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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social ideological trend 
was very active, and many commercial newspapers focusing on women appeared one after anoth-
er. From the earliest issue of Women’s journal in 1898 to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 
1912, there were more than 30 kinds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about women issued and pub-
lished during this period. As a commercial newspaper about women with a large circu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Women Times appeared in this period. This pa-
per will introduc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Women Times, the features of early newspapers, 
the cognition and shortcomings of women’s education,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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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清民初时期的中国社会思潮极度活跃，众多商业化女性报纸纷纷出现。从1898年最早发行的《女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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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硕 
 

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期间共有三十多种妇女报刊发行和出版，作为晚清民初发行量较大的商业化女

性报纸《妇女时报》便兴起于这一时段。文章将从《妇女时报》兴起的历史背景、早期刊物特点、对女

性教育的认知及不足等方面进行有关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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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晚清民初是女性主权意识的启蒙时期，也是女性社会地位转变的雏形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女性报

刊创办的高潮。《妇女时报》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主要受众为女性群体。《妇女时报》作为晚清民初

发行量较大的商业化女性报纸，其创刊的目的是为了启蒙女性智慧以及增长女性知识，从而应用到家庭

教育中，使女性做到“家有贤母，室有良妻”[1]。尽管《妇女时报》在创刊过程当中存在许多不足，最

终也因为拖稿、经费不足等多种原因停刊，但其仍不失为这一时期重要的女性启蒙刊物，充分发挥了提

升女性地位与解放女性思想的重要作用。 

2. 《妇女时报》兴起的社会历史条件 

1) 宽松的发刊及经营环境 
《妇女时报》创刊于 1904 年的上海，晚清民初的上海拥有较为宽松的发刊及经营环境。这一时期，

上海的工商业发展迅速，对于资讯信息的需求比较迫切。一方面，上海地区新知识分子汇聚，言论较为

自由，思想新潮；另一方面，上海地区印刷技术发展迅速，发刊效率较高。在上海宽松的外部环境下，

刊物发展较为蓬勃，《妇女时报》应运而生。 
2) 女性教育的崛起和发展 
在晚清民初，女子民办学校的数量逐渐提升，女性教育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伴随着女性识字能力

和文化水平的提升，女性在社会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等方面的参与度和主动性越来越强，女性群体对于

精神发展的需求也成为女子刊物创办及发展的初衷。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社会对女子教育的探讨也逐

渐深化，他们认为拥有知识的女子最终通过回归家庭、养育子女等形式创造更大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

此时的《妇女时报》在内容上也正围绕着女子教育的目标，进行创刊内容上的深度挖掘。 
3) 初创团队的良好经营和管理 
包天笑作为《妇女时报》重要的创刊人员、编辑人员、作者以及管理人员，对《妇女时报》的创刊

以及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包天笑自身作为优秀的文字创作者，格外擅长教育类型的小说，并

有多份报刊的写作以及编辑经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包天笑同时还担任多所女校的授课教师，因此对

于女性特点以及需求有较为深刻的认知和理解，这些丰富的写作经验、教育经验在日后都很好的融入到

了《妇女时报》的创作中。 
此外，《妇女时报》超前的筹资模式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在晚清民初时期，女性刊物筹资方式主要

有以下四种——个人筹资、集体筹资、社会捐款以及股份筹资。《妇女时报》打破传统筹资模式，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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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商业化的运营形式，资金支持更加稳定，经营管理方式更加完善。尽管办刊具有商业化运营的性质，

会增添广告运营等栏目，但是《妇女时报》能够较好平衡商业化发展与优质内容创作之间的关系。当时

的《妇女时报》两面印刷，拥有精美的版面设计、短小精悍的论说、内容丰富的小说以及各类新闻的分

版，其种种创新赢得了广大受众的喜爱。因此相比较同时期的女性刊物，《妇女时报》仍旧具有较长的

存续寿命。 

3. 《妇女时报》早期的刊物特点 

1) 创作内容丰富多元 
《妇女时报》在创立之初，包天笑就对其内容创作定下了“广泛性”这一要求，在后来的报刊内容

方面更是丰富多元。在《妇女时报》中，时政、教育、家政、科学、国际时事、西方文艺、游记、童话、

小说、裁缝、食谱、手工艺等内容均有所涉及，可谓是洋洋洒洒，五花八门，也赢得了这一时期社会各

阶层知识妇女的喜爱。 
2) 创作群体充分兼顾受众需求 
相对于创作内容的多元化，《妇女时报》的作者群体却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一般来说，目标受众

为女性群体的报刊大多应该由女性内容创作者执笔写作，这样才能更容易抓住女性特点和需求，创作出

相吻合、相适应的内容，但受限于清末民初女性创作者的数量，现实中《妇女时报》的创作者大多数为

男性群体。在广泛性的创作内容中，包天笑格外重视文艺类创作的内容契合性，要求这一内容的执笔者

必须为女性作家群体。在女性创作者中，仍不乏一些知名的女性人物，如冰心、吕碧城、林宗素、张竹

君等。 
3) 报刊的发行范围广泛 
《妇女时报》的发刊范围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地区，在后期发行范围更是辐射到了全国范围。在发行

方面，报刊在 17 期之前主要集中在上海以及北京，而后新增了南京、杭州、天津、苏州、锡州等发行地。

正是因为《妇女时报》发行范围的广泛性，每一期能够产生六七千份以上的印刷量，《妇女时报》也成

为当时发行量较大的商业化女性报纸[2]。 
4) 重视报刊的商业经济效益 
《妇女时报》每一期大概具有百余页左右的篇幅，且将近六分之一的版面都是广告的投放，也为《妇

女时报》的经营商家带来较为可观的商业利益。同时《妇女时报》的目标人群也具有很好的购买意愿和

消费能力，其目标消费人群主要包括女学生、女界的精英、男性知识分子、夫妻等。在实际的购买以及

推广人群中，海内的社会名媛以及大家闺秀，都成为重要的消费力量。 

4. 《妇女时报》对女性教育的主要观点 

1) 理想下的新家庭：家庭教育为女子教育的基础 
《妇女时报》认为女子教育的最终教育目地，就是回归与反馈对家庭的教育，女子通过知识层面的

发展以及提升，能够更好的提升家庭教育的成效。为什么女子一定要回归到家庭中，在家庭劳动中创造

自身的价值？《妇女时报》在不同的文章中也给出了相关解释。《妇女时报》认为，沿袭我国传统性别

文化，要求女性“正位于内”，视女性群体为家庭劳务的执行者以及家庭价值的捍卫者。随着小农经济

中男耕女织劳作形式的确定，男性承担了生产力价值创造的主要部分，因此通过掌握了家庭的经济权利，

掌握了家庭的生存以及发展状况。同时《妇女时报》相关文章提出：妇女天生适合向家庭内发展，由于

男性和女性在活动范围以及类型上的差异，因此女性比较适合转向对家庭的教育。这不仅仅是由儒家文

化等传统文化体系决定，也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构成有直接关系。除此之外，妇女的生理特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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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格特征也比较适合发展家庭教育，能够带来良好的效果，因此家庭教育是女子教育的最终归宿，也

是最终的价值实现方式[3]。 
2) 打造新家庭生活：育儿知识与家政改良 
《妇女时报》的预设读者主要为女学生、受过教育的夫妻。夫妻群体必然已经结婚并且组建家庭，

因此家庭教育对于这一群体有实际意义。女学生虽然没有婚配、没有成家，但是《妇女时报》的相关教

育内容能够为日后其开展家庭教育工作提供指导和建议。《妇女时报》对女性角色预设了成长道路，从

为人女、为人妇到最后的为人母，因此在内容创作以及结构上，《妇女时报》一方面教育女性群体如何

处理好家庭生活各项事务，另一方面教育女性群体如何养育孩子，培育好下一代。在内容设计上，《妇

女时报》不仅沿袭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生活以及养育观点和方式，同时也结合了的许多西方的先进的教育

观点，在中西结合的情况下发挥女性教育的作用。 
女性在家庭中的关键性职责就是生育、养育下一代，在此观念的引导下，《妇女时报》从不同角度

探讨了育儿知识。一方面，该报刊中刊登了许多理论化的、知识化的育儿理论，从学术角度更加专业的

探讨如何养胎、育儿。另一方面，该报刊也同样从实际角度探讨，侧重于易理解性、可操作性的实践经

验，在原则上主要把握育儿的科学性。《妇女时报》也创新化的提出了父亲角色在育儿中的重要性以及

参与方式，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如果说《妇女时报》中育儿知识教育的“新”体现在科学性上，则家政改良的“新”体现在民主性

上。在女性的家政改良方面，《妇女时报》也从原则性指导和实践案例两个方面入手。从财务收支表、

亲身经验讲述、国外家政案例、改造家庭生活等登刊内容上可以看出，《妇女时报》希望能够规划理想、

事物以及家庭教育之间的平衡。在时报的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夫妻双方在知识面与执行面上企图改良家

庭生活的努力，会使得治家、理财、育儿、生活空间规划、室内装修、服装选择、家庭娱乐等方面的执

行更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在相关文章中，作者群体还格外突出男性在家政改良中的管理作用、指导作

用以及监督作用，将家政权利和义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散，体现了家庭生活管理逐渐走向民主化的趋

势。 

5. 《妇女时报》对女性教育观点认知的不足 

《妇女时报》认为在女性教育的过程中，女性教育最终需要回归到家庭生活中，主要体现在育儿以

及家政这两个方面，但《妇女时报》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女性刊物欠缺一定的思想先进性。《妇女时报》

认为女性以及女性教育应该最终回归以及服务家庭，没有关注女性以及女性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

[4]。在清末民初，女性群体已经参与到社会化的生产以及分工中，并通过就业、工作同样创造了巨大的

社会价值，在参与工作的过程中，女性群体也实现了个体的尊严和价值。《妇女时报》将女性教育的价

值仅仅定位在家庭范围内，存在一定的短视性和局限性。同时在家庭生活中，《妇女时报》主推的民主

仅仅是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民主，其家庭的主导权力仍旧在男性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性情温顺的女

性群体仍旧是男性的附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从《妇女时报》的个体角度上来探讨，该报刊成为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女性刊物有其成功的必然，如

商业化的运作、知名作家的写作、优秀领导者的管理等。但是从其内容上也可以看出，《妇女时报》在

女性权利观念上仍旧是狭窄的、落后的，这与当时整体的社会意识和风气是一致的。女性权利的觉醒以

及发展是一个长期挣扎与奋斗的过程，女性教育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将也是一个不断改革与创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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