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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五四时期
,

不少知识女性的自由婚恋呈现新思想旧道德的特征
。

她们的婚恋行为虽以自由观念为外在表征
,

潜意识中以男

权文化为特征的传统观念却依然根深蒂固的起着支配作用
,

致使自西方引入的婚恋自由观在中国发生异化
。

知识界虽然提出了一

些改良建议
,

但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其效果并不明显
,

足见婚姻 自由和女性解放和是一个长期的历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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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末以来
,

不少改革者认为社会变革应以女性

解放为基础
,

而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婚姻自由
。

五四时期不少女性虽以新女性自居
,

但却保留了很多

传统的痕迹
,

从而摇摆于新观念和旧传统之间
,

呈现

“

新思想旧道德
”

的状态
。

目前
,

学界对于知识女性

婚姻的研究多侧重于独身问题或婚姻思潮
,

对于其中

存在的
“

旧道德
”

现象关注并不多
。

鉴于 目前的研究

现状
,

笔者尝试梳理知识女性婚姻
“

旧道德
”

的表

征
、

存在原因以及时人提出的相关对策
。

一
、

知识女性婚恋旧道德形态的原因

自由婚恋在五四时期被理论界预设为寻求人生幸

福
、

推动社会进化的重要手段
,

但在某些女性那里却

成为赚取虚名
、

满足某种心理欲望的工具
,

有的女性

将接受现代教育作为改变自身命运的跳板 ; 有的女性

仍把婚姻当作职业看待
,

其所追求的婚姻生活表面看

不同于传统样式
,

但在时人看来仍摆脱不了被供养的

事实
。

有的女性似乎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

而致其婚

姻失时孤独终生 ; 有的则仍将婚姻作为自己的唯一归

宿
。

如此种种都是知识女性婚姻
“

旧道德
”

的表征
,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一 ) 女性就业困难及因袭的依赖心理

清末民初
,

现代女子教育的兴起为社会培养了一

批职业女性
,

如女编辑
、

女记者
、

女教师
、

女护士
、

女店员等
,

但从整体的社会环境看
,

女性就业仍受到

排斥
, ! ` {贤妻良母的角色仍是多数男性对女性角色的最

大心理预期
。

在此氛围中
,

不少知识女性除了依赖于

男性之外
,

似乎尚无其它良策
。

另外
,

长期因袭的依

赖心理和社会的引导使不少知识女性懒得去挣扎或奋

斗于社会之间
,

新式教育的经历使其有资本嫁接于豪

门或富贵之家
,

夫家的资本瞬间就成了自己享乐的源

泉
。

对此有人评论说
, “

女性被
`

现代化
’

武装一番

无非是为了更理所当然地为男权中心社会所接纳
,

更

好地为男人服务
,

从而也积累了更好地为男人所观赏

和把玩的资本
。 ”

曰卿助

( 二 ) 义务型婚姻观的延续

如果说传统婚姻是个体对于家族的义务
,

那么在

清末知识界婚姻被视为社会性义务
,

它要为社会的进

化与强化种族来服务
。
曰因此

,

在五四之前的长时段

中
“

义务型婚姻观
”

在国人心 目可谓根深蒂固
。

五四

新文化运动虽确立了新性道德基本框架
,

但它更多地

强调婚姻结合方式的自主性
,

并没有否认其义务的色

彩
。

不过
,

其义务的强调转向了对社会的改进
。

因

此
,

其潜意识中婚姻仍是个人的必然之选
。

婚恋自由

16 8 } 山西档案



并没有抹掉国人对于婚姻的热情
,

那些新女性亦不能例

外
。

于是乎
,

为了结婚她们不惜强行恋爱
,

甚至闪婚
。

( 三 ) 恋爱法则的扭曲

知识女性在择偶时多要求男子要强于 自己
,

以至

于
“

高处不胜寒
”

而使其婚姻失时
。

追求男女平等的

新女性对于择偶为什么偏要带着不平等的眼光呢? 笔

者认为
,

这与中国社会长期以来
“

男尊女卑
”

模式有

关
。

这种格局形成了男强女弱的两性关系
,

夫妇二人

在无论经济
、

权力
、

还是学识上都存在落差
。

女性的

诸多自由虽受到限制
,

但在经济上由男人供养
,

在权

力上由男人提供庇护
,

男性提供了保证其生存的诸多

安全因素
。

因此
,

两性长期以来形成了这种带有落差

的刻板印象
,

女性只有在
“

仰视
”

男性的状态中才能

找到安全感从而发生恋爱
。

知识女性择偶之所以要找

到自己
“

仰视
”

的男性
,

其心理即基于此
。

这是近代

中国新女性个体意识觉醒与男尊女卑观念碰撞后结下

的畸形之果
。

( 四 ) 贤妻良母教育的塑造

教育本应使学生有自立的本能
,

具备适应
、

改造

社会的能力
,

但当时的教育体制显然并非如此
。

女子

教育多以培育
“

贤妻良母
”

为主要目的
,

故其培养的

新女性很难有自立
、

自决的能力
。

针对知识女性的婚

姻悲剧
,

时人曾大力质疑当时的教育
。

李毅韬在张嗣

婿死后说
: “

人的所以贵于有知识
,

就是由于知识可

以帮助他应付环境
。

而张君受了女师范的教育
,

得了

不少的知识
,

然结果仍因不能应付环境而死
,

这实在

是一件可怪而必需研究的事情
。 ” ’ 4 {由于女子教育多停

留在新知识旧道德的层面
,

它把女性塑造成新知识武

装起来的旧女子
,

故从心理上讲这些女子很难摆脱家

庭的束缚
。

二
、

时人改造女性的建议与局限

知识女性的婚姻问题引起了知识界的焦虑
,

他们

献言献策以济时弊
。

从其建议看
,

他们首先对婚姻问

题本身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
,

如
“

谨慎择偶
” 、

,’J比情相合
”

等
,

并结合不少婚姻实例告诫青年人
,

其用心可谓良苦
,

对于解决婚姻问题不无裨益
。

另外

一些人认为
,

知识女性在婚恋问题上的种种表现与其

说是婚姻间题
,

倒不如说是女性心理及意识间题
。

具

体来说
,

就是如何培养女子的健全人格
。

为避免女性

自身的弱点
,

时人提出了一些建议
,

主要体现在两方

面
:

第一
,

提倡女性经济独立
,

培育健全人格 ; 第

二
,

加强女性的教育和引导
,

完善女性独立人格
,

具体

要求包括女性要树立自觉的意识
、

继续接受教育以提升

自身文化素养
、

教育界要针对
.

女性特点因人施教
。

知识界提出的两条建议
,

其目的是要更换女性的

知识结构
,

培育健全的心理机制
,

使女性具备自我反

省的意识
、

遇事有冷静的头脑
、

长远的眼光以及坚强

的意志
,

从而让她们成为兼顾传统女性美德与现代女

性独立人格和能力的复合型女子
。

从理论上讲
,

上述

建议可谓金玉良言
,

但在现实中却不容易实现
:

首先
,

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地盘踞在社会结构中难

以清除
。

自汉代已降
,

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儒学为

主
。

儒学对传统政治的突出贡献在于将其伦理化
,

伦

理与政治实现互动从而将家
、

国
、

天下连接为一体
。

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

民主共和思想

对儒家的政治伦理形成较大冲击
,

但社会改革的缺位

使家庭伦理政治依然根深蒂固的存留下来
。

并且
,

文

化本身的持久性
、

普遍性和独立性使其并不 因政治制

度的断裂而消失
,

这使得儒家的礼教思想仍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影响
、

支配着国人的思想观念
。

其次
,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难以给女性提供就业岗

位
。

自西力东渐以来
,

近代中国社会逐渐开始了由传

统向近代的转型
,

传统经济因素依然存在
,

新的生产

要素已经产生
,

这为女性活动空间的拓展和就业开辟

了一条新路
,

催生了一些职业女性
,

如比较知名的有

杨荫榆
、

郑毓秀
、

杨步伟等
。

但总体而言
,

由于中国

经济发展的落后
,

并不能有效地为女性开辟就业岗

位
,

女子就业空间极为狭小
,

经济独立的意愿难以实

现
。 旧

再次
,

新观念中的
“

女权
”

意识的缺失
。

自清末

以来
,

女子教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培育
“

国民之

母
” ,

或有文化的
“

贤妻良母
” 。

这是晚清以来女子

人权进步的表现
,

但其中的不足就是
“

女权
”

意识的

淡薄
。

在
“

国民之母
”

思维框架中
,

女子
“

为母
” 、

“

为妻
”

的辅助行角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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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是
“

为母
” 、 “

为妻
”

的标准罢了
。

这种思维一

直延续到五 四时期
,

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
,

也就难怪

堪小岑批评女子教育为
“

闺阁教育
” ,

陆秋心批评教

育界的先生们思想守旧了
。

在五四时期的新知识界虽

也强调男女的平等
,

但在 1 9 2 0年代的反帝爱 国运动

中
,

这种理念很快被争取人的权利意识所消解
。

l6(j
p `印

在革命过程中
,

女性解放从属于阶级斗争
,

父权制家

庭并未彻底打碎
,

也就未能实现男女的平等
。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搞得轰轰烈烈
,

给知识界也

带来了婚姻自由理念
,

但其
“

思想启蒙的条件不足
,

以及传播新思想
、

新文化的手段及形式极为欠缺
,

因此
`

五四
’

对传统文化的实际冲击力必定十分有

限
。 ” l7j 婚姻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

它的转变必须以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基础
,

仅仅依靠一场思想启蒙运

动显然无法推动女颤因的真正转型
,

这也决定了五四时期

确立的女颤因自由观念的践行将是一 个长期的过 l呈
。

(本文是国家重大课题
“

2 0 世纪中国婚姻史研

究
”

的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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