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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想：近百年來，中國女權的發展就像一條綿長而堅韌的絲線，一頭繫著男女平等，

一頭繫著國家的發展。它翻越千山萬水，經歷滄海桑田，貫通古往今來，最終，打破了傳統

的枷鎖，提升了女性的社會地位，使國家逐步邁進現代化、國際化，同創燦爛的星輝。 

辛亥革命前，中國婦女被傳統的舊禮教所約束，所謂「男主外，女主內」、「女子無才便

是德」等觀念牢牢緊縛，女性為男性的附庸，在教育、經濟、政治參與等各方面多受到諸多

限制。直至爆發「辛亥革命」，秋瑾等中國婦女，積極投身孫中山的革命運動。隨著民國成立，

社會環境轉變，經歷了不同的婦女解放運動，婦女不再囿於傳統禮教的束縛，逐漸變得獨立

自主，積極爭取自由和平等的權益，令女性的地位日益提高，揭開了近代中國女性地位轉變

的序幕。 

曾祖母說過：1912 年 3 月 13 日那天，民國政府發佈「婦女放足通告」的一刹那，舉國

上下的女性熱烈歡慶。祖母任憑激動的淚水在臉龐肆意流淌。我相信，每個中國女性的心情

都樂成一朵燦爛盛放的鮮花。而女權運動就是這朵花的精靈，帶領眾多弱小的鮮花，衝擊了

千多年來摧殘婦女的惡習，開創了社會新風氣。 

「五四」時期，是「女權運動」的一個重要分水嶺，過去礙於教育與社會條件，宣導婦

女解放運動最邁力的多是男性。「五四」之後，推動「女權運動」的旗手已轉到女性手上，「五

四運動」的爆發，全國的主要城市都出現婦女罷工、遊行、抵制日貨等回應「五四」風潮的

行動。其中女學生不但自組團體，甚至打破性別界限，與男生一起行動，開啟了不同性別共

同從事社會運動的先聲。其後，受到新思潮的影響，北大校長蔡元培取錄了鄧春蘭等人為女

旁聽生，擴大了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1927 年），省立中學已普

遍兼收男女學生，傳統「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終被揚棄。同時，沉寂一時的女子爭取參

政權運動開始復興，如湖南各界婦女成立「女界聯合會」，提出「女子須有選舉與被選舉權」

等要求，並獲納入憲法之內，知識婦女王昌國、吳家瑛當選湖南省議員，揭開了女子參政的

新一頁。 

1937 年日本侵華，這時期的婦女強調唯有國家民族生存，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表

現出婦女面對危難，能以大局為重，為國家盡義務，為勝利不惜犧牲一切的精神。其中，宋

美齡領導的「新運婦指會」以從事後方的救援工作為宗旨。當時的婦女成立了女自衛隊、女

民兵等，擔任放哨鋤奸等工作。據 1940 年的統計，在抗日根據地七千萬的婦女中，參加自衛

隊的多達一百四十多萬，婦女的地位打破了傳統而日益提高！ 

1949 年新中國成立，中國婦女因積極投身革命、抗戰運動，屢建功績，從中孕育出女權

的思想，女性自我意識逐漸覺醒，婦女界的焦點從革命轉到爭取參政權之上，掀起了女子要

求參政的熱潮。新中國建立之際，宋慶齡、何香凝等婦女均有參與籌備建國工作。建國以後，

婦女的政治權利受到法律的保障，擁有選舉權，同時間，也有不少女性活躍於政治的舞臺上，

擔任領導職位。 

奶奶曾經告訴我：文革時期是女性參政的最高峰。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成為文革的



主要人物，統籌文革的各項工作，權力凌駕中央政治局。奶奶曾一度為女性得以成為領導而

感到自豪。但是，江青等人能否代表著中國女性的地位已經獲得提升呢？真是見仁見智。 

母親告訴我，自 1979 年改革開放後，無可否認，急劇的社會及經濟變化，對過去婦女角

色和地位造成強烈的衝擊。婦女不再局限于家、農村、市鎮，而是打破了地域的界限，出洋

留學，接受西方文化，思想日趨向自由開放，使婦女界亦開始重新審視自身的地位和利益，

從而掀起了新一輪的婦女解放思潮。 

現今，新一代的女性已經能投放更多時間於學習和工作上，改變了過去依靠男人過活的

傳統，經濟獨立自主，甚至超越男性。根據統計，現在女大學生的人數比男學生高。女性出

任高官的例子更多，例如：呂秀蓮擔任過的臺灣副總統，女性的政治智慧備受肯定。作為女

性的我，希望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可以見證到女性擔任香港的行政長官、國家的總書記等職位。 

現代女性所擁有一切的自由、平等，乃經過近百年來努力的爭取，歷盡風雨洗禮，才漸

見彩虹。爭取女性權益是我國女性最引以為榮的成就，女性的熱情、女性的勤勞、女性的勇

敢、女性的堅韌、女性的愛國……，都是中國婦解運動的寶貴元素。 

百年來女性爭取權益運動，歷盡黎明，最終見到曙光。女權運動的成功，是中國近代史

上一個重要發展的里程碑，是中國婦女為祖國富強發展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也是中國邁進現

代化、面向國際化的必經階段。 

教師回饋：女性在中國歷史上是受苦的一群，女性權益也是日積月累而來的。本文概述了女

權爭取的經過，對女性表現出歌頌和讚美。（楊華老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