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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妇女处境和身份的变迁中，西方来华基督教会在清末

民初开展的妇女事工是一个受到许多学者关注的内容。不过，这些研究大致有

两个问题:一是多数集中在传教士的事工方面，而对于在这些活动后面的传教

士对中国社会妇女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却关注较少;二是在资料的运用上对传

教士自身文献关注非常不够。

    因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些从英美资本主义社会来到中国的传教

士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妇女问题的。首先，传教士们浓厚的基督教传统渊源和西

方生活背景，使得他们在思考中国妇女lbl题时主要关注那些方面?其次，传教

士们对于中国妇女问题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在多大程度是有偏

颇和偏见的?第三，传教士这种认识的原因何在?

    同时，假如我们认为柯文 (Pau1Cohen)所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历

史观包含了某种程度正确认识的话，那么本文正是带着上述问题，尝试利用一

份出版长达74年的传教士主流刊物《教务杂志))(或译“中国纪录”，劲echi刀ese

鹿‘二‘左，厂，1867— 1941)来解读传教士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动机，以及传教士

的认识与其他同时代人物对妇女看法的差异及原因。本文选择 《教务杂志》上

刊载的传教士以及部分中国教徒所撰写的英文文章，希望能为这一问题贡献一

种新的学术认识，不当之处请老师们批评指正。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导论部分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妇女与基督

教问题的研究概况，并指出其有所缺憾的地方。其次，阐述了选择《教务杂志》

作为本文主要史料的原因，并对其总体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最后，就《教务

杂志》上刊载的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文章，进行总体的介绍和分析。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围绕《教务杂志》上刊载的有关“中国妇女婚姻与

家庭问题”的文章进行探讨。着重介绍20世纪前，传教士集中讨论的“中国妇

女生活”、“中国式离婚”以及“基督教面对多妻制”等三个问题。传教士在认

识中国妇女问题的时候，经历了有浅入深、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也存在某些

误读，但他们最终还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准确的把握这一问题。并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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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妇女的特殊情况对自己的传教策略进行适度的调整。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针对《教务杂志》上刊载的有关教会与女性问题的文

章进行的探讨。着重介绍了，传教士集中讨论的“性别与任务”、“中国的’女执

事’运动”、“中国女性在社会领域内的变化”等三个问题。可以发现，传教士的

外国身份及其保守的立场，当他们在面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时候，基于基督教唯

爱与和平的信念，大多仍站在温和改良的立场，而极少有赞成暴力革命。因此，

《教务杂志》后期有关中国社会妇女革命的讨论中，一些激进的女性中国基督

徒领袖逐步替代西方传教士，成为基督教圈子中革命话语的传递人。

关键词:基督教中、妇女、传教士

’基督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白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和J〔他一些小的支派。对中国影响最大的
是天主教和新教 在对待中国妇女问题_!二，新教在女性教育，医药等各方面的作用都最大，因此木文所述
以新教为主，对其他各派的活动略有涉及。基督教会的构成情况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传入中国之初，几
乎全部都是由外国传教二士组成，后来随着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展开，基瞥教会培养了一批中国传教人员 1引
此基督教会的活动不仅仅包括外国传教士也包括中国本土的教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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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eresearchofChinesewomen，sstatusandsituationinmodemChina，the

worksofscholarsbroughtattentiontothe women，sworkwhichwasdonebywestern

missionaries.However，therearetwomajorproblems:first，mostofthestudy

focusingonthemissionaries’work.StudiesofwomenandChristianityinChinaneed

toexaminetheviewofmissionarythemselvesSecond，churchjoumalsfor

missi0naryhavebeenoverlookedbyChineseschoIarsforalongtime.ThisPaperis

attemPtingtodiscussitbymakingfulluseofTheChineseRecor‘Ier(1867一1941).

ThisisthemostimPortantmagazinew址chwasPublishedbythemissionariesand

servedtotheinterestsofmissionariesinChina.Wishthishumbletome，whichis

basedonPublicationswrittenbymissionariesandChristians，willtorchanewsPotin

thefieldAnycorrectionwi1lbegreatlyappreciated-

    Therearefivepartsinthisthesis.Theintroductionmainlydiscussedthestudy

ofWomenandChristianityinrecentyears.Andthcn，thepaPerintroducedthehisto仔

andcharacterofTheC方ineseRecord亡r.Atlastintroducethemainideaofthis

magaZinetotheProblemofwomeninmodernChina.ChaPtertwofocusedonthree

topic:Chinesewomen，sdailylife、divorceandremarriageandtheRelationof

ChristianitytoPolygamy.ChaPterthIeefocusedo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

churchandwomenThispapert砂todiscusstheotherthleetopic:genderandtask、

theplaceofChineseChristian认IOmenintheDeveloPmcntofChina、leadershiP0f

WomeninModemChinaThelastPartisconclusion-

Keywords:christianity，‘Missiona叮，women.

‘chrisL]anitycanbeunderstoodextensivel丫including亡heProtestantism，thecatholicism阴dtheRussian
ChurcllButinthisthesis。itrepresentingthePro1estantismonl多AndtheCatbolicismwillbecalledTian汕UJiao
orZhcn自iao(then抑ethcCatbo【icscallthemselvcs)_ThcRusslanChurchDongzhen周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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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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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司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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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 论

(一).选题意义

    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妇女处境和身份的变迁中，西方来华基督教会在清末民

初开展的妇女事工是一个受到许多学者关注的内容。不过，这些研究大致有两个

问题:一是多数集中在传教士的事工方面，而对于在这些活动背后的传教士对中

国社会妇女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却关注较少;二是在资料的运用上对传教士自身

文献关注非常不够。因此，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考察这些从英美资本主义社会来

到中国的传教士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妇女问题的。首先，传教士们浓厚的基督教传

统渊源和西方生活背景，使得他们在思考中国妇女问题时主要关注那些方面?其

次，传教士们对于中国妇女问题的认知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实际的，在多大程

度是有偏颇和偏见的?第三，传教士这种认识的原因何在?同时，假如我们认为

柯文所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历史观包含了某种程度正确认识的话，那么本

文正是带着上述问题，尝试利用一份出版长达74年的传教士主流刊物 《教务杂

志》(或译“中国纪录”，劲ech了nese鹿corde厂，1867— 1941)来解读传教士

的认识和动机，以及传教士对此问题的认识与其他同时代人物对妇女看法的差异

及原因。希望主要依据传教士以及部分中国教徒所撰写的西文资料的探讨，能为

这一问题贡献一种新的学术认识，不当之处请老师们批评指正。

(二).研究回顾

    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

的学者们才开始将目光投向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通常所说的“妇

女的工作为妇女”之上，也即在华女传教士所承担的任务和所进行的活动。其中，

亨特(JaneHunter)1984年出版的著作《高雅的福音:世纪之交在中国的美国女

传教士))(Theoospel

Turn一of-the一CenturyChina)，

ofGentility:AmericanW心menMissionariesin

是关于在华女传教士的开拓性专著之一。在书中，

，70年代中后期出版的小海亚特(Irwi。THyatt)的t十九世纪山东东部的三个美国传教士》和柯文(Pa川
Cohen)在《剑桥中国史》中撰写的“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及其影响’r，使得西方英语世界的学者
们第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研究领域。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亨特首次引入了许多研究的专题，如:独身的和已婚的女传教士的专业角色、女

传教士集中于家庭领域的福音布道工作、“帝国主义的福音传道”和中国妇女和

基督教等，成为日后这个领域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在这一大体框架下，西方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笙土2二全工皇教

士们在家庭福音传道，教育，医药等领域中对中国妇女所开展的工作。在近代中

国严格的宗法社会中，强调“男女之大防”，因此男性传教士难以向中国妇女传

道。而中国妇女往往又是中国家庭能否版依基督教的关键，所以女传教士成为教

会在妇女中实施传教工作依靠的对象。女传教士们因而得以在传教工作中发挥出

重要的作用。’第二，女传教士在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享有职业上的机会和社会的

自由。这方面的论文认为，尽管妇女传教士和男传教士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情况，

但是勿庸置疑在中国担任教师的女传教士们自身事业的发展要大大快于身处母

国的姐妹们。大量有关在华女传教士的研究详述了这些女性在中国享有的职业机

会和承担的责任。并且有研究者进一步的指出，这种原因就是女传教士们离乡背

井远赴中国进行传教的动因。’第三，中国女信徒与基督教传播。这部分的研究

开展得并不充分，华人女基督徒及其历史通常被置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方面研

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郭佩兰(Pui一lanKwok) 1992年出版的《中国妇女与基

督教(1860一1927)》(Ch了nese分乞勿ena刀dChl了stl二1汀:11邓0一了92乃，该书采

用“以中国为中心的研究”，对阪依基督新教的中国妇女进行研究，揭示出这项

研究的复杂性。郭氏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逐步增加了自身在教

会中的参与程度和领导作用，她们参与教会、通过挑战像缠足这样的中国传统习

俗而参与改善中国妇女生活状况的社会改革。魂总的来说，过去的三十年里，西

方学者为重建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的历史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但是在这一领域

2这方面的研究可见:David下Morgan，50o1人ern刀叩己istsislersl。searc人ofslotus:154i20口0，Macon:
MercerUniversitypress，2003;MarjorieKing“〔xporting「emininit扒NotFeminism:Ninetccntb一Centu叮Us
Missiona卿Women，sEffortstoEmancipatcchinesewomen，，，InLeslieAFlemming(edsJ肠men公肠成fo产
手伦阴e月几尹站5了。刀a恻andsociajCh“尸J名亡于月Aslas助「rancisco:Weslviewpress，1989;GaclGraham，Gende厂
0‘11苦广即，andCIJr绍lla门jty:刀n之eri印凡尸mtestanl人4八二了onschools切Ch阴线了5召口一!男0.NcwyorL:只L助9，1995;
凯瑟琳·鲁德威克在对传教士在海南苗、黎等土著少数民族中开展的传教工作的研究中，也涉及到“妇女
在教育领域的工作”这个主题见KathlccnLodwick津交才“cating功*的朋叻ofllainan:The〔h几erofMa卿ret
人如ni叮eri斤CI7胡a]夕Ij一1夕42Lexin孚on:lbeUniversi‘ypressofKeotuck苏1995
，例如:JanetLee，“Betwcensubordlnationandshe爪gcr:soclolconstructionsofWhiteFemininit}l1ot!leLlvc、
ofsingle，rrotestantMlssio们找rleslnChin乓1905一1930，”肠nZ朗污St“di已slnte朋口t刚oIFO阴m19，no6，p627篇
LILI，彻行百1朗于nsuzho之￡厂5‘尸h屺Lanneo艺‘口尺d肠iL呷 G洲污AcOJ九哪 j907一1夕j久Asianstud，es、noZ，Ncw
orleans:UnlversltypressofthesouL卜，1999;RhondaASemPlc，材污‘七朋a尽肠脚en厂Ge月de‘Professionalis阴
a”d流 胧Iorja刀Ideaof以r卫st七an人的35廿on.GreatBrltain!Suffo【k，1币eBoydellFrcss，2003.
4Pui一lanKwok。;。ese肠沉e月a。己以r“1泊，Jty，Atlanta:scholarsPress，1992，p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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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们限于资料和语言等问题很少涉及中国妇女这一方的研究。’

    相对而言，在中国国内的历史研究包括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对女性的关

注则历来比较薄弱。大部分的妇女史研究，集中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方面，有关

近代妇女生活以及人物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在不少史学著作中存在“女性基督徒

的隐身和失语现象”“。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由教会女子教育的研究开端，

妇女与基督教史的研究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在近代妇女

与基督教研究领域，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有了相当的进展。研究者们开始将视线从

基督教附属的文化，教育事业，转向对女信徒个人及群体、基督教组织等基督教

自身核心问题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国内涉及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妇女的著述主要关注的是以下几个

问题。第一，基督教与中国女子教育。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基督教史的研究

逐渐从教案研究转向探讨基督教的文化、教育事业，正面研究基督教在华教育事

业的论文陆续出现。其中教会女学的兴起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影响

巨大，因此大量的学术论文都聚焦于此。虽然这个领域鲜见专著出版，但各种研

究已经大体能够反映出教会女学的全貌，学者们基本围绕三个主题从宏观角度对

教会女学展开研究:(1)教会女子教育的分期与特点。7(2)教会女子教育办学

目的和办学特色。8(3)教会女子教育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一般学者都认为

教会女学的出现，对中国社会主要产生三方面的影响:结束了中国有女教无女学

的历史:”推动对有害妇女缠足、蓄妾、杀害女婴等社会习俗的改革，传播带有

近代色彩的社会生活，但是专门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并不多;’0促进中国女界思

，这一部分的论述主要参考了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历史研究所的戴魏华〔MelissaDal的撰写的
(近年英文学术著作看妇女与摧督教在近代中国的研究现状》.特此表示感谢。
“胡卫清 《苦难的模式:近代岭东地区女基督徒的传道与证道》，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瞥教学术研
讨会论文._L海，2005年。
，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是较早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章;此后，关注教会女子教育分期问题的
文章有:崔运武《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浅析》，《史学月刊》，1988年第2期。董春《近代在华兴办女学
之沿革》.《乐山师范学院学报》.加02年4月。李永春 《论近代中国教会女子教育》，《湘潭大学学报 (哲
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卷.
.有关早期教会学校办学目的和特色的文章，可参见南治国《但开风气敢为先— 基督教与清末女子教育》，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o02年7月;谷忠玉《近代中国教会女学的兴起与发展熟《安徽教
育学院学报》，2o03年1月;阎广芬《简论西方女学对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影1，动，《河北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科学版)》2oOD年6月:王敬平之教会女校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河南社会科学》2o01年第
4期。

，有关教会女学与中国传统女教的区别，见薛著《近代教会女学与中国传统女教》，《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
2000年第6期;教会女学在各地的区域性研究的论文，见黄佩芳《教会女校的创办与浙江女子教育近代化
的开端》，《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们年第6期:王霞《浅谈广东近代的女子教育— 兼论基督教传
教」尾1话的办学活动)，《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o03年4月.
10山东师范大学工海鹏的硕士学价论文《沂代基督教会在华妇女事业研究(1840一19加)》(ZOQ4年)对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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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解放，推进中国妇女解放运动。1.此外，教会女子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专题，也

受到学者们广泛的注意。’2第二，基督教会和基督教社会组织与中国妇女运动。

与中国的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的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是一个显著特点，一些妇

女史的专著较早的关注女青年会与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

    从总体上看

到学者们的重视，

曾经处于相对边缘位置的妇女与基督教史的研究，正逐步受

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憾。一是，研究中的不平衡性依然存在。例如:

14但是现有的研究中，也存在缺

在华女传教士的研究向来是西方

学者关注最多的领域之一，然而在大陆的妇女与基督教研究中却罕有所见。对于

中国女信徒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的研究则是海内外所共同缺乏的。二是，研究中

对于细节的关注依然不够，无论是对教育的研究、还是对于基督教女运动的研究，

总体概论性的研究较多，细致的个案研究较少。第三，在史料运用方面，对传教

士留下的英语资料使用也相当不足。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学者对于这部

分史料占有不足，同时也有史学观念上的影响。换言之，中国研究者对收集英语

史料不够重视等原因，限制了对传教士留下的英语史料的使用，影响了研究的视

野。

的反缠足、兴女学、医药卫生和提高妇女地位等有比较全面的概述.在2o05年5月_}二海召开的“性别与历
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上，也有学者的论文涉及到了这个领域。如邓杰(’’社会福音”与边地
女性— 边盗服务运动中的妇女事工》、马长林、杨红《宗教、家庭、社会— 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宣教一以
<女铎>、<女星》、<妇女>为中心》等。
，’见薛普《近代教会女学与中国传统女教— 兼及中国妇女解放》，《福州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o00
年第.期:董春 《近代在华兴办女学之沿革》，《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4月;李永春《论近代中国
教会女子教育》，《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卷。
，，这一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论义和专著分别为:工奇生《教会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演变洛，《华中师大学报》，
19%年第2期;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
社，2002年9月，
门相关研究有:陈秀萍编著的《沉浮录— 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阮仁泽高振农主编 《上海
宗教史》;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 《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时期)》:Kw汰Pui一lan，ch加ese 肠m朗翻d
Cllrjsl溯如18胡一汐27;}二海大学钮圣妮硕士学位论文《另一种妇女运动— 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农工

事业为例(1904一1933)》及2o05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会
议论文:赵晓阳的《基督教会与劳工问题— 以L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女工夜校为中心》:李向平、黄海波的
论文《从公益团体到宗教团体一一二一1一世纪五、六十年代的_L海纂督教女青年会》等
142005年5月28日至29日，“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此次会议
当属国内历史学界首次以女性与基督教为主题的研讨会，30余位中外学者出席会议。可参见陶飞亚、黄薇
  《性别与历史:近代妇女与基督教学术研讨会综述》，《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O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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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史料的运用

1，为什么选用《教务杂志》15

    本文的主要史料是《教务杂志》，选择这本美国基督教新教差会在华办的英

文期刊，首先是因为这本杂志当年在传教士中享有很高的评价，被称为是“所有

在华差会的声音”，具有比较明显的宗派联合倾向。’6杂志从福州转到上海后，一

直由长老会出版社负责出版和经营等事宜，因而美国长老会一直对杂志有较大的

影响。直到1907年11月，经过多方讨论和会议，第一次组成了编委会，制定了

相关的章程。此后，又经历了若干会议的讨论和决议，在1914年3月20日通过

决议，将所有权力交给编委会。从而最终在制度上，保证了“杂志是所有在华差

会的杂志”这一性质。所以选择这份杂志能够比较好的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华传

教士的观点。其次，是因为杂志比较广泛的阅读面。根据凯瑟琳·罗德威克

(KatllleenLodwich)的研究，虽然杂志在流通量达到顶峰时也不过3000份，但事

实上它的读者却远远超了过这个数字，因为其发行对象同时也包括传教士祖国差

会的支持者和神学院。通常大约每个传教站只有一位传教士订阅这份杂志，但显

然几乎传教站所有的人都能阅读到这份刊物。并且，传教士在阅读杂志后，也会

通过通信、投稿等栏目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因而，选择这份面向传教

士自身的杂志，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比较真实全面的反映出在华传教士对于本文

所关注主题的看法。下面就对《教务杂志》作一简单介绍。

    《教务杂志》是研究新教在华传播和中国教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料来源，对中

国近代史研究也极具参考价值。19世纪60年代，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大量进入内

地，各地传教士深感有相互沟通的必要。1867年，《传教士记录》(Th。Missionary

Recorder-~月R叩osito今oflntelligencefrooEastern人4钻sion况andaMediumof

Generall权不〕。ation)在福州应运而生，一年后更名为《中国记录和传教士杂志》

  (乃e以才nese尺eco确;an“五‘jsionarr为urnal)，1915年再度更名为《中国记录》

，5本文所使用的资料是裴士丹(DanielHBays〕教授于19咒年向山东大学基督教研究中心赠送‘教务杂志》
全套缩微胶片，后又由_!二海大学宗教与和平研究中心陶飞亚教投出资转制成光碟，以及KathleenLodwich
教授编辑的《教务杂志目录索引》;山东大学刘天路教授翻译的1867一1907年教务杂志目录、L海大学中
国近现代史研究生何赛杰同学翻译的1908一1918年教务杂志目录。上述帮助使得本文的研究得以展开.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6JohnL一Rawl.nson，尺。wl行0o.队。尺eco成;。nJ。幼。冬尺。volut，on月ToP苦caIB娜叩妙of肠nkJ
R口wll月50刀j87]一1刃7Booko月e，Indiana:CrossCulturalPublications，INC，CrossRoadsBooks，1990，P.192，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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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ChinesoRecorder)，现在一般均通称为《教务杂志》。该杂志由美国美以美

会传教士裴来尔(LucianNathanWlleeler，1839一1893)创办，并由美国美以美

会和北长老会进行资助和管理。’7杂志在最初的五年内曾两度经历停刊复刊的波

折，直到1874年1月《教务杂志》作为双月刊转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并于1886

年起改为月刊，其间除了在1932年1月转由ThomasChu&Son出版外，波澜不

惊的在随后的67年中持续出版，直到1941年12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停刊。对

于任何19世纪的出版物来说，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持续出版，都是令人惊

叹的。’8更何况是一份跨越中国最动荡岁月，用英文在华出版的宗教组织刊物。

    《教务杂志》始终以“为传教士服务”为宗旨，因而在杂志内容以及栏目设

置上，同样充分体现了这个特色。杂志的栏目在不同时期，历经增减和变化。在

1885年以后，基本上形成了署名文章、通信、外地反响、书目、编者记和传教

士信息、远东大事日志及传教士志等7个栏目。这些栏目分别刊登各地通信员的

信件、教会出版物介绍及书评、传教士到来和离开中国的信息、刊登传教士关心

的世界和中国各地的短消息等，这些栏目内容基本上都是为传教士在华进行的各

项事工服务的。就具体内容而言，同样如此 杂志中探讨最多的还是传教士们在

传教过程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如，早期比较集中探讨的有中西语言的翻译问题、

如何在中国开展基督宗教活动、在华新教差会的各项事业统计等。同时，还有相

当多涉及传教士和家人日常生活的问题:例如，如何防止瘟疫、伤寒;居住在怎

样的住房里面才能保暖等。

    与同时代的各种宗教出版物相比，《教务杂志》在长期的出版岁月中形成了

自己鲜明的特征，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份杂志不是一份面向被传教的中

国人的杂志，而是一份面向传教士自身的杂志。因此，它与《万国公报》、《东西

洋侮月统纪传》等中文刊物不同，其任务不是向中国介绍西方文明，以使中国人

因仰慕西洋文明而对基督教产生好感。它的任务是通报传教运动的信息、讨论传

教运动中的问题。此外，作为一本教会的英语杂志，它在中国读者中的影响也受

到了极大的限制。毕竟懂英文的中国信徒，在当时的中国只是沧海一粟而己。所

17裴来尔.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1866年来华，在福州传教 1873年回国。1881年再度来华，在重庆传
教，三年后返美.
.吕如果印从报刊的出版持续时问来看，一卜九世纪传教士在华出版的刊物中，无论是享有较高声誉的中文报
刊《万国公报》(158，一1907)、《中西教会报》(1891一19.7).抑或英文的《中国丛报》(1832一185])均
不及 《教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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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它也不想也不可能像《万国公报》那样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然而，

却能够较为真实得反映传教士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真正关心的问题。《教务杂志》

另一个特征是，20世纪中国的主要的政治事件在 《教务杂志》中很少受到特别

的关注，因为杂志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教会的兴起和传教士在教育中的作

用，而非他们在政治中的作用。不过，1912年由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乐灵生(Fr田水

JosephRawlinson，1871一1937)出任编辑后杂志乒L格有所转变，凡是同传教环

境有关的历史事件，如辛亥革命、非基运动、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中日冲突等

均在《教务杂志》中有所反应。’9因而选择这份传教运动的核心期刊，作为本文

的基本资料，相信能够更好的从传教士的角度出发考察本文关注的主题，也是对

基督教研究重点转向“从传教运动自身资料发现在华传教运动的历史”的响应和

实践。

2.《教务杂志》有关妇女问题文章情况概述

    《教务杂志》卷恢浩繁，涉及妇女问题的文章数量颇丰，大致可以分为:中

国妇女问题、中国妇女运动问题、教会与妇女问题、妇女事工问题、女传教士传

记等。本文仅就以中国妇女为主题撰写的通信、撰稿文章以及社论进行了粗略的

统计，总数量就达106篇。其中，又可以分为缠足问题、中国妇女婚姻家庭问题、

中国妇女社会运动问题、教会与中国妇女问题、在华妇女事工问题等几个大的部

分。其中有关缠足问题的14篇，时间集中在1869年一1900年之间(详情见附

表一);有关中国妇女家庭问题的22篇，其中1868年一1871年之间的就达到17

篇(详情见附表二);有关中国妇女社会运动问题的有31篇，大部分集中在1900~

1941年之间(详情见附表四);其余的39篇文章基本围绕在华妇女事工问题展

开，较为均匀的分布在1868一1936年的几乎每一个时间段内(详情见附表三)。

    要弄清这些文章背后撰稿者的情况并不太容易，因为《教务杂志》的撰稿群

体十分庞大，几乎每个主要教区都有它的记者，但是今天这些记者的身份已经很

难得到确认了。杂志上的署名文章，是唯一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到作者的途径。1922

年11月起，杂志有时会刊出作者简介。笔者就本文涉及到的有关中国妇女问题

19乐灵生，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社会福音派的代表人物。祖拱英国，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宗教家庭，移民
美国后开始学习神学.并决定到中国传教.1902年乐灵生得到美国南浸礼会的批准，到达中国上海传教，
同年任《教务杂志》编辑。后升为总编辑，先后共二十五年.他相当关注当时中国出现的各种社会运动
这在他担任《教务杂志》主编后，反应在杂志文章的选顾亦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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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撰稿者情况做了统计，其结果如下:总共106篇文章中，署名文章70篇，涉

及作者61人，其中可以确认的女性作者12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以后

几乎所有有关妇女问题的文章全部是出自中西女性作者之手:2。在能够检索到资

料的26人中，按国籍分，美国人14名、英国人6人、中国信徒5人、德国人1

人。作者中包括了像裴来尔、李提摩太夫人、吴贻芳、丁淑静这样的名人，也包

括了很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教士、青年学生等。通过上述的数据，我们大致可以

看到在这个群体中，虽然也有像罗存德牧师这样自德国的教士、或者就是中国本

土的信徒，但是美国新教差会的传教士仍然占到了多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杂志一方面确实如传教士所说是来自“所有差会的声音’夕，另一方面也主要是美

国差会的声音。

    1867年11月和12月，署名为G的传教士连续发表了篇幅极长的《女布道

员的优势所在以及对于她们来说最好的雇佣方式》(ThoDesirabili今ofFemal。

Agency朋dBesIModeofitsE)子，人u朔ent)，这是教务杂志上第一篇有关妇女问题

的文章。文章结合现实情况就为什么要使用女传教士，女传教士的优势所在，以

及女传教士应当从事的工作类别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作为《教务杂志》

中妇女事工问题的开山之作，此后相当多的文章都受到了它的影响。1877年传

教士大会以后，“妇女的工作为妇女”开始成为这一方面探讨的重点，随后越来

越多的传教士开始关注教会中妇女的地位问题，他们从圣经、中国教会生活的方

方面面着手探讨，逐步把关注的重点从探讨中国妇女在家庭生活领域的解放问

题，转向探讨中国妇女在教会甚至社会生活领域的地位问题。不难看出，这种视

线的转移同中国社会风起云涌的社会革命尤其是女性解放运动，存在着某种程度

的互为因果关系。

      《教务杂志》并不将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作为特别关注的重点，作

为一份面对传教士自己的杂志，它更倾向于记录传教士在现实中所遇到的问题，

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探讨也是如此。2‘20世纪之前，他们很少论及中国社会上的

妇女运动，大部分文章都是从传教士自身的经验出发，对传教中直接接触到的缠

足、中国家庭的婚姻、“多妻制”等中国妇女家庭领域内的问题展开讨论。作为

20见附表一、二、三、四，其中用红色标识的为可以确定的女性作者.
2.除非会影响到传教事业，否则中国社会发生的很多重大事件，只是偶尔在社论中被提及，而传教士关泊
的焦点仍停留在传教事业本身卜.不过，这种情况在20世纪乐灵生担任主编后，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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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的先锋，无论在理念或者行动上传教士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

的作用，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社会的主流和精英们。然而，如果仔细分析20

世纪之后《教务杂志》中的相关文章，就可以发现伴随着中国社会妇女解放运动

高潮的到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教务杂志》的相关讨论越来越紧密的和中

国社会现实的动向结合起来。例如:在1919年~1923年，和1934年两度掀起

女性问题探讨的小高潮，两次出版专刊探讨妇女问题。同时，他们在这一领域的

先锋作用也不再明显，在某些问题上与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运动方向发生了分

歧.事实上，这些曾经在女性解放问题上，引领风气之先的西方传教士们，开始

备受指责:“写于19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言论批评基督教压迫女性，并对她

们存在家长式的作风，同时也存在不科学和文化帝国主义倾向。”22被指责为保

守和过时，这对于十九世纪以来一直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

    囿于篇幅和各方面的限制，要对《教务杂志》中涉及的所有有关中国妇女问

题的文章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和分析，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本文从“中国妇女

的个人解放”以及“中国妇女在社会领域内的地位变化”两个不同的路径，来梳

理《教务杂志》中传教士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探讨情况。对不同时期传教士集中

讨论的典型问题进行研究，从一个侧面来透析近代中国妇女在向近代化转变的过

程。一方面传教士作为旁观者，对不同于西方的社会景象，尤其是妇女问题给予

了相当多的关注。他们从传教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妇女社会生活和婚姻观念等问

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经历了从坚决的反对到同情之理解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

传教士作为中国妇女近代化历程的见证者，本身也是参与者。他们最初将中国妇

女视作传播福音、拯救的对象，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伴随着各种社会革命，尤其

是中国大地上掀起的女性解放运动，令传教士尤其是女传教士，改变了对中国妇

女的态度。开始将自我意识逐步觉醒的中国妇女，视作能够一同为争取妇女权益

而进行合作的伙伴，她们互相鼓励、互相扶持投入到了这场浩大的运动当中。在

  《教务杂志》最后的几年当中，中国的女性基督徒领袖逐渐成为探讨妇女问题的

核心力量，她们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且将争取权益的目标定在了更

高的层面上，走出教会的狭隘圈子，不仅仅向社会要求平等的教育权、职业权，

也耍求能够在政治等核心领域中有公平发展的权利。本文透过这些由当时的传教

22Kwokpui、lan，。inese漪me”aoJor括Iian:今15胡一!刃zGeo唱iaAt{anta:scholarspress，1991，p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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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以及中国女信徒亲自记录下的文字资料，展示出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妇女问

题的观念和实践上，与中国主流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

困惑和阻力，也同时折射出中国女性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

二.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妇女婚姻与家庭生活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己经注意到了基督新教的传播对于推动革除有害中国

妇女的社会习俗的作用。但是焦点多集中在教会反对妇女缠足与推动妇女教育之

上。虽然也涉及到了反对多妻制度、童养媳等与中国妇女的家庭婚姻相关的领域，

但是更多的研究者仅是从传教士所进行的活动层面来阐释这个问题。本文根据传

教士所撰写的文字资料，透过他们之间的互相论争以及探讨，展现他们关注这个

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他们在中国的社会现实前所产生的困惑和进行的调适。

20世纪以前的《教务杂志》关注妇女问题的文章，大多集中于中国妇女的家庭

生活、婚姻等私人领域，在此分别就“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妇女生活”和“传教士

眼中的中国妇女婚姻”两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中，有关中国妇女婚姻的问题，由

于涉及到“离婚”和“多妻制”两个小专题，为方便论述故分两个小节加以阐释。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妇女与西方传教士这次跨越文化的相遇历史中，被改变的

不仅仅是中国妇女，西方传教士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修正他们对于中国妇女的认

头口。

(一)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妇女生活

    对于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来说，中国妇女的生活状况，尤其是其与西方世界的

巨大落差，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震撼。《教务杂志》中纯粹描述中国妇女生活的

文章并不多见，严格说来只有19世纪末一20世纪初发表的4篇文章是以此为中

心的。(详情请见表格四蓝色标识的部分)。不过在大部分探讨中国妇女问题的文

章开头，传教士总是会对中国妇女加上一些固定的描述性话语。在他们笔下，中

国妇女总是以自降生开始，就命运多并的形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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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比较贫困的阶级中杀女婴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这种现象缘于贫困更甚

于对女性的轻视。男孩们可以长成家庭的大树，而女孩则只能操持家务，所以男

孩更有保留的价值;女孩会花费家里很多钱，然后再去别的家庭做苦工，也可能

在别人家里遭受折磨一一因此他们认为最好还是让她们死去。这也是根据佛教的

教义一一湮灭比存活更好，因为那是痛苦的根源。⋯，，.”23

    这些女孩即便能够幸存下来，长大成人嫁入婆家，也依然生活的并不快乐:

“成千上万的中国女性仍然过着没有爱的生活:还有一部分人被丈夫和婆婆残忍

的对待。’，24担任北京汇文书院(TheMe山odistPeki雌university)文科和神科教

习的美以美会教士何德兰(IsaacTaylorHeadland，1859一1942)在他1900年发

表的文章《中国摇篮曲》中，记录下两首流传在中国民间的童谣，反映出中国一

些地区“打老婆”的陋俗相当普遍:

    叼、二哥，吃饭儿多，吃完了饭，打老婆。”2，

    “打得老婆上窗户，窗户没挡儿。打得老婆照镜儿，镜子没底儿。打得老婆

    唱曲儿，曲儿没头儿。打得老婆耍猴儿，猴儿没圈儿.打得老婆钻天儿。”26

    更令传教士感到吃惊的是，许多中国妇女对这种陋习早就习以为常，因而

她们也带有同样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西方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家庭生活。例如，中

国妇女常常会询问传教士的妻子:“请您诚实的告诉我，牧师从来没有打过您

吗?”27有时，这种惯性思维还会带来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读。英国浸礼会著

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夫人(Mrs.Timothy凡chard)就曾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幅大家都很熟悉的美丽的使徒画像，他手持牧杖，进入到一间屋子

之中。一位妇人为他打开了大门，她的孩子紧紧的依偎在她身边。使徒举起手来

祝祷:‘和平将降临这个屋子.’二位中国妇女偶尔看到了这幅图画，其中一个询

问另一个画中的含义。那个中国妇女回答:‘难道你没有看到吗?在西方其实和

中国一样;主人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揍他可怜的老婆!”2‘

23Mrs.工Richard，“肠echristianandthechineseideaorwomanhoodandHowourMissionSchooIsmayhelp
纷devel四ther0rmerIdea’’，TheChinese几corder.Vol31noZ(Feb1900)，p55
补 Mrsl一K，ch肚d，‘、lheChrIstlanandtheCblncseldeaofWI〕manhoodartd1JowourM1sslon5choolsmayhelP

todeveloPtheForTnerldea’’，P56
Isa能飞bylorHead]and“ChianescNurse叮Rhymes”，The以王左eseReco成‘Vol一3Inol(Jan.1900)，ps
15敬Tay【orHeadland，“ChianeseNursery助ymes”，P.8
MrsTRlchard，“TheCbristianandtheChineseidcaofW心manhoodandHowourMissionschoolsm妙helP
todeveloPtheFormerldea’’，p58
2日Mrs下Richard，“Thechris七ianand小echineseideaofwomanhoodandHowoorMissionschoolsm鲜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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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在肉体上备受折磨以外，传教士也注意到了中国的社会传统对妇女的

影响，尤其是“正派和贞操作为一个法律规范着中国女性的性格。”29宋明以来

贞洁观念被不断强化，政府对贞节烈妇的嘉奖和表彰，使得殉葬、寡居或守贞的

观念在中国妇女中十分的普遍。清代节妇之多更甚于明代，仅安徽休宁一县，有

明一代节烈妇女近五百人，而清初至道光三年竟达二千二百余人，剧增四倍之多。

30英国领事官、伦敦会教士麦华陀在他1872年出版的著作《在遥远中国的外国

人》一书中，记录了他收到过的一份特殊的请柬— 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子将在特

定的日子里面，为自幼定亲的己故未婚夫殉葬，邀请亲朋观礼。麦华佗为此特地

要求当地的官府出面禁止，但是被拒绝了。于是，这个年轻的女子就在数千人面

前自尽。3’《教务杂志》中对这类的事件也有记录和讨论，1893年3月在题为《中

国的妇女》的文章中，作者就引用了《北华捷报》(North一chinaDailyNews)上

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来讨论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妇女的影响:一对居住在

天津的老年夫妇。当丈夫病倒以后，妻子衣不解带地在他身边守护了一个月，然

而并不能挽回丈夫的病逝日渐沉重。最后，这个妻子想到:‘我没有孩子，而且

年纪也已经大了;当我的丈夫去了阴间，没有人照顾，会受到狐狸精的祸害;所

以我应该死在他的前面，在那里迎接他并且保护他。于是，她吞食鸦片自尽了。

32

    这种将中国女性描述为受迫害极深的现象，并不是 《教务杂志》所独有的，

更早一些的法国著名传教士古伯察(EvaristeRegisHuc，1813一1860)也在他的

著作中有过类似的描述:

    “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受苦、受难、受歧视，各种苦难和贬抑无情地

伴她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 她一降生就被公认为是家庭的耻辱..⋯，如果她没有立

即被溺死..⋯就被当作一个卑贱的动物，几乎不被看作人.⋯ 这种对妇女公开及

隐蔽的奴役一一烙上观念、立法及行为规范三种印记的奴役一一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33

;兮仁尝，留截:念黔黯是念and。eC卜1。。seidea。f、manh。。dandH。w。。rM巧51。。Sch。。，Smoy，。，p
todeve]opthcFo朋erld亡a”p55
扣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9。年，第19页。
31 [英】麦华佗 《在遥远中国的外国人》，转引自【英1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
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104页。
，，vlw从’，乃ewomenorchina，，，肋eoInese尺。corder，vol24(Marls93)，pll5I
33[法】古伯察:《中华帝国— 勒靶西藏旅行记》第一卷，转引自【英】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刘林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在今天看来，这些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情况的文字，无疑看到了中国妇女处

境中的部分真实场景，但显然也有绝对和夸大的偏颇。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的认

为，这只是由于文化隔阂，而造成认知上简单化的结果。事实上，这是传教士们

常常使用的方法，他们往往集中攻击非西方社会中的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如中

国的裹小脚与溺杀女婴问题，印度的妻子为丈夫殉葬的习俗，日本的歌舞伎等。

将中国打扮成一个急待拯救的国度，将中国妇女视作急需基督教拯救的群体，这

样做一方面可以吸引其母国民众的注意力，激发起国内人们前往中国传教的热

情，同时也可以顺利的开展募捐活动，为传教争取到更多的经济支持。直到加

世纪20年代，美国国内的基督教妇女团体仍然在定期出版的针对中产阶级教会

妇女的杂志中，进行类似的宣传:“(在中国)她连牲口都不如，她所受到的欺凌

己经无法用谚语来形容。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有能力使她从下贱、罪恶和绝望中

解脱出来”、“我们能想象一个妇女生活在充满各种偶像、充满诅咒的地方吗?能

想象她生活在没有上帝、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吗?”34这些宣传的确有助于募集更

多的资金，不仅支持了美国国内传教妇女的培训工作，也支持了她们在海外的传

教和社会工作。

      《教务杂志》作为传教士探讨传教实务问题的平台，比起上述这些主要向

西方社会宣传的刊物，相对而言更贴近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一方面，传教士通

过自己长时间在中国生活的经历，积累经验，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中国妇女的观感。

如上文提到的李提摩太夫人，就曾经在文章中指出:事实上“能够被允许活下来

的(中国)女孩，通常都比较受自己父母宠爱，只有在成为了别人的儿媳妇后才

知道生活的艰辛。在假日里面，即使最贫穷的父亲，也会自豪的领着他们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女儿走亲访友。”至于，通常所认为的中国妇女悲惨的童养媳生活以

及婚后被公婆丈夫虐待的问题，她也认为她们“并不像西方通常所报道的那样被

如此残忍的对待。””同时，她也认识到在中国社会中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妇道并行不悖的是:“中国很早的时代，就有女性具有文学才能，她们书写历史

和诗歌。⋯⋯我看到过一些女性能够读写，她们跟随兄弟们学习而得来。”只是

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04页。

〕闷HildalLydell:‘whytheMisslona卿Entc甲rise?1，j‘“，口na恻琳娜，oecembcr1928，转引自齐小新:《口述
历史分析— 中国近代史上的美国传教士》，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18一119页
〕SM化_工Richard，‘·Thechristianand伍echineseideaorwomanhoodandHowourM1ss1onschoo1，m即卜elp
畜odeveloPlheFormerIdea’’，2头亡Ch阴eseR‘corde月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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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子是被禁止参加科举考试，

便，也使得她们被排斥于诸多社会事务之外，所以她们

一些没有价值的小说.”36

而且因缠足导致行动不

“只能运用这些知识阅读

    另一方面，传教士也通过不断和中国人接触和交流，深化自己对于中国社会

的理解。1897年1月，何德兰就在《教务杂志》上，饶有趣味的记述了自己和

一个中国青年之间有关中国妇女问题的对话。这个出身优越，而且己经和外国人

打过几年交道，会说一口流利英语的中国年轻人，针对西方人通常所认为的中国

妇女在家庭中是男性的从属品、中国妇女总是遭到丈夫虐打等问题，提出了自己

的看法。首先，这个年轻人认为很多西方人通常是通过阅读《女诫》这样的古籍，

来认知中国妇女的。37他提醒他们，这毕竟是18。。年前的作品，和中国的现实

并不符合。其次，人们通常认为中国的女性是顺从的，永远都遵从丈夫的意志。

事实上，有时恰恰相反，特别是在管理家务的事情上。第三，关于中国丈夫“打

老婆”的问题，这个中国年轻人辩解到并不是所有的“打”都是暴力性的伤害。

中国的男人只要觉得有必要，可以自由的责打妻子;同样，中国的女人也能自由

的打她们的丈夫，只要她认为他必须被揍。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女人并不

像外国人所想象的如此没有地位和权利。妇女是家务的实际掌管者。当丈夫做了

不应该做的事情时，妻子可以向他指出，并且进行劝诫。在中国无论是皇帝的妻

子，还是普通农妇，都可以行使这一权利，或者更准确的说匡正丈夫的行为，是

作为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3气可德兰花费了十个版面原原本本的记述了这个中国

年轻人的谈话，可见这次谈话对于他的重要。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中国妇女的

形象才开始慢慢的丰满起来。

    正如民间流传的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制度

中，“出嫁”了的女儿，会自动成为另一个家族谱系中的成员。一个中国女性的

地位在婚前取决于娘家 (亦即其父亲)，而在婚后则取决于婆家 (亦即其夫婿)。

因而，对于家庭来说，传统的中国女性既处于边缘又处于中心，这取决于她角色

的变化。当然，也和女性本身的能力和个性有关。即便男性一直都是家庭财产的

36Mrs工Ricbard‘。1一heChrlstianandtheChineseideaofWOmanhoodandHowourMissionSchooI引nayhelPto
dcveloptheFormerIdea’’，p56-
《教务杂志》_}几也曾经刊登过专门的文章介绍曹大姑和女诫，见1935年6月，第356页。
IsaacTaylorHcadland，“Chinese认七menfromaChinesestandPoint，，，TheChi”eseRecord‘六VOI一3Ino.1

(Jartl897)，pp名一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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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者和主导者，作为家务的实际管理者，儿女的教育者，家庭主妇无疑不仅仅

也不可能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存在，她们是切实对家庭事务产生影响的参与

者。传教士们在和中国人的接触中，己经意识到“中国男人通常在商业和家庭的

开支上都会与妻子商量，而且通常丈夫背着妻子不敢干任何的事情。我们遇到的

女性是家庭真正的主人。还经常可以发现，来自妻子或者母亲对于男人的压迫。

女人，通常在男人缺席的状况下仍被完全的相信。”39传教士感叹道:“当考虑一

些社会和道德问题的时候，如果认为中国的女性对此很少能够施加影响力而不将

她们计算在内的话，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咚“

    另外，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念，也要求中国家庭中所有的人都要

尊重长辈。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对长者的尊敬降低了男人的优越感。·一 子女

对母亲的虔诚如同对父亲一样。母亲、更高的是祖母，在对她孩子的权威方面几

乎和她丈夫相当。”礴’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辈分的对立取代了性别对立，男女

之间没有出现如同西方那样明显的分化。露芙·本采尔 〔RuthBunzel)在对中

国国民性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男孩看到爸爸在祖父与祖母面前也是俯首

帖耳的，纵使后者“只是一个女人”。42换而言之，中国爸爸不像美国爸爸那般

是“男性角色模范”。因为在中国男孩的眼中，爸爸在祖母面前矮了半截，不足

以成为儿子的“性别角色模范”，由此儿子在妈妈面前也就终身矮了半截。在西

方人看来，以“男尊女卑”作为基本伦理的中国家庭中，事实上存在着完全不同

的另外一面:“男性至上的文化安排受到威胁，因为男人必须服从妈妈，长期以

来全面地依靠她，结果是“他永不可能摆脱这位压倒性的女人在他身上制造的一

种敬畏加上依赖的情结。”礴3而且由于在中国，不像在美国一样强调“女人必须

有女人的样子，男人必须有男人的样子”，因此，中国妇女如果有自己的专业，

在社会眼中她只是“个性很强”，不会像美国专业妇女那样被判为“男性化的女

人”(masculinewoman)。礴4就像亨特所说的那样，在西方性别完全是由生理因

J，M“、TRlchard，。下1:echristianandthech且neseideaofwomanl1oodandHowourMissionschoo]sm叮hclp
加develoPtheFo而erldea，’， TheCh阴ese 枷co战‘p55
LL.LLoyd，“Missiona卿womenworke巧inChina，，，私e以动召se左eco诫‘Feb.1909
【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公茂虹、张皓译，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8年1月，第1%页

‘21946年，美国海军研究机关(omceofNavalR“carch)提供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Bonedct〕
一笔经费，让她于翌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当代文化研究‘’(砒。呼h讯叨叭。mpora卿二王t;邝5)计划，研
究各国的国民性。⋯⋯“当代文化研究”计划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中国小组”。研究结果由小组召集人露
芙本采尔(R以hBun沈日总结在一份报告中。
。孙隆基:《历史学家的经线》，第345页

44RuthBonzel，Exploratlonsinchinesocultu茂(Re、earchincontempora厅cullures，colomblaunjversit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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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决定的，而在中国则被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社会执

行严格的宗法制度，但是某些家庭里得宠的女儿依然会被当作男孩子一样来抚

养，享受到教育、游历等特别自由和权利。月，

    随着对中国妇女状况认识的加深，传教士们获得对中国妇女比较全面的看

法。他们己经认识到中国的妇女不仅仅是幽闭在闺阁中，过着凄惨生活，等待人

们拯救的群体，而是在家庭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们用自己的双手勤劳工作

(在农家勤事生产、在士大夫家负起管理下人之责)，成为抚养子女和照顾老人

的支柱，必要的时候她们还得更进一步挺身而出，挽救或劝导没有主心骨的男人，

46尽管，中国女性确实被“三从四德”的规范层层束缚压迫着，但在特定的空间

内，她们同样被赋予了一定程度上的权力和自由，尽管空间十分狭小，而自由也

很有限。中国妇女的确和生活在西方的女性有着很大的区别，但是这不能简单的

都划作是一种落后或者愚昧，因为“中国的女性其实和世界各地的女性一样，不

可能不受到自己国家的历史、宗教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古

老的国家。在接触到新的东西以前，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保有旧的习俗，在女

性生活方面也是如此。这些原则也已经实行了千年，并且作为女性生活的神圣准

则，被小心的记录在经典之中，被所有年龄的女性所尊崇。对于其中好的部分，

应该被继续保留;而其他不好的部分，则必须去除，中国妇女就是需要从这些东

西里面被解放出来。”呜7

    传教士在对中国妇女的认知问题上，经历了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模式。最

初，他们的认识是完全建立在观感之上。他们将中国妇女的形象与中国社会的部

分陋俗如缠足、童养媳等完全等同起来，中国女性的形象被简单的标签化为为苦

难的、等待拯救的群体。这一方面是由于初到中国的传教士，缺乏对中国社会全

面的了解，但同时也和他们的宗教阪依策略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认识不

断得到加深。一方面，传教士通过进一步和中国人交流接触，从中国人的口中获

得各种信息。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努力的学习和使用中国的语言、文字，甚至

NcwyorL，1950)此乃打字本，只在哥伦比亚东亚图书馆阅览室内发现一木。转引自孙隆基:“缺乏‘性’

与‘暴力’:非美国式人格”，《历史学家的经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3引一343页

4，JaneHunter，了为。‘。，。Iof‘。。t“，1月n:er记a。、。me。人rj3sion。，佗:，。几。一娇叻它&门t“今Chi们ap257·
铂曼素恩:《缀珍录— 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32页.
47M路一工cchu，‘。仆eEmancipationofchinesewomcn，，，孙e以动es亡左eco)1人气vo15onolo(ocl.1引9)，
P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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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一些相关的经典著作。《教务杂志》上就刊登过介绍曹大姑的《女诫》和宋

若昭的《女论语》等文章。45可见，传教士正是通过这些经典的文本，逐步丰富

自己对中国妇女的认知。从《教务杂志》的各种文字记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事

实上到20世纪初期以后，传教士已经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中国妇女的现实处境

这一问题。尽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不论在对自己的母国还是对中国信徒的宣

传中，传教士都没有改变将中国妇女塑造成受害群体的做法。其原因不外乎两点:

其一，上文已经提到的，这样做能够帮助他们获得自己母国内更多的财力、人力

的支持。其二，这样做更有利于将基督教塑造成受迫害女性唯一的出路，从而帮

助他们获得更多的女性信徒。礴9

(二)“中国式离婚”和基督教

    要理解中国妇女必须从中国家庭开始，因为家庭是中国男性和女性最基本的

社会场域。’。尤其是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中国女性，婚姻和家庭近乎就是她们生活

的全部。裹胁着基督教渊源和西方生活背景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在看待中国妇

女婚姻生活的时候，必然是以基督教的婚姻和价值观念为出发点的。当传教士们

的福音传播进入操作层面的时候，仅有对中国妇女的认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尤

其是当中国社会的婚姻习俗，与他们所传播的基督教原则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

候，如何才能寻找到即不伤害到中国民众的感情，又不违背基督宗教的原则，自

然就成为了《教务杂志》上探讨的热点问题。其中，最受到瞩目的就是“离婚”

和“一夫多妻制”的问题，下面将分节论述。

    1868年5月的《教务杂志》通信栏目中，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夏查理(Charles

Hartwell，1825一1905)以《离婚与复婚》为标题，刊登了一封公开信。5’他将自己

在福州传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公开，希望获得帮助:

    “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四个人，当他们尚不是教徒的时候，采用中国人中通常

的方式与妻子离婚，并把她们卖给别的男人为妻。对此大部分人并不认为这是不

4吕Mrs人名.parker，“升anslationof比eNuLenNu(女论语)writtenbysongz曲一chao宋若昭”乃eClloese
Recorde六VO12Q，No4(AP卜1889)P150，
49相关的研究，可参见胡卫清《苦难的模式:近代岭东地区女基督徒的传道与证道》，性别与历史:近代
妇女与墓督教学术研讨会论文，_L海，2005，第144页口
5”【美】高彦颐 《闺塾师— 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仍年t
月，第12页。
”夏查理，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53年来华，在福州传教五十年。他曾与其他教士合作，把新约翻译成福
建方言。还在 《教务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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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其原因是他们养不起她们.但是现在根据基督教义，离婚是不道德的，

那么她们回到第一任丈夫那里是否恰当，他们是否应当接受她们呢?”’2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同已经和自己离婚再嫁的妻子复婚是否道德?”这是

一个存在于中国信徒之中的现实难题。当时的中国底层社会，因为贫困而产生的

丈夫贩卖妻子的现象并不罕见。特别是在一些荒年，当家庭生活无以为继的时候，

夫妻二人往往相携逃荒。当流落到一些相对收成比较好的地区时，丈夫就慌称妻

子是自己的妹妹，将她卖给当地一些希望娶妻而又不愿意花太大代价的人。相隔

一段时间以后，有时被卖的妻子也会出逃，然后和自己的第一任丈夫会合。当然

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发生在一些沾染恶习的败家子身上，他们会因为赌博或者吸食

鸦片而将自己的妻子典卖给他人。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这种迫于生计的行为，

或许能够被接受。但是，对于崇尚一夫一妻制度的基督徒来说，这种行为则是必

须禁止的。夏查理在信中坦言，在中国传教就不得不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如何

平衡两者的关系，在他的传教团体中，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所以，他通过 《教

务杂志》这个平台，“希望唤起杂志读者(的兴趣)，并能够贡献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封刊登在不起眼角落里的信件，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旋即在传教士中引起

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传教士纷纷回信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也有人将自己在传教

中经历的个案提供出来进行商榷。从最初就事论事的出谋划策，到深层次的进行

阐释，后来又引发了对“基督教面对多妻制”这个更大的命题进行广泛和持久的

探讨。在其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分布各地的传教士、平信徒甚至身在印度的传教

士，先后发表了二十余篇相关的文章参与讨论和辩论。其中，直接以离婚为主题

的文章有9篇，主要集中在1868年至1871年之间(详情见附表二)。

    在最初的几个月内，传教士们在通信栏目中刊登短篇的信件，针对“离婚了

的妻子是否应该回到第一任丈夫身边”这个问题本身进行讨论的。’4传教士来自

崇尚一夫一妻制的现代西方社会，因此从情感上来说，他们更偏向于让这个离婚

了的妻子回到第一任丈夫的身边。正如夏查理自己所说的:“如果这样的一个妻

子是渴望回到以前的丈夫身边的，而她的丈夫— 一个基督教徒也认为让他的妻

子离开是有罪的。只要根据圣经他的行为合法的话，那他打算接回她的妻子，这

CHartwelj，“oivor阴andRe一Marri铭。，，，八c。姗seReco硫‘vol.1，no.1(M邹1568)，p.14.
CHart、、ellDivo陀ea”dRe确云Zrr雌e，P14
这一部分主要指1868年5月至.868年，月，在通信栏目中均以“离婚与复婚”为标题的文章，可见表

格二中蓝色标识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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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问题只不过是一个道德问题。即使她的第二个丈夫依然活着，现在也没有法律

屏障阻止这个妻子回到第一个丈夫的身边”.”就是说，只要两厢情愿，这个问

题就很容易得到解决。毕竟这个男人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休弃了无辜的妻子，那

么接回自己的妻子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他不仅应当“弥补对于妻子造成的巨大伤

害，而且也是有责任去做这样的补偿。”’6

    不过，作为传教士，《圣经》才是他们行动的最高准则。很快就有教士提出

离婚后再复婚的做法和《圣经·旧约》内的教义存在着矛盾。于是，双方就围绕

《新约》、《旧约》中有关婚姻的各种教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反对复婚的一方

认为，《旧约》是阻止非法离婚的，它保护了那些会因离婚而遭受伤害的妻子。

但是，如果当一个妻子同别的男人结婚以后，则完全禁止她的丈夫同己经和自己

离婚了的妻子再婚。他们的主要依据是，《旧约·申命记》中的一章(24:3，4):

      “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

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

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她娶的前

夫不可在妇人站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一

一你上帝所赐为业之地被站污了。”57

    而支持复婚的一方，则从两个方面予以反驳。笙二止醚塑妇匹哟上卫玉题

约》的比较，提出《旧约》在现实环境中的不适应性。首先，传教士们提醒读者

注意离婚问题在摩西法和新约中的表述存在差异。“摩西不仅仅是禁止离婚，他

也允许离婚的人再婚。基督则是两者都禁止，而且断言婚姻的无法解除性。摩西

解除了最初的婚姻，基督则宣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除这种婚姻。”59所以，在

摩西法中这个女子可以合法的成为另一个男人的妻子，而在基督教义中这个女子

则仍然是第一任丈夫的合法妻子，并且在她丈夫的有生之年她不可能再成为别人

的妻子。署名为西特斯·派斯(CatusEtPurus)的传教士认为这个女人后来和其

他的男人同居可以被认为是通奸，但是“由于原来的婚姻依然是束缚，而女人的

通奸又不是出自她自己的错误，而是由于赶走她的那个专横的丈夫。如今，他认

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愿意在基督的感召下，尽自己所能的弥补他在无知的岁

嚣5性吵e些“D臀任?ndR州勿as5:’:P14: ._J，.。_、.  L、.， 曰吕vu奋‘仁出lu氏七一Marrlagc ，1力己‘力1”吧‘〔仰co八le七voll.no.乙气Junl石0石)，P一jb

    《旧约·申命记》，《圣经》新标准修订版，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年，
    Cas龙usEtP”rus，“D]vorceandRe一M盯1眼e，，，TheCh功“e尺亡co八或州Vol

第302页.
no3(July.1868)，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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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里对妻子所造成的伤害，重新将她接回来。只要他的妻子愿意回来，那么他们

的复合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如果阻止她的回来，就是持续她生活的罪，并且否认

婚姻束缚的不可解除。””第二，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也是促成传教士们主张这

独复夔鲤丝丝业翌玉署名为N的传教士就认为旧约中的摩西法是为了防止出现

在古埃及的“易妻”现象，“并不适合一个普通的中国基督教徒”6。。在传教士

的眼中，中国社会对待婚姻问题太过宽松了，“在这里因为妻子令丈夫不高兴而

会被出售，在这里妻子可以被租界给别的人若干年，这里太多这样不纯洁的行为

盛行。”61为此，传教士们必须对自己所坚持的某些基督教的准则进行调整，以

便适应中国的情况:“在管理本地教会的时候，我们不能太认真的去高度坚持那

些基督教的道德。我们所必须高度坚持的基督教原则是，婚姻是不可分的;如果

丈夫和妻子都还活着就不应当被分开，他们原始的婚姻不应该被解除，其中任何

一个人都不应该和别人结婚。”62传教士们认为只要坚持这个大的原则，就能够

杜绝中国社会中残余的“卖妻”、“典妻”、“易妻”、“休妻”等现象，使得这个国

家的婚姻制度更加的纯洁，也更符合基督的理想。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感情

上，还是从理智上，传教士们都认同这个妇女应当回到第一任丈夫身边继续生活。

    在探讨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传教士们从单一的就圣

经教义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和讨论，转而倾向于将自己在中国传教过程中所遇到的

案例展现出来，供大家参考和讨论。63而且中国社会的习俗和法律，对传教士产

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1868年9月一个署名为平信徒的人，就以亲身经历的一

个案例为例，提醒传教士除了要坚持基督的原则以外也要考虑到中国社会的现

实，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给予充分的灵活度。在他叙述的故事中，一个年轻的女

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了一个来自广东的有妇之夫。当然事情败露后，她很

快就和这个男人离婚了。但是，当她的父母亲为她再次挑选到的郎君是一名基督

徒时，问题随之产生。如果按照前文所讨论的观点:基督教法律中认为婚姻神圣

而不可解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仍然是第一任丈夫的妻子，自然也就不可能

嫁给这个基督徒。作者对于这个遭受过欺骗的年轻女性充满了同情，坚定的站到

了世俗观念的一边，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在世俗的道德观念中，这样做将

    Ca比sEtPurus，“Divo邝eandRe一M盯ia只e，，，

竺N
      N

“DivorceandRe一M盯lage，’，Th召Ch的e‘e
“DivorceandRe-Marriage，’，p36.

P乃).

艇co八才已‘Vol.1.noZ(Jun」868)，P.36

CatusEtPurusD加orceandRe刊、匆尸尹似9巴.p石5
这一部分主要指1869年，月至1871年10月的四篇文章，可见表格二中紫色标识的部分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非常有利于这个年轻的女性。”64

    在上述的讨论中，我们除了能够看到传教士为了维护基督教的道德准则而做

出努力以外，也能够看到他们基于人道主义的关怀而做出的适应于中国社会的调

试。除了传教的目的以外，他们也确实真心得同情中国女性的遭遇，并且尽力用

自己的方式帮助她们。除了遵从中国的社会习俗以外，传教士们同样也很关注在

中国的法律中是如何判定离婚问题的。夏查理(C.Hartw。11)就曾经详细的记

录过一个离婚案件的审理情况:

    “这个案例中丈夫从前是个赌徒;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面他因为这种恶习而挥

霍了自己的财产，这使得他被周遭的人所轻视.他的妻子也离开他去做奶妈，后

来他的丈夫与她离婚，并将她卖给了这个人作老婆。但是这个男人若千年以后死

了，她又同另一个人一起生活，这个人至今依然健在。

    她与第一个丈夫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教会学校中受教育，并被这个学校雇佣，

已经担任布道员很多年。她在这个孩子进入学校之前，就非常关心这个儿子，尤

其是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尽力照顾这个儿子，在孩子的婚姻大事上也给予了很大的

帮助。因此当儿子结婚三年后，就违反父亲的意愿，认可了自己的母亲，并将她

带回家中和自己一起居住。但是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妻子开始难以容忍她，他们

选择脱离她的残暴对待。她的儿子试图每个月给她一定的补贴，让她独立生活，

但是并没有成功;最终，在她的坚持下，这个案件摆到了县官的面前，公开审理。

最终，官方审判她的第一个丈夫(也就是她儿子的父亲)必须接受她回来，并承

认她仍然是他的妻子。她的第一个丈夫勉强答应以后，官员并没有急着催促他。

事实上，这个判决只是一种形式.县官要求这个丈夫必须资助他的妻子，而她的

儿子也必须赡养他的母亲，如果他们不同意这么做，将被责打。这件事情最终以

这样的安排而告终。”石，

    这个案件的审判结果让夏查理异常兴奋，因为他发现虽然在中国的法律里

面，不能违背丈夫的意愿，强迫他接受己经离婚了的妻子，但是县官仍然判处这

个妻子与第一任丈夫复婚。在夏查理看来这是一个承认婚姻神圣性的判例，完全

符合基督教婚姻观念中原初的婚姻不可解除的原则。显然，他对这个案例的认知

是存在偏差的。县官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裁定，客观说与婚姻的神圣完全没有关系，

ALaymanCo皿spondence7失eCh认ese尺eCOn农川vol.1，nos(Sep一1869)，p.90·
C一Hartwel!，“C卜inese加wooDivorces’’，Th‘Ch沂ese R已co月Je矛Voll，no月(Jan1869)，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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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出于一个传统的中国习俗。案件中的儿子在婚礼的请柬上同时书写了自己母

亲和父亲的名字，而他的父亲并没有出面阻止这一行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已经

被休弃的妻子应当断绝和第一任丈夫的所有亲戚的联系。那么，请贴上同时并列

了他父母亲的名字，就暗示着他的父亲默认了这个女人依然还是自己的妻子。县

官正是据此，做出上述裁定的。66在这个事件中的传教士，如同上文中提到的误

读了使徒画像的中国妇女一样，都只是从自己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另一种文化现

象。尽管这种错误不时会出现，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通过一篇又一篇的文章，

传教士们正在逐步缩小两者间的距离。

    更重要的是，传教士们还会及时通过 《教务杂志》，指出同伴们对中国社会

认知上的偏差，帮助人们越来越靠近中国人真实的生活。例如，1871 年在“离

婚”问题讨论的沸沸扬扬的时候，米其 (Q.Minchin) 先生就撰写文章提醒传教

士，在中国离婚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他提醒人们，在中国“如果一个男人和

他的妻子之间产生了争执，通常会交给家族中的长者听取双方的陈述。听完之后，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宣布一个决定，而仅仅是斥责并且最终训诫这对夫妇回去和

睦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他们遵循的法律。”67至于走上公堂去裁定的

离婚案件，应当说是十分罕见的。除非是妻子犯了“七出”之罪，丈夫才可以休

掉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离婚”。63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通奸罪，其

后果有时甚至会导致通奸的妻子和奸夫一同丧命。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小说和戏

曲，如《水浒传》中都有相关的描述。69不过，我们很少有机会了解到这种血腥

的杀戮背后，中国法律是如何进行裁定的。传教士米其(G.Minchin)在他的文

章中，非常详尽的记录了晚清福建、广东一带，面对通奸案件时，官府扮演了什

么样的角色。不仅给当时的传教士，也给今天的社会史研究提供了生动的材料:

    “任何人和一个女人犯了通奸罪，就是犯了杀头的罪，而她的丈夫则是唯一

一个可以砍了奸夫头颅的人，..⋯根据习俗他必须杀了他们，将两个头颅拿到县

衙门里面;然后呈报他为什么这么做.长官听完汇报后，会打他二十大板，当然

这不过是一种形式。然后他会获得二十两银子去娶另外一个妻子，并且周身裹上

红的绸缎离开衙门‘这是对于制止通奸罪的鼓励.

“cHartwe]1，“chineseLawonoivorces，，，肠e。加ese鹿cl劝才e‘voll，nog(J朋.1569)，pI87
‘7GMinchin“oivorcesamongc卜inese，，，肠。以动ese几co威叮vol.礴，noj(oct.盆571)，p.1361
‘，七出是指:无子，浮，不顺父母，口多言，盗窃，妒忌和恶疾。
    例如中国传统长篇小说 《水浒》中就有武松杀死通奸的嫂子潘金莲和奸夫西门庆、杨雄杀嫂等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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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官在进行这种戒惩和奖赏之前，必须确认犯罪事实.他会命人拿来一个装

满水的大桶放在这个男人的面前..⋯命这个男人把两个头颅以相对的方向放到

里面。如果他们互相面对面，那么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通奸)的罪行就成立，

如果他们并不靠在一起，而是互相分离，那么通奸就不能被证实。这个丈夫就要

承担所有的后果.”70
    这种裁定的方式，今天看来或许存在非常不合常理的地方，而传教士们却如

此认真细致的进行记录。显然他们是为了能够在传播福音的过程中，更好的协调

和处理与中国信徒间的关系。通过这一系列的讨论，他们逐渐的意识到，中国婚

姻中的肖妻、典妻等现象，大多时候是出自生活所迫，尽管在道德上中国人也认

为有欠妥当的问题，却也无法完全杜绝这样的现象出现。虽然，在传教士固有的

观念中，人们应当坚持他们最初的神圣的婚姻，但是他们也已经意识到，要在中

国进行广泛的传教，就不得不正视中国社会历史中的现实问题，对于那些与他们

坚守的原则相冲突的地方，有时不得不作出让步。

(三)基督教面对“多妻制”

    在“离婚”问题的探讨日渐升温的同时，有关中国妇女婚姻的另一个重要方

面— 一夫多妻的问题，也开始成为了《教务杂志》的热点。如果说豁妻是迫于

无奈的选择，而离婚的事件也只是偶然发生的状况。那么在“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的观念促使下，只要有条件，中国男子纳妾生子则被看作是一种天经地义的

选择。这与传教士历来认为的“任何一个男人有多于一个以上的妻子，就不应该

被教会承认”存在相当的差距。7，与离婚问题相比，这是一个更需要解决的也更

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很多时候它己经直接成为阻止中国人加入教会的因素。

    1869年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孙罗伯(RobertNelson，1818一1886)在《教

务杂志》上刊登《基督教与多妻制的关系》(丁h。Relati。。。fchristianityt。Polygamy)

一文，高调宣称:“基督教决不允许多妻制，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禁止。”72，由

此而引发了有关基督教与多妻制的激烈探讨。73直到 19o6年 4月弗格森(住

Ferguson)发表((入教的多妻者与基督教的关系》(Re]ationofconvertedPolygamislsto

christianity)一文为止，这场论战整整持续了三十七年，十五篇相关的文章直接

GMinchin“DivorcesamongCblnese”，P一137.
R.Nelso。，“TheRelationofChristianitytopoly即my”，介e以功ese尺ecOrl九代vol.1，no.9(Jan.1869)，p.169
RobertNelson，“TheRelationofChristianitytopolygamy”，pl69
孙罗伯 (RobertNelson)，美国圣公会传教士，1851年来华。在上海传教三十年，1881年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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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作为标题进行讨论。这些文章动辄四五千字，可见这个问题所引发的关注度

有多高了。(详情请见附表二中黑色部分)勿庸置疑，基督教是提倡一夫一妻婚

姻模式的，并且这种婚姻价值观在很大的范围内也渗透影响到了世俗的法律当

中，在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中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那么，当持有这样观点的

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又是怎样处理其与中国社会现实的关系并进行

调试的呢?作为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坚定拥护者，也是这个问题的首发议论者，

孙罗伯(RobertNelson)在他的文章中无论是从教义、婚姻平等、合法性等角

度提出的论点，看来都掷地有声，不容辩驳。而似乎其后的所有讨论者们，也没

有一个人能直指他的立场有错误。既然如此，为什么依然会引发如此多的争论

呢?其实，其最为核心的争论，并不在于教会是否反对多妻制，而是在于是否允

许多妻的中国教徒进入教会。因为这是直接涉及到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福音活动

操作问题。

1.《圣经》教义之争

    孙罗伯〔RobertNe1So。)牧师在《基督教与多妻制的关系》一文中以“唯

一的权威— 《新约》”作为探讨的基础。他从三个方面表达自己反对多妻制的

观点。第一，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都有关于婚姻不可解除性的论述:“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74(马太福音19:4，5)“但从起

初创造的时候，上帝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

成为一体。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75(马可福音的10:1，2)第二，基督教主张婚姻平等，也就是说婚姻的权利和

义务对于双方同样具有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不但“限制男人离开他的妻子和别人

结婚，同样也禁止女人离开的她的丈夫和别人结婚”76。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

就应当如同教徒和教会间的关系，“因为婚姻关系是纯洁、和谐和神圣的⋯⋯基

督对于教会的热爱就是丈夫热爱妻子最好的模范。”77第三，基鳖腿赵到业人

员娶多于一个的妻子。提摩太前书中说 (3:2):作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

74 《新约·马太福音》，《圣经》新标准修订版，中国基督教协会，.995年，第34页。
    《新约·马可福音》，第74页.

溉Nclson，“TheRelationofChristianitytopolygaJny，，，P」69
Nelson，“TheRelationofChristianitytoPolyg柳y”，pJ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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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78这个对

于神职人员的禁令非常清晰的表明，基督教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这表达了基督

教希望能够改变广泛存在的多妻制陋习，“而并不是试图对神职人员建立一种道

德标准”’9。最后，孙罗伯(RobertNelson)得出结论:“如果一个抛弃妻子

的男人和别人结婚，那么就是对他的妻子犯了通奸罪。他的妻子尽管被抛弃，仍

然是他的妻子，很明显任何有老婆的男人，同别人结婚都会被认为是对她犯了通

奸罪。”“。所以他断言:“允许多妻的人进入教会·一 是用放宽了的婚姻掩盖通奸

的事实。，，:，
    孙罗伯的文章刊登以后，引起了多方的关注。相当多的传教士，从不同的角

度提出了异议。但是，正如打马字牧师(J.vN‘几lmage，1519一1892。1847年

为美国归正会派来中国传教，在厦门传教四十二年。)所说:“无论赞成或者反对，

双方都没有否认一点— 基督教反对多妻制”。“2那么，分歧出现在哪里昵?其

实，反对者的目光，主要是集中在孙罗伯先生反对教会接纳一夫多妻的中国教徒。

很多工作在一线的传教士提出疑异:“孙罗伯先生是否就获得了这样的权威可以

将他(指不愿意在接受洗礼前，离弃自己除妻子以外妾室的中国教徒)排除出教

会?又或者是否教会的领袖们给予了孙罗伯先生这样的权利?”83反对者们认为

上述所引用的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的相关内容，并不是针对多妻制的，而是用

来谴责犹太人较为随意的离婚现象的，即反对犹太人轻易的抛弃妻子。由此，他

们认为作为传教士就更加不能鼓励中国教徒为入教而离婚。吕4

    此外，反对者们另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旧约》。不少传教士提醒人们注

意《旧约》同样是教徒“信仰的准则”。85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在旧约时代，尽

管上帝并不赞成多妻制，但是依然默许了它的存在。《旧约》中亚伯拉罕娶海格

尔为妾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

    “亚伯拉罕没有孩子，出于他的妻子莎拉的愿望，他娶了海格尔为妾。··⋯

  《新约·提摩太前书》，《圣经》新标准修订版，中国纂督教协会，1995年，第343页。
    《新约·提摩太前书》，第343页。

R.Nel沁11，“TheRejationofchristianityto而lygamy，，，pl69.
RNelson，“TheRc1ationofChristiani1ytopolygamy，，，P169
JVN.Talma罗，“TheRe1ationofChristianitytoPoIygamy”，TheCh仍eseRecorde六VolZ，no.4(SepI869)，p

Fs.Turner，‘ChrlstianityVersuspolygamy’’，刀万eChlnese尺eco八才已‘vol.Inoll(Ma卜1569)p235.
同意这个观点的文章很多，如:wLobscheido犷151山n即掩朴 尸0勺”溯FThec卜ineseReco川e:Marls69

肛

89
幻

WLobscheid介e尸0今召IJn砂沪Quesl沁nTheChineseRecorde‘Novl869;D.FergusonRelationofCo月ve材“
掬心，用iststochrist苦a，，仰Thechincs。Recorder，APrill906等，都在文中针对这个问题做了阐述·
.SJVNTalma.c “仆eRelatinnofChri蚁ianitvtoPolvZalllv，，.n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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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没有要求亚伯拉罕遗弃海格尔.⋯⋯亚伯拉罕并不因为有一个妾而有罪.在

上帝的眼中他是没有罪的。”名”

    除了亚伯拉罕以外，雅各也有两个主要的妻子以及两个妾，大卫和所罗门也

有许多的妻子。“7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旧约时代，多妻制是非常盛行的。他们

提出“今天多妻制已经成为(西方)教会和国家法律禁止的东西了，但是它并不

是摩西法禁止的，也不是今天东方国家所禁止的。追溯到基督的时代，上帝的法

律容忍它在犹太人中存在:当然也容忍它在非犹太人中存在。所以多妻制存在于

亚伯拉罕的时代，当然也同样存在于其他东方国家;与亚伯拉罕一样，他们是可

以被上帝容忍的。”朋传教士们指出上帝没有因为这个问题而谴责他们，同时还

默许了多妻者们所有的孩子，无论是出自正妻，还是妾。也就是说，尽管上帝是

谴责多妻制的，但依然默许了它的存在。的由此，他们认为在中国，多妻的中国

教徒也应当被给予适当的宽容和理解。

    传教士们通过对《圣经》教义的探讨，积极为“多妻”的中国教徒进入教会

的具体操作寻找着答案。他们反复强调真心同意孙罗伯先生提出的“基督教反对

多妻制”的原则，但是同时他们也不断的重申，或许这样的原则不能全盘照抄运

用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当中”。很明显，此时此刻决定这个问题最终答案的，

不是教义，也不是规定，而是中国本土的习俗、法律和观念。

2.有关妻妾制的辩论

    随着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一种观点被提了出来，那就是中国社会

究竟是“多妻制还是多妾制?”裴来尔(LucianNathanwheeler)认为“没有比

目前在传教士中盛行的 ‘中国普遍存在的多妻制度’的观点更错误的了。”他认

为:“严格来说，中国的法律并不认可多妻制，但是他们承认 ‘妾’。准确地说，

一个中国人只能拥有一个妻子，妻子需要明媒正娶，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吕‘Evangelisl，“whatshallbcd0newithconvertswhohavemorethanonewi化?“，孙e以仇ese左eco八人‘voll4
n02，(Mar-APr.11883)，p.133
的亚伯拉罕有一个主要的妻子，但是他至少有一个或者两个其他的妻子。(见旧约·传世纪16 325:1).
雅各有两个主要的妻子，还有两个妾室(旧约·创世纪29:23一30;30:4一)士师书中有些有关多妻制的
判断(旧约·:L师书 8:30;14 2)。大卫和所罗门也有许多妻子.见旧约·撤母耳记下5:L一3和列王
纪 11:1一3

名容DFe卿、on，‘·Relatlonorco，1咒dedPol卿mistsloc卜ri幻ianit犷，，加以动。5。双eco尹1北六vol.37，。0冲
(APrill906)，P176
宫91司意这个观点的还有:wLobscheid以r站t抽n妙玲。。尸0七，呷仆echines。Reco川er.M队1869;
Evangclist肠ats几allb亡d。”ewithco月verowhohav已more叻anonew诉夕TbeChineseR沈order.M补April
188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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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那些大多来自碑女身份，只要丈夫高兴爱娶多少就可以娶多少的妾是完全不同

的。⋯⋯很明显在这里妻和妾的关系就像旧约中莎拉和海格尔的关系一样，可能

是由于翻译者本身受到了前辈的影响，采用了之前通常所表述的第一个、第二个

妻子这样的翻译方式，显然是不正确的。”他清晰的认识到了，中国家庭中妻妾

的地位不尽相同。不过，由此就将一个有关基督教婚姻价值观念的原则性问题，

推论成仅仅是翻译上的一个失误，显然是无法让大部分传教士所接受的。但是，

至少能够看到传教士们努力适应中国社会的良苦用心。

    在探讨中，传教士们同样也关注世俗法和基督教法的冲突问题。因为在中国，

娶妾是十分正常和合法的事情。所以，有传教士提出“如果因为异教地区，多妻

制是合法的，就允许他们在加入教会后，依然保持多妻，显然是不妥当的。⋯⋯

因为在异教法律中合法的，可能在基督教法律中并不合法。”9。孙罗伯甚至调侃

道:“如果英国国会通过了多妻制是合法的，是否一个英国教徒就可以拥有多余

一个的妻子了?所以问题的关键只有一个— 教会是否认为有两个或者三个妻

子的多妻者是合法的?”。91显然，在他看来基督教的法律就是最高的准则，必

须凌驾于世俗法之上。不过，更多的传教士却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的。

塞缪尔·多德 (SamuelDodd) 从社会习俗和传统中，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证据。

他认为在西方世界里出生的男孩和女孩，都十分清楚每个男人应该只有一个女

人。而在中国，则很少有人明白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举例来说，他们

的皇帝就不赞成一夫一妻制度”。92因此，在接受神启之前的中国人，娶多个妻

子根本是合情合理的。就连《新约·使徒行传》中也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上帝并不监察。”93至此，答案似乎已无需多言了。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会更容易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如果说能证明圣经里成年人洗礼是正确的，但

是并不意味着婴儿洗礼就是错误的。同样如果能证明圣经里基督徒不能娶多于一

个的妻子，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那些在阪依以前就娶了多于一个妻子的人，必须

在洗礼前将所有的妻子驱除只留下一个。因为在他和他的妻子们知道基督的福音

以前，他就己经和很多女人结婚了。’，94

    至此，问题完成了从“基督教是否允许多妻制”到“基督徒在第一个妻子健

RNelson“1、eRelatlonofChristianitytoPolygam犷’，P169.
RNelson，“TheRelationofChristianitytopolygamy，，，P169
samuelDodd，“TheRelatiooofChristianitytoPolyga则”，Th己以动eseR仑corde尺volZ.noZ(July.1869)，p.31
《新约·使徒行传》，《圣经》新标准修订版，南京:中国荃督教协会，1995年，第224页。
D.Ferguson，“Re{ationofConvcrtedPolygamiststoCbristianity”p」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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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情况下，娶第二个妻子是否合法”，再到“是否一个在阪依前就已经娶多个

妻子的人，必须在洗礼前将其他的妻子离弃”的转换。这二次变化，正是将问题

从基督教教义层面的探讨，转向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再到在中国传播福音

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圣经》中有关反对多妻制的训诫，

或许并不能作为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的依据。尽管没有人会不赞同基督教反对

多妻制的宗旨，但在具体对待中国社会的问题时，大部分的传教士齐齐得站到了

中国传统的一边。他们更愿意像上帝容忍犹太人中的多妻者一样，去宽容中国人。

3.现实中的选择

    那么解开这个问题最终答案的钥匙究竞在哪里呢?作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现

实问题，其实答案就在生活当中。面对急于要求加入教会的中国信徒，“大部分

的团体都认为一个男人若要被允许成为教会成员，必须离弃他的妻子只留下一

个;但是这样的行动，通常具有强烈道德意识的当地人拒绝接受这样做。”1883

年《教务杂志》上一位仅署名为布道者的传教士，就通过对美国报纸上刊登的一

个真实案例的讨论，提醒人们在作出决定前应当充分的考虑到中国人的感受:

    “一位长时间为教会服务的浸会传教士耶士模〔WilliamAshm。re，1824-

19O9，美国浸礼会真神堂教士。1858一1863年在香港传教，1863年开始在汕头

长期传教，直至1903年退休回美国。)在他的教区有幸遇到了这样一个案例:一

个娶有两个妻子的男人申请加入教会，被告知要离弃其中的一个。哪一个呢?就

是他最近结婚的那一个。但是第一个妻子没有孩子，而第二个妻子则有好几个.

那么母亲是否应当和孩子分离呢?我们来看看被抛弃的妻子是如何跟传教士说

的

    但是先生，他是我的丈夫，而我是他的妻子.你们说他不能再和我一起生活;

但是他在听到你们的宗教之前就已经拥有了我。他是我孩子的父亲。我有权利要

他陪伴和保护 你会让我的孩子变成私生子 你不能这么做;你没有权利用那种

方式来伤害我的孩子。你没有权利将我陷入如此难堪的境地.因为他是按照中国

的习俗合法的与我结婚的.我有丈夫;但是现在我没有了。我有家，但是现在也

没有了。如果我和别的男人结婚， 二，.就再也不能和我孩子的父亲说话了”外

95Evangelist，“whatshal]bedonewi山convertswhohavemorelhanoncwifc?“，pl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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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被作者称为撕心裂肺的请求，确实让人感动。作者疾呼“我们不能以仁

慈的、救赎的福音的名义，将失去丈夫、失去家庭和孩子这样的苦难加诸于这个

可怜的女人身上。”9“’:

    “当我们发现在这个男人生活的地方，根据他们国家的习俗，同二个或者以

上的女子结婚并不违背法律的时候，他是否应该在一种持异议的情况下被接受，

而不是不公平的被要求去伤害那些无辜的人呢?⋯⋯我们的主不会要求传教士

去跟这个男人说:在我给你洗礼前，你必须送走你孩子的母亲;必须将她赶出你

的家门;必须让她的孩子成为私生子;必须让这个女人成为不体面的女人。难道

事实上上帝不是已经认可这样的人成为他的选民了么?难道可以被上帝接受，却

不能被教会接受么?”97

    同样注意到这个问题的还有弗格森(D.Fergo5on)，他要求传教士们设身处地

的为那些被迫和丈夫离婚的妻子考虑一下，“如果强迫丈夫和多余的妻子分开可

以将这些妇女从这样的生活里面拯救出来。⋯⋯但是我们必须问的是，我们究竞

给予离婚了的太太什么样的解放?”98这正是之前的讨论，没有涉及到的部分。

的确，如果一个男人跟自己的小老婆离婚，作为原配夫人，不少人会很开心。但

是也不排除某些太太并不欢迎这样的做法，因为也许给丈夫娶第二个妻子本身就

是她的主意。而对于被迫和丈夫离婚的女人来说，就更加不公平了。“当她和她

的丈夫结婚的时候，她并没有任何的过失。如果要求他们离婚，就会将她置于一

个不体面的女人的境地。如果说让她继续做妾是个错误，那么现在强迫她离婚就

就是十倍的错误。”99更需要引起注意的问题，就是她所生的孩子。“离婚会令这

个妇人所生的孩子成为私生子。究竟由谁来抚养他们长大呢?他的父亲还是母亲

呢?如果是前者，则剥夺了母亲对他的爱和照顾;如果是后者，则丧失了教导他

的父亲。”‘00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一切都是在爱、仁慈和拯救的名义下进行的。

作者痛心疾呼:

      “为了纯洁教会而采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无辜的女人和孩子，这使得正义变得

很可笑，而且在我的观念中，这也是对福音的误传.将一个女人从你认为的可耻

的婚姻中拯救出来是十倍的错误.如果说这样的离婚只涉及男人，也许可以实行;

Evangelist，
Evan罗!ist，

Whatshallbedonewithc0nvertswhohavemorethanoncwlfe?“，P133
Whatshallbcdonewithconvertswhohavemorethanonewife?“，P133

翌。
    D

Ferguson，“Re]at.onofConvertedPo]ygamiststoCbristianity’，，PI81
Fe电uson，“Relatlono「Convertcdpo]咒amiststoChrlstianity”，Pt87

l000Fe嗯uson，‘Re]ationofconvertedPo1ygamiststochristianity’’，pls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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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男人才是罪人，他逃脱了必须负担的责任，所有的痛苦都会落到不必

要的人身上.”’01

    传教士们相信多妻制会像犹太人的“割礼”等恶习一样，最终自然消失。但

是，在当时的阶段，教会应当根据中国的情况，给予适当的谅解。有传教士提出，

比起在布道当中，反复宣传和教授人们“婚姻永恒的信条”，还不如允许一个多

妻的中国教徒加入教会而不必遗弃自己的其他妻子。也有传教士认为只要多妻的

中国教徒能够发誓，在现在所有的妻子在世的时候，不再和别的女人结婚就可以

被批准加入教会。’“2在台湾传教的卫理公会传教士弗格森(D.Fergo5on)提出了

有条件的允许多妻的中国教徒加入教会的操作方案，颇具代表性:

    “如果第二个妻子没有生孩子，那么在她的丈夫给妻子足够的供应情况下，

她可以进行选择。如果这个妻子愿意的话，可以让她和丈夫离婚;但是如果她不

愿意的话，可以继续留在丈夫身边.如果这个“妾”已经生育了孩子，那么我认

为他们不应该分开。我认为这样的男人如果他有很多妻子的话，不应该在教会中

担任教职。最终这个男人是否被允许进入教会，我认为要留待本地教务评议会的

决定。但是也要根据每个个案的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最高的教会会议来讨论”’。“

    由于纳妾行为在中国民众特别是官绅之中相当普遍，它与基督教一夫一妻的

原则相冲突，己经成为了中国信徒加入教会的障碍之一。固然，有一些年轻的奉

教者能够自觉的遵从这种西方的婚姻制度。但是，对于很多为了已经纳妾特别是

为了“继承香火”而纳妾的人来说，即便他们认同基督教的教义或者主张，也未

必能够做到完全放弃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这种冲突不仅仅发生在近代基督教与

中国文化的相遇之上，其实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入华时候，也遇到过同样的困惑。

并且，当时这也的确导致很多士绅最终未能呼应耶稣会士的期许，而成为教徒。

所以，能否很好的协调这一问题，是影响到基督教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从另一个

方面来看，一夫一妻制观念的传入，确实对中国人传统的婚姻观念形成了冲击。

也可以说，传教士正是通过这种不遗余力的倡导，参与到了中国妇女解放活动中。

不管基于何种理由，最终他们采取宽容和理解的做法，因为在他们心中，始终坚

信中国的“一夫多妻”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消失。最终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总的来看，有关中国妇女婚姻和家庭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19世纪至20

D.Ferguson，“Re]aI1ortofConvertcdpolygamists1oChristianity’’，pI87.
Evangelist，“Whatshallbedonewithconvertswhohavemorethanonewife?“，P133
DFerguson，“RelationorConvertedPolygamiststoChristianity，，，P.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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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这一时段。在这些问题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宗教信仰的成分

越来越模糊，甚至有时《圣经》中的教义也在为他们诊释现实服务，相反中国社

会、习俗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则日益凸显。这种从形而上的探讨观念价值，到逐

步重心下移关注中国社会的法律习俗的变化，正是源自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同时

扮演的双重角色:旁观者和参与者。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和所传播的基督教

文化有着高度的自信，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善于应变，必须学会因时因地的把

握住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质。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传教士们信仰的诚挚和坚

定，但是在不断变革的近代中国，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大地上落地

扎根，奠立根基，就不得不在诸多方面做出妥协和调整。这种调整意味着有时他

们必须放弃某些基督教信仰的传统，顺应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应该说这种矛盾

的心态，自始至终伴随着在华新教传教士们。

三.教内与教外:中国教会妇女地位变化

    既然是一本传教士的杂志，所有的问题就不可能离开教会这个主题，从

1867年11月署名G的传教士发表《女布道员的优势所在以及对于她们来说最好

的雇佣方式》一文开始，直到1936年，有近三十篇相关的文章，从各个方面对

“教会与女性”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内容涉及女传教士的作用、妇

女的工作为妇女、城市妇女传教、乡村妇女传教等诸多问题。限于篇幅，本文选

取了不同时期，较为重要的性别与任务、教会与女性以及中国女性在社会领域的

地位三个专题加以讨论。希望籍此展示来华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妇女问题的观念和

实践上，与中国主流社会之间形成的互动，同时也透过他们折射出中国女性在这

个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教会中的性别与任务

传教士们发现中国妇女非常随和，很容易亲近，她们总是“很高兴欢迎任何

同性的来访者

未曾被主洗涤

⋯⋯至少是满怀敬意地准备聆听一个陌生人对她们所说的话⋯⋯

合灵，这无关紧要，她们会听到你们所说的，并且会承认这些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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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正是这一切鼓励传教士积极投入到传教工作当中，也使得他们相信，能够通过

影响中国的妻子和母亲，最终达到改变中国人信仰的效果。的确，正如郭佩兰在

她的研究中指出的那样，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妇女历来在宗教信仰中占有非常重要

的位置，有时她们不仅是一些宗教团体的成员，而且还是领导，甚至是创建者。

因而，对于希望将福音传播到中国的传教士来说，中国妇女对宗教的虔诚无疑能

够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良好的宗教环境。’05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要想真正接近

中国女性，并开展传教工作仍然存在相当多的障碍。例如，在中国严格的宗法环

境中，男性传教士根本无法直接面对中国妇女进行传教。在某些地区受制于“男

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甚至迫使传教士必须为女信徒建造专门的礼拜堂。’06此外，

缠足也使得中国妇女们很难前往教堂进行礼拜。为此，19世纪末在北京的传教

士特别在礼拜日雇佣专门的马车接送女信徒，来解决这一难题。’07尽管困难重重，

可是两百万“急待”拯救的灵魂，对于传教工作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

让更多的女传教士介入到这个领域的工作，就摆上了议事日程。

    传教士们相信“在中国无论在基督教区域或者在非基督教区域发展和雇佣女

布道员，总能让我们获得丰富的收获，毫无疑问这是值得期望的。不仅值得期望，

而且我们可以进一步断言这也是必须的。”’091867年11月和12月，署名G的传

教士发表了 《女布道员的优势所在以及对于她们来说最好的雇佣方式》(The

Desir的iIityofFemaleAgencyandBestModeofitsEmpIo”ent)一文，这是《教

务杂志》上传教士最早讨论如何在中国妇女中开展传教工作以及女性传教士的作

用和任务的文章。作者首先在文章中指出:

      “上帝给予女性最自然的工作是什么呢?正如阿墓米德所说:给他一个支

点，他将移动整个世界。那么能够让女性最好的发挥出她们影响的“支点”是什

么呢?我会毫不迟疑地说一一家庭。而另一个能够让她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最好的

印记的就是认真的教育自己的儿子们一一使她的影响力能够影响到第三代的子

孙，能够教育她的女儿们成为好的母亲。”’09

，川Mrs下Richard‘。1lleChristian即d山eChlneseldeaof腼manhoodandllowourMissionschoolsmayhclp
todeveloPtheFormerldea’
10，Pul一lanKwok，Clli尺ese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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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观点，绝非某个传教士的一己之见。西方世界同样要求女性成为一个

称职的“好妻子”，家庭也是西方女性生活的重心。在家里，妇女应当完全服从

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展现出妇女应有的美德。虽然同样是男女有别的性别区分，

但是与中国相比，西方世界对于“家庭的”(dornestic)和“公共的”(public)

空间的界定要清晰得多。与中国相比，虽然同样是男女有别的社会性别定位，因

为社会制度和国家背景的不同，其内涵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别。在具有浓厚基督

教背景的欧美诸国，用以规范社会道德伦理的家庭观和性别价值观，也自然被赋

予了一定的神学意义，“它不仅树立起教会及其男性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绝对道德

权威，而且给予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习俗以重要的伦理依据。””“事实上，在

当时英美的宗教妇女仍然不被允许担当牧师的职务，“英国女性担当牧师或只是

偶尔霸占一下教堂讲坛都是很恐怖的。美国女性担任这个职位也仍然是不寻常的

事情。就如同女性担任律师、医生、建筑师或大学的职务那些被认为是面向男人

开放的职业一样。”川她们主要从事的事业依然是与女性角色相关的工作，例如

相夫教子、医疗护理、幼儿服务等慈善福利和辅助性的工作，但她们从基督教的

家庭观念以及社会福利工作重要性的角度出发，积极提出建议，并开展了各项有

助于社会发展的工作。

    荃督教男女有别的性别价值观念，直接决定了传教中男女分工的不同。男性

传教士主要负责建立教会和神学院，而女性的传教士则主要在中国妇女、儿童和

家庭中开展活动。女性被认为更善于用比较柔和的方式传播基督教，从实际角度

来看，在中国这个有着严格宗法社会的环境中，女性也更容易出入普通中国人的

家庭。女传教士被特别要求加强与中国妇女的接触，并借此向她们传播基督教。

最初，这个任务主要由传教士的妻子来承担。美国浸礼会真神堂传教士耶士漠

(Willi“mAshmore，1824一1909}专门撰写了题为((传教士的妻子》的文章，

提醒人们体谅传教士妻子忙碌而又辛苦工作。“她们照管学校、训练圣经传道妇

女，⋯⋯照顾教会中的各种需要帮助的女性，给她们提供帮助和建议。除此以外

还要照管自己的小家庭”，因为家庭就是她们格守本分、尽守职责的场所。”2

鉴。齐小新 《IJ述历史分析— 中国近代史_}的美国传教」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58

1llMrsl几Rlchard，“Thechrlstianandthech]neseidoaor物manhoodandHowourMlsslonSchooIsmayh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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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秩序良好的基督教家庭也能够很好的传播福音，在非墓督教区营造出一片

绿洲。被爱和和谐支配的家庭，平静的生活显示出一种高于仁慈 亲和的升华，

对所有的人显示出了爱，这是最有力的传播墓督影响的方式。‘.⋯我们希望基督

教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外来的东西，而是能够成功的作为一颗健康的树种，播撒

它的根系越来越深、越来越远。为了看到这种结果，我们必须拥有墓督教家庭。”
113

    为此，随丈夫来到中国的传教士的妻子们拥有了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向非

基督教徒展现理想的基督教家庭生活。她们必须首先是模范的基督教妻子和母

亲，必须认真地表现出基督教家庭的幸福和热情好客。

      “她必须总是容易杀近、慈祥并且富于同情心来引导她们本地的姐妹们，

使得她们有足够的自信，并在她们遭受磨难时备以咨询。每周她们都会和当地的

女信徒见上一次，用上帝的语言来指导她们。除了帮助自己的丈夫建立教会⋯，，，

她每周会和一些不信上帝的妇女聚会，通过本土的女性圣经宣道士将她们引至上

帝面前;或者如果她感到有需要，会去监管一个学校，从事这个部分的工作.””魂

    到了19世纪60年代后期，单身女传教士也开始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在此之

前，她们大多被派遣去教育儿童，后来也逐渐被要求在中国的成年妇女中展开类

似的活动。因为“教育包括男孩和女孩在内的年幼的孩子，根据神的旨意应该是

分配给女人的工作的一部分。⋯⋯在基督教的教育领域中，对女性进行教育这项

工作，给受到上帝召唤而奉献于这项工作的女性传教士们，打开了一个非常有用

的广大的领域。””519世纪后期，女传教士通过挨家挨户的访问接近中国妇女。

然而她们却通常都会遇到相同的困惑，那就是无法接触到上层阶级的女性，每天

所面对的是那些“无知、不会阅读，成日埋首于琐碎的日常生活，为每日的衣食

忙碌的”“6普通劳动妇女。这些人中很多都是文盲，对于传教的要求，她们总是

以没有时间作为借口。为此，女传教士们开始反省自己挨家挨户的拜访活动，究

竟有没有意义。“我总是感到我们所说的话，对她们来说就是一个耳朵进一个耳

朵出。尽管要进入她们的家并不困难，她们总是非常友善的接纳我们，并且非常

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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愉快的和我们交谈。”川她们感叹道:“对于中国女性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她们所

听到的关于天国的教义，而是她们一直以来所寻求的保佑。”‘’B这种实用主义的

宗教态度，让他们感到无奈。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就成为了最好的媒介。传教

士们感到，与主日学校里孩子的母亲们交流的效果，要明显好于普通的女性。于

是女传教士们通过学校，不但完成了直接将基督教信仰带入年轻人的思想中的任

务，也能够借此机会接近到这些孩子的父母，对非基督教徒的地区施加自己的影

响力。不过，她们也必须小心自己的言行，正如马乔里·金(MarjorieKing)在

她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和中国孩子的接触中，不能宣言女权主义的信条，

否则中国的家庭和社会会禁止女孩在传教士的学校中求学。另一个有效的途径

就是通过举办各种工业学习班，一方面使得中国的贫困阶层的妇女掌握诸如缝纫

等谋生技能，一方面也能够为女传教士在当地的传教寻找到合适的助手。

    新教教徒中，许多人信奉男女平等的原则，“而且决心投入一场十字军运动，

以争取中国妇女的平等权利’，。”9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传教的过程中，女传教士

也要求中国的“男孩学会尊重女性”，同时又引导中国女性意识到自己在很多方

面可以比男孩更有影响力。‘20这或许也与，女传教士母国所发生的变化，存在着

密切的关联。在西方，有人“将19世纪称为女性的世纪，几乎在每个领域内女

性的地位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众多成功的女性作家、艺术家、教师的名字，己经

证明了她们的能力在很多万面得到赞赏。与此同时，基督教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

所占位置的重要性以及所能施加的影响力却从来不曾减弱。因为婚姻不再是基督

教世界中女孩子生存的唯一目标，现在有很多有用而独立的领域向女性开放。”

，2’19世纪、20世纪之交，美国的妇女们积极活跃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教会的

妇女也同样在新的形势下提出了维护基督传统性别观念的新的措施和主张。她们

相信只要愈多的人相信基督信仰，社会就会愈进步。积极致力于社会改良的教会

妇女提出，当妇女们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应该仍然是与做母亲和做妻子的职责

相关，并把它延伸到社会公众领域当中。当时兴起的基督教妇女节制会等活动，

“7MrsJMWF刁1仁ram一W自man性V讥〕rkFor、、勺man”氏2!a

，’oMrs工Rlchard’‘TheChristianandthcChine5eideaofWomal1hoodandHowourMissionSchoolsmayhe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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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国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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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思想也是从振兴道德的观点出发提倡基督教的家庭观。“妇女们借着宗教

的复兴聚会来肯定自己是社会中道德的捍卫者。尤其是单身的女子，宗教对她们

虔诚品格的加强和肯定，带给她们在不安定的工作环境中一种安定感。”’22“稳

定增长的女传教士人数，改变了新教差会的轮廓。她们不仅证明了‘妇女的工作’

显然是传教活动的组成部分，也唤起了大家对于妇女事务重要性的关注。’，’23女

传教士们“虽然并非作为宗教领袖人物被派到中国来，但她们的社会服务工作影

响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男性在教会乃至社会上的绝对权威地位提出了挑战。”

也难怪传教士们呼吁:“那些有心想要拯救中国妇女的传教士们必须尝试放松对

他们妻子的束缚，让她们有空间可以为基督做出努力。”’24

    从某个层面_】二来看，中国和西方都存有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定位。但

是，东西方国情和文化积淀不尽相同，虽然同样是关乎妇女解放这一具有全球普

遍意义的事件，而且尽管在普及现代教育、走出家门从事社会职业等方面具有共

通之处，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其中重要的差别。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其重要的

任务是推动自身的社会变革。而美国传教士的来华，毕竞仍是以传播基督教福音

为核心的，同时也兼具推动西方诸国国家利益扩张的任务。因而无论是推行家庭

革命，还是提高妇女自觉意识，中国的妇女运动必然是将西方人文与科学知识的

输入与其中的宗教成分相剥离。也因此在这一点上必然同传教士所推行的墓督教

化的家庭和性别观念产生矛盾和冲突。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时局的变化开

始若隐若现的反应在《教务杂志》上。义和团运动爆发后，遭受到攻击的传教士

们，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自我调整和检省，对于妇女事工中出现的问题也不例外。

不过，此时的部分男性传教士并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急速变革，在寻找原因

时只是将矛头指向了他们的女性同伴，指责她们的某些行为，给予了中国民众不

良的印象，影响到了传教的进行。

      ，’(中国)妇女最好是留在家里，女传教士则凭着自己的意愿自由得游弋;

(在这里)接吻被认为是不道德的，甚至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但是我们的女

传教士则在大街上亲吻他们的丈夫和兄弟。在中国，当一个新娘被放入花轿嫁入

夫家之时，必须由她的父亲搀扶她上轿。除了童年时代与兄弟玩耍以外，没有任

122林关玫:《美国圣公会女传教士早期在华活动:}一九世纪关国‘纯正妇女怠识’的展现》，《恐与言》，
199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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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男性亲属可以触碰她，包括她的手.如果她没有父亲，那么兄弟或者叔叔

也能代行此职，⋯，.

    在拥有这样的思想和习俗的国度里，人们怎么能想象看到我们的男人和女人

牵着手、臂挽臂地散步;互相帮助着走过泥泞的道路，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丈

夫或者妻子呢?⋯⋯，，，25

    基于上述的理由，署名朱利安·拉夫(JulianRalPh)的传教士认为:“派往

中国的传教士们不应该携带任何的女性。因为这些无知的女人会导致不小的误

解。只有真正理解中国的礼节、习惯和偏见，并且能够服从这一切的女人才能被

允许来到中国。”’26固然，在这种指责未免有失偏颇，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

初衷依然是从更好的在中国传播福音的角度出发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被派

往中国的传教士首先应该是中国人所需要的，而不仅仅是满足传教士自己的愿

望。，，;27

    不过，这样的反对之声并没有阻止女性传教士甚至中国女性基督徒，在妇女

事工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28尤其是在1877年的传教士大会以后，“妇女的

工作为妇女”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被提出。传教士杂志上，以此为题目的文章逐步

的增多。并且，与以往不同的是，女性传教士开始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1885

年8月《教务杂志》上在回响栏目中，刊登了一篇提名为“妇女的工作为妇女”

的简讯，通过各种真实的个案充分显示出了女传教士在传教运动中的重要作用。

例如，在西南地区传教的英籍澳大利亚内地会女传教士郭秀峰 (ArthurG.

Nicholls)呼吁为深受鸦片之害的妇女建立专门的避难所;兰斯特小姐(Lancaster)

则写到一位吸食鸦片达二十四年的六十二岁老妇人来到避难所寻求照顾的事情;

梅朵小姐(Meadows)则告诉人们一对信封佛教长达二十年的母女饭依基督教的

故事，她们为此甚至烧毁了价值连城的佛像;在圣约翰大学教书的斯宾塞小姐

  (Spencer)则生动的描述了和中国学生相处的愉快经历⋯⋯’29

    另一个事例或许更能说明，女性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所发挥出的细腻的作

125Juli山11之alph，‘毛womenwhoM砍errrouble二Mlssiona尽Methodsmu鱿changeinchina”，TheCh咨nese
伽co户放式VO131，no川Nov.1900)，P石61
126Juli凹Raloh、‘。W‘menwhoMakeTr〔 Mi5sionaryMethodsmustchangeinChina”，P560
JulianRalph，“WOmcnwhoMakeTrouble二Missiona以MethodsmustchangeinChina”，p.560
Kwokpui一lan，Chrnese”勺nje门a左dChrlsl如刀1印]8‘0一1刃7，p7
“WOmen’sMlcrkforwomcn“，TheCh加eseReco沪认汽VOI.16，no7(Augl885)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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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基督教学校中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现代观念

和文化知识的女性。但是，当这些普通的毕业了的女性基督徒，又将如何定义自

己在基督教会中的位置呢?事实上，除了很少的一部分青年女性任职于当地教

会、学校或者医院外，教会并未能在其他的青年女性基督徒中开展有效的工作。

“尽管青年会和女青年会承担了一部分的工作，但是仍然有许多的事情需要人们

来做。”’30这些从教会学校走出来的女孩子，很大一部分并不属于特定的某一个

差会，因此在毕业以后有时很难直接和教会取得联系。此时，不少女传教士以女

性特有的敏感，将自己的工作拓展到了这个领域。珍妮·沃德(Janeshawward)

就着力介绍了一位致力于这项工作的女传教士布莱克小姐 (Black):“她致力于

通过圣经学习和讨论小组的形式为青年女性建立一个班级，在这里她们可以诚实

的面对自己目前的生活和信仰中的问题，显然这些问题与在学校的时候是完全不

同的。”’3’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使得刚刚离开校门的年轻女基督徒获得理解、

友情和教义知识上的帮助，从而达到巩固信仰的目的。由于从事这项工作的女传

教士有时回国度假或接受了别的任务，有时这样的工作会被迫中断。但是它的重

要性却是不言而喻的。这项工作的实施，体现出教会在女性事工方面的进步，能

够更切实的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做出更符合实际需要的妇女事工工作安排。

    女性传教士甚至中国女性基督徒的杰出表现，令所有的人都无法忽略她们所

发挥出来的巨大作用。到了辛亥革命前，男性传教士们己经惊呼:“中国的女性，

尤其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的改变，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些来自教

会领域的女性关注社会组织、募集基金、管理工作等，甚至在某些宗派和传教团

队中，有一部分教会的工作也由女性来处置。”’32面对这样的现状，《教务杂志》

警告男传教士应该为自己没能及时觉醒并且迅速振奋而感到羞耻。教会中女性的

任务已经从单纯的向妇女传教、教育学龄的孩子等，走向更为重要的教会管理工

作，甚至社会管理等公共领域。难怪英国内地会女传教士盖群英 (A.Mildred

Cable，1880一1952，1902年来华，在山西霍州传教二十年。1923年调往甘肃。)

会高呼:“教会如果将女性的空间限制在学校的范围内，必然将遭受损失。’，’33

Jancsbawward，“ThePlaceof认勺menintheChurch，，。升eChlneseRe亡or议九r，Vol
J胡eshaw认油rd，“ThcPlaccofW0nlenlntheChurch”.P.121-
“Women’sw白rkforwomen“，TheChi月ese瓜col价‘VOI通0，noZ(Feb.1909)币石9
A.MildredCable，“TheMinist卿of认rornenintheChineseChurch，，冷eCh沉e‘e

53，noZ(Fcbl922)卫121

Reco八矛er，VO153，noZ
Feb一1922)，P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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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女执事运动”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中国，仿佛一个刚刚从睡梦中醒来的巨人，开始打破

束缚她千年的规矩和习俗。’34此时，中国国内戊戌维新革命所播下的“戒缠足”

和“兴女学”的火种，妇女革命的热情为庚子国难所激起而再度点燃。到了民国

初年，正如拿破仑所说的“教育法国的母亲们”，有识之士开始提出要通过接受

教育使得女性的素质得到提高，从而能够提高全民的素质，以此来铸造国民。更

有激进人士，进一步提出“女子同为女国民”的观点。’35近代社会的变革，使得

女性逐步获得了包括受教育权、部分参政权、某些领域的职业权等社会权利，调

整了传统的社会性别关系，女性解放的问题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而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培育，教会女子学校中走出来的中国的女信徒开始在社会

各个阶层中崭露头角，她们中的不少人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取得成绩。中国女性

的这种变化很快也反应在了《教务杂志》上，尤其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有关中国

女性问题的探讨，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从原先较多的涉及中国妇女婚姻家庭领

域，转向了妇女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地位问题。当然，作为一本教会刊物，这种

转变首先就反应在教会与女性关系的问题之上。令人欣喜的是，二十世纪前几乎

为男性传教士一统的撰稿群体，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作者，并且华人女性也

开始在这个舞台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就本文涉及的主题来说，1916年后探讨

女性问题的署名文章几乎全部都出自中西女性之手。(详情请见表格三、表格四，

其中作者现实为红色即女性作者)这种变化正暗合了当时中国女性群体民族意识

和女性意识觉醒的潮流。此时的传教士们己经意识到了“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母

亲和女儿们都获得自由的时候，才能够强大起来;一个国家只有当她们在家庭、

社会、国家和教会中都发挥出作用的时候，才能够强大起来。因此，当前越来越

多的中国妇女投身于社会事务，促进公共运动，被任命为教牧，正说明崭新的一

页己经在中国妇女面前展开。””6特别是在 1922年召开中国基督教全国大会前

后。刊登的一卜数篇文章均是针对教会妇女地位问题进行探讨的，也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了女性在教会事务中愈益重要的地位，当然也是对外界批判教会歧视妇女的

13月IdaKalln，“TI飞已Placeofchinesechristianwomeninthe0eve1opmentofChina”，介eCh动eseReco映尺
Vol50，nolo(Octlglg)，P一659t
转引自罗苏文:《女性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8页。
“Ch]nesewOrncn”TIJeO才1刀己se命corde代VO153，nol(Janl922)，p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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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

    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时期女性教牧运动的活跃，除了受到中国女性解放运

动的鼓舞外，也和传教士的母国尤其是美国国内的变化相关。世纪之交的美国，

不仅是现代传教运动最活跃的时期，也是女权运动最活跃的时期。此时，美国国

的教会妇女积极争取妇女权益，很多人将投身女权运动和社会改良作为其信仰的

重要组成部分。她们接受现代教育、走上社会并且参加工作。她们通过建立各种

女性团体，进行宣传和募捐，用以赞助传教士培训和海外传教运动。’3，并且有一

批新型的、受过现代专职或高等教育的独立的女性加入到传教士的行列中，使得

美国20世纪的传教业出现了一股“女性化”、“专业化”的浪潮。’3名美国历史学

家帕垂沙·希尔在研究表明“来自中下层家庭的独立女孩子加入专业传教业，反

映了外国传教活动重点的转移。”到中国去旅行，成为了当时“英美妇女获得解

放的一部分”。‘39而且，妇女传教运动也使得基督教妇女承担起了更大的责任，

并且为美国妇女开辟了新的职业发展机会。到二十世纪初“美国向中国派遣的约

4500名基督教传教士中，教会妇女、尤其是独身妇女的人数大大增加，并且超

过了男传教士”。，40
    那么，当时的女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了教会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

回顾一下历年传教士大会中，女性出席人数的变化情况，就可以看出女性在教会

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1907年的传教士大会上，大会官员或者执行委员会

中无一女性。直到1913年，才开始有女性参与传教士会议。1921年召开的全国

大会，在十三个委员会中，则有两个委员会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其职责就是专

门负责妇女事工问题。其他的十一个委员会中，医药委员会里也有两名女性成员。

而会议的议程中，也分别有一个上午和一个下午是留给这两个女性委员会的。在

这两次的会议上也由女性的领导人向大会作报告。’礴‘1922年召开的中国基督教

大会在中国教会史上则更是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突出了

“中国”教会的作用。其实，它对于中国的教会女性来说也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137比较老名的有1胡7年成立于芝加哥的奥古斯塔那妇女传教协会和1911年成立的路德教妇女传教联盟。
，妞齐小新 《!习述历史分析— 中国近代史_{的美国传教」功，北京大学;日版社2003年1月 第121页
，39[美】斯诺 《中国新女性》，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5年7月，第73页。
1‘。Janc目untcr，介e‘osroIof‘en亡‘Iit.月加er，ca。w。，e。愉510，a附5明而，n一旷1人ecenl。尽以初oNewHaven
YaleUniversi[yPress，1984p3
1月IMy俪wy物od，‘。仆eworkofwomenln亡heNationalchristian”，T̂e 。加ese价亡。成‘Vo!石2，n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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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次会议不但同样的关注中国基督徒和外国传教士，也同样的关注男人和女

人。这从它的一个别称— “全帼大会”，就可以知道。“这是因为一般人士在大

会里受到了女子代表的感力，所以把 ‘国’字改成 ‘帼’字。原来这次大会中的

巾帼丈夫无分中西，而尤以中国女丈夫极力出现在此次的教会舞台上，于是雌摩

一举，女信徒的声威大振，从前漠视女权的人揉一揉眼睛，才看清了今日教会内

女权的一跃千丈。”’礴2有意思的是在1922年1月的《教务杂志》上，特别报道

了这次会议女性代表的产生问题:截止到1921年11月，已经产生的441名代表

中有81位是女性，其中中国女性14位。而一个月以后，代表数字增长到了543

位，其中女性110位，中国女性29位。‘好作者对于女性代表所占百分比的变化，

充满了赞誉之情，热切的希望女性代表能够改变教会将来的轮廓。除了大型的会

议以外，在各个差会的日常生活中也开始有女性参与到教会公共事务当中了。以

上海为例:美以美会有女性的管事;南北浸信会有女性的助祭和执行委员;圣公

会也有大量的女性成员;上海长老会也有女性的执事。’44

    当然，毕竟这些数据只能够表明，有一定数量的妇女开始参与到了教会的

各项管理工作之中，并不能明确得说明她们究竟在教会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毕

竟在有些地方女性仍然不能在会议上发言、有些地方“女性担任牧师仍然不可能

实现”、“在全国性的基督教会议中女性也未能获得和男性同样的机会”，“高等教

育是否对待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呢?”’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在质疑女性在中国

教会中究竟有没有被真正的“尊敬”过?署名鲁斯·程(R。thCheng)的作者在

  《教会与女性》一文中指出:

      “这里的 ‘尊敬’并不是表面上的行为。我并不是指像在西方习俗中那样

的如为女性脱去帽子，给她们拉开椅子等行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凡是有关政治、

社会或者重要的组织当中，均不允许女性参与其中.当然，也许这并非由于教会

造成，而仅是源于习俗’，’肠

      曾经长期服务于中国女青年会的珍妮·沃德 (Janeshawward) 在1922年

附 《大会报告号》，《中华归主》.第23期，1922年6月10日.第7页。转引自段琦《奋进的历程》商
务印书馆 2004年5月 第2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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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和2月的《教务杂志》上，连载了长篇文章《教会中的妇女地位》(ThePlace

ofwom即intheChurch)，从两个层面上比较全面的来分析了这个问题。她首先

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在教会中，我们可以在什么范围内发展女性的领导

权?作者指出其实在具体的操作中，很容易会陷入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当某些人准备探讨、计划、组织或者实施教会的工作时，

就会说:‘让我们来开一个会议考虑下妇女事工，请一个女性来出席吧。’这样的

做法，实际上是把妇女问题与主日学校、禁酒运动等问题放到同一个平台上加以

分类的。.⋯，.

另一个极端则是，一部分人在进行教会工作时，总是将它划分成男人的工

作和女人的工作⋯⋯”’47

    面对人们对女性担任教会领导人的能力表示怀疑，珍妮·沃德 (Janeshaw

Ward)表达了作为一名女性教会成员的观点，同时也呼吁教会给予女性充分的发

展空间和机会，并且应当着力培养女性领导群体。她以中国教会本色化的历程作

为对比，探讨女性在教会中获得承认的途径。她认为通常这个争取获得认可的过

程，会分三个层次进行。首先，他们会要求获得一定的权力，因为他们认为这是

他们的权利;其次，当获得一定的权力后，他们就会努力工作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最终，社会就会认可这个群体是最适宜承担这项工作的人群。在教会本色化初期

的时候，人们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究竟是把机会交给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经受

过特别训练、有经验的外国教牧人员，还是一个年轻的、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中

国人。显然从长远考虑，更熟悉中国生活的中国人要具有更多潜在的优势。回到

女性担任教牧职务的问题上来，针对人们提出的女性缺乏良好的教育、羞于表达

自己的观点等缺陷。珍妮·沃德(Janeshawward) 逐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

要求人们给予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不要将西方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也加诸在中国

女同胞们的身上。例如:针对人们批评女性知之甚少的问题，她认为原因在于女

性没有被赋予相应的责任，“这个恶性循环必须被打破。在中国教会里面应当给

予女性更多的职责，以驱使她们做更多的重要的思考。”’4“同时，她也对这个恶

性循环的形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Jancshaw认钻d，“ThePlaceo「WomenlntheChurch”.乃eCh动eseRecold眨‘VOI53，no.1(Janl922)，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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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的核心管理委员会、宗派的或者联合宗派的委员会等机构很少能看

到女性的出现。值得注意的是当差会或者组织要求选派一个代表的时候，那么出

现在会议上的女性一定来自一个全部由女性组成的机构。二 所以女性有时是不

愿意，有时甚至也没有准备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形成了这样的恶性循环。”’49

    那么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要求教会给予女性更多的机会，这样“才能

迫使她们将自己的眼光提高到全国甚至世界的高度。”此外，在各种委员会中人

数的保证也十分重要。“如果说一个十来人的委员会仅安排一个女性，或者一个

二十人的代表团只有三到四个女性代表显然是不公平的。”’5。在这样的情况下，

使得参与会议的女性感到自己在会议上的发言，只是一种“女性的”观点，久而

久之就会在会议上保持沉默了。因此，珍妮·沃德小姐呼吁:

      “如果在一个十人组成的委员会中，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女性。我们是否应

当选择她呢?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选择她。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牺牲两位杰出的男

士，而增加其他两个女性呢。如果我们希望将来的教会中会出现更多杰出的女性

来担任领导的职位;如果我们不想把重大的责任只交付于一个女性身上，从而导

致教会不平衡的发展的话，就应该放弃我们的原则(就如之前我们在新的中国领

导人和外国传教士中所做的选择一样)，将机会给予更有潜力的其他女性工作

者 .，.⋯尽管，我们知道这些女性可能比男性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承担起领导的

责任。"，5】

    20世纪初年的中国妇女，己经开始超越戊戌维新时期的妇女先觉者，表现

出对造就贤妻良母女学主张的反叛。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更是掀起了女子从政

和铁血尚武的精神。女子已经逐步发展成为社会变革力量中十分重要的一支，不

容人小觑。在教会中，在笃信基督宗教的传教士中，一部分人对于中国发生的革

命以及妇女解放运动，感到震惊，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表达出极度不解和困惑。

他们惊呼“中国解放的妇女打破了所有传统的规范，这种做法是男性化和不道德

的!””2然而，同样他们中的另一部分人，却却能够以较为开放的眼光，进一步

认识中国社会，他们不再将中国妇女仅视作传播福音的对象。尤其是女传教士，

149Janeshawward，“1七ePlaceofwornen
巧OJancshaw城，rd，“几ePlaceof认r(，men
【51Janesh臼w认怡「d，“ThcPlaceof认勺men

15，JaneHuntc叽‘0胡elofG。。til，印pl，6

inthcChurcb，”P37
intheChurch’几P37
IntheChurch”。P37



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某种程度上她们已经将中国女性视作自己的伙伴，一同为争取获得与男性教牧平

等的权利而努力。传教士自己也承认中国妇女在进行各项解放运动的步伐上，己

经能够紧跟世界潮流。包括中国教会女性在内的所有中国女性，都开始发生变化，

她们不仅从家庭中走了出来进入到社会领域，并且也从教会这个小社会，走向更

为广阔的大社会，在其中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三)中国女性在社会领域内的变化

    过去通常认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建构在两个支柱基础上的，即以“男尊女

卑”为核心的社会性别观念，及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定位。因此中国的家庭是

在内、外空间严格分立的基础上，由男性和女性分工合作，共同运行的。一般认

为:“中国女性被剥夺了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方面应有的基本权利，被排

斥在社会生活之外。”’53“家庭、炉灶边和孩子等私人范畴则被认为是最适于妇

女的领域。””4但是，在国内民族精英的引导和西方价值观念输入这两重助力下，

近代中国妇女的自我意识逐步觉醒。特别是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的女性们开始自

发或自觉的加入到了改变自己命运的活动当中，她们逐步摆脱了传统的固有形

象，开始广泛得参与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之中，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运动到来了。

身处“妇女解放“的浪潮中的传教士，尽管有时并不能完全理解中国社会所发生

的一切，但其推动中国妇女接受教育、参与社会事务等实践活动，仍是暗合这一

潮流的。但是，“五四”以后，曾经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先行者的传教士，其心态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中国妇女进步速度之快，超越了包括传教士在内的所

有人的想象，令他们在一阵激动和喜悦之后，重又陷入了矛盾和迷惘之中。正如

亨特在研究中引用的一位教会发言人的话:“中国妇女已经‘走出来了’，而你不

能再让她走回去。你该拿她怎么办呢?””，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即便是探讨纯粹的福音传教工作，也无法回避当时一中国社

会风起云涌的各种社会革命的影响。尤其是五四以后，女性解放的问题日益成为

整个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教务杂志》也不例外，分别在1919年、1923年两

次比较集中的对新时代的中国女性解放问题发表了诸多讨论的文章。对于中国女

，幻吕美颐、郑水福《近代中国:大变局中的性别关系与妇女》，天津
419页.

，5劝谭兢嫦等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155JancHuntcr，GospelofGcntili赶叭11176.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

1995年，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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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这种变化，一些乐观的人士甚至认为“男人己经和西方社会一样:不再对中

国女人具有偏见。”’“与此相比，署名楚(工c.chu)的女性作者在题为《中国

妇女解放》的文章中，则为我们生动得描绘出一幅更符合现实的图景，提醒人们

不要过度的乐观:

      “在上流的社会里，仍然认为将两性混在一起是十分不便的.并不是说有

什么实质上的行为不端，而只是害怕被别人谈论和批评.⋯⋯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并不习惯常常见面，害怕发生错误的结果。就因为这个理由，很难说服年轻的女

孩离开家庭出外工作。’，”7

    因此，虽然传教士们“急欲使得中国妇女能够获得进步，却也不敢加以鼓励，

毕竟古老的观念存在的太久了。⋯⋯中国的女性事实上依然弱势而且无助，只能

依靠婚姻来获得舒适的生活。她们并没有作为一个和男性平等的阶级被对待，她

们的柔弱和魅力往往给男人带来麻烦而不是鼓励他们。⋯⋯另一方面来说，女性

自己的观点和别人对她们的看法一样糟糕。”’凭怎样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楚小

姐(TC.Chu)认为:“只有给予女性充分的教育，包括传统的和现代的新知识;

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她们的心、加强她们的意志，并且激发她们的雄心。”’59她告

诫女性要开始新的生活，婚姻的目标不是赢得一个男人的喜爱，而是获得机会在

更大的范围内生活。“一个女性不应该只是藏在屋中的珍宝，而应该是驱散黑暗

的光芒。”这种清醒而又充满希望的提醒，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不过，在传教士和中国女性之间，也不总是一致的。面对中国社会的急速变

化，尤其是对于中国社会上鼓励个人自由和挑战权威的种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行

为，有时也会令传教士感到困惑不解。每当这种矛盾出现的时候，她们就会表现

地非常尊重中国的传统。以建立教会女子学校为例，传教士最初建立这些学校的

目之一就是通过向中国女孩传播基督教化的家庭观念，而培养出合格的基督徒的

妻子。通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到了二十世纪初，教会女子学校己经成为众多上

层女孩的首选。而传教士们也为培育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中国新女性而自豪。

1909年，《教务杂志))上刊登了一位女传教士撰写的《中国女性的新开始》一文，

里面记录了教会学校中部分中国女孩的故事。其中有一名年仅十五岁的中国女孩

MrsTCCbu，“TheEmanciPationofChinesewomen”，P石55
Mrs.TCChu，“TheEmanciPationofChineseWOmen”，P.655
MrsTC.Chu，“TheEmanciPationofChineseW心men”P655
MrsTCChu，“lheEmancipationofChlneseW心men，，，P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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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来描述她的心愿的:“我的父亲对我说，我必须和他结婚，但是我决不决

不决不那样做。团为在我的心里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永远不能和一个吸着鸦

片的非基督徒结婚。父亲说王先生愿意为了我而成为一名基督徒，但是我己经告

诉他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必须拥有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如果要我嫁给他，他必

须放弃吸食鸦片的嗜好。如果他因为不满意我而纳妾，我将离开那个家庭。”’“。显

然女传教士这个女孩正是她所希望的“基督教式的家庭主妇”。她以此来号召更

多的人加入到传教行列中，这是一项能够体现出她们价值的工作。女传教士极力

教育自己的学生要服从权威，在家服从父母，在学校服从老师。然而事与愿违，

在巨大社会潮流的冲击下，她们亲手培养教育出来的女孩子们，往往并没有按照

她们所想的那样嫁给保守的基督教徒。而是凭借优越的教育背景，成为那些家境

良好的激进青年的妻子候选人。’“，当教会学校中激进的女学生，投身于中国的社

会变革中时，传教士们完全不知所措，也无法理解。非常著名的中国女作家谢冰

莹的经历，就反应了教会学校与激进的女学生之间的矛盾。‘62谢冰莹12岁就离

开家乡，进入湖南益阳的信义女子学校上学，这是一所挪威路德教传教士开办的

教会学校。然而她却始终不满意教会学校中的宗教灌输，坚信“人就是创造上帝

世界的上帝。”并且在“五九”国耻日的时候，组织整个班级的同学到街上参加

了游行，并且因此而被学校开除。

    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社会的妇女解放浪潮汹涌而来，以及世界女权运动的如

火如茶，同样深刻的影响着女传教士本身。尽管她们依然把母亲和妻子的角色放

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但是她们已经开始积极的、广泛的参与到了社会活动。“在

上海的一些当地教会中，处于核心管理层的女性比在她们母国的教会中拥有更大

的空间。”’63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女传教士不再过份的强调传教问题，而是

更多的从职业的角度出发，大力发展事业。当然这种变化也源自这个群体本身构

成上的变化，早期的女传教士大多仅仅受过一些圣经学校的训练，而进入二十世

纪以后越来越多的具备高等学历和专业技能的女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她们对于现

.60[felenRlch刮son，“Theopeningforchinesevoungwomen”，珑 c/tlnese尺ecOI宝二七月vo]闷onoZ
(FeblgOg)卫59
，6，“whatBccomesofourschoolG皿rls，，一，ThechineseRecordcr，vol4onoZ(Feblgog)，p62
做谢冰莹，原名谢鸣岗，字风宝 湖南新化人 先后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上海艺大、北平女师大学
习。毕业后，于1931年及1935年两渡扶桑，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研究院。1935年曾因“抗日反满罪”在日本
被捕。曾任北平女师大、华北文学院教授。1945年赴台湾，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为师大)教授。代表
作《女兵自传》.相继被译成英、日等10多种文字。
之6〕JaneshawwaTd，‘ThePlaccofwomeninthechurch”p3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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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显然要敏感的多也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她们的知识储备也

为她们能够开展更专业的工作提供了帮助。这一时期的世界各国妇女解放运动也

同样如火如茶，尤其是美国女性在国内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参政权和选举权。由

此在华的传教士们开始尝试将基督教注重妇女性别本体的家庭观同现代男女平

等的政治思想融合在一起，也就不足为怪了，其中也不乏具备女权思想的女传教

士的出现。女传教士们的努力，也在传教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教的内涵。活跃

在上个世纪之交的女传教士们，注意到了中国女性有着不同于基督徒的理解和认

识，“虽然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的权利关系从来不是完全平等的，但双方共同

在多种相互关系上建立起历史。’，’64

    当历史的指针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教务杂志》上有关妇女问题的探讨

状况，又再度发生了转换。正如贝内特(AdriaoBennett)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

教会女子教育的培养，的确促进了中国女子职业角色的变化。到了20世纪 20

年代，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女性人才，尤其是相当多

的女性基督徒站到了时代的浪尖上:“政治领域的孙逸仙夫人、廖仲凯夫人、汪

精卫夫人;医学领域中天津的丁梅翡博士;’“，长沙的曾宝深女士;’66苏州的王

chiNyok小姐:‘6，南京教育界的吴贻芳博士’68⋯⋯”’69这些妇女的成功，正如

斯诺夫人(HelenFoster)所盛赞的那样:“她们的生活同历史密切相关。因此，

她们帮助缔造了历史。她们是在一个杀害女婴、实行奴碑制和宗教祖先崇拜的时

代与走向现代妇女生活地位之间建造悬臂桥的设计师。”’70吴贻芳博士就曾自豪

的宣称“现代的中国女性一方面接受到了来自过去女性深厚的传统;另一方面也

得益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比起西方女传教士，在

  《教务杂志》的平台上，中国女基督徒显得更加的活跃，她们的文章中处处流露

出自信的光彩。囿于基督教唯爱与和平的信念，传教士们大多比较赞成温和的改

良，而少有赞同激进革命的。华人女基督徒开始超越她们曾经的导师，跨越出教

，6‘1、eggyl，ascoe，爪latjo肛of价，。。。:7为，反。比为for几male材oral月。t方eo1;。1印，，，1为己A”』er七a门肠t874一1夕3夕
NcwYOrk:oxfordUnlvcrsitypress，1990，只xxl
165丁梅若博士为天津妇女医院院长。

励曾宝探于1918年创办长沙魏范女子大学并任校氏，她是曾国藩的里孙女。1916年毕业于伦敦大学。
167担任了其母亲创办的苏州中华女子眼业学校校长。
，韶吴贻芳(18洲一1986)，是中国余陵女子大学第一任华人校长，毕业于美}多若歇根大学，获生物学搏士
学位

I69sophia日chenzenLcadershipofwomenioModemchina仆:chinescRecorder，Janl，35。本文作者陈增
为192。年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她毕业于瓦萨大学，并取得了芝加哥大学的文凭.
曰“t美】斯诺 ‘中国新女性》，第3页.
，7‘Mlssvi一几ngwu，‘。womenLeadersinNewCbina’，，冷eCh了”es已Recorde代Vol.66nol(Janl935)，pl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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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这个小圈子，进入到了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中。此时的传教士显然已经无法忽

略新时代中国女性的力量。不过，毕竟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于中国现实社会

发生的一切，传教士们有时很难理解。因而，他们转而对中国的女基督徒寄予厚

望:“让我们怀着尊敬和谦逊的态度说:中国的基督教女性渐会成为中国新生力

量里面最强有力的因素;她们会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获得最有力的位置，她们将

在前进的过程中引导其他的中国妇女。⋯⋯为什么黄种人不能在中国基督教妇女

的领导下与白人联手，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民主和和平昵?””2事实上，

女性基督徒领袖们的确在为女性同胞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工作权，甚至也开始向

政治领域发起挑战:“然而，女性领导人在政治领域所获显然要少于其他的领域，

男人们在这个方面更多的是注重道德上的意义，而非实际上的效果。”‘’3这些要

求重新建构妇女在教会和社会中角色的言论，是在五四以后中国本土的女权运动

的不断高涨的情况下出现的。引发了教会内部，传教士与中国女基督徒之间关系

的变化。正是伴随着中国本土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才促使教会不得不对妇女

在教会和社会传统中的角色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此时，优秀的女性基督徒显

然比传教士更适合成为女性权利发展的最佳代言人。

    中国妇女解放最为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相连接，或者

说民族/国家的革命与解放间接地以某种形式超越性的实现在每一个女人的个体

经验之中。”礴同样，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教会中的女性也同样不可能不

受到各种社会革命的影响。当中国大地进入到抗击日木侵略的战争中时，妇女运

动与基督教出现了同样的目标— 抗战救国，教会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领导下的

妇女运动形成了某种共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当时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主义

思潮，在 《教务杂志》中同样有所反应。1941年10月，《教务杂志》上刊登了

一篇题名为《最近三十年中国妇女运动》的回顾文章，这篇仅署名为L.C.C的文

章长达14页，是从一篇中文文章翻译而来。文章分为“辛亥革命前的妇女运动”、

  “五四运动时期的妇女运动”、“国民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和“抗日战争中的妇

172]d习Ka]IJI，“丁hcl，Iaceofchj才Ics亡chr哥stjan物menintl飞eoevelopmen比fc卜in扩’.孙ccjli月ese刀ecorde长
Vo150_nolo (Oct_1919、_n659

，‘，sophia贬ICllenzen，“LeadcrshipofwomeninModcrnChlna’，The以胡召seRecorde厂Vol66，nol
(JanIg」5)，P.12
，执太平天国运动，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尽管在太平天国的社会实践中，男性先觉者们通过具有强制性的
立法，给予妇女在经济、教育、军事、职业等方面应有的权利。然而，如果妇女群体没有能够真正自觉的
话，那么无论得到的“赋权”礼物有多么的好，最终仍不免伴随着“天国理想”的破灭而失去。怎样才能
从根本_L彻底改变这一切呢?在近代中国，正是通过教育和职业唤醒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并将之转化为现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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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运动”等四个部分，分别叙述了叙述自康梁变法直至抗日战争时期等各个时期

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活动，并进行简单的评述和总结，现择要进行介绍。中国的

妇女运动起于戊戌维新时期，康粱等人将“不缠足”和“兴女学”这两个关系妇

女形体解放和精神解放的问题作为突破口，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且第一次将妇

女解放和民族危亡联系在了一起。然而，真正的女界觉醒，开始于辛亥革命以后。

19n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妇女纷纷行动起来，许多人要求参军。各种女性

组织如雨后春笋板出现，如浙江女军、女国民军、女子决死队、女子暗杀队、女

子北伐队、女子军事团等，并且还出现了很多女性连合组织，如女子同盟会、女

权运动会、上海女子参政同志会等。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只是中国民主

运动的一个分支，具有民主革命的特质。然而此时女性力量仍然比较薄弱，作者

认为原因有三:第一，女性教育的发展依然不够，鲜有女性接受过现代教育。其

二，能够进入到社会工商领域中工作的女性也属于少数，所以缺乏妇女运动的基

础。其三，女性领导者只有热情，而缺乏理解女性问题的知识。‘乃五四运动以后，

人权平等，男女平等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宣传。新年青作为作为引领时代的杂志，

发表了大量宣传妇女解放的文章。提出了为妇女争取平等的财产权、教育权、工

作权和自主婚姻等权利。并且在各地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推动下，“妇女在政

治上、经济上、法律、教育职业山绝对与男子享受同等权利”等八项主张，被纳

入1925年召开的国民会议促进会促成会的议题之中。虽然，最终在北京政府的

控制下，议题未能获得通过。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仍然只是民主运动支

流。不过，受到苏维埃的影响，初步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形成于这个时期。女性运

动也受其影响，开始为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利而努力。随着教育的普及，女性知识

群体开始出现，而职业女性也不断增多。但是，这个时期的妇女解放，并没有理

解中国己经成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性质。所以，这一时期的妇女运动，除了成就

少数杰出的女性外，并没有改善大部分女性的生活。‘76大革命时期，国民党两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使得两性的平等在法律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得到了确立，向

前跨越了一大步。女性和男性一样，投入到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

命中去。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仅仅限于先进的知识妇女群体，而五

四时期则扩大到知识妇女和中产阶级妇女，只有到了大革命以后，工农妇女才开

刀7，Lcc，“womcn，sMovementinoinaouringtheLast仆irty介ars”，珑 。日nese尺eco硫尺v0172，no.to
(octI941)。P563
176LCC，“Women，sMovementinChinaDuringthcLastTbirtyYears”，p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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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觉醒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并且很快就显示出了她们的力量。因而，作者认为这

一时期的妇女运动，无疑比前两个时期更为进步。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妇女运动

依然在困难中前行。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要求中国女性提高文化水平、经

济独立、提高生活水平，并且参与到抗日和建设国家中来。作者评论道，抗战时

期的中国女性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妇女们在慰问官兵、后勤支援、保护孩子中

都有杰出的贡献，也有部分年轻女孩，投入到了战争的第一线，参与战斗。这一

时期的妇女运动，无疑动员了所有阶级的女性，投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最

后，文章总结道:尽管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妇女运动无论在个人领域，还是国

家和政府层面都取得了成绩，但是离开理想的程度还是有距离的。不过，文章在

肯定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成绩的同时，也清醒的指出:“尽管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

国的妇女运动得到了政府和国家的推动，但是依然与我们的理想相去甚远。只有

很少一部分的妇女能够从封建制度中解放出来，大部分我们的女同胞们依然受到

压迫。无数的童养媳、妾、奴裨、妓女和农妇依然过着非人的生活;她们没有机

会得到任何社会的和政府的帮助。”作者动员已经获得解放了的女同胞们，关注

其他大部分女性的生活境况。并且在文中强调了“只有女性解放了，整个国家才

可能获得解放”的观点。这篇文章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作者对于过去的妇女解放

运动的回顾和反省，也体现出更多的人文主义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作者划分妇女

运动进步与否的标准，是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了妇女运动当中。也就是说，

只有广大的工农妇女投入其中，才意味着中国妇女真正的走向解放。

    这篇出自中国人之手的文章能够被刊载，己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传教

士的观点。他们不可能不正视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妇女运动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思

潮。但是，基于传教士本身的宗教背景和西方文化渊源，他们不可能承担起完成

这场社会革命的责任。他们曾经带着西方先进的理念，走在中国人的前面，引领

中国的社会精英掀起妇女社会革命的风潮:面对中国社会急遵的变化，他们也曾

经和中国教徒站在一起，共同为男女平权而高呼:但是，在激变的中国历史面前，

他们还是只能慢慢的淡出历史舞台，这一历史使命最终仍将由中国女性自身来完

成。

177LcC，“womcn’sMovcrnent.nchjnaDur]n忍Ihel越tThlrly介ars”rp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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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 语

    近代来华传教士很早就认识到了中国妇女问题的重要性，1860 年以后有关

妇女的言论和行动就日益增多了。”8最初他们所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反对缠足，提

倡一夫一妻的现代婚姻，反对溺杀女婴，建立孤儿院，兴办女学等。20 世纪后

逐步又通过基督教女青年会为妇女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不仅训练了教育工作者和

社会服务工作者，还培养了不少女护士和女医生。20 世纪二十年代后，基督教

新教也开始做更多的农村工作。新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直接促成了中国妇

女在非政治领域的兴起。不少杰出的女基督徒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其中也有不少女性涉足政坛，曾有人评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多数重

要的妇女领导人都是基督教徒。”9

    传教士在他们创办的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针对中国妇女问题进行各种舆论

宣传。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万国公报》、塔女铎》等。《万国公报》除刊登了许

多文章揭露缠足对女子身体的残害，呼吁禁止缠足外，还提倡兴办女学，介绍美

国、德国、瑞士等西方国家推广义务教育，女子从事各种职业，男女社交自由，

婚姻自主等。总的来说，由于基督教崇尚和平主义和唯爱的信念，这些杂志在本

质上并不十分赞成激进的，动用武力的革命斗争，而倾向于渐进的社会改良。《女

铎》杂志的主编亮乐月女士(Laurawhite)就在第一期杂志中，明确表达了不主

张激进的女权主义的观点。她认为:“中国女子误会平等自由直说，以致废弃道

德，逾越规则”作为女子应当学会“各孝其父母，各孝其丈夫，为母者各教其子

女，一切家务各尽其克勤克俭之方法。”此外，女子还应“各司一艺，自食其力，

以分男子内顾之忧’，。‘““在她的服中男女之间的关系，应当即不能说“男胜于女，

亦不得谓女胜于男”。’“’]一宝锉在为《女铎》撰写的创刊《祝词》中也强调:“所

谓女子社会主义也，自由结婚也，男女平权也，遂相继而作，过犹不及。”’82

    《教务杂志》，从1867年发表第一篇有关妇女事工的文章，到1941年最后

175。教会认为女子比男童史富于宗教情怀，而巨从家庭教育角度论，培养一名女信徒就等于培养了一名
基督徒母亲，这更有利J二菇督教的传播，因而女子教育普遍比较重视。”胡}」清:《普遍主义的挑战》._1几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第55页

朋 【美】海伦·福斯特·斯诺著《中国新女性》，姜桂英，康敬贻译，中国新闻出版社，，985年，第81页
150亮乐月:《敬告新民国女子》，《女铎》1912年第一期.
181亮乐月:《妇女之特点》，《女铎》1918年6月第2页.
182丁宝锉 《祝词》，《女铎》1，1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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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回顾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长文，在长达74年的时间里，始终关注中国妇女

问题的变迁，它无声的记录下了传教士们在对中国妇女传播福音时遇到的困惑和

阻力，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妇女艰难前行的历程。不过，与其他传教士

创办的杂志相比，《教务杂志》对中国妇女问题的认识有其与众不同和独特的地

方。首先，作为一本面向传教士自身的杂志，《教务杂志》的文章内容具有鲜明

的内向性和工具性。因而，在涉及女性问题的探讨时，其基调也是为传教士的传

教活动服务的，杂志的对象是在华各差会的传教士。以多妻制问题为例，传教士

探讨的焦点，集中在究竟是否应该接纳多妻的中国教徒进入教会，而非多妻制是

否合理合法这个问题本身。传教士们更在乎的，是怎样才能有效的劝禁这种行为，

从而顺利的开展福音布道工作。反之，《万国公报》或者《女铎》的对象都是中

国人，所以其主要任务是宣传传教士认为正确的观念、介绍他们认为先进的知识。

同样是针对缠足、一夫多妻等问题，其出发点则是，要让中国人认识到这些陋俗

的危害，并且让他们了解到西方妇女习俗、一夫一妻制的合理性，从而禁绝中国

社会的这些陋俗，对西方文化产生向往之心。第二，《教务杂志》对中国妇女问

题的探讨具有兼容并包的开放性特征。作为一本传教士杂志，《教务杂志》的撰

稿群体以传教士，尤其是美国新教传教士为主。但是，坚持以“所有差会的声音”

为主旨的杂志，它尽可能多的容纳了各方的意见。在对妇女问题进行探讨的作者

群中，有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教士，也有中国本土的信徒。从职

业上来讲，有医生、商人、牧师、青年学生和平信徒。从所属的差会来说，有美

国长老会、圣公会、归正会、美以美会、浸礼会、英国伦敦会、内地会、德国礼

贤会，以及中国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主席、中国女青年会、广学会等中国本土的

基督教组织。其中虽然不乏如裴来尔、何德兰、吴贻芳、丁淑静这样的中西名人，

也有普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们都可以通过简短的通信，或者长篇的署名

文章发表自己的观点。就文章的内容来说，《教务杂志》始终没有对妇女问题定

下一个基调，因而我们得以看到，各方所发出的不同声音。有时，其中甚至还会

包括诸如“派往中国的传教」们不应该携带任何的女性’，这样极端的观点。’8，同

样，在杂志的后期，带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文章也同样被被允许刊登了出来。

，84第三，《教务杂志》对中国妇女问题认知的时代性特征。教务杂志出版时间长

IB3JulianRalph，“womenwhoM砍elroublc:Missiona心MethodsmustchangeinCbina’’p560
，，‘前文提到的1941年10月刊登的翻译文章署名Lc.c撰写的‘·womcn’sMovementlnChinal〕uringt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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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74年，而对女性问题的探讨从第一年至最后一年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文章刊载。

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呈现出了不同的关注重点的变迁。19世纪60年代创

办伊始至1577年传教士大会之前，主要集中在探讨“反缠足”和“反一夫多妻”

这两个中国社会的固有陋俗之上。此一时期的传教士，无论在理念或者行动上都

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社会的主流和精英们。1877

年传教士大会召开以后，“妇女的事工为妇女”成为了探讨的主要焦点。如何更

好的推进女性传教士的工作，以及怎样在中国妇女中展开传教成为了这一时期的

主要论题。辛亥革命以后，社会上涌动的各种政治革命和社会运动，同样也投射

在了《教务杂志》之上，妇女问题的探讨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和中国社会的妇女解

放运动相结合，中国女性在教会中的地位这类问题，成为了讨论的核心。可以说，

《教务杂志》是一本能够跟随时代变化的杂志，它以较快的速度及时反应出传教

士在传教活动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能够比较及时的反映传教士在应对各种现实

问题时，产生的心理变化和真实情感。

    传教士对中国妇女问题的认知，不是一缴而就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由浅入深，逐步深入。最初，他们带着批判和审视的眼光，对中国社会的各种不

同于西方的习俗，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传教士们在宗教热情的鼓舞下，对中

国妇女的现实处境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也在同情之理解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

靠近了中国妇女。面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深厚文化积奠的国家，传教士们不可能

不正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对中国妇女造成的影响。他们努力调整自己的传教策

略和传教方式，使它更符合中国社会的情况。虽然，对于传教士来说，在中国特

殊环境下做出的调试和选择，违背了某些基督教传统，令他们感到不安和矛盾，

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改变也确实在传教的实践中发挥出了一定的成效。在这次跨文

化的相遇中，西方传教士所持有的近代化观念，能够帮助他们在看待中国社会时，

比较敏锐把握住问题的症结，提出非常深刻的见解。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

裹胁着舰船利炮、在不平等条约的佑护下进入中国的传教士，仍然存在相当大的

局限。一方面，基于基督宗教和平唯爱的信念，使得他们并不赞成激烈的革命，

而始终站在温和改良的立场之上。当中国社会发生急避的革命时，他们自然无法

理解，而最终逐步淡出历中舞台。另一方面，西方生活的背景，也使得他们在理

LastThirtyYears’’就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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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国社会问题时，必然会在很多方面存在缺陷，有时甚至是误读。在看待中国

妇女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变迁时，他们更多的只能从情感上，或者文化上去理解，

而无法真正认识到造成中国妇女地位地下的阶级根源和经济根源。

    此外，传教士对于中国妇女问题的认识也是多元的。这些经过教会组织专门

挑选和培训的传教士，虔诚的基督教徒，在面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时，往往呈

现出不尽相同的一面。例如，面对近代中国发生的家庭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时，

很多的传教士就表现出了极度的震惊和不理解。例如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就曾经声明其对这个问题的忧虑“以政改共和，女子解放，深恐无识之徒侈谈平

等，兢上自由，出乎礼法之外·。·，一 ’肛;不过，其中的另外一部分人也能够以较

为开放的眼光，不断认识和了解他们原本近乎无知的中国文化，进一步观察和反

思自己的认知和任务。总体来说，囿于基督教唯爱与和平的信念，传教士们大多

比较赞成温和的改良，而少有赞同激进革命的。《教务杂志》后期有关中国社会

妇女革命的讨论中，已经很少能够见到传教士的身影了。反而，是传教士亲手培

育起来的中国新女性，开始崭露头角。她们与传教士之间的关系也在近百年的时

间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最初传教士以一个启蒙者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女性的

面前;到两者携手并肩共同承担起女性解放的责任;再到中国新女性独立的面对

时代的进步，并且在诸多方面超越了她们曾经的导师。这无疑生动的为我们呈现

出，近代中国女性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所取得的重大进步。

附:

          表格一 《教务杂志》有关中国妇女缠足问题文章统计表

时间 栏目 篇名 作者 所属差会

1869年3月 通信 关于妇女缠足 F.

1869年4月 通信 关于妇女缠足 HOk一Clliu

  可查

英国伦敦会医

      师

1869年9月 投稿 中国妇女的小脚 J.Dudgeon

1869年10月 投稿 中国妇女的小脚 (续) J.Dodgeon

    《广学会三十六周年纪念册》第55张，_!几海广学会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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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11月 投稿 小脚 J.C.Kerr

嘉约翰

美国北长老会

1870年1月 通信 小脚

187。年6月 笔记 放开女孩的脚

1870年6月 笔记 小脚 J，G.Kerr

1870年6月 通信 小脚 J.G.KCIr

1895年12月 投稿 缠足问题两面观

1897年7月 投稿 反缠足活动 A.Little 英国商人

1897年7月 投稿 一份反缠足呼吁的译

        文

一个四力!毕业生

1900年5月 中华教育会

  专栏

反裹足会之旅 MrS.ALittle

  立德夫人

中国妇女天足

  会发起者

1900年5月 中华教育会

  专栏

反裹足会之旅(续) Mrs.ALittle

  立德夫人

表格二 《教务杂志》有关中国妇女家庭婚姻问题文章统计

时间 栏目 篇名 作者 所属差会

1868年5月 通信 离婚与复婚 C.Ilartwell

  夏查理

美国公理会

1868年6月 通信 离婚与复婚 N.

1868年7月 通信 离婚与复婚 CastusEtPuruS

1868年9月 通信 离婚与复婚 一个平信徒

1869年1月 投稿 墓督教与多妻制的关

        系

R. NelS0fl

  孙罗伯

美国圣公会

1869年3月 通信 墓督教面对多妻制 F.5，Turner

1869年3月 通信 离婚与复婚 W.Lobscheld

  罗存德

英国人。德国礼

  贤会牧师

1869年7月 投稿 墓督教与多妻制的关 SamuelDo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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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1869年9月 投稿 墓督教与多妻制的关

        系

J.VN.Talmage

    打马字

美国归正会教士

1869年10月 通信 中国法律中的离婚问

        题

C.Ilartwell 美国公理会

1869年10月 投稿 多妻制还是多妾制? L.N.Wheeler

1869年11月 投稿 多妻制问题 W.LobSCheld 德国礼贤会

1869年11月 投稿 基督教与多妻制的关

        系

SamuelD0dd

1869年12月 投稿 美部会论多妻制 C.Hartwell 美国公理会

1869年12月 投稿 美以美会论多妻制

1869年12月 投稿 多妻制问题 JV.N.Talmage 美国归正会教士

1870年1月 投稿 墓督教多夫制的主张 一个印度传教士

1871年5月 投稿 反多妻制 F.H.Ewer

1871年10月 投稿 中国人中的离婚 G.MinChin

1883年3一4

    月

投稿 怎样对待多妻的中国

      教徒

布道者

1906年耳月 投稿 入教的多妻者与基督

    教的关系

D.Ferguson

1924年3月 投稿 我对纳妾问题的看法 Z K.ZIA

表格三 《教务杂志》中妇女事工问题文章统计

时间 栏目 题目 作者 所属差会

1867年11月 投稿 女布道员的优势所在

以及对于她们来说最

  好的雇佣方式

G，

1867年11月 投稿 女布道员的优势所在

以及对于她们来说最

好的雇佣方式(续)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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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6月 投稿 为妇女的妇女工作 J.M.WFarnham

    范约翰

美国北长老会教

      士

1885年5月 反响 妇女对妇女工作的想

          法

ASmhore

耶士模

美国浸礼会真神

    堂教士

1886年4月 反响 妇女的家居生活

1888年8月 传教士信，息 在华妇女事工

1890年9月 投稿 怎样启蒙中国女教

      徒?

1891年8月 投稿 传教士的妻子

1896年6月 投稿 圣经关于妇女在教会

  中地位的教导

C.H.Judd

1896年10月 投稿 圣经中关于妇女领域

      的阐明

H.M.Woods

1897年2月 投稿 妇女在教会中发言 M.H，HOUston

1900年11月 投稿 制造麻烦的妇女:在华

  传教方式必须改变

J.RalPh

19O3年8月 投稿 我们的公开活动中要

  将男女分隔吗?

A.R.Crawfo丁d

1909年2月 社论 妇女的工作为妇女

1909年2月 社论 妇女与鸦片革命

1909年2月 社论 妇女与社会革命

1909年2月 社论 什么东西改变了我们

    的女学生

1909年2月 供稿 在中国工作的女传教

        士们

LL.Lloyd

1910年6月 传教士信』息 宣道会圣经学校的妇

      女工作

1916年5月 专题论文 向妇女提供《圣经》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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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9月 投稿 我们制度化教会中的

    妇女部门

MARYINC一CIEN

    CARLETON

1920年2月 投稿 妇女工作会议

1921年11月 投稿 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

上讨论的妇女工作

Myfanwy wood

1922年1月 投稿 妇女工作的新项目

1922年1月 投稿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
    会妇女代表

1922年1月 投稿 给妇女的语音文字

1922年1月 投稿 教会中妇女的地位 Jallesllawward

1922年2月 投稿 中国教会的女子牧师 A.Mildred

Cable盖群英

英国内地会女传

    教士

1922年2月 投稿 中国教会的妇女地位 Janeshawward

1922年3月 投稿 女性在中国基督教全
    国会议上

Myfanwywood

1922年8月 投稿 妇女与教会

1926年2月 投稿 中国妇女领袖对于传
教士的看法(中国需要
什么样的传教士)

Tillgshtl一clling

小姐(丁淑静)

1926年9月 通信 妇女在各差会中的地

        位

1929年10月 投稿 对城市中妇女的实际
      传教

Mrs Ellory

  M.Smitll

1930年11月 投稿 妇女的服务同盟 G .W MarS】lall 美国长老会

1930年11月 投稿 太平洋前进计划中的
      妇女

  Ger二Lldine

TOWnselld FitCll

1934年6月 通信 女性和差会

1936年6月 投稿 教会妇女的地位

1936年6月 投稿 基督教乡村妇女和女
      孩工作

lrmaHighbaLlgh 美国美以美会

表格四 《教务杂志》潮流中的中的中国妇女问题文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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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栏目 篇 名 作 者 所属差会

1891年12月 投稿 中国的奴婷制是否不道

        德?

T，McCloy

1893年3月 投稿 中国的妇女 F IW.V

1895年12月 投稿 中国妇女和女童的家 W.5.Holt

1897年1月 投稿 从中国的观点看中国妇

          女

1.THeadland

  何德兰

美国美以美会

190。年1月 投稿 墓督教的和中国妇女思

          想

Mrs.T.Richared 李提摩太夫人

1900年2月 投稿 基督教的和中国妇女思

        想(续)

MIS.T.RIChaled 李提摩太夫人

1900年6月 投稿 妇女的奉献 Kirkby

1901年1月 投稿 关于中国妇女家庭生活

    的妇女会议

MrS.JLStuart

1909年2月 投稿 为了中国青年女性而开

        放

  Hellell

RIChardSOn

1913年11月 投稿 在中国妇女工作所面临

      的新机遇

ME.Shehelton

1916年2月 社会服务 在家庭内部向妇女提供

  社会服务的机会

1916年3月 通信 为了女性开的会议

1917年9月 投稿 中国的妇女状况 ErnstFaber

1917年12月 传教士信息 中国妇女的需求

1919年10月 投稿 中国的妇女解放
MrS_T C.Clltl

1919年10月 投稿 中国发展中的中国基督

      教女性

ldaKahll

1919年10月 投稿 怎样尊重中国妇女? B.E.Ice

1919年工。月 投稿 中国妇女和中国的基督 丫 丫 从J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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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0月 投稿 中国妇女和中国的基督

        教会

丫 丫 丫Uen

1923年7月 社论 中国妇女的新时代

1923年11月 社论 新女性的新危险

1923年 12月 投稿 中国的觉醒的女性们 Mi】read Hand

1923年12月 投稿 中国的女性和婚姻 Catherine

从ackinnon

中国女青年会书

        记

1925年3月 投稿 在妇女中巡回布道 kathlCeX

B.EVaxS

1926年6月 投稿 一个中国女生对基督教

的期望是怎样的?

1928年7月 投稿 基督教与妇女

1933年1月 社论 在妇女中传播福音

1935年1月 投稿 中国现代妇女的领导 SoPhiaH.Chell

    Zen陈增

1935年1月 投稿 新中国的女性领导 Missyi一Fangwu

    吴贻芳

1936年10月 投稿 中国教会的妇女现状 MargaretH.

    Bf0Wfl

广学会

1937年6月 投稿 向中国妇女打开大门 MISsHSI

Sllao一Ying

1937年6月 投稿 基督教和中国现代女性 Fr汪nCeSW. LIU 中国墓督教妇女

禁酒联盟主席

1937年6月 投稿 中国墓督教妇女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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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硕士论文得以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陶飞亚教授。陶先生严谨

的教风和扎实的研究功底让我在三年的学习中受益非浅。虽然，本科也是历史专

业的学生，但是却未能打下扎实的基础，导师几乎是手把手的带领我前行。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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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给出了可行性建议。正是在他的建议和指导下，我选择了通过((教务杂志》

研究基督教与中国女性问题作为自己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为了能够方便的使用

  《教务杂志》，先生又多方奔走，出钱出力，将微缩胶卷制作成方便使用的光盘。

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进行毕业论文研究的进程。并指导我撰写会议论文、综述，

翻译大量文献，帮助我用最快的速度熟悉研究课题。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导师

又不厌其烦详细修改批阅，同时将自己的各种资料无偿提供给我使用。经过二年

的努力，才使得论文得以完成。对先生的感激之情，非只言片语可表达。在生活

上，陶老师与师母鲁娜老师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倡导我们积极锻炼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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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的课程帮助我拓宽视野，接受到来自不同研究领域的知识。我的同门师姐钮圣

妮，师弟何赛杰、杨卫华、冯宪华，室友李艳萍、姚丽雅，都在平时的学习和生

活中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尤其是师兄刘义，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付出了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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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给予的支持和关心，二十多年来，他们在家境并不宽裕的情况下一如既往地

支持我，让我最终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最后，还要感谢上海图书馆“上海年华”项目组的全体同事，在论文写作的

最后阶段给予我谅解，让我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和修改。

          黄 薇

20弱年5月于上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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