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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群体是由男女两性组成的，女性对人类社会的延续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探索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历史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缺乏妇女史的内容，这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中国历史当然不可能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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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谭嗣同则提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理应平等相均”。
当时，最先觉悟的极少数女性，也在报刊上发表了《男女平等说》这样观点鲜明的文章。
20世纪初，随着新知识分子群的出现，男女平等的妇女观在知识阶层得到了进一步传播。
辛亥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亦认为“男女平权，然后养成真正共和国”。
　　清末出现的传统妇女观向近代妇女观的转换，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
由于社会环境的限制，这种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进步妇女观，传播的范围很有限，即使在知识界中也
只为部分人所接受，其中有些人还只是有条件的接受。
　　进入民国以后，男女平等的新观念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由知识阶层推广到全社会，由空泛的口
号变成了教育平等、职业平等、参政权平等等具体的要求。
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的妇女观。
这种局面的出现，除国际女权运动潮流的影响外，主要是受到了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重大社会变革
的影响。
中华民国成立带来的对等级制度种种的巨大冲击，为人权平等及男女平等观念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基
本前提。
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
这次启蒙运动，具有反传统和进行文化重构两种性质。
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等旧观念受到激烈的批判，男女平等的观念作为新文化的一部分，得到普及和推
广。
三是妇女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对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
四是近代传媒的积极推动。
民众中进步的思想观念不可能自发产生，灌输和宣传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方法之一。
近代传媒的发达和不少媒体的进步倾向，为传播新的妇女观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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