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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马华社早期的女子教育

郑良树

吴怀疚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上海创设务本女学，为中国人自己捐资
兴建女校之始。虽然如此，中国的女子教育却要在光绪二十化年（1903)才开

始露出曙光，而女子教育正式列入教育制度，却要迟至光绪王十吉年（1907)。

光绪二十毛年（1901)庚子之彼后，清廷于创裸痛银之傑，有感于教育之

不振，于是，乃准许国人创设女校；然而，次年清政府初订教育制度时，在

张百熙奏定的学堂章程中，只字不堤女子教育，可见女子教育依然毫无地位
可言。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百熙与张之洞、荣庆修订学堂章程，始

于《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章程〉〉中言及；然而，根据《章程> 条文来

看，女子教育也只是附属于蒙养及家庭教育之内产其宗旨不外传统的相夫教

子一途而己，缺乏自己独宝的目标和体制。
一直到光绪兰十三年（1907)兰月八日，清廷颁布（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

程兰十六条〉及〈女子小学章程二十条〉，@中国女子教育才正式列入教育刷

郑良树博壬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①《蒙养院章程》第十节："兰代1*：^来，女子赤皆有教，备见经典。所谓教
音，教为女、为妇、为母么道化。"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
(中华书局，1993)，第二册第十一章，巧16日-168。

©下致聘编，《中国近-b十年来教育.记事》（围立编谭馆，193日)，光绪王十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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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成为中国教育体系之一环。这个时候，女子小学教育才正式具体化——

有学制、有课程、有目标、有宗旨。尽管送个时候的女子教育只有小学、师

范学堂，不设中学，更遣论大学；尽管送个时候的女子教育必须和男子教育

完全分开，并且小学、师范修学年限都比男子教育少一年，然而，视过去的

情形，不能不说是大有进步了。

新马华社女子教育始于何时呢？根据目前所能考赃的资料来判断，本区

华社最早的女子学校应该是新加坡的华侨女校。此校创办于光绪兰十一年

(1905)，比清廷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教育体系，并且将女子教育完全具体化

还要早两年；而其创办人及主持人却是位广东女性黄典炯。@黄典炯，就是当

年闻名本区的黄亚福的爱女。®关于这位女强人，梁绍文赞誉她为"南洋之女

豪杰"，并且有一段很生动的描写：

……客到齐了，将要入座了，我的朋友指着一位四十来岁——不

高不矮，身材合度，时式装禾，衣裙朴而不华，头梳飞方压耳崔，

验上现出慈祥而秀兩，端正而温和的颜色，笑儒迎人，如一阵春风

拂面而过——的中年姑人，对我介绍说：。这位是黄典姻先生，是

华佈女学的校长，在社会上亦事最热'的人……。-……华价女

③许苏吾说："光绪王十一年间，康有为等南下，鼓励华侨创设学堂，备帮汾纷

响值，设立新式男子学堂。当时，有一尊侨闺秀黄典綱女壬，亦于同年间，

创办华侨女校，专撰中文，为华侨女子教育之先河。"见许著《新加坡华侨

教育全貌> (新加坡：南弹书局，19日0)，页46。

@黄亚福，广东台山人，道光十年（1说7)生于乡间。少年抵新加坡，从事各

种杂役，克俭起家。其后，获巧柔佛苏丹阿武&加（Sultan Abu Bakar)，承

建市内各项主木工程，包括苏丹皇宫等，富逾千万，乃于新、柔二地广畳地

产，并于1903年在新加坡创设广益银行，为华侨自设银行么墻矢。生平化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

pore ("宋El王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pp.354-355; L乂及关楚境主编，《星洲十年》（1939)，解五

编第王章（先贤传略〉，页1脱7-8。黄典删，为黄亚福元配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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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星架坡创立最早，当时华价风未开，所有女子，仍然是止

耳其式的女子，半步不出闺口，所V乂学生寥寥无几人。黄典删为创

办人而兼校长，不特无半点灰'。，而筹划进行，改良方案，事事躬

亲力行。果然风元漸开，学校林立，从前之。孤立无声接"自弓，现
%

在"随处皆附义之师"了。来学者众，房舍不敷，义再护张，如是

者已之次，其成绩之化美可想。

贵典綱生长在旧式家庭，其父义为富逾千万的资本家；自少只

受过古典式的教育，所有的时皂学问，作梦都未曾见过。若依"娇

生惯养"的习惯来讲，她最多做一个安份享福的太太，那还能够受

许多冤枉的苦恼，听许多无谓的闲言闲语？但是她却不然。不特没

有一点資本家习气，并且一点太太的骄逸样子都没有。她最特别的

是：善于交惊，而绝非上海式的滑头敷衍，无处不令人感动她的真

诚信义；长于处事，而绝非官债式的做此忘彼，事事总巧完全责

任。凡事不层允则已，倘她允诺了，必念念不忘，虽出生入死，亦

必完成化事，方肯放瓜、。她平日最大量，凡有所求，必不令人失

望，但绝不表露骄矜之复，不特无施恩望报之念，连言语亦不稍

提。她身子很弱的样子，但做起事来非常胆大而有勇平曰绝不

多言，只知力行做事，故在南洋不论新的旧的，老的少的，提起。黄

典綱"王字，无人不坚起大姆指说：。她是南洋第一个好人！"

每早八点钟，华价女学校的口口必有一辆汽车驶来；每天下午

四点钟，必有一辆汽车驶去；点钟从没有差。……千年来总是一

样，就这一点看，可化黄典炯齐一而有恒欠的精神，真是什么人都

赶不上。每逢有大会，必见着一个中年的妇女，端坐一觸，见人说

话，定着神，很留‘。的样子听着，无论开会的时间长短，必竖其

腰，昂其首，直至毕会而店已。但有一事，在大会中从未闻此人发

过言！在别人想，v：x为止管听而不讲的人，必定不热'心、，或是木训

不善于言辞的，才在大会里不会发言。谁知这个不会发言的人，正

是最热‘。而能实行议案的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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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迹段文字，我们可W得知送位黄女±是非常热心于女子教育的，她

不但是一位勇于负责，能够身体力行的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有远见、有计

划，能够为群伦表率的女强人。为了本区女子教育，她放下娇生惯养的富贵

生活，抛头露面地到处奔走，孤军奋战，独自苦撑，终于激起阵阵的回响，

校舍扩建后又扩建，学生增加后又增加，赢得"第一好人"之誉，也W其木

贿、果敢及负责的行动为本区华族女子教育打开局面，成为本区享誉甚隆的

首位女教育家。有关逸间女校的学制、课程及其他情形，我们一无所知，无

法和光绪三十王年（1907)淸廷公布的女子小学堂章程相比较，实在是一件很

可惜的事。®

为什么新马华族女子教育会发辄得那么早？如果华侨女校创设于190日年

的话，则比清廷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早两年；如果儉许苏吾另一材料所说

的，创于1907年，那么，就和清廷颁布章程同一年了；巧论是前者或是后

者，新马华族女子小学教育可追溯得那么早，对新马华社来说，是一件值

得骄傲的事。然而，为什么我们能够送么早产生女子小学呢？背后的原因又

是什么呢？颇值得我们思索。

远在19世纪初叶，新加坡已经拥有女子教育了。1837年新加坡书院

(Singapore Institution)成立时，院中就有女子班，为各族女童提供小学程
度的教育。其后，新加坡书院小学部发展为莱佛±男校，女子班即发展为莱

佛±女校。19世纪中叶，一些教会团体已经在本区推动女子教育了。比如伦

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853年己在新加坡创设中华女子
学堂（Singapore Chinese Girls School),后易名为 St. Margarets' Girls

School,由Sophia Cooke主持，®学生有20名；这是一所为华族女童提供英
语课程的小型学校，可兑是本区最早的一所女子英文学校。1866年，法国

海外传教会创办圣约翰学校，又创设姑娘堂学校。美臥美教会的成绩更惊

⑤ 梁绍文，《南洋旅行漫记》（上海：中华书局，1924)，巧日3-己已。

⑥许苏吾谓此女校设在陆佑街，创于民国六年（1917);创设年代与自己前一说

自相矛盾，未知孰是。见许蓄《新加坡华侨教育全貌》（见注③)，巧165。

③宋化相，《新加坡华人百年史》（见注®)，页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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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887年创办 Anglo-Tamil Girls School, 1888年创设 Fairfield Methodist

Girls School, 1895年创设 Methodist Girls School。模城的情形也类似如

此，据说，19世纪30年代那儿就有一间读《圣经〉〉为主的女校严相信也

是教会办的。再yi东马来说，美臥美教会1903年派遣富雅各教± (Rev.

James M. Hoover)在诗巫创办女校，其后发展为觀英女校慷这些女校，

除了特别指定招收个别民藤之外，大部分女校的学生恐怕还是W华腹为主。

因此，远在清廷提出女子教育的概念前，新马华社早己知道女子教育送

回事了。一些有远见的知识份子在受到这些教会的影响之下，当然早己了解

到女子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黄典炯创办及主理华侨女校，更适当的说法应

该是在海外受了送股风气的影响，了解女性在家庭及社会所扮演的稱极角

色，所W才从教会创办女校那儿得到启发和灵感，开风气之先为华社作出卓

越的贡献。

黄亚福的长子黄景棠，即黄典獅的兄长，可能也是华侨女校兴办的影响

者。景棠十兰岁被送回中國内地念书，及长，对国学甚有研究，又工诗文，

时与岭南诗人名±唱和，尤热私于教育，在广州创办时敏学堂、述善善堂及

坤维女学校等。®因此，黄典禍创办华侨女校，有可能是取法其兄长的坤维女

校，也可能是兄长的想法很早就传给了典炯，使她后来也有此私愿，并且加

W实践。总而言之，黄典禍创办女校，受本地教会的后发，也受兄长的激

励，是可W肯定的。

黄典炯既受本地风气激荡而成为华社新式女子教育的第一人，首开大

旗，张扬在先；其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藩实女子教育的学科、学制及
♦

宗旨等，女子教育卒完全具体化，成为有章程条规可遵循、可实行的方案；

于是，本区女子教育乃如雨后春資般地，四处创设兴办，成为一个全民的运

⑧王秀南，〈星马玫教育发展史纲〉，在王著《星马教育巧究集》内（香潘：东

南亚研究所，1974)，巧3。

©刘子政，《黄力棠与新福州》（新加坡：南洋学会，1979)，第十章〈新福州

星场的教育〉，页38-41。

⑩关楚建编，《星洲十年> (见注④)，页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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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直到日本南侵为止，新马华社一方面全面创办男子学校，一方面也浸

浴在兴办女子教育的热潮中。

逸里，根据地区及时代先后对新马华社经营女子教育的情况加W描绘：

■新加坡1.中华女校 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而创办，发起人为郑聘庭牧师、潘兆

鹏及孙先生，1911年成立，®校址在竹脚（Mount Emily Road)。2.崇福女学校 创办于1915年4月，在实登里衙。1930年春，由福建会

馆接办。3.崇本女学校 1916年元月创办于亚里哇衔。原名育德女校，1917年改

为今名，与崇正学校同一董事部。
4-侨英女校 1916年创设于荷罗卫巷，战后停办。

己.南华女学校 养正学校于191日年春增设女子部，招收女生。旋因事停

办，一批热必教育者乃于1917年目月创设本校，承接该部之工作。6.鄉媛女校 1922年创设于大坡尼律，战后停办。7.大德女校 1923年创设于乞例达衙，战后停办。8.坤成女校 1924年创设于公例达衙，战后停办。9.群英女校 19沈年创设于庙仔衔，战后停办。10.街徐女校 1927年创设于恭锡衙，战后停办。11.静方女学校 1928年，原本养正学校兼设女生部，格于当地教育条

例，男校不准招收12岁上之女生，为避免养正女生半途停学，并嘉勉

有志求学者负裳不綴，于是另组女子专校，是为该校创置之缘由。校址

在大坡尼律，战后停办。12.志則女校 1928年创设于恭锡衙，战后停办。13.圣巧古拉女校 1933年创设于域多利亚衔。14.圣婴女校 1934年创设于后'遮屯里半。

⑩郑健庐谓中华女校创办于宣统二年（1910)，与此不同；化郑著《南弹王月记》

(上海：中华书局，1935)，页32。



新马华社早期的女子教育/郑良树 5315.辅女学校 1934年创设于大马路。16.义安女校 1940年创设于里己邑里律，由义安公司独立维持。1967年

开始兼收男生，其后易名义安小学。

■横城1.璧如女校 创设于1912年。梁碧如身后捐10万元，®又谢梦池

(1847-1912)遗嘱捐10万元，®乃得队办成，为横城最早的新式女校。2.务内女校 由吴德志（1862-1919)于1915年所创设。®吴氏于1906
年在同善堂内增设学堂，即同善学校之前身。吴氏，盖热必教育者。3.中华女校 于1916年由杨汉翔及梁金盏等所创设，二人皆横城阅书报

社社员4.福建女校 陈新政及林福全等于1920年所创设，是橫城最大的女校。

其后分3校：第一校在打石衔，有8级；第二校在中路，有16级；第三

校在加拉歪路，有6级。5.协和学校 于1928年创办于车水路。®6.窥i南女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

⑩灯国祥，〈清末驻撰领事文流风遗泽〉，《南弹文楠》6卷6期（196目年6月21

日）（新加坡：世界书局），贡32-33。

@郑永美，〈平章先贤列传〉，《模州华人大会堂庆祝成立一百周年新厦落成开幕巧

念特刊》，页169-193。另一材料谓该校乃"梁恩权、德权为纪念先父梁碧如而

创为、，"创办年为191日；见嘉联会资料小组编写，〈声教南堅一嘉应先贤早期的

兴学史〉，原载于《嘉联会讯》2期（1991年6月），又转载于《雪隆嘉应会馆

八十韦周年纪念特刊》（1992)。

@郑永美，〈平章先贤列传〉（见注@)，页173。

©许生理，〈模城閑书报社五十九年来概述〉，《南洋文楠》8卷1期（ 1968年2

月），巧59 —61o

⑩见〈校史〉，刊于《模城协和女子中学校堅幼稚园兰十周年纪念刊》（1958)，巧

5-6o余与魏维贤合编之《马新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亦录有该文，贡

136 -138o



54 马来西亚华人研兜学利第1期7.南洋女子公学 创设年代不详，黄回欄曾担任其董事8.华侨女校 设置年代不详，林启裕曾担任其总理；郑健庐于1933年考

察橫城时，已知有此校，®可知设置时代至迟在20年代。9.辅友女学校 该校乃榜城辅友社社友于1931年7月应华文视学官之

请，从中国幼稚园接办而设置，原址在巧仔园，后不敷应用，乃迁至油

较路辅友社右邻，自置一所。

■马六甲

1.培德女校 该校与培风学校同时创办于1913年，属姐妹学校。巧期学

生稀少，几乎难切续办，其后得刘韵琴掌校，始解逆境。1917年5月，

正式成立校董会，校址移往丰顺义学处卢为马六甲最早的一间新式女
校。

2 .四维女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

■柔佛1.麻坡化南女校 1918年麻坡中华学校女生渐多，为管理上之方便，并

多容纳女生，乃于是年10月分办本校，专收女生及幼年男生，校址在云

马路民房内，为麻坡最早新式女校两姐妹学校后合并为中化。2.己株己辖爱群女校 创设于1923年4月27日。3.居塞中华女校 创设于1926年，为居蛮最早的新式女校；1937年增办

初中，开居蜜华校中等教育之先河。@战后，与华侨学校、培英学校合
并，成为今日之中华中学。

©郑永美，〈平章先贤列传〉（见注®)，页174。

®同上。

⑩见 <校史〉，刊于《培风五十年金樓纪念特刊》。

@见〈校史〉，刊于《中化中小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1962)

@见 <校史〉，刊于《居靈中华中小学四十五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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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菩藉、吉隆坡1.坤成学校 清廷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该校即

于次年(1908)创设于吉隆坡甘光亚答民房处，@与尊孔为姐妹学校。®2.吉隆坡中华女学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3.己生中华女校 创设年代不详。郑健庐于1933年曾往参观，校长为长

沙人武元章，校舍设在一双层楼么商店内。有教员4人，学生百名，分
高初小学4课室。®4.吉隆坡精武女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

日.坤维女校 创设年代不详。梁绍文《漫记»中载吉隆坡有此女校，校
♦

长为湖南人，朱姓。®

■ D比明1.怡保勤业女校 创办于1916年，校址未详。2.金宝俊修女校 创办于1918年。®
3. D比切女子学校 化巧有女子中学，开办于1918年。该校即女子中学之

附属学校，创办于1933年，设在项罗古庙（即大伯公庙）内。本名为怡

保公立女学校，创办时高巧小学生3百馀人，教室8间。@4.公立安顺女校 1911年，安顺侨贤发起创办安顺华侨公立学校。当时

圓于地域观念，广闽二帮子弟分别在广东古庙侧及福顺宫前戏台二处上

课，学生百馀人。1914年春，乃分为二校，属于广帮者仍名"华侨"，
♦

属于福帮者则易名为"培华"。1916年春，为适应环境之需，又增设中

@见〈校史〉，利于《坤成女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郑健庐说："坤成女学校……与尊孔同一董事部者。"见郑著《南弹；月记》（见注

⑩），页8已。

@同上，页88。

©见梁著《南洋旅行漫记》（见注感)，页135-6。

@ W上二校，俱见《南洋年鉴》，页癸％。

@同注®，贡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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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学校。兰校虽男女兼收，然家长传统观念太深，多不愿送女生就读，

切故女生特少。1926年春，林采仁等鉴于女子教育的重要，乃倡议创办

公立安顺女校，得全璋米油商热烈支持，乃假培智书报社开学。1928年

国难之故，四校乃合并，成为安顺立民男女两学校。一直到1935年止，

男女二校虽由同一董事会统辖，惟校务行政各自独立。193日年后，乃合

并为一校。

■森美当

1.芙蓉坤华女校 创办于1917年。@

■吉打

1.亚罗±打中华女校 创办年代及经过待考。

上所妒列的，是在此全民办学热潮的时期内在市区所创办的女子学

校。在审览逸些女校之馀，有下列几点值得注意。
*

第一、女校皆集中于城市

绝大部分女校都设置于市区内或大城市中，郊区iU及小乡镇都不化有女
校。封新加坡为例，绝大部分女校都设在市区内，郊区如巴丝班让、裕廊、

武吉知玛等，根本就没有女校，与男校普遍设置的情形完全不同；W柔佛为

例，只有麻坡、香棘己辖、居薬这些比较大的城市才有女校，其他乡镇如古

来、拉央拉央、亚逸依淡等也根本没女校。这种情形其实很容易解释，主要

原因是郊区及乡镇地区民风比较保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观念依然根深

蒂固，所W，女校办不起来；反过来说，市区内或城市中人心比较开放，女

子教育比较被认可，所才有许多女校的设置。

®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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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女校传统的维持

五四运动臥后，"男女授受不亲"的旧思想己被打破，于是，男女合校普

遍流行，而且影响海外华社。从前文勾勒的简单校史中，可知许多女校后来

就和其姐妹学校的男校合并起来，例如麻坡的化南、居蜜的中华W及化巧的

安顺。然而，有一些女校却被维持下来，即不兼收男生，也不与其相关的男

校合并，例如新加坡的南洋、吉隆坡的坤成1^及地巧的女子。这种情形的合

理解释可能是华社民风基本上依然纯朴，打破传统的意愿不够强；另一方

面，也可能是人心安于故习，不愿意改弦更张，合并或兼收。

第三、女校兴办的衰落

根据上述材料来观察，大部分的女校都创办于30年代前，只有极少数

几间创办于30年代；至于战后女校的设置，更是寥若晨星。另一方面，许多

女校战后都停办了；比如新加坡的獅嫣、大德、群英等等。这种现象也很容

易解释，因为男女合校风气己开，女生和男生一起上课，何必单独创设女校
呢？过去的女校，战后又何必复办呢？

虽然各地女校纷纷冒起，然而，在这个风气尚未大开、民情纯朴的时代

里，兴办女校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试读梁绍文有关培德女校的情形：

邪所培德女学，更是令人灰'。！办了好几年，总是几个学生，

弄得有神无气的样儿，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因为许多华仰都是

从宋明时代就到了这个地方，所V乂他W的子莉、逐是宁着宋明时代的

旧礼教，"男子治外，女子治内，外言不入于阀，内言不出于阀"这

些礼俗，一点也不肯舍掉。……培德的董事，觉得如此这般的接续

办下去，实在有些不愿意；倘若将它侍止了，眼看只有这个硕果仅

存的女学，尚不能维持，义觉有些可惜！后来终护聘了一位刘韵琴

女去当校长，迹渐地改良，时常到女生家长面前，联絡他们的感

情，使他们知逍女子受教育的好处，开迪他们的风气，居然从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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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加到几千，又从几千加到一百几十，于是培德女学从此蒸蒸日

上，一年进歩一年了。⑩

风气初开，民情还不够开放，是创办女校的最大障碍；條培德这样的情

形，要不是遇到一位女强人担任校长，最后恐怕会停办。最不幸的是连创办

人都没有信心，或者是没有把握聘得教师。师国祥曾记述过橫城的情形：

至民国前一年，所设立的学校，如中华、同善、新江、林氏、

广福、时中、商务等校，皆属男校，女枝则尚付缺如（惟胡子春先

生在清末，曾在本城倡办中华女校，旋V义教巧难请停亦）。直至民国

元年，武汉纪念日，本城平章会馆诸商董，在会馆召开创办女学会

议，拟命名为武葛女学，谋女界的教育，作实在的纪念。谁知到会

的不上千人，V乂人数太少，不能成议而散……0®

中华女校因为教员难免而停办，武昌女学因为创办者没信心而胎死腹中；慷

这样的情形，相信其他地区也曾发生过，是华裔先瞬们曾经备尝过的苦果。

另一方面，女校常为是非所在之处，易生事端，进而引起社会骚动，所

女校的创办和维持都比较困难。梁绍文曾记录吉隆坡坤维女校的一件风
潮 无父母的女学生承受不住女校长的虐待，竟上吊自杀，幸命不该

绝，被救活过来。消息披露之后，报章一连两个多月，天天刊登批评及攻击
性的文字，視得满城风雨，最后校长辞职离开，女学生才重返校园。此事虽

然错在校长，然而，却也可看出女校乃一脆弱之地，易生是非，维持起来
颇为不易。

就在这种种障碍及困难之下，先贤披荆斩棘创办了一间又一间的女校，
和同时代兴办的无数男校构成华教的双璧，辉映在我们华族的历史洪流里，

永垂不朽0

®同注®，页152-3。

娜邱国祥，《擦城散记> (新加坡：世界书局，1958)，巧138-9。

⑩同注®，巧13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