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性别 /民族国家视域中的

宋美龄男女平等思想

陈蕴茜

内容提要 宋美龄受西方文化影响至深，具有女性独立意识和男女平等思想。但作为蒋介石夫人，其男

女平等思想和实践又具有自身特点，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但不论是她提倡的男女社会分

工，还是在家国观念下对女性进行的新定位，都是建立在传统男女性别分工基础上，服务于国家民族解放的终

极目标。虽然在抗战时期，她的男女平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女性进入公共领域，扩大了女性的生活范

围，但是这毕竟是暂时性的，在家 /国一体、家国同构观的影响下，在国家民族解放的框架下，宋美龄的男女平

等思想不可能真正促进妇女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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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是在西方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因早期受

基督教家庭以及后来在美国所受教育的影响①，她很早

就走出了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苑囿，而具有一定的

女性独立意识与男女平等思想，这是她后来能够走上政

坛、塑造女性新形象的基础。但是，由于时代与身份的局

限，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有其特定的内涵，其妇女解放

思想也只是民族解放的附属品。笔者认为，从性别 /民族

国家的维度对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进行深入解读，有

利于厘清宋美龄在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地位，深化近

代妇女解放运动史的研究。目前学界尚无学者专门对宋

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进行深入解读，笔者就此做一初探。

宋美龄的男女地位观

宋美龄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童年虽生活在国内，却未

受到中国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具有基督教“上帝面

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在美国留学期间，进入两所美国著

名的女子学校———卫斯里安大学和韦尔斯利学院就读，

男女平等思想自然浸入心灵。当时美国女权运动刚刚兴

起，从早期她在韦尔斯利女校的受教育经历来看，宋美龄

并未受到重大影响，她只是具有女性独立意识。

宋美龄回国后，曾进入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义工，帮助

做募捐工作，并加入了热衷于社会服务的上海妇女俱乐

部，该俱乐部有 150 名会员，是上海乃至全国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妇女组织，宋美龄担任其中的工业研究委员会秘

书。②她因此对中国女性的生存环境有了初步的认识，并

开始关心工业发展与中国妇女的问题，曾在《字林西报》

上发表《工业主义与中国妇女》( Industrialism and the Chi-
nese Women) 一文。在文章中，宋美龄认为“男人对女人

高高在上的态度在中国不存在，男女平等也从未被质疑

过”③，这是她早期对中国国情了解不够深入而造成的误

解，但就她本人而言，认为男女平等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男女平等”是世界范围内妇女解放运动最重要、最

核心的问题，也是妇女解放运动最基本的目标。早自 18

世纪末开始，西方女权倡导者和思想家就从天赋人权出发

倡导男女平等④，认为两性的平等实质上是自由与公正的体

现，因此，在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早期女性主义依据天赋人

权的理论来诠释男女平等的内涵，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的，

不分男女。到 20 世纪初，男女平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

流观念，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宋美龄或多或少受到影响，

并具有了女性独立的思想。1928 年 1 月，结婚不久的宋美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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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写信给挚友说:“不认为婚姻应该抹杀一个人的独立自主。
因此，我要做我自己，不是将军之妻。这么多年来我就是宋

美龄。”⑤后来宋美龄处理西安事变、筹办空军都充分体现

了其独立意识和英勇胆识。
一般而言，男女不应该平等的观点是针对男女两性

的生理差异而提出来的，其依据是女性无论是在体力还

是在智力、胆识上均不如男子。宋美龄反对这种男子优

越论:“我国妇女同胞一向是被公认为体力较弱的，实际

上我们忍耐持久的强韧性和见义勇为的天性，毋宁可说

是高于男子”⑥ ; 女性在才智上也不逊于男子，“我可没听

说过头脑还有性别之分。”⑦妇女对人类文化发展具有重

要贡献:“中国妇女们对于我国古代的历史，曾贡献了光

辉灿烂的一页”⑧，她以班昭为例说明“妇女对于文化哲

学之进步尤有不朽之贡献”⑨，并强调“智慧、教育、远见、
创业精神和勇气，并不是男人的专利品。所有这些品质，

妇女也都具备”⑩，但是，男人们却“将妇女限制于家庭琐

事，其实是放弃了人类伟大力量的一个无价泉源”。不

过，她也指出，在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后，“在国家与地方

的公务上面，妇女与男子争得平等负荷的职责”，强调妇

女在争取男女平等过程中应该是主体，因此，“承认男女

平等”，必须听取“妇女界的呼声”。瑏瑡

男女平等所反映的是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就是女

性在经济、法律层面被赋予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宋美龄曾

在法律上为妇女争取平等待遇。在讨论中华民国新《民

法》( 1931 年颁布实施) 时，宋美龄特地从上海“发电至民

法委员长傅秉常，略谓即乘专车赶至赴会讨论，恳请稍

候。盖以其 关 心 于 男 女 平 等 原 则，必 欲 亲 自 赴 会 力 争

也”瑏瑢。1943 年宋美龄访美期间接受记者关于是否相信

“妇女拥有平等权利”的采访时，她说: “既然男人期待女

人负起世界一半的责任，他们就应 该 赋 予 女 性 平 等 权

利。”瑏瑣她认为，妇女在国家层面与法律层面的地位有所

提升，“1924 年召开第一次国民大会时，国民党始承认妇

女选举权，决定实行普选，以财产为根据之阶级选举必须

废除”，此后“国民政府公布法律，规定了子女同有继承

权”，颁布宪法草案，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受教育之机会

一律平等”。瑏瑤

但是，宋美龄也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与现实之间的距

离:“我们中国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如何，我们大家都很

清楚大多数的妇女，不但是没有机会得新的知识，他们仍

然过着几百年前的生活”瑏瑥，“我们中国有受过教育的妇

女，在全国女同胞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实是太小了。”瑏瑦对

此，她呼吁妇女要提升自己，“最重要的，不要看别人对于

妇女的主张是什么，最要紧的是妇女自己的主张是什么，

对于自己的学识才干和人格有什么准备和训练”瑏瑧，因为

知识能力与社会地位的高低是成正比的，“知识能力优

越，地位自然提高”瑏瑨。
宋美龄还从国际的视角阐述了妇女地位的高低是国

家文明进步的标尺: “我们如要衡量一国的进步程度，必

得注意那一个国家妇女的情况，和妇女在社会生活，国家

生活中的地位。倘若大多数妇女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

生活很合理，那个国家才是进步的国家。”瑏瑩

然而，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
她对人们批评班昭的《女诫》有不同看法，认为班昭所提

出的“三从四德”，“为妇女的教育树立了楷模……作为模

范的妇女，似乎不应致力于出人头地。如以今日的观念

来衡量，她的教育方法阻碍了妇女的发展，但无疑地适合

她的时代和她的环境”瑐瑠。《女诫》使女性屈从于男性并

成为习惯法的重要来源，束缚了中国妇女两千多年，但

是，宋美龄并没有完全站在性别平等与妇女解放的立场

加以解读，其思想的局限性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也有所

反映。

社会分工与男女平等思想实践

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承认男女存在社会与自然的

双重属性，主张在此基础上通过争取妇女自立、提升经济

与社会地位来实现男女平等。这一思想是与国民党政纲

及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思想相一致的。1930 年，国民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国民

政府教育部依据教育宗旨而制定相应的原则，其中第六

条规定:“男女教育机会平等”，不过特别对女子教育进行

了规范:“女子教育并注重陶冶健全之德性，保持母性之

特质，并建设良好之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瑐瑡这一教育

规则在强调教育权上的男女平等之外，女性教育是区别

于男性教育的，是在承认两性差异与两性分工上的平等。
这种差异又与传统社会的“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相吻

合，是一种承认既有男女分工不平等体系的“差异”。宋

美龄的女性教育思想与此完全一致，并贯穿于她创办的

遗族女校教育实践之中。
1928 年，宋美龄等创办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最初是

男女同校，后因学生增加，“感觉着男女儿童应有不同的

训练，让 他 们 各 展 所 长”，遂“设 立 国 民 革 命 军 遗 族 女

校”。瑐瑢随着“女校学生人数日增，校舍狭隘”，又择“中山

门外京汤路旁遗校农场百亩为校址”。瑐瑣设立遗族女校固

然是与女生人数增加有关，但更主要是为了“男女儿童应

有不同的训练”，注意性别差异与性别分工教育。
宋美龄设立遗族女校，强调“男女两校教育宗旨相

同”，但“女校的中学部，乃注重家庭工艺，并另立有遗族

女子职业班”。为此，学校专门“增添一切适合于训练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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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设备”。在课程设置上与男生也有差异，“男生都要

接受农业训练，使学得耕种新方法，将来回到田间，可以

指导农民”; 女生则“从五六年级起，就给以家事训练，教

以缝纫、织袜、刺绣、造花、编织玩具、制造、藤工等，女生

自制衣袜外，还可将作品出售”瑐瑤。
遗族女校的劳作训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训练，而是

职业训练。据校友赵嗣娴回忆，女校设有手工编织课，从

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开始了，老师“让学生用灯芯草编制

各种形状的茶杯垫、小花篮……拖鞋、草帽或小提篮等。
到五、六年级又教学生用藤条心编制成旅行用的拉包、花
篮和藤篓子等”。初中部各班级女生则用钩针钩织各种

花纹的手帕、枕套、台布边、手袋、台布等装饰品及儿童睡

衣、童装、小女孩连衣裙和沙发靠垫等。瑐瑥女生们经过几

年的系统训练，已经达到了专业编织水准，可以此作为未

来谋生或贴补家用的技能。
女校还在小学中、高年级开设缝纫课，学生制作的绣

花手帕成为女青年最时尚的用品; 初中女生则用针线缝

制内衣、短裤，每人每学期都能缝制两套以上，供学校工

人穿用; 职业班的大龄同学用缝纫机制作内衣裤，专供男

女两校学生穿用。1933 年冬，遗族女校的学生们听闻前

方将士受冻，遂缝制大批棉衣送给前方将士，六年级的常

晓英同学就曾投入了赶制棉衣的行列。瑐瑦

为了进一步训练女生的编织技能并形成一定的生产

规模，女校创办了小型织袜厂，购置了 30 多部手摇织袜

机和 5 架丝袜织造机，专门从上海袜厂请来女技师，“从

摇纱锭、接纱头教起。经过 3 ～ 4 周的学习，女生们就能熟

练掌握。仅初中三个班级的女生每年生产的长短袜”供

应男女两校的学生尚有富余，学校遂开设一间“遗族小商

店”，专门出售同学们的制作品瑐瑧，宋美龄曾买了 500 双

袜子赠给上海一家孤儿院。瑐瑨

学校极其重视培养女生管理家政的能力，规定女生

从初三开始都必须进入“家政室”接受为期半年的家政教

育。家政室分为中式和西式两种，学生必须学会室内外

环境布置、采购、制作中西餐，全面安排好家庭生活的各

个方面。此外，学校还规定，年长女生必须“负责照顾年

幼同学”，而男生却不同，“练习司电话、作书记，循序渐

进，再受较繁重的工作训练”。在深造与就业上，宋美龄

等也对男女生做了差异性安排，优秀的男生被送到大学、
航空学 校，而 女 生 则 被“派 在 南 京 中 央 医 院 学 习 看 护

士”瑐瑩。
女校设立目的、课程设置以及深造安排都反映出宋

美龄承认两性的社会角色与分工差异，女校在一定程度

上强化了女生对女性身份的认同。劳作训练使女生掌握

家庭生计的技能，为将来的家庭服务，并使其在家庭中获

得地位。女性虽然参与了工业生产，但是却是被安排在

家庭空间内部的手工业，这与传统的“男耕女织”的性别

劳动分工相似。中国传统中的性别分工并不仅仅是男性

在外生产，女性在内治家，而是强调女性也要参与到家庭

经济生产中，但是属于辅助性的地位。因而，对女性的家

户经济的参与在中国传统话语中是一直存在的，对女性

的参与性劳动的强调，不仅不会导致性别分工的平等关

系，相反进一步强化了“男外女内”的性别差异和男性中

心、女性辅助的不平等经济分工关系。
性别差异造成的分工并不能直接说明男女不平等，

但是，如果女性在接受教育过程中，没有被培养参与社会

工作的技能，而偏重于家庭劳动的技能培训，这就意味着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她们不可能与男同学一样获得均等的

社会工作机会。这种因承认差异而引发的不平等，一方

面是由后发性国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不合理现状造成

的，中国的出口品以轻工业和原料加工为主( 世界分工体

系中的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的相似性和关联已经引起学

者关注，似乎值得今后进一步去探讨) ，另一方面则与中

国的家庭分工差异现状相吻合( 男耕女织，男外女内) ，因

而，这种不平等具有认知意义上的强大力量，被视为是合

理的和理所当然的。宋美龄的女性分工思想恰恰是建立

在这种对性别“差异”( 不平等) 的认知和承认的基础上

的。虽然她认同抽象意义的男女平等和男女平权，但是

对“差异”的认同使得她无法将家庭中的性别分工，包括

中国传统的性别分工视为是不平等的，从而她赞成和认

同人格意义的平等和法律权利意义的平等，却对性别分

工中的不平等视而不见。
两性分工的差异使宋美龄在新生活运动期间也强调

女性对家庭服务的责任。1935 年 4 月，新生活运动总会

鉴于妇女是推行家庭新生活的中心，遂成立妇女新生活

劳动服务团，宋美龄出任指导长。她在该团成立演说词

中说:“要有良好的国家，须有良好的家庭”，而这就需要

贤妻良母，因为:

我们丈夫的事业，要怎样才能进步呢? 那必定

是要使他不要分心到家务上去……女子在家庭担负

起这样大的责任，负责这样大的使命，在家庭服务，

那是再光荣没有的，再重要没有了。何必一定要投

身社会才算服务呢? ……就现在社会需要来看，我

还是希望大多数的女同胞们，回到家庭去做贤妻良

母……
宋美龄进一步说，如果妇女不愿做家务，“只能增加丈夫

的负担，国家的入超，这种妇女纵然能够在社会服务，也

不过为达到享乐消费的目的，这不是我们新时代所需要

的，更不是我们国难当前的中国所需要的”。瑑瑠正是两性

571

性别 /民族国家视域中的宋美龄男女平等思想



分工的思想导致一直倡导男女平等的宋美龄也会提出

“妇女回家论”。
“妇女回家论”初看起来与男女平等格格不入，深受

男女平等思想影响的宋美龄何以会提出“妇女回家论”
呢? 新生活运动强调从中国社会的细胞———家庭入手去

改造国民性，建设现代国家，这将家庭与国家之间画上了

等号。正是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视域下，宋美龄强调新女

性与改造家庭生活之间的同一性。家庭生活的现代化、
平等化是建设现代国家的唯一路径。而让受教育的女性

回归家庭是实现这种现代家庭 /现代国家建设的手段。
应该来说，新生活运动的这种理路是看到了传统中国社

会的家国同构性的特征，希望通过对家庭的改造来实现

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现代国家的建设。家国一体、家国

同构体现了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结构。因而，不能简

单将宋美龄呼唤现代妇女回归家庭视为一种女权运动的

倒退和对传统性别关系的回归，而是要看成中国社会认

知基础上的本土民族国家建构路径。但是这种对家庭的

改造不可避免地使得女性从社会领域退回家庭，从而使

得家庭—社会—国家的三角关系缺失，公共领域成为临

时性的伸缩空间。
直到抗战爆发，国家需要妇女走出家庭支援抗战，加

之女界对“妇女回家论”不满已久，宋美龄才转变态度:

“最近有人批评说中国妇女不能对于社会国家有贡献，是

因为政府主张要妇女回到家庭去，这是很大的错误，一二

长官的言论，绝不能够代表政府，更不能说这就是中国政

府的主张。”瑑瑡

宋美龄对妇女参与抗战的动员和安排上也体现出两

性差异，让女性承担后勤服务及生产工作。她在 1938 年

庐山妇女谈话会上演讲时指出，妇女们“应当从事救护、
慰劳、征募、救济、保育、宣传、组训以 及 其 他 战 时 工 作

……尤其是为稳固国民的经济基础，加强长期抗战的力

量，我们应当特别从事生产建设”瑑瑢。次年 12 月，她在中

国妇女协会发表演说，要求妇女“设法改善伤兵之生活状

态，参加街道整洁运动与公共卫生事业”瑑瑣。1941 年 3 月

8 日，宋美龄出席重庆妇女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

会，勉励全国妇女同胞从事耕稼: “男子以出征当兵为荣

女子应以务农耕稼为荣”，“男子应当兵争取军事胜利女

子应务农参加经济生产”。瑑瑤她还以身作则参加后勤服务

工作，为伤兵换药，为前方将士缝制征衣。瑑瑥妇女参加后

勤服务与生产工作，已经成为抗战时期宋美龄妇女工作

的重要语录被刊登在杂志上: “妇女的总动员，应以生产

为中心思想，应以生产建设为训练的主要目标。”瑑瑦

由于抗战是特殊时期，两性分工出现了由家庭 /社会

工作到战争 /生产的巨大转变，妇女才有机会走出家庭，

参加社会工作，但就本质而言，这依然是建立在承认两性

分工差异上的转变。某种程度上，这不过是“男外女内”
社会性别空间边界的外延，并没有改变在性别劳动分工

中男性中心、女性辅助的不平等关系和地位。
一般倡导男女平等者会在承认两性分工的同时关心

妇女的职业平等权，这是男女平等的重要内容。据当时

妇女运动倡导者的研究，中国产业工人中，女工占有一定

比例，工作条件与环境极其恶劣，付出的劳动也与男性基

本相同，但工资与男性相比则差异极大，上海女工工资最

高，但也只及男工的 74%，而天津的最低，只有 44%。瑑瑧这

样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是极为普遍的。然而，宋美龄对

此种情形没有做过相关论述，她的男女平等思想相对而

言是比较抽象且停留在建立在家庭空间的人格平等层

面，并没有触及社会分工的平权和平等问题。家庭 /社
会 /国家一体的思路使得宋美龄无法将女性在社会上争

取平等视为男女平等的核心，她始终是在新生活运动的

家国同构的框架中去重视女性在家庭空间中的作用与贡

献。只不过，在战时，妇女可以暂时越出家庭进入社会为

国家做贡献，但是社会或者说是公共领域在宋美龄这里

是临时性的，从而具有收缩性，并非妇女活动的基本空

间，家庭才是建设国家的根基。

从“家”到“国”的妇女新定位

与两性分工、职业平等权相比，宋美龄论述最多的是

女性在国家与家庭中的定位，而且因其“第一夫人”的身

份，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中国传统社会中，妇女大多被禁锢在家，生儿育女，

从事家务，直到妇女解放思潮兴起，少数妇女才开始走向

社会。妇女地位真正提升，由长期隶属于个人私领域层

面的家庭，转向隶属于社会层面公领域的国家，是由于新

生活运动的兴起和抗日战争的爆发。
新生活运动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生活政治化运

动。1936 年 5 月 29 日，宋美龄作为新运妇女指导会指导

长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国家之基础，建筑在家庭上，故吾

人实行新生活，应由家庭进而推广至于社会与国家，并望

全体妇女界一致努力”瑑瑨，“作切实的辅助”瑑瑩。《新生活

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要求妇女“共负服务社会

复兴民族之责任”瑒瑠。
宋美龄呼吁女同胞们承担起对家庭与国家的责任，

新生活运动中“有许多工作，等待着女性的效力，保持家

庭清洁，赞助社会改革等等，都是妇女责无旁贷的任务”，

“把家庭处理得清清楚楚，把家庭生活调整得井然有序

……在 这 国 难 严 重 的 时 期，妇 女 尤 应 为 国 家 加 倍 出

力”。瑒瑡这一时期，宋美龄并没有让妇女走出家庭，而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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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的家庭工作纳入社会改造工作的范畴。虽然这种定

位依然使妇女局限于家庭之中，但宋美龄作为“第一夫

人”，已经从国家和社会双重维度重新定位妇女及其家务

工作。
宋美龄对妇女地位的定位随着抗战的爆发而进一步

提升。1939 年 3 月 12 日，她发表《中华民族的再生———
妇女与家庭》，高度赞扬妇女在争取抗战胜利、完成民族

复兴工作中的巨大贡献:“她们正在努力推进社会与政治

的革新，促成国家的发展，在这些伟大的工作中，妇女的

贡献是不可缺少的，她们可以供给一种生力与推动力来

促进一切事业的成功。”瑒瑢按照传统观点，战争往往是男

人比拼武力、勇气的场域，宋美龄却认为战争为女性争取

与男性同等的地位提供了历史机缘:“战争已加速了中国

妇女的抬头与解放。它激起她的爱国热情，并给予她久

所梦想而迄未实现的工作领域; 它使她获得在社会上与

男人平等努力的机会; 它使她开始担负那些原为富有经

验的男人们所独占的责任。”瑒瑣宋美龄直接领导、鼓舞妇

女参与慰问、募捐、护理等工作，对此她非常骄傲:

我们不仅募集了巨额的医护救济费，担任了救

济和保育难童的工作，而且还实地参加战时工作。
成群的青年女子，穿上雄赳赳的军装，无畏无倦的出

入于前线炮火与烈日之下，每成为中外战地记者惊

异和称佩的对象。瑒瑤

在传统中国，女性一般都被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没

有机会过问、参与国家大事，而这场战争改变了这一局

面。宋美龄说，中国妇女“在此国家独立生存的战争中，

与男子共同服务”瑒瑥，妇女参与抗战的实践就是中国妇女

追求与实现男女平等的历程: “在过去五年之抗战中，中

国妇女对于实现真正平等，尤其有迅速之进展……以往

吾妇女之地位均受其夫之社会经济地位之支配，而今日

之妇女则能自立，其立场亦获得他人之承认。”瑒瑦

不过，宋美龄依然从两性差异的角度定位女性在战

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即女性在战争中承担辅助性工作。
她说:“后方工作是我们的责任”瑒瑧; “我们从事战时服务

和社会工作的女同胞，要特别发挥我们的精神力量，来激

励前方的士气，振作一般社会的精神。”瑒瑨宋美龄特别重

视妇女乡村服务队的工作，称“服务工作足以影响妇女前

途”，影响“妇女之地位降落”。瑒瑩

宋美龄由此也预言，战争让中国妇女成为国家重要

的力量，战争之后，中国女性的地位将随之提升:

我确信我们中国女子在战时的贡献，至少要不

下于男子; 我更确信我们中国女子，在抗战胜利后的

地位，比之任何国家的女子，一定是后来居上; 我相

信男女地位应当是绝对平等的……瑓瑠

宋美龄与李德全、邓颖超等人还建立了全国统一的

战时妇女组织———中国妇女慰劳总会，各地建立起妇女

战时服务团等组织。中国妇女过去从来没有被国家动员

和组织起来并形成统一战线，也从来没有受到国家与民

族如此的重视，这是中国近代妇女真正从“家”到“国”的

政治定位的大转变，为女性在就业和公共参与上提供了

更多的可能性，女性的活动空间大大扩展。

从属于国家和民族解放的妇女解放

妇女解放思想是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也是社会发

展的重要推动力，宋美龄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其重要的组

成部分。但是，由于受基督教家庭、美国女校教育影响，

她的妇女解放思想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并不相同，且因其特殊的“第

一夫人”身份，她的妇女解放思想主要是围绕着国家与民

族解放进行阐释的，具有一定的时段性与局限性。
笔者考察了宋美龄在美国所读课程、感兴趣的杂志

与文章，认为她并不具有女权主义思想。在成为蒋介石

夫人后，除初期表示较为强烈的自我认同外，宋美龄后来

一直以“蒋夫人”自居，可见其对“蒋夫人”这一政治角色

是极其认同的。1934 年，宋美龄说: “我极度的热心与爱

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

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所贡献了。”瑓瑡她还公开表示:

“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依赖自我，我实在还缺少一种精

神上的定力。”瑓瑢由此可见，宋美龄自我定位为辅助性身

份角色。1941 年，报刊舆论就注意到这一点，说“她自己

署名时总是用蒋宋美龄，不像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

怕辱没了什么似的婚后不喜欢冠上夫家的姓氏。她不仅

是蒋委员长最亲爱的伴侣，也是最亲信的顾问，最得力的

助手”瑓瑣。
其实，宋美龄在初期只有国家的概念，正如台湾学者

石之瑜所指出的，宋美龄“留学美国十余年，耳濡目染，当

然她的国家观念中，原不具有强烈的民族内涵。在抗战

之前，她要贡献的对象是国家”瑓瑤。1935 年，宋美龄在给

遗族女校学生的信中说:“‘爱国’是你们当学生的第一应

该念念不忘的，否则中国就永远不能复兴了! 你们一定

要时常教导别人，国家是什么，国旗是代表什么，好国民

应该如何做法。各人皆要很忠实的工作，使国家日臻富

强!”瑓瑥

抗战爆发后，宋美龄的民族意识逐步增强，不仅强调

保卫国家，同时强调民族解放:

我们要保全国家的完整，保护民族的生命，应该

尽人人的力量，来抵抗敌人的侵略。我们妇女也是

国民一分子，虽然我们的地位能力和各人所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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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项各有不同，但是各人要尽量的贡献她的力量

来救国。瑓瑦

宋美龄认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国家的

利益高于一切”瑓瑧，妇女解放只有在民族与国家解放的基

础上才能得到保障。随着抗战的深入，宋美龄进一步将

妇女解放纳入到民族解放的范畴:

所谓“女子解放”，不仅是解放了就算了，是要由

我女界同胞的努力，增进我们民族的地位，要使民族

生活受到女子的影响……使大多数乃至全体的同胞，

都得到独立自由平等的幸福，我们要认识女子解放，

不能单单当做一种权利看，应该当做一种责任看。
在她看来，妇女解放首要的不是谈妇女的权利，她说孙中

山“国家没有自由，个人就不能自由”的观点“是十分真确

的道理”，并进一步引申至妇女解放与国家解放的关系:

今天来谈女子解放，也要晓得国家没有解放，我

们全国的女子就得不到真正的解放……我们四万万

五千万人无分男女，都要做亡国的奴隶，更从何处谈

女子的解放，更向何人去要求女子的解放?瑓瑨

由此可见，宋美龄的妇女解放其实是去掉个体、从属

于民族解放的:“反侵略战争胜利了，我们整个人类和民

族的自由有了保障了，改造世界的伟业也就成功了，而我

们妇女的地位当然在这一件伟大的奋斗中提前的提高

了”;“今天惟有打倒轴心强盗，才是我们求得妇女解放和

自由的锁钥”，“我们妇女运动的本身，应该把战时服务放

在第一位，这应该是天经地义没有疑问的。”瑓瑩

宋美龄还认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是相辅相成的，

女子解放要建立在民族解放之上，但同时妇女解放能够

促进民族独立。她说: “近代民族战争的胜负，妇女精神

力量的支持有极大的关系”，因此，中国妇女要觉醒并承

担起“神圣的反侵略与保卫民族的战争中最崇高的使

命”。瑔瑠

随着抗战的结束，宋美龄不再提妇女解放。笔者查

阅了 1946 年至 1949 年后的《中央日报》及其他报刊，宋

美龄更多地出现于接待外宾、陪同蒋介石等仪式性场合，

并从事妇幼、慈善、劳军及赴美请求援助等工作，已不见

其发表妇女解放的言辞。即使指导各地妇运工作，也不

谈妇女解放，多围绕妇幼工作，如 1946 年 5 月，宋美龄视

察汉口，“对今后妇运工作指示两点: 甲·提倡识字及生

产运动，乙·举办托儿所，加强育婴工作”瑔瑡。同月，指示

东北妇运工作“( 一) 发动慰劳伤兵，( 二) 努力扫除妇女

文盲，( 三) 切实推动儿童保育工作”瑔瑢。纵观后来宋美龄

的言辞，只是偶尔让妇女提高政治意识。如在接见台湾

女界领袖时谈到要让妇女“( 一) 多多参加各项活动，培养

妇女之政治意识; ( 二) 从事生产事业，改善台省妇女生

活; ( 三) 创办托儿所; ( 四) 吸收妇女党员”瑔瑣。显然，这

种政治意识的培养也不是参政议政，而是要发展女党员，

这完全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
1946 年重庆开二中全会时，妇女中委等竭力呼吁“尊

重女权，并且联合女中委向大会提出成立妇女部，以期事

实保障女权”，大会通过此项提议，但因宋美龄不愿意出

任部长一职，而“妇女界除她以外”，其他人资历和地位均

不够，“中央拟派叶楚伧担任，但妇女界认为这就是侵占

女权了”，所以，外界认为是宋美龄不愿任职导致妇女部

流产。瑔瑤

宋美龄虽然也曾在二中全会上“提出增加国民大会

女代表一案，为全国女界争权益”瑔瑥，但总体而言没有强

烈的参政议政意识。1947 年国大代表选举时，有媒体指

责“蒋夫人沉默了”，因为选举在即，而全国“历史最久，工

作表现最多的团体”即新运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却奇怪

的沉默了起来”，之所以弃选，是因为宋美龄的治会方针

是“多做服务社会的工作，不作无意义的宣传”，因此，“偌

大的一个妇女团体，因蒋夫人所表现的态度，反而轻轻的

舍弃了这样成熟的机会”瑔瑦，尽管宋美龄此时已经受聘为

世界妇女公民协会名誉主席。瑔瑧

宋美龄对于妇女参政的民主政治其实并没有兴趣，

1947 年 5 月 27 日，国际新闻社请其代表宪政民主新时期

中国女性发表讲话，她写信给董显光，表示她对民主政治

无话可说( What can I say about democracy?) ，请他代为拒

绝。瑔瑨1948 年国民党统治危机四伏，宋美龄更不谈妇女解

放，而是动员妇女参与内战服务，表示新生活妇女指导委

员会“将继续抗战时期之工作精神，动员全国妇女，从事

于戡乱、军事之服务工作”瑔瑩。宋美龄的妇女解放显然是

建立在以民族国家建构为目标的前提上的。妇女解放一

是立足家庭，二是通过妇女的受教育，对家庭的改造来实

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因此，在战时，女性可以通过进

入公共领域为民族国家建构服务，在战后，随着国家权威

的建立，妇女进入公共领域的使命已经完成，宋对此就采

取回避的态度。因此，宋氏对于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矛

盾态度，事实上与她对社会的收缩性，临时性的认知有

关，和她对于妇女解放的基本社会空间是家庭的认知有

关，离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还有一定的距离。

结 语

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是与世界范围的妇女解放思

潮兴起相关联的，也是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发展过

程中产生的，并与近代中国先进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妇女

解放相一致。但是，宋美龄的男女平等思想又有其特定

内涵，是承认两性存在自然差异、两性社会分工合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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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的平等。因此，她的男女平等思想更注重维护社会

现有秩序，在此基础上追求女性地位的提升。
宋美龄没有对男女平等进行过完整的思想体系论

述，而是透过社会实践———遗族女校的教育来传播其理

念。恩格斯曾指出的: “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

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

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瑖瑠但是，近代中国工业及第三产

业不发达，广大妇女尚无大量的机会参加社会工作。因

此，宋美龄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基础上，让女学生有机会接

受偏重于适合两性分工的职业教育，也为她们创造了一

定的就业机会，同时提升了家庭生活技能，有利于提升其

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但是，宋美龄没有对两性差异造

成的社会分工进行过认真的反思，依旧遵循原有社会分

工来推行女子教育，在一定意义上让女性依然局限于社

会分工，强化了女性对现有社会分工的认同与接受，在一

定程度上剥夺了女性可以从事其他工作的机会。因此，

她的教育实践是在强化女性认同既有的社会分工。卢梭

曾说，人与人的差别在自然状态中比在社会状态中小很

多，自然的不平等在人类中是“由于人为的不平等而加深

了”瑖瑡。宋美龄的女子教育实践，强化了女性扮演照顾家

庭的角色，固化了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忽略了女性在其

他领域工作能力的培养，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强化了两性

分工，女性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公共领域工作的机会。
由于宋美龄“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其男女平等思

想始终围绕着国家的需要，当新生活运动发起时，她主张

“妇女回家”，后作为女界要人迫于舆论压力反对“妇女回

家论”，但并没有能够帮助妇女拓展更多的工作领域，其

男女平等思想是有局限性的。
同时，也因为“第一夫人”的身份，她的妇女解放思想

也是围绕着国家的需要而兴起和发展的。就民国的历史

语境而言，这虽然存在局限性，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让中国

领导层认识到了妇女的重要性。在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

委员会的领导下，妇女做了大量工作，这些为妇女赢得了

地位与尊严，得到蒋介石等高层的高度肯定:“抗建大责，

妇女共膺”，王世杰则称，“一般社会对于妇女有了新的认

识和新的期待”。瑖瑢

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中，宋美龄也提出

了妇女解放的口号，但是，与秋瑾、唐群英等努力追求的

政治参与型妇女解放不同，也有别于以邓颖超等为代表

的中共从属于阶级解放的妇女解放，宋美龄更强调妇女

解放是从属于民族解放的，政治参与不是妇女解放的根

本目标。即使因为战争，宋美龄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

让女性在缺失“国家”权力下获得了暂时的“解放”，这并

不是真正的平等，因为妇女并没有独立主体地位，女性在

获得被“分配”的“填空”权力的同时，失去了某些真正获

取自由平等的可能。
在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妇女解放思想囿困于民

族国家的危难现实。如果单纯争取男女平等，那么妇女

解放思想就要面临存在的“非法性”危机。如果与民族主

义合流，妇女解放思想则要面临强大的民族国家对自身

生存空间的吞噬。宋美龄的妇女解放思想是民族危机下

的产物，是她作为“第一夫人”为了动员妇女抗战，促进民

族国家复兴的一种中介，不可避免地带有“工具性”，而妇

女本身的利益却被搁置一边。
然而，也必须肯定，抗战全面爆发后，妇女才作为国

家的成员成为救国的生力军。进入民族领域之中的女性

代表———“第一夫人”，承担起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职责，

并逐步成为妇女参与救国运动的象征。宋美龄的努力，

将部分妇女从原来私领域的家庭引向公领域的社会，这

也是近代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一大飞跃。但是要看到，

这种公领域的建构具有一种临时性，它始终在民族解放

的框架之下运作并受其裹胁。宋美龄的妇女解放思想受

到中国特有的家 /国一体、家国同构的影响，她对女性进

入公领域的提倡仍然是遵从着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深

深印刻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这样的妇女解放思

想虽然推动了女性进入公领域，但这并不是从女性本身

的利益出发的，其结果便是不可避免地强化和复制了女

性在家庭中和社会中的从属性性别关系和地位。〔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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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rogress in Self － Ｒeflection: New Trends of Western Development Sociology Theory
Wen Jun Wang Qian ·94·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both the western developmental sociology theory and its theoretical practice has
encountered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under 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which induced the western developmen-
tal sociology theory from flourish to decadence． In the 21st century，along with the diversified changes in de-
velopment practice，the western sociological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has also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new chan-
ges and shifts from a focu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 priority to social development，from criticizing each
other to constantly focusing into self － reflection，from the grand narrative theory to microscopic empirical re-
search，from unhistorical analysis perspective back to historical analysis，from the market － oriented guidance
to national guidance，and from single discipline perspective to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he important role
of western theory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 has begun to regain． However，to the western sociology theory of
development currently，it’s still an urgent problem how to make progress in mutual constructi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how to reconstruct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develop-
ment”research in the self － reflection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7) Song Meiling’s Gender Equality in Perspective of Gender and National State Chen Yunqian ·173·

The western culture greatly influenced Song Meiling’s perspectives on the individuality of female and gen-
der equality． As the wife of Jiang Jieshi( Chiang Kai － shek) ，her ideas and practice on gender equality played
crucial role in the women’s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She advocated for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relocation of women’s role in the family state． Her advocator，however，wa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and targeted on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of the nation． During the Anti － Japanese war，her i-
deas on gender equality somehow encouraged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the activities 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en-
larged their living extension． These short － term changes，however，appear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integration and co － construction of family and state，and worked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nation． Song’s per-
spectives on gender equality were thus impossible to accomplish the ultimate liberation of women．
( 8) On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Aesthe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Luo Dongqing ·181·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s the character shape． It is the shape
that forms Chinese characters’design and image，while the language itself is achieved as a special result of
shape building． The character shapes，sourcing from Chinese ancestors’basic intuition of the world，are rich
in sensuous features． To study the“pre － understandings”of human experiences and inspirations，insights and
intuitions that help to form and create the shapes of characters is what aesthetics should do． Due to the fact
that shapes are the initial and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of characters，characters work as a kind of map of Chi-
nese culture． This map of character shapes guides to return to the original home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shapes being the primal property of Chinese characters，their sounds are related to the language itself among
which each single syllable producing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s rhyming system． The study of
the sounds，rhyming and tones of characters is connected both with characters’meanings and their non － se-
mantic parts，both reflecting the aesthetic feature of the character sound． The meanings of characters are relat-
ed to their shapes and sounds． The analysis of self － explanatory characters and associative characters help to
show the complexity in the meaning gener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saying“limited words produce infi-
nite meanings”can wonderfully explain the state of meaning generation by the character shapes． The interac-
tion among shapes，sounds and meanings sets the generation boundaries of meanings，leaving endless space for
the aesthetic stud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 9) Some Thoughts on Open Accession Provisions in PTAs: Take ＲCEP Agreement as Example

Xu Duo ·210·
PTAs have presented the trend of multi － later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omplying with the WTO norms

on PTAs，PTAs like TPP，TTIP，and ＲCEP，set open accession provisions． There are both active factors and
realistic problems in setting up the open accession provisions in PTAs． How to set up open accession provisions
in PTAs，and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pen accession provisions and tariff reduction ar-
rangements，will have direct impacts on the process of PTAs’multi － lateraliz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inte-
gration．
( 10) On Epimetheus’Impressionism Fan Limeng ·216·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impressionism via the perspective of“techniques”，especially in the materialistic
sense of the term，shows that the invention of new techniques is a crucial factor for either the individual im-
pressionist painters or the whole impressionist school in visual art to be highly regarded by the world． The ap-
plication of new techniques，such as train，tube pigment，flat paint brush with metal，etc． ，brings up not only
the style of the impressionists but also the key tone of their spirit – an optimistic temporality that facing the fu-
ture with a positive mood and self － confidence derived． Meanwhile，the penchant for new techniques also fea-
tures the key defect of impressionist visual art，that is，they tend to focus solely on the presentation of material
things and social scenes while ignoring the lo


gics behin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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