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迎来新高潮，各类妇女报刊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通过文

字构建各自的理想。文章以五四时期在天津妇女运动中具有代表性的报纸—《妇女日报》

为例，探析五四时期报纸、杂志对“新女性”的话语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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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对于女性角色的自我怀疑和自我解构是迈向妇

女解放的第一步。中国传统的妇女角色是在儒家思想和

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的。《易·系辞传》载：“天尊

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健也，坤顺也，

乾刚坤柔。”在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的约束下，

女性一直作为一种男权的附属品而存在，女性是男性的

“贤内助”，是延续香火的载体，是贞洁的“殉道者”，却

唯独不是她们自己 [1]。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中，贯穿女

性身份的是“工具性”而非人性，是压迫而非尊重。所

谓“新女性”就是与传统的女性角色区分开来，是女性

挣脱束缚、意识觉醒的体现之一。

一、 五四时期“新女性”的提出

五四时期（1915—1927 年）报纸、杂志的发展与壮

大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的变迁与国民思想的转变，同时引

导见证了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当时，各类报纸、

杂志多达 150 余种，其中女性相关的报刊有 20 余种，如

《妇女评论》《妇女声》《女星》《妇女日报》等 [2]，反映出

社会先觉者对女性问题的重视以及女性自身求解放的高

涨热情。在研究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的文献中，“新女性”

一词被频繁提及。在中国，“新女性”这一词汇最早“诞

生于 1923 年，一般被认为是针对于传统思想、旧理论观

念、旧道德的传统妇女而言的。”[3] 但是“新女性”的内

涵并没有得到公认的统一定义。在文学作品中，“新女性”

的形象往往以“出走”的“娜拉”作为代表，象征着对

个性解放、自由与幸福的追求。由于五四时期新旧文化

的冲突明显，人们对新旧文化的定义与接受度各不相同，

因此在各大妇女报刊中对“新女性”形象的构造也有所

不同。笔者以全国第一个由女性主办的报刊《妇女日报》

为例，探析五四时期对“新女性”的话语建构。

二、 《妇女日报》对女性解放的话语建构途径

( 一 ) 批判—传统妇女身份的解构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开放先进的西方思想如洪

流般涌进中国社会，给封建思想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尤

其是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

专制制度被推翻，“四书”“五经”的合法地位被质疑，

儒家思想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男女平权的西方思想

打开了女性尘封已久的精神世界，女性身上的束缚松动

了，为传统妇女身份的解构迎来了新的契机。

批判是加速传统妇女身份解构的重要途径，也是重

塑前的必要一步。《妇女日报》以批判文学为武器从社会

现象到社会制度，由浅入深地击碎压迫女性的“谎言”。

例如，《女星》第四十四期《呜呼节凛冰霜》一文中对妻

子殉情，新闻发文表彰其“节凛冰霜”一事批判道：“妻

子殉夫本是件触乎个人爱情的事，我们是无法阻止的，

但中国却对于这些率偏多方奖励，以致有许多本不愿殉

夫的也为了这点无味的奖励而自杀，这不就拿着一把杀

人的刀对女子说‘你如自杀，我给你立个牌坊，表扬你

节烈。’这不是死的杀人即是什么？”[4] 对立贞节牌坊

的批判，揭开了所谓伦理纲常的遮羞布。夫妻殉情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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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贞烈本没有直接关系，为情殉夫是个人选择，而将

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是用道德绑架女性甚至是迫害女性，

贞节牌坊不是女子的光荣匾而是葬送无辜生命的坟墓。

掩盖在歌功颂德的粉饰下的是吃人的礼教。这种对现象

的批判简明易懂，即使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妇女也能有所

领悟。

作为五四时期的报纸，《妇女日报》深受马克思主义

的影响。相比于五四时期之前的报刊，《妇女日报》更注

重将妇女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问题结合在一起。五四运

动之前的妇女解放运动主要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表资

产阶级上层知识妇女的利益，其特点是不触及现存的社

会制度，只是对具体的妇女问题进行渐进的改良，仅停

留于关注现象的改善，没有认识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和

实质，因此不能真正实现妇女解放 [5]。五四运动后，马克

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达到高潮，《妇女日报》的领导者大

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和方法来看待和解决妇女问题。邓颖超、刘清扬、李峙

山等早期共产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运用阶级观点来引

导妇女认识妇女问题的实质。例如，在废娼问题上，《废

娼运动和资本主义》一文写道：“娼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

产物……在资本制度之下，卖淫成了社会的台柱。热烈

的社会运动者呀！我们同来推翻了资本制度再谈谈废娼

吧！”[4] 这篇文章，就是将妇女问题的社会现象通过阶级

分析法，揭示了其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根源所在，从批

判现象上升到了批判制度。同时，《妇女日报》对资本主

义制度的批判更多集中于新兴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的矛

盾，工人本就受到资本家的压迫，而作为刚刚脱离家庭

参与职业劳动的女性工人来说压迫更甚，在《妇女运动漫

谈》的开头就写道：“世间最不自由，最痛苦的，便是女工。

伊们在生理上受到生育月经的痛苦，在家庭里受翁姑丈夫

的虐待，在工厂里受到资本家的压制，而在社会上又要

受到侮辱、轻视、引诱、欺骗……意外的苦恼。”[4]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是《妇女日报》

的特色，也是《妇女日报》的武器。《妇女日报》关注底

层女工的生活状况，批判压榨女工的资本家，并积极声

援女工运动，用批判的声音表达妇女的不满，团结无产

阶级妇女的力量。

( 二 ) 示范—“新女性”角色的塑造

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发展，对妇女的约束也越来越

严苛，形成了男尊女卑的尊卑观、“相夫教子”的家庭观、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嫁观、“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女学观。传统女性身份的解构是“破”的一步，重塑

女性角色则是通过“立”，用新思想、新规范覆盖旧思想、

旧规范对女性长期以来的影响，进一步解放女性的思想。

《妇女日报》主要通过话语示范和实例示范两种方式，

来发挥报刊对新女性角色的塑造作用。话语示范即主要

用直接的论述来陈述观点，摆明立场。例如，在女性解

放的首要问题—男女尊卑问题上，《妇女日报》有独到

的见解。副刊《女星》第二期《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

写道：“同时与被压迫的男子携手，以革命的方式，打破

一切旧制度，旧礼教，及有掠夺性质的主义与不平等的

组织。将社会立在一个使全人类—无论男女—都在

平等线上的基础上。这样，女子不解放自解放，并且不

仅女子解放，被压迫的男子亦同时解放！女权运动的姊

妹们啊！不要专作那资产阶级的‘女权’运动吧！”[4] 这

是一段作者对读者的呼告，简洁明了地表达了作者的立

场—被压迫的男女联合起来共同追求解放。相对于其

他妇女报刊要求推翻男权，泾渭分明划分男女阵营不同，

《妇女日报》中对于男女地位问题的论述多数为要求男女

平权，对于激烈的反对男子的文章只有极少数。《妇女解

放的根本问题》中的男女合作思想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十

分先进，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并不是一件情理之外

的事。《妇女日报》的许多作者在五四运动中受到马克思

主义影响的同时，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思想，

他们跳脱出男女对立的局限，从全人类解放的高度将女

子塑造为男子解放运动中平等合作的“战友”。

纵观《妇女日报》文章可以得见，《妇女日报》想要

塑造的女性形象是要在思想上自由、在实践上活跃，能够

实现自我价值并且展现社会价值的女性。通过话语示范

能够为女性灌输先进的思想，但是在实践活动方面，话

语示范力有不逮。女性被困于家庭已久，活动性几近丧失，

让女子走出家庭固然是对女性的一种解放，然而这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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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女子需要走出舒适圈，去面临未知的风浪。这样的

恐惧心理是无法用言语轻易打动的，因而在社会实践方

面，《妇女日报》也大量使用实例示范。例如，在《活动

性与妇女》一文中，作者为了打破女子活动性弱于男子

的固有观念，举了作者邻村一个三四十岁的寡妇乔老婆，

种田、挑水、饲猪、烹饪、提携儿女、银钱交易能够一

手包办，还有邻村的祥甫老婆精明能干，把儿子送去留

学的实例来证明女子的活动性。心理学上有迁移效应的

说法，所谓实例示范就是利用迁移效应，来增强妇女的

自信心和勇气。

( 三 ) 动员—情感向力量的转化

历史是群众活动的合集，而非少数人的登台表演，

只有最广泛地调动群众参与其中才能推动历史的车轮滚

滚前行。群众的思想觉悟离不开“动员”，诉苦即动员的

前奏，单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即为向他人诉说自身的苦难，

这在土地改革时期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味：“诉说自己

被阶级敌人迫害、剥削的历史，因而激起别人的阶级仇恨，

同时也坚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叫做‘诉苦’”[4]。诉

苦不再是简单的诉说苦难的意思，它还是中国共产党动

员劳动群众投身革命运动的手段之一。

事实上，诉苦作为一种情感动员方式早在五四新文

化运动时期就有了具体应用。《妇女日报》以社会琐闻的

形式将五四时期深受迫害的妇女故事刊登于世。其中多

为女性代表主动诉苦，为其他妇女敢于诉苦提供了可靠

的现实环境和良好的舆论环境。不同于土地改革时期的

诉苦，五四时期《妇女日报》中的诉苦针对的并非仅仅

是农民群体，它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的妇女群体以及部分

同情妇女遭遇并愿意帮助妇女脱离旧礼制摧残的进步男

性。尽管《妇女日报》诉苦动员的对象包含男性群体，

但不同于《妇女杂志》和《新女性》中多突出男性意识

和男性特征，《妇女日报》始终坚持将妇女作为诉苦核心，

描绘女性中心观下的妇女形象，以动员广大妇女群体为

主要目标 [6]。

直面现实—引发情感共鸣

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向警予曾提到女性在政

治社会参与上缺乏“政治的常识”和“社会的关心”，但

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不具备自我意识和家国意识。相反，

女性内心敏感且情绪丰富，只是现实的压迫使她们展现

出一种麻木的情态 [7]。《妇女日报》将女性受压迫的残酷

现实以各种形式血淋淋地呈现在文字上，诉苦情、同苦感，

激起广大女性的悲愤与痛苦，以情感为动力，推动妇女

自觉进行革命。

例如，《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

一文以女性为第一人称控诉着女子在大家庭生活下被兄

嫂支配，没有人身、婚嫁自由，也无法外出读书的悲惨

生活。再如，在《张嗣婧传》中，邓颖超向读者转述了

一位女星社的知识女性，在压迫下无奈辍学，接受了包

办婚姻后在丈夫、公婆的迫害下成为生育工具，含恨而

终的惨剧。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述绝非是个例，甚至

存在比她们的境遇更加悲惨的妇女。当《妇女日报》将

她们的凄苦人生公之于世，那些同处于压迫中的女子是

否还能自欺欺人地任人鱼肉？《妇女日报》的主要撰稿

人几乎都是女性，她们最清楚女性的痛点，也最擅长用

女性的立场、女性的思维、女性的情感动员被奴役的女

子站起来进行反抗。

循循善诱—引导阶级导向

尽管五四时期《新女性》同样以征文诉苦的方式从

文化方面讨论妇女问题，启蒙了部分妇女，但其单从理

论层面出发而缺少现实指导，最终导致废刊收场。《妇女

日报》并没有只是无谓地堆砌妇女的反抗仇恨之情，而

是合理地指明了妇女情绪的宣泄口，找到摧残妇女的根

本源头，清楚点明了妇女解放的方向。

《妇女日报》通过讲苦理、挖苦源，引导妇女透过现

象看本质，分清敌人，明确立场。与改良主义保守的《北

京女报》不同，《妇女日报》极具革命性，它立场坚定地

反对封建礼教和资产阶级。例如，《孔子是女子的敌人》

一文愤怒地批判道：“孔子的确是女子的敌人哪！……那

么我们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一定先打破一般人对孔

子的崇拜。”[4] 同时强调资产阶级是导致妇女无法进入社

会的元凶之一，是妇女堕落、娼妓风行的阶级根源，提

出“只要协同无产阶级的劳动者，把有产阶级推倒，打

破私有财产制度，其余一切问题，就可以无形消灭”。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

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

物质力量。”[8]《妇女日报》通过诉苦这一步骤使妇女积

蓄了充足的内驱力，为其付诸行动、促进现实转化储备

了情感动能，所有激昂的文字最后都导向现实。妇女从

思想解放走向参与革命，在民族运动上要打倒军阀，推

翻帝国主义；在工人运动上，要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

级，实现劳动解放。只有全人类得到解放，妇女才能得

到真正的解放。

三、 对“新女性”话语建构的评价与影响

( 一 ) 对女性观念的影响

五四时期后的报纸、杂志对妇女的观念转变有着很

大的影响。在婚姻观念和家庭观念方面，越来越多的女

经验交流 2022 年第 5 期

206



性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走出来，由“男尊女卑”“夫为

妻天”的观念转变为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观念，

女子开始拒绝盲婚哑嫁，追求自由恋爱。同时，五四时

期后的报纸、杂志提倡新式婚礼，批判封建婚俗陋习。

许多青年男女在当时选择举办新式婚礼，如天津的徐公

勉和黄剑秋的新式婚礼就轰动一时。在教育问题上，从

过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转变为女子要接受教

育，要学习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女性教育问题。

1915 年，圣功女校学生已经增加到 80 余人；五四运动后，

天津的高等院校也开始招收女学生，南开大学就招收了

女学生 23 名。在经济独立的问题上，女子的“在家从

父，出嫁从夫”的思想观念转变为要自力更生、经济独

立的观念。许多女性离开家庭，走进社会，谋求职业发

展，在各行各业都能看到女性的身影。以天津为例，据

统计，在 1916 年，女工的数量增至 3515 人，占工人总

数的 8.2%；到 1926 年，从商的女性增加到 8868 人，占

该行业的 7.73%；到 1924 年，从事服务业的女性人数增

加到 17779 人，占该职业的 45.82%[9]。女性还可以参与政

府事务，教育行业、医疗行业、文学和艺术行业在五四

运动之后都出现了女性的身影。

( 二 ) 对《妇女日报》“新女性”形象建构的评价

五四时期是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女权

主义者致力于通过报纸、杂志等塑造“新女性”形象，

解除传统妇女角色对女性的束缚。与此同时，新旧文化

的激烈碰撞致使女权主义者内部对“新女性”的定义不

尽相同，因此各报纸、杂志对“新女性”的塑造也各具

特色。《妇女日报》作为全国第一个由女性主办的日报在

天津乃至全国都具有历史意义。《妇女日报》的主编者大

多是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早期共产党人，因此《妇女

日报》对“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带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

特色。与改良主义保守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妇女报刊

不同，《妇女日报》建构的“新女性”具有强烈的革命性，

她们立场坚定地反对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制度，关心同

情无产阶级的劳动妇女。然而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早期

成果，《妇女日报》对妇女运动的理解和方向还未形成

系统化认识，具有全人类解放视域的作者较少，还有部

分作者局限于狭义的妇女运动。除此之外，《妇女日报》

由于时代原因生存状况艰难，仅仅存在了九个月，因而

对“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并不完全。但是《妇女日报》

作为中国沉沉女界报晓的第一声，在对天津女性的自主

意识觉醒，乃至对全国妇女运动的方向探索方面都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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