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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秋瑾──英雄、女俠與形象的歷史 

研究學生：張宇辰  指導老師：張百廷 陳惠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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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烈士形象也無關女權運動先驅形象，反而是在探討秋瑾「男性化」或者是在歷史

教科書中「被扭曲」的形象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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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國 38 至 50 年代的教科書中，秋瑾常和革命聯想在一起，她的形象大多被描繪成「革

命女烈士」、俠義、志在革命，而關於她的死亡，也常用「犧牲」、「就義」、「成仁」、「殉難」

等等強烈有著革命味道的辭彙；在報紙的部份，我們常常會見到許多和革命相關的報導，秋

瑾在那個時代經常性的被列在我們讀者應該要景仰的革命烈士名單中，而這些報導的內容和

立場多傾向於鼓勵閱讀者學習並效法這些革命烈士為國犧牲的精神和熱血，甚至拿來當作鼓

勵台灣女性要有愛國心的範例。到了民國 60 年代，歷史教科書卻不曾提起秋瑾，反而是報紙

開始大篇幅的描述關於她辦女報、倡導放足運動、鼓吹婚姻自由、鼓勵女子出洋留學……等

事蹟，這情形到了民國 70 年代時，又有了一個極大的改變。教科書普遍提到秋瑾，但關於秋

瑾在女權運動上的貢獻，描述篇幅卻又大幅縮減，而新聞則是只提到「革命烈士」形象而已。

而民國 80 年代，又是一個新轉折，教科書在描述秋瑾時，女權運動先驅的形象慢慢的超過革

命烈士。而報紙，除了革命烈士的形象依舊，還出現了幾篇既不是在講烈士形象也無關女權

運動先驅形象，反而是在探討秋瑾「男性化」或者是在歷史教科書中「被扭曲」的形象的新

聞。此時期開始有人跳脫以往慣性的思維而進入新的思考裡，是個很有趣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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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探討從民國40至80年代間，台灣政府透過種種媒體(如：報紙、教科書……)傳達給

人民的秋瑾形象是否有不同之處？而並非生長在台灣，在生命中也不曾踏上過台灣這塊土地

的秋瑾，為什麼台灣地區的報紙新聞以及教科書卻經常把她拿出來討論？ 

目前筆者所見關於秋瑾的研究並不多，時間也相當的晚，大陸地區直到1956年之後才開

始大量出現和秋瑾相關的研究，在此之前不過只寥寥一兩篇文章罷了。且較常見的絕大多是

針對秋瑾詩、詞的解析，雖然有幾篇文章已寫出秋瑾的革命烈士形象以及她女權運動先驅的

形象，但都是針對大陸地區，以概括性的方式帶過，而沒有從中深入討論其演變的過程與時

代意義。1因此，筆者便嘗試從文獻分析的角度探討台灣地區民國40至80年代之間對於秋瑾這

個女子的形象解構，並討論其背後的時代意義。 

本研究主要是以文獻分析的方式進行，筆者收集從民國 40 至 80 年代間，在報紙以及教

科書上對於秋瑾的敘述，再以年代做分界，比較其中的差異以及轉變。由於人力以及時間上

的諸多限制，雖然秋瑾形象在傳統戲劇以及小說著書等也有很值得探討的地方，但筆者選擇

以教科書和報紙為主要討論內容。 

報紙方面，筆者選擇以聯合報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由於聯合報在民國 40 年即開始發

行，正好吻合筆者所研究的時間點；且台灣在民國 38 至 76 年的戒嚴期間，報紙的內容全面

為政府所控管，筆者相當好奇在此時期下的報紙，對於秋瑾是否會有很特別的描繪，於是選

擇了較貼合當時政府且較普便被大眾閱讀的聯合報。而在一個歷史人物的形象塑造中，除了

一般的報紙以及各種戲劇、電影、小說之外，學校教材也是一種強而有力的傳播媒介。雖然

學校教育傳播的對象會限定在某一個年齡層中，但或許它的效果與報紙也相去不遠。2 

台灣的教科書從民國 35 年至民國 91 年，一直存在著由國立編譯館統一編定的統編本，

但並非每一個科目皆是如此。民國 60 年代即出現英文、數理、藝能科等科目的審定本，而國

文科、社會科(歷史、地理、公民)等卻直至民國 80 年代才漸次開放，其中，國中的教科書於

民國 89 年開放，但歷史科等仍然使用國立編譯館的統編本，直至民國 90 年才全面開放國中

教科書；而高中的教科書則是在民國 84 年時，除了歷史等科仍為統編本之外，其餘的皆開放

給民間書局編訂，直至民國 88 年高中教科書才全面開放使用民間的審定本。 

由教科書的發展史中可清楚的見到，在民國 30 年代至民國 90 年代初，教科書也是一個

為政府所控制的媒體，而學生所受的學校教育最直接的影響來源又正好是教科書。因此，為

了更深入的了解秋瑾在該時代被建構的形象，教科書的確是一個不能被忽略的重要媒體，但

由於時間及人力的關係，筆者未能處理版本開放之後的教科書，於是選擇以國立編譯館所出

版的統編本歷史教科書為主要研究對象，並輔以零星的其他版教科書以增加資料的豐富性。 

二、慷慨赴義的革命女烈士？ 

民國 38 至 50 年代 

                                                 
1 鄭雲山、陳德和，〈1949 年以來大陸學術界的秋瑾研究綜述〉，《近代中國婦女史研究》，第一期，1993 年 6 月，

頁 261-272。另參陳素真，〈性別、變裝與英雄夢──從明清女詩人的寫作傳統看秋瑾詩詞中的自我表述〉，《東

海中文學報》14 卷，民 91.07，頁 129-163 
2 參自江仁傑，《解構鄭成功──英雄、神話與形象的歷史》，台北，三民書局，2006.04 初版一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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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38 至 50 年代，台灣正處在一個相當緊張的時期。經過幾年的國共內戰後，國民政

府撤退來台，但中共似乎沒有停止侵犯的意圖或行動，隨後爆發了金門古寧頭戰役，而韓戰

的爆發、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簽訂，美國開始對台灣提供軍事經濟等等的援助，緊張氣氛才

稍微減輕，但兩岸之間的對峙仍然一直持續，金門八二三炮戰的爆發，顯示出此時期仍然是

一個相當動盪的年代。 

國民政府於民國 38 年公佈戒嚴令，且於該年底大舉遷台，全台進入長達 38 年的戒嚴時

期，帶來反共的思想和「復國」的使命。當時不論是在政策或是生活教育上，都充滿備戰的

時代氛圍；社會上「反共復國」、「反攻大陸」的標語、口號處處可見、隨處可聞。 

現今報紙上偶爾出現的回憶錄是很重要的媒介，可以幫助讀者想像其不曾經歷過的時代

面貌。如王鼎鈞的回憶錄就讓我們看到民國 30、40 年代的情形： 

那個時候的青年都有滿腔熱血，以愛國為榮，男生要當林覺民，女生要做秋

瑾。不僅我們的思想如此，我們的父母思想也大多如此。3 

極有趣的想法！台灣在民國 30、40 年代時，竟會有女性希望成為秋瑾。筆者認為該思惟

應與時代背景所引發的革命愛國思想有極大關聯，而青年會有如此想法也正是學校教育成果

的展現，由此可見，當時顯然成功的把秋瑾變成了某個值得讀者學習的對象，但，她的形象

到底是什麼？筆者節錄民國 41 年初中歷史教科書中某一段文字： 

總計這年四次起事，都失敗了。此外還有徐錫麟於五月間在安慶刺死安徽巡撫恩銘，

舉義不成而死。而在浙江謀響應的秋瑾也被捕就義。4 

此時期，作為能夠反應國家政策、教育政策，並且對於影響大眾思想亦有一定程度的教

科書，就常常將秋瑾放在反清革命事業的脈絡下討論。秋瑾的形象大多被描繪成「革命女烈

士」，且具有俠義精神、志在革命，而關於她的死亡，也常用「犧牲」、「就義」、「英勇／壯烈

成仁」、「殉難」等等，有著強烈革命先烈味道的辭彙。秋瑾的死亡被塑造成相當高尚的行為、

節操，是所有閱讀該教科書的讀者應該效法的楷模、榜樣。 

另外，除了歷史教科書，筆者也在民國 40 年代幾本國文教科書中看到關於秋瑾的有趣描

述。國文教科書收錄〈秋瑾女俠傳略〉以及秋瑾在中國女報初刊時所寫的〈中國女報發刊詞〉，

而筆者節錄其在【題解】以及【申說】的部分內容： 

【題解】國民革命是中國歷史上最艱難的一種事業。拼頭顱灑熱血的烈士，史不絕書；

但巾幗英雄為革命而犧牲的，著名的祇有秋瑾一人。5 

【申說】我國女子教育素不發達；加以社會舊有習俗，重男輕女，所以女界人才便無

從表現。曹大家、李清照，只不過擅長文辭而秋瑾獨閎器識。花木蘭、秦良玉，也僅

是參與戰役，而秋瑾獨倡革命。所以秋瑾誠屬歷史上第一流女性。6 

                                                 
3王 鼎 鈞 ， 〈 紀 念 抗 戰 勝 利 五 十 周 年 專 輯 1─ 戰 火 照 明 〉 ，《聯合報》(台北)，1995-07-05，37 版，聯合

副刊 
4 《初中新世紀教科書 歷史》，世界書局(台北)，頁 84，第 5 章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第 3 節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

業-同盟會時代，41.07(初版)。另可參照《部編初中本國歷史》第五冊，國立編譯館，頁 8，第 131 課國民革命

運動(二)-同盟會時期的起義經過，「同年上有徐錫麟、秋瑾分別在皖浙舉義，都做壯烈犧牲。」，38.08(四版)；《高

中歷史》第二冊，中學標準教科書歷史科編輯委員會，頁 240，第 36 章中華民國的創建-第 1 節國父孫中山先生

的救國運動-百折不回的革命軍，「同年徐錫麟起義於安慶，殺安徽巡撫，女革命家秋瑾亦殉難於浙江。」，44.02(再
版)；《初中歷史》第四冊，中學標準教科書歷史科編輯委員會，頁 25，第 26 章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事業-第 2
節興中會與同盟會-同盟會的成立，「女黨員秋瑾謀起義於浙江紹興，為清廷破獲，英勇成仁。」，47.02(四版) 
5 〈秋瑾女俠傳略〉，《初中國文》第三冊，復興書局(台北)，頁 35，41.05(初版) 
6 〈秋瑾女俠傳略〉，《初中國文》第三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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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說】瑾嫻詞令、工詩文；性喜任俠、蓄志革命。……徐錫麟起義於安慶，事敗被

殺。瑾亦於六月初四日為清兵圍捕、從容就義，時年三十一。……秋瑾烈士自日回國，

在上海倡設中國公學，並辦中國女報，發揚民族大義，鼓吹革命，啟瞶震聾。7 

由兩段資料可看出，秋瑾的革命成就依然被國文教科書肯定，書中甚至認為她是所有女

性革命者當中最有名的。兩段資料包含了秋瑾兩種不同的形象：第一是為了革命而壯烈犧牲

的秋瑾；第二是為國家做了許多革命性改變的秋瑾。壯烈犧牲的秋瑾面對死亡時，她的態度

再度被冠上崇高的神聖感。「就義」使她成為教科書尊崇的「烈士」。她和古代著名的女詩人(曹

大家、李清照)不同之處在於，過去的女詩人或許在詩詞成就上相當引人注目，但秋瑾卻除了

詩詞相當讓人驚嘆之外，還為了國家民族提倡革命，「能文能武」成了她與眾不同的特色；而

秋瑾為了民族大義而犧牲，這種「為眾不為己」的精神又使她更勝於純粹為了家庭而參與戰

爭的女性從軍者(花木蘭、秦良玉)。但是此形象的秋瑾卻似乎沒有，或來不及為民族、國家做

出任何開創性的貢獻即被犧牲；但第二個形象中的秋瑾卻做出了很多開創性、某方面亦屬革

命性質的事業：如辦女報、設公學，目的仍是鼓吹革命、發揚民族大義，但這個開創的革命

性事業卻沒有導致她必須面對死亡而成為「烈士」，但也讓讀者確實看見秋瑾對社會的諸多貢

獻，而不是只是一個純粹的精神表徵。 

我們從當時的教科書中可明顯感受其濃厚的「頌揚革命」意味，秋瑾形象在教科書中幾

乎都是革命烈士，只有極少部分的國文教科書會提及她辦學校、報紙等的功績。 

同樣影響大眾思惟極廣的報紙，在民國四、五○年代時，常見到許多與革命相關的報導，

這些報導常在文末呼籲民眾要緬懷這群為國犧牲的先烈，秋瑾即名列其中。其不僅出現在蔣

夫人於婦女節的致辭中，還在中國青年反共救國團的文告中現身，與英法百年戰爭時的少女

貞德並列為救國團呼籲大眾效法的對象。8更有趣的是：其並非出生於台灣，一生當中也沒有

來過台灣這塊土地的秋瑾，當台灣慶祝國慶時，卻被列入了國慶特刊中成了人人景仰的對象

之一。9與其相關的新聞報導，內容和立場亦多傾向鼓勵讀者效法這些革命烈士為國犧牲的精

神和熱血，並且大力抨擊所謂的「奸人」10。有時秋瑾甚至被拿來當作鼓勵台灣女性也要有

著反共抗俄心情、要為國家做轟轟烈烈大事的範例。11 

無論是誰「利用」了秋瑾的形象，新聞中的秋瑾都是崇高而使人敬重的，在在告訴讀者

要努力效法秋瑾壯烈犧牲的精神。在重要的慶典如國慶日，也不忘將秋瑾好好的誇獎一番。

當政府打著反攻大陸的口號時，秋瑾這個案例無疑是個相當好的利用對象，提醒著人民要努

力為國家付出，甚至要有犧牲自己也在所不惜的心態和精神。 

三、 在天平的兩端擺盪 

                                                 
7 〈中國女報發刊詞〉，《高中國文》第六冊，中學標準教科書歷史科編輯委員會(台北)，頁 126，44.02(初版) 
8〈 救 國 團 發 表 ─ 告 女 青 年 書 〉，《聯合報》(台北)，1957-03-08，02 版，「中 國 青 年 反 共 救 國 團 總 團 部

特 發 表 告 全 國 女 青 年 書 ， 號 召 積 極 參 加 戰 鬥 行 列 ， 效 法 秋 瑾 先 烈 及 聖 女 貞 德 ， 為 解 救 大 陸 同 胞 ，

復 興 國 家 民 族 ， 發 揮 高 度 熱 情 ， 犧 牲 奮 鬥 ， 創 造 光 榮 的 史 頁 。 」 
9陳 濟 中，〈 中 華 民 國 四 十 年 國 慶 紀 念 特 刊 ─ 雙 十 節 的 一 筆 血 賬 〉，《聯合報》(台北)，1951-10-10，08

版，「秋 瑾 女 士 是 當 代 女 界 中 不 可 多 得 的 人 傑，不 幸 死 於 奸 人 之 手。……今 天 我 們 慶 祝 雙 十 節，想

起 了 這 些 關 於 雙 十 節 的 濫 賬 和 這 些 民 國 的 罪 人 。 」 
10在 40 年國慶紀念特刊中，該文強烈批判貴福、馮 國 璋、袁 世 凱，並 認 為 他 們 是「 罪 大 惡 極 的 民 國 罪 人 」、

「 因 機 變 化 寡 廉 鮮 恥 的 敗 類 」 。  
11〈 蔣 夫 人 籲 婦 女 界 ─ 隨 時 準 備 為 鐵 幕 後 姊 妹 復 仇 〉，《聯合報》(台北)，1955-03-09，1 版，「中外歷史

上有很多婦女都是憑著她一己的智慧與能力，為她的國家做出轟轟烈烈的事業來的。我國革命先烈秋瑾烈士，

便是一個最好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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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60 至 70 年代 
民國 60 至 70 年代是一個混亂中帶著希望的年代。民國 60 年代中華民國政府退出聯合

國，隨即日本、美國先後宣布與台灣斷交。12國際情勢如此不安的氛圍下，國內政治也處於

相當緊張的狀態。政府希望能夠更有效率的掌握國內的社會。然而，追求民主自由的聲音越

來越大，成了兩股強大的對峙力量，終於在民國 68 年爆發美麗島事件，許多黨外人士入獄。

民國 70 年代，在黨外人士的努力下，促使蔣經國於民國 76 年宣布解除戒嚴令；黨禁、報禁

的開放使人民擁有了發聲的權利，也開啟日後許多改革開放的契機。 

民國 73 年，阮文達先生於聯合報上發表一篇評論，指出與秋瑾相關的戲劇都是

屬於「歌頌秋瑾的文字」，並且「抨擊清廷」、「對革命士氣鼓舞極大」、「將秋

瑾描寫成一個具有赴難就義決心的志士」 13， 種 種 的 描 述 都 顯 示 出 秋 瑾 的 形 象 成 功

的被利用於鼓吹士氣，這與台灣退出聯合國，並且與美國等諸多邦交國斷交的時代

背景或多或少有著關聯性，在當時不安的氣氛下的確需要這些激勵型的戲劇來凝聚

全 國 民 眾 的 心 ， 革 命 烈 士 是 不 錯 的 元 素 ， 而 秋 瑾 在 以 男 性 為 多 數 的 革 命 烈 士 (如 黃

興 、 林 覺 民 、 徐 錫 麟 等 )中 ， 成 了 女 性 愛 國 精 神 的 最 佳 楷 模 。 某 一 方 面 來 說 ， 或 許

當局也希望將革命時的民族意識重新搬上檯面，使全國大眾凝聚起一股向心力以度

過當時緊張的國際情勢。  

民國 60 年代歷史教科書並未提及秋瑾，直到該系列教科書於民國 70 年代出現重編本後

才將秋瑾放入課文。筆者認為，這情形與中美斷交的時代背景有極深的關聯性：民國 60 年代，

台灣的經濟不斷發展，國內外似乎沒有特別值得擔憂的危機，在革命烈士不需要經常被提起

的情況下，秋瑾有可能因此而在教科書中「消失」。然而，到了民國 60 年代末、70 年代初時，

由於中美斷交這個強烈的國際衝擊，使得政府開始試圖透過許多媒介凝聚社會群眾對國家的

向心力，吳 望 堯 在 民國 67 年 的聯 合 報 副刊 中 提 到這 個 觀 點：「現在不是大家情緒激烈

的時候，要沈得住氣，人心安定，並且相信政府，擁護政府，大家團結支持才是最

重要。」14，在這種時代氣氛之下，不只報紙出現了女子用鮮血寫下呼籲，期望人民共同效

法革命烈士的行動以捍衛國家的新聞15，教科書便重新將秋瑾的革命烈士形象展現在書本中，

如：「同盟會成立後，先後由黨人個別發難者，……，秋瑾女士的壯烈成仁，」16，該教科書

呈現的秋瑾形象仍然是烈士形象，而且從筆者所查的資料顯示大部分的教科書採用的形象也

都是如此。不過，在 70 年代的某本高中教科書中卻出現了不一樣的課文：「隨之女子自己亦

                                                 
12日本於民國 61 年與台灣斷交，美國並於民國 67 年宣布於民國 68 年 1 月 1 日起與台灣斷交。 
13阮文達，〈隨緣隨筆 有關秋瑾的小說和雜劇〉，《聯合報》(台北)，1984-10-14，08 版 
14 〈邁向頂峰逆浪的征程──請聽文學藝術工作者堅定的聲音〉，《聯合報》(台北)，1978-12-17，12 版(聯合副

刊) 
15〈 熱 血 寫 出 愛 國 魂 〉，《聯合報》(台北)，1978-12-23，06 版，「 自 願『 效 法 先 烈 秋 瑾 女 士 』，……呼

籲 全 國 同 胞 團 結 、 奮 鬥 救 國 家 ！ 」  
16 《國民中學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頁 44，第 21 章新時代的開始-第一節國民革命的源流-前仆後繼的起

義，70.08(重編本初版)。另可參照《高中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頁 59，第 28 章立憲與革命-第 2 節國父

領導的革命運動-百折不回的革命軍，「同年徐錫麟起義於安慶，殺安徽巡撫，女革命家秋瑾亦殉難於浙江。」，

73.08(改編版三版)；《國民中學歷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頁 45，第 22 章新時代的開始──中華民國的建立-
第 2 節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同盟會的成立及其活動，「由其他革命志士所發動的重要武裝行動，如徐錫麟的安

慶之役、秋瑾的紹興之役等。」，74.08(試用版)；《高中歷史教科書》第三冊，國立編譯館，頁 66，第 23 章變法

與革命-第 3 節革命運動-革命事例迅速發展壯大，「女革命志士秋瑾殉難於浙江。」，74.08(初版)；《國民中學歷

史》第三冊，國立編譯館，頁 45，第 22 章新時代的開始──中華民國的建立-第 2 節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同盟

會的成立及其活動，「其他的重要起義行動，有徐錫麟的安慶之役，秋瑾的紹興之役等。」，76.08(正本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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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而鼓吹男女平等、婚姻自由，並鼓勵女子參政或參加革命。」17，由此可見，此時期的秋瑾

形象雖然仍以革命烈士為主，但也開始有少數的教科書提及她在女權運動方面的貢獻。從這

種改變可以察覺女性崛起的跡象，亦顯示當時政策逐漸走向男女平權的趨勢。這種微妙的轉

變亦顯示在新聞報導中，吳相湘於民國 60 年在聯合報上刊登的一篇討論女子教育與女權運動

文章即指出： 

中國最顯著的進步是女子體力智慧的增強和發展，是強種強國的堅實基

礎。秋瑾女士(一八七五－－一九○七)是促使這一進步的先驅。……求自

立，……提倡放腳運動。……致力革命活動的同時，又常寄信國內，勸導女

子多出洋留學，……在上海創刊「中國女報」，鼓吹婦女解放。一九○六年

冬，同盟會計劃在國內起義，秋瑾自告奮勇擔任浙江方面工作，乃自上海

往紹興。原計與其表兄徐錫麟在安徽起義相呼應。不幸，消息洩露，徐先

被捕，秋瑾旋亦慷慨就義。 18 

該 文 章 是 從 國 家 的 角 度 看 待 女 性 ， 第 一 句 話 就 強 調 女 子 進 步 是 為 了 「 強 種 強

國」；換句話說，如果女性這些進步的改變沒有導致強種強國或使國家進步，那麼

改變就失去意義。這種敘述比較清楚的將革命與婦女解放連結起來，較強調婦女解

放和革命的相關性，因為革命某方面也是希望讓國家富強。但在此之前不曾出現過

這種觀點，都直接切入革命烈士的面向討論秋瑾，此文卻將脈絡放在一個較寬廣的

面向討論女性的這些改變。 

民國 60 年代的另一篇專刊中，對秋瑾卻有不一樣的介紹。傳統中國社會，女子通

常被認為是家庭很重要的支柱，必須相夫教子，行為模式要符合傳統的社會印象，但該文在

描述秋瑾時卻認為她不拘小節的個性使她突破傳統家庭，甚至認為家庭對她來說是一種「桎

梏」。19 

該文中的文句，如：「秋瑾獻身革命的同時，還積極鼓吹婦女運動。」某程度把女

權運動和革命獨立出來，較不強調兩者間的相關性，反而是一種並立式的關係。文章開頭或

許仍認為秋瑾是「清末千萬革命烈士中的一位」，但其全文對女權的部分反而敘述的較多，

甚至還以「在緬懷革命先烈犧牲精神的同時，婦女同胞更應該思念這位婦女運動的

倡導者」20作為文章的結尾。這是一種相當微妙的轉變，從以前只強調秋瑾革命的部分；到

雖然偏向革命，但略微提起秋瑾在女權的貢獻；最後，對於女權運動的描述大幅增加，即使

文章的開頭仍然認為秋瑾的形象與革命烈士較相關。 

此時對於秋瑾形象來說是一個相當重要的年代，不僅是因為開始出現較大篇以秋瑾為主

軸的文章，同時也出現與其女權運動相關的報導。在這些報導中，秋瑾依然是一個正面的

範例，文中對於秋瑾呼籲女子放腳、留學海外、辦 女報等等皆有正向評論。同時青

年節特刊中的文章亦顯示秋瑾不同於中國傳統大家閨秀的形象，她和當時的男性一樣

喜好飲酒、舞刀弄劍，還是一位文武雙全的女子，並做出在當時應為相當驚世駭俗

                                                 
17 《高中歷史教科書》第三冊，國立編譯館，頁 84-85，第 25 章清末民初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第一節社會的變遷

-婦女爭取平等，79.08(六版) 
18

吳相湘，〈民國史話─女子教育與女權運動〉，《聯合報》(台北)，1971-07-04，09 版(聯合副刊) 
19張 秀 蓉 ， 〈 踏 著 歷 史 的 光 輝 前 進 ‧ 擎 著 時 代 的 火 炬 前 進  慶 祝 青 年 節 特 刊 ─ 心 卻 比 ‧ 男 兒 烈 〉 ，

《聯合報》(台北)，1978-03-29，15 版 
20張 秀 蓉 ， 〈 踏 著 歷 史 的 光 輝 前 進 ‧ 擎 著 時 代 的 火 炬 前 進  慶 祝 青 年 節 特 刊 ─ 心 卻 比 ‧ 男 兒 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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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舉動：呼籲女同胞「脫男子之範圍」。秋瑾最明顯、近年來也較為人所知的兩個形象：

革命烈士和女權運動先驅，逐漸演變成各佔有一席之地，兩種形象間的消長隱約顯示，當時

的社會對於女性追求社會地位的行為漸漸有了認同感。 

四、女權運動的先驅？ 

民國 80 至 90 年代初 
台灣的女權運動發展相當晚，大約是在民國 70 年代左右開始萌芽。先前雖然偶爾會有要

求女權的聲音出現，但聲音太小力量太薄，最後總是又默默的消失。呂秀蓮女士於民國 70 年

代將女性主義引入台灣，21自此之後女權運動逐漸有了穩定的發展。 

民國 80 年代兩岸間開始有了交流，民國 82 年辜振甫與汪道涵在新加坡進行的辜汪會談，

是兩岸自國民政府遷來後首次的正式會晤，象徵台海兩岸緊張關係的解凍與未來發展的契

機。政府也於民國 80 年代陸續廢除動員戡亂臨時條款、刑法 100 條規定以及全面改選國會代

表，縣市長、總統的民選使人民擁有了更多的參政權，在政府解除戒嚴令並開放民間集會結

社的自由後，女權團體的數量也於民國 80 年代茁壯成長；民國 90 年代時婦女團體更進一步

致力於制度改革，而今他們仍然持續著許多捍衛女性主權的行動。 

民國 80 年代，部份教科書延續使用民國 70 年代的版本，其中在國編版的一本國中歷史

教科書中，秋瑾出現在兩個不同章節裡，形象也不盡相同。以下節錄該書兩段描述秋瑾的內

容：「其他的重要起義，有徐錫麟的安慶之役，秋瑾的紹興之役，」22、「婦女紛紛接受新式教

育，吸收新知，反對男尊女卑的傳統觀念，自行組織團體，參與政治活動，婦女的地位因而

大為提高。」23 

一本書中同時具有革命烈士與女權運動先驅的身分，此時秋瑾的形象可以說相當多元。

隨著女性主義思潮的高漲，試圖打破傳統的女性也不再只是少數，教科書無形中亦將此股風

潮展現出來。 

民國 80 年代的秋瑾，在教科書中逐漸被認定為一個女權運動先驅，多數教科書皆提及她

倡導女權以及身為革命烈士的形象，且有意無意的強調秋瑾對於女權運動的重要性，也開始

有較大篇幅的課文著重於描述婦女社會地位的改變。這種改變或許和當時世界掀起的女權主

義風潮有關，而女性逐漸開始要求自主、自由，不願接受傳統父權體制下三從四德的禁錮。24

秋瑾當時辦女報、提倡放足的行徑，也開始被女權團體傳頌。 

到了民國 90 年代初，政府開始開放民間書局自行編輯審定版的教科書，此後市場上便如

雨後春筍般的出現了許多版本的教科書，雖然各家出版社的編輯者皆根據政府制定的課綱制

定教科書，但其中細節的部分卻會有些微的不同，有些教科書會提到秋瑾、有些則把秋瑾從

正文刪除，也許會在註解欄提到她或者引用她的詩詞；又或者，秋瑾從課本消失但卻現身於

教師手冊中。秋瑾在教科書中出現的頻率逐漸減少，以至於社會出現了一群不認識秋瑾的人，

                                                 
21 尤美女，〈女性意識之興起與婦女權益之保障──台灣婦女團體之角色〉，《「國家人權委員會與人權的促進與

保障」國際學術研討會》，2001 
22《國民中學歷史教科書》第三冊，國立編譯館，頁 31，第 20 章新時代的開始──中華民國的建立-第 1 節國

民革命運度的興起-同盟會的成立及其活動，84.08(改編本六版) 
23《國民中學歷史教科書》第三冊，頁 54，第 22 章清末民初的社會與文化-第 1 節社會與經濟-各階層的覺醒 
24《高中歷史》第二冊，龍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158-159，第 9 章帝國的傾頹-傳教士的活動，96.01(初
版)，「十九世紀末，已有若干中國女性試圖突破傳統，追尋更為寬廣的自主生活。秋瑾(1875~1907)辦報紙宣傳

女權、獻身革命，便是最著名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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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6 年聯合報上的一篇社論中顯示這個有趣的情景： 

想到秋瑾臨刑之前，揮動蘸滿血淚濃墨的毛筆，寫下「秋風秋雨愁煞人」，

她能想像，還不到一個世紀，京城裡的年輕人會以為她是外國人嗎？25 

此時報紙中的秋瑾形象真可謂多彩多姿，除了有戲劇的演出外還有將秋瑾放在紀念郵票

上的相關消息，甚至連中山堂的紀念碑林中也放入了秋瑾的真跡。同時此時期開始跳脫以往

慣性思考模式，重新用不一樣的眼光審視秋瑾，例如：有些文章採用類似心理分析的角度，

討論秋瑾對於自己身為女性的感受；或者有學者會於報紙批評過去教科書將秋瑾形象嚴重扭

曲化等等。 

同樣都是描述秋瑾男性化的特色，陳幸蕙於民國 81 年所寫的一篇文章卻與民國 41 年的

國文課本有不一樣的想法。民國 41 年的國文教科書中，引用了蕭伯納「好女子是男性化」

的句子，描述秋 瑾自號競雄並經常男裝打扮的行為， 該教科書似乎認為秋瑾男性化的行

為是「好」女子應該要有的，所有的好女子都應該要主動效法秋瑾的這種行為，於是秋瑾又

隱隱約約成為「好女子應該男性化」的楷模。26但陳幸蕙卻認為當時的女性對於自己的性別是

「忍受」、甚至是「痛恨」的，秋瑾男性化的行為是基於大時代背景壓迫下的屈服，是為了要

和男性抗爭不得已才有這些「拋棄自己性別」的行為。27 

同樣是針對秋瑾男性化行為模式的解讀，在跨越了將近半世紀後卻有如此不同

的思考模式， 

同時，還有兩篇針對教科書的評論也相當有趣： 

歷史作為記錄人類的寫作，經常消音與閹割了弱勢族群的地位。歷史往往服

膺於權力集團所建立的支配性價值觀，抹去了少數民族與婦女的歷史，……

教科書上的女性，也多半是較無能力、情緒善變、柔弱……的形象，正因如

此，「秋瑾」的角色才值得大書特書，可以更加表達國民革命的偉大，因為

連「女人都參加了！」換句話說，弱勢族群在歷史中不但被消音，更遭到嚴

重的扭曲。28 

三冊中國歷史教科書中出現的女性，除了李清照與秋瑾之外，都是備受批評

的女性統治者；29 

開始有人認為：在過去教科書中，秋瑾形象一直被扭曲，因為不管如何秋瑾在當時都還

算是弱勢族群。但同時另一種想法卻認為教科書中的女性大多都有較負面的形象，而秋瑾很

幸運的被歸類為有正面形象的例子。這兩種想法其中是有矛盾之處的，但卻也顯示出 80 年代

之後的社會擁有思想自由，許多不同的想法應運而生，而秋瑾形象在這個時代中仍然是偏向

                                                 
25程步奎，〈紐約雜碎─秋瑾是外國人?〉，《聯合報》(台北)，1997-09-13，40 版(繽紛) 
26〈秋瑾女俠傳略〉，《初中國文》第三冊，頁 40，「看她更字競雄，號鑑湖女俠，具見懷抱大志，眼空千秋；故

其行徑，有非男兒所極，豈僅巾幗英雄而已。英國文學家蕭伯納說：「好女子是男性化的」，秋瑾可當之而無愧

了。」 
27陳幸蕙，〈從寧為女人 到樂為女人─我為什麼寫「現代女性的四個大夢」?〉，《民生報》(台北)，1992-06-22，

22 版(婦女‧家庭)，「那 是 一 個 連 女 性 無 法 、 也 不 願 認 同 自 己 的 時 代 ！ 然 後 ， 在 掙 扎 著 肯 定 自 我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的 前 輩 ， 遂 不 得 不 由 模 仿 男 性 。 轉 而 與 男 性 進 行 抗 爭 ……難 道 不 該 加 以 抗 辯 ， 並 爭

取 女 性 所 闕 如 的 基 本 人 權 嗎 ？ ……女 性 ， 從 早 期 忍 受 自 己 的 性 別 、 痛 恨 自 己 的 性 別 、 拋 棄 自 己 的

性 別 、……「 不 幸 生 為 女 人 」 的 怨 嘆 、 「 寧 為 女 人 」 的 刻 意 標 榜 ， ……」 
28 江柏煒，〈消音與還原的歷史─試評當前美國中學歷史教材的爭辯〉，《聯合晚報》(台北)，1994-11-29，21

版(天地) 
29〈教改委員討論兩性平等教育:學校教科書 扭曲女性形象─中 小 學 校 長 遴 選 改 革 建 議  決 納 入 諮 議 報 告

書 〉 ，《聯合報》(台北)，1996-05-05，06 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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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正面的看法，但分析其形象的角度卻有了不同的面向。 

五、結論 

秋瑾的形象在經過將近 50 年的演變後，大致上逐漸從革命女烈士演變成女權運動的先

驅，而近代則開始針對其他不同的面向討論秋瑾這個人。 

民國 38 年至 50 年代，由於此時期的政策著重在反攻大陸，被政府所掌控的教科書以及

報紙，就常將秋瑾和清末的革命聯想在一起，其形象大多被描繪成「革命女烈士」、有俠義氣

度、志在革命，而秋瑾的死亡被塑造成相當高尚的行為、節操，其於清末革命時期的表現是

一段相當好用的歷史，媒體以及政府大量利用其「革命烈士」的形象，「為民族而犧牲」成了

人們最佳的學習典範。 

到了民國 60 年代，教科書對於秋瑾的敘述幾乎消失，直至民國 70 年代初，秋瑾才再度

出現於該系列重編版歷史教科書中，且大部分為革命烈士的形象，但其中亦出現幾本歷史教

科書提及秋瑾於女權運動方面的貢獻。至於此時期的報紙則逐漸出現相當大篇幅的報導在描

述關於秋瑾辦女報、倡導放足運動、鼓吹婚姻自由、鼓勵女子出洋留學……等事蹟，雖然仍

有一部分的內容是關於革命烈士的形象，但其在女權運動上的貢獻開始被媒體發揚光大。 

民國 80 至 90 年代初是另一個新轉折，隨著世界女權意識的興起，此時期的教科書開始

討論女性社會地位的改變，歷史教科書開始特別注重秋瑾對於女權運動的貢獻，描述秋瑾時

也比以往的教科書使用了更多的篇幅。而報紙除了寫出秋瑾這兩種較為人所知的形象(革命烈

士與女權運動先驅)，更出現了幾篇跳脫以往的慣性思維，改用不同角度討論秋瑾的報導或社

論，這些文章既不是在講烈士形象也無關女權運動先驅形象，反而是在探討秋瑾「男性化」

的行為，或是在歷史教科書中「被扭曲」的形象。教科書或報紙對於秋瑾「革命烈士」形象

和「女權運動先驅」形象提出的比例逐漸趨近動態平衡，甚至女權的部份還比革命烈士多一

些。 

自從教育部開放使用民間的審定本後，教科書的內容變的相當多樣化，某些版本會提到

秋瑾，但有些版本卻刪除秋瑾的部份，造成有些學生因為課本沒有提的緣故而不認識秋瑾。

這 是很有趣的情形，秋瑾從人人景仰、效法的女英雄，到今日竟然會有人不認識這個人物，

或僅有其在革命烈士形象中的模糊印象，這其中的演變是緩慢且漸進的。台灣的媒體從先前

只強調其革命的部分，到雖偏向革命，但略微提起秋瑾在女權的貢獻；最後，女權運動的內

容大幅增加並超越了其一貫的烈士形象；而近代的教科書以及報紙文章則開始針對不同面向

討論秋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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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社 

部編初

中本國

歷史

(第五

冊) 

38.08(四

版) 

國立

編譯

館 

第 131

課 國

民 革

命 運

動

( 二 )-

同 盟

會 時

期 的

起 義

經過 

頁 8  【課文】同年上

有徐錫麟、秋瑾

分 別 在 皖 浙 舉

義，都做壯烈犧

牲。 

 

頁 35 【題解】國民革

命 是 中 國 歷 史

上 最 艱 難 的 一

種事業。拼頭顱

灑 熱 血 的 烈

士，史不絕書；

但 巾 幗 英 雄 為

革 命 而 犧 牲

的，著名的祇有

秋瑾一人。 

初中國

文 

(第三

冊) 

41.05(初

版) 

復興

書局 

第 七

課 秋

瑾 女

俠 傳

略 - 陳

去病 

頁 40 【申說】我國女

子 教 育 素 不 發

達；加以社會舊

有習俗，重男輕

女，所以女界人

才 便 無 從 表

現。曹大家、李

清照，只不過擅

長 文 辭 而 秋 瑾

獨閎器識。花木

蘭、秦良玉，也

僅 是 參 與 戰

役，而秋瑾獨倡

革命。所以秋瑾

誠 屬 歷 史 上 第

一流女性。看她

更字競雄，號鑑

湖女俠，具見懷

該課文被列為「精讀」的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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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大志，眼空千

秋；故其行徑，

有 非 男 兒 所

極，豈僅巾幗英

雄而已。英國文

學 家 蕭 伯 納

說：「好女子是

男性化的」，秋

瑾 可 當 之 而 無

愧了。 

初中新

世紀教

科書 

歷史 

41.07(初

版) 

世界

書局 

第 5 章

孫 中

山 的

革 命

事 業 -

第 3 節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革 命

事 業 -

同 盟

會 時

代 

頁 84  【課文】總計這

年四次起事，都

失敗了。此外還

有 徐 錫 麟 於 五

月 間 在 安 慶 刺

死 安 徽 巡 撫 恩

銘，舉義不成而

死。而在浙江謀

響 應 的 秋 瑾 也

被捕就義。 

 

高中歷

史 

(第二

冊) 

43.02(初

版) 

44.02(再

版) 

45.02(三

版) 

46.02() 

 

中學

標準

教科

書歷

史科

編輯

委員

會 

第 36

章 中

華 民

國 的

創 建 -

第 1 節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救 國

運 動 -

百 折

不 回

的 革

命軍 

頁 240  【課文】同年徐

錫 麟 起 義 於 安

慶 ， 殺 安 徽 巡

撫，女革命家秋

瑾 亦 殉 難 於 浙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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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2(改

編本初

版) 

47.12(改

編本再

版) 

48.12(改

編本三

版) 

49.12(改

編本四

版) 

50.12(改

編本五

版) 

第 31

章 中

華 民

國 的

創 建 -

第 1 節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救 國

運 棟 -

百 折

不 回

的 革

命軍 

頁 171  

頁 126 【作者】瑾嫻詞

令、工詩文；性

喜任俠、蓄志革

命。……徐錫麟

起義於安慶，事

敗被殺。瑾亦於

六 月 初 四 日 為

清兵圍捕、從容

就義，時年三十

一。 

高中國

文 

(第六

冊) 

44.02(初

版) 

〈編

輯〉

中學

標準

教科

書歷

史科

編輯

委員

會 

〈發

行〉

台灣

省政

府教

育局 

第 15

課 中

國 女

報 發

刊詞 

頁 127 【題解】秋瑾烈

士自日回國，在

上 海 倡 設 中 國

公學，並辦中國

女報，發揚民族

大 義 ， 鼓 吹 革

命，啟瞶震聾。

 

高中國

文選 

(第一

冊) 

46.07(五

版) 

世界

書局 

鑑 湖

女 俠

秋 瑾

上 - 馮

自由 

頁 118 【文話】瑾之廁

身祕密結社，從

事民族革命，自

參 加 自 由 等 所

組 橫 濱 洪 門 天

地會始，與自由

夫 人 李 自 平 同

1、課文中解釋白紙扇即

為「先生」、「軍師」之

意。 

2、該教科書亦有收錄中

國女報發刊詞作為課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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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為 「 白 紙

扇」； 

高中歷

史 

(第二

冊) 

46.12(改

編本初

版) 

中學

標準

教科

書歷

史科

編輯

委員

會 

第 31

章 中

華 民

國 的

創 建 -

第 1 節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救 國

運 動 -

百 折

不 回

的 革

命軍 

頁 171  【課文】同年徐

錫 麟 起 義 於 安

慶 ， 殺 安 徽 巡

撫，女革命家秋

瑾 亦 殉 難 於 浙

江。… 

 

初中歷

史 

(第四

冊) 

44.02(初

版) 

47.02(四

版) 

51.02(八

版) 

中學

標準

教科

書歷

史科

編輯

委員

會 

第 26

章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革

命 事

業 - 第

2 節興

中 會

與 同

盟 會 -

同 盟

會 的

成立 

頁 25  【注釋】女黨員

秋 瑾 謀 起 義 於

浙江紹興，為清

廷破獲，英勇成

仁。 

 

高中歷

史 

(第二

冊) 

52.12(初

版) 

53.12(再

版) 

54.12(三

版) 

55.12(四

中學

標準

教科

書歷

史科

編輯

委員

第 29

章 清

季 政

治 與

中 華

民 國

的 創

頁 124  【課文】同年徐

錫 麟 起 義 於 安

慶 ， 殺 安 徽 巡

撫，女革命家秋

瑾 亦 殉 難 於 浙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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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57.12(六

版) 

59.12(八

版) 

會 建 - 第

3 節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救

國 運

動 - 百

折 不

回 的

革 命

軍 

初中歷

史 

(第四

冊) 

53.12(初

版) 

54.12(再

版) 

55.12(三

版) 

56.12(四

版) 

57.12(五

版) 

中學

標準

教科

書歷

史科

編輯

委員

會 

第 23

章 國

父 孫

中 山

先 生

的 革

命 事

業 - 第

2 節興

中 會

與 同

盟 會 -

同 盟

會 的

成立 

頁 18  【注釋】女黨員

秋 瑾 謀 起 義 於

浙江紹興，為清

廷破獲，英勇成

仁。 

此本教科書花了相當大篇

幅在敘述孫中山先生”親

自”領導的革命，對於秋瑾

只是很簡單且很不重視(?)

的放在註解短短的三句說

明中。 

國民中

學歷史

(第三

冊) 

59.08(再

版) 

60.08(三

版) 

62.08(五

版) 

國立

編譯

館 

第 23

章 國

父 的

革 命

事 業

與 中

華 民

國 的

成 立 -

第 1 節

國 父

的 革

命 事

頁 48  【注釋】女黨員

秋 瑾 謀 起 義 於

浙江紹興，為清

廷破獲，英勇成

仁。 

對於孫中山先生所領導的

革命，敘述篇幅變短。但

秋瑾的相關敘述卻仍只是

出 現 在 短 短 三 句 的 注 解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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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 同

盟 會

的 成

立 

63.08(初

版) 

64.08(再

版) 

65.08(三

版) 

66.08(四

版) 

67.08(五

版) 

68.08(六

版) 

69.09(七

版) 

 此系列教科書中並未提及

秋瑾，直到重編本出現之

後才加入秋瑾於課文中。

國民中

學歷史

(第三

冊) 

70.08(改

編本初

版) 

71.08(改

編本再

版) 

72.08(改

編本三

版) 

73.08(改

編本四

版) 

 

國立

編譯

館 

第 21

章 新

時 代

的 開

始 - 第

一 節

國 民

革 命

的 源

流 - 前

仆 後

繼 的

起義 

頁 44  【課文】同盟會

成立後，先後由

黨 人 個 別 發 難

者，……秋瑾女

士的壯烈成仁，

秋僅被放入”課文”中，短

短的只有一句話帶過，連

她所參與的是哪一場革命

都沒有註明。而前面關於

孫中山先生所領導的革命

所敘述的篇幅變短了 

高中歷

史 

(第三

冊) 

70.08(10

版) 

73.08(改

編版三

版) 

國立

編譯

館 

第 28

章 立

憲 與

革 命 -

第 2 節

國 父

領 導

的 革

命 運

頁 59  【課文】同年徐

錫 麟 起 義 於 安

慶 ， 殺 安 徽 巡

撫，女革命家秋

瑾 亦 殉 難 於 浙

江。 

※高級中學歷史教師手冊

(第三冊)/64.03(初版)/國立

編譯館/第 28 章立憲與革

命-第 2 節國父領導的革命

運動-百折不回的革命軍/

第 222-223 頁/【文】…嫻

詞令、工詩文，性喜任

俠。…時天下喪亂，內外

交鬨，而中朝政治，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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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 百

折 不

回 的

革 命

軍 

窳敗，因日夜戚戚。…三

十三年，歸紹興，主明道

女學，及大通體育會。…

及皖事遽敗，瑾亦被捕於

紹，踰日，殺之於古軒亭

口，時六月六日黎明也。

有見之者，為初終無所

供，惟於刑庭書「秋風秋

雨愁煞人」句而已！ 

74.08(試

用版) 

75.08(修

定本) 

【課文】由其他

革 命 志 士 所 發

動 的 重 要 武 裝

行動，如徐錫麟

的安慶之役、秋

瑾 的 紹 興 之 役

等。 

(目前)唯一一本放秋瑾著

男裝之照片的教科書。圖

片名稱是「革命女志士秋

瑾像」，但是到了鄭本初版

之後卻換成了一般常見的

那張日式服裝的照片 

※國民中學歷史教師手冊

(第三冊)/75.08(試用版)/國

立編譯館/第 22 章新時代

的開始──中華民國的建

立-第二節國民革命運動

的進展-同盟會的成立及

其活動/第 192 頁/【文】…

革命女志士秋瑾的紹興之

役，… 

國民中

學歷史

(第三

冊) 

76.08(正

本初版) 

77.08(再

版) 

國立

編譯

館 

第 22

章 新

時 代

的 開

始 ─

─ 中

華 民

國 的

建 立 -

第 2 節

國 民

革 命

運 動

的 進

展 - 同

盟 會

的 成

立 及

其 活

動 

頁 45  

【課文】其他的

重 要 起 義 行

動，有徐錫麟的

安慶之役，秋瑾

的紹興之役等。

此 本 教 科 書 有 附 秋 瑾 照

片，標題是「革命女志士

秋瑾」 

 

高中歷

史教科

書(第

三冊) 

74.08(初

版) 

75.08(再

版) 

76.08(三

版) 

77.08(四

版) 

79.08(六

版) 

80.08(七

國立

編譯

館 

第 23

章 變

法 與

革 命 -

第 3 節

革 命

運 動 -

革 命

事 例

迅 速

發 展

頁 66  【課文】女革命

志 士 秋 瑾 殉 難

於浙江。 

※高級中學歷史教師手冊

(第三冊)/ 75.01(初版)；

83.08(三版)/國立編譯館/

第 23 章變法與革命-第 3

節革命運動-革命事例迅

速發展壯大/第 226-227 頁/

【文】紹興之役+秋瑾介紹

(見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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壯大 版) 

81.08(八

版) 

82.08(九

版) 

83.08(十

版) 

84.08(11

版) 

85.08(12

版) 

86.08(13

版) 

87.08(14

版) 

88.08(15

版) 

第 25

章 清

末 民

初 的

社 會

經 濟

與 文

化 - 第

一 節

社 會

的 變

遷 - 婦

女 爭

取 平

等 

頁 84-85 【課文】隨之女

子 自 己 亦 起 而

鼓 吹 男 女 平

等、婚姻自由，

並 鼓 勵 女 子 參

政或參加革命。

第五版從缺不確定情況，

但資料顯示直到第六版之

後才出現「社會階層覺醒」

以及「婦女爭取平等」這

兩段課文。 

國民中

學歷史

教科書

(第三

冊) 

76.08(正

本初版) 

79.08(改

編本初

版) 

84.08(改

編本六

版) 

國立

編譯

館 

第 20

章 新

時 代

的 開

始 ─

─ 中

華 民

國 的

建 立 -

第 1 節

國 民

革 命

運 度

的 興

起 - 同

盟 會

的 成

立 及

其 活

動 

頁 31  

 

【課文】其他的

重 要 起 義 … …

有 徐 錫 麟 的 安

慶之役，秋瑾的

紹興之役 

 

此 本 教 科 書 有 附 秋 瑾 照

片，標題是「秋瑾像」 

※國民中學歷史教師手冊

(第三冊)/81.08(初版)；

83.08(再版)/國立編譯館/

第20章新時代的開始──

中華民國的建立-第 1 節國

民革命運度的興起-同盟

會的成立及其活動/第 114

頁/【文】…革命女志士秋

瑾的紹興之役，… 



 21

76.08(正

本初版) 

79.08(改

編本初

版) 

84.08(改

編本六

版) 

第 22

章 清

末 民

初 的

社 會

與 文

化 - 第

1 節社

會 與

經 濟 -

各 階

層 的

覺醒 

頁 54  【課文】婦女紛

紛 接 受 新 式 教

育，吸收新知，

反 對 男 尊 女 卑

的傳統觀念，自

行組織團體，參

與政治活動，婦

女 的 地 位 因 而

大為提高。 

國 民 中 學 歷 史 教 師 手 冊

(第三冊 )/ 81.08(初版)；

86.08(改編本三版)/國立編

譯館/第 22 章清末民初的

社會與文化-第 1 節社會與

經濟-各階層的覺醒/第 171

頁/【文】女學的興起，加

上 鼓 勵 女 權 的 刊 物 也 漸

多 ， 女 子 思 想 亦 為 之 一

變，有主張男女平等者，

有主張參與政治者。清末

時，女子亦有參加革命運

動者，秋瑾即為顯例。 

高中中

國文化

史教師

手冊

(上) 

83.08(第

四版) 

國立

編譯

館 

第 7 章

知 識

份 子

的 興

起 與

發 展 -

第 5 節

近 代

知 識

分 子

的 奮

起 及

其 救

國 途

徑 - 近

代 中

國 知

識 份

子 的

年 齡

及 其

地 域

分布 

頁 1077 【文】革命黨早

先 殺 身 成 仁 的

陸 皓 東 、 史 堅

如、陳天華、林

覺民、徐錫麟、

秋瑾、鄒容、吳

岳等人，只不過

二 十 四 五

歲。……從年齡

可 以 看 出 知 識

份 子 的 激 進 或

穩健。他們愈是

年輕，愈是有冒

險犯難的精神。

 

高中歷

史─本

國歷史

(下) 

89.02 台

初版 

89.11 第

二次印

正中

書局 

(胡

春惠

第 15

章 民

國 初

期 的

頁 95-96 【課文】重要的

領導者有：蔡元

培、徐錫麟、秋

瑾 、 章 炳

此 本 教 科 書 有 附 秋 瑾 照

片，標題是「秋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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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主

編) 

內 憂

外 患

與 政

局 演

變 - 第

1 節中

華 民

國 的

建制 

麟。……有許多

可 歌 可 泣 的 事

蹟，如女革命志

士 秋 瑾 殉 難 於

浙江，就義時所

書「秋風秋雨愁

煞人」，傳誦一

時； 

國民中

學歷史

(第二

冊) 

88.01(初

版) 

89.01(正

本初版) 

90.01(正

本再版) 

91.01(正

本三版) 

92.01(正

本三版

二刷) 

國立

編譯

館 

第 11

章 中

國 人

的 覺

醒 - 第

1 節清

末 民

初 的

社 會

變 遷 -

婦 女

地 位

的 變

遷 

頁 77-80 【課文】「身不

得，男兒列；心

卻比，男兒烈」

的秋瑾，投身革

命，作新女性的

前軀。 

此 本 教 科 書 有 附 秋 瑾 照

片，標題是「鑑湖女俠秋

瑾」 

秋瑾被放入「婦女地位變

遷」的章節，且文中似乎

很贊同秋瑾成為「新女性

前驅」，頗有鼓勵女性從政

參軍之感。 

※國中歷史教師手冊(第

二 冊 )/88.01( 初 版 ) ；

89.01( 正 式 本 初 版 ) ；

92.01(正式本三版)/國立編

譯館/第 11 章中國人的覺

醒-第 1 節清末民初的社會

變遷-婦女地位的變遷/第

122-124 頁/【文】婦女解

放、倡導女權的思想和活

動在辛亥之前已有，但那

大多是男人的聲音。以婦

女謀求婦女自身的解放，

卻是以秋瑾衝出家庭可作

代表。……民主思潮在中

國勃興，婦女才有從「香

閨 繡 榻 」 中 走 出 來 的 機

會，才套住出秋瑾這樣站

在時代前列的女性。… 

人名辭典──鑑湖女俠秋

瑾(見附錄(二)) 

※國中歷史教師手冊(第

二冊)/ 89.01(正式本初版)/

國立編譯館/第 11 章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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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覺醒-第 1 節清末民初

的社會變遷-婦女地位的

變遷/第 135 頁/【文】疑難

問題解答──女子參加辛

亥革命圖片：女兵是天足

或小腳？秋瑾是天足嗎？

(見附錄(三)) 

高中歷

史(下) 

90.02(修

訂改版) 

93.02(修

定版) 

南一

書局

(主

編：

林能

士) 

第 16

章 民

國 初

年 的

經 濟

社 會

與 變

化 - 第

2 節社

會 變

遷 - 婦

女 地

位 的

提升 

頁 133 【參考資料】吾

輩愛自由，勉勵

自由一杯酒。男

女 平 權 天 賦

就 ， 豈 甘 居 牛

後 ？ 願 奮 然 自

拔，一洗從前羞

恥垢。若安作國

儔，恢復江山勞

素手。  引自：

秋瑾，勉女權歌

雖然內文並未提起秋瑾，

但在參考資料的地方收錄

了她和女權運動有關的詩

詞。 

高級中

學歷史

(下)(革

新版) 

89.02(初

版一刷) 

90.02(修

訂二板

一刷) 

90.11(革

新三版

一刷) 

93.02(修

正革新

三版三

刷) 

94.02(修

正革新

三版四

刷) 

三民

書局

(主

編：

許雪

姬、

劉妮

玲) 

 不確定其他本的狀況，但

筆者找到的版本沒有將秋

瑾收錄於課文中。 

高中歷

史(第

二冊) 

96.01(初

版) 

龍騰

文化

事業

第 9 章

帝 國

的 傾

頁

158-159 

【課文】…十九

世紀末，已有若

干 中 國 女 性 試

此 本 教 科 書 有 附 秋 瑾 照

片，標題是「秋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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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有限

公司 

頹 - 傳

教 士

的 活

動 

圖突破傳統，追

尋 更 為 寬 廣 的

自主生活。秋瑾

(1875~1907) 辦

報 紙 宣 傳 女

權、獻身革命，

便 是 最 著 名 的

典範。 

※ 附錄(一)： 

光緒三十三年六月初四日，秋瑾謀起事於紹興大通學堂，為清吏偵知被捕。秋瑾字瑞卿，

又字競雄，別號鑑湖女俠，浙江山陰人，適相人王廷鈞，因意見不合，因與夫約分家產，各

自為謀。光緒三十年(西元一九 0 四年)赴日本留學，次年入同盟會，旋回國，後任紹興大通

學堂督辦，秘密運動杭滬學界，聯絡會黨；分光復會員為十六級，編洪門部下為八軍，議定

先由金華起義，處州應之，俟杭州清兵出攻金華、處州，即以紹興黨軍襲省城，以軍學界為

內應。原訂五月二十六日為發難日，未幾易為六月初十日。詎徐錫麟在皖舉事失敗，其弟徐

偉洩漏秋瑾之事，浙紳胡道南亦告密，清軍來紹興圍捕。秋瑾亦事先有所聞，乃命學生及辦

事人員離去，自己則留下。秋瑾等六人被執，初六日就義。 

※ 附錄(二)： 

秋瑾(1875~1907)，字瑞卿，號競雄，又稱鑑湖女俠。原籍浙江山陰，生在福建閩侯縣。

光緒三十年(1904)四月，東渡日本留學，參加革命活動。年底回國在浙江紹興入光復會。次

年春再次赴日經黃興介紹見到孫中山，隨即加入同盟會，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員和浙江

省主盟人。光緒三十二年(1906)春回國，先後在浙江吳興縣潯溪女校和上海愛國女學任教，

積極投身革命運動。 

在上海籌資創辦中國女報，在發刊辭中她大聲疾呼：「吾今欲結二萬萬大團體於一致，通

全國女界聲息於朝夕，為女界之總機關，使我女子生機活潑，精神奮飛，絕塵而奔，以速進

於大光明世界。」發表許多文章與詩作，要「掃盡胡氛安社稷，由來男女要平權。」主張男

女平等，號召婦女把爭取自身解放同推翻清朝政府結合。光緒三十三年(1907)初，她主持徐

錫麟、陶成章創辦的紹興大通學堂工作，培養幹部，準備武裝起義。七月，徐錫麟在安慶刺

殺巡撫恩銘舉行啟益而被俘就義，紹興知府得密報，知道秋瑾與徐錫麟有連絡，便派兵包圍

大通學堂。學生們勸她暫時躲避，她說：「我怕死就不會出來命，革命要流血才會成功，如滿

奴能將我綁赴斷頭臺，革命至少可以提早五年」。她解散了許多同志，只帶少數人同清兵血戰，

終於失敗被捕。七月十五日清晨四時，她被殺害於紹興軒亭口，年僅三十二歲。臨刑前她寫

了「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個大字，表達了她對清廷的不滿。辛亥革命後，孫中山贈以「巾幗

英雄」的稱號。 

※ 附錄(三)： 

參加辛亥革命的女子軍，行動必須快捷，多為天足女子參加。而秋瑾本人是武刀弄劍，

喜著男裝的女俠。她是不受舊式家庭桎梏的人，其作品裡早有痛恨女子受纏足之苦的慨歎。

後來還自己創辦「天足會」，可見她是不纏足的身體力行者與倡導者。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