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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愤与痛苦：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情感动员

———以天津为中心

冯剑侠

摘　要：从情感史的研究视野出发，以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五四时期天津妇女解放运动家为中心，

考察她们如何借助妇女报刊展开情感动员，以唤起妇女意识觉醒和公众 同 情 的 历 史 过 程，探 索 中 国 妇 女 解 放

运动的情感逻辑。研究发现，对国家的爱、对丧权辱国的 愤 怒，和 作 为 “女 国 民”平 等 承 担 国 家 与 社 会 责 任

的自豪感，共同型塑她们的主体意识。因妇女普遍而深重 的 苦 难 所 产 生 的 “悲 愤”和 “痛 苦”之 情，是 她 们

投身妇女解放运动的情感驱动力，也是她们通过情感仪式和媒介展演来 动 员 妇 女 最 常 用 的 情 感 资 源，在 青 年

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圈层共振，建立起妇女解放的团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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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６日，罗家伦用笔名 “毅”发表文章，把５月４日发生的事件称为 “运动”，是

“再造中国的元素”，五四运动由此得名。一年后，他在纪念五四运动的文章中评价：“总之 ‘五四’
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机活泼的活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

劳就是使中国 ‘动’！”［１］

这场使中国 “动”起来的五四运动，可被看作是一场 “从知识分子到全民动员的社会运动”［２］、
“有着广泛 动 员 和 群 众 基 础 的 集 体 行 动”［３］（Ｐ９０－１０１），应 从 “社 会 史 化”的 研 究 路 径 给 予 重 新 审

视［４］（Ｐ３），如 “运动家”采取怎样的文化传播策略与社会互动，使 “新文化”得以 “运动”起来［５］。
值得注意的是，因长期被隔绝在公共生活之外而最缺乏 “政治的常识”和 “社会 的 关 心”的

“沉沉女界”①，也在五四中 “运动”起来了。这显然超乎五四知识精英的心理预期。就在１９１９年２
月出版的 《新青年》上，李 大 钊 撰 文 引 介 西 方 的 妇 女 参 政 权 运 动 时，还 在 文 末 表 达 自 己 的 疑 虑：
“我们中国的女界，对于这世界的妇人问题，有点兴趣没有，我可不敢武断。但是我很期盼我们中

国不要长有这 ‘半身不遂’的社会。我很盼望不要因为世界上有我们中国，就让这新世纪的世界文

明仍然是 ‘半身不遂’的文明”［６］。然而，几个月后，以女学生为先锋，包括知识妇女、家庭妇女、
城市女工在内的各阶层妇女作为积极的行动者登上政治舞台，在投身爱国运动的同时，展开了一系

列争取社交公开、教育平等、经济独立、婚姻自主、参政议政等平等权利的妇女解放运动，一扫李

大钊的疑惑，也一改新文化运动初期由少数男性为妇女解放疾声呐喊的寂寞苦辛。
那么这一广泛而成功的妇女动员是如何发生的？这将不可避免要论及妇女运动家采取的传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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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策略。尽管研究五四妇女报刊的创办及其发展、女性主体意识觉醒及言说的文献汗牛充栋，但

对于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斗争动力和动员资 源 的 “情感”，学界尚未有足够关注。本文以邓颖 超、
刘清扬、李峙山等五四时期天津妇女解放 运 动 家 为 中 心，考 察 她 们 如 何 借 助 报 刊 媒 体 展 开 情 感 动

员，以唤起妇女的意识觉醒、争取公众舆论支持的历史过程，探索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情感逻辑。

一、“情感史”视野中的民众动员与妇女解放

不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社会运动中，喜怒哀乐、爱憎恨怨等情感都占据核心地位，并构成社会

冲突的道德语法。“没有情感的生活，就是没有活力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情感的表达，
就没有社会运动。古往今来，不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都是带有情感色彩的行动。往往

是行动的方式愈激烈，情感色彩越重。”［７］然而在学术史的脉络中，受柏拉图以来理性与情感二元对

立思想影响，对情感的轻视和贬低使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直到１９７０年代中期一场 “情感研究

的革命”影响社会科学众多领域，才出现情感转向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ｕｒｎ）的新局面［８］（ｉｘ）。
作为一个新方向，情感史在当代史学研究中方兴未艾。情感史视野对中国革命研究有独到的解

释力。情感史关注人的心灵、情绪和时代的精神结构，不仅有助于理解情感本身的 “历 史 性”问

题，如悲伤、愤怒、恐惧、狂热、喜悦等各种情感在革命中的表达、革命过程中情感的特殊性、情

感和政治的关系等，而且从情感史视角看革命，能为中国革命的研究打开一些新的空间和维度［９］。
尤其受到关注的是情感在民众动员中的突出作用。“情感动员”指的是 “个体或群体通过情感表达，
在持续地互动中唤起激发或者改变对方个体或群体对事物的认知态度和评价的过程”［１０］。

情感动员是现代民众运动中所普遍采取的方式。裴宜理指出中国共产党高度依赖情感工作，有

效的情感动员让人们 “衷心地想要投入到一种高度情感化的正义事业中去”，最终战胜国民党并实

现革命宏图。情感是重访中国革命的关键性因素［１１］。例如，诉诸情感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改革发

动农民诉苦运动中最重要的动员机制和技术，有效地激发农民对地主的愤怒和仇恨之情，培养对共

产党的感激和爱戴之情［１２］。情感动员 并 非 共 产 党 专 属。国 民 党 也 运 用 民 族 主 义 的 情 感 动 员 手 段，
来扩大社会基础、打击帝国主义、巩固广东革命政权［１３］。

并非只有政党政治才注重情感动员，情感也被西方妇女史研究者视为理解妇女运动的中心 因

素。有学者发现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浪潮中妇女组织 “情感文化”的存在：通过示威、游行和各种

文化仪式 （如音乐、电影、诗歌朗诵、展览、戏剧），愤怒、同情、憎恶、抑郁等情感在妇女抗争

中发挥动员作用［１４］（Ｐ２２３－２３３）。“愤怒”是西方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情感动员力量。妇女运动家有意识

地将痛苦、同情、羞耻和抑郁等破坏性情绪转化为愤怒，来保持对不平等性别权力结构的对抗性力

量［１５］。因此，情感不仅是作为动员的手段，也是行动者们自我定义的基础，参与人的主体性建构，
鼓舞人们做出勇敢的抗争行为，在 “集体认同”中占据重要地位［１６］。

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的研究中，“情感”的地位及其作用依然是晦暗不明的。尽管有研究从

个体妇女的解放实践出发，探讨离家出走寻求解放的女性对于家庭既怨又恋的 “怨慕”情结及其由

此衍生的情感困境［１７］。但在妇女解放运动的革命史书写范式中，妇女解放的先驱们总是以意志坚

定、斗志昂扬的女革命家形象出现，受爱国热情这一单一情感类型的感召，其思想启蒙与意识觉醒

过程被看成是投身革命洪流的自然结果，愤怒、伤感、痛苦、同情、抑郁等更丰富的情感类型隐匿

不显。在性别史研究范式下，一些研究着重通过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媒体言说与社会行动来展现具有

社会性别意涵的女性主体经验［１８］（Ｐ１３８－１４８），强调的是女性知识精英的 “思想”层面，而忽略了她们

的情感结构。
基于以上学术史回顾，本文将五四妇女解放视为一场民众动员的话语实践，在其得以发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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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推进的全过程中，离不开行动主体策略性地借助传播媒介展开情感动员以唤起公众的同情和舆

论的支持。本文拟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五四时期的妇女运动家们带着怎样的情感体验投身妇女解

放运动？她们运用了哪些传播策略、以什么样的情感动员机制、唤起了怎样的公众同情与参与？

二、投身妇女解放：联络同志与创办媒体

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天津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成员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女

性。她们高喊 “惩办卖国贼”、“拒签凡尔赛条约”等口号，冲破阻挠走上街头，或参加集会请愿、
游行示威；或公开演讲、走访家庭，向民众传播爱国主义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对国家强烈的爱，对

丧权辱国的强烈愤慨，以及作为 “女国民”平等承担国家和社会责任的自豪感，共同型塑了她们的

主体意识。在邓颖超的印象中，这段经历始终充满乐观积极的情感基调：
“男女同学间的相处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

着救国、忙斗争，在工作上竞赛，女同学不肯后人。女同学中的积极分子明白自己要做开

路的人，就不能遗笑社会，挡住了后来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干，做出一个榜样来。在当时

男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受了新思潮洪流的激荡，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被大大的打破了，对女

同学都很尊重的。在工作的责任上，都是平等担当。”［１９］（Ｐ５３７）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她们作为 “人”的主体意识苏醒，第一次亲身实践并真切地体会到了作

为现代公民的自由、平等与解放。然而，随着慷慨激昂的学生运动在１９２０年夏渐告平息，她们不

得不回归和面对依然禁锢着女性的家庭、社会、职场和教育环境。不论是职业领域的性别歧视，还

是婚姻家庭对女性的束缚，都让她们深深体察到作为 “人”的主体意识与身为 “女性”的性别身份

之间的矛盾。
邓颖超和李峙山的感受最为深刻。邓颖超毕业后成为北京高师附属小学首次任用的两名女教师

之一。然而，长时间的工作、低廉并常常被拖欠的工资却让她身陷入不敷出的窘境。她为 “改图别

业”而半工半读，“精神身体日渐损坏”，然而社会能为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少之又少［２０］。李峙山

婚前是经济独立的小学教师，在结婚尤其是生育之后，因为社会对有孩子的女性普遍存在的偏见让

她很难找到工作，只 能 依 赖 丈 夫 为 生，让 追 求 独 立 的 她 在 精 神 上 陷 入 极 度 的 痛 苦［２１］。她 们 发 现，
昔日五四运动中活 泼 聪 明、奋 力 向 上 的 天 津 女 师 学 生，结 婚 后 从 身 体 到 思 想 都 被 旧 家 庭 所 腐 蚀：
“她们的太太的臭味，少奶奶的体态，被家庭气病了的憔悴的模样，对待自己婚姻所发的不满意和

伤心语，都深深地镌入我的脑里不能忘记”［２２］（Ｐ５４４）。
在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社会对于女性的限制后，她们感到 “实非鼓动大多数的女子起来打破

现有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组织不可”［２３］（Ｐ１２）。她们联合学生运动中结识的男女进步青年，组建妇女团

体、兴办妇女报刊、建构女权话语、发起女权运动，将为更多妇女争取平等与解放作为自己的历史

使命 （如表１所示）。
为了 “宣传女子自救自决的思想”①、为女子解放 “做些带刺激性的鼓吹”②，邓颖超、刘清扬、

李峙山等人先后创办了不定期刊物 《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女星》旬刊以及每日出版的

《妇女日报》。三份妇女报刊均带有妇女替代性媒介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ａ）的特征，即不以盈利为目

的、非商业化运作方式，旨在帮助妇女认识到自身的主体价值，传播男女平等的社会意识，为妇女

运动者提供行动、计划和网络信息［２４］（Ｐ２４８）。在经费上，通过向加入女星社的会员收取会费、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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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女星社的简章》，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５日。

参见：《发刊词》，载《妇女日报》１９２４年１月１日。



表１　天津妇女解放运动中的行动网络①

团体名称 活动时间 行动诉求 发起人 参与者 主要行动 创办媒体

女 权 运 动 同 盟

会直隶支部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８
日 成 立；１９２５
年 随 主 要 成 员

离津停止活动。

扩 张 女 子 在 法

律 上 之 权 利 及

地位。

邓颖超、王贞儒、
冯梅先、曹世安、
鲁自然、张冠时、
陈英才、张冰贞

达 仁 女 校、第

一 女 师、严 氏

女 中 等 女 校 教

师 与 学 生 四 百

余人。

向国 会 请 愿 争 取

女 权，开 展 女 子

教 育，反 对 包 办

婚姻等。

随 《新 民 意 报》
发 行 《女 权 运 动

同盟 会 直 隶 支 部

特刊》

女 权 请 愿 团
（由学生同志会

女权股发起）

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５
日 成 立；１９２４
年 以 后 随 主 要

成 员 离 津 停 止

活动。

赴 国 会 请 愿 女

子 参 政 权，以

谋男女平等。

黄勖志、华志清、
邓颖超

成 立 时 三 十 多

人，多 数 是 基

督徒。

向国 会 请 愿 争 取

男 女 平 权，争 取

女 子 教 育 权，废

娼 运 动，反 对 包

办婚姻。

无

女星社 １９２３年４月２
日 成 立；１９２５
年 春 因 主 要 成

员 相 继 南 下 参

加 国 民 革 命 渐

渐解散。

实 地 拯 救 被 压

迫 妇 女；宣 传

妇 女 应 有 的 觉

悟；力 求 觉 悟

女 子 加 入 无 产

阶级革命运动。

邓颖超、李峙山、
刘清扬、王贞儒、
冯悟我、王南羲、
胡 倾 白、谌 小 岑
（男）、 赵 景 深
（男）、 顾 骏 霄
（男）

天 津 本 地 文 化

教 育 界 职 员 二

十余人；
本 地 及 外 地 社

友二十余人。

宣传 妇 女 解 放 思

想；为 失 学 妇 女

开 办 补 习 学 校；
促进 女 子 平 民 教

育；反 对 包 办 婚

姻、倡 导 婚 恋 自

由。

随 《新 民 意 报》
发 行 《女 星》旬

刊；
出 版 《妇 女 日

报》。

或通过演剧等方式募集出版所需资金。邓颖超、李峙山、刘清扬、谌小岑等人既是编辑又是作者，
都是无酬劳动；在内容上，举凡国内外妇女运动的现状报告，与妇 女 问 题 有 关 的 讲 演、讨 论、批

评、专件、通信，关于妇女教育、职业、生活、婚姻的实地调查，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文艺作品均

予以刊载。
为了扩大妇女动员的影响面，邓颖超等人高度重视与读者的互动来构筑编读之间的交往网络。

如 《女星》常常以 “女星的话”、“本刊第ＸＸ期的话”、“本刊的第Ｘ期”等标题公开回应读者的建

议；《妇女日报》在第四版开设 “自由论坛”供读者发表对于妇女运动的意见等。另一方面，她们

善于搭建多层次报刊媒体的传播矩阵，充分借助同情和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男性知识分子所创办的

主流媒体———如天津 《大公报》、《益世报》、《新民意报》———来拓宽自己的发声渠道。同时，她们

还加强与妇女运动同人报刊的联动，积极地联络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妇女运动者，让 《女星》
和 《妇女日报》成为妇女运动相互呼应、彼此支持的言论平台。如 《女星》创刊后，除了随 《新民

意报》本地发行，还加印一千份，分寄给全国关心妇女运动的团体、报刊和朋友，和上海 《民国日

报》的 《妇女评论》、杭州的 《妇女旬刊》、广州的 《新妇女》、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的 《女权特刊》
等二十家报刊建立了交换关系②。

借助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的策略性使用，妇女运动家们开展了积极的妇女动员。下文以报刊文

章、读者投书、当事人的回忆及传记为史料来源，考察天津妇女解放中最为强烈的两种情感———悲

愤与痛苦———如何被运用。

三、“悲愤”的动员：作为情感仪式的张嗣婧追悼会

张嗣婧之死是一个典型的创伤性事件，使天津妇女解放运动的情感氛围从乐观积极转向悲愤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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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资料来源：中共天津 市 委 党 史 资 料 征 集 委 员 会 和 天 津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共 同 编 辑 的《邓 颖 超 与 天 津 早 期 妇 女 运 动》
（１９８７）、《天津女 星 社》（１９８５），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 编，《五 四 运 动 回 忆 录》（上、下，１９７９），《五 四 运 动 回 忆 录》
（２０１３）。

参见：《已与本刊交换的各种刊物》，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６月５日。



加。张嗣婧是邓颖超在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同班同学，在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的历次游行、示威、演

讲中极为活跃，是天津学生运动核心组织 “觉悟社”的成员 （代号３７，化名衫弃）①，也是女权运

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的会员、一个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然而，“并非一个时代的落伍者”的 “新女

性”，却在短短两年多的包办婚姻中受尽婆家虐待与折 磨，１９２３年３月２４日因产后失调在痛苦中

去世，年仅２１岁。“同人等闻此噩耗，莫不悼惜！”邓颖超等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同人一致决

定召开追悼会，通过纪念张嗣婧来探讨妇女解放面临的问题。从登报向各界征求挽联与挽词，到追

悼会的召开，以及通过媒体具细无遗的报道，一场旨在 “化悲愤为力量”的情感仪式正式展开。

仪式是社会运动中集体行动者表达情感的文化机制。人们聚集在同一场所，将注意力集中在共

同的对象或活动上，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在这仪式性的互动中，情感得到了增强或转化，

个体情感变成集体情感，成为涂尔干所谓 “集体兴奋”，“而后它们产生了作为结果的其他类型的情

感 （特别是道德团结，有时是诸如愤怒这类攻击性的情感）”［２５］（Ｐ１５７）。追悼会是五四时期新文化倡导

者们 “借个题目向旧家庭社会作一种示威运动”的常见仪式。典型者如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３０日由蔡元

培、胡适、李大钊、罗家伦等人为李超所举行追悼会，旨在 “用 社 会 考 察的 方 法 将 女 性 问 题 化”，

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公共事件［２６］（Ｐ５８－１１１）。

与偏理性的、侧重讨论问题的李超追悼会有所不同，张嗣婧追悼会是一场哀伤、痛苦和愤怒贯

穿始终的情感仪式。这首先体现在追悼会的地址选择和场景布局上。会场设在张嗣婧的母校第一女

子师范的礼堂———这是她生前多次参加学生集会的地方。会场做了简单的布置，烘托出哀伤而肃穆

的情感氛围：讲台上放着几盆花，讲台壁的正中央挂着张嗣婧一个半身相，两旁伴着女权运动同盟

会的挽联：“嗣婧竟消极牺牲，致念一载光阴，徒供哭泣；我侪誓努力奋斗，使两万万姊妹，得庆

重生”；讲台上面挂着觉悟社的横匾，写着 “参加今天追悼会者，应该有些新觉悟！”两旁墙壁上都

满挂着挽联②。

挽联中的挽词无不体现出对张嗣婧被旧制度凌虐的痛心、愤怒，以及召唤妇女觉醒和反抗的迫

切心情。如天津女星社的挽联悲哀叹惋：“叹牺牲在旧婚制下者，比比皆是；惜奋斗于恶社会中的，

寥寥数人。”觉悟社的挽联直指问题：“家庭制度不推翻，妇女焉能解放？社会阶级需打破，我等才

得自由。”③ 追悼会全程笼罩在悲愤交加的情感 氛 围中。主席王贞儒致简短的开会词后，全体参会

者唱起了追悼歌，“歌词凄惨而愤慨”：
“旧礼教旧家庭害杀不少 姊 妹 们，哀 我 同 志 嗣 婧 竟 被 摧 残，含 恨 以 牺 牲，愤 极 痛 呼！

姊妹们努力速往前进！勿畏缩！勿因循！奋斗牺牲！勿再如嗣婧！”［２７］（Ｐ２６５）

邓颖超报告张嗣婧的生平及致死过程，倾注了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强烈情感。在邓颖超

的叙述中，张嗣婧虽然有着参与爱国运动的热情与勇敢，但受限于 “温柔谨厚能忍的个性”和 “预

备做贤妇”的家庭教育，虽然对包办婚姻万分不满，“几欲自杀”，又由于母女情深，担心退婚使病

中的母亲 “伤心为难，有违孝道”，不得不 “饮恨就嫁”。婚后受到婆婆、丈夫 和 大 小 姑 的 虐 待 羞

辱， “诚实可欺”的她不敢得罪，极力隐忍，直到产后失调、忧劳过度病重，却被婆家拒绝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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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天津觉悟社是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中，应男女青年 合 作 工 作 和 互 助 学 习 的 要 求 而 组 织 起 来 的。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经

周恩来倡导，２０名天津学生运动中的男女骨干在天津草厂庵学生联合会办公室举行觉悟社成立大会。觉悟社社员姓名不对

外公开，用抽签的方法在５０个号码中取名作为通信的代号 或 发 表 文 章 的 笔 名。刘 清 扬：《有 关 天 津 五 四 运 动 和 觉 悟 社 的 一

些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 天 津 市 委 员 会 文 史 资 料 委 员 会 编：《天 津 文 史 资 料 选 辑（总 第１０３辑）》，天 津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５页。

参见：《追悼会的一个缩影》，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６月５日。

参见：《挽词（录要）》，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６月６日。



含恨而死①。邓颖超报告到张嗣婧死前惨状，痛心疾首，声泪俱下，来宾跟着落泪②。
追悼会在激发参与者对张嗣婧不幸命运的 “同情”基础上，更指向情感的认知维度，进一步分

析和研究造成张嗣婧之死的深层原因。李峙山、王南羲、李廉祺等其余女权同盟会的会员和来宾先

后发表演说，剖析旧式婚姻制度、教育制度、封建礼教如何导致张嗣婧的不幸命运，反思女性面对

不幸时的意志薄弱，呼吁女性的反抗和团结。追悼会结束后，女权运动同盟会将这场情感仪式的详

细经过刊载在 《女星》和 《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上，超越时空发挥其影响力。

四、“痛苦”的动员：妇女集体性苦难的媒介展演

如果说张嗣婧之死激发的是妇女运动家们悲愤交加的 “状态情感”（Ａｃｕｔｅ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ａ），是因事件发生而 产 生 的 阶 段 性 应 急 反 应。那 么，贯 穿 于 整 个 天 津 妇 女 解 放 运 动 中 的 长 期 性

“基调情感”（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则是因妇女的普遍而深重的苦难而感受到的 “痛

苦”［２８］。这在运动家们创办的 《女星》旬刊和 《妇女日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痛苦”不仅是她

们展开行动的情感驱动力，也是为妇女解放做些 “刺激性的鼓吹”时最有力的情感资源。

在 《女星》旬刊的发刊词中，女星社成员表达了对 “女子所受的痛苦还倍于劳动者”的同情，
“因时时感受了这种种的痛苦，受良心的驱使，久想有所作为”③。于是创办报刊，作为 “妇女诉苦

的机关”，不仅向读者 “多征集关于女子处在现地位及婚姻问题所受痛苦的实事报告”④，还从报刊

上搜集各界妇女痛苦的事实予以报道。《女星》的 “时事杂感”栏登载了妇女受害的具体事例。如

第二期的 《一个自蹈水火的女子》、第五期的 《一个罪恶婚姻底成功和忏悔》、第六期的 《杜月芬之

死》、第八期的 《旧礼教演成的悲剧》等。邓颖超写了 《受了婆婆教训的一个同学》（第十期）、《经

济压迫下的少女》（第十五期），讲述身边同学的痛苦。
逐日出版的 《妇女日报》版面更为丰富，设有 “中国女子地位写真”、“各地琐事”、“妇女劳动

界”等专栏，报道女性受欺压、凌辱的事例更多，也更加触目惊心。仅１９２４年２月的２１天中，经

《妇女日报》披露的 “多妻惨剧１５起，杀妻４起，打妻及虐媳９起，牺牲于不自由婚姻的８起，离

婚４起，贩卖女子９起，卖女５起，牺牲于早婚的２起，卖妻的１起，奸淫的５起”⑤，合计共６２
起，平均每天３起；３月，除了上海某纱厂被烧死女工六十多人、烧伤多人及保定女二师学生被校

方毒打这两件 “整体欺压、践渎女子的惨剧”外，还有被丈夫虐待的１９起，被婆婆虐待的２５起，

牺牲于各种恶制度下的总共８０多起⑥。为搜集这些新闻，女星社订阅了二十几份外地的报纸，也

时常转载天津本地报纸中关于妇女的悲剧新闻，诸如 “旧礼教又逼死了一个”、“服毒身死两女子”、
“一个女学生的惨死”、“一女竟卖两家”、“婚期寻短见”、“逼妻为娼”、“逃跑一个儿媳、打死一个

女儿”、“童养媳被虐潜逃”等，日必数则［２９］。
“痛苦”不单是个体的一种情感或生理感受，常常是社会结构的产物［３０］。人们对痛苦的认知和

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痛苦的归因，这反映了人们对痛苦来源的不同理解。在传统的乡土社区，
“妇女讲述的苦似乎更无从归因，因为她们是女人、是媳妇，或者缠了小脚，她们的苦似乎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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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颖超：《张嗣婧传》，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第三期），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３日。

参见：《追悼会的一个缩影》，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６月５日。

参见颖超：《发刊词》，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

参见：《本刊的第十期》，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７月２５日。

参见：《这一月的统计》，载《妇女日报》１９２４年２月２９日。

参见：《这一月的统计》，载《妇女日报》１９２４年３月３０日。



与生俱来的。”这种日常化的 “弥散于生命之中而常常无处归因的苦”常被视为 “命运”，“命的观

念让人们接受既有的结果，接受他人成功和自己失败的结果”［３１］。
妇女运动家们并不认可这种宿命论的痛苦归因。她们坚定地指出，妇女所遭受的集体性苦难不

是出于个体的 “不幸命运”，而是由于罪恶的社会制度，即 “有产阶级掠夺”和 “旧礼教与男系制

度”的多 重 压 迫①。正 是 几 千 年 的 文 化、历 史、制 度、习 惯、法 律 上， “概 不 承 认 女 子 是 一 个

‘人’，视女子为玩物、为奴隶、未婚时是父母的私有财产，已婚后是丈夫的私有玩物，是翁姑的牛

马奴隶。”才 使 她 们 “陷 居 于 凄 惨 羁 绊 的、监 狱 变 形 的 家 庭 里，痛 苦 含 酸，隐 忍 以 度 非 人 的 生

活。”② 她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并且反复强调，仅仅依靠个人主义式的奋斗，是远远无法战胜 “现有

的经济制度与社会组织”所带来的结构性压迫，无法解决妇女普遍的痛苦。只有把妇女问题与劳动

问题相结合，在推翻现有社会制度，实现劳动解放即人类总解放之后，才能 “完全美满 的 彻 底 解

决”女子问题③。

五、“同情”的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与圈层共振

在现代社会中，“痛苦”从个体经验进入公共空间离不开 “传播”。媒体对人们如何感受痛苦、
如何认知痛苦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妇女的痛苦并非 “远方的苦难”（Ｄｉｓｔａｎｔ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３０］，而

是弥漫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而又习以为常，一般公众尤其是男性很难对妇女的痛苦产生共情。
因此，妇女运动家们认为，“明了妇女在现在社会中所处的是什么地位”是解决妇女问题的先决条

件，“要使男子对女子的要求有相当的同情”，需要先让他们明了女子所承受的痛苦④。
无论是悲愤交加的张嗣婧追悼会，还是痛苦揪心的妇女集体性苦难，都经由妇女报刊进行了琐

密细致的报道，目的是唤起公众的 “同情”。读者 “秉一”就是被唤起同情的男性读者。秉一是农

学的学生，阅读 《女星》上妇女受旧式婚姻戕害的故事之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婚姻，并关注身边女

性的处境，将家乡一个女孩被迫给已逝未婚夫守贞的悲惨故事写出来寄给 《女星》，为女性的不幸

遭遇发同情之呼声⑤。
女星社鼓励妇女向旧家庭寻求作为 “人”的解放、投身社会改造事业，与 “个人解放”与 “再

造社会”的时代精神高度契合，在思想进步的男女青年读者中引发强烈的圈层共振。他们写信给

《女星》和 《妇女日报》，就如何打破封建家庭和婚姻的束缚、互帮互助投身社会改造提出见解，在

彼此认同和相互支持中建立起妇女解放的团结网络。
千金小姐周仲铮与旧家庭抗争的故事即为成功动员的案例之一。周仲铮是民国财政总长周学熙

的侄女，从小母亲为她穿耳、缠足，父亲以 《女四书》、《列女传》训诫女德，聘请家庭教师教授国

文和英文，但不允许她去学校读书。周仲铮在偷看 《女星》旬刊后，受到了极大的情感刺激，思想

开始发生变化。她写信给 《女星》，并在女星社的帮助下离家出走，通过报纸向父亲要求读书和婚

姻的自由，公开抗争两月有余，终于成功进入女师学习，后来留学法国、德国，取得文学和美术的

双博士学位，实现了个人的解放［３２］（Ｐ５９０－５９３）。
远在四川宜宾的年轻女性李一超 （即抗日英雄赵一曼，原名李坤泰，１９０５－１９３６）也经由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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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颖超：《发刊词》，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４月２５日。

参见颖超：《姊妹们起哟！》，载《女权运动同盟会直隶支部特刊》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４日。

参见清扬：《有志开发女子职业的诸姊妹速起》，载《妇女日报》１９２４年３月２日。

参见：《本报为什么多登琐闻》，载《妇女日报》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１日。

参见秉一：《旧礼教演成的悲剧》，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７月５日。



获得超越时空的同情与支持。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１日，《女星》上刊登了李一超的来信 《在家长式的哥

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控诉封建家庭的守旧与黑暗。李一超的父母去世，在 “父死从 兄”
的封建礼教下，哥哥作为家长控制了家产，以 “女校风气不好”等理由，拒绝送她上学，还逼迫立

誓终身不嫁的李一超结婚①。女星社迅速回复了她的求助，并将此信刊登出来征集读者建议。女星

社收到了三十余封读者来信，或是提供反抗的方案，或是为她提供金钱和学业的帮助，其中的七篇

在 《女星》上刊登，给李一超以同情与支持②。这让李一超感到鼓舞与振奋，更坚定地和封建习俗

作斗争，不仅争取到外出求学的机会，还投身国民革命、成长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英雄。
但是，以妇女报刊为主要载体的情感动员，对动员对象的文化程度、媒介使用和参与能力都有

较高的要求，导致其动员效果更多是在知识阶层中。在上海明袜厂女工饶余生看来，《女星》对于

“劳动女子的生活状况和痛苦”还应该 “多述一些”。作为读书少的女工，她 “本想陈述我们的痛

苦”而没有能力，希望 《女星》能够去工厂调查劳动女子的痛苦。女星社编辑在回信中坦诚对劳动

界女子问题很关注，但 “没得着材料”，确是办刊的不足③。此后也派出记者报道上海丝纱厂女工

的罢工新闻，并发表多篇文章声援，但编辑和女工读者之间的互动仍然比较匮乏。

六、结论与讨论

作为一种集体性的抗争行动，五四妇女解放运动有其情感逻辑。情感不仅仅是动员妇女的资源

或工具，也是妇女运动家们投身抗争的动力。对国家的爱、对丧权辱国的愤 慨，以 及 作 为 “女 国

民”平等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的自豪感，共同型塑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天津妇女运动家的主

体意识。然而，她们也深深感受到社会对于女性的限制。在五四运动中建立起来的新女性主体被旧

婚姻迅速戕害的残酷事实，使她们无比悲愤。通过追悼会这一情感仪式，她们将原本个体性的、非

政治性的事件加以重构，发掘出具有普遍性和政治性的内涵，达到 “化悲愤为反抗”的情感动员目

的；同时，她们有意识地搜集妇女所遭遇的苦难故事，加以琐细密集的媒介展 演，并 通 过 对 妇 女

“痛苦”的逻辑归因———不是个体的不幸命运，而是罪恶的社会制度，来 动 员 女 性 的 觉 醒 与 抗 争，
召唤男性的同情和理解，在读者中唤起强 烈 的 情 感 共 鸣 和 圈 层 共 振，也 建 立 起 妇 女 解 放 的 团 结 网

络。
本文试图回应近年来关于 “诉苦”与革命的情感动员有关的学术讨论。“诉苦”是大革命以后

中国共产党开展情感工作的重要手段和土地改革最重要的微观动员机制。郭于华、孙立平认为，诉

苦重塑普通民众国家观念，“基于诉苦→阶级意识→翻身→国家认同的逻辑过程”，农民的内心世界

发生转变和重塑，成为阶级的成员，进而成为新国家的人民。在诉苦运动中，妇女常常因为 “所受

痛苦最深”、“容易动感情、容易流泪”而被 “诉苦”的组织者们重视［３１］。
本文研究表明，在革命政党发动诉苦运动之前，天津的妇女运动家们就将报刊作为妇女 “诉苦

的机关”，创造性地发展出 “媒介诉苦”的情感动员机制，这与同时期侧重思想启蒙、问题探讨等

理性化的妇女解放动员方式 （如 《新青年》）迥异，但与后来的诉苦运动有着相似的情感逻辑。她

们以高度性别化的经验讲述，为个体的不幸遭遇赋予公共价值，型塑妇女痛苦的公共性框架，揭橥

使妇女遭受压迫的社会结构，唤起妇女的性别意识觉醒，并指向 “推翻旧制度、妇女得解放”的行

动变革。但是，不同于依托群众集会的面 对面 “诉苦”，五四妇女解放的 “媒介 诉 苦”借 助 报 刊，

—７９—

冯剑侠：悲愤与痛苦：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情感动员———以天津为中心

①

②

③

参见：《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求援》，载《女星》１９２４年８月１１日。

参见：《援助李一超》，载《女星》１９２４年８月２５日。

参见：《一个女工的信》，载《女星》１９２３年７月２５日。



其动员范围集中在有进步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圈层，话语主体依然是妇女中的知识和文化精英，由

她们作为妇女 “痛苦”的媒介代理人发声。由此，她们也参与建构了旧中国妇女都是 “受害的可怜

虫”、亟待被拯救这一 “压迫—解放”的主流叙事。
我们可以追问的是，随着邓颖超、刘清扬、李峙山等妇女运动家走向与工农相结合，成为共产

党和国民党妇女运动的中坚力量，在其后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她

们又如何动员更广泛的妇女———尤其是非知识精英阶层的劳动妇女———走出家庭、进入社会、投身

妇女解放？是否有更多样化的情感类型被发掘和强化？用以情感动员的媒介和策略又会发生什么变

化？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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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剑侠：悲愤与痛苦：五四妇女解放运动中的情感动员———以天津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