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文教育 第二期

一九九七早十二 月

95

鄭 冠 榮

- 
、 前

認識中國婦女的歷史角色
一

一 以高中歷史課本為例

口

歷史教科書中 ,最受學生歡迎的 ,應屬歷史人物介紹 ,不過目前高中歷史課

本 ,以第一 、二 、三冊
1而

言 ,重要的中國歷史人物 ,大部份是男性 ,而女性人

物所佔的篇幅並不多 。這樣的情形 ,或許與過去中國傳統觀念 「重男輕女」 ,有

某些程度的關係 。但教師不可因此對忽略對女性歷史人物的介紹 ,反而更應適時

補充說明 。

本文擬探討目前高中歷史課本 ,所列舉的女性人物 ,做概略性的分析 ,並提

出講述女性人物的一些觀點 ,希望讓學生瞭解女性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並導引他

們瞭解兩性之間應該彼此互相尊重 。

二 、高中歷史課本的女性人物

目前高中歷史 ,第一 、二 、三朋的女性人物 ,包括黃帚時代的元妃嫘袓 ,夏

朝的有緡氏 、有虞氏 ,西周末的褒姒 ,東周的驪姬 ,西漢的呂后 、王嬙 (王昭

君 )、 王政君 ,東漢的賓太后 、何太后 ,西晉的賈后 ,北魏的胡太后 ,唐朝的文

成公主 、武后 、韋后 、楊貴妃 ,遼朝的蕭太后 ,明朝的太皇太后張氏 、鄭貴妃 ,

明清之際的陳圓圓 ,清朝的慈禧太后 ,民國的蔣夫人 (宋美齡 )等 。她們的事

蹟 ,如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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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歷史課本所提及的女性人物

時  代 人  物 事 蹟 朋 章節

黃帚 嫘袓 *元妃嫘祖教民育蜜治絲 。這是我國有盟絲衣服之

始 。

夏 有緡氏 *仲康死 ,子相立 ,相妻有緡氏為寒浞謀害 ,輾轉
逃歸有仍國 ,生少康。

夏 有度氏 *少康長大後 ,為逃避寒浞的迫害 ,出奔有虞 ,有

度氏妻之以女 ,給以土地 ,使少康終於攻滅寒浞
,中興夏朝 。

西周末 褒姒 *幽王寵愛褒姒 ,生子伯服 ,乃廢申后及太子宜臼
,改立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 ,這是一次違反宗
法原則的奪嫡政爭。申后之父申侯大怒 ,遂與犬
戎連兵攻陷鎬京 ,幽王被殺於騷山 ,西周遂亡。

2一 4

東周 騷姬 *晉文公遭騩姬之亂 ,長期流亡國外 。 3-2

西漢 呂后 *呂后臨朝 ,稱制八年。
*呂后不敢與匈奴決裂 。

5-2

7-l

西 漢 王昭君 *匈奴呼韓邪單于 ,請與漢和親 ,元帚妻以宮女王
嬙 (昭君 ),自是漢匈關係更為改進 。

西漢 王政君 *成帚太后王政君 ,以其兄弟王鳳 、王音等相繼輔
政 ,郡國守相 ,皆出王門 ,朝野早為王氏勢力所
寵罩 。終導致王莽篡漢 。

6一 1

東漢 i太后 *東漢和帝即位年僅十歲 ,i太后臨朝聽政 ,安氏
一門 ,布滿朝廷 ,形成外戚專政 ,和帚漸長 ,與

宦官密謀 ,誅殺舅家 。

6-3

東漢 何太后 *靈帝死 ,少帝即位 ,何太后以其兄何進為大將軍
輔政 ,何進與袁紹密謀諸宦官 ,何進為宦官所殺

6-3

西晉 賈 后 *賈后為人凶悍 ,素懷干政野心 ,造成 「八王之亂
」  °

9-2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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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費鬼 胡太后 *胡太后臨朝 ,寵信小人 ,迷信佛法 ,政治益為惡

化 。造成 「六鎮」的反叛 ,爾朱氏之亂 。

9-4

唐朝 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嫁給吐蕃君長棄宗弄贊 ,中國文化及佛

教因而傳入西藏 。

13.l

唐朝 武后 *高宗晚年 ,政權幾全操於武后之手。高宗死後 ,

連廢中宗 、睿宗 ,自 行臨朝 ,進而稱帚 ,成為中

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她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
,積極拔擢人才 ,一時賢能薈萃 ,造成另一種新

的官僚形態 。後來武氏臥病之際 ,大臣擁中宗復

位 ,唐朝又恢復舊號 。

1l-2

唐朝 韋后 *韋氏受武后干政風氣影響 ,謀重演武后故事 ,毒

死中宗 。

唐朝 楊實妃 *玄宗晚期 ,寵信楊貴妃 ,沈迷於宴樂 ,造成 「安

史之亂」。

1l-3

遼 朝 蕭太后 *遼在蕭太后的主政下 ,選賢任能 ,勸課農商 ,頗

得漢民擁戴 ,國勢達於極盛 ,於是謀宋益急 。

14-2

明朝 太皇太后

張氏

*英宗童年踐祚 ,由太皇太后張氏 ,委任舊臣 ,謹

守仁 、宣遣範 ,因而邊陲戒嚴 ,國紀整肅 。

17-1

明朝 鄭貴妃 *神宗遲不立長子常洛為太子 ,意在鄭貴妃子常洵
,顧憲成立爭 ,被削職 。

17-3

明清之際 陳圓園 *吳三桂以愛妾陳圓圓為李自成部將所俘 ,棄節降

清 .以聯攻自成 。

18-l

清朝 慈禧太后 *慈禧挪用北洋艦隊經費 。
*慈禧因毓賢極誇義和團的忠勇與法術 。給予袒

護 ,導致八國聯軍 ,慈禧挾德宗出奔西安 。

*同治年間 ,慈禧與慈安太后共同垂簾聽政 。

*光緒二十四年 ,戊戌政變 ,慈禧將德宗軟禁 。
*光緒三十四年 ,德宗與慈禧相繼殂歿 。

21-l

23一 l

23-2

23-2

23-2

民 國 蔣夫人 *民國三十一年二月 ,蔣委員長偕夫人訪問印度 ,

晤其獨立運動領袖 ,對其企求自由表示同情 。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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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中顯示 ,在傳說時代 ,課文列舉了三位女性 ,分別為 :嫘祖 、有緡氏與

有虞氏 。嫘祖正反映黃帝時代 ,可能已經有了養蠶治絲的技術 。至於夏朝的有緡

氏與有虞氏 ,代表著少康仍需依附母系 、妻系部族的幫助 ,才得以重振夏朝 ,反

映著夏朝可能還有許多母系社會的部落 。然課文會將少康中興描寫得甚為詳細
(至少跟其他章節比起來 ),有其時代意義 ,因為當初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到臺

灣 ,無 日不思 「光復大陸國土」 ,而少康只憑 「有田一成 ,有眾一旅」 ,就得以

中興夏朝 ,這樣的故事 ,無非是想激勵學生復國的使命 ,愛國的情操 。

而自周到清 ,除了驪姬為晉獻公之妻 ,王昭君 、文成公主遠嫁他國和蕃 ,陳

圓圓跟隨吳三桂外 ,其他的女性皆為各朝代的后妃 ,甚至是太后 、皇帝 。而且與

國家的興衰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由此看來 ,整個高中歷史課本 ,后妃是女性歷

史的主流 。

除了幾位后妃在歷史上評價不錯外 ,后妃常遭到抨擊 ,因為伴隨后妃產生的

爭議包括 :「 后妃爭寵」、「皇位繼承」、「母后臨朝」、「外戚干政」 ,例

如 :武則禾的崛起 ,便引發這些問題的浮現 :但這些問題 ,並非彼此相關 ,例

如 :楊貴妃雖然受寵 ,就沒有導致 「皇位繼承」、「母后臨朝」的狀況發生 。而

后妃涉政 ,又與 「女禍」思想有關 ,在先秦時代 ,已有 「牝雞之晨 ,惟家之索」
2的

古訓 ,意指雌雞擔任晨啼的工作 ,只有家道中衰的時候才有 ,也就是對婦女

專權 ,採取否定的看法 ;而且這種觀念在各朝代 ,不斷的被加強 。因此像東漢母

后臨朝的例子 ,史家的批判就愈多 ,例如范曄在 《後漢書》即評 :

東京皇統屢絕 ,權歸女主 ,外 立者四帝 ,臨朝者六后 ,莫 不定策帷帟 ,委

事父兄 ,貪孩童以久其政 ,抑 明賢以專其威 。任重道攸 ,利深禍速
3。

也就是認為母后專權 ,引外戚干政 ,為漢室帶來禍害 。

至於武則天稱帚 ,在當時以駱賓王的 ㄑ討武氏檄 >4攻擊最嚴厲 :

偽用武氏者 ,人非溫順 ,地守寒微 ,昔充太宗下陳 ,曾 以更衣入侍 ,泊乎

晚節 ,穢亂春宮 ,密 隱先帝之私 ,陰圖後房之嬖 。︿門見嫉 ,蛾眉不肯讓
人 ;掩袂工讒 ,狐媚偏能惑主 ,踐元后於學翟 ,致吾君於聚麀 。加以虺蜴

為心 9豺狼成性 ,近狎邪佞 ,殘害忠良。殺子屠兄 ,弒君鴆母 。神人之所
同嫉 ,天地之所不容 5。



袃談中國婦女的歷文角色

從檄文來看 ,武則天私人的生活 、個人恩怨 ,受到極端的抨擊 。

到了近代 ,慈禧太后柄政 ,對她批評的人更多 ,雖然她宰制大清帝國 ,卻無

法應付中國面臨外國侵略的複雜多變變局面 。造成喪權辱國的條約不斷 ,百姓怨

聲載道 ,使得大家對 「母后臨朝 」的印象更壞 。

其實不管母后會不會涉政專權 ,基本上 ,後宮的嬪妃都盼有朝一日能登太后

位置 ,以享受榮華富貴 ,但若要當太后 ,就必須讓自己的孩子被立為皇儲 ,為了

「望子成龍」 ,即使自己的孩子不是皇太子 ,只要深受君主寵愛 ,就有更易皇儲

的可能性 。像武則天因為受唐高宗的極度寵幸 ,廢掉太子忠 ,改立她的親子弘為

太子 。不過違背立嫡立長的宗法制度 ,隨意更換太子 ,往往帶給國家動亂 ,如 :

褒姒 、驪姬 ,她們分別導致西周滅亡 、春秋晉國的內亂 ,成為後世列舉的案例 。

像明神宗遲不立長子常洛為太子 ,引起群臣懷疑明神宗意在鄭貴妃之子常

洵 ,紛紛上奏勸諫 。如 :廣西廷按御史錢一本就曾形容鄭貴妃 「以艷處之褒姒 ,

荋為善譖之驪姬」
‘,因而亂了神宗的方寸 ,將胼立皇太子的日子 ,一改再改 ,

錢一本甚感憂心的認為 :

自古人君未有以未下之本烏戲 ,如此者 ,亦 未有王言之如綸如綍 ,乃 展轉

靡定反覆不一 ;如此者 ,夫 匹夫無信不能自立 ,k(l在 萬乘率斯言u’ 周

幽 、晉獻之禍可以立睹
7。

所謂 「天下之本」 ,乃指立皇太子之事 ,又稱 「國本」。錢一本將國本遲遲

未定 ,起自神宗寵愛鄭貴妃 ,國本之事繼續拖延下去 ,則周幽王寵愛褒姒 、晉獻

公疼惜驪姬 ,所衍生的災難 ,又會重新上演 。而晚明文人夏允彝則認為 :「 自貴

妃寵盛 ,上漸倦勤 ,御朝日稀 。」
8把

神宗之倦怠 ,歸咎於鄭貴妃 。但 《明史》

對她的評論就不同 :「 究鄭氏非褒 、驪之煽處」
’,畢竟鄭貴妃並非罪大惡極 ,

可是神宗的遲緩立儲 ,使鄭貴妃 「積疑召謗 ,被以惡聲」
1U。

事實上 ,明代立

儲的律法 ,連皇帝自己也不敢隨意更動 ,神宗就說 :

立儲以長幼為序 ,祖宗家法 ,萬 世當遵 ;朕仰奉成憲 ,俯察與情 ,豈肯以

私意 ,達拂伏論
ll。

所以 ,鄭貴妃再怎麼能 「蠱惑」 ,神宗亦無法改變立皇長子的規定 。

明朝除了對立儲的規定很明確外 ,對后妃千政之事也很防患 ,因為明太祖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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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代的女禍 ,就曾諭示 :「 后妃雖母儀天下 ,然不可俾預政事 。」
l2因

此 ,

即使張太皇太后 ,也不敢干政 ,曾有大臣請她垂簾聽政 ,她就回答 :「 毋壞祖宗

法 。第悉罷一切不急務 ,時時勖帝向學 ,委任股肱 。」
l3所

以整個明朝和漢 、

唐比起來 ,並未有后妃臨朝之事 。

一般有能力涉政的后妃 ,大部份是以母后臨朝之姿親政 ,但西晉的賈后 ,並

非如此 ,只 因丈夫晉惠帚是個低智能的人 ,讓她有玩弄政治空間 ,然因心狠手

辣 ,見識不足 ,終於 「玩火致焚」。

綜觀高中歷史課本所列的中國女性人物 ,后妃角色描述最多 ,可能因為這是

婦女最有辦法影響政治的一個重要角色 。不過課本對於其他婦女的作為 、貢獻並

未多加著墨 ,因此並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國婦女在古代活動情形 。所以教師應在這

方面 ,多下些功夫 ,介紹女性人物的歷史 。

三 、如何加強學生對古代婦女的認識

(-(客現評論女性人物

「女禍」思想的觀念 ,由來已久 ,歷史課本會這樣描述女性與國家動亂的關

係 ,可能與歷代史家對后妃主政的負面評價 ,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

如何客觀地評價女主 、后妃呢 ?我們不可陷入 「紅顏禍水」的窠臼裏 ,也不

要認為 「女性無罪」
M,劉

詠聰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擺脫從性別去評價的方法 ,

實是求是的評估其具體政績
巧 °

像慈禧太后 ,後世的人 ,對她批評大部份是負面的 ,認為滿清亡於慈禧之

手 ,但也有持不同看法 ,如 :陳致平在 《中華通史》就說 :

西太后作事 ,有 時表現得很明快而有魄力 ,也有她一套駕馭人才的本領 。

她垂簾之初 ,就命曾國藩烏四省節制 ,賦 子征伐全權 。以後削平太平天

國 ,平定捻亂 、回亂 ,重 用曾、左 、沈 、李諸人 ,以建設中興之業 ,都在

垂籐當政之時 。當時滿漢大臣問的矛盾重重 ,她也能加以調協與操縱 ,對

於一個三十歲左右的深宮婦人來說 ,有 此才能並不簡單 。然而清朝的覆
亡 ,也覆亡在她手襄 ,所以說 ,其功過是一言難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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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致平並未抹殺慈禧太后的才能 ,功過並提 ,頗近客觀 。教師可以適時告訴學

生 ,慈禧太后的政績雖有可觀之處 ,但到了晚期反而停滯 ,乃在於 「權力可以使

人腐化」 ,才是造成朝政敗壞的原因之一 ,而非牝雞司晨之故 。

再深入的探討 ,其實后妃涉政 、女主臨朝 ,絕不是女權的代表 ,而是皇權的

另一種表現形式 ,其並非不好 ,如果說有有流弊 ,問題則是出在制度本身 ,非關

乎其女性身份 ,因為制度未嘗予后妃以高度的行政訓練 ,社會也不鼓勵她們接受

政治教育 ,又如何要求她們有理想完美的治績呢
田 ?

°走清錯誤的觀念

朝代的興亡與女人有沒有關係 ?在課本中 ,與亡國比較有直接關係的 ,應屬

褒姒 、陳圓圓 。許多人都怪吳三桂當初 「衝冠一怒為紅顏」
1s,讓

滿清入關 ,

使漢人再度遭受外族統治 。因此把所有罪過怪諸於陳圓圓 。

我們要讓學生思考一下問題 ,如果沒有陳圓圓 ,滿清就不會入關嗎 ?事實不

然 ,滿清在崇禎二年 (“29),清太宗皇太極就曾派兵越邊界進入長城 ,直擾

北京
1’ ,可見當時後金國

2U,就
有能力攻入北京 ,只因被袁崇煥所打退 ,可是

明思宗卻將他殺了 ,使阜太極去除心頭大患 。加上明朝的內部的問題 (君臣昏

庸 、黨爭不休 、天災連連 、流賊坐大 ),讓李自成攻陷北京 ,不過李自成因內部

的問題 ,如 :熱衷攻城略地 ,靠掠食自給 ,過於嚴厲追贓助餉 ,不能禮賢下士 、

軍紀敗壞 、⋯⋯等問題
21,終

將吳三桂推給了滿清 ,因此陳圓圓的出現 ,只不

過是加速滿清入關 ,而非關鍵 。

所以教師應該告訴學生 ,朝代的衰亡 ,不可歸於 「紅顏禍水」的觀念中 ,我

們必須從經濟 、政治 、社會 、軍事 、外交等因素上去尋找治亂根源 ,而非歸咎於

女性
η

。

Θ肯定促進中外和睦的女性

中國的對外關係史上 ,和親政策是最不需要動干戈的方法 ,而且能夠改善兩

國的關係 ,換得永久的和平 。因此漢朝的王嬙 (昭君 )、 唐朝的文成公主就成為

和親政策的典範 。

課本十三章第一節 「隋唐的對外經營」 ,提到文成公主因為嫁姶西藏君長棄

1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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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弄贊 (松贊干布 ),使中國文化及佛教因而傳入西藏 。教師可以再適時補充文

成公主入藏時 ,帶去詩書 、佛經 、佛像和有關醫藥 、生產 、工藝等方面的書籍 ,

還帶去大量的糧食 、蔬菜種子和生產工具 ,並引進蠶種及造酒 、碾 、紙 、墨之工

匠 。此外 ,協助推行曆法 、教吐蕃婦女紡織 、刺繡 ,以及提倡佛教 ,對西藏的文

化影響深遠 。因此她也成為藏人最親切的歷史人物 ,不論在傳說 、民歌 、戲劇等

民間活動 ,都有關於文成公主的題材 ,廣泛傳頌 。

雖然文成公主改變了西藏的文化 ,但以一位養尊處優的公主 ,遠嫁千里之外

的陌生國度 ,而且漢藏文化 、思想觀念差異頗大 ,可能有些地方不易適應 ,加上

夫君娶她之前 ,早已有其他嬪妃 ,不免有爭風吃酷的情形產生竻 °所以當我們

看到文成公主光鮮的一面 ,也要讓學生瞭解到她遠嫁至西藏 ,背後的辛酸 。政治

聯姻的女性 ,有時要犧牲小我 ,完成大我 :其精神值得感佩 。

四強調女性光輝面

高中歷史課本 ,由於篇幅的有限 ,因此就很難對各朝代其他女性做介紹 ,

不過教師可根據課文內容 ,選擇值得敬重的女性 ,加以說明 。

例如課本第十七章第一節 「明的盛世」 ,提到明太祖大興獄案 ,大殺功臣 ,

其因素為太子早逝 ,太孫幼弱 ,疑忌大臣不可信託 。這時教師可以順便提到馬皇

后 。

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馬氏 ,為郭子興的養女 ,有次郭子興聽讒言 .把朱元璋

監禁 ,馬氏偷偷送東西去給朱元璋吃 ,有次帶著熱騰騰的烙餅去探視 ,忽然聽到

有人來 ,慌忙中 ,怕被發現 ,將烙餅藏於胸中 ,但因太燙 ,胸脯已被燙傷一大

塊 ,讓太祖感動不已 。後來因為馬氏的周旋 ,才讓朱元璋化險為夷 :朱元璋即位

後 ,在對群臣講皇后賢慧的時候 ,還提了這件事 ,馬皇后就告訴他 :「 妾聞夫婦

相保易 ,君 臣相保難 ,陛下不忘妾同貧賤 ,願無忘群臣同艱難 。」羽
因為明太

祖易怒好殺 ,馬皇后適時阻止朱元璋濫殺功臣 ,貢獻相當大 ,而馬皇后之死 ,使

太祖與群臣間 ,缺少一位具有緩和調節作用之人 ,確實造成雙方關係日趨緊張
25,導

致更多的冤獄 。可見沒有涉政的后妃對政治仍具有某些程度的影響性 .

像這種對夫君有幫助 、對國家有貢獻的婦女 ,不勝枚舉 ,教師只要在課文
中 ,適時介紹 ,必可讓學生對女性更為尊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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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尊靈各外族的女性

課本中的女性政治人物 ,幾乎都以 「正統」王朝的女性為主 ,少提到 「非正

統」王朝的女性 ,因此遼的蕭太后 (竻3-1UU9),就有必要介紹清楚 。

蕭太后名燕燕 ,漢名綽 ,為遼景宗的皇后 ,但乾亨四年 (9S2),遼景宗

死 ,蕭燕燕奉遺詔攝政 ,號承天皇太后 。當時宗室二百餘人擁兵握權 ,項背難

測 :聖宗年幼 ,前途堪慮 。但她任用賢臣 ,約束對吏民的管理 ,使政局趨於穩

定 。並且注意改善契丹族和漢族的關係 ,在倚重契丹族的官員同時 ,也任用了許

多漢族官員 。遼國舊例 ,契丹人和漢人相摳致死 ,輕處契丹人 ,重處漢人 ,她當

政時改為依漢律論斷 ,同罪同科 。她常與遼聖宗親征 ,史稱她 「習知軍政 ,澶淵

之役親御戎車 ,指麾三軍 ,賞罰信明 ,將士用命 。」
%遼

的國勢達到全盛 ,都

與她的活動有密切關係
2’

。而民間的楊家將故事 ,如 :「 四郎探母」中的楊四

郎 ,因戰亂流落到遼國 ,被蕭太后招為駙馬 ,正反映當時遼國的強大 。

類似像蕭太后這樣的歷史人物 ,課本很少提到 ,甚為可惜 ,因為讓學生瞭解

各民族的偉人 、歷史文化 ,乃學習尊重不同族群的第
一

步 。

內注意本主的女性

高中歷史 ,有關於臺灣史所佔的篇幅並不多 ,因此要談臺灣女性的歷史 ,更

是沒有 ,但老師可適時補充 。

臺灣史上 ,女性有時在變亂之際 ,往往扮演重要角色 ,但總是未被刻意強

調 。例如 :在清代的械鬥 、民變裏 ,一些婦女往往涉入其中 ,扮演反抗政府的角

色 ,但對官方而言 ,她們不是助夫為亂 ,即為子報仇 ,故對其評價較伍
困

。此

外 ,「 二二八事變」中的謝雪紅
” ,因跟共產黨有密切的關係 ,在國民政府眼

裏 ,是為叛亂者 。一般從事反抗政府運動的都是男人 ,但若是女性 ,必引起側

目 ,遭惹非議的機會很大 。畢竟女人從事政治活動 ,並不符當時社會所期許的角

色 。

因為過去臺灣社會 ,與中國其他地方的習俗一樣 ,對於婦女的要求 ,就是在

家相夫教子 ,遵從 「三從四德」 ,但這種想法 ,讓婦女地位依舊低落 ,尤其在清

代 ,纏足 、守節風氣盛行 ,讓婦女是無法走出家庭 。不過在西方外力的衝擊下 ,

許多的傳統思想觀念遭受到衝擊 ,使得有些女子一生的命運也跟著改變 。教師可



1U4 歷文教育 第二期

以藉此舉例說明 。

課本第二十一章第二節 「臺灣的積極建設」 ,談到 「同治初年 ,臺灣正式開

港通商 。」
3U此

乃英法聯軍之役 ,清朝戰敗 ,強迫清廷簽定的天津 、北京條約

之故 。而外商陸續在臺灣設立洋行 ,不少基督教士亦隨之而來 ,而且定居在臺

灣 ,其中馬偕 (GeUrgeLesl沁 MackaylS“ -19U1)即是一例 ,他來到臺灣 ,發現這

裏的婦女地位相當卑微 ,他描述 :

一個女兒出生時 ,很 少受人重視 。倘使她有畸形 ,例如缺唇等缺點 ,那麼

也許就會被毀滅掉 。設如父母已經有幾個女兒 ,家境貧苦 ,那麼即使母親

不忍割愛 ,也遲早要設法丟掉 。因為生存競爭非常激烈艱苦 ,所以庥煩的

女兒總是除去得愈早愈好
31。

而馬偕的妻子張聰明 ,小時候也被送給人家當養女 ,過著辛苦的日子 。她是五股

坑教會陳塔嫂 (北部教會第一位女信徒 )的孫女
笓 ,而陳塔嫂自從信教以後 ,

特別關懷馬偕牧師的生活 ,另一方面也疼惜自己的孫女 ,終於以錢贖回 ,於

18SU年 時 ,帶著十八歲的張聰明 ,到馬偕那兒 ,說要將她嫁給牧師 ,一時使馬

偕驚訝不已 ,覺得躊躇難決 ,經過一段時間考慮後 ,終於同意這份喜事 。

張聰明對其夫君的傳教事業有很大的幫助 ,尤其她熟悉本地語言的緣故 ,使

她能夠清楚表達說給信徒聽 ,而她一直保持著謙卑 、忍耐與慈愛的性格 。1sSU

年馬偕帶妻女回加拿大述職 ,在各地報告在臺灣傳教的狀況 ,受到熱烈歡迎 ,

1881年 l1月 ,在回臺灣前的歡送會裏 ,張聰明被邀上台發表演講 (由馬偕翻

譯 ),報告她來加拿大的一些奇異經驗
s3,展

盡風采 ,像張聰明這樣的婦人 ,

由苦楚的童年 .轉變成受到中外的敬仰的偕師母 ,是近代史上 ,臺灣女性的傳

奇 。

因為這只是特例 ,不代表臺灣的女性地位有何改變 ,而女性的自覺思想一直

要到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 ,才漸漸抬頭 。到了近幾十年來 ,臺灣女性地位逐漸提

高 ,課本第三十章 「復興基地的建設」 ,提到 :「 臺灣地區四十多年來的經濟發

展與教育普及 ,使男女受教育與就業機會 ,漸趨均等 。」
田

教師可以舉目前各

行各業的傑出女性 ,說明只要能力好 ,就有出頭天的機會 。

回顧過去臺灣的女性 ,總有許多辛酸血淚的故事 :而今日的女性漸漸走出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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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展現才能 。兩性已驅於平等 ,就不應再有性別歧視的情形產生 ,不管男女 ,

都要好好把握這時代的契機 ,互助合作 ,發揮所長 ,對臺灣的政治 、經濟與社會

做出積極正面的貢獻 。

ω適時的運用媒賤 、圖片與文學作品

要讓學生很快進入歷史的情境 ,除了老師的講解外 ,運用媒體 、圖片與文學

作品 ,是最有效果的方法 ,老師可藉此 ,設計主題 ,讓同學討論 。

近年來 ,以女性為主題的古裝劇相當盛行 ,如 :「武則天」、「慈禧太后」 ,

電影也有 「宋家皇朝」
“ ,因為電視 、電影的劇情 ,可以讓學生感受古人的生

活情形 ,加強印象 。若能配合課文內容 ,和學生
一

起討論 ,是最理想的情形 ,但

教師必須指出那一段情節過於戲劇化 ,別讓學生混淆視聽 。

而圖片往往可以對古代后妃 、美女的印象 ,更加具體 ,教師也可以從這裏問

學生問題 ,古代的女性長得怎樣 ,跟現在有何不同 ?古今的審美觀念 ,差距在那

裏 ?當時的服飾有何特徵 ?諸如此類的問題 ,可以啟迪學生更多的想法 。由於課

本有關於女性的圖片很少 ,教師可事先蒐集 ,以補充教材不足之處 。

另外 ,也可讓學生閱讀古典小說 ,從中認識古代的女性 。至於要選擇什麼樣

的小說 ,可參考課本第十九章第四節所提及的明清小說 :

在長篇的幸回小說方面 ,明 代較著名的有羅貢中的 《三國演義》 、施耐庵

的 《水滸傳》 ,以 及吳承恩的 《西遊記》 ;有人把作者不明的 《傘瓶梅》

加上 ,合稱四大奇書 。清代前期曾雪芹的 《紅樓夢》和異敬梓的 《儒林外

史》等亦頗著名 。在輝篇筆記小說方面 ,明 代的 《三言》 、《

一

拍》 ,係

採朱元至明代的話本小說而成 ;清代則以蒲松齡的 《聊齋志異》烏代表

36 °

這些小說 ,有很多方面 ,反映著中下層社會的生活 ,尤其女性角色的描述都

很深入 ,教師可讓學生閱讀其中一回 ,討論明清小說中的女性 ,跟傳統觀念中的

女性有何差別 ?而女性會有這樣的面貌 ,與明清社會變遷有著很大的關係。像晚

明出版的一本小說 《杜騙新書》s’ ,談到許多婦人誘騙詐財案的例子 ,反映著

晚明商品經濟發達 ,給婦女帶來許多謀生的機會 ,擴大了生活空間,但也使得一

些急於謀財婦人 ,不擇手段 ,造成社會問題
3B。

藉由小說的探討 ,可以讓學生

1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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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到 ,古代中下階層的婦人角色 ,跟上層社會的后妃 、官夫人比起來 ,更具多

樣性 。

除了古典小說外 ,也可讓學生欣賞著名的文章 ,如駱賓王的 <討武氏檄 >、

白居易的 <長恨歌 >3’ 、吳梅村的 ㄑ圓圓曲>,瞭解文人對武則天 、楊貴妃 、

陳固目的批評 、同情 。此外 ,閱謨近人的散文作品 ,學生不僅易懂 ,也能發表自

己的意見 。苦如魯迅先生的 〈阿金 >,文中有對女人的影響性提出質疑 :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 ,本蘭從軍就可以係隋 ,也不信妲己亡殷 ,

西施沼吳 ,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 。我認為在男權社會襄 ,女人是絕不會

有道種大力量的 ,興亡的女任 ,都應該男的負
的

。

但他這種觀念 ,轉眼間被一個潑辣的女僕阿金所動搖 ,因而又說 :

假使她是
一
個女工 ,或是皇后 、皇太后 ,那麼其影響性也就可﹏推見了 ,

足夠鬧出大大的亂子來
姐

。

教師藉由魯迅觀念的改變 ,反問學生 ,女性的影響性有多大 ?自 己的親身體會又

如何 ?

不過在引用這種正反兩面評論性的文章 ,教師仍需要小心 ,記得要扣緊所要表達

的東西 ,否則會有性別歧視的問題產生 。

(9●運用比較方法 ,讓孕生體會

歷史往往要透過比較 ,才能顯現其意義 ,我們可以運用古今中外的例子 ,來

和課本相對照 。

在古今的比較方法上 ,教師可以藉著目前臺灣女性政治人物的從政經過 ,或

政績 ,跟古代某位名女人相比 ,發現其異同點在那裏 。亦可讓學生運用想像力來

體會 ,我們可以問學生 :假使古代的女子來到我們這個時代 ,他們若要從事政治

發展 ,可以不需要依附男性嗎 ?或是連想我們現在是古代的女子 ,若要往政治發

展 ,必須具備那些條件 ,中間可能遇到的阻礙有那些 。讓學生 (尤其是女同學 )

感受身在這個時代真好 。

而在對中外女性做比較 ,可從兩國對元首夫人的評價做比較 。在一般的觀念

裏 ,中國古代昏君 ,背後可能被女人迷惑 ,使國家走向動亂 ,因而覺得 「女人是

禍水」 ,不宜從事政治活動 ;但阿根廷前總統夫人一一 艾薇塔 (E血aPe心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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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19兒 )φ ,介入政務很深 ,但她並不會像在中國涉政的后妃一樣 ,受到批

評 ,反而悆受到歡迎 ,尤其她結束生命之後 ,她的高傲 、貪婪和野心幾乎被淡

忘 ,她被描述成一個堅定而奮不顧身的 「革命者」 ,與她那 「軟弱無力」的總統

先生一一 斐隆 (JuanPersUnlS95-1974)形 成對比
始 °或許這與國情的不同 ,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對女性政治人物的評價上也不同 。

此外 ,我們也可以幾位古代女性 ,比較她們的政蹟 ,例如蕭太后和慈禧太后

相比 ,兩人垂簾聽政時間都很長 ,但蕭太后的軍事能力頗強 ,因此對外戰爭 ,都

能有所斬獲 ;而慈禧太后一生也遭遇到許多戰爭 ,但她也未披掛上陣 ,對外戰爭

失敗記錄連連
“

。

不過教師在做比較分析時 ,要抓住主題 ,告訴學生所要閩釋的要點 ,否則會

糢糊焦點 。因為人物在不同時空做比較 ,本身就很不容易達到客觀的標準 。

ω辨別歷史的良偽

宮闡秘事 ,往往是稗官野史家 ,熱衷的焦點之一 ,因此教師在引用時 ,必須

小心 ,像王昭君的故事 ,一般民間流傳 ,不外王昭君當初應詔選入為皇帝的後

宮 ,漢元帝命毛延壽為各地選來的美女畫像 ,毛延壽向王昭君索賄被拒 ,將之畫

醜 ,永不得皇帝召幸 。後來漢元帚發現事實真相 ,大為嘆息 ,因為王昭君已許配

給匈奴單于 ,王只好遠嫁他國 。但是正史並沒有毛延壽這個人 。《漢書》載 :

竟年元年 ,單于復入朝 ,禮賜如初 ,加衣服錦帛絮 ,皆倍於黃龍時 。單于

自言 :願婿漢氏以自親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工牆 (姑 ),字昭君 ,賜 單

干 。單于確喜 ,上書願係塞 ,上谷以西至敦煌 ,傳之無窮 ,請罷備邊塞史

卒 ,以休天子人民
的

。

《後漢書》記 :

昭君字嬸 ,南郡人也 。初 ,元帝時 ,以 良家子選入掖庭 。時呼韓邪來朝 ,

帝敕以宮女工人賜之 。昭君入宮數歲 ,不得見御 ,積悲怨 ,乃 請掖庭令求

行 。呼韓邪臨辭大會 ,帝 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豐容視飾 ,光明漢宮 ,顧景

裝回 ,竦動左右 。帝見大驚 ,意欲留之 ,而難於失信 ,遂與匈奴 。生二子

46 
。

但經過幾百年的演變 ,昭君的事蹟 ,增添加了毛延壽這個人η ,《 西京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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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描述 :

元帝後宮既多 ,不 得常見 ,乃 使後宮圖形 ,按 固召幸之 。諸宮人皆賂畫

工 ,多 者十萬 ,少 者不減五萬 ,獨王好不肯 ,遂不得見 。後匈奴入朝 ,求

美人為開氏 ,於是上索固以昭君行 。及去召見 ,貌烏後宮第一 ,菩應對 ,

舉止開雅 。帝悔之 ,而名籍已定 ,帝重信於外國 ,故不復更人 。乃窮案其

事 ,重工皆棄市 ,籍其家貲 ,皆 巨萬。重工有杜陵毛延毒 ,為人形 ,醜好

老少必得其真 。安陵陳敞 、新豐劉白 、龔寬 ,並工為牛馬飛島眾勢 ,人形

好醜 ,不逮延毒 。下杜陽望亦善童 ,尤喜布色 ,樊 育亦善布色 ,同 日棄

市 ,京師重工 ,於是差稀
碅

。

我們可以發現 ,時代忠晚 ,描述得更詳細 ,因為後代的傳說附會愈來愈多 ,

杜撰者就更深入去編排 ,像 《漢書》並沒有敘述到昭君的美貌 ,而 《後漢書》就

將昭君的情緒 、美貌都呈現出來 。到了 《西京雜記》 ,王昭君的遭遇與宮廷內

幕 ,更明白了 ,後來元朝馬致遠在雜劇 「漢宮秋」
φ ,將人物對白描述更細

緻 。可見添油加醋的意味更濃了 。

經過小說家編排的故事 ,說給學生聽 ,是最吸引人的 ,但教師應該加以說明

真實狀況 ,否則學生易把故事的情節 。當作真正的歷史 。

⊕思者女性在父權社●下的角色

女性究竟有沒有辦法突破父權社會的藩籬 ?最有能力的當屬武則天 ,也因父

系家族的繼承模式 ,造成傳位的困難 ,只能做 「一代女皇」 ,無法超越父系家族

的藩籬平 °為什麼會這樣 ?教師可以讓學生思考 。

以蔣夫人為例 ,從課本中可以看到蔣夫人和蔣委員長參加開羅會議、會晤甘

地及尼赫魯 ,以及親自縫寒衣捐贈前方圖班
。張張顯示她是位熱愛國家 ,關憂

軍民的第一夫人。抗戰期間 ,她結合了婦女同胞 ,參與國內許多救助工作。她最

有貢獻地方 ,在外交方面 ,1942年到 1943年她訪問美國 ,在美國國會及許多城

市發表演說 ,宣傳中國對日抗戰情形 ,贏得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的同情和援

助 。19仍 年的開羅會議 ,她不僅是蔣委員長的翻譯 ,還是一位有重大影響的顧

問。

以蔣夫人的能力 ,應可獨當一面 ,但她只去扮演中國第一夫人的角色 ,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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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越 ,且又深諧西洋文明 ,因而成為蔣委員長建國最得力 ,而又毫不具威脅性的

助手
兒 °石之瑜認為 :雖然在個別事件上 ,她能影響到蔣介石 ,但大的文明格

局已冥冥註定 ,她的影響力只能藉助於西方的國家觀與宗教觀 ,故對於男性為中

心的父權文化 ,反而有更深刻鞏固作用 。

因此父權社會的文化 ,未來是否有可能被突破 .不得而知 ,畢竟它仍隱藏在

社會中許多角落 。但女性仍然可以經由努力 ,讓這種無形的 「藩籬」阻礙性降到

最低點 。教師可藉此告訴學生 ,這個兩性社會 ,並不是還要維持 「男人比女人強

勢」 ,或是要改變成 「女人比男人強勢」的社會 ,大家所要學習的是男女生都要

彼此互相尊重 ,維持和諧的兩性關係
“

。

四 、結 論

女性在目前的社會 、國家扮演的角色是愈來愈重 ,但是在歷史的領域中 ,女

性所佔的比例卻非常少 ,這可能是礙於傳統觀念 :「 男主外 ,女主內」 ,女人既

不宜拋頭露面 ,就很難在社會上立足 ,因此歷史所呈現出來的 ,幾乎是由男性在

主導 。以現行 《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 ,關於女性人物的事蹟 ,后妃人數居多 ,

而且跟國家的興衰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開係 。這正好顯示后妃是古代婦女最有辦法

影響政治的一個重要角色 。

后妃既是爭議性的角色 ,因此教師更要客觀的評論女性歷史人物 ,擺脫從性

別去批判的方法 ,實事求是的評估其事績 ,釐清紅顏禍水申觀合 。並且肯定促進

中外和睦的女性 、強調女人的光輝面 、尊重各外族女子的功業 、注意本土婦女在

歷史上的作用 。教師同時可以運用媒體 、圖片 、文學作品或是採用比較方法 ,和

同學討論 。另外也要告訴學生如何辨別歷史故事的真偽性 ,並思考女性在父權社

會的角色 。                 ∵

當然歷史中的女性 ,不能只限定在活動在政治圈的后妃 、公主 、美女 ,期待

未來新的教科書 ,能容納更多不同階層的女性 ,豐富女性的角色 ,而教師也能不

斷對這方面知識的吸收研究 ,使學生學習敬重女性 ,讓未來的兩性關係更美好 。

:  (本 文作者為國立垂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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