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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人自己说话》

内容概要

“让女人自己说话”，通过女性的声音，讲述女人的历史感受，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以女性的视角
，考量历史的足迹。透过女性的名字，找回女人的历史，令历史的解读更加丰满。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经历可以1949年为线：（1949年以前）妇女与（民族）战争的关
系以及（1949年以后）妇女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妇女在20世纪全过程中的两大主题；
换言之，妇女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以其空前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体现在每一个女人的个体经验
中。在这种关系中，女性角色多半仍然是被动的；尽管她们也在时代的裹挟中与时俱进，却仍然不能
成为自己生命和命运的真正主人。
换一个角度，从女人自身着，被女人认同、自觉追求、并且长久地改变了女性命运的，主要有两件事
：教育和职业；相比之下，教育可能是比职业更重要的能动因素。
教育唤醒了女人的自主意识，不仅可能使女人具备独立谋生的能力，更能使其具备独立自主的意志；
而职业则可以使“独立自主”成为现实――这是现代女性在整体面貌和个体命运中与传统女人判然有
别之处，也是20世纪中国女人与历史上的女人截然不同的地方；尽管与欧美社会比较，这一人群不那
么壮大，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这一特点不那么触目，却也是20世纪中国女人的时代特征。比
较“战争”和“政治”：战争过后，妇女回家；政治运动之后，女人多半返向传统――惟有教育和职
业，可以从主体意义上改变女性个体生命的内在品质，在时世变迁中显出其持久的分量――无论怎样
的时世动荡，它们都是女人（个人）不断成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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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人自己说话》

书籍目录

总序　李小江体例说明导言　李小江求学与办学先锋女生：中华民国早期上海女子教育　　杨洁　访
录、整理工部局女中：“非已役人，乃役于人”务本女中：“温、诚、勤、朴”清心女中：“密封罐
头”“象牙塔”独具特色的天主教女学震旦女中：“惟一的理由是它不念日语”女学与体育：“那也
是很出风头的呀！”清贫女子，勤苦生涯知识女性的早期足迹结语办学生涯：上海陆礼华女士口述 周
美珍　访录、整理重年：“6岁时我成了镇上很特别的人”辛亥革命：“我满脑子灌满了革命的思想
”“五四”以后：“我走上了艰难的办学之路”战乱：“重创中我依然创造了辉煌”体育比赛：“我
们从国内打到国外”抗战期间：办学救济抗日流亡青年“上帝平衡了我这颗苦难的心”解放后：“不
再去想学校了，我做了一名工人”后话：“说到学生，我感觉着甘甜⋯⋯”职业与事业火柴女工：广
西梧州火柴厂女工早期生活　周佩玲　访录、整理和妈妈一起追述往事听妈妈（们）讲过去的故事罢
工的故事童工的故事劳模的故事干部的故事蚕丝人生：费达生女士口述　沈汉　访录、整理职业一事
业：“光是在学校里养好蚕没有用”大家一小家：“单把一对夫妇的关系做好是不够的”莲宗寺主：
天津释际然师傅口述　沈汉　访录、整理家境：“破旗人，破旗人，该着你们没饭吃！”童工：“洋
人的烟卷公司验小姑娘，到那儿就被验上了”出家：“我算把这世界看透了⋯⋯我受不了这个”修庙
：“你们不让女的修庙，可我偏要这么干！”救难：“现在得把孩子接来，要不他们都会死掉了”磨
难：“‘应当活得起，死得起！变迁世纪年轮：2O世纪一家四代女性命运追踪　文丁　访录、整理引
子：世代链条，生生不息姥姥的故事：“我要是有文化，能赶上宋美龄”我的故事（一）：在姥姥的
关爱下成长我的故事（二）：厄运降临到我家我的故事（三）：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我的故事（四）
：再次遭遇性别歧视母亲的故事：“我是国家的干部，家务活就不是我的事”婆婆的故事：“我是公
家的人，就要一心扑在工作上”女儿的故事：“我不觉得女的不如男的”母女对话：坦言成长后记附
录“2O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参与人名单“2O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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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人自己说话》

编辑推荐

　　教育唤醒了女人的自主意识，不仅可能使女人具备独立谋生的能力，更能使其具备独立自主的意
志；而职业则可以使“独立自主”成为现实——这是现代女性在整体面貌和个体命运中与传统女人判
然有别之处，也是20世纪中国女人与历史上的女人截然不同的地方；尽管与欧美社会比较，这一人群
不那么壮大，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这一特点不那么触目，却也是20世纪中国女人的时代特征
。比较“战争”和“政治”：战争过后，妇女回家；政治运动之后，女人多半返向传统——惟有教育
和职业，可以从主体意义上改变女性个体生命的内在品质，在时世变迁中显出其持久的分量——无论
怎样的时世动荡，它们都是女人（个人）不断成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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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人自己说话》

精彩短评

1、四辑中最佳，虽仅聚焦教育、就业，折射多元政治立场，日常苦难层次丰富。上海大中女校教育
，人物虽特殊，细节很珍贵，尤其大量体育史料。广西梧州工厂女工群像，费达生（弟孝通）求学兴
业经历，略可互参。学者长篇自述四代家史。综观四卷，理念手法突破有限，成果积累嘉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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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女人自己说话》

精彩书评

1、这本书我看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读得我好感动。一个是一位姓徐的女士，她活了94岁。1923年
的时候她才23岁，从体育学校毕业，就开始了自己办学的生涯，她是解放前上海著名的两江女子体育
学校的创始人。张伯岑、马相伯（复旦大学创始人）是她校董事会的成员。解放前她为了办学历经坎
坷，向银行借钱、学校遭炮火毁坏、被日本人、国民党霸占，但是她都坚持下来了。她说，她不关心
政治，一生的追求就是办学。她的学生在东南亚很多，亚运会上有很多选手是她的学生培养的。虽然
她解放后一直生活不好，不能办学，住在冬天如冰窖  夏天如蒸笼的房子里；但是她有很多的学生，
她感到很欣慰。读了这个故事，我感到一个人有自己的理想是多么重要，理想可以带领我们穿越苦难
，理想可以让我们无所畏惧，理想可以让我们不计得失。同时也告诉我，女人也是可以的，她想干什
么，完全不用仰仗男人的鼻息。释际然师傅的故事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她看到女人成家以后和婆
婆处不好关系，不结婚又没法生活。于是就有了出家的念头，她出家以后，依靠自己的力量修了庙，
靠劳动养活自己，实现了不靠别人生活的理想。她的庙也和和尚庙一样叫“庙”，而不叫“庵”，她
就是觉得女人和男人一样，女人不应该受歧视，即使出家也要坚持和男人平等。 我也很佩服她的胆识
，女人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就可以不靠男人。今天，给予女人的道路是宽广的，我们完全可以不
做小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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