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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

任泉香;!!朱 竑;!!李 鹏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广州 =>102=?

摘要! 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有关女性地理的研究基本缺失! 而以往人才地理学研究中对女

性人才的忽视! 以及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中女性人才研究的薄弱! 都使女性人才地理研究有

了自己的空间" 利用人才数量# 类型和籍贯三个指标对活动于 >@A1B>CAC 年期间的中国著名

女性人物资料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 对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数量和地位# 分布

领域和特点以及地理分布格局进行了论述! 并对影响其数量# 类型和区域分异的因素进行了

探讨" 研究发现$ 与同一时期的男性人才相比较! 近现代女性人才数量仍然偏少! 但相对于

过去! 其数量却有所增加! 影响领域也更扩大% 近现代女性人才集中分布于中国东部和东南

沿海地区以及中部地区的少数几个省份! 西北地区较少% 湖南# 广东# 浙江# 江苏四省女性

人才尤为突出! 其中! 湘粤两省在社会政治领域影响较大! 江浙两省在科学# 教育和文化领

域占有较大优势" 近现代女性人才数量的增加和影响领域的扩大受近现代中国政治改良运动

和政治革命的影响! 而其区域分异特点则充分体现了中国近现代政治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

地区差异"
关键词! 女性人才% 人才类型% 地理分布% 近现代中国% 妇女解放

>D! !!引言

地理学研究女性起始于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 而女性主义则源于西方主张男女平等
的思潮和运动! 如男女平等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研究" 从 01 世纪 @1 年代早期开始! 人
文地理学者开始把女性主义的分析视角引入本领域研究中! 使女性主义同后结构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一起成为人文地理学中的三大哲学运动 E>F" 尽管! 早在 >C2G 年! "HIJK4L9 就
刊登了一篇从女性地位角度来探讨城市形态和城市发展模式的文章 E0F! 但直到 >C@1 年代
初! 地理类杂志才开始大量刊登有关女性地位的文章" 其中 >C@0 年! MNHDO4HP 和 ,QRNHD
*NHR4H 在 &$S9D )T4U9RRJ4HN5D%94VTNKS9T’ 上 联 合 发 表 的 文 章 &’HD-4ID &WX5QLJHVD *N5UD 4UD
IS9D*QYNHD JHD*QYNHD%94VTNKSZ’ [不要在人文地理学中排除人类的一半?D被女性主义地
理学者认为是女性地理学学科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EGF" 至此! 可以认为西方主流人文地理学
界开始接受女性地理学! 并把它定位为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EAF"

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从 01 世纪 21 年代早期直到 @1 年
代初期!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在于描述女性生活与女性地位的地理差异" 因此!
这十多年时间被称为 (女性地理学 [V94VTNKSZD4UD\4Y9H?) 发展时期E=F% >C@1 年代初! 社
会性别 [V9HL9T?D逐渐成为地理学关注的话题! 在随后的 >1 年间! 社会性别成为女性主义
地理学者研究社会划分的核心问题 E.F! 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社会性别地理学 [%94VTNKSZD 4UD
%9HL9T?D的发展时期! 同时也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的繁荣阶段" 01 世纪 C1 年代中晚期
到迄今为止! 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出现了分化! 并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相对于前
十年研究的如火如荼! 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进入到一个相对冷静和稳定的再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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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的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中! 除了 $%&’()*+ 早期对地理学界中的女性学者地位所
进行的系列研究外! 西方女性地理学界对女性人才地理的研究基本上是空白的 ,-./0" 而国
内直到 1//2 年代末! 大陆人文地理学界才开始有零星介绍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的论
著! 通过借用西方女性主义视角进行的尝试性研究3"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
学科# 城市地理学领域主要对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研究,120$ 城市女性的行为空间特征的研
究,110以及从女性经验与城市规划等方面进行的探讨,1"0% 旅游地理学则集中关注女性旅游市
场研究$ 旅游者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140% 文化地理学界则通过对自梳女等特殊女性人群的
研究! 为文化地理的研究拓展了新的研究领域5" 迄今为止! 国内人文地理学界尚未发现
有学者对女性人才! 特别是近现代女性人才展开过地理学方面的研究"

尽管! 国内的人才地理学研究成果颇为丰富! 既有对历史时期的人才地理的研究!
如对古代状元地理分布的研究,160! 也有对当代文武人才的地理分布研究,170% 既有断代区域
人才地理研究,1!8#1-0! 也有通论性$ 全国性人才地理研究等,198#1/0" 但在如上这些人才地理学
研究中! 对女性人才的关注明显是缺失的" 首先! 对中国古代人才的研究仅限于对状元$
进士等男性群体% 其次! 对近现代和当代的人才研究没有突出性别比例和性别差异! 特
别是没有对近现代女性人才产生的特殊性及其背景给予关注"

众所周知! 近代以前! 女性人才非常缺少! 据 &华夏妇女名人词典’! 该辞典收录从
古至今在各领域有一定贡献和影响的妇女 4422 余人! 其中 "46 人籍贯不详! 剩余 42!!
名女性中! 近代以前女性人才仅 1"4 人 ,"20" 这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 近 4222 年的中国历
史上! 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人才确实是严重缺失的" 笔者认为这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
的# 一方面! 历史时期确实存在许多有才能的女性! 但并不被当时的社会所认同! 所以
缺少相关的记载! 历史文献中有传的女性也多是历代后宫妃嫔! 如二十五史中十三部修
有 &列女传’" 明清各地的方志也多有 &列女传’" 主要记载那些所谓的贞洁德烈的女子!
明清时期尤其如此" 这样就造成了女性人才在历史文献中的缺失" 另一方面! 中国古代
女性难以真正参与到社会公共领域" 因此! 也就必然难以产生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力的女
性人才"

从近代开始! 女性逐渐缓慢和艰难地进入到一些原本仅由男性支配的领域! 如教育$
行政等领域" 而且近现代女性成才的背后也有着比男性更为复杂的原因" 因此! 在进行
近现代人才地理研究时需要考虑到女性人才的特殊性" 由于现有的近现代人才地理学研
究未能对女性人才以特别的关注! 所以希望通过本文的尝试! 以期进一步完善人才地理
学的研究领域"

"### #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数据来源

女性人才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近代名人小传’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4;$ &中国
历 代 名 人 辞 典’ :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1/94;$ &中 国 近 代 爱 国 人 物’ :吉 林 文 史 出 版 社!
1/97;$ &历代爱国名人辞典’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 &中华英烈词典’ :军事译文出
版社! 1//1;$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 &华夏妇女名
人词典’ :华夏出版社! 1/99;$ &民国人物大辞典’ :河北人民出版社! 1//1;#等人物传记
和人物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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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研究方法

考虑到资料本身的全面性和可用性" 本研究基于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民国
人 物 大 辞 典&% ’华 夏 妇 女 名 人 词 典& 等 人 物 词 典% 人 物 传 记 的 人 物 资 料" 对 活 跃 于
#$%&’()%) 年期间% 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国籍著名女性人物进行了统计( 在对
这些女性人物资料进行解读和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她们的籍贯和影响领域等进行梳理和
分析统计" 并利用 *+,-. 软件制作了影响领域和籍贯的图表% 应用 /01 技术制作了女性人
才的分布地图" 以再现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的特点和规律" 并结
合女性地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诠释(

23"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数量和人才类型

#"$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数量

通过对近现代著名女性人物的统计和分析" 发现近现代著名女性人物的数量与同时
代庞大的男性人物群体比较" 简直是微乎其微的(

#中国近代名人小传& 4!(5共收录各类人才 (67 人" 仅收录两位女性) #中国历代名人
辞典& 4!!5共收录 2677 人" 其收录范围上起远古" 下迄 *五四+ 运动" 包括历代重要政治
人物, 农民起义领袖% 文学艺术家% 思想家% 学者% 科学发明家% 少数民族人物% 宗教
领袖等) 尤以政治人 物 为 主( 但 在 鸦 片 战 争 后 的 共 %77 人 中 女 性 人 物 仅 有 $ 人) 民 国

*五四+ 运动前的 2!7 人中女性人物仅 8 人( 换言之" 在近现代的人才中女性合计才有 (%
人" 只为 (96):(

-中国近代爱国人物& 4!25共收录 78 人" 也仅收录一位女性( -历代爱国名人辞典& 4!%5

在近代部分收录 %(8 人" 女性人物 8 人) 现代部分收录 %%) 人" 女性人物 2! 人) 所收录
的女性人物共 2$ 人" 仅占 %;2):( -中华英烈词典& 4!75共收录 $<7< 人" 其中女性人物
2<( 人" 占 2;62:(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4!85选收了自 ($(< 年至 ()$$ 年 ) 月 2< 日
期间故去" 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起到一定作用或有一定影响的历史人物 .<67< 人" 其中
中国人物 ))<% 人( 外国来华人物 $%8 人( 中国人物 ))<% 人中" 女性人物共 %2( 人" 占

%;27:" 不到 7:( -民国人物大辞典& 4!65收录了活跃于民国时期 =()(!>()%) 年?3党政军
及教育% 科学% 文化% 宗教% 实业各界人物" 共收录 (!<!% 人" 其中" 女性人物共计 2(7
人" 仅占 !;8(@(

总之" 在各种中国历史名人典籍中" 女性人才的数量仅占非常微量的部分" 这也许
是各类人才地理研究中对其研究不够重视的原因所在(
#%!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类型和影响领域

近代之前" 中国历史上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女性人物" 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皇室贵
族" 她们要么是在某一特殊历史时期掌握了皇权的宫廷后妃" 要么是仕宦之家有突出文
学艺术才华的闺秀( 即使有一定的影响力" 前者即便权倾朝野也很难得到当时主流社会
的认同" 如一代女皇武则天可归入此列) 后者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最多也只能在民间
流传( 众所周知" 能够为当时社会所广泛认可或推崇的是那些具有贤良德行的女性( 所
以近代以前女性人物影响的领域较狭小" 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 中国妇女
被排除在做官理政% 从事文化教育等职业圈子之外造成的( 据郑永福% 吕美颐的研究"
直到近代" 中国妇女从事的工作仍然带有很强的辅助性和边缘性" 城市妇女能够从事的
工作大体不过以下方面! 与生产劳动有关的职业" 与消费生活有关的职业" 与市场交换
有关的职业" 与交通运输有关的职业" 与文化生活有关的职业及与民间信仰有关的职业"
其中又以城市服务行业居多" 诸如三姑六婆% 女佣奶妈" 或小商小贩% 从事家庭手工业"
或进工厂做工" 或沦为奴婢% 娼妓( 而广大农村地区的劳动妇女" 不仅要生儿育女%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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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家务! 还要辛勤地从事农
业" 手工业生产$"%&#

近 代 以 后 ! 自 从 ’( 世
纪中期外国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输入中国和近代中国女子
教育的兴起! 中国妇女始出
现在一些原由男性支配 的 传
统工作领域! 她们中 的 一 部
分人在这些新的 工 作 领 域 取
得了不亚于! 甚 至 高 于 男 性
的成就$ 如 果 把 这 些 女 性 人
物的影 响 领 域 进 行 分 类! 可
分为 % 种类型% )*无产阶级革命& 军事& 政治领域! 指那些早在 ’(+(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前便已经参与到无产阶级革命阵营! 并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的女性’
,-科学教育领域! 包括教育工作者! 主要指组织创办各类学校& 从事学校教育工作的人
物! 以及从事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科研人员以及大学教师& 教授’ ./文学艺术领
域! 指那些在文学创作& 书法& 绘画! 以及其他工艺美术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女性’ 01
医疗护理领域’ 23演艺界! 包括电影演员& 各类戏剧和歌唱舞蹈演员’ 45新闻出版界’
67工商实业界’ 89其他政治& 社会活动领域! 包括太平天国起义的参与者和领导者!
甲午战争& 维新运动& 辛亥革命支持者和参与者! 以及其他政治与社会活动人物$ 而这 %
种类型又可归入三大类% :;社会政治军事类! ::<经济类! :::=科教文类’ 其中 )& 8 可
归为第一大类! 6 属于第二类! ,& .& 0& 2& 4 属于第三大类$

本文主要对以下三种综合性人物辞典中的女性人才的影响领域进行分析 >表 ’?%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A 位女性人物中! AA 人是 A(+( 年以后的著名人物# 因

此! 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剩余的 +"B 位女性中! ) 类人物共 A(+ 人! , 类人物共 @C 人!
. 类人物共 @! 人! 0 类人物共 AC 人! 2 类人物共 C+ 人! 4 类人物共 AA 人! 6 类人物共

" 人! 8 类人物共 D@ 人# 各领域按人数多寡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8*2*.*,*
0*4*6’ 其 中 ! 社 会 政 治 军 事 类 人 物 共 "!D 人 ! 占 !@ECDF’ 经 济 类 人 物 " 人 ! 占
BE+DF’ 科教文类人物 ACA 人! 占 @CE(CF$

(民国人物大辞典) @AC 位女性人物中! ) 类人物共 % 人! , 类人物共 (B 人! . 类人
物共 A@ 人! 0 类人物共 AD 人! 2 类人物共 @% 人! 4 类人物共 A% 人! 6 类人物共 @ 人!
8 类人物共 A"% 人$ 各领域按人数多寡的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8*,*2*4*0*.*)*
6’ 其中! 社会政治军事类人物共 A@! 人! 占 +@EADF’ 经济类人物 @ 人! 占 BE(CF’ 科
教文类人物 AD! 人! 占 CCE%DF$

(华夏妇女名人词典) 收录从古至今在各领域有一定贡献和影响的妇女 @@BB 人! 基
于本文探讨的重点! 笔者对活动于 A%+BGA(+( 年" 在各领域有一定影响力的女性人物进
行了统计! 对于在这个时间段外的女性不作考虑! 共 AB"B 人$ 这 AB"B 位女性人物中! )
类人物共 @CA 人! , 类人物共 "BC 人! . 类人物共 A"+ 人! 0 类人物共 DC 人! 2 类人物
共 ADA 人! 4 类人物共 "" 人! 6 类人物共 + 人! 8 类人物共 !% 人$ 各领域按人数多寡的
先后顺序排列如下% )*,*2*.*0*8*4*6’ 其中! 社会政治军事类人物共 +A( 人!
占 +AEBDF’ 经济类人物 D 人! 占 BE!%F’ 科教文类人物 C(C 人! 占 C%E@@F$
!"! 近现代女性人才影响领域的分布特点及其原因

近现代女性人物影响领域的分布有如下特点%
HAI社会政治类和科教文类人物较多! 如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民国人物大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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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        100% 
������ 

 315    100% 
�������� 

 1020     100% 
I       A 194 46.19   8  2.53 351 34.41 
        H  73 17.38 128 40.63  68  6.66 
II       G   2  0.47   3  0.95   4  0.39 
        B  35  8.33  90 28.57 205 20.09 
        C  36  8.57  13  4.12 124 12.15 
III      D  15  3.57  17  5.39  75  7.35 
        E  54 12.85  38 12.06 171 16.76 
        F  11  2.61  18  5.71  22  2.15  

表 # 中国近现代著名女性人物影响领域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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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泉香 等! 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

典 "# $华 夏 妇 女 名 人 词 典 " 中 % 社 会 政 治 类 人 物 分 别 占 女 性 人 物 总 数 的 #$%&’( &
)$%*’(和 )*%+’(’ 科教文类人物分别占 $&%,&(& &&%-’(和 &-%$$(’ 经济类人物所占比
例极小% 三部辞典中该类人物的比例均不到总数的 *((

社会政治类人物较多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社会动荡不安一定会冲击原本的社会
秩序% 女性传统的社会角色会因时势而变) 因此% 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首次出现了女性的
身影% 辛亥革命中女性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这样便逐渐开启了女性大范围从军的先河*
抗日战争中女性更是全方位地投入战争中’ 二% 无产阶级革命+ 军事# 政治领域女性人
物数量庞大* 自大革命开始% 许多女性开始参加到这一队伍中% 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与中国共产党妇女政策的正确制定和对妇女力量的调动密不可分% 正如毛泽东所言 ,妇
女能顶半边天-% 女性在这一次革命中的作用功不可没’ 三是在这一时期% 女性通过不断
的政治运动% 取得了一定的参政权% 特别在民国时期% 国会中开始有女议员% 女性在一
些重要的行政岗位担任要职*

.!/在科教文卫领域中% 科学教育& 医疗护理& 新闻出版是近代以来女性参与的全新
职业领域* 其中% 科学教育类女性人物所占比例较大% 如在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中 占 -%$$0% .民 国 人 物 大 辞 典"+ .华 夏 妇 女 名 人 词 典"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0和
!+%+,0% 两者排名均为第二) 因为医疗护理+ 新闻出版两个领域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始
于近代) 所以% 这两大行业中女性人物所占比例较少) 科教文卫类女性人物比例的增加
同近现代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近代始% 从女子学校到男女合校%
从只能接受初等教育发展到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女性受教育权在法律上不断得到完善%
开始拥有与男性平等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 这一权利并逐渐获得了民众心理的认同) 近
现代女子教育的出现和完善% 也为当代中国女性教育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 另外%
演艺界女性人物包括各类剧种演员+ 电影演员+ 以及音乐+ 舞蹈等表演领域) 近代以前
绝大多数戏剧演员系由男性充当% 女性很少涉足这一领域) 即使有% 也仅限于妓女这一
特殊人群) 至于电影+ 现代音乐和舞蹈则几乎全从西方引进% 属于现代娱乐和艺术) 因
此% 对于中国女性而言% 不仅不存在传统文化上的束缚% 并且由于受西方的影响% 女性
能够大量加入这一行业% !+ 世纪 $+1)+ 年代上海滩就迎来了中国近代电影史上最灿烂的
阶段% 并涌现出大批至今光辉依存的女性表演艺术家% 就与此不无关系2!,3)

)"""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

!"#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概况

从表 ! 中女性人物收录看% .历代爱国名人辞典" 收录 $- 位’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
辞典" 收录 )!+ 位% 其中籍贯不明者 ’ 人’ .民国人物大辞典" 收录 $*& 位’ .中华英
烈词典" 收录 $+* 人% 去掉 *,), 年以后牺牲的 *’ 人女性% 总共 !-) 人’ .华夏妇女名
人词典" 收录 *+!+ 位) 总体来看% 近现代女性人才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部+ 东南沿海地
区以及中部和西南地区的某些省份) 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又可分为三个区域! 东南沿海
的广东+ 福建省’ 东部沿海的浙江+ 江苏+ 上海三省市’ 东北部环渤海的山东+ 河北+
天津+ 北京四省市) 中部的河南+ 安徽+ 湖北+ 湖南+ 江西等五省和位于西南的四川省
也聚集了大量的女性人才 .图 */)
!"$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特点及其原因

!%$"&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特点 近现代女性人才集中分布于湖南+ 广东+ 浙
江+ 江苏等省)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中湖南+ 广东+ 浙江+ 江苏和四川五省排在
前五位% 五省女性人物的数量占总数的 &!%##0’ .民国人物大辞典" 中江苏+ 广东+ 浙
江+ 湖南+ 安徽居于前五位% 五省女性人才的数量占 &’%)#0’ .华夏妇女名人词典"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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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省女性人才数量占总数的 $%&%’(! "历代爱国名人辞典# 和 "中华英烈词典$ 前五
省女性人才数量所占比例分别是 )*&’"(和 +*&$’(,-表 ".% 五部文献中排名居于前五位之
列的省份出现的次数分别为& 湖南’ 广东’ 江苏各 + 次( 浙江’ 四川各 $ 次( 江西和安
徽各 * 次% 而在 )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 "民国人物大辞典$’ "华夏妇女名人词典$
三种综合性的人物大辞典中( 湖南’ 广东’ 浙江’ 江苏四省女性人才的数量排名均处于
前四位( 显然( 这四省是近现代女性人才的集中分布地%

湖南’ 广东两省的女性人才集中分布于社会政治领域% 其中湖南省女性无产阶级革
命类人才尤其多! 浙江’ 江苏两省女性人才以科教文类为主% 河北’ 北京’ 浙江’ 江苏
四省女性演艺界人才比较集中( 占全国的 $%&)’(% 从人数而言( 河北省最多( 其次是浙

-/.,&’()*+, -0.,-./01(2, -1.,3’456(1*7,

图 *,,中国近现代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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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中国近现代著名女性人物籍贯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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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泉香 等! 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

江" 北京和江苏# 从演艺界人才在各地人才中所占比例而言$ 北京与河北比例较高$ 为

#!$%&’和 #()*!’$ 浙江和江苏较低$ 仅占 (%)%(’和 (+)**’% 可从图 ! &华夏妇女名人
词典’ 中前十省女性人物的数量及其影响领域中看到同样的分布特点%
!"#"$ 近现代女性人才区域分异的原因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数量同男性比较尽管存在很
大的差距( 但是女性人才在那些以往由男性占据的领域争取了一定的发展空间% 这在女
性解放的历程上无疑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具体表现在有更多的女性从家庭中走出来( 逐
步走向社会) 拓展职业领域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并在这些公共领域内取得骄人的成绩(
赢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而这一群体的出现是与同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有
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太平天国出现男女平等意识的雏形( 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出于 *保种
保教+ 目的而提出的女性放足和女子教育的倡导( 进而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男女平等理
念的出现( 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妇女彻底的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捆绑在一起的
主张等( 使各个政治势力纷纷把妇女解放作为自己施政纲领的一个部分( 他们都或多或
少对女性解放做出了贡献, 女性因此获得身体的自由) 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 以及就业
的机会和参政的权利等, 而近现代女性人才群的出现也得益于当时动荡的时局( 尽管不
安定的社会带给人很多痛苦( 但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社会动乱也给妇女解放带来了契机,
战争和动乱意味着原有的统治秩序和传统遭受打击而出现松动或动摇( 从而给女性一个
相对自由发展的空间( 这也是女性革命人才较多的原因之一,

经济) 政治) 地域传统文化等人文地理因素是影响中国近现代女性人才地理分布的
重要原因( 其中政治因素对于地域人才产生的影响是最为主要的, 如湖南) 广东两省社
会政治类女性人物较多( 就与两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作为革命策源地和中心地的地位分
不开( 强烈的政治氛围影响了几代人的思想和行动( 也使女性投身其间成为可能( 故而
塑造了诸多的女性才俊, 如太平天国运动在岭南的发展( 造就了广东人苏三娘成为太平
天国著名将领# 而作为资产阶级维新和革命的发源地( 也促生了一批广东 ,含现海南-.女
豪杰( 如清末康有为长女康同薇 ,协助其父编纂 &日本政变考’ 等书( 为维新变法提供了
理论依据-# 活跃于民国政治) 社会活动领域的著名的中国国民党元老何香凝) 宋氏三姐
妹等, 湖南因为紧邻广东( 最先受到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 故而使唐群英) 张汉英等人
成为较早的女性同盟会员( 也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领军人物# 而向警予更是成

图 !.. &华夏妇女名人词典’ 中前十省女性人物的数量及其影响领域图

/01).!..234567"874"937:5;<3686=">8;3?@.>5;8A5.>01?65@B.7?;C56@.874. :D506. 07>A?579071.>05A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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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产阶级妇女运动的先驱! 湖南省是无产阶级革命女性人才的聚集地" 如杨开慧# 蔡
畅# 毛泽建# 何宝珍# 伍若兰等人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不同于湘# 粤两省的情况" 江# 浙两省的女性人才多集中于科学教育和文学艺术方
面! 这两类人才的产生同区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有密切联系! 可以说" 区域经济的发达
和文化的繁荣是这两类人才产生的必要基础和充分条件! 江# 浙两省在当时就是中国社
会经济最为发达的两个省" 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 这里社会稳定# 经济繁荣" 而文化方
面更是自唐宋以来就一直是我国文化的中心所在$%&’" 厚重的文化积淀" 使兴教重学成为社
会风尚! 当然" 随着近现代国门的打开" 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迅速成为接受
海派文化的桥头堡" 西学东渐使该区域有了更多男女平等的意识! 尤其是随着教育事业
的快速发展" 江浙两省的女子教育更在近代翘楚中国! 如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
塾就是 ()** 年由英国东方女子教育协会在浙江宁波创办的! 这样的时代机缘产生了大量
的女性人才! 如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名女大学生和留学生# 医疗护理界著名人物金雅妹
就是宁波教会女校早期的毕业生! 据清廷学部 (+&, 年对全国女子学堂的统计" 江苏省有
女子学堂 ," 所" 数量仅次于直隶" 居全国第 " 位" 而女学生数量居全国第 ( 位% 浙江省

%" 所" 居全国第 * 位" 女学生数量居全国第 - 位 $%(’! 另据 (+().(+(+ 年北洋政府对全国
"! 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公私立初等学校教育的调查统计" 浙江省 ,- 县中" -* 个县的高等
小学招收了女生" 高等小学中女生就读率居于全国首位! ,& 个县的国民学校有女生就读"
就读率排名全国第 "% 而江苏省 !& 县中" "% 个县的高等小学招收了女生" 高等小学中女
生就读率居于全国第 " 位" -! 个县的国民学校有女生就读" 就读率同浙江省并列第 "$%"’!

演艺界人才可分为两大类& 戏曲演员和现代表演艺术家! 戏曲诞生于民间" 很多地
方剧种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 因此" 戏曲的地域流布影响着戏曲演员的地理分布!
锡剧# 淮剧由江苏省民间戏曲发展而来" 沪剧源出太湖流域的吴淞江及黄浦江一带农村
中的 ’小山歌(" 越剧前身是流行于浙江嵊县一带的 ’落地唱书(" 这四种戏剧主要流行
于江# 浙一带! 因此" 这些剧种的演员也多来自江苏# 浙江两省! 河北梆子是河北省的
主要地方剧种" 西河大鼓起源于冀中农村" 流行于河北% 评剧产生于河北东部的滦县农
村" 在华北# 东北及其他一些北方地区流行很广% 这三类戏剧演员多出自河北! 京剧是
在北京形成的戏曲剧种之一" 在全国均有广泛流布" 京剧演员四省均有" 而以北京最多%
京韵大鼓则于清末民初形成并流行于北京# 天津地区" 北京# 河北都有该类戏曲演员"
尤以北京为多! 此外" 铁板大鼓和单弦演员也来自河北和北京$%%’! 河北# 北京两地戏曲种
类繁多" 戏曲从业人员的庞大" 与北京作为明清两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分不开%
而近现代史上另一个经济文化中心上海的快速发展" 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现代文化的繁荣!
现代表演艺术" 包括电影# 话剧# 歌剧等女性表演家也多出自这两个中心及其周边地区"
也就与此不无关系!

-## ##结论

近现代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与同一时期全国人才的分布具有共同点& 近现代人才主
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南部" 沿海高于内地" 南方多于北方% 湖南# 广东# 江西# 四川等省
的军政人才比较多" 浙江# 江苏以科教文类人才为主 /这与王会昌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籍贯# 胡兆量对中国教授籍贯及分布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 $%&0#%*’1! 总之" 近现代中国女性
人才的分布与整体人才的分布具有大一致# 小差异的特点! 相对于男性人才而言" 近现
代女性的成才具有偶然性# 被动性和依附性等特点" 这是妇女解放初期不可避免的问题%
而女性在受教育# 就业和参政等方面的不平等是造成男女人才比例失衡的根源" 即使在
妇女解放到相当程度的今天" 这些不平等依然存在!

"()



!"! 任泉香 等! 近现代中国女性人才的地理分布和区域分异

因此" 对两性发展不平等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关注赋予了女性人才地理学重大的现
实意义" 从而使得它的研究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 另外" 尽管本研究从方法论上并没有
太多的新尝试" 但从研究内容和关注的视角角度看" 对女性人才的地理要素的关注" 无
疑本身就具有了很好的意义" 即为国内有关女性地理学的实例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案例"
也许这就是本研究最好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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