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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872 年前郑观应写成的《救时揭要》一书中就有

《劝戒溺女》一文，可看成是其妇女观思想的萌芽。1875 年，郑

观应在《易言》中的《论裹足》文章中提出禁止缠足的主张，是

其妇女观的进一步发展阶段。1895 年，郑观应出版了《盛世危

言》，在书中他提出“女教（即兴女学）”的主张，是其妇女观形

成的标志。综观其一生，他的女权思想大体经历了“劝戒溺

女”，“禁止缠足”和“兴办女学”三个阶段，下面笔者就其思想

的主要方面加以阐述：

一、禁溺女婴的思想

郑观应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劝戒溺女》这篇文章之内。
在文章一开始，他就对溺女行为猛烈抨击，认为溺女一事罪

孽甚大。他借文昌帝之口，对这种行为进行猛烈抨击，他说：

“淋淋血胞，欲语何能，母魂甫续，子命旋倾。天乎人乎?天欲

生之，人欲杀之。逆天者亡，杀人者死。得不于其身而速报

耶?”[1]郑观应还谈到溺婴的普遍性，他说：“溺女之风，近世各

直省所在多有，相习成风，恬不为怪……约计每年每邑溺死

女孩，少则数千，多且数万。此天下古今第一痛心事。”[1] 他对

溺女的父母极为愤恨，认为是“毒妇无知，丈夫不加劝戒。”[1]

与此同时，他也谈到了溺女形成的历史原因，他说：“或以为

生女太多，忿而溺之；或以为生女需乳，不利速孕，急而溺之；

或婢女所生，妻不能容，迫而溺之；或偷生诚恐露丑，恶而溺

之。”[1]当然郑观应在文章里面也提到了解决溺婴的办法，那

就是设立保婴会，“其法：各就乡隅集一善会，或以十里为限。
凡地方贫户生女，力不能留养者，准到局报明。每月给白米一

斗，钱二百文，以半年为度。半年之后，或自养或抱送，听其自

便。实则半年之后，小孩已能嬉笑，非特不忍溺，亦必不忍送

堂矣。且贫户既以得所资，而易于留养。彼稍堪温饱之家，亦

必心生惭愧，感动必多。此法简便易行，可大可小，可暂可久。
一经提倡，全活必多。”[1]

二、禁止妇女缠足的思想

对于妇女裹足，郑观应更是深恶痛绝，进行了严厉批判。
妇女裹足是当时封建社会的一大陋俗，“举世之人皆沿习成

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1]然
而男为阳，女为阴，阴阳交合，始有天地万物，男女自出生以

来，五官四肢大致相同，原来就无男女轻重的分别。“悲夫!中
国四万万人，方保护之不暇，而必执我四万万人之半，柬之缚

之，桎之梏之，成废疚之徒，置无用之地。以求其所谓适观，所

谓入时，为燕幕鱼釜之乐。而不知殊方异族，正喜其自戕自贼

自弱自毙，待时而动，如摧枯朽也。”[2]所以，裹足不仅对民众

生活没有益处，而且“此事酷虐残忍，殆无人理……人生不幸

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1]因此，郑观应主张重申崇

德、顺治等朝裹足禁令，“由地方大吏出示禁约：凡属贵臣望

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俱遵王制；其侣、优、隶、辛及目不识丁之

小户，听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则积习渐消，天下万民

皆行古之道矣。”[1]如有违反，则“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

封。”[1] 使社会风俗为之转化，达到兴利除弊的作用。
三、兴办女学的思想

郑观应主张平等对待妇女，让妇女有受教育权利，提高

妇女地位，选拔有德有才的女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

道德观念束缚了千千万万的中国女性。当时中国“女子独不

就学，妇功亦无专师”，“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1]

他指出：“世人只知男子不读书吃亏，不知妇女不读书孤陋寡

闻，吃亏更大。”[3]“妇人失教不知书理，其所生子女故不知教

育之法。富家子多是纨绔，贫家子鲜知貌，非失于宽，即失于

严……甚至有家训过严，不知循循善诱，动辄打骂恐吓者。岂

不知恐吓多即致病，病多即体弱，安能延年?人怪其死于医药

之不灵，未知其父母保护之不善也……若其母知书识礼，必

常依依膝下，事事教导，受益良多。”[3] 而“泰西女学与男丁并

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须人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

……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

理。“[1] 他还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

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盛，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

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3] 所以，“女

学校乃当今急务救本之始基。”[3] 把女性受教育问题摆在挽救

民族危亡的最根本措施上来认识。“广筹经费，增设女熟”[1]，
让所有妇女都能入学校学习，只有妇女成为国家强盛之基

石，民族振兴就有希望。
四、郑观应妇女观的局限性

首先，郑观应虽然主张男女平等，但自己却迎娶多门妻

妾，这已完全超出照料生活的意义，也完全违背了郑观应前

期严格遵守的传统道德规范和自己所坚持的妇女观。对此唯

一的解释是郑观应晚年的精神世界趋向消极。
其次，郑观应对妇女问题的解决局限在改良主义的范围

内，其态度是温和的点滴的改良，其主张处于萌芽状态，缺乏

革命性和战斗性，在中国近代封建势力十分顽固，新思想若

没有强大的火力，很难冲破旧势力和旧观念。
再次，从整体上来看，郑观应的妇女观还是有其局限性

的，那就是第一他没有提到如何把妇女从封建婚姻下解放出

来，实行一夫一妻制的问题；第二他没有提到妇女应该享有

政治上的平等权利，即参政权，而所有这些，应是郑观应所处

那个时代许多维新思想家难以超越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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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郑观应的妇女观是郑观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大体上包括了“劝戒溺女”，“禁止缠足”和“兴办女学”

三项基本内容。郑观应的妇女观虽然谈不上成熟，但是对于了解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妇女状况和妇女解放的思想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郑观应的妇女观的阐析，探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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