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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泰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 

 
 

        女性意识是激活女性追求独立、自由，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是女

性独立及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但在中泰两国传统文化中，两国女子向来被视为男性

世界的“点 ”，无独立人格，更无独立的女性意识。一切经济、政治、历史、社会

乃至于文化都由男性所主宰。直至现代，就像一声春雷，震醒了沉潜已久的女性意

识。但是，历史终究不是一场梦魇，瞬间可以唤醒。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女性的角

色仍然不可避免地带着“从属意识”烙印。即便是两国已把男女平等作为社会发展的

一项基本国策的情况下仍难有根本改变。更何况两国女性意识很大程度上是在被动赋

予的情况下得以觉醒并彰显，缺乏女性群体的“主动行为”。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

是两国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另一方面则是传统藩篱的牢不可破。两国女性意识的觉

醒不可避免的陷入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困境，她们的完全觉醒之路绝不会是一片 

坦途。 

 

第一节  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 

 

        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期，女性意识觉醒是由男性所主导推动，其提倡“禁缠足、兴

女学”是为了把女性培养成“贤妻良母” 把女性的家庭责任与社会义务统一起来，根

本目的是为了“保国强种”，并且大多是先知先觉的社会精英在提倡，曲高和寡，更

绝少有女性的自身提倡。而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女性则开始了自我反省，思

考如何通过女性自己的力量来谋求自身解放、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去探寻女性解放的途

径。她们也不再满足于“主中馈、务纺绩、事缝纫”的依附地位，而是倡导男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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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夫妻同权。她们更提倡女性的独立人格，从“人权”、“独立人格”的高度讨论

女性问题，使女性有了“为人”与“为女”的双重感觉，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尤

其在新文化运功后期，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倡导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基础

和妇女运动必须以劳动妇女为主体等，中国女性开始集体站立起来，为实现作为

“人”的值，迈出蹒跚却又坚定的第一步，她们的主体意识也获得了新生。 

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进一步认识到妇女是争

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重要力量，而且认识到男女平等本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

成部分。因此，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动妇女、解放妇女作为争取民

族解放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内容，而女性意识也在民主革命中进一步被唤醒并被认同。

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实践上表现为女性自觉地投入自身的解放运动，并把自

身的解放与民族、民主革命联系起来，冲破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身体

力行，走出家庭，参军参政，以主人的姿态自觉地投入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积极投

身于社会政治变革，负担起社会启蒙责任，成为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

个过程中，她们提升了自身的能力，扩展了自身的社会交往，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也发展了自身的主体意识。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是在五四运动后创作的，包括《家》（1931 年在《时报》

连载发表，1933 年初版）、《春》（1938 年初版）、《秋》（1940 年初版）   三部，巴金

成功塑造琴、淑英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毅然与封建家庭

和封建社会进行反抗，离家出走，走上了革命道路，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在《家》

里写了琴和许倩如，这是正面力量的萌芽，虽然许倩如只是一个影子，而琴还正在觉

醒的过程中。到《春》里，这种正面力量就有了成长，琴的性格是强大的，她胜利的

得到爱情，她自信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春》和《秋》中，她已站在斗争，不妥

协地和那些长辈们当面争辩，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小说中作者把琴塑造成一

位接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追求个性解放、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女性形象。

她主张男女应同校，男女应平等，她还自己主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虽然遭到

母亲等的反对，但她还是成功了。她与觉民大胆恋爱，努力追求婚姻自由。她自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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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要求到觉慧的学校去学习，她敢于反对母亲的命令，这样都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

琴的抗争，因卫道们的妥协和同盟军的支持， 终逃脱厄运。不仅琴的性格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而且出现了淑英。《春》里面主要描写一些心灵纯洁的少年男女的活动，

为淑英性格的成长和觉醒提供了条件。蕙的死亡给了淑英强烈的刺激，更激起了她的

反抗之心，她绝不愿自己步蕙的后尘，因此饥渴的接受新思想，学习新知识，为日后

的离开做准备。主线与副线相互交替推进情节的发展。她从觉慧的出走引起了心灵的

波动，从惠的遭遇又深切地感到摆在自己面前的危机，于是在觉民、琴等人的鼓舞

下，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觉慧的道路，这也是女性意识觉醒。她们就理解

了“春天是我们的”这话的意义。淑华的活动主要在《秋》里，这是一个性格单纯开

朗的少女，她的爽直快乐的声音常常调剂了某些场面中的忧郁情调，给作品带来了一

些明朗的气氛。她 后也逐渐成长起来，有了“战斗的欲望”，而且与旧势力进行了

面对面的争辩。和她成为对比的是淑贞的命运，正当淑华争取到进学堂的机会的时

候，淑贞就跳井自杀了。这是个生活在愚蠢和浅妄的包围中而从来没有快乐过的木然

的少女，通过她的遭遇暴露了那些长辈们的虚伪和丑恶，说明了封建主义对于人们的

精神上和肉体上的严重的摧残。 

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就开始女性权利的法制化进程，把妇女解放上升为法律上

的赋权。1950 年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其基本精神就是彻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

女卑等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及保护妇女合法权

益。1954 年第一部《宪法》规定“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华

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

等的权利”。1992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更是中国第一部专门

以保障妇女权益，实现男女平等为宗旨的基本法，其核心在于全面体现男女平等的宪

法原则。时至今日，中国已形成以宪法为基础，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人口

与计划生育法、婚姻法、继承法、促进就业法、教育法、母婴保健法等在内的一整套

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在持续而广泛的法律宣传、法律执行以及

适用过程中，传统的宗法礼教观念渐行渐远，而中国女性意识也逐渐得以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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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1932 年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后，女性意识的觉醒在实践上表现为女性自觉地

投入自身的解放运动，泰国就开始女性权利的法制化进程，女性的权利开始发展和多

加注意。根据第一部宪法，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婚姻

法、促进就业法、政治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

政治权利给妇女参与和政治决策的权力得以彰显。虽然本地的水平给妇女只是投票

权，无权加入选择收件人，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还对女性工作的自由化，政

治和司法机构也允许妇女参与竞争作为测试法官和检察官。关于文化法，其基本精神

就是彻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

权利平等及保护妇女合法权益。一夫一妻，是从国王拉玛六统治开端，当社会开放的

西方思想，许多女性认同是“不文明的”让当时的价值观逐渐变化。在这个过程中，

她们提升了自身的能力，扩展了自身的社会交往，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也发展了自

身的主体意识。 

西巫拉帕的《以罪斗争》是泰国 1932 年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后创作的，西巫拉帕

成功塑造婉鹏为代表的知识女性，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毅然与封建家庭和封

建社会进行反抗，表现了女性意识觉醒。在《以罪斗争》中作者把婉鹏塑造成一位接

受新思想、向往自由平等、大胆追求个性解放、敢于反抗封建礼教的女性形象。

婉鹏，她是个美丽，快乐的，贤淑的少妇。作品中提到“依旧是微笑的面庞，依旧是

苗条的身材”。她是个心思细腻、敏感的人。她努力追求婚姻自由。婉鹏的母亲把她

嫁给她不爱的人，但是她敢于反抗母亲的命令，想跟她爱的人逃走，可见她的性格是

强大的。她是个追求真正的爱情，追求自由婚姻，在她不能与玛怒结合，嫁到不爱的

人家， 终青年守寡，因为那个人离家出走，她就跟玛怒重新开始，虽然她生活在封

建的家庭中，但是她敢于对于命运做出抗争，寻找自己的幸福，表现了女性意识觉

醒。      

泰国 1973 年 10 月 14 日的事件，是尖锐的观点导致人权的状况变化，其中包括妇

女的权利，就是妇女的十年，当联合国对全世界公布“国际妇女节” 是全世界劳动妇

女团结战斗的光辉节日。在这一天，世界各大洲的妇女，不分国籍、种族、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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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经济和政治的差异，共同关注妇女的人权。1949 年以来，联合国的四次全球性会

议加强了国际妇女运动，随着国际妇女运动的成长，妇女节取得了全球性的意义。这

些进展使国际妇女节成为团结一致、协调努力要求妇女权利和妇女参与政治、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日子。1973 年 10 月 14 日的事件后，就有了私人组织工作为了女性，比如

是妇女基金会或者女性朋友。 

1997 年宪法法案的变化，提倡妇女权利、种族、国籍逐渐加强，更提倡女性的独

立人格，从“人权”、“独立人格”的高度讨论女性问题，提倡平等保护的规定和保

护女性的地位，比如是身体躯干的适当条件。 

 

第二节  女性视角下的社会 

 

 一、女性眼中的男人 

         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女性便开始了自我反省，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力量来谋求

自身解放，她们提倡女性的独立人格。新中国成立伊始，女人都有独立，她们不喜欢

有超强大男子主义的男性做自己的丈夫。当时就开始女性权利的法制化进程，把妇女

解放上升为法律上的赋权。1950 年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其基本精神就是彻底废

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及

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女性就有了权力选择自己的丈夫。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

作者写梅为代表的大家闺秀，忍辱负重，不思反抗，成了封建家庭和封建社会的牺牲

品；描写鸣凤为代表的下层奴婢女性，在大胆追求理想爱情与幸福时，反抗不彻底，

成了封建社会的陪葬品，她们都对封建家庭夺取了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属于父母之

命， 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式封建传统婚姻，被封建家庭凄惨地死去，表现了封建家庭

的残酷。所以在现代的女性都很满足《婚姻法》。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女人的

眼中她们喜欢是觉慧、觉民的男人那样，因为他们已站在斗争的前沿，不妥协地和那

些长辈们当面争辩，觉慧；他坚决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他

的信念很单纯，对旧势力“不顾忌，不害怕，不妥协”，觉民；他跨过了逃婚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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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卫护着淑英、淑华的成长。女人不喜欢是觉新的男人那样，觉新；虽然被夺取了他

所 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但是他无力挣扎，只能伤

心地痛哭，忍受着精神上的痛苦。现代的男人有各种各样的性格，他们的性格，有的

受到新思潮，让他们的性格与观念变化，女人们喜欢的是男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可以

忙忙碌碌，但同时希望男人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适当制造一点浪漫气息来增添生活的

乐趣，当然，这种浪漫仅限于夫妻之间，绝对不能出现花心。男人在工作中绝对有负

责。另外方面就是风度翩翩的男人，总是较多的受到女性的青睐。如果一个男人总是

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或是为了一点小矛盾就与人针锋相对，这些通常

都被女人们认作是有失风度的事。男人的风度与女人的气质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有

魅力的男人一定具备一种适时的风度。风度不需要时间去发掘，举手投足间，自然而

然地显露出来，往往令女人一见钟情。还有学识与智慧，是男人立世的根本，也是体

现自我价值的枢纽。修养也是一种内在涵养，是一个人集多种优点潜移默化而来。比

如道德观念，品性优劣，这都与修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制度，

这也是一种修养。女人们看待男人的修养问题，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不是一朝一夕所

能做出的决定，所以，一旦某个女人开始认真看待某个男人的修养，起码已进入实质

性阶段。 

泰国现代女性眼中的男人也与中国现代女性眼中的男人是大相同的，泰国君主立

宪后，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权利平等。女人开始有了工作的自由化，比如是以

前司法机构不让女人当检察官，可是这个时代让她们可以当了。男女权利平等、婚姻

自由，就让女人仔细的选择丈夫。在西巫拉帕的《以罪斗争》中，作者描写婉鹏对封

建家庭夺取了恋爱自由和婚姻自由，属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式封建传统

婚姻，但是她敢于反抗父母的命令，让她胜利的得到爱情。这样的传统让现代的女性

都很满足泰国的君主立宪，因为她们有了婚姻自由。在西巫拉帕的《以罪斗争》中，

在女人的眼中她们喜欢是玛怒的男人那样，因为他敢于反抗父母的命令，虽然他爱的

人对嫁给别人，但是他不愿意想带他爱的人逃走，不妥协地和父母当面争辩。现代的

男人有各种各样的性格，他们的性格，有的受到新思潮，让他们的性格与观念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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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人的眼中男性是不懂爱情的，特别是三十岁之前的男人，女人觉得他们总爱把爱

情挂在嘴上，还没有对情操的负责， 重要的是花心的男人，她们对这种的男人很讨

厌，许多女性认同这种的男人是“不文明的”。她们喜欢的是男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可

以忙忙碌碌，但同时希望男人能够在平淡的生活中适当制造一点浪漫气息来增添生活

的乐趣，当然，这种浪漫仅限于夫妻之间，绝对不能出现花心。女人知道天下没有完

美的男人，那种白马王子似的男人只存在于虚幻的言情小说或是女人自己编织的梦境

里。但在她们的眼中，理想的好男人还是客观存在的，尽管每个人的观点有所区别，

但是她们喜欢的是风度翩翩的男人，总是较多的受到女性的青睐。学识、见识和胆识

是男人立世的根本，也是体现价值的枢纽。智慧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无形资产，而

智慧的男人更懂得如何在女人面前充分展现自身的刚柔并济。他们很清楚女人的喜怒

哀乐，能不失时机的抓住机会，研究各种对策，或给予夸赞，或给予安慰，在温情的

包围下，鲜有女人不沉醉的。所以智慧是男人增强自信的动力，对女人具有不可思议

的吸引力。通常男人追求女人的唯一标准就是看相貌是否闭月羞花，沉鱼落雁。女人

们的要求虽然没有那么严格，但英俊潇洒，虎背熊腰的男人还是她们大多梦中情人的

形象。当然，相貌只是看待男人的一种尺度，这里面包含有粗犷的豪情与纤细的温柔

两类。总体来讲，漂亮一点的男人比较容易获得女人的好感。 

        综上所述，中泰现代女性眼中的男人是大相同的，重要是女人们对男人的风度、

学识、智慧、相貌和修养很感兴趣。既然女性有了婚姻自由，她们就仔细的选自己的

丈夫。不论是哪个时期女人们都要爱她的人、懂她的人、关心她的人和不花心。 

 

二、女性眼中的社会 

        中国的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女性便不再满足于“主中馈、务纺绩、事缝纫”的依

附地位，而是倡导男女平等、夫妻同权。她们更提倡女性的独立人格，从“人权”、

“独立人格”的高度讨论女性问题，使女性有了“为人”与“为女”的双重感觉，成

为一个完整的“人”。在女性的政治权利是指女性公民通过各种法定的途径和形式管

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对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

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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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眼中，政治权利是女性各项权利中 重要的部分，因为它与其他权利，如

文化教育权、劳动权、财产权等紧密相连的，它可以促进其他权利的实现，我们所说

的女性政治权利有一个基本特征即平等性，女性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一

样”就标志着平等性。在某些国家，女性的政治权利受到各种限制，例如要有“一定

的财产”，有些妇女由于无财产而受排斥。 

  在中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保障女性的政治权利。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

告成立，开始了男女平等的新时代。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废除了一切压迫和奴役

劳动人民的旧法律、旧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而实现男

女平等、提高女性的政治地位是这一伟大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通过一系列立

法，用法律的形式来保障男女平等的实现。1949 年 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颁布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 6条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束缚

女性的封建制度。女性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的生活各方面，均有与

男子平等的权利。” 这样让女人们很满足，在她们眼中是她们对社会参与、社会给她

们了承认。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描写了中国的封建社会，封建家庭让年轻人

遭受巨大的痛苦，特别是青年女性。在小说中作者描写女性的地位远不及男性中国封

建社会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高贵的女性能够接受教育，但是在下层的女性没有

能够接受教育。而且不论是高贵的女性还是下层的女性都对封建家庭夺取了恋爱自由

和婚姻自由，也被封建家庭欺凌压迫的地位。家族势力对她们很大影响，比如是鸣凤

被封建家庭压迫地死去、梅被忧郁成疾,凄惨地死去、瑞珏被封建家庭的迷信地死去，

全部都是封建社会的行动。西巫拉帕的《以罪斗争》也跟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描写

一样，写了泰国的封建社会。小说中女性的可以分开两种，一个是高贵的女性，另一

个是下层的女性。在小说中，女性的悲剧同样也发生在处于高贵女性与下层女性地位

的小姐们的身上。她们对封建家庭夺取了自由婚姻、自由爱情。比如是婉鹏，她是一

个美丽的有钱人家小姐，因为父母的命令只得放弃了她以前的理想与追求， 不得不承

认了自己的苦难是命中注定的。婉鹏与梅一样，婉鹏与玛怒，在感情的触须中，互相

有着爱慕之情。他们更是大胆相爱，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他们双双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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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了自己的爱慕。可这一切，都因为婉鹏的母亲不喜欢玛怒，而把他们童贞圣洁的爱

情扼杀了。婉鹏的母亲把她嫁给了别人，是属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式封

建传统婚姻。婚后她“总算没有一点应得的幸福，更没有得到爱情”。小说中表现了她

没有婚姻自由的权利的地位，也对封建家庭夺取了自己的幸福。 

泰国 1932 年变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后，泰国就开始女性权利的法制化进程。根据第

一部宪法，以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主体，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婚姻法、促进就业

法、政治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在女性眼中，

政治权利是女性各项权利中 重要的部分，因为它与其他权利，如文化教育权、劳动

权、财产权等紧密相连的，它可以促进其他权利的实现，我们所说的女性政治权利有

一个基本特征即平等性，女性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一样”就标志着平等

性。政治权利给妇女参与和政治决策的权力得以彰显。还对女性工作的自由化政治和

司法机构也允许妇女参与竞争作为测试法官和检察官。关于文化法，其基本精神就是

彻底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等封建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

平等及保护妇女合法权益，女人能够选择自己的丈夫，如果在婚后没有幸福能够离

婚，在她们眼中这样的是社会给她们机会能够当家庭的领导。生育、抚养孩子，料理

全家的饭食，承担全部家务也是女人的天职。这样让女人们很满足，在她们眼中是她

们对社会参与、社会给她们了承认。在教育法的女性眼中，她们也很满足，因为她们

能够受到高等教育跟男人同样，也能够表现自己的意见与辩论，因为男女权利平等。 

 由此可见，中泰现代女性眼中的社会是大相同的，在女性眼中，政治权利是女性

各项权利中 重要的部分，因为它与其他权利，如文化教育权、劳动权、财产权等紧

密相连的，它可以促进其他权利的实现，我们所说的女性政治权利有一个基本特征即

平等性，女性享有与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一样”就标志着平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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