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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看女人》

前言

“人为万物之灵长。”对于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可以做各种不同的区分：种族的、肤色的、宗教
的、年龄的、职业的、地位的，等等。但是，整个人类又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两大类别：女人和男人。
不论在什么样的区分里，都可以看到是由女人和男人两大类别组成。世界是如此之大，人类是如此广
袤，构成又是如此之简单。    从脱离动物界成为人类算起，历史学就告诉人们，人类首先经过了一个
母系氏族社会的发展阶段。在女人过足了主宰社会的瘾头以后，才把接力棒扔给了男人，人类才进入
了男人主宰天下的新时期。从此以后直至封建社会终结，女人便成了男人的陪衬和附属物，在斑驳陆
离的社会历史上只能充当似有若无的配角。中国的古代社会尤其是如此。遍览二十五史，女人所占据
的篇幅少得可怜，只是在后妃传、列女传和个别的公主传中三言五语一带而过，语焉不详，大多身份
高贵的传主们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说起来这真是女人的悲哀，人类的不幸。    中国的文化是闻
名于世的，但是这源远流长的东方古代文明中间却包含了一个轻视女性的严重缺陷。不论是正统的纲
常伦理学说，还是民间的通俗理解，女人只能是男人的附属物。由“男主外，女主内”，到“君为臣
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由“女子无才便是德”，到“头发长，见识短”、“妇人之见”，“女
人”一词总是或多或少含有贬义，总是很难与政治权力、社会地位、文化修养、智慧见识有机地联系
在一起。女人长得娇艳美丽，便说人家是红颜祸水；女人才干超群，便说人家是不祥之物；女人见识
平常，便说人家是头发长见识短。总之，说来说去都是男人的道理和偏见。    古人云：“事实胜于雄
辩”。透过历史的记载，从史书堆里查找有关女人的故事，说明女人的智慧和见识问题，应当是最有
说服力的。出于这种好奇心理，笔者在一段相对闲暇的时间里，集中精力浏览了中国古代史籍中关于
女人的传记。虽然在男子主笔编纂的史籍中，大多女传主的文字被简约得不能再简约，许多关键之处
语焉不详，虽然历代列女传中的记述选材太过雷同，甚至千篇一律，语言乏味，面目可憎，但是毕竟
给阅读者提供了沙里淘金的机会和空间。经过一个埋头书本、潜心阅读、反复查证、精心遴选的过程
，我终于借助古人的学识，在浩如瀚海的书籍中找到了本书的基本素材。    书中讲述了109则历史故事
。在编排上分为8个类别，即教子、相夫、慧智、忠勇、孝义、贞节、狡诈和余编。采取这样一种编
排方式，意在把女人的言行见识这个主题具体化，从上述几个类别中具体地体现出来。最初，本来是
打算按照时间为序进行编排的。在做了两种编排上的对比以后，觉得还是分成几个类别更有利于读者
阅读和思考，于是在脱稿后做了上述的编排。    在写作方式上，一是将所属各篇定格在两千字左右，
二是对史籍有载的历史故事进行尽可能准确地复述，三是在讲述故事之后略加引申发挥，说明笔者的
观点看法，进行简短的点评，以期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仅就本书所选择历史故事而言，并非只是
为了论证女人的见识高低。有些故事千古传唱，“巾帼不让须眉”已成共识；有些故事则因为传主的
浅陋，而印证了“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故事则大可以见仁见智，各随尊便。从远古走到如今，
人类的脚步已成定格，客观的呈现只是为了引发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已。    记得列宁曾经说过：从全
部事实的总和中得出的结论才是可信的正确的结论，如果离开了全部事实的总和而各取所需，那么，
事实就是儿戏，甚至连儿戏都不如。用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才能确有成效地避免和克服人们认识上
的偏颇和误区。虽然古人所讲的“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其一定的依据，比如女子在古代受教育的
程度普遍不如男子，女子长年被关在家中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女子一向被摈斥在决策层之外等等
，都是影响和制约女子见识的重要因素。“人是环境的产物。”脱离了特定的社会环境，势必会陷于
有百害而无一益的空谈之中，而这样的空谈便只能是连儿戏都不如。    “温故可以知新。”从这个角
度来看，尘封已久的历史故事并非只是寄存在故纸堆中的陈年烂账，一旦进入时人的视野，便立时变
得鲜活起来，成为人们借鉴的教材。“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于人们肯不肯阅
读，会不会思考。人生而平等，但在见识上却存在着千差万别，想弄清楚缘由何在吗？请从阅读和思
考入手。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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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看女人》

内容概要

《透过历史看女人》由恢嘉所著，《透过历史看女人》中讲述了109则历史故事。在编排上分为8个类
别，即教子、相夫、慧智、忠勇、孝义、贞节、狡诈和余编。采取这样一种编排方式，意在把女人的
言行见识这个主题具体化，从上述几个类别中具体地体现出来。最初，本来是打算按照时间为序进行
编排的。在做了两种编排上的对比以后，觉得还是分成几个类别更有利于读者阅读和思考，于是在脱
稿后做了上述的编排。
    在写作方式上，一是将所属各篇定格在两千字左右，二是对史籍有载的历史故事进行尽可能准确地
复述，三是在讲述故事之后略加引申发挥，说明笔者的观点看法，进行简短的点评，以期收到抛砖引
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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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历史看女人》

章节摘录

叔孙敖杀蛇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    春秋时期，楚国有个名叫叔孙敖的少年，一天外出游玩时，遇见
了一条长着两个脑袋的蛇。叔孙敖听大人们说过，长着两个头的蛇是不祥之物，凡是见过它的人都要
死。这时，叔孙敖心里立即浮现出这样一个念头：既然我看见了两头蛇，已是必死无疑，临死前也一
定要把它杀死，免得它再去害别人。于是，叔孙敖便杀死了两头蛇。回到家里以后，一见母亲，叔孙
敖便嚎啕大哭。母亲见状，赶忙问他为何哭泣。叔孙敖回答说：“听人说看见两头蛇的人必死无疑，
我今天看见了两头蛇，所以害怕离开母亲而死去呀！”    母亲忙问：“两头蛇现在哪里？”    叔孙敖
回答说：“我怕别人再看见它，所以把它杀死又埋起来了。”    母亲听了，便开导他说：“儿呀，不
要害怕。我儿杀死了害人的两头蛇，不让它再去害人，这是做了一件大善事啊！积了阴德的人，上天
一定会报答他。我儿不必担心，你不会死去的。”    听了母亲的话，叔孙敖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一
颗悬着的心才慢慢地放了下来。    叔孙敖长大成人后，做了楚国的令尹(宰相)，史称其宽刑爱民，兴
修水利，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政绩斐然，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政治家之一。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叔孙
敖小时候杀死两头蛇，做了善事，后来又成为楚国的令尹，名重一时。如此发展脉络，完全符合“善
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传统说教，于是，便被统治者拿来，作为一个现成的生动的教材，用来教育民
众。    被人神化了的故事，自然会衍生出许多故事的主人始料不及的东西，特别是当着有心人各取所
需地拿它来说事的时候，更可能和主人公当初的意愿相去甚远。在这个故事里，叔孙敖路上遇见两头
蛇并将其打死掩埋，是一个意外；母亲从儿子的啼哭声中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同样也面临着一个究竟
作何解释的难题。她向儿子所说的那番话，既是对儿子的宽慰，同时也是对自己的宽慰。因为，在科
学不发达的古代，迷信是一种常人难以摆脱的世俗观念。见了两头蛇的人究竟会不会死去，儿子心里
没底，母亲心里同样没底。    但是到了算命先生、占卜者的口中，经过他们的胡诌闲扯，叔孙敖打死
两头蛇居然和他后来出人头地出将入相有了扯不清的关系。似乎因为打死两头蛇、做了善事，才有了
后来的官运亨通，显名于世。如果当初叔孙敖没有打死那条两头蛇，就会很快死去，就不会有后来的
一切。于是，一个偶然的遭遇，便成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佐证。翻看古代小说，叔孙敖杀蛇
的故事一次次地出现在面前，令人无可奈何。    虽然如此，叔孙敖母亲对儿子的开导毕竟可圈可点。
平心而论，这是一位有见识的女性。儿子路遇两头蛇，尽管担心自己命不长久，还是不想让两头蛇再
去害人，便将其打死。儿子的心思是善良的，主观上是在做善事、做好事。叔孙敖的母亲肯定儿子做
了善事好事，相信儿子会有好报，无疑体现出了一种人性的善良愿望。    古人将做善事做好事视之为
积阴德，固然有明显的因果报应的成分，但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却也有其积极的成分在，不应简单地
一口否定。虽然现实生活所彰显的一切并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是不断地呈现着“修桥铺路，少
眼没户”，不断地上演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但是人生在世还是应当养成做善事做好事的自觉
。就像叔孙敖一样，自己虽然不幸地遇见了两头蛇．也要将他杀死，以免它再去祸害其他人。从理念
上讲，叔孙敖的观念应当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叔孙敖的行动也应当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    站在这样
一个高度上来阅渎叔孙敖杀蛇的故事，来审视叔孙敖母亲对儿子的开导，心中的郁结顿时开朗，善良
的人们原本应当如此善良。不管善恶是否真有报应，不管报应是如何地步履迟缓，我们都应当向叔孙
敖一样，自觉地做善事，自觉地积阴德，都应当和叔孙敖的母亲一样，持有坚定的信念：天道无亲，
常与善人。    或许，我们可以比当年叔孙敖的母亲向前再走一步，那就是：即便是人妖颠倒是非不清
，我们也要一如既往地一心向善，永不停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
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沿着这个思路进行下去，就难免重蹈前人精心设计好的窠臼或者说是套路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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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透过历史看女人》由恢嘉所著，“温故可以知新。”从这个角度来看，尘封已久的历史故事并非只
是寄存在故纸堆中的陈年烂账，一旦进入时人的视野，便立时变得鲜活起来，成为人们借鉴的教材。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于人们肯不肯阅读，会不会思考。人生而平等，但在
见识上却存在着千差万别，想弄清楚缘由何在吗?请从阅读和思考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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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图书馆的好处就是能看你永远不会买的烂书，在古史留名的女人大多是超无聊的烈女贤妻。被贼
人一逼就寻死，死法还只有投江和自缢两种，被陌生男人摸了下手她就把自己手砍下来，虽然我很喜
欢这样但我知道这是不对的。唯一有智慧的一女人，被逼改嫁，假装答应，让婆婆拿了礼金先跑再自
杀，死的比其他人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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