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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出现过三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分别是戊戌前后的“兴女学”“废缠足”与“男

女平权”，辛亥革命时期的女子参政运动，五四之后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妇女解放运动。对 

此，学界习惯于将其主导者界定为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

级，①尽管这样的分类方式略显生硬与刚性，但也不失为认知历史、总结规律的一个方便法门。

毋庸置疑，在清末民初的三次妇女解放运动高潮中，当以第三次最为重要，它不仅是前两次思潮

的深入总结与持续发展，同时也是路线的纠偏与重组，深深影响并规导了此后百年中国妇女解放

的方向与道路。

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女性领袖，诸如向警予、

王一知、刘清扬、蔡畅、郭隆真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她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觉将其

基本原理运用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的倡导中，并与中国革命的总体目标相结合。然而，这些妇

从“兴女学”到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黄璧魂与中国近代妇女运动考论

马勤勤

【内容摘要】　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黄璧魂是一个不应被遗忘的名字。她虽然出身传统，自幼缠足，

接受旧式的家塾教育，但却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时代氛围中始终与时俱进，以开放的

怀抱去接受各种与传统相异的新学说，致力于拯救以妇女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当清末风

气未开之时，黄璧魂出走封建家庭，兴办书社和家庭教育女学堂，宣传自由与女权学说，

为广东女学先进。五四之后，她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先后突破性别窒碍与国族藩篱，

将中国妇女的解放纳入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视域中通盘考量，身先士卒地参与并组织

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黄璧魂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位完整参与了晚清、民初至五四三个

阶段妇女解放思潮的女性。她的重新发现，是中国妇女史和革命史研究的重要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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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运动的先驱者大多生于 1900 年前后，主要在民国初年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基本经历或直接参

加了五四运动 ；而曾经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的，仅有刘清扬一人。②完整参与晚清、民初

与五四这三个阶段妇女解放思潮的女性，还未发现。

在中国妇女史上，“黄璧魂”曾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大抵因为她的生命不仅骤然停止在

1923 年，而且系被人诬陷为陈炯明之“逆探”而遭枪决，③死得惨烈却并不伟大。近年来，始有

谢燕章、林子雄等人撰写文章，勾勒了黄璧魂“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形象，但由于其早

年资料的缺失，重点仍放在五四前后到她去世之前的这一段史实。④近日，笔者已在《清代葡萄

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中找到关键性史料，证明了近代著名女小说家“黄翠凝”其实就是黄璧

魂的别名，⑤如此，便可将分裂已久的二人资料合而观之。在各种细节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

互诠释之后，笔者发现黄璧魂不仅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位在创作上横跨晚清、民初和五四的女小

说家，同时她也完整参与了从晚清基于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观念的女权学说，到五四以科

学的社会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理论武器的转变历程。不妨这样说，“黄翠凝”与“黄璧魂”的合二为一，

为妇女史与文学史的研究都提供了一个稀有“样本”。此前，笔者已着眼于文学史视域，揭示了

黄璧魂小说创作从晚清到五四在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嬗变历程。本文将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利

用新挖掘的若干史料——特别是《清代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档案》与黄璧魂之夫郭八铭的《孙

文惨杀黄璧魂女士》，⑥追踪她一生的传奇经历，并将之与其小说创作并观，呈现黄璧魂的女权思

想及其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独特位置。

一

民国时期，胡子晋曾在其著名的《广州竹枝词》中吟道 ：

　　女学先河擅异姿，家庭教院廿年时。

　　璧魂黄氏洵奇气，五十知非似已迟。

诗下有注，云 ：

黄璧魂，原名展素，二十年前在西关倡办家庭教育院，为广东女学先进。癸亥（公元 1923 年）

由澳门抵羊城，为侦探所捕，以黄为敌探杀之。黄年约五十，而勇气犹昔，前年犹赴俄一次，

亦奇女子也。⑦

《广州竹枝词》大约作于 1924 年，⑧据此时间向前推算，可知黄璧魂“在西关倡办家庭教育院”

的“二十年前”，为 1904 年前后 ；“前年犹赴俄一次”，则指她代表中国女界联合会，参加 1922

年 1 月 20 日至 2 月 2 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东方民族大会一事（详下文）。短短四句竹枝词，

已经涵括黄璧魂一生中最主要的几大事迹，“女学先河”与“洵奇气”等语，也充分表达了胡子

晋的赞叹之情。事实上，在黄璧魂去世后，《申报》报道也称她“在西关宝原街创办家庭教育院，

为办女学之元祖”，⑨可见当时对黄璧魂生平与志业有所了解的还大有人在 ；然而百年之后，我们

似乎已经将她遗忘得干干净净。尽管有谢燕章、林子雄等人的文章记录，但由于大量采信黄璧魂

之女郭志玉、第二十一弟黄子由、侄女黄庆云等亲属和一些朋友的回忆，加之忽略了她的一个重

要别名“黄翠凝”，导致其生平的呈现仅是碎片化的勾勒，且基本史实还有不少错讹。考虑到黄

璧魂的“死不得其所”，其不幸似乎从生前延续到现在，因此，从历史的迷雾中打捞黄璧魂一生

的事略，便成为目前首先要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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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璧魂，广东番禺人，原名黄蕴玉，又名展素⑩、翠凝、碧魂。关于她的生年，目前笔者见

到的说法有二 ：其一出自黄璧魂的自述，她在 1922 年参加东方民族大会时，于会议登记表填出

生日期为 1886 年 11 月 8 日 ；⑪其二是谢燕章据其亲朋回忆，称她生于 1877 年。⑫按理说根据信

息的来源，这两种说法均应可信，然而前后却相差了将近十年，不得不稍微做一点辨析。1908 年，

黄璧魂长子张其讱在发表小说时曾自署“十三龄”，⑬若以此推测，则他大约生于 1895 年 ；倘真

如此，那么大概谢燕章所说的 1877 年更加符合史实。1923 年黄璧魂去世，胡子晋在《广州竹枝词》

注释中说“黄年约五十”，似可进一步佐证谢燕章之说。

黄璧魂幼年家境殷实，她的父亲名黄亮仁，字霭洲，为当地著名商人。黄璧魂幼年缠足，⑭

读过 15 年家塾，⑮后嫁葡萄牙籍商人张甲次子张家伟，并生下长子张其讱。1902 年农历五月，张

家伟因病身故 ；九月，黄璧魂又生下遗腹子张继祖。1904 年，因不满夫家束缚，黄璧魂携子返回

娘家并开办书社，1905 年又开家庭教育女学堂，宣传自由和女权学说。此事引起家公张甲的强烈

不满，因他曾为经商方便而入葡萄牙籍，故致信葡萄牙驻广州总领事馆禀告此事，遂有《张甲家

事》的珍贵档案卷宗留下，包括《张甲为孀媳不受家教事致葡总领事禀文（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一）》

和《张甲为孀媳追求女权事致葡总领事穆礼时禀文 附亡儿遗书及家书等（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

日）》两卷，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一手资料。不仅如此，卷宗中还保留了张甲于 1905 年 3 月 9 日和

6 月 16 日致黄璧魂及其母黄刘氏的信件，表达了颇多不满，同时附录了黄璧魂回应张甲质疑的复

信。1905 年 8 月 2 日，黄璧魂携长子张其讱假称“返十八甫母家”，此后一去不复返。⑯

在离开广州赴上海之前的这段时间，除了投身女子教育，黄璧魂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被称

颂为“晚清光绪宣统年间广州赫赫有名的维新女志士”。⑰例如 1905 年，她参加了当地的反美拒

约运动。其时，广州女界非常活跃，不仅先后出现《岭南女学新报》（1903）、《妇孺报》（1904）、 

《女镜报》（1905）等报刊，而且在拒约运动中也采取了系列行动，表现不俗。1905 年 8 月 21 日

出版的《拒约报》，就得到包括黄璧魂在内的三位女士协助。⑱

离开广州后，黄璧魂来到上海，据其夫郭八铭的说法，她重操旧业，“设塾授徒，舌耕糊口”，

“晚间则著译小说发售，犹极困顿，不以为苦也”。⑲这一说法也可以在现存史料中得到印证，据 

《女报》记载，黄璧魂为江苏上海守正女学堂校长，也是该刊义务记者。⑳ 1908 年是黄璧魂文学

活动十分活跃的一年，接连有《地狱村》《猴刺客》《奋回头》《姊妹花》四部著、译小说问世。

大概就在这段时间，黄璧魂经由中国公学监学黄用溥介绍，结识了该校学生、澳洲华侨郭八铭，

因志趣相合而结婚。因此，自 1909 年起，便不见黄璧魂在报刊上发表小说，此即郭八铭所说“及

归余，稍得资给，复竭力于社会事业，冀为人类谋幸福”。武昌起义后，郭八铭偕同志往就，被

任命为鄂都督府外交部交涉科员，而黄璧魂则携幼女冒险走武昌，求充看护妇。

辛亥革命之后，全国上下压抑已久的民族情感得到集体释放，“女国民”也不甘示弱，或组

织军事团体直接参战，屡建奇功，或建立救伤、筹饷组织，为革命提供后勤支援。对此，孙中山

曾给予高度评价 ：“女界多才，其入同盟会奔走国事百折不回者，已与各省志士媲美 ；至若勇往

从戎，同仇北伐，或投身赤十字会，不辞艰险，或慷慨助饷，鼓吹舆论，振起国民革命，更彰

彰在人耳目。”㉑可见，黄璧魂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表现，与当时女界高涨的参军参政热潮十分契

合。自辛亥革命到 1919 年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成立之前，有关黄璧魂的原始资料有限，但可以

肯定的是，这是她转向马克思主义，选择以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理论武器的关键时期。其

中，无政府主义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据谢燕章记载，这一时期黄璧魂与陈独秀及无政府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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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凌霜、区声白等人往来密切，还在上海创办了“劳工神圣社”，承接日常文化用品和各种新文

化、新思潮刊物以及马克思主义刊物的印刷工作。㉒这一说法也与费哲民的回忆相吻合，他称自

己 1920 年回到上海，通过妇联接办了黄璧魂主办的“劳工神圣社”，“社址在闸北宝山里，社的

业务以生产信纸信封为主，生产工具简单，工人仅有七八人”。㉓关于该社，也有“一面生产一面

学习，以培养一批妇女作劳工运动的推动者”㉔的史料记载，这大抵是郭八铭所说“又自办一小

工厂，实行妇女工读主义，并投身工界，组织劳工协会，改造工人生活”㉕一事。

1919 年，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成立。这是五四运动中产生的一个女性团体，与中国共产党早

期活动有较多的交集，在中国近代妇女史乃至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该会于 1919 年 6 月

23 日和 7 月 1 日分别召开第一次、第二次筹备会议，并于 7 月 4 日召开的第三次筹备会正式定

名，“以竭女子之知能，启发国民之自觉，提倡社会服务为宗旨”，7 月 11 日下午又在博文女校开

成立大会。㉖据郭八铭所说，该会系黄璧魂“与同志倡设”，并代理主任机关刊物《上海女界旬报》， 

《申报》也记载了女界联合会讨论增设营业部以便经营《旬报》的出版事务，“营业部长当公举黄

璧魂任之”。㉗在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成立后，黄璧魂密集参与或组织了相关活动，如在 8 月 1 日

的第三次家庭演讲会上讲“女子之于社会”、在 8 月 9 日的第四次演讲会上担任主席并讲“女子

之责任”。㉘与此同时，黄璧魂还代表女界联合会出席各类活动，如 1920 年 2 月的工业协会周年

大会、3 月的各团体联合谈话会、5 月的女子参政同盟会，㉙等等。

大约 1920 年底，㉚黄璧魂与郭八铭同返广州。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由于直接建立

妇女组织较为困难，于是决定改造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成立中华女界联合会，并于 9 月 1 日在

《新青年》第 9 卷第 5 号刊出经陈独秀、李达审阅的《中华女界联合会改造宣言》及纲领和章程。

广东期间，黄璧魂与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开始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妇女解放运动。

在此期间，她为广东妇女界做了大量工作。

及返广州，首倡组织女界联合会，创办女界工读学校，复与各工党联络，在互助社及青年团，

均大致力纠合女界，向粤政府及教育委员会请愿男女同校。又为女子参政权，在省议会虽力

争受伤，卒达目的，女士遂于九十四县中，在香山县议会彼（被）选为全省唯一之女议员。㉛

黄璧魂带头组织的“广东省女界联合会”，属于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分支机构，因此，她在

参加 1922 年东方民族大会时，持“中华女界联合会总会代表委托书”。㉜此外，文中所云“请

愿男女同校”和“为女子参政权”之事，是当年广东女界联合会发起的两件比较大的活动。前

者起因是陈炯明在 1920 年 11 月饬令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实行男女同校，但广东女界则要求所有

学校都执行男女同校，遂于 2 月 27 日发起男女同校运动，派出黄璧魂等 10 人代表 , 到省长公

署向省长陈炯明递交男女同校请愿书 ；㉝最后，广东教育委员会通令各校男女生兼收，并得延

聘女子为教职员。㉞后者始于 1921 年 3 月广东省议会废除女子参政权，对此，女界联合会一致

抗议，于 3 月 28 日召开大会，选举黄璧魂等 8 人为代表提出请愿书，并约集女界七百余人到

会旁听，期间发生激辩，全场大乱以至于动武 ；次日复有数千妇女大巡行，包围了省会，要求

交出凶手并通过女子参政案。㉟经过此番斗争，女子终于取得选民资格，㊱黄璧魂当选为香山县

议员，为全省唯一女议员。㊲

郭八铭提到的“互助社”，以“研究劳工问题”“主张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为宗旨。㊳广州《互

助日报》在报道该社的社务活动时，有黄璧魂筹备工人学校以期提高工人智识的记载。㊴“青年团”

则指社会主义青年团，据该团创始人施存统回忆，他与黄璧魂交往密切。㊵1922 年 5 月 5 日至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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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一大”在广州召开，黄璧魂出席并作为团员发表演说。㊶在此期间，她还代表中华女界联合会到

莫斯科参加东方民族大会，是代表中唯一的女性，也是“中国最早来过苏维埃国家的女革命者”，㊷

并在第十二次会议上进行了发言。无疑，这次访俄经历，是黄璧魂传奇的一生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苏俄回国不满一月，正好赶上澳门侨工被葡萄牙兵惨毙多命，发生罢工案。黄璧魂赶去营救，

“誓为工人谋幸福”，她一方面尽力筹款，甚至不惜自解私囊 ；另一方面代表离澳罢工之七十四工

会与葡萄牙政府交涉，最终取得胜利，“于是相持半年，无法调解之大工潮，至此乃告一段落”。

不料，澳门营救之际，恰好赶上陈炯明与孙中山的两党之争，“会中激烈分子销声匿迹，女士因

无党见，且以国民外交，不当随局部政潮为转移，独留不去”。㊸以此为导火线，黄璧魂遭人陷害，

于 1923 年 3 月 12 日被枪决，㊹结束了她短暂而又精彩的一生。

二

黄璧魂生长于风云变幻、思想激荡的晚清，经历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又以饱满的热情接

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她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完整而密集地经历了近代中

国思想剧烈变幻之后的阵痛、重组与新生。和当时许多畅言新学的知识者不同，黄璧魂出身传统，

从未上过新式学堂，似乎不曾出国留学，㊺是否通晓外语也未可知 ；㊻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从幽暗

的古老中国走来的传统女性，却始终紧随时代的步伐，开放怀抱接受各种与传统相异的新学说，

思之以拯救中国妇女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实在令人感佩。

黄璧魂在近代中国登场，始于 20 世纪初年。在其夫张家伟过世后，她将自己的本名“蕴玉”

改为“展素”，然后回到广州娘家办书社、开家庭教育女学堂，宣传自由与女权学说，也因此，

导致了她与夫家矛盾全面爆发。1905 年 3 月 9 日和 6 月 16 日，张甲分别致信黄璧魂及其母黄刘氏，

他说，“男主乎外，女主乎内，所谓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不易之理也”，指责儿媳误解了“自由”

之义，乃“日月倒行，阴阳错乱”，同时，他还认为黄璧魂大张旗鼓地兴女学，是为名图利，绝非“真

欲挽既倒之狂澜”，㊼随后，张甲又和黄刘氏抱怨 ：“近来谣啄纷纷，不堪入耳，人言真可畏也”，

并斥其行为“失节”，希望她对女儿加以约束。㊽对于张甲的质疑，黄璧魂复信一封以剖白心迹。

在信中，她感慨人生短暂，特别是当此“国事艰难，需才孔亟”之际，更应珍惜时间、勤劳黾勉，

以贡献国家。可见，黄璧魂的焦虑实来自内、外两面，既有时事原因也有个人“生命苦短”的危

机感。随后，她又驳斥了认为女性能力不够、不能造福人类的世俗看法 ：“殊不知个人拯之，则

人人未有不仰之 ；人人仰之，则人人未有不怜而步之 ；即人人未必怜而步之，而千百人怜而步之”，

表达了自己愿身先士卒，为女同胞之先导的决心和信心。针对张甲“失节”的指责，黄璧魂引用“金

藏剖心”的典故来表明清白 ：“坚持者，虽百端勾引而无变其志 ；淫荡者，虽坐深闺而亦为不肖。”

信的最末，她又以“孙儿同往，跬步不离，即虽有私情，究难掩其目者”来宽慰张甲，并与他郑

重道别。㊾

离开广州之后，黄璧魂带长子张其讱远走他乡，来到上海。她的出走一方面固然是为了彻底

摆脱张家纠缠，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她思想趋新，向往在上海这座更为包容的城市中另有

一番作为。此外，大概黄璧魂在广州的女学事业和社会活动属于非营利性质，故而“亏累过重，

避居上海”，㊿张甲也称她“欠债累累”，至 1905 年岁暮“到门讨债者纷至沓来”。 在社会事业

面前，黄璧魂似乎特别不计较个人得失，视金钱如粪土。郭八铭曾说她“秉性慈祥，好侠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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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22 年的澳门罢工案中，她筹款不足便自解私囊，“个人赔垫之巨款，亦未有分文取偿”。 然而，

就在初到上海这两年，黄璧魂却经历了一段经济上极为困窘的时光。她白天以教书为业，晚间则

著译小说，维持自己与幼子的生计。甚至在 1908 年，年仅十三岁的张其讱也利用暑假时间编写

小说，以“补下学期所费之不足”。

1908 年，章回体的“哀情小说”《姊妹花》和“立志小说”《奋回头》、翻译的“奇情小说”《地

狱村》以及短篇“侦探小说”《猴刺客》问世。 其中最为重要的作品，当属《姊妹花》，不仅颇

为全面地展示了黄璧魂早年的女学和女权思想，而且还夹杂了她的切肤之痛，蕴含着她独特的一

段生命历程， 颇令人动容。全文共十一章，凡三万余字，以鲍家三姐妹冰姿、冰节、冰雪等人

的婚恋遭遇为主线 ；而黄璧魂的女权思想，则主要通过长女鲍冰姿这一人物体现。《姊妹花》一

开篇，即写冰姿在母家不能与夫婿面晤而以投书之法传语，遂引出其母鲍氏顽固守旧的说教，“素

守旧风，男女之交，殊严畛域。彼以为男不得入于阃，女不得出于闺”， 故在鲍母寿辰之际，鲍冰

姿大谈男女平权之思想以规劝其母 ：“凡男女相晤，而各守文明之礼节者，即相见相通问亦有何

不可？”随后，她又指出女性与男子交游，走出家庭，可以增阅历、广智识，对其发展大有裨益 ：

女子为国民之母，女子智，则国民智 ；女子愚，则国民愚。天下兴亡，女子有责也。岂

可以深处密室之中，寸步不出闺闱之外，以范围其心思，以专制其交接乎？夫目所睹，家庭

之细事 ；耳所闻，家庭之碎言 ；身所历，家庭之俗务，如此又何能增益其心志，输灌其文明哉？

必也使其交接社会，与男士多往来，然后阅历增而智识广矣。（第二章）

听闻此语，鲍夫人笑她是一“痴人”，认为女子“操持家政，教育子女，但使男子无内顾之忧”

即可，而冰姿则认为，即使是这一最低标准，也有许多女性无法达到，所以必须令她们入校读书，

“苟非性质乖戾之女子，皆可造就此格”。然后，冰姿开始大谈女子读书的好处 ：

夫我国向来重男轻女，彼以为女子之资格较男子实卑下，故不令知书，不使求学，务养

成其一种奴颜婢膝，柔媚乞怜之志气。彼男子见吾国女子自居于卑贱，亦遂从而玩弄之，凌

虐之，奴隶之，种种无形之惨待，真是言不胜言者。吁！女人何辜，遭此压制？今能一从改革，

气象顿新，情怀渐展，自能目空一切，尚可轻易任彼佻 男子愚弄哉？其必傲然不屑与流俗

为伍也，必矣！（第二章）

冰姿指出，女性不读书知理，故而养成“奴颜婢膝”和“柔媚乞怜”之气，任由男子欺凌玩

弄、奴隶视之，因此，必须让她们入校读书，增长见识，才能不盲目地自卑自怜，对男子逢迎献媚，

获得应有的尊严与地位。她劝说天下父母不要“过执旧见，不令知书，不令出与社会交际”，同

时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些女子的怜悯之心，“每一念及，则梦寐亦不宁矣”。可见，黄璧魂假借小说

《姊妹花》，不仅为自己当年在张甲的指责和“谣啄纷纷”中兴办女学的行为宣泄伸冤，同时也表

达了主张“男女交际”与“兴女学”的原因——而这两点恰好榫卯相连，彼此嵌容。

不妨这样说，《姊妹花》中的部分内容，呼应了黄璧魂早年的女权思想与女学主张，而这种

对妇女命运的强烈关注，正是她在五四前后得以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妇女解放运动思想武器的

重要保障。相较于晚清，五四之后的黄璧魂已经清晰认识到“一切妇女问题，都掩蔽在由阶级制

度产生的经济制度下面”， 而“劳动者”（工人）则与妇女为同类，都是“弱者”和“无产者”，

故而有意识地将“劳动运动”与“妇女运动”相结合。 换句话说，“妇女”与“劳工”是黄璧魂

后期思想的两大关键词。如果说晚清的《姊妹花》凸显了黄璧魂对“妇女”的关切，那么她同期

另一部不怎么被人注意的小说《奋回头》，则开启了日后“誓为工人谋幸福” 之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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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回头》发表在于右任创办的《神州日报》，自 1908 年 8 月 1 日起每日刊出，一直连载到 

8 月 29 日，凡十章，不足两万言，标“立志小说”，叙张晚成因输掉家产而偷盗入狱，家破人亡

后到南非做契约华工，受尽虐待、九死一生，最后痛改前非进而奋起的整个历程，“是目前所知

的第一部写到南非契约华工生活的小说，在华工文学题材的地域性上有开拓之功”。 《奋回头》

聚焦 1904 年英商太古洋行在广东招募南非华工一事，这一事件在历史上也实有发生， 从时间上

看，刚好是黄璧魂离开张家在广州兴办女学之际，很可能是她彼时的见闻。小说以同情的笔墨描

摹了华工的悲惨生活，他们在远涉重洋的路上就有不少人遇难，抵达南非后，更是受到非人的虐

待 ：不仅每日劳动的密度与强度超乎想象，而且还经常被英兵毒打 ；病倒后得不到医治，“乃将

华工之尸身裹以帆布，缚以长绳并坠重石，拖葬于海”（第六章）；他们申诉无门，有人不堪忍受

而跳海自尽。当然，此时黄璧魂对劳工问题的认识，尚停留在 “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国族主

义层面，远未达到五四之后的深度与高度。辛亥革命后，黄璧魂曾到南京“偏谒当道，面陈澳洲

华侨受外族种种苛待，冀新政府设法保护”， 可见她对劳工问题一直持续关注。结合黄璧魂早年

的诸种表现，不难看出，她在五四前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关注妇女与劳工问题，绝非空穴来风，

而是建基于扎实的思考与实践，不仅顺理成章，而且渊源有自。 

三

在清末《姊妹花》等小说中，黄璧魂表现出的女权思想，诸如对“国民之母”的演述，以及

将“兴女学”作为女性解放与男女平权的重要基石，与晚清时期流行的女权思潮基本合拍。然而，

1920 年刊于《民国日报》的小说《太太》，则集中反映了她五四之后妇女解放思想的一个侧面。

小说采用新颖的“对话体”形式，同时以流畅的白话写出，颇合五四之后的新文学风尚。甫一开

篇，即是小女孩突兀的一句话——“妈妈，我明早不上学了”，十分吸引人。随后，小说在母女

之间你来我往的对话中展开，辩论的焦点集中于女性是否应该读书。紧接着，罗太太登场，也参

与到对话当中，她讲述了自己依附丈夫而惨遭抛弃的经历，“以后正不知怎样过日子咧”。对话至

此，小女孩主动提出 ：“妈妈，我还是要上学去 ；我不要做那坐汽车不识字的财主太太了。” 至此，

小说戛然而止，留下无尽余韵，任读者想象。

在《太太》中，黄璧魂指出女性必须具有独立的人格与精神，不能依附于男子生活，而通过教

育来掌握一技之长，无疑是最佳途径。不难看出，这一想法既是晚清时期“兴女学”主张的深化和

发展，也与五四前后盛行的女性思潮基本合拍。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欧美女

权思想和运动为武器来破除封建礼教，积极介绍和效法欧美女权运动，例如吴曾兰的《女权平议》、

胡适的《美国的妇人》和李达的《女子解放论》，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随后，以“新女

性”形象为标志的欧美妇女解放模式，成为中国知识界效法的目标。然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胜利，不仅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的道路也开始受到国人关注。以李大

钊的《Bolshevism 的胜利》和《战后之妇人问题》等文为标志，国人不仅开始吸纳苏俄妇女解放的

基本原理，而且还认识到欧美资产阶级女权运动与苏俄妇女解放运动性质完全不同，并比较了其差

别，称之为“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或“第三阶级的妇女运动”和“第

四阶级的妇女运动”。 关于前者的题中之义，大抵如下文总结 :

（一）谋政治权的平等 , 而妇女参政权的呼声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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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谋经济权的平等，而妇女职业活动的开放兴 ；

（三）谋知识的平等 , 而男女同学的禁例开 ；

（四）谋道德的解放 , 而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理论倡。

据此，再来反观黄璧魂在 1919 年 7 月中华上海女界联合会成立前后的一系列表现，大体未

溢出上述四个方面。例如，女界联合会成立后不久，黄璧魂在 8 月 1 日的第三次家庭演讲会上讲

“女子之于社会”，称“欧美女子获得现在地位，无非其活动于社会者多知识责任权利并行，为正

比例者也”，故言女子解放“首宜注重学识，次宜家庭教育，勿以作一家贤妻良母为本旨。三宜

去虚荣，重实在，是为最要”。 待到 1921 年初的“男女同校运动”及“女子参政运动”，则完全

对应了“男女同学的禁例开”与“妇女参政权的呼声举”。毫无疑问，此时的黄璧魂从思想到行动，

完全契合当时所谓的“资产阶级的女权主义”。然而，至《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希望》一文，黄璧

魂则开始有意识地运用先进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妇女运动的理论武器，转向“社会主义的女权主

义”，成为其妇女解放事业中的重要分水岭。

《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希望》发表于《劳动与妇女》杂志。这是早期共产党人创办的一份女性 

刊物。该刊创刊于 1921 年 2 月 13 日，由广州共产主义小组主办，广东群报社总发行，主要编辑

和撰稿人有陈独秀、谭平山、沈玄庐等。关于该刊的“发刊大意”，沈玄庐如是说 ：“在阶级制度

下面受经济的压迫，劳动者和妇女是一样的”，“阶级制度有一日存在，劳动者和妇女就活受一日

的压迫”。 陈独秀也指出劳动者和妇女属于“同类”，均为“弱者”，所以才要同时提倡“劳动运动”

与“妇女运动”。 可见，《劳动与妇女》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已经不再局限于早先单纯的男

女平权要求，而是超越了性别立场，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相勾连，进而对现存社会制度提

出质疑。在《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希望》中，黄璧魂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切过去现在的社

会，无一样不是农夫工人和妇人的成绩”，而“为人类负担‘继续’这一个条件的责任，差不多

是妇人的专责”，可惜的是，“妇人对于人类所负担的担子既这么样重，而他们所处的境地，无论

在哪一个阶级，他们生活上的意义和价值，只是做了男子的附属品，供给男子的压迫和玩弄罢了”。

随后，她进一步指出 ：

我们妇人，我们就是为人类负担主要责任的 ；我们妇人，应该了解“阶级制度下面的经

济制度”未曾打破以先，就是“资本阶级”和“劳动阶级”未曾同倒以先，一切妇女问题，

都掩蔽在由阶级制度产生的经济制度下面 ；不但没法解决，并且无从提议。现在所见得到的，

只是我们妇人和农夫工人共同受现在的经济制度所压迫的这一点。所以打破阶级和改造经济

制度，我们妇人和农夫工人当一致努力！

黄璧魂已经认识到妇女问题并不是孤立的，开始自觉地将目光投向广大劳动妇女的基本生存

层面，并将其生存问题纳入劳工运动之中统筹考虑，从而将妇女解放与劳动者的解放紧密相联。

在文章结尾，她还指出，“劳动界要打破现在种种的制度，必先从团结和组织入手”，呼吁大家“从

职业联合进为产业联合”，“树立我们对于破坏后的建设基础”，并斩钉截铁地说，“这就是由阶级

制度压迫出来必然的最近的结果”。在《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希望》发表之后不久，1921 年 8 月，

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妇女评论》“创刊宣言”中，对当时流行的“把女子提到和男人一

样的地位”的“女性主义者”提出质疑，认为妇女问题首先是劳动权和生存权，如此才能“解放

历来施于女性的种种束缚”，令其自由发展。 1922 年 7 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 

议》，进一步强调“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解放，妇女才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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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真正解放”。 这是中国妇女运动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显示了

中国共产党对妇女运动的高度重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确立。 不难看出，黄璧

魂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堪称中国的先觉者之一。

1921 年 11 月，黄璧魂到满洲里，前往苏俄参加东方民族大会。这次会议针对的是同期在美

国举行的华盛顿会议，揭露其侵略瓜分远东的阴谋，并促进远东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

运动进一步发展。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团由 44 人组成，其中有表决权的是 39 人。 黄璧魂在会

议登记表“职业”一栏填的是“上海女界联合会文牍主任”，在“属于什么工会”一栏填“女界

联合会”。 郭八铭曾描述黄璧魂在苏俄时的情形 ：“及出席议场，发言最多，大为各国代表所推重。

苏俄首领列宁特别延见，俄人到处欢迎，争以小照摄入影画剧，以资观感。” 根据笔者目前所见

史料，诸如“发言最多”“到处欢迎”“以资观感”之类的描述，似乎有所夸张，不过，秦抱朴也

曾在《赤俄游记》中这样描写她 ：

黄璧魂女士虽不晓外国文，但在莫斯科却很活动，常去拜会苏俄的大人物。哥伦泰女士

亲自介绍她加入共产党。但正宗派便非常反对，后来她到底失败了。当代表团去见列宁时，

她也去了……

据此，黄璧魂在苏俄十分活跃，拜访了包括列宁在内的不少“大人物”，令秦抱朴印象深刻。

此外，黄璧魂还作为“中国女界联合会的代表”，在 2 月 2 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发言，现有全文留下 ：

同志们，我是中国女界联合会的代表。我从亚洲不远万里来到欧洲，确实非常高兴能够和

你们进行交谈。我来到这里，俄国人民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苏维埃俄国已遭受西方帝

国主义国家封锁多年，但是这个国家仍在毫不犹豫、毫不畏惧地前进。东方妇女一直遭受帝国

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东方各国妇女将同俄国妇女联合起来，同压迫远东妇女的资本主

义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她们将和俄国妇女携手并肩，反对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

如果说，黄璧魂在《我们对于劳动者的希望》一文中超越了性别立场，将妇女解放与劳动者

的解放紧密联系，那么，此时的她进一步超越了国族立场，放眼全世界，号召东方妇女联合起来，

共同反对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进一步将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无产阶级解放相结合。

据郭八铭所说，苏俄一行，令黄璧魂“饱受新鲜空气”，她在俄期间即对社会及儿童教育格

外注意，归国后撰编了《苏维埃各委员会制度表》，并自著《赤俄游记》一部，“洋洋十数万言，

皆身历所得，容俟印行”。可惜这两部作品，今日似已不见。此次出访之于黄璧魂的最大意义，

即如她在莫斯科议场的宣言“誓为工人谋幸福”；归国后，乃“力践吾言，仍再接再厉，不因挫

折而稍懈”。 前述澳门惨案发生时，黄璧魂任职的香山县因毗邻澳门，故成为反抗澳葡暴行的前

沿阵地。惨案发生后，澳门 66 个工人团体离澳，至前山和澳门西边对岸的湾仔，以表示对葡萄

牙这一惨绝人寰的血腥暴行的抗议。 黄璧魂“以此案关系国体，又为侮辱妇女而起”，故“极思

有所臂助”，前往澳门组织营救工作并最终获得胜利。 这一次的澳门营救工作，也有资料说是中

国共产党委派黄璧魂和谭平山一同前往， 尽管笔者目前还未发现可以佐证的原始资料，但从黄

璧魂后期的活动轨迹观之，的确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有较多交集。例如，黄璧魂在参加东方民族大

会时，在“属什么党派或团体”一栏中填“社会主义共产党”。 又如，1922 年 5 月 5 日至 10 日，

团一大在广州召开，黄璧魂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为团员发表演说称 ：“我们女子，现在入团的

很少，极希望我们女同志快快起来与男同志合力去奋斗，争回我们的自由权。” 1922 年 7 月 8 日，

日本方面在关于“在上海的共产党”情报中，也将黄璧魂列入“现在与上海共产党有关系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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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人员”名单之中。

四

黄璧魂生于清末，历经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经历了清朝的覆灭，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她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比较完整地经历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变动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尽管黄璧

魂出身传统，又是小脚，接受的也是旧式家塾教育，但却始终与时俱进，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并学习

各种新思潮，以贡献社会与国家。其中，关注女性的生存与命运，是贯穿她一生最为重要的主题。

当清末风气未开之时，黄璧魂勇敢出走封建家庭，办书社，开家庭教育女学堂，宣传自由和女权学

说，“为广东女学先进”。五四之后，她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的实际相结合，先后突破性别窒碍与国族藩篱，将中国妇女的解放纳入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的视域

中通盘考量，身先士卒地参与并组织妇女运动与工人运动，是当之无愧的妇女解放先驱。与此同时，

黄璧魂还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位在创作上横跨晚清、民初和五四的女小说家，其作品无论是在形式

还是内容层面，都堪称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先声之一。可以说，黄璧魂其人其文其事，足以令她担

得起“奇女子”的称谓，理应在中国革命史、妇女运动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灿烂的一笔。

只可惜天不假年，黄璧魂的生命骤然停止在 1923 年，再也无法大展身手、为中国的妇女与

工人“谋幸福”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多少生命倏忽间逝去 ；然而，相较于向警予、杨开

慧等人，黄璧魂的死多少显得有些“不得其所”，甚至在她尚在世时，就已然被筹谋贴上“陈党

逆探”的标签，“百般造谣丑诋”，开始了对她“妖魔化”的过程。 至 1930 年，黄璧魂苦心造诣、

映射其晚清时期“女学”与“女权”思想的重要小说《姊妹花》，竟被改名为“二美争风 ：姊妹

趣史”，封面上的“艳情小说”四个大字和一对姐妹的艳丽小影， 清晰昭示了出版社对它的期许

与定位。越四年，报刊上又出现了一篇标为“南国秘闻”的《郭标与黄璧魂》短文，如下 ：

粤中有奇女子曰黄璧魂，姊妹十三人，皆尤物。璧魂行六，早岁，嫁张姓，诞一子，张死，

与郭标狎。郭为永安公司经理，沪粤巨商之一，间参与政治活动，与陈廉伯辈通声气，在港

粤颇具潜势力，璧魂之第十三妹，嫁陈炯明为平妻，八妹则嫁陈觉明。璧魂在粤，一切政治交际，

无不有其踪迹，如古之虢国夫人焉。当陈炯明叛变时，璧魂竟充陈之侦探，凡中山先生一切

举动，皆得彼侦去告陈。十三年，陈失败窜港，璧魂在粤为元帅府所捕，处以极刑……

此文错漏之处甚多，姑且不计，值得注意的是，在“陈之侦探”外，黄璧魂又被敷衍出“皆

尤物”“与郭标狎”“如古之虢国夫人”等“故事”。那个“秉性慈祥，好侠仗义”“耐劳苦，工书

诗，尤善辞令”， 誓为妇女与工人谋幸福的妇女解放先驱，竟然沦为野史笔记、里谈巷议之对象，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秘闻”与谈资，乃至终于在历史的迷雾中消逝不见。可以这样说，

黄璧魂的重新“出土”，不仅是中国妇女史、革命史与文学史等几大领域的重要创获，更有助于

我们穿越百年前的社会氛围与文化心态，体贴那个时代女性先驱者的艰难与跋涉。

注释 ：

① 例如，吕美颐、郑永福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年）即持这样的观点。

② 参见周蕾 ：《性别、组织和政党——对建党初期女党员

群体的历史考察》，《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 

③㊹ 《大元帅指令第二十二号（中华民国十二年三月十二

日）：令大本营参军处 ：呈报遵令已将逆探黄璧魂验明枪

决由呈悉此令》，《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 2 期，

1923 年 3 月 16 日。

④ 参见谢燕章 ：《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的黄碧魂》，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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