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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以鲜活的事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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怍为我们的考察对象，甚至还要包括那些一跨性别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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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图卷，走进历史上那绚丽多彩的性情中国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夜深千帐灯>>

书籍目录

明代帝王世系表第一章　明代的社会背景  一、专制的社会  二、明中后期的朝政变化  三、经济发展与
商业繁荣  四、逐利与奢靡的社会风气  五、社会思潮的流变第二章　幽幽深宫话两性  一、皇帝的女人
们  二、六宫粉黛与宫闱荒淫  三、帝后欢爱与政治斗争  四、戚戚后宫多悲凉  五、宫廷中的另一类人
：宦官的家庭与性生活  六、宫闱两性轶闻第三章　民生百态道婚恋  一、明代的婚姻法  二、民间的婚
俗  三、家庭生活中的性别分工  四、西方人眼中的明代婚姻第四章　贞节牌坊下的悲泣  一、明代贞节
观的盛行  二、形形色色的节烈故事  三、苦涩的选择  四、夫亡，妇耻再醮第五章　青楼脂粉香天下  
一、“官妓”与“私娼”    二、青楼遍天下  三、士人狎妓成风  四、徽商宿妓，挥金如土  五、《嫖经
》中的情欲观  六、戏子无情，婊子无义  七、春在秦淮两岸边第六章　断袖龙阳何其盛　一、皇帝身
边的男色　二、近来男色甚于女  三、福建的“契兄弟”  四、明中晚期的男同性恋文学第七章　情色
文化中的两性世界  一、光怪陆离的情欲世界  二、从《金瓶梅》说起  三、艳情小说的流行第八章　情
为理之维  一、李贽：天下亦只有一个情  二、汤显祖：至情的世界  三、冯梦龙：情教教主  四、袁宏
道、袁中道：理在情内赘言：被禁锢的纵乐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夜深千帐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代的社会背景　　一、专制的社会　　建立大明王朝的开国君主明太祖朱元璋，一生
坎坷。
他的童年时代是在极其贫穷中度过的：在一次饥荒瘟疫中失去双亲后，开始四处流浪讨生活，给地主
放过牛，进皇觉寺当过小和尚，披着破袈裟到处云游化缘。
后来，他结识了一帮朋友，加入到反元的红巾军中，开始了招兵买马、四处征战的动荡生活。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1368年，年届不惑的朱元璋终于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帝位。
　　从一个历尽艰辛的农家苦孩子到成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在登上帝位之后备感江山得之不易。
以他小心谨慎的性格和善于汲取历史经验的作风，又岂能高枕无忧地安卧于帝榻之上呢？
就这样，太祖在其有生之年尽一切努力来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
　　首先就是针对那些跟随他征战四方、打下大明江山、功劳显赫、权位尊崇的功臣宿将。
建国之初，明太祖就命工部铸造了铁榜《申诫公侯铁榜文》，刻上了对功臣的好几条禁令，限制他们
的权力，也经常口头劝诫他们不要居功自傲，警告他们骄怠只会招来祸患。
很快地，朱元璋就不满足于这样的警示了，他开始制造各种大案，对功臣宿将们进行了大肆屠杀，其
中最著名的就是“胡蓝之狱”。
　　“胡”是指丞相胡惟庸，与开国功臣李善长同是淮西人，在李善长之后做了丞相，结成胡党，恃
权而骄。
太祖感到自己的权力受到威胁，就在洪武十三年（1380）下令逮捕胡惟庸，以“擅权枉法”之罪将其
处死，结果牵连进去被杀的官僚贵族达到万余人，各地互有仇隙的人相互诬陷，只要一说是胡惟庸派
系之人，就立刻抓进大狱。
“蓝”是指大将军蓝玉，是开国勋将常遇春的内弟，屡立战功，居功自傲，太祖也将蓝玉及其亲党一
并逮捕处死，又以“蓝党”罪名株连残杀一万五千余人。
至洪武末年时，开国文臣宿将已经所剩无几了。
　　太祖不仅大肆杀戮文臣武将，制造政治上严苛残酷的氛围，还采取一系列政治举措来加强自己的
权力。
他觉得丞相的权力始终是皇权的威胁，就干脆下令废除了丞相制度，以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
部、工部六个部门来分任朝政，六部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
还专门设立了“锦衣卫”，负责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对于捕风捉影之事，也可向皇上
奏闻，使得大小官吏的言行举动无一不在太祖掌控之中。
　　太祖还制定了一种称为“廷杖”的刑罚，就是在皇宫的殿廷上对进谏触怒龙颜或有过失的大臣进
行杖责，以提高皇帝的威权。
这在以前的朝代是很少出现过的，古代先贤说“礼贤下士”，“刑不上大夫”，就是说要尊敬士大夫
，即使贵为天子，也应该对士人以礼相待。
但是朱元璋却不顾此道，对文臣廷上施刑，甚至有不少大臣在廷上被杖击致死。
　　太祖还屡兴文字狱，对士人的文化活动实行高压管制，经常牵强附会，株连杀戮。
如当时的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作《贺表》，其中写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句，德安
府训导吴宪为本府长官作《贺立太孙表》中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本都是歌功颂德之祝词，
但是太祖认为“光”是暗指“光头”，“则”即“贼”，“道”是“盗”，“青门”则意指和尚庙，
认为这些句子是讽刺他当过盗贼，做过和尚，就将他们都处死了。
明初，这种荒唐而残酷的文字狱很多，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无辜被杀，也使明初的政治氛围和思想文化
氛围极其压抑沉闷。
　　明太祖刚猛治国的策略保证了明建国初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重建，但是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
个中心，那就是保证皇权不致旁落。
明初诸帝都努力遵循太祖皇帝的祖训，巩固皇权的专制，建立其个人对于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帝国的全
面控制。
　　随着明王朝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稳定，明初统治者还大力提倡儒学，目的在于用传统的伦理纲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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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程朱理学来教化天下，重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伦”井然有序的道德秩序。
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压使得这一时期社会上的思想文化相当沉寂。
很多文人都不愿意出来做官，而被朝廷召用出仕的那些学者文士，大多屈服于皇权的淫威，循规蹈矩
，思想保守。
明成祖时，曾集中一批文学儒臣，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这些儒臣怕言语不
慎惹来杀身之祸，全都抄袭前人旧说，汇集成书，交稿了事，完全没有自己的见解。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就曾严厉批评说，当时儒臣奉旨修《四书五经大全》，花费了国家那么多
钱，结果却只是将已有之书誊抄一下，上欺朝廷，下诳士子，真是学风荒废。
其实有何可怪，这种学术风气是明初残酷高压的政治氛围和文化环境的产物。
　　二、明中后期的朝政变化　　明初诸帝施行的加强皇权专制的政治举措到了明代中后期，就开始
发生了各种形态各异的变化。
取消丞相制度，皇帝们事必躬亲，根本无法应付繁冗的政务，于是，内阁应运而生，皇帝变得越来越
依赖内阁学士来处理政事。
与此同时，明代皇帝们又开始亲近重用宦官，于是阁臣与宦官交替专权，在明中后期成为一种政治上
的常态。
　　明中后期的皇帝们也大多不热衷朝政，而且好几个皇帝都可以说是个性另类、行为荒诞。
如那个生性放荡不羁的风流天子明武宗朱厚照，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只愿寻欢作乐、纵情于声色犬马，
不理朝政，年仅三十而终。
武宗死后无嗣，由他弟弟朱厚熄继位，即明世宗嘉靖皇帝，他迷恋道家仙术，整日在宫中焚香祈福，
二十多年不上朝，还有那个三十年不上朝，不与群臣论政务的明神宗朱翊钧；又有喜欢建造房屋，热
衷于木工、油漆工艺的明熹宗，荒诞无知，让大太监魏忠贤擅权乱政。
　　明代中后期的朝政比起明初而言，确实显得更为混乱，没有纲纪，但是也变得更为宽松，不同于
明初的刚猛严苛。
而与明代政治演变同时，整个社会的世态物情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三、经济发展与商业繁荣　　明初以来一直处于恢复发展状态的农业经济至明中后期达到了一个
较高的水平，粮食的产量和种类都比明初有了较大的提高。
我们今天常常吃到的玉米、红薯这些农作物，就是在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作为粮食新品种从美洲传人
中国的。
粮食产量的提高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15世纪以来人口不断增长带来的压力。
　　明中期以后，农村里的地主、自耕农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不再仅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传统
生产方式，开始把生产的农作物或手工劳动的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易。
在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松江、太仓一带，乡村的农户都大量种植棉花，再纺织成棉布，拿到市场上去交
易。
根据当地人的记载，这里的人种植棉花与种植水稻等粮食作物的面积差不多了，乡村中的妇女们忙于
纺织，甚至通宵不睡加工棉布，一到清晨，就抱着棉布去市场贩卖，以营生资。
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也都在种植粮谷之外，还种植果树花草，特别是种植荔枝、桂圆、橄榄
等水果，四处去贩卖。
　　明朝中后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推动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达
到了一个高潮。
　　明代嘉靖、万历时人张瀚曾在《松窗梦语》中对当时国内的商业状况作了概括性的介绍，他描述
当时商人的足迹，北至塞外，南至两粤云贵，东至齐鲁闽越，西至巴蜀汉中，“往来贸易，莫不得其
所欲”。
还有个徽州商人黄汴，总结了自己及其父兄朋友多年经商的经验，专门撰写了一部介绍当时商人经商
路线的书，即《一统路途图记》，其中介绍的商路遍布于全国各地。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一些较为著名的集市场地，其中所集散的商品，种类繁多，而且很多商品都来自全
国各个不同的地区，在一个集市中常常云集着来自南北各地的商人，就是时人所说的“商贾辐辏，货
物毕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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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一种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已经逐渐形成。
　　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很多明初荒凉的小村庄发展成为繁华的城镇，从只有零星的数十户人家到
居住着千百家人户。
比如天津，以前只是一片荒芜的海滩，明正德时便已“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
在江浙一带，这样发展起来的城镇更多。
在一些大城市中，商人和商铺的数量相当惊人。
根据当时人统计，万历年间北京城的铺户，单坐贾就有四万户左右。
城镇的兴盛也刺激了服务业、娱乐业的发展，酒肆饭馆、茶楼戏园、挑夫轿夫、船娘歌妓，仿佛一夜
之间就遍布在这些城镇的各个角落。
　　商业的发展还刺激了市民文化的极大繁荣，明中叶以后，出现了大量的通俗小说，除了有模仿《
三国演义》的各种白话长篇历史小说，还出现了著名的魔幻小说《西游记》，讽刺了现实社会的丑恶
；还有反映社会巨变与男女情感纠葛的《金瓶梅》以及大量描写两性情欲的情色小说。
除了通俗小说，还有戏曲、民歌、舞蹈等等，这些艺术作品中都包含了大量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描写，
反映了普通老百姓对生活现实的不满，纠结着他们的物质、情感需求和人生理想。
　　四、逐利与奢靡的社会风气　　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与财富利润的诱惑，明中叶以后的社会风尚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农业社会中重农轻商、以农为本的传统观念开始面临挑战。
在当时人的记载中可以发现，很多地方的人已经“鲜务农耕，多商于远”，在不同的社会人群中都逐
渐形成了一种“锱铢共竞”、争相逐利的风气。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拜金主义者，将金钱看得至高无上。
时人朱载堉作有《山坡羊?钱是好汉》一首，其中有一句这样写道：　　世间人睁眼观见，论英雄钱是
好汉。
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
拐子有钱，走歪步合款。
哑叭有钱，打手势好看。
　　虽然充满嘲讽的意味，却活脱脱得展现出当时社会上竞相追逐金钱的风气，这种社会风气使传统
的道德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
社会现实让人们感觉到，只要有钱，无才无能的人可以做官，忠良贤才却得不到录用；杀人放火也可
以不用伏法，赌博逛妓院之风大盛。
社会地位的评判标准也开始出现了有钱就尊贵的倾向，即使身份是地主士绅，没有钱也会受人冷落，
以致有“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的说法。
所以很多士大夫也开始竞相营产谋利，时人记载，在正德、嘉靖以前，文人士子都以文章政事、行谊
气节相尚，以科考入仕、讲学授徒为正途，但是到正德、嘉靖以后，士大夫们也纷纷求田问舍，营声
利、挟娼优，风尚一时大变。
　　随着拜金主义的流行，社会上也不再以明初时提倡的勤俭质朴为美德，而改为追求豪华、享乐的
生活方式，在生活中处处夸富斗富，在社会上引起一种奢侈的风气。
明初，社会经济尚在恢复发展之初，太祖又历经生计的艰辛，故知物力艰难，特别提倡节俭，也常以
此教导官僚、百姓，因此，当时的世风尚且淳朴俭素。
《明史》中曾记载，六部之首的吏部尚书吴琳告老归乡后，太祖曾派使臣悄悄前去观察吴琳的举动。
使臣到了吴琳居住的乡村中，见到一个老农坐在一条小板凳上，在稻田中干着农活，衣着朴素。
使臣上前去问可知吴尚书住处，老农拱手回答说自己就是吴琳，令使臣感到非常吃惊。
　　而明中叶以后，由于去朴尚艳的风尚盛行，读书士子们也无不鲜衣华服，出门皆止步弃马，动辄
乘轿，虽朝廷也屡屡下令禁革，却始终不能禁止这等风气的滋长。
官僚士绅更是追求服饰时髦，生活上追求奢华的享受，宴饮时讲求美食，甚至不惜千金，互相较量，
看谁的规格更高。
这种风气也影响到一般老百姓，比如当时杭州的普通人家，即使家中已经没有任何储备的口粮，仍“
不以储蓄为意”，白天奔波劳碌终日，赚来的钱晚上就用去喝酒，尽情享乐，全部挥霍掉，第二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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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作生计之虑。
妇女们也开始竞相追求美艳的妆容，华服金饰，甚至模仿娼妓的姿容服饰，力求浮华艳丽，还互相攀
比。
　　逐利和奢侈之风的盛行反映出了商品经济对传统社会结构和道德观念的冲击和挑战。
　　五、社会思潮的流变　　与明代政治格局、经济发展、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社会思潮
的改变。
明初，统治者“以理学开国”，成化、弘治以前，以程颢、程颐与朱熹为代表的正统派理学是支配文
人的主导思想。
理学是在两宋时期创立并开始传播的，主要是将传统儒家经典中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并
上升到“天理”的高度，　“存天理、灭人欲”是其根本主张。
　　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一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成祖朱棣继承太祖遗
志，令大臣编纂《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并要求它们“行之于家，用之于国”。
明前期的很多思想家都相当尊奉朱熹、二程的理学思想，像明初文人薛暄就说：“自考亭（朱熹）以
来，圣道已大明，大烦后人发挥，照他说的去做就成”。
意思就是说朱熹的理论已经是伟大的圣道了，后人只要照着做，完全用不着再费力气去阐述什么新思
想了。
这些文人在著书立说时大多抄袭程朱的旧说，没有什么新内容。
用清初朱彝尊的话来说，就是“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
　　到明中叶，社会思潮开始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人顾炎武曾称，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
厌常喜新”，这是因为明中叶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得一部分学者文人开始感受到程朱理学的压抑，起
而寻求新的思想出路。
成化、弘治年问的广东人陈献章首先开启了弃理学创心学的思想之路。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县白沙里人。
白沙里濒临西江人海之江门，故明代学者称陈献章为白沙先生，其学为江门之学。
他早年求学于理学名家吴与弼，半年后归家闭门读书，始终觉得虽然自己尽读宋儒之书，却总是没有
什么心得，因“吾心与此理未有凑洎吻合处也”，从而由读书穷理转向求之本心，提出了通过静坐而
得“吾心之体”的“心学法门”，就是说不用去死读程朱理学的经典著作，只用静观自己的内心，就
能明白这宇宙万物的道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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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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