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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五四時期的作家多有寫日記與自傳之習，自傳體文學亦十分常見，此類文體

是經由作家自我審查後之紀錄，從中可得知當時代之環境、民風思想。本文選擇

五四女作家楊步偉《一個女人的自傳》作為研究對象。 

楊步偉(1889-1981年)，祖籍安徽池州石台縣。一個自認普通道地的中國女

人，自認並無特績與社會和國家，其實不然，楊步偉有著新時代女性知識份子的

女性自我意識覺醒。本文擬從《一個女人的自傳》分別就婚姻、教育與爭取工作

權三個層面，剖析楊步偉身為新時代女性知識份子，其女性意識覺醒的歷程與意

涵，進而探究其自覺後的自決之意義。 

關鍵字：楊步偉、《一個女人自傳》、五四女作家、女性知識份子、女性意識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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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晚清以降，時局丕變，國事蜩螗，在西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獨立人格觀

念衝擊影響下，向來為中國社會所忽略的婦女，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而經新思

潮不斷衝擊與蛻變，中國婦女有了嶄新的定位與角色。 

    學者鮑家麟探討民初的婦女思想時，開宗明義提出中國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十

年中，產生了「中國真正的革命」。鮑家麟所稱的真正革命，指的是中國婦女的

覺醒
1
。檢視五四時期的婦女解放思潮，不可否認的，中國近代開始關注婦女獨

立人格的生活，五四運動時期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五四運動是愛國運動，是國民自覺運動，是社會文化改造運動，沉寂於軍閥

紛戰的女權意識，再度受到國人的重視，此時解放女性的意識高揚與中國近代政

治、社會的變革，關係密切。然而，女性在中國社會真正獲得獨立自主人格，也

由此開始。根據梅生於1923年所編纂《中國婦女問題論文集》，五四時期引發知

識界及社會大眾熱烈討論攸關婦女的議題，有女子教育問題、生活問題、參政問

題、生育制度問題、家庭問題、戀愛問題、婚姻問題、離婚問題、獨身問題、貞

操問題、女子心理問題、剪髮問題諸類等等。婦女的人格問題是五四時代婦女解

放關注焦點，一方面反映出女性首度可能脫離民族主義和國家問題的附庸地位，

作為獨立被關懷的主體，重視女性主體性曙光乍現；另一方面，尋找女子人格的

關懷，更多新女性勇於走出家庭，並向封建社會餘毒抗衡挑戰，要求教育、戀愛、

社交、婚姻、政治、法律等權利。顯而可見，和清末女權思想不同，五四婦女的

解放重心在於婦女生活問題實實在在的改造。具體而言，五四新時代女性知識分

子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孕育而成長的。 

    自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來，對中國政治及思想的革

新，絕大部分是由男性知識分子主導。在男性知識分子的主流文化及時代思想變

遷潮流所趨，五四女性知識分子受到教育的啟蒙，在守舊社會中漸漸嶄露頭角。

這些生於清末，長於民國，受過新式女子教育，五四時代解放思想洗禮的女性知

識分子，她們致力爭取女性教育平等權利，要求婚姻戀愛的自由，提倡經濟獨立

自主，參與社會改革活動，力倡婦女群體普及的權利與均等的地位，甚至由性別

1
 鮑家麟編著，《中國婦女史論集續集》，台北縣：稻香出版社，1999 年，頁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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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的突破，迎向婦女階級意識的剷除。五四女性知識分子展現近代中國新女性

多元的風貌，也象徵著中國女性意識嶄新時代的來臨。 

    女性知識分子是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制度創立與五四婦女解放思潮建構下的

產物，也是中國近代女性意識覺醒的最佳例證，本文釐清五四女性知識分子──

楊步偉之女性主體意識之自覺後的自決(決定、決斷如何作為)。藉由女性知識分

子楊步偉的成長歷程，闡釋五四時期楊步偉之女性意識與作為，所呈現其時代的

意義，並重新做一省思。 

    欲了解五四新文化婦女解放思潮的興起，則必須勾勒出五四以前傳統婦女在

中國社會的生活情形及其地位。胡適1922年6月在安慶演講中的一段話，說出了

中國婦女的苦楚與無奈。他說： 

我們以前從不將女子當作人：我們都以為她是父親的女兒，以為她是丈夫

的老婆，以為她是兒子的母親； 所以有「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

子」的話，從來總不認她是一個人！在歷史上，只有孝女，賢妻，烈女，

貞女，節婦，慈母，卻沒有一個「女人」！ 

這是五四時期以前中國婦女所呈現的大體面貌。胡適的一句「在歷史上，只有孝

女，賢妻，烈女，貞女，節婦，慈母，卻沒有一個『女人』」，道盡了傳統中國

女性受到父權約束，女性沒有自我意識的歷史真相。 

    但有些歷史真相似乎可從這時期的作家所寫的日記與自傳中窺知一二，因其

多有多有寫日記與自傳之習，自傳體文學亦十分常見，此類文體是經由作家自我

審查後之紀錄，從中可得知當時代之環境、民風思想。本文選擇五四女作家楊步

偉《一個女人的自傳》作為研究對象。 

    楊步偉(1889年3月~1981年)，小名蘭仙，本名傳弟，又名韵卿。混名為大腳

片、公道鬼、天燈桿子，祖籍安徽池州石台縣，祖父楊仁山，繼父楊自超。一個

自認普通道地的中國女人，自認並無特績與社會和國家，著有《一個女人的自

傳》、《雜記趙家》、《How to cook and eat in Chinese》、《中國婦女歷代變化

史》，譯有《女子應有的知識》。本研究發現這位新女性不僅有自我意識，而且

自覺自決。至於這本自傳之內容題材如楊步偉所說，是「寫出我自己五十年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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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中應記的和可記的事情來，很少遺漏的，因為寫的都是事實」2，更詳細的說，

其題材有四： 

第一是我自己家庭的新舊改革，第二是國家民族的革命及後來內戰爭奪，

第三是在兩朝內外來的侵略，第四是世界兩次大戰都在我這大半生中碰巧

遇到了，並與我個人都有一點關係。
3 

楊步偉更說了作傳目的，「我都是寫真事情的回憶，也就不在乎我的文學夠不夠

就寫得了」，因此有人批評她寫作風格像寫一部小說似的，但楊步偉卻自覺得她

「對各方面不過以實記實的回憶，只有遺漏的未寫而已」4，可知其文學性不足，

純為寫實記錄，文章並夾有貌似與讀者對話之句，因此本文將不探究其文學價值， 

而將重心置於楊步偉的婚姻、社會參與各方面的分析與探討。她具備了五四

新女性的時代性、思想性、社會性與重要性之特性。時代性方面，本研究中的知

識女性生於滿清末年，在五四時期成長。無疑地，參與了五四的歷史事件與時代

進程。思想性方面，楊步偉受過新式教育啟蒙以及新思潮洗禮，思想的先進與革

新，足以反映出五四時代新女性的想法與心態。社會性方面，雖然女性知識分子

中唯有董竹君出身普羅階級，但是大致說來，在本研究中所有女性在成長過程所

經歷的人生歷練與歷史事件，代表了五四當代女性的個人發展與社會生活之最佳

寫照。重要性方面，五四運動時至今日已近百年，但在本研究中的知識女性對中

國文學、教育、政治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依然深遠。甚至我們可以說五四時期

女性知識份子本身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而且，女性知識分子具有引導社會思

潮及革新風氣的地位與能力，社會一般婦女，包括下階層的婦女，都容易受到她

們的影響。因此，對中國婦女界而言，這些女性知識分子所代表的時代性、思想

性、社會性、重要性，都是無庸置疑的。所以，研究中的知識女性──楊步偉，

是值得深入探究與分析。 

    另外，本研究分別就婚姻、教育與爭取工作權三個層面，來剖析女性知識分

子──楊步偉的女性意識覺醒的歷程與意涵。三個層面的研究，是因為婚姻被稱

為終身大事，許多中國女性自幼就被家長指定婚事，婚姻自主可說是新女性掙脫

2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 
3 同上註，頁 2。 
4 同上註，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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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權社會桎梧的第一步。接受教育，是讓女性有知識、能思考、有能力並激發其

行動之原動力。在高談獨立自主人格理想時，經濟問題是每位女性必須即刻面對

的現實難關，經濟壓力不容小覷，因此必須爭取工作權。換言之，婚姻、教育、

爭取工作權三個層面可以說是女性知識分子必須面臨的難題，同樣也是促發她們

女性意識成長的動力。所以本研究以婚姻、教育、爭取工作權三面，來探究楊步

偉女性自我意識自覺後的自決。 

 

 

 

二、楊步偉婚姻自主意識的覺醒與積極行動 

    楊步偉出身於富貴家庭背景
5
，這樣的家世賦予其外出甚至出洋接受教育的

機會，之後甚至成功地自主退婚，與自由戀愛的趙元任結為夫妻。這與一般女性

知識分子的婚姻狀況，有著極大迥異。一般女性甚至女性知識分子之婚姻是封建

思想建構與新時代思潮擺盪下的產物。尤其名門世族的大家閨秀自幼指婚，必須

承受家庭的束縛，在孝道的高壓下，女性被迫順從指定的婚姻，因這種婚姻可說

是傳統家庭延續氏族的原動力。 

    「我就是我」
6
是楊氏正視自己的存在與價值，並明瞭自己是行動主體的證

明。她主觀上感受到男女的不平等或女性受到壓迫，能覺知自己主體性及自我是

女性的認同，認真的看待自己。認為女性應與男性一般，在社會、經濟、政治各

方面擁有平等權利的參與者，是指「人權」的認同。放大觀之，楊步偉的女性意

識涵蘊了女性對於作為「人」的主體與作為「婦女」群體之自覺自醒。她明白唯

有透過自己的行動與付出，自覺自發地去爭取女性的價值與權益，以謀求改善女

性的社會地位，而這需擴及「運動」的層面。 

(一)反抗包辦婚姻 

    女性知識分子為何堅決反對盲目的家長包辦婚姻制度？其因為她們意識的

5 楊父曾任職廣東撫台衙門總會計(相當於現今財政廳長一職)、海寧鹽務縣知事。 
6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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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醒是來自於自己的親身經歷，以及目睹身邊女性親友與眾多婦女同胞受到婚姻

制度的逼迫，感到舊式婚姻女性們的苦痛與傷害至深且鉅，尤其是受苦的婦女可

能是知識女性的母親、姐妹或閨中好友，她們的感受益加深刻。 

    1919 年 11 月 15 日，長沙《大公報》以〈新娘輿中自刎之慘聞〉為題，率

先報導趙五貞自殺事件 7。殷柏強調，趙五貞自殺太趨向於「消極的方面」，而沒有

實行「自由戀愛」或「逃亡」等積極辦法，因而是「可惜」的。8相較於趙五貞，

楊步偉在自傳中將成長過程中親眼目睹自己的姑母、表姊和兩位姊姊，因為無法

與心愛之人自由結合或者拒絕成為小妾，寧願選擇在家吃素戴髮修行而不願意出

嫁，雖不似趙女那般強烈手段，但也不亞於了。見到週遭的女性至親與中國婦女

同胞，毫無反抗能力成為父權制度「吃人禮教」的祭品，受到近代新思潮洗禮的

她們，不願意步上後塵，成為凡事聽天由命、任人擺佈，將自己的感情交給他人

去決定的父權奴隸。楊步偉選擇積極突破父權式指定婚姻，彰顯女性追求情感歸

宿，創造自己幸福自主權利的女性意識高漲，對於自由戀愛自主婚姻的嚮往與傾

心。知識女性的反抗與革新，成為新女性追隨新時代潮流女性意識的體現。 

    深入探究女性知識分子對包辦婚姻的抗爭，知識女性們堅持女性應該擁有自

己的婚戀抉擇權利，勇於革新，拒絕將女性的身體作為父權家族鞏固權力下的犧

牲品。另一方面，父母命的包辦婚姻可以說就是中國封建制度舊勢力的化身，違

背父母指定的婚姻，就如同女性知識分子正面、公然向貶抑婦女尊嚴，剝奪婦女

人格
9
，忽視女性自由意志的舊禮教社會環境與父系家族宣戰。她們要堅持自己

7 「長沙南陽街 22歲的趙女「曾在某學校畢業，工刺繡，善縫紉」，遵循父母之命，擇配吳姓商

人為夫，於 1919 年 11 月 14 日舉行婚禮。婚禮採用傳統形式，新娘乘坐喜轎由吳家的接親隊

伍迎娶入門。然而，迎親隊伍「行至青石橋協中孚南貨店門首，抬喜轎者忽見新娘轎內滴出鮮

血，牽絲不斷」。待隊伍到達吳家門外，媒人揭開轎簾，「但見新娘仰面而臥，頸項割有刀痕，

寬約寸餘，血如泉湧，奄奄一息」，「隨在轎中尋出剃頭刀一把，早已鮮血模糊」。後雖經搶救，

新娘還是於當天身亡。」。詳見〈新娘輿中自刎之慘聞〉，《大公報》(長沙版)，1919 年 11 月 19

日。 
8 「(趙女士)不拿他的積極主張顯耀他那「冰清玉潔」似的精神出來，和現在這些講「解放」、「改

造」的人，同在這黑暗污濁的社會裏，大大做出一番奮鬥的工夫，倒要這些講「解放」、「改造」

的人，用「嗚呼哀哉」的字眼，來歎息你，用「自由戀愛」的牌子，來尊崇你，這樣我就要說

你的性質太懶惰了，精神太腐敗了，拼命一死，也不見得在社會上有甚麼樣的代價。」詳見殷

柏，〈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的批評〉，《大公報》，1919 年 11 月 19 日。 
9 吳潤凱，〈被挾持的自殺：「五四」婦女史觀的製作〉中提到，「女子人格，即「女子精神的獨

立」，是新文化精英倡言婦女解放的立論起點。他們一方面指陳女子精神自由受到社會束縛而

不得獨立，因而亟需求得解放，另一方面也在尋找或者構建具有獨立精神與人格的女子，以樹

立榜樣，並證明女子獨立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二十一世紀》網路版，二 oo 八年三月號，總

第 72 期，2008 年 3 月 31 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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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掙脫舊式社會的婚姻奴隸地位與悲劇宿命，以及與外在封閉環境與親情

壓力的抗衡，同樣展現了女性們違抗舊式婚姻制的時候，確實需要無比的毅力與

堅強的意志。不過，這也正是五四時期女性知識分子主體意識覺醒的最佳例證。  

    論及自己主動退婚的新女性，首推楊步偉。出身望族的楊步偉，說自己是先

訂婚後出世，因為在她未出生前，就被長輩指腹為婚而定了終身。原先衡量自己

的婚事是兩家的事，可是楊步偉又覺得：「這是個人與個人的事情，我既然主張

個人的自由， 應該由我寫信提議退婚」
10
。就讀上海中西女塾時，楊步偉自己寫

信要求退婚，因為她相信「一個人要改革一樣事，總要有犧牲的才能成功」，即

使覺得負了訂婚對象的好意，但是「我只能對他抱歉就是了，我不願意因此不

做」
11
。楊步偉遇到婚姻阻礙，毫不退縮的勇氣與作風，突破中國女性長久以來

委曲求全、犧牲自我的宿命心態。直至退婚成功後，楊步偉說：「這就把十九年

以來的仗給打勝了，現在可以算是無條件的自由了。我有生以來到現在第一次我

才是自己的人」
12
。楊步偉的感受不僅代表她個人擺脫婚姻枷鎖，成為自己主人

的感動，這也是中國千萬婦女同胞努力的目標。 

    除此，迥異於傳統中國女性羞赧談論婚姻的權益，楊步偉在提出退婚時，並

不同意以自己將來的婚姻作為犧牲的代價。在父親提出要她在退婚信上聲明自己

將來獨立不嫁的附帶條件，楊步偉的回答竟然是：「那太可笑了」。她的理由： 

第一我不要有條件的改革婚姻制度；第二他也不見得為著和我退了婚將來

就不娶，我何必白貼在裡頭呢？第三因為這個緣故，我更應該嫁才能給這

個風俗打破。但是我嫁不嫁須看我將來認識的人而定，我自然不會專為破

除風俗亂找一個人來嫁，自然有好的我才嫁呢。我現在何必要來一個聲明

管著我自己將來不和男子來往呢？13 

綜觀楊步偉自己寫信退婚歷程，不但表現出她改革自我婚姻的企圖，她更不願意

為千百年教育節婦烈女的女德或女教所約束，堅定地拒絕用自己未來婚姻與幸

福，作為解除婚約的代價。比起那些在家庭逼婚壓力下自殺或出家的女性，楊步

偉作風更能展露新時代女性挑戰舊式婚姻及追求自我幸福的新精神。 

10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76。 
11 同上註，頁 79。 
12 同上註，頁 80。 
13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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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見女性群體在中國社會婚姻中被動、無能、受害的情形，是引起女性知識

分子極力抗拒舊式婚姻時不容忽視的重要環節，然而她們身旁女性重要他人的悲

劇，更是起了重要的決定性作用。 

(二)實踐新式結婚 

    女性知識分子不但抗拒包辦式的婚姻，並以新式婚戀的方式，表明自己追求

婚姻自主的權利，不只是理想，而是積極的行動。楊步偉掙脫傳統指婚的枷鎖與

家庭包辦婚姻的束縛後，選擇以公開交往、自由戀愛，進而在北京開設醫院時，

與趙元任以新式結婚方式相戀成婚，來完成自己的終身大事。充分流露出女性知

識分子深刻體認婚姻制度的改革，不僅僅只是反抗封建家庭舊勢力，或者單方面

表達自己對婚姻戀愛的憧憬，知識女性們積極而務實的行動，另有一番爭取女性

自主意識的重要意義。 

    女性在婚配過程中，永遠是被動的、被宰制的對象。民風未開之際，女性即

使十分不滿意指定婚姻，但她們除了接受婚事，別無選擇的機會，甚至沒有拒絕

的權利。若是執意要規避自己不中意的婚事，唯有消極的不婚，亦即，以完全犧

牲將來追求婚姻幸福的權利作為代價，再無他法。楊步偉的家庭中就有被迫終身

不婚、出家，來換取自己自由的拒婚女性之例子。 

    在楊步偉讓父親過目自己親筆寫好退婚信時，楊父就希望她「在信上加上一

筆聲明犧牲你自己不嫁，將來自己獨立」
14
的聲明，這是楊步偉拒婚，而被家長

要求放棄未來幸福的親身經歷。另外，楊家的其他女性就不像楊步偉般的幸運。

根據楊步偉自傳中描述： 

我的兩個姊姊和一個姑母，一個表姊也因著婚姻制度的不良，不肯出嫁。

祖父雖新，力量只能到他們不願嫁就給他們的自由不嫁，可是無力改良到

婚姻自由的程度，因為社會的情形全國都不自由，在那君主時代若提倡改

良這個改良那個就說你運動革命，要殺頭的。所以他們四個人都不剃頭，

在家內打扮都和平常人一樣，就是吃長素而已。過了多年第二的姑母因和

我祖母吵嘴在一個晚上氣的忽然給頭髮剪了，其餘三個人都是所謂的戴髮

1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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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15 

由她們的實例可知，「削髮為尼，終身不字」實在是女性不願意接受安排的婚姻

或無法與心儀之人結合時，寧可終身不婚的獨身主義，可謂是封閉環境中女性們

不得已消極反抗婚姻的方式。由楊步偉的記述中，顯示出民國以後婚戀自主風氣

漸開的社會，即使有部分家庭長輩有著願意改革婚姻陋習的想法，卻敵不過社會

整體封建遺毒的固著力量，無能為力下，女性只有以終身不嫁和長伴青燈的消極

模式，表達自己對婚姻制度及父權體制的抗議。對父權社會來說，拒婚的女性已

經明顯的抵觸父權規範，要求拒婚的女性立志終身不嫁或出家，是對她們的一種

懲罰。換言之，獨身等於是懲罰不順從或者藐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父系倫

理道統的頑強女性，注定她們要接受一生孤寂的命運。 

    對於傳統婦女，選擇終身不婚或出家為尼是迫不得已的消極反抗方式；但對

五四新女性而言，寧可終身不婚的獨身主義，是另有一番向父權體制積極抗爭的

新意義。五四新女性認為獨身所代表的不婚或拒婚，表示女性開始覺知到自己應

該有婚姻抉擇的權利，拒絕繼續扮演被父系霸權操弄的玩偶。在沒有真正自由幸

福的婚姻時，她們寧可獨身，也不願意屈服於受人操控的不自由婚姻，意味著傳

統父權壟斷婚姻制的改變與女性意識的自覺，已漸漸露出曙光。 

    楊步偉一向事事具有革新精神，與趙元任結婚當時，楊步偉就堅持： 

我們兩個人所想的結婚的事，並不是要好奇引來人注意，我們的理由是第

一想到結婚這個事只兩個人的個人關係最大，而別人不過加入熱鬧而

已。……我們是完全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所以拼命的想到只表示

婚姻是兩個人的關係，與家族無關。16 

所以，楊步偉結婚儀式很創新也很簡單，創新簡單到僅由胡適、朱徵在兩人自製

的結婚證書上簽名作證，幾乎什麼儀式都沒有，卻成為轟動一時傳為美談的「新

人物的新式結婚」。甚至兩人的結婚革新到聲明只收詩畫，故將趙元任姑母家送

來的鮮花退回，因此得罪了趙家姑母，而造成多年不來往的後遺症。在新式知識

人士改革婚姻的風潮中，楊步偉和趙元任簡單的新式結婚方式，不但轟動當代社

會，而且也引起時下青年學習的風氣。事後楊步偉回憶被當時《晨報》以顯著大

15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90~91。 
16 同上註，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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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標題報導的新式人物的新式結婚，她說：「我們當年這無儀式的結婚儀式，不

但是在那時轟動一時，就是一直到現在很多人還要說學趙元任夫婦的結婚儀式，

但是沒有一次學得像了」
17
。楊步偉的話證實當年她婚禮的新式創舉，引發簡單

創新儀式結婚的風潮，實際上她的革新婚禮與當時代社會積極改革傳統規範禮教

陋習的熱烈思想，真有不謀而合之處。楊步偉新式結婚方式，呈現出的是新生代

女性願意摒棄被動且繁瑣無意義的結婚儀式，跳離傳統禮教的制約。她對婚姻舊

俗惡習的革新勇氣與堅持，自然而然成為急欲改革虛偽門面婚禮的新派人物與學

生青年，傾心學習與仿效的對象。 

 

 

 

 

 

 

 

 

 

 

 

 

圖2-1 楊步偉結婚之婚書與寄與親友之通知書。
18
 

 

 

 

三、楊步偉教育自主意識的覺醒與積極行動 

    晚清興女學風氣漸盛，傳教士、國內地方知識分子、士紳或清政府官方創辦

的女學堂日益增多。女性知識分子對家庭啟蒙教育的重視與其日後入新學堂的發

展， 實際上具有相輔相成之功能， 在楊步偉身上得到有力的見證。女子教育方

17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215。 
18

 圖源：同上註，頁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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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未艾，女性得以進入向來被視為是男子專擅而為女子禁地的知識殿堂，改變傳

統女子無才是德的錯誤觀念，女性權利與地位提昇也出現了一線曙光。 

    楊步偉心甘情願拋棄校長的頭銜遠渡東洋，從日文最基礎字母學習起，實在

是因為她曾經參與辛亥革命黨行動的經驗，表象上革命行動的參與讓女性加入國

家事務和活動，更多自主性空間。實際上，讓楊步偉感受到的卻是女性在革命事

業裡並沒有真正的特殊卓越貢獻，女性參加革命黨的行動只不過徒具提昇女權的

虛名，點綴的意義多於實質的貢獻，所以中國男女平等的理想仍有待努力。因為

楊步偉發現： 

革命總機關在總署裡，有時開會我們也去，淨打算北伐的事。我們不過夾

在裡面，並無大事給我們辦。有時女人開特別會，打算要求女權平等種種

事，我也插一兩句。
19 

顯然，楊步偉已經體會到婦女在革命事業裡沒有真正地位，表面上婦女是參與國

家革命的行動，實際上未受到社會真正尊重的殘酷本質。由此可知，女性參與公

共事務，並未獲得父權體制的真心認同。要突破男流意識形態對女性設下的防

線，知識教育無疑是能夠賦予女性權利的利器。如此的體認，讓楊步偉抱持： 

我們要平等，要真正的平等，我們女人第一要先受同等教育，有同等知識，

能同樣吃苦，同樣做事，才能得到同等待遇，才是真正平等。若只要求特

殊權利，不能同等行動不會真正給我們平等的。20
 

楊步偉體會女子的知識和學問與男子無法齊頭並進時，唯有「第一要先受同等教

育」
21
，等待女性有和男性相同的知識，男女真正平等才有希望。若是女性沒有

知識的基礎，即使獲得男女平等的權利，也未必能為國家民族做同等的貢獻。因

而楊步偉決定： 

沒有革命以前我只希望革命，現在成功了，我覺得不但我們女子不夠資

格，男子中有些也差的遠呢。我想我們第一要務還是去留學求學要緊。現

在破壞容易，等到革命成功，建設非實際人才不可。22 

19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03。 
20 同上註。 
21 同上註。 
22 同上註。 

11 
 

                                                      



 
 
 
 
 
 
 
 
 
 
 
 
 
 
 
 
 
 
 
 
 
 
 
 
 
 
 
 
 
 
 
 
 
 
 
 
 
 
 
 
 

 

 

《文學前瞻》第 12 期 

楊步偉日後留學東瀛的抉擇，已在此埋下種子。受到外在環境的打壓與驚醒，楊

步偉已經明白女性不能再拘泥於表象女性權益的盲從，而是將眼光根植於女性真

正知識和能力的培養。 

由此可知，不論是因為內在動機的覺醒，或者是外在環境嬗變的影響，楊步

偉明白女性要有知識與能力，才不會重蹈傳統無知無識婦女之覆轍，想要不必依

附男性而活，接受教育是追求與男性平等的重要環節。而且，女性想要和男性一

樣接受教育，是女性主體意識萌發的展現。當同齡的女伴尚在父母的保護下，躲

在深閨，過著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時候，這位女性知識分子已經有了不同的人生

抉擇，因為她們勇敢地走出家庭的範圍，外出到新式學校接受新教育。表現出年

輕女孩勇敢的自主意識，面對挑戰的獨立人格，在此也表露無疑。因此，離家求

學是達成年輕女性新意識成長的關鍵性決定，爭取外出求學的抉擇與行動，此舉

具有展現其女性意識的重大意涵。 

(一)爭取女性受教權 

    五四時期的女性知識分子適逢中國師法西方、西化、汲取新知的時期，女子

教育學制的建立尚算完備，社會逐漸能接納女性受教育，因此她們在接受家塾的

啟蒙教育之後，能夠進入洋學堂接受新式教育的洗禮， 甚至負笈海外進修。女

性知識分子女性意識的覺醒(如獨立自主人格、豐富學識、積極參與社會活動情

形)，新式學校的求學階段深具意義，此階段是女性知識分子的自我女性意識成

長、全體意識發展最為重要的時期。 

    當時社會，家中長輩們折衷於女子無才是德與讓女孩略受教育、識些字也無

妨，女子在此矛盾風氣下受教育，更加彰顯她們相當珍惜與重視求學讀書的機會。 

    楊步偉進的第一所學堂，是官宦子女雲集的旅寧學堂。雖然，當時入學成績

不甚理想，但是有機會接受新式教育，楊步偉形容自己的心情：「我起初還有點

失望，可是進了這麼一個維新的新學堂是一件最滿意的事」
23
。 

    然而，知識女性在走出家庭畛界進入學校後，在學期間學業成績與為人處世

態度，都是觀察她們新女性意識覺醒的最佳詮釋。 

23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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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楊步偉幫室友解數學，她認為「好做極了」
24
，地理她也「不覺得難」

25
，

可因此她生意上門了，「一下他們總來問我這個，問我那個」
26
，竟被同學當起

小老師來了。給同學幫忙(如教數學、教地理等)的消息漸漸傳到老師耳裡，老師

不但沒責怪楊步偉，過一星期後竟將她升到甲班。到了甲班，楊步偉認為「我在

甲班只國文比他們壞點；可別的都在他們以上，所以總是林、蔡、我三個人搶頭

前三名。……，我是算學地理歷史都好，所以前三名總是我們佔的，因此鬧過一

點小風潮」
27
，「我在這個學校非常快樂，功課總好」

28
。 

  由楊步偉進入新式學校接受教育的情形，她勤勉好學，事實上反映了更深層

的意涵。她品學兼優的表現，印證女性的智識能力並不亞於男性，只要給予機會

學習，女性是不會自我居限於閨閣詩詞文學的框限，女性的發展同樣也可以和男

性並駕齊驅，揚棄女性是父權社會中心智拙劣的次等角色。其次，女性知識份子

求學最大的影響，在於女性接受知識教育的啟發，增廣見聞視野，培養智識能力

與自信心理，孕育堅忍意志與獨立意識。換言之，知識女性不論參與反抗校方或

校外學生社會運動，或者日後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女性，這些勇於向傳統挑戰的知

識與激進精神，已經在她們求學階段滋長與發展表露無遺。 

    文靜賢淑向來是中國典型女性教育的重心，但由另一種角度來看，這教育模

式養成女性慣於被壓抑又不敢反抗，甚至毫無查覺的形象。受教歷程中，知識女

性除了在學時期已經展現聰穎的本質與旺盛的求知欲外，更有女性知識分子就學

時期已經參與抗爭的活動。如楊步偉因為不滿學校的作風，發起或倡導反抗學校

風潮。 

    1908年，因為光緒與慈禧相繼去世，中西女學自認為教會學校，不願讓學生

放假或舉行任何儀式。結果楊步偉聯合其他同學抗議學校看不起中國人，反對的

聲浪下，中西女塾校方始准許學生放假，做國喪禮拜，帶國孝。 

一九零八年光緒和慈禧太后兩人同在幾天之內死了，學生們要求放假和做

一個特別禮拜算國喪。起初校長不肯，說我們是教會學堂，不管你們中國

24 同上註，頁 66。 
25 同上註。 
26 同上註。 
27 同上註，頁 67。 
28 同上註，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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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學生們回他說我們都是中國人怎麼能說不管中國事呢?教會是勸告人

信教，不是教人不要國。這樣子我們覺得他太拿中國人看不起了，全體大

鬧起來，並公推漢文教員范子美先生去交涉，結果放了三天假。在禮拜堂

做了一個國喪的禮拜。我們全體學生還紮上了黃頭繩子，就像外國人紮塊

黑布似的表示喪事。
29 

在參與學校抗爭行動方面，還有因為教會學校強迫學生一定要受洗入教的宗教校

規而抗爭， 

十月裡美以美會大年會，美國派大教士來，先到蘇州東吳大學和景海女校

開會演講。完了就問誰現在懺悔來受洗禮?蔡蘇娟就站起來說我懂了，我

現在願意受洗禮。蘇州各校大鬨起來，一下大家就傳到各處去，因為那時

官家閨秀入教的還很少呢。蔡蘇娟就告訴她們校長白小姐說我在中西，教

她們勸我入教。所以他們到上海來，白小姐告訴中西校長預備叫我也在那

時候洗禮，我不肯。那幾天上下午和晚上都叫我到校長室去禱告，並叫我

以前的英文先生孫小姐勸我進教。有一次在我牀前禱告禱告我睡著了。因

為這大不敬的事，學校還給我記過。 

後來弄得我真煩起來了，我對他們說我絕對不能入教的，因為我家裡一定

不願意；雖然我祖父說宗教自由，可是我現在對這個一點沒有研究，入教

也不過是盲從而已，我連活著做人我都要由我自己細想了再定如何，我現

在怎麼肯給我的生後聽人說說就照著信了?他們見我再三不信，就高

興，……。所以這都是我後來退學的原因。30 

在學校重重施壓下，她依舊不願意因學校規定入教才能畢業而改變初衷。楊步偉

本人並未因為學校的處分而驚惶，益發更有女性應該作為自己主人的定見。 

    最後楊步偉不願依循學校強制入教的規定，和覺得新校長極度迂腐，她以「對

誰沒有說再見就走了」
31
的方式，結束了在中西女塾的日子，同時也為自己在中

國求學生涯畫上句號。 

(二)赴日習醫，服務社會 

29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78。 
30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77~78。 
31 同上註，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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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步偉留學日本，決定為社會貢獻心力，是她留學的原動力及目的。民元後

楊步偉決定放棄革命行動，赴日本學習醫學。因為，楊步偉體認：「我的學醫將

來是我自己本人成功一個專家，又可以救社會，並且中國現在很少女醫，而且極

需女醫。辦教育人多，而去學醫的人少」
32
。可知，她的習醫動機是為了社會的

服務。審視女性知識分子在外國求學期間的情形，可以發現另種值得分析的現

象。因為甲午戰爭清朝大敗的恥辱，使得許多有識之士的視野改觀了，紛紛遠赴

先進國家學習新知，他們是想師夷之長計以制夷。 

    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後，中國留學生全體罷課，日方則百般刁難，如強行

留級、不發文憑等等，更說「你們要愛國就應該犧牲」。楊步偉氣得不拿文憑、

不參加畢業典禮就回國了，畢業總平均91分。因此，對於國際關係楊步偉有她的

想法，「我(楊)對於國際上的關係，是這樣想，一個人對他本國的愛國舉動，就

是仇國也應該重他的，你可以定他的死罪，你不能說她不好。」
33
 

    楊步偉到日本習醫的同時，卻感受到中國的留學生負笈海外的目的，已經有

明顯變質現象。楊步偉回憶說：「我們在日本那時從中國來『上釉』留學漸漸的

多了」
34
。中國留學生方面，選擇留學日本是因為貪圖日本生活費便宜， 路程近，

「說句公道話我得承認到日本去的中國人……因那時生活便宜，路程又近，所以

有好些人並部是未留學而去留學的。」
35
，有許多留學生並非為了求取學問，自

然不用心在學業上。 

  日本政府方面，不是刁難中國學生的入學，就是刻意忽略中國學生的學習能

力。因此造成「這樣過過下去留日學生在中國漸漸成了次等留學生的名氣了，所

以有好些日本回來的學生都要到歐美去上一層第二道的『釉子』」
36
。楊步偉的

一段話，日本國家和人民鄙視中國留學生的心態，不言可喻；另一方面，中國留

學生本身不思上進的怠惰心態，恐怕是楊步偉備感憂心之處。除此，在日本中國

留學生受到輕視，日本人對女性留學生的歧視更深。楊步偉在自傳中，娓娓道出

她在日本習醫的期間，正值中日關係交惡，因而生活上和學業上遭遇到不少輕視

的經驗，尤其是對中國女性的歧視，益加明顯。日本同學或當面提醒她中國是甲

32 同上註，頁 125。 
33 同上註，頁 144。 
34 同上註，頁 142。 
35 同上註，頁 141。 
36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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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之役的戰敗國，或說中日親善叫女學生乾脆嫁給日本人這類話語來刺激她，「有

時也碰到同學同你談中日親善的，可是談談總提醒你甲午之戰中國敗的那麼樣。

他們講親善還有一種講法，就是勸你們為什麼不嫁日本人」
37
，對此，楊步偉說

明「我也不想嫁日本人，我並不反對嫁別國人，可是我不嫁日本人，更不願做國

際間的間諜。」
38
楊步偉這位天性樂觀的新女性形容這些冷嘲熱諷「是天天的家

常便飯」
39
。 

    不單單在生活層面被日本人輕視，學業上楊步偉也遭到受限制的不平等待

遇，例如「醫校拿『顆粒結核性屍體』給中國學生解剖用。中國學生一點辦法也

沒有。」
40
。因為她最初的興趣是內科傳染病，但因為政府通知凡是學醫女學生

必須一律學習產科，「我自己對內科傳染病最有興趣，可是監督處通知說政府已

命令凡是女學生學醫的一概需學產科。」
41
楊步偉只有改變一途。有日本人輕視

中國學生的環境壓力，也有中國學生不思上進的惡榜樣，難能可貴的是，楊步偉

依舊堅持習醫的理想與努力，未嘗動搖。在日本四年五個月留學生涯至學成歸

國，益加突顯這位近代中國新女性自立自強的堅定意識。 

    根據楊步偉的描述，在女性不宜拋頭露面的封建遺毒影響之下，女性知識分

子爭取工作權幾乎都曾引發外界蜚短流長。顯而可見的，新女性尋求經濟解放的

過程，外面環境與社會輿論的普遍反映是貶抑女性。換言之，社會整體環境對新

女性經濟意識的覺醒，不但鮮少給予支持和資源贊助，反而是阻礙、壓制、歧視，

這樣的社會環境不知讓多少有心參與社會經濟的女性，遭受打擊、卻步或心灰意

冷。楊步偉曾經痛斥這般的社會現象，並極力主張：「我說我不怕，要是怕，我

都不出來做事了。我是提倡男女不分界限的，品行上當然要守規矩，那樣才可以

開人風氣之先呢」
42
。省思楊步偉的主張，一方面，彰顯女性知識分子女性主體

意識的堅定，令人感到佩服。另一方面，不免令人懷疑，在中國負面遏阻力量多

於正面支持資助，反對聲音勝過讚許意見的父權主流社會環境，女性追求自己經

濟獨立自主的歷程，又是多麼的艱難。 

37 同上註，頁 141。 
38 同上註，頁 145。 
39 同上註，頁 141。 
40 同上註，頁 140。 
41 同上註，頁 146。 
42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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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楊步偉對女性工作權的爭取及表現 

    女性知識分子的主體意識，在她們追求工作權的過程中充分表露無遺。突破

傳統、要求解放、經濟獨立是她們共同的心聲，同時也反映同時代新女性對經濟

自主和人格獨立的渴望。和其他女性知識分子相比較，楊步偉處理外界對職業婦

女的不當傳言，所展現態度的正向而積極，是不遑多讓的。 

(一)任校長 

    楊步偉於雙十年華任女子崇實學校的校長，也親身經歷社會以歧視眼光看待

職業婦女的經驗。楊步偉一上任，學校裡外週遭環境就以質疑的眼光，看待這位

少不更事的女性，不但懷疑她的年輕，更加質疑，一個女性是否有能力管理學校

事務，勝任所謂校長的職務。 

    楊步偉上任後在學校內訂定一概不准抽煙的章程，可是學校資深齋務長特別

跑到她面前抽煙，公然違抗規定。
43
外界的情形，楊步偉由父親口中得知，別人

稱她這位年輕的女校長為「特別的女上司」
44
。楊父並且轉述別人的說法：「他

還和我說過我們家真開通，興女學這麼早，昨天對我說話時，也像譏笑我的樣子。

可想一個女子要解放出來做事是不容易的事。我想你還是早點回去，最好明天就

走，免得人亂說」
45
。當父親提醒她要小心外面流言四起的時候，楊步偉不僅不

為之氣結，反到安慰父親： 

一個女子要出來做事起頭一定要有人肯犧牲名譽，才能做的出來，可是自

己做人要正派，行為上談笑不要緊，羞羞答答的還不脫女人的習氣又何必

出來呢？我總覺得我們應該打破男女的界限，除了戀愛上，大家在一道做

43 「我本定的章程校內一概不准吃煙，他也說不該。可是這個齋務長特別到我面前吃煙，我以

後給他辭退了。」同上註，頁 113。 
44 同上註，頁 121。 
45 同上註，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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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不要想有男女的分別就好了，總要有人肯起頭這樣行，才能提倡呢。46 

楊步偉面對學校內外壓力與性別歧視可見一斑。顯然的，社會整體環境並不支持

女性參與經濟或職業公領域。面對別人譏笑女子解放與女性在外就業的不宜時，

楊步偉不氣餒更不退卻，身體力行改變女性的社會期望行為與刻板印象。甚至為

了表示女性平等的能力，年輕的她以身作則，甚至還為女學生和學校，勇氣十足

做過攆鬼和監斬的事情
47
。她還將學生中歲數大、不識字的學生分出來，教她們

織布、縫紉、刺繡、織毛線等。凡識字的按成績編為兩級小學和兩級中學。當楊

步偉卸任後，遂前往日本學醫，再回來，便是要開辦醫院了。 

(二)辦醫院 

    一九一九年五月，楊父寄了信給楊步偉，信中說要給楊氏在同年八九月回國

組織私人醫院，期間特到北京給楊氏買房子，預備改造醫院用，開辦醫院的手續

及北京開醫院的情形則由當時內務部衛生司司長楊立德(楊氏之本家哥哥)所管

理。在其父其兄協助下，同年七月，楊步偉的醫院順利開張，院名「森仁醫院」，

「森仁」二字透露了楊氏的行醫理念，即「樹立醫道上的仁義發展向森林那樣廣

闊」
48
，就診病患大都是政府各部的人員和家眷，可人託人的都來了。其時女醫

師很少，忽然來了兩個青年中國的女醫生，又獨立開了個醫院，北京城內轟動一

時，這顯示一般人都表示非常歡迎和恭維。 

    這看似安全又能得好名聲的職業背後，亦有其危險之處，在於年輕的女醫師

不比男醫生，若有急診病患，不知是何種人家，再晚都只得提心吊膽的出診，治

得好便好。楊步偉記述一次最使她害怕的經驗，就是一位吳團長，在天將近五點

鐘時候，忽然派了輛車、四個憲兵就來打門，當時楊氏一群人都以為憲兵司令部

捉人來了，好在虛驚一場，是來請去為吳團長之妻看病的： 

我去診察過後一點毛病沒有，只胃裡瓦斯膨脹而已。……我的意思吃點藥

就可以了，他們一定要打針，覺得打針好的快。這也是在中國行醫的一個

怪現象，……49 

46 同上註。 
47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15~118。 
48 同上註，頁 165。 
49 同上註，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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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點鐘後這位太太醒了，說好了，馬上走出來對楊步偉又是作揖，又是鞠躬，說

簡直賽神仙，藥到病除，之後派車送楊氏回家，又送去了幾塊匾、兩抬箱禮物，

又請到飯館吃酒席，席間恭維的不得了，但卻連一個錢的醫藥帳都未付，還花了

楊氏十幾塊錢打賞車伕及看護。所以楊步偉總說她辦醫院是「生意茂盛，本錢乾

淨」。楊步偉曾說其目的不僅止行醫，更想辦醫學校和訓練看護婦50，為此她願

意少數私人發起，組織一個董事會，捐點款，除醫院外，開少數女醫生和看護班，

但是醫院要有手術室的設備、X光線，和細菌檢查室等等，成功一個私人設備完

全的醫院。 

    由楊步偉任校長、辦醫院等爭取工作權及表現上來看，女性知識分子在經濟

困厄與整體環境資源缺乏的條件下，主體意識覺醒現後，充分體現出女性努力爭

取工作權以獨立人格，與積極改寫傳統女性之人生宿命觀，在在說明了新女性在

職場上相較起男人還要備加艱辛，至今未變。 

 

 

 

五、結語 

    五四，在中國近代歷史有其複雜的意涵及深遠的影響。五四不僅代表著政治

上，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運動；社會上，激發學生愛國運動、工商業界抵制日貨

運動、勞工運動和婦女運動。除了政治和社會層面的革新運動，最重要的是，文

化思想上的啟蒙。然而，五四知識分子引進了近代西方的新思潮，極力倡導文化

傳統的改革，呼籲建立全新的中國。因此，五四的政治革新、社會改造及文化重

建運動，造成中國社會鉅大的影響。在五四時期知識分子關切的問題當中，婦女

解放是個迫切而實際的問題。與此同時，五四女性知識分子的興起，也是中國女

權思想與婦女解放的重要里程。女性知識分子突破無才是德的舊式禮教束縛，接

受教育獲得知識與能力。由知識的啟蒙與新思潮的洗禮，女性知識分子女性意識

開始覺醒，她們爭取自己婚姻的自主權利，進而參與職業與社會活動，展現經濟

50 楊步偉著，《一個女人的自傳》，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 72 年 6 月 1 日再版，頁 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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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自主的才能。五四女性知識分子的女性意識覺醒與發展，深具婦女解放的歷

史意義。 

    中國社會對婦女的關懷，絕不是在五四一朝一夕形成的，必須溯源自中國婦

女長久以來受壓迫與歧視的歷史真相。百年前，絕大多數的婦女在男尊女卑封建

禮教束縛下，女性的身體、思想、行為及才能深受社會規範之桎梧。女性的肢體

受到殘害，不能受知識教育，沒有行動自由， 缺乏謀生能力與知識，遑論參與

社會活動的權利或地位。事事仰仗男性或家庭供給的女性，無疑是中國父權社會

深居閨閣的囚徒、男性的玩物、家庭的奴隸、社會的附庸。當清末知識分子省思

振興國族之際，歐美思想漸次傳入中國。受到國內政治現狀與西方女權思想的衝

擊與影響，知識分子驚覺體弱無知的婦女與國家民族的衰敗之間，息息相關。頓

時，女性資源的開發成為中國救亡圖存的新契機，知識界提倡改革女性生活和權

利的論述與行動，也如火如荼地展開。 

    在女性知識分子個人教育過程，雖然我們無法斷然地說，優渥的經濟環境必

定能夠造就出深具女性意識的知識婦女，也就是說經濟的優勢，並不是養成擁有

女性意識的知識女性之充分條件。但是試想若是沒有足夠的經濟條件支持，女性

知識分子受教育的機會，必然大受影響。由此可知，經濟因素是影響培育女性成

為知識界一分子，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 

    五四女性知識分子的孕育、養成和影響，是中國近代婦女女性意識成長最真

實且具體的展現。楊步偉出身於官宦名門世家，家庭中長輩的開明思想態度與思

想上的啟蒙，是孕育其成長的原動力。新時潮的衝擊，楊步偉的長輩不再讓女兒

受纏腳之苦，也願意送女兒上學接受知識教育，但是能夠開通至接受女性婚戀自

主的家庭，畢竟少之又少。同樣地，也因為出生於簪纓望族，封建遺風所及，無

法倖免於家長包辦婚姻與受制於大家庭制度的苦楚。掙脫家長包辦婚姻的束縛，

往往是女性知識分子女性意識覺醒必須克服的首要難題。楊步偉接受新教育和新

思潮的洗禮，以及目睹許多婦女同胞不自由婚姻的悲劇，縱然夾處於家庭親情與

社會環境的壓力，楊步偉毅然決然主動採取寫信退婚、逃婚等方式，反抗舊式婚

制的束縛。解除舊式家長包辦婚姻的枷鎖之後，知識女性進而以新式戀愛和結婚

方式，積極追求屬於自己的感情世界。當中，楊步偉的「新式人物的新式結婚」，

是女性知識分子表達婚姻自主的最佳例證。受到五四男女平權思潮的衝擊，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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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藉由知識教育的洗禮，她們可以說是婦女界主體意識覺醒的先驅分子。 

    受惠於清末女子教育制度的設立及社會風氣的漸漸開放，女性知識分子有機

會從深閨內院走出，在不同的教育機構接受傳統或新式教育的薰陶。教育可以說

是造就女性知識分子女性意識發展最重要助力，因為在舊式中國社會女性沒有接

受教育權利，長期被摒除於男性專擅知識領域的時代，獨立自主意識和人格是不

可能的。大體而論，知識女性想要接受教育的原因，主要是出自於她們個人內在

想求上進的動機，以及受到當時外在社會環境的衝擊。不論是內在動機或外在環

境的影響，顯然地，女性知識分子們已經明瞭女性也必須受教育，才能獨立自主，

因此教育成為新時代女性求取兩性平等的重要原動力與助力。尤其當知識女性爭

取離家外出求學的決定與行動，這樣的抉擇已經展現了女性們女性意識的覺醒。 

    女性知識分子接受新式學校教育及外國求學的階段，是她們知識與能力增長

最快速的階段，同時也是她們女性意識發展最為顯著的時期。在學期間，女性們

個個聰穎好學，扭轉傳統社會認定女性有德無才的刻板形象。楊步偉，還因為求

學時遇到校方在宗教或學校事務方面不合理的規定，學校不願意參與國事，而採

取抗爭行動。知識女性不再是無聲無息的承受者，反而主動採取向學校抗議或爭

取行動。她們的抗爭行動不僅顯示知識女性掙脫中國傳統「文靜賢淑」女教的束

縛，展現勇於突破的新女性面貌同時，她們愛國的群體意識也表露無遺。甚至在

就學時期，部分知識女性已經開始參與社會活動，益加彰顯她們爭取女性權益與

革新社會的激進思想及行動。 

    外國求學經驗對女性的影響，則是因女性而異。楊步偉立下貢獻中國社會的

決心。在外國求學期間，見到自己同胞或其他國家婦女受到歧視和不平等的待

遇，日本歧視中國女留學生，這些親身的經歷更加堅定知識女性們致力改變女性

地位低落與爭取女權的決心。我們可以說，教育的知識啟蒙和能力培育，賦予女

性知識分子參與公共社會的權利和能力，教育改變了她們的一生。 

    五四以後，女權思想及體育觀念的變革。在婚姻方面，婚姻對女性的束縛與

迫害，向來是最為人所詬病。因為家長包辦的舊式婚姻制，從不考量女性的人格

與意識，女性更沒有掌控自己身體的能力和權力，女性的身體成為家族間權力結

盟歷程中交換的物品。五四新女性高舉反抗傳統包辦制婚姻的大旗，就是為了反

抗這種壓制女性身體與意志的父權思想下進行。新女性爭取戀愛與婚姻的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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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要求男女社交公開，甚至社會上自由婚戀和離婚的情形日益增加，也受到輿

論的善意支持。還有，反對片面貞操觀，贊成女性抱持獨身主義與寡婦再嫁的論

見，連節育的觀念(楊步偉有提倡節育觀念)和知識也進入中國。 

    在工作方面，婦女工作權的爭取及表現，還有助於廣大普羅婦女的解放。其

中，又以經濟獨立可以賦予女性自主生活能力及提昇人格地位，更能凸顯婦女職

業與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密切關係，把它視為是五四新文化思潮流變中，「娜拉

出走」引發的後續發展與影響，未嘗不可。面臨社會輕視與不支持的壓力，女性

知識分子不畏艱難，勇於突破困境。楊步偉就主張女性外出就業，打破男女的界

限，首先要改變自己，女性要正派，不要再羞羞答答。後來楊步偉在北京開辦的

醫院，也是辦得有聲有色。 

    總之，五四新女性的經濟工作參與，是女性人格化、社會化的起點，兼具女

性脫離男性附屬品物化地位的表象改變，以及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實質變化。即

使到了現在，女性的角色依舊無法於賢妻良母與職業婦女間取得完全的平衡，但

是婦女經濟的參與，從婦女史的角度看來，仍是意義非凡。 

    由此，楊步偉這「一個女人」，可說是「開風氣之先」的新女性，以女性主

體的出發點，勇於解放自己的心靈、思想與身體，活出真正的自我意識，充分顯

揚中國社會男女主客體的易位，自我表達、自由抉擇的女性意識普遍成長。總而

言之，楊步偉這個五四時期的女作家，在女性意識的自覺自醒，以及對婚姻、教

育、工作權的爭取上，都是值得肯定與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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