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解放不可＂ 

── 1920─30 年代中國南部的城市現代化與低下層女性 
 

 

 

二十世紀初，「婦女解放」的概念，先後呈現於五四運動論述、國共兩黨政策、婦

女運動，傳教士救濟行動，以及關於現代化與國家主義的討論中。然而，「婦女解

放」究竟對低下層婦女有何意義？此研究嘗試以 1920－30 年代香港和廣州的低下

層女性為例，探索「婦女解放」在當時不同政治社會論述中的矛盾和意義。	
自 1910 年代末起，農村蠶絲工業式微，大量年輕單身婦女離開出生地，從中國南

方農村移居到廣州和香港，在新興中產階級經營消費的商店、餐館裡找工作，成為

服務業的重要勞動力。她們有些成為娼妓，有些成為茶館女招待及歌手，有些選擇

從事家庭勞工。但這些行業分類並不是固定的。許多婦女在不同行業中流動，大部

分因工作而在不同市鎮中穿梭。本研究探討這些不同身分的重疊性，以及工作選擇

的外在環境，包括政治、輿論、消費、社會價值觀等，如何令這些低下階層女性的

自主性和選擇受到嚴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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