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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开始突破革命史的研究范式，向着更加广
泛的领域拓展，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国际关系史、军事史、环境史等都有
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兴起了文化史，在８０年代中期兴起
了社会史，在８０年代末又兴起了社会文化史。文化史、社会史和社会文化史成
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科的显学。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我在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开始对文化史发生兴趣。９０年
代初，我在做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是以婚姻、家庭、妇女、性伦作为切入点来
研究近代中国陋俗文化的演变问题，我觉得这实际是社会文化史的一个研究课
题。２０００年我申请了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要研究现代中国（１９１９～
１９４９）婚姻、家庭、妇女、性伦等文化问题。之后我还开始考虑研究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文化问题。新中国成立至今已近６０年，从历史学的角度来
研究这段历史已经显得非常重要。这段社会文化历史从宏观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三
个大的阶段，即新中国初期（１９４９～１９６６），文革与徘徊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８），改革
开放三十年时期（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当然每个大的时期内还可以划分为几个小的阶
段。这些年我的硕士研究生已经开始探索新中国初期婚姻、家庭、妇女、性伦、
娱乐等文化问题。我的博士生和博士后也已经开始探索“文革”时期的婚姻和家庭
文化问题。我也正在思考如何把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工作推进到改革开放三十年。

当我在思考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社会文化问题的时候，我发现这一时期的社
会文化是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学术和现实问题。社会文化问题相当广泛，仅就婚
姻、家庭、妇女、性伦等问题而言，就是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社
会学、政治学、法学、民族学、文学、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医学等多学科
所共同关注的。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当代的社会文化将有助于问题的深
入探究。所以组织一个多学科的科研队伍共同研究社会文化问题势在必行。

这实质涉及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问题。学科分类是人类根据以往的探索所
创造的对自然与社会认识的系统知识的类别划分。它反映了知识系统的性质，也
反映了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程度。中国从传统的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再到今
天的十几个学科门类、几十个一级学科、几百个二级学科，都反映了以往知识系
统和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程度的变化。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的奥秘是无尽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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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科的调整也不会完结。由于学科分类的束缚和产生的惯性，在各学科之间的
边缘地带，往往成为被人忽视之领地，此处也就容易成为知识的贫瘠之地或知识
的盲点之域。所以相关学科关注和探索这块边缘地带就显得格外重要，这个知识
的贫瘠之地或盲点之域可能就会成为新知识系统的起点和未来学科发展的增长
点，甚至会成为新知识系统的亮点之处。可见进行学科交叉或促进交叉学科的建
设就有了特殊的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国家和各省市都非常重视交叉学科的建设，就是为开拓新的科研和
学术领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创造新的知识系统和学术平台。首都师范大学
２００７年以来也开始注重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的建设。我负责申报的“中国现当代
社会文化学”，就是在以往思考研究和大环境具备的基础上，通过专家的评审被
选为学校的重点交叉学科的。

“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是因知识发展需要而力求建设的一门新交叉学科。
本学科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形成新知
识体系的学科。本学科涉及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教育学所有人
文社会科学的六大学科门类，涉及伦理学、应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中国
现当代文学、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等一级或二级学科，所以
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有非常重要的建设意义。

中国社会发展至今天，与世界先进国家一样，关注和改善人们的社会生活成
为国家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追求文明进步的社会生活既是人类与国人生命历程
的一个向往，也是当今世界和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我们能够清醒地体
会到，无论是当今建设和谐社会，还是实现小康的发展目标，无论是提倡以人为
本，还是关注当代民生问题，其实质都是要真正改善和提高国人的社会生活水
平，提高国人的生活质量。从历史学的演进来看，当今西方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
的发展以及国内社会文化史的兴起，都反映了历史学在关注政治史、精英史和上
层社会史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民众史、个体史及社会生活史，把真正的民众个体
关怀变为史学的一个重要功能，进而体现史学的致用态度和实用价值。关注社会
生活不是历史学独有的学术志趣，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都具有这样的关怀。
从这个视阈来看，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
及其形成的新知识体系，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国现当代以来民众的
社会生活状态如何，为什么会是这样，决定这种生活状态的主要因素和相关因素
是什么，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今天的社会生活有哪些发展和新的内容，有哪些具
体的实际问题，人们需要反思什么，要做些什么，要发扬什么，要控制什么，对
中国未来的社会生活我们有哪些期盼、有什么创意的设计和预测，如何推动社会
生活向文明健康的方向发展等，这些问题是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需要思考和关
注的，也是建设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学学科理论与现实意义的体现。

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为传统的史学理论与方法；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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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三为创新的理论与方
法。可以说本学科所采用的是以历史学理论方法为纵向，以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理论方法为横向的纵横交错的综合性的理论与方法的协调统一。

本学科是研究和探索２０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
当代社会生活与其内在观念形态之间相互关系及其形成系统知识体系的学科。本
学科的问题意识是历史的，涉及的具体问题是历史、现实与未来所共同拥有的。
它是在扎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来深入思考社会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
来的走向问题。

社会生活的很多问题是伦理问题，需要从伦理学的哲学高度去诠释。社会生
活的具体样法又是经济的一种反映，需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社会生活又是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直接进行社会生活的探索。文学作
品是从文学的视阈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从这个问题本身来看，它与历史学是相
通的。社会生活又反映着社会政治，政治影响着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与教育和心
理也存在着互动的关系，所以政治学、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方法也同样可以用
来探讨社会生活问题。社会生活是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综合探讨历史与现实问题
的领域。

本学科不但涉及理论方法的建构和创新，也涉及本学科知识体系的架构，所
涉及的内容宽泛复杂，主要包括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两性伦理、休闲娱乐、流
行时尚、装饰美容、强身健体、休养生息、医疗救治、心理卫生、生老病死、福
利保障、民俗风情、节日旅游、日常消费、宗教信仰、迷信祭祀、求职就业等，
并随着我们认识的扩展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新的内容。

梁景和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于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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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知识女性婚姻研究

汤诗艺①

五四运动以后，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观念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逐渐传

开，婚姻领域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新旧道德的冲击下，婚姻变革的思
潮愈演愈烈。本文主要是从个案的角度出发，对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里的知识
女性的婚姻进行研究，而时间是限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学术界里，对婚
姻个案形式进行研究的著作有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书中对新旧思想
交替影响下的女性人生的各种不同选择进行了分析；论文则有侯杰、秦方的《近
代知识女性的双重角色：以〈大公报〉著名女编辑、记者为中心的考察》，这篇文
章论述了近代女性所承担的社会使命及其扮演的家庭角色。文中的女性都是接受
过新式教育，或通过自由恋爱建立家庭，或选择独身，走出了传统的家庭，虽然
选择了适合自己的道路，但仍受着封建传统思想的制约。还有侯杰、王思葳的
《五四时期新女性的悲剧命运评析———以张嗣婧为例》一文，这是通过个案来剖析
封建婚姻制度对新式女性造成的伤害，并以此来引起对整个传统社会制度的反
思。而论文中关注整个受教育群体的则有：李钊的《试论五四运动后中国的女性
与婚姻家庭》分析了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对婚姻家庭的选择；王印焕的《近代学
生群体中文化教育与传统婚姻的冲突》论述了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崇尚婚姻自主，

渴望追求新式婚姻，传统婚姻与文化教育的冲突在她们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另
外，关于女高师的专著则有何玲华的《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这
主要是研究不同时代的女高师情况，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而
她关注的时间段主要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以上这些都是和本文论述较为相关的一
些著作和论文。

除此之外，与知识女性有关的论文还有许多，这一时期的知识女性抛开婚姻
之外对人生有了另一种特殊选择，刘正刚、乔素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独身现象》

一文就论述民国时期盛行的独身现象。文章指出一部分觉醒的新潮女性“在心理
和行动上越来越抵制传统婚姻家庭”，但是，她们的思想仍然受到传统贞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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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汤诗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



的束缚，“既不愿落入旧式婚姻的苦海，又不敢大胆追求婚姻自由，更没有改造
旧家庭、建立新家庭的能力”。于是，她们“遂决定生存于家庭之外，走上独身这
条消极软弱的抵抗之路”。可以说，这既是一种偏离主流文化和生活模式的选择，

又是觉醒女性一种无奈的选择。讨论这一问题的还有张国义的《五四时期知识女
性独身论试探》。雷家琼的《“五四”后１０年间女性逃婚与婚姻自主权的争取》一文
则对女性争取婚姻自由的逃婚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在某种意义上“标志着
当时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程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徐永志的《晚清婚姻与家庭观念的变革》、梁景时的《近代中国维新派婚姻
观透视》、徐建生的《近代中国婚姻家庭变革思潮论述》和吕美颐的《二十世纪初中
国资产阶级的婚姻家庭观》等文章，对民国初期的婚姻变革思潮作了许多研究，

可以给本文提供一些婚姻思潮的时代背景。关于不同区域的婚姻问题，许多学者
也作了专题研究，例如，黄东的《红色苏区婚姻改造论述》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婚姻
习俗、婚姻制度方面的改革进行了研究，徐永志和吕炳丽的《近代华北民间婚姻
述论》考察了华北民间婚姻由传统向近代化的蜕变，高石钢的《民国时期农村婚姻
论财规则初探》、傅建成的《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早婚现象》、陈亚平和徐景庶
的《近代华北农村的论财婚姻》等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农村的婚姻进行了大量研究。

逯静静的《浅论民国时期的城市婚姻》、彭贵珍的《民国时期社会转型中的城市婚
姻纠纷》、陈蕴茜和叶青的《论民国城市婚姻的变迁》等文章对城市婚姻的变化做
了研究。而王跃生的《民国时期婚姻行为研究———以“五普”长表数据库为基础的
分析》则是从统计数据的角度来研究民国时期的婚姻。从总体来看，民国时期的
婚姻研究多种多样，其中以对婚姻自由思想变革方面的研究最多，具体到细致考
察女性知识分子婚姻的并不多，所以本文主要是以个案的角度分析女子高等师范
学校毕业的新式知识女性的婚姻轨迹，试图窥探出当时社会的知识女性婚姻状
况，从一个侧面反映女性在婚姻解放方面的自我意识觉醒状况。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曾这样写道：“自光绪二十年（民国前十七年）

甲午之战以后，中国妇女生活，开始变动了……由‘无才是德’的生活标准，改到
‘贤妻良母’的生活标准；由闺门之内的生活，改到学校读书的生活；进步不为不
快。但妇女有独立人格的生活，实在是在《新青年》倡导之后。而五四是一个重大
之关键。”①这番话深刻地揭示出了在清末民初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中国女性最为
复杂的历史内涵。是五四运动———一场全方位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运动，促
使中国女性开始觉醒。由此，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女性，勇敢地挣脱封建枷锁，走
出家庭，走上社会。她们争取解放、反抗封建势力的斗争，是联系到了自己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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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６５页。



利益和实际生活的。

旧的婚姻制度遭到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对于女性
婚姻的束缚终于被扯开了一道裂口，这些年轻的知识女性努力将自己的婚姻与爱
情结合起来。因此，她们极力主张婚姻自由，强烈反对传统婚姻。１９０３年，鲍
蕴华在信中抨击中国传统婚俗，“足为女学前途最大障碍，更有甚于裹足者，则
妄配人，与早适人是也”。她认为“自由婚姻之风不倡，则女学永无兴盛之日”。

陈撷芬在所加按语中也强调“婚姻自由，为女学进步之初基”。① １９０６年，秋瑾的
作品《精卫石》号召青年冲破旧式婚姻的桎梏，争取自由平等的天赋人权。“中华
黑暗数千年，女子全无尺寸权。今日劈开男女界，舞台飞上振螺环”。“西洋人说
道我国的女子，任人搬弄任人玩……近日得观欧美国，许多数说自由权，并言男
女皆平等，天赋无偏利与权”。她还突破狭隘的男女情爱，将婚姻自由视为人性
与国民自由的基础，“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② 北京大学第一位
女教授陈衡哲曾经说过，当时的女性“假如能成就一点什么的话，都是非先从代
办婚姻的毒爪中逃出来不可的”。③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对知识女性的一项调查显示，４０名已订婚者中有３５％属于自
订婚姻；已订而未婚者中自订的比例占３５％；１２０名未订婚者中有７５人愿意自
订，占６２％。④ 这些数据都清楚地表明了知识女性中已经实现和愿意实现婚姻自
主的比例是要明显高于普通民众的。这是因为“文化程度差异对婚姻的自主程度
有明显影响。文化程度提高，自主婚比例增大”。⑤ 所以，本文主要研究接受新
式教育女性的婚姻，从而探讨这些摆脱了旧式封建束缚的女性是否就找到了她们
心中向往的婚姻。她们在婚姻追求的道路上是否有别于传统女性，而有了更加先
进的思想与意识。这里所谓的知识女性主要是“知识结构新，具有谋生的一技之
长，并且是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最先觉醒的女性人群。”⑥五四运动之后，女性有
了正式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同时中国也有了自己创办的女子大学。而
本文所要寻找的具有先进知识的女性群体就在这样的大学里。

在北京地区，中国最早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理当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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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清末１９０８年成立的“北京女子师范学堂”，１９１２年改名为
“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在１９１９年４月，它改制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简
称“北京女高师”或“女高师”，这是当时唯一的国立女子高等学府。１９２４年６月
又改名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在新文化时期，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最优秀
的女学生，成为全国女子文化中心。由于和北京大学相邻，女高师深受当时北大
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影响；而胡适、李大钊等知名人士的在校任教，更
是加快了新思想在学校里的传播。胡适在女高师授课时就曾发起了有关女子解放
的讨论，号召女性继续“同旧礼教作无情的斗争”①李大钊在校则积极传播马克思
主义的“妇女解放”思想，告诫女学生“只有打碎旧的世界，女子才能从其桎梏中
获得自身解放”。② 这些开放的言论使得女高师学生对旧制度的专断与旧文化的
残忍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从而开始以更为激烈和决绝的姿态与旧势力抗争。

因此，女高师造就了一批新式女性，她们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爱国运动和自
身的解放运动之中。冯沅君③、苏雪林④、石评梅⑤和庐隐⑥就是其中颇为出名的
女学生。她们四位差不多在同一年进入女高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都走
上了文学的道路，用自己犀利的文字批判当时的封建婚姻。现实中，她们自身对
婚姻的追求更能反映出她们新式女性的特点。本文就以分析她们四人各不相同的
婚姻轨迹，来窥探当时知识女性的婚姻状况以及她们区别于传统女性的特点。从
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新的女性意识已经在知识女性身上崛起，但是她们心里根
深蒂固的旧式封建思想并没能完全消除，在这一点上她们还保留有传统女性的
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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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俊英：《五四时期的北京女高师》，见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五四运动与北京女高师》，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２６页。

何玲华：《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

２１１页。

冯沅君（１９００—１９７４）：原名冯恭兰，１９１７年夏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专修科（１９１９年改
为国文部），１９２２年毕业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研究生。五四运动前后，由于校长思想顽固，反对学生参加
爱国运动，冯沅君受１５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迫使校长辞职。

她将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为话剧，亲自扮演焦母，进行反封建宣传。

苏雪林（１８９７—１９９９）：原名苏梅，１９１９年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五四运动后开始用
白话文写作，在《时事新报》副刊、《国风日报》副刊和《晨报副刊》等处发表政论性文章，参加社会问题的争
论。１９２１年赴法国，肄业于中法学院，后进入里昂国立艺术学院深造，因母亲生病辍学回国。

石评梅（１９０２—１９２８）：原名石汝璧，１９１９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１９２３年毕业。

在校期间结识了冯沅君和苏雪林，和庐隐成为至交。并在《语丝》、《文学旬刊》和《文学》等报刊上发表散
文、诗歌、小说和剧本。

庐隐（１８９８—１９３４）：本名黄淑仪，１９１９年考入了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与
思想，于１９２２年毕业。在校期间从事刊物《闽潮》的编辑、组稿工作；曾加入文学研究会，创作的短篇小
说《一个著作家》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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