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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ញ統: 《女៕》ᙌ小ᇥ的「፣女」形ຝᆶ女性啟

ᆾᢀ（1912-1931） 

攮彩厵 
楁㷗中文大學 

 

ᄔ 要 

 

清末民初，คፕ是中國本土知分子ᗋ是來佈ၰ的教士，都ම大行事，

配合其改良ᆶ啟ᆾ的၂。女Ꮲ問ᚒ更是各家表陳思གྷ主張、ว表ፕᏯ的重要

域。ฅ而，推行女Ꮲ之女性教士的者角色，以及女ൔ之於事的作用，

此兩問ᚒჴ 有特殊ཀက，未得充分研究。由ቶᏢ出版的《女៕》，是

主ጓ亮 月（MLVV LaXUa M.WKLWH，1867-1937）ឍว其女Ꮲ主張的重要陣地，
通ၸ帶ሦ《女៕》者在ᙌ文本中ᐋ立「፣女」形ຝ，亮月၂კឍว自己

ᐱ到的女性啟ᆾᢀ，固值得研究。 

本文ᆫข亮月任㚵《女៕》「ᇥ部」、「小ᇥ」ឯ目中的ᙌ文本，ჹ上

述「፣女」形ຝ在ᙌၸำ中的形༟作出初探。首先考ჸ《女៕》ว行ᐒᄬቶᏢ

的ബ刊初衷，ჹ比ᘜឦ於同一文人圈的林知ᆶ亮月在女性ᢀ念上的異

同；其次梳理《女៕》中的「፣女」形ຝᅌ地在文本中浮出的ၸำ；接

ᆫข取材自伯奈特（FUaQcHV HRdJVRQ BXUQHWW, 1849-1924）ᆶ丁尼生（AOIUHd 
THQQ\VRQ, 1809-1892）作品的作，分別細᠐「፣女」相ᜢ本中ᡉ現的「仁」、
「貞」、「修身」三個統ཷ念，通ၸ考ჸ本的人物༟造、情ᎎ設及敘事基

ፓ，探討《女៕》者如何在ᙌ中召െ統思གྷၗྍ，ᙦᅈ「፣女」形ຝ的。

為ፕ述ᝄ密起見，本文分析以可 ჴ原文的ᙌ文本為主，從文本ჹྣ中ඔኒ

者思ᆢ。 

 

 

ᜢᗖຒ:《女៕》、ᙌ小ᇥ、性別၉ᇟ、教士、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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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terpreting Inherited Values: Translating 
³The Virtuous Woman´ in A Woman¶s 

Messenger (1912-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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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VWUacW 
 

TUaQVOaWLRQ, LQ CKLQa aW WKH WXUQ RI WKH WZHQWLHWK cHQWXU\, KaV bHHQ adRSWHd b\ 

PaQ\ CKLQHVH ORcaO LQWHOOHcWXaOV aQd PLVVLRQaULHV aV a SLYRWaO SUacWLcH WR adYRcaWH 

WKHLU UHIRUP LdHaV. TKH UROH RI ZRPHQ PLVVLRQaULHV aV WUaQVOaWRUV aQd WKHLU IHPaOH 

SHULRdLcaOV LQ WKH HaUO\ UHSXbOLcaQ SHULRd, KRZHYHU, KaYH bHHQ OaUJHO\ XQdHUVWXdLHd. 

TKH WUaQVOaWLRQV LQ WKH HaUO\ LVVXHV RI A Woman¶s Messenger (Nv Duo 女揠, 1912-

1951) PLJKW RIIHU aQ accHVV WR WKHVH NH\ LVVXHV. Nv Duo ZaV a CKULVWLaQ PRQWKO\ 

PaJa]LQH RSHUaWHd b\ a VPaOO JURXS RI APHULcaQ PLVVLRQaULHV aQd WKHLU CKLQHVH JLUO 

VWXdHQWV LQ PLVVLRQaU\ VcKRROV. EYRNLQJ WKH LPaJH RI ³[LaQQ� (WKH YLUWXRXV ZRPaQ)´ 

LQ WKHLU ZRUNV, WKH WUaQVOaWRUV cRQVWUXcWHd a QHZ W\SH RI LdHaO ZRPaQKRRd 

HPbRd\LQJ a IXVLRQ RI CRQIXcLaQ PRUaO dLVcLSOLQHV aQd WKH WUaLWV RI a PRdHUQ cLWL]HQ. 

TKH SaSHU bHJLQV ZLWK aQ LQYHVWLJaWLRQ RQ WKH KLVWRULcaO bacNdURS RI Nv Duo, 

UHYHaOLQJ KRZ MLVV LaXUa WKLWH, LWV ILUVW cKLHI HdLWRU, IRXQdHd WKH SHULRdLcaO 

ZKLOH IRUPLQJ KHU XQLTXH YLHZ RQ CKLQHVH ZRPHQ cRPSaUHd WR WKaW RI RWKHU 

LQWHOOHcWXaOV aPRQJ WKH VaPH OLWHUaWL QHWZRUN. I ZLOO WKHQ H[aPLQH KRZ WKH LPaJH 

RI ³[LaQQ� (WKH YLUWXRXV ZRPaQ)´ ZaV JUadXaOO\ VXbVWaQWLaWHd WKURXJK WUaQVOaWLRQV 

b\ MLVV LaXUa WKLWH aQd KHU CKLQHVH VWXdHQWV. TKURXJK SHUXVLQJ WKHLU ZRUN 

SULPaULO\ WUaQVOaWHd IURP FUaQcHV HRdJVRQ BXUQHWW (1849-1924) aQd AOIUHd THQQ\VRQ 

(1809-1892)¶V QRYHOV, I aUJXH WKaW WKH WUaQVOaWRUV ZHOO-cRQVWUXcWHd a W\SH RI LdHaO 

ZRPaQKRRd ZKLcK ZHQW bH\RQd WKH SUHYaOHQW SROLWLcaO aSSHaO IRU cLYLO ULJKWV. DUaZLQJ 

WKH cRQcHSWV RI ³UHQ (bHQHYROHQcH)´, ³[LaR (ILOLaO SLHW\)´, aQd ³]KHQ (cKaVWLW\)´ 

IURP CRQIXcLaQ PRUaO dLVcLSOLQHV LQ WKH WH[W, WKH WUaQVOaWRUV PaQaJHd WR UHLQWHUSUHW 

WKRVH LQKHULWHd cRdH RI HWKLcV LQ WKHLU RZQ 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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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妨 

清末民初炻中外接妠日柣炻侴國內嬲動愈䁰。忁一奨感炻不婾是晚清慵冋炻

或今日學侭炻悥有所姀庱。光䵺元年炷1874年炸李泣䪈婾海旚炻曾妨大方各國在

厗「忂商傳教炻來往冒如炻並有合䷙之勢」炻忪成「數千年來未有之嬲局」。1 史

家張䀅回望中國䘦年炻則徘清末民初䁢大㼖䘬全方位堅擊下䘬廱型時代。2 中學

冯大學、傳䴙冯嬲朑䘬斄係炻是䔞時䞍嬀分子必枰䚜朊䘬斄挝命柴。䞍嬀分子䘬

叿徘炻亦往往暨兼䓐中大䞍嬀屯㸸炻以斉清主張。在忁一側景之下炻廣佑上䘬侣

嬗既是清末民初䞍嬀分子共同䘬文本實嶸炻也是其思想斉䘤䘬方法所在炻冒有其

歷史意佑炻值得學人䳘察。 

不少䞼䨞已指出炻不婾是康有䁢、梁啟崭䁢代堐䘬中國本土䞍嬀分子炻抑或

是以李提摩太炷TLPRWK\ RLcKaUd炻1845-1919炸、林樂䞍炷YRXQJ JRKQ AOOHQ炻1836-

1907炸䁢代堐䘬新教傳教士炻悥曾大埴嬗事炻惵合其改列冯啟呁䘬嘗娎。3 於本

文侴妨炻忁些䞍嬀分子䘬另一慵天共性炻在於他們一农斄注女性啟呁炻不僅冰彎

女子學校炻亦夾女學䓇䁢推埴嬲朑䘬慵天佌橼。4 對於清末民初女學䘬䞼䨞炻固

朆前所未有炻䓂军可婒枿具基䢶。前人成果尤慵於勾勒䎮想女性形尉䘬建構炻或

斉明個別女性人䈑䘬歷史作䓐炻或描徘斄乎役䎦代女性䘬橼制和思想嬲怟。5 䃞

侴炻䚃於晚清報刊䘬嬗事炻冯女學有何斄係炻䷙在前人䞼䨞不乏提及炻卻未夳䳘

探。6 報刊嬗事和女學䘬斄係炻是催䓇本個案䞼䨞䘬主天問柴。具橼侴妨炻䫮侭

希望探妶倡導女學之女性傳教士在報刊中䘤揮䘬嬗侭奺刚炻忚侴婒明女報乃傳教

 
1 李泣䪈烉光䵺元年〈因冢䀋事嬲䯴䔓海旚折〉。廱引冒梁啟崭炻《李泣䪈傳》(北京烉中厗書局炻

2012)炻䫔六䪈。 
2 將清末民初作䁢中國典型䘬廱型䣦會,侫察其中文化思想䘬流嬲炻此思嶗援引冒 
張䀅炻〈廱型時代中國䁷托恎主佑䘬冰崟〉炻《新史學》炻䫔 14卷䫔 2期炻2003年炻枩 1-41。 
3 對李提摩太在厗出䇰事業冯官方交往䳘䭨炻可參侫李提摩太炷劙炸叿炻《奒歷晚清四十五年烉李
提摩太在厗回憶抬》李憲堂、侯林匱嬗炻天津 : 天津人民出䇰䣦炻2005䇰烊 
或李時嶽炻《李提摩太》炻北京烉中厗書局 1964年䇰。梁元䓇在其䡑士婾文〈林樂䞍在厗事業冯
《叔國公報》〉中對林樂䞍䘬在厗教做事業有娛䳘妶婾炻夳梁元䓇炻〈林樂䞍在厗事業冯《叔國公

報》〉炷䡑士婾文炸炻楁㷗 : 中文大學出䇰䣦 1978初䇰。  
4 憅對林樂䞍《全地五大洲女俗忂侫》之中女學思想䘬䞼䨞炻可參夳尹斯洋炻〈林樂䞍冯晚清教
會女學振冰²²以《叔國公報》䁢夾溆〉炻《河北廣播暣夾大學學報》䫔 21卷䫔 2期炻 
2016年炻枩 105-108。 
5 尤夳夏曉嘡《晚清文人婦女奨》炻北京: 作家出䇰䣦炻1995䇰烊《晚清女性冯役代中國》，楁㷗烉
楁㷗中和出䇰有旸公司炻2004 版烊及《晚清女子國民常嬀䘬建構》炻北京烉北京大學出䇰䣦炻2016
版。 
6 如姣 5所庱三悐婾叿炻作侭均以役代報刊䁢史料炻展䣢了大學東㻠側景下新思㼖䘬䓊䓇冯交圵炻
但侣嬗問柴並朆寫作䃎溆炻亦未單䌐嗽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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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借嬗事影枧女學䘬慵天媒介。此二天旨炻䘮有側景可循炻枰䔍䁢展徘。 

椾先炻在清末民初炻新教女教徒在厗傳教事業忼农檀峰。沱䇯戰䇕以來炻㷗

口城市次䫔攳埠炻新教徒也不斷䓙沿海向內地拓展傳教䨢攻。十九世䲨末炻來厗

新教傳教士中女性䘬數慷攳始大幅增攟。據光䵺三十年《叔國公報》披曚炻「1903 

年俞䧴教大人在東方傳忻侭䓟女 2950 人炻䓟 1233 人炻內有妻 868 人炻女之

未嫁 849 人。7 就比例侴妨炻「1876年炻來厗基䜋教女傳教士只有 407人炻占傳

教士䷥數䘬 49炽8炴烊1917年炻忁個比例已升军 61炽6炴烊埴军 1920年前後炻外

國傳教士䘬性別比例構成大䲬䁢䓟性 39炴炻女性 61炴炻䓟女比例接役 2烉3。8 也

有學侭指出炻不少來厗女性從事傳教炻是因䁢「可以在䳃亂䘬工業化䣦會中得到

安定感且奢得有意佑」。 9 女傳教士多沿多在厗傳教䘬固有模式炻冰建學堂炻叿

書彎報炻參冯中大並䓐、承前两後䘬改列大㼖。䓙此可夳炻女傳教士很可傥冯其

他䞍嬀分子一樣炻可夾作應時侴動、有所冀望䘬嬗侭佌橼。但劍假定她們冯時人

做法一农炻冯主流思想䚠和炻似乎有武斷之嫌。本文從女傳教士亮樂月炷MLVV LaXUa 

M.WKLWH炻1867-1937炸入手炻以其䶐廗䘬廣學會期刊《女揠》中䘬侣嬗小婒䁢䳈

材炻初探清末民初女傳教士䘬侣嬗有別於同時代䞍嬀分子䘬䌐䈡之嗽。 

军於女報炻晾早䁢學人斄注炻塓夾䁢役䎦代新女性佌橼之䘤㸸炻但女報䘬侣

嬗文本歖夳於䌐䩳妶婾。忁一䎦尉䘬主因有二。其一炻清末民初䘬侣嬗夷䭬多不

以原文䁢依歸炻䭨嬗、撮嬗、合嬗、䶐嬗侴來䘬文本多不勝數炻㺚入報刊時亦呈

䎦䁢各䧖橼塩和欄䚖炻柴材漸暄侴䭯幅不一。作䁢史料侴妨炻實不易歸整炻故暋

以姜媠婾徘。其二炻女報既多䁢䞍嬀分子宣導改列思想䘬䭉忻炻則後人䘬妋嬨往

往暋免受創彎人或機構䘬政治意圖所影枧炻侴慵夾刊中䵙柀性文本炻因此易忽䔍

朊尴多嬲、來㸸墯暄䘬侣嬗文本。但䫮侭娵䁢炻恰恰是忁些散於暄娴各嗽䘬侣嬗

材料炻最傥栗䣢女報及女性報人䘬思想年嶉炻亦有助勾勒出一個未䁢人嬀䘬女性

佌橼。《女揠》正是女傳教士所彎女報䘬典型炻也是侣嬗材料最䁢寸富䘬女性期

刊之一。 

本䞼䨞忂忶普中奨察亮樂月及學䓇嬗侭在「婒悐」、「小婒」䫱欄䚖䘬侣嬗小

 
7 林樂䞍䶐炻《叔國公報》炻上海烉廣學會炻1904年。 
8炷伶炸司德敷(MLOWRQ TKHRbaOd SWaXIIHU)炻《中厗歸主烉中國基䜋教事業䴙妰 1901-1920炷下
冊炸》炷TKH CKULVWLaQ OccXSaWLRQ RI CKLQa炸炻北京烉中國䣦會䥹學出䇰䣦炻1987年炻枩 1190。 
9 林伶䍓炻《婦女冯差傳: 19 世䲨伶國俾公會女傳教士在厗差傳䞼䨞》炻北京烉䣦會䥹學文䌣出
䇰䣦炻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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婒中塑忈䘬䎮想女性形尉「岊女」炻䯵此探妶《女揠》䘬䌐䈡女性啟呁奨溆。䁢

婾徘嚴密崟夳炻本文分析以可嫱實原文䘬侣嬗文本䁢主炻從文本對䄏中描摹嬗侭

思䵕。椾先炻䫮侭侫察《女揠》䘤埴機構廣學會䘬創刊初堟炻對比歸屬於同一文

人圈䘬林樂䞍冯亮樂月在女性奨念上䘬䔘同炷䫔二䭨炸。其次炻梳䎮《女揠》中

䘬「岊女」形尉在文本中浮出䘬忶䦳炷䫔三䭨炸。侴後炻䫮侭普中分析伯奈䈡炷FUaQcHV 

HRdJVRQ BXUQHWW, 1849-1924炸冯丁尼䓇炷AOIUHd THQQ\VRQ, 1809-1892炸作品䘬嬗

作炻分別䳘嬨「岊女」䚠斄嬗本中栗䎦䘬「仁」、「屆」、「修幓」三個傳䴙概念炷䫔

四军六䭨炸。忂忶侫察嬗本䘬人䈑塑忈、情䭨抒姕及敘事基婧炻探妶《女揠》嬗

侭如何在侣嬗中忳䓐傳䴙思想屯㸸炻塑忈「岊女」形尉。 

《女揠》嬗侭多次採嬗伯內䈡炷FUaQcHV HRdJVRQ BXUQHWW, 1849-1924炸和丁尼

䓇炷AOIUHd THQQ\VRQ, 1809-1892炸作品炻䚠斄嬗本會於下文娛加分析。婾文旨在

嫱明炻以亮樂月䁢代堐䘬《女揠》嬗侭佌炻忂忶小婒侣嬗構建了一䧖兼具傳䴙䈡

岒冯朑新䱦䤆䘬「岊女」形尉炻傳忼出國族主佑䘬「女傑」典䭬之外另一䧖女性

啟呁䘬可傥。 

暨天指出䘬是炻《女揠》之所以可夾作典型炻不僅因䁢創彎機構廣學會影枧力

深廣炻亦因䁢娚報刊埴䨑定且時攻極攟炻冒 1912 年創刊军 1951 年共 412 期之

久。正因《女揠》卷帙浩䷩炻本文倂䃎於亮樂月擔任䶐廗時期䘬刊䈑。䓴定忁一

時攻嶐度䘬原因在於炻亮樂月主䶐時期炻《女揠》䘬䶐廗桐格庫䁢䴙一炻也是她

普中䓊出嬗作炻在斉䘤女學主張中形成其䌐䈡啟呁娙婆䘬斄挝時期。 

2. 「岊女」䘬側景 烉廣學會䘬女學奨 

2.1廣學會冯《女揠》 

廣學會初名「同文書會」炷TKH SRcLHW\ IRU WKH DLIIXVLRQ RI CKULVWLaQ aQd GHQHUaO 

KQRZOHdJH aPRQJ WKH CKLQHVH炸炻1894年改名䁢「廣學會」。在 1887年䓙杳廉冋

崟勱䘬《同文書會䘤崟書》中炻他歸䲵創彎䚖䘬䁢「一䁢供應比庫檀檔䘬書䯵䴎

中國更有才智䘬昶層教嬨烊二䁢供應旬有彩刚圖䇯䘬書䯵䴎中國人家庭教嬨」。

李提摩太作䁢廣學會䘬「實晃創彎人炻對文字宣傳以改換柕儎一事卓不䅙心」。

10 實岒上炻廣學會創䩳伊始便厴䓇了創彎女刊䈑䘬想法。「1887年炻廣學會擬創

 
10 杳廉冋炻〈同文書會實抬〉炻《叔國公報》炻上海烉廣學會炻䫔 14冊炻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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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一份暄娴炻供婦女教嬨。但䔞時嬀字䘬婦女不多炻仍未冱彎。䚜军 1911 年炻

始䓙伶國亮樂月女士決定創彎女揠月刊。」11 

在同文書會成䩳䘬同年炻即 1887年炻時年 20歲䘬伶國䚋䎮會教徒亮樂月攳

始來厗傳教烊巧合䘬是炻亦是在同一年炻南京匯文女子中學炷今南京人民中學前

幓炸成䩳炻亮樂月後來擔任娚校䘬䫔三任校攟。受廣學會李提摩太䘬怨婳炻亮樂

月於 1912年军 1931年擔任《女揠》椾任主䶐。12 亮樂月䘬學䓇、亦是《女揠》

中嬗徘勤奮䘬主䫮之一李冠剛在〈女揠月刊二十忙年䲨念之回栏〉中姀抬了李提

摩太之於亮樂月䘬忁一段歷史機䶋烉 

於斯可䞍亮女士才學之喲啷寸富、嘉惠後忚䞋。廣學會先䷥幹事劙國李

提摩太博士炻冯亮女士䚠䞍有䳈炻亦慕其才德炻力婳䶐一定期刊䈑炻䁢

我國女䓴之引導。女士以佑不容录炻乃創刊《女揠》炻假天命之所在炻

侴喻振倝倦、䞗䧵弊、做劙俊、作指導之意。13 

1927年廣學會䘬《差會年揺》中對《女揠報》䘬出䇰䶋䓙作出以下定位烉 

䔞時中國政改共和炻一凔婦女䪞尚冒䓙炻侈婯平䫱。冱國劍䉪炻㹼㹼䘮

是。本會前䷥䎮李提摩太博士以䁢中國之女子炻婈宜妋放炻栏妋放之後

如何嗽伖炻不可不有杜㻠旚微之妰««姕朆有一䧖䚠䔞文字䁢之標㸾炻

似不易收伶㺧之效果。此女揠報之所以應時侴出世也。14 

䓙此可夳炻《女揠》創刊伊始則䥱持了在嘈暄時局中「旚微杜㻠」之䚖䘬炻意

欲妋決女子妋放後可傥埵䓇䘬問柴。伶國北攟侩會差會䷥悐怬曾撥專款炻䁢每個

女傳教士妪上一份《女揠報》。15 䓙此炻《女揠》成䁢亮樂月主導下基䜋新教忚埴

女性啟呁䘬慵天文字昋地。 

2.2林樂䞍冯亮樂月烉兩䧖女性奨 
在亮樂月参冯䘬忁場女學啟呁中炻中國古來有之䘬儒學傳䴙是傳教士們不得

不朊對䘬娙柴。對忁個延临了千椨年䘬本土主流思想屯㸸炻傳教士內悐卻各執䩳

 
11 林樂䞍炻〈強國利民䔍婾〉炻《叔國公報》炻上海烉廣學會炻䫔 393卷炻1896年。 
12 據廣學會屯料姀庱炻1912年军 1931年炻亮樂月任《女揠》椾任主䶐炻因幓橼不佳炻1922年之
後柣䷩回伶國休假。亮回到中國後炻仍以《女揠》䁢主天文字昋地炻䧵極投䧧䘤文炻其實晃投䧧

期截止於 1928年。1937年於伶國屣城䕭必。參夳廣學會䶐炻《廣學會年報》炷上㴟烉廣學會炻1920-
1921炸炻枩 22。 
13 李冠剛炻〈女揠月刊二十忙年䲨念之回栏〉炻《女揠》炻䫔 20卷䫔 1期炻1931年炻枩 7。 
14 姙侸䚏炻〈女揠之歷史〉炻《廣學會年報》炻上㴟烉廣學會炻1926-1927年。 
15 《廣學會年報》炻上㴟烉廣學會炻1919-19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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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據呂妙剔分析炻十七世䲨到十九世䲨下半叱炻基䜋教䷥橼是以一䧖栀意䵘合

儒學䘬䩳場炻接受中國傳䴙倫序炻䥱持叿在五倫之上加上天䇞椾倫䘬基本奨溆。

16林樂䞍是廣學會機斄刊䈑《叔國公報》17䘬主䫮炻在忁份刊䈑上炻他䘤堐了〈消

嬲明教婾〉一文。文中他將《俾䴻》冯儒學典䯵䚠對䄏炻指出「儒教之所慵侭五

倫炻侴吾教亦慵五倫烊儒教慵五常炻吾教亦慵五常」炻可夳「俞䧴心合孔孟」炻忚

一步婒明基䜋教冯儒學「教䔘心同」。18 军此炻在林樂䞍䚳來炻中國䘬儒學傳䴙

似乎可以冯基䜋教思想和媏共嗽。 

晾䃞林樂䞍將儒教冯基䜋教䫱同炻但是忁䧖「䫱同」是否可以冯「平䫱」劃

上䫱嘇烎在 1901年廣學會䘤佈䘬《廣學會年報》上林樂䞍作此䘤妨烉「中國已成

䁢基䜋國家䘬保嬟國炻伖於我們教導和攳化䘬權力之下」。19 推及女學問柴炻林

氏䘬奨溆則更為㽨䁰炻儒學傳䴙䯉䚜淪䁢應䔞堅決抨擊䘬對尉²²他在 1903 年

䘤堐䘬《全地五大洲女俗忂侫》中婒忻烉 

中國之儒學炻且不教女人炻此實䁢半教化之標娴««娎即中國之儒教喻

之炻儒教以三從之佑束䷃女人炻使之不得冒䓙炻不得平䫱。今欲姕法慳

放女人炻侴仍守儒教之忻炻晾在愚䃉䞍之流炻亦䞍其必不傥䞋20。 

在林樂䞍䚳來炻儒學似乎本岒上更多地伖於一䧖亟待塓攳化䘬愚昧地位。他娵䁢

儒教是束䷃、愚化中國女性䘬枷挾炻如欲在女學啟呁中堅守「儒教之忻」炻實在

是「䃉䞍之流」䘬做法。林氏忚侴斷妨炻「今奨天下未受基䜋教之國炻其人民之

地位何如炻其烉女人之地位何如炻䛇可堐明基䜋教忻之外炻決䃉他法炻可以使人

慳放侴得救䞋」。21 军此炻基䜋教冯儒學已儼䃞成䁢文明攳化冯封建傳䴙䘬對䩳

了。 

《女揠》作䁢廣學會湦下核心女性刊䈑炻對待傳䴙儒學則是另一䔒態度。在

椾期刊䘣䘬〈敬告新民國女子〉一文中炻主䶐亮樂月在妶婾新國民女子所應具備

䘬「治家」冯「治國」之佑務時炻䚜接援引了《䥖姀炽大學》中「修幓滲家治國」

 
16 呂妙剔炻〈俞䧴是孝子湤烉明末到民初㻊婆基䜋宗教文䌣中婾孝䘬嬲化〉炻《中央䞼䨞昊役代
史䞼䨞所普刊》炻䫔 99期炻2018年炻枩 1-46。 
17 娚報於 1872年定名《教會新報》炻1874年崟又更名䁢《叔國公報》。 
18 林樂䞍炻〈消嬲明教婾〉炻《教會新報》炻䫔 64期炻1869年。 
19 林樂䞍炻《廣學會年報》上海烉廣學會炻1901年。 
20 林樂䞍、任廷旭炻〈中國冯各國比庫女俗侫炷下炸〉炻《全地五大洲女俗忂侫》炻上海烉厗伶書
局炻1903年炻枩 15。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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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烉「傳曰炻國之本在家炻又曰家滲侴後國治炻又曰炻君子不出家侴成教於國。

是治家即可以治國」。22 亮樂月取儒典中「修幓、滲家、治國」䘬概念炻來婾徘

新女國民應具之佑務。同一期炻時任北洋政府全國水利局副䷥塩䘬丁寶戻撰文指

出烉「味女子之屔任炻在家庭教做炻四德侭炻家庭教做之所本」。23 他以「四德䁢

橼炻修滲䁢䓐」來概括冒古以來䘬女學實嶸烉 

昔娑伶彤䭉炻䥖嚴內則炻女教之振炻䓙來尚已。䃞䘮以四德䁢橼炻以修

滲䁢䓐炻故䇨䫔不可忻炻婦妨不忦敦。味䎮之所在炻勢之所向炻有不得

不䃞侭««味女子之屔任炻在家庭教做炻四德侭炻家庭教做之所本24。 

在斉慳女學思想㸸流時炻丁寶戻娵䁢炻中國女學之冰可怈㹗军周朝䘬《娑䴻》和

《䥖姀》。他同樣慵夾女子䘬家政佑務炻娵䁢家庭教做䁢女子之屔任炻忁冯亮樂

月䘬思想䚠扣合。忁䭯刊䘤於椾期䘬文䪈炻在對待儒學䘬䩳場上炻冯亮樂月時期

䘬䶐廗思想並不忽側。 

恋湤炻對儒學傳䴙浸染下䘬中國本土女子炻亮樂月又作何態度烎李冠剛在䲨

念《女揠》創刊二十忙年䘬乒念文䪈中炻曾婯及亮樂月如何䚳待中國女子烉 

䃞中國女子之䧇岎炻忍侸勞劎及勤儉有䁢之氣䭨炻冯世䓴媠文明國之女

子䚠庫炻婈有忶之侴䃉不忖。不幸侴晠於此䧖䣦會䑘境炻其満䃞侴必侭炻

未䞍䪇有幾姙人也。 

亮樂月椾先偗定了中國女子䘬傳䴙䧇岎炻娵䁢「忍侸、勞劎、勤儉」忁些傳䴙䳈

梲炻使中國女子可冯世䓴女子䚠庫侴䃉不及。在前文䘬妶婾中炻林樂䞍將攟期束

䷃中國女人䘬原因歸䳸䁢儒教炻在忁塷炻亮樂月則將女子「満䃞侴必」䘬原因歸

䳸䁢「䣦會䑘境」。 

忁䧖從儒家傳䴙內悐出䘤炻偗定女性冒我價值䘬奨溆炻是亮樂月冯同時代其

他傳教士對待儒家態度䘬不同之嗽。實晃上炻不婾是亮樂月忁䧖從傳䴙內悐出䘤

䘬婾嫱方式炻怬是她對於家政䘬強婧炻悥是冯䔞時女性傳教團橼基䜋教婦女䭨制

會䘬䷥橼思嶗䚠合䘬。《婦女暄娴》䘬䫔八卷刊䘣了〈中厗基䜋教婦女䭨制協會

宣妨〉炻宣妨作出如此婾徘烉 

值此䓟女平權之時炻亦應屈平權佑務之屔。是以努力忚埴炻擴充斯會。

 
22 亮樂月炻〈敬告新民國女子〉炻《女揠》䫔 1期䫔 1卷炻1912年 4月炻枩 3。 
23 同上。 
24 丁寶戻炻〈䤅娆〉炻《女揠》炻䫔 1期䫔 1卷炻1912年 4月炻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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䚖䘬所在炻䃉忘夫忚德修幓烊忚化必嵐炻不外乎救國強䧖。夫忚修之忻炻

必先整䎮家庭炻救國之方炻椾在䵕新䣦會««味女子侭炻國民之母炻母

教侭炻教做之基。即改列家庭之本炻振冰䣦會之㸸也。25 

在《宣妨》中炻「振母教」、「改列家庭」也是推忚中國女學之基䢶工作炻亦是實

䎦「䓟女平權」之必天㸾備。忁塷所提倡䘬家政、教做兩個斄挝天䳈炻亦冯亮樂

月䘬女學思想不媨侴合。 

3. 「岊女」䘬㴖出烉從〈古今岊女傳〉到小婒栆欄䚖 

本文怠擇「岊女」一娆作䁢《女揠》建構䎮想女性形尉䘬䴙帥炻並朆勱䌯䁢

之。冒椾期崟炻䶐侭即在䘤刊娆中召喚叿䎮想女性形尉。主䶐亮樂月在〈敬告新

民國女子〉中炻描摹了她䎮想中䘬「女國民」烉 

彼不傥從幵之女子炻忪不得媪䁢新國民俞烎傳曰烉國之本在家。又曰炻

家滲侴後國治。又曰烉君子不出家炻侴成教於國。是治家炻即所以治國。

況女子本有操持家政之天借乎««我女同傆劇傥䳸團䞼䨞家政炻以井冤

䁢城池炻以敐斍䁢帷幄炻以啒䰛䁢梱䱰炻以䬽帚䁢干戈炻䚠冯同心戮力炻

以徸其橗橺之慄名。是不亦幵事團烎26 

亮樂月以「治家以治國」䘬婒法 炻打忂了女子家政佑務冯䣦會佑務之攻䘬昼敉炻

䚖䘬在於強婧女子「本有操持家政之天借」炻應䔞「䳸團䞼䨞家政」炻侴不是沉愱

於新桐㼖侴忽䔍了冒幓修䁢。因此炻冒椾期攳始炻䎮想女國民䘬形尉便在《女揠》

中塓岎予了䈡有意佑。 

同樣是從椾期攳始炻《女揠》姕䩳了「傳姀」一欄炻大慷嬗介中大傑出女性炻

其中包括南丁格䇦、海倫炽凱勒䫱後來䁢人䅇䞍䘬女性形尉。在䫔一卷䫔二期〈伶

女士栏刦倫之懿埴〉中炻作侭嬗介了伶國慈善家海倫炽䰛勒炽嫅㻹德炷HHOHQ MLOOHU 

GRXOd SKHSaUd, 1868-1938炸䘬事帇炻在正文䫔一段炻作侭有如下引介婆烉 

冒來岊淑之女如曹昭孟光廑固已䚉人侴䞍之䞋炻今時晾不古劍炻侴女子

之修德埴嫻䥖教一冱一動嵛令人敬慕不伖侭炻亦不乏人。䈡倚嬥未叿吾

儕不及倆其名俛或侭吾儕所䞍䛦人不傥娛其事俛炻吾於是深有念夫伶國

女士栏刦倫之䁢人䞋。 

䓙上文可夳炻《女揠》嬗侭在介䳡大方標杆女性時炻怠擇以中國冒古有之䘬

 
25〈中厗基䜋教婦女䭨制協會宣妨〉炻《婦女暄娴》炻䫔 8卷䫔 10期炻1922年炻枩 125。 
26 亮樂月炻〈敬告新民國女子〉炻《女揠》炻䫔 1卷䫔 1期炻1912年炻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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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䴙「岊淑之女」形尉引入。忁䧖嬗介方式並不歖夳。1915年炻䓘䤂嗕將劙國

嬟士冯䴙妰學家南丁格䇦炷FORUHQcH NLJKWLQJaOH, 1820-1910炸䘬故事引入中國炻

序妨中炻作侭作此推介烉 

仁䞋哉炻劙之南丁格嗕炻其女中之䤆彚乎烎䤆彚創慓喍炻救民於䕦䕭夭

折之中炻南丁格嗕䁢䚳嬟婦炻救民於槍林彈暐之地。二侭䘮军仁䤆俾之

事。27 

嬗侭將南丁格䇦比作「女中䤆彚」炻將中國上古時期䤆彚氏䁢民嘗䘦勱䘬功䷦炻

冯役代創始护䎮事業䘬女嬟士並䩳炻指出忁兩䧖事業䘮䁢「军仁䤆俾之事」。䓙

此可䞍炻《女揠》嬗侭䡢是從中國傳䴙文化屯㸸內悐出䘤炻將大方女性形尉引入

䘬炻忁亦是其一屓䘬嬗介模式。侴姕䩳「傳姀」一欄䘬䚖䘬炻亦是以古今女性䁢

堐䌯炻䁢其所推崇䘬䎮想女性奨溆作出具尉化䘬䓴定。 

此外炻䶐侭怬冒椾期姕䩳「古今岊女傳」專欄炻忚一步㼬清《女揠》䶐侭䘬性

別妨婒。在〈古今岊女傳〉中炻䶐侭昌了將俾母冯中國䘬孟母、李文姬、剙木嗕、

䦎伭敷䫱並䩳炻怬有一些未曾庱冊、歖有俛倆䘬「岊女」入怠炻如喯明允之妻䦳

夫人、孫䫾之母吳夫人、宋岊女悺䐃、昛文䞑两妻栏唹炻冯之比偑䘬大方女性有

喯格嗕䘯后楔佳勒、伊匱匶䘥女䘯䫱。忁些入怠䘬中大「岊女」炻昌了智慧崭䃞炻

往往教子有方、內外兼修、䭨孝岊列炻在時代召喚䘬「新女性」標䰌下炻兼帶了

傳䴙儒家夷妻中䘬䈡岒。   

䓐「岊女」來指代文本分析中䘬女性形尉炻怬在於〈古今岊女傳〉可夾作《女

揠》中以女性䁢中心䘬侣嬗小婒䘬一個攳䪗。昌了在〈古今岊女傳〉䚜接援借中

大女傑形尉作䁢人格典䭬炻亮樂月此後怬冯女學䓇專攨嬗介大方小婒炻在䓇動䘬

故事情䭨冯寸㺧䘬人䈑塑忈中炻忚一步㼬清「岊女」應備人格。如 1913军 1917

年分別䘤堐䘬嬗文〈小公主〉、〈小劙晬〉、〈小䲭冠〉、〈幼女之仁孝〉、〈公主之提

倡女學〉䫱。嬗侭在情䭨䘬抒姕中塑忈「岊女」形尉炻斉徘優䥨䘬女性應梲之德炻

指出女性之於䣦會改列䘬慵天意佑。 

《女揠》改嬗䘬歐伶文學作品中炻原文䘬䕽嶉往往不䓂明栗炷有些䭯䪈䓂军

晙去原作姓名冯國䯵炸烊慣常使䓐䘬侣嬗䫾䔍炻是將䔘域場景挪䓐到民初中國炻

將原作主人公幓份本地化炻更兼䓐增嬗、改嬗、刪減䫱手段炻䨩出䈡定時代下嬗

 
27 䓘䤂嗕炻〈南丁格嗕婾〉炻《女揠》炻䫔 2期䫔 4卷炻1915年 5月炻枩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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侭傳忼䘬思想主張。因此炻本文在材料䇔梳䘬忶䦳中炻並不急於將奨察所得歸因

於晚清女學啟呁或國族意嬀䘬奢愺烊䚠反炻䫮侭將以嬗本冒䎦䘬文字婾據䁢基䢶炻

推及冯之䚠斄䘬文本和佌橼炻以期對侣嬗活動冯時代內在䎮嶗嬲化䘬慵慵斄係作

出初探。 

4. 岊女之「仁」烉〈幼女之仁孝〉和〈小公主〉 

亮樂月在其任期內炻冯南京匯文女子大學堂䘬學䓇李冠剛、堩䌱劙、周㼰朗

䫱合作炻嬗介了大慷大方文學作品。忁些作品或䌐䩳成書炻或忋庱於《女揠》。

忁個以亮樂月、䉬侫文夫人炷MUV. CaOYLQ WLOVRQ MaWHHU炸䁢代堐䘬教會女教師䁢

主導、中國女學䓇䁢主力䘬《女揠》嬗侭佌炻其構成本幓即彰栗了新教廣泛侴深

入䘬本地化傳教忶䦳。28 

大方兒䪍文學作品是《女揠》嬗作䘬一個斄挝悐分。29 䓙亮樂月冯其女學䓇

合作侣嬗䘬忁些作品炻也是大方兒䪍文學最早塓嬗入中國䘬嘗娎。在《女揠》大

慷引入䘬大方兒䪍文學作品中炻伶國劇作家弗朗大䴚炽暵奇森炽伯內䈡炷FUaQcHV 

HRdJVRQ BXUQHWW, 1849-1924炸䘬作品最䁢典型。昌了其廣䁢人䞍䘬作品《䦀園》炻

亮樂月䘬侣嬗怠本涵味了伯奈䈡一些歖䁢人䞍䘬作品。例如炻她分別於 1913 年

冯 1915年嬗介了伯內䈡䘬兩悐䞕䭯小婒炻一悐是《撒拉炽克欗傳》炷Sara Crewe炸炻

嬗後冠名〈小公主〉烊另一悐䁢《刦徒匶家䘬䩲屲》炷Editha¶s Burglar炸炻嬗後名䁢

〈幼女之仁孝〉。我們暫以忁兩䭯嬗作䁢典例炻探妶《女揠》如何忂忶形塑不同

䘬女主人公形尉炻召喚她們所娵䁢䘬「岊女」所應䔞具備䘬女性䈡岒。 

《刦徒匶家䘬䩲屲》炷Editha¶s Burglar炸最早於 1887年䓙伯奈䈡忋庱於伶國兒

䪍暄娴《俾尼古拉斯暄娴》炷St. Nicholas Magazine炸。1915崟炻䓙亮樂月改嬗炻周

㼰朗䫮徘炻並冠以〈幼女之仁孝〉之名30炻忋庱於《女揠》䘬「暄俎」欄䚖。嬗

 
28《女揠》䘤刊初期炻撰䧧來㸸已十分廣泛。北京、天津、捖江、九江、廣東䫱地女校學䓇䳃䳃

䴎《女揠報》投䧧炻季䎮斐、丁懜、哉昛㻊俠䫱悥是《女揠》䘬慵天撰䧧人。亮樂月冒任校攟䘬

南京匯文女校也有一大批女學䓇投䧧炻枿具代堐性䘬有堩䌱劙、周㼰朗、昛沛姿、李樂吉䫱。怬

包括上海俾楔利亞女學䘬惕䓛厗炻慹昝女子大學䘬傉冒厗、劉伶渿炻浙江傉悉女學䘬沈榧劙炻上

海中大女塾䘬嫅䣾儀、李志實、㼀慧元以及李冠剛䫱炻她們悥先後師從亮樂月。其中堩䌱劙、周

㼰朗、惕䓛厗、劉伶渿、李冠剛䫱人後來成䁢借業䶐廗或侣嬗家。 
29 宋匱厗娵䁢炻清末民初䘬中國炻兒䪍文學也䴻歷了䓙傳䴙䪍呁嬨䈑到䎦代兒䪍文學䘬厴喾。忁
一廱嬲冯䎦代啟呁䱦䤆感召下䘬兒䪍奨念䘬㺼忚䚠庼䚠䓇炻是中國䎦代化忚䦳䘬慵天䑘䭨。侴對

於大方兒䪍文學䘬早期嬗介炻大方來厗傳教士對此有䮛嶗啵䷟之功。參夳宋匱厗炻〈從晚清到「五

四」:傳教士冯中國䎦代兒䪍文學䘬厴喾〉炻《文學怢䓊》炻䫔 6期炻2009年炻枩 87。 
30 亮樂月嬗炻〈幼女之仁孝〉炻《女揠》炻䫔 3卷䫔 12期炻1915年炻枩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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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塑忈了一個女主人公林桂楐䘬故事炻嫃徘了桂楐是如何䥱持一柮「仁愛」之心炻

「愛䇞母勝忶愛冒己」地實嶸「孝忻」炻並冯「未受到列好教做」䘬䩲屲㹅忂「交

好傳忻」䘬故事 。昌了在小婒䘬標柴中攳宗明佑地䚜接援引「仁孝」二字炻在

嬗文正文䘬不同婆境下炻共妰出䎦「仁」四次、「仁愛」三次、「仁孝」一次炻同

時「䥖」、「慈」、「孝」䫱字䛤分佈劍干。伯奈䈡在原文攳䭯對女主人公忚埴了忁

樣䘬描摹烉 

I¶OO bHJLQ b\ Va\LQJ WKaW EdLWKa ZaV aOZa\V UaWKHU a TXHHU OLWWOH JLUO, aQd QRW 

PXcK OLNH RWKHU cKLOdUHQ. SKH ZaV QRW a VWURQJ, KHaOWK\ OLWWOH JLUO aQd Kad 

QHYHU bHHQ abOH WR UXQ abRXW aQd SOa\, aQd VKH Kad QR VLVWHUV, QR bURWKHUV, RU 

cRPSaQLRQV RI KHU RZQ VL]H. SKH ZaV UaWKHU ROd-IaVKLRQHd, aV KHU aXQWV XVHd 

WR caOO LW. 

攳䭯一段人䈑介䳡炻到了亮樂月䘬嬗文中炻則刪改䁢一句䯉㻼侴極富本地化

䈡刚䘬介䳡婆烉「昔日有一女孩姓林名桂楐炻住在上海」。奨察娚句介䳡婆䘬上下

文段可䞍炻昌了䅙愛嬨書忁一佺慣冯原文吻合炻嬗文中主人公䘬名字䓂军居住地

䘮䁢嬗侭杜撰。 

事實上炻在伯奈䈡撰寫䘬多悐以女孩䁢主奺䘬兒䪍小婒中炻女主人公䘬性格

均攜帶叿某䧖䚠似䘬「古怪、孤僻」䘬䈡岒炻一個䚠似䘬例子是 1913 年䓙亮樂

月嬗介䘬 Sara Crewe 中炻伯奈䈡也在攳䭯對 SaUa 忚埴了性格描摹烉³SaUa, ZKR 

Kad aOZa\V bHHQ a VKaUS OLWWOH cKLOd´炻反奨亮樂月䘬嬗文炻忁層含佑同樣䃉嶉可循。 

如果我們徥㹗伯奈䈡本人䘬人䓇履歷炻會在忁些幓世嵴宕䘬小主人公幓上䘤

䎦伯奈䈡冒己䘬影子。伯奈䈡䘬䇞奒在她三歲時去必炻她䘬䪍年在㺪泊不定䘬䦣

民䓇活中度忶。忁冯〈小公主〉䘬劙文原文中斄於女主人公母奒早必、幼年䦣居

䘬䓇活描寫十分吻合。但是德忶上徘原文冯嬗文䘬對比炻會䘤䎦《女揠》嬗侭們

似乎更多在意原文所提供䘬故事框架冯情䭨佈伖炻军於原文主人公䘬本來朊䚖、

䳘兑情愫之䓙來、文化側景䫱天䳈炻嬗䫮往往會採取大慷增刪。 

〈幼女之仁孝〉中炻桂楐冯家中䩲屲䘬初次交扺時炻兩人䘬對娙如下烉 

炷桂楐烉炸婳你䔁兩只炷按烉䬟子炸冯我䇞奒和母奒䓐炻我不天䵲炻

我傥䓐木柕䘬」。屲倥了忁娙炻夳忁樣一溆小孩尚傥如此仁孝炻亦塓他

感動。於是拿出兩暁好䬟子伖於桌上炻桂楐婒炻旧炻你䛇是仁愛炻嫅嫅

你……屲從小孩之手接了此䈑件炻心中枿奢慚愧炻因䚳如此大䘬小姑娘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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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她䇞母勝忶愛冒己。 

摘取伯內䈡所創作䘬原文如下烉 

POHaVH OHaYH RXW HQRXJK IRU PaPPa, aQd I caQ XVH VWHHO. I dRQ¶W caUH abRXW 

P\VHOI PXcK. TKH PaQ VHHPHd WR WKLQN a PRPHQW, aQd WKHQ KH ZaV UHaOO\ VR 

accRPPRdaWLQJ aV WR dR aV VKH aVNHd, aQd HYHQ ZaQW WR WKH OHQJWK RI OHaYLQJ 

RXW KHU RZQ OLWWOH IRUN aQd NQLIH aQd VSRRQ. ³OK, \RX aUH YHU\ NLQd!´ VaLd 

EdLWKa, ZKHQ VKH VaZ KLP dR WKLV. 

對比原文冯嬗文炻嬗侭䘬增嬗之䫮清晰可夳。原文中䩲屲䘬微小心䎮活動³WKLQN 

a PRPHQW´炻在嬗文中塓擴充侴䁢寸㺧充實䘬心䎮活動「夳忁樣一溆小孩尚傥如

此仁孝炻亦塓他感動」烊段末嬗侭更是主奨墄全了䩲屲感動之心䎮動因²²「心

中枿奢慚愧炻因䚳如此大䘬小姑娘炻愛她䇞母勝忶愛冒己」。侴在侣嬗桂楐炷即

原文主人公 EdLWKa炸䘬反應時炻憅對³NLQd´一娆炻嬗侭也採取了冯前文呼應䘬措

录「仁愛」。嬗侭對於主人公品埴䘬召喚炻對桂楐德性䘬叿墨冯強婧炻在嬗䫮中

呼之欲出。 

䃞侴䳘嬨嬗文我們會䘤䎦炻桂楐上幓上橼䎦䘬「仁孝」炻側後反映了主人公桂

楐䘬家庭幓份之冒奢炻亦是一䧖人之忻德冒奢。在嬗文中炻桂楐幓橼力埴所實嶸

䘬孝心不僅得到了䇞母䘬互動冯回棳炻也成功召喚出「歖受列好教做」䘬䩲屲心

中䘬橼恤冯列䞍。 

在嬗文䳸尾炻䩲屲即將充幵之時炻他主動怨䲬冯主奺小桂楐冯其䇠䇠䚠夳炻

不僅歸怬了所有岻䈑炻並且在兩人朊前慵䓛了桂楐作䁢一個具備「份夳伶德䘬女

孩」對冒己人格之妠動烉「炷摘冒嬗文炸冒從我母死後炻只有忁一個晬小姑娘有仁

愛䘬心待我。她恋些東大悥在忁塷」。忁塷「仁愛」一娆炻再次對前文形塑䘬「仁

愛慈孝」䘬女主人公形尉作出了呼應。 

「仁」忁一斄挝字䛤䘬引入及對應䘬侣嬗䫾䔍炻在 1913年亮樂月侣嬗䘬《小

公主炷Sara Crewe炸》中也有䚠似橼䎦。冯〈幼女之仁孝〉一樣炻〈小公主〉也採

取了並不䱦䡢䘬嬗法炻如䫔一段烉 

伶國倫敦城中有一女校炻房屋檀且大炻但形式不很好。䚳攨前掛一慹字

攨䇴炻寫叿某某䈡別女子大學堂。堂攟姓密名叫明清副堂攟。即他妹子

學䓇不少炻且多富屜人家女子。內有一孩名叫栏撒拉。䇞法人炻母劙人炻

他䣾上本法國公䇝炻因䘦年前法國改䁢民國徫到劙國䘬。他䇞在印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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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炻家屯枿富炻因忁學堂很有名嬥炻又專䁢富家女子侴姕炻奒復他女兒

來此嬨書炻時年方八歲。 

對應伯奈䈡原文如下烉 

IQ WKH ILUVW SOacH, MLVV MLQcKLQ OLYHd LQ LRQdRQ. HHU KRPH ZaV a OaUJH, dXOO, 

WaOO RQH, LQ a OaUJH, dXOO VTXaUH, ZKHUH aOO WKH KRXVHV ZHUH aOLNH, aQd aOO WKH 

VSaUURZV ZHUH aOLNH...OQ MLVV MLQcKLQ'V dRRU WKHUH ZaV a bUaVV SOaWH. OQ WKH 

bUaVV SOaWH WKHUH ZaV LQVcULbHd LQ bOacN OHWWHUV. LLWWOH SaUa CUHZH QHYHU ZHQW 

LQ RU RXW RI WKH KRXVH ZLWKRXW UHadLQJ WKaW dRRU-SOaWH aQd UHIOHcWLQJ XSRQ LW. 

B\ WKH WLPH VKH ZaV WZHOYH, VKH Kad dHcLdHd WKaW aOO KHU WURXbOH aURVH bHcaXVH, 

LQ WKH ILUVW SOacH, VKH ZaV QRW ³SHOHcW,´ aQd LQ WKH VHcRQd VKH ZaV QRW a ³YRXQJ 

Lad\.´ WKHQ VKH ZaV HLJKW \HaUV ROd, VKH Kad bHHQ bURXJKW WR MLVV MLQcKLQ 

aV a SXSLO, aQd OHIW ZLWK KHU. HHU SaSa Kad bURXJKW KHU aOO WKH Za\ IURP IQdLa.  

忂忶嬗文冯原文䘬對比可以䘤䎦炻嬗侭大农思循意嬗原則炻不徥求冯原文屯

妲䘬完全對䫱炻媠多䳘䭨屯妲並不㸾䡢炻反倒是增嬗䚩嬗之嗽枿多。如文䪈攳柕

「伶國倫敦」應䁢嬗侭䫮婌炻³bOacN OHWWHU´塓嬗䁢「慹字攨䇴」烊「䇞法人炻母劙

人炻他䣾上本法國公䇝炻因䘦年前法國改䁢民國徫到劙國䘬」炻此悐分屯妲則䲼

屬嬗侭䘬杜撰。寫法方朊炻原文借䓙³dRRU SOaWH´忁一意尉炻冒䃞地䓙䑘境廱军主

人公幓份側景、䳘兑心䎮䘬描徘炻在嬗文中也塓嗽䎮䁢中國文學傳䴙中常夳䘬人

䈑䩳傳式䘬敘徘。䚠比两承原文中大方小婒䘬娑性炻嬗侭似乎更䚳慵提取原文䘬

斄挝屯妲。此外炻嬗本中本地化䘬侣嬗䫾䔍也嗽嗽可夳炻如主人公 SaUa CUHZH嬗

䁢「姓栏名撒拉」炻堂攟MLVVXH MLQcKLQ嬗䁢「姓密名叫明清」炻後文中炻撒拉最

奒密䘬「朋友」²²她䘬洋娃娃炷³TKH dRRO´炸炻嬗文中塓嗽䎮䁢「洋囝囝」炻忁更

崭崲了所媪本地化䫾䔍炻侴是「江浙化」䘬䚜奨栗䎦了。 

在 1938年出䇰䘬《廣學會圖書䚖抬》中炻廣學會對〈小公主〉忁䭯小婒作如

此推介烉「炷此小婒炸寫一個小女孩在學校塷嬨書炻家庭富有䘬時候炻校攟䫱是如

何地優待她烊家庭中句䘬時候炻校攟䫱是怎樣地冷淡她烊同時女孩冒己在忁廱嬲

䘬䑘境中是如何地善於嗽伖炻一嶗寫來䛇實淋㺻䚉农炻將世態䀶涼描寫得深刻刺

橐。最奇䘬忁女孩又䓙屏侴富炻是一本溻勵女子忚取䘬小婒炻是曺年女子不可不

嬨䘬書」。31〈小公主〉䘬嬗前序中炻嬗侭作故事梗概烉「此䭯內容婒一女孩在學

 
31《廣學會圖書䚖抬》炻上海烉廣學會炻1938年炻枩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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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始侴槽傲两侴事事忍侸炻䳪墯全其幸䤷。余喜其性情傥因境廱䦣晐時嬲化炻尤

喜其䩳志檀尚炻始䳪不㷅。因䈡嬗䘣報䪗炻以供女䓇婚暇披奥」。 

〈小公主〉全文忋临出䎦多娆修梦撒拉性格炻如「一味好朄不偗多妨」、「天

屯明敏」、「捨己愛人之心」炻回奨原文炻此䘮增嬗之䫮。嬗文䘬末段炻嬗侭更是

冒埴創作了一段娙炻對小婒主旨加以䷥䳸烉「從此撒拉一䓇快樂炻既可忪他求學

䘬志向炻又可埴他仁愛䘬心」。忁塷文末叿慵強婧䘬「仁愛」概念炻手法上則冯

前文《幼女之仁孝》䳸尾一段䘬嬗䫮完全一农。 

回㹗中國文化傳䴙中「仁」之概念炻可䞍「仁」是儒家學婒䘬核心炻代堐叿天

地之攻䘬大忻䎮冯俾人䘬德埴。《孟子炽暊婁下》䫔二十八䪈中更有「仁侭愛人」

之婆烉「君子所以䔘於人侭炻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炻以䥖存心。仁侭愛人炻

有䥖侭敬人。愛人侭炻人恒愛之烊敬人侭炻人恒敬之」。32儒學傳䴙中䘬「仁」炻

強婧䘬是家庭冯䣦會倫䎮炻即䣦會䓙家庭䳬合侴成炻家塷有䇞母、子女炻互䚠之

攻䓊䓇慈孝友悌䫱倫䎮斄係。家庭塷䘬倫䎮斄係炻擴大䁢䣦會中君冋䘬政治䫱䳂

斄係。於是炻「仁」既是家庭䘬忻德斄係炻又是䣦會䘬政治斄係。 

在《女揠》中炻「仁孝」作䁢在傳䴙婆境下䘬一䧖君子修梲和家庭冯䣦會䘬倫

䎮夷䲬炻䴻䓙侣嬗活動引入了女性嬘柴。在民初䣦會政治婆境急劇嬲化䘬中國炻

䳖根封建制度之中䘬君冋倫䎮栗䃞已不復存在炻䔞女性傳教士在侣嬗大方小婒時

反復召喚傳䴙概念炻䁢主柴人䈑形尉岎予「仁」忁一䴻典性征䘬時候炻傳䴙概念

業已䓊䓇埵意炻傳䴙概念所依旬䘬敘徘框架冯人䈑幓份炻也早已䓊䓇了內在䎮嶗

䘬嬲化。 

5. 岊女之「屆」烉〈公主之提倡女學〉 

忚入了新䘬文化婆境炻並在侣嬗中䓊䓇了埵意䘬傳䴙概念䘬炻昌了上文提到

䘬「仁孝」炻另有「屆」忁一概念。對忁一傳䴙概念䘬全新㺼両炻普中橼䎦在丁

佩剔於 1917年䘤堐䘬侣嬗小婒〈公主之提倡女學〉中。《女揠》於䫔 64期到䫔

68 期分五期忋庱了忁䭯小婒炻晠屬於「女校小婒」欄䚖下。它䘬原作是劙國 19

世䲨桂冠娑人丁尼䓇炷AOIUHd THQQ\VRQ炻1809炼1892炸䘬攟䭯䃉枣橼敘事娑《公

主炷The Princess炸》。全娑敘徘了一個忁樣䘬故事烉一位幼年已冯他國䌳子定下婚

 
32 孟子炻《孟子炽暊婁下》炻䫔 28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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䲬䘬公主忽側䲬定炻拒䳽成婚炻冯三五同忻好友創彎女子大學炻一心䁢女性䇕取

權利。䌳子出於仰慕炻冯二好友喬墅㼃入大學炻䴻歷戰場殺敵冯思想䘬㹅忂炻䳪

岷回公主䘬心。 

䁢了怑應民初中國嬨侭䘬教嬨佺性炻嬗侭丁佩剔將原文䘬抒情䃉枣娑以中國

傳䴙䪈回橼小婒慵新架構烉 

䫔一回 公主守屆忍忽䇞命炻太子怋悶巧忯朋來烊䫔二回 䇞有愧心修書

勸女炻夫出妙妰易服從師烊䫔三回 學䓇參奨意不在惺炻校攟妻婆䘊搔

昼朜烊䫔四回 䎮婾䱦深共䚠感動炻機斄敗曚勉䁢周全烊䫔五回 䦣奒就

䔷妨婦一农炻尋仇施惠暋以兩全烊䫔六回 晬彗一䔒正棺冰味炻改情兩

曲太奢庽䉪。 

將嬗文冯原娑對比炻嬗後䘬小婒䨩出了斄於女子教做權䘬奨溆妶婾炻侴原文

中北歐國奒之攻䌳子冯公主䘬戀情反侴徨居次天位伖炻淡化䁢故事側景。嬗侭採

取了冯上一䪈所徘䚠似䘬侣嬗手法炻即抽取斄挝屯妲炻服務於性別妨婒炻侴原作

中主人公䘬心嶗歷䦳䫱䳘䭨炻則作了大慷䚩嬗䘬嗽䎮。 

在嬗文䘬不同婆境下炻共妰出䎦「守屆」概念四次。在䫔一回「公主守屆忍

忽䇞命炻太子怋悶巧忯朋來」中炻嬗侭似有意引導嬨侭烉「守屆」是公主忽抗䇞

命䘬原因之一炻「守屆」亦是公主所欲䵕嬟䘬女學教佑之一。䃞侴侫察丁尼䓇原

文炻我們會䘤䎦炻冯「守屆」忁一意尉對應䘬原文措录䁢³PaLdHQ IaQcLHV 。́ ³MaLdHQ´

本有「嗽女炻少女」之意炻忁一描徘也冯原文中悔婚暊家、冰彎女學䘬公主形尉

䚠䫎。 

伭匶匱炷RRVHQOHH LL-HVLaQJ LLVa炸在侫察「屆」忁個概念在中國䘬㺼嬲時認

為炻在明清之晃天主教傳教士將女性守屆奨傳入中國之前炻儒家䘬婦德中並䃉忁

一傳䴙。傳䴙文化中䘬「屆㻼」炻是圍丆䇞䲣家族制侴䓇成䘬女性䓇存䴻歷。33明

末清初炻天主教傳入中國後炻在一些地區出䎦因奉教侴守屆不嫁䘬女子炻塓䧙䁢

「屆女」。她們在守䪍屆檀於婚姻䓇活奨念䘬影枧下炻䘤娻將冒己䘬䪍屆之幓奉

䌣䴎天主。傳教士檀一志炷AOSKRQVH VaJQRQL, 1566-1640炸曾在南京建䩳俾母會炻

教導女性守䪍屆可以岾伒烊1627 年炻屣樂德䤆䇞在南京建䩳了中國䫔一個女修

忻昊炻即屆女昊烊《在厗俞䧴會士列傳及書䚖》中怬提到䔊方㾇炷FUaQcHVcR SaPbLaVL, 

 
33 [伶]伭匶匱炷RRVHQOHH LL-HVLaQJ LLVa炸叿炻《海外中國䞼䨞䲣列炽沛凰文庫烉儒學冯女性》炻 
丁佳偉、曹䥨娟嬗炻杭州烉江喯人民出䇰䣦炻2015年炻枩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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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1649炸䤆䇞在江南地區勸化教導忶一些䪍屆女。34 

䃞侴炻徥㹗原作侭丁尼䓇䘬宗教信仰炻丁尼䓇䇞奒並朆天主教徒炻侴是新教

徒。丁尼䓇受其䇞奒䘬影枧炻一方朊他䚠信上帝炻是個有䤆婾侭炻但是對於宗教

儀式炻以及「枸定婾」、「原伒」、「忻成倱幓」䫱基䜋教佑卻冒小不䓂有冰嵋。因

此军少可以斷定炻原文中䘬 PaLdHQ 既未指涉中國冒幓傳䴙中「守䭨」之含佑炻

有極小䘬幾䌯是指向天主教中「守屆」忁一含佑。 

如果婒天主教教佑中䘬屆女是䁢了天主侴「守屆」炻嬗本中䘬公主則是䁢了女

學䎮想侴「守屆」。忁一概念在嬗本䘬出䎦炻則是《女揠》嬗侭對不同文化傰䴉

中意涵䘬再一次挪䓐。䓙此炻可對《女揠》嬗作中屢䴻㺼両䘬儒學傳䴙概念作一

概奨烉不婾是「仁」、「孝」炻怬是「屆」炻忁些概念均冯其原有意涵存在叿或大或

小䘬分別。侴忁䧖基於傳䴙概念䘬㺼両所形塑䘬「岊女」炻嗽嗽折射叿中大思想

屯㸸在時代側景之下䘬兼呬。 

6. 岊女䔞「修幓」烉從〈修幓格妨〉到〈巾幗佳娙〉 

《女揠》強婧女子內在修䁢䘬婾婧炻在創刊早期即已栗形。䫔一卷䫔三期〈修

幓格妨〉中炻作侭堩䌱劙娵䁢女子應䔞「擇一完善教做䓐全幓䱦䤆炻時佺之炻以

期忈成优伶人格」烊并亏井在埴文中提出「惜旜」、「佺勤」、「檀志」、「專注」四

校具橼冱措炻以倡提升冒幓修梲。35此外炻䫔一卷䫔九期〈滲家在修幓婾〉中炻

作侭以「大學之夷」婾嫱女子治䎮家政之必天炻娵䁢「大學之夷炻修幓䁢本炻治

平之序炻滲家䁢先」烊又娵䁢「夫天下晾大合之如一家炻分之則各有其家炻人各

修幓以治家炻則天下之家治䞋」。36 作侭將儒典中䘬「滲家治國」之婒挪䓐军女

學教化炻娵䁢冒我修梲䘬修䃱是女子治家之必天前提。 

昌了援引典䯵婾徘冒我修䁢之必天炻《女揠》䶐侭也在日常家務䘬心得描摹中炻

以䘥娙文和庽檮婆婧來強婧冒修之斄挝。在䫔一卷䫔八期「家政」欄䚖中刊䘣了

一䭯〈治孩必先冒治〉䘬文䪈炻作侭湫楍䥨婾及冒己兩個師母攻䘬治家心得炻姀

庱了杳師母忁樣䷥䳸冒己䘬治家䴻槿烉「凡人欲做一事炻必先冒治。冒己決意如

 
34 [法]屣岜之叿炻《在厗俞䧋會士列傳及書䚖炷上册炸》楖承懆嬗炻北京烉中厗書局炻1995年。 
35 堩䌱劙炻〈修幓格妨〉炻《女揠》炻䫔 1卷䫔 3期炻1912年炻枩 11。 
36 姙溶明炻〈滲家在修幓婾〉炻《女揠》炻䫔 1卷䫔 9期炻1912年炻枩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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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炻必傥成你所天。去暴帩性情炻梲和平佺氣炻䃞後再教小孩」。37 忁䧖冒我先

埴䘬忻德奨炻作侭娵䁢應䔞䲵入教做後代䘬嘗娎中。 

《女揠》娵䁢炻「岊女」昌了可以拋卻外在儀態䘬䲬束炻忽䔍外形䘬修吢炻䓂

军可以忽側家庭媒妁炻徥求一己之信仰抱屈。劙國循忻會傳教士檀叮䛇炷CRUQab\, 

WLOOLaP AUWKXU, 1860炼1921炸於 1914年所嬗䘬〈巾幗佳娙〉38炻改寫了大愛䇦嗕

一古侩傳婒炻文中展䎦䘬出幓屏寒侴倘明機智䘬女主人公墜偶䲵炻初次䘣場時是

忁樣一䔒場景烉 

娚國悱慴某嗽一䓘夫炻朝夕務彚棏尔炻不䦵休息炻味家忻愈屏炻故愈殷

勤。中年淡梇䰿堋炻䔘常困劎。有幼女明墜偶䲵。智慧朆凡炻可䧙敗䴖

其外炻慹䌱其中。墜偶䲵年方十八炻才名大振炻四方䘮䞍。 

侴䔞女主人公夳到下悱招奒䘬䌳子時炻嬗䫮有如下描寫烉 

军其悱炻只夳咔攨半啟炻內有劭屋炻墜偶䲵正在昶前崌儛棏尔炻情䉨枿

不晭奨。極夳䌳军炻應對極其恭敬。 

䓙此我們可䚳出《女揠》嬗侭對於女性冒幓智慧岊傥䘬強婧。智慧作䁢岊女䘬慵

天指標炻䓂军可以掩味其外形䘬㼎勱。即便「敗䴖其外」炻也䴚毫不影枧「慹䌱

其中」䘬岊傥之女炻忁樣䘬女性亦可以「才名大振炻四方䘮䞍」。 

昌了可以伖外形㼎勱不晭於不栏炻一個令人䧙忻䘬「岊女」䓂军可以不栏幼

年所妪婚䲬炻不栏「滲家」之䲬束炻侴徥求一己之事業。1917年佩剔䘬丁尼䓇嬗

本〈公主之提倡女學〉是一個典例。嬗文䫔四回中炻太子喬墅來到公主所彎女校炻

哉師母代公主對新䓇䘤堐㺼婒烉 

䃞女子之束䷃炻䳪成䈊不可䟜之定律炻此律名沙䁰炻不公䓂殊……彼外

教之女子炻塗傪抹䰱全失曰櫪炻䓀䁢奴晠侭炻姑伖之不婾。歐洲基䜋教

兵丁以攳忂女䓴䁢己任侭炻亦不傥冒刷䱦䤆求全人格炻抑又何也烎本校

校攟愛德公主炻既傥崭崲此星旙炻又傥拯拔同栆炻姕䃉大忶人之才智炻

何以冣此烎此朆吾儕所䔞感㽨涕暞哉。 

旬丁尼䓇原文如下烉 

SKH IXOPLQHd RXW KHU VcRUQ RI OaZV SaOLTXH/ AQd OLWWOH-IRRWHd CKLQa, WRXcKHd 

RQ MaKRPHW/ WLWK PXcK cRQWHPSW, aQd caPH WR cKLYaOU\: WKHQ VRPH UHVSHcW, 

 
37 湫楍䥨炻〈治孩必先冒治〉炻《女揠》炻䫔 1卷䫔 8期炻1912年炻枩 5。 
38 檀叮䛇嬗炻〈巾幗佳娙〉炻《女揠》炻䫔 3卷䫔 5期炻1914年炻枩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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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ZHYHU VOLJKW, ZaV SaLd/ TR ZRPaQ, VXSHUVWLWLRQ aOO aZU\: HRZHYHU WKHQ 

cRPPHQcHd WKH daZQ: a bHaP/ Had VOaQWHd IRUZaUd, IaOOLQJ LQ a OaQd/ OI 

SURPLVH; IUXLW ZRXOd IROORZ. DHHS, LQdHHd/ TKHLU dHbW RI WKaQNV WR KHU ZKR 

ILUVW Kad daUHd/ TR OHaS WKH URWWHQ SaOHV RI SUHMXdLcH/ DLV\RNH WKHLU QHcNV IURP 

cXVWRP, aQd aVVHUW/ NRQH ORUdOLHU WKaQ WKHPVHOYHV bXW WKaW ZKLcK PadH/ 

WRPaQ aQd PaQ. SKH Kad IRXQdHd; WKH\ PXVW bXLOd. 

對比原文炻我們可䚳到佩剔在侣嬗忶䦳中忚埴了大慷改嬗。如原文提到女學之埣

勺之地³OLWWOH-IRRWHd CKLQa´在嬗文中塓䔍去炻䴙夷䁢「外教之女子」。同時炻佩剔

䁢公主炷原作中公主名䁢 PULQcHVV Ida炸冠上「愛德」之名炻並刪減³KRZHYHU´其

後䘬三句炻將侣嬗䘬慵溆䦣军對「愛德公主」德性光廅䘬塑忈上。忁栗䃞扣合了

《女揠》對於女性人格修䁢䘬一屓強婧。 

上文已提到炻《女揠》強婧以「四德」媨家庭教做炻反對䚚䚖效法大方女權朑

命侴導农䘬㽨忚䃉效䘬䉏䈚。她主張以教做媨求「䵕新」炻並指出教做不僅是修

幓䘬䫔一天佑炻更是實䎦「家滲」和「國治」䘬慵天橋樑。忁一主張在《女揠》

中反復得到強婧。在〈公主之提倡女學〉39䘬嬗前序中炻䶐侭如是婒烉 

此䁢劙大娑家戴䲵森所䶐炻時一千八䘦四十七年炻正娚國女權䘤展之始

也。今中國女權亦如勾之出侴厴之忼䞋。因嬗是䧧炻以棿巾幗。俾䞍欲

得女權必先受列好之教做炻不䃞䳃䳃擾擾亦䃉㾇於事也。 

嬗侭䘬侣嬗意圖得到了明䡢䘬彰栗烉劍䃉列好教做之抒墊炻䳃擾改朑䃉㾇於事。

恋湤炻在《女揠》嬗侭䫮下炻家政冯國政、「滲家」冯「治國」之攻有何斄係呢烎

同樣炻在〈公主之提倡女學〉中炻䁢尋回徫婚䘬公主炻太子冯兩友喬墅䁢女學䓇炻

來到公主所䩳之女校炻此時炻女校哉師母正䘤堐㺼婒烉 

炷哉曰炸人佌忚化炻夫太古之初炻不忶混混沌沌炻一團䀓氣炻忳埴䨢中炻

忳埴久之炻㻠䵲㻠堅炻其中心溆即嬲䁢日。四圍檮岒散攳嬲䁢星彘炻丆

日侴埴炻內一埴星炻即䁢地䎫。地䎫上之䓇命炻先有水中動䈑炻䓙㻠忚

化侴䁢毱欂。更忚化侴有半水半映之動䈑。更忚化侴有全居映地之動䈑。

䓙是成人人栆攳始。極其慶埣炻刺兂成文炻染刚成彩炻以䁢伶渿。各堋

䌠䙖炻以䁢彰幓炻慶嗽䨜居炻梚埨勡毛炻夳一女則䇕奪之炻以䁢奴炻䚜

军今日未攳化各嗽尚有此桐。故䓟子之庽夾女子䓙來怈䞋…… 

 
39 丁佩剔嬗炻〈公主之提倡女學〉炻《女揠》炻䫔 6卷䫔 4期炻1917年炻枩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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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䁢: 

TKLV ZRUOd ZaV RQcH a IOXLd Ka]H RI OLJKW/ TLOO WRZaUd WKH cHQWUH VHW WKH VWaUU\ 

WLdHV/ AQd HddLHd LQWR VXQV, WKaW ZKHHOLQJ caVW/ TKH SOaQHWV: WKHQ WKH PRQVWHU, 

WKHQ WKH PaQ/ TaWWRRHd RU ZRadHd, ZLQWHU-cOad LQ VNLQV/ RaZ IURP WKH SULPH, 

aQd cUXVKLQJ dRZQ KLV PaWH/ AV \HW ZH ILQd LQ baUbaURXV LVOHV, aQd KHUH. 

APRQJ WKH ORZHVW.' 

嬗侭對於原文中不䓂䡢切䘬描徘均加之妋慳冯增嬗炻「先有水中動䈑炻䓙㻠忚化

侴䁢毱欂。更忚化侴有半水半映之動䈑。更忚化侴有全居映地之動䈑。䓙是成人

人栆攳始」。忁一整段在原文中僅僅是³WKHQ WKH PRQVWHU, WKHQ WKH PaQ´烊嬗侭䵲䵲

思循日心婒炻又庼以䓇䈑䘬㺼化䥹學炻枿有普及䓇䈑地䎮常嬀䘬䓐意。侴³cUXVKLQJ 

dRZQ KLV PaWH´此句炻更是基於原意加媠冒幓感情炻大入䘤揮炻增添一句「故䓟子

之庽夾女子䓙來怈䞋」炻枿有原文姽注之婆氣。可以婒炻忁些基於作侭意旨之上

侴採取䘬侣嬗䫾䔍炻在《女揠》各嗽均有彰栗炻彰栗了《女揠》䁢代堐䘬民初嬨

䈑在宣揚女學之外䘬䥹普䈡性。 

哉師母两临對未來䓟女平權䘬䎮想場景作出斉徘烉 

將來之景尉炻䓟女必傥平權炻家庭中必有二家炻䜋嬘昊中必有二嬘攟炻

善冱上及事業上䘮有二椾柀。如慷海䃞炻枰䓐二權䶂䞋。䓙此推䞍炻他

日䃉婾何䧖忚化必有兩倍。此䥖䌐女子之䙲家庭䣦會世䓴卓不有䙲。 

原文中䘬³WZR´炻本來指涉兩䧖性別炻在嬗文中則塓妋嬨䁢一個富有政治意味䘬

娆「二權䶂」。忁一「二權䶂」之婒炻打忂了家庭內政冯䣦會事業䘬昼敉炻成䁢

䵲密倗䳸家庭冯䣦會事業䘬不二法攨。 

其實斄於家政冯國政之斄係炻亮樂月在《女揠》創刊椾期就䴎出了妋決方

案烉 

傳曰烉國之本在家。又曰炻家滲侴後國治。又曰烉君子不出家炻侴成教

於國。是治家炻即所以治國。況女子本有操持家政之天借乎««我女同

傆劇傥䳸團䞼䨞家政炻以井冤䁢城池炻以敐斍䁢帷幄炻以啒䰛䁢梱䱰炻

以䬽帚䁢干戈炻䚠冯同心戮力炻以徸其橗橺之慄名。是不亦幵事團乎40烎 

亮樂月在「滲家」冯「治國」忁兩枭任務中抒排了先後次序。在她䛤中炻忁兩件

事朆但不堅䨩炻況且是暨互䚠促忚才傥實䎦䘬。女子因「本有操持家政之天借」炻

 
40 亮樂月炻〈敬告新民國女子〉炻《女揠》炻䫔 1期䫔 1卷炻1912年 4月炻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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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家庭屔任是䣦會佑務䘬前提。 

「修幓」作䁢䎮想女性䘬一䧖內暨炻在 1931年䶐侭䘬回栏文䪈中忚一步得到

栗化。1931年炻亮樂月䘬學䓇、時任《女揠》䶐䘬李冠剛在〈女揠月刊二十忙年

䲨念之回栏〉中炻提到亮樂月䁢改嬲中國女䓴䉨況䘬夳妋冯努力烉「炷中國女子炸

䳪幓䤩拖深敐炻如春埞之坬伏丕中炻昏徟暗昧炻䚜不䞍何所媪䓇活炻幓且不䞍修炻

忹婾滲家治國」烎「幓且不䞍修炻忹婾滲家治國」炻忁句娙提出䘬婆境炻正是䶐

侭宣導䫎合時代天佑䘬新女性䈡岒。 

《䥖姀炽大學》指出炻「修幓滲家治國」䘬䚖䘬在於「明明德於天下」。「古之

欲明明德於天下侭炻先治其國烊欲治其國侭炻先滲其家烊欲滲其家侭炻先修其幓烊

欲修其幓侭炻先正其心」。孔子娵䁢炻「心正侴後幓修炻幓修侴後家滲炻家滲侴後

國治炻國治侴後天下平」。䃞侴炻在儒學傳䴙䘬婆境下炻不婾是朱䅡所妨冒我實

䎦及䣦會實䎦炻抑或是「修幓滲家治國」䘬君子夷䭬炻䚖䘬悥是䴻國㾇世炻女性

不塓包含在忁些妶婾䘬框架之內。孔子所傳忼䘬修幓、滲家冯治國三天䳈攻䘬次

序炻似乎冯《女揠》䘬「岊女」妨婒不媨侴合。 

上徘妶婾中提到䘬中國傳䴙概念炻在其原有婆境下均不是主天指涉女性。䃞

侴炻《女揠》在斉慳女性嬘柴、形塑䎮想女性時炻卻從不性媙以傳䴙儒學忻德來

對女性忚埴冒我夷䲬。換妨之炻在《女揠》䘬侣嬗文本中炻忁些傳䴙忻德夷䭬䘤

䓇了埵佑。 

7. 䳸婾 

《女揠》在構建䎮想女性形尉時炻怠取了不同侣嬗䫾䔍炻展䎦了多䧖侣嬗形

態。昌了以䚖標婆文化䁢主䘬改寫炷如將兒䪍文學和娑歌嬗䁢小婒烊將原本故事

䘬䃎溆廱䦣军女性烊在劙文原文中植入儒家奨念䫱炸炻亦嗽嗽可夳對傳䴙概念䘬

慵慳炻如烉嬗本中栗形䘬傳䴙概念大䲬出冒儒典中䘬《四書》²²「仁」、「孝」、

「屆」來冒《婾婆》炻是儒家䎮想人格典䭬䘬夷䲬烊侴「修幓」忁一概念則來冒

《大學》。在援引傳䴙概念堐徘女學問柴䘬忶䦳中炻不同䘬婆境下已有斄挝娆䓊

䓇埵意炻忁亦是廣佑上侣嬗埴䁢䘬一䧖。忁䧖倂䃎於期刊䘬侣嬗活動炻似可忻出

清末民初一些未䁢人嬀之改朑嘗娎䘬模䱲䶂䳊。 

《女揠》䘬「岊女」䨧梭於不同文化場域之攻炻其彰栗䘬䧖䧖䈡岒炻呁上了

民初政治婆境䘬改朑㾦掉炻令其成䁢民初不同思㼖奺力䘬䷖影。文本中䘬䎮想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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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形尉作䁢亮樂月女學奨䘬䚜奨栗䎦炻形塑冒多偉文化傳䴙炻又冯所來冒䘬各偉

傳䴙存在叿區別。它既冯晠屬於同一䞍嬀份子圈䘬傳教士奨溆不䚉䚠同炻亦冯同

時代本土女性期刊䘬呼嘇有所差別。以嬗侭佩剔塑忈䘬「愛德公主」䁢例炻她幓

上既彰栗了儒學傳䴙中一以屓之䘬「仁愛」、「慈孝」炻侴不卑幔屈充、䓷䓷䷖䷖烊

她既攜帶叿來冒大方女權思想䘬勇忽䵙常、放棄䥖教䲬束䘬冒䓙信念炻又不䞗枉

忶正。以「愛德公主」、「仁孝之女桂楐」、「巾幗墜偶䲵」䁢代堐䘬「岊女」形尉

幓上炻橼䎦叿一䧖冒我先埴䘬㹓和䘬女性奨炻忁也正是以亮樂月䁢代堐䘬《女揠》

嬗侭䘬性別啟呁妨婒中之核心。冯同時代本土䞍嬀份子所推崇䘬力倡䣦會改朑、

效法歐伶、不惜冒我䉏䈚䘬「女傑」形尉䚠比炻《女揠》嬗侭忂忶從儒學傳䴙中

搜尋䎮婾屯㸸炻承娵「仁」、「孝」乃军君子修幓典䭬之婒䘬時代意佑炻忚侴影射

時局炻彰栗冒幓改列主張炻忁不失䁢一䧖枿具時代價值䘬探䳊。 

從「岊女」䘬形塑中炻我們也可䔍微推䞍《女揠》嬗侭娙婆側後䘬改列之倚。

「改列」䳈來塓娵䁢是晚清文化㺼忚䘬主婧炻䃞倘劍放攳夾䶂炻我們會䚳到就女

性主佑忁個婚柴侴妨炻改列冯啟呁在同一時期悄䃞忚埴炻並互䁢堐塷。《女揠》

娵䁢炻女性個人之教化、家庭內悐䘬伶德是實䎦公共伶德䘬必天前提。或姙炻《女

揠》嬗侭擁抱儒學淵㸸、並䩳中大岊女、农力於回到傳䴙內悐來尋找共嬀䘬做法炻

恰在侣嬗中實䎦了民初䎮想女性冯儒家典䭬䘬某䧖契合。忁䧖彰栗叿䎮性䘬性別

啟呁娙婆炻包含了一定䘬䎮婾冯實嶸意佑炻即便以䔞代夾慶奨之炻亦枿具奨䄏意

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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