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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記得國小一年級轟動一時的瓊瑤電視劇《望夫崖》，是一部讓筆者無法忘懷

的作品，在其中，筆者第一次接觸到民國初年的女大學生，劇中相當多的女大學

生為了能夠唸大學，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那時候筆者一直覺得做一個女大

學生是很偉大的，令筆者非常嚮往，同時也認為要做一個女大學生是很困難的，

要不斷的爭取及鬧家庭革命，受到很多輿論的批評和污衊，而且在當時並不是每

一個女生都能當女大學生。等到筆者自己也是女大學生後發現，原來現實的情形

和電視劇演的都是不一樣的，女大學生不再是一個特別引人注意的群體，也不再

有人反對女生上大學，而這樣的轉變讓我對此產生了很大的興趣，我開始會去注

意一些相關的資訊，希望能夠滿足我對她們的好奇。 

    直到筆者在大學歷史系中修習「近代中國婦女史」這門課時，才知道原來在

民國八年之前，女子高等教育，只有教會辦的北京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南京金陵

女子大學、福州華南女子大學三所。到了民國八年四月，北京女子師範擴展為女

子高等師範學校，中國才有了自辦的女子大學，然而這些女子大學主要的教育目

標，依然尚未完全脫離要培養女性成為「賢妻良母」的終旨，她們仍然要接受許

多的家事、縫紉、手藝、園藝⋯⋯等課程。1從五四時期開始，中國不斷受到新

思潮的影響和激勵，當時的知識份子開始討論大學開放女禁的問題，他們認為如

此一來，男女便可以接受同樣的教育，女性才能脫離傳統的婦女教育，達到真正

的男女平等。 

    在五四運動過後，要求大學男女同校的呼聲更加高漲，許多女界人士在這呼

聲的影響下也行動起來。其中，最明確要求大學開放女禁的是鄧春蘭女士，她曾

經上書給當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求招收女學生。即使在許多守舊人士

輿論的批評和教育部的壓力下，民國九年北京大學仍然做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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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第一批的女大學生，開了女學生和男子一同上大學的先例。自北京大學開女

禁之後，此後各大學大多給予女生求學權利，男女終於有了平等的受教權。 

    因此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一事，至今都被認為是女性掙脫傳統婦女教育的枷

鎖，此後的女子教育，更趨進於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2今日的女子接受大

學教育不再需要大力的爭取，女大學生成為一個普遍的群體，社會不再會探討女

子該不該上大學、能不能和男子共學的議題，均不能忽略了民國九年北京大學招

收女學生一事對於現今男女教育機會均等的貢獻。 

    然而，重新審視民國九年這件對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影響相當重大的事件，雖

然民國九年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之後，在幾年內，中國大部分的大學，都開始招

收女大學生。3但是，當大學紛紛開始招收女學生之後，是否代表了真正的男女

教育機會均等，社會上是否完全的接受了男女共同上大學的這件事實，是否所有

的家庭都接受自己的女兒進入大學，女大學生是否就能夠自由的選擇受教的科

系，大學中的教職人員是否在教學和行政上給予男女學生同樣的對待，大學在增

設建設及設備時是否替女性著想，女大學生在畢業後進入社會中，是否和男性一

樣被接納⋯⋯等，女子唸大學在當時的社會中，是否只是形式上的兩性受教均

等，亦或當時的人在兩性關係的觀念上已經有了實質的改變，都還是值得探討的

一環。 

    因此，筆者希冀藉由五四時期北大招收女學生一事，進一步探討當時的中國

在對於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兩性教育理念⋯⋯等兩性關係的觀念上，是否已有了

實質上的轉變，更期望更進一步的提供現今的性別教育更不一樣的觀點。     

     

二、研究回顧 

      早期在中國史的研究領域裡，下層社會、婦女和少數民族等領域原不受重 

視，自一九六0年代末期以來，史學研究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研究重點已經
                                                 
2 李美玲，〈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研究 (1912-1949)〉，(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7，頁 247)。 
3 程謫凡，《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 176)。 



移向了被忽視的「他者」( the other)，如非西方地區的文明、女性、下層社會和

少數民族的研究。4因此，婦女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中，一個新興的研究議

題。而對於近代中國婦女史而言，一八四0年代應該是起始的年代。在一八四0

年代以前，中國知識界雖然已有人對中國婦女的地位加以反省，從而謀求改善與

提升，但實際的影響不大。直到一八四0年代之後，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要求女

性應該接受教育，並本人道立場，勸使中國婦女廢止纏足，這才使得女性的地位

漸漸受到重視。5     

    但是在不同的時代，會有不同的婦女問題，在清末時期，大家還只重視婦女

是否該纏足、該不該受教育，但是到了民國建立之後，受到重視且討論的是男女

同學、經濟獨立、社交自由、兩性問題、家庭問題和生育問題。因為研究重點開

始重視「他者」的緣故，婦女史和婦女問題研究漸漸如雨後春筍似的冒出頭來。

國內目前投入婦女研究的人員也越來越多，在這種情形下的婦女史研究，不僅在

方向上越來越寬廣，而且隨時揚棄舊的歷史問題而發掘新的歷史問題。而與筆者

所要探討的主題相關之研究，也不斷持續進行著。 

    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在專著方面，與近代婦女史相關的研究論著，已有羅

蘇文的《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6、劉寧元主編的《中國女性史類編》7和盧燕貞

的《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1894-1945)》8、喬素玲的《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

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1840-1921)》9、陶浩、鄭必俊主編，《中國女性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等，這些著作中所探討的主題大多是有關近代中國女性社會和

教育等議題。環境的變遷是否影響了中國女性的地位，中國女性在社會和教育中

所擁有的是否和以前有所不同，在這些研究中都能夠得到解答。但由於這些作者

                                                 
4 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2000)。 
5 陳三井主編，《近代中國婦女運動史》，(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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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1894─1945))》，(台北：文史哲，1989)。 
9 喬素玲，《教育與女性──近代中國女子教育與知識女性覺醒 (1840-1921)》，(天津：天津古籍 
  出版社，2005)。 



主要是總論近代中國女子在社會中以及教育中的變化和發展，因此書中對於北京

大學招收女學生一事，均以簡短的篇幅帶過，並無深入的提及當時的中國是在處

在如何的背景中使得大學中男女共學終於不再是毫無可能，同時當時的輿論對於

此事的支持和反對等說法，以及大學開放女禁之後是否就使得男女平等，在這些

著作中，都沒有被完整的陳述。 

    而在論文方面，李美玲的〈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研究(1912-1949)〉10作者在文

中提到了北大招收女學生一事，她認為這代表了民國以來的教育慢慢趨進於男女

教育機會均等的理想，且兩性的教育理念從傳統「求異」的教育轉向以「求同」

作為兩性教育的理想。但是因為作者是總論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的發展和轉變，因

此並無更進一步的探討在結論中所提到的男女教育機會均等和兩性教育理念的

轉變，是否只是外在形式上的改變，亦或是當時的社會對於兩性關係的觀念已經

有了進步。 

    趙淑萍的〈民國初年的女學生〉11主要是在總論民國初年的女學生，包括小

學、中學、大學的女學生來源、生活和女學生畢業的動向，對於當時女學生對於

女子教育的觀點、女學生在求學歷程和畢業之後的出路所遭遇的困境，本文都有

所著墨。因此從此研究中筆者可得知當時的女學生和清末的女學生在對受教育的

觀點是否有所差異，社會環境的變化對女學生是否產生什麼影響，女學生在畢業

後的發展為何、是否為社會所接受，這有助於筆者對於民國初年的女學生有更進

一步的認識和瞭解。但由於作者的研究重心是在對於民國初年的女學生做全盤性

的探討，所以這些和男性一起接受高等教育的女大學生，在此論文中並不是作者

所關注的主要焦點。 

     張三郎的〈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1915─1923)〉12和喻蓉蓉的〈五四時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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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張三郎，〈五四時期的女權運動(1915─1923)〉，(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6)。 



中國知識婦女〉13，皆以五四時期為背景，論述女性在這個時期的覺醒和女性在

這時期對於自我權利爭取所做的努力。張三郎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當時五四時期

女權運動所進行的活動和女權運動所爭取到的結果，而喻蓉蓉的研究主要是探討

當時五四時期的知識婦女在教育、職業、家庭方面所發揮的能力和其所付出的努

力。五四時期新思潮對於女性的影響，從而喚醒女性追求自己的權利，從這些研

究中皆可獲得更為深入的理解。由於他們主要關注的是整個五四時期女子的整體

作為和成果，因此對於鄧春蘭女士所努力使得北京大學終於首開先例招收女大學

生一事，皆為兩位作者所稱許和論述，但是大學開放女禁後，社會是如何看待男

女共學之事、是否就完全接受女性和男性一起接受大學教育，在這些論文中都沒

有加以探討。 

    陳重光的〈民國初期婦女地位演變〉14，就民國開國至抗戰前，中國婦女在

教育、政治、法律、社會等地位的演變進行研究。作者認為在教育上，五四運動

以後，國人體認到女子讀書的重要；在政治上，婦女自民國元年即展開一連串的

參政運動；在法律上，現行法中規定了男女享有同等地位，並積極予婦女保護；

在社會上，自主婚姻的逐漸普遍與職業領域的擴展，提高了婦女的社會地位。作

者從婦女所做的種種女權運動及所得到的成果，來說明婦女的社會地位提高。因

此女性能夠突破傳統和男子一起接受大學教育，被作者視為是婦女地位相當大的

提升，但是作者並沒有進一步的深入探討此事造成當時婦女地位的改變，是否只

是形式上的外在條件的改變，還是婦女在實質上也完全被當時的社會所平等看

待。 

    綜上所述，本文所關懷的主題在學界甚少有人觸及，筆者基於對於民國初年

女子教育的興趣，試圖重建中國婦女教育史的一段過程，從北京大學招收女學生

一事談起，並進一步探討中國開始追求男女教育機會均等所出現的問題，重建當

時中國的對於兩性關係的觀念和看法，並期待提供現今的性別教育一些不一樣的

啟示。 

                                                 
13 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 
14 陳重光〈民國初期婦女地位的演變〉，(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2)。 



 

 

 

三、資料簡介 

    本研究在資料的取材上，約可分為幾部份進行： 

(一) 檔案與史料彙編：包括國史館典藏的〈國民政府檔案〉、〈教育部檔案〉等

有關教育方面的史料。史料彙編主要有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四

冊)》、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教育紀事》、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

史資料》、《中華民國史檔資料匯編》、北京大學出版之《北京大學史料》以

及大陸出版之《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等。 

(二) 年鑑與公報：主要有《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申

報年鑑》、《大學院公報》、《教育部公報》、《國民政府公報》等。 

(三) 期刊與報紙：《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婦女雜誌》、《解放畫報》、《少

年中國》、《新青年》、《申報》、《大公報》、《時報》、《民國日報》、《國民公

報》等。 

(四) 相關人物的文章、回憶錄、日記：如鄧春蘭曾經發表的〈我的婦女解放之

計畫同我個人進行之方法〉、〈春蘭上蔡校長書〉、〈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

生同志書〉、〈我請求北大開放女禁的經過〉，王蘭的〈北大男女共校以前的

我和之後的我〉、永山央口述、岑獻青整理的〈日本義子和他的中國母親王

蘭〉、胡適的〈大學開女禁問題〉、杜威夫人之記錄〈杜威夫人講演男女同

學問題〉、陳獨秀〈男女同校問題〉、羅家倫的〈大學應當為女子開放〉、《陶

行知全集》以及《蔡元培先生年譜長編》等。 

筆者希望藉由這些資料瞭解這些北京大學女學生的背景和她們自身及家人對於

她們接受大學教育的想法、當時的輿論對於這些北大招收女大學生的支持或批

評、政府當局對於這些北京大學女學生的看法、當時的社會如何看待這些和男子

接同樣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國女性在被接受可以和男子一同接受大學教育的同



時，是否真正達到了教育機會均等及提升女子地位，更進一步的重建當時中國的

對於兩性關係的觀念和看法。儘管目前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不盡齊全，但是對於筆

者所關心的這個議題，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和助益，筆者一方面會持續不斷的收集

相關資料，另一方面也會對目前所有的資料做初步分析和整理，期望能夠對此議

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四、近代中國女子教育的發展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當中，女子在「三從四德」的規範下，被教導和培養的德

性，都是以順從男子為主。一般女子所受的教育，不是從學校而來的，是由她們

的家庭在日常訓導她們的，所以她們所學習的，無非烹飪、縫紉、編結、絲麻以

及家庭中的日常瑣事。15 

    而在當時得以延師受教者，僅止於特定社群的女子，而這些女子所受的教

育，也僅是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到了明末清初時期，女子受教育的人數雖然增

多，女子著作的數量豐富，但是這一群中國婦女作家，是屬於一個人數極少的菁

英社群，這些女子當中，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是生長在中國江南地區。16由此

推知，受教育的女性還是來自一群有相當經濟背景的社群。除此之外，這些明末

清初的才女不管受過多高的教育，在結婚之後，她終究是要回歸到家庭之中，依

附在男性之下，將筆墨擱置一旁，專心料理家務。因此，女性受教育的目的在中

國傳統思想中，不外乎在闡明婦德婦道，以求婦女達到賢妻良母的典範，讓她離

開娘家之後，能為另一個家族世系撫育成功的男性後代，而不是讓她們擁有獨立

謀生的能力。 

    但是這樣的傳統思想，到了清末時有了轉變，清道光(1842)之際，清廷在鴉

片戰爭中慘敗，簽訂了「南京條約」，是為清廷對外不平等條約的開端。從此門

                                                 
15 黃嫣梨，〈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    
  1991)，頁 259。 
16 楊雅婷譯，Susan Mann著，《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2005)，頁 
  44。 



戶大開，成為西方列強角逐宰割之對象。中國在道光以後的對外戰爭，屢戰屢敗，

這也激發了中國知識份子正視國家的窘境，分析國家衰敗的原因並提出國家富強

之道，他們認為國家衰敗有部分原因是因為女子卑弱、不事生產所造成，於是針

對女子問題提倡興女學與不纏足運動。17光緒二十三(1897)年，梁啟超在時務報

發表「變法通議」，主張興女學，他在文中提到：18 

    上可相夫，下可? 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嚴復也提倡女學與女子體育，反對纏足，他認為：19 

    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 

當時興女學運動的倡導者幾乎都是男性，他們多站在「富國、強民、保種」的立

場，希望養成「不纏足、有基本知識，不作丈夫和國家累贅的女子」。在這些知

識份子的眼中，婦女只是強國保種的基層負責者，並不鼓勵她們踏入社會，和男

子一樣競爭參政，做國家的棟樑和領袖。20   

    西元 1911年，清朝覆滅，民國建立，象徵著一個新時代的降臨。民國建立

之後，教育部陸續頒布各種學校章程，民國元年 9月公佈了新的學制，為「壬子

學制」，至民國三年 8月，又陸續頒布了各種學校規程及課程標準，對新學制又

有所補充和修訂，於是合成一個更加完備的學校系統，為「壬子癸丑學制」。21清

末清末女子小學與師範修業年限，都比男子少一年，但是在此學制中，男女的修

業年限相等；清末女子無法分享中學教育、實業教育、高等師範教育，但在此時

也都列入壬子癸丑學制當中，並且女子學校不再另立系統，這個學制使得女子教

育的發展，又更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上述的改變這都說明了女子教育發展的突

                                                 
17 李美玲，〈中國近代女子教育研究 (1912-1949)〉，(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7)，頁 21。 
18 陳東原，〈中國的女子教育─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缺點〉，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
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頁 248。 
19 轉引自喻蓉蓉，〈五四時期之中國知識婦女〉，(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7)， 
  頁 19。 
20 陳東原，〈中國的女子教育─過去的歷史與現在的缺點〉，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 
  集續集》，(台北：稻鄉，1991)，頁 248。 
21 毛禮銳、紹鶴亭、瞿菊農，《中國教育史》，(台北：五南，1989)，頁 538。 



破。22 

    即使民國初年的女子教育已和傳統大相逕庭，但此時的女子教育，還是不免

受到傳統力量的拉扯，阻礙了女子教育的進展，民國二年，當時的教育總長湯化

龍發表女教意見，曾說： 

    考中國女子，本生長於深閨中，⋯⋯見聞至為狹隘，知識亦頗幼稚，⋯⋯時與今日時勢大  

     不相合。其開發女子知識之方法，不可不大加研究。 

可以看出他同意開發女子「知識」，但是他認為女子教育仍必須「控制」在適度

的範圍，又說： 

    至於中國女子之性質，則概多靜貞優美，亦幸賴三千年來遵奉一種高尚之道義，行於家庭  

     所致，故未使女子陷於敗德非道之域中，⋯⋯民國以來，頗有一派人士倡導一種新說，主 

     張開放女子之界限，其結果致使幽嫻女子提倡種種議論，或主張男女同權，或倡導女子參 

     政，遂至有女子法政學校之設立，雖屬一時風潮所趨，⋯⋯余觀之，則實屬可憂之事也。⋯⋯ 

     此次禁止私立女子法政學校者，蓋謂該學校在今日，不但絲毫無利益，而反有巨害。余對    

     於女子教育方針，則在使其將來足為賢妻良母，可以維持家庭而已。23 

由此可看出，當時的教育機關在革新女子教育之時，仍然以培養一個「賢妻良母」

為最主要的目的。因此即使已經進入民國時期，國體變更，但由於傳統中國賢妻

良母的觀念，已經深植人心，而歷史有其延續性，所以持這種看法者還是大有人

在。24 

    到了五四時期，因受到西方思潮的影響，在中國喚起了科學精神，並進一步

要求民主。此時杜威的實踐主義教育思潮，風行一時，民國八年胡適邀請杜威來

中國講學，使知識份子不斷的去思考中國教育的問題，加上當時的報章雜誌不斷

的報導杜威所提出的思想，讓大眾對於新思潮與新思想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在新

                                                 
22 程謫凡，《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 96。 
23 趙淑萍，〈民國初年的女學生〉，(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18-19。 
24 如當時的知識份子梁華蘭在《新青年》裡談女子教育，就認為：「或謂賢妻良母主義，其所需  
  之教育，養成賢母耳，良妻耳。無與之高深，是不與教育平等之義相違背乎？曰未也。夫賢母   
  良妻，乃教育之旨歸⋯⋯正以受高深教育之故，思想高超⋯⋯益以知賢母良妻為人類之所急 
  耳。」見梁華蘭，〈論女子教育〉，收入於《新青年選粹》，(瀋陽：遼寧大學，2001)。 



思潮、新理想的激盪下，五四時期呼籲重視婦女教育的文章也如雨後春筍般的相

繼出現，許多鼓吹重視婦女教育的人都認為「教育」是解決「女子問題」，達到

「婦女解放」的根本辦法。25而在這個時期爭取婦女受教權的參與者不再是以男

性為主，婦女團體在新思潮的激勵下，也開始積極的從事婦女運動。他們主要從

人格、參政、公民資格，或從生理、心理觀點上反對以「賢妻良母」為教育目標

的婦女教育，而鼓吹超於賢妻良母的教育以及男女平等的教育。26  

    在五四時期的新思想、新風潮的影響下，男女平等的教育漸漸受到重視。在

改革聲不斷的情形下，民國八年，全國教育聯合年會再次提到改革學制的問題，

經過三次的探討，議定新學制系統草案，廣徵全國人士的意見。27到了民國十一

年，公佈〈新學制系統改革令〉，此學制一改以往仿日模式，純粹模仿美國學制，

又稱「六三三制」或「壬癸學制」。28這個學制最大的特點是不分性別的單軌制

之確立。這代表著教育從此真正為男女所共有，在平等的原則下，男女共同享受

平等教育，從幼稚園到大學，男女皆無差別待遇。這可以說是中國傳統女子教育

走向新式女子教育一個相當重要的成果。 

 

 

 

 

 

 

 

 

                                                 
25 黃嫣梨，〈中國婦女教育之今昔〉，收入在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稻鄉，    
  1991)，頁 260。 
26 李曉蓉，〈五四前後女性知識份子的女性意識〉，(高雄：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論文)， 
  頁 86。 
27 毛禮銳、紹鶴亭、瞿菊農，《中國教育史》，(台北：五南，1989)，頁 540。 
28 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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