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義》研究 

課程說明：  

本課程以《天義》及其中婦女解放／女⼦⾰命論述為研究專題。  

《天義》是1907-1908年間在⽇本發⾏的刊物，由何震（約1886-1920）、劉師培
（1884- 1919）創辦主編，為「女⼦復權會」之機關報。重要內容包括女⼦解放／
女⼦⾰命與「無政府共 產主義」等。過去學界對於晚清女權思潮或運動的研究較
少留意《天義》，近年來在西⽅漢學界 及中國⼤陸始漸受重視，並且留意到《天
義》過去被忽視的諸多貢獻。1999年，美國的中國思想 史學者 Theodore de Bary 在
他主編的 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From 1600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書中，收錄了何震的〈論女⼦當知共產主義〉︔2013年，Lidia 
Liu, Rebecca Karl 與 Dorothy Ko 合編 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Essential Texts 
in Transnational Theory⼀書，翻譯了何震、梁啟超(1873-1929)與⾦天翮(1874-1947)
三位晚清倡 議婦女議題者的重要論著，但主要是將何震的學說介紹給使⽤英語的
學術界︔2015年，夏曉虹主 編的《中國近代思想家⽂庫：⾦天翮，呂碧城，秋瑾，
何震卷》，已將何震列入了「近代思想 家」之列。  

何震的女⼦解放論或女⼦⾰命論，其論述格局明顯不同於梁啟超等晚清倡議興女學、
廢纏⾜等婦 女議題者，⽽《天義》也是早期討論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刊物，值得
學界深入研究。《天義》刊 物過去散落各處，未有完整保存，研究相當不易，2016
年始出版萬仕國、劉⽲校注的《天義}39;衡報》重排校注版，研究者有了較⽅便且
完整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