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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聚焦近现代中日两国女性成长史，以中国电影《茉莉花开》与日本电视剧《百年

物语》为具体研究对象。在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女性的成长与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通过对这两部

影视作品的深入分析，探讨中日两国女性在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下的成长历程。从家庭角色转变、社会

地位提升，以及自我意识觉醒等多个角度，比较两国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所面临的相似挑战与不同机遇。本研究

旨在揭示近现代中日两国女性成长的特点与差异，理解两国女性成长的历史脉络，促进跨文化交流。同时，也

期望为当代女性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推动性别平等与社会和谐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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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近现代的历史长河中，中日两国都是东方文明中

极具代表性的国家，它们经历了繁复而又深刻的社会变

革，这些变革不但塑造了国家的命运，而且极大地影响

着女性的成长与发展。在这一时期，女性的成长路径既

体现出个人的拼搏与反抗，也映照出社会架构和政治体

系的重大变革。近年来，“她力量”的崛起成为全球性

的热门话题，女性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社会治理等

诸多方面所起的作用越发突出，渐渐变成引领社会向前

迈进的关键力量。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女

性代表诉说着自己的奋斗事迹，激励着更多的女性投身

社会建设。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已有十多

位女性走上代表通道、委员通道，在不同的领域绽放光

彩。“她力量”在日语中写作“ウーマンパワー”，是

对英文“Woman Power”的音译。这一概念在日本社会中

主要用于讨论女性在职场的活跃表现、女性领导力的提

升以及性别平等问题,体现了日本社会对女性角色认知的

转变，即从传统的家庭主妇到职场女性的多元化角色。

日本通过“女性活跃推进”政策，鼓励女性在职场和社

会中发挥更大作用。而“她力量”在研究近现代中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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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女性的成长上，可以概括成为当时女性勇于挣脱时代

和世俗的束缚，从而展现出的勇气和毅力。

现有研究多聚焦单一国家或政治、经济等单一层面

探讨女性成长，缺乏对中日女性成长史的对比研究，且

较少从影视作品切入。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将《茉

莉花开》和《百年物语》进行比较研究，这填补了现有

研究的空缺。站在比较文化学的层面上看，对两部作品

进行比较研究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一，二者所处的时

代相近，均关注女性在家庭、社会、爱情等方面所经历

的挣扎和蜕变。其二，中日两国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

等方面的差异，可帮助我们探究同一历史时期两国女性

成长的异同。其三，对两部作品的研究还能为性别平

等、影视文本研究以及中日比较文化研究带来崭新的视

野与方法。

本研究以《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为对象，分

别以中日近代历史为背景，通过女性视角展现了时代变

迁之下女性的命运起伏和成长历程，为研究女性成长史

给予了宝贵的素材。

本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两国女性成长经历的体会，明

晰女性对社会发展的意义，进而给当代女性的发展赋予

有益的启迪和参考，推动对性别平等的认识。

2  《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作品
简介与社会文化背景

2.1  《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作品简介

《茉莉花开》是2006年由侯咏执导在中国大陆上映

的影片，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妇女生活》。张瑾、余高

峰［1］在《花开花落 花事未了——解读〈茉莉花开〉中中

国女性意识的发展历程》中指出，《茉莉花开》通过讲

述一家三代女性的爱情和命运，反映出20世纪中国女性

的爱情观、婚姻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其中折射出的女

性意识，更是生动展现了20世纪中国女性的成长。

《百年物语》于2000年8月28日在日本首播，是日本

TBS电视台为了呈现20世纪日本社会精心制作的电视剧。

剧中叙述的三个故事横跨明治到平成时代，讲述了大正

后期至现代平成这一百年间，三段不同时空、同样浪漫

的恋爱物语。该剧以松岛菜菜子为主角，展现三代女性

命运交织，挑战爱情、家庭与社会的束缚。

2.2  《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的社会文化背景

（1）《茉莉花开》的社会文化背景

《茉莉花开》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通过一家三

代女性的爱情故事，展示中国20世纪30年代、50年代、

80年代的女性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和成长历程。

（2）《百年物语》的社会文化背景

《百年物语》借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爱情故事，呈

现日本从大正时期到平成时期的社会变迁与女性成长。

在这两部作品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促使女性有

着不同的成长经历与命运，同时也反映了两个国家在近

现代历史进程中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3  《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中女
性的成长史

3.1  《茉莉花开》中的女性成长史

（1）茉的青春幻想和悲剧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十八岁的茉和母亲相依为

命。怀揣电影明星梦的茉因孟老板的物质诱惑和爱情承

诺而委身于他，却在怀孕后惨遭抛弃。茉的一生受制于

“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将自我价值寄托于男性认

可，她的生活充满了对男性的依赖和对过往辉煌的执

念。由此可见，传统封建思想以及男权社会对茉的影响

极为深刻，她被旧时代的社会结构束缚，女性独立意识

始终被压制，对男性的依赖成为了她生活的全部。虽然

在某些时候，茉也会在想男人是否真的可靠，但对茉来

说，只有当男人折服于她的魅力，她才能感受到人生价

值。这种活在“男性镜像”之中的潜意识，无疑是茉悲

剧的根源。

（2）莉的挣扎与困境

莉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出身资产阶级的莉不顾母

亲茉的反对，与工人阶级的邹杰成婚，婚后却无法适应

生活，最终因无法生育而陷入精神崩溃。从莉身上可以

看出，女性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萌芽。莉摆脱了母亲灌

输给她的“男性本位”价值观，勇敢走出了“小资产阶

级”家庭冲破男性权威。可惜的是，世俗传统施加给女

性传宗接代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莉对原生家庭

阴影的恐惧，导致了她的畸形心理，这种心理将本已萌

芽的女性意识再次扼杀，最终在婚姻中失去自我。

（3）花的坚强与独立

转眼到了20世纪80年代，花不顾外婆茉的劝阻，

与男友小杜结婚并放弃学业支持丈夫去海外深造，却遭

遇丈夫出轨。怀有身孕的花毅然选择离婚，独立抚养孩

子。影片至此，女性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在花的身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花不再困于原先传统对女性的约束，

也不再在爱情的牢笼中迷失自我。她开始追求自己的独

立生活，展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标志着新一代女性在改

革开放浪潮中，以自主意识打破传统束缚，完成从“家

庭依附”到“个体独立”的蜕变。

茉、莉、花三代女性的故事，隐喻了女性思想走向

成熟的三个阶段。马凤梅［2］运用心理动力学理论分析了

三位主人公早年成长经历对其后来生活的影响，指出了

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格等对其人生的不同选择及成长的影

响。因此，《茉莉花开》分开来看，虽然讲述的是三段

沉重的不幸人生，给人以一种走不出原生宿命的颓靡伤

感，但是连起来看，却是历经岁月洗礼和磨砺，最终学

会为自己“绽放”的动人成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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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百年物语》中的女性成长史

（1）户仓彩的顺从隐忍和浴火重生

大地主之女户仓彩与农户八代公太相爱，却因家族

债务被迫嫁给横山平吉。婚后的彩遵循传统女性规范扮

演妻子角色，却沦为横山家的花瓶，内心痛苦但又向传

统束缚妥协。早期的彩尚未摆脱传统的影响，为了自己

家族一次次妥协，婚后的生活也像提线木偶一般被婆婆

操纵，她内心渴望自由，但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关东大

地震后，彩因与公太私通怀孕堕胎而入狱，获释后，彩

决定告别公太，跟随平吉前往中国大连。这决定她以独

立意志开启新人生的标志。我们也能够从中看出，彩从

一个被封建压迫的传统女性，一步步改变一步步成长，

最终觉了自我意识，坚定追求人生价值。

（2）横山纯子的奋斗与抉择

横山纯子是横山平吉和户仓彩的女儿，幼年历经战

乱丧父失母，与弟弟真一相依为命。身为小学老师的纯

子与日裔美籍兵广濑和雄结识，虽厌恶美军却在接触中

渐生情愫。此时的纯子生活在战争阴霾笼罩下的日本，

政府的不作为和美军的压迫让民众不堪其扰，战争深刻

影响着人们的选择。由于治外法权的存在，美方享有优

先管辖权，许多案件未能公正处理，驻日美军及其家属

在日本境内犯罪频发，严重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这在

冲绳地区表现得极为显著，甚至影响到后世。1997年，

冲绳县的反美军基地运动逐渐在全国范围内形成，2000

年以后，女性团体积极参加反基地运动，形成了“新基

地女性运动”。［3］日本民众通过抗议、舆论压力等方式

表达对美军行为的不满，并呼吁政府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解决问题。纯子的一生深受战争的影响，从抗拒美军到

理解个体命运的无奈，不断觉醒自我意识，最终以独立

姿态面对人生。

（3）横山千代的突破与自我实现

横山千代四岁时遭母亲抛弃，由祖母抚养长大。成

年后在一流出版社工作的千代，因外遇未婚怀孕，与以

“好像在哪里看过你”为由搭讪的进次相识，后来发现

进次曾祖父画中的人物竟是自己的曾外婆户仓彩。千代

的成长始于一个破碎的家庭，幼年被母亲抛弃的经历，

让她对爱情和家庭充满了不信任，也让她在情感上变得封

闭和孤独。成年后的千代，表面上独立自主，但心中对爱

情却满是迷茫。直到遇到进次，千代逐渐找到了自我，并

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价值观。千代的成长不仅是她

个人的蜕变，也是对横山家族三代女性命运的总结。她

不像户仓彩和横山纯子那样受制于时代，但更加包容开

放的现代社会，也面临着过度自由带来的迷茫和孤独。

4  两部作品中女性成长的异同

4.1  女性成长的相似之处

两部作品中的女性在爱情挫折中不断反思，逐步实

现自我意识觉醒，展现出相似的成长轨迹。

（1）爱情中的挫折与反思

两部作品都通过数代女性的爱情挫折，展现其自我

觉醒历程。

《茉莉花开》中，茉被欺骗后试图独立却仍渴望爱

情，莉因敏感多疑导致婚姻破裂后自我放逐，花遭背叛

后选择独立抚养孩子。《百年物语》中的女性同样在爱

情坎坷中重构价值认知，逐渐领悟到独立人格和自我价

值高于爱情依附。她们在痛苦中反思，以坚韧突破时代

枷锁。日本学者中西美和［4］指出，自我意识、自我反思

等因素能够促进女性成长。茉撕碎对男性的依赖幻想，

花用经济自主重塑人生，这种面对挫折的毅力和勇气，

正是“她力量”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体现。她们虽未掀

起女性运动，却让她们在局限中树立新的人生观、价值

观，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2）自我意识觉醒

两部作品中的女性都经历了从传统束缚到自我觉醒

的蜕变。

《茉莉花开》三代女性最初将幸福寄托于男性，

后来在情感挫折中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和力量，《百年

物语》的女性从遵循社会期望到追求个人理想，正如梁

津铱［5］所强调的在女性成长过程中主体意识觉醒的重

要性。

传统社会为女性设定了特定的性别角色和行为准

则，多数女性被困于家庭这个牢笼。谢智敏［6］曾指出

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的独特家庭价值观，使得家庭成员

的关系及其伦理秩序都被赋予道德和伦理意义。但两部

作品中的女性都展现出挣脱束缚的勇气，她们表现出对

独立和自主的强烈渴望，她们不再通过他人定义自己的

价值，而是通过经济独立、思想解放等方式实现主体

成长。

4.2  女性成长的差异分析

尽管《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中的女性角色在

成长过程中有不少相似之处，但由于中日两国的文化背

景、历史演进和社会环境有所差异，两部作品中的女性

成长也显示出明显的不同。

（1）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价值取向不同

中日两国在文化传统、社会观念和家庭结构上的差

异，极大影响了两部作品中女性角色的价值取向。《茉

莉花开》展现了中国女性在儒家家庭观念与社会主义集

体主义双重影响下的矛盾，三代女性虽渴望独立，却始

终被家庭责任牵绊，也更倾向融入集体寻求社会认同。

而《百年物语》中的日本女性，虽然其价值取向同

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更多地受到日本独特文化的

塑造。她们在传统上更加注重服从和忠诚，尤其是在婚

姻和家庭关系中，注重家庭内部的和谐与服从。

（2）时代变迁对女性成长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不同

《茉莉花开》呈现了中国女性在剧烈社会变革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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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觉醒，女性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影片跨越民国至改

革开放初期，每个历史节点都深刻左右着女性的思想生

活和社会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出台的一系列法律保障

推动女性大规模参与社会生产，改革开放则带来更多发

展机遇。

相较而言，《百年物语》展现的是日本女性渐进式

的成长。明治维新后的平稳现代化使改变渗透在微小方

面，例如教育普及拓宽视野，经济转型创造新就业可能

等。尽管在战后实行的民主改革中，女性地位提高得较

慢，性别歧视依旧存在。但总体而言，时代迅速发展使

女性脱离了旧有的约束，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与此同时，原生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女性成长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曾琢［7］指出原生家庭能够和时代背

景相互作用以此来促进女性意识的转变和女性的成长。

传统家庭可以延续性别偏见，而开明家庭则能帮助女性

更快适应新时代。这种代际传递与时代变革的张力，恰

恰构成了女性觉醒的内在动力。

5  影响近现代中日女性成长的因素

5.1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对女性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兰玲［8］

指出，传统儒家思想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夫

为妻纲”的妇女观下，将女性价值规范于生儿育女和主

“中馈”上，轻视甚至否定女性的社会作用与价值，长

期束缚女性成长。《茉莉花开》中茉的母亲所言，“女

人这辈子，终究得靠男人”，以及莉因不育陷入精神崩

溃，都体现了儒家伦理对女性独立意识的压制。尽管如

此，历史长河中仍涌现出李清照、班昭等展现出超凡艺

术才华和智慧的杰出女性。近代以来，从废除缠足到

“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女性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影响

实现跨越式提升。

儒学东传至日本后，这些观念慢慢渗透进日本的社

会伦理中，在江户时期到达顶点，随着幕府大力提倡儒

学，对女子的家庭教育及寺子屋教育广泛采用《女大学

宝箱》等女训为习字教材，儒家女性思想借此渗透到日

本社会的各阶层。［9］在此背景下，日本女性被赋予了一

种“良妻贤母”的角色模式。在《百年物语》中户仓彩

被迫联姻的悲剧，以及她从顺从到以堕胎抗争的转变，

展现了传统框架下女性的觉醒。

两部作品证明，传统文化既是枷锁也是根基，女性

始终在历史夹缝中寻求解放之路。研究传统文化对女性

成长的影响，能够更好理解特定历史时期女性成长所面

临的桎梏，以及冲破不同“牢笼”的与时代背景相适应

的方法。

5.2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的变革深刻塑造了女性的成长轨迹。安书

霞、秦雪、岳盛［10］指出，不同时期女性命运的变迁与重

大时代变革密不可分，女性在社会急剧动中逐渐走出自

我意识的困境，不再完全寄希望于男性的拯救，而是开

始实现自我救赎，并最终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中国从封建帝制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转型，直接影响

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益。《茉莉花开》中莉自豪地说出

“他（邹杰）是学校唯一党员”，反映了政治变革对女

性婚姻选择的影响。当发生矛盾时，政治身份又成为了

莉的负担，这种阶级上的对立记忆政治运动对家庭结构

的冲击加剧了她的精神困境，最终在政治标签与生育压

力的双重夹击下走向悲剧。

日本明治维新后，女性地位逐渐发生变化，但总

体而言，女性的发展仍然处于男权社会的压制之下。

二战后，日本建立现代民主制度，颁布新宪法确立男

女平等原则，为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

青山悦子［11］在《「成長戦略」と女性の活躍推進》中

指出政府明确肯定女性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为女

性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和优势，保证女性更好发挥作用。

《百年物语》中横山纯子战后成为教师，体现了民主改

革带来的机遇，但其恋人战死的结局又揭示了政治动荡

对个体幸福的剥夺。

两部作品共同证明，政治制度既通过法律权利直接

影响女性发展，又通过重塑社会观念间接制约女性的自

我认知和发展选择。政治制度不同，女性的机遇和挑战

不同，其成长路径也呈现出显著的差异。

5.3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和特点，直接影响到女性多

方面的成长。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化的转型

中，经济变革直接推动了女性发展。陈文联［12］指出，近

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是近代中国由传统自给自足的

小农经济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产物。随着

经济的逐步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这为女性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茉莉花开》中花在改革开放后

“我能养活自己和孩子”的宣言，展现了经济独立赋予

女性的底气，这种自立精神与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腾

飞的社会现实相呼应。正如李翠芳［13］在《都市剧的女性

成长主题书写》中论述的一样，女性在家庭与事业中的

挣扎困惑与突围成长，最终以经济独立和主体自觉实现

家庭价值和社会价值。

日本在近现代也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快

速转型，明治维新后的工业化进程则更为渐进。武田京

子［14］指出女性的自我意识、经济独立以及身份转变对其

成长的影响。虽然战后经济复苏带来了女性就业机会，

但在泡沫经济破碎之后的经济不景气阶段，女性在职场

遭遇更多动荡与偏见，部分女性为了家庭经济安稳而返

回家庭，就如同戴清、任乐瑶［15］所刻画的职场女性坎

坷遭遇。但她们的隐退并不是失去自我价值，而是在固

有认知里的有效选择，这又何尝不是们在此过程中的情

感变化与成长。而当横山千代说出“钱能解决所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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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揭示了物质繁荣与精神解放的不同步，反映出经

济自由背后的虚无感。

两部作品共同印证，经济发展既为女性提供独立

资本，也带来新的困境。这也体现出在不同的经济情况

下，女性面临的机会和难题有所区别，这样就能让我们

更好地认识经济发展同女性成长之间存在的联系，从而

给推动性别平等以及女性发展给予现实参考。

5.4  教育

教育变革是中日女性觉醒的重要推手，影响着女

性的知识水平、职业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她们的社会地

位和自我认知。中国晚清时期女子教育受限，尽管太平

天国运动时期，对女子参政、生活和教育进行了改革，

并建立了一系列的法规，但在后期女子教育又回到了守

旧的礼教，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女子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女子参政更是女性获得人权的第一步。［16］直到新

中国推行全民教育，女性获得知识赋权，不仅拓宽了眼

界，也养成了独立思考与自主决策的能力。女性不再仅

仅被当作家庭的附属品，而是逐渐在社会众多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茉莉花开》中三代女性的教育轨迹折射了

这一变迁，未受正规教育的茉深陷传统桎梏，接受基础

教育的莉仍被生育观念束缚，而享受平等教育权的花则

实现了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

日本早期对女子教育的重点在于塑造贤妻良母，后

来逐渐突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束缚，开始重视女性

的才智与独立能力，1947年的《基本教育法》更是着重

体现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

可以看出，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女性的自

我认知、职业选择和社会地位，但传统的性别观念在一

定程度上仍然影响着教育的公平性和女性在学术领域的

发展。

6  结论

6.1  研究成果总结

通过对两部作品的分析，清晰展现了不同历史阶

段中日两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怎样塑造女性的成长历

程。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之后的近代化进程直至战后经济腾飞

和文化变迁，以及封建礼教给女性带来的世界观方面的

影响等情况，均在不同程度上左右着女性的成长历程。

研究显示，近现代时期中国和日本的女性在成长

期间具有很多共同之处，在追寻爱情的时候都历经挫

折，不过最后经过反省和成长，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

升。在反省之际，她们逐渐觉醒，或多或少冲破了传统

性别角色的限制，开始寻求独立和自主。然而，由于文

化差异、历史发展轨迹有别等因素，两国女性的成长又

表现出极大的区别，价值观念也好，时代更迭对她们成

长的作用大小和形式也罢，都有所差别。尽管存在这些

差异，但她们还是给当代女性给予了珍贵的启发，鼓

舞女性养成自主自立的觉悟，倡导现代女性达成经济

和精神两个方面的独立，更是深刻地展现出女性的“她

力量”。

6.2  两部作品对当代女性的启示

两部作品呈现了女性突破传统束缚、追求独立自主

的成长历程。《茉莉花开》中三代女性从依附到自立，

《百年物语》中日本女性在传统与现代间的挣扎，都为

当代女性树立了典范。

（1）独立自主意识的培养

这两部作品均表现了女性竭力探寻独立自主的经

过，她们在成长进程中慢慢脱离传统性别角色的限制，

去追求独立自主的人生，给当代女性赋予了学习的范

例。《茉莉花开》里的茉、莉、花，虽然身处不一样的

时代背景之下，可都遭遇了家庭、社会、传统观念的约

束，但都在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之中，不断尝试摆脱

对男性的控制和依靠，寻觅归属于自己的生存方式和人

生价值。《百年物语》中的日本女性也同样是在传统社

会的层层限制之下，奋力谋求个体的独立和自主。她们

的经历告诫现代女性，要敢于冲破这些束缚，积极培养

独立自主的意识。

（2）勇敢面对挫折

两部作品里的女性都历经多种挫折和磨难，不过，

她们的坚毅和胆量帮助自己渡过了难关。这告诫现代女

性，人生难免遭遇困苦与挫败，切勿就此妥协。《茉莉

花开》中的女性面对爱情的背叛、生活的困苦时，一直

保持着坚忍不拔的毅力。《百年物语》中的女性处于社

会变革与家庭重压之下，大胆迎接挑战考，体现出永不

屈服的精神品质。这就告知当代女性，当遭遇困难的

时候，要学会从困难中吸取经验，将挫折化为进步的

动力。

（3）对社会环境与性别平等的思考

从《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中可以看出，中

国和日本近现代社会变迁对女性生活和命运产生了深远

影响。女性应积极打破传统观念束缚，不因社会固有看

法或传统性别角色定位限制自己的梦想与追求。赵月

枝、杜洁、杜钰婧［17］指出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征程中，需要推动性别平等，需要保障男女在社会中获

得平等发展的权利。虽然社会中仍存在一些对女性不公

平的现象和观念，但这也促使当代女性更加关注社会环

境的改善，积极参与到推动性别平等的倡导和实践中。

当前，为鼓励更多女性在公共领域发现并发挥自己的价

值，从女性中寻找“榜样女性”的行动应运而生，即通

过树立先进典型发挥其榜样示范作用［18］。

总之，《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为当代女性

提供了丰富启示，鼓励她们在独立自主的道路上不断前

进，以积极心态应对困难，为实现性别平等和自身全面

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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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日两国女性成长

史的相似与差异，但仍存在一些不足。本研究仅以《茉

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为对象，样本相对单一，难以

全方位反映中日女性成长史的全貌。研究对象的局限

性，也许会对结论的普适性产生影响。加之篇幅限制，

在探讨背景、影响因素、二者的差异等因素时，未能进

行更为深入的理论剖析。此外，本研究主要从文学角度

进行分析，未能充分结合历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

研究成果。针对以上不足之处，期望在未来的研究中更

多地考虑不同类型的作品与理论，从而充实研究样本与

理论基础，增强研究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参考文献

［1］张瑾，余高峰．花开花落 花事未了——解读《茉莉

花开》中中国女性意识的发展历程［J］．名作欣

赏，2016（27）：109-110．

［2］马凤梅．心理动力学视角：电影《茉莉花开》解

读［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5，18（6）：

37-38．

［3］高崎章裕．沖縄県北部における環境運動の空間

スケール——辺野古と高江の座り込みの比較か

ら［C］．人文地理学会大会论文要旨集，2011：

42-43．

［4］中西美和，ナカニシミワ．青年期女性の成長を促

進する要因の検討［C］．日本教育心理学会会议

论文集，2014：37-49．

［5］梁津铱．女性成长过程中主体意识的觉醒——

从《青春变形记》说起［J］．喜剧世界（上半

月），2023（6）：102-104．

［6］谢智敏．东方家庭电影中的女性成长与和解之路

［J］．剧影月报，2024（4）：5-7．

［7］曾琢．时代背景与家庭关系对女性成长的影响——

浅析张洁小说《无字》［J］．名家名作，2024

（13）：37-39．

［8］兰玲．正确认识文化传统对当代女性成长环境

的影响［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2（2）：

24-27．

［9］高雨清．儒家女性思想在日本江户时代的传播及

其影响——以《女大学宝箱》为例［J］．西部学

刊，2021（21）：103-106．

［10］ 安书霞，秦雪，岳盛．走出女性自我的意识困

境——电影《茉莉花开》［J］．戏剧之家，2014

（7）：215．

［11］ 青山悦子．「成長戦略」と女性の活躍推進

［J］．嘉悦大学研究論集，2015，58（1）：

1-24．

［12］ 陈文联．从依附走向自主：近代中国女性主体意

识觉醒的历史轨迹［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05，11（2）：237-242．

［13］ 李翠芳．都市剧的女性成长主题书写［J］．百家

评论，2021（6）：124-130．

［14］ 武 田 京 子 ． 少 女 か ら 女 性 へ ： キ キ の 成 長

［D］．Iwate University，2005：122-130．

［15］ 戴清，任乐瑶．叙事突破·女性成长·观念局

限——近期剧集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分析［J］．中

国电视，2022（7）：44-48．

［16］ 周萍萍．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之发微考察——

兼与近代日本女子学校教育比较［J］．Hiroshima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the humanities，2023

（18）：31-40．

［17］ 赵月枝，杜洁，杜钰婧．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

裕与性别平等［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23，

35（6）：54-70．

［18］ 邵雪晴．榜样女性：从“劳动模范”到“完美女

强人”［D］．华东师范大学，2023．



·416·
近现代中日两国女性成长史比较文化研究

——以《茉莉花开》和《百年物语》为对象

2025 年 5 月
第 7 卷第 5 期

https://doi.org/10.35534/pss.070507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pss

A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y of the Growth History of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Lin Qizhen Lin Mei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Putian University, Putian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growth history of women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and takes the Chinese film “Jasmine Blossom” and the Japanese TV series “A Hundred Years 
of Tale” as specific research object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 history,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women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se two films, we will 
explore the growth process of women in China and Japan in different 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hanging family roles, improving social status, and awakening of self-awarenes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imilar challenges and different opportunities faced by women in the two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growing up.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of women’s growth in modern China and 
Japan,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women’s growth i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o promot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expected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women, and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harmonious progress of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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