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洋新女性
悄凌与《南洋商报》妇女版

林春美   

博特拉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李蕙名  

博特拉大学中文文学硕士生

内容摘要：

 马来西亚、新加坡建国之后，报章新闻报道在取材、重

心与倾向上出现显著之变异。相较之下，副刊之本土化，则

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本文以二十世纪八○年代末至九○

年代初《南洋商报》妇女版为讨论对象，论述主编悄凌的编

辑策略如何一方面建构了妇女版之“南洋”，一方面亦打造

了“新女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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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马华报业史上，妇女副刊——或今天更为读者所熟

悉的名称：妇女版——的出现，不比文艺副刊晚多少。据

知，开风气之先、最早刊登马华白话文学作品的《新国民日 

报》，在1925年初亦即已开辟本地华文报纸的第一个妇女版

《妇女世界》。1其后在其他报纸定期或不定期冒现的妇女

版，虽不能说如雨后春笋，然亦可算小有收成。

纵观早期妇女版，其创刊宗旨大致不离以下几项：为妇

女提供发声之管道、让社会更为关注妇女问题、为妇女指引

康庄大道。这几项宗旨从积极的角度言之固然十分正面，然

而却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其一，绝大多数妇女版

对妇女课题的关注，仅以中国国内情况为中心，而缺乏对本

地现实有所关照。即使是讨论诸如妇女职业之类极可能因地

而异的课题，也无有例外。2其二，妇女虽被赋予发言的机

会，但她们同时亦被预设为智识较为低下匮乏的群体。“康

庄大道”往往由掌握媒体/言论权力的男性所指导，而妇女

仅是被教育的对象，而非主体存在。

1	林少芬：《二十世纪初期新加坡的华人妇女问题》，转引自李琼君： 
《经济不景气时期（1930-1934）新马华文报章的妇女副刊研究》，荣誉
学士学位毕业论文，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1995-96。
2	有关早期妇女版的创刊宗旨与关怀重点，可参考转引自李琼君《经济不
景气时期（1930-1934）新马华文报章的妇女副刊研究》，与廖慧敏同年
论文《战前时期新马华文报章妇女副刊研究（1937-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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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新建国之后，报章新闻报道在其取材、重心与倾向

上出现显著之变异；相较之下，副刊之本土化，则是一个较

为漫长的过程。一位副刊编辑曾以其自身经验指出，因报馆

实施“多用剪刀，少付稿费”政策使然，迟至八○年代中，

本地副刊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文章都是转载的。3这种情况

在妇女版亦然。

因此，“南洋”女性，而且是“新”女性，大约得等到

八○末悄凌执掌《南洋商报》妇女版之后，才以令人惊艳的

姿态，横空出世。

二、新女性者悄凌

悄凌（1949-）在主编《南洋商报》妇女版之前，曾先

后担任过文学杂志《学生周报》、《蕉风》，与女性杂志 

《风采》、《新潮》的主编。她最初担任编辑工作是在1968

年，1988年加盟《南洋商报》之前则是《通报》的副刊主

任。整整二十年的编辑经验为她累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使

她一方面既能通于雅，另一方面又可入于俗。

悄凌接编《南洋商报》妇女版，大约始于1988年4月。

3	详阅张永修：《副刊本土化之实践：以我编的“星云”及“南洋文艺”
为例》，《人文杂志》第17期，2002.12，第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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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接手之后，妇女版虽沿用旧称《新妇女》，但编辑概念已

出现明显变化，版位亦从之前的半版扩大到每日一版（周一

至周六出刊），有时甚至也增加至一版半。1990年7月份开

始，除固定的日刊外，妇女版逢周四亦增设《南洋女性双周

刊》。双周刊扩大了妇女版的篇幅，其中本地作者所写的专

栏文章也跟着增加。1991年3月，随着副刊改革，双周刊取

消，《新妇女》易名为《南洋女性》，从周一至周六每日以

特定主题形式见报：星期一为“两性接触”，主要谈论两性

相关课题；星期二为“职场传真”，以专访职业妇女、报导

她们的心声为主；星期三为“飞越青春”，主要讨论青少年

关注的课题；星期四为“潮流传奇”，报导潮流事宜；星期

五为“男腔女调”，特邀本地男女作家撰写专栏，堪称妇女

版中的文艺版；星期六为“安全地带”，专门探讨与育儿及

家庭相关课题。此模式其后沿用多年。

《新妇女》在悄凌主事之前是港台剪报的天下，与建

国前妇女版以中国为中心异曲而同工。悄凌执编之后，一改

转载港台的编辑策略，大量吸取本地资源，以专访、座谈、

专题报道、特邀专栏等形式开拓妇女课题领域，不仅使内容

更为丰富多采，其大刀阔斧的改革，亦迅速完成妇女版在取

材方面的本土化转向。而对于一个以女性为阅读对象的副刊

而言，编辑悄凌更重要的贡献，可能还在于她通过上述诸种

形式，对女性性别角色，甚至其主体性，所作出的思考与审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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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思女性“天职”

传统社会主张“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表面上对成年

男女的终身大事有同样的期待，实际上却对没有完成妻职者

怀有更大的歧视与敌意。即使到了八○年代，适龄而未婚的

单身女子依然饱受“老处女”、“老姑婆”之类的外号的羞

辱。悄凌接编《新妇女》不久，即以整版的醒目版位，揭示

单身女性的内心世界，挑战传统观念。受访的女性未必抗拒

婚姻，然而却充分享受单身生活。有者表示，“每次我下班

回来，翘起脚躺在沙发上，我设想我那些结了婚、有了家庭

的朋友、同事，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这会儿正在洗尿片、洗

奶瓶，忙着为一家子五六口煮晚饭、洗碗碟，我感到我实在

太写意了！”4有者认为，“已婚女性发展母性，完成母亲

职责；单身女子，则发展个性，完成事业，也是把整个生命

投入社会中的，已婚与未婚，投身的对象不同，各有服务的

对象，人生目标，一样明确。”5有者尽管憧憬婚姻，但不愿

马虎选就结婚对象，而更乐意在精挑细选的当儿，享受自由

自在、无后顾之忧的“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生活。6这些专访

文章无论展示单身女子的坚强自信，抑或透露她们真实的忧

4《陈蝶：此时不关风与月》，《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8.16。
5《杨淑莲：天下第二快乐的人》，《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8. 
16。
6《陈润芬：一人做事一人当》，《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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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与所面对的压力，其旨趣都可归结到编辑所打的主标题： 

“我要去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想一想我自己……”。这个非

常口语化的标题中的“我自己”，应该被视为“新妇女”日

常、大写的主题。

作为妇女版主编，悄凌对婚姻中女性的处境自是多有

关注，她所主催的多场座谈会，比如谈婚姻是否该包含爱情

以外的考量因素的《加料婚姻》7、讨论妻子如何因应丈夫

夜归问题的《望窗的女人》8等，皆是对此类课题的探讨。

正如她主张现代女性的妻职应该以“想一想我自己”为前提

一样，她对婚姻中女性不得不“去妻职”亦持正面态度。在

一项座谈会中，论及婚姻破裂的相关课题，即有过来人现身

说法，表示选择离异的女性“开步走第一步无疑须要勇气，

但将个人的命运操在自己手中是绝对必须的”。这个说法显

然获得其他与谈者支持，一社团妇女组负责人据相关经验指

出，离婚后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结束婚姻危机却

赋予女性新的开始与希望，有者甚至可以“重新调整生活起

死回生”。而针对此议题更尖锐而触动人心的言论，可能还

是以数倍大于内文的粗黑体标示的编者引言：“不要以守门

员心态守住破碎婚姻，因为并非每个女人都有反败为胜的能

力！”9

7《加料婚姻》，《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11.29。
8《望窗的女人》，《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9.28。
9《眼镜岂可再跌·新生的喜悦》，《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3.8。



33

林春美、李蕙名，《南洋新女性悄凌与〈南洋商报〉妇女版》

尽管悄凌在思考女性妻职方面显得前卫，她对传统女

性的母职却一点也不妥协——“人间没有变色康乃馨”，一

项配合母亲节而办的座谈会标题已充分显示此点。在这项座

谈会中，悄凌虽引刘晓庆所言“天下只有结不了的婚，没有

离不了的婚”，然却显然对其“潇洒”颇不以为然。其后的

发言亦多是引导与谈者往父母离异之后孩子的处境设想。10

在其任内亦办了不少与此相关的座谈，比如讨论现代母亲的 

责任的《及时的一针胜过九针！·从学校的纪律风波谈

起》11、探讨母亲如何教育青春期女儿的《青春女儿VS更年

期母亲》12、从十位少年眼里看妈妈的形象《我的妈！》13

等。

母职不可轻易卸下，然而女性的自我价值与潜能亦不

能为父权家庭中没完没了的繁琐家务所埋没。悄凌所办座谈

会对“儿童有幼稚园，青少年有学校，而妇女，没有一个属

于她们的天地”表示关注，提醒妇女勿被婚姻之墙阻隔自我

与外在广阔的世界，主张婚姻中的女人当自强，应积极寻找

10《不一样的母亲一样的心·人间没有变色康乃馨》，《南洋商报·新妇
女》，1989.5.14。
11《及时的一针胜过九针！·从学校的纪律风波谈起》，《南洋商报·新
妇女》，1988.6.15。
12《亲情战争·青春女儿VS更年期母亲》，《南洋商报·新妇女》， 
1990.5.11。
13《我的妈！》，《南洋商报·南洋女性》，199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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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提升的机会。14此外，《新妇女》也通过专访及其他形

式多方报导成功挣脱命运摆布的女性故事，对妇女主体意识

的建构起着积极意义。受访者中，有些从家庭主妇蜕变成画

家，有些则虽为家庭主妇却懂得争取空闲时间学习手艺，有

些靠后天的好学精神成功挣脱文盲的命运等。类似的报导反

映了妇女通过自我提升，因而得以对被设置好的命运做出改

变的可能。

（二）展示“玉手”实力

经济独立、不仰赖他人之供养，是女性获得自主与尊

严的先决条件。悄凌主编妇女版期间，对女性的经济问题十

分关注。在接编之初，她即配合五一劳动节制作特辑，专访

五位劳动妇女。这些分别从事小贩、胶工、泥水、和派报等

方面的工作的女性，做着一般可能为男性更能胜任的体力粗

活，可是却不畏辛苦，既主内又主外，努力追求自身的经济

独立。15较后，她又借助本地学者宋婉莹的田野调查，将到

城市打拼的乡村妇女的经济困境、及因新经济政策重组聚居

乡村（regroupment）而在生活线上搏斗的女性的命运这类较

为严肃的课题，16呈现在妇女版读者的眼前。

14《眼镜岂可再跌·新生的喜悦》，《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3.8。
15《汗珠比泪水更晶莹》，《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4.27。
16 分别见《我是一朵向日葵·乡女离乡记》与《生活线上洒汗珠》，《南
洋商报·新妇女》，1988.11.9，198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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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中，随着《南洋女性双周刊》的出刊，悄凌推

出“玉手起家”系列。这个逢双周见报的系列，维持约半年

之久，集中访问许多女性创业者，强调她们将自己的兴趣与

技巧转化为事业/生意的历程与理念。这些女性有的是家庭

主妇，可是却不被家务捆死，而将自己作为巧妇的才艺转换

为家庭经济的可观来源。比如因见附近中学生经常为三餐烦

恼而盟起包伙食服务念头的许阿姨，在经营包伙食生意后，

又极具创意地把食品制成冷冻食品，因而创立了“许阿姨食

品供应中心”；17又比如对百家被极感兴趣的许桂碧，最初

阅读相关书籍只为打发时间，后来竟不仅钻研出缝缀技巧，

还钻研出一盘生意经来。18

此外，在这个系列中出现的女性创业者还包括了假首

饰店老板、美发店老板、美容院老板、花店老板、时装店老

板、画苑创办人、从事陶瓷、裁缝、插画的艺术家等。尽管

悄凌时期的妇女版也刊登不少诸如女性装饰、缝衣织布、美

容美发、时装时尚等通俗、软性的资讯，但“玉手起家”系

列在理念与编辑手法上，却显然有意将上述较为“阴性”的

行业，从取悦“悦己者”的手段，转化为女性创业兴家的励

志故事（如果不称之为“英雄”故事的话），为女性自立自

14《懒主妇救星来了》，《南洋商报·南洋女性双周刊》，1990.12.13。
15《祖母旧爱复活记》，《南洋商报·南洋女性双周刊》，199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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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建立良好典范。更何况，系列名称“玉手起家”，改写自

向来只用以形容成功男性的成语“白手起家”，实不无改写

读者对这只坚毅有力且富传奇性的“白手”之刻板性别想像

的寓意。

继“玉手起家”系列之后，悄凌另起系列“拼命阿 

姐”，采访一些跨国公司或大企业的总监、经理级的女性，

讲述她们自修成功的故事，及个中的辛酸与乐趣。这个系

列为期不长，然在系列之外，却也刊载不少人物专访文章，

报导当时女性职位提升的概况，展示女性毫不逊色的领导能

力。受访者包括女子精武体育会会长、银行总经理、超市总

经理、酒店市场服务部总经理、雪兰莪州华人大会堂理事

等。这些文章彰显女性在现代职场上的实力，对于传统社会

男强女弱的成见，或有一定的颠覆意义。

（三）修订性别角色

男女性别角色的固定化——或者说男尊女卑的性别歧

视，其实光明正大地隐藏于现代体制之内，却往往被“习以

为常”，而难以为人所察觉。《新妇女》记者曾对马来西亚

华小广泛采用的华语教科书进行一项调查，并针对课文中出

现的男性与女性的角色与人格特征等作出统计分析，发现：

男性的角色从爸爸，兄弟开始，至警察，政治人物，医

生，学者，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职业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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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女性的角色只限制于妈妈，姐姐，老师，家庭主妇，

护士，女运动员等寥寥少数。角色层面上也受到限制，尤其

是突出贤妻良母，视治家顾子为妇女们的“天职”。

另一方面，这些男性的人物性格往往比女性突出和有优

越感。他们是社会的领导人物，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家庭的

决策者，孩子知识的启迪者，亦是勤力的知识追求者。

而女性的角色都是比较温顺的贤妻良母，她们是家务的

操作者，没有学问和社会经验，也不是个学问的追求者。19

记者指出，在职业妇女已经崛起之际，教科书不但没有

如实反映当前社会状况，反而持续建构“爸爸看报纸，妈妈

做家务”一类守旧、落伍的天伦乐园图，无异于继续灌输孩

童男优于女的不平等性别观念。这篇题为《女性的命运，写

在教科书里？》的文章不仅对性别歧视作出控诉，其可贵之

处更在于从教育体制层面，对普遍存在的性别角色成见之成

因，作出了探讨。

若说教科书形塑孩童的思想观念，那么在电子媒体尚

未崛起的时代，报纸或许就是成人的另类教科书。在教科书

中，男性人物拥有的人格特质是“公正，勇敢，百折不挠，

正义，坚毅，能干，胸怀大志”，而女性人物则是“友爱，

19《女性的命运，写在教科书里？》，《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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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慈祥，热心助人”20。后者往往被视为是从阴柔的 

“女性气质”中自然生成，不具特别的能量；而前者，却是

成功的条件。我们发现，悄凌时期的妇女版——作为“成人

的另类教科书”，似乎有意修订这种既成的、刻板的性别角

色观念。特别是在人物专访中，她选择的不少女性人物在职

业上有“去性别化”或中性化的现象，比如健身教练、工程

师、体操教练、室内设计师、配茶师、罗里运输业者等。这

些女性跻身于所谓“属于男性的职业”中，却能以勇敢的精

神、专业的服务态度确立威信，赢得工作伙伴的信服。比如

任建筑工程师的林富佐，面对工地的困难毫不畏惧，她接受

挑战爬上临时搭起的梯架子，折服了一班建筑工友，最终在

工地上建起的不仅是百尺高楼，还包括自己的威信；21又比

如表示“最重要的是能够以强烈的战斗精神来面对困难的挑

战”的再娜，曾在警界服务，后来担任罗里公司主席，而且

还创立了大马罗里车工会，以敢说敢言、敢做敢为的处事方

式深获工会会员的信服。22

悄凌改写性别角色成见之手，同时还几番伸入向来被

视为男人的世界的政治领域。她主编期间访问过不少女性政

20《女性的命运，写在教科书里？》，《南洋商报·新妇女》，1989.8.22。
21《百尺高楼平地起·林富佐爬楼梯服众》，《南洋商报·新妇女》， 
1988.8.17。
22《再娜“好战”有因》，《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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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人物，包括居銮区国会议员林水仙、青年与体育部副部长

兼马华全国妇女组主席及劳勿区国会议员邓育桓、八打灵和

平花园区州议员温凤玉医生、民政党妇女组总秘书梁秀容、

巴生第一位华裔女市议员李月兰等。她们认为，一般妇女或

因患有政治冷感、或因认为政治是肮脏的、或因还未面对真

正的困境等原因，而对政治有所抗拒，更别说实际参政。

然而她们提出，没人可以自外于政治，“大家都与政治有 

关”23。妇女权力的低下，与妇女薄弱的政治力量有关。 

“这么多年来妇女都受到压迫，如果自己不做些什么，这种

压迫肯定还会继续下去。”24因此，她们主张妇女必须意识

到“争取妇女政治权力不是一种‘野心’，而是一种政治力

量提升。”25有受访者表示，自己参政“不外是希望做一个

开路人，开一条路给下一代好走一些。”26一如企图透过政

治途径扭转女性生活逆境的这些先锋者，作为编辑的悄凌在

修订性别角色成见方面所做的，大抵也是一个“开路人”的

角色。

（四）引入马华女性文学

在妇女版还是港台剪报天下的年代，林燕妮、亦舒、方

23《大家都与政治有关》，《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3.8。
24《勇向虎山行》，《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3.8。
25《邓育桓战胜敌人》，《南洋商报·新妇女》，1988.5.11。
26《勇向虎山行》，《南洋商报·新妇女》，19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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娥真等是其上专栏方块的常客。27悄凌接编之后，港台的小

块文章虽不致绝迹妇女版，但马华作家却被大量引渡至这片

从不被视为文艺沃土的园地。

在悄凌主编妇女版期间，曾在该版写专栏的马华女作

家人数众多，其中包括陈蝶、野蔓子、苏丽绮、爱薇、叶秋

红、林惠芹、饶玉明、翠园、潘碧华、詹瑞兰、柏一、雁

白、黄兼博、永乐多斯、陈玫瑰、陈小梅、陈桂蓉等。她们

书写的范畴甚广——比如陈蝶既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又有

人生如寄的感怀；潘碧华借古喻今，抒发感想；翠园多作对

于中国陶瓷、名胜古迹以及画家的介绍；永乐多斯、饶玉明

等多从生活琐事抒写对于人生的观念与想法——虽未必尽涉

女性议题，但却可展示马华女性的知识层次与眼界。而在妇

女版上引入如此众多女性作家的盛况，亦是前所未有的。

除女作家外，悄凌时期妇女版出现的马华男作家阵容

也甚为可观，他们包括曼陀罗（张木钦）、林云龙、李国

七、李天葆、李文山、范俊奇、张以欢、继程法师等。相对

而言，这些男性作家书写的课题则较具针对性，多是与妇女

或两性关系相关。这极可能与编者的约稿要求有关。悄凌接

编《新妇女》之初曾开设每日不同关注点的“镜子系列”，

27 方娥真虽是马华作家，但其时居于香港，且刊登于《新妇女》的文章多
为转载，实与剪报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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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逢周一见报的“放大镜”，主要专访男性人物，意图折

射男人对女人的观看，让女性读者得以“放大”端详。悄凌

时期妇女版中男作家的文章之作用，亦可作如是观。其中或

也有一些以男性为中心立场者，然作为供女性读者端详之对

象，其作用和意义与早期以男性言论作为指引者、教育者的

情况，已大不相同。

结语

悄凌可能不是掌控妇女版这个文化生产场域之权的第

一位女性编辑，然而却可能是至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位。她主

编副刊妇女版的时间相对其他编辑而言不可谓长（大约只编

至1993年），然她不仅成功在大众传媒的公共空间上建构了 

“南洋”“新女性”，且其所开创妇女版模式，亦深深影响

了之后的副刊风貌。其后多年，《南洋女性》无论沿用旧称

抑或另立名目，大致不过萧规曹随。而若考虑到其时的妇女

版在作者与一般读者群中所曾引起的热烈回响，则悄凌一手

打造的“南洋新女性”，其影响之深远，可能并不是我们可

以轻易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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