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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人：岁月深处的沉香》

内容概要

此书取材民国之世，那时风起云涌，诸多往事，颇令人慨叹唏嘘。 身处此世之女性，有侠骨勇义，如
秋瑾、吕碧城、何香凝；有大气优雅，如宋庆龄、宋美龄、赵一狄；有才华横溢，如陈衡哲、林徽因
、张爱玲；有出众才艺，如孙多慈、潘玉良；有务实精干，如盛爱颐、董竹君、郑毓秀；有影视红星
，如胡蝶、阮玲玉；有曲艺泰斗，如白玉霜、常香玉；有烟花神女，如赛金花、小桃红、小凤仙；亦
有乱世妖姬，如陈璧君、川岛芳子。她们的生命如歌，有欢歌，也有悲歌；她们的生活如梦，有美梦
，也有噩梦，以血泪谱写着自己的命运交响曲。作者通过平实的言语叙述诸位女性的生平轶事，悲欢
人生，却给读者展现出了一个个鲜活的女性形象，经过岁月的沉淀，散发出迷人的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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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女人：岁月深处的沉香》

作者简介

著者王开林，1965年出生于长沙。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界
》执行主编。迄今已出版散文随笔集《站在山谷与你对话》、《沧海明珠一捧泪》、《大变局与狂书
生》、《新文化与真文人》、《敢为天下先》、《非常爱，非常痛》、《非常人，非常事》等十九部
，发表长篇小说《文人秀》一部。作品被收入海内外近三百种散文、随笔选本和年鉴。曾获得首届“
湖南毛泽东文学奖”，1992年“萌芽文学奖”，第四届、第七届“十月文学奖”，第四届台湾“《中
央日报》文学奖”等海内外多个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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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闻香识女人
A╱前奏：新女性横空出世
一、休言女子非英物
秋瑾  吴芝瑛  徐自华
二、女权和女拳
吕碧城  唐群英  沈佩贞
三、小脚奴与大脚仙
何香凝
B╱大家闺秀
一、姐妹歧途
宋蔼龄  宋庆龄  宋美龄
二、天之骄女
王灿芝  李霞卿  颜雅清  郑汉英
三、天雷勾地火
赵一荻  陈香梅
四、绝代风华
陆小曼  林徽因
C╱侠义女性
一、1926年3月18日
刘和珍  杨德群  魏士毅
二、一代女侠的非正常死亡
方君瑛
三、快意恩仇
施剑翘
四、浴火的凤凰
赵一曼
D╱超级明星
一、美貌+演技=成功
殷明珠  王汉伦  陈玉梅  宣景琳
二、影后是怎样炼成的
胡蝶  阮玲玉
三、梨园悲欢
刘喜奎  白玉霜  常香玉
四、上海夜莺
周璇
五、红舞女和交际花
陈曼丽  唐瑛  周叔苹  王吉
六、明星之死
艾霞  阮玲玉  李绮年
E╱文艺女性
一、让天空拥有翅膀
冰心  杨绛
二、闺秀派
陈衡哲  袁昌英  苏雪林  凌叔华  冯沅君
三、打出幽灵塔
白薇  丁玲  谢冰莹
四、文学的药和心灵的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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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隐  石评梅  萧红
五、生活如一袭华美的袍
张爱玲  苏青
六、漂泊的画魂
潘玉良  孙多慈
F╱职业女性
一、上海滩的女老板
盛爱颐  张幼仪  汤蒂因  董竹君  吴湄
二、大学女校长
杨荫榆  吴贻芳
三、开业女律师
郑毓秀
四、女医生
张竹君
G╱青楼女性
一、堕入烟花误一生
赛金花
二、神女生涯原是梦
薛丽清  小桃红  小凤仙
H╱叛逆女性
一、东方魔女
陈璧君
二、乱世妖姬
川岛芳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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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历史剧，几个有着曲折经历的女人，刚好还是名人或者是和名人有关系.
比八卦新闻多了些作者的看法而已.
只能说不是我的菜啊.
2、只能算是书中故事会而已 但是书中各个故事的主人公值得四星
3、也文笔很好，不矫揉造作，现在市面上很多写民国女性的书都显得比较矫情或者男权思想很重，
总要写的女子要有男人依靠才显得人生圆满，我非常蛋反感。这本书就很好，比较清新自然，而且有
些篇章我看的有点感动和唏嘘，比如小凤仙，虽然以前也知道故事的脉络，但在作者笔下，又多了点
味道。推荐
4、一个女人的一生 可以用一个简短的篇章就说完 日常的琐碎那么长 但是不值一提 
5、女性独立，自我要求，自我监督，自我努力，有底气的女子，一生不会差
6、三点观感：历史是由少数“精英”引导的；性格决定“命”；巧合成就“运”
7、20160220
8、（中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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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民国短短38年的历程，战争不曾停歇，特别是经历了漫长的8年抗战，3年内战的阴风冷战摧残。完
全可以想见，身处乱世，能够很好地生存生活下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正是这样一个乱世，当活在今
天的我们借助历史的记录，看到民国乱世那些人事片断的时候，总忍不住内心一阵激荡⋯⋯如我读《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民国风度》、《南渡北归》系列等的时候，我总会一次又一次地心中
沸腾，一方面对战争的残酷无情而悚心，另一方面更是对这些在乱世中保持独立人格，坚毅勇敢，无
所畏惧地教书育人，以图以文救国的一代民国学人的精神风骨所折服。民国学人，相比于以往或现在
，他们都更具大师风度，可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宕开去看，我以为民国之人都自有一种吸引我去
追寻了解的神秘魅力，况进入到民国一众美女、才女，拥有奇情奇才的女性当中去，同样身为女性对
美之仰慕之心，岂欲不细以品读之？《民国女人，岁月深处的沉香》就是这样一本盘点民国奇情奇才
奇女子之书。我以为，这是我读过的民国女子典型代表网罗最全面的一本书。全书以字母编号分门别
类，按A新女性，杰出代表秋瑾、何香凝等；B大家闺秀宋氏三姐妹、赵四小姐、陆小曼、林徽因等
；C侠义女性，如刘和珍、赵一曼；D超级明星，如胡蝶、阮玲玉、周璇等等；E文艺女性，冰心、杨
降、石评梅、萧红、张爱玲、苏青、潘玉良、孙多慈等⋯⋯直至H叛逆女性川岛芳子止。可谓人员鼎
盛，奇人奇事，于风云变幻之中，这一众女儿生相，令人感动、慨叹或唏嘘⋯⋯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
情份，陪伴张学良七十二年，没有自由的日子长达五十余年之多，曾经担受时人的诟病，称其为红颜
祸水，有诗为证：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面对千夫
所指，赵四小姐淡然一笑，给张学良留字曰“我不计较，更不悔恨，只因为我有了两个‘他’（指张
学良和他们的儿子）。”读到这里，令我心头一热，爱，也许最深的爱就是这样地不管不顾，哪怕外
面山崩地裂，有了你，我的世界依然怡然安稳。同样是爱情，石评梅与高君宇凄美绝伦的爱情，却又
令人愁肠辗转，掩卷嗟叹！当爱情来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适时地抓住、把握？因为，爱情也有她
的时限性，一旦错过了，就是一生。上海百乐门----这座赫赫有名的旧上海著名综合性娱乐场所，曾
经迎来送往过民国无数的高官商贾，社会名流名媛，如张学良、“南唐北陆”的唐瑛、陆小曼⋯⋯可
有谁想得到，建造这座娱乐大厦的竟是一个女流之辈？没错，她的建造者正是清末邮传大臣盛宣怀的
七女儿盛爱颐小姐。这些民国女子怎敢小觑？无论是开办四川锦江饭店的董竹君，抑或是一代情圣徐
志摩的前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张幼仪。第一位女律师郑毓秀；第一位女医生张竹君；第一位女
建筑学家林徽因；第一位西画家潘玉良；第一位女空军李霞卿⋯⋯这些乱世佳人，女中丈夫，她们当
中还有多少第一？这么多民国奇女子，她们的一生行谊举动浓缩却不失精典都汇集于这里，简约概括
而又不失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我心下又奇了，这位写书的作者何许人也？竟是如此渊博之学识，如
此了得之文字功力！细看作者简介，王开林，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已经出版多部散文集和两部长篇
小说，获得过多项国内奖项，作品被收入海内外四百多种选本。这些固然令作者的名片熠熠生辉。可
我是第一次阅读作者的作品，却已格外喜欢作者犀利的语言，优美的文笔，处处体现出的正直品格。
2、民国另一半的精彩《民国女人》中国古代女人连第二性都算不上，只是男人的附庸，甚至是物件
，直到清末，开埠以后，西方思想进入中国，随着开放和进步，女人们也开始了觉醒，要求自己的权
力。女人不再裹脚，也可以进入学堂，上学读书，到了五四以后，中国的女性开始作为一个整体，登
上了历史的舞台，人们再也不能无视女人的存在。这本书是一部民国女人的全景图，涉及到了各个方
面的女人，可谓大全。单从分类看就挺有意思，从清末新女性开始作为序幕，然后分成大家闺秀、侠
义女性、超级明星、文艺女性、职业女性、青楼女性、叛逆女性几个部分。这里面除了我们比较熟知
的秋瑾、刘和珍、施剑翘、冰心、杨绛、丁玲、萧红、张爱玲、石评梅、蝴蝶、阮玲玉、张幼仪、小
凤仙等等广为人知的女人外，还有很多只是耳闻，但是并不了解，有一些甚至都没有听说过。不过不
知道为什么作者把林徽因放到大家闺秀里面，而不是文艺女性，这一点估计很多人会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书里文艺女性中，多数都是作家，却没有女学者女教授这一分类。也还是有点道理的，民国的女
学者实在是难列出一二，作为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林徽因，更多的是被笼罩在梁思成的光环里，我们
看到的只是林徽因的爱情故事而已。以前也听说过赛金花、周旋、陈璧君还有川岛芳子，可是还真说
不清楚他们人生轨迹，只是一个符号，当了解了她们的故事，才发现虽然川岛芳子依然是投靠日本人
的间谍，但是也变得有血有肉起来。不过最让人唏嘘的是杨荫榆，北师大的女校长，因为鲁迅的文章
，被钉死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以前我一直以为杨荫榆是个男性，这才知道原来是女人，而且是中国
第一位女高校校长，因为是女师大，所以杨荫榆管理比较古板，反对学潮，而且处理不当，开除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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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平和刘和珍等同学，使得学潮越来越大，最后酿成流血惨案。这里面杨荫榆的确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但是她仅仅是个导火索，最后流血的责任并不能够全都算到她的头上。就她的一生来讲，还是一个
兢兢业业的教育工作者。杨荫榆离开女师大以后，一直很落魄，回到南京办学，办了一所不大的女校
，在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她积极保护周围的学生和邻里，后来被日本人所杀害。可是她的反面形象
却很难再改变过来了。她是杨绛的三姑，所以还留下了一些关于她的资料，否则就只能在历史里变成
一个反面的符号了。平时对民国电影明星的了解也不多，这次才知道了阮玲玉、蝴蝶的故事，民国明
星虽然红得很，但是依然命运悲惨，让人看了很心酸。在民国，女性登上了历史舞台，并且在很多方
面发挥并显示出自己的力量。从而为民国增添了一份美丽的风采。
3、她们都是些花样的女子，馥郁芬芳地盛放，在那片同样繁花似锦的时代里。然而，面对生活，她
们其实又都是些平凡如常的女人，她们甚至遭遇了比常人更深重的艰难和痛苦。她们纤弱的根茎所要
承受的，原来是来自整整一个时代的辉煌与沉落。今天，她们已经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的象征。本书
几乎写了那个特殊年代所有杰出，个人命运特殊的女性，虽然少了我觉得人生跌宕到不行的杨耐梅，
有兴趣的同志百度下，那人生，真心相当过山车。看这本书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把林徽因和张爱玲
想到一起，虽然作者并没有把她们归类在一起。这年头的女孩，把张爱玲的小说捧在手里，日日背诵
。以为张是世情高手。真是幼稚，什么叫厚黑，你懂不懂。你看武侠小说里，那些打酱油的，虚招耍
得漂亮地不得了的，高手出来一招就把他打趴下。你以为张那句“我已不再喜欢你，你是早已不喜欢
我。请不要再来信。”是潇洒啊！失过恋的都知道，这是辛酸。辛辛苦苦爬格子，赚稿费，却是拿去
补贴自己男人和另外一个女人的生活。要学习林徽因啊，她太牛逼了，她有一种男人永远渴望 ，无法
抗拒的气场——温婉， 是大家闺秀把自己往低里降的小家碧玉的温婉。她成全了她生命里的男人，然
后让那些人永远围绕在她身边，同时帮衬她的事业。她的诗是纯徐志摩式的，建筑风格纯梁思成式。 
然后她就成了著名诗人，著名女作家，著名建筑师。16岁，她出游， 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留学的徐志
摩。徐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她肯定爱过他，但她聪明地没有栽进去，她没有一意孤行，不惜跟
全世界的人作对。美其名曰是为了自我自由，为了爱情。她知道长辈反对的事情，自然有他们身后几
十年的沧桑变化做底子，未必没有道理的。 她一开始就标明心意，不做别人眼里的传奇，要踏踏实实
过一生。 女孩在自己最漂亮最巅峰最受人宠爱的时候，放弃成为传奇的诱惑和虚荣心的牵引，凭着本
能选择最踏实的生活状态，真正难得。她知道感情，不等于生活。几乎每一个文艺女青年都讨厌林，
而爱张，甚至将张奉为祖师爷。女人就是这样，不会欣赏命太好的女人。不会欣赏把感情都算到理性
的人里，我们还是爱那些为爱飞蛾扑火的悲壮故事。我们爱张爱玲，爱到骨子里，因为她的人生，完
全一个人走完，不需要男人的扶持与帮衬。她留给我们永远是苍凉的孤寂的背影。然后，她成了一个
传奇，可是传奇不幸福。这本民国女人里的每一个女人，应该都是不够幸福的。就算是林，只怕也到
底有些意难平。PS:这本书挺好看的，文笔也相当不错。但，虽然说句不是很负责任的话，当然偶也没
有根据，纯粹是个人观后感，从不同文章的文笔来看，要么是文章隔了很久写的，要么是几个人一起
写的。PS：其实宋美龄年轻的时候真不好看，是三姐妹里最不好看的，而且脸是歪的。但是老了的照
片我看去，妈呀，真心会以为年轻的时候是超级大美女。可见女人老了，靠的还是气质。
4、民国历史是中国近代史上不能忽略的历史，因为从文化到政权都发生着各种各样轰轰烈烈的变化
，我对民国历史有很浓的兴趣，不过我所阅读的历史却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忽略那些女性，即使是民国
历史不能或缺、国人也都耳熟能详的宋氏三姐妹，在她们的传记作品之外的其他历史作品中也总是被
寥寥数语简单带过，曾经读过一本名为《民国女子——她们谋生又谋爱》的书，还留给我非常深刻的
印象，书中记录了如陆小曼、阮玲玉、蝴蝶⋯⋯等或生自盛世豪门，或拥有绝代风华，或身负才情千
万，或经历曲折离奇的24位颇有点名气和故事的乱世佳人们跌宕起伏的秘辛往事，读来引人唏嘘。与
以专注于揭秘24位乱世佳人秘辛往事的《民国女子》不同，王开林的著作《民国女人——岁月深处的
沉香》着重于写作幅度上的更加拓宽，它包罗了有如秋瑾、吕碧城、何香凝一样的侠骨勇义的新女性
；有如宋庆龄、宋美龄、赵一狄一样大气优雅的大家闺秀；有如陈衡哲、林徽因、张爱玲一样才华横
溢的知识女性；有如冰心、孙多慈、潘玉良一样出众才艺的文艺女性；如盛爱颐、董竹君、郑毓秀一
样务实精干的职业女性；有如胡蝶、阮玲玉、陈曼丽一样的影视红星和欢场夜莺；有如白玉霜、常香
玉一样的曲艺泰斗；有如赛金花、小桃红、小凤仙一样的烟花神女；亦有如陈璧君、川岛芳子等乱世
妖姬⋯⋯如果说此前深入挖掘并悉数分享了谋生又谋爱的24位民国女子生命历程的《民国女子》，是
民国女性的一个细致精微之剪影的话，那么王开林的《民国女子——岁月深处的沉香》这本书就堪比
是馨韵的民国女性恢弘巨制之群雕了。它以民国这个相同的社会背景为基色，以不同出身不同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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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女性们，不同的生命价值取向、不同的生命境遇为基调，略约又细致地展现了女性这一群体在
特定外部环境下的不同机理和不同名字，展现了她们仅属于那个时代的自己的精彩。虽然她们拥有迥
然不同的人生，虽然她们分别走在不同的道路之上，但是她们以自己的生命历程为那个时代留下女性
的依稀印痕，也以自己的各色努力为那个时代证明了女性的真实存在⋯⋯《民国女人——岁月深处的
沉香》的阅读价值之高其一是它刚好保留了这弥足珍贵的真实存在，刚好保留了女性赋予民国历史的
重要组成。其二是作者更侧重于将她们的生命还原到恢弘的历史背景之中，而少了作者的主观评判，
是非功过都留给读者去品评。其三是它的阅读受众相当广泛，它适合任何对汉字可以达到简单阅读的
普通读者阅读，并能很快调动他们的阅读兴趣，尤其对于如我一样的女性读者了解百年前，在我们的
国度那个风雨飘摇历史阶段，我的同性们努力践行的人生有不可估量的帮助。PS:书中分享了很多我们
从来都不曾知悉的巾帼不让须眉的典型，非常难得，也少了我们都熟悉的邓颖超，有点遗憾。如果针
对民国女性能出一个系列，对各种类型的每一个人都进行更加详尽地分享就更好了。
5、民国，一个特殊的年代；民国，一段让人们无法忘怀的历史章节；民国，一个同时也诞生了无数
传奇人物的时代------这便是民国。一个乱世，却又有着诸多的话题和故事的时代；一个乱世，却又挥
洒着无尽的热情与感叹的岁月片段；一个乱世，却又激发着后人深切的好奇和探究目光的年代------虽
然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但是我们依旧在孜孜不倦地期盼着追索那个年代的故事。而由东方出版社最
新推出的民国盛景丛书《民国女人：岁月深处的沉香》，着实让想要了解民国某个侧面的读者们大快
朵颐。通篇的阅读带给我的是深切的触动！在这本作品之中，我们可以欣赏到诸多乱世佳人的生动详
实写照。身处乱世，却又各自绽放着属于她们的光彩----这便是对这些民国奇女子的最佳刻画。在翻
阅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入地走入那个年代，听闻她们的传奇故事，感受她们的独特魅力！相信以往
我们很多的有心读者肯定也看过不少关于民国传奇女子的故事。但是假若我们今日可以再细细品味这
部《民国女人：岁月深处的沉香》时，相信我们肯定可以更加地收获满满。原因何在呢？身为读者的
我在通篇阅读之后发现了本书的不少可圈可点之处。这些精彩的所在，着实是我以前阅读到的同类书
册无法比拟的。首先，这部作品之中涵盖了民国众多各个阶层，各个背景之下的奇女子。有别于以往
的民国书册只是对其中某个民国女子加以勾勒和描述作对比，这里的内容更加地饱满，鲜明和生动。
在这本书中，编者很是精心地将各个不同类型的民国女子进行了分类划分。确保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
有一个更加紧凑，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全书之中包括了新女性横空出世，大家闺秀，侠义女性，超级
明星，文艺女性，职业女性，青楼女性和叛逆女性。正所谓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故事！一场盛况
空前的走入民国女子故事就此拉开了帷幕。在书中，读者可以解读到的不仅仅是关于她们的身份背景
，更了解到的是她们的传奇人生经历。除此之外，我们还甚至于可以由此及彼地了解到她们当时的独
特所在！乱世出英雄！同样地，乱世出佳人。于这些被选取出的经典民国女子记录之中，我们其实更
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了解到那个时代的某个侧面。也许那时候的她们的所作所为所感，让人瞠目结舌，
感慨万千。那么今时今日的我们借助这本书可以解读到的是更多的关于她们的传奇背景故事的缘由因
素等等。其次，本书之中穿插入了相当多的那个时代这些女子们的照片。图文并茂的结合无疑让本书
的生动性添色不少。着实让全书整体亮色无穷。除此之外，这本书无论从整体的设计，到其中文字的
组织架构，都相当地紧凑，精炼。极大地触发着读者那种发自于内心深处的无限阅读兴趣。一读《民
国女人：岁月深处的沉香》，带领着书外的读者共同品味民国奇女子的传奇故事，重温那段乱世的精
彩章节，深入地了解这个独特历史背景之下的民国女子们！
6、文/夏丽柠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名为《小姐集》。看名子就颇有趣，是一帮女
作家攒出来的文集。用“攒”这个字好像有点不雅，可事实上书中收录的作品并非出自专业作家之手
，而是一群爱“玩票”的活跃于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摩登小姐的信手之作。她们与张爱玲同时代，却
并未如张爱玲般永恒。曾经的繁华，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淹没在滚滚红尘里，徒留一道海上的风景供
后人感叹。汤雪花、施济美、俞昭明⋯⋯她们的名字紧紧地与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那个时代叫民国
。民国，是近几年比较风靡的一个话题。尤其是以陈丹青为标本的“民国范儿”更是文艺男女青年们
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仿佛民国范儿就是剃着平头，穿件长衫，手指夹根烟卷，如果鼻下留簇小胡的话
，难道那人不像活生生的一个“鲁迅”吗？民国，在我们心里与其说像一个人，不如说更像一个梦，
一个自由奔放的梦。除去鲁迅、胡适、沈从文这些群星闪耀的民国男人，我们更想多了解一些民国的
女人。女人向来是隐蔽在男人之后，可当她们从幕后走向前台时，所散发出来的芬芳足以令人追忆终
生。《民国女人》这本书便以“岁月深处的沉香”为副标题，向我们摊开了一副民国女子的人生画卷
。如果提到民国女人，恐怕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板着指头列举出一大堆人名：巾帼不让须眉的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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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出名要趁早的张爱玲，人间四月天的林徽因⋯⋯可是，在那个女性还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
她们是如何在“大脚”与“小脚”的博弈之间安身立命？倒是一个特别值得探究的话题。秋瑾曾经这
样描写过她不堪的结婚情形：“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
。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从秋瑾的言语里不
难看出，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是要看遇见什么样的男人。我觉得这不免是秋
瑾的悲观之语。大名鼎鼎的艳妓柳如是，想当年嫁给钱谦益，还不是按娶妾的方式白天迎娶。在道貌
岸然之士的眼里，柳如是是大逆不道，但是在柳如是眼里，这就是女人的爱情，是靠顽强反抗去争取
的感情。所以，我觉得本书过多地着墨于民国女人的婚姻爱情，反复强调获取新生就是反抗男人，这
个主旨倒是值得玩味。书中把民国女人分为“新女性”如吕碧城、何香凝;  “大家闺秀”如宋氏三姐
妹、陈香梅; “侠义女性”如刘和珍、赵一曼; “超级明星”如胡蝶、周璇; “文艺女性”如冰心、丁
玲; “职业女性”如张幼仪、董竹君; “青楼女性”如赛金花、小凤仙; “叛逆女性”如小凤仙和川岛芳
子。纵览这些人物是足以代表民国女性的，但是我觉得还远远不够。正如我在前文所提到，我们真正
感兴趣的是那些被淹没在史料中的女人们。她们或是风华绝代，或是俏皮可爱，或是除去身后的灰尘
，愈发可以展示民国性情。文中的“天之骄女”李霞卿就是令我眼前一亮的民国女人，因为我从未知
晓如此名媛还拥有过飞上蓝天的鸿愿，并赴诸实践。如果谈民国，我希望谈得清澈; 如果谈民国的女
人，我希望谈出她们的本色。如果你对民国的女性一无所知，这本书倒是不错的普及文字。可如果你
想知道她们如何与时代俱进，这本书中的史料罗列还未能说得清。转载请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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