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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有文字记载的文献显示，中国人曾经有一个激情澎湃而又鲜活的时代。
    “四书五经”成为中国人教育的基础。
以天道来阐述人道并由此引发的激烈而又互相矛盾的大辩论，使得中国人的性文化性观念在此期间成
型。
    于是把性交譬为“云雨”，这是因为他们把女子的肚腹看成是土壤，把男人的精子看成是种子，如
果没有云和雨，自然也就没有收获。
    总之，天和地、阴和阳、男和女要交合才好，才是事物的生机。
这便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如果说天人合一是儒家的观念，那么阴阳则是道家的坚持，在道家构建的朴素哲学里，阴阳，可以解
释一切事物。
一切事物可以用阴阳分开，一切事物和谐相处甚至合二为一也是因为阴阳。
阴代表女性，也象征寒冷、黑暗、疾病与死亡；阳代表男性，象征温暖、光明、健康与生命。
阴阳和谐使万物井然有序，阴阳不谐会引起疾病与死亡。
    所以呢，男女不做爱，阴阳就不协调，简而言之，就是没有“天理”了。
    最后，值得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正如在许多其他方面那样，中国文明受到它自身的古老性、早熟
性和连续性的影响很大，在性文化方面也是如此。
    从秦朝一统六国到汉朝的对外扩张，中国人在由分封制转型为郡县制的军事帝国过程中，经历了难
以想象的阵痛，其后第一个大分裂时代来临了，经过漫长的四个世纪，最后进入隋唐的贵族帝国时代
。
    这段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史上最复杂的时期之一：一方面玄学的发展力图摆脱经学的控制，佛经进
入中国了，其所带来的思想引来本土思想激烈的围剿；另一方面，长期的分裂状态，为汉文明寻找更
多的发展路向提供了可能。
在此期间，性文化在各种思潮的影响下，缓慢地演进。
就两性关系而言，男方对女方的控制越来越紧密。
在阴和阳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影响下，在一个被设想完美的宇宙帝国之中，建立全面秩序的鼓吹者们(阴
阳家、儒家和法家、道家)联合起来，一点一点地侵犯个人的私密空间。
    这是个不好的开始。
    房中术在此时蔚然大兴，最重要的理由当然还是广嗣种子。
但是，它并不仅仅挂靠在医学之下，因为它所笼罩的范围，明显又比医学的范围还广阔，一会儿是“
天下至道”，一会又是“通于神明”。
    还精补脑、采阴补阳等等在现代人看起来奇怪的概念于焉悄然成型，其影响力一直延伸到民国。
    公元581年开国的隋王朝结束了自东汉以来长期的分裂状态(其间西晋王朝曾维系了时间不长的统一)
。
但是这个隋王朝在二任帝杨广的肆意挥霍下，很快陷入全国混战，在经过惨烈的厮杀之后，奉杨广之
命在太原防守游牧民族的将军李渊在长安建立了新的唐王朝。
    在安史之乱之前，唐王朝整合了北朝的社会和政治传统，以及南朝的文学和艺术遗产，从而产生了
一个几乎全新的政府。
在李世民治下的“天可汗”时代，对整个东亚乃至于全世界都施加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中国欢迎从外国来的一切。
中国的光芒也从未如此光辉灿烂过。
中国人从未如此自信过。
    然而，安史之乱的发生，使得儒家知识分子在事后总结历史经验时，认为这个王朝因对外开拓而受
伤，应该寻求建立一种更稳健的更为内敛的国家型态。
    因为开放，这一时期的性观念是如此的大方，以至于后世的儒家知识分子咂有烦言。
    在这段时间，房中术的发展却停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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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代，中国房中术的大厦已经巍巍耸立，各种概念已经得到较为完善的铺陈
，使得后来者难以开拓创新。
再有一点，就是任何文明抵达了它自身的成熟期之后，往往在学术上停滞了，即便有所发展，也要托
古，而没办法发展的时候，就去复古。
    于是医学家们开始全面接管房中术，虽然接管的时候，还是没有抹去道家的痕迹，当然，也无法完
全地抹去。
    总之，旧瓶开始装上了新酒，滋味虽然大同，细微处却有小异。
    当赵匡胤决定建立一个完全由文官主导的政府宋王朝时，他自身可能也没有料想到，自己一下子把
中华文明推向了全世界的巅峰。
在公元1000年前后，中国迎来了第一次“文艺复兴”，把欧洲文明完全地抛在后面。
由文官主导的政府使得中国人从内心深处深信，中华文明是具有永恒性的，这一永恒性留驻在政治型
态、基本制度、经济、思想和技术等各个层面上。
这种自信使得哪怕是被异族入侵，乃至于国家灭亡，知识分子们也没有丧失信心。
    基于这种自信，随后的元帝国的解体和明王朝的建立仿佛是那么的顺理成章，并由此实现了第二次
“文艺复兴”。
    宋代也是一个女人自愿裹小脚的时代，以至于男人作为美的欣赏者，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会自然
地在诗词里赞叹女人的美。
宋代的男人们写起诗词来，对女人是那么情意绵绵。
然而，我们知道，任何时代都有一小撮借着道德名义敌视美、敌视浪漫的老头子，他们嘶哑着嗓子高
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每个看到的人，都免不了要嘲笑他们的痴与呆。
    我们知道，这些老头很生气。
    我们还知道，老头们生气的后果很严重。
    可以说，理学道学的兴起，在宋明两朝的兴盛并不是没有原因，宇宙论和伦理学在儒家知识分子的
手上，似乎完美地结合起来了。
因此理学道学进入每个臣民的生活空间，并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
只有在理解了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一方面整个中国无处不有贞节牌坊，而又一方面
，黄色小说又近乎泛滥。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漫长朝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头，专制主义和正统思想的有害影响互相配合
，窒息着思想的自由发展。
    明朝洪武和永乐年间，这是一个文化重建的时代，同时也是军事和外交发展的时代。
从全面内敛到全面扩张，这个王朝在小心翼翼地寻找自己的性格。
他们在成功击退了蒙古之后，终于选择了收缩和防御。
这一个似乎是文化贫乏、在艺术和文学领域缺乏独立精神的模仿时代，突然间在它的最后几十年间，
经历了思想新方向的开始(或者说离经叛道的开始)，小说这一历史上不入流的文学形式奇异地崛起，
对新学实学产生从来未有的兴趣，并由此实现了第二次“文艺复兴”。
    因此一方面，我们会看到大都会花榜(妓女选美活动)之复炽，让女色被放置于公众场域中，被公开
观赏、品评。
在此品赏中，女色就不只是作为一种私人情欲的投注对象而已，而是在与地域文化相结合之后，成为
了一种文化象征。
    而另一方面，作为相反的一面，著名的哲学家李贽在麻城讲学时，将他和梅澹然等女弟子讨论佛学
的往来问答刊刻流行，内容全是谈论佛学，没有半点违背礼教之处，但这本小册子是他与诸女弟子的
问答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惊世骇俗，足以成为罪状了。
事情演变的结果竟是李贽以七十之龄自刎于囚牢之中。
    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又将如何看待这些事实呢？
    几乎形成极大的讽刺的是，清王朝虽然以异族的身份入主中原，然而在康熙和其继任者的努力下，
这个覆盖了亚洲大陆绝大部分地区的大清帝国，成为了世界上财富增加和人口发展最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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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尼泊尔、缅甸、暹罗、越南、菲律宾、朝鲜)，几乎都承认了大清王朝的宗
主权。
    与此同时，经典研究和汉族文学掀起了新的高潮。
训诂学家们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检讨一切被以为是天经地义的经典文献，“四书五经”首当其冲。
比如有一位叫做汪中的学者甚至把孔夫子从圣人的宝座请下来，将他归于诸子百家中的一位。
崔述拒绝上古三皇五帝的传说，袁枚则把《诗经》中的国风视为普通的情歌。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太平天国的运动和西方科学文化的进入，一个灾难重重的年代开始了，中国
人在自己的地盘上第一次感到手足无措，在清王朝的经济和社会走向崩溃的前夜，一种进步和充满希
望的未来也在鼓舞着人们。
    很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中国人的公共生活有着阴阳两面。
具体在性文化的层面上，一些口耳相传的黄段子显然揭示了中国人“阴”的一面，反映出了潜藏于内
心的情色意识。
当它们被说出来时，往往会起到纾解和升华内心焦虑与情欲冲动的作用。
事实上，借助笑话，发挥狂野的情色想象以巧妙地绕过礼教禁忌，并不需要以颠覆社会伦理为代价，
反而可以舒缓礼教对情欲的压制，使欲望找到宣泄的出口。
    以“天下第一淫书”而论，曹雪芹借笔下的贾宝玉提出了“意淫”这一概念，这大抵相当于柏拉图
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精神恋爱”这一概念。
如果就此而言，中国人的感情生活确实比较失败啊，精神恋爱确实来得太晚了。
    总之，在这个最坏和最好的时代，一方面是上海租界名媛选举的兴起，另一方面则是家家户户都挤
满了缠足的女子。
中国人的性观念和性文化仿佛是没有坐标的航船，在漫漫的黑夜中，尚不知晓要前往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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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性的历程：从上古到隋唐》的姊妹篇
　　性，是生命的本能，除了繁衍后代的原始功能之外，它还改变了我们的身体和精神。
上至哲学思潮、国政官制，下到市井生活、养生娱乐，性渗入了我们生活的点点面面。
几千年风尘中，有情诗，有艳词，有春画，有淫书，性是柴米油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主题，我们却又
偏偏对它讳莫如深，羞于启齿。

　　《性的历程》是一部颇有趣味的书。
它以时代为纵轴，从思潮、仪制和掌故三个方面横向展开，通过生动的故事、轻松的文笔，描述了中
国历代性观念的演变历程，涉及古代的性科学、性风俗，及婚嫁制度、社会风化、文学艺术、审美趣
味等诸多方面。
阅读本书，你可以从性这一特定视角，管窥中国社会的变迁，探寻性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
同时，《性的历程》有破有立，对人们脑海中有关男女关系的部分传统观点进行了饶有新意的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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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威，榕树下状元阁十八状元之一，不自由撰稿人，非主流性学家。

　　已出版《性的历程：从上古到明清》、《图解医学的故事》、《族天下》等文史类图书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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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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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潮
　　存天理去人欲——理学的第一株大毒草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学的第二株大毒草
　　男女本应平等对待——宋代的女权主义者袁采
　　《救风尘》——元代女性意识的苏醒与局限
　　断其钻刺之根，塞其迎送之路——道学兴起对男风的排斥
　　“五不男”与“五不女”——中医与佛学的融合
　　女法水，男法火——宋元时期的性医学
　仪制
　　志节终始，凛凛乎不可夺——宋代妇女的地位
　　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宋代士大夫的男女地位平等观
　　夫妇齐体，奈何殴致死耶——唐代与宋代的女性哪个地位更高
　　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宋代夫妻的和合之美
　掌故
　　此守礼谨严处女也——开封守宫庙的来由
　　三姑六婆——古代少数职业化的女性
　　误生害命，其罪尤多——中国古代职业女性接生婆
　　三瓦两舍的风流——宋代的妓女们
　　花阵酒池，香山乐海——繁华的东京城
　　惟有朝云能识我——宋代家妓的命运
　　海棠应恨我来迟——宋代文人与妓女的爱情故事
　　奉旨填词柳三变——娼妓与宋词
　　曲的时代——官妓没落之章
　　谁知花有主，误入花深处——宋代太学生的嫖娼
　　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没有宦官之祸的宋朝
　　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女子缠足之始
　　载不起盈盈一段春——缠足之害
　　何以有鬼交之病——传说与现实之间
文宫政府时代的性文化（下）（明朝时期）
　思潮
　　妇珍名节，士重廉隅——明清礼教与儒教传统的冲突（上）
　　名教罪人——谈谈明清两代贞节观念绝对化的现象
　　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从名教一变而为情教
　　放的是文明，缠的是野蛮——缠足观念的演进
　仪制
　　世有贤主，务达其理——礼教影响下的古代家庭中男女的关系
　　无礼不如死——《明史·列女传》中的女性群像（上）
　　骸骨俱烬，唯心独存——《明史·列女传》中的女性群像（下）
　　厂卫制度——明代宦官势力的恶性膨胀
　掌故
　　阴气郁结的洪武年间——明代初年之娼妓
　　花月春风十四楼——秦淮两岸的风流
　　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明中期繁盛的市妓
　　嫖出心得来——明代的嫖经《青楼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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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谱名花而俪色——明代的花榜
　　偏好后庭花的滋味——闽人酷重男色的风气
　　娶妻养子的太监们——宦官宣淫之谜
　　妓鞋行酒——缠足的审美观念
　　请你尝尝断笋尖——金莲学的发达
　　男经四至，乃可致女九气——前戏的重要性
　　指头儿告了消乏——手淫趣话
　　三十六宫皆是春——古代女性的自慰史
　　扒灰、乌龟、绿帽子——明清时代的性隐语
　　白虎星之谜——克夫的魔咒
　　落红不是无情物——略论处女情结
　　按月通经的陈妈妈——古代女子的月经
　　女子无才便是德——古老而又莫名其妙的观念
　　昔日长安醉花柳——中国的性病传布史
　　鬻打胎绝产之为业者——明代妇科与产科的发展
　　李贽之死——礼教的叛逆者们
　　赋形不同，各如人面——明代的房中术典籍（上）
　　吹牛性学专家邓希贤——明代的房中术典籍（中）
　　洪基的《摄生总要》——明代的房中术典籍（下）
最后一个儒家帝国的性文化（清朝时期）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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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男女本应平等对待”——宋代的女权主义者袁采 宋代出现过一位对女性有着莫
大同情与理解的士大夫袁采，此人的生平事迹今天已经不详了，只知道他做过几任地方长官。
不过古代读书人重视立身立德立言。
从立言的角度来说，这位袁采写过一本《袁氏世苑》，很受世人推崇。
 《袁氏世苑》其实是一本治家格言，《四库全书提要》上说，“其书于立身处世之道反复详尽，所以
砥砺末俗者极为笃挚，明白切要览者易知易从，固不失为《颜氏家训》之亚也”。
 此书成书以来七百多年间曾多次刊印，在西方汉学界也引起重视，并有译本。
 在《袁氏世苑》中，袁采说的话基本上是向着女人的，而且还为女人提出了种种建议，最有意思的莫
过于这一句——“男女本应平等对待”。
我想，说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男女平等口号的人，估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吧。
 当然，他对妇女的关注可不仅仅是停留在喊口号上。
比如他反对指腹为婚，认为“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嫁，若论目
前，悔必在后”。
而对于把婚约当成是买卖的做法，他更是大加抨击：“男女议亲，不可贪其阀阅之高，资产之厚；苟
人物不相当，则子女终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其实在任何社会婚约问题都首先是经济问题，袁采又说：“大抵女子之心，最为可怜：母家富而夫
家贫，则欲得母家之财以与夫家；夫家富而母家贫，则欲得夫家之财以与母家；为父母及夫者，宜怜
而稍从之。
” 宋人对于寡妇改嫁已经很是开明了，袁采却认为还不够，因为妇女之所以改嫁，正是因为她们经济
上不能独立，更为要命的则是寡妇不论是守节还是改嫁，都要遇到一个极为两难的问题——如何处置
子女：“寡妇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内外亲姻有高义者，宁若与之议亲，使鞠养于舅姑之家，
俟其长而成亲。
若随母而归义父之家，则嫌疑之间，多不自明。
” 而对于历代大儒所提倡的男尊女卑，女位正乎内、他则发出自己不同的声音。
他没有去发学者玄而又玄的理论，而是从最日常的实际出发，指出： 妇人不预外事者，盖谓夫与子既
贤，外事自不必预。
若夫与子不肖，掩蔽妇人之耳目，何所不至？
今人多有游荡赌博，至于鬻田，甚至于鬻其所居，妻犹不觉；然则夫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
？
子之鬻产，必同其母，而伪书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贷，而兼并之人，不惮于论讼；贷茶盐以转货，
而官司责其必偿，为母者终不能制；然则子之不贤，而欲求预外事，何益也？
此乃妇人之不幸，为之将奈何？
苟为夫能念其妻之可怜，为子能念其母之可怜，顿然·海悟，岂不甚善！
他不仅仅把对妇女的关注停留在同情和理解上，而是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给
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利。
这一点出自古代的男子之口，更是尤为难得。
他说： 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
至破荡家产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敦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
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不肯预
人家事。
唯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其焉。
不然，鲜不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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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书，花了四年的时间。
    四年的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可以完成很多事情，可是对我而言，却似乎只是完成了一本书。
认识到这点，实在是一件令人丧气的事情。
    这是怎样的四年呢？
交往过三个女朋友，去过深圳、北京、广州、南京。
人生有时候太长了，有时候，又实在是太短、太匆忙了。
    古人说：著书都为稻粱谋，这当然是很自嘲的话。
认真地写一本书，稿费又有多少呢？
随便在哪个地方上个班，都不只这个数。
    古人还说：天行有常，立身有本。
写这本书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呢？
我也不是很看得出来。
确实这本书在创作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编辑、读者的鼓励，认为颠覆了他们对中国性文化的想象，比
如孑L孟对性的开明态度，比如中国古人对同性恋的莫大宽容，又比如封建礼教毒害更多的是男子而
非女子，等等。
    这些过去的事情，纸面上的事情，云烟一样的历史，对今天的人来说，还重要么？
现代社会，有多少人会因为别人的看法改变自己的态度呢，更不用说是那么遥远的古人的思想了。
    然而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有时候中夜危坐，写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常常会问自己，还写么？
那时候就觉得自己在坐无尽的黑牢，又觉得是在穿越一条永不见光明的隧道，真是悲哀啊。
这种感觉，不是认真写字的人，谁能体会，谁能分享呢？
    就是这样一路跌跌撞撞地写来，终于可以好好地给自己放个假，好好睡一个好觉了，终于可以摆脱
几千万字的资料。
照理，类似这样的一本书写完，是要开列上一张征引书目的，可是我开不了了，再没有精力了。
因为这本书不是征引一两百本书的问题，而是一两千本书的问题，我才三十多岁，就已经有了白头发
了，真是悲哀啊。
    只是，我还得说，我是幸运的，生逢盛世。
一方面，前行者的种种努力让我获得了极大便利，比如著名学者李零在1988年翻译荷兰学者高罗佩《
秘戏图考》一书的时候，所遇到的种种苦楚，我都可以从容掠过。
比如他曾经想对照一下清代黄色小说《肉蒲团》第三回的原文，跑了好多次北大图书馆，还要被人再
三再四地“提审”，而我则用百度和谷歌搜索一下，当即搞定。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这激烈震荡三十年，中国人什么都见识过，全球化带来结果就是全球的思
想资源可以即时地交流分享，旧有的本土资源也不再被有色的眼睛打量来打量去，至少还给了一个国
学的待遇。
因此笔者可以从容地征引这些资料，还得以出版。
我想，这点自由，是我出生之前的那一代有志于研究中国性文化史的学者所不能想象的吧。
    所以，我还能抱怨什么呢？
太不应该了。
    不管怎么说，谢谢读者花了那么多时间，陪我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阅读了一本并不能提高你们赚
钱能力的图书。
    最后，还是感谢一些网络上陌不相识的朋友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
没有他们的鼓励，这流离动荡的四年，我甚至可能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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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性的历程:从两宋到明清》写到，儒、道、释三家如何看待男女之道？
中国古代真的是“男尊女卑”吗？
古代的婚姻法对于离婚有哪些规定？
房中术中的“采阴补阳”、“采阳补阴”和“还精补脑”是怎么回事？
中国古代的性学顾问竟是道士和医生？
贞节牌坊的发明人是秦始皇？
宦官是怎样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
“断背”和“拉拉”在古代有多流行？
人妖有哪几种类型？
古人是如何避孕、堕胎和进行胎教、优生的？
娼妓要拜哪位保护神？
古代的文化人是怎样和妓女交往的？
“三寸金莲”为何让中国男人如此迷恋？
⋯⋯ 《性的历程:从两宋到明清》一一为您解答了这些疑问。
全书通过生动的故事、轻松的文笔，描述了中国历代性观念的演变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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