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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王立明之妇女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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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王立明，中国著名的妇女活动家，曾任中华妇女节制会会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世界妇女节制

会副主席等职。刘王立明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较早接触了西方的妇女思想，回国后积极参与各项妇女活动

的实践。她在女子婚姻与家庭，社会职责与职业独立等方面有着独特的见解，构成其妇女思想的主要内容，有

其鲜明的特色。刘王立明的妇女思想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具有积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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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教授在《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
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一书中对中国妇

女中缺乏妇女领袖的种种叙述表示一种思想上的

不满，并且关注到妇女作为社会变革的能动者( a-
gents) 角色。①对刘王立明妇女思想的研究，有助

于在女性主体性及妇女领袖角色的研究上着力。
汤尼·白露的《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

题》关注到中国女性的主体思想，②张莲波的《中

国近代妇女解放思想历程》从明清时期到五四运

动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进行了梳理，给笔者很多

的启发。③

刘王立明( 1896—1970) ，安徽太湖人，中国著

名的妇女活动家，1920 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

西北大学生物系，回国后任中华妇女节制会青年

部干事、会长。第一至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

发起组织中国妇女联谊会，1944 年加入中国民主

同盟。1949 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 体 会 议。学 界 对 刘 王 立 明 的 研 究 成 果 较

少，④如李净昉的《刘王立明与民国时期中国妇女

节制运动》介绍刘王立明生平及其参与的中华妇

女节制会的活动。⑤王惠姬的《刘王立明与民初中

国的妇女运动》侧重介绍刘王立明在民国初年所

从事的妇女运动。⑥已有的研究初步涉及刘王立

明的思想及活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

中国近代妇女思想史的脉络下，进一步探讨刘王

立明的妇女思想及其影响。

一、刘王立明其人

( 一) 个人成长及学习经历

刘王立明个人成长背景、学习经历及参加的

妇女运动的实践活动，为她的妇女运动思想奠定

了基础。刘王立明，自幼跟随当医生的父亲识字

读书，家有兄妹三人，长兄王瑞琛，小弟王瑞瑚，后

来父亲不幸早逝，刘王立明于 1905 年被母亲送入

福音小学免费就读。［1］刘王立明天资敏悟，受到新

知识的影响，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放脚。小学毕

业后，进入九江儒励书院攻读，并获免缴学、宿、伙
食费的优待，苦读四年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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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并获留校担任教员。“在毕业的前一年，世

界妇女节制会代表到中国来，计划在中国各地设

立分会。当时，妇女节制会的工作口号是: 禁烟禁

酒，反对绑足，提倡一夫一妻制。”［2］只有十七八岁

的刘王立明受此感召，意识到中国妇女需要打开

身体上的枷锁，寻求合理的婚姻制度。1916 年，

刘王立明考取留美奖学金，入美国西北大学专攻

生物学。［3］“留美期间，她广泛接触和了解西方社

会，尤其关注女性在家庭及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并

注意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妇女观的差异。”［4］

( 二) 妇运工作经验

“1915 年刘王立明加入世界妇女节制会并在

中华 分 会 中 任 职，这 是 她 参 加 妇 女 运 动 的 开

始。”［5］刘王立明不间断地从事妇女解放运动，将

西方先进的妇女解放思想引入中国，帮助中国妇

女找到合适的自身定位，追求自身的价值，承担社

会责任。刘王立明女士的妇女解放思想不仅仅包

括妇女解放，而且把妇女与国家民族命运相互关

联起来。
1920 年，刘王立明自美国毕业返抵上海，“回

国后，改变初衷，全力投入方兴未艾的妇女解放运

动，成为最活跃的妇女活动家之一”，［6］毫不犹豫

参加各项妇女运动，正如她自己所说: “一方面因

友人们的鼓励，一方面因为我本人幼小时的志愿

及在异邦读书时所见的种切，尤其是那女权的申

张，我毫不踌躇地加入了中国妇女的各种运动，从

此我的一部分生活便与这些运动发生了极密切的

关系，而我的大部分思想也就被它们占有了。”［7］1

刘王立明曾在自述中写道:“我更觉得中国女性的

可怜，所以我在暗中又立了一个宏愿，希望将来学

业有成，能将整个的生命从事妇女运动，求得自由

女子，尤其在性的方面的解放。”［1］

留学归来的刘王立明转而投入中国妇女运动

之中，反对盲婚、纳妾、蓄婢，倡导节育、禁娼、禁

烟、禁酒，注意妇婴健康，领导中华妇女节制会，展

开妇女职业教育，举办妇女福利事业，主编《节

制》月刊，先后在上海、香港、重庆、成都、广元等地

创办妇女职业学校、妇女文化补习学校、妇女工艺

生产社，并坚持采用勤工俭学、文化补习与职业训

练相结合方式; 又在上海创办为单身职业妇女而

设立的女子公寓，在江湾设立妇孺教养院，收容数

百无依无靠的妇女孤儿。
1921 年冬，刘王立明等人发起组织上海女子

参政协会，后改为中华女子参政会。刘王立明不

但担任该会发起人之一，还曾连任会长。在中华

女子参政会中，刘王立明不仅“发过宣言，上过呈

文，赴京请过愿，到女校演过讲，并在 1923 年的春

天发行了一个短命的《女 国 民》月 刊。”［7］1 1924
年，刘王立明与向警予、刘清扬、张琴秋等共同组

织了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宣言明确提

出国民会议应有妇女团体参加，一切公私法律凡

有碍于女权发展者应一律废除，另订男女平权及

特别助进女权发展之宪法与法律。［7］6

刘王立明曾担任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

她回忆说:“在这儿，大家的思想很纯一，友谊极浓

厚，所以一切讨论的案件都能极顺利地在董事会

里通过; 那些茶会及饭宴，在中西美术调和达到最

高度的客室里举行着，确能使人发生一种世界观

念，不论人类的皮肤是红、黄、黑或是白，在这里，

大家都是姊妹，好像一家的人，一律平等。”［7］1-2

刘王立明还曾担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前敌总指挥政

治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刘王立明曾感

叹: 东路前敌总指挥政治部妇女运动委员会的“委

员们一共有廿几位，到会也很殷勤，所可惜的就是

会中没有集中的人材，无运动的目标，兼之委员们

的意义又过于纷歧，财源极感缺乏，所以费去了几

个月的工夫，我们竟没有什么成绩”。［7］2

二、刘王立明妇女思想内容

( 一) 妇女思想之内涵

刘王立明认为女子的权力和地位原来是很高

的，女子地位的下降: “一方面因为生育孩童的缘

故，一方面因为经济不能独立的缘故，于是遂寂无

生气，同时男子的教育程度，一天高似一天，所有

一切政权，都操之于男子之手，因则女子就被男子

轻视，常在男子压迫势力之下，以度生活，直捷痛

快的说: 就是女子变做男子的寄生虫了。”［8］

有感于“中国妇女运动过于幼稚，缺乏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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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领袖的人才及健全的组织”。［7］4刘王立明写

作了《中国妇女运动》《自强之路》等书，并协助王

伊蔚创办《女声》杂志，负责一些稿件。在文章当

中，刘王立明多次表达过妇女运动的内涵，她说:

“妇女运动，狭义的说起来，就是为女子本身谋解

放。广义的，就是为家庭，为社会为全人类谋福

利。”［9］具体来说，“妇女运动就是妇女革命的意

思，中国妇女运动就是中国妇女起来革命。我们

革命的范围异常宽阔，我们希望从各方面的努力，

把旧日原有的，不堪人道的种种生活推翻，重造一

个新的生命”。［7］2简言之，妇女运动是为了追求妇

女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实现男女平等。
在刘王立明看来，中国妇女运动的目标“在女

子本身方面，得到做人的各种权利; 在民族及全人

类方面，与男子共同地去建设一个较理想的社

会”。［7］17因此，妇女运动对象即女子参政运动、经
济独立( 包括女子财产承继权的取得及女子职业

门户开放) 、女子教育机会的均等、妇女天足运动、
不束胸及穿耳运动、婚姻自由运动、小家庭之建设

以及社会改革等运动。［7］18-19然而，妇女运动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解除大多数妇女的痛苦是妇

女运动者已公认的目标，然而一个运动，如果有永

久的价值，一定要由近而远，由少数人的意识而变

成大家的意识，少数人的信仰而成为大众的信仰。
虽然现在还在幼稚时代，我们切实地相信，经过较

长的时间，这运动将发生伟大的效力”。［7］3

刘王立明认为:“妇女运动的目的是在铲除历

代男子所施与女子的种种残酷，及男女间一切不

平等的待遇，积极的说，是在‘得到机会的均等，使

个个人都站到水平线的上面来’。在这运动中，女

子希望男子也能站到比较纯洁的水平线上来，妇

女要站到意志阔大自来为男性所独占的水平线上

去。”［7］88

对于妇女运动的方式，刘王立明认为: “妇女

运动既有联合战线的必要，则我们不能不以‘以先

觉觉后觉’的精神去唤起群众的妇女，然而在大规

模的运动未开始以前我们必须认定我们运动的目

标。”［10］而妇女运动的目标有三:“保障女子人权”
“实现三民主义”“促进世界和平”。［10］“女子解

放，并非是为女性独争幸福，实在是为人类共谋福

利。”“女子在政治上，教育上，工业上，无处不可

以分担男子的责任。”“不但希望女同胞们快快地

准备去享受这种权利，尤希望男同胞们抛除成见，

从此在各种事业上，多多的录用女子，推荐女子，

广阔她们的生路，提高她们的人格，使三民主义得

以早早实现。”［10］

刘王立明认为女子经济独立是妇女达到真正

解放的唯一途径，而要获得经济独立，最要紧的还

是要往职业方面去努力。“妇女运动如果要达到

成功，我们始终是脱不了教育，所以为将来着想，

现在不能不有计划。”［7］88刘王立明提出:“今后的

教育当局，能够彻底确定女子教育的方针，将能改

善女子的心境，提醒她们的责任心，不再把女子教

育来作时局的应付品。”［7］85 刘王立明认为，妇女

作为国民，应该获得政治的平等，经济的独立以及

男女教育机会的平等。
刘王立明认为妇女运动应分消极的妇女运动

和积极的妇女运动。消极的妇女运动包括打破多

妻制度、禁止蓄婢、废除妓女等，积极的妇女运动

包括准备参政人才、促成经济独立、保护农工妇

女、改进家庭生活、普及女子教育等等方面。［10］在

这一主导思想之下，刘王立明主张女子要在政治

上获得解放。
( 二) 妇女参政思想

刘王立明主张妇女参政，她指出: “在政治上

重要的一着是要求参政。女子要起来推翻专为男

子而设的法律，要打破专为男子的袭产权，以求女

权的法律保障，女子经济的独立，是向职业方向的

努力。”她指出: “男子有参政权，为什么女子例

外? 女子不实行这个权利是自暴自弃，男子不以

这个权利给女子，是侵犯了女子的人格。”刘王立

明认为女子要求政治上的平等，这不仅是受天赋

人权的学说的影响，受革命思潮的鼓荡，然而最要

紧的还是由于女子自身的觉悟所致。［7］21 － 23

刘王立明不仅从男女平等的角度主张妇女参

政，而且身体力行，在抗战时期，作为国民参政会

女参政员，曾多次向大会领衔提案。提案的内容

涉及各个方面，比如: 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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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关于上海沦陷区域工作案”，一届二次会议提

“请肃清乞丐游民增强抗战力量案”，一届三次会

议提“请严惩公务人员领受贷款购物佣钱案”，

“请铲除汉奸文字加强民众对抗战胜利信念案”，

一届四次会议提“请政府普遍设立托儿所以便利

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大业案”，“请政府组织华

侨访问团案”，一届五次会议提“请中央速组妇女

生产事业推动委员会加强战时经济案”，三届一次

会议提“请政府添种棉种，改善绵纱管理，救济失

业工人，以维军服民衣于长期案”，“请政府征用

知识阶级青年，普遍动员人力，加强抗建力量案”，

三届二次会议提“请政府迅速革新海关俾能负起

其对国家之时代使命案”。［12］

在“请中央速组妇女生产事业推动委员会加

强战时经济案”的提案中，刘王立明号召: “抗战

建国国策既定长期，须为配合其战时经济之力量，

女子之精力应一律集中发动，加强后方生产，俾能

自给。惟欲达到此种目的，政府须补救以前之疏

懈，从速组织妇女生产事业推动委员会。”［13］ 在

“请政府普遍设立托儿所以便利全国妇女参加抗

战建国大业案”提案中，刘王立明指出: “我国人

口四万万五千万，妇女居其半。当此抗战时期间，

政府为集中妇女之意志，增加后方之生产，应从速

普遍设立托儿所。妇女以往之不能参加各种伟大

事业，有 儿 童 问 题 不 能 解 决，乃 其 主 要 原 因 之

一”。［14］

( 三) 主张婚姻自由、履行家庭职责

1923 年 3 月 11 日，刘王立明应沪江大学恳亲

会所请，讲演《理想之家庭》，刘王立明谈及破除

家长制度、婚姻自由、儿童教育及经费节俭等问

题。发言时，刘王立明表现得“经验宏福，见解逼

真，言语尤复犀利，态度极其安详”。［15］刘王立明

认为“女子进入结婚的生活，是女子一条自然的路

径，我们要求婚姻的自由，建立以恋爱为中心一夫

一妻的家庭组织，只是我们现在要的不是贤妻良

母的满足，我们是要成超贤妻良母的人材，家庭改

进而外，我们更望能将妓女，婢女，以及其他有关

女性的社会问题，慢慢地来解决”。［9］刘王立明所

说的家庭的责任，不在于简单地扮演贤妻良母的

责任，而在于负担起改进家庭从而达到改造社会

的责任，用她的话来说，叫做成为“超贤妻良母”
的人才。

对于爱情和婚姻，刘王立明认为爱是人类的

一种本能，“婚姻的正确标准，当然是神圣的恋

爱”。［15］“爱情的高贵是在能超越一切，所以不为

金钱名利或别的动机所驱使的恋爱是有永久价值

的。”［7］97她甚至认为: “男女之间爱情的冷热，还

可以断定一个民族的盛衰，无热情的男女，决不能

激起一个高尚的社会，热情乃是民族自救的一个

很重要的要素。恋爱的精髓是在追求着真、美、
善，同时它就是它们的象征; 我们在我们的爱人面

前决不能虚假，而这个赤诚，就会蕴藏着美丽和良

善。我们对于民族的生存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

同时地也都要这个热爱来维护和发展。”［7］97

刘王立明提倡女性性观念的解放，刘王立明

在《中国妇女运动》一书中说: “妇女解放，由喊口

号到现在，确已有了许多惊人的成绩，尤其是关于

新性道德的进步。十数年以前，谁也不敢公开讨

论两性间的问题，恋爱这个神秘的情绪，是永远地

蕴藏着在青年的心中，因因袭的观念，恋爱在当时

只能认为男女间肉体上所发生的关系，至于那心

灵上所给予的影响，则一概不能领会。……但是

受了相当教育的人，认为恋爱为结婚的基础的，为

数已是日渐增多了。”［7］92-93刘王立明立下宏愿，要

将整个的生命从事妇女运动，“求得自由女子，尤

其在性的方面的解放”。［16］

刘王立明认为:“结婚乃是一对男女，冒着险，

走上一条新的路程，他们共同底目标是在追寻着

一个幸福的处境。在那儿，他和她的心灵，因为互

相间的体谅，是已得着了安慰; 在那儿，他和她的

物质上的生活，因为彼此能了解分工合作原则底

紧要，黄金是不时地发现; 在那儿，他和她的知感，

因为环境的优适及爱情艺术的表现，是健康而愉

快; 又在那儿，他和她，因为情爱的结晶，小天使活

泼地围绕着他们的膝下，是已获得了新的兴趣，新

的志愿和新的希望。”［7］99-100

刘王立明认为“结婚，在权利及义务上，固然

是男女两者共同的事，但是以天赋的特能及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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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女子除少数特殊情形外，都应当进入结婚

生活。……女子既是情感强烈，她必得有个相当

的地方去发挥，家庭便是她最好的领域”。［7］104 刘

王立明认为“理想家庭中，孝顺翁姑，当然是重要

的，不过翁姑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而无绝对的权

力来管理新家庭的! 所以，妻子是丈夫的全权内

阁总理，经济大权应操之于妻子之手”。［17］

1927 年，刘王立明对妇女家庭履行职责的现

状表示担忧。她赴救主堂妇女会讲演《中国混乱

情形之下，妇女应负之责任》时，称: “家庭为社会

之基本单位，如妇女能把家庭改善，对于现时混乱

局面也必有相当贡献。家庭比如乐园，主妇为园

中之园丁，要园中的花欣欣发荣，其责任完全在园

丁的身上，要美艳的花发育少不了两件要素: 1． 在

荼灭花之害虫; 2． 在按时浇灌，家庭之害虫即烟酒

赌邪。现在不多数之家庭，尤其住居于都会者，没

有一天不是沉湎昏迷于四毒之中，自欧化东渐，青

年女子争赶时髦，仿效西式，于是奢侈之风嚣然尘

上，家庭妇女既不能尽国民之天职，反尽量造孽家

庭，家庭乃立国之根本，根本窳败，国道前途殊堪

痛心疾首，吾先觉妇女应该急起挽救，挽救之法，

涤除烟赌邪之害虫灌溉慈孝贞俭之活水，使家庭

和乐健全，国家自必然蒸蒸日上也。”［18］

刘王立明提倡通过妇女家庭职责的担当来巩

固妇女家庭地位，“第一，我们要返回我们的观念，

重视已往的母职，认定已婚的女子最大的贡献，是

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国民; 第二个调和的方法，就是

我们应知道职业有直接与间接的分别。抚婴，治

家，既要煞费女子许多的精力，这当然是一种间接

的职业。第三个调和的方法，就是女子在生育前

期及后期，应当在社会上有番活动”。［19］在刘王立

明看来，“和爱的夫妇，除了应当共同遵守贞操，实

行同居，生育子女外，还须彼此本着互助的精神，

向事业及志趣上表现同情及鼓励”。［7］106

在刘王立明看来，“无论家庭社会化到什么程

度，人性未改以前，妇女仍旧是家庭里的柱石，慈

爱的中心，而女子的为妻为母，根据男女分工合作

的原则，仍旧是她最高贵的任务”。［7］129 刘王立明

认为:“未来的家庭，它的基础一定要建筑在爱的

上面，一切别的动机都要竭力的铲除。”［7］142但是，

刘王立明提出:“但是我们要进入这理想大厦的门

内，将来在结婚以前，当事人一定要有几种证书。
结婚除以爱情为基础外，还须专家证明。未来的

夫妇是有治家的能力和经济的能力，更要紧的，还

要证明他们底身体及心智的健全。”［7］143

刘王立明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女性

是家庭的柱石”，女性从事职业并不意味着弱化家

庭的责任，“我们要返回我们的观念，重视已往的

母职，认定已婚的女子最大的贡献是为国家培养

优秀的国民”。［20］刘王立明提倡女性做好母职，承

担家庭内部的责任的同时，也主张女性应该拥有

自己的职业。
刘王立明认为妇女尽好家庭职责意义重大，

她说:“现在社会，是分工合作的，妇女在家庭尽到

贤妻良母的责任，亦可说是高尚的职业，功绩是不

弱于社会工作妇女。”［21］刘王立明旗帜鲜明地指

出:“从前所谓良妻贤母的思想，在一般时髦的女

子看起来，简直是落伍者的思想，但是我认为这四

个字的确是已婚女子的唯一责任，也就是已婚女

子的唯一职业”。“我以为女子要求解放，先要有

职业，已婚后的女子职业就是良妻贤母，家事，节

制生育，尽了这三种责任之后，再到社会上去服

务，一言以蔽之曰: 已婚的女子，应该负改造家庭

的使命，替国家打下一种根本基础!”［8］

刘王立明参与诸多妇女运动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她得到开明丈夫刘湛恩的认同与支持。1922
年 9 月 1 日，刘王立明与留美同学刘湛恩( 1895—
1938) 结婚，［1］二人“家庭生活极称美满，雍雍偕

乐，自天申之。”［22］据刘光昇回忆:“我双亲的互相

敬爱，成为校园中及亲友间通传的美谈，母亲常说

自她结婚以来，与父亲从来没有一次口头冲突过，

但日常生活上难免有意见相违之处，而父亲一整

天闭口不言，算是最强烈的反应了。”［23］在《中国

妇女运动》中，刘王立明表达了刘湛恩对她的关怀

和影响:“由他在教育上的经验，他不但知道男女

在智力上是平等，并承认女子有她独立的思想，独

立的人格，在与男子同样的机会之下，能够创立伟

业，服务人类。”［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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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职业独立及社会职责

刘王立明认为妇女拥有自己的职业是妇女解

放的前提，她多次致力于提倡妇女积极参与职业、
独立经济的演讲，比如 1930 年 10 月 11 日，刘王

立明应中华职业教育社之请，前往演讲，讲题为

《女子婚后的职业问题》; 11 月 6 日，应光华大学

邀请，前往演讲妇女运动问题; 11 月 13 日应上海

基督化家庭运动会之请，演讲《家庭经济》。11 月

16 日 为 教 养 院 募 捐 事，“拟 至 美 国 礼 拜 堂 演

讲”。［24］刘王立明对于妇女从事职业的基本要求，

有自己的见解，“至于妇女对职业问题，应当特别

注意的是: 一认识时代，二有专长，三有工作的热

情和持久的恒心，四有健康的体格和不断的学

习。”［21］刘王立明一直强调职业对于妇女的重要

性，“她在妇女运动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收容

了数百名流离失所的妇孺乞丐、婢女、弃妇，对她

们给予文化教育和职业训练”。［11］304 刘王立明一

直强调职业对于妇女的重要性，并且用实际行动

证明妇女可以很好地在职业和工作领域有辉煌的

成绩。
妇女不仅有家庭的责任，同时也有社会责任。

刘王立明主张: “女子如果要求解放，就非得先有

职业不可，假使没有职业，就谈不到解放二字。”［8］

为此，刘王立明积极演说，劝说女性积极履行社会

职责。1927 年 4 月 6 日，刘王立明应上海慕雨堂

妇女布道会之请，前往演说题为《国民政府下之妇

女》，刘王立明讲到: “现在国民军已到上海，在这

青天白日旗帜之下，我们不但不能安居乐业，并且

无时无刻不在水深火热之中，究其原因，实因政体

虽已改革，而大多数人民尤其是我们妇女未能尽

国民之职责……所以，促进共和，我们妇女需团结

起来，公共奋斗，完成我们处在‘国民政府的妇

女’之使命，依鄙人之愚见，应当对内改进我们的

家庭———拒绝烟酒赌邪提倡慈孝贞俭———对外须

联络各界妇女谋社会革新运动，依个人区区愚见

须高唱下列几种口号是: 取缔娼妓。救济乞丐。
免除媵妾。解 放 奴 婢。禁 烟。禁 酒。禁 嫖。禁

赌。”［25］刘王立明认为在国家有难、民族有危险

时，妇女应该能够及时站出来，捍卫国家尊严，维

护社会风气。
( 五) 刘王立明妇女节制思想

1922 年，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协会“以规劝

国民共知烟酒之害而远离之，拒绝赌博、彩票、妓

楼等害以及提倡教育、改良家庭、补救贫穷为宗

旨”。［26］1925 年改组时其宗旨为“促进家庭幸福”
“拒绝烟酒赌邪”“提倡慈孝贞俭”，1927 年初中华

妇女节制会制定三大政策: 三年禁烟、五年废丐、
十年实行一夫一妻制。［27］刘王立明回忆，中华妇

女节制协会“以改进家庭生活，革除社会恶习，及

本人类互助之精神，为社会服务为宗旨，我们反对

堕落人格的烟、酒、赌、邪等恶嗜好，提倡使吾人生

活幸福的慈、孝、贞、俭等美德。”［7］3 刘王立明认

为:“中国目前的社会，充满了险恶，无处不是使青

年堕落。”［28］社会充满着赌博、娼妓等各种恶习，

因此她认识到教育和节制的重要性，通过教育可

以让学生成为“一个健强体格，充足智力，高尚道

德，有相当职业的国民”。［28］

中华妇女节制会五周年纪念之际，刘王立明

概述其工作称:“五年来之妇女节制协会则与前大

不相同，其组织之精密，颇能受人之信仰，其会务

之发达，竟有一日千里之势，振声已动全国，而主

义之宣传，则北而山西直隶，南而福建广东，西而

湖南湖北及东邻之非列滨群岛，无处不有本会干

事之行迹。”［27］1926 年，刘王立明担任中华妇女节

制会总干事后，着手进行改革，会员发展到一万多

人。1927 年刘王立明将中华妇女节制会该年工

作计划定为: 拒毒、禁酒、戒赌、节俭、救丐、废娼、
免妾、除婢、敬亲、保婴等十项。［29］刘王立明自己

坦言:“与我发生关系较密切的团体，要算中华妇

女节制协会了，初起，我是这会底青年部里的干

事，到了民国十五年改组以后，我就被推为该会的

主任。”［7］3此外，诸如妇女救国大同盟会、妇女慰

劳会等，刘王立明也都有参与其中。［7］3 成立十年

来，中华妇女节制会“开设了中国妇女唯一的慈善

机关———上海妇孺教养院———救济妇孺乞丐及婢

女，弃妇; 女子家事学校，为女子职业开一新路; 上

海女子公寓，以服务职业界妇女为宗旨，并纠合了

数十余女界学者，组织了女声社，发行女声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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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为女子的言论，开了一个独立的场所。”［7］3

刘王立明希望通过发展妇女节制会，吸收女

性会员，将妇女运动思想渗透到广大妇女同胞思

想观念之中。刘王立明一方面热心社会事业，一

方面又不放弃家庭的经营，被誉为“新时代妇女典

型”。⑦

与此同时，刘王立明主张妇女节育，她说:“中

国的人口是年年增加，各地房屋的添筑，农田的缩

小，大批乡民的拥进都市，地价的高涨，新地的开

垦，土匪盗贼及乞丐游民的增多等等，均是人口增

加的证据。”其结果“当然是贫穷，生活程度的降

低，高度的死亡率，犯罪及各种不道德事件的发

生。”刘王立明强调，“中国比任何国家都须要节

育。从政治方面讲，不论中央能否统一，而它最好

的出路也就是节育。”［30］而节育也有一定的限度，

比如刘王立明曾说:“从此我们要建设个理想的家

庭: 为延绵种族的生存，推进国家的文化，每一个

结婚的夫妇，除非有特殊情形者外，至少须有二个

小孩，否则她们就是不负责任，有负社会重托，自

私自利。”［30］刘王立明将节制生育作为社会改良

的手段，并没有考虑到当时的中国问题是很多因

素造成的，并不是单靠节育就能彻底解决的。⑧

三、刘王立明妇女思想之特征

( 一) 鲜明的宗教特色

刘王立明早年在国内学习，受到中国传统文

化的影响并接受新式教育，后来在妇女节制会的

帮助下远赴国外深造，信仰基督教并深受其思想

影响。据《女声》杂志另一位负责人王伊蔚回忆:

“在《女声》正兴盛时，我与刘王立明之间的意见

分歧越来越大，终于导致分道扬镳。事情是这样

的: 刘王立明原是基督教徒，美国妇女节制会委托

她在中国办理中华妇女节制会，因此她始终认为

《女声》是节制会的宣传工具。为了节制会的宣

传目的，她强迫我在每期上都要刊登节制会的活

动消息，我没能按期照办。其次，她的思想总带有

明显的宗教色彩，与《女声》的宗旨不完全符合，

所以她所提供的稿子，我并不一一刊登。更大的

分歧是，我经常号召广大妇女冲出家庭，走向社

会，投身于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 她却热衷于鼓吹

贤妻良母主义，主张每个妇女首先应该努力做个

好妻子，好母亲。”［31］王伊蔚认为刘王立明的宗教

色彩及贤妻良母主义的主张，与自己所主张的妇

女运动必须与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改造运动相结

合的观点明显不同，这导致她们的分道扬镳。
( 二) 家庭职责与社会职责并举

刘王立明坚持妇女解放并不是女性对自由的

放任，妇女在职业中施展才能，但不能以牺牲家庭

作为代价。“曾被誉为‘新时代妇女典型’的中华

妇女节制会会长刘王立明一方面热心社会事业，

一方面又不放弃家政的管理，对于女界的福利和

丈夫及儿女的幸福都能同时兼顾。”［32］刘王立明

认为妇女家庭职位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妇女在家

庭尽责，不仅不与妇女从事职业相冲突，而且也可

说是高尚的职业，要将家庭的责任和妇女从事职

业获得经济独立有机结合起来。
对于女性在家庭责任与社会工作之间的矛

盾，刘王立明曾指出:“当前妇女问题之症结，可率

直的说是职业问题，而妇女职业之所以成为问题，

并不是妇女本身智力有什么缺陷，影响到职业。
主要的原因，是妇女们生活在‘家庭’和‘社会’的

矛盾中。”［33］“在目今，一个妇女，结了婚，就为家

庭儿女所累，难能再入社会工作，所以妇女本身感

觉到家庭责任和社会工作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

盾，惟有普遍倡导设立托儿所来解决，使妇女能从

家庭解放出来为社会而服务。”［21］

刘王立明主张家庭责任与社会责任并举，给

她贴上“贤妻良母”主义的标签，容易将其思想简

单化。
( 三)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

刘王立明对妇女运动的意义有深刻的认识，

她说:“在人类的历史上，它的价值系与各国的革

命运动相等，它的光荣当不亚于林肯的释放黑奴，

英国反王派所提出的‘大宪章’，法兰西国民会议

所发表的人权宣言，俄罗斯无产阶级的革命，中国

革命党的推翻满清政府以及印度领袖甘地所领导

下的不合作运动。”［7］1 刘王立明认为妇女运动并

不仅仅是为妇女谋福利，她说: “我们若想到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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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人类的半数，就知道妇女运动乃是为全人类

谋福利，因为人类这半身不遂的毛病医好了之后，

当然社会要有较大的发展，感觉向来未曾经历过

的舒畅。在一个国家里，不分性别，人人能自立自

养，分工合作，同时发展那人类间不可少的一种互

助的精神，那国家未有不强盛的，那民族未有不享

乐的。”［7］88-89妇女运动不仅为妇女谋求福利，而且

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也意义重大。
刘王立明的妇女思想，体现在政治平等、经济

独立、女子教育权、女子参政权、女子职业权、女子

财产继承权、婚姻自由等诸多层面，刘王立明还身

体力行，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证明女性不仅可以扮

演好妻职、母职的角色，还能寻得适合自身发展之

职位和机会，并积极开展社会工作，承担起妇女应

有的社会责任，于国家危难之时奋勇向前。有人

评价“她的思想是在不断的进步当中的，她的认识

超出妇女节制会宗旨的范围、她将节制会带到了

发展中的妇女运动中去”。［11］303

四、刘王立明妇女思想评析

近代以来，妇女运动从 1900 至 1910 年代提

出的废缠足、兴女学、职业权、参政权和婚姻自由，

到 1910 至 1920 年代提出的男女同学、经济独立、
社交自由、两性问题、家庭问题和生育问题，再到

1930 至 1940 年代提出的妇女修养、家庭教育、生
育问题、妇女动员、离婚问题、儿童问题和妇女继

承权问题等，［34］刘王立明生活的年代，历经晚清、
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妇女思想集中于民国

时期。
刘王立明作为近代重要的兼长理论与实务经

验的妇女运动人才，在整个中国近代妇女解放思

想的历程中，具有其特殊意义和地位。刘王立明

身体力行地倡言妇女运动，对于女权运动的发展

实有助益。正如报刊所载: “刘王立明女士者，大

概海上自有妇女界之团体事业出现以来，殆无人

不知之矣。盖海上不论何种妇女事业，刘女士必

躬身参加，甚且比在首倡发起之列，其事业有已

成，有未成者，而女士之为事业而活动不懈，则固

十年如一日，迄今未见其稍退也。”［35］后人有诗赞

叹刘王立明一生之事功: “深山淑女自刚强，赴美

留洋育幼秧。毕业归邦勤努力，投身妇会大开张。
面临国土遭侵犯，组织英姿助救亡。妇运力争求

解放，终生耗尽热和光。”［36］

刘王立明自回国后，积极投身妇女运动实践，

对妇女问题很有自己的思想，她主张家庭是社会

的基石，认为妇女首先应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尽

力做好母职，之后再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
幸福的家庭是建立在爱情婚姻基础上的两性和

谐，提倡爱情婚姻自由，婚姻以追求真、善、美的恋

爱为基础。与此同时，女性应该获得参政、接受教

育和经济独立等权利，女子与男子应该拥有同等

的教育的机会，女子经济独立是妇女达到真正解

放的唯一途径，女子要获得经济独立需要从职业

方面去努力。在这些观念基础上，刘王立明身体

力行，积极实践自己的妇女运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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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Liu-Wang Liming’s Women Movement Thought

SONG Qinghong， WANG Dongping
(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 Liu-Wang Liming ( 1896 － 1970 ) ，the famous Chinese women activist，served as director of
Chinese Women’s Temperance Society，delegate of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Women’s Temperance Society． Because of her special background，Liu-Wang Liming got to know the
western ideas in her early life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all kinds of women movements when she went back
to China． She had unique insights into such topics as women’s marriage and family，professional independ-
enc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which，constituted the main part of her thoughts in women movement． Liu-
Wang Liming’s women movement thoughts had positive value under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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