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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的故事——唐宋历史变迁中的女性观察》报告综述

作者：刘静贞      添加时间： 2006-6-21 
整理录入： star      本文浏览人次： 207

2005年5月29日，台湾东吴大学历史系刘静贞教授应天津师范大学妇女研究中心之

邀，在天津师范大学学前学院多媒体教室为我校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她们的故事——唐

宋历史变迁中的女性观察》的精彩学术报告。 

刘静贞教授先以“什么是妇女史”发问，对妇女史的一些理论和视角问题做了基本阐

述。首先，历史是怎样诞生的？现在的人们能否书写出可以把实存的过去如实呈现出来

的历史？刘教授认为，历史知识并不是一旦产生就永恒不变的，而是有一个不断传递的

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历史资料可能会遗失散落，同时又有对缺漏所做的不断填加

和补充。而在人们对历史的记录、观察、记忆、书写和解读的过程中，随着书写者、阅

读者和解释者的不同视野和观念态度，历史知识不断被重新建构，因此便有了以下的悖

论，即：过去是无法还原的，而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又决不能放弃对历史真实的追

求。此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而且又无法否认的是历史的虚构性问题。如何解决追求真

实与事实上的虚构这一矛盾呢？刘教授认为，历史其实是“过去与人之间的对话过

程”，历史知识是“经由人为处理编制而成的转化性知识”。 

其次，当妇女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与课题时，“性别”概念能否成为分析历史的

工具？刘教授列举了种种书写妇女的历史，如《列女传》之类教化妇女的历史、妇女的

受难史、女名人的纪传史以及后来的对各种女性群体积极反抗的历史，等等。在“男主

外、女主内”和“男女有别”的立场影响下，过去的历史应当被如何看待？而过去的女

人和她们的“历史”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社会情境共同塑造了女性

的面目，从而经营出一种让我们以为“真实”的集体记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刘教授

以唐宋变革时期的女性为例，对理论问题做了具体实在、多视角多层面的思考和解答。 

刘教授先是列举了中国先秦时期和从秦朝到清朝“皇帝—官僚——编户齐民”的

“政治社会结构”的图表，认为在这类图表中，我们看不到女性；接着，刘教授的对北

宋时期的政治社会结构做了她自己的解释和梳理。她认为，由于经济变革的原因，出现

了“流动的社会”“经学礼制世界的重建”等现象，同时由于辽、金、元的存在所导致

的“天有二日”现象，使得女性的作用和影响在此时得以发挥和受到重视，因此，对

“严夷夏之防”的王昭君，北宋持同情和认可态度；而 “杨门女将”等等女英雄和

“阵前招亲”等不寻常的事例也出现于此时。 

接着刘教授特意举了“孟姜女寻夫”故事的流传，以及欧阳修在他为人所写的墓

志铭中所表现的女性形象为例，着意说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和背景下，并由于讲故事、听

故事的人的心态变化，书写者的期待和变形等等，同一个形象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

不同的意义和象征，而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由于书写者的原因又会产生甚至前后矛盾的人

物形象。总结这些事实，刘教授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历史研究正如瞎子摸象，每个研究

者由于自己所占据的材料和采取的视角不同，可能各自只能摸到大象身体的一部分；而

历史研究者不同于瞎子之处就在于，我们明了自己是“瞎子”，但我们可以互相沟通、

合作、交流、对话，聆听他人的表述和观点，从而向更为真实和全面的历史过去接近。 

                                                  (刘秀丽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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