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伴随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发展的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儒家思想在世界各

个角落变得更加广为人知，作为新一代商业人士的首选领导风格，“君子”理想也变得

更具吸引力。然而，“君子”型的理想往往被固化为一个男人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中

行事。同时，孔子因其所谓的性别歧视而受到批评，他假设妇女作为妻子、母亲和女儿

等从属于男人的角色，而对于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却没有过多的评论。 

本案例研究从女性领导人早期成功应对新冠疫情危机的报告开始，与她们的男

性同行相比，提出了女性领导是否体现了儒家理想中的君子价值观的问题。考虑到历史

和当前经验的证据，本案例研究旨在探讨儒家学说中设想的君子是否应该得到澄清，

以证明其对男女发展的开放性，而不仅仅是在中国。

关键字：新冠疫情危机和中国的反应，女性领导，君子，挑战儒家教学中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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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当中国对抗新冠疫情的斗争首次在

武汉爆发时，女性在一线卫生工作者中占

70%，在护士中占90%。2022年3月，在中国

南部大都市深圳最近一次的新冠疫情中，

妇女自愿担任社会工作者、核酸测试取样

员，并投入到与高度传染性病毒的斗争中，

用她们的生命来守护他人的生命。利物浦

的学者们进行了一项调查，即《疫情中的

领导：性别是否真的重要？》(Garikipati 

and Kambhampati, 2021)证实，当涉及到女

性和男性在对抗新冠疫情的领导层时，存在

着显著差异。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1）女性

对风险更敏感，在管理战略中把人的生命而

不是经济利益作为首要任务。2）女性更有可

能发展扁平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结构，这

些结构更强调透明和清晰的沟通、同理心和

人际关系。这些都有利于倾听不同的声音，

达成共识的决策以及有效和负责的管理。3）

领导层中的女性比男性更善于管理危机，她

们在危机中表现出更强的抗压能力。报告认

为，同理心、适应力和人际关系技能是对未

来领导人可能提出的更高要求。 

然而，妇女在应对新冠疫情方面取得

的成功并没有改变大多数人对领导层中的性

别观点的态度。根据七国集团国家的一项调

查，只有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女性担任

国家元首感到满意。(Batha, 2020)世界卫生

组织(WHO)的统计数据也呼应了这一担忧，它

指出全球只有35%的领导角色由女性担任，其

中35%是抗击新冠疫情的决策者，而其余的决

策者是男性。这表明，在规划、执行和提供

保健和相关产品的过程中，妇女的需求和关

切很容易被忽视或忽略。 

一个例子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

时，中国出现的卫生垫短缺。原因不是产品

本身的短缺，而是由男性决策者造成的人为

问题，他们认为与其他个人防护设备（如口

罩、护目镜、长袍等）相比，卫生护垫并不

具有紧迫性。如果决策者是女性，他们就会

理解一线卫生工作者的不适，他们在来月经

的时候会被血和尿浸透，被迫整天用一块垫

子应付。(Shi, 2021)。 

北京大学进行的“新冠疫情媒体报道

中的女性：对23家中国媒体报道的内容分

析”表明，只有1.8%的报道是公正的，显示

了妇女抗击疫情的韧性和团结精神。只有少

数人从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的角度分析了妇

女的困境，并对漠视妇女的父权文化提出了

批评。关于妇女的关注度，正如调查中所报

道的那样，各种媒体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

些报道介绍了杰出的卫生工作者和新冠患

者；然而，妇女受到的关注总体上远不如她

们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所产生的影响。 

同时，由于中国的疫情最初似乎得到

了控制，媒体对新冠疫情的报道在很大程度

上减少了，从而使投射在妇女身上的焦点变

淡。大多数提到女性英雄事迹的报道都与赞

扬集体主义和专业主义的价值观相一致，并

呼吁社会各界参与抗击疫情。然而，女性很

少被描述为政府官员、专家学者或对决策和

政策执行有影响力的社会工作者等专业角

色。相反，报告中盛行的故事强化了妇女作

为母亲、妻子和女儿的传统形象（北京大

学，2022）。 

考虑到妇女的贡献和中国
新闻媒体对她们的描述的
惨淡景象之间的对比，我
们是不是该问问我们是否
需要更新对妇女领导力的
思考？中国的传统中是否
存在阻碍我们理解妇女在
公共生活中作用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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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在中国国家电

视台播出的有争议的电视剧，为卫生工作者

致悼词。该剧因其父权制度视角而受到网民

的严厉批评，在该剧中，女性被视为其男性

同行的支持性角色。尽管剧中有一位女科学

家担任领导角色，但该剧没有显示出她的

专业精神，而且倾向于忽视在现实中主要是

女性卫生保健工作者在自愿与新冠疫情作斗

争，并在医院运作和疫苗的研究与开发中承

担大量职责。 

考虑到妇女的贡献和中国新闻媒体对

她们的描述的惨淡景象之间的对比，我们是

不是该问问我们是否需要更新对妇女领导力

的思考？中国的传统中是否存在阻碍我们理

解妇女在公共生活中作用的障碍？毕竟，毛

主席有句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但是，鉴

于从中国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领导模式，我们

如何对她们的服务表示适当的重视？开始这

种重新评估的一个好地方是关注儒家传统中

的女性形象。妇女能成为君子吗？目前对君

子领导力的关注是否对男性和女性的贡献平

等开放？ 

评判

什么是君子？妇女能成为君子吗？ 

儒家传统赞扬君子是人类仁义的化

身。它是一种理想，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论语》5：16）。善

良、公正、尊重和谦逊，似乎完美地体现在

分配给女性作为母亲、妻子和女儿的传统角

色中。女性应该谦虚地支持她们的丈夫，

即使在社交聚会中也要克制自己，不要占上

风。事实上，女性可能经常由于过于谦卑而

拒绝了她们应得的领导职位。在处理人际关

系时，妇女通常是公正和善良的；她们通常

倾向于避免紧张、冲突、不公平和误解。由

于她们的养育天性，她们对他人有同情心和

尊重。她们普遍的关怀和公平感似乎是内置

的，是进化的礼物。但我们是否可以更进一

步，将这些形象与当代女性的领导经验联系

起来？那么，我们可以问，女性是否也符合

君子的理想，甚至比男性更自然？ 

根据孔子的说法，在行使君子领导力

时，应该从家庭开始，向外扩展到自己的企

业或职业，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无

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社会服务机构。当然，在

照顾家庭的关键角色中，女性最初体现了君

子领导的模式。但在传统上，她们的角色受

到有关男女世界差异的传统假设的限制，即 

“外”和“内”的界限。传统上，受人尊敬

的妇女被限制在内部（Nei）家庭及其责任中

（Ebrey, 1993）。理想情况下，即使在传统

家庭中，妇女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也会践行

正直、仁慈、智慧、礼节和真诚的美德，孩

子们在这里接受正确的礼仪教育，成长为有

智慧、公正和值得信赖的体面人。事实上，

即使在今天，大多数母亲也在努力做到这一

点。到目前为止还不错! 

在整个儒家经典中，认识君子的方法

之一是与心胸狭隘的人（小人）进行比较。

这里有两个例子。 

孔子说：”君子之心存乎义，小人之

心存乎利。(论语》4:16）。

在回答“女性能否成为君
子”的问题时，我们重新
审视了孔子的一些教诲和
《女四书》，并得出结
论，女性在实现自己成为
君子方面不应该有任何障
碍。我们的发现与当代关于
女性如何为抗击新冠疫情
做出贡献的研究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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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君子必须先关注自己的德

行....，因此，德行是 “根”，财富

是 “枝”。如果你把 “根 “放在外

面，把 “枝 “放在里面，你就会与

你的人民斗争，让他们抓住一切可以

抓住的东西。如果你聚集财富，你就

会分散人民。如果你分散了财富，你

就会聚集人民。(《大学》, 13)

应用到女性与新冠疫情的斗争经验中，虽然

女性和男性都对风险敏感，但在面对人命的

损失时，女性是冒险的，而男性则倾向于关

注封锁和社会疏远造成的经济损失。女性在

新冠疫情危机中的领导力不是给了我们一个

有用的例子，说明君子以德为先，以利为重

吗？在执行孔子关于德为根、财为枝的教导

方面，妇女似乎更加有效：在像新冠疫情危

机这样的特殊时期，她们表现出对人民的关

怀，而不是经济增长。 

但事实上，孔子对女性说了什么？孔子的教

导真的是性别歧视吗？

最具争议性的儒家教诲来自《论

语》，“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

17:25）然而，在翻译这类说法时，人们可能

没有理解孔子用 “女子”表示 “女孩”的

真正意图。这一点似乎是专门针对在中国家

庭中从事低级职位工作的女性，而不是作为

对一般女性的观察。(Kinney, 2017)。这难

道不是解释孔子的教导更合理的方式吗？既

然孔子的核心教诲是对所有人仁爱，那么假

设孔子是性别歧视，打算贬低所有女性，这

不是自相矛盾吗？这将与他关于男女平等的

教导相悖，例如在《中庸》中：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

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

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

而不悔，唯圣者能之。”（《中庸之

道》，11）。

在这里，孔子明确断言，君子之道可

以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学习和实践，因此，至

少在理论上，都可以成为君子。这为儒家传

统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尽管如

此，儒家传统普遍忽视了这种可能性，接受

了传统的、继承的规范，严重限制了妇女的

领导机会，这仍然是事实。

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女君子？中国妇女如何看

待妇女的领导地位？ 

鉴于孔子强调男女的自我修养和教

育，汉代的一位女学者班昭（公元前116年）

在她的书中发展了这一教义。她在《女诫》

一书中指出，妇女被禁锢在家中，不应作为

剥夺她们自我修养的借口。她提倡女性接受

教育。“那么，那些先生们教他们的儿子而

不教他们的女儿，难道不是不合理的歧视

吗？”这被视为第一本关注女性教育的书，

《女诫》却被批评为延续了“男尊女卑”的

父权精神。班昭的开创性工作后来形成了对

女性角色和教育的传统理解，后来在中国历

史不同时期的三本书中得到发展。宋若昕

和宋若昭的《女论语》（ Nü lunyu ）、仁

孝文皇后的《内训》（Neixun）和刘夫人

（贞洁的王寡妇）的《女范捷录》（Nüfan 

jielu）。 

虽然班昭的指示在中国历史的前现

代时期一直作为“三从四德”（Sāncóng 

Sìdé）而广为流传，但如今却被指责为提倡

对女性的极端歧视和压迫，剥夺了她们思想

和生活的自由和自主权。然而，通过仔细检

查和思考，那些《女四书》（Nü Sishu）不

也为女性的自我修养和意识提升提供了途

径，鼓励她们争取受教育的自由，为公共利

益作出贡献吗？(Pang-White, 2018)那些寻

求重新解释儒家教义的女学者不也在努力通

过自我修养使自己成为君子，并帮助其他女

性这样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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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

女人能成为君子吗？是的，从君子所

拥有的美德来看，女性甚至可能天生更有君

子的天赋。在那些声称是君子领导的人中，

女性是否发挥了她们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很

遗憾，没有。女性解放运动已经开展了几十

年，但女性在商业、政治和其他公共服务部

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人数仍然明显不足。 

为培养更多的女性君子领袖，应该做

些什么？以下是一些供进一步思考的想法。

对于女性来说，最基本的是她们要有

信心和动力。当机会出现时，要抓住它，不

要因为担心不够完美或担心自己的资历而退

缩。要有动力!玻璃天花板可能只是存在于你

们自己的头脑中。对于女性来说，鼓励你的

女儿实现她们的梦想，敢于成为领导者。

对于男人来说，要支持你的妻子和你

生活中的其他女性，以实现她们天赋的充分

性。摒弃女性应该呆在家里，履行妻子和母

亲职责的偏见。在工作场所，尊重你的女同

事和女领导，因为她们是真正的人。不要让

你自己的焦虑蔓延成大男子主义的嫉妒，表

现为对女性能力和行使行政职责的阴谋论和

恶意的颠覆。

对政府来说，为女性提供现实有效的

政策和措施，使她们从照顾家庭的沉重负担

中解脱出来，同时在家庭之外努力实现自己

的最佳状态。如果女性能得到支持，她们的

成就将远远超过人们对她们的普遍期望。 

最重要的是，应该改变和转变固有的

心态和社会对女性的看法。抛弃顽固的旧教

义和性别定型观念。 

毋庸置疑!女性可以实现高标准的君子

领导力，甚至成为更好的君子！”。 

结论

在回答 “女性能否成为君子”的问题

时，我们重新审视了孔子的一些教诲和《女

四书》，并得出结论，女性在实现自己成为

君子方面不应该有任何障碍。我们的发现与

当代关于女性如何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出贡献

的研究相一致。为了促进更多的女性参与领

导工作，我们提出了一些想法，让男性和女

性一起努力，政府和社会要改变固有偏见和

刻板思想。 

讨论问题

1. 你从孔子关于“女子”和“小人”的教导

中读到了什么？

2. 你认为儒家思想是性别歧视吗？为什么或

者为什么不是？

3. 你对 “女人能否成为君子”这个问题的

答案是什么？ 

4. 你认为女性能比男性成为更好的君子领袖

吗？为什么，为什么不是？

•

吴达西，案例研究档案，北京罗世力国际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

丹宁思, 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研究

主管，澳门利氏学社学刊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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