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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文化運動的思潮下，民間出版了許多女性
雜誌，《玲瓏》就是一例。該雜誌在1930年代
的上海享譽盛名，風行一時。本文會以此為引
子，述說1931年至1937年期間上海的「摩登女
性」風潮與新興的女性經濟。

瓏》雜誌的背景資料《 玲
瓏》有甚麼內容？《 玲

《玲瓏》是一本女性雜誌，其尺寸體積非常小，只有64開1，小巧精美，
故名「玲瓏」2。該雜誌在1931年3月18日發行創刊號001期，共連載七
年，出版298冊。1932年，雜誌一度因淞滬戰爭3停刊，之後繼續辦刊4，
後因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再度停刊，1937年8月11日為最後一期5。

創刊宗旨：增進婦女優美生活，提倡社會高尚娛樂6。

出版性質：周刊，每逢星期三更新，全年出版五十冊，每年為一卷7。

出版商：三和出版社，位於上海南京路56號8。

編輯陣容：林澤蒼、婦女版陳珍玲、常識版曹冰冷、娛樂版周世勳、攝影
　　　　　林澤民，後陸續加入彭兆良等人9。

售賣地點：上海各大報館，為便利外地讀者更提供郵寄服務10。

《玲瓏》所載大多是與女性相關的軟資訊，內容多樣化，有生活類題材，
比如時尚風格、美容健身、音樂（樂譜）、電影快訊等，亦有情感、心靈
類，如婚姻愛情、家庭，兩性關係；且有社會時事類、廣告購物類、活動
類，如抽獎，約稿與投稿，每期必有「玲瓏消息」，解釋出版資料。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臺北：稻鄉出版社，2011），頁18
同上註，頁40引《玲瓏》001期，1931年3月18日，頁34
淞滬戰爭又稱「一二八事變」，是日本在1932年1月28日發動的侵略上海之戰爭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18
同上註
同上註，頁40引《玲瓏》001期，1931年3月18日，頁13
同上註，頁18
〈玲瓏圖書雜誌〉，《玲瓏》001期，，1931年3月18日，頁20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36-37
〈玲瓏圖書雜誌〉，《玲瓏》001期，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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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瓏》001期雜誌相關資料
（圖片來源﹕哥倫比亞大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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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長暉、王志敏等：〈《玲瓏》雜誌廣告定位策略與女性形象建構〉，《文化與傳播》，2015年06期，頁46-50引張
愛玲：〈談女人〉，原刊於1944年3月《天地》月刊第6期，亦載於《張愛玲作品集——流言》（廣州︰花城出版社， 
1997），頁70
《儀禮‧喪服‧子夏傳》的女性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
史敏：〈摩登言說中的女性存在——1930年前後中國都市現代女性的新潮〉，《黑龍江史志》，2015年01期，頁167-169
同上註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71
《玲瓏》045期，1932年1月27日出版，封面為三十年代美國當紅影星珍妮特．安娜．麥克唐納（Jeanette MacDon-
ald）；而088期，1933年3月22日出版，封面則為愛羣女校幼稚生臧韻芬；237期，1936年5月20日出版，封面是秀蘭．
鄧波兒，她是三十年代活躍於荷里活的知名童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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瓏》與上海摩登女郎《 玲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7017

「摩登」是Modern的音譯，「摩登女性」的概念於1930年代開始在上海
興起。女性透過反思自身、立足國權、女權等新理念，一改傳統女性為男
性的附屬12，且禁錮在閨閣的形象13。《玲瓏》討論時尚服裝、消費活動到
交際禮儀，推進女性的社交公開14。《玲瓏》的特點是彩色印刷封面，而
封面人物幾乎都是女性，她們多為年輕貌美的名媛閨秀、學生、運動員、
明星15，也有國外當紅影星及兒童模特16。封面女郎身穿現代服裝，宣傳要
成為新女性就必須從外形改變。

名媛本身家境殷實，且有較高的教育水平，活躍於交際圈；她們愛表達自
己，所以樂於拍攝相片，並視登上雜誌封面為榮耀17。

名媛閨秀瓏》有何重要性？《 玲
在清代以前，社會識字率低，女性作者更是少之又少。女性即使有讀書機
會，也只是學習詩詞類及《列女傳》等女學。社會由男性主導，在一眾男
性所寫的作品中，我們難以了解女性的內心世界，更遑論聽到她們的真實
聲音。《玲瓏》在1931年至1937年連載，並發行各地，我們可從中得悉
該時期的藝術、社會及政治改變，更重要的是這是一本女性雜誌，可供女
性讀者投稿及諮詢，亦有欄目收錄編者與女讀者的對話，是了解女性聲音
的直接方法。

不僅如此，《玲瓏》的創立宗旨是提倡新女性概念，讓女性覺醒，對民國
乃至之後的女性發展有深遠影響。張愛玲認為《玲瓏》意在「以現代歐美
女性身體為參照，教導幫助女性如何從頭到腳、由內而外地成為現代摩登
女性」、「鼓勵婦女通過社會的高尚娛樂來追求美好生活」11。

《玲瓏》001期封面
（圖片來源﹕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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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70
《玲瓏》001期，1931年3月18日，封面及頁2
《玲瓏》006期，1931年4月22日，封面：李國綬，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72指
她是李鴻章侄兒李經滇的女兒，精通法文，又通詩詞及鋼琴；《玲瓏》007期，1931年4月29日，封面：潘振坤，畢業於
中西女塾，聞名於社交界
《玲瓏》282期，1937年4月21日，封面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74
《玲瓏》100期，1933年6月21日，封面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72
《玲瓏》039期，1931年12月9日，封面
《玲瓏》051期，1932年5月25日，封面
《玲瓏》190期，1935年6月26日，封面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名媛生活奢華、追趕時髦，這從她們的服裝打扮可見。她們比一般女性更
注重個人形象，且敢於打扮，多以誇張的珠寶和服裝剪裁凸顯身份。由於
並非每個人出生都有良好的家世，故此《玲瓏》刊登名媛為封面，內頁也
附上她們的經驗，為時下女性提供參考範本22，讓每個女性都可以成就更
好的自己。

民國時期興起女性讀書的風潮，而女校的成立令社會產生一個極具影響
力的新群體——女學生。她們是正受教育的花季少女，立志成為新時代女
性，因此踴躍展現個人特質，投刊《玲瓏》雜誌，成為封面女郎。

002期封面為李月嫦，她是滬江大學的女性領袖，不但品學兼優，同時擅
長演戲與辭令。封面中的她身穿粉紅色旗袍、捲短髮，恬靜地坐著。而第
100期特別刊的封面是剛從崇德女校畢業的女學生夏志勤23，她與李月嫦相
同，側分捲髮、穿波點藍色旗袍，微笑望向鏡頭，神態自然24。另外，中
西女塾的學生秦昭華25、南京匯文女學的謝文息26及北平女子壘球第一名的
周戴芬27，均以女學生的身份登上《玲瓏》的封面。

分析：

女學生

《玲瓏》001期創刊號的封面女郎為周淑蘅，她是郵票大王周今覺的女兒
18，也就是當時的名媛。封面中周女士頭梳時髦的捲髮，上身穿淡綠色短
衫，單手撫心，狀似西子，下身著粉色長裙19。她直視鏡頭，神態淡定，
配上誇張的菱形耳飾、珍珠項鍊和手鐲，盡顯華貴。李國綬及潘振坤亦曾
登上雜誌封面20，前者皮草配旗袍，以首飾點綴；後者身披白色披風，兩
粒大珍珠耳飾甚是醒目。而北平名媛許麗娜，則梳捲髮，身穿無袖旗袍，
雙手持花瓶，眼睛斜斜看著花瓶21，諸多例子不勝枚舉。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72
張學玲：〈徬徨與苦悶：家事和職業間的民國職業女性〉，《寧夏社會科學》，2019年03期引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中國婦女運動史》（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頁283-284：「大學生3290人、專科生559人、留學生89人、中學生
69741人、師範生23738人、職業學校女生9376人」
洪長暉、王志敏等：〈《玲瓏》雜誌廣告定位策略與女性形象建構〉，頁46-50
同上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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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31

為普及女性教育，民國時期新建不少女校，從而催生了龐大的女學生群
體。其中以上海地區有最多女校，包括滬江大學、中西女塾、聖瑪麗亞女
校、崇德女校、上海美專。其他大城市也有女校，例如北平民國大學、南
京匯文女校、蘇州東吳大學、廣東體專等28。

1932年，全國女學生共計106793人29，而上海的女性受教育的機會較 
高30，該地區各類學校所吸納的女生遠超其他地區，中等師範學校的男女
學生比例甚至達到了三比七31。學歷的提升意味著識字率的上升，而這批
女性是婦女刊物最主要的讀者群體，她們的消費能力也相對較高，產生了
一種獨特的女性經濟。

分析：

《玲瓏》298期封面影星黎明健
（圖片來源﹕哥倫比亞大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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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71
沈詒祥：〈現代婦女何以比從前婦女好看？〉，《玲瓏》024期，頁872：「美容術的強力效用。從前的婦人們不曉得如
何化妝，而上世紀三十年代滬上的女子們則以美容為一日中必修之功課。這是在美容觀念與美容技術上的改變，此外社
會還提供了專業的美容師，可以使每個人都享受專業服務。社會的進步導致女子洗澡更方便、更頻繁，這使皮膚顯得更
好看，至少讓人看起來整潔」
沈詒祥：〈現代婦女何以比從前婦女好看？〉，《玲瓏》025期，頁901：「（二）服飾的進步……在最近幾年中，服飾
纔有極大的進步。從前是一季祇有一種的式樣，現在可不然了。每季總有好幾種式樣，而且一日間又分晨裝晚裝運動裝
跳舞裝種種。對於配色，也比從前有研究了，而且各人儘穿自己歡喜的顏色和式樣，別人絕不會說你不及時」
萬程：〈從西學東漸解讀民國女性服飾與色彩設計〉，《美術教育研究》，2012年02期，頁86-88
包銘新等：《中國旗袍》（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頁29-31
萬程：〈從西學東漸解讀民國女性服飾與色彩設計〉，頁86-88
同上註
同上註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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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玲瓏》展示了社會不同階層的女性形象，有上層的名媛、知名影星，也
有女學生代表，顯示出一連串的女性圖譜。她們或是獨自出鏡，或是群體
合照，或動或靜，展現女性自信的一面32。這一切都歸功於新文化運動，
引進西方思想和女性教育，打破了封建嚴肅的氛圍，為社會注入開明且自
由的空氣。由此，女性地位開始得到重視，進而爭取個人權益、享受社交
生活。

《玲瓏》作為社會教化工具，提出女性解放先從改變婦女的外形開始，美
容33和服飾34的改變是最為直接的。變美非僅為了取悅男性，女性也能透過
裝扮展現自己的美態，建立自信。值得留意的是，女性服裝在民國時期有
很大突破，《玲瓏》封面女郎多熨髮、身穿旗袍，這個配搭也是民國時期
的潮流打扮。旗袍本為滿族女子的傳統服裝。清末時期的旗袍袍體寬大、
腰身平直、衣長至足，遮掩人體曲線35。民國時期產生改良旗袍，正如新
文化運動一般新舊交替，東西融合，既保持中原女子直筒長衫的著裝習
慣，又在審美、工藝方面融合了更多西方服飾元素，如墊肩、蝴蝶領、開
衩，甚至是混搭西方外套36。當時中國流行著用花布、條格棉布和陰丹士
林布縫製的改良旗袍，這些布料色澤清雅、素淨，尤以陰丹士林布造成的
旗袍最受女學生、職員甚至閨閣小姐的青睞37。

改良旗袍出現的原因主要是方便女性活動。擺脫穿衣觀念的束縛，有利女
性探尋自我及展現個性，是進化為新時代女性最迫切的需求38。在新文化
運動的思潮下，民間抗拒封建禮教的限制，同時對男女平等的要求日益強
烈。民國時期女性積極參加社交、工作、學習等活動，故需要禮儀性和實
用性兼備的新型服裝39。

另一方面，服飾色彩含有刻板的性別意識及傳統意義。古代服飾忌諱黑、
白兩種凶色，因此過節、過年、生育、婚嫁期間不能穿這兩種顏色40。但

瓏》封面女郎與新文化運動有甚麼關係？《 玲

萬程：〈從西學東漸解讀民國女性服飾與色彩設計〉，頁86-88
同上註

41

42

新文化運動旨在破舊立新、引進西方思想，這兩點都能從《玲瓏》封
面女郎的衣著打扮窺見。透過外在的改變，女性能夠展現自己的美
態；服裝打扮的簡化，方便了女性從事工作、運動和社交，這是最基
本卻又是最重要的變更。可以說，《玲瓏》是時代催生的產物，同時
也反映了民間對婦女發展的關注。

小結

瓏》雜誌與民國時期的女性經濟《 玲

走出家庭的職業女性

新文化運動破除封建的精神，令1930年代的旗袍顏色五花八門，女性可
穿的顏色不限於粉紅色、大紅、大綠、金黃色等，也可選較中性的黑、月
白、藍、灰等色41。可見在當時的社會整體環境下，色彩的搭配消除了傳
統的刻板化性別特徵42。

《玲瓏》100期〈職業婦女的痛苦〉
（圖片來源﹕哥倫比亞大學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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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瓏》100期，1933年6月21日，頁978
（廣州）李蕙芳：〈女子職業發展遲緩之原因〉，《玲瓏》116期，1933年10月17日，頁1927-1933
同上註
茉莉〈赴宴會的禮節〉，分載於《玲瓏》004期，1931年4月8日，頁126-127；《玲瓏》005期，1931年4月15日， 
頁160；《玲瓏》006期，1931年4月22日，頁197
李子超：〈交際須知〉，《玲瓏》007期，1931年4月29日，頁232
呂璋：〈握手須知〉，《玲瓏》049期，1932年5月11日，頁2002
可參考佩方：〈新女性的兩大訓練〉，《玲瓏》076期，1932年11月30日出版，頁1203-1204；許嫻貞：〈新女子的責
任〉，《玲瓏》175期，1935年3月30日出版，頁519-521及〈在國勢危殆中新女性應該怎樣〉，《玲瓏》260期，1936
年11月4日，頁3328-3330等篇章
張學玲：〈徬徨與苦悶：家事和職業間的民國職業女性〉，頁171-177。篇中指出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紛紛在《婦女雜
誌》、《新青年》、《婦女周刊》等雜誌上發表文章，號召婦女投身工作
李永東：〈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的新女性形象建構〉，《藝術百家》，2011年06期，頁146-150引喬治：〈新女子
應具的條件〉，《婦女雜誌》，1927年第13卷第2號，頁6-10指出（一）精神解放；（二）實事論事，有務實的態度； 
（三）確定求學宗旨，學習實用的科學知識；（四）犧牲精神，為解放其他婦女貢獻自己的力量；（五）無高傲態，高
傲態度不利於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展及（六）女性應經濟獨立
金石音：〈請問拒用女職員者〉，《婦女共鳴》，1931年第44期，頁21-27，轉引自史敏：〈摩登言說中的女性存在——
1930年前後中國都市現代女性的新潮〉，頁167-169
榮孟源：《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頁139，轉引自張學
玲：〈徬徨與苦悶︰家事和職業間的民國職業女性〉，頁17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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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瓏》為讀者提供傾訴心事的渠道，內容也不再局限於婚姻、家庭與兩
性關係，更涉及工作和個人前途，可見對職業婦女的關注。許多職業女性
會投稿談談自己的工作情況，比如第100期的〈職業婦女的痛苦〉43。松子
女士向編者述說自己身為職業演員的辛酸：需要應酬許多陌生人，自己因
而丟失工作機會的難受44。編者見此亦感同身受45。這時，民國女性擁有的
身份不單是刻板的女兒、妻子和母親，更有員工，而這個身份和家庭是沒
有任何關係的；可以說《玲瓏》讓我們看到了1930年代女性正慢慢走出家
庭。

不但如此，雜誌更專門設置欄目介紹西方禮儀，比如〈赴宴會的禮節〉46

、〈交際須知〉47及〈握手須知〉48等，以便女性投身職場應酬和參與社
交。許多女性礙於西式禮儀繁瑣，因而對社交卻步；但《玲瓏》的出現，
可以指導女性禮儀要項，讓她們可以練習應對，無形中給予女性更多向外
發展的機會。這些資訊既是婦女成為職業女性所需要掌握的，從而間接鼓
勵了她們學習新事物，嘗試走向社會，造就更多職業女性，兩者相輔相
成。

新文化運動提倡解放女性49，因此國內主要報刊都開設專欄專門討論婦女
問題，如婚姻家庭、經濟獨立、職業和倫理道德等50。1920年代〈新女子
應具的條件〉一文認為新女性應具備六個基本條件51，其中一項為女性經
濟獨立。

有學者認為國民政府將婦女經濟獨立視為男女平權的方法52，因此在1926
年1月16日，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通過的《婦女運動決議
案》提出「男女在法律上絕對平等」、「男女職業平等」等一系列議案，
更指出政府應該鼓勵各職業及行政機關容納女子職員53。法案通過之後，

分析

熙宇：〈女職員之任用與婦女解放〉，《婦女共鳴》，1931年第49期，頁20-24，轉引自史敏：〈摩登言說中的女性存
在——1930年前後中國都市現代女性的新潮〉，頁167-169
張學玲：〈徬徨與苦悶：家事和職業間的民國職業女性〉，頁171-177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64-65
《玲瓏》第001期，1931年3月18日，頁20
《玲瓏》100期，1933年6月21日，頁987
同上註，頁968
同上註
同上註
《玲瓏》298期，1937年8月11日，頁240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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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便向摩登女性敞開了中央機關的就業大門54。除了於政府部門工
作，婦女從1920年代開始多從事打字、速記、編輯、郵務、圖書管理、接
線、秘書等職業55。

民國時期女性外出工作，經濟獨立後演變為消費群組，市場亦因此推出與
女性相關或者以女性為主的產品，編者稱此現象為「民國時期的女性經
濟」。由此，1920至30年代女性讀物湧現，除了《玲瓏》，亦有《東方
雜誌》、《良友》畫報等幾十本刊物56。

《玲瓏》發行七年，共計出版298冊，期間頁數增加、售價及廣告費均呈
上升趨勢。這可反映出雜誌當年的風行程度；而即使不斷加價，女性也對
雜誌趨之若鶩，可見民國時期女性的消費力不容小覷。

頁數增加
雖然《玲瓏》每期頁數不定，有些期數為30餘頁，但有些期數則可達
70餘頁。例如001期的創刊號只有35頁，而100期為特別刊物，則增加
至79頁；最後一期第298期共74頁。由上述資料可見，在《玲瓏》發
行期間，其頁數由最初發展至中後期上升了一倍有餘，內容也越加豐
富。

售價上升
在連載的七年期間，《玲瓏》售價不斷上升。例如001期每期售七分
大洋（21枚銅元），國內全年訂閱價四元，國外全年六元；訂閱五個
月二十冊，所資兩元正57。到了第100期，雜誌依然維持一年五十冊訂
閱價四元，但是每冊的售價則升至一角大洋58；原本的五個月訂閱也
綁定至半年，訂閱價也加了半毛59；至於國外訂購全年價格則上升至七 
元60。此外，《玲瓏》提出更具彈性的訂閱方案，讀者可以訂閱兩個
月，收費一元61。最後的298期，儘管半年及兩個月的訂閱價與第100
期相同，但每期售價則飆升至法幣一角62、全年訂閱價已經上漲到五
元；而國外訂閱更需要另加郵費二元半，半年郵費則為一元三角63。

《玲瓏》的風行程度與女性消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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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瓏》第001期，1931年3月18日，頁20
《玲瓏》100期，1933年6月21日，頁969
《玲瓏》298期，1937年8月11日，頁2404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28
《玲瓏》100期，1933年6月21日，頁945
同上註，頁959
同上註，頁1001
同上註，頁986
同上註，頁965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23
《玲瓏》025期，1931年9月2日，頁919
《玲瓏》283期，1937年4月28日，頁1273及孫麗瑩：〈從《攝影畫報》到《玲瓏》：期刊出版與三和公司的經營策略〉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第23期，頁163
孔令芝：《從玲瓏雜誌看1930年代上海現代女性形象塑造》，頁22-23
同上註，頁32
同上註，頁4
同上註，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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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收費加價
除了雜誌銷售的收益，廣告收益也是《玲瓏》的經費來源。廣告收費
是按刊登期數和尺寸而定，在最早的001期，廣告價目是每方寸每期二
元；若長期刊登，價格還可以商量64。到了第100期，刊登廣告的收費
方案是全版每期二十四元、半版十二元、四分一版六元。值得留意的
是，國貨在此時期刊登廣告是有特別優惠的65，但《玲瓏》中並無細說
具體內容。而298期的廣告費用與第100期相同66，反映雜誌的廣告收
費系統已經成熟。

有學者認為1930年代發行的雜誌，不僅是傳播西學、啟迪民智、政社合一
的工具，更為出版商提供了實際的經濟回報67。撇除《玲瓏》雜誌來自銷
售的基本收益，女性讀者會在看雜誌的時候得悉廣告宣傳產品的資訊，若
有興趣便可根據廣告的介紹購買，為三和公司帶來許多經濟收益。由於女
性帶來的經濟效應難以估計，而《玲瓏》雜誌深受女性歡迎，故此許多商
家便在雜誌刊登廣告宣傳產品。比如第100期中便有緒綸綢緞大同行的夏
衣大減價廣告68，以及中國化學工業社的白玉牙膏69、利華肥皂有限公司的
肥皂70、ABC國貨的雨衣71、五洲大藥房的滋陰養顏藥物——月月紅女界寶
72等女性生活用品的宣傳。另由於《玲瓏》的出版商三和公司主要經營進
出口代理73，故雜誌亦因此有大量與《玲瓏》掛鉤的商品宣傳，例如「玲
瓏乒乓球」74、代理的各種藥物及代售的美玲唇膏等實用品75，甚至還代客
購買及修理攝影器材76。

上文指出在1931至1937年間，《玲瓏》的頁數增加、售價及廣告費均呈
上升趨勢。雖然沒有雜誌的準確銷售量77，但當時上海女學生基本上每人
一本78；而《玲瓏》的售賣地點除了上海本地，還遍布中國各地，例如北
平、天津、漢口、蘇州、南京、廈門、汕頭、長沙、四川，甚至遠及香
港、小呂宋及新加坡等79。由此可見，《玲瓏》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風靡
全中國的女性讀物，其對女性的形象塑造有很深遠的影響。

分析：

洪長暉、王志敏等：〈《玲瓏》雜誌廣告定位策略與女性形象建構〉，頁46-50
（廣州）李蕙芳：〈女子職業發展遲緩之原因〉，《玲瓏》116期，1933年10月17日，頁1927-1933指出女性職業的暫時
性、工作躍升難、工資微薄、需要兼顧家庭等因素影響了女性工作的動力；而社會對職業女性也有不少輿論，例如女子
工作剝奪了男性生計、影響婚姻、對男女職場不公平的合理化

80

81

從《玲瓏》的銷售情況來看，發行七年期間，售價有加無減，但坊間依然
有大批支持者。據調查，上海在1930年代已形成商業消費空間，圍繞靜安
寺路、同孚路、霞飛路等為中心的購物圈，有27家百貨商店、49家首飾
店、7家美容院80。種種跡象均顯示民國時期女性已有一定的經濟收入，有
些甚至已能達致經濟獨立。

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婦女的現代化有舉足輕重的推進力。從1930年代
發行的《玲瓏》雜誌，我們可見女性在服裝造型和身份角色的改變。
上海這個大都市新興大批摩登女性，她們接受高等教育、投身工作，
形成獨特的經濟力量。然而，《玲瓏》作為一本婦女雜誌，所述的觀
點是理想化的，當時的職業女性仍在家庭與工作中掙扎，承受社會偏
見、職場受挫，社會仍存有嚴重的男女不平等81。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