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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中国妇女参政运动兴起探析

张　军　亭

[摘　要] 清末民初 ,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动 ,开始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这

种近代化的转型不仅体现在政治变革层面 ,同样也体现在妇女解放方面。中国真正完全意义

上的妇女参政运动应始于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 。这个时期兴起了以实现男女平权 、争取妇

女参政为主要目的的妇女参政运动 。同时 ,因为处在辛亥革命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这一运

动注定打下深深的时代烙印。这种烙印也一直影响着中国以后的妇女参政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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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解放的程度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在封建社会 ,中国妇女长期受政权 、族权 、神权 、夫权

四种权力的支配与禁锢。清末民初 ,中国社会处于不断解体和重新整合时期 ,妇女地位也剧烈变动 。直

至 20世纪末 ,妇女参政问题日益受到修史者的重视 ,但总体而言 ,存在着两个偏向:一是在研究对象上 ,

比较侧重微观研究 ,把研究范围限制在缠足等风俗习惯上;二是在研究方法上 ,以个案研究为主 ,忽视群

体视角 ,很少去恢复当事者的声音 。本文试就对 1901—1912 年的妇女参政运动做一个考察 ,希望能对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有所裨益 。

一 、妇女参政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一)革命与改良 ———社会进一步开放

甲午战后 ,中国社会危机空前严重 ,历经庚子之役后 ,中国先进分子发起了维新运动和革命活动 ,为

妇女解放提供了历史大环境。清末新政使清朝的权威资源彻底丧失 ,失去了对转型时期社会的整合力

和控制力 。与此同时 ,小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却如火如荼 ,社会进一步开放 ,使得妇女解放作为近代化

的内容之一为社会接受 ,这就客观上为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二)西学东渐的影响

自鸦片战争后 ,西方思想就不断传入中国 ,对中国社会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

自由 、民主 、博爱的思想 ,戊戌维新在思想界掀起了第一次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高潮 ,使 20世纪初的

中国民主思潮勃兴。庚子之役使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念发生彻底转变 ,西方女权思想进一步传入中国 ,并

为中国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西学东渐为中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提供了一整套理论武器。

(三)妇女观念的变化

20世纪初 ,中国“天朝上国”的迷梦被彻底打破 ,开始认识到现代化潮流的不可抗拒性 ,儒家文化的

主导地位也随着剧烈的社会动荡与变迁受到挑战 。在文化界 ,也开始以怀疑态度来审视中国 ,中国封建

社会的妇女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凸显出来 ,必然遭到先进分子的猛烈抨击。太平天国运动就曾提出了妇

女解放思想 ,到维新时期 ,妇女解放思想成为维新派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天赋人权思想的指导下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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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鲜明地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 ,构成其妇女观的核心 ,康有为 、梁启超等都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妇

女思想 ,维新运动虽以失败告终 ,但其思想影响却在社会上蔓延开来 ,孙中山也将“男女平等”作为民权

主义的内容之一 。妇女观念的变化使得妇女解放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

(四)群众基础

西方列强 、洋务派 、民族资产阶级投办的近代工业产生了中国第一批女工 ,教会和自办女学堂培养

了初步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新型女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成为妇女参政运动的群众基础。

二 、妇女社会参与意识和行动

1911年 10月 10日 ,辛亥革命爆发 ,为妇女运动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内容。此后 ,各种妇女团体如雨

后春笋 ,以团体的形式强烈要求参军 、参政 、实现男女平等 ,热情进行救护 、募捐等活动 。参加活动的成

员 ,以知识妇女为主体 ,还有贵夫人和下层的妇女 。她们的活动领域几乎遍布全国 。据现有资料统计 ,

1911年 10月 10日到 1913年底全国共组织了 58个妇女团体 。这些妇女团体主要由三部分人发起:一

是留日归来的女学生 ,如唐群英 、林宗素 、吴木兰 、张汉英等;二是国内女校毕业的学生 ,如薛素贞 、尹维

峻 、吴淑卿等;三是贵夫人 ,如吴廷芳夫人 、程德全夫人[ 1]
(第 113 页)。这个时期涌现出如此多的妇女团

体 ,除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提供的条件外 ,主要是在民主潮流的推动下 ,她们自始至终将妇女自身解放

与民族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日益高涨 ,广大妇女深知国家兴亡 、匹夫与匹妇皆有

责 ,纷纷冲破家庭和社会的阻力 ,走出家门 、校门 ,积极参加了当时的反帝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运

动 ,提升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内涵 ,从而在辛亥革命前后 ,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参与革命和要求参

政的运动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妇女从军支持革命

武昌起义前后 ,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的鼓动下 ,许多妇女认为做女英雄女豪杰冲锋陷阵是最光荣最有

效最爱国最能体现男女平等的举动 。一时之间 ,妇女军队风起云涌 ,有女子革命军 、女子北伐队 、女子军

事团 、女子尚武会 、女子先锋队 、女子暗杀团 、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总之名目繁多。其中 ,以上海地

区为最多 ,影响亦最大。

女子北伐光复军成立于 1911年 11月 ,由上海女子先锋队队长陈婉衍担任管带 ,陈不负众望 ,为提

高军事战斗力 ,还开办军事学堂 ,对之进行军事课程的教育。后从中挑出 50 人 ,成立非常有名的“女子

敢死队” ,参加了攻打金陵的战斗 ,并且“勇猛异常 ,一洗柔弱之习” ,虽是“纤弱妇女之身 ,有慷慨兴师之

志” 。在上海浙江等革命活动重要地区 ,同盟会 、光复会的女会员积极响应革命 ,表现十分活跃 。光复会

员尹锐志 、尹维峻姐妹主办锐峻学社作为联络光复会员起义的机关 ,曾参加攻打上海警察局的战斗和杭

州起义的策划工作。浙江光复后 ,尹氏姐妹又联合林宗雪等组织了浙江女子国民军 。在光复南京时 ,陈

婉衍等组织的女子光复军参加了后勤和医疗救护工作。上海女子军事团训练两个月以后 ,奉陆军部调

遣到达南京。女子尚武会“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 ,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以练习

武学 、扶助民国”为宗旨
[ 2]
(第 598 页)。上海女子民国军为能开赴前线作战 ,再三请求允许 ,大有不达目

的不罢休之势。

革命女志士中亦有反对妇女参军的 ,她们认为男女毕竟在生理上有差别 ,妇女更适合后勤护理等工

作。持这种观点的妇女面对革命的轰轰烈烈 ,也不甘示弱。

有“女梁启超”之称的广东女医生张竹君 ,在武昌起义后组建赤十字会 ,队员 123人中有女性 54人 ,

奔赴前线转战汉宁 ,救死扶伤 ,仅武汉一地 ,救护受伤战士 1 300余人 ,到南京后 ,又有千余人得到救护。

赤十字会的行为受到社会好评 ,同时也带动了其它救护团体的产生 ,如同盟会会员张汉英 、唐群英等组

织的女子后援会北伐军政救济队 ,随同北伐战士转战南北 ,救护了很多伤兵。另外 ,还有沈仲礼的红十

字会 、俞凤宝的学界救伤社等都积极救助了革命战士。

而当革命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时 ,她们又成立了女界协赞会 、女界共和协济会 、音乐协助会 、售物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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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会等各种募捐团体 ,为革命筹集款项 。其中 ,由张昭汉领导的“女界协赞会” ,募得捐款 2万元 ,受到孙

中山的亲自接见 。广州岭南学堂成立的筹饷队 ,通过各种方式 ,得到捐款 5万多元 ,金银首饰 84件 。此

外 ,还有很多个人捐助 , 秋瑾为筹集大通学堂的活动资金 ,回湖南夫家征得几千两银子 ,令人称奇。对

此 ,上海都督陈其美赞扬其“深明大义 ,热心爱国”[ 3](第 58-66 页)。孙中山更是对女界的爱国热情给予高

度评价:“女界多才 ,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 ,已与各省志士媲美。至若勇往从戎 ,同仇北伐 ,或

投身赤十字会 ,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 ,鼓吹舆论 ,振起国民精神 ,更彰彰在人耳目。”[ 4](第 63 页)

(二)妇女参与反帝活动

庚子之役后 ,中国国势日衰 ,边疆危机频频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 ,知识妇女在当时的妇女报刊上 ,发

表大量痛斥列强侵略 、感叹国家衰弱以及怒讨清廷腐朽无能的文章 ,以唤醒民众 ,吸引更多的人到反帝

爱国运动中来。秋瑾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1904年 5月 ,为寻求救国真理 ,东渡日本 ,同年 9月在

日本发行《白话报》 ,深刻剖析中国面临的危机 ,激起国人的爱国心。回国后又创办《中国女报》 ,大力宣

扬爱国主义。同时期的进步女性也发出了“普天下拼命齐心 ,早整戎行 ,各守疆宇 ,智者运筹 ,勇者任

劳”
[ 5]
(第 48页)的铿锵誓言。

妇女参加大规模的爱国运动 ,始于 1901 年的拒俄运动。1901年 2月 ,沙俄向清政府提出独霸东

北 ,并把蒙古 、新疆 、华北划为其势力范围的要求 ,这一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 ,国内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 ,妇女也参与其中。3月 24日 ,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集会 ,青年妇女薛锦琴愤然登

台演说 ,呼吁四万万人齐心协力 ,以国事为己任 ,成为妇女中公开演讲的第一人 ,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

响。后来 ,爱国妇女在宗孟女学堂内设立对俄同志女会 ,她们甚至做好武力拒俄的准备 ,该会议长郑素

伊表示以丰厚家产寻爱国之士暗杀沙俄当权人物 。

到 1903年 ,拒俄运动达到高潮 ,留日女生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女爱国留学生团体 ———共爱会 。该会

宗旨为:“以拯救二万万之妇女 ,复其固有之特权 ,使之各具国家之思想 ,以得自尽女国民之天职为宗

旨。”这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由妇女撰写的争取男女平权的女权宣言 。为动员留日女生参加反俄运

动 ,林宗素 、胡彬 、王莲 、曹汝锦等人组织赤十字会 ,随义勇队奔赴祖国东北 ,准备与俄军决一死战
[ 6]
(第

48 页),还电告上海各女学堂 ,称:“国祸急 ,女学生入赤十字会 ,同义勇军北征 ,告女校协助。”
[ 7]
(第 58页)

后因日本政府的干涉 ,才被迫停止了拒俄运动 。

1905年 ,上海商界反对美国强迫清政府签定虐待华工条约 ,由此开始了反美拒约运动 ,妇女又一次

积极参与 。丁初我在《妇女社会之对付华工禁约》中号召中国妇女联合起来 ,拒绝美货 。《女子世界》等

很多妇女报刊都要求国民抵制美货 。

(三)妇女参政运动

清末 ,妇女同男子一样有参政权是女权思想的重要内容 。随着女学的兴起和女权思潮的勃兴 ,人们

逐渐认识到妇女应具有国民资格 ,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在武昌起义后 ,女知识分子为了在政治上实现

“男女平权” ,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妇女参政运动。这场运动以“中华民国妇女参政同盟会”的成立为

标志 ,影响深远 。

中华民国成立后 ,广大妇女对新政府充满信心 ,那些女界英杰像唐群英 、张汉英等立即四处联络女

界同志 ,纷纷将以前用于军事活动的团体改成参政团体 ,发宣言 、办报纸 、上书 、请愿……发起了这场要

求妇女参政 、争取妇女自身解放的运动 。这场运动大致从 1911年 11月始到 1912年 11月结束 ,为方便

叙述 ,可以 1912年 4月孙中山辞职为分界点 ,将之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1年 11月 —1912年 4月。

1911年 11月 ,福建女同盟会员林宗素在上海成立“女子参政同志会” ,目的在于“普及女子之政治 、

学识 ,养成女子政治能力 ,期得完全参政权”[ 8](第 55页)。为此 ,她们改良妇女教育法 ,设立参政研究所 ,

聘请专业人士讲解政法知识 ,为参政做好充分的知识层面的准备 。

1912年 1月 5日 ,林即作为代表去面见孙中山 ,表达了妇女参政的要求。孙中山予以支持 ,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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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原应一例平等参政” ,使妇女界备受鼓舞 。但后因新政府内保守派的阻挠 ,孙中山被迫收回诺言 ,

由“女子参政同志会”发起的第一次请愿终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 ,妇女的参政热情并未因此而减退。1912年 2月 ,南京临时参议院开始讨论制定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 ,各妇女团体又先后上书参议院 ,要求将“女子与男子权利一律平等 ,女子有参政权”等条文写入

临时约法 。然而 ,由于当时参议院是由各省都督选派而来 ,里面保守派居多 ,所以妇女参政的要求再次

遭否决。尽管如此 , 4月 1日 ,南京临时参议院公布的约法中仍明文规定:“中华民国之男子 ,年龄满 25

岁以上者 ,得为参议员”。之后 ,同情妇女运动的孙中山辞职 ,袁世凯上台 ,妇女参政运动暂告一段落。

第二阶段:1912年 4月 —1912年 11月。

女界并未因阻力的增大而有所退缩。为进一步联合妇女界 ,1912年 4月 8日 , “女子参政同盟会”

在南京成立 ,唐群英为会长。她们在向全国发布的宣言中 ,通过了“实行男女权利平等”等 11条政纲 ,并

历数中国妇女在社会 、教育 、财产 、法律等方面的不平等地位 ,字字血泪 ,成为一篇妇女解放的战斗檄文 ,

为表决心 ,她们致电各省都督:“对南京临时参议院所布之约法 ,我女界决不承认。”
[ 9]
(第 36 页)随后在各

省建立分会 ,其中上海 、北京 、长沙 、武昌 、苏州 、杭州等地的分会影响很大 ,妇女参政运动正式推向全国。

广东临时参议院还出现了李佩兰 、伦耀华等几名女议员 。

然而 , 1912年 8月 25日同盟会改名为国民党后 ,形势再度危急 ,竟将同盟会中原有的“主张男女平

权”这一内容删除 ,妇女参政权不仅在国家法律中得不到承认 ,而且在革命党的党纲中也被废除 ,这不能

不视为参政运动的一大倒退。1912年 11月 6日 ,参议院再次审议妇女参政的议案 ,结果又遭否决 ,轰

动一时的妇女参政运动终以失败告终。

民初妇女参政运动是她们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目的和要求 ,也是 20世纪初妇女运动最后一个

浪潮 。比起以前 ,无疑达到了当时女权运动的高峰 。不久 ,袁世凯建立起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封建逆

流泛滥 , “妇女解放”的口号再无人提起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参政运动就此告终。

三 、结　论

20世纪初 ,在中国历史上掀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 ,可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

场惊天动地的活剧 ,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一幅生动画面 ,影响深远 ,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一)呈现出男性化的特征

虽然说女知识分子群体的涌现是 20世纪初妇女运动的突出特征 ,但这仍改变不了从总体上男性占

主导地位的局面 。无论在思想宣传 ,还是在运动的领导和策划上 ,都体现了斗争主体的男性化 ,后起的

从军参政高潮 ,虽以女性为主体 ,但也是在男性的宣传下才得以产生 。陈以益创办女报 ,写女论 ,为妇女

解放大造舆论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不论在思想上 ,还是在实际行动中 ,都起主导作用。

综观这场妇女运动 ,男性是开路先锋 ,妇女基本上是追随者和被解放的客体 ,男性化特征非常明显。

这一方面是由于几千年“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 ,严重禁锢了妇女自身解放的意识;另一方面 ,即使

到了 20世纪初 ,中国妇女始终不能进入社会生产领域 ,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 ,所以只能处于被解放的客

体地位。这种男性化特征促进了妇女参政运动的发展 ,唤醒了更多妇女的自我解放意识 ,但其负面影响

也是明显的 ,以男性为领导主体 ,使得其组织纲领都服从于男性需要 ,没有产生明确的自我解放意识和

独立意识 ,以致于丧失了妇女的主体地位 ,成为被解放的客体。

(二)妇女运动的社会革命性

20世纪初的中国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日益严重 ,革命活动风起云涌 ,民族矛盾远比两性矛盾

尖锐 ,处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的妇女运动自然会融入到反帝爱国的主流意识中去 ,从而表现出与西方

女权运动完全不同的特点 ,具有明显的社会革命性 。这不仅体现在革命期间 , “一国兴亡 ,匹妇也肩责

任”成为先进妇女的口号 ,普遍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 ,对国家和民族存亡有着强烈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 。但是 ,由于其植根于社会革命 ,是民族 、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也就必然服从民族 、民主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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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局 ,缺乏独立性。这也注定了其与生俱来的先天不足 ,对国家命运关注过多 ,而相对淡化了对以男性

为中心的性别制度的批判 ,而后者才是女权运动的核心内容 。也就是说 ,从一开始 ,中国妇女参政运动

就偏离了女权运动的真正轨道 ,形成了自己重义务 、轻权利 、女性意识淡薄的特点。

虽然这场妇女参政运动轰轰烈烈 ,毕竟作为开天辟地之举 ,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缺陷:比如

影响深度和规模有限 ,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社会影响面较窄 ,其政治主张粗浅而略显幼稚;从参与的

女性群体而言 ,从来没有突破资产阶级上层的范围 ,严重脱离广大劳动妇女阶层 。凡此种种说明中国长

期形成的“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 ,要想完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改造 ,非一夕之力 ,另一方面 ,也

表明中国妇女运动有待进一步深化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 ,妇女参政运动为推翻清政府作出了可贵的

贡献 ,同时为后来的妇女运动开辟了一条道路 ,并为五四时期妇女运动高潮的来临奠定了基础 。

总之 ,这场妇女参政运动显示了中国妇女的觉醒和力量 ,无论在辛亥革命或妇女解放史上 ,都揭开

了崭新的一页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它既是中国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中国

近代化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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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arly 20th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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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 it happened a huge change of Chinese

socie ty.It started t ransfo rmation f rom tradit ional so ciety to modern society .It not only embodied

po li tical change but also w omen liberation movement.The beginning of w omen liberation started f rom

the period of modernization movement.The real movement of Chinese w omen' s par ticipation in

po li tics started f rom 1911 Revo lution o f 20th century.During this period , it s main purpo se is sexual

equality and the right of participation in polit ical af fairs.At the same time , i t w as stamped wi th t ime

due to the special backg round of 1911 Revolution.This stamp keeps inf luencing the later movement of

Chine se w omen' s par ticipation in polit ics.

Key words:women liberation;part icipate in political af fairs movement ;social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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