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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女性解放运动的肇始
*

肖  霞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  以岸田俊子、福田英子、清水丰子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女性群体作为日本女性运

动的先驱者,勇敢地站在时代斗争的前列,号召姐妹们为自身的权利而抗争。为此,她们通过

宣讲和社会评论,努力争取女性的受教育权、公民权、参政权、平等权。而她们所开展的这一

系列社会动员活动,则标志着日本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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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明治维新初期,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以及欧洲妇女解放运动、男女平等思想的传入,日本女性

开始从蒙昧走向自觉。部分知识女性开始勇敢地站在斗争的前列,为女性自身的解放和权利而抗争。但她

们深深的体会到,要想为女人争得做人的权利,必须用西方先进的女性解放理论来消解传统日本社会中的封

建思想,并通过社会动员 (即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的方式使之深入人心,从而获得社会的理解和认可。于

是,岸田俊子作为日本女性运动的先驱者, /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喊出了自由民权的第一声0, 拉开了日本女性
争取解放的序幕;福田英子 /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妇女斗士0, 则勇敢的参加到平民社的社会主义运动中, 广

泛开展妇女解放的社会动员活动;而清水丰子则以5女学杂志6为舞台,广泛开展评论活动, 号召女性姐妹为
自身的权利而战。这个以岸田俊子、福田英子、清水丰子等人为代表的知识女性群体所开展的一系列的有关

女性教育、自由、平等的社会动员活动,标志着日本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肇始。

一、日本近代女性争取解放的第一声呐喊

岸田俊子 ( 1863) 1901)原名俊,号湘烟。岸田俊子是日本近代早期的女权运动理论家, 也是日本女性

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她在明治初年接受文明开化的新式教育,在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潮期, 勇敢地站在女性的

立场上针砭时弊,批判封建制度对女性的迫害,主张女性的自立与人权,第一个揭竿而起, 举起了日本女性解

放运动的大旗。

岸田俊子为了宣传女性思想唤起同胞姐妹的觉醒, 到处演讲, 开展社会动员活动。她在结识了5高知日

报6的主编植木枝盛等人后,积极参与立志社的政治宣传, 热心改造束缚女子的恶风陋习。明治 15年,俊子

在大阪、冈山作了5谈理想6、5告冈山县女子6等的演讲,宣传女权思想。岸田俊子的演讲/端庄大方, 声音洪
亮,能言善辩。论旨从批判5女大学6开始,讲到女权扩张。0¹岸田俊子具有强烈的自由民权意识, 她站在男

女平等的立场上, 批判以儒教思想为根底制定的5女大学6对女性的束缚; 提倡男女平等,张扬女性意识, 以
反传统的姿态赢得世人的欢迎,被称为明治开国以来的/妇女辩士第一号0。明治 16年 10月,岸田俊子在

大津的四宫剧场,围绕5金贵小姐6连续作了三场演讲。她认为, 自己是为了国家才进行演讲的, /讲演的目

的是为了相互交换知识,交换才智, 增进人智。0她认为, 女子教育不是人为地加以控制, 而是让其在天地间
自由发展。她认为,迄今为止, 社会上有三种框框严重阻碍女子的发展。一是父母以自古流传的遗训为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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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缚女子的自由;二是女子生育时造一个深宅大院让其居住,用足不出户来束缚她;三是乱用母权,使女子言

纪必从。如果不消除这种弊多利少的女子教育方式,就不会出现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完美的女子。在谈到母

亲对孩子的教育时,她指出,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存在着很多误区,一是认为学问妨碍女子出嫁;二是认为读四

书五经,吟和歌、俳句就是学问。对此,她认为,学问必须有利于国家发展,不是虚度岁月, 妇女必须学习妇女

的责任,即学问必须成为妇女出嫁的第一陪嫁。她认为,学问应该是指经济学和修身学。修身学主要在于妇

女的守节;经济学能使妇女靠自我的力量维持生计。我们要为女子制造一个大的框框,开阔而又自由。

岸田俊子还撰写了大量的时事评论,为女性的觉醒大声疾呼。明治 16年 5月,岸田俊子接连发表了5恋

自由灯光而述怀6、5告同胞姐妹6等文章。而5告同胞姐妹6则被认为是日本最初的由女性创作的女权论。

岸田俊子在文章中呼吁道: /我亲爱的姐妹吆! 为何没有这种心态,为何处于精神麻痹之中! 0首先向大家做
出说明,自己站出来讲演, 号召大家觉醒, 并不是狂妄之举, 而是出于忧国忧民的一片赤心,为了姐妹们的幸

福。她认为,日本自古就有的/最大恶习是男尊女卑之风俗。,,试想一下, 人间社会是由男女构成的, 只
有男人不能创造世界。社会一日没有女子,人伦将亡, 国将不国。0男女双方原本就 /同等同权0, /从灵魂到

四肢无观,男女均具有自然固有的属性,没有什么缺陷0。 /试看我国之风俗, 将男子尊为主人,将女子卑为
妻妾, 不能一视同仁, 这是最大的遗憾。0¹岸田俊子指出: 男女之间不能以强弱来论, /有论者以所谓的强弱

来定尊卑贵贱,是讲不通的愚论。0º她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男女地位的不平等提出抗议,号召女性反省自我
的存在及价值。在第五部分谈到男女的幸福问题时,她认为恋爱结婚是男女间最高尚的行为, /男女之间以

爱怜二字为尊,恋呀、情呀,无外乎这爱怜二字。然而,男女之间相爱、相怜,同甘共苦才是真正的恋、真正的

情。, ,男女的爱怜之情越深,其快乐越大。,,大概爱怜之情发自人间最好的感觉,也可称作天然的美德

吧。0她认为,日本男子往往以权利之心打破爱怜之情, 以恶魔之威破坏文明。指出: /权柄如果是发根于人
间最恶的私欲的话,其恶德不言自明。换句话说,爱怜之情发自有情, 权柄之欲发自无情。0 /有爱没有权, 有

权就没有爱。权和爱不可得兼。0她将权柄看作 /企图扑灭爱怜之情最可怕的恶魔怨敌0。» 在谈到男女同权
的问题时,岸田俊子指出: /如果说男女相亲、夫妻相爱的真情逐渐加深, 就能得到真正爱情的话。那么试问

那些热爱自由、尊重民权的诸位,你们谋求社会改良、人类进步,为什么一提到男女同权就与那些守旧顽固之

党结合起来呢0。¼ 她批判某些自由党人的假解放论,认为女性解放不能指望男子,从而号召女性/我亲爱的

姐妹吆,要改变陋习, 破除习惯,打破那些没有良心的男人们的迷梦。0½

明治 18年岸田俊子在加入基督教后,又发表了5妇女叹6 (5女学杂志6明治 20年 5月 )、5日本社会的空

气6 (5女学杂志6明治 22年 3月 )等文章,她所追求的女权思想并不是只要求男女同权,而是在尊重女性本

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女性的作用。强调女权论同时也是男性的问题,是整个人类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女性首

先要自我反省。岸田俊子的开阔视野为日本女性的解放运动打下了基础。

二、自由民权运动的妇女斗士

福田英子被誉为日本近代杰出的女性运动实践家。她/作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妇女斗士0, ¾从自由民权

运动的挫折中走出,参加到平民社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以5世界妇女6为阵地, 广泛开展妇女的社会主义启蒙
活动。她在福泽谕吉男女平等和以学问立身出世思想的影响下,广泛阅读欧美各国的政治史, 对妇女问题、

外交问题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明治 15年,福田英子在冈山聆听了岸田俊子的演讲, 并由此受到了极大的

鼓舞。福田英子认为参加民权运动是为/国家之大事0, 必须投身到此项运动之中。

明治 15年,福田英子成立了自由主义的妇女团体) ) ) /冈山女子联谊会0,提倡男女同权。明治 16年

福田英子发表了5人间平等论6一文,福田英子深深感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在她看来,改变女性的意识至

关重要,女性有了学问才能理解自由民权的意义,才能产生爱国心, 才能参政、议政,拥有与男子同样的/人
权0。为此, 她和朋友联合创办了私塾) ) ) 蒸红学舍,广泛召集勤劳妇女和贫家子弟, 以独特的进步教学法

传播知识。她们公开宣言,即使是为人妻、为人母, 或是因贫困白天为了家计不得不工作的人,也能自由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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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受教育,追求学问。在她看来,斯宾莎的社会进化论更有利于女子获得参政权, 要获得参政权必须首先

接受教育。

福田英子的女性解放论还明确提出了女性经济独立问题, 这在当时的女性解放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甲申事变0爆发后,日本国民不满于政府的软弱外交,群情激昂,示威游行,福田英子出于爱国热情, 醉心于

当时的国权主义,弃学从戎,奔赴朝鲜,投身于反对政府的斗争中。其后, 福田英子经历了牢狱之苦,生活多

劫,在艰难的生活处境中渐渐懂得了女性的独立首先应该是经济上的独立。她与富井於菟在共同的女子教

育论思想基础上,于明治 18年制定了5不恤纬公司创立趣意书6, ¹与冈山时代的女权扩张论不同, 认为女子

教育才是立宪政治的基础。只有改善女子教育, 使处于卑屈地位的妇女焕发 /活泼有为的精神0,才能真正
实现男女同权。她以欧美先进国家的女性为榜样, 认为她们健康活泼的精神气质不在于拥有独立的学会,而

是因为拥有产业,不依靠男子也能自活自立。女性应该发挥自我之所长,研修女学。为了贯彻自己的女性思

想,她作为教育实践家又创办了女子实业学校、女子工艺学校, 试图帮助女子掌握一技之长, 获得经济的独

立。

明治 18年 11月 23日,日本政府制造了即所谓的 /大阪事件0, 福田英子作为/忧世爱国的女斗士0, 同
时被捕入狱;明治 23年,因明治宪法颁布获释。福田英子在谈到了女权扩张与民权运动之间的关系时指出,

迄今为止日本女性的软弱无力,不知 /天赋自由之权理0, 是由于女子教育的不充分和民权的不扩张。由于

民权的不扩张,自然也影响到女子。阐述了民权扩张对于女性解放的重要性。在她看来, 民权扩张就等于国

权扩张,模糊地将自由党人的活动看作 /都是为国家尽职0。从国家主义利益出发, 女子也应该具有国家义

务和爱国心,也应该获得参政权。获得参政权的目的与其说是变革社会,毋宁说是改变人民以及女性的精神

世界。福田英子的女性论思想主要表现在5妇女的本分6和5私立实业女学校设立之趣旨及规则6中。前者
认为/男女分工不同, 使命各异0, º强调女性的天职在于家庭,保守地将女性及女性解放限定在日常生活中,

与福泽谕吉的女性观不谋而合。后者主张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认为一般的女学校偏离实学,她要培养中等以

下家庭、以家政为主、能够独立生计的妇女。女学校的实学主要指女性擅长的副业, 即女子掌握技术后可以

更好地 /辅佐男性0。她对下层妇女寄予无限的同情,希望她们能够掌握一技之长,自强自立。

在社会主义者堺利彦的影响下, 福田英子转向社会主义。她决心 /反抗赤心资本的独占,救济不幸的贫
民0,并走上高扬人道的社会主义道路。明治 36年,在主战论的热潮中,与木下尚江、石川三四郎等人共同

打出非战论的旗帜,以5平民报纸6为中心开展反战进步运动。明治 37年, 福田英子出版了自叙传5妾的半

生涯6, 以/大阪事件0为中心,详细描写了在自由民权运动这个急风暴雨的时代,自己作为妇女战士投身运
动的经过,获得社会的好评。明治 38年, 以自己的经历为蓝本, 在模仿德富芦花、木下尚江社会小说的基础

上,创作了具有明显社会倾向的小说5我的回忆6,内容涉及妇女解放运动、反战思想、基督教社会主义等, 是
当时极为罕见的妇女运动小说。不仅如此,作为妇女运动活动家, 福田英子继续为女性的权利而斗争。明治

38年,针对禁止妇女参加政治活动的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福田英子与进步妇女今井歌子、川村春子等人积极

开展请愿运动,争取女性的参政、议政权利。她认为,治安警察法第五条明文规定禁止妇女参加政治活动,这

是十分不合理的。这种做法难道不是将妇女闲置起来的过去的遗风陋习吗?! 进而指出: /今后,妇女将会

对各个方面感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在还没有与男子具有相同地位的时候, 屈从于这种毫无意义的法律条

文,决不是女子的真正心态。0她们的请愿运动得到广大妇女的广泛支持。明治 40年,另一份妇女杂志5世
界妇女6创刊,福田英子在 /创刊词0中明确写道: /希望远离有关妇女的法律、习惯、道德等所有规定, 研究天

性、使命,在天真生命的基础上,鼓吹、开拓以往的革新运动。0又说道: /察看当今社会现状, 几乎所有的一切

都在压迫妇女的天性。在这种趋势下,妇女必须展开自身的社会运动。这在今后的事业中,不是我们所能为

的。只是有一个希望,即以本杂志来培养其鼓吹者。0»为了避开警察的查封, 杂志只字不提/社会主义0的字

样,但从创刊以来到第 38号的编辑方针来看, 这是日本最初标榜社会主义的妇女杂志。杂志继承了5新纪
元6、5妇女问题6等杂志的社会主义传统, 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妇女运动、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文章,

广泛开展启蒙运动,号召妇女/确立自我0,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从精神道德方面推翻压迫妇女的社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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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求普遍选举权。

大正 2年,应平塚雷鸟之邀,福田英子在5青鞜6杂志上第 2号上发表了5妇女问题的解放6一文, 其独特
的观点引起政府的主意,直接导致该杂志的禁刊。作者认为自己在自由民权运动时代所追求的男女同权,是

对男子而言的相对解放; /这些相对意义的运动只能作为手段,进而必须实现绝对的妇女解放0。/所谓绝对
的解放,并非作为妇女的解放, 而是作为-人.的解放。并非实现妇女的自由,而是实现-人 .的自由。不仅只

是打破法律的、道德的、因袭的束缚, 而是打退自我内心的束缚,获得自由。0¹她认为, /这不仅是妇女的问
题,男子也必须觉悟。在解放妇女的同时也要解放男子。当今的男子也和女子一样,昏迷于可怜的境地。0

指出, /我们的使命0就是要 /截断迷惘的铁索, 实现自然状态下的自由和平的生活。0º她在此基础上阐述了

理想的社会主义妇女观,指出: /尤其是在消除了私有财产制, 废除了金钱婚姻、买卖婚姻,没有经济的、利益
的结婚的家庭里,除了真正的爱情之外,没有任何束缚。0»/实行共产制是妇女解放的关键, 不论如何辩驳也

是无可置疑的。在实施共产制度的同时, 一切科学知识和机械力都为万人平等的福利而被应用。0¼即作者
认为, 自由民权时代所追求的妇女解放,并不意味着妇女对男性的解放,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只能在男女

双方都从资本主义制约中解放出来的共产制下才能实现。男女之间真正的爱情,只能在消灭了私有制,废除

了金钱婚姻、买卖婚姻之后,在无经济利益驱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在谈到妇女的参政权问题时指出: /即

使得到了参政权,法院、大学及其他官衙为妇女开放,而能进入其中的仍然是一部分权力阶层的妇女,一般多

数妇女依然被排斥在外。0½她的女性解放思想无疑具有先进性和大众性。

福田英子的一生历经曲折和磨难,但她始终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为女性的权利获得而奔波,直到

生命的最后。她的名字/在日本女性解放史上是不可遗漏的。她的一生反抗男尊女卑的旧道德,为男女同

权、妇女的经济独立、妇女的参政权而战斗;晚年作为社会主义者为妇女摆脱资本主义的束缚而战斗,是一位

近代女性的先觉者。0¾

三、不相信救世主,女性的解放要靠女性自己

清水丰子 (紫琴, 1868) 1933)出身于学者家庭,明治 18年, 在父母的规劝下,与自由民权代言人冈崎高

厚结婚。由于冈崎早就与他人结婚, 双重婚姻的事实使年轻的清水丰子在婚姻中受挫,这段不幸的婚姻促使

她创作了第一部小说5破碎的戒指6 ( 1891)。小说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描写了女主人公从结婚到离婚, 最

后走向自立的过程。作者虽然遭受婚姻的打击,但这段时间她接触到自由民权启蒙家植木枝盛等人,受到自

由民权思想的熏陶,以独特的目光观察男性与女性,批判男权中心社会男性的专横和对女性的伤害,站在女

性立场上主张女性的权力,号召女性自强、自立。她在5暂告同胞兄弟6 ( 1888)一文中直截了当地写道: /我
们在参与一国之政事之前,欲求给予一家之主权0。 /我们姐妹是有灵魂之人,为何要默默忍受专横呢! 如

果现在不图改正,就难免会爆发革命。0清水丰子的女性解放思想与先觉者岸田俊子、福田英子不同,她是从

自己的不幸出发,观察社会与人生,主张女权与自立,从而投身女性解放运动的。

明治 22年,清水丰子在京都作了题为5女权伸张的策略,寄希望于绅士、小姐6的演讲, 可谓她人生自立

的宣言书。同年 2月 21日, 在出席/大阪事件0出狱者的欢迎会上,与自由民权实践家福田英子相遇, 从此,
这对冈山出身的女性革命家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段时间, 她随福田英子到各地演讲, 宣传民权和自由,

号召女性姐妹为自身的权利而战。明治 22年 6月, 清水丰子在经由京都时向元老院提交了5一夫一妇建议
书6,主张在制裁通奸罪时不应该光针对女性, 应该男女同罪, 要求政府修改不平等的法律条文。这种要求

与基督教矫风会以及严本善治的男女平等思想不谋而合,为她以后成为5女学杂志6的记者打下了基础。
明治 23年 5月,清水丰子到东京进入女权运动的阵地,成为5女学杂志6的记者, 8月,针对政府禁止妇

女参加政治活动提出抗议, 发表了5为何不允许女子参加政谈集会6一文,责问政府为什么是女性就被剥夺
了 /人0的权利和自由?! 批判社会偏见对女性的歧视。同时指出, 政府必须使国民具有国家意识, 让国民热

爱自己的国家,而母亲作为 /第二国民0,参政、议政是不可缺少的。同年 10月,第一次帝国议会召开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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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众议院规则第 11章禁止妇女旁听的规定,清水丰子又发表了5泣告亲爱的姐妹6一文,指出,宪法是针

对日本帝国的臣民颁布的,妇女作为臣民之一半, 没有旁听的权利, 这是让人不可理解的。从而责问政府,

/国会是为何召开的? 一部分人恣意支配另一部分人,与其说不符合道理, 也并不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 共

商一国之大事。而今若在国会召开之际,女性不能派出自己的代表, 无权旁听有关一般国家利害得失的议

事,难道不是一部分男子肆意压制女子吗? 如果这样,说一切都由众议来决定,颁布完善的立宪政体,有谁能

够认可呢?0¹她认为,在整个议会会场没有女性的身影, 是 /不可思议之极0。最后发出号召, /我亲爱的姐
妹吆, 你们肯定会对此抱有种种意见,如果这样,为何要默默忍受呢! 自己的不幸不利暂且不论,为了其他姐

妹和国家, 怎能不奋起! 热切希望大家相互谋商, 早日摆脱次困境。0º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不得不取消禁

令,还女性以旁听权和参与权。为了唤起在校女学生的觉醒, 打破封闭的视野, 使她们成为 /将来的改革
者0,清水丰子发表了5当今女学生的觉悟如何6 ( 1890年 11月 )一文,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 忠告即将步入

社会的女子 /那些令人满意的男子现在在哪里0,鼓励她们奋发、自立。明治 24年以后, 面对议会围绕预算

案展开的政治交易,土佐派的背叛致使植木枝盛遭受牵连,清水丰子连续发表了5口与心6 ( 1891年 1月 )、

5文明之妖怪6 ( 1891年 1月 )等文章,开展政治批判,同时表明自己对政治的绝望。在对自由民权运动的失

望以及私生活连续不幸的苦恼中,清水丰子开始接近基督教,希望在神的教诲中得到拯救,但她知道拯救自

己的只有自己,最终没有接受基督教洗礼。明治 24年 9月,清水丰子回到5女学杂志6, 重新开始文笔活动。
明治 25年 10月, 发表了小说5一个青年的异样叙述6; 其后, 又陆续发表了5小姑娘6 ( 1894年 1月 )、5野路

之菊6 ( 1896年 10月) 1897年 1月 )、5心鬼6 ( 1897年 1月 )、5花园随笔6 ( 1899年 )、5移民花园6 ( 1899年 8

月 )等小说。其中, 5移民花园6是一部最早涉及部落问题的小说,比在文学史上受到高度评价的岛崎藤村的

5破戒6要早七年。小说有力地批判了日本社会存在的部落歧视,强调了夫妻之间的爱情纽带, 指明了超越
人种歧视的新的人生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清水丰子作为明治初期的新闻记者, 从自由民权思想中汲取男女平等的思想,以5女学杂志6为舞台, 广
泛开展评论活动。她的作品多以女性的眼光针砭社会弊端,揭露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和日本社会存在的歧

视现象,她作为争取女性权力的先驱者之一,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与岸田俊子、福田英子等人遥相呼应,进一

步壮大了女性解放宣传的声势。

在岸田俊子、福田英子和清水丰子等人的努力下,自5青鞜6以来一直倍受关注的男女同权运动, 在大正
民主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在进步男性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于大正 11年有了转机,即治安警察法第五条的部分

条例得到修改,女子获得了集会权和参政权。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妇女工人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运动。当

时,持劳资协商主义的工会组织友爱会于大正 16年设立了妇女部, 发行5友爱妇女6杂志, 向妇女工人发出

号召。在此基础上创建的日本劳动总同盟,不久又将妇女部独立出来,召开了妇女劳动者大会, 谋求工人阶

级的男女平等、普遍选举、修改治安警察法条文等, 力争为劳动妇女争取更大的权利。随着日本第一个妇女

社会主义团体赤澜会的成立,以妇女参政权为统一目标的/妇女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会0 (后改为/妇选获得

同盟0 )也宣告成立。它们将妇女的公民权、参政权、受教育权作为斗争目标, 由此,日本的女性解放运动在
大正民主主义的推动下获得飞速发展。

(责任编辑:陆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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