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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女生的“女生节”，
是什么样的？

何雪冰   谢铭琪

3 月 7 日，国际劳动妇女

节的前一天，清华再次为一

年一度的“女生节”而欢庆。

在这场漫长的狂欢里，学堂

路的条幅、典型理工男们精

心准备的礼物、女生宿舍楼

下彻夜的歌声、毕业班最后

一次夜聊，年年更迭，融成

了清华一道风景。

别看今日 2 ：1 的男女比

中，女生顶起一片天。然而在

最早的清华园里，并没有女生

的存在。女性进入这个园子并

成为主人公，经历了漫长岁月。

“和尚学校”，女生为零

清华园之有女生，始于

1928 年。

清华学堂 1911 年初建时，

学生年龄大多分布在 12 到 15

岁，属于“中等程度学校”。

因当时“中等程度学校”男女

分校的风气，清华也成了名副

其实的“和尚学校”。在籍学

生和前几批正式游美的学生

中，没有一名女生。

而依托部分“庚子赔款”

建立起来的清华，在西方男女

平等观念的影响下，主张女同

胞同样应有受教育的权利。从

1914 年起，每隔一年，清华就

会招收一批“专科女生”预备

留学美国。

直至 1927 年，该计划共

招送了 7 批（共 50名）专科女

生，“习医者最多（13名），

习音乐者次之（7名）”。学

成归国后，这批人大多成为我

国知识分子中的先驱人物，如，

曾任上海暨南大学英文教授的

张端珍（1914年留美）、曾任

上海大同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

英文学的胡卓（1918年留美）、

曾任湖南大学数学教授的陆慎

仪（1921年留美）等。

好景不长，根据冯友兰的

《校史概略》记载，“民九以后，

留美人数增多，民十在美者共有

学生四百四十余人，民十二又增

至四百七十余人。是时又新当欧

战之后，美国生活昂贵，留美费

用，因之骤增”。为节省开支，

清华停止招收专科生和女生。

清华第一届女校友吴靖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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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华 学 校 不 应 该 添 招 女
生吗？”

清华到底该不该正式开放

女禁，一时成为校内热点话题。

1921 年 11 月 11 日， 心 隐

一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文

章《清华学校不应该添招女生

吗》，文中写道：

“诸君知道的，清华学校

不是我们国里最沐西化的一个

吗？但一方面来说，却是最顽

固，最不识时务的学校了！诸

君不信，请看今日世界潮流底

趋势如何呢？解放底声浪，一

天高似一天，男女待遇应当平

等，男女教育应平等，是普通

人都明白了！”

当时呼吁“开放女禁”的

人主要从“改良社会，提高女

权”和“出于博爱心——清华

环境优美，不忍男性独自享受”

两点考虑。他们同时并抱定两

种希望，一是“社交公开，打

破男女界限，养成两性间纯洁

的思想，减少不正当的行为”，

二是“男女互相感化，养成女

子独立、刚毅的精神，除去男

子粗暴、专横的劣根性”。

反对女生进入清华的声

音则认为，女性的出现会使原

本纯净的“和尚学校”不再平

静。有的人“干涸的沙漠，变

成了波涛汹涌的情海，癫狂追

逐，闹个不休，有的竟入了疯

人院”，还有的人“对于女性，

欲近不敢，欲罢不能，好比搁

浅的船，既不能拉上岸来，又

不能顺流而去，进退维谷”。

1928 年 8 月，国民政府改

清华为国立大学，任命罗家伦

为校长。清华学生会成立了“校

务改进委员会”，在教师的支

持与帮助下，推代表带着改进

清华意见书赴南京与罗谈判，

提出数点要求，其一是“即年

招收女生”。

罗家伦应允此要求，并于

第一年招收了 15 名女生。从此，

清华园内，“女禁”被彻底破除。

“何事天公多忌妒，
不叫织女会牛郎”

彼 时， 因 无 专 用 宿 舍，

刚进入的女生们暂宿古月堂。

1932 年静斋建成后，全校女生

及部分青年女教师才迁入此。

古月堂建于道光二年，初

为园主的专用书房，建校后演

变为教师宿舍。梁启超、朱自

清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被辟为

女生宿舍后，有人以诗记曰：

古月堂前几变更，

昔年济济聚群英。

1921 年于《清华周刊》发表的文章《清华学校不应该添招女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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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女禁开黉舍，

两度繁花共月明。

不论是清享古月堂，还是

身居静斋，当时的女生宿舍门

禁都十分严格，男生及外宾皆

不得擅入。每年校庆节按章开

放一次，接待男生及校友参观。

但必须遵守《女生宿舍参观办

法》，时间上下午各两小时。

每逢此时，一些“男士”

们颇有争先恐后之势。当时的

校刊上常有打油诗描写此景：

“游人声啾啾，瞪眼望红楼；

且跑且卷袖——加油！” 描 写

过了参观时间的景象则是“迢

迢银河隔红墙，一过炮台一断

肠；何事天公多忌妒，不叫织

女会牛郎。”

然 而 这 种 一 年 一 度 开 放

四 小 时 的 制 度， 引 起 了 女 生

的 不 满。 貌 似 尊 重， 实 际 是

对 女 性 的 轻 视。“ 连 她 的 住

处 也 当 做 供 人 游 赏 的 奇 域，

谈何男女平等？”

    

7：1 到 2：1，
许你一世尊重

1928 年，清华新生男女比

7：1，120 名新生中仅 15 名女生。

2015 年，清华大学新生男女比

近 2：1。曾经号称“和尚专业”

的某些理工科院系，如今也有

了女同学为学业而精进的身影。

今天的“女生节”由山东

大学于上世纪 80 年代发起。清

华、北大等全国多所高校拿过

了接力棒，将以关爱女生为主

旋律的节日发扬光大，成为独

树一帜的高校文化。

去年 3 月 7 日的两会上，

清 华 大 学 前 任 校 长 陈 吉 宁 提

到，“今天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在大学里今天是‘女生节’，

所 以 我 在 这 里 祝 清 华 的 女 学

生 和 全 国 在 校 的 女 大 学 生 节

日快乐。”

国际上虽然没有为女生设

定的法定节日，但 2011 年 12 月

19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66/170

号决议，宣布 10 月 11 日为国际

女童日，以确认女童权利以及

世界各地女童面临的独特挑战。

“女青少年有权生活在安

全、健康的环境下，并接受教育，

这些权利不仅仅贯穿于她们关

键的成长期，而且延续到她们

成为成熟女性。如果女孩在青

少年时期获得支持，她们就有

改变世界的潜力：在今日赋权

女孩，明日她们会成为工人、

母亲、企业家、导师、户主甚

至政治领袖。”

今日的横幅上，清华女生

被同辈之男生夸赞为品学兼优、

德才兼备；明日，她们将带着

这份期待与祝福，依靠自己的

能力去参与促进一个更加公平

和繁荣的未来。

女生节，不仅是一日宠爱

与关心，更是对清华园中与男

生齐奋斗、共前进的女学生的

一生尊重。  

清华 1928 年第一次所招女生全体

静斋原貌（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