是社会的催化与女性自身解放诉求的结果,这种

催化和影响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了催

化作用

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对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

权、男女平等理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宣传, 如康有

为就强烈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抑, 认为

人人有天授之权, 即人人有天授自由之权。他在

#大同书 ∃里就描述了一个男女平权, 建立一个

 男女齐等,同事学问, 同克师长, 同得名誉, 同操

事权 !的大同社会。 1903年,时称  中国女界之卢

梭!的金天翮出版了中国近代第一部提倡女权的

专著 ∀ ∀ ∀ #女界钟 ∃, 对女权作了系统的阐述, 他

把女子应该享受的基本权利定为入学、交友、婚姻

自由、掌握财权、出入自由、从事工农业、妇女参政

等七种基本权利, 并首次提出  国民之母 !的称

谓: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 与立者国民之谓也。而

女子者, 国民之母也。!
[ 8 ]
鼓励女子走出家庭, 争取

入学参政等权利,认为男女国民应该共同担负国

家社会的作用,革命和参政是女子对于国家的义

务。秋瑾现身说法, 在 #女权歌 ∃中宣传  吾辈爱
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等天赋就, 岂甘居

牛后? ! [ 2] 21
同时, 西方女权运动思想的一些著作

也开始在中国传播, 成为先进女性进一步觉醒的

催化剂。

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广泛传播,极大地启迪

了女性心智,开阔了女性视野,使她们看到了家庭

以外的世界, 对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起了极强的

催化作用。如果说戊戍维新时期女性还是在男性

的号召和引导下求得自身处境改变的话, 那么到

了辛亥革命时期,女性已是在自觉自为地为自己

争得平等自由和权利了。

(二 )女性自身素质逐步提高的结果

经过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洗礼,一部分女性

深受启迪,开始思考、审视自身作为社会意义的人

的价值。戊戌维新运动又对女性的自主意识起了

唤醒的作用, 其所倡导的  废缠足 !从身体上解放

了妇女, 促使了女性生活空间的拓展, 视野的开

阔, 为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前提。  兴女学 !
从精神上解放了女性, 使女性开始有了受教育的

权利,有了自强自立的意识。到了辛亥革命时期,

女子中小学教育蓬勃发展。据记载, 到 1907年,

女子初等学堂约有 391所, 女生人数约 11936人,

此外还有大量的教会学校女生。女子受教育人数

的扩大,促进了女性素质的提高, 更有一部分女性

留学日本,接受民主思想,在不断追求自身独立解

放的同时,还开始参与了改造不合理社会的活动。

这一时期,一些知识女性又自办了很多女性刊物,

据不完全统计, 1898∀ ∀ ∀ 1911年间, 出现了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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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妇女报刊,如陈撷芬 1902年创办了 #女学报∃,

丁初我 1904年创办了 #女子世界 ∃, 1907年秋瑾

创办了 #中国女报 ∃等等。这些报刊提出了新观

点,宣传了新思想,使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男女平

权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提高了女性的认识和思

想觉悟,对女性追求自我解放, 投身于挽救民族危

亡的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社会时局的影响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中国社会  又遭甲午、
庚子两次丧师辱国, 赔款亿兆, 累卵之危,岌不可

终日!, 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 社会政治制度,传

统观念思想遭到了猛烈的冲击, 国家民族的前途

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有识之士积极开展了各

种救亡图存的活动。国家民族的危机使女性也深

受震动,认为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匹妇亦有责

焉 !。女性积极参政与从军,以实际行动来表明与

男子一样肩负着民族革命的任务, 同时家国革命

结合起来,在为国家尽义务责任的同时也求得自

身的解放。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情节促使先进女

性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使得女

性在自身解放和社会变革中有了种种积极的表

现,显示出女性已从传统被动服从的单一的家庭

角色开始转换为主动选择、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

多种社会角色, 彰显出女性要在救亡图存的社会

革命中积极发挥作用的同时, 实现自身自由平等

解放的豪迈气概, 表现出女性已不再是在男性的

鼓噪下,在男性框定的范围内实现自我价值, 而是

依靠自己的力量和努力来确定自身在社会中

 人 !的价值和地位, 不再依赖男性来解放自己。

同时,自主意识觉醒的程度提高了, 有了权利意

识, 由只重义务、责任发展到要争取自身的权利,

把权利和义务统一起来。不过, 觉醒的范围仍主

要是知识女性,所以先进的知识女性当时也有责

任兴女学、办报刊、结社团来促进更多的女性觉

醒, 这样女性求得解放, 改造社会的力量才会强

大, 女性也才能真正获得独立、自由与平等。辛亥

革命时期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和确立, 体现了在

时代的促进下女性传统观念的改变, 对今天女性

的发展和生活道路的选择仍有启发作用。

参考文献:

[ 1] 中国妇联.中国妇女运动资料 ( 1840- 1918) [ G ]. 北

京:中国妇女出版社, 1991.

[ 2] 秋瑾集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5.

[ 3] 畅引婷.中国近代知识女性与妇女解放 [ J]. 青海师范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9( 1).

[ 4] 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上卷 ) [ M ]. 北京: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5] 崇.女子应有参政权 [ J].女学生, 1904( 3): 2- 3.

[ 6] 肖 � 泳.女性刊物与女性意识的自觉 [ J].哈尔滨工业

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6( 1).

[ 7] 吕碧城. 记某督札幼稚园公文 [ J] . 女子世界 , 1904

( 9): 3- 4.

[ 8] 金天翮.女钟界 [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4.

(责任编辑:骆晓会 )

54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第 1期 (总第 6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