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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
寧官方不久前

關閉了一間女德
班，輿論為之叫好。

婦女解放已經是法律、道
德、生活中牢不可破的價值

觀，這種價值觀是透過近代以
來的改革、革命、社會改造確立

的，無數人為這樣的進步付出了自
己的心力。在價值觀上開歷史倒車不僅

是否定歷史，也會讓一個國家失去前
途。

自晚清始女性解放已成潮流
《中庸》有言：「生乎今之世，反古之
道。如此者，災及其身也。」意思是，生活
在當下的人，硬要套用古人的模式，只會招
災。所謂女德班或是女德教育，從根本上而
言乃是在倡導一種否定晚清以來女性解放成
果的價值觀。這套價值觀只是將女性視為男
權和父權社會的勞動工具，否定女性作為獨
立性別的主體地位和價值，將前人為女性解
放而作出的貢獻和努力全部抹煞，可謂開時
代的倒車。
深圳知名文化學者胡野秋日前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說，中國真正意義的女性解放乃
是從晚清開始的，人們在觀念上逐漸接受了
男女平等的價值；清政府在改革的過程中也
廢除了女子纏足的陋習。女性獲得解放的一
個重要標誌乃是教育機會的獲得。在當時西
方傳教士的努力下，中國出現了女子學堂。
胡野秋表示，即便是在中國古代，對女性的
壓制也只是個別朝代的極端現象，某些時
期，女性的地位並非想像中低下。他進一步
解釋說，進入民國時代，女性的解放成為了
理性主義和人格獨立的體現。一方面，男女
平等已經在法律上被正式確立，而知識女
性、文學女性的形象也開始深入人心。女性
在性別上的獨特和不可忽略逐漸被社會所彰
顯。
那也是一個革命的年代，而革命這兩個字
本身帶給中國女性的，則是賦予了她們特別
是革命精英和革命參與者們所獨有的男子氣
概（masculinity）。從辛亥革命，到後來的

國民革命，再到
緊隨其後的左翼革命，

革命在性別上不再是男人的專
利，而是女性獲得自由的手段和工

具。從這個意義上說，因為革命，中國的女
性獲得了更加徹底的解放。秋瑾因為其遊學
日本以及後來投身反清革命、光榮犧牲而名
垂青史。革命不僅僅是政治意義上的，也是
社會和個人意義上的。宋慶齡出生在富裕家
庭，其父親長期資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如
果按照舊社會的觀念，孫中山與宋慶齡便不
可能成為革命伴侶。但是，宋慶齡突破了家
庭的反對和阻攔，以近乎是私奔以及與家族
決裂的方式與孫中山在日本結婚，成為了當
時的一段佳話。
女性解放必然與傳統的社會架構和價值觀

發生激烈碰撞，任何社會階層都會受到女性
解放潮流的衝擊。清廷滅亡之後，作為廢帝
的溥儀和清室依舊居住在紫禁城中，皇帝的
排場沒有減少。溥儀大婚時，取了文繡作為
自己的貴妃。婚後的文繡一直生活在溥儀的
冷落之中，曾一度威脅以刀自殺。終於在
1931年，文繡正式透過法院訴訟的方式向
溥儀提出離婚，最終雙方庭外和解，文繡脫
離了清室並獲得了溥儀支付的贍養費。這便
是名噪一時的「刀妃革命」。文繡離婚案是
民國司法史上的著名案例，其表象意義非常
明顯：女性的解放和自由風潮可以席捲社會
的每一個角落，包括腐朽不堪的前朝皇室。
若以所謂今天的一些女德教育的標準來看，
秋瑾、文繡等人實屬大逆不道。因而更值得
今人思考的是，何以女性解放推展百餘年，
早已進入了歷史垃圾堆的廢物會沉渣泛起、
再度登堂入室？是女性解放本身錯了，還是
今天的人錯了？

復古倒退有違時代要求
不可否認，近幾年來，國學熱是中國內地

一股非常流行的文化思潮。在經歷了全盤否
定傳統文化的狂飆突進歲月之後，以建設性
的態度去看待傳統和國學已經成為了今天中
國社會的一種共識。即使是胡適這樣的自由
主義理論大師，也倡導對傳統進行「整理國
故」的梳理。無論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持
有何種態度，首先要知道中國傳統及其數千
年發展史是什麼，這一點非常重要。今時今
日的中國，傳統思想已經不可能再成為至高
無上、萬民尊奉的強制規範，任何傳統思想
應當與現在的時代相呼應。
研究國學、整理國故，絕非毫無意義和原

則的復古。事實證明：文化復古是一條走不

通的思路，古今中外概不例外。在俄國近代
化以來，有過西方派和斯拉夫主義的論爭。
這種論爭不僅是文化認同的對立，更是國家
發展道路的思想博弈。誠然，西方派在俄國
並沒有最終取勝，甚至直到今天，西方派所
倡導的思想和制度也未能在俄羅斯落實。但
同樣不能忽略的是，斯拉夫主義在俄國也同
樣成為了歷史，也無法成為國家的前途。經
歷了百年前俄國大革命的沖刷，無論國家層
面如何強化文化本位，在社會層面的普通俄
羅斯人，已經不可能再按照斯拉夫主義的排
他性思維去看待外部世界了，西方流行文化
在俄羅斯的風靡和多元族群的並存已經是客
觀事實。即便是作為俄羅斯立國基礎的東正
教，也尋求與歐洲天主教會的共融、合一。
女德班對女性宣揚的壓抑身心的論調，顯

然是一種復古思潮的表現，是三從四德的又
一次反撲。在不少女德班的講座中，面對家
庭暴力，竟然主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這
是在開時代的倒車，完全違背了時代的要
求。一直從事傳統文化研究和推廣的台灣籍
廈門大學博士生蔡正道認為，今天的社會與
古代社會已經有了巨大分別，無論是家庭生
活抑或經濟模式，都發生了巨大改變。他表
示，古代社會乃是農業為主，生活模式也是
以家族為核心。這樣的社會結構讓女性成為
了繁衍後代、增加人口和勞動力的工具；女
性本身也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女兒、妻子、
母親、兒媳，而是整個家族的一部分。但
是，這種家族模式在當代社會已經逐漸消
失，因此，倡導所謂女德教育，完全脫離了
現代社會的實際。蔡正道還認為，真正弘揚
傳統文化，就必須與這些背離時代要求的觀
念訣別。他非常憂慮地指出，女德教育出現
在當下的社會，其實是一種極端化的表現，
這種極端或許只是一種嘩眾取寵的斂財手
段，但卻會激發出另一種反傳統的極端，這
對於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是一件好事。從
這個意義上說，他認為必須徹底否定所謂女
德教育。

散佈謬論背書社會不公
種種不同的女德歪理一度風行於中國內

地，在本質上是為一些社會不公的現象背書
和辯護，非常值得警惕和關注。香港城市大
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主任陳學然認為，需要
反思的不僅僅是女德論調本身，而是瀰漫在
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他指，若僅僅只是針對
女性進行一種禮儀教育、家庭事務的培訓，
其實並無不可，社會在前進的過程中也需要
某種程度上的保守價值觀作為一種調和與平
衡。但陳學然堅決反對將保守價值觀的倡導

變成復古，他認
為一旦走上復古的道路，
其實在本質上與形形色色的選
美、選秀活動並沒有分別，在這些活動
中，女性成為了一種商品，而不再是具有人
格主體性的人，這與女德教育將女性視為父
權和夫權的工具其實如出一轍。
在發展和前進的社會中，在改革和轉型的
社會中，權力、財富、資源的分配方式會進
行深度的調整和轉換。在這個過程中，掌握
了各種資源的男性若失去了法律和道德的約
束，便會將女性視為一種加以佔有的工具，
成為了扭曲道德下的社會地位的體現。這是
社會不公的寫照。在中國內地的反貪運動
中，落馬的官員幾乎每個都有違背家庭、社
會和公務人員倫理而包養情婦的行徑。在如
此的社會環境和氛圍下，倡導所謂以順從為
核心的女德，其實是為貪腐、社會不公的現
象和行為背書、辯護，是對現實社會陰暗面
的掩飾，是毫無道德的假道學。
大文豪魯迅是睿智和有遠見的。他知道，

代表女性解放的「娜拉出走」在中國要堅持
下去，會遭遇很多困難和挑戰。國民政府曾
經發起新生活運動，宋美齡大力號召女性要
以參與社會的工作獲得尊重和地位，倡導女
性解放。中共的革命領袖毛澤東在深刻考察
中國農村社會的基礎上，指出中國婦女遭受
「四權」的壓迫：政權、族權、神權、夫
權。轟轟烈烈的革命和社會改造，讓政權、
族權、神權對女性的壓迫已經消失，但是夫
權的壓迫因素在某個層面上卻仍舊若隱若
現，女德班、女德教育就是這種夫權因子借
屍還魂的表現。
國家的改造以社會的改造為根本，社會的

改造以國民人格的改造為基石。在塑造文明
國家國民人格的過程中，男女平權是基本的
價值和觀念。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馬拉拉
（Malala
Yousafzai ） 倡
導女性解放，付
出了沉重的代
價，被極端的保
守勢力迫害。人
類的女權進步乃
是拚搏、抗爭換
來的。若果一個
經歷了革命、左
翼社會改造、改
革開放的五千年
泱泱文明大國的
國度中，仍舊讓

女德教
育這樣的論
調大行其道而不
與之鬥爭，則整個
文化精英階層都將負有
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在
女性解放的議題上開歷史倒
車，不僅會將近代以來中國精英
和大眾為性別平權而作的努力毀於
一旦，也會讓整個國家失去發展進步
的思想動力和價值源泉。

違文明常理 反人類潮流

女德教育開歷史倒車
在國學熱的氛圍下，女德

教育、女德班倡導三從四

德、順從夫君、逆來順受思

想為內容的女性價值觀，這

種思潮和文化傳播形式已在

中國內地活躍數年。這不僅

是開歷史的倒車，是對百年

來婦女解放的否定，更是對

一些社會不公現象的背書和

辯護。對於此種復古倒退思

潮，決不可聽之任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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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何看待家庭暴力和離婚

「打不還手，駡不還口，逆

來順受，堅决不離」

「被家暴了一定要忍，因為

總挨揍的人，身體好」

2. 如何看待男女性別差異

「男為天，女為地，女子就

該在最底層」

3. 如何看待是否生育小孩

「老母雞的德行是什麽？生

蛋、孵蛋、孵小雞，人難道

還不如老母雞嗎？」

4. 如何看待家務和生活方式

「女子點外賣不刷碗就是不

守婦道」

「女人就要少說話，多幹

活，閉好自己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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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平等成為左翼革命倡導的價值觀 ■近代中國的女子學堂 ■海報中的女司機，代表社會職業中的性別平等。 ■英國的二戰女性紀念碑

■被關閉的女德班

■秋瑾成為了近代中國婦女解放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