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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 年，陈衡哲出生于
武进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
父陈仲英、伯父陈范、父亲
陈韬，皆为知名学者和诗人。
她的祖母赵氏和母亲庄曜孚，
亦是常州画坛造诣颇深的丹
青妙手。在文化氤氲的家庭
环境里，陈衡哲自幼便跟随
父母诵读古文诗词，奠定了
扎实的国学根基。

然而，彼时的封建礼教
如重重枷锁，禁锢着广大女
性的身心自由。7岁那年，母
亲为她缠上了厚厚的裹脚布，
这对生性活泼好动的她而言，
不啻为一场灭顶之灾。不堪
忍受的陈衡哲不敢公然直面
母亲的威严，便趁家人不注
意，悄悄解开裹脚布。母亲
发现后，自然少不了一番严
厉训斥，可或许是她的反抗
太过顽强，又或许是庄曜孚
教育子女秉持着开明宽容的
态度，陈衡哲得以免遭缠足
之苦，这也成为了她迈向自
由与独立的第一步。

在陈衡哲的成长历程中，
三舅庄蕴宽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在三舅的启蒙与鼓
励下，13 岁的陈衡哲说服母
亲，远赴广州进入学堂读书。
然而，那个时代的学堂具有鲜
明的男性属性，女子会被习惯
性地拒之门外。尽管三舅多方
奔走，但由于她未满 18岁，最
终还是被拒收。但这并未浇灭
她心中求学的熊熊火焰，她转
而成为三舅的家庭学生。三舅
文化素养深厚、眼光前瞻，
每日下班后教她读书识字，
与她阅读报刊杂志，探讨社
会时事……这一年的教育与
熏陶，使陈衡哲丰富了知识，
拓展了眼界，为她日后的漫漫
求学之旅打下了坚实的基底。

1911 年至 1914 年，陈
衡哲在上海求学，但这里没
有理想的学校，学习成绩等
于“零”。由于无书可读，她
便住进姑母家中，自学经典、
翻译英国文学作品等，在姑
母的关心与鼓励下，度过了

一段温馨而充实的岁月。
后来，她在 《纪念一位老
姑母》 文章里，倾注
了对姑母无尽的美好
情感与深切怀念，将姑
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
为重要的一页。

1914 年 5 月，清华大
学面向全国女孩举办招生
考试，通过体检和考试的人
可以获得庚子留学奖学金，
赴美国大学深造。而体检合格
的必备条件之一，便是拥有健
全的双脚。或许陈衡哲自己都
未曾料到，童年时对缠足习俗
的反抗，竟在此时为自己赢得
了宝贵的求学机遇。最终，陈
衡哲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顺
利通过考试。
也正是这一年，陈衡哲

勇敢抗争，逃脱了家庭安排
的婚姻，抛弃了世俗认为很
完美的官太太身份。有学识
加持，有勇气傍身，陈衡哲
的羽翼日益丰满，开始展翅
高飞，抬眼张望世界。

书香世家育奇女，独立思想初萌芽

大洋彼岸绽芳华，文学先锋立潮头

提起陈衡哲，她的名字在今天已不太为人所关注，而在 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无论在文坛还是
学界，她都是一位风云人物。
她是我国第一批官派留美的女学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作家，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位女教授，更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四次出席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的中国女学者……
在那个觉醒年代，陈衡哲在女性独立之路上，虽历经沉浮，却始终坚韧不拔。她的每一步，都

为后来的女性点亮前行之路；她的故事，值得为更多人所知晓并传颂。

阴 朱剑虹

在大洋彼岸，陈衡哲实现
了从懵懂倔强的少女到学识
广博、思想深邃的女学者的变
化。
读完预科后，陈衡哲考入

美国著名的女子大学———瓦
萨学院，专修西洋历史，兼修
西洋文学。在瓦萨学院的沃土
中，她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
养分，同时，她也结识了任鸿
隽、胡适等一批志同道合之
人。她以莎菲为笔名开始以白
话文写作，在《留美学生季报》
上发表的《风》《月》两首绝句，
受到任鸿隽、梅光迪等人的一
致好评。

当时国内文学界已经掀
起了文学革命的浪潮，但质疑
和争议随之而来。陈衡哲无惧
议论，敢为人先，于 1917 年 5
月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
了白话小说《一日》。这部作品
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
一年问世，但《一日》写美国女

子大学生一天的生活，题材不
如鲁迅的《狂人日记》重大，又
是发表在国外留学生杂志上，
社会影响远不如《狂人日记》。

1918 年夏，陈衡哲从瓦
萨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并
进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深造，
继续她的西洋史和文学研究。
同年 9月 15日，她在《新青
年》第 5 卷第 3 期发表诗歌
《人家说我发了痴》，成为首位
在《新青年》发表作品的女性。
文学虽非陈衡哲本行，胡

适却盛赞她“身上每一个细胞
都充满着文艺气息”。1928
年，她的小说集《小雨点》一经
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便迅速售
罄。《小雨点》的作品风格多
变，不仅展现了新文学小说与
传统小说的区别，也体现了作
者对现代小说的大胆探索和
实践，构成新文化运动时期一
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为新文学
运动的题材拓展做出了不可

磨灭的贡献。
而在《小雨点·自序》中，陈

衡哲却谦逊地写道：“我既不是
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
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
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
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
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
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
与至诚。”她以心血铸就的“小
雨点”，如春雨般滋润着国内新
文学的嫩芽。此外，她还著有
《衡哲散文集》两卷以及一些未
辑集散篇佳作。

除了勇立文学潮头，陈衡
哲还以笔为剑，敢于发声。
1932 年，她怀揣着满腔爱国
之情，与胡适、蒋廷黻等人创
办《独立评论》周刊，刊登时事
评论等内容。三年时间里，陈
衡哲在刊物上发表了近 50篇
关于国家历史、妇女问题等的
文章，充分表达了她对这些重
要议题的独到见解。

教坛史海展英姿，国际舞台绽华光

1920 年，有着学贯中西
优良教育背景的陈衡哲学成
回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
培的邀请，毅然投身教育界，
做起渡人的“先生”。

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有
女性担任教授，陈衡哲由此
成为中国女教授第一人。她
主要向学生教授西洋史以及
欧亚交通史，同时还兼任英
语系教授。后来，又先后在
东南大学、四川大学等任教，
还多次举行演讲活动，与各
界学者进行交流探讨。
民国时期，世界史教材

编写大多“编”大于“写”，
大量史观照搬西方，“欧洲
中心论”“种族优越论”等
观点充斥其中。陈衡哲决心
打破这一局面，撰写一部
《西洋史》。她主张用多元的
观点来解释历史，认为“历
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体的，
选择历史材料的标准，不单
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
教，乃政治、经济、宗教以
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

陈衡哲通过不受拘束与
限制的眼光观察西方，在深
厚的史学修养下书写自己对
于西方历史的独到见解与思
考。在这本书中，她采用
“文中有史，史中有文”的笔
法，将错综复杂的历史生动
有趣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该

书一经出版，即成畅销之作，
至 1949年共出版 9次。在胡
适看来， 《西洋史》 的最大
贡献是突破了“以西洋人眼
光看西洋史”的局限，实现
了“以中国人眼光看西洋史”
的转变。今天来看，这一转
变的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与此同时，陈衡哲还完成
了《文艺复兴小史》《基督教在
欧洲历史上的地位》《洛绮思的
问题》《孟哥哥》等多部作品。

凭借出色的学术成就，
陈衡哲于 1927 年至 1933 年
间，连续四次作为中国代表
出席两年举办一次的太平洋
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一个前
无古人的成就，更是中国学
术界的光辉一笔。不仅如此，
她还积极宣扬中国文化，提
交 《中国民族的文化特性》
等论文，并主编 《中国文化
论集》，向与会的西方学者们
介绍中国文化的精髓，受到
西方知识界广泛好评。

新中国成立后，陈衡哲
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76
年 1 月 7 日，因肺炎于上海
病逝，享年 86岁。

陈衡哲与任鸿隽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