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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金蓮 (繁體圖文版)》

内容概要

本書是馮驥才先生最具爭議性的作品。小說中的故事發生在清末民初的北方小鎮：窮人家女子戈金蓮
幼時被奶奶裹足，雖然痛苦難耐，卻因此嫁入富人家。通過兩次賽腳，她從失寵到得寵，從此由痛恨
裹足的人變成這一封建習俗的衛道者。但是當女兒又面臨裹足時，戈金蓮的母性與傳統觀念發生了碰
撞，她終於放走了女兒。女兒後來成立了“天足會”，倡導廢除裹足，站在了戈金蓮的對立面。 
    本書插入了大量圖片，包括馮驥才先生搜集的式樣迥異的“金蓮”圖，攝影師李楠拍攝的《中國最
後一代小腳女人》系列照片，還有台灣醫生柯基生先生收集的若干件金蓮實物圖片。它們放大了小說
中的一種意象，復原了那些曾經活著的歷史，使讀者的感受更加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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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初中的时候看三寸金莲这本书,当时对其中的一些描写不是很了解,但是有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好象是说香莲的眉毛画的很淡,象在月亮上面做梦.还有就是情节的离奇.那时对三寸金莲是没
有很多了解的,所以感触也不是很深.
　　后来才知道姥姥是缠过的,好象是刚缠上就解放了,所以脚也放了。前不久又看了一遍这本书,要说
这次有什么更深的感触那也是没有,呵呵,但是其中的一些东西却更让我迷惑了.到底这金莲里有什么东
西呢?让那么多的人迷在其中?这些疑问我是暂时解不开了,所以我对这本书的兴趣也会一直保留的.
2、　　请观赏百度《踏访山水 收获奇石》将更加的透彻了解金莲了一枚石头的不平凡？！一枚小小
的石头所经历的变迁，只有在悄然中铭记，而且只能通过“石头有缘人”进行解读。浙江温州市的王
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位“石头有缘人”，在中国温州楠溪江，王先生去那里探寻“石头”的时候，发
现了一枚“三寸金莲石”，在王先生的帮助下，我们才能了解到有趣的“石头物语”。
3、　　窝在上海等飞机的时候穷极无聊，看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插画本玩。看了才知道，原来一
双小脚有那么大的学问，然后庆幸，好在不是生在要缠小脚的年代，不然好好的天足变成怪里怪气的
尖尖小脚，怎么受得了。
　　
　　话说回来，中国历代的文人骚客们都有点怪毛病，前朝时候喜欢在庙壁岩石上题诗玩，玩得腻了
跑到风月场所为妓女吟诗作对，最后酸得滴出水了居然拿女人的脚做文章，清末年间江南地区有“赛
脚大会”，有精于品脚的专家，还有擅于写小脚诗的墨客，真是无奇不有。据说那个年代，有钱人家
的老爷公子们没事就爱凑在一起，叫上一壶茶，那可不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是点评谁家的姑娘
媳妇脚裹得好，裹得精妙，裹得有创意。根据冯先生的记载，一双金莲有许多名堂，有所谓的16字决
，如今是记不明白了，好像是不仅要小，还要“轻”，又要“飘”什么的；根据不同的裹脚形状，给
附上不同的名称，有什么“荷叶边”啊，“海棠叶”啊；就连那小鞋也根据功用的不同，有外鞋、套
鞋、便鞋、软鞋等等的分别。小女我本以为小脚就是小脚罢了，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讲究，文人们玩遍
了四书五经、读通了唐书宋史，没的捣腾了，把脑筋动到小脚上来，连这东西都整出一套学说，偏偏
没人研究强国之道，清末之迂腐、之萎靡堕落，可见一般。
　　
　　彼时曾看过一本小说《青楼怨》，不晓得是哪个年代的旧书了，惟独对其中裹脚的一段记忆犹新
，说是奶妈把白布剪成长长的条，准备好麻线大针还有碎磁，抓起闺女的脚就往下拗，拗一下洒些碎
磁，立刻甩开长布，刷刷的裹上，再用针线密密缝上，也不管女孩疼得哭爹叫娘，口里直说：给你裹
脚是为你好，不然将来你定要怨奶妈的。。。。害得我边看边抽冷气，还不理解为什么要洒碎磁，后
来才知道，划破了脚出了血更容易让小脚定型，都是民间的偏方子，却不知害苦了多少女孩儿。
　　
　　现今我们看清末民初照片画像里头梳着“大拉翅”的贵族妇女，个个小脚伶仃的，真像圆规的两
细脚似的，只能坐着，站起来怕是根本站不稳吧，更别说跑步前进了。凡是有点资产的人家费劲心思
把女孩儿的脚往小里缠，就是为了标榜自家的闺女是真正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小姐，生来就是给富
贵人家养的，做什么都有奴仆女婢，用不着亲自动手。越金贵的小姐，脚就越细，越不会走路，好在
中国还有解放的一天，不然女人的脚迟早会退化成没用的摆设。
　　
　　其实现在看来，小脚是很病态的畸形，所以我不明白当时的人们为什么会以小脚为美，甚至有人
专以把玩小脚为乐，更是让我觉得是近乎变态的举动了。把正常漂亮的双脚挤成鸡爪子似的怪样子，
既不能立，又不能走，有什么美丽可言，每天睡前还要清洗长长的裹脚布，麻烦到姥姥家了，碰上个
懒惰的，十天半月不清洁一次，就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了”。
　　
　　如今的三寸小鞋也成了稀罕的收藏品，有人居然收集了上千双，说是一种文化的研究，一个时代
的见证，而这类的收藏我是不赞成的，写些文字考量考量就算了，何必收集旧物。男人看了心里不觉
得什么，或者还以为美；女人见了，只会觉得愤怒，觉得委屈，那是一个时代女性受尽屈辱的象征，
更是女性盲目盲从的见证。绣花鞋做得再精美，也是斑斑血泪筑就而成，这种残物，存之何用，不如
一把火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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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后，还是庆幸生在新中国，不用成为小脚的下一个牺牲品。也希望历史的未来，不要再想
出奇奇怪怪的玩意折腾女人了。
4、政府下令禁止，几十年都禁不了，
    可见旧习俗乃至文化对人的影响有多大，
5、　　看到了传说中三寸金莲的事实真相，悲乎哀哉！！女子缠足只为取悦男子，完全把女子本身
物化，就像一件东西，任人玩弄于鼓掌之间。真是可悲可叹可怜可气可恨可感可慨！！ 
　　
　　女儿当自强，一千多年的缠足文化束缚住了女性心理和身体的发展，女儿当自强，即使在今天，
对于那些大男子主义男尊女卑的思想我们还是要 一样战斗到底！！
　　
　　我就要用我的大脚片子哗啦啦响啪啪的四处乱跑，震动这地球!告诉世人，男女社生来平等，再不
要把玩物的意向加到女性身上！1
　　
　　可气可恨！！看着大脚丫子我就觉得解气！！
6、觉得不能直直肯肯的说当时病态，只是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审美观，西方的紧身胸衣，古代中国
的裹小脚，现代的隆胸隆鼻抽脂等等，都只是代表不同的美感表现。
7、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是一部奇书，热衷于传统文化的冯老在用文字展现它们时候却用了一
种奇特的角度，从那里看出去只见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也许这一切在冯老的心目中原本就是那样的
色彩艳丽而又神秘莫测。这种特殊的感情几近一种只可自己体贴却令旁人张口结舌的怪癖。
　　   看《三寸金莲》，不自觉地为那个奇异的世界所吸引，那一切看似匪夷所思，却隐隐有着熟悉
的感觉。渐渐想来，那尖尖的金莲竟与一件东西是如此地相像，那就是意识。意识是原本以动物出身
的人所没有的东西。意识之形成，正如金莲之成型，皆是扭曲为之。书中金莲的评价标准有尖、瘦、
窄、弯、小等，在现在的角度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荒唐无比，但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却是人人习以为常
，不觉丝毫怪异，甚至于有的追捧赞叹，有的模仿攀比，好一派趋之若鹜轰轰烈烈的热闹景象！意识
的境遇何尝不是如此？在时过境迁之后，“荒谬”与“正常”的差别，仅在一线之间。
　　   意识力量的强大还在于它对人们的征服和占有。戈香莲本身就如同一只被扭曲而成的小脚，她
为它费尽心思，然而对这其中痛苦领悟得最深的恐怕也是她。那怕最终在她心底里对这只小脚是否定
的——将自己的女儿悄悄送了出去，让她可以逃离扭曲的阴影——但对于自身而言，她已经欲罢不能
。篇末，一个在内心否定了小脚的人却在小脚被人们声讨之际带领家里的女人们站出来为小脚而战，
这无异于一种分裂。这就是意识于人强大的地方。就算你领略了它的真面目仍然逃脱不了它的统治。
在这种力量之下，即使是清醒，也是被扭曲了的那种。
　　   再回头来细看这朵奇异的“金莲”。佟老爷的“慧眼识才”、老妈子的“发掘锻造”，佟家“
赛脚会”上的一鸣惊人⋯⋯你会发现这一切与其他的励志成才史完全没什么不同。然而正是这一本正
经的版本模式配上以“小脚”为主语的成长史，怎么看都透出一股子荒唐的辛辣味儿。然而我们却不
可以放肆地来取笑它，保不齐我们现在一本正经地做着的某些事儿，也不见得比它高明到哪儿去。当
小脚对我们或这个社会还有意义的时候，它就是一朵“金莲”；而当我们现在孜孜以求的某些事业在
以后某个时候失去了现在对我们的意义之后，它就是一只小脚。
　　
8、觉得作者写这本书用意在于批判那种荒唐的观念，却也在于对文化的探讨，还是很有意义的⋯⋯
9、　　 可以在考试周这种“一寸光阴一寸金”的阶段让我一拿起就放不下，可见这本书的吸引力有
多大。
　　        一直都无法理解小脚的存在。需要怎样的力量，才可以让几乎所有的旧时女性，硬生生把自
己的脚缠成如此畸形的模样，即便只是看相片，都让人觉得触目惊心。而又是什么原因，使缠足流传
了几千年都未曾消失，甚至还形成了“小脚文化”。这本《三寸金莲》，虽然无法解答所有的疑惑，
但仍提供了更深入的思考。
　　       主角戈香莲，一生的命运起伏都牵系在自己的小脚上。因为一双好脚被佟老爷看上而嫁入大
户人家，却又因为赛脚时败下阵来而受二儿媳白金宝的欺辱，在生下女儿莲心以后本打算自尽，却被
古怪的潘妈制止，并教她缠脚的一整套学问。在潘妈跟公公佟忍安的指点下，戈香莲终于缠出了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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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莲，在赛脚会上一鸣惊人，从此掌管佟家。但在女儿莲心长大公公下令必须缠足时，戈香莲却心软
了，将女儿托付给他人，假装走失。
　　        到了民国时期，政府下令放足，戈香莲带领佟家誓死不从，并与“放足会”的领头人牛俊英
针锋相对。在决定性的赛脚会上，戈香莲突然认出牛俊英脚心的胎痣，发现她原来是自己十多年未见
的女儿莲心，悲喜交加，最终郁郁而逝。
　　
　　       其实构思并不新颖，当然，只是针对当前来说，说不定在小说初发表的时候还是不错的，但
起码我在看到莲心走失的时候就猜到了后来的剧情发展。不过，整个小说的point不在这里，而在于：
金莲为何会持续存在？金莲美吗？如果不美，为何这么多人为此如痴如醉如狂？（书里所记载的赏莲
文化的确让人叹为观止）如果美，为何中国人会欣赏这样一种残缺扭曲的美？再进而联想到中国文化
里面的审美观，赏石必须是瘦、皱、漏、透，赏梅必须是横、斜、疏、瘦，所谓梅以曲为美，直则无
姿；以欹为美，正则无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传统山水画也异于西方水彩的浓烈艳丽，而是以清
淡疏远为上。综合看来，似乎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的是一种孱弱的、柔软的、残缺的而略带病态的美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审美观呢？再转而思考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对社会而言，最突出的词是“
仁”，对个人而言，最具代表性的词是“君子”，二者所蕴含的，都具有极力避免冲突与尖锐的成分
在内，如古代文人所崇尚的玉一样，温润内敛而不张扬。那么，上述的审美观，是不是就在这样的一
种价值体系下所培育出来的呢？还有没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很遗憾冯先生并没有在后记中提出
明确的剖析，或者有提到但是不合心意被我自动忽略了，哈哈~~~所以，也只能基于仅有的一点感知
水平，进行有限的揣摩与思考，若能等以后有了更多的积累与沉淀再思考这个问题，说不定会收获更
大。
　　
　　
10、　　最近在看明朝那些事儿。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你来我往，而大多是男人。这些人或流芳百世
或遗臭万年，极少能看到女人的身影，即便有几个女人如浮光掠影一般出现，也是连名字都不知道是
谁，只模模糊糊的知道她是谁的妻子---女人总是以男人的附庸而出现的。
　　看到这本书，我忽然想到，原来男人叱咤风云的一千年，女人们大约一生十之八九的努力都放在
这一双小脚上。男人的世界，有进有退有沉有福，而即便是朝代的更替之于女人又算的了什么呢，哪
个皇帝当家根本不重要，深宅大院外面什么样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这一双小脚，能让自己立足于
自己终身的舞台---家庭。
　　想想看，这个国家一半的人--男人，风风光光轰轰烈烈，而另一半的人--女人，默默无闻随风而
逝，这几千年竞几乎是空白。多么可怕。
　　而观念的改变又何其迅速，短短一百多年，换了个天地。
　　---未完
11、那今天的隆胸呢？
12、　　我不想看带血带泪的带史的长篇大卷，故事，我要故事。
　　冯骥才总是极大的满足我，给我的想象力找一个安放的地方。
　　无论是里面的宋画的鉴赏还是宋画的作假，都带给我神奇的感觉，生活的气息、真实的力量。
　　
　　我现在有一毛病，就是一看见“烟花”、“寂寞”、“疼痛”以及“45°C”这样的字眼就难受
。而这些真实的、鲜活的（在历史中鲜活的）、不做作的东西，则让我新鲜。
　　
　　从小说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刻画来说，比不上很王朔比不上余华比不上苏童（我也不知道自己
比较的对不，我只看过这些），但又是这些无法替代。——冯告诉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正如书里写
的，让我自己来“听其言观其行度其心”，而没有强塞什么。
　　
　　他写的开心，我读的舒畅。
13、可怕
14、　　     冯先生是现代作家里，我最早仰慕的一位。从小就读了冯先生的《酒婆》、《神鞭》，冯
先生为我这个乡野小民展现了京津的市井风味。这部《三寸金莲》老早就听说大名，直到最近才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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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来一睹。
　　初读此书，那可真是惊骇。平时我们或多或少的也知道这三寸金莲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可是看到
冯先生真真把它写出来了：八岁的女孩被奶奶强着勒断脚骨，为了塑个好形，还要拿擀面杖把脚骨细
细锤碎，真是可怖，可怖！这个小脚，真是畸形、变态！
　　可接着读下去，穷家的女娃，竟然因了这副三寸金莲被津门数一数二的豪门老爷看中，从此“飞
上枝头变凤凰”，真是令人唏嘘，甚至眼热！怪不得她们都要裹小脚！放到现在，要是只要有一双好
脚，不管你门第如何，不管你脸面如何，就能嫁入豪门，保管也会有人趋之若鹜！等进了大宅门里，
那可真算是开了眼：众多的“雅士”以“莲癖”为豪，争相比较自家女人的三寸金莲，还总结出了“
三字要领”“八字要诀”“二十八条必备”！谁家女人，甭管是媳妇，儿媳还是丫鬟，在金莲面前一
律平等。只要有一双满足上述要领的三寸金莲，就能为家族赢得脸面，在家里横着走！
　　所以我们的主人公因为这双小脚，进了豪门大院。也因为这双小脚，栽了大跟头，挨了无数冷眼
挤兑。最后又因了这双“天下奇材”的好脚，在大院里站稳脚跟，当上的当家大少奶奶。
　　然而，消停日子没过几天，民国来了。我们后人自然是知道当时沸沸扬扬，可谓惊世骇俗的“天
足运动”。可是，读入书中，竟然情不自禁的为书中的主人惋惜：好不容易才用这双小脚换来太平富
贵，禁小脚？那可万万不能！这就是冯先生的厉害之处了：我们明明知道小脚的种种害处，但因了主
人公由小脚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以及天足会的会长的那副嘴脸，我们不但不会憎恶这小脚，反而对小
脚充满感激。当主人公最后在赛足会上惨败，以致身死之后，我甚至一瞬间不禁对她，甚至是她所在
的那个时代，产生了留恋之情。幸好，她死在了自己所向往，自己所培育的新时代里，真是令人庆幸
！
　　也真是令人汗颜！为着阅读时自己所产生的种种误解、猜疑、向往所汗颜！我不禁抱愧：若是我
生在那个时代，自己必然会是小脚的忠实拥趸！！
　　掩卷而思，不禁想起金庸先生在《神雕侠侣》后记中的一段话：“神雕”企图通过杨过这个角色
，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礼法习俗都是暂时性的，但当其存在之时，却有巨大的
社会力量。师生不能结婚的观念，在现代人心目中当然根本不存在，然而在郭靖、杨过时代却是天经
地义。然则我们今日认为天经地义的许许多多规矩习俗，数百年后是不是也大有可能被人认为毫无意
义呢？
　　三寸金莲消失了，三寸金莲真的消失了吗？
　　
15、变态的年代，疯狂的人民
16、　　戈香莲这个传奇的小脚女人究竟有没有原型？
　　
　　尽管图文本上有一幅黑白的照片注着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戈香莲照，但作者并没有指明原型为
谁，网络上多数人也觉得文艺创作无需刨根问底。
　　
　　无论原型研究也好，还是作者文艺创作也罢，我是宁愿相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有那么一群
裹着小脚的女子，她们的身姿荡漾，或凄楚，或神气，或传奇，戈香莲的故事不过是汇聚了多数女子
的缩影。
　　
　　那些曾经骑着英俊的骏马、飒爽英姿的女子，怎么后来如囚徒一般幽禁在高宅深院“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那些曾经和胡姬们一起挑着疾如旋风的胡旋舞的劲爽双足，怎么到后来被缠裹成丑怪无
力的模样？
　　
　　一千年了，小脚成了约束女人的一种形式，而男人则变相的将这秘不示人的小脚改造成性器官，
任意玩弄。文中的主角戈香莲就是成千上万小脚女人的缩影，道出这裹脚背后的辛酸。对于女人只能
凭足下尺寸来取得社会地位的现实，小脚女人们是无力抵抗的，只能顺从命运，顺从社会。这是男性
为主宰的封建社会，对女性的专制！
　　
　　记得姥姥在世的时候，我常常好奇她脚的形状，好似没有完全长开，几个脚趾蜷缩在一起，无论
如何也抻不开。姥姥说，那是小时候缠小脚留下的，尽管没过多久就放开了，但是终身也落下了这种

Page 7



《三寸金蓮 (繁體圖文版)》

残疾。即使是幸运放足的姥姥也未能像正常人一样任意奔跑，终年穿着比常人小一号的鞋子慢慢的走
着，遇到河沟总要小心翼翼，注意脚下的重心；更何况那一千年来长年累月裹脚度日的悲情女子呢？
　　
　　世纪末的时候，姥姥去世了。报上说，随着最后一批小脚女人的亡故，缠足已然在当代的社会历
史中黯然消逝。而我们这些幸运的一代新鲜女子，精心的给自己的脚趾涂上炫目的甲油，脚脖上带着
精致引人的装饰，穿着各式各样精致的鞋子，自由的奔走在新时代的大街小巷，也许我们应该认真品
味一下这未曾感觉的幸福⋯⋯
　　
　　书籍的封底上，冯骥才和一堆小鞋的黑白照片，作者手指向前，向读者发问：“你说我为什么写
《三寸金莲》？”是啊，他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呢。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冯骥才遇到一个美国读者，
她说他的书写得诡谲狡黠，荒唐有趣，让他无可奈何。难怪作者要在封底照片着重质问读者，你说我
为什么写？真是应了书前闲话中的一段：“您自管酽酽沏一壶茉莉花茶，就着紫心萝卜芝麻糖，边吃
边喝，翻一篇看一篇，当玩意儿。要是忽一拍脑门子，自以为悟到嘛，别胡乱说，说不定您脑袋走火
，想岔了。”就是担心有的读者相差了，甚至走火入魔成为像书中那些莲癖，以金莲为美，冯骥才还
特意在附录中收藏了自己给记者李楠的摄影作品《中国最后一代小脚女人》所作的序言——《为大地
上的一段历史送终》。再一次强调了捕捉千年畸形文化痕迹的历史意义。“一个时代嘲弄一个时代，
往往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危险。因为一个荒谬的历史不仅需要嘲弄，更需要追究⋯⋯一同正视小脚
是为了未来。”
　　
　　冯骥才做到了让他的读者了解他的写作动机——很大程度源于新的出版版本。新星出版社2005年9
月以图文本的形式正式出版《三寸金莲》。尽管初次发表时备受争议，但就像冯骥才所说的，现代社
会宽容多了，也渐渐悟出埋藏其中的深意。因此在写成该书20年后，他并未在文字上作重新的删减，
反而是选用了台湾金莲藏家柯基生的大量文物图片，记者李楠的写实照片以及他自己的一些文物藏品
。丰富的历史图片资料，配着文字，让那段千年历史的缩影突然间历历在目，清晰可触。从160年前的
天津城厢图，到缠足妇女图像，再到各地各式各样的小鞋文物，彩色清晰的图片，一下子将现代社会
不曾出现的小脚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如此丰富的史实，“鲜血淋漓”般放在眼前，还有哪个读者会
对此浮想联翩，妄想重现小脚当年的“丰姿”？
　　
　　作者曾在图文版序言中说，评论家将其作品列为“历史小说”、“传奇小说”、“津味小说”—
—全是胡扯！呵呵，其实冯先生何必同评论界如此动怒呢。如果配着丰富的史料图片能让读者明白了
创作真诣，被冠以“历史小说”“津味小说”等等之名又有什么关系呢。呵呵。16开的彩纸，14个印
张36.00元人民币，尽管有些“贵族书”的味道，不过和那些动不动就用彩纸的书籍来比，太值了！（
怎么越写越像软广告？  －_－|||）
　　
17、　　       作为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很少谈论中国，但有一样东西很让他关注，这就是中国古
代女性的“三寸金莲”。
　　      认识一段历史，是《三寸金莲》带给我的最大收获。
　　      我以现代的观念初读这本书，以至于每读到作者细致描写女主人公香莲裹足的种种细节时，我
不至于歇斯底里，也扼腕顿足了，甚至不止一次暗骂真是没天理，为什么女性要缠足，为什么不是男
性缠足？“小脚一双，眼泪两缸”竟在中国延续千年！
　　      不过越看到后面，更深入了解知晓缠足这种特定文化后，尤其是从当时的男性，所谓的金莲大
师们口中，我也懂了金莲大赛、各种评判规则，就把它看做今日层出不穷的选美比赛，也能慢慢站在
古人审美观上，理解他们眼中的“缠足是一种艺术”。
　　      文化反思，文化追根。我想这是冯骥才真正希望我们领悟到的吧。中国古代的男权意识是根深
蒂固的，我觉得强大一方的权威必然要外化为具体地压迫，所以，女性便选择自残的行为来屈服。至
于裹足，我想只是这种自残的形式之一，重点不在“足”。不知道怎么天马行空，我又想到，现在好
多女孩热衷整容、减肥，借此依靠男方改变自己的命运，好像也可以看做是变相的自残吧，女孩似乎
又在屈服于男权。看来，文化劣根存在于我们的文化深层，想要根除绝非易事。
　　     嘿嘿，原谅我跑题了，突然又想扯扯古人的审美，上节课还讲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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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婀娜多姿。古人说美女“樱桃小嘴、脸若银盘、吐气如兰”，放到现在，也是不二的女神标准！这
些标准与缠足比，起码没有悖离人性，得以传承。我想缠足近代废止也是基于此的吧。
18、　　忘记是小学还是初中时候看的，
　　应该还不止看了一遍，起码两遍。
　　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字字玑珠，色泽饱满。
　　
　　还能记起来的一些片断就是，
　　戈香莲被她奶奶裹脚时的骨头咯咯折断的恐怖描述。
　　各种儿的赛脚会，女人想尽办法秀脚夺魁，男人品酒论足色迷迷。
　　还有香莲的女儿叫莲心，是个天足派，绝对是戈香莲小脚派的反对力量。
　　
　　今年过年回家定记得再翻出来读读。
　　读后感后补哈。。。
　　
　　突然想起外婆也缠的是小脚呢。。。
　　她老人家今年九十大寿了。
　　
　　
19、　　缠脚一段，看得我冷汗直冒，心惊胆颤
　　
　　要想和作家一样的心境来读，得相当理性才行。自认轻易不能看
20、才刚看，觉得今天的脚幸福。可觉得不过时代观念不同使然，在那个年代，你我都免不了裹脚厄
运。也许也会觉得庆幸。香莲之明智就是能看到时代变化，送走自己女儿，逃掉裹脚。
21、年齡則是當下女性正在掙脫的另一裹腳布
22、老馮最艷的一部
23、字字锥心，入木三分；老冯对文字气氛的驾驭堪称一绝！
24、　　漂亮的封面吸引我把它取下货架，生动细致的描写让我捧着它足足在书架前站了一个小时，
使我大开眼界的故事内容不得不买回家一口气读完它。我奶奶就是小脚，只觉得小脚很丑，走路不稳
，只觉得小脚就像手边的水杯一样平常无奇，但是当你打开这本书后，你就会惊呼：天啊。
25、如果把小脚的罪都怪到男人身上就过分了，，，最多也就是推波助澜，，，
    不信你看今天的女人们减肥的减肥（经常有减死的），整形的整形（这个可是直接刨开了磨骨头）
，隆胸（把胸刨开了往里塞塑料袋） 打针，抽脂（插管子到肚子里把油水吸出来），胎盘素（连婴儿
也不放过），，要多B级就多B级
    可没见谁逼他们啊，相比之下，裹小脚可真是又方便又环保
26、　　   刚买这本书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它的光辉，只是觉得想去了解关于三寸金莲的故事。但是
一读过了这本书，就发现我爱上了它，都不记得读了多少遍。故事很感人，也有很丰富的知识介绍给
我们。很值得看的一本书。
27、　　第一章看到奶奶给香莲裹脚看着心都扯着疼.
　　多么怪异畸形,什么&quot;莲癖&quot;只是让我一味恶心.
　　但接着慢慢往后看才有了更深的感悟和理解.
　　如冯先生在文中说的一句话&quot;人世间,往往只有过后,甚至到后世才能明白&quot;.
　　
28、　　三寸金莲 是喜是恶 各有各的想法 这脚 该缠该放 各有各的争论
　　
　　为何缠？自古以来 女为悦己者容 男人喜欢 女人就打扮 若说这裹脚是从南唐后主李煜那开始的 那
这话就该说是女为己悦者悦己而容 或只是争宠 那裹脚还真是虔诚的延续了它的起源 那到底是为了男
人 还是为了自己？古时女人没有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一切都依附在男人身上 杜十娘虽有百宝箱却无法
独活于世 除了几个个别的 不都是靠着男人活着 这裹脚也只不过是生存之道 也不用非说女人裹脚象征
着被男人控制 没有了自我个体 即使不裹脚 女人也没有 所以 缠是为了活下去 可怎么连有着活下去的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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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也是错的？
　　
　　放 当初中国海师被日本军打得落花流水 愤怒的晚清革新者就说中国要站起来 要改革就要除旧 从
何下手？自然要从这有着久远文化的小脚开始 当然古汉语也被废除了 可却不比这放脚闹得凶 书里写
的当时争论要放脚的理由就是中国的女人 中国人口的一半 都被这小脚牵绊 不能正常作业 路走不好 跑
都跑不了 所以中国的落后是受中国女人小脚的拖累 听着有点道理吗？有吗？真有吗？的确有很多西
方人惊奇中国女人的小脚 可也同样有人惊叹小脚老女人上山之如飞 中国落后不在小脚 也不在古汉语 
根本没有自己地位的中国女人怎么可能是其落后的原因？如果说从当时男人们嗜脚嗜金莲的程度可以
对中国当时的落后略有一瞥 那是一点都不勉强 可怎么这罪名就被扣在了女人的一双脚上
　　 
　　因为社会结构 于是想出了用小脚取悦男人 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 男人只晓得捧着裹好的小脚流口
水 要受裹脚之苦的是女人 要狠下心让自己女儿受同样痛苦的还是女人 响亮的口号鼓励中国姐妹们放
开脚 站起来 可讽刺的是 真的放开脚后 就站不起来了 说放 就扔掉鞋 扯掉布 却不知道那布里裹的哪止
是女人畸了形的一双脚 更是尊严啊 甚至胜过贞操的一双脚 即便嫁了人 也不会脱下裹布给夫君看一双
赤裸裸的脚 有人宁愿死 也不愿拆下这布 可就有人要她们死 
　　
　　当初要裹 于是世世代代的缠上了 更好的活了 
　　到头来 也是为了更好的活 便要放
　　一缠一放 男人看的赏心 说的容易
　　而女人 总是这历史上的受害者
29、“保不齐我们现在一本正经地做着的某些事儿...对这个社会还有意义的时候，它就是一朵金莲...在
以后某个时候失去了现在对我们的意义之后，它就是一只小脚。”
30、看到香莲奶奶给她缠足那一段，
    我真是吓惨了，终觉得自己的脚被裹上了一样。
    在天涯上看到过真正的小脚，太恶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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