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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婦女研究:評介最近有關之英文著作

羅搏i各 (Paul Ropp) 

美國克拉克大學 (Clark University) 

梁其姿譯

過去二十年來 ， 在歐美學術界 ， 鮮有如婦女研究發展得如此

快速的一門 。 這有兩個因素:一是社會史本身的各種新方向 ， 包

括勞工史、少數民族研究、家庭史、社會及政治運動的集體行動

的歷史、通俗文化 、 心態史、性史等等 ，而以上所舉不過是其中

最重要的幾項 。 另外，婦女研究也從西方的婦女運動中得到啟發

，世口眾所周知 ， 婦女運動不單追求男女在社會及政治上平等 ， 亦

要求婦女在學術界得到應有的重視 。 結果 ， 幾乎所有人文及社會

科學的領域都經歷7一段義意重大的 「性別敏感化 J (gender 

甜nsiti za[ion ) 過程，就是說 ， 研究者開始問 r男女之別 、 男女分

工、以性別作為樂則的社會分層等 ， 對我們了解不同文化與社會

的所有層面的憂要性為何 ? J

本文主要介紹有關中國明清婦女研究的有代表性的英文著作

， 主要集中在延五年來完成或正式發表的作品 ; 但為了討論之便

， 我也會略談有關明代以前的論作。雖然西方的中國研究比起歐

美研究在探討婦女問題方面落後7一戳，但是本文所討論的作品

應能說明一個趨勢 :那就是中國婦女研究的發展，在過去十年來

有長足的進步 ， 而在可見的將來 ， 發展應會更快 。為了行文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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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兒，我姑且將明清婦女研究分為下列幾個主題作為討論的導線

: 家庭及婚姻制度的演變、作為商品的婦女、節婦及殉節問題、

社會對女性角色的曖昧態度及焦慮不安、婦女在文化生產過程中

的地位，包括她們的識字率與文藝作品 。

家庭及婚姻制度

請恕我在此無法把汗牛充棟的有關辛苦作一一討論 ， 我只能按

個人的偏見把我認為較重要的提出並摘要介紹。首先是Patrici a

Ebrey的一篇一般性導論「婦女、婚姻及中國家庭史」 。這是為

非專家的-般讀者所寫的論文，也是一篇很有用的西方研究中國

婦女的導論 。 Ebrey 一開始就說明中國的婚姻雖常被近代西方認

為是歧視女性的習俗 ， 但是實際上與前近代的世界絕大部份地方

(包括十七世紀以前的歐洲)的婚姻制度有很多共同之處 ;例如在童年安

排的盲婚、以父族為中心的家族關係 、 一夫多妻制、把婦孺視為

禁衡的父權制等， 這些都是中國與西方早期羅馬社會所共有的習

俗。後來兩個文化在婚姻制度方面的分別是產生自基督教 、工業

化、以及西方近代國家形態興起等後來對歐洲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

Ebrey 指出 ， 清末到中國旅行的西方人往往驚訝於中國婦女

卑下的地位 ， 尤其對纏足、妾侍告IJ 、寡婦殉節 、 溺女嬰、販賣婦

女等習俗 ， 更難以接受 嗎管在向翔的西方 ， 女人間線被認為是次等人 ， 這些中

國習俗在西芳人眼中仍是怪端的) 。 初期研究中國歷史社會的人也接受7

一般中國人對這些制度的解釋 ， 1111認為中國婦女的社會地位之所

以卑微 ， 主要是由於儒家信仰 ， 尤以而且先崇拜及長幼有序 、 男女

有別等倫常觀念的影響最大 o Ebrey 跟著扼婪地描述從古代到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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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作者專門研究的時代) 的父系傳承、孝之價值觀 、 父權與財產關係

、 婚姻制度 、 旭先崇拜及葬儀等 ， 最後才簡略地討論明清時代的

發展 ， 尤其是纏足、 守節及殉節行為的遍及化 。

Ebrey 一文內容極為學l窟 ， 這裡很難作一全面的摘耍 ， 不過

我覺得她此文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他對婦女地位低下的解釋。自也不

認為中國家庭生活方式是單純儒家或宋代理學思想的產品 ， 而是

社會、政治、法律、 經濟及文化等力量相互交接的結果;她認為

父姓及祖先崇拜與古代中國國家 (stai e) 形成有密切關係。例如要

等到書長代姓氏 (後來父系家1i)f及父惋刺股之所系) 才為一般人民所在~用 ， 主

要的原因是發政府需要為全民註籍。同樣地 ， 漢代大力推動的孝

除其實是一項政治性美德 ， 在家對長贊孝順 ， 在外自然對長官以

及最後對君主忠精。同時 ， 在漢代大有發展的陰陽宇宙觀為女性

的低下社會地位提供了解釋 : 女人之所以要屈服在男人之下 ， 並

非由於她生理上較弱 ， 而是宇宙自然的秩序所安排的 。

在談到中國婚姻制度的發展時 ， Ebrey指出此制度在維系家

族利益 、 爭取社會地位的重要性 ， 還j自昏憫 ， 各種社會經濟利錄

在不同家族問交換流通 ， 其意義之鉅 ， 不言而喻。在宋代 ， 嫁妝

的價值大為提高 ， 往往比聘金商也許多 ， 這關係著宋代精英社會

所特有的性格 。 唐代的貴族臨斷了政治領導地位 ， 而他們也只如

同類通蝠 ，到了宋代 ， 社會已變得更具競爭性及流動性 ， 單厚的

嫁妝當然有助於建立有利的討會政治關{系 。 宋代及以後的中國社

會所提供的機會 ， 的對於前 (-~較多 ， 厚妝的風俗也因此普及起來

: 厚妝表現了新娘家庭的富裕 、 闊氣 、 穩健的社會地位 ，同時也

暗示這是體面的精拙 ， 而不是把女兒賣出去 ， 這些顯目的錄徵主

要是為了謀求與其它大家族品(#. i系有利的闕{系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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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rey討論旭先崇拜問題時指出 ， 晚至宋代士大夫們才注意

到百姓的家讀及宗教習慣 。 由於許多不合正統的習慣一一如火

葬 一一普遍在民間存在茗 ， 朱士大夫一方面努力地譴責這些 ，

而另一方面將合符正統需要的其它習俗合法化 ， 如在清明節時的

畫畫勞拜祭 ， 又或者把某些習俗的形式改變 ， 使之成為正統的一部

份 。 在作者眼中 ， 精英與通俗習俗幾百年來的相互影響 ， 讓正統

父權思想在明清時期滲透民問。

基於大部份教科書皆以唐宋為中國婦女社會地位低落的歷史

分水嶺 ， Ebrey特別討論兩種與此最有關遠的習俗 :纏足與守節

。她提到一些從十二世紀開始有零散記載的總足史實 ， 指出所謂

朱熹在間推行纏足為謬縛 ， 並猜測纏足於此時興起的可能原因 ，

睹示這其實還沒有定論。最令人深思的一點，就是她估計這與男

性化在宋代的重新定義有密切關係 :此時在西北方的草原民族經

常威脅著中國 ， 漢民族面對這樣的挑戰，自然將中國文化中與遊

牧文化對比最鮮明的特點強化起來 ; 結果 ， 相對於唐代貴族的喜

好戶外運動 ， 如打獵、騎馬、打馬球等 ， 宋代的文人的理想典型

是手不釋卷 、文質彬彬、風雅好靜的書生。 Ebrey猜測 ， 這個典

型的轉化很可能需要女性化同等的定義改變 ，即從唐代豐臉好動

的典型到後來嬌小安靜、體態柔弱 、 楚楚依人的家居婦女典型 。

纏足習俗很可能就是把中間文化別於粗魯的 「野蠻文化」的工具

之- 0 (有制這個解釋 ﹒ 我只紗! 11[1 i:一品 ， 卵說起一組足也可誰在宋代3立倒在急劇唾it中

的社會 ， 軒f.Jlf7男尊女主平的這個啊I~秩序 。)

Ebrey此文的最大偵值 ，在:於能很扼要地把近最有關中國家

庭史的研究作一整理 ， 並與西方作出比較 。 她把中國家庭習慣的

演變看成是社會、政治、 經濟 、 文化等各種力量相互交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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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拿中國的經驗與西方比較 ， 貝 Ij可看出宋以後中國所有地區

、社會階級、方言群的家論樣史學漸趨統一 ， 國家的角色質學足輕

重 。 在西方 ， 地區性的差異仍常見於繼承制、結婚人口比例、取

名習慣 、 以及婚姻習俗之中 。 在中國 ， 中央政府的法令一致地加

強父權原則 ， 由國家所控制的考試制度保設了儒家思想的傳播 ，

而由政府派到全國各地的官員亦加強7中國家庭習俗統一的力最

。

Ebrey 一文論點主要基於兩本她所合編的會議論文集 ， 第一

本是她與 James L. Watson合編的 〈中國帝國晚期的親屬組織〉

(K tÌ1Sltφ0聊叫zntioJl in Ú(te Imþerial Clú削 l00(). 7940) • 第二本是她與

Rubi e S. Wat旭:SOI1合編的 〈中國請社土會的婚姻與不平等> ( M，枷f甜伽an叫n卅，吋巾手fJge

仰仰2叫d 111叫叫e叫q圳u“叫4

人類學家 ， 而文集中的作者告[J大部份是深諸人類學理論的歷史學

者 。 爾本論文集集中了一系列有關中國家族組織及婚姻的個案研

究 。 在 「親屬組織j 一書中，絕大部份論文所處理的是個別家族

在歷史上的組織形式 ， 主要從宋到清。除了Jerry Dennerline一

文 I 從柴奎清純錫欲放之插姐‘過繼收食拉慈善教劑 ， 下文將會提>>)外 ， 此書的

論文並沒有特別到婦女問題 ， 因此我於此不詳細介紹。正如

J arnes Wa tson在結論章 ( r巾昌盛血緣組織的人類學概就J )中指出此書論

文的歷史學者把許多人類學者視為理所當然的概念給予7調整 :

例如 ， 他們發現中國家族不需要共同的地產而能很成功地運作下

去 : 又例如入贅妻家者不一定是社會上最區乏的人 : 而一些婦女

其實對其夫系的家族財產擁有糧大的支配攏 。 這些與一般印象不

同的發現 ， 可能自於歷史學者們多只能研究社會精英的家族 (這常

然是制全世料的限制J) . 不過雖然如此 . Walson己對史學家大為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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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建設以後歷史學者與人類學者必需多方合作以求進一步了解

中國社會 。

〈婚姻與不平等〉 一書較直接地關係著本文，它主要探討中

國社會的婚姻在歷史上如何調適三種不平等 r不同家庭間的社

會及經濟差異、男性與女性間的不平等及婦女之間的不平等J ( 
區二 ) 0 Ebrey在序言中簡要地提到英國人類學家]ack Goody在非

洲及中東地區所作的有關婚姻及家庭研究 ， 並指出這些研究能幫

助中國史學者把家族攻性別問題概念化(J) 0 Goody的分析重點在

於把婚姻中的嫁妝看作一項經濟交易，透過這項財產的交易階級

間的不平等進一步得到強化 。 Ebrey 指出Goody 所稱的「嫁妝

情結J 並不太符合中國社會的咧子，因為在中國，嫁妝往往不見

得比聘禮更多 ， 同時Goody 的分析忽視了婚禮中儀式的重要性

， 中國姆禮儀式及為了顯示地位的排場 ， 是婚姻制度中重要的部

份 。 但無論如何 ， Goody 的研究對中國有闋的史學者而言，無

疑提供了很有用的文化比較角度及具有很大的啟發性 。

論文集中有三篇論文談及皇族婚姻 : ] ennifer Holmgr凹的

「十三世紀及以前的模族及非漢族的皇族婚姻 J ']ohn W 

(1) Jack Goody. "Bridewealth and Dowrv in Africa and Eurasia" in B而'(/，臼'ænl!h t1I,,/ 

DOWI)'. Jack Goody & S. J . Tambiah eds. . Cambridge U. Press. 1973; Jack Goody. 

lnheritance. Property and \Vom的1: Som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 in Fmu i{v 

and 1nhen'lmlCe: Rural Soriely iu tFl仙tem Eumpe 120U~ 181αλ J. Goody. J . Th ir. 

~k. & E. 1'. Thompson eds.. Cambrid;.(e U. Press. 1976; J . Goody , PrUdlläioll ,,"d 

HI'þroduclilυ11: A Co叫'þOmtÏlJl' ~/lldy û/ t!i(, Dom叫lic DO/lln;/I . Cambridge U 

Press，的7的 ; J. G" lJdy. The D叫dυ戶，川11 o! !lll' Family (lud Marria!!r! in El圳，酬，

Cambridge U. Pre唱. 19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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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ff凹的 「宋代皇族婦女的婚姻」 及Evel yn Rawsk i 的 「清代

的皇族婚姻及皇位問題J 0 大致上 ， 這三篇論文指出每一朝代皇

族的婚姻主要決定於宮廷政治及當權精英間的權力關{系 ， 而與當

時社會的婚姻及婦女地位的發展關係不大。 Holmgren把漢族及

非漢族的婚姻策略作一對比 (H怖之不同的Nlq現紋的皇室剖，與迫放j[liQj'i ﹒ 而

只在!伊拉幾個東紋中旬找取妃 ﹒ 並HJ:t i.l'i族盟軍三 種1 -HeZE透過自自制來調i!\1政治待他及兩士會地

位) (l'ï ïg ) 0 Holmgren 提出了與一般看法有出入的一點 ， 那就是

星星室 (自l1 JR皇帝反其直接的說腦) 的權力在帝國後期所受的局限漸大 ， 而

相對而起的是1官僚精英的勢力 。

Jol1n Chaffee一文探討宋代皇族婦女的婚姻 ， 發現趙姓的皇

室利用婚姻來維系與民間精英的密切關係 ; 他特別強調皇族婦女

在兩種矛盾的角色間的緊張處境 : 一方面她們生為高人一等的皇

族成員 ， 而另一方隨她們也接受對翁姑得卑恭聞節的家教 ， 以符

合儒家體教中具婦德女性的典鈍 。 ffiîE\吧l yn Rawski l'l IJ 以滿人

及漢旗人家族為例 ， 舉出清代宮廷婚姻的幾項特點:由於滿清帝

位的繼承制度有所改變 ， 皇帝在臨崩或退位之際才指定繼f立人 ，

不再預立太子 ， 而繼承人母親在宮內的地位在繼承制度中已不平尊

重要 ， 這個變化將皇族婦女的潛在權力力削弱7 : 只有清末的慈

禧太后結合了皇族父系勢力 ， 才能一手包償了此時的幾個小皇帝

的繼位決定 。

伯雷姻與不平等} 一番另一主題是精英階層的婚姻 ， 這方面

有三篇論文 : Melvin Tha tchel目的 「春秋時代政治精英的婚姻」

, Palricia Ebl剖， 的 「從六至十三世紀婚姻財務的轉變J ' 及

SllSllan Mann 的 「出嫁女兒 清中期的新娘及妻子」。 雖然

Thatcher一文超出本文討論i範圈 ， 但是他的論文很清矩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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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婚姻是作為建立政治結盟的主要手段 ， 以及精英家庭裡多妻妾

的普通情況:正直DEbrey 在序言中指出， Thatcher所描述的春

秋時代的婚姻比較類似Holmgren所討論的非漢族婚姻，而離帝

國晚期的漢族婚姻形態較遠。 Ebrey 本人的論文的論點本文開始

時已提過 ， 她強調唐以後的宋代由於貴族的沒落 、 土地可自由買

賣、商業的興起等帶來更大的社會流動性，使得每個有機會成為

精英分子的家庭都會以厚妝的手段往上攀 ， 或以婚姻與其他精英

家族結盟以求保持社會地位 。

Mann在她的論文裡分析上層文人對婚姻、婦教、婦德等問

題的討論 : 她特別指出清代的厚妝現象不僅限於精英 ， 一般家庭

也樂此不疲 ， 這點與宋代的情形有所差別。而且許多文人對社會

家庭地位的土下有序、男女有別此點一再重申 o Mann認為清代

學術上的經學發展影響7社會對婦女角色的看法 ， 於此 ， Mann 

認為這反映了精英對本身地位及對男尊女卑這個秩序的焦慮。 「

我認為 ， 關心家庭中跨越原設界限的現象 ， 就相比關心在整個社

會上同樣的現象。在士人階級中 ， 因婦女教育程度日高 ， 男女之

間的籬哥哥漸喪失了原有的意義 ， 家庭再無法完全避免外在混濁世

界對婦女的污染。而整個社會，因流動性日強 ， 傳統上將婚姻市

場隔離的職業及階級界限漸被打破 。 雖然婦女是這些轉變所帶來

的焦慮的焦點之一 ， 但是從本文所分析的文人討論看來 ， 其實是

士人階級的男性把對己身地位的關切 ， 舒發在討論婦教問題上 。

J (真 21 1) ， Mann的論點可能缺乏充分的証據 ， 但是致覺得把土

人有關女教的討論放在當時較大的社會趨勢中來看 ， 是很有深度

的做法 。 Mann以清中期比較文藝復興時的威尼斯作為結論 : 在

兩地的快速的社會變化之下 ， r女性被稱為道德與穩定的守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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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們被賦予維護家庭這神摯地方的任務 。 J (恥w

最後 ， 此菁英他叫篇論文分別討論中下階層的婦女、財產 、

婚姻等問題 。 其中兩篇牽涉到晚淆的變化 ， 那就是Rubie Wat. 

son的 「婪、妾 、 姆 : 香港地區奴役與親屬關係 ， 1900~1940 J 

， 以及Ga il Hershatte l 的「廿世紀初期上海的姆妓及女性販賀

市場J I訕。 Watson 分析了三個社會界限鮮明的婦女階層 I妹

仔J (粵訊之僻的 、 妾及萎 O 委嫁入夫家時因帶有她們可支配的嫁

妝 ， 她們即擁有正妻的地位 . 妾多經白質買進入夫家 ， 沒有大排

場的儀式，也沒有屬於她們自己的財產 ， 或以後與娘家聯系的幾

會 : 而妹f于是在小時即被賈奎IJ 三l三家的瓣，女 ， 通常在她們十八 、 九

歲嫁人以前 ， 她們得侍侯主家的女性家屬 。 這篇論文很生動地描

述了中國傳統社會的鮮明階級分別 。 Hershatrer 筆下的上海娟

妓世界亦同樣是階層分明的 ， i旦有諷刺性的一面 : 例如姐妓念漂

亮 ， 絞|說老間為她所訂的身{演愈高 ， 她贖身的金價也就愈不可及

，因此對高級的妓女而言 ， 他們重獲自由比地位低1j$'她們的妓女

更難 。 作者追溯廿世紀娟絞業的發展、這行業中的地區性因素、

複雜的等級制度、妓女入行及出行的情形等問題 。 雖然此論文說

明了把女性商品化的一個椏端方式 ， 但是作者在結論提出一點發

人深省的看法 : 妓女不全是單純的商品或奴隸。很多姆妓入行只

是暫時性的 ， 她們與家人繼的保持關係 ; 也有的是以簽約方式工

作 ， 或與鴨t草發展替代性的親屬關係 。 就算她們是商品 ， 她們對

(21 H.餘兩早有所討論的的HM9年梭的閃過 \也 iHiam Lavcly. "~1 ê.1 rriaJ.!(' and i'vl obi 1i t~. 

l1nder Rl1 ral Co lIL'tt ivism--; J on ath為 n Ocko. " Wυl1Ien. Proverty. 圳、d Law 川 the

Peuple's Repu l>lic "r China--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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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也多少有控制的能力 2

Watson在全書的結論篇 「婚姻與性別不平等j 中強調婚積

與出嫁女子入佐夫家這兩種強化性別不平等的制度。基於書中論

文的論點 ， Watson 指出在帝國後期這個貴族繼承制不再存在

的時代 ， 婚姻及家族建立應被視為增強與維護地位及財富的策略

。 最後 ， 編者希望此書能拋磚引玉 ， 吸引更多歷史及人類學者研

究中國的性別及其不平等問題 。 雖然編者如此謙虛 ， 其實此書的

論文水準平均當相裔 ， 其中多篇以文化比較的角看問題 ， 所提出

的觀點非常有啟發性 。

Ellen Soull iere 的博士論文 「明代官廷婦女j 正好為上面幾

篇有關皇放婚姻的論文作一綜合 。 論文的前半討論明宮廷所出版

的精教文獻 ， 這些文獻通常在有繼位危機時印製 ， 以便把登基的

皇帝地位合法化 。 作者在比較這些與早期間類文獻時指出 ， 婦女

作為「教導者J 的典型已沒落 ， 代之而起的是以貞節為重心的道

德典型 ， 而且婦女對丈夫及其家簇的絕對屈從進一步被強調 。 作

者認為婦女作為道德教導者的理想之所以漸消失 ， 並非由於婦女

地位的改變 ， 而是由於貴族社會的沒落 ， 以及隨之而式微的貴族

式理想 。 但是同時作者亦指出 ， 從1美到明 ， 在婦教文獻中可看出

婦女角色漸受限制的趨勢 。「品代#丹菁英) 鼓勵積極的、活躍的婦

女角色 ， ( :tI!了明 (t) ，婦女被調我成為消極的、自我否定 (惜盟蚓1 1.

abl悶gatl

3英定雄主義彤式 。叫J l仗只酌7川i吋) 

Soull i ere 所分析的宮廷婦教文獻提供了一個複雜的蓋面 。

她認為朱理學思想的影響在這些文獄中並不重要 . 而明代最後一

種欽定婦教文獻 ， 即呂坤寫在 1595 年的 「 閱單í'!: 1!%1 說 J '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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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王學左派的泰州學派的平等思想影響 ， 對婦女的道德及思想能

力加以肯定。但同時她亦發現呂坤也贊成婦女以自創的行動來保

持貞節 ， 反對當時的男女混雜 ， 重申媳婦得完全對夫家順從的傳

統觀點f:n 。

作者最後描寫明宮廷婦女的生活及角色 ， 從最卑援的牌女到

最尊貴的妃繽及皇后。她指出宮廷生活是連續不斷的儀式 、 敘述

宮女的被徵召及分等的細節 、 皇族婚姻的社會與政治意義。她指

出雖然如果家中有女嫁入皇室 ， 這個家庭的社會地位可能驟然得

到提升 ， 但是大部分人都設法避免與皇家結親 ， 這是因為大家都

明白尊貴的社會地位是遙不可及的 ，而深宮的生活與作人奴隸相

若無幾 。 至於宮中性生活方面，作者指出女同性戀有時會發生 ，

甚至宮女與太監之間會產生親密的感情與性行為 。作者筆下的明

宮庭生活的最大特色來自朱元璋明令宮室婦女必需來自尋常百姓

家 ， 這項命令一直被遵守 ， 結果當然是明代妃繽及外戚的政治勢

力比起其他朝代少了許今 。 雖然如此 ，她發現有時明代的太后也

可以左右皇位的繼承問題，以及為在位的皇帝還妃 。 她這篇論文

的觀點與HOlmgren 、 Chaffee 及Rawski的研究相配合 ， 即認為

明代徵召宮女的政策是為了配合宮廷政治 ， 與當持社會一般婦女

的地位變化無鬧。雖然作者所用的資料在數量上及性質上有|哎 ，

但是寫出來的論文在多處讓我們開了眼界 。

<3 1 雖然心ml l lere 時 PoU'JJυanna lI andJi n有閥門坤的研究 ﹒ 她拉拉俊有清楚地r:!l.出他的

Rft: ~且 ll i1 ndl間的是否悶悶。請參 行 ll andlin 的﹒ Lü K'lIn's :-;0\1' Audience: Thc 

lnflll ence of \\' omen 's Li leri1 C~ ' (\ rt ~i ， tecnth Cenrury Thought" , in 1\'，叫圳 111

ChiHr，'i1 爪)("(， '句" ~litri!"' '')' \\'" If "" I~ ，)， ane \\' itkc cd然 Sla nfo rd U. I'n.:盟， 19ï5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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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商品的婦女

Hill Gates深受馬克思理論影響的論文 「中國婦女的商品化

」 探討了從十到十九世紀的婦女有品化問題 ， 她認為中國婦女在

這段時間內愈來愈被為商品化 ， r不學在突然擴大的大眾勞動市

場中如是 ， 在這裡 ， 男人也受到同樣的待遇 ; 而且在親屬範圈內

亦如是。男性可以也經常以他們的親屬婦女交換金錢 ， 不管是通

過婚姻 、 過繼、或奴弊及娟妓等販賣 : 作為交易的物品 ， 婦女不

可能同時是從事交易者 : 這種被動|生使得婦女在公眾範疇中毫無

地位 ， 不但在男人眼中如是 ， 在女人本身看來大概也如是。女性

在文化上消失的同時， 窗口在以父族體系為基礎 、以強勢政府為依

{旁的快速變化的經濟體制中成為不可或缺之物。 J (頁799 ) 作者主

要依靠有關經濟史的英文著作 ， 及中閻馬克思史學者闕E於於i士、資立本拉主

義萌芽的討論 : ~她也誼認‘為她戶所丹謂的 r í.從踅屬式生產方式(仰l!廿r巾-

O叫f pr叫l u叫叫t仗ct咖) J (即傅統反棠經J神m曹昀)受到一種d小、 (快p間elt \'、川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仰~n H 

漸進的筒嚕化叭貨甜f幣#從f例1悶~以2泣立商J品晶農槳的符展勵) 的挑戰及影響 ， 而這個過程

跨越了中國帝國千年的歷史 。

Gates 認為帝國蛻期競爭日這激烈的市場把女性變為犧牲品

， 他們除了要擔負育兒的責任外，還成為商品生產的無薪工人 ，

她們本身更是各種父權組織的附屬財產， r每個家庭在資本及勞

力中要維持平衡時 ， 婦女就被用來作平衡石。 J (頁8] 51 作者筆下

的帝國晚期社會是一個縱容j弱女嬰 、 販賣奴牌 、姐妓、奴役養女

的社會 : 較幸運的婦女則會以高價被嫁出。婦女在兩種受剝削的

情況下身不由己 : 第一種是小資本主義式生產的剝削 ， 第三種剝

削是來自宋理學所代表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利益 ， 後者是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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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會變化及流動性所出現的反擊，理學家以儒家父權體制作

標榜，全面地剝奪了女性應有的力暈、權利以及資源 。 從這個角

度看 ， 婦女纏足可以解釋為為了防止她們受道德上的污染 ， 得先

斷絕她們經濟獨立與行動自由的能力。 Gates 此文的最大問題在

於她匆匆縱橫中國千年的歷史 ， 沒有太仔細斟酌她的論點 ， 中國

婦女生活千年來竟沒有半點可取之處 。 雖然這是屬於想象力較強

的理論性著作 ， 但比起如Ebrey 的廢史研究來 ， Gates 的分析明

顯地缺乏對婦女地位探討的多元性因素考慮 ， 而失諸經濟決定論

的偏頗一方。

WGates 的抽象討論婦女商品化比較起來 . Ma ria Jaschok 

對廿世紀香港的「妹仔」 研究是很具體的人類學作品 ， 她這本 《

妾與姆:中國習俗的社會史〉 一書中的對個人經驗的描寫給予讀

者很強烈的印象 。 雖然此書主要探討廿世紀的發展 ， 但是作者在

分析販賣幼女的制度時追溯了早期的情況 。 在幾個個案研究中 ，

Jaschok 很生動地描寫了幾個被賣作奴僻的妹仔的生平 ; 人口販

子把她們買入後 ， 先 「養肥J 7然後再以較高的價錢買給富家 。

作者寫出了這個制度的殘酷性 ， 尤其它抹滅人性的一面 : 例如妹

仔們往往只能從她們的絡驗中學到一樣 ， 那就是金錢與及權力的

重要性 (這點終與 F去自然崎為以性來獲得對男人的lfri.jJ ) 。 作者追蹤了幾個後

來成為主人愛妾的妹仔的故事 ， 她們都名副其實地顛覆了主人的

家庭 ， 不但把正妻的地位霸f占了 ， 甚至獨佔家產 。 雖然這個制度

在法律上從1 923年開始即不存在 ， 但是妹仔的習俗於此後仍繼續

存在著 ， 而這些妹仔的兒孫仍繼續承擔這個制度的後追症。 Jas

chok 從這個研究中顯示女性不但是受害者 ， 也同時是禍害於他

人有 ("fE許 各例川 ﹒ 呵"日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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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驚的故事 : 不少男主人是商性癖 、 毒擠、自者糖 、 酒癮的人

，為了滿足他們無厭的需求 ， 他們把家中所有女眷都賞掉 : 婪、

女、媳等。比ÆflGates 的抽象理論 ， ]ascho k 對殘酷制度的描述

更為真切生動。兩個作品另外兩點很不同之處在於解釋及說明 ，

後者認為妹仔現象部份是由於殖民地港口的道德崩潰，而且她並

沒有把這些具體經驗放到整個中國來討論 ; 然而這論文比Gates

的通史式理論性分析更具力量 D

明清時期的寡婦負節及自殺

明清時期女性守節、甚至殉節的案例大童的增加了，這是眾

所週知的事實:也是許多現代學者用來說明明清時期女性地位低

落的鐵証 。 ]enni fer H olmgr凹 的兩篇論文 ["貞節的經濟基礎

: 早期及近代中國的寡婦再練問題」及「早期蒙古及元代的婚姻

及綠承問題的一些觀察」為我們提供了明清發展的背豪。她認為

守寡與殉節不是理學價值的表現，而是帝國晚期繼承習俗轉變及

經濟發展的結果 。 她指出寡婦再嫁在秦漢是所有社會階層都實行

的 ， 而且丈夫死後寡婦可以支配他的財產 ， 因此她多少可以決定

自己的前途 。 從i莫末到初唐 ， 情形有所變化 ， 分家漸不受鼓勵 ，

所以寡婦不能再隨便動用夫家的遺產 ， 只可以為子孫監管財產 o

由於少了這份財富 ， 寡婦回到娘家不再受歡迎 ， 而作為再婚的對

象的價值也打了折扣。

唐代的寡婦仍可控制自己的嫁妝 ， 因此擁有豐厚嫁妝的上層

寡婦比清貧的寡婦有更多的撰擇 。 唐代的貧戶往往會實行蒙古的

寡婦嫁亡夫兄弟的習俗 ， 至少這個做法讓寡婦得到生活的保障 ，

而不必受被販賣的羞恥或再做嫁往社會更下層的痛苦 。 據亡夫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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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的習俗也讓寡婦可在原來的夫家保有她的嫁妝 ， 也省了夫家另

一次娶媳的婚禮費用 。

由於寡婦嫁亡夫兄弟的做法在漢族儒士看來與亂倫相等 ， 這

個習俗於元代即遭廢除，但在這個轉變的同時，法律上不再允許

寡婦把首次婚姻的嫁妝帶到她再婚的夫家。因此到7明代寡婦的

地位巴大不如前:法律本已不讓她們繼承財產，現在她再婚時連

嫁妝都不保 ， 這種條件讓她們不但不受被家歡迎 ， 而且也大大減

低7她們有美滿的再婚的可能 ; 而另一方面，寡婦的翁姑卻很可

能因貪財而千方百計逼使婿寡的媳婦再緣。在這重重限制之下 ，

寡婦最合符經濟原則的選擇就是守節 ， 而她們對抗翁姑道婚的方

式之一就是自殺 ， 這也是為甚麼i夠清寡婦殉節的例子特多 : Hol

mgren認為寡婦守節在這個時期其質是一種經濟需要。

Holrngr凹的分析很能幫助我們7解寡婦地位轉變背後的經

濟因素 ， 但是卻忽略了這些經濟因素與其他因素之間的關f系 ， 如

社會結構、國家正統思想以及一般學術思想的改變 。 Susan

Mann在她的 「清代中國家族‘社會階級 、 及社國結構中的寡婦

」 論文細緻地分析了社會及思想因素對寡婦問題的影響 。 她討論

了清代寡婦三個層面的問題: 儒士對貞節的說法 、 母子關係對節

婦熱的影響 、 貞節裡的社會階級問題 。 作者特別注意清代地方志

編者對貞節問題的沉迷 。 她指出在一些方志視， r婦女的貞節就

是比喻著:整個肘，圓的榮譽 。」惰的) 的碟 ， 申請麗表是如此激烈

的競爭 ， 政府不得不列出鐘之詳細的規條來查證每個家庭的申請

是否合格 。 Mann借用了 Margery Wolf的 「母體家庭 J 11Ilerine 

[3m i l'.) 觀念 的)1，(惜與國愧于的感情關(系是她在年在時目的:家中1:持神明建制11. 畏的最好

1師) 來，說明此點 ， 地指出很多方志編撰人都來自普通的家庭 ， 而



92 新史學 在四期

他們的母親往往是教他們認字的第一個老師 。 這些男性深受節婦

為兒子及家人犧性的故事所感動 ， r他們把女性作為人類行為的

模範 ， 他們把一些能表達他們自己本身價值的自覺性、動機等附

諸這些婦女身上 。 J (頁叫

正如Mann所說，清代的寡婦在很多方面都極容易受到傷害

: 外人的閒言閒語 、 性思量擾與侵犯、被這靈嫁或甚至販賣 、 以及

一無所有地被驅逐出外 。 在這種氛圍之下 ， 節婦的理想不一定是

個歧視婦女的發明 ， 因為這個理想為寡婦提供了拒抗逼婚及性侵

犯的工具。最後Mann 提出7有關社會階級在這個問題中的重要

性 : 她指出滿清皇帝鼓勵寡婦守節部份是為了表現他們是中國傳

統道德的維護者 ，而許多平民及低下層的士人則利用鼓吹這個理

想來提高自身的地位。諷刺的是 ， 當節婦漸普及至所有社會階層

時 ， 這個理想也就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地位象徵。 在結論中， {.作乍者

提出清代節婦的理想可能是一{值恆「過時的學習 J (呻E即口E針rn悶es甜t\O間eF趴n悶ed吋dω l 

的 rla旭ag腳耳即\0悶耳 e凹eml叫u山1

級己放棄某種規範以後去學習這些規範。 J (慣頁5叫1η) 雖然作者並沒

有為節歸問題下任何定言命 ， 但是她細繳的分析點出了這個問題在

概念上及實際運作上的複雜性 。

至目前為止，英語著作中以回汝康的 〈男性焦慮與女性貞節

; 明清時代中國倫理價值的比較研究〉一書對此問題的探討最為

全面 。 作者嘗試解釋明清時代寡婦守節及殉節增加的原因。他主

要用一百一寸﹒六種明代地方志及一些清代方志的抽樣作為資料 ，

清楚地說明7此時期寡婦殉節大量增加的情形。他也描述7最常

見的自殺方式 (公開的1.:吊與私下絕食兩個} 、計算出殉節寡婦與一生句:

2擎的婦女比咧 (明代是 1 : a . 清代且是l 蚓 、指出貞女 (即米過r'~nll守節的)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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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殉節的寡婦中所估的微少比例 。 他描述了明代如何逐漸增加

7對守節與殉節的褒簣，特別指出這些褒質為節捕的家庭及社區

帶來無比的榮譽 。

田汝康一書大旨上認為殉節增加的經濟因素比理學道德更為

重要 。 他指出溺女的普通化使得女性短缺而這使寡婦叢婚的壓力

因而益增 ， 並且亦強調明代寡婦對其嫁妝及夫家R才產的控制權降

低 ， 因而促使家人逼使寡婦章嫁 。我認為在這裡他可以進一步強

調這種來自夫家的通婚壓力如何引發以殉節來表現的拒抗 。

在此書最具野心但卻最不具說服力的一章中 ， 作者從殉節數

量的地區差異與其他地區性的特點中試圖找出關連 ， 並從此解釋

殉節的原因:他認為幾個府 (安徽的掃雷叫 I • J~研佳的泉州與i-MI'Il 的特高殉

節率可能與以下幾個因素有關 : 人口桐密 、 溺女普遍 、 高度商業

發展、傻儉與吝裔的傳統、嫉婦特多、高度集中的科舉考生及士

紳 。 從這幾種因素中，作者認為只有最後一種與殉節的現議最有

關連 。 其他的因素不是失諸太過普遍以致失去地區性意義 (如人口

開密反溺女) ，就是太難估計 (如機婦之~少) ， 或者其他矛盾 (如同樣高度商

業化的其他地區的街節率比較低) 。在科學制度中表現較特出的地區的殉

節也多其實有一明顯原因，那就是知識愈高的地方 ， 記錄及閱讀

烈女傳的作者及讀者就愈多 o 但是因汝康卻從此個關連導出如下

結論:鼓勵守節與殉節讓失意的士人從這些寡婦身上獲得一積替

代性的道德感 ， 同時也讓他們來自考試制度的焦慮與失意得到舒

洩 。(但是互間可土人對守節的晰足以令婦女爭相自殺 ﹒ 作者卻i錦棉酬 。)

在本書另一輩沒病統計數字的討論裡 (其中甚至有許多個策的描述)

， 因探討 「女性的感情脆弱性J ' 並且認為正統佛教的沒落讓自

殺更沒有限制.同時 ， 明清時期對鬼霞的民間信仰讓婦女相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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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不會使她們入地獄 ， 而且會讓她們有幾會對逼害她們的人報復

。 (而這績論証如何配合男性焦r&.及儒家殉節的合理化則在此得不到說明)。 在最後一

章中 ， 作者描述了清代愈演愈熱的節婦崇拜 ， 他因而下結論說主

要的原因在於科舉制度競爭臼室主激烈 ， 引致男性的有更多的焦慮

: 原因之二在於 「從佛教中發展出來的迷信及鬼神崇拜」的普遍

化 情1 4 7 ) 。在此書長達十三頁的附錄中，作者討論了割股療親的

信仰 ; 他指出這個習俗發展的曲線與寡婦殉節同 ， 也同樣地被精

英階層記錄及稱譽 ， 但卻沒有被這些精英普遍地實行 。田汝康苦

心整理出來的許多有關明清婦女殉節的最化資料是他此書的一大

貢獻 。 不過他的主要論點卻不令人信服 。 他也偶爾指出明清方志

的編者與今天的社會科學者有不同的寫作動機 ， 但是他卻沒有像

Mann那樣把這些差異考慮在他的分析裡面。同時，他既把男性

焦慮作如此狹隘的定義，就喪失了把問題帶到更高境界的大好機

會 : 例如找出當時快速社會經濟變化對性別界限的影響 ， 這點可

能帶來男性對本身社會地位的焦慮、理學對婦女問題態度的改變

、 寡婦守節殉節的日漸普及 。

Jerry Dennerline從另一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節婦問題，他

在 「帝國晚期親屬組織」 一書中所撰寫的論文「從宋到清在無錫

地區家族發展裡的婚姻、收養、及慈善」 裡強調幾個無錫家族之

間的通婚策略的重要性 : 他又提出支持族中寡婦及孤兒的義田義

莊對這種策略的關鍵性 : 這些往往自族中婦女推動的義莊讓女家

對女兒的前途安心 ， 因為他們知道就算女婿不幸身亡 ，他們的女

兒也不會因而落泊 、被逼重婚 、 或被逼自殺。從Oennerline 的

分析可引申出幾個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論點 : (I)寡婦守節是一

種有力而且真實的精英地位象徵: (2) 而相對地，自殺堂I精英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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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而言可能是一種家醜或者失面子的事: (3) 婦女有相當大的族

產控制懼， 亦有能力策創家族長期的發展策略，及保存家庭的口

述及儀式傳統 。 正如J ames Watson在全書結論中指出 ， Denner

line切質地向許多人類學家的看法提出挑戰，他反證了中國婦女

沒有支配族產能力的看法 ， 也證明了所謂中國婦女「只是在男性

世界的陰影底下消恆地逆來順受J (頁282 ) 的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

確 。 1且Watson也指出DennerJine所用的家族史文字及口述資料

可能有本質上的偏見 ， 把寡婦的角色過份地美化了。但無論如何

，義田義莊本身即可說明精英家庭為寡婦一生的生活保障花不少

心血 。 從上面對節婦的討論看來 ， 我們不免懷疑對殉節的高度褒

傷是否其實是狠毒家庭掩飾他們劣行的把戲 。

對婦女地位的曖昧態度及焦慮

如果說明清時代女性的商品化、續足及殉節的普及化似乎指

出婦女地位日漸低落，也有其他的發展反映了相反的趨勢。在這

部份舉出的論文綜合而言顯示帝國晚期社會對婦女地位的曖昧、

焦慮及緊張 。 在上述Mann及Dennerline的論文中婦女地位的曖

昧性己隱隱若現， 這兩位學者都指出節婦的理想、可以對女性本身

有利 ， 也可以在某種情況下保護她們 o 而另一方面反映女性地位

低落的不單是女性的商品化、經足及殉節等現象: Rubie Wat

son的論文「有名者，無名者 : 中國社會的性別與個人」是利用

當代田野調查資料寫出的人類學作品 ， 雖然如是 ， 此論文對我們

了解需國晚期社會有很大的幫助 。 作者先指出由於名字對算命及

家族的組先崇拜儀式的排名不可或缺 ， 名字在中國社會自有其重

要性 . 然而此論文告訴我們香港新界的鹿村居民在1960年代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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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為出生的女孩子向政府登記，這些女孩子大致上也沒有正式

的名字。到了她們結婚後，別人只是以親屬關係來稱呼她們 (某某

之委、之媳、之噯等等) ， 因此她們的身份只能來自與其他家人的關係

'尤其與男性親屬的關係 。所有這些稱呼把她放在錯綜復雜的、

以年齡 、 性別及輩份來建立的親屬關係秩序中。甚至到她死亡時

，女性都沒有自己的名字;她只能以她生父的姓氏作識別 ， 並附

屬在她夫家的祖先牌位上。因此作者在結論中說，在農民社會裡

「婦女本來就無法獲得有權的地位J (頁628 ) 此類研究也說明為甚

麼人類學家對Dennerline的論點 即認為寡婦可以掌權 一一

持懷疑的態度。這些不同的看法可能告訴我們不要隨便為所有社

會階層下同一的概論。

讓我們回到精英社會中 ， Charlotte Furth 的「父權制度的

遺產 : 家訓及正統價值的傳承」 清楚地分析了明清時期家訓。 「

正統的維護者本身感到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涉及婦女角色的地方

J (頁386 ) 因 此家訓之中有許多規條是警告夫妻關係不要太親密、

妻妾可能是引致家庭不和的要因、婦女必需不出閏門、以及婦女

較可能會接受異端思想。 Furth 也指出了當時有一種都市的名士

派次文化 (以吳敬梓、i:t復為代表之名士船 ， 這類名士以譏笑此類正統教

訓為樂 ，但終究是較弱的挑戰 ， 而且缺乏實際的社會經濟基礎作

為文撞。

在其他兩篇非常創新的論文中， Furth 發現清代醫學傳統對

女性的看法有正有負 ;在 「血 、 身體及性別:女性在中國醫學中

的形象 ， 1600~1850J 中 ， Furth 指出女性形象不單有脆弱及情

緒不穩定的消極一面，而且亦有創生的積極一面 。生育被視為是

會削弱身體的，而且婦女被認為會易於動怒 ， 因而患上各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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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壇上及心理上的疾病 。 但是在醫學文獻中 ， Furth 發現女性

的性有良好的一面 ， 這與道教房中術所言男女性交會傷男方之精

氣一說有所出入 。 在「中國清代的受孕 、 生產、幼兒概念J 一文

中. Furth 指出傳統醫學有關懷孕的說法糾正民間對生產婦女會

污染的一些迷信觀念 ，同時賦予婦女在治療及生產過程中較正面

的角色 ， 因此作者認為在許多方面醫藥傳統 「把儒家對女性的歧

視降低了 。 J (頁29 ) 但在其他方面，醫學傳統依然贊成男性駕駁

女性，也將幼兒健康的全部責任放在女性身上 ， 質際上，婦女生

命的定義在此時不外於生育健康的子女。

伍慧英 (Vivien NR) 在兩篇論文中 ( r意識形態及性，中國清代的強姦法J

及會部論文 「中國傳統紋ifl中的性與瘋狂J ) 指出在清律及通俗文學中所呈現

對女性的性的看法較為偏頗。雖然清律大體上循明律體制，但清

律有關強姦的部分卻比明代對受害者更為不利，因為更難使強姦

者入罪;受害者除非抵抗至死 ， 否則很難證明她沒有屈從 ; 除非

有人證 、 或者明顯的傷痕 、撕破的衣服等等 ， 被強姦的婦女無法

勝訴 。 作者的一個假設是清廷以法律保護他們的部隊 ， 同時另一

方面以推廣貞節來投漢族保守派之所好(4)。 伍慧英又認為清律反

映了對女性的性的一種畏懼情緒，並且預設放蕩的女人會控告無

辜的男人 ， 因此在法律上立在不鼓勵強姦控訴。伍慧英雖然以帶有

當代西方女性主義的目光來批判清律 (其實十八世紀的西方法律又何嘗能達

1守白的要求) .但她指出清律比明律更嚴厲的這一點 ， 仍值得深入

探討 。 同樣地，作者在有關靈魂附女身的通俗故事中發現女性、

(.1 )另一研快半則有關側向對女性貞節1).性問題的微1威性的論文是 M. J. Meijer的"The

Pric l? of a P'a i Lou" , T 'OflUg 舟的. 67.3~5 (1 981) . pp. 28自 3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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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她們的性是構成恐懼的來源 ， 也經常被認為是瘋狂的原因的)。

另外一個以通俗文學作為資料的研究是Yenna Wu的論文 「

婚姻秩序的失調:十七世紀中國文學中之悍妻及畏妻之夫」 ﹒此

文亦強調男性對男女之別的界限所感到的不安:作者指出聳然中

國通俗文學中一向有悍萎的故事 ， 但是這個類型的普遍性到十七

世紀始到最高峰 。 她把此種類型的故事列舉討論 ，結論是這些故

事反映了 「男性對女性會凌駕於他們之上的恐懼、對她們可能顛

覆父權秩序所感到的不安、以及對婦女的某種程度的敵意 。 男人

需要女人為他們生育、亦需要她們在生活上的支持、慰藉， 但是

又害怕她們潛在的支配能力。 J (頁368)

雖然此類研究大部份都認為婦女地位在明清時期有下降之勢

，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強調此問題較積極的一面 。 Katherine Car

litz 在她的一篇論文「明代墓誌銘文學中的性別理想典型」中發

現男性對女性才憐的曖昧態度 (相對於所謂無才便是德的看法) ，而且有愈

來愈多的士人享有伴侶式的婚姻 。 Car1i tz舉出了 直接個例子說明

男性與妻子之間有極濃厚的感情，而且他們對亡妻哀悼的悲傷比

對父母的哀悼更甚。

最近兩篇有關明清秘密宗教的研究認為在通俗的佛教及道教

傳統中 ， 婦女地位比在理學傳統中高得多 : Ann Waltner 在論

文「曇陽乎與王世貞:晚明的術士與官僚」 中指出在晚明的通俗

宗教中 ，性別並不構成得道的障礙 ， 而婦女在通俗宗教中能得到

在別的生活範疇中難以獲得的信仰及行動自由 。 年輕女術士曇陽

(5) 伍慧英在她的專書 Madll由S il1 Late Imþe斤。I Chilla ( i\orman and London: LJni、 cr.

si ly 01 Oklahoma Press. 1990) pp. õ6-的中討論了婦女的性別1萬底之間的問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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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雖然自幼被父母許配於人，但為了她的宗教追求她佢絕成婚 。

她事先就得知她未婚夫之夭亡 ， 而趁機誓為貞女;於此不久她經

絕食及艱辛的宗教修練過程後亦死亡 ， 死後人們拜她為仙:雖然

在儒家的傳統中，她被納入節婦之列 ， 但是她同時也是一個備受

推崇的宗教聖者 ， 甚至王世貞亦極尊重作為宗教人物的曇陽子 。

作者透過王對她的推崇之語來說明晚明通俗宗教對儒家秩序 (包括

男女之別)的破壞 。

Daniel Overmyer 在 「教派文學中之價值」一文中揉討明清

佛教寶卷乏內容，他發現這些文獻有強烈的兩性平等及烏托邦思

想，極吸引女性 o 許多寶卷曲女性宣讀 ， 而對像也是婦女 。 資卷

中對女性吸引的論點包括反對姆姻、生育、對丈夫周從 ， 而許多

通俗佛教的女性精神領袖就身體力行這類反儒家傳統的行為以求

得到宗教的救績。 OvermyerWWaltner的研究為上述幾篇論丈 (

;t真是Ma.nn及Furth的研究)中所述及的土人階級中男性對女性的焦慮、

提出了有用的線索 。

Carli tz在另一衛充滿創見的論文 「婦訓與自訓 : 呂坤的「

閏髓 J 與「呻吟語J J 中說呂坤有關女訓的著名作品其實主要產

生於晚明快速的社會經濟改變，而不是出自他對婦女問題本身的

特別關切 。 作者相信萬曆時期大量婦女傳記集的出現反映了兩點

， 其一就是當時的社會繁榮及婦女識字率的提高 ， 構成婦女閱讀

市場的擴大 : 其二 ，晚明精英對日益活躍的市場經濟、日漸模糊

的社會分界、愈加普遍的秘密宗教信仰 ， 感到焦慮不安。因此雖

然呂坤的女訓善書等書籍的銷售也得依賴市場經濟 ， 但是他也同

時如當時許多文人一樣反對侈奢的消費行為 。 Carli tz 在她另一

篇論文「晚明的 。IJ女傳} 版本」中更詳細地描述了晚明建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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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專業。她以當時有精美插圖的節掃烈女傳版本作為例子。這

些精美的板刻把婦女的貞節故事注入更多的感情;同時從這些文

獻中可看出此時入傳的女性主要是對丈夫貞忠的節婿 ， 而較少見

具諒議能力的積極型婦女。從她看過的十一種列女傳記版本作者

分析了不同的出版目的 : 呂坤主要為了整頓晚明婦德的放縱;其

他的書商則以戲劇化的節婦故事來吸引讀者以求盈利:而一些家

族，尤其是徽州地區的大族則募款資助出版家鄉或家族的節婦傅

， 目的當然是為了榮耀桑梓或祖宗。 Carlitz 這兩個研究把思想

變化放入社會趨勢中來討論 ， 充分表現出晚明時期社會與文化變

遷之間的複雜互動關係。

Keith McMahon 在幾種有關晚明白話小說的論文中強調此

類文學對婦女較為同情，而對父權社會則不乏批評。在他的專書

〈十七世紀中國小說中的因果及制約} 及兩篇論文「晚明的兩種

白話小說 〈禪真逸史》 與 〈禪真後史) J r明末清初小說中的情

色」中 ， McMahon指出晚明的情色小說比主流小說如 〈水滸傳

〉 等更同情婦女。此類小說中的女性不乏拋棄傳統枷鎖以滿足個

人的性慾、追求自選的伴侶者，也敢於向處於主宰地位的男性發

j曳她們的不滿 (包倍抱怨這些男性性能力的不足 ) ， 總而言之 ， 她們顛覆了

男性中心的理想。

在談論「情色」及另一篇論文 「儒家性慾之例:十八世紀的

小說 〈野史曝言} J 中， McMahon 認為到7十八世紀情色的主

題被昇華至如 〈野史曝言〉 、 《紅樓夢〉 及通俗的才子佳人式小

說的內容。情色的描寫淡化了、被控制下來了 ， 而男性中心的主

題再次受到肯定。 「從歷史的角度看 ， 就好像十六世紀的西門慶

被改造了而重新再建立其多妻者角色;沒有比這個更能支持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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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男性中心理想 。」氓犯的 作者也同時發現女性從晚明小說的熱

情伴侶演變為清代小說中丈夫的思想上、精神上的伴侶 。 他認為

清代的書禁及清初對晚明「頹撥」作風的反動部份引致這個文學

內容上的轉變 。 不過我認為也應加上另外一個可能的原因 ，那就

是清代精英階層中伴侶型婚姻關係的確比前代為多 ， 這個變化把

以前士人只有與妓藝才有的愛情理想、轉移到婚姻伙伴身上來。無

論如何McMahon 的研究對我們7解明末清初通俗小說中的兩性

關係改變有幢大的幫助 。

我本人在1987所寫的一篇會議論文「從書信、法例及文學中

看婦女地位」 中指出明清時間對婦女正負兩種的看法其實是一髓

的兩面 。 一方面 ，晚明充滿競爭的社會與經濟將部份女性商品化

y . 但是同樣地 ， 亦有一些女性因此獲得前所未有的受教育機會

， 甚至某種程度的經濟獨立 : 我認為此時社會的確把女子三步不

出閩門、極足、崇尚貞節及三從四德等婦德加倍強化，但是這些

現象如果把它們看作為對當時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反動才

有意義 ， 它們與晚明文學中對「情J 的執茗、婦女在此時所擁有

的在文化上的各種機會等新現象是相關遠的 。有關明清婦女的教

育及寫作的研究最近甚受重視 ，值得下面另外再討論 。

女性的文化機會、教育及文學出版問題

最近一項中國女性畫家作品展覽的目錄清楚地說明了明清時

期女性所擁有的文化機會 ， 這本由多位學者編攘的目錄 〈玉臺遠

眺 : 中國女性畫家 · 1300"-19U ) 不單有精美的掃圈 ，而且還有

Marsha Weidner 、 ElI en Johnston Laing 、 Christin且 Chu 及

J ames RobinsoI1 fifr寫的很有深度的論文，內容包括不同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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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以及中國女性藝術的意義 . 另外Irving Lo描寫了幾個著

名的女性詩人。其中Weidner與Laing 強調了畫與詩、書法 、 刺

繡、音樂及刻章等各種藝V/tj之間的密切關係。學者們皆認為明消

時期對婦女而言是個充滿文化機會的時代 ， 不管是閏秀抑或使伶

皆如是。 Weidner 指出在某方面繪畫是發展自刺繡 ， 而另一方

面文人童的傳統使得婦女吟詩作畫成為妥當的活動 ， 因為這些並

非職業性的活動 ， 可以在閏房中自娛而不致破壞家庭秩序。不過

仍有一些婦女 (包f啊伶、崗人及土人的全詩)為了市場而作畫畫 ;Lair1g 指

出明清時期女性畫家的作品有相當活躍的市場 o 同時女性吟詩、

寫字、作畫在許多士人家庭中被視為良好的活動 Weidner認

為無論婦女作畫的目的為何 ， 作畫本身 「有作為社會資本之用 ，

在文人圈子裡可用作有形或無形的回報的交易媒介。 J (頁28) 這

本目錄所刊的畫及論文均說明了以前只有優伶才擁有的藝術才能

在清代已被納入間房之中。

文人女眷而有詩才的例子有資秀屑憤恨﹒ 1498-1569 ) ， 即楊慎

之妻。有關黃秀眉的研究首推陳效蘭與F. W. Mote合寫的「楊

慎與黃秀眉」 這篇短小動人的論文。作者簡單地描述這對著名夫

婦的故事及兩人在楊慎被流放到雲南三十五年中之分隔兩地的情

形 : 黃鍛在此設時期中艱辛地維持家計及侍候翁姑 ， 但是她最為

人所稱道的卻是後來晚明時代以她之名出版在楊慎詩集中的詩 ，

這些詩不雯，束縛、充滿機靈，甚至經常帶點情色。兩位作者贊同

學者王文才的看法 ， 認為這些詞大部份其實出自楊慎之手 ， 或者

是一些希望哥哥黃娥之名氣賣文為生的人所寫的。而真正由資娥所

作的詩 ， 經作者們的分析 ， 是細膩而難以翻譯的 : 他們因此認為

黃娥之文名讓晚明的人覺得倍她的名寫較大膽的詩會使人信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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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作者更重要的結論是明代社會能產生親密及平等的夫妻間{系

的信念 ; 到了十六世紀中期 ， 精英社會的成員可以相信如黃娥一

類的女性是真質的 ， 她可以同時是受尊重的賢淑婦女及給丈夫寫

熱情情詩的女人 。

在最近出版的專書及兩篇論文中，孫康恰寫出了晚明時代的

浪漫愛情與優伶世界如何影響了明代文化的形成 。 在她的專蓄 〈

晚明詩人陳子龍 : 愛情與政治忠誠的危機〉 及論文 「柳是及晚明

詞的再與」 中，作者強調此時 「情」之概念之重要性，以及往往

為人所忽略的情與對明室貞忠在明末清初的詩及文化生活中之繁

密關係。她認為晚明時 ， 才子只能在才女的相襯之下才可以滿足

他在才華上及感情上的需要的這個想法極為普通 ; 在江南都市地

區的聲色圈子中，作者看到7某種以才華與興趣相若為條件的男

女平等與相互尊重。除了點出中國女性詩人的傳統比西方的更強

以外 ，作者指出此時的優伶有許多與復明運動有密切的關係 ， 而

在清入關之後 ， 許多忠於明室的詩人把優伶看成他們本身悲慘命

連的比喻 o 孫康↑台指出明忠臣的詩的詞彙、辭藻、感情表現等無

一不是從情詩發展出來的 。 明末清初優伶及|背在文化上的重要性

往往被清後中國士人的保守性所蒙倚 ， 因而到了清中期 ， 愛﹒|背已

不再是英雄的必需 ， 反而被一種比較正統、類似清教的儒家式感

情取而代，乏 ， 優伶至此時已幾乎絕蹟於文人圈子及出版界中 ， 而

明末風流的一段則幾全被遺忘了 。

在 「吳偉業的面具概念」一文中 ， 孫康怡再次閻明上述幾點

; 她指出吳偉業文學中愛|育與政治忠貞之不可分 ， 他在看似情詩

的作品中間-女性之口吻來表達對明室之忠貞 。 他的創作 〈株跤

眷) 'f昔南唐之未及北宋初的一段愛情故事來影射他所身處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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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 故事中的士大夫在亡國的悲慘時代只能在婚姻中、或死亡後

的天上、甚至以道教中仙人的身份完成個人的命運 。 這愛情悲劇

啟發7後來孔尚任的 〈桃花扇) ;在此文中 ， 作者再次強調晚明

多才多藝的佼藝 ， 她們在潛入主時所受之難可與士予相比 。孫康

怡的研究讓人希望有更多的學者探討明清之際在文學之外的兩性

關係變化的這個重要問題 。

本人的一篇論文「愛情 、 教育、悲吟 : 帝國晚期女性作家的

聲音J 主要研究從十六至十九世紀的幾位詩詞及彈詞女寫作家的

作品 ， 從中探討女性對愛情、教育、女性社會角色的態度 : 我認

為晚明士子與優伶之間的愛情關係已被納入伴侶式的婚姻關係中

。 我透過優伶及閏秀的情詩看到清代許多士人家庭的婚姻關係己

溶入愛情 ， 但是這種理想往往把人 、 尤其女性對婚姻的期望提高

， 以至與當時的正統家庭倫理有太多的盾矛衝突。這種以愛情為

基礎的婚姻關係在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父權家庭中往往遭受批判

排斥:姑翁的嫉妒、家人的排擠 ， 如丈夫離家 ， 妻子的孤寂則更

甚。這種婚姻關係帶來的破壞性可能是引起Furth及Wu 的研究

中提出的男性焦慮的原因之一 c 這個不解之結可能是 〈紅樓夢〉

與 〈浮生六記〉 中女角不快樂的癥結所在 。 表達對此類及其他的

不滿1青緒是許多女性作者的創作主題 ， 彈詞則成為吸引許多女性

作者 、 讀者 、 觀眾的通俗文學體裁 ， 對女性作家而言彈詞比正統

的體裁如詩詞更能表達她們對社會的不滿 : 但就算如是 ， 清代的

詩詞也亦不再是男性作者的天下 ， 女性也以詩詞作為表達自我的

方式。

在「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一文中 ， Ellen Wid

mer參考了三蘊蓄信錄 ， 這些文獻顯示了十七世紀杭州地區士人



明;青婦女研克 持介最近布闕4英主著作 105 

女眷所梢成的互助式的強大網絡 。 僑居杭州的徽商汪名其在十七世

紀中藥出版的 〈尺繽新語〉 主要是提供書信的模式 : 其中一部份

即包括了閏秀們所寫的書信 。 從中作者找到了一組還算薄有名氣

的士人女眷 ， 她們魚雁貫通 ， 立立透過書札交換詩詞 、 字畫等等 ，

甚至組成詩社，希望以此互相勉勵來提高自己的寫作及藝術校巧

。 Widmer將這些女性的滿股熱情來對比編寫女性教育問題的男

性編者作者的曖昧態度 ; 面對這樣明顯的男性對女性教育的焦慮

， 作者，作了以下發人深省的觀察: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與其說反映

了作者曹雪芹本身的哲學驗 ， 不如說反映了時人認為才女是禍水的

這個態度 。 作者舉出了許多才貌並真的女性在小說中的可悲命運

，也找到錢個對教育關心的男性不願教他們的女兒讀書識字 。 在

結論中Widmer比較7女性作家網絡 、 男性才子訓練女弟子 I ~[I乘

懷與陳文述) 、 及如紅樓夢中純粹在閏門內繪成的關係 ; 她認為女性

作家網絡到了十八世紀應該還存在 ， 而且「暗地裡向傳統就性別

及創造的想法作出挑戰。 J (真 34 )

在英語文獻中對明清婦女作最詳細研究的是Dorothy Ko (高

彥酬的博士論文「十七世紀中國婦女社會史 J ' 她集中研究江南

地區的婦女 ， 包括7f安伶及其他女性在清入關後的命運、晚I1月以

來日漸增加的受過教育的婦女 、 女性地位的曖昧性、優伶文化與

閏秀文化的關係 、 以及通俗文學所反映的對受過教育的婦女的模

稜兩可的態度。

作者，在論文一開始即描述滿清入主時在江南搬走婦女僑辦 、

為娟、為妾等令人齒冷的故事 ， 在安定以後，婦女限資AP.沒有因

而停止 。 在江南這個高度i商業化的地區，有不少家庭笈女是為了

以後可賢(乍婚或妾 : 作者也描述了在明輩作最後掙扎之時 ， 在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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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邊作戰的女戰士 ， 還有清入關後江南婦女為了保存貞節的個

人及群體自殺 ，她指出中國歷史文獻對女戰士的讚揚雖然包容了

她們違反了慣常的性別角色，但是目的其實在於強調這是她們為

了家庭其他成員所作的自我機牲 。 Ko的結論是明清交際問婦女

的反應反映了儒家父權家庭制度宣鑄貞節的成功 。

高彥頤的第二章集中於土人女眷教育內容及交際的網絡 。 在

交際網方商，作者認為婦女的社交網絡主要有三種:家庭內、鄰

里間的、公開性的(6) 。閏秀婦女主要的網絡為前面兩種，即與家

人及親戚鄰居所結合而成的，只有職業的優伶才能有公開性的網

絡;無論那一種網絡，文字是結合網絡的主要工具，而婦女們透

過交往相互切援文藝方面的創作 ; 其中表現突出的女i生作家有資

媛介、沈宜修、商景蘭 : 這些女性組織了以文人女眷為主的大網

絡，而她們也有不少的男性支持者 。 在教育方面 ， 高指出土人家

庭女孩子的父母皆甚注意親自督促她們的教育 : 特別值得注意的

是高所描述的職業女性閏塾師; 這些閏塾師到了十八世紀早期似

乎已十分普遍 。 她們所教的主要是詩 ，雖然道學家如呂坤等多反

對女子學詩 。

高也描述了優伶 、娟妓等聲色世界的女性的教育及社交網絡

;她指出在明末良賤之間的階級分別己模糊，如黃媛介之間秀竟

會與優伶交往 ;而名妓柳是的例子也說明7明清之際間就算是妓

女 ， 如果有才華也能獲得名氣與尊重 。

(6) K。在她修改;色的論文補中稱三種網絡r9í用的原文是 familia l. socia l. public (譯者按

: socîa l一詞之中文直殺為「社會性J ' 在上下文lþ不敢提常 ， 因此就其祠的磁當作

f鄰里性」 的翻釋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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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作者探討了此時的通俗文學及社會對女性教育的曖昧態

度。在興旺的十七世紀出版事業中 ， 湯顯祖的 〈牡丹亭〉 的受到

廣大歡迎乃有特別意義。 Ko因而認為浪漫的愛情愈來愈受土人

女眷的重視 ;同時她亦指出當時以才貌雙全女子多薄命為主題的

小說日漸流行，如以聰慧聞名的妾小育 ， 因被正婆刻薄而以十八

之齡夭折這個故事 ， 是許多小說的主題:高認為小青是屈原的女

性版本，兩者皆是懷才不遇並抱恨而亡。她這一點似乎真的印證

7男性因科舉失敗所引起的焦慮與對兩性之別所引起的不安之間

有密切關係 。 在結論中，作者推測在十七世紀文化中妒妻角色的

普遍性與社會商業化所帶來的急劇變化，包括婦女日漸「受更多

的教育、獨立、自信J (頁 1 52 ) 等現象有關 ， 因為「妒妻」角色反

映了精英對這一切所感到的不安 。

Susan Mann的論文 「清中期之女子教育」討論了女子社會

化過程的種種問題 。 作者對教育作很演義的定義 ， 不但意昧著正

統的文字教育，而且還包括了口傳之訓誨、禮儀、對模範的模仿

、慶祝節慶、把握各種界定性別角色與身份的符號與象徽 。 個如

在男女分工的觀念方面 ，七姐誕以女紅紡織等對婦女作一種非文

字式的教育 ; 又例如婚禮儀式中的許多象徵與符號均是為了教導

新妓她未來的家庭任務 。

Mann認為一般而言 ， 婦女的正規教育比前代普遍得多;同

時 ，女訓之書亦大行其道 ， 重申了男外女內 ， 男尊女卑的社會秩

序 。 她簡述7藍鼎元、陳宏謀 、 章學誠等正統學者在女教著作中

對女性的看法 : 他們均讚揚婦女的勤奮與無我，但又對她們因有

學識可能破壞~t有秩序而感到不安。不過，清代婦女的讀物當然

不限於這些女訓 ， 而包括了經史 、小說 、戲劇及詩詞 ，讓她們更



108 輛止學二車四期

有機會表達自我及參與精英文化的再創造。她最後為清代中國婦

女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婦女f乍一比較 : 兩處的清白家庭女性都

不出閏門 ， 而較自由的優倡則被認為具有破壞既存秩序的危險 。

Harriet Zurndorfer在最近一篇會議論文 「王照圓的 「恆常

世界.ø對十八世紀之婦女、 教育、正統的初探」 中也討論了 卡

八世紀婦女教育問題 、 日漸流行在士人階層中之的伴侶式婚姻，

以及婦教文獻與這些發展間的關係;婦訓的內容有的反映當時實

在的狀況 ， 但是亦有的其實是對現狀及當時習俗的批評及反抗;

但此文最主要的貢獻在於清楚地說明了以理學思想發展來解釋明

清間的兩性關係是危險的;作者是聽了清代女學者王照國與她的夫

婿郝懿行之間的關係作為例子 ， 王與郝的婚姻是典型的伴侶式婚

姻，他們志趣相同，而且共同出版7不少學術著作 ， 在許多工作

上夫妻間的合作關係是平等而和諧的;但是在所謂婦女問題方面

王卻是個保守的理學家，她不但極端讚成男尊女卑的秩序，而且

還大力支持理學家的禮教 ， 她也為劉向的。IJ女傳〉 寫了附和性

的註解 。 目前正為主照國寫傳的Zurndorfer估計這對家境平平的

夫婦 ， 希望藉宣揚正統來攀咐他們所身居的山東的權賞。無論如

何 ， 這個例子說明了伴侶式的婚姻與保守的儒家思想並沒有必然

的衝突。

最後要在本文介紹的是三篇文學研究的論文;其中兩篇與 〈

紅樓夢〉 有關 : 一篇是Ann Waltner 的「不當主角:林主義玉與

崔鶯鶯」及Louise Edwards 的「紅樓夢中的女性 : 清代中國對

純潔與女性化的看法」 。前文作者探討黛王所受 〈西廂記〉 中戶

鶯的影響 ， 她認為雖然黛玉深受西廂式愛情所感動，但卻l能清楚

知道現實與小說不能混為一談， ~請鶯的故事反而對她是個警告 :



咧清峙女研究﹒評介最近有關之』毛主著作 109 

「鶯fa讓黛玉具體認知了某種無名的恐懼:黛玉 【由於鶯鶯的例

子】 害怕成為醜聞中的女主角。 J (頁18)

Edwards 則反對把 〈紅樓夢〉 看成是單純的女性主義或反

父權的小說。她認為雖然賈家上上下下有許多受各種痛苦的女性

， 但是這些都是「反映男性生命經驗的一面鏡子。 J (頁409 ) 雖然

書中許多男性比不上女性的優越 ， 但是作者指出只有男性 (如甄士

隱、柳府通)才可以跨越虛幻與理想世界 ， 而女性卻只有在死亡後(甚

3i設性是自殺)才可以達此境界。同時 ， 雖然曹雪芹讚美少女的純潔

，但已婚婦人的型象卻往往是不潔 、 愛妒、善於弄權 ，作者認為

這些「反映了清代對婦女的許多假設」個420) 但在結論中，作者

仍正面地評估了 《紅樓夢) ， 因為所描寫的從父權制度解放出來

的理想世界 「削弱了性愛觀念的慣性假設 。 J 頁426 )

Marina Sung 的博士論文 r (再生緣〉 的敘述藝術:在傳

統儒家社會中的女|生觀j 分析了十八~九世紀初有名的陳端生所

寫、梁德繩所續完的彈詞 〈再生緣〉 。作者沿著陳寅悔之研究脈

絡 ， 認為 《再生緣》 是「推廣婦女解放的女性觀著作J (頁9) ， 雖

然只是在儒家制度與價值這個匡匡之中。 《再生緣》 這個最受歡

迎的彈詞之一的主角孟麗君以男裝參加科舉 ，而且高中。論文主

旨為分析此篇彈詞的草草術性 ， 並認為此乃中國文學中之極品 ， 陳

端生透過這種主要圍繞著女性作者與讀者的文鐘 ， 細膩士也述說了

個引人入勝的故事，並批判了在儒家社會中女性所受的待遇 。

Il刷品生就是證明了清代婦女思想、廣闊的一個好例子 。

扯 ~b、
品。 6間

上文說明了最近有關中國婦女問題研究的英語著作所牽慘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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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當然 ， 其實還有許多本文所遺漏 ， 也有許多尚待探討的問題

。在可見的未來 ， 不少的論著將涉及明清時代的女性作家(7 1 也

該有更多以量化方式探討女性問題的嘗試，尤其有關女作家的區

域性及社會階級背境等問題 。不過仍有待進一步探討的方面也很

多，包括鱷足、寡婦守節及殉齡、滑入主對兩性關係的影響、婦

女商品化的程度及性質 、 明清文學界對兩性關係改變的態度及意

義、案例中所見之兩性關係 、 精英及平民對此問題的態度比較 、

涉及婦女問題的信仰及習俗、兩性關係之緊張性對整體文化的影

響等等。其實每個史學工作者都可能自有一串類似的題目 。

最後 ， 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這許多有關女性研究的成

果放入中國歷史的大景觀之中 ， 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歷史

妥善地結合。明清婦女角色及性別問題在中國社會文化史中的意

義現在才開始慢慢呈現。雖然本文學出7不少最新研究的例子 ，

但是婦女研究對中國史所產生的影響 ， 遠不及對西方史的影響，

這也是事實。最近通史性著作中，除了Jonatha n Spence 的 〈近

(7 ) 例如孫康怡目前正在寫一本有關明清女詩人的書 ， 他也正在領導許多譯者在編一套中

國古令女詩人的大全 .此外， 上面所述及的許多學者仍繼續對有關題目作更多的研

究，例如下列的論文，均在1990年十月的一項在 UCLA 大學舉行的 「明諧的詩及一fr.

性文化」會議中宣讀 ， 將會在 Lale J叭beJial Clzill(l.期刊呼:發表 ﹒

D. Ko , “Women's culture in the Private ánd Publie Spheres in Se\'enteenrh and 

Eigteenth Century Cbina"; S. Mann,“ 'FuXlle' by Zhang Xueeheng (1738-1801 ) 

China's First History of Women's Cullure"; Ma ureen Robe閃開n 呵l oicing rhe 

Feminine : Construction of the rem inine Subject in rl祖 Lyric Foetry of Medie-

701 and Late lmperial China"; Ellen Widmer, "Xiao Qing's Literary Legacy and 

the P lace 01 the Woman Writer in Late lmperia l C11i na"; 閻部.省未及講到上述論

文的修改版本 ， 因此末在本文中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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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國的探索》 一書外 ， 極少有把掃玄研究及兩性關係問題放入

架惜中的 。 尤有進者 ， 眾多中國政治哭泣思想史的專家級本不認

為婦女角色問題有任何重要|生。 因此下一代的史學工作者的任務

就是將婦女研究的意義在一般史巾顯示出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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