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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日本女子教育 特邀主持人:李卓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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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者言: 有哲人说过:“摇摇篮的手推动世界”，母亲的素质影响着人类和民族的未来。高素质的国

民是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女性则是人力资源之母。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技术的发展是核心，人的现代化

是主体，而占人口一半的女性的知识水平与教养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东亚国家历史

上，儒家的男尊女卑思想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对女性带来不同程度的束缚，使妇女长期处于无学状

态。日本能够较早冲破这种束缚，在封建时代后期既已开启女子教育之门。明治维新后，国家大力发展女

子教育事业，从近代教育起步到实行六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仅仅用了四十年时间。在发展女子教育过程中，

不仅涌现出一大批有志于女子教育的教育家( 包括很多女教育家) ，而且有较为系统的女子教育理论，使近

代女子教育得以快速普及，其影响更延续至今。由于日本近代化的畸形发展，女子教育发展也体现出进步

与保守并存的特征，有值得学习之处，也有教训可以汲取。本栏目所发表的三篇文章，就近代日本普及女子

教育的原因、女教育家与女子学校的发展及战后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及启示进行探讨，希望得到同行的批

评指正。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发展原因探析

李 卓 张冬冬

摘要: 日本是率先实现近代化的亚洲国家，这与教育事业、尤其是女子教育的发展具有密切联系。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发展的原因包括: 江户时代平民教育机构———寺子屋已经把女性作为教育对象，为明

治以后女子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明治维新后女子教育经历了曲折发展过程，从最初模仿欧美

国家脱离实际，转而根据本国国情，扎实发展; 民间办学是官办女校的重要补充，公私并举的双轨制教育

体系与男女双轨制学校体系促进了私立学校发展，民间办学热情是近代女子学校发展的动力; 培养良妻

贤母的目标使女子教育得以立足。

关键词: 女子教育; 寺子屋; 义务教育; 男女别学; 良妻贤母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只用了短短几十年时间就发展为资本主义强国，这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

直接的联系，其中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尤其值得称道。1907 年，日本开始实施六年制免费义务教

育，当年女子入学率达到 96． 14% ①，同时，女子中等教育与各种专科教育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分析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快速发展的原因，对于认识我国的女子教育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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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部省:《学制百年史 ·资料篇》，东京: 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5 年，第 497 页。本文关于日本女子教育相关数据均出自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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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基础

女子教育，广义上指基于一定的女性观，以女子为对象所实施的教育，狭义上主要指对女子的

学校教育。日本以女子为对象的学校教育虽然在明治维新后才迅速发展起来，但在江户时代已经

奠定了较为深厚的基础。历史事实表明，日本之所以较之其他东方国家最先实现女子教育的普

及，除了明治政府具有开放而长远的目光，把教育作为立国之本，在法律上、经济上采取有效措施

促进教育事业发展等原因之外，也与在江户时代业已形成良好的以实用主义为特色的大众启蒙教

育传统具有密切关系。
1603 年德川幕府建立，结束了战国时代混乱的局面，日本从此进入近二百七十年的和平时代，

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江户时代的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由于存在严格的身份制度，士农

工商的身份不可逾越，加之律令时代仿照唐制实行的科举制早已瓦解，身处任何社会阶层的人都

没有通过考试改变身份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预期，使教育在政治方面的功利性被大大削弱。不管是

作为统治阶级的武士，还是作为被统治者的普通民众，学习知识的目的仅在于掌握自己从事的职

业所需的技能，实用也就成为教育的最高价值。江户时代教育的最大特色是以寺子屋①为中心的

平民教育迅速发展。据统计，江户时代后期寺子屋的数量已经达到 15506 所②，遍及全国各地，许

多社会下层家庭的子弟因此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当时大约有 45%的男子和 15%的女子都识字。有

统计说江户时代已经有 1140 家集刻版、印刷、贩卖于一身的书店，19 世纪初仅江户就有 656 所出

租书店，足以证明当时人们的读书需求已经相当高了。这种教育水平甚至连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

望尘莫及，故江户时代被称作“教育爆发的时代”③。
教育的平民性与实用性，是江户时代女子教育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从古代社会以来，由于

佛教视女子为孽障的思想的影响，女子教育不被重视，官方教育机构皆将女子排除在外。但是在

文化繁荣的奈良、平安时代，尽管学校教育不以女子为对象，但在贵族社会内却形成了让女孩子从

小接受教育的传统。那时的女子教育仅仅被局限在家庭中进行，由其母或祖母担任教师，也有的

聘请家庭教师，教其修身、礼法及诗文、和歌、书道、音乐等技艺。贵族们对女儿进行女才教育的目

的是把女儿作为攀龙附凤的工具，让女子具备一定的才学可以增加其身价。这种并非纯正的教育

动机促成了古代上流社会女子在政治、文艺、宗教等各方面都很活跃的景象。进入江户时代，儒家

思想被作为官学受到幕府的大力提倡，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日益深广，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

观念却没有像中国那样深入人心。由于分处于武士、商人及手工业者、农民不同阶层的人们家业

经营的需要，女子具有一定读写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提倡，比如在一些女训中可以看到提倡女

子学习文化的内容:

如不晓文习字，见识浅薄，便难于相夫教子。
女人不分地位高低，各有所爱，然首先应学艺、写文章。如不谙此道，则一生中不识善事

也不辨恶事，既无乐趣，又无慰藉。④ ( 《女式目》)

品优不为贵，以心正为贵，容姝不为贵，以有才为贵。⑤ ( 《女实语教》)

①

②

③

④

⑤

私塾，因最初由寺院所设而得名。
石川谦:《寺子屋》，东京: 至文堂，1972 年，第 88 页。
如 2006 年，江户东京博物馆专门举办了“江户的学习———教育爆发的时代”特别展览。
黑川真道编:《日本教育文库·女训篇》，东京: 日本图书中心，1977 年，第 649、672 页。
三井为友编:《日本女性问题资料集成》第 4 卷《教育》，东京: 家政出版( ドメス) ，1976 年，第 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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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嫁的女子，若不通文字，即使容貌娇美，娘家富足，也会被丈夫及其亲族蔑视。① ( 《女子

手习状》)

这些对女子的训诫表明，即使是在歧视女性的年代，很多日本人对女性掌握文化知识也是持

鼓励态度的，因此才有了女子接受教育的动力。据资料统计，在 13 816 所能知道具体学生人数的

寺子屋中，招收女学生的有 8 636 所，人数 148 138 名，占学生总数的 20%②。在江户、大阪、京都等

商业发达的大城市，招收女学生的寺子屋明显多于其他地区，且在寺子屋中，女学生比率也比较

高，有的寺子屋中女学生甚至超过男学生。到江户时代后期，在江户、大阪等大城市还涌现出很多

女性经营的寺子屋及女师匠( 教师) 。尽管江户时代女子教育形式及内容都有难以逾越的时代局

限性，但寺子屋作为教育机构，已经把女性作为教育对象，在教育机构的准备、教育人才的储备、入
学动员等方面，都为明治以后近代女子教育的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明治以后女子教育政策的不断调整

与同时期欧美国家相比，明治初期日本的教育水平并不逊色，但维新改革派及新政府成员仍

然感到本国教育的不足，尤其是教育内容、教育体制及学校数量上远远不能适应“富国强兵”这一

明治维新总目标的要求。1871 年 7 月，新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文部省，将建立近代教育体

制作为重要任务，并开始关注女子教育问题。12 月，文部省颁布“设立女子学校公告”，指出“人所

以能昌其家业者，端赖男女各知其职分也。今虽有男子学校，而女子之教未备，故此番雇西洋女教

师，开官立女子学校。自华族至平民，若纳资费皆可许其入学”③。这一公告表明女子教育被纳入

近代学校教育体系，使日本成为东亚国家中女子教育起步最早的国家。在文部省的积极推动下，

东京女学校、京都府立的新英学校及女红场( 后改称京都府女学校) 、开拓使女学校三所女子学校

在 1872 年内相继成立，这是近代日本最早的一批官立女子学校，从此拉开近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序

幕。1872 年 8 月，参考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起草的日本近代史第一个教育法令———“学制”正式颁

布。在“学制”及与学制有关的一系列法律、法令中，女子教育被摆在重要位置。如 1872 年 6 月向

全国公布的“学制施行计划书”中指出，要“兴小学之教，洗从来女子不学之弊，期兴女学之事与男

子并行也”④，否定了男尊女卑观念，体现了男女平等实施初等教育的原则。
“学制”颁布后，各级政府从办小学开始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到 1876 年，在全国已经设置了

24 947所小学。但是，在近代教育起步的时候，女子教育发展得并不顺利。从入学率来看，1873 年

为 15． 1%，1879 年仅为 22． 5%，始终没有达到男童入学率的一半( 男童入学率 1873 年为 39． 9%，

1879 年为 58． 2% ) 。地处偏僻、经济落后的秋田、青森、宫城、长崎等县甚至在 10%以下，离“学制”
既定的“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预期目标相去甚远。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是发

展教育操之过急，忽视了现实的教育基础及人们的传统观念，全盘模仿欧美教育体制及教育内容，

大量采用翻译教材，脱离了实际需要，因而受到民众的排斥; 二是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观念阻碍了

女子迈向学校的大门，不少人宁可把女孩子送入民间私塾学习，也不愿让其进入男女共学的学校;

三是学费较高，当时小学学费为月额 50 钱( 1 日元 = 100 钱，当时机织女工月薪 1． 7 日元，农村雇工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志贺匡:《日本女子教育史》，东京: 琵琶书房，1977 年，第 320 页。
石川谦、石川松太郎编:《日本教科书大系·往来物篇》第 15 卷《女子用》，东京: 讲谈社，1973 年，“解说”第 7 － 8 页。
三井为友:《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第 4 卷《教育》，第 142 － 143 页。
三井为友:《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第 4 卷《教育》，第 144 － 1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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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薪 3． 1 日元①) ，对劳动大众家庭来说是不小的负担，如果一家有几个孩子，只能优先让男孩子上

学; 四是劳动力因素，当时农村人口占 80%，农业生产以家庭为主，女孩子要帮助家里劳动，尤其是

要照顾弟弟妹妹，这就使很多农民家庭不愿意让女孩子上学。
针对“学制”体制超前，教育发展并不理想的情况，明治政府及时调整教育政策。1879 年 9 月，

宣布废除“学制”，同时颁布“教育令”。有关女子教育的内容，最主要的是改男女共学为男女别学，

规定“凡于学校之内，男女不得处于相同教场”，虽然允许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而学，但在中学里实

施男女别学，男女双轨学校体系由此产生。“教育令”颁布后，原来在男女共学制的中学里就读的

女学生或退学，或转学，到 1884 年，在普通中学里女学生的身影彻底消失，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日

本战败。此外，为适应女子学生的特点及社会需求，吸引适龄女童入学，“教育令”将裁缝课列入小

学校的正规课程中。在做了上述调整后，女子教育的发展仍不尽如人意，到 1890 年，女子的小学入

学率为 31． 13%。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真正得以发展是在“学制”制定 20 年之后的 19 世纪晚期。由于日本在中

日甲午战争中获胜，刺激了产业革命的发展，女子就业的机会大大增加，社会对有文化的女性的需

求也随之增加，女子小学入学率迅速提高，到 1897 年已超过 50%。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也促进

政府加大教育投入。从 1872 年颁布“学制”以后，教育经费一直是“受益者负担主义”，即由学生的

父母、监护人缴纳学费。1890 年颁布的“小学校令”规定实行三年到四年的义务教育，同时规定市

町村有设立小学并负担包括小学教师工资在内的教育费用的义务，即由“受益者负担主义”向“设

置者负担主义”转化，但学生入学仍然要付学费，因此影响了学生入学。这种情况的彻底改变是在

19 世纪末期，1899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市町村立小学校教育费国库补助法”，由国库支付小学教

师工资的不足部分。同年，制定“教育基金特別会計法”，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赔偿金的 3%、约

1000 万日元设立教育基金，其利息用作每年普通教育费的补充，这就明确了国家对教育经费应负

的责任。有了政府的财政支持，1900 年，日本开始实施四年制免费义务教育，这是促进女孩子入学

的最关键的措施，当年，女子的小学入学率达到 71． 7% ( 男子为 90． 55% ) 。到 1907 年，又将义务教

育的时间延长到六年，当年女子的小学入学率就达到 96． 14% ( 男子为 98． 53% ) ，几乎达到适龄儿

童全部入学的程度。
小学入学率提高了，希望进一步学习的人也随之增加，发展女子中等教育成为必然趋势。在

“学制”时代，明治政府对女子中等教育基本上持放任自流的态度，也出现了少量实施中等教育的

女子学校。1891 年，日本政府颁布“中学校令”，规定“高等女子学校对女子进行必要的高等普通

教育，归入寻常中学校之列”②，女子中等教育始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1899 年 2 月，根据日益

增长的女子中等教育需求，明治政府颁布了“高等女子学校令”，规定高等女子学校是以“传授女子

必需的高等普通教育知识”为目的的四年制女子学校③，教育对象是 12 岁以上、高等小学二年级以

上的女学生，同时还规定到 1903 年之前，全国各府县至少要设立一所公立的高等女子学校。名曰

“高等女子学校”，实际上是女子中学，意味着对女子实施的最高教育。在“高等女子学校令”颁布

的 1899 年，日本全国只有 7 个县设有高等女子学校，到 1903 年，所有的县都设立了一所以上高等

女子学校，完成了“高等女子学校令”的预定目标。1907 年，日本已经有官办高等女子学校 108 所，

①

②

③

《明治人的俸给》，见 http: / /homepage3． nifty． com / ～ sirakawa /Coin /J022． htm。
文部省:《学制百年史· 资料篇》，第 130 页。
文部省:《学制百年史· 资料篇》，第 134 － 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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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学生 33 776 人①。中等家庭竞相把女儿送入高等女子学校，以至于入学竞争相当激烈②。在

战前日本，尽管后来也出现了一些女子专门学校( 相当于女子大学) ，但对大多数女子说来，高等女

子学校实际上是最终教育机关。到 1925 年，高等女子学校达到 806 所( 其中包括一部分实科高等

女子学校) ，在校学生 301 447 人，首次超过了普通中学的男学生人数( 296 791 人) 。

三、民间办学是官办女校的重要补充

在政府大力推动女子教育发展的同时，民间人士也创建了一大批私立女子学校，论数量远远

超过了官立女校，其中许多女子学校延续至今，在日本女子教育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私立女

子学校之所以发达，一是得到法律制度的保障，二是得益于人们对发展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有较为

明确的认识。
1． 公私并举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与男女双轨制学校体系促进了民间办学

在近代日本教育体系中，私立学校始终有着合法地位，这是私立女校得以发展的制度保证。
1872 年颁布“学制”的时候，就将“持有小学教科之许可者在私宅教学的”“小学私塾”列入学制规

范下的小学之列。这一点体现了新政府对当时教育机构现状的准确把握。由于设立新学校需要

大量资金，中央及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只能利用和改造江户时代的寺子屋，直到 1875 年，小学校中

仍有 40%借用寺院，30% 借用民宅③，有些以江户时代寺子屋为基础的私立学校得以发展起来。
“学制”将“私塾小学”纳入近代学校体系，表明政府承认和鼓励民间私人办学。1879 年颁布“教育

令”时，明确提出了“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概念，赋予私立学校合法地位。1899 年 8 月，出台

“私立学校令”，是第一个以私立学校为对象的教育法令，该法令的意义在于把私立学校与公立学

校同样纳入以“教育敕语”为中心的教育体系中，同时也说明了私学在近代教育中的合法性。此

后，尽管不断修改相关教育法令，但公立、私立并举的双轨制教育体系一直延续至今。
除了民间办学具有制度保障以外，男女别学制度的存在也为私立女子学校提供了发展空间。

1879 年颁布的“教育令”改变了 1872 年“学制”规定的男女共学制度，开创了日本教育史上的男女

别学体制，此后又多次强调在中等教育中实行男女别学，并通过发展高等女子学校对女学生进行

中等教育。当时公立女子教育机构尚不发达，官方开设的最高层次的学校只有女子高等师范学

校，很难满足社会需求，而私立女子学校填补了由于政府忽视而带来的女子高等教育的空白，客观

上刺激了私立女子学校的发展，使私立女子学校一直占据培养高层次女性人才的教育中的主导地

位。
2． 民间办学热情是近代女子学校发展的动力

发展女子教育，除了政府的政策与制度支持，更需要全社会的大力支持。在近代日本教育史

上，始终有一批有识之士积极主张发展女子教育，在近代教育发展不同阶段，都有不少教育家提出

各自的女子教育理念，有的还亲力亲为办女校。如在文明开化浪潮中，启蒙思想家批判儒家女子

道德，把一夫一妻制之下与男子具有同等权利、在教育子女方面颇有见识的西欧女性作为理想的

母亲形象，提出造就在人格上与丈夫平等、具备足够的教育子女的教养与知性的母亲是社会的重

要任务。福泽谕吉不仅批判男尊女卑的观念和女子无学的落后状况，倡导男女同权，还在委托其

①

②

③

高等女子学校研究会:《高等女子学校的研究———制度的沿革及设立的过程》，东京: 大空社，1990 年，第 30 页。
当时高等女学校的竞争率以 1902 年为例: 东京第一高等女学校为 1∶ 4． 3; 市立名古屋高等女学校为 1∶ 4． 2; 高知高等女学校

为 1∶ 3． 9，见深谷昌志:《贤妻良母主义的教育》，东京: 黎明书房，1981 年，第 184 页。
文部省:《学制百年史》，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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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建立的私立小学庆应义塾幼稚舎( 1874 年成立) 中实行男女共学( 后来因受到反对而放弃) 。
另一位启蒙思想家中村正直于 1875 年发表题为“造就善良的母亲说”的文章，指出“子女的精神心

术大体与其母亲相似，连后来的嗜好癖习也多似母亲。人民改变情态风俗进入开明之域必须造就

善良的母亲，只有绝好的母亲，才有绝好的子女”，而“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中村正直还

提出，为了实现“造就善良的母亲”的目标，要男女受到一样的教育，实现共同进步①。中村正直在

东京创办同人社女学校( 1874 年) ，亲自实施女子教育的实践。1885 年，留学美国 13 年的牧师木

村熊二联合《横浜毎日新聞》主笔岛田三郎、历史学家田口卯吉、评论家岩本善治等人共同创办了

明治女学校，意在通过实施新式教育提高女性的地位，诗人北村透谷、马场孤蝶、作家岛崎藤村等

人都曾在此执教，在此毕业的有实业家相马黑光( 面包店新宿中村屋创始人) 、日本第一个女记者、
女子学校自由学园的创立者羽仁元( 音) 子、作家野上弥生子等杰出的女性。

近代日本公立女子学校基本上止于高等女子学校即女子中等教育，而没有在中等教育发展到

一定程度后继续发展女子高等教育，到 20 世纪初期，舆论的主流仍然认为办女子大学为时过早。
在政府不认可官办女子高等教育的情况下，民间的有识之士开始自发创办女子高等教育，出现了

在女子高等教育中私立女校独树一帜的现象，可以说，日本女子高等教育首先是从私立女校开始

的。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女子教育家成濑仁藏及其创办的日本女子大学。身为男性的成濑仁藏

毕生从事女子教育，它曾长期到美国考察女子教育，在阐述其女子教育思想的《女子教育论》( 1896
年出版) 中提出要把妇女“作为人来教育，作为女人来教育，作为国民来教育”②的教育方针，并于

1904 年创建了日本女子大学，被誉为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第一人。该校秉承“信念彻底”、“自发创

生”、“共同奉仕”纲领，培养了集结于女性杂志《青鞜》周围的近代日本第一个妇女运动群体，该杂

志创始人平塚雷鸟正是由于读了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才选择进入日本女子大学学习的，而在

《青鞜》杂志的五位发起人中，有四位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毕业生。成濑仁藏的《女子教育论》及日本

女子大学的成立在全国影响深远，此后一批从事女子高等教育的私立学校相继成立，但是文部省

对此只作为专门学校加以认定，升格为女子大学还是战后的事情。
办教育离不开教育者，得益于前近代女子教育的积累和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日本女性已经

不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许多人成为教育家，开办女子学校，从事女子教育事业。女性办女校是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突出特色。由女性办女校，更能准确地掌握女性的心理与生理特点，实施适

合女性特点的教育③。
在上流社会人士积极办女校的同时，普通民众中也有不少人热心女子教育事业。从 1872 年制

定“学制”起，女孩子就有了就学的权利，其父母亦有送孩子上学的义务。但是现实中不少贫困家

庭的女孩子要么帮助父母带孩子，要么很小就给别人家帮工带孩子，无法到学校上学，这是明治前

期女子入学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部分女孩子的上学问题，民间开办了一些让女孩子

背着弟弟妹妹或帮工的主人家的孩子上课的学校———“子守学校”( 日语词，中文没有相应的词

汇) 。最早开办“子守学校”的是茨城县青年教师渡边嘉重于 1883 年在家乡开办的“小山村子守学

校”，受到当时的文部大臣井上毅的表扬。“子守学校”兼具女子初等教育与幼儿保育机能，上课时

间及上课形式比较灵活，学习年限不固定，只要考试及平时成绩达到寻常小学的水准便允许毕业，

且大多不付学费，因此很受下层社会欢迎，并在全国得到推广，据长田三男的《子守学校的实证研

①

②

③

汤泽雍彦编:《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第 5 卷《家族制度》，东京: 家政出版( ドメス) ，1976 年，第 348 － 349 页。
成濑仁藏:《女子教育论》，载三井为友:《日本妇女问题资料集成》第 4 卷《教育》，第 329 页。
有关日本的女教育家与女子学校，请见本期周萍萍的论文《女教育家与日本女子学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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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知，这种学校一直存在到昭和初期，共有 318 所“子守学校”分布于全国 36 个都道府县①。从

事这种教育的多是深知下层社会疾苦的基层人士，他们为女子初等教育的普及所做的贡献是最直

接、最现实的。今天，我们偶然可以从一些日本影视作品中看到女孩子在教室中背着幼儿认真听

课的场景，那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明治时代的事情，从这道难得一见的风景线中，既可以看到近代日

本女性求知的渴望，也展现出民间教育者的办学热情。

四、培养良妻贤母的目标使女子教育得以立足

近代日本女子教育侧重对女子的性别教育，“良妻贤母主义”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女子教育的全

过程。在明治初期，女子教育的起步是从培养有知识的“良母”做起的。如前所述，启蒙思想家中

村正直于 1875 年提出“造就善良的母亲，要在教女子”，另一位启蒙思想家森有礼也指出，“女子教

育比男子教育更重要”，1887 年，他作为文部大臣在视察地方的教育情况并发表演说时明确指出:

“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培养女子为人之良妻，为人之贤母，管理家庭、熏陶子女所必须之气质才能。
国家富强之根本在教育，教育之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发达与否与国家安危有直接关系”②。
森有礼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角度认识女子教育，突出了女子教育的社会作用。

在明治初期大力吸收西方文明的所谓欧化时代，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良妻贤母是像西欧社

会、尤其是基督徒那样的与丈夫有平等人格的妻子、具备足以教育子女之教养的母亲。为了培养

这样的良妻贤母，当时的女子教育颇具欧化色彩。学校教育实行男女共学，教科、教材也完全相

同，甚至使用翻译教材。然而，从明治中期开始，日本放弃了文明开化政策，国家大力宣扬的国家

主义与儒家伦理相结合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反映在女子教育上。19 世纪晚期，明治政府一方面努力

提高女子小学入学率，另一方面通过办高等女子学校发展女子中等教育。在战前日本社会，女子

大都在十六七岁结婚，而结婚之前在高等女子学校的学习阶段被认为是培养良妻贤母的最佳教育

时期。1899 年颁布“高等女子学校令”后，当时的文部大臣桦山资纪这样阐述办高等女子学校的目

的:

只以男子的教育是不能达到健全的中流社会的，要有善理其家的贤母良妻，才能增进社

会的福利……高等女子学校的教育在于培养学生于他日嫁到中流以上家庭后成为贤母良妻

的素养，故而在涵养优美高尚的气质和温良贞淑的性情的同时，要令其通晓中流以上生活所

必需的学术技艺。③

继任的文部大臣菊池大麓也将推进女子中等教育作为重要任务，1902 年，他在高等女子学校

校长会议上的演讲中指出:“良妻贤母是女子的天职”，“高等女子学校是为了实现这种天职而进行

必要的中流以上的女子教育机关。”④桦山资纪和菊池大麓两位文部大臣将高等女子学校的办学思

想和教育目标说得非常明确，即仅仅有男子是不能实现国家发展的( 即达到“中流社会”) ，还必须

培养与之匹配的良妻贤母。“高等女子学校令”的颁布，标志着培养良妻贤母已经成为国家公认的

教育理念。这种教育观念一经提出，便左右了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发展方向。不仅在各高等女子

学校得到贯彻，各私立女子学校也积极响应，对女子的性别教育被固定化，家务、裁缝、手工艺授课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斋藤泰雄:《初等义务教育制度的确立与奖励女子就学———日本的经验》，载广岛大学教育开发国际协力研究中心:《国

际教育协力论集》第 13 卷 1 号，2010 年。
大久保利谦:《森有礼全集》第 1 卷，东京: 宣文堂书店，1972 年，第 611 页。
《教育时论》1899 年 7 月 25 日。
《教育时论》1902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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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增加，教学内容注重家庭实用技术的培养，而外语、数学、理科的内容相应减少。
“良妻贤母主义”教育是畸形的日本近代化的一个矛盾产物。它将女性的作用局限在家庭之

内，有保守、落后的一面，同时也强调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有知识、懂学问是女子贤与良的重要标

准，亦有其积极、开明的一面。在日本，“良妻贤母主义”虽然在明治后期一度受到社会主义者的批

判，但是，由于这种教育思想与战前日本的意识形态非常吻合，所以不仅作为国家公认的女子教育

理念存在，而且一直是女性的行为规范和战前日本女性观的主流，可以说“良妻贤母主义”在日本

是深入人心的。这种充满矛盾的教育必然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女子教育培养出大批近代化国家

建设需要的有用人才，女性成为产业工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12 年，在工厂就劳的人群中，女工

已达到五成左右①。同时，女子教育带来女医生、女教师、女记者、女事务员等职业女性大量出现，

至 1930 年，职业女性已有 874 154 人②，几乎所有行业中都有了女性的身影。另一方面，这种教育

把多数女性塑造成家庭中的良妻贤母，固然有益于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也对子女教育有利，但作用

毕竟多表现于家庭层面，培养出来的女学生大多知识和视野有限，社会适应性较差，最终都在家务

劳动中终其一生。战前女子参政不发达、劳动就业率低与这种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On the Cau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men Education in Modern Japan

Li Zhuo，Zhang Dongdong
Abstract: As the first modernized Asian country，Japan ha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education，especially in the women

education． The reasons for the fast growth of women education in modern Japan includes: First，the Teragoya as the civili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had laid a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popularization of women education from the Meiji period be-

cause it took the women as an educational object in Edo period． Secondly，Japanese female education has had a tortuous

development process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from imitating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ystem initially to developing

rapidly according to their national conditions． Thirdly，private schools had been important supplements to public women

schools． Such private － public and men － women dual system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schools． Lastly，the

goal of cultivating the girls as good wife and mother had motivated the female education．

Key Words: Women Education; Teragoya; Compulsory Education; Men － women Educated Separately; Good Wife and

M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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