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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国 女性职 权 与 中 国 现代

文 学 书 写

章 敏

【提 要 】 中 国女子大规模地走出 闺 阁 、 走 出 家门从事社会化劳动 ， 在近代工业兴起以前

从未有过 。 女性
“

参与公共事业
”

之权利和机会的缺失直接制约 了女性经济及其他各项法律

权利地位的提高 。 民国 时期女性职业权利地位的嬗变可谓 巨 大 ， 这既是指 国 家法律层面 ， 也

指涉现实生活层面 。 在这一嬗变过程 中 ， 中 国现代文学对这一女性群体求职之相所面临 的社会

问题 、 求职及就职过程的艰难以及面对婚姻和职业的两难抉择等都有很深刻 的表现 。 这也成为 中

国现代文学反映并参与女性解放这
一

富于现代性意义的伟大历 史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页 。

【关键词 】 民国女性 职业权 中 国现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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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解放的第
一

个先决条件就是
一切女那就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女学生 。 她们开始走入

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
”

。

？ 然而 自古以来 ， 社会 ， 受聘于教会医院 、 女子学校 ， 甚至 自 己

中国的女性大多
“

养在深闺人未识
”

， 女子大规模创办女校 、 医院等 。 这在当时风气未开的传统

地走出闺阁 、 走出家门从事社会化劳动是在近代中国社会 ， 也受到了传统思想文化的抵制 ， 不

工业兴起以前从未有过的事情 ， 就算她们从事劳过她们的出 现仍然为女性就业尤其是女性从事

动也始终是家庭化的劳动 ， 而且对 自 己的劳动成文化层次较高的职业肩起了 闸门 。 到 １９世纪 ９０

果她们并没有所有权和支配权 。 女性
“

参与公共年代 ，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 又出现了一批女编辑

事业
”

权利和机会的缺失直接制约了女性经济及和女记者 ， 她们 以报刊传媒为阵地 ， 在思想上

其他各项法律权利地位的提高 。 民国时期女性职主张男女平等 ， 积极宣传妇女就业的主张 。 她

业权利地位的嬗变可谓巨大 ， 这既是指国家法律们的出现使女性走入社会从事职业的进程又向

层面 ， 也指涉现实生活层面 ， 与之相应的中 国现前迈进了
一

步 。 随着女性教育权的获得 ， 晚清

代文学创作也对之进行了丰富而细致地书写 。至民国时期出现了更为庞大的知识女性群体 ，

丄 ｆ
她们为更多职业女性的 出现奠定了基础 。

—

、 家 １ ］的
由此看来 ， 在 ２ ０世纪以前及 ２０ 世纪初的近

待遇的菲薄

从 １ ９ 世纪 ８ ０年代起 ， 中国有
一

个特殊的女
① 恩格斯 ： 《家庭 、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

性群体首先打破了传统社会对女性就职的规约 ，集 》 第 ４ 卷 ，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第 ７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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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 ， 女性职业主要局限在特定的几个领域 。 的
”

。 玉君又道
：

“

我以前是离开社会 ， 伏在家

总的来说 ， 不管是从事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 ， 庭里 ， 所以没有生活 ，
以 后我要离开家庭 ， 跑

女性最初走入社会从事职业都很艰难 。 这除 了到社会里 ， 自 己去造生活 ！

”？ 说这话的一存其

和当时的社会文化氛 围有关 ， 和相关法律对女实是
一

直关心和帮助着玉君的 ， 他是在教玉君

性 自谋职业的规定也有很大关系 ， 直到清朝晚认清社会现实 ， 但从中我们依旧可以看出 当时

期 ， 法律也没有赋予女性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社会上大部分男性居高临下的姿态 ， 但同时也

动的权利 。 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 《暂行民律草能感受到玉君的不甘压迫和勇敢坚决 。 而这正

案 》 中仍规定 ，

“

妻之行为能力 ， 不属于 日常家可看作是当时社会上一般男性和那些想要冲破

事之行为 ， 须经夫之允许方有效力 ， 若未经夫传统束缚 自谋职业的女性心态的缩影 。

之允许 ， 则其行为得撤销之 。 故在职业上 ， 妻实际上 ，

“

教书匠
”

还是只有知识女性才能

须得夫之允许 ， 方能为
一种或数种营业 。

”①
因从事的职业 ， 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而言 ，

此 ， 民国早期虽然职业女性的人数较之于前有她们的境遇就更是可悲 。 以从事体力劳动的女

所增多 ， 不过相对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职业男工为例 ， 她们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
工作 的时

性的人数而言 ，
女性就业仍然处于低潮 。间也很长 ， 每班一般都是 １ ０

？

１２ 个小时 ， 个别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当大部分作家都把 目光投注的甚至长达 １ ５
？

１７ 个小时之久 ； 少数工厂在工

给女性恋爱婚姻 自 由 问题时就已经有部分作家 作时间内有 １ ５
？

３〇 分钟休息 ， 有些工厂甚至连

注意到了女性职业的问题 ， 只不过相比于前者 ，
中午吃饭时间都不许休息 。 中 国工人的工资本

职业问题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关注罢了 ， 而且早 来就很低 ， 而女工在忍受和男 工相同时间 的体

期的文学作品更多地是表现女性独立意识的觉 力消耗的同时工资又 比男工更低 。 以上海为例 ，

醒和外出求职的意愿以及所处的社会氛围和面
“

１ 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 ，

一个一般工人每天平

临的现实状况对她们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迫 。
均工资是

一角五分到两角 。 而女工的工资
一般

换言之 ， 最早表现女性争取职业权的作品大多 比男工低 １ ２％ ？ ２５％
， 女工劳动一天只能拿到

还在比较
“

初级
，，

的阶段 。 因 为
“

五四
，，

时期
一角到一角六分钱 。

” ③ 可以说民 国时期女工的

对女性职业问题 的关注 ，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 工作境遇非常可怜 ， 而现代文学中也有不少作

层面大都还只涉及到男女就业机会平等 。 同时 ，
家作品对此予以 了呈现 。

二 、 女性获得法律上职射又后的
人一些作家的创作视野 。

对于女性离开家庭走入社会求职的勇气和胃

决心及所面临之困境 ， 现代文学 中有不少作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生 ， 许多知识分子都

对之予以 了表现 。 杨振声的 《玉君 》 （ １ ９２ ５ 年 ） 开始对女性经济独立问题包括女性职业 问题展

中 曾有这样
一

段非常典型的描写 ， 这是一段女开热烈探讨 ， 随着社会思潮 的推动 和女权运动

主人公玉君与 男 主人公
一

存 的对话 ， 玉君道 ： 者争取职业平等权斗争的展开 ， 女性所从事职
“

中国的女子到社会里 ， 除了当教书匠 ， 就没有业的范围有了很大的扩展 。

旁的职业可谋 。

”一
存说 ：

“

是呀 ！ 因 为当初定国家法律制度在女性职业平等权方面逐步

社会制度的人 ， 是我们男 人 ， 所以单只 为了我有了 比较明确的规定 。 １ ９３ １ 年 ２ 月 １ 日
， 南京

们 自 己打算 ， 就没有替你们打算 。

”“

没有替我

们打算 ！ 感谢之至 ！ 你们要把我们放在家里作奴 ①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 《中国妇女运动史》 ， 春秋出版社

隶呢是不是 ？

” “

岂惟是奴隶 ？ 还有许多法制与１兆 ９ 年版 ， 第 １ 〇１ 页 。

礼教要你们作奴隶 中的婢妾、 寡妇与 烈女呢 ！② 杨振声 ： 《 玉君 》 ’ 《杨振声选集 》 ， 人民文学 出版社 １９８７

因为这些法制与礼教 ， 也是我们男 子定的 。 小
③ 刘巨才 ： 《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 》 ， 中国妇女出版社 １ ９８ ９年

姐 ， 你们根本上就是
‘

不识不知 ， 顺帝之则
’

版 ， 第 ２７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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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颁布了 《 中华 民 国 民法 》 和 《 工厂半天工钱而与工头吵 了起来 ， 失去 了工作的她

法 》 ， 正式规定了女工的 ８ 小时工作制 ， 女工和最后在走投无路之下和苏七一起去做 了 暗娼 。

男工同工同酬 ， 保护女工劳动权益及妇女从事社 从一开始她们天真地以为凭 自 己 的双手能在都

会职业和实业活动之权利 。 在 １ ９３２年颁布的 《修市里谋一份职业生存下去 ， 但后来发现现实绝

正工厂法》 中更是进一步明确规定 ：

“

男女作同等非如此 。 可 以说职业女性的实际生存状况与国

值工作而其效力相等者 ， 应给同等之工资
”

。 至此家法律规定权利之间的巨大差距仍然与整个社

说明 ， 不管社会现实生活状况如何 ， 至少国家法会环境对女性就业的束缚有关 。

律层面已经赋予了女性和男性同等的职业权 。
＿丄＆＆

当然 ， 社会现实生活雜律规定会存在
－二、 女性面对豕庭与职业的

定的差距 ， 仅就
“

男女同工酬
”

而言 ， 在与Ａ择两难

〒国 民政府 修正工厂法 》
－年颁布

？民国职业女性所面临的束缚和重压除了来 自
《劳动
＾
鉴》 中发布的男女

于
资表就表明男女同

最初走出家门时的艰难以及走出家门迈入社会后

Ｈ
遍存在 。

二
上

ｆ
、 天津 、 汉 口 、

所面临的多重困境外 ， 还有
一道最賴过的坎 ，

无锡 、 广州 的女工 日 Ｘ贿为 男 Ｘ 日 Ｘ關ｇｐ帛 自＿￥ 。

６７ ． ７％
， 其中天津女工 日薪为男工 日薪的 ４

巧
’

凌叔华的 《绮霞 》 （ １ ９２７ ） 中绮霞原本是一

０（Ｘ３５鎌有艺术天瞻小提琴手 婚后为家务所牵
劳动 酬

，
的状况 ， 苏

累 ， 小提琴逐渐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

一

位朋友

力雌麵帛 ， 酿走人雜
“

不臟掉多少

ｎ ｍｆ有天才的女子
”

， 绮霞深受震动 ， 于是想出 国继

续深造 ， 鋪到丈夫和婆母的反对 ， 最后绮霞

不辞而别 。 几年后她学成归 国 ， 成为－位优秀

的音乐教员 。 作品通过绮霞学生之 口 将绮霞和

另一位女教员
“

周先生
”

对比从而将女性在婚

前婚后面对事业的不同状态呈现出来 。 学生们
门

腿周姻？麵后賊傭定绮霞肯定未婚 ，

力 胃 ｍ＿
因为

“

出 了嫁的先生是差些
”

。 小说以此揭示 出

＝ 女性在面对事业和家庭时的两难状态 。 可以说
她

这篇小说提出的问题具有
一

定的超前性 ， 因为

毕竟当时女性外出求职都尚属艰难 ， 但是小说

中提出 的家庭与事业冲突 的问题 ， 随着女性解
倾

放程度的提高和女性职业权的逐步获得 ， 到 ２ ０

雌三針年代麵祕細餅多职业妇女
活 。 在缫丝厂工作的时候 ，

“

天色没有亮得透就
帛自？了

赶到厂里去 ’ 到黄 昏＿候有了 同＿天色才３ ０ 年代冰心的小说 《西风 》 中 ， 女主人公
抢着跑 回家里 。 在暑天 ， 身体虽静静地坐着 ，

嫩会 ： 《欄女碰 》 ， 餘出版社
象雨后的西瓜 ， 披 了一条条的水 ， 身子弱点的

人往往晕 了倒下地来
还要给工头 扣工钱② 苏青 ： 《 〈续结婚十年 〉 代序 》 ， 《苏青散文精编 》 ， 浙江文艺

呢 ！

，，③ 而就在她们离开以后 ， 缫丝厂女工们 的出版社 １娜 年版 ， 第 ５ ４４ 页 。

钱 ；里亩如韭潘Ｓ缺女储 田 “并 ”ｉｎ ＫＳＴ Ｉ？Ｍ 哲③ 草明 ： 《倾跌 》 ， 上海文艺 出版社编 ： 《 中 国新文学大系
待遇更加轉 。 虽然在麵 我 和阿屈 总算體？搬 》 第 ４集 ？ 小说集二 ， 上海文艺出版社廳 年

找到了工作 ， 但却因 为迟到 了Ｉ ５ 分钟就被扣了版 ， 第 ７ ２０
？

７２１ 页 。 原载 《文艺 》 １ ９３３ 年第 １卷第 ３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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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秋心为了事业拒绝了男 子远对她的爱恋 ，
１ ０渐露出他纨绔子弟的本性 ， 这时冷清秋作为女

年后他们在轮船上邂逅 ， 远此 时 已有 了妻儿 ， 性独立的人格再次苏醒 ，

“

我为尊重我 自 己 的人

而秋心却依然孤身一人且 已变得苍老樵悴 ， 于格起见 ， 我也不能再 向他求妥协 ， 成为
一个寄

是她感受到了放弃爱情 的失落 、 惆怅 、 困惑和生虫 。 我 自信凭我 的能耐 ， 还可 以找碗饭吃 ，

痛苦 。 这种职业和爱情婚姻不能两全的痛苦不纵然 ， 找不到饭吃 ， 饿死也愿意 。

”？ 由此可见 ，

是在于为 了前者必须要舍弃后者 ， 抑或是为了女性当时是已经拥有一定的职业权的 ， 只不过

后者而要放弃前者 ， 而是在于无论作出何种选这种权利还非常有限 ， 因为 即使是像冷清秋这

择 ， 只要是舍弃其中
一

端都会留下遗憾和后悔 。 样的
“

念 了上十年书
”

的女知识分子也存在

如果说 《洛绮思 的问题 》 和 《西风 》 所写 的都
“

找不到饭吃 ， 饿死
”

的可能 ， 但是即使生存的

是女性为 了事业而舍弃 了爱情和婚姻所导致的社会环境让女性外 出求职如此艰难也不能阻断

痛苦的话 ， 那么庐隐的 《何处是归程 》 则写 出其主体意识觉醒的脚步 。

了女性即使作出相反选择的情况下依然不能摆

脱的困惑 。 在作品 中 ， 女主人公为争取婚姻 自本文作者 ： 湖 南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副研

由勇敢地向传统宣战 ， 最终和 自 己所爱的人结究员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 院文 学 系

婚了 ， 但是婚后不久却又发现渐渐失去了独立２０ １ １ 届博士

的 自我 ， 于是感到失落和惆怅 ：

“

结婚 ， 生子 ，责任编辑 ： 马 光

作母亲
……

，

一切平淡的收束了 ， 事业志趣都
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这原来就是女人的天

职 。

”①同样的 ， 张恨水 《金粉世家 》 中 的女主人① 庐隐 ： 《何处是归程 》 ， 肖凤 、 孙可 ： 《庐隐选集 》 ，
百花文

公冷清秋满腹才华 ， 嫁人豪 门后想再外出谋
一艺出版社■ 年版 ， 第 ３〇９ 页 ， 原载 《小说月报 》 ■年

份教职却受到丈夫金燕西的干涉 ， 她只能
“

安 二
８

水

卷第

上

２

弓ｆ书 ， 第厕 页 。

心
”

做她的少奶奶 。 金燕西只想把她圈养成金

丝笼里的小鸟 ， 对她没有人格上的尊重 ， 且渐

Ｗｏｍｅｎ
’

ｓ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ｐｕｂｌ ｉｃｏｆ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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