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谁念西风独自凉>>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谁念西风独自凉>>

13位ISBN编号：9787224084306

10位ISBN编号：7224084301

出版时间：2008

出版时间：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贾丽英

页数：2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谁念西风独自凉>>

内容概要

　　《谁念西风独自凉-秦汉两性关系史》试图以鲜活的事例、个性的人物、生动的笔触，深入浅出地
勾画中国历史上两性关系的实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希望展现的是两性之间的关系状态，是性别研究，而非单纯的女性研究，我
们将历史上的男女两性作为我们的考察对象，甚至还要包括那业一跨性别的、介于两性之间的人群。
　　就让我们慢慢展开这幅两性关系的历史图卷，走进历史上那绚丽多彩的性情中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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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贾丽英(1970-)，女，河北赵县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石家庄学院历史系讲师。

研究方向：秦汉法制史、妇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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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婚姻之内　　婚姻的缔结　　婚姻自由是现代婚姻法的精神，结婚是男女双方自愿的行为
。
但是在古代人的眼中，婚姻却不是两个人的事情。
《礼记·昏义》认为婚姻是：“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
”将婚姻定性为两个家族的祖先祭祀和传宗接代。
《白虎通·嫁娶》则说：“男女之交，人伦之始，莫若夫妇。
”把夫妇之礼看做人伦的开始。
这基本上是古代人对婚姻的一致看法。
　　所以，婚姻的缔结不能由两个人自己说了算，需要由家长做主。
先秦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存在了。
《诗经·齐风·南山》中就有“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句子，就是结
婚要父母同意、媒人连结。
孟子也曾说过，不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私下结合的婚姻，会被父母、国人看不起。
　　秦汉社会是一个刚刚从大激荡中走出来的社会，社会重新获得平衡，人们的价值观念处于一个重
构时期。
许多制度、礼教仅初露端倪或正在形成过程之中，尤其是规定女性行为规范的女教理论和束缚女性心
灵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观念尚未形成社会信 条而深入人心，尤其是这一时期父系家长权相
对于后世较弱，所以这一时期的婚姻也呈现出多样性。
　　一、父母之命　　“重父母之命”，是秦汉社会婚姻缔结的主流。
“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仍然是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观念。
而且法律上也强调尊者主婚。
如董仲舒《春秋决狱》中有一个案子，讲女子甲的丈夫在海上遇难了，船沉身亡，因为找不到尸体，
不能够埋葬，甲的母亲就把甲给嫁了。
有人上告此事，说甲的丈夫死了，没有埋葬，就嫁为人妻，应当判弃市。
董仲舒说女子可以再嫁，但要顺从父母之命，甲是母亲所嫁，没有“淫行之心”，是无罪的。
试想，这里如果没有母亲之命，女子甲肯定会被认定“私为人妻”，是淫荡之行了。
　　在这种社会主流观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婚姻多见父母包办。
　　首先，最常见的包办婚姻是皇室与贵族或贵族之间的政治联姻。
如汉初吕太后为政时，为使吕氏家族长期稳掌江山，她把吕氏家族的女儿们一个个嫁人刘氏王侯之家
，在吕氏与刘氏之间构结政治重亲。
吕太后本人有两个孩子，一个是鲁元公主，一个是孝惠帝。
鲁元公主嫁给赵王张敖，生了一个女儿张嫣。
孝惠帝长大了，要立皇后，吕太后就把自己的亲外孙女张嫣嫁给她的亲舅舅，这就是孝惠张皇后。
除此之外，吕禄的女儿嫁给朱虚侯刘章，吕产的女儿嫁给梁王刘恢，吕委的女儿嫁给燕王刘泽，诸吕
的另外一个女儿嫁给赵王刘友等等，都是吕太后一手操办的。
事实上，皇室的政治婚姻中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像后来宣帝时，霍光的妻子霍显为了能让自己的女儿
人宫，不惜重金贿赂女医，害死当时在位的许皇后；昭帝时，上官桀为了早日成为皇室外戚，托昭帝
的姐姐鄂邑盖长公主，把刚刚6岁的女儿嫁为皇后；其他如王莽的女儿、曹操的三个女儿等，也都是
出于政治目的，由她们的父亲做主而入主后宫的。
当然，政治斗争是残酷的，政治婚姻注定是悲惨的。
诸吕与刘氏的联姻随着诸吕被诛而走向瓦解，登上后位的女儿们也随着政治形势的斗转星移或终生寡
居，或自杀而亡。
　　其次，中下层百姓家也常见父母做主的婚姻。
如刘邦微贱时娶妻吕雉。
吕雉的父亲吕公是沛县县令的好朋友，刘邦时为泗水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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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听说县令有重要的客人来了，都去祝贺。
吕公一下子看上了不名一钱的刘邦，对刘邦说：“臣有息女，愿为季箕帚妾。
”主动提出想让亲生女儿侍奉刘邦。
在吕雉还不知道刘邦是什么人时，就已被父亲许嫁出去了。
《后汉书·公孙瓒传》载公孙瓒年轻时，长得容貌俊美，声音洪亮，还很慧智，侯太守觉得是个人才
，把女儿嫁给了他。
《后汉书·陶谦传》注引《吴书》也说陶谦当年与儿童们嬉戏，甘公在路上遇到了，看他相貌不凡，
招呼过来谈话，非常投机，也把女儿许嫁了。
而吕雉、侯太守女、甘公女等都是听从父命而完婚，自己在结婚前从来没有见过对方。
也有父母做主为儿子娶亲的。
东汉时戴封，15岁时离开家跟着郧令东海申君学习。
后来申君死了，戴封作为弟子送丧到东海，途中要经过家乡。
他的父母听说了，居然“预为娶妻”，即提前为戴封在家里娶好了妻子。
想来这个妻子戴封也不知是什么样的人。
　　不过，尽管说是父母之命，当父命与母命发生冲突的时候，父命要重于母命。
如上面所提到的吕公把吕雉许嫁给刘邦后，吕雉的母亲很生气，说：“你常说咱们这个闺女很奇异，
要嫁给贵人，沛令家你都不嫁，怎么就妄自许嫁给了刘邦这个穷光蛋？
”吕公不听，认为吕媪见识短浅，最终还是把女儿嫁给了刘邦。
还有宣帝年轻贫贱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愿意把女儿嫁给他，暴室啬夫许广汉却同意了婚事，要把女儿
许平君嫁给这个落泊的皇曾孙。
尽管许平君的母亲听说后大发雷霆，但在许广汉的坚持下，许平君最后还是嫁给了皇曾孙。
　　从惯性思维的角度，好像婚姻不自主等同于婚姻不幸福。
但事实上，我们在强调婚姻不自主的情况下，也应看到并不是每一桩父母包办的婚姻都是不美满的，
是悲剧性的。
以人之常情推论，如果家长不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贪图钱财，在为女儿选择夫婿时不会不注重男方的才
能、品德或相貌等。
如吕公嫁女于刘邦是因见刘邦气宇非凡；侯太守选中公孙瓒是因其“言事辩慧”；甘公嫁女是因与陶
谦相谈投机。
所以，有时候父母包办，女儿生活也很幸福。
就像鲍宣的妻子桓少君，在她的父亲做主把她嫁给鲍宣后，夫妻恩爱，乡里称颂。
后来还被范晔列为《列女传》第一人加以赞颂。
　　除了婚姻的缔结由父母包办外，这一时期子女婚姻的解除，也往往由家长做主。
《礼记·内则》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日：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
焉，则没身不衰。
”儿子很喜欢自己的妻子，父母不喜欢，儿子就出妻；儿子不喜欢，父母说她对我们侍奉得很好啊，
儿子就行夫妇之礼，终身不变。
可见，媳妇的命运掌握在公婆手中，不管儿子爱不爱她，父母不高兴，便被判出。
《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不就是不合婆婆的意，被休回家了吗？
除了被出外，汉代有的妇女婚姻之解除是由自己娘家人来实行的。
如景帝王皇后，最早是个平民，已嫁给金王孙为妇，并生有一个叫俗的女儿。
但王皇后母亲臧儿卜了一卦，说两个女儿当大贵。
于是，“夺金氏”，把嫁出去的女儿夺了回来，送入太子宫。
如果女儿不幸成了寡妇，父母也有决定其再嫁的权利。
《后汉书·列女传》记述了荀爽的女儿苟采，先嫁到南阳阴瑜家，19岁时阴瑜死了。
家里人想让她再嫁，荀采不从。
刚好同郡郭奕丧妻，荀爽便以自己病重为借口，将女儿骗回，让侍婢强行将女儿抱上车，载入郭家。
结果荀采当晚自缢身死，死前遗书，要求将尸体归葬阴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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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华阳国志》中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像《广汉士女赞》中袁雉妻相乌15岁时嫁到袁家，20岁的时
候袁雉死亡，没有子女。
相乌的父母想把她改嫁，她不得已自杀身死。
王上的妻子袁福，生有两个孩子，王上死后，父母也想让她改嫁，又是逼迫太急，袁福自杀。
　　二、媒妁之言　　媒人，也称做介者，在先秦时就已经是婚姻关系中非常重要的角色。
《诗经》中有名的《氓》，就记载了一个小伙子高兴地以“抱布贸丝”为借口，与意中的姑娘相会。
姑娘说不是她故意拖延，是因为“子无良媒”，即埋怨他没有找到好的媒人。
　　《周礼》中还有掌万民婚姻的媒氏，而且是一种官媒。
《地官司徒·媒氏》：“媒氏，掌万民之判。
”郑玄日：“判，半也。
得耦为合，主合其半，成夫妇也。
” 而时人也很重媒介，常常拿媒来喻事。
《战国策》卷二九：　　周之俗，不自为取妻。
且夫处女无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炫，弊而不售。
顺而无败，售而不弊者，唯媒而已矣。
　　当时的媒人，到了男家说“女美”，到了女家说“男富”，巧舌如簧。
但没有媒人的姑娘老了也不能出嫁。
以此来说明媒介的重要。
《管子·形势解》还把媒人比做帮明主治天下的圣人：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圣人而后天下治。
妇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后家事成。
　　如果不用圣人来治国，则天下大乱。
如果不用媒人来介绍婚配，则丑耻而人不信。
所以说是“自媒之女，丑而不信”。
　　这一方面也有不少实例。
典型的如太史氏女。
齐襄王法章避难之时，在太史敫家做庸人，太史敫的女儿见他相貌非常，便与他私通。
后来法章被立为王，即齐襄王，太史氏女为王后。
虽然女儿贵为王后，她的父亲仍以为耻。
太史敫说：“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种也，污吾世。
”认为女儿没有媒人而自嫁，是很丢人的事，为此一辈子也不见自己的女儿。
　　到了汉代，媒的作用仍很大。
前面提到的许广汉嫁女，就是“重令为介，遂与曾孙”，通过媒人把女儿嫁给了皇曾孙。
《汉书·佞幸传》记载董贤的父亲想让儿子宽信与萧咸的女儿结亲，也找了一个媒人王闳去说合，结
果被拒绝了。
《孔雀东南飞》中，兰芝被遣回家后，数家来求婚，也都是由媒而来。
《白虎通·嫁娶》：“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
远耻防淫佚也。
”也就是由媒人牵线，可以起到防淫的目的。
可见，因媒而嫁还是时人共同的婚姻观念，媒是正式婚姻程序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也正因为如此，如果婚姻触犯了刑律，媒人也是受牵连的人。
比如说重婚罪。
《二年律令·亡律》有这样的简文：　　取（娶）人妻及亡人以为妻，及为亡人妻，取（娶）及所取
（娶），为谋（媒）者，智（知）其请（情），皆黥以为城旦舂。
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论。
弗智（知）者不*。
　　娶别人的妻子，或娶逃亡女子为妻子，或者嫁给逃亡的人为妻，娶者、嫁者、媒人，都要受到处
罚，黥为城旦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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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该律文出自《亡律》，即逃亡之人的法律规定，所以没有涉及尊亲。
而事实上，古代违律嫁娶，犯罪主体要涉及主婚人、媒人、男女当事人。
如唐律，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其他期亲尊长主婚的，主婚为首，男女为从
。
若事由男女，则男女为首，主婚为从。
如果未成，各减已成五等。
媒人，各减首罪二等。
汉代违制的婚姻主婚人也是主坐，如哀帝时左将军彭宣被罢免的理由即是因为他让儿子娶了淮阳王的
女儿。
“子又前取淮阳王女，婚姻不绝，非国之制。
”这个淮阳王是元帝朝的罪臣，他的舅舅们曾因“诽谤政治，狡猾不道”被弃市，他自己也被元帝下
诏责备。
彭宣让儿子跟这样的人结亲，最终只能交左将军印绶，罢官归家。
　　与后世不同的是，汉代对媒人的处置与嫁娶者量刑一样。
汉人焦延寿撰写的《焦氏易林》卷一也提到汉代媒人从坐之事：“捌洁累累，缔结难解，嫫母炫嫁，
媒不得坐，自为身祸。
”我想产生这种量刑标准除了立法技术的进步外，还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对后世而言春秋战国与秦汉
时期家长权较弱；二是这一时期媒妁位置重要。
魏晋以后，媒更是多由妇人充任，称“媒妪”“媒妇”“媒婆”等。
社会地位越来越低，再也见不到把媒人比做圣人的事情了。
也正由于此，媒在法律中的连带责任越来越小，到后来许多时候违律嫁娶就“主婚独坐”了。
　　三、自由择婚　　在婚姻关系的缔结中，除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汉代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自由择婚的事例。
不仅仅是男性，不少女性也在婚姻关系中拥有一定的婚姻自主权。
　　汉初名臣张耳的妻子，本来是外黄富人家的女儿，“甚美”，出嫁后很看不起自己没有本事的丈
夫。
有一次在父亲的朋友那里听说张耳是个贤人，就请人帮忙，与庸夫离异，嫁给了张耳。
而张耳也得到了妇家的财产资助，广结天下友，辅助刘邦，被立为赵王。
吕后的女儿鲁元公主便嫁给了他的儿子张敖。
　　富人家的女儿可以自选夫婿，身为君主的公主们更是凭借尊贵的出身为自己选择夫家。
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先是嫁给平阳侯曹寿。
后来曹寿因有“恶疾”，离开京师到自己的封国了。
平阳公主抛弃前夫，又自选夫婿，自己拿不定主意时还让左右人等帮助参谋，问：“列侯谁贤者？
”大家一致认为卫青击战匈奴，声名显赫，最适合公主。
于是公主主动人宫，对卫青的姐姐卫皇后表明心迹。
皇后又跟武帝提及此事，“上乃诏青尚平阳主”。
也有的公主想强夺人夫，《后汉书·宋弘列传》记载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看上了相貌堂堂的宣平侯
宋弘。
也不管人家已有妻室，就让刘秀去提亲，结果宋弘以“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断然拒
绝。
　　除了公主、富人女外，有节操的女性也有自择夫婿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举案齐眉”的故事主人公孟光就是一例。
东汉初年扶风平陵有一个长得又胖又丑的女子孟光，力气大得能举起石臼，但很有节操，远近闻名。
不少人想娶其为妻，但都被她谢绝了。
她一直到30岁时，还没有嫁人。
父母问她要嫁什么样的人，她说：“想嫁一个有贤德像梁鸿的人。
”梁鸿听说了，就聘娶她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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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夫妇恩爱，隐居于吴。
每天梁鸿从外面回来，孟光都为他准备饭菜，“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
后来，举案齐眉就成为夫妇敬爱的象征，孟光成了古代贤妻的代表。
后世的诗词戏曲中常见有孟光的大名。
司马光《送酒与邵尧夫因戏之》：　　请君呼取孟光饮，共插花枝煮药苗。
　　明代王玉峰的《焚香记·辞婚》：　　但俺小姐德不下于孟光，状元才可超于司马，堪为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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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学者理安·艾斯勒在《圣杯与剑》中认为，西方社会一直有两种不同的社会模式。
一种是男女平权和伙伴关系的社会模式；另一种是男性压迫女性的统治关系的社会模式。
前者可用在母系社会受到崇拜的女神手里拿的圣杯来象征，它带来的是和平、和谐、经济繁荣、文化
发达；后者可用父系社会推崇的武士手里掌握的剑来象征，它带来的是暴力、战争、压迫和破坏。
　　艾斯勒以两性关系来讨论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可见两性关系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何其重要的意
义。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又存在着怎样的两性关系模式呢？
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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