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料介紹 

晚清北京女子教育攬要 ∗ 

黃 湘 金 ∗∗ 

清季戊戌以降，作為新政要務之一，振興女子教育的重

要性漸為開明官員和士紳所認識，在全國展開了一場影響深

遠的「興女學」運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不過，晚清

的女子教育亦有不盡人意處，其中之一就是地域分布的不平

衡。1 今天提及晚清的女學實踐，學者最先想到的是上海和

天津的興學成果。上海有地利之便，加上報刊的宣傳和士紳

回應，早在 1898 年即創建了「中國女學堂」，開國人自辦

女學堂的先河。2 天津由於主政者袁世凱(1859-1916)對女學

                                                 
∗  本文在夏曉虹教授的敦促下撰成，僅此深表謝意。在修定過程中蒙匿

名評審指正，亦致謝忱。 
∗∗  西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1 喬素玲，〈中國近代女學地域分布探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卷 18 輯 2（2003 年 6 月），頁 114-120。 
2 關於「中國女學堂」的辦學實踐，參見夏曉虹，〈中西合璧的教育理

想─上海「中國女學堂」考述〉，收入氏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

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1-37。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 25 期（2015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4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 25 期 

事務的重視，官員與開明士紳通力合作，女學堂之設，蔚然

成風。與天津鄰近的北京，其興女學的成績卻相形黯淡：根

據學部的統計，1907 年直隸省有女學堂 121 所（天津所占比

重最大），而北京的女學堂數目為 12 所。3 關於晚清北京女

學堂的具體名稱，劉寧元(1956-)先生在大量查閱文獻的基礎

上，於著作《北京近現代婦女運動史》中列出 1901 至 1911
年間創立的教會女學、自辦女學 31 所，4 但書中並未著錄資

料來源，且行文時有錯訛處。5 對晚清北京的女學堂，實有

重新釐清的必要。 

一、晚清北京的女學堂 

本文主要依據《順天時報》、《北京女報》和《大公報》

的新聞報導，勾勒晚清北京開辦的女學堂之簡況，並對其特

點略加分析，以供學界參考。6 
1. 蕭山館女學堂。校址在前門外西河沿中間路北蕭山

會館。課程包括漢文與淺近英文。教習為湯文端公

                                                 
3 轉引自喬素玲〈中國近代女學地域分布探析〉一文。統計數字不含教

會學校。 
4 劉寧元，《北京近現代婦女運動史》（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頁 24-28。 
5 如將「振懦女學」誤書為「振儒女學」；將創辦健銳營公立女學校的

「玉崑峰」誤為「王崑峰」；將創辦宏育女學的「孟藝齋」誤為「孟

藝齊」。 
6 我的統計僅限於北京城，不包括周邊縣域。學校類型僅指國人自辦女

學堂，不含教會女學校。此外，本文人名部分，已查閱各種資料試圖

完成，但本文所涉及人名大部分是不知名的人物，生平難以考訂，若

無確切資料證明者不註生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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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金釗，1772-1856）孫女湯馥、湯徵。7 該校於

1903 年 4 月 29 日開學，8 當年 10 月關閉。9 
2. 頂銀胡同女塾（此校名由本人依資料定名，以下各

校名若為此情況者，簡稱為擬）。校址在頂銀胡同，

為文質卿開辦，不收學費。功課有算學、東文、物

理、習字、史學、倫理、讀本、地理。教員除文質

卿外，尚有「蕙如女史」。該校約於 1903 年 5 月開

辦，報紙報導已有學生 15 名。10 
3. 養新女學堂。校址設五道廟《啟蒙畫報》館，開辦人

為報館主人彭翼仲(1864-1921)。學生年齡限定為 8
歲至 15 歲，纏足者不收（但招收纏而解足者，且學

費減半）。11 該學堂廣告初見於 1903 年 5 月 14 日

《大公報》。是年冬，曾因嚴寒而停課。 12《啟蒙

畫報》於 1904 年底停辦，但該校至少在 1905 年 4
月還存在。13 

4. 四川女學堂。由川人杜德輿 (1864-1929)、黃銘訓

(1879-1929)夫婦開辦，曾擬延請秋瑾(1875-1907)為

                                                 
7 〈女學起點〉，《大公報》，1903 年 4 月 20 日，第 3 版。 
8 〈女學已開〉，《大公報》，1903 年 5 月 2 日，第 3 版。 
9 〈紀女學堂〉，《大公報》，1903 年 10 月 26 日，第 4 版。 
10 〈設立女塾〉，《大公報》，1903 年 5 月 6 日，第 3 版。 
11 〈啟蒙畫報館開辦女學廣告〉，《大公報》，1903 年 5 月 14 日，廣

告頁第 1 版。 
12 〈女學暫停〉，《大公報》，1903 年 12 月 6 日，第 4 版。 
13 《大公報》統計北京的女學堂，有自辦女學堂兩所，其中位於「五道

廟」的即是該校。〈最近北京學堂調查表〉，《大公報》，千號增刊，

1905 年 4 月 13 日，第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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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習，校址在南城繩匠胡同杜宅。 14 該校於 1904
年 3 月 21 日開學，教習為「日本某教員之夫人」，

學生十餘人。15 1906 年改為公立，校址遷四川營四

川會館舊館（明代女將秦良玉(1574-1648)駐軍處），

擴大招生規模。學堂以「涵育德性，養成女子普通

知識」為宗旨，課程分修身、國文、歷史、地理、

珠算、圖畫、手工、外國文、音樂、體操。倡辦人

為王善荃、杜德輿。16 四川公立女學堂於 1906 年 4
月 28 日開學，17 監督為曾光岷夫人，管理員為鈕

德蔭夫人，教習為劉仲良之女、蕭履安之女、莊幹

卿夫人及日人尾崎夫人。學生約 80 名。18 
5. 十景花園胡同女學堂（擬）。約創辦於 1904 年 3 月。

《大公報》稱「十景花園某志士創辦女學堂一區，

學生報名者甚多。未悉其內容何如」。19 
6. 船板胡同女學堂（擬）。校址在船板胡同，由北新

橋溫仲春捐款二千金設立，於 1904 年 11 月（或稍

早）開學。聘請女教師 3 人，「分上中下三齋」，

不收學費。20 

                                                 
14 〈創設女學〉，《大公報》，1904 年 2 月 1 日，第 4 版。 
15 〈紀女學堂〉，《大公報》，1904 年 3 月 25 日，第 3 版。 
16 〈四川女學堂簡章照錄〉，《大公報》，1906 年 3 月 15 日，第 4 版；

〈四川女學堂簡章照錄續稿〉，《大公報》，1906 年 3 月 16 日，第 4
版；〈四川女學擴充學額〉，《大公報》，1906 年 7 月 26 日，第 4 版。 

17 〈女學紀盛〉，《大公報》，1906 年 5 月 3 日，第 4 版。 
18 〈女學將開〉，《大公報》，1906 年 4 月 29 日，第 3 版。 
19 〈創辦女學〉，《大公報》，1904 年 4 月 7 日，第 3 版。 
20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1 期 10（1904 年 12 月 1 日），

頁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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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和育女學堂。由肅親王善耆 (1866-1922)在府邸試

辦。該學堂在川島浪速夫人的協助下，聘請木村芳

子擔任教務，王妃任監督，於 1905 年 3 月開學，首

先招收公主、嬪妃等 13 人。仿日本華族女學校規

模，分設小學科、中學科及特別科三類。21 1907 年

美國駐華大使之妻康格夫人(1843-?)在信中稱，「肅

親王開辦了自己的學校，教育自己家中的女兒們和

侄女們」，22 指的就是該校。 
8. 繩匠胡同女學堂（擬）。校址在南城外繩匠胡同，

於 1905 年 7 月前開辦，不久即停辦。23 
9. 東單女蒙學舍（擬）。校址在東單牌樓郵政局前小

報胡同劉宅，1905 年 7 月 3 日開學。教習為張蘭芳

之女，頭班設額 10 名。課程除漢文後，還擬添設英

文、算學。24 
10. 喜公府女學堂（擬）。校址在地安門外喜公府，於

1905 年 7 月（或之前）開辦。25 
11. 官話字母女義學。校址在東四牌樓北六胡同內、月

牙胡同路東，由王續蔭母將家宅捐出，誠厚葊、高子

                                                 
21 服部宇之吉著，張宗平、呂永和譯，《清末北京志資料》（北京：北

京燕山出版社，1994），頁 208。 
22 薩拉．康格著，沈春蕾等譯，《北京信札─特別是關於慈禧太后和

中國婦女》（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頁 307。 
23 〈女學萌芽〉，《大公報》，1905 年 7 月 16 日，第 3 版。 
24 〈新立女蒙學舍〉，《大公報》，1905 年 7 月 10 日，第 3 版；〈紀

女蒙學〉，《大公報》，1905 年 7 月 14 日，第 4 版；〈女學萌芽〉，

《大公報》，1905 年 7 月 16 日，第 3 版。 
25 〈女學萌芽〉，《大公報》，1905 年 7 月 16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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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花蘭生三人主其事。大約於 1905 年 7 月開學。26 
12. 勵本女蒙學堂。校址在南城外珠巢街光祿寺胡同，

1905 年 8 月 20 日開學。教習為張淑賓女士。27 
13. 振懦女學堂。1905 年 8 月 14 日開學。校址在西四

牌樓北前毛家灣，創辦人為旗人崇芳（字秋浦）。28 
分甲、乙兩班，甲班所授課程為國文、家政、算術、

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世界地理、物理、體操、鉛

筆畫、音樂、唱歌；乙班為修身、國文、算術、體

操、音樂、唱歌。1906 年時有職員 2 人，教員 6 人，

學生 53 人。29 1909 年 9 月遷往西四牌樓拐棒胡同

常氏宅。30 民初更名為「振懦女子小學校」，視學

員稱「該校開辦極早，經費亦極絀。空空妙手，幾

等無米為炊」。31 
14. 方巾巷女學堂（擬）。開辦於 1905 年 8 月（或之前）。

校址在崇文門內方巾巷，創辦人為張少培、英顯齋。

女教習除全雅賢、葆淑舫外，另有名譽教員木村芳

子。32 

                                                 
26 〈官話字母女義學招生〉，《大公報》，1905 年 7 月 14 日，第 3 版。 
27 〈女界進步〉，《大公報》，1905 年 7 月 31 日，第 4 版；〈女學續

志〉，《大公報》，1905 年 8 月 2 日，第 4 版。 
28 〈京師私立各學堂一覽表〉，《學部官報》，期 8（1906 年 12 月 6

日），頁 45。 
29 〈振懦女學堂〉，收入京師督學局編輯，《京師督學局一覽表》（出

版項不詳，1907），頁 26。 
30 〈振懦女學將喬遷〉，《順天時報》，1909 年 9 月 15 日，第 7 版。 
31 榮綬，〈查視私立振懦女子小學校報告〉，《京師教育報》，期 16

（1915 年 5 月），頁 37。 
32 〈女學將興〉，《大公報》，1905 年 8 月 28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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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豫教女學堂。由沈鈞創辦，於 1905 年 8 月 30 日開

學。33 校址在東單牌樓二條胡同，以造就「賢母良

婦」為辦學宗旨，分尋常科與高等科。尋常科功課

為修身、國語、算術、歷史、地理、圖畫、聲歌、

裁縫、手藝、遊藝、體操；高等科功課為修身、國

文、算術、歷史、地理、格致、家事、圖畫、聲歌、

裁縫、手藝、體操、遊藝，另可加習外國文，先試

辦尋常科。總經理人沈鈞，經理人服部宇之吉(1867- 
1939)，女經理服部繁子(1872-1952)、沈貞淑（吳大

澂族妹，沈鈞之妻），教習為李淑貞、比利時人林

氏及日人服部繁子、佐伯園子、加美田操子。34 學
生六十餘名，多為「世族國秀」。35 因堂址過於狹

隘，1906 年搬遷至乾面胡同喀喇沁王舊邸，36 並於

該宅堂東附設女工藝廠，分織布、繡花、編物、機

器縫衣四門。 37 1908 年，由於王府被喀喇沁王收

回，女工藝廠停辦。38 當年農曆六月下旬，沈鈞將

該校遷至東單牌樓南蔴線胡同，並添招女學生數十

名，「新生報名者甚多，並皆為名門淑媛」。39 
16. 淑範女學堂。由旗人英顯齋、文時泉創辦，校址在

                                                 
33 〈記豫教女學堂〉，《大公報》，1905 年 9 月 11 日，第 3 版。 
34 〈北京豫教女學堂章程〉，《東方雜誌》，卷 2 期 12（1906 年 1 月 9

日），頁 336-344。 
35 〈賢哉喀喇沁王〉，《大公報》，1906 年 3 月 15 日，第 5 版。 
36 〈女學將移〉，《大公報》，1906 年 4 月 5 日，第 4 版；〈蒙王興學〉，

《大公報》，1907 年 2 月 7 日，第 5 版。 
37 〈女工藝開廠〉，《大公報》，1906 年 12 月 10 日，第 3 版。 
38 〈女工場停辦消息〉，《大公報》，1908 年 3 月 7 日，第 4 版。 
39 〈豫教女學堂之遷移〉，《順天時報》，1908 年 8 月 1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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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總布胡同，於 1905 年 9 月 3 日開學，40 曾聘葆

淑舫為教員。41 至 1906 年 10 月，該校有職員 2 人，

教員 5 人，學生 80 人。42 該校主事人曾幾經更易。

1906 年由俊千良、張少培接手，後因兩人赴日留學，

改由恩雨堂代理。43 1907 年曾因款絀而停課。44 義
務教員有汪禾青（汪康年夫人）、董志謹、毓仲芳、

毓淑媛等。45 
17. 陶氏女學堂。由陶氏開辦，校址在丁字街，於 1905

年 9 月開學。功課以國文、輿地、算學、歷史為主，

兼習中西女工。首次擬招收學生 40 名，年齡為 7、
8 歲至 15、16 歲為合格。46 

18. 二龍坑瑞氏女學堂（擬）。校址在二龍坑，由瑞氏

設立，大約於 1905 年 12 月（或稍早）設立。47 
19. 二龍坑寶氏女學堂（擬）。校址在二龍坑，由寶氏

設立，大約於 1905 年 12 月（或稍早）設立。《東

方雜誌》稱「西城二龍坑瑞氏、寶氏均有女學堂之

設，惟經費不敷，因陋就簡」。48 

                                                 
40 〈京師私立各學堂一覽表〉，《學部官報》，期 8，頁 45。 
41 〈女學調查．淑慎女學堂〉，《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24 日，第

5 版。 
42 〈京師私立各學堂一覽表〉，《學部官報》，期 8，頁 45。 
43 〈淑範女學堂改良〉，《北京女報》，1908 年 8 月 20 日，第 2 版。 
44 〈淑範女學堂又開學了〉，《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27 日，第 2 版。 
45 〈李翰林熱心女學〉，《北京女報》，1908 年 4 月 20 日，第 3 版。 
46 〈京師創立女學〉，《南方報》，1905 年 9 月 8 日，第 2 版。 
47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2 期 11（1905 年 12 月 21 日），

頁 287。 
48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2 期 11，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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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報房胡同女學堂（擬）。校址在報房胡同，為劉某

創辦，大約於 1905 年 12 月（或稍早）開學。每日

功課，午時宣講白話報，早晚讀書識字，待文理稍

通後，即加入英文、算學等科。49 
21. 內城女學堂（擬）。由某福晉創辦於 1905 年 12 月，

「專教滿漢婦女粗淺國文、工藝」。《大公報》稱

其已「覓有地址，先行開辦」。50 
22. 梁氏女塾。大約於 1906 年初開學，由內閣中書梁濟

(1858-1918)夫人及女兒興辦。51 校址在梁氏宅第，

教員尚有劉醒虎。1906 年 2 月曾保送數名學生至北

洋高等女學堂肄業。52 
23. 外城女學傳習所。先是 1905 年冬，京師大學堂東文

助教江亢虎(1883-1954)在西單牌樓報子街庫資胡同

開始籌設女學傳習所，初擬分為兩班，「一為年長不

能入學堂者而設，專習初級師範；一為年幼者入學堂

之預備」，借宗人府國氏宅為校舍，53 1906 年 3 月

4 日舉行入學考試，3 月 11 日開學，功課有國文、算

術、體操、唱歌、物理、習字、地理、格致等。54 因

                                                 
49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2 期 11，頁 287。 
50 〈女學將興〉，《大公報》，1905 年 12 月 31 日，第 5 版。 
51 〈女學將興〉，《大公報》，1905 年 12 月 28 日，第 4 版。 
52 〈保送女學生〉，《大公報》，1906 年 2 月 13 日，第 4 版。 
53 〈創設女學傳習所〉，《時報》，1906 年 1 月 17 日，第 3 版；〈女

學調查．內外城女學傳習所〉，《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13 日，

第 5 版；江亢虎，〈在江西義務女學講演詞〉（1920 年 10 月 5 日），

收入《江亢虎博士演講錄》（第 1、2 集）（上海：南方大學出版部，

1923），頁 37。 
54 〈記女學傳習所〉，《大公報》，1906 年 3 月 8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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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過窄，擬就金魚池金台書院舊址改辦，55 遭鹿

傳霖(1836-1910)、徐世昌(1855-1939)、嚴修(1860- 
1929)等順直同鄉的反對而作罷。56 後遷往繩匠胡同

豫章學堂舊址，定名為「外城女學傳習所」。57 於
農曆八月十三日（9 月 30 日）開學，58 此日遂成外

城女學傳習所紀念日。設初等科、師範科、藝術科，

並附設七日班及傭學班。59 江亢虎自任總理，女監

督為梁仲懌母，60 圖畫教習王女士，算術兼音樂教

習韓女士，理科兼體操教習陳女士，國文教習孫女

士，編物、造花教習赤羽若枝子，另有李教習（張

之洞侄媳）、張教習（梁濟夫人）等。61 1910 年春，

江亢虎赴歐留學，外城女學傳習所與內城女學傳習

所改由京師督學局接收續辦。62 
24. 官話字母女義塾。校址在西單牌樓二龍坑西頭麻豆

腐作坊胡同。據《大公報》稱，該校於 1906 年 3 月

                                                 
55 〈奏設金台女學堂〉，《大公報》，1906 年 7 月 15 日，第 3 版。 
56 〈往還尺牘二則〉，《大公報》，1906 年 8 月 9 日，第 6 版。 
57 〈女學調查．內外城女學傳習所〉，《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13

日，第 5 版；〈三城女學傳習所開學〉，《順天時報》，1909 年 9 月

7 日，第 7 版。 
58 〈外城女學傳習所開學志盛〉，《順天時報》，1906 年 10 月 4 日，

第 7 版。 
59 〈外城女學傳習所招生廣告〉，《順天時報》，1906 年 8 月 10 日，

第 3 版。 
60 〈女學調查．內外城女學傳習所〉，《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14

日，第 5 版。 
61 〈詳記外城女學傳習所八大特色〉，《順天時報》，1906 年 12 月 25

日，第 7 版。 
62 〈學部接管內外城女學〉，《順天時報》，1910 年 1 月 13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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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開學，課程除字母外，另設蒙學（漢文）、初

學（筆算）二科。63 
25. 譯藝女學堂。由文淵閣大學士崑岡夫人等倡設， 64 

謝祖沅創辦，校址設順治門內化石橋。 65「專以通

曉各國語言文字，及嫻習各項工術體操為宗旨」，

「由學部大臣核准代奏請旨設立」。學費較昂，寄

宿生每年需繳洋銀 108 元，不寄宿者每年 72 元。66 
1906 年 4 月 14 日開學，67 首次招生 78 名。68 1907
年有職員 6 人，教員 5 人，學生 40 人。分甲乙兩班，

甲班課程為讀經、講經、國文、算術、歷史、地理、

編物、東文、英文、體操、圖畫；乙班課程為國文、

體操。69 
26. 西城第一民立女子小學堂。由農工商部副部郎魏震

創辦，校址在辟才胡同。擬招收 13 歲以下女生 20
名。教員為劉熙賢女士及鄭鞠如夫人。大約於 1906
年 6 月開學。70 

27. 農工商部繡工科。1906 年 6 月 27 日開學，共招收女

                                                 
63 〈女義塾招生〉，《大公報》，1906 年 2 月 26 日，第 5 版。 
64 〈議設譯藝女學堂〉，《大公報》，1906 年 1 月 6 日，第 4 版。 
65 〈京師私立各學堂一覽表〉，《學部官報》，期 8，頁 45。 
66 〈譯藝女學堂章程三十條〉，《順天時報》，1906 年 2 月 21 日，附

張，第 1-2 版。 
67 〈譯藝女學開學有期〉，《大公報》，1906 年 4 月 15 日，第 4 版。 
68 〈譯藝女學揭曉〉，《大公報》，1906 年 4 月 9 日，第 4 版。 
69 京師督學局編輯，《京師督學局一覽表》，頁 26。 
70 〈女學招生〉，《大公報》，1906 年 6 月 3 日，第 4 版；〈第一女學

聘定教員〉，《大公報》，1906 年 6 月 7 日，第 4 版；〈各省教育匯

志〉，《東方雜誌》，卷 3 期 7（1906 年 8 月 14 日），頁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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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80 名，沈壽(1874-1921)任總教習，余兆熊(1869- 
1951)為總理，副總教習沈立(1864-1942)，教習金靜

芬 (1885-1970)、俞志勤、李群英、蔡群秀 (1874- 
1935)、朱心柏，三等教習沈靜蘭，畫師楊羨九(?- 
1957)。71 校址在西單牌樓磨盤院，學生年齡限定為

12 歲至 20 歲。不收學費，只納膳費。72 學生於習

繡外，兼習粗淺國文、粗淺圖畫，學校規則仿日本

美術女子職業學校暨女子美術學校。73 1909 年另遷

新址，擴充招生。74 
28. 崇實女學堂。由「某志士」創辦，校址在魏染胡同，

「聞其內容之宗旨，專注重實業」。定於 1906 年 7
月 6 日開學。75 

29. 北鑼鼓巷女學堂（擬）。由誠裕如、崇松石、樂綬

卿發起組織，校址在北鑼鼓巷。《大公報》稱該校

「所定章程甚為完備」，「日間即出示招生」。76 大
約於 1906 年 7 月（或稍後）開學。 

30. 濟良所女學堂（擬）。1906 年 8 月 6 日開學。由薛

                                                 
71 黃雲鵬輯注，〈清農工商部繡工科總理余兆熊稟帖〉，收入蘇州市地

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蘇州史志資料選輯》（出版項不詳，

1996），總第 21 輯，頁 101。 
72 〈繡科招生〉，《大公報》，1906 年 6 月 13 日，第 4 版。 
73 〈商部繡工科廣招女生告白（附規則十四條）〉，《商務官報》，丙

午期 6（1906 年 6 月 16 日），頁 37。 
74 〈本部奏繡工科擴充辦理情形折〉，《商務官報》，己酉期 6（1909

年 4 月 5 日），頁 100。 
75 〈設立崇實女學堂〉，《順天時報》，1906 年 7 月 4 日，第 7 版。 
76 〈京師又設女學堂〉，《大公報》，1906 年 7 月 20 日，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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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擔任教習，講授初淺國文。77 
31. 興化初級女學堂。由張愚如、張亞雄父女創辦，校

址設新街口小帽胡同。78 首次擬招生 20 名。79 1906
年 8 月（或稍早）開學。總理兼教務長張立強，總

理庶務兼教員沈啟華，教員王麗儂。80 
32. 淑慎女學堂。於 1906 年 11 月開學。81 由肅親王善

耆姊妹葆淑舫郡主創辦，校址在東單牌樓北水磨胡

同葆氏宅，次年春租賃對門善化試館為校舍。校名

由彭翼仲題寫，取《詩經》「淑慎其身」之義。82 總
理由葆淑舫自任，教員有日本常田氏（授體操、唱

歌、圖畫）、劉楚芸（授修身）、龔女士（編物）、

丁有臻（算學）、馬女士（修身）、苑女士（修身），

監學劉女士，經理吉嘉甫、惠立三、沙詩民、周聘

臣，司事福星垣，司帳董漢卿。83 1909 年春因款絀

停辦。84 
33. 敦本女學堂。大約於 1906 年冬開辦，校址在朝陽門

拐棒胡同，創辦人孟藝齋、桂椿年。《大公報》稱

                                                 
77 〈濟良所已設學〉，《大公報》，1906 年 8 月 10 日，第 4 版。 
78 〈女學發達〉，《大公報》，1906 年 4 月 3 日，第 5 版。 
79 〈女學發達〉，《大公報》，1906 年 6 月 16 日，第 4 版。 
80 〈來函〉，《大公報》，1906 年 8 月 31 日，第 6 版。 
81 〈女學開辦紀念會〉，《大公報》，1907 年 11 月 15 日，第 3 版。 
82 〈女學調查．淑慎女學堂〉，《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24 日，第

5 版。 
83 〈女學調查．淑慎女學堂〉，《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25 日，第

5 版。 
84 〈第二淑慎女學堂招生啟〉，《順天時報》，1909 年 3 月 11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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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稟請督學局立案」，「刻已出示招生」。85 
34. 有級女學堂。由鳳志千創辦，校址在嗎嘎拉廟。擬招

學生 30 人，大約於 1906 年 10 月（或稍後）開學。86 
京師大學堂體操教習丁啟盛曾任該校義務教員。87 

35. 端本女學堂。由「志士」鳳某與朱某創辦。《大公

報》稱其擬於 1906 年 12 月 5 日舉行入學考試，大

約稍後開學。88 
36. 西城私立第一兩等女學堂。校址在辟才胡同京師第一

蒙養院內。學生年齡以 10 至 15 歲為合格。自 1907
年 3 月 28 日起接受學生報名，4 月 12 日截止。89 馮
克嶷擔任監學，90 教習尚有陳彥安（章宗祥妻）、

祿少英，約於 1907 年春天開學，當年 4 月再招收新

生，並從振懦女學聘請教習來校授課。91 1909 年彭

翼仲之女彭清相從北洋女子公學畢業後，亦來該校

擔任圖畫、音樂教習。92 該校在民國仍存。 
37. 毓坤女學堂。該校位於西城，「係貴胄寶女士所

設」，93 大約於 1907 年春天開學。94 當年秋，因

                                                 
85 〈女學發達〉，《大公報》，1906 年 10 月 22 日，第 3 版。 
86 〈有級學堂添設中學豫備科並設女學〉，《中華報》，1906 年 9 月

24 日，第 3 版。 
87 〈義務教員〉，《大公報》，1906 年 10 月 18 日，第 4 版。 
88 〈女學發達〉，《大公報》，1906 年 11 月 25 日，第 4 版。 
89 〈立女學堂〉，《順天時報》，1907 年 4 月 3 日，第 7 版。 
90 〈馮章兩女士在樂賢會之演說〉，《大公報》，1907 年 11 月 19 日，

第 5 版。 
91 〈西城女學招生〉，《大公報》，1907 年 3 月 27 日，第 4 版。 
92 〈瑣事雜誌．眉生弟子〉，《順天時報》，1909 年 12 月 25 日，第 7

版。 
93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4 期 9（1907 年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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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費支絀，由經理寶幼翔向江亢虎提議，將該校

併入內城女學傳習所。95 
38. 初等女義塾。由毓坤創辦，大約於 1907 年春天開

學。京師督學局認為，該校「因經費無多，未能遽

臻完備。然該經理人熱心辦事，不辭艱苦，深堪嘉

尚」。96 不過，目前尚缺資料證明該校與前「毓坤

女學堂」之關係。 
39. 慧仙女工學校。俗稱「慧仙女學堂」。校址在安定

門淨土寺，於 1907 年 3 月 9 日開學。97 該校由慧

仙(?-1906)（已故工部郎中承厚(?-1905)之妻額者特

氏）在遺囑中捐助家產興辦，光緒帝(1871-1908)和
慈禧(1835-1908)都曾賞賜匾額。 98 該校以機織科為

主，另收普通科學生，99 由日人野口芳子和冈田ウノ

教織物，100 教員孔氏（孔繁淦夫人，勞乃宣女）授

國文、算學，誠璋（字裕如）擔任總辦。101 學生以

「華族貴胄」居其大半。102 據誠璋敘，該校「突遭

                                                                                                    
頁 214。 

94 〈設立女學〉，《大公報》，1907 年 4 月 14 日，第 3-4 版。 
95 〈毓坤女學之歸併〉，《順天時報》，1907 年 8 月 24 日，第 7 版。 
96 〈批遵女學定章〉，《南方報》，1907 年 3 月 7 日，第 4 版。 
97 〈女學兩志〉，《大公報》，1907 年 2 月 28 日，第 4 版。 
98 〈御賜女學堂匾額〉，《京話日報》，1906 年 8 月 31 日，第 3 版；

〈女學匯志〉，《大公報》，1907 年 3 月 25 日，第 5 版。 
99 服部宇之吉著，張宗平、呂永和譯，《清末北京志資料》，頁 209。 
100 〈各級各類學校延請日籍教師在華日本教習分佈表（ 1897-1909

年）〉，收入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上海：華東師範

大學出版社，1987），第 2 輯上冊，頁 49。 
101 〈慧仙女學校訪聘教員〉，《北京女報》，1908 年 7 月 9 日，第 2 版。 
102 〈女學特色〉，《大公報》，1907 年 3 月 15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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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子正月之變，款存商號，被劫一空，校修不繼，

因是停輟」。103 
40. 啟彬女學堂（擬）。由啟彬創辦。《大公報》稱該

校擬於 1907 年 3 月 15 日考試，3 月 19 日入學，「並

稟准學部立案，民政部保護」。104 
41. 八旗元氏女學堂。由長白元氏二女啟蒲仙、啟梅仙

創辦，校址初擬設崇文門內箭廠胡同，後移東單牌

樓。擬招收學生 80 名，年齡條件為 10 歲至 18 歲，

學費二元。報名截止日期為 1907 年 3 月 13 日，同

月 15 日舉行入學考試，19 日開學，105「聘定日本

古田君之夫人為教員」。106 開學後因缺額太多，擬

續行招生數十名。107 是年暑假擬聘請呂汶經營女學

堂，擴大招生規模，增設女師範。108 當年 6 月，外

城女學傳習所教習赤羽若枝子假該校設立「美術研

究會」，教授中國婦女及旅京日籍女性。109 

                                                 
103 蘇芸，〈紀「慧仙女工學校碑」〉，收入肖紀龍、韓永編著，《北京

石刻擷英》（北京：中國書店，2002），頁 127。 
104 〈女學兩志〉，《大公報》，1907 年 2 月 28 日，第 4 版。 
105 〈八旗女學招生〉，《順天時報》，1907 年 2 月 28 日，第 7 版；〈女

學定期開學〉，《順天時報》，1907 年 3 月 9 日，第 7 版。 
106 〈女學開辦〉，《大公報》，1907 年 3 月 21 日，第 4 版。 
107 〈八旗元氏女學校招生廣告〉，《順天時報》，1907 年 3 月 16 日，

第 5 版。 
108 〈八旗元氏女學堂擴充〉，《直隸教育雜誌》，丁未年期 8（1907 年

6 月 25 日），頁 98；〈擴充女學師範〉，《大公報》，1907 年 7 月

7 日，第 5 版。 
109 〈日本美術研究會〉，《直隸教育雜誌》，丁未年期 8（1907 年 6 月

25 日），頁 99；〈研究美術〉，《大公報》，1907 年 6 月 2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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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初級女學堂（擬）。校址在克勤郡王崧傑(1879-1909)
府邸東花園內。大約於 1907 年 4 月開學。《大公報》

稱其由「克王之太福晉」設立，「刻已修葺講堂操

場，並置備書籍」。110 康格夫人 1907 年 9 月 22 日

在給侄兒信中說，「克勤郡王府內也辦了一所很好

的學校」，111 指的就是此女學堂。 
43. 箴儀女學堂。校址在東四牌樓北六條班大人胡同。

先是 1906 年 3 月 25 日，繼識一(?-1916)女士創辦尚

毅女塾。1907 年《奏定女學堂章程》頒行，尚毅女

塾改設為箴儀女學堂。112 學生年齡限定為 10 歲至

16 歲，定額 40 名，分高等、初等兩班，高等每月

學費一元，初等五角。自 2 月 27 日至 3 月 28 日為報

名日期，3 月 30 日入學考試，113 4 月 13 日開學，繼

識一自任總理。114 6 月擴大招生。115 1908 年避溥儀

(1906-1967)之諱，更名為「箴宜女學堂」。116 1909
年附設師範班，117 1910 年曾籌設「培育婦人講習

                                                 
110 〈女學兩志〉，《大公報》，1907 年 2 月 28 日，第 4 版。 
111 薩拉．康格著，沈春蕾等譯，《北京信札─特別是關於慈禧太后和

中國婦女》，頁 307。 
112 周邦道，〈繼識一〉，收入氏著，《近代教育先進傳略》（初集）（臺

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1），頁 427。 
113 〈公立箴儀女學堂招生廣告〉，《順天時報》，1907 年 3 月 2 日，第

6 版。 
114 〈箴儀女學堂開學〉，《北京女報》，1907 年 4 月 14 日，第 2 版。 
115 〈女學擴充〉，《大公報》，1906 年 6 月 6 日，第 4 版。 
116 〈女學改定名稱〉，《大公報》，1908 年 12 月 4 日，第 2 版。 
117 〈箴宜女學附設新班〉，《大公報》，1909 年 3 月 28 日，第 2 張第

1 版；〈核准附設女子師範〉，《大公報》，1909 年 4 月 6 日，第 2
張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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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專以養成婦德、改良家庭教育為宗旨」。118 
1912 年更名為「京師私立箴宜女子小學校」。119 

44. 植本女學堂。由「某志士」興辦，校址在西四牌樓。

定於 1907 年 4 月 15 日舉行入學考試，大約稍後即

開學。120 
45. 內城女學傳習所。由江亢虎創辦，校址在克勤郡王石

駙馬街王府舊邸，於 1907 年 4 月 15 日進行入學考

試，121 4 月 21 日開學，暫由江氏夫人代為管理，122 
後聘請程德華女士為監督。123 分師範班、藝術班、

高等班、初等班，124 5 月又添設半日班，125 10 月

添設裁縫科。126 當年夏天曾聘請東京第三高等女學

校畢業生山名多喜子來校擔任手工教習。 127 1910
年春由京師督學局接辦。 

46. 懷新女學社。由懷甯籍女士舒壽懿創辦，校址在賈

家胡同內達局子營。於 1907 年 5 月（或稍後）開學。

要求學生以 12 至 18 歲為合格。課程分習字、讀經、

                                                 
118 〈婦人講習所之成立〉，《大公報》，1910 年 3 月 17 日，第 2 張第

2 版。 
119 〈私立箴宜小學校〉，收入鄧菊英、李誠編，《北京近代小學教育史

料》（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頁 1104。 
120 〈女學匯志〉，《大公報》，1907 年 3 月 25 日，第 5 版。 
121 〈女學傳習所招生〉，《順天時報》，1907 年 3 月 27 日，第 7 版。 
122 〈參觀內城女學傳習所記〉，《順天時報》，1907 年 5 月 17 日，第

5 版。 
123 〈三城女學傳習所開學〉，《順天時報》，1909 年 9 月 5 日，第 7 版。 
124 〈女學匯志〉，《大公報》，1907 年 3 月 25 日，第 5 版。 
125 〈女學兩志〉，《大公報》，1907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126 〈女學招生〉，《大公報》，1907 年 10 月 6 日，第 5 版。 
127 〈女學教習到京〉，《順天時報》，1907 年 5 月 22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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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東語、算學、音樂、博物、體操。128 
47. 實踐女子職業學校。由農工商部主政華實甫(1872- 

1927)等設立，校址在粉房琉璃街堂子胡同，以「養

成女子普通知識、家庭教育為宗旨」。學額 100 名，

年齡在 13 歲至 30 歲之間皆可。學生分選科與本科

兩種，功課有國文、算學、針繡等。本科學制兩年，

選科一年。129 1907 年 5 月 26 日報名截止，6 月 2
日「考驗入學」。130 男總理為劉樹楠，「襄理是陳

君諸人」，女總理為王敬履（龔鏡清夫人）、李金

垣（華楚材夫人）、李振英（陳介眉夫人）及王、

李二女士。教員除王、李二人外，還有徐蘊玉（沈

公輔夫人）、施元儀（郭光三夫人）、程璋華（彭

星伯夫人）任義務教習。131 另聘請日本常田女士教

授體操和毛筆、鉛筆畫等。校中事務主要由監督龔

鏡清承擔，132 1908 年夏龔氏夫婦赴蒙古喀喇沁王

府，校務由李君磐接任。133 當年 9 月開學時，管理

員（兼教課）為何志學（北洋女師範學堂畢業生），

                                                 
128 〈女學日見發達〉，《神州日報》，1907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 
129 〈實踐女子職業學校招生〉，《順天時報》，1907 年 5 月 16 日，第

3 版。 
130 〈女學日見發達〉，《神州日報》，1907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 
131 〈參觀實踐女子職業學校記〉，《順天時報》，1907 年 11 月 7 日，

第 5 版。 
132 〈再記實踐女子職業學堂最近事〉，《順天時報》，1907 年 11 月 15

日，第 5 版。 
133 〈實踐女子職業學校職員更動〉，《北京女報》，1908 年 4 月 14 日，

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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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沈、郭、王、吳諸女士任教務。134 
48. 健銳營公立女學堂。由京西健銳營各武職人員捐俸

公立，135 發起人為玉崑峰、廣夢九、恩石林等。校

址設於廂藍旗官學堂，首次招生 25 名。大約於 1907
年 12 月開學。136 

49. 立強女學校。張愚如、張亞雄父女從興化女學堂退

出後，另創辦立強女學校。137 發起人尚有劉榮魁、

聚雲章、恩潤泉、鄧逸安、魯蔭卿、黃養田、陸達

夫、王子真。校址原設德勝門大街，於 1908 年 5 月

1 日開學。138 是年冬天，遷至寶禪寺西口，於 11
月 9 日重新開學。139 

50. 培根女學堂。1908 年 5 月 3 日開學。140 該校由英

杕女士創辦，校址在西安門內真如鏡胡同口內路西

英氏家宅。以「培正女德，作家庭教育之根本」為宗

旨，功課以國文、修身、算學、女紅、體操為必修科，

音樂、圖畫為隨意科，不收學費。英杕任堂長，教員

為蓮勳、釗勳、王振坤、王玉如、英懷清，皆為女士，

                                                 
134 〈實踐女子職業學校開學〉，《北京女報》，1908 年 9 月 4 日，第 2

版。 
135 〈籌款辦女學堂〉，《南方報》，1907 年 9 月 21 日，第 3 版。 
136 〈創設女學〉，《大公報》，1907 年 6 月 8 日，第 4-5 版；〈健銳營

女學開辦〉，《大公報》，1907 年 12 月 7 日，第 4-5 版。 
137 張愚如，〈立強女學校創始記〉，《北京女報》，1908 年 5 月 4 日，

第 1 版。 
138 〈女學開學再志〉，《北京女報》，1908 年 5 月 7 日，第 2 版。 
139 〈女學開辦有期〉，《北京女報》，1908 年 11 月 5 日，第 2 版。 
140 〈培根女學堂開學了〉，《北京女報》，1908 年 5 月 6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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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經理為馬萬程、陸振華、志愷、英秀。141 1909 年

春，添招高等班與初等班各 20 名。142 民初更名為

「私立培根女子初高等小學校」。1913 年遷往西安

門內新開路永佑廟。143 
51.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由學部准允御史黃瑞麒之奏請

而設立。傅增湘(1872-1949)為首任總理，校址暫借

琉璃廠八角琉璃井醫學館。先設簡易科。1908 年 9
月至 10 月，先後在京師、武昌、蘇州招考學生，再

加上北洋女子師範和北洋高等女學堂保送的學生，

共招收學生 145 名。11 月 3 日開學。1910 年 5 月，

傅增湘任直隸提學使，學堂總理由江瀚(1853-1935)
代理。8 月，位於宣武門內石附馬大街的新校舍告

成。10 月 11 日，任命喻長霖(1857-1940)為總理。

是年，相繼添招完全科、簡易科學生。1912 年 6 月

21 日，教育部任命吳鼎昌(1884-1950)為校長。7 月

13 日，更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學校」，144 1919 年

4 月，更名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141 〈培根女學堂開學小啟〉，《大公報》，1908 年 4 月 21 日，第 4-5

版；〈培根女學堂招生廣告〉，《大公報》，1908 年 4 月 21 日，第

5 版。 
142 〈培根兩等女學堂招生廣告〉，《大公報》，1909 年 1 月 28 日，第

7 版。 
143 〈培根女學開會志盛〉，《大公報》，1913 年 4 月 10 日，第 2 張第

1-2 版；趙毅，〈京師第一學區教育狀況簡明表〉，收入鄧菊英、高

瑩編，《北京近代教育行政史料》（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5），

頁 886。 
144 〈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沿革綱要〉，收入璩鑫圭、童富勇、張守智編，

《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實業教育、師範教育》（上海：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7），頁 796-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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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宏育女學堂。1908 年 11 月 14 日開學。145 由發起

人孟藝齋、許子秀、王壽山、單三等公立，教員為

成韻華、世靜雲、濟書青、孟競華。146 校址在朝陽

門內北小街南弓匠營。原擬招收學生 40 名，147 年
齡條件為 8 歲至 13 歲；148 但開學時僅有 13 名學

生。149 1911 年春擴充學額，添招蒙學、醫學兩班，

每班擬招 40 名。150 該校民國初年更名為「私立宏

育女學校」。151 
53. 內城貧民教養院附設女蒙學堂。由內城貧民教養院

開辦，校址在西四牌樓北石碑胡同，以「擴充教育，

啟發寒門女國民」為宗旨，學生年齡條件為 8 歲以

上，16 歲以下，不收學費。報名日期為 1908 年 12
月 12 日至 22 日。當於稍後開學。152 

54. 中城女學傳習所。創辦人江亢虎，校址原在東安門

內蒲桃園胡同翔千學堂舊地，於 1909 年 1 月 6 日開

學。153 暑假後開學遷往隆福寺西口弓弦胡同內口袋

                                                 
145 〈宏育女學開學〉，《北京女報》，1908 年 11 月 16 日，第 2 版。 
146 〈公立宏育女學堂啟〉，《北京女報》，1908 年 4 月 6 日，第 3 版。 
147 〈女學堂成立〉，《北京女報》，1908 年 10 月 15 日，第 2 版。 
148 〈宏育女學成立〉，《順天時報》，1908 年 10 月 15 日，第 7 版。 
149 〈女學出榜〉，《北京女報》，1908 年 11 月 10 日，第 3 版。 
150 〈女學招生〉，《北京新報》，1911 年 2 月 8 日，第 3 版。 
151 張兆蔭，〈查視私立宏育女學校報告〉，《京師教育報》，期 22（1915

年 11 月），頁 21。 
152 〈附設女戒煙所與女學堂〉，《順天時報》，1908 年 12 月 18 日，第

7 版。 
153 〈中城女學傳習所開辦招生廣告〉，《北京女報》，1908 年 12 月 11

日，第 3 版；〈中城女學傳習所要開辦了〉，《北京女報》，1908 年

12 月 11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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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監督由上學期教習濟書青女士充任。 154 因
江亢虎遊學在即，該校於 1909 年 12 月 30 日由端

方(1861-1911)接辦。 155 而端方則乞援於京師女子

師範學堂總理傅增湘，希望由傅氏出面，改為學部

官辦。156 
55. 京師首善第一女工廠。該工廠實為女子職業學校，

由度支部左侍郎紹英(1861-1925)與農工商部參議魏

震等倡設，於京津官紳籌資一萬七千餘兩開辦。農

工商部每月補助銀 300 兩，首善工廠每年撥銀 1000
兩用於常年經費。157 校址在西單牌樓北辟才胡同。

分速成科與完全科，速成科一年畢業，課程為識字、

珠算、家政、衛生；完全科三年畢業，課程為識字、

珠算、筆算、家政、習字。兩科都需進行織布、毛

巾、造花、繪畫、編物、繡工、縫紉方面的實習，

皆不取學費。158 管理員由京師第一蒙養院監學馮克

嶷擔任，刺繡科教員聘定農工商部繡工科教習沈靜

蘭，「又有日本女教習一員，復由江寧約定高等學

堂畢業之吳女士充編物科教員兼為廠中總稽查」。159 

                                                 
154 〈三城女學傳習所開學〉，《順天時報》，1909 年 9 月 5 日，第 7 版。 
155 〈端制軍維持女學〉，《順天時報》，1910 年 1 月 4 日，第 7 版。 
156 〈端方致傅學使函〉，轉引自張海林，《端方與清末新政》（南京：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 351。 
157 〈農工商部奏首善第一女工廠辦有成效請懇准立案折〉，《政治官

報》，第 1007 號，1910 年 8 月 18 日，頁 1。 
158 〈京師首善第一女工廠招考女工徒廣告〉，《順天時報》，1909 年 1

月 16 日，第 6 版。 
159 〈首善第一女工廠開辦〉，《順天時報》，1909 年 2 月 16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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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09 年 1 月 30 日舉行入學考試，160 錄取完全

科、速成科學生各 80 名，2 月 12 日開學。161 當年

8 月，校內附設蠶業講習所。162 
56. 第二淑慎女學堂。1909 年春，淑慎女學堂總理葆淑

舫在「罄其家之所積，複集款以補助」女學後，「心

力交瘁」，決定停辦學堂。該校師範科學生與教習

商議，合力續辦該校，名曰「第二淑慎女學堂」。

校址遷東華門外大阮府胡同路北。設初等小學科（一

年畢業，招收 7 歲至 9 歲女生）、小學科（二年畢

業，招收 10 歲至 14 歲女生）、師範科（一年畢業，

招收 13 歲以上女生），每科招收 20 人。1909 年 3
月 20 日舉行入學考試，3 月 22 日開學。163 

57. 京師蠶業講習所。由鹿傳霖、嚴修、魏震、鹿學檀

等倡設，164 開辦經費由長蘆商人捐助一萬元，165 餘
由順天、直隸官紳籌資，農工商部每年撥給經費銀

三千兩。校址在宣武門二龍坑。所招女生，分科教

                                                 
160 〈考驗女工廠學生〉，《順天時報》，1909 年 2 月 2 日，第 7 版。 
161 〈首善女工廠開廠有期〉，《河南白話科學報》，期 41（1909 年 3

月 3 日），「各省新聞」欄，無頁碼。 
162 〈蠶業講習所招考女生廣告〉，《順天時報》，1909 年 7 月 25 日，

第 6 版。 
163 〈第二淑慎女學堂招生啟〉，《順天時報》，1909 年 3 月 11 日，第

5 版。 
164 〈籌辦京師女子蠶桑傳習所公啟〉，《直隸教育官報》，己酉期 1（1909

年 2 月 20 日），頁 126；〈前湖南嶽州府知州魏震、農工商部郎中鹿

學檀呈籌設京師女子蠶業講習所請立案批〉，《學部官報》，期 114
（1910 年 3 月 21 日），頁 6。 

165 〈捐助經費〉，《順天時報》，1909 年 5 月 11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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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兩年畢業。166 開辦之初，由浙江購辦桑秧一萬

株，雇桑工二名。所聘教習姚淑孟、蔡任，為杭州

蠶桑女學堂畢業生。大約於 1909 年秋開學。167 
58. 京師官立第一女子初等小學堂。由京師督學局稟准

學部創辦，校址設手帕胡同。課程為修身、國文、

算術、體操。學生年齡 10 至 12 歲為合格。定於 1909
年 9 月 21 日入學考試，稍後即開學。168 

59. 陶氏私立女子小學。端方接辦江亢虎之中城女學傳習

所後，更名為陶氏私立女子小學（端方舊姓陶氏），

於 1910 年春天開學。169 該校在 1912 年更名為「私

立陶氏女子高等小學」，時任校長為何煥典。170 
60. 兩等女子小學。內城女學傳習所和外城女學傳習所

由京師督學局接收後，改名「兩等女子小學」，招

收 14 歲以下女生。定於 1910 年 3 月 5 日前報名，3
月 9 日舉行入學考試。171 當於稍後開學。 

61.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附屬兩等小學堂。由京師女子師

範學堂附設，校址在石附馬大街。首次招錄學生 130
                                                 
166 〈本部具奏順直官紳籌設京師蠶業講習所由部撥款補助等折〉，《商

務官報》，己酉期 14（1909 年 6 月 22 日），頁 250。 
167 〈京師蠶業講習所紀事〉，《浙江教育官報》，期 12（1909 年 8 月

25 日），頁 70。 
168 〈官立女小學堂之發軔〉，《大公報》，1909 年 9 月 12 日，第 2 張

第 1 版；〈京師督學局紀事（二）〉，《北京教育志叢刊》，1992 年

第 3-4 期，頁 121、122。 
169 〈端制軍熱心教育〉，《大公報》，1910 年 2 月 26 日，第 2 張第 1

版；〈女學改名〉，《順天時報》，1910 年 3 月 5 日，第 7 版。 
170 〈呈請撥助兩校經費〉，《大公報》，1912 年 5 月 19 日，第 2 張第

1 版。 
171 〈女學改名〉，《順天時報》，1910 年 3 月 5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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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編為高等科一個班，初等科三個班，於 1910 年

9 月 19 日開學。172 1912 年，更名為「國立北京女

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次年教育部將東鐵匠胡

同圖書編譯局撥充該校校舍。173 

二、晚清北京女子教育的特點 

需要說明的是，以上所列學校僅是較為謹慎的統計資

料，其基本上可以確定曾經開辦過。在此之外，北京與天津

媒體還有不少關於倡辦女學的報導，如《大公報》中，1903
年東文學社將於 5 月上旬開設女學堂，教員已經從日本聘

定；174 1904 年裕庚(?-1905)的妻女擬設八旗女學堂，「專收

旗民幼女，以期培植女才」；175 1906 年誠璋獨任鉅款，購

覓房舍，擬在安定門淨土寺設立北城第一女學堂等等。176 由
於缺少後續的消息，不能肯定所議是否實現，因而未計入到

此項統計中。筆者所統計的 61 所女學堂，大大超出了著手

這一工作前的預期，亦補足了今人對於晚清北京女子教育的

認知。如關於北京最早的女學堂究竟為何，一般則根據《北

京志》的說法，定為豫教女學堂； 177 或依江亢虎的敘述，

                                                 
172 〈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沿革綱要〉，收入《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

實業教育、師範教育》，頁 797。 
173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1948 年版）所載北平各高等學校概況〉，收

入王學珍、張萬倉編，《北京高等教育文獻資料選編：1861-1948）》

（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1006。 
174 〈將設女學〉，《大公報》，1903 年 4 月 26 日，第 3 版。 
175 〈八旗女學〉，《大公報》，1904 年 11 月 15 日，第 3 版。 
176 〈組織女學〉，《大公報》，1906 年 10 月 3 日，第 3 版。 
177 服部宇之吉著，張宗平、呂永和譯，《清末北京志資料》，頁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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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外城女學傳習所。 178 然而根據《大公報》的報導，至

少可上溯至 1903 年開辦的蕭山館女學堂。至於北京各年分

所存女學堂的數目，官方的記載是 1907 年 12 所，179 民眾

的興學熱情顯然被低估了。 
承上所述，自 1905 年下半年開始，北京的女子教育進

入快速發展的階段，是年 7 月至 12 月，共計開辦 14 所女學。

當年北京的興學實績，也引起了京外人士的肯定與仿效，如

直隸布政使和按察使就認為，「京津各處女學盛興，而省城

獨付缺如」，因而有在保定設女學堂之議。 180 值得注意的

是，之前的「癸卯學制」並未承認新式女學堂的合法性，由此

可見北京民間士紳興女學之熱情。而 1907 年《奏定女學堂章

程》頒布後，對女學雖有促進作用，如繼識一見學部「有敕立

女學之諭，因就尚毅女塾加班擴充，改曰箴儀女學校」；181 但

就女學堂開辦的數目觀之，其對女子教育的激勵作用，並不

是特別明顯。 
即便處於天子腳下，北京的女子教育事業，基本上是士

紳自發自為，這與學部和京師督學局的作為形成鮮明對比。

在 61 所女學堂中，除了農工商部官辦的職業學校繡工科和

京師首善第一女工廠外，屬於官辦的只有京師女子師範學

堂、京師女子師範學堂附屬小學堂、京師官立第一初等小學

堂、兩等女子小學和內城貧民教養院附設女蒙學堂五所，其

                                                 
178 〈女學展覽會詳記〉，《順天時報》，1909 年 10 月 1 日，第 7 版。 
179 廖秀真，〈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收入

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輯 2（臺北：臺灣商務

印書館，1988），頁 225。 
180 〈保陽女學將開〉，《南方報》，1905 年 10 月 31 日，第 2 版。 
181 〈繼識一女士小傳〉，《京師教育報》，期 32（1916 年 7 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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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皆由士紳私立或同人公立。教育行政部門在女學問題上的

表現，並不算稱職。1908 年江亢虎擬赴歐遊歷，所辦的外城

女學傳習所和內城女學傳習所稟請學部接辦。因為兩校經費

來源並不穩固，學部在此問題上態度數變，「忽而派員接收，

忽而暫不接收，忽而毋庸接收，忽而誣以解散，忽而勉以為

難，忽而責以自行籌畫。信口開河，有意反汗」。182 江亢虎

「不忍半途而廢，只得開辦一年，並且運動兩洋（原承擔傳

習所部分經費的南洋大臣端方與北洋大臣袁世凱），照舊擔

任經費，好不容易學部才仍如原議接收」。183 這可能與學部

的經費緊張有關。而在中城女學傳習所的立案問題上，則反

映教育行政部門的墨守成規和敷衍塞責。1909 年初，江亢虎

開辦中城女學傳習所，立校前向京師督學局遞呈辦學材料，

請督學局向學部立案，被督學局拒絕，「礙難轉呈立案」。184 
傳習所開學四月之後，仍未能立案，這讓江氏十分憤懣，「呈

請批准，亦盡吾禮而已。督學局懼部詰，僕固不懼部詰也；

督學局不立案，僕更不必求其立案也」。185 江亢虎與學部、

督學局的衝突，說明先進士人的女學實踐已遠遠走在管理制

度的前面，凸顯教育行政十分被動。 
在 61 所女學堂中，影響較大的除了京師女子師範學堂

外，僅有四川女學堂、振懦女學堂、豫教女學堂、外城女學

                                                 
182 〈江亢虎在內城女學傳習所第二周年紀念會京津女學第四次展覽會

演說〉，《順天時報》，1909 年 5 月 9 日，第 5 版。 
183 〈在江西義務女學講演詞（1920 年 10 月 5 日）〉，《江亢虎博士演

講錄》，第 1 集，頁 37。 
184 〈女學呈請立案〉，《大公報》，1908 年 12 月 27 日，第 2 張第 1 版。 
185〈江亢虎在內城女學傳習所第二周年紀念會京津女學第四次展覽會演

說〉，《順天時報》，1909 年 5 月 11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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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習所、淑慎女學堂、箴儀女學堂、內城女學堂幾所。其他

大部分女學堂為今天的教育史所未載，即便是晚清京津媒體

的記者，有些女學堂並未訪得其名字。大多數女學堂規模小，

存在時間短。如蕭山館女學堂開學時，「是日到學堂者僅一

生」。186 一月後入學者增至 4 人，187 但僅及半年，就因教

習南歸而停辦。188 再如華實甫所辦之實踐女子職業學校，首

次擬招生 100 名，189 但實際僅錄得二十餘名。190 而二龍坑

瑞氏、寶氏所設之女學堂，皆「經費不敷，因陋就簡」。191 官
方之所以未能統計到女學堂的確切數目，其規模過小、旋起

旋滅是重要原因。 
在影響北京女學堂發展的眾多因素中，以經費問題最為

關鍵。新式女學堂的開辦與維持需要大量經費，支出遠非舊

時私塾能比。如豫教女學堂每月費銀四百餘兩， 192 開辦三

年以來，沈鈞「已墊用銀一萬五千兩之譜」。 193 而「比年

以來，各私立學校相繼起，往往不能旋踵而僕，或雖不至遽

僕，而功效卒未如所期」， 194 最重要的原因，即是經費匱

乏。1908 年《北京女報》有讀者稱，「女學堂為甚麼少呢？

                                                 
186 〈女學已開〉，《大公報》，1903 年 5 月 2 日，第 3 版。 
187 〈紀女學堂〉，《大公報》，1903 年 6 月 4 日，第 3 版。 
188 〈紀女學堂〉，《大公報》，1903 年 10 月 26 日，第 4 版。 
189 〈女學日見發達〉，《神州日報》，1907 年 5 月 17 日，第 3 版。 
190 惲毓鼎著，史曉風整理，《惲毓鼎澄齋日記》（杭州：浙江古籍出版

社，2004），頁 357。 
191 〈各省教育匯志〉，《東方雜誌》，卷 2 期 11，頁 287。 
192 〈豫教女學招生〉，《順天時報》，1908 年 1 月 19 日，第 7 版。 
193 〈記豫教女學停課事〉，《順天時報》，1907 年 10 月 19 日，第 5 版。 
194 〈內外城女學傳習所募捐啟〉，《大公報》，1907 年 2 月 25 日，第

2-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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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中居九，都是經費不足。已經成立的，還不能支持；未經

成立的，誰也不敢多事啦」。195 在各私立、公立女學堂中，

除了慧仙女工學校因獲慧仙遺產，得有辦學經費外，其他均

無穩定經費來源，處處捉襟見肘。如淑範女學堂因「經費難

支，屢次停課」，196 1907 年冬，淑慎女學堂也「因經費不

足，未能開學」， 197 龔鏡清任監督的實踐女子職業學校開

辦僅及半年，成績頗著，「唯堂中經費過絀，不能支持」。

龔只得乞援於友人惲毓鼎(1863-1918)。惲氏集旅京同鄉「謀

資助之策」，眾人「雖咸讚歎不置，恐未有實力也」。198 據
說順天府尹孫寶琦(1867-1931)對女學頗為關心，「女學傳習

所、豫教女學堂、振懦女學堂、淑範女學堂等處，均由經理

人先後具呈請款，一律批准，酌量大小撥款」。 199 不過，

每月僅補助西城私立第一兩等女學堂經費 50 元，200 顯然無

法與女學堂的支出相抵。被稱為京城女學之冠的外城女學傳

習所和內城女學傳習所，201 亦時時為經費所苦。外城女學傳

習所開學後不久，即「經費支絀異常。開辦費二千餘元，全

由創辦人籌墊，常年經費雖經順天府奏准津貼千二百元，然

                                                 
195 無我來稿，〈喜而不寐〉，《北京女報》，1908 年 3 月 13 日，第 1 版。 
196 〈李翰林熱心女學〉，《北京女報》，1908 年 4 月 20 日，第 3 版。 
197 〈淑慎女學堂開學招生廣告〉，《北京女報》，1908 年 5 月 15 日，

第 3 版。 
198 惲毓鼎，《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357。 
199 〈京兆熱心學務〉，《大公報》，1907 年 4 月 26 日，第 5 版。 
200 〈西城女學招生〉，《大公報》，1907 年 3 月 27 日，第 4 版。 
201 〈詳記外城女學傳習所八大特色〉，《順天時報》，1906 年 12 月 25

日，第 7 版；〈參觀內城女學傳習所記〉，《順天時報》，1907 年 5
月 16 日，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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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及其預算五分之一」。202 兩校經費，「創辦的時候，由

發起人四處募捐，共得七千餘元。又有天津富紳某，獨捐一

千兩，（由順天府專折奏請獎勵，奉旨給予「樂善興學」字

樣）都作為修飾置辦費用。學年經費，順天府補助一千八百

元，（後因備荒經費提出後停止）北洋補助二千兩，現又增

加一千二百兩。每年學生學費，約收一千兩內外。捐款每年

約二百金。兩所支銷甚多，入不敷出，每年尚虧二千兩上下。

全由發起人設法彌補」。203 1909 年江亢虎稱，「內外城開

辦以來，出入相抵外，所朒已及六千餘元」。204 1908 年 8
月江氏稟請學部接收內外城女學傳習所時言：「內外城傳習

所，常年經費只需五六千金，除已有的款（袁世凱等承擔的

開辦經費）三千二百金，及收入學費約千金外，其須大部籌

措者，不過千餘金，僅當官立女子師範三十分之一。而造就

人數，則兩倍之」。 205 較之官立的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的財

大氣粗，更見江亢虎維持傳習所之不易。 
在北京女子教育事業的推進過程中，滿漢共襄其事，基

本上不存在民族畛域。如「官話字母女義學」主事者三人誠

厚葊、高子江、花蘭生，其中誠氏顯然是旗人。而「方巾巷

女學堂」的創辦人為張少培、英顯齋，後者亦是旗人。淑範

女學堂創辦者英顯齋、文時泉二人，亦是旗人。譯藝女學堂

                                                 
202 〈記外城女學傳習所〉，《四川學報》，丙午冊 10（1906 年 11 月），

頁 13。 
203 〈女學調查．內外城女學傳習所〉，《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14

日，第 5 版。 
204 〈江亢虎在內城女學傳習所第二周年紀念會京津女學第四次展覽會

演說〉，《順天時報》，1909 年 5 月 9 日，第 5 版。 
205 江亢虎，〈上學部第一呈（光緒三十四年七月）〉，《江亢虎文存初

編》（上海：現代印書館，1944），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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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由清宗室愛新覺羅·昆岡之夫人倡設，湖南人謝祖沅創

辦。這些學堂的學生都是滿漢兼招。在女學堂的辦學實踐

中，出現過數位非常活躍的旗人。如崇芳先是創辦了振懦女

學堂，後參加了箴儀女學堂周年紀念會， 206 接著又出席了

立強女學的開學儀式。 207 再如誠璋先是作為發起之人，創

辦了「北鑼鼓巷女學堂」，後又長期擔任慧仙女工學校的總

辦。更讓人驚嘆的是，有數位旗人女性視興女學為畢生職

志。長白元氏二女士啟蒲仙、啟梅仙，「夙饒才德，父母早

卒，誓死不嫁。前以所得家資二萬金，設元氏女學於東單牌

樓」，208 所招學生「無論滿漢，均准一律陸續報名」。209 再
如創辦培根女學堂的英杕（英斂之妹），亦是終身未嫁，自

言「忝長校務，勉竭愚誠，矢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210 箴
儀女學堂總理愛新覺羅·繼識一（荊州將軍祥亨女），矢志

不字，父喪後「即舍宅建箴宜學校，又舍田六百畝、園九十

畝，典易釵釧佐之。十年中，糜金錢一萬餘圓」。 211 學齡

女子「不論滿漢，均可來堂報名」。212 1916 年繼識一病逝，

據該校統計，其所捐田房各產共計銀 21,250 兩，合銀元 3

                                                 
206 〈紀箴儀女學堂紀念會〉，《北京女報》，1908 年 4 月 3 日，第 2 版。 
207 〈女學開學再志〉，《北京女報》，1908 年 5 月 7 日，第 2 版。 
208 〈八旗元氏女學堂擴充〉，《直隸教育雜誌》，丁未年期 8，頁 98。 
209 〈八旗元氏女學校招生廣告〉，《順天時報》，1907 年 3 月 16 日，

第 5 版。 
210 孟丁，〈培根學校四十紀念英杕校長八秩大壽〉，《上智編譯館館刊》，

卷 2 期 6（1947 年 10 月），頁 513。 
211 林紓，〈箴宜女學校碑記〉，《畏廬三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

年商務印書館（上海）1916 年的排印本），頁 66。 
212 〈公立箴儀女學堂招生廣告〉，《順天時報》，1907 年 3 月 2 日，第

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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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以上。213 
值得留意的是，雖然學部和京師督學局在北京女子教育

問題上的作為不盡人意，但有少數親王和官員表現搶眼。肅

親王善耆在自己府邸內開辦和育女學堂，並任內外城女學傳

習所和淑慎女學堂的贊助員；214 克勤郡王崧傑將舊宅讓與內

城女學傳習所，亦擔任內外城女學傳習所贊助員；215 喀喇沁

王貢桑諾爾布(1871-1930)將京城王府借給豫教女學堂，這都

是難能可貴的舉動。創立豫教女學堂的沈鈞是候選同知；開

辦三座女學傳習所的江亢虎，其另一重身分是刑部主事。此

外，前岳州知府、農工商部副部郎魏震，先是創辦了西城第

一民立女子小學堂，後又倡設京師首善第一女工廠和京師蠶

業講習所。而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居京期間贊助女學

也是不遺餘力。淑慎女學堂開辦時，他即捐款四百元，並任

贊助員。 216 外城女學堂開學時，他出席開堂儀式，「慨然

捐助開辦費一百元，並允代為設法資助常年經費」。 217 被
革職後，勉力接收中城女學傳習所，不久又出資創辦陶氏高

等女子小學。這說明部分親貴和官員已經認識到女子教育的

                                                 
213 〈呈教育總長（九月七日）〉，《京師教育報》，期 35（1916 年 11

月），頁 4。 
214 〈女學調查．內外城女學傳習所〉，《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15

日，第 5 版；〈女學調查．淑慎女學堂〉，《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27 日，第 5 版。 

215 〈女學調查．內外城女學傳習所〉，《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15
日，第 5 版。 

216 〈女學調查．淑慎女學堂〉，《北京女報》，1908 年 2 月 27 日，第

5 版。 
217 〈外城女學傳習所開學志盛〉，《順天時報》，1906 年 10 月 4 日，

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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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以個人力量或借職位之便推動京城女學發展。 
京城女學的另一特點，是來自日本的教育經驗成為女學

成長的重要資源。女學堂初創時，因為傳統的男女授受之礙，

男性不便擔任教職，所以多面臨師資匱乏的問題。218 晚清北

京僑居著較多日籍士人，其家眷往往接受過教育，因而不少

女學堂都聘請日籍女教師。在前文統計中，日人擔任教務的

有和育女學堂、「方巾巷女學堂」、豫教女學堂、外城女學

傳習所、內城女學傳習所、淑慎女學堂、慧仙女工學校。另

外根據汪向榮的研究，聘請日人的女學堂尚有淑範女學堂，219 
這些基本上是北京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女學校。此外，亦有部

分留日女學生歸國後進入北京的女子教育界。如 1907 年內城

女學傳習所開學時，江亢虎曾「函托燕斌女士，在東洋女留

學界中，代聘教員來京，擔任教育，務期盡美」，220 至 1909
年暑假後開學，《順天時報》記載「三城各科教習，曾在日

本留學的共有六人」。 221 日本帝國婦人協會附屬實踐女學

校最早的中國畢業生陳彥安，1904 年隨丈夫章宗祥(1879- 
1962)入京時，「即擬在京創設女學一處」，222 後來則成為

西城私立第一兩等女學堂的首批教習。 
日本經驗影響京城女學風氣的另一途徑，是日籍士女在

                                                 
218 關於晚清學務部門對女學堂教習身分的規定和女學堂自身的變通處

理，可參考吳民祥，〈中國教育早期現代化的獨特樂章——清末女子

學堂教師之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卷 28
期 1（2010 年 3 月），頁 60-68。 

219 汪向榮，《日本教習》（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頁 78。 
220 〈參觀內城女學傳習所記〉，《順天時報》，1907 年 5 月 17 日，第

5 版。 
221 〈三城女學傳習所開學〉，《順天時報》，1909 年 9 月 4 日，第 7 版。 
222 〈擬設女學〉，《大公報》，1904 年 12 月 23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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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校活動時發表演說，予學生以潛移默化的作用。如服部

宇之吉於外城女學傳習所的開學儀式上發表演說，稱「去秋

間開辦豫教女學堂之初，即揭造就賢母良妻為要旨」，此番

再次強調「中國女子教育，必以造就賢母良妻為目的，而不可

專造就獨立自活之女子者」。223 此次演說經過報刊的揭載，224 
影響巨大，甚至成為此後京外女學界中「賢母良妻」派重要

的思想依據。 225 而豫教女學堂將「賢母良婦」之教育宗旨

寫入章程，自然與服部夫婦有直接關係。 
女學堂的開辦，對於傳統的「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觀念，

有著極大突破。但另一方面，與京城的政治氛圍相一致，北

京的女子教育在起始階段，整體上相當保守，基本上實行的

是「賢母良妻」的教育宗旨，要求學生服飾樸素，氣象溫良，

最多只是「求能自立，作一個益家益國的女國民」。226 因而

對「女豪傑」主義持壓制態度，於校內的平權自由思想更是

極為警惕。自強女學校的創辦人張愚如認為：「我創辦女學，

非僅為開通風氣起見，實所為挽回風氣起見。當此之際，新

                                                 
223 〈京師外城女學傳習所開學演說詞（論中國女子教育之目的）〉，《四

川學報》，丙午冊 10（1906 年 11 月），頁 12。 
224 刊登服部宇之吉此次演說的報刊，除了前揭《四川學報》外，至少還

有上海的《時報》。參見〈京師外城女學傳習所開學演說詞（論中國

女子教育之目的）〉，《時報》，1906 年 11 月 16 日，第 1 版。 
225 如端方 1908 年出席江南女子公學的開學典禮、1909 年蒞臨北洋女子

公學的畢業儀式，均發表演說，提倡「賢母良妻」主義，反對「獨立

自活」之「豪傑主義」。此種二分法，顯然來自服部宇之吉的演說。

〈端午帥蒞江南女子公學行開學禮演說文〉，《大公報》，1908 年 5
月 27 日，第 2 張第 2 版；〈督憲端蒞天津女子公學舉行畢業式演說〉，

《大公報》，1909 年 9 月 3 日，第 2 張第 3 版。 
226 英杕女士，〈培根女學堂開學演說〉，《大公報》，1908 年 5 月 4 日，

第 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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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始興、邪說蜂起的時候，最要緊的四個字，就是『防微杜

漸』。必須把宗旨持定，才不能誤入歧途」。227 1908 年 9
月 1 日和 10 月 25 日，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在京中先後招考新

生，其國文考題分別是「知識與禮教並進說」、「女學注重

工藝以裨家計說」， 228 可見其將來的施教旨趣。當年箴儀

女學堂夏季修身課程考試題為「女子四行以德為首」和「治

安大道固在丈夫，有智婦人勝過男子」， 229 則表明該校既

強調以德為先，又要求學生具備自立精神。而實踐女子職業

學校在重陽之日郊遊時，「一路上整齊嚴肅，從從容容，絕

沒有一個言笑的」。 230 此等氣象，只能屬於晚清時的京師

女學界；它既與五四時北京女學生的風貌形成鮮明對照，231 
又與同時南方女學生的氣質不盡相同。232 

不過，對於晚清北京女學生的價值取向，也不能一概而

論，江亢虎的興學宗旨就值得留意。早年在日本接受過社會

主義和「無家庭主義」洗禮的江氏，1910 年便宣稱，「在今

                                                 
227 張愚如，〈立強女學校創始記〉，《北京女報》，1908 年 5 月 4 日，

第 1 版。 
228 〈女子師範學堂考試題〉，《北京女報》，1908 年 9 月 2 日；〈師範

女學堂考試題目〉，《北京女報》，1908 年 10 月 26 日，第 2 版。 
229 〈公立箴儀女學堂戊申夏季季考試題〉，《北京女報》，1908 年 7 月

3 日，第 2 版。 
230 〈實踐女學堂旅行〉，《北京女報》，1908 年 10 月 6 日，第 2 版。 
231 關於五四運動中北京女學生的精神狀態和具體表現，可參考宋少鵬

〈賦予五四運動以社會性別：女學生的主體性和能動性〉，《華南師

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6 期，頁 60-66。 
232 1904 年 1 月上海的《女子世界》雜誌在創刊號刊載了務本女學、愛國

女校課本中的學堂樂歌，其中《旅行歌》有言：「綠陰為蓋，芳草為

茵，此間空氣新清。歌聲履聲，一程半程，與子偕行偕行。」學生在

旅途中的活躍歡欣，便與北京的實踐女子學校學生的沉默嚴肅大不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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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論女學，當主張世界主義，不宜主張家庭主義」。233 傳習

所的畢業生唐群英(1871-1937)和傅文鬱(1898-1980)，畢業後

成為同盟會會員，後又加入江亢虎創辦的「中國社會黨」，234 
繼而成為民初女子參政運動的鬥士，當與其早年在傳習所接

受的教育有關。 
就學校的性質而言，晚清北京女學堂實施的主要是普通

教育，師範教育與職業教育相輔而行。學校規模不一，課程

設計亦繁簡有別。功課少者如蕭山館女學堂，設教國文與淺

近英文。「報房胡同女學堂」每日功課僅是「午時宣講白話

報，早晚讀書識字，待文理稍通後，即加入英文、算學等

科」。振懦女學堂、豫教女學堂課程則很齊備，而外城女學

傳習所據說「課程完密，名譽日起。凡女子普通科學，無一

不備，計十四門」。 235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奏定女子小

學堂章程》對女子小學的教科有嚴格規定，但 1907 年之後

的女學堂並未完全按照規定開辦，像懷新女學社的習字、讀

經、東語、博物諸課程，均不在學部規定範圍內。此外，雖

然不少學堂根據女學生的特點和將來家務活動的需要，開設

縫紉、刺繡、編物、造花等方面的課程，但大多只是普通教

育的輔助和補充。真正屬於職業教育的，大約只有農工商部

繡工科、京師首善第一女工廠、京師蠶業講習所和豫教女學

堂附設女工藝廠、外城女學傳習所藝術科。「崇實女學校」

由於資料欠缺，不能確定其具體性質。至於慧仙女工學校，

                                                 
233 〈嵩陽開會〉，《順天時報》，1910 年 3 月 24 日，第 7 版。 
234 黃彥，〈中國社會黨述評〉，《近代中國》，輯 14（上海：上海社會

科學院出版社，2004），頁 131。 
235 〈紀外城女學傳習所〉，《大公報》，1906 年 10 月 30 日，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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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志》雖記載「以機織科為主」，但以該校「華族貴胄

居其大半」的學生出身，似不像職業學校。實踐女子職業學

校雖以「職業」為名，就其開學半年「學生有能作六百餘言

史論者」 236 的成效看，其宗旨亦似不在實業。實行師範教

育的，除了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外，尚有外城女學傳習所、八

旗元氏女學、箴儀女學堂、內城女學傳習所。這些學校都曾

開辦過師範科。 
1907 年，學部曾經統計，北京共有女學堂 12 所，女學

生 661 人，人數遠遠落後於江蘇（4198 人）、直隸（2523
人）、四川（2246 人）、雲南（1027 人），237 與其作為首

都的政治地位並不相稱。此後北京女子教育的推進過程中，

最令人期待的，自然當屬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的創立。學部准

設此女學堂，本有作為全國榜樣之意，要求「妥定章程，以

期畫一，而為各省模範」。238 消息一出，立即成為京城女學

界關注的焦點。《北京女報》視為「特大要聞」，239 箴儀女

學堂總理繼識一更難掩興奮之情，「萬裡陰薶［霾］，豁然

開朗；紅日初升，大地光明。官立女師範學堂成立，實為我

女界千載奇逢，所當額手同慶，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將尚處於籌設階段的女子師範視為「通國女學之冠」。240 在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之事上，學部一改其推諉、拖遝之陋習，

                                                 
236 惲毓鼎，《惲毓鼎澄齋日記》，頁 357。 
237 轉引自喬素玲，〈中國近代女學地域分布探析〉，頁 117。 
238 〈學部注意各省女師範〉，《直隸教育官報》，己酉期 2（1909 年 3

月），頁 120。 
239 〈特大要聞：官立女子師範大學堂一準要辦的了〉，《北京女報》，

1908 年 6 月 29 日，第 1 版。 
240 愛新覺羅．繼識一，〈女界芻言〉，《北京女報》，1908 年 8 月 27

日，第 1 版。 



晚清北京女子教育攬要 231 

從准奏黃瑞麒之請（1908 年 7 月 4 日）到借地開學，僅用了

四個月時間。其原擬先招簡易科學生 100 名，241 但實際在

全國範圍錄取了 145 名，可見該校在盡力滿足學生的求學願

望。在北京首次錄取的 42 名新生中，242 有 25 人來自內外

城女學傳習所（師範科 20 人，藝術科 5 人），243 2 人來自

實踐女子職業學校，244 1 名來自箴儀女學堂。245 當年北京

的優秀女學生，已被其網羅大半。北京作為全國的政治和學

術中心，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在經費、師資、學生來源方面的

優勢是其他城市的女子師範難望項背的。隨著社會的變革，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在全國女學界的中心地位逐漸凸顯，學生

舉動日益為人矚目。 
通過本文的研究，我們看到，晚清都中女學雖不如天津

與上海成效卓著，但亦有可圈可點之處。伴隨著京師女子師

範學堂的後來居上，北京作為女子教育重鎮的地位得到真正

確立，在現代中國的教育史、婦女運動史乃至文學史上都占

重要地位。 246 這時再反觀晚清北京的女學，先行者們篳路

                                                 
241 〈京師女子師範學堂招生〉，《大公報》，1908 年 8 月 16 日，第 2

版。 
242 〈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沿革綱要〉，收入《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

實業教育、師範教育》，頁 796。京師女子師範學堂在京先是招收了

42 名女生，後又增補 20 名學生。 
243 〈傳習所送考師範生〉，《北京女報》，1908 年 9 月 3 日，第 2 版。 
244 〈女學生謝別校長教員〉，《北京女報》，1909 年 10 月 28 日，第 2

版。 
245 〈箴儀女學堂只送一名學生入師範學堂〉，《北京女報》，1908 年 9

月 17 日，第 2 版。 
246 關於京師女子師範學堂直至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這一段歷史的研

究，可參見何玲華，《新教育．新女性：北京女高師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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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縷的努力，在以自己的方式踐行歷史使命的同時，也為現

代女子教育事業的壯大和新女性的出世，做了必要的儲備與

過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