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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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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派系是台湾地区政治中较为独特的政治现象。国民党退居台湾地区后，在台湾地区建

立了庞大的基层组织，重塑了台湾地区的政治派系生态，甚至形成了所谓的恩庇侍从体制。随着政

治转型，台湾地区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生活习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政治派系模式和政

治生态结构瞬息万变。在这一过程中，台湾地区政治派系呈现出三种变化态势: 一是逐渐瓦解殆

尽，二是逐渐减弱、分裂或移转，三是逐渐凝聚与强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台湾地区政治派系

与政治生态的发展演变是同频共振的，对这一现象的研究是理解台湾地区政治的重要观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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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政治研究中，派系与派系政治往往不大受

到关注。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派系在政治过程

中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某些地区或某些特定情

况下，政党积极利用派系作为其政党活动的补充，还

能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台湾地区是派系相对活跃的

地区，尤其是在政治转型以来，台湾地区的派系政治

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研究台湾地区地方派

系及其对政治的影响，当能够使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

认识台湾地区政治的形态及其走向。

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及其起源

台湾地区是比较特殊的地方政治形态。在台湾

地区的派系政治中，地方政治人物往往以地缘、血

缘、宗族或社会关系为基本结构，聚集结合，以争

取政治利益的组合。以选举、议会等为主要活动场

域，具有在地方政治上决定选票、推荐人才影响选

举与决策的功能。而同时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虽因

为风俗民情及人际连接而有相同之处，但是却因为

每个地方的经济与政治条件不一，派系人物作风与

人格特质不同，展现出每个不同的地方派系的经营

方式与风格。
因此，台湾地区地方派系是按照人际互动关系

所形成的社群样貌，经由人情义理、文化与风俗的

结合，加上政治和经济条件的互补，所形成的一个

集政治、经济、利益与感情的多元价值所统整的组

织群体。
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具有以下特点: 1. 地域性。

2. 初期地方派系的形成通常是地方上的政治精英相

互竞争的结果。3. 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多数都可以

指出派系领导者。4. 地方派系主要的活动场域为参

与政治性选举，次为准公部门如农、渔会等职位的

竞逐。5. 台湾地区早期政党发展中，地方派系几乎

都是依附于国民党。依据调查，台湾地区地方派系

按层级的不同可以分为: 派系、桩脚、民俗网络。
此三种网络层级能使派系成员运用人情压力，有效

动员派系成员与基层选民。
派系不只是一种统御模式，也不只有一种社群

关系，派系除了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分配外，也有

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与决定的力量。这样看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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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将地方派系定义为一种地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地

方派系与社群网络一样，也同时兼具 “拟似家族团

体连带”和 “情感与利益加权关系”，以及不同层

级政府间“包容式行政”的色彩。
有关“地方派系”的源起，一种观点是比较人

类学的“自然发生”论述，另外一种则认为地方派

系是外来政权故意创造的。［1］
认为地方派系是外来

政权为了便利统治所故意创造的，以学者吴乃德的

论点为代表，其认为“地方派系”建基于国民党的

“恩庇侍从主义” (patron － clientelism)，这是两种

政治精英的搭配。国民党在低区性的选举，召集地

方人士投入选战，成为与自己相同理念的党员，以

维护自己的政权正当性，而且利用了地方派系在选

举制度下能互相抗衡的功能，作为自身统治的重要

手段。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学者赵永茂，虽然他没有

明示地方派系为国民党所创造，但他明确指出地方

派系是战后因应地方选举而出现的政治现象
［2］。

持地方派系自然生成看法的布鲁斯·雅各布

(Bruce Jacobs) 则没有明示派系生成的时间。［3］
倒是

历史学者吴文星认为，台湾地区的地方选举和区域

政治职务 (参事、区街庄长、保正、甲长、府评议

会员、各级协议会员) 大约在 1920 年代开始，因此

地方派系是在日本统治时代就已经形成。［4］

研究者大致上可以对台湾地区地方派系的形成

时间达成共识，即地方派系的分类结构始于日治时

期的社会阶层分歧，但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时代，因

为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地方派系由此从中壮大，成

为恩庇侍从体系的一环。问题是，战后的台湾地区

面对二·二八事件及其后清乡的打击，大量的本土

精英消失
［5］; 然而吴乃德和陈明通认为战后的地方

精英，与战前的社会政治参与者有相通，但是二·
二八事件之后，许多县市参议员在面临社会的重大

动荡后，八成以上的政治精英消失于政治领域。［6］

吴乃德和陈明通的看法，奠定了台湾地区 “地方派

系”研究必须与战后国民党统治技艺相联系的基

础，其中或许有战前社会分歧的历史基础，但那并

不影响战后派系运作的逻辑与国民党的统治技艺。

台湾地区地方派系的发展

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发展，一直是近代政治学

研究的焦点议题。吴乃德的 “恩庇侍从体制”当然

是最受瞩目的看法，他的控制与动员说，深刻地影

响了台湾地区地方派系研究的方向，诚如研究国民

党选举机器的任雪莉所指出，吴乃德的博士论文是

至今关于台湾地区地方派系在选举动员的描述上最

权威完整的作品。事实上，以后的研究者无论是王

金寿讨论侍从体系崩解，还是赵永茂以高雄县内门

乡为例去分析乡级地方派系在几十年来的选举动员

结盟方式，陈华升讨论县级派系和乡级派系之间的

动员关系，甚至王振寰谈民主化后国民党如何引导

国家机 器 转 型
［7］，都 不 出 吴 乃 德 的 控 制 与 动 员

论述。
国民党一直以来利用党的力量和地方派系同时

深入本土社会的最基层，以作为其统治的手段及基

础。虽然无法证明国民党在地方选举的动员中，党

的力量可以超越地方派系的力量去控制投票结果，

但辅以吴乃德教授点出的 “空降”案例来看，国民

党的党部机器在“控制”地方派系上，当有成功的

影响力量。
国民党之所以在台湾地区能建立庞大的组织，

其深入基层的过程一直被人关注。通过国民党的历

史发展，可以看出台湾地区派系的一些发展轨迹。
1950 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地区建立了统治基础，并通

过动员戡乱体制、戒严、实施党禁、舆论检查、学

校教育控制等手段，建立了一套威权体制。这种结

构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党领政、以党领军，党对政权

机关进行监督指导，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
初期国民党对地方政治精英用有限的地方选举

加以笼络，要求当选的地方政治精英加入国民党，

希望以党的力量来规范之。同时，以 “区域性的联

合独占经济”的诱因笼络地方派系，包括信用合作

社、农会信用部门、渔会信用部门、汽车客运公司

等。为防止反叛者的政治活动形成有组织的反对势

力，领导者运用了两项手段，一是禁止候选人的选

举同盟，另一方法是禁止新政党的建立。
1970 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院长”、党主席、

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自觉政权稳固，已无其他

势力可抗衡，因此想铲除地方派系，全部选拔重用

来台之后所栽培的党工干部，以便完全控制地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 年，20 个县市的选举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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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提名了 17 位不具派系偏好的县市长候选人，这

种排斥派系的拙劣、私心的手段，反而引起了地方

势力的反弹。因此，这次选举结果是国民党失去了

四位县市长席次 ( 台中、台南、高雄、桃园)，并

引爆了一次反抗威权的中坜事件。并且在美丽岛事件

之后，开始了反对党人士参政与公开竞争的机会，促

使政府逐渐开放，一步步走向民主化与本土化，终于

在 1987 年解严，结束了国民党长期的威权控制。
1980 年代，台湾地区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反

对党成立、立法机构全面改选，对国民党的执政带

来威胁。其他政党都想推翻国民党，真正取得执政

权，因此选举过程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

下，国民党为了继续执政，便加强了与地方派系的

合作关系。政治转型之后的反对浪潮兴起，社会动

员与控制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由上而下的动员

控制能力逐渐式微，而由下而上的草根动员能力却

日益增强。在权衡之下，国民党只好利用黑道关系，

引入桩脚动员系统。黑道人士也想通过选举洗白，

甚至是维持黑金事业的发展，希望在取得行政资源

后，对自身的特种行业进行庇护，放松取缔非法营

业，利用对警政机关进行质询监督、控制预算给予

压力，为他们所经营的事业护航。 “反黑金政治”
成为反对党强力的要求。

当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地方派系与选举之间的

关联性时，也是着眼于地方派系与经济资本之间的

关系，这也是一些研究派系的学者关心的方向。例

如朱云汉与陈明通对于国民党以区域性独占经济、
公营行库的贷款、政府采购案以及地方政府的经济

利益笼络派系持续支持国民党政权的研究
［8］，广为

学者引用。王振寰就在这个基础上，以国家机器的

概念继续讨论 1992 年立法机构全面改选后，地方派

系的力量如何往上层扩张，扩大其经济资本
［9］。陈

东升在《金权城市》中也表示出类似的观点，认为

土地重划利益赤裸裸地影响台北地区的地方政治，

并成为地方派系挥军台湾地区政权的雄厚资本。

政治转型如何冲击地方派系

地方派系的政治受到重视，派系的反扑有时也

确实冲击了国民党的统治能力。但随着政治转型的

进程，地方派系面临新的处境。王金寿指出，国民

党为了维系政权所建立的侍从体系已经招致破坏，

不只是侍从体制在分解，依赖侍从体制而生的地方

派系也因为政治转型的脚步而逐步崩溃。越到后期，

国民党不只买票机器失灵，地方派系也变得不听指

挥，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的地方派系与侍从体制

通通崩解了。［10］

徐永明和陈鸿章就用量化数据呈现岀 1980 －
2000 年之间的地方派系和国民党与选举的关系。他

们认为，1980 年代地方派系呈现了 “选举效率增

长”与“深化政党”的形态; 而 1990 年代的地方

派系则呈现了“选举效率衰退”及 “深化政党”的

形态。也就是说，地方派系与国民党越来越水乳交

融，但派系在选举上却面临反对党的强力挑战，开

始有动员失灵的现象。［11］
某种程度来讲，徐永明和

陈鸿章认为选举机器失灵的同时，国民党和派系之

间的互赖却越来越深。
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没有正式的运作规章，也

没有明确的界定范围和稳固的选举人，但是它以共

同的利益结合人际关系，影响政策分配的过程，因

而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利益团体的雏形。
然而，地方派系是过去传统农村社会人与人之

间的“人情” “自我价值” “地方归属”等非正式

组织、小团体所延伸出来的社群团体概念，随着社

会形态的迅速变迁，地方派系从缜密逐渐走向松散

及削减
［12］。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派系模式发

生了变化。教育水平的提升、都市化的发展、媒体

的革命性变革、信息传播的迅速、人口流动的频繁，

以及小型社区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人民得到政治

与其他方面的资讯管道五花八门，因而有可能培养

出具有“政治效能意识”( sense of political efficacy)

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拥有更高的政治素养

与自主的选择权，这样的进程发展与过去传统农村

所看重的见面三分情式的互动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有学者发现，派系发展的现实状况已有改变。在一

项研究报告中，偏僻或者都市化较低的地区，较难

形成派系。而在都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人民自主

性高、人际互动频率弱，同样也缺乏派系动员的条

件，因此地方派系网络的建立也很艰困。相较之下，

处于中间形态的地区———现代化与都市化发展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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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既具备足够及便利的都市利益，同时还存

在派系发展所需的人际网络，反而在这种地区内，

地方派系政治的经营是最容易的。

派系与派系政治的发展及其走向

在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皆发生了如此巨变的情形

之下，地方派系以及派系政治，在 1980 年代中后期

至 2000 年代后期的 20 余年间，可说是台湾地区政治

学研究相当醒目的显学。不过，这股传统的地方派系

研究，在 2000 年后因为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程中

国民党下台，改由民进党执政，遭逢重大的变化。随

之而来的地方派系研究议题则是执政的民进党和各地

方派系之间会产生怎样的互动关系。根据近些年来台

湾地区学者关于派系问题的研究，对台湾地区派系以

及派系政治的走向大致有如下一些看法。
一是，瓦解殆尽的地方派系。过去，国民党为

了巩固统治根基，使用及控制寡占性经济资源，作

为安抚、拢赂与奖赏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型的地方

派系。然而政治转型之后，当国民党充当 “恩主”
的可能性日益减少，不再具有利益交换的优势，尤

其 2000 年民进党执政后，通过一连串的立法斩断了

地方派系赖以维生的钱脉来源，例如围标政府公共

工程、规范政治资金等。加上近年来不断独立的司

法体系、查贿、肃贪，使得地方派系 “买票”技俩

和管道受到重创。以至于政府和派系之间的从属结

构松动甚至瓦解，派系在后续的选举角色扮演中也

逐步失去了它的功能性。持上述类似主张的王金寿，

在几次选举观察和深度访谈屏东县地方派系之后，

认为以屏东为例地方派系几乎已经瓦解殆尽。［13］
他

认为这个现象凸显出过去对于地方派系的研究成果

将不再适用于现今的地方政治状况。再则在新的选

举制度改革之下，虽然派系之间拥有合作的可能空

间，但派系间相争的“路径依赖”依然存在。林文

斌认为在基层政治中出现了 “双重侍从关系”，即

地方派系领导人和成员间形成的 “侍从关系”，以

及国民党与地方派系通常夹带着利益交换关系的另

一种“侍从关系”。［14］

二是，逐渐减弱、分裂或移转的地方派系。另

有一派学者认为威权体制的崩解、民主转型的成功，

社会经济程度的提升，同时都市化的快速发展、现

代化的人际关系趋向疏离，再加上二次政党轮替的

形态巩固之后，地方派系的权力结构、运作方式与

政治制度的变化、政党之间的互动，都产生了结构

性的变化，渐渐地由单纯的一党独大下的派系山头

掌控局面，转变为复杂的派系山头间的竞争、重组、
结盟或走向政党之间的竞争。另外，派系上层是以

利益为最主要的考量，而有些派系的基层则是以感

情、主张与理念而产生的向心力与忠诚感，在感情、
主张与理念无法被满足甚或被出卖的情形下，投靠

其他的派系或组织，或者退出派系与政治活动，这

种种情况也趋于复杂化。而此时，基层群众的心声、
情感若找到了可以替代的对象，脱颖而出的组织、
团体因缘际会也可弥补出现的政治空隙。因此像传

统国民党地方派系的动员管道，如农会、水利会、
信用合作社及黑道，都已经随着政党轮替、政府政

策以及社会发展、经济成长等外在环境变迁，逐渐

失去或降低选举动员的能力。
台湾地区的地方派系根植于本土社会的文化结

构，如利用血缘、姻缘和地缘等传统社会人际网络来

建构派系组织。但是，随着时代的改变，这种凭借着

传统人脉建构的组织已逐渐趋于松动，反而是因应职

业、兴趣或专长而新兴的社团组织，例如小区发展协

会或者义警、义消等社团组织，其动员力量不断增

强，是否取代原来的地方派系山头，其动员及依赖的

途径为何，也值得关注。另外，“县长－乡镇市长－调

解委员”此种依据行政体系所建构的派系是否将会完

全掌控县内的行政资源，也值得后续观察。持上述主

张的学者以黄德福等为主。黄德福认为台湾地区社会

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尤其是以传统人际关系取向为

主的地区，随者社会经济生活的快速现代化，应该才

是降低地方派系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15］
王业立指

出，地方派系在经过中央及地方政权轮替后，影响力

缓慢下降，其领导方式已渐由一人领导逐渐走向集体

领导。与政党的结盟方式，也由一派一党逐渐走向一

派多党。全县型的地方派系逐渐松动，地方山头型政

治人物影响力日增。［16］

二次政党轮替形态巩固之后，地方派系的权力

结构产生移转，由单纯的一党独大下的派系山头转

变为复杂的派系竞争、重组、结盟或走向政党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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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地方派系和国民党出现了恩庇者移转的现

象，民进党执政以资源释出争取传统上支持国民党

地方派系的结盟。立委选制的变革，加深了政党间

的对决，地方政治势力由派系间的竞争朝向政党间

的竞争。但政党竞争是否能完全取代派系竞争，则

仍有待观察。
三是凝聚与强化的地方派系。2000 年 3 月台湾地

区领导人选举后，就国民党而言，地方派系有区域结

盟与更“中央化”的现象。尤其是随着选制的改革，

立法委员选举采用政党竞争的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

立法机构的角色增强，这些区域结盟与高层结盟或次

团体、派系化的现象将因此而可能有增强的趋势。就

地方派系与外部社会、经济、地缘环境的关系来说，

在乡村与边陲地带，国民党、亲民党的派系都有和黑

道、金权三位一体化的现象。另外，就民进党而言，

随着地方、高层逐渐取得执政权的激励，各派系之间

也有新的结盟、串流与扩张，亦渐有由原来理念型派

系转而成为接纳黑、金体系与人士的黑金派系的现

象，而亦有可能渐渐地成为台湾地区地方派系新生态

中的一环。赵永茂就认为，地方派系有区域结盟及更

高层化的趋势，尤其随着立法机构角色的增强，这些

区域结盟与高层结盟或次团、派系化的现象将有可能

会加强，且已呈现若干政党移位与功利移动的现象。
而随着都市化与民主化的提升使选民自主性也跟着提

升，地方派系掌控的选民似乎逐渐减少，但是在地方

性 (乡镇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民代表及村里长)

的选举时，地方派系仍然是会对选举结果造成不可忽

视影响的力量，尤有甚者亦可能影响全台湾地区选举

的结果。［17］
因此就更凸显出，对国民党内的派系来

说，新的选制 (单一选区两票制) 反而可以使地方

派系的地盘变得更为稳固; 但是不一样的却是，原来

属于全县型的地方派系，在选制变更后，其地盘的分

布转而成为以选区为单位的地盘分布，如此才能便利

其于选战中操盘与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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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 of MLG and PAD in the 592 key poverty countr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ree types of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1)the bottom, which means the standard of MLG is lower than PAD, 2)the unity, which means the
standard of MLG is equal to PAD , and 3）the upside down, which means the standard of MLG is higher than
PAD.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among the three relationships, the bottom will always be the policy goal that needs to
be adhered by the MLG system. Rather than an average welfare, the MLG system is still a bottom assistance
especially for the poverty countries. Therefore, only the standard of MLG is lower than PAD, can the MLG system
reflect its "bottom up" positioning and show the "last layer safety net" effect.
Key words: poverty; standard of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social assistance

Logic Defect about Urbanization Vitalizing Rural Area
———Based on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Tang Yalin

Shen Duanfeng & Wang Xiaoqi
Abstract: On the issu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optimists of urbanization appeared, in that the consumer demand
of urban middle class provides impetu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Most rural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proposed to
develop rural tourism, to construct landscape scenery and to make it become consumer goods for city dwellers.It is
commonly called that urbanization can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But the fact is that consumerism vitalize the
rural area.Consumerism replaces original nationalism and becomes the mainstream thinking on rural construction.
The rural area becomes the leisure and consuming space for city dweller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the rural area will be lack of subjectivity,local knowledge and developing capacity. The right of rural
culture will be deprived,and then the rural area will become a place that provides ecology and landscape service.
In the absence of substantial change about urban-rural relationship,it is an illusion that urbanization vitalizes the
rural area. Perhaps urbanization could be conducive to construct beautiful village for urban middle class, but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s hard to change. Urbaniz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rural prosperity. The key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urbanization lies on wether achieving rural
equality and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balance of urban-rural relationship, the affect of
consumption and capital must be imposed on restrictions. It should be comfirmed that peasants have rights to lead
and participate in rural construc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realize fammer-focused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consumerism; rural value; rural revitalization; urbanization; right of leading; right of participation

Against the New Hegemony of Auditory Culture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Zhou Zhiqiang and Wang Dun

Liu Xinting
Abstract: When the study of auditory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spread i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a local "auditory
culture turn" is emerging in China. Is it auditory culture or sound study? Is it auditory cultural study or sound
political criticism? Considering the new trend of "audio-centrism" such as audio publishing, intelligent voice
assistant and auditory marketing, the booming sound study is not to follow the existing visual culture step by step
and promote the analogy of hearing to the new hegemony status. The radicalization of sound studies by theorists
such as 譕i觩ek is striving to transcend the paradigm of the "linguistic turn" and finds new theoretical frontiers to
hit the metaphysics subject.
Key words: sound studies; auditory culture; 譕i觩ek ; Zhou Zhiqiang; Wang Dun

Local Factions in Taiwan Area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olitics
Sang Yucheng & Shu Cuiling

Abstract: Faction is a unique political phenomenon in Taiwan politics. After Kuo Min Tang withdrew to Taiwan, it
established a lot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reshaped the political factional ecology and even formed the so-called
patron-clientelism. With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he political system, economic change,
social structure and living habits have undergone great changes, and political faction pattern and political ecological
structure are changing rapidly. In this process, the political factions in Taiwan presented three changes: Firstly,
gradually disintegrated, secondly, gradually weakened, divided or transferred, and thirdly, gradually condensed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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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ened. In this sense, it can be considered that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aiwan′s political factions
and political ecology are cofrequency resonance, which means the study of this phenomenon is an important
observation window for understanding Taiwan′s politics.
Key words: Taiwan; faction; politics transition; faction politics

Separation of Powers: System Design Involved in Judicial Reform of Inspection System
Sun Jianwei

Abstract: In China, there is a phenomenon that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management authority and
procuratorial power are merged and crossed when used, and the power is not specific in determining the nature and
position, which leads the independence of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to a serious obstruction.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o
separate procuratorial authority from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ffairs authority. The transaction management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can be divided into purely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management power and
complex judicial administrative affairs management power, but the goal is to run its prosecutorial power .This paper
explores to break the restriction of local protectionism, administrative policy, salary mechanism, evaluation system,
etc.based on national conditions. Enhancing the top design and choosing the pattern of "the center upward shift and
separating moderately" are very important. So that we can change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mote principal status in
handling cases for public prosecutors and set up an separation system two powers of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consistent.
Key words: prosecutorial system; administrative affairs management power; procuratorial power; separation;
institutional design; separated model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Culture: Yan Fu′s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Gao Like

Abstract: Yan Fu′s western theory of "freedom as the body and democracy as the use" has discovered the essence
of moder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revealed the value core and order principle of modern western society. He
distinguishe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 terms of freedom, patriarchal society and national society, and
revealed the essence of China′s problems. Yan Fu′s Westernism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covery of
modern civilization. Yan Fu′s theory of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not only surpasses the conservative theory
of Westernization School, but also differs from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Yan Fu reveal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roblems in the era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 China′s modernization is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Yan Fu′ s theory of "national character" in his later years highlighted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and deepened his thought of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the West. From
advocating "Western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o preserving "national character" later, Yan Fu lingered in
the ideological dilemma betwee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all his life, highlighting the profound
tension between the two them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Yan Fu; China; West; civilization; cultur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Feelings of Saving the World of the Female Ci-poets in Modern China
Xu Yanting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some of the female ci-poets came out of
the boudoirs and had the feelings of saving the world, which was mainly due to the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they began to pursue independence, freedom, equal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saving the people as
well as men.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entering the workplace, they take on social work to practice their feelings
of saving the world, teachers and the social work of the newspaper become the main choice of most of them, and
teachers are more. The female Ci-poets′ feelings of saving the world inevitably affect their creation, and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to promote their social writing: with the internal fission of the female Ci, some female
Ci gradually began to carry more social capacity, showing a broad context of observing social livelihood, especially
in the writing of current events.
Key words: modern China; female ci-poets; feelings of saving the world;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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