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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中国女性生命故事》

前言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
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
理论成果，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
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
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
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
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
养1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
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
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
的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
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
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
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
文学科、科学文化的最新成果，以及文学艺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
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传统优秀文化的现代
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
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
外中国研究、外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
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
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
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
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
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
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凤凰文库出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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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序：游鉴明
导言：胡缨、季家珍
一、学术方法论：倾听沉默，质疑内质
1.曼素恩（Susan Mann）：传记史料中的言与不言
2.贺萧（Gail Hershatter）：重获新生：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妇女劳动模范的产生
二、传记与教化
3.钱南秀：“列女”与“贤媛”：中国妇女传记书写的两种传统
4.卢苇菁：贞女传记：礼仪论辩、道德批评和个人反思的平台
5.季家珍（Joan Judge）：典范时间与世俗时间：魏息园的《绣像古今贤女传》与晚清时刻
6.胡缨：性别与现代殉身史：作为烈女、烈士或女烈士的秋瑾
三、非传统的传记资料
（一）碑铭及小说
7.姚平：唐代女性墓志综览
8.柏文莉：贞操的想像：从贞妓到节妇
9.柯丽德（Katherine Carlitz）：情妇、长舌妇、妖妇与良妇：明中期墓志铭及小说中争竞的女性形象
（二）史外线索
10.伊沛霞（Patricia Ebrey）：向皇后（1046—1101）及史传以外的传记资料
11.王安（Ann Waltner）：生命与书简：对昙阳子之再思
四、自己的声音？
12.伊维德（Wilt Idema）：薄少君百首哭夫诗中的自传与传记性质
13.魏爱莲：清代中期江南的女性传记作家
14.游鉴明：改写人生之外：从三位女性口述战争经验说起
结语：如何阅读中国女子传记
附录一：正史列女传统
附录二：《世说》贤媛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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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以说，夏衍剧作中唯一有损秋瑾高尚形象的一点是她民间气息浓厚的同志王金发
责备说，秋瑾被“从前的那些仁义礼智的旧书念坏了！”这个批评是相当温和的，因为我们可以认为
王是试图说服秋瑾保全性命，然而，它确实把秋瑾之死与“传统道德”直接联系起来了。王金发与秋
瑾高尚道德姿态的截然不同在他离开时的一句话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哈，你做你的烈士，我做我的
强盗。”通过这对比鲜明的词语，“烈士”滞留在美德与光荣死亡的这一游戏规则中，“强盗”则全
然否定了这场游戏，连同它所应许的对广受颂扬的死亡的道德奖赏，以及青史留名。在夏衍对秋瑾最
后一刻的描绘中，体现在王金发（在夏衍的语境中则是倍倍尔）所批评的那些“仁义礼智的旧书”中
的社会障碍，与其说是强行规定了社会认可的性行为，不如说是贬低了生命本身。正是这些教导把女
主角引向了无益的死亡，正如它们曾令无数的人殉节自杀一样。 夏衍批评的另一方面同样受到倍倍尔
理论的影响，这就是性别与阶级平等之间的关联。故而，毫不奇怪，讲出这番激进意识形态批评的人
是准无产阶级王金发。比较而言，秋瑾则占据着更传统的上层阶级的道德立场。鉴于从秋瑾时代、经
由五四一代到共产党一代越来越强烈地（自我）认同于反叛／强盗谱系，我们可能会预期对王金发激
进道德立场的赞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夏衍最直率的批评者之一是郭沫若，浪漫主义诗人及党的宣
传员。在歌颂反叛分子，尤其是那些逾越传统道德规范的叛逆妇女方面，他最为雄辩。在连篇累牍的
诗歌、剧作中，郭沫若为湘夫人这类超越了人性风俗的女神，或是卓文君这样公然违抗父亲、自择夫
婿的女子大唱赞歌。通过她们对“父纲”的反叛、自由选择性伴侣的活动，这些女子身上体现出了反
叛者欢欣鼓舞的浪漫主义精神。她们是新女性的中国先驱，正如易卜生的娜拉是新女性西方的灵感源
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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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女性研究论文集很少有像这本让我很难一直读完的，只能说论文水平层次不齐。曼素恩等美国学
者的作品依旧很厉害，也看得出明清女性研究的核心力量仍然集中于北美汉学圈，相对的台湾学者的
资料丰富，但多为堆砌后的简单陈述，缺乏深入分析，尤其是几个以大陆为研究背景的学者表现尤其
明显。
2、女性传记写作
3、值得看，内容丰富，有思想。
4、虽然是一本论文集，但解读的视角还是相当丰富的，一些看法具有突破性，值得参考。
5、难得的资料性文献
6、庆幸不单列《海外中国研究·女性系列》。三种史料处理策略完全适用于个体主体化、“历史”
化、“自我”化研究，不限于重新挖掘女性声音。贺萧文处理口述资料简单，毕竟进入不能，思考方
向不错，留下广阔余地。全书感觉较平，“历史”有余，“社会”不足。当代部分较弱
7、读过这一套书中的几本，觉得这本的翻译最为可读，而且也改变了我之前的不少主观臆断。
8、翻譯太差，句子語意不通，句讀有誤，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能夠翻譯成加州大學大衛斯分校，絕
對是人才一個！校對更差，錯別字，人名前後不一致的情況比比皆是，不勝枚舉！話說編輯實在是太
敷衍塞責了吧！總之不忍卒讀，大失所望！奉勸大家慎重下手！
9、很杂
10、从著作的研究视角，材料的选择方面视角新颖，其中谈到贞女问题的论文很多。对贞节观的思路
做出了补充。考虑了贞妓、贞女传记等方面，以及士人对这些方面的论述，分析出当时的社会学术面
貌，也看有对女性情感的认同。
11、开篇看研究方法觉得很有意思，往后读却觉得像是在简单套用方法了...
12、【枕边书】不得不说某类研究实在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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