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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在三个层面展开对汉代妇女生活情态的探讨。
首先从汉代国家制度规范的届面，考案国家制度上力求构建的理想妇女角色、律令规范为妇女营造的
生活空间、目家政策对某些妇女的关照；其次，立足汉代妇女的现实生活，剖析汉代妇女从事的劳作
对于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意义，产育风俗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并展现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妇女生活
实态：最后，本书将婢女这一特殊女性群体从“奴婢”阶层剥离出糨从制度及现实的层面探寻婢女这
一群体整体上的地立及婢女群体内部的差异，乃至粗略勾勒出性别特质下的碑女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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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丽华　吉林松原人，1976年出生。
1997年考入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从本科到攻读硕士、博士涟位，一直求学于此，2009年获历史学博
士学位。
现就职于广东梅州嘉应学院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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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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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相关概念的厘清　　兹将书稿中涉及的需要说明的一些概念限定如下。
　　汉代与两汉时期：书稿中凡提及“汉代”及“两汉时期”均是指包括西汉、新朝、东汉三个朝代
，时间段限从公元前206年刘邦立国到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曹丕，约四百多年的历史。
尽管本书稿以两汉时期为考察断限，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前后继承性和延续性，所以书稿中在论述具
体问题时，也涉及秦朝，或者将秦朝和两汉时期的某一问题放在一起讨论，未对具体时间做严格限定
，在此一并说明，后文将不再特别标示。
　　生活情态：本书稿所谓的“生活”是指日常生活。
尽管“生活”是比“生存”高层次的概念，但本选题所说的“生活”首要的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即
为了生存所进行的活动也是妇女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除了生存外，本书稿的“生活”有更丰富的意思，包括来自国家制度、社会规范、秩序和观念风俗
的影响，以及各种因素影响下妇女的行为和意识。
对某些妇女群体而言，“生活”也具有发展和文化意味。
而“情态”则指实际状态、实际境况等，同时包含“情态各异”、“差异”、“多姿多彩”的意思，
借以表达本书稿对不同阶层和身份妇女之间及同一阶层和同一群体妇女内部的共性和差异。
　　妇女与女性：本书稿的“女性”与“妇女”没有区别，仅为了行文需要，而不时的互换使用。
“女性”与“妇女”均指与男性相对应的一个性别范畴，泛指所有的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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