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公益活动多指卫生、 救济等福利事业，
广义的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知识传播、社团活动

等也属于这一范围。 在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

前，中等阶级妇女和男子一起主动参与慈善和公

益改良活动，顺应了持续兴起的城市精英社会身

份认同的要求，使尚处于贵族阶层管理之下的中

等阶级形成了相对一致的阶级文化，有利于英国

中等阶级妇女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社会认同。
1 19 世纪英国的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因社会结构或社会环境失调而

造成的影响社会全体或部分成员正常生活的问

题，即社会中许多人遇到的公共麻烦，而非个人

的困扰。 19 世纪英国，由生产力变革而带来的社

会多方面的不协调发展， 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
最终转化成社会问题。

1.1 贫困问题

工业革命时期， 英国物质财富急剧增长，但

却忽视了社会公正，财富分配不合理，造成了严

重的社会贫困。 首先，工人阶级生活环境恶劣，大

多数工人居住在工厂周围的棚户区，通风、采光、
卫生条件极差，噪音空气污染严重，当时将近有

三分之一的工人家庭挤在一个房间内生活，一家

人数达 10—15 人。 其次， 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低

下， 以 1844 年对全国织袜工抽样调查为例，在

154 户织袜工中， 每台织机平均每周收入 10 先

令，扣除租机费后每户只有 6 先令或平均每人每

周生活费 1 先令，而且衣食住行都包括在内[1]。 再

次，食品质量更糟，他们吃的土豆多半质量很差，
干酪是陈货，猪板油是发臭的，肉常常是病畜肉。
经济危机一旦爆发， 数以万计的工人就会失业，
生活更加困难。

1.2 住房问题

基于社会问题的 19 世纪英国中等阶级
妇女社会公益活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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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原有的公共基

础设施不堪重负，房屋供应不足问题凸显，“在曼

彻斯特，3 个 人 睡 一 张 床 的 地 下 室 有 1500 个，4
个人睡一张床的地下室有 73 个，在布里斯托尔，
2800 户家庭中有 46%的家庭只有 1 间屋子”[2]有

的家庭住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 睡在稻草上，在

利物浦,1/3 家庭住在地窖里[3]。 住房空前拥挤，大

量连排式、大杂院式、背靠背式房屋涌现。 伦敦的

贫民窟，曼彻斯特的背靠背房屋都“闻名遐迩”。
1.3 环境污染问题

不断排放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未经处理

就直接排入河中，许多河流被污染。 以泰晤士河

为例，19 世纪以前，河水清澈见底，是举世闻名的

鲑鱼产地，水禽栖息的天然场所。 随着工业革命

进行，污染逐渐窒息了泰晤士河，水质恶化，病菌

滋生，乃至 1832—1886 年，伦敦就曾 4 次霍乱流

行，仅 1849 年一次就死亡 14000 人[4]。 恩格斯曾

记录了流经利兹的艾尔河的污染状况：“像一切

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 流入时清澈见底，流

出时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

堪。 ”[5]煤炭等燃料的大量使用造成了大气污染和

烟雾污染。 “滚滚浓烟”绝非伦敦独有，而是曼彻

斯特、伯明翰、利兹等城市的“共同景致”。
1.4 卫生健康问题

由于缺少科学知识和缺乏利用废物的经验，
人 们 将 煤 渣、烟 灰、废 铁、废 料 甚 至 垃 圾 到 处 乱

扔，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了居民生活。 在人口大量

涌向城市时，公共卫生设施严重缺乏，政府针对

这样的问题在初期也缺少管理经验。 污染直接威

胁着人们的健康，与当时农村人口的平均寿命 50
岁相比，城市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 30 多岁。 恶劣

的卫生环境成为热病、伤寒、霍乱和其它疾病的

滋生源。1831 年，英国爆发了第一次霍乱，当时从

俄国蔓延而来，在英国共肆虐了 37 个城市，夺走

了 3 万多条生命[6]。
1.5 社会道德问题

人口的大量流动，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

变导致行为失范在所难免。 工厂女工未婚先孕现

象司空见惯， 恩格斯曾记载：“‘血汗工厂’ 的女

工、洗 衣 女 工、女 仆 皆 因 贫 穷、失 业 走 上 卖 淫 之

路。 纺织行业的无业女孩，每 4 人中就有 3 人去

当妓女。 ”[7]工人家庭父母把全部的性需求和性行

为暴露在子女面前，粗俗污秽的语言成了他们的

家常用语，甚至连孩童也说粗言秽语。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工业重镇谢菲尔德“最放荡、最轻率和

最不记后果的人”为收入最低的工人，住房糟糕，
品行不端[8]。

19 世纪英国贫困现象加剧，住房问题形势严

峻，环境恶劣，健康存在隐患如此等等引起了中

等阶级妇女的关注和忧虑，她们积极地参与到社

会改造中来，力图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有所贡献。
2 中等阶级妇女社会公益活动

中等阶级这一概念在恩格斯那里做了详细

阐述：“英文中 Middle-class （或者 Middle-class-
es），同 法 文 bourgeorisie（资 产 阶 级）一 样 表 示 有

产阶级，即同贵族有所区别的有产阶级”[7]英国史

研究普遍认为 19 世纪英国中等阶级是一个多层

次重叠的阶级，基本上都有一定财产，雇佣仆人

或者帮工是他们的重要标志； 他们中有大商人、
企业主、银行家、大农场主以及政府官员、军官、
教士、律师等，也包括店主、小贩、小业主、独立手

工业主、零售商等。 中等阶级妇女即指中等阶级

男子的妻子或女儿们，其法律地位依附于中等阶

级男子。
19 世纪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人口与阶层发生

变化， 中等阶级逐步成为英国橄榄球型 （“两头

小，中间大”）的阶层结构中人数最多的阶级。 尤

其随着 1832 年议会改革后， 党派政治的专门化

使得女性贵族政治的影响力逐步削弱。 比起工人

阶级妇女和贵族妇女，中等阶级妇女参与社会公

益活动人数最多，参与频率最高。 其次，因为优越

的经济条件，较高的文化水平，更多的空余时间，
中等阶级妇女这一时期社会公益活动自觉主动

意识较高，受到社会肯定。 她们很容易参与慈善

活动，而不必把它作为一种全日制工作，慈善活

动已被社会中多数人接受，并成为女士角色规范

的一部分[9]。 翻开历史的故纸堆，弗罗伦斯·南丁

格尔、路易 斯·特 文 宁、玛 丽·卡 彭 特、奥 克 塔 维

亚·希尔、汉娜·莫尔、琳达·考利、艾米丽·戴维斯

等等都是当时受到民众认可的社会公益女性。
20 世纪 60 年代， 随着新社会史研究兴起和

左翼学者“自下而上”研究方法的出现，19 世纪英

国妇女的活动受到了学者关注。 之后，李·霍尔克

姆和凯瑟琳·格雷德等将中等阶级妇女作为一个

独立的研究对象，借鉴沿用这一观点，结合中等

阶级妇女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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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以其为研究对象，呈管窥之见。
这一时期， 她们继续参与慈善公益活动，帮

助穷人，又涉足公益改良事业，辅助中等阶级男

子，改善社会环境。 参与的过程也是中等阶级妇

女日益发挥其影响和价值的过程。
2.1 参加慈善公益活动

“慈善是向穷人、有病者、年老无助者等弱势

群体施舍、救济，以维持其基本生活的行为。”[10]慈

善公益活动是中等阶级妇女救助穷人的最佳办

法。 她们纷纷加入，并以此为荣，一时间，是否参

加慈善公益竟成为衡量她们身份地位的标准。
19 世纪中等阶级女慈善家们探访的对象繁

杂，有小贩、报童、卖花姑娘、卖火柴者、十字街头

清道夫等，更多的还是鳏寡孤独者。 她们按照各

自教区的实际情况开展探访活动。在小镇和乡村，
中等阶级妇女独自探视穷人和病人， 给他们阅读

《圣经》，动员孩子上主日学校，组织缝纫俱乐部和

母亲茶话会等。在稍大城镇里，她们代表所在教区

和教堂，集体有组织地从事慈善公益活动。
她们向穷人施舍的资金来源多是自己的认

捐资金。 义卖也是慈善资金的重要来源。 义卖的

东西多是参加劳动的女士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
1827 年， 科切斯特的一位银行商的私家花园里，
举行了大型的义卖募捐活动，女士们为医院筹集

了 700 英镑的济贫金[11]。在圣诞节时，诺夫克乡村

芥末商的夫人给每位雇工一块猪肉，给村庄小学

每位孩子一便士[11]。女士们还把写小册子、诗歌和

小说等获得的稿酬捐给慈善事业，有些人还义务

地为慈善组织绘制生日卡和圣诞卡。
她们广泛加入到社团和集会中，利用自己的

社交关系网帮助穷人和残疾人丰富自己的生活，
为需求者提供物质援助与精神支持。 有向穷人分

发了其成员缝制衣服的 “沃肯顿婴儿服社团”、
“布朗科特社团”、“多卡斯社团”， 有帮助贫困产

妇的 “女士救济贫穷产妇慈善组织”、“利物浦辅

助社团女士分会”等，有培训妇女和儿童，教会学

员处理家务等相关事情的 “母亲联盟”、“教会委

员会”等。 部分留下来的材料足以发现中等阶级

妇女参与慈善公益、救助社会的广泛性。1835 年，
伦敦的“卫公理会基督教导会”派出 2000 名女志

愿者，每月两次探访穷人，共有 40000 户被探访

者。1843 年，由伦敦主教帮助建立“首都探视和救

济协会”，在 1893 年时，中等阶级女志愿工作者

有 8.4 万人。
2.2 参与公益改良活动

2.2.1 协助住房改革

对贫困人群的住房改革首先提上日程，中等

阶级妇女加入到住房改革中， 协助中等阶级男

子。 奥克塔维亚·希尔就是 19 世纪英国杰出的女

住房改革家。 她目睹了伦敦贫民区的肮脏、拥挤，
修建了低成本、低租金的廉价实用房，租给贫困

者，与房客和睦相处，帮助房客养成良好的卫生

习惯和自助意识，教育房客提高社区意识和社会

责任，同时，调动各方积极因素，整顿环境，开辟

公共空间，改善居民生活条件。 希尔住房改革的

价值在于她以私人经营的方式， 融入人性化管

理，帮助贫困者树立乐观的生活态度，弥补了国

家政策和政府管理的薄弱之处。 希尔改革受到广

泛赞扬， 并迅速在英国和爱尔兰的城镇地区推

广，传播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茶商的女儿路易斯·特文宁发起成立了 “住

房探视协会”，协助住房改革。 她在观察以前佣人

的住所后记载：“这儿竟然是病人、穷人的混合病

房”，几乎都是没有用的、陈旧的破房，几乎没有

冲刷过，还有许多寄生虫和病毒。 这样一个未改

造的贫民住房将成为第二代穷人和妓女的诞生

地，影响孩子健康成长，于是她建立了探视协会。
成立之初， 协会就明确了成立目的：“善待赤贫小

孩和孤儿； 为贫苦人和身体有缺陷者提供舒适住

房。 ”[12]中等阶级妇女是“住房探视协会”主要成

员，她们通过组织协会的方式揭露实情，为政府改

革提供数据，协助和监督政府住房改革的实施。
2.2.2 加入卫生改革

妇女的系统合作是卫生改革成功的必不可

少条件。 人们将卫生改革分成两方面：改善有害

的外部环境；改革有缺陷的生活习惯和风俗。 其

中，前者被认为是男人的当然责任，后者主要是

妇女责任。 对于作为母亲、妻子和家庭教师的女

士们来说，她们有必要在婴儿照料、家庭经济、家

庭教育和家庭成员的卫生理念上适当改变，来顺

应卫生改进的需求。 正如帕特里斯·赫尼斯所言：
“尽管人们将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生活的舒适归功

于男子，在教育和规范家庭成员遵守卫生惯例等

方面，男人是办不到的。 ”[12]

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参加当时的卫生改革，促

进了环境改善。 她们组织的卫生协会很快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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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的 4 年内就发行了 140000 份小册子，宣

传住房、穿着、疫苗接种和照顾孩子等内容。 许多

女讲师、女拜访者和流动的教会女士都宣传卫生

知识，成为公共卫生健康知识的传教员和调查员，
到各地监督当时工厂卫生措施的实行， 促进卫生

法实践。 当时的全国妇女委员会为宣传卫生知识

出版了一系列教育性小册子， 内容大多是教会妇

女注意公共场所的卫生状况。 约克郡的女士教育

委员会还特别开设了卫生保健和伦理学课程。
除直接参与到卫生改革的宣传和实际工作

中外，她们也间接影响了致力于卫生改革的男性

亲属。 作为他们的妻子、母亲、女儿、姐妹，她们竭

力地鼓励他们做好卫生改革工作，在他们泄气的

时候，赞赏他们，鼓励他们，安慰他们，正如当时

杂 志 所 评 ：“女 士 的 神 圣 使 命 应 该 受 到 极 大 赞

扬。 ”[12]

2.2.3 致力居民健康

她们成立了各种妇女组织宣传卫生观念和

健康知识，如母亲会议，其主要议题就是普及健

康和卫生知识。 其中有一位长期从事于改进贫穷

邻居身体素质的女士，在她笔下记录了母亲会议

在教育和引导其它妇女注重健康卫生的积极意

义，“母亲会议为将卫生知识传给贫困母亲提供

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 这种模式非常必要”[12]。
当时流行的许多小论文、杂文、小册子、诗歌多由

中等阶级妇女写作，以此宣传让居民重视健康。
还 有 许 多 医 护 人 员 为 居 民 健 康 状 况 担 忧 。

1865 年， 南丁格尔培训学校的护士安吉斯·琼斯

组织了她的许多同伴，去照顾她所居住的棚户区

教养院的 1300 名病人， 三年后自己却在照顾病

人中传染伤寒去世。1879 年，路易斯·特文宁女士

组织了“提高棚户区专业护理质量女士协会”，用

了近 20 年的艰辛实践培训了 800 名妇女从事该

职业。 到 1897 年，已经有 5000 名训练有素的护

士和护士长为贫苦病人工作着。 1874 年，南丁格

尔和拉斯波组建了“提供病人专业护理全国联合

会”，为各个地区医院输送医护人才。
2.2.4 教化民众道德

在对贫困人群的安置中，她们着力于贫困人

群的教育和精神引导。 当时许多中等阶级妇女致

力于为女工开办夜校的公益事业，自愿为她们服

务，借以在教育界实现服务社会的愿望。1848 年

10 月， 多兰斯的夏洛特·格斯特夫人在其丈夫的

铁炼厂为女工办起了夜习班[10]。 还有许多技术类

的学校都是由中上层妇女无偿创办来培训工人

阶级的女工们，让她们毕业后有一个独立的谋生

手段。 鉴于 19 世纪四十年代在布林斯顿穷困学

校的教学经历， 玛丽·卡彭特特别关心 “问题小

孩”，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教育机构为“危险和濒于

绝望阶级”的儿童提供帮助：针对贫民窟中的赤

贫小孩建立济贫学校，针对街道中的流浪儿建立

了劳工学校，针对法律上有过失的小孩建立教养

院，并耐心教育他们，将他们从成年人的惩罚型

教育方式中解放出来，尊重孩子，用家庭般的温

暖来重塑孩子的心理。 到 1866 年时，她已经建立

了 65 个教养院，收容了 5000 多个孩子，创办了

50 个劳工学校，招收了 2000 个儿童，她还提出儿

童应该和妇女一样自救自助。
同时，许多中等阶级妇女还为进入城市打工

的女孩提供精神引导，防止她们道德堕落。 她们

还经常给乡村入城打工的女孩提供一个“代理家

庭”，让她们在其中享受母亲和姐妹般的关心。 凯

娜德女士在理解女孩的孤独和喜爱后，在菲特兹

广场成立了一个小家，收留她们；到 1856 年，她

在伦敦设立了 142 个小分部，成功地为 17000 名

女孩成立了 19 个代理大家庭； 她还为女工提供

了良好的休息和娱乐、 学习场所，“女孩友善协

会”、“照顾无朋友女孩女士联合会” 等都为贫苦

女孩提供了精神指导和生活方便。
中等阶级妇女不仅广泛参与当时的慈善公

益活动， 也加入到中等阶级男子改造社会的进

程中，逐渐从“家庭天使”观念中解脱出来，获得

了更多意义的生活目标。 19 世纪英国中等阶级

妇女主动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有利于缓解当时

尖锐的社会冲突， 其社会救助和对贫困人口安

置思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官方的社会政策思

路。1868 年，波切丽特女士告知《英国妇女评论》
的主编，由于她的压力，林肯郡的济贫卫士已答

应给济贫院外需要救济的妇女和儿童帮助。 约瑟

芬·格雷·巴特勒长期呼吁政府关注社会底层女

性尤其妓女， 最终促使英国废除了针对妓女的

“传染病法”[9]。
诚然，中等阶级妇女社会公益活动具有鲜明

的阶级倾向，隶属于整个中等阶级立场，有时也

被认为是表达阶级地位的重要载体而受到世人

评论。 在社会改革的顺利实行中，卫生、环境、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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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道德问题得到一定程度地解决，提高了人民

的生活质量，丰富了市民文化的内涵，这体现了

历史辩证发展的正能量。 考察 19 世纪英国中等

阶级妇女为社会进步所作努力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而努力的中国女性也可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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