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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以清季知識女性為研究對象，分析其「女性觀」的演進。「知識女性」為清季出現的新

興群體，其身份角色多樣，包括女文人、革命家、教育家、報人及醫護人員等。她們出身於傳

統的書香門第，接受傳統的閨秀教育，其後受到西方思潮的洗禮，再加上留學的影響，使她們

的思想有別於傳統的「閨秀才女」，可說是帶有現代思想的「新女性」。她們身處清末民初的歷

史轉折，有機會掙脫傳統相夫教子的閨閣局限，得以涉足公共領域，開展個人的事業，更積極

參與政治及社會事務，推動女性權益，其「女性觀」可謂對後世影響深遠。

清季知識女性身處社會文化的轉型階段，故論者多將討論焦點放在其如何接受新文化、新

思潮之上，並將她們簡單界定為「新女性」。此外，不少論者亦將清季以前的「傳統閨秀」及民

國以後的現代「新女性」截然二分，以為兩者的「女性觀」呈現割裂、對立的關係。因此，歷

來的研究多著眼於這群知識女性對民初女性解放運動的影響，而較少分析其傳統文化的思想淵

源。筆者以為，這群處身於新舊時代交替的知識女性，她們的「女性觀」當然有「啟後」的影響

與貢獻，但亦不應忽略其「承前」的思想淵源。

清季知識女性處身於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之中，她們身兼中西之學，一方面繼承前代閨秀的

「性別不平」與「閨閣遺恨」，使她們得以用質疑的態度面對傳統「男尊女卑」「男外女內」的性

別觀；另一方面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使她們更著力批判傳統文化，以建立獨立自主的新

時代女性典範。她們出身於傳統的書香門第，在傳統文化之中浸沉成長，此雖然是她們得以躋

身知識精英階層的憑藉，但另一方面  又無可避免地成為她們前進改革的包袱。她們努力推動女

性改革，  又在傳統思想的桎梏下，於擺脫由父權操控的婚姻家庭時，倍覺舉步維艱。對於挑戰

根深蒂固的父權結構，她們更顯得力不從心，左支右絀，可見作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過渡人」，

其處境實在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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