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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母亲生养小孩的一套知识体系，是在什么时候形成的？
与传统及近代西方的教养方式有何关联？

柯小菁的《塑造新母亲：近代中国育儿知识的建构及实践(1900-1937)》指出，传统中国女性口耳相传
的育儿经验传承方式，透过女子教育的倡导，逐渐改由传媒、书籍学习西方科学育儿新知识；此外，
《塑造新母亲：近代中国育儿知识的建构及实践(1900-1937)》除了分析杂志文本，还藉由女性读者来
函、自传、回忆录及口述史料，呈现母亲运用新知识、实践新母职的过程中遭遇到的挑战与挫折，突
破了以往学者处理这类史料时，大多局限于杂志文本论述的框框；同时，还从性别平衡角度出发，探
讨男性如何扮演父亲角色，与女性母亲角色相互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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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小菁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毕业，目前正在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兴趣是近代中
国与台湾妇女生活史。
大学时代起，即加入女性主义社团。
毕业后，因无法忘怀对妇女议题的关心，继续将热情移注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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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然而宋儒的幼教理想，在明清政府确立以科举取士为仕用人才j筮，俭之后，出现了新
的转变。
当读书仕进成为决定家族向上流动的契机，一个家族的兴盛衰败，家道维系，除了靠产业经营之外，
能否产生读书中举人宦的子弟，成为另一关键。
这层层关系使得明清的士族重新调整幼教的目标和内容，发展出一套特别的幼教程序和方法——即是
形成智育为主的幼教潮流。
其中几个特征是“早学”、“幼蒙”、“自课”。
以幼蒙的内容而言，当时士人家庭中的幼年启智活动，最常进行的内容有三，一是识字，二是作对，
三是口授诵读简单的韵语和经书。
识字的年龄早至三四岁时即开始，目的是要孩童入学前，打下稳固的基础，入学后容易随师诵读了解
文意；至于“作对”，是因应政府行科举以八股文取士，由于八股文乃是一种极端讲求文字对仗工整
的体裁，因此明清士人家长，经常在子弟年幼之时，借着教导对子，从训练识物、押韵等基本知识开
始，传授字音字义对称的道理。
作对子的方式，是从一个字开始，再逐渐增加二、三、四字的语词。
另一项明清常见的幼蒙活动，即是以口念的方式，将简单的经书、诗文传授给学前孩童，以口耳相传
的方式，令其熟记背诵有用的书籍。
这些书包括尔雅、古歌谣、唐诗等韵文、四书，均取其文句简明或有押韵，易于口传诵读，对未来读
经科考也可派得上用场。
②儿童一旦识字后，家长多期望他将所有时间精力集中在诵读经书与学习作文等科考相关的活动上。
其他的兴趣像体力和户外活动，一律排除在外，同样是看书阅读，家长也不许子弟浪费工夫浏览经书
之外与科考无关的“杂书”，像传奇戏曲、小说歌赋等，严格的家长甚至连翻阅史籍诗词都不准许。
这种教育方式形成一种“单一的兴趣导向”和以智育为主的幼教潮流。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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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塑造新母亲:近代中国育儿知识的建构及实践1900-1937》分析了清末至民国以来，国家与社会借助公
共媒体与舆论的空间所塑造的现代母亲的新内涵，从生育、养育、教育三个不同阶段的知识建构及其
实践，来呈现着传统贤妻良母特质的内涵与强国保种的现代使命的中国的现代母亲，透过新旧生育知
识不同场域(即国/家和公/私)的冲撞，综合了科学技术和道德的不同元素的现代性。
书中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建构并非男性论者只手遮天的结果。
过程中女性也共同参与并展现其知识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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