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来西亚华人研兜学刊

第7期，2004年，页43-65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Volume 7,2004; 43-65

榜城华人妇女问题
a《模城新报》之女子教育论述为中也

Chinese Women in Penang:
Comments on Women's Education in PenangSin Pao

黄贤强
(WONG Sin Kiong)

摘要

〈〈模城新报)〉创刊于1895年，停刊于1941年日军南侵前夕，为十九世纪
末和二十世纪上半叶新马地区最重要的华文报刊之一。该报〈时评〉和〈言

权〉专栏中的议论性文窜t不但巧反映该报的立场和社会价值观，也可
代表当时新马华人社会的舆论。本文将《模城新报》有关妇女之议论文章
为例，检视当时模城华人妇女的女子教育问题。

Abstract

Penang Sin Pao (1895-1941) was one of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and
influential Chinese newspapers in Penang in the lat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to understand the stand of the press on issue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as well as the public opinion of Chinese community. This
article examines issues related to women's education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in
editorials and commentaries of the daily press.

巧巧强憐dr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兼副系主任。E-mail: chswsk@nus.edu.sg
◎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Kuala Lumpu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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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研究妇女问题，可将妇女当作主体来研究，也可将妇女问题当作客

体来观察和评论。所谓妇女为主体的研究方法，是尽可能W妇女本身的

角度看问题。例如一些有关妓女的研究，即尝试妓女的遭遇和处境来论

析问题。'所谓lil妇女为客体的研究方法，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妇女问

题。本文W报章言论对妇女问题的评析，即是将妇女当客体的研究对

象。这种研究方法对有关妇女问题的理解，不一定反映妇女真正的想法或

立场，但却是可W看出当时外在社会对妇女问题的观点。

本文采用《棋城新报》有关妇女的议论文章为基本材料，一则因为

《模城新报)〉2是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初棱柳蜗最重要的华文报章，可UU堯

是了解华人社会的一个很好的工具；二则因为该报的论说文章不只代表该

报对问题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可UU兑是代表当时华人社会的看法。所

谓的议论文章，主要是指该报〈言权〉和〈时评〉专栏的评论文章。3当

时的报章虽然还没有今天所谓的〈社论〉的称法，但〈言权〉和〈时评〉
的性质和在报章上的重要性与今天的社论没有太大的差别。

本文研究的时期是从1912年到1927年，也就是从辛亥革命成功后到
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由于廿世纪初期的海外华人社会与中国的政治社会
变动关系密切，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也直接影响南洋华人的舆论。而且，
民国初年时期对妇女问题的看法与共和革命成功前的满清时代，或与北伐
完成后的国民政府时期是有所差别的。所(这个时间界限可1^：；[清楚地反映
一个特定时期对妇女问题的看法。

二、议论文章的性质和数量的分析

1912年至1927年之间，《榜城新掀〉有关妇女问题的议论，主题包
括女子教育（女学）4、男女平权（女权）、女性服饰、娼妓、婚律、社会
案件等。其中又(女学和女权最为常见，合计57篇，占全部有关妇女问
题的92篇议论文章的六成左右（有关所有％篇的议论文章之标题及内容
摘要，见附录）。下面的统计表可(看出这段期间每年有关女教和女权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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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议论文章的实际数量。

年份 女子教育 女权 年份 女子教育 女权

1912 5 3 1920 1 4

1913 2 0 1921 2 6

1914 0 0 1922 3 2

1915 0 0 1923 5 3

1916 1 0 1924 0 0

1917 0 0 1%5 1 0

1918 2 3 腸 0 0

1919 5 2 1927 4 3

总计 31篇 %篇

资料来源：《棋城新4盼，1912-1927。

从上表可(清楚在这十六年间有关女教的议论文章最多，其次是有关

女权的文章。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女教或女权的文章，在1918-1923

年间的数量是最多的。在这六年间女教的文章有18篇，约占整个时期女

教文章总数的58%;女权的文章则有20篇，约占整个时期女权文章总数

的77%。这可能与新文化运动的发效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影响有关。新

文化运动的内涵丰富，除了在语文上主张白话文书写和思想上要除旧布

新外，在教育上也主张男女有同等的受教机会，性别关系上主张男女平权

等。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不只在中国境内蔓延，其影响也扩展到海外华人社

会。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论析有关女子教育问题的议论文章之內容和特
点。其他妇女问题，留待另文讨论。

呈、女子教育问题

南洋华人提倡女教，并不是开始于民国时期，而是清末年间。由于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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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国女教运动的影响，《榜城新报》早在1897年8月7日，就(头版

刊载一篇题为〈振兴女学议〉的论文。但这篇论说和其后另外四篇文章，

讨论的都是中国境肉的女教运动。5第一篇讨论榜御帕当地的女学校的文

章，出现于1906年9月20日，题为〈论本峭亟宜振兴女学〉。在民国成

立前，还有另外两篇有关鼓吹在棺柳鸣或南洋设立女子学校的论说文，分
别是1907年11月27和28日的〈论本鸣华人宜立公立女学校〉和1908

年1月7日的〈振起南洋华侨女子劝学文〉。

民国成立后，有关女教的论说文章明显增加。单单在1912年就有五

篇，(后每年（至少至本文的时间下限1927年为止）平均也有一至两篇
有关女教的评论文章。如果从这些议论文章的具体内容来分类和分析，有

的是说明兴办女校的原因，有的是强调女教对家庭、社会和国家的重要
性，有的是提醒办理女校或管理女校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女教的提倡，与大时代的变革有关系。辛亥革命成功，中国进入共和

时代，海外华社对于民国有无限的期望。在辛亥革命成功一周年到来前
夕，《検城新报）刊载一篇建议W创办女校来纪念光复的大日子。文中提
到棋柳蜗侨领黄金庆最先提出这个构想。黄金庆认为，"欲留一实物之纪
念，莫如创办一女学，便纪念光复之名名之。此与女界前途，更有莫大
之关系。真为一举两得者也"（《棋城新掀〉1912年10月1日）。但由于
创办一所女学，兹事体大，虽然有支持的声音，但没有积极的行动。使到
这篇议论文的作者关屯、和敦促。他人新加坡和棋柳蜗两地的实例指出，W
创办学校或机构来纪念一个重要的日子或人物是有前例可循的。

石巧（新加坡）之纪念英女皇域多利亚也，尝为之创办一医学

校，捐款且达数千万元矣。本蜂之纪，英前皇爱德华第七也，尝
为之创办一接生医院，捐款亦且达十数万元矣。我娇胞对于他国

之化念，尚欲留一医学校及接生医院於世界上，>^志不忘。化对
于祖国光复之纪念，欲创办一女学，而有不慷慨解囊，襄此盛举
者哉（《按城新报）1912年10月1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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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末作者再次强调"女子之教育，实应於时势之所要求。趁此纪念

光复之时，而奋然兴，为本谭创办一空前绝后第一次纪念光复之女学。

既足LU长留纪念，又足振兴女界之教育"（《榜城新报》1912年10月1
日）。

-个多月后，同一个作者再次在〈言权〉专栏呼吁兴办女学的正当性

和重要意义。丙为创办一所女学作为光复纪念，’是经过平章会馆（橫御鸣
华人社会最重要的社团机构）讨论通过的。而且，女学的开办，有助于爱

国必的发扬。

平章会馆，曾经议定，建筑一女学校，留为祖国光复之大纪念。

乃再发传单，进筹办法。而届期到会者，只有柯君孟洪、林君成

辉、王君汉宗、林君玉桂、丘君哲卿、丘君明化、林是参等，寥

寥数人已耳。化本蜂价胞，除此数人^a外，皆不知女界之教育，

实为当务之急耶。夫纪念光复之女学校，顾名思义，尤足>^兴起

女同胞之爱国心’。于教育界中，当更占有莫大之价值（《按城新

报）1912年11月27日）。

上段引文陈了强调女学创办和光复纪念的关系外，也略为提到提倡女

教的另外一个原巧：培养爱国的女国民。棱柳蜗并不是没有女学，只是没

有华人开办的女学。当地由教会所设立的或殖民地政府所开办的女子学校

或男女混合学校，也有不少女学生。但是，这些非华人所办的学校，不但
是I•:;I英语教学，而且，也不会灌输华人子女对祖国（中国）的爱国意识。

这令许多华人有识之±担忧。例如，下段文字更清楚地论述：

本洋女界，不在于无女学之患，乃在于不受教育之患。子不见夫

大洛边之有女学乎，是为天主教之所设立也；不见夫安顺律之有

女学乎，是为耶终教会之所设立也；又不见夫莲花河之有女学

乎，是为居留地政府之所设立也。其所收容之女学生，多者千余

人，少者或数百人数十人不等，恶在其无女学。意（口旁）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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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殆>^为教育女子之大权，不妨托诸外人之手乎。就令教育普

及，人人感受其教育，而大著成绩。然为天主教会之所教育者，

必为天主教之信徒；为耶棘教会之所教育者，必为耶妹教之信

徒；为居留地政府之所教育者，虽非为各宗教之信徒，亦必为定

全欧化一居留地政府之顺民。总而言之，此等教育，只是>"乂断丧

我中华民国女同胞之爱国使之忘却祖国，而倾向外国已耳。

其于我中华民族，优美之文字，与夫光荣之历史，重要之地理，

悉屏面而异之，并未尝》^乂此为教授，爱国心'自未由va生矣！

(《按城新报）1912年11月27曰）。

华侨教育和爱国意识的培养，在民国初年是不可分割的事情。换句话

说，开办侨校是手段，培养爱国侨胞是目的。这一种关系在〈劝南洋华侨

初[创]设国文女学校文〉有清楚地说明。该文提到"南洋有英文女校而缺
国文女校。因此为了发扬国学精神（中华文化）南洋华侨应创设一国文女

学"（《换城新报）1913年11月25日）。该文是广东政要岑春营[煌]的来
稿。岑春营（煌）鼓励南洋华侨创办中文女学校，主要是站在中国的立

场，希望透过中文教育，加强华侨对中国的认同。

有些论说文章甚至将倡办女学提升到天下存亡之关键："故治天下大

本有二：一曰正人也；一曰广人才。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学之本，

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女学始。故女学实天下存t强弱之大原也"

(《棋城新掀〉1916年6月21日）。这篇长篇大论共分六次才登完。在第四

篇续论中，对女学与保种的关系有清楚的申论：

今之有识之去忱天下者有互大事，巧"保国"、曰"保种"、曰

"保教"。国乌乎保，必使其国强，而后能保也。种乌乎保，必使

其种进，而后能保也。进诈而能忠，进私而为公，进澳而为群，

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此其道在敕。夫教也者，男子居其

半，女子亦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导源出于女子。故女学为保
种之□舆也（《按城新报）1916年6月28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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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忧天下的知识分子不纯粹是空担忧，而是看到国家兴t与教育的

义系，学校教育又和家庭教育有关，而家庭教育又有赖于母亲的知识，母

亲有无知识又取决于母亲是否受过教育。因此，女子教育变成所有问题的

症结所在。有关这种逻辑思考方式的论述的文章有好几篇，例如〈讲究家

庭教育必自女子教育始〉一文中提到母亲在家的时间比父亲多，对子女的

教育和督导影响重大：

已及学龄，则教育之责，在学校。未及学龄，则教育之责，专在

家庭。家庭之中，常为男子精神之所不及。男子之所经营企划，

恒在于大者远者。或为谋衣食计，或为求学问计，或为建事业
计，不免四方奔走。故在家之日恒少，而教育子女之重任，遂不

能不委之于妇人。此当为男子之所同认也。且即当儿童入学之

后，而在校之功课既毕，势必仍返其家，有督其温习之，从而训
练之……本蜂女学未兴，无女子之教育，即无家庭教育之可言。

但教育之在于家庭者，实为留心'教育诸价胞，之所不可忽。则矫
胞之有女子，均处于必须教育之势。女子之教育普及，斯家庭之
教育，自能改良，不难于幼犀（禾旁）之儿童，即有k乂备具中华
民国大国民之资格（〈〈按城新报）1912年11月30日）。

〈忠告南洋之女学生〉更明确的指出国家强弱与母亲教育的关系：

朔自苦国改革^a后，南洋价胞对于女子教育更加注意。各蜂提侣

女学之声，时有所闻。……今日青年女子，即他时国民之母。凡
国之强弱，全视乎国民教育之良否为断。而国民教育之中坚，即
家庭教育也。为母者，实担斯重任。由此而论女学生之责，岂不
重大乎？（《按城新报)〉1919年10月11曰）。

由于南洋人文社会的特殊性，提倡女子教育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
助于扶正社会风气和不良风俗。长期来，中国知识分子自认文明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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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对"藩邦"的民俗风情不甚了解而加鄙视。对欧洲的自由风气也不
敢苟同，认为是不道德行为的祸首。在一些文章中可看到将南洋华人妇

女的一些不良习俗，如女子赌博、迷信、奢淫等陋习，归罪于受到±风和
欧风的影响：

南洋妇女，迷信者十有八九。大抵皆由于祖国旧时腐败，恶习愤之所
遗传。故庙宇寺观之中，鬟影衣香，如蝶穿花，如蜗逐臭，络绎不绝。膜

拜而顶视者，皆妄（女旁）神媚佛，求签问h。姗姗其来者也，而又半染
±番蛮野之风俗，半受欧人文明之政治，善恶合一炉而治之。迷信而外，

更酿出一种不道德之自由，巧然而不自知其非。其生于富豪之家，甚且U

骄奢淫佚，互相炫耀。而杳不知德言容功之为何物。所第就男子之血统

言之，虽不失其为中华民国纯粹之女国民，而终不免带些巫来由人，及英

吉利人之气习，较之现时内地之妇女，其程度之低，殆有甚焉。此何lit

故？皆由于女界之无教育故（《榜城新报）1912年11月27日）。

女子教育除了可lil纠正妇女的不良行为外，有些文章更积极的态

度，认为女学界有改造腐朽社会的责任。〈女学界当负改造社会责任说〉
强调：

按诸男女平等之原理，女子亦宜享受教育之权利，而不能偏与于
男子也，>^4是而女学尚矣。苦於是闻而喜见而悦，^^义为从此□吸

受新空气之女同胞等出，必有vU助夫男子界而将此腐败之社会□

除而廓清之改造之，W臻国家於文明之域……且女子界既V乂其国

民份子自负，否认彼（女子无才便是德）之古说，而欲学受与男

子同等之教育权利，则必同时担负与男子同等之义务也（〈〈按城
新报）1919年9月27日）。

除了鼓吹办理女学的迫切性外，有些文章也讨论一些与女子教育有关

的其他课题。例如供办女学尤贵能慎选教员〉这篇文章中，特别强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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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教育的教授过程，教员的选择是很重要的。

一言及于南洋教育，莫不知现今之所W最缺乏者，在于教员。而
女教员则更加如麟角凤毛，尤为一时之所最缺乏者。仅有品行，

而无学问，固不足为女学生之教授；仅有学问，而无品行，亦不
足为女学生之模范。□必侈言自由，逾闲荡检，遂为人人之所巧

病也。……今为本蜂女同胞教育计者，有于中华学據内，附设女
学之议……女教员既不易得，附设于中华学校，仍>^^中华学校之
教员兼任之，亦不必再择校所，多筹学费……国文为最重要之基

本教科，更足^a发展女同胞之爱国lC；，则于教员之国文教授法，

尤当注意。总而言之，非由师范毕业者，不堪为教员；有师范毕

业之名，而无师范毕业之实者，亦断不堪为教员。苟不得人，则

贻误我女同胞实甚！若夫选聘女教员，则更难之又难矣！现今女

子教员，即在内地，亦未甚曾达。求其学问品行，足膺女教员之

选，是更专在于留心’物色者（《按城新寺盼1912年9月20日）。

1920年代之后，由于思想比较开明，女校的老师不必坚持由女教师来

授课，也能接受男教师在女校上课的事实。但是女师资的培训还是很重

要。因此有舆论主张核柳帕女校也开办师训班，协助培养女教师，也解决

女老师的缺乏问题。

提高女学，当先设女师。唯初级师范期限悠长，事劳而获渺。讲

习所，太过速成，有名而无实。最适中者，其选科制乎……未来

之按城女子师范，暂定为师范国文选科。……虽二年期限，犹涉
短促之嫌。然所造就之师资，无难得小学教育之限度也。6

师资学校佐该设在哪里呢？有者认为应该设在按城福建女校，因
为"按城女校，规模最大，学生最多者，为福建女校。次为李君

素芬，自办之航南女校。林是福全，独创之中华女校。故就福建

女校，附设女师，似众擎易举"（《按城新报》1923年11月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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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教师的培养，不只实际上可协助解决师资问题，也有象征男女平

等，符合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的时代意义。此外，女子教育也要注重实用
价值。因此，职业教育也是女子教育重要的一环。例如，〈今后南洋女子

教育之商権〉' 一文论曰：

除提高女学，应先倡女师，为治标外，而>^<(南洋价界现状，当

视为妨要者，诚莫过于高小女学职业准备之教育。良k乂音价之侧

身于工商实业各界，最占多数。（且父母对于爱惜女子之热烈，

不减于爱惜男子。较之国内普通习惯，不帝霄壤之别）故所予女

子教育，亦必求之实用。冀长成时，在家可乂替代父兄执掌业务

……出阁后，则助夫经营，教子学业（《按城新报》1923年11月
9曰）。

为了更清楚表达女子职业教育的好处，文中列明职业教育的六大好

处：

(-)可消旧俗女子，但能分利之弊，并可作女子解放之先声。

(二）可谋女子经济独立之基础，并可作提高女子人格之先锋。

(H)可(减轻父兄夫子之负担，’并可养成男女互相尊重之美德。
(四）可造就中国女子工商之人材，非仅可lit自谋相当生活，且进

而可冀其将来，作女子自动经营之导师。

(五）可发表女子身体之康健，并可养成服务操作之习惯。

(六）可(矫正女子坐食赌博之怠惰、闲逸及种种不良嗜好等等恶习

(《榜城新賦〉1923年11月9日）。

四、结论

从《挨城新撇〉女教的议论文章可看出这时期南洋华人的女子问题

受到祖国的政治发展和思想变迁影响很大。民国刚成立时候，男女教育平

等的观念顿成时尚。因此有关女教的议论文章在1912年出现的频率相当
高。之后的另一个高峰是1918-1923年间，主要是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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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7

〈〈横城新报》之〈言权〉和〈时评〉专栏中有关女教的文章也让我们
了解到女子教育的问题，不纯粹是女学或女子学校教育的问题，也涉及家

庭教育、职业教育、.师资教育和国民教育等问题。而且，女教与爱国屯、的

培养、社会风气的扶正，及男女性别关系的正常互动等，也有密切关

系。

由于《横城新撇〉在这个时期仍然属于比较保守的报纸，可(发现其

所刊载有关女教议论文章的内容，流露出内在的挣扎和矛盾。例如，有议

论者一方面积极鼓吹兴办女子学校，另一方面又担忧教员的素质不佳或学
校管理不严格，使学生过分自由和放任，甚至有文章怀疑女校的作用和价

值，批评一些父母将女儿送到女校去读书，是希望其学历可lit作为(后嫁

得好丈夫的一个条件。8

简言之，《検城新报）有关妇女的议论文章，不是代表当时全体南洋

华人对女子教育的一致看法，而是呈现大部分华人关注问题的焦点和态

度。社会舆论对妇女的形象是多样的，或者更正确的说法是，由《棱城新

报》议论文章作者所塑造的社会舆论，对女子教育是又期待，又怕受伤

害。期待的是女子教育能培养有爱国意识的女国民、女子教育能革新南洋

妇女不良的习俗、女子教育能协助建立健康和平等的两性关系。但害怕的

是女子教育会助长西式的自由放任和妇德的崩溃。这种患得患失的私态和

行为，正是大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相当自然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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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核城新报》（1912-1927)〈时评〉和〈言协栏目中有关女子教育、女权
及其他女性课题（服装、娼妓、婚律、社会案件等）的议论文章一览表：

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I 13-3-1912 妇人尚知大计
清廷中之亲贵为维持君位，或和或战毫无定见。
清太后知欲保君位则不保母子之身，故决定大
计。此可见亲贵之毫无意识。

子木

2 22-4-1912 女子参政之问题（南京） 纯

3 22-5-1912 女子参政
中国今刚从专制而为共和，国民程度不及欧美，
光复不及数月，议会竟然通过女子参政权，实在
过遽，西女子教育尚未普及。

冷

4 12-9-1912 论女子要求参政事
男主外女主内是定理，女子参与外事只会造成奈
乱。我国女学未兴，女子程度不及，竟然凌驾欧
洲各国，实在急功胡闹，且实在不知量。女子应
专注家庭教育而非国家政治。

純

5 20-9-1912 兴办女学尤责能慎选教员
南洋教育最缺教员，女教员更少。本璋胡子春曾
办女学，聘男教师难免谣言，聘女教师则常受藐
视，致教师去而女学废。另国文教师之聘请则
必得有师范毕业之实。

木

6 1-10-1912 纪念光复之女学将何时创办乎
女界之教育在本璋中为当务之急，因能养成女子
普遍之学问、髙尚之性格，使之成为完全之女国
民。女界进步，于男界大有碑益，亦为时势之要
求，故应趁此纪念光复之时奋起为本璋创办一女
学。

木

7 27-11-1912 女学可视为缓图耶
南洋妇女迷信者众，又受±番风俗及欧人文明之
影响而酿出不道德之自由。此皆由于女界无教育
之故。

木

8 30-11-1912 讲究家庭教育必自女子教育始
学龄前教育之责专在家庭，教育子女之重任端在
妇人。贤母教子，而贤母由女子教育中来。故设
立女校为本堆当务之急。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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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9 2-12-1912 筹巧女学之继起者
林如德为子完婚后提出贺仪若干作女学之开办
费。

木

10 4-4-4913 书务内女学校开列捐款后
家庭教育得于慈母者较多，慈母之能有良好教育
则从女学中来。今本璋梁女±热必倡办女校，惟
捐款者女多男少。

純

11 31-5-1913 女子赴陆军执法处出首 伤时

12 25-11-1913 劝南洋华侨初巧国文女学校文 岑春煌
国家发达靠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始于家庭教育，
而母教即女学之结果。南洋有英文女校而缺国文
女校。因此为了发扬国学精神南洋华侨应创设一
国文女学。

稿

13 3-12-1913 宿娼议员被逐
寓所搜査，家人聚泣，（中国）某议员竟然宿娼
未归。这样的议员实不应留，免得危害国家社
会。

萍丹

14 2-1-1915 妇女为和尚挥扇之奇闻
近日本鸣极乐禅寺建万缘胜会，众僧颂经而女子
侍立其后为之挥扇，有失体统。为风俗人心计，
诸僧应勿再用妇女挥扇滋外人之非议。

杰

15 23-2-1915 贵官之与妓女
官与妓女孰贵？讽刺官遇平民则摆架子，遇妓女
则言听计从。北京近闹笑剧其一证矣。

平羞

16 31-3-1915 妓女亦知爱国 病国青
近来多有妓女之爱国必激发，捐私蓄为军响。其
事虽微而其如甚壮，不输男子。堂堂男子富商岂
能独让妓女之好义？

年

17 14-6-1916 论本帕宜推广女学 藩
15-6-1916 国家积弱之故由于不学。男子不学而国家弱。女
21-6-1916 子不学亦然。美日等国大倡女学而国势强盛。从
28-6-1916 来吾国女子足不出户，缠足之风兴盛，今有倡解
5-7-1916 脚，而女学亦随之昌明。本帕华侨不下数万，女
24-7-1916 校只得二所，不足W造就全峭妇女。热必教育者

当推广女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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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18 27-10-1916 恶妇一言害两命
詹水圳抱病不能谋生，妻日夜伺候。同室妇女竟
教圳妻毒死丈夫而谋再赞，为圳妻所拒。其夫得
闻，疑为真。夜深竟斌妻而后自测。

杰

19 4-4-1917 劫财劫色害命之可杀
跨东±匪丧尽天良，劫财害命竟然还劫色。

树兰

20 6-9-1917 汪女±义烈可嘉
北京女师范肆业生汪女±见张励破坏共和，乃乔
装图谋刺杀国贼，虽事败却义烈可嘉。

杰

21 2-1-1918 女侨胞服装问题
国人提倡剪发，保存服装，因衣服之制乃国俗之
所存，保而不废，免忘祖。但越来越多南洋女
同胞竟脱去国服，改著巫装，几失汉族真面目。

姨峰投
稿

22 18/19/20-3-

1918

论女侨胞会议改良华人婚律事
女侨胞呈请居留政府改良华人婚律实行一夫一妇
制，实不当。婚律乃民法，各国民情风俗习惯不
同，不必强行西制。中国人亦不必遵从居留地民
法。

木
…、

23 25-3-1918 男女平权之商棺
我国之不平权，实女界对男界之不平权，男界受
女界束缚，习惯成自然，于是男界暗中吃亏。侨
界女权过重较祖国严重，因侨界女子多人外人学
校。倘再倡男女平权，则华人男子将沦为女子之
奴隶也。

孚黎

24 20-4-1918 关于婚律请愿之驳议 杨季鹤

25 6-5-1918 组设女校感言
吾国人素感女子无才便是德，故无所谓女学，令
女子须依赖男子，不能自立。此国所lit日贫。十
余年来欧化东渐，咸知求学之益，故女学当与男
学并重。本璋组设硫南女校有热必者赞助。

杰

26 7-5-1918 女学
近世之文明是女学之关系，于国家种族之优劣强
弓弓至为密切。本蜗女学尚属萌芽，女学教育女子
之爱国必、德性，培养自立，其效果为贤母贤妻
促种族W完善。

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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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27 7-12-1918 赏女±之热心造就人才
近日各校学生报名返潰人军校者不乏，有志求学
之贫寒子弟幸得劳女+捐助返滨资费十名。

藩

28 7-3-1919 戒妇女竞用软饰品
欧美诸国今感受欧战之大教训，社会风俗渐由奢
华而返朴实。我国国民经济程度不及彼邦却于服
饰上求奢华，妇女斗靡之风而现重重恶德相。各
揖女界当行节俭一改良巧会挽救经济。

愤生

29 14-5-1919 婚式改良之必要
20世纪潮流崇尚朴实，文明婚式正合时宜，因
节'省钱财义无优伶之装饰，而且少T各种繁文海
节。贫者可办，富者也可经济。

喻

30 25-5-1919 我国宜速振兴女学
我国数十年前风化闭塞U致女学不兴，令女子无
独立资格。男女平等为20世纪口头禅，若无教
育W辅则未始无弊。女子不受教育则为家政之阻
力。

喻

31 18-6-1919 欲行一妻主义必自当轴始
国家政权操在当轴者手上，我国积弱是因为议员
之妻妾太多，因此不能专心办公、筹划国事，终
日必猿意马只想温柔乡。

喻

32 19-8-1919 女学当兴
我国数千年来重男径女而致女学不兴。假设女子
不学则不特灭杀国民之半数。兴办女学之责仍在
男子.今本鸣得热心者扩充女校则中华公立女校
将可速成。

喻

33 27-9-1919 女学界当负改造社会责任说
女学之兴近十数年，而社会之腐败如故，与振兴
教育女学之初衷相违。巧原因(多卞女子不负改
造社会之责任之咎。

林克楷
来稿

34 11-10-1919 忠告南洋之女学生
各巧倡办女学，今日青年女子即他时园民之母，
凡国之强弱全视乎国民教育，而国民教育之中坚
为家庭教育。为母者担此垂任，故女学生之责任
岂不丢大？

振家投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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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35 29-11;
1/2-12-1919

女子教育万不能持放任主父
作者认为外国与中国风气各异，男女必性各殊，
行之外国无弊，行之中国则灭裂。提倡自由恋
爱，女学生易受坏人欺骗。故师长之管束实使之
享人格之尊。

巧翁

36 9-12-1919 婚姻自由
自改革切来，青年男女皆炮有自由结婚的意旨，
但国民程度低下，婚姻往往变得腿觸导致名誉尽
丧。

黄振家
稿

37 12-12-1919 伟人与小老婆 光佛

38 16-12-1919 男子与女子
有怎样的男子就有怎样的女子，因此女子要讲解
放也要同时提出男子解放。所谓男子之解放就是
男子的自治。

光佛

39 22-12-1919 观华侨女界服装感言
华侨妇女多著马来装，有伤国体，自挤于±人之
列，也违背进化之理。

煮梦

40 12-1-1920 家庭教育之关系
人之善恶由少时之习惯而决定，家庭教育乃德育
居多。父母为子女之模范故责任重大。父母应循
循善诱而非W刑罚教子。

汉英女
±投稿

41 19-3-1920 男女平权
男女皆人，无贵贱之分。我国受数千年专制茶
毒，重男轻女。女子之责任功劳皆重大，且脑力
非弱，解放后受髙等教育者亦众，故极力赞成男
女平权。

陈国梁

42 19-4-1920 我的女子剪发观
应尽速联合女界齐剪发，无需留长发W取悦男
子，因女子亦人，非男子玩物。剪发一为卫生，
二为梳理省时。

郭惠芳
女±来
稿

43 11-5-1920 中国的女子飞行家——对欧阳英女±的希望
美通讯报载"欧阳英痛愤某事失败特实行预备救
时救国而练习飞行术回国造就飞行人才"。希
望欧阳女±回来给女同胞刺激。

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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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44 13-5-1920 怕老婆
南洋不重生男重生女，男子要费出去而女子讨夫
婿进来，故有钱女子狭富贵而欺丈夫；女子法
律保障为后盾，男子最终屈膝裙下。

煮梦
(洒滨
日报）

45 2-7-1920 男女平权论
周公孔子皆轻女子，今国体共和男女平等已无所
谓男重女轻之说。欧美女子夙受教育可尽力于社
会，中国女子限于闺口之制父母之禁而沉灭大
志。

女±懿
祥来稿

46 28-7-1920 侨界妇女问趣（一）；须设服装改良会
侨界女子多服巫装，有志于改良社会之女同胞应
组织服装改良会，俾侨界妇女改巫服为华服。

亚民

47 29-7-1920 侨界妇女问题（二）：须i曼服装改良会
侨界妇女惟无职业，为消遣度日趋于赌博，乃侨
界隐忧。救济之道端在励行职业教育、美术教
育，使妇女有谋生之技能与审美之志。

亚民

48 11-10-1920 家庭专制亟宜革除
欲兴国必先兴家，欲兴家必始于个人的改革一即
改革家庭之专制。不知改革，子女无自由，则才
智之人不得奋发而国势不得振兴。

鸯湖女
±稿

49 25-11-1920 破天荒之贱卖妇女
河南旱灾，多数人被迫贱卖妻女，并W斤计。买
卖人口未闻官厅取缔，似为故意纵容。

藩

50 26-1-1921 娼妓
武汉为权益计特没营娼供无妻室军±，惟变本
加厉各类妓院四起，淫风日盛，长此必为祸社
会。

藩

51 2-3-1921 粤当道不允废娼
娼妓有伤风他，自英议员提议废娼，上海租界已
废止。粤政界无人赞成，且筵捐数百万元不允废
娼。

藩

52 9-3-1921 女子教育
福建有女±匪，纠集女子数百人，掠夺據绑。女
子亦人，能为非自能为善。女子教育不发达，非
彼等聪明不及男子，乃特遏抑不令伸展也。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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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53 12-4-1921 女子要求参政（中国） 藩

54 14-4-1921 女代表大闹粤议会（广州） 笑

55 18-4-1921 广州女界亦赴省会请愿参政（广州） 惟明

56 11-6-1921 女子职业
职业教育声浪遍各地，是救时难不可缓之事业。
女子职业教育尤急于男子。因女子无职业，荒时
废日。

记者

57 17-6-1921 妇女解巧问题
年来妇女解放声浪喧器，作者本亦赞成，但认为
女界能有经济上之独立者不多，因此论解放必须
先求学问谋职业la图经济上的独立。

藩

58 9-7-1921 妇女服装
衣服应该合乎风俗。今女子好服装奇装异服，虽
经官厅禁止而风气依旧。一般未受教育妇女之装
饰越趋新奇，形同裸体近乎淫褒。

藩

59 11-7-1921 吾之女子参政坛（中国） 记者

60 6-8-1921 香港巧立婢女保护社
香港侨界特设婢女保护社(监视虐待婢女者。此
系人道昼明，吾侨热必者必闻风兴起而设保护
社。

藩

61 9-11-1921 女±匪（广东) 藩

62 21-11-1921 疯人强奸妇女之怪事（河南） 藩

63 8-12-1921 组织女子职业公司之喜讯
欧风东渐女学勃兴，能自立女子少而无技能者
多。数女±特组织女子职业公司（刺绣美术化妆
品等）为女界服务。

藩

64 25-4-1922 废娼
南方政府内政部实行废娼，能否办到尚属疑问。
因妓女人数众多，善后之法为何？况女子职业尚
未普及。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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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2-5-1922 女界飞行家之特色
我国飞机事业尚属幼稚，飞机人才寥寥。今曰广
刚航空公司局长之女'朱慕菲举行飞行示范，技术
纯熟胜男子。

藩

66 13-6-1922 华侨女子公学会议
女子公学首次会议，女子任主席总理等职，甚合
社会团体组织，且从容辩论议案，气度不凡。不
料侨界妇女乃富有社会思想。

藩

67 19-6-1922 女子为学校职员之特色
本蜗公立华侨女子学校诸执事及职员皆女子自行
组织，井然有序，人多称之。加央群益学校亦有
两女子名誉总理名誉董事，实吾侨女校之佳象。

藩

68 3-8-1922 女子参政之大请愿
年来女子参政之配酿越来越密。中国大学女生于
国会开会时联合女界同志为一参政请愿。倘得国
会诸议员同意实行诚为吾国女界一大光荣。

藩

69 11-1-1922 我之妇女解放谈
妇女受妇女解放之提倡而觉悟者多，但(谈解放
误认自由而斗美妆饰，不人新道德轨道者，反更
受家庭束缚。因社会不容，甚至从此禁止女子读
书，反而阻碍文化发展。

亚雪
来稿

70 21-1-1923 废娼之善后
善后问题是废娼问题的先决条件，否则娼妓无一
艺之长足lii自养，或会沦为私娼。废娼之善后惟
有职业。

豫

71 27-1-1923 我之女教育谈
民国系由男女共同生存而建立，若提倡男教育废
弃女教育，则教育不普及，进而酿成社会疾病。
故必得从速鼓励提倡女学，使女子与男子受同等
教育，利益家庭国家社会。

口十鸣平
女±稿

72 5-4-1923 女子剪发
W世界进步眼光推测，女子剪发自居天演公例
中，必行而不可遏。民国初定之削发，就如清初
之刹发，则中国之进步不得不速。女子蓄发美观
当在时。

猩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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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73 6-4-1923 予之福建女学校观
学校之建设最重要为校舍与校董之完善。本鸠福
建女校校舍转租于人，租金浩大，经费时缺。幸
得陈嘉庚公司旧址让出使该校得有校舍容纳学
生。

藩

74 19-4-1923 妇女近年之装束
近年妇女服饰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不男不女，
只求好看。又有妓女作学生装扮，不知其屯、理自
居何等。

静禅

75 27-4-1923 女校之扩充
最近中华福建二女校之扩充，乃知女学日益发
达。

藩

76 15-5-1923 女界应办报馆
男女平权声浪日髙，女子应采主动，自动自发，
创办女界报馆，在言论界占一份势力，发挥思
想，提倡自己人格，令女界前途进人光明道。

公任

77 17-5-1923 现在之妇女
美英法诸国妇女竞争男子之表示，将使男女确立
政治社会道德上之平等。

建权
女±

78 4-6-1923 通过保护巧女条例
中国重男轻女恶习相沿已久。今居留政府为尊重
人权特订保护婢女条例并经会议通过。此举实有
益于女同胞。

藩

79 9-11-1923 今后南洋女子教育之商棺
提高女学，须先倡女师(治标。今南洋侨界现状
最切要者莫过于髙小女学职业准备之教育，此可
lii作女子解放之先声、谋女子独立之基础。

仰成
来稿

80 22/23-11-

1923

创设女师之我见
作者认为提髙女学最适当的是选科制，不必受固
于部令成说。关于师资，则须打破性别歧视观
念，不应已久受限于男校男师、女校女师，否则
师资来源必为一大问题。提出数榜城女校为创设
女师地点。

非难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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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曰期 篇名及摘要 作者

81 22-ll-lS>23 巧籍妇女可w自由南来
琼籍妇女南来向遭无意识者反对。今星洲琼州会
馆董事函请巧督代为保护。巧督批准。

藩

82 9-1-1925 女校提倡俭德
世风奢华日甚一日，女界服饰亦如此。怡保公立
女校特宣布学生来校不得穿金钻，衣服须简朴。
闻者大为赞许。

藩

83 24-3-1925 批斥又如何——女招待仍如故也
胡汉民省长批斥不准女招待，但禁者自禁，用者
自用，官厅实无可如何。

碧藏

84 13-1-1927 女子读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啦？
女子读书W求自立，不必依赖男子。惟本坡女子
借读书之名，非为求取知识.而是为将来择偶容
易。

来稿

85 25-1-1927 林女±考得律师学位之可喜
女子有事诉讼常因有不可对告知男律师之隐衷而
未免含冤。林女±在英伦考的律师学位，本帕巧
女今后遇有诉讼当无问碍之虑。

藩

86 18-3-1927 妇女解放
妇女解放若能守法律内之自由，乃人类之光荣；
但亦有借此借口放荡者，破坏解放含义。汉口日
前有丈夫数百人齐集抗议其妻解放后即不归家睡
眠云云。

藩

87 9-7-1927 女子韵发问题
反对女子剪发之声已渐少。女子剪发就如当初男
子剪辫，先受反对，后亦理所当然了。

独鹤

88 14-9-1927 妇女俱乐部
星洲有解放妇女组织妇女俱乐部供女子叉麻将自
由恋爱，实有伤风化。但在男女平权的声势下亦
只能徒呼无奈免得被认为重男轻女。

藩

89 3-10-1927 紫罗兰姑娘演剧助学之热私
紫罗兰W妙龄求学之姑娘发愿L义清歌妙舞之技遍
游群岛为筹学款。今再来本帕为南洋女子工商学
校及公立女子学校献技筹款。

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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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5-10-1927 紫姑娘为工商女学校筹款
紫罗兰南来后对华侨公益事业热心赞助。日前南
洋女子学校为筹措经费而邀其登台献技，已获应
允。

91 17-10-1927 对于男女学校奢华警告
男女学校奢华者日众。学校及家长须令学生在家
到校探亲访友皆须穿校服。

沈良
来稿

92 27-10-1927 女子剪发之同途异趋
女子剪发往往被视为欧化而剪发之女子亦自认开
通。实则剪发与否乃个人自由，武汉竟有强迫剪
发事件；不剪则罚金。德国某镇则对剪发者征收
新税。

藩

注释

1 代表著作为 James F. Warren, Ah Ku and Karayuki-san: Prostitution in Singapore,
1870-1940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模城新报》（Penang Sin Poe)创刊于1895年，停刊于1941年。
3王慷鼎曾对1895年至1927年间劍宾城新报）之信权〉和〈时评〉作了编目，分

成吉辑，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汉学研究中记于1996-1998年间出版，分别为：
《模城新报}政论编目索引（上篇：1895-1911)；《模城新报）政论编目索引（中篇
甲：1812-1919)；《模城新报）政论编目索引（中篇己：1920-19)27)。

4女子教育.简称"女教"，包括女子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比一般所谓的"女学"
的定义来得广。因为女学通常容易被局限于女子的学校教育。但在本文中.女教和
女学有时是互通的。

5其他四篇文章分别是1898年1月3日的〈论女学堂〉、1899年8月18日的〈论女
学〉、1902年3月3日的〈欲倡女学须立女权论〉和1902年10月29日的〈兴女学
宜用音标字说〉。

6 〈创设女师之我见〉（《榜城新» 1923年11月22曰），这篇文章也列出每学期课
程巧安排和毎周上课的时数：

一年上巧：公民二、国文十二、史地六、理科互、算术四、体操互、图画二、音乐

-—;

一年下期：公民二、国文十二、史地四、理科互、算术四、体操吉、图画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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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法二；
二年上期：公民二、国文十二、理科二、体操五、手工一、音乐二、外国史地四、

也理学=、代数学四；
.

二年下期：公民二、国文十二、理科二.、体操互、手工一、音乐二、外国史地四、
论理学互、代数学四。

从W上课程简表来统计，国文科所占的毎周上课时间为最长。
7例如，在一篇有关输南女校的筹办感言中提到："吾国人素惑于‘女子无才即是

德’之言，故无所谓女学。凡女子者，终身倚赖男子而不能自立W谋生活。男子一
人么所获，须供一家数口之坐食。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此国所W日贫，民所W曰
困也。近十余年来，欧化东渐，咸知求学之益，不特对于男子.然即对于女子，亦
何莫不然此。女学之兴，亦当与男子并重也。兹闻本巧教育家复起而组设敏南女校
于监光内，己得热记教育之殷商多数赞助，则斯举么成.为期当不在远，支（足
旁）予望之。"〈组设女校感言〉（《模城新报）1918年5月6曰）。

8例如，1927年1月13曰〈女子读书的价值到底怎么样啦?〉一文中提到："女子为
什么要读书呢？因为希望将来可W自立的，不必依赖男子的生活，所t(要读书。但
是女子入校读书，要求学问的高深，智识的增长，方才算得好好的东西。照本坡读
书的女子看起来，并不是希望将来可《自立的。哦……是怎样的行为？不妨借着读

书的名誉，将来容易择配。不然读了高小毕业之后，为什么要出校.不再转学师范
和中学呢？咳呀！现在的人，若是有女子要出嫁，总是先问女婿当入校读书没有，
他自己说，‘我的女子曾入某某学校，读过几年书’，这不是借着读书的好名誉，
拿来做择配材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