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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性的视角看历史 

——读曼素恩《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 

张德安 

美国学者曼素恩（Susan Mann）多年来从事中国明清史、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史的研究，

现为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代表性著作有《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

女》（Precious Record,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 Century）①和《张家才女》（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②。其《缀珍录》作为海外社会性别研究的一部力作，曾获美

国亚洲研究会 Levenson（利文森）奖，被誉为近年来研究中国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最重要

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自问世以来对学界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该书“采用的是将妇女放置

在这一时期的中心的独特视角，通过对这一时期江南地区妇女的人生历程、诗词写作、劳动、

宗教活动以及娱乐等各方面的分析描述，阐释了社会性别关系对于这个时代经济、政治、社

会和文化变革产生的深刻影响，强调了妇女史与社会性别关系在史学研究中不可忽略的价

值”③。作者视角新颖、构思巧妙，通过对 18 世纪及其前后（1683-1839）清朝长江中下游

地区的女子生活的历史记录，于细微处娓娓道来、解读时世，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对一些重要

历史研究观点提出挑战，得出颇具启发意义的见解，同时给人以阅读愉悦。这里笔者借用曼

素恩的写作和表述方式，从以下几方面对该书作出评述。 

一、 视角 

与国内学术著作相比，海外汉学最让人欣赏的无疑是他们新颖的、独辟蹊径的分析视角，

这也是国内学人最值得尊敬和学习的。从该书的视角上看，曼素恩是将妇女史研究置于社会

性别关系的大框架下去开展史学研究，从两性比较的视角去解读完整的历史，而不单纯是撰

写女性的历史。这种开阔的视野及其带来研究思路上的创新，不仅仅是对妇女史、女性研究

的突破，也是对历史研究方法的突破。 

按照作者的阐释，从社会性别关系的角度，男人和女人都不应该是孤立的社会组成部分，

而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反映和创造了历史。这就摒弃了女权主义和男权主义的狭隘影

                                                        
① 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② The Talented Women of the Zhang Family，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7。 
③ 本文评阅版本为：《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美】曼素恩著，定宜庄、颜宜葳译，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 1 月第 1 版。此处引自出版物封底的内容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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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而具有了更宽广的胸怀和视野。而在具体研究中，不再单纯以谁（男性或女性）为中

心，而是两相比较，去厘清两性世界中的交集和补集，也许是琴瑟和鸣，也许是各执一词，

然而他们阐释的却是那个共同的时代和现实。作者不仅从两性关系史的角度，借助女性著作，

让我们倾听到了历史中女性的声音，而且通过这些女性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男女所共有的世

界。诚如书中所述，“成熟的妻子则用她们的笔批评这个世界：科举考试竞争的激烈、疾病

的残酷与生死的无常，还有无情的丈夫、懒惰的女佣”①。这无疑是对男性话语下描述的历

史的又一种理解和补充。而对于缠足、婚姻等社会现象，作者也均从女性的角度加以阐释，

得出了与以往研究不一样的见解。这与高彦颐等海外学者的研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也可看

做是对高彦颐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中开创性研究的延续。 

二、 材料 

认真发掘和分析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社会性别关系代表着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既拓展了史料的收集视野，丰富了史料来源，也相应地增加了发掘新史料的难度。在《缀珍

录》中，作者以勤勉的治史精神，挖掘到了一些不被以往史学家注意的女性原始材料，包括

对传记、诗歌、文学作品（小说）等各种题材资料的使用，并给与了新的阐释和解读。 

首先，是将女性的著作和男性的著作相结合，共同作为解读女性世界的材料。作者“利

用的最重要的史料均来自于女性作家的作品”，并将“习见的、由男性书写的史料与妇女自

身的作品相参照”，以便推开“一扇通向中国女性世界的崭新的窗口”。这也体现了社会性别

关系的研究视角以及对材料的挖掘和重新组织。 

其次，是将历史中的文学作品等作为拓展的史料运用。如较多地运用《红楼梦》中的

例子，全书累计使用《红楼梦》注释达 31 处。这里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

的兴起，史学视野的开阔带动了史料的挖掘和利用，只不过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海外学者似

乎更大胆，在某些方面走到了前面。 

第三，作者较多地利用和参考了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使其融入自己的著作之中，

体现了对既有学术成果的驾驭能力，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相关领域的学术进展和研究图

景。在充分利用前人研究的同时，作者也强调，“尽管我们总是需要更多和更完备的史料，

                                                        
①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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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不能忽略对已有的丰富史料以新的方式进行解读”。① 

三、 编排和文风 

从《缀珍录》中，我们看到曼素恩的叙述和编排手法新颖，标题简洁明了，语言优美

精当，其充分运用历史学家的想象力和对零散史料的整合、驾驭能力，还原出一幅幅颇具情

节性和故事性的生活画面，使严谨的史学著述更具可读性。该书以《人生历程》、《写作》、

《娱乐》、《工作》、《虔信》等章节概括和展现十八世纪中国妇女生活图景，给人耳目一新的

感觉和历史叙事的味道。如讲到女子刺绣观音像和宗教奉献精神时，作者写道，“儒家的价

值、佛教的虔诚、个人的才能和创造力，一切的一切都凝聚在刺绣佛像的针尖上”②，除去

其细腻的材料分析，语言之优美更令人回味深长。 

但是，这种自由的文风也增加了中国读者对主题关联性和逻辑性的理解难度，题目的

自由性也使得某些章节主题的概括性并不见得准确。如第五章《娱乐》，一般习惯性理解会

认为是女性的娱乐活动，而非男性的“狎妓”娱乐（女性成为被“娱乐”的对象）。如果真

正说出清代女性的娱乐生活，那么第六章《虔信》中所表述的女性宗教活动或许兼具这一性

质。 

四、 观点 

女性角色和社会性别关系是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作者通过把女性置于盛清时代的语境

之中，从女性的角度出发，依据于女性自己的作品来修正在男性视野中固有的偏差，向我们

展示了很多新颖的、乃至颠覆性的观点。如从包办婚姻导致女子的心灵孤寂来看待中表婚对

于缓解婚姻压力的益处、以及主仆关系（建立密切关系或虐待奴仆）；女子缠足与经济发展

及女子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认同（“农户中对缠足的要求与妇女家庭手工业的发展，是有

机地联系在一起的。”③）；女性劳动力价值的体现与溺女婴现象的降低、性别比例的趋于平

衡和生育率的提高；妇女对于佛教势力的重要性等等。 

这些看似细微的观点又从社会性别关系的角度对“盛清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

化研究给予了修正或补充说明。如作者综合女子《工作》和《娱乐》的篇章内容，认为 18

世纪“对劳动力的需要提升了女孩子的价值，女儿作为劳动力和新娘都在增值导致了溺女婴

                                                        
①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82 页。 
②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30 页。 
③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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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的减少”。“城镇市场和城市的娱乐场所对女劳力（包括对高级妓女和一般娼妇）的需求

都大为活跃”，城镇“开辟了一个雇佣妇女作为家庭务工人员和买卖妾媵的新市场”。这与盛

清时期的人口爆炸、性别比例平衡、经济转型都是有重大关系的。①作者也通过对盛清时期

女性的研究结论挑战了“中国激进主义者和西方传教士将中国妇女看成被‘传统文化’压迫

的牺牲品，直到西方教育和价值观被引进之后才得到解放。”等学术论断，通过对历史中女

性声音的表达、女子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对西方“市民社会”概念在东方的适用性问题、“公

共”范围与家庭和家族的“私人”范围区分问题提出了质疑，她指出，“盛清时期性别关系

的历史清楚地显示出，在当时的中国文化背景下，在精英阶层的共同话语中是承认妇女的家

庭地位的”，“对于中国妇女的历史记录——包括了她们在其间的地位以及她们作为被记录者

的意识——都显示出一种对家庭生活和共同政治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的普遍深入的意识”。② 

五、 商榷和质疑 

通读全书，笔者感觉该书在编写和翻译出版的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些谬误和值得商榷

的地方。 

作者在引言中提到，“对于男人来说，有机会远避体力劳动是他地位上升的第一个标志。

对女人则正相反，闲暇或得以从体力劳动中脱身的自由，却绝不是地位提高的标志”。③其实，

在笔者看来，女子的闲暇或得以脱离体力劳动，事实上一样是女子地位上升的标志。（对劳

动和不劳动女性的地位，舆论和事实上也可能存在差距，在宣传上有强调讴歌从事体力劳动

女性的需求。）就作者所描述的时代，脱离体力劳动的官太太与地主婆的地位总不会比辛勤

劳作的农妇的地位低。当然，作者此处的描述可能出于对妇德的肯定和对娼妓的否定，想强

调从事体力劳动的女性比娼妓和戏子的地位高，但从话语表述上看还是不严谨、不恰当的。 

作者书中对女性心理的一些揣摩是非常细腻的，但一些分析似乎是有欠妥当，尤其是对

于表述给世人看的女性诗词的二次解读，实际上也是很难把握的。如作者引《随园诗话》内

容：“竹筠女子早卒，自焚诗稿，仅传其宫词云：‘中宫宣诏按新筝，玉指轻弹别恨声。恰被

东风吹散去，君王乍听未分明。’”，由此得出“这个年轻的女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婚姻抱有

十分悲观的看法而不愿经历”似乎很是牵强。④类似的解读还不乏其处。对诗作作者心理空

                                                        
①  参看[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76 页。 
②  参看[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80-281 页。 
③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15 页。 
④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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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想象，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观点的风险。 

在写到“刺绣是与高雅的品德联系在一起的一种纯洁的象征”之后，作者又写到“因为

‘绣’字与描述女子进行性交的词‘羞’同音，‘爱绣’一词则是一个暗指淫荡妇女的双关

语。”①这不仅揣测的成分过大，而且在前后也存在逻辑性的冲突。 

此外，书中还有些具体的问题。如第三章《人生历程》讲“已婚妇女经常与他们的女

仆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一个年轻女仆可能作为嫁妆的一部分陪伴新娘子从娘家来到婆家，可

能来为新年子照看婴儿。贵族妇女在女仆的陪伴下度过很多时间，年轻的新婚妇女尤其需要

有个可以推心置腹的女仆听她们倾诉痛苦、寂寞和孤立无援的心情【46】”。（附注释【46】：

在《红楼梦》中宝玉对侍女的爱宠，可见袭人的例子。），该注释与正文似乎不存在任何的逻

辑关系。② 

六、 借鉴和启发 

《缀珍录》以两性的视角（社会性别关系），撰写了一部女性的社会生活史，同时获取对

男女共有的所在时世的历史理解。该书反映了海外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眼光、学术视野和学术

思路，观点新颖、见解独特。曼素恩对中国史料的挖掘、掌握和利用、对中国问题的深刻而

细腻的剖析也不能不让人感叹。她的研究观点、异域视野和分析思路及方法，都对我们国内

史学的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笔者注意到，在该书中作者一方面比较注重从文本范式的角度加以解读。如分析艺妓故

事时，她指出，“总是沿袭一条类似的线索”，“在这些故事中，纯洁的女孩们经常被淫邪的

有钱伧父追逐，而很罕见的是，会有一个年轻的‘文星’出以援手，不惜任何代价地、尽其

所能地，为他自己而将清白无辜的她拯救出来”。③，这或许与西方学者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的理解有关。另一方面，作者比较在意历史现象的象征和隐喻含义。如“操劳的母亲的形象

是母爱子孝的强有力的象征”④；“在早期，妇女们养蚕的形象成为一种暗喻，表现了不堪重

负的纳税人在贫困线上挣扎的情景，也体现了严酷的阶级差别”⑤；“处于矛盾角色的女人往

往成为一个地区为之骄傲的标志”⑥。挖掘历史文化的象征意义成为其研究的一种自觉，抑

                                                        
①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199 页。 
②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79 页。 
③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168 页。 
④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04 页。 
⑤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06 页。 
⑥ [美]曼素恩(Susan Man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第 2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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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其历史研究的一条途径。 

抛却作者研究思路本身，单纯就其文章的内容、观点也会对中国读者产生或多或少的启

发。如历史中的女子教育问题，其教养与文化束缚、自身解放的关系；女子勤俭持家与家庭

中的财权问题，进而探索男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关系和财务管理等等。对读者而言，该书看似

散开的章节和论述，涵盖信息丰富，也在从不同层面体现它自身的价值。 

 
 
 
作者简介：张德安（1978—），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在职博士研究生，华北电力大学校长

办公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