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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素来被称为是世界上文献资料最丰富的文明古国，自古以来流传至今的各种正、杂、野史及小说
稗官之类有关历史记载的资料，汗牛充栋，浩如烟海。
但因古代中国人素来怀有重男轻女的性别歧视之故，总觉得既是女人，就应该老实待在家里尽她的贤
妻良母本分，如果也要像男人一样地舞文弄墨，招权揽柄，未免是牝鸡司晨，非家庭之福。
基于这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不平等思想，自古以来，正不知有多少富于才华的女性活生生被剥夺
了读书求知的权利，当然也丧失了她们发明与创作的机会；即使其中偶然有少数女性得以稍露头角，
也决无广大空间可以容其充分发挥。
所以，一部二十四史的卷帙虽繁，有关古代女性的记录，却不过只有几百篇贤母，节妇、烈女的传记
，所谓闺藻、闺才、与闺奇，只在《古今图书集成》的“闺媛典”中留着一些有限的资料，如果希望
进一步从这些有限资料中为其中人物撰写较为具体的传记文字，往往因文献无征之故，而有无从人手
之苦。
人类文明的创建并非只是男性的贡献；然而，古代女性对于国家与社会的贡献虽多，却因古人对女性
的蓄意歧视而遭不合理之排斥，显非事理之平。
为此之故，自清帝退位以后，也已曾有不少表扬女性同胞具体贡献的著作出现，如《中国妇女文学史
》、《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女性词话》等等，颇能使现代读者了解到，古代中国女性在文学创
造方面已有何等样的不平凡成绩。
但因这些著作大多只着重于文学方面，对于古代女性在政治、军事、艺术等等方面的成就如何，殊少
涉及，则亦未免有偏枯之憾。
所以笔者很希望在涉猎史书之余，在这些方面能够作一些补充，以为发扬古代中国女性的潜德幽光，
略尽个人之绵薄。
    1982年前后，朱慧夫先生主持《畅流》杂志的编政。
朱先生邀我为《畅流》写稿，我即以“中国历史上的名女人”为总名，在该刊撰写了二十位左右的中
国古代女性的传记，辑录在一起，就成了这本小书。
中国古代女性中的有名人物当然不止我所撰写的这几位，但一则因资料搜集有困难，并不是每一个有
名人物的事迹都足够写成一篇内容充实的传记；二则若干赫赫有名的人物早已有人写过专传，如果笔
者别无新创，则为了避免剽袭雷同之嫌起见，亦不宜冒昧从事。
因此，当时所写成的就只有这些。
其后，《畅流》杂志社的内部人事有更迭，我亦停止撰写。
以致整个编撰工作未能照原定目标充分实现，说来殊堪惋惜。
    当年在《畅流》杂志上撰写古代中国名女人的传记时，虽然写作成绩不甚理想，但所投注下去的时
间与精力却甚为可观，而且自觉也颇有若干新意。
谬承《国文天地》杂志社林社长庆彰先生之厚爱，特地将此书列入“国文天地丛书”之内，深感荣幸
，谨在此申致诚挚之谢意。
此外，对于朱慧夫先生当年约我写稿的一段文字因缘，亦应永志不忘，一并于此表示对朱先生的感谢
。
    庄练  一九九〇年  圣诞节写于南港寓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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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史说：古代名女人》主要内容包括：万里和亲王昭君、孝女木兰振古奇、两朝太后李三娘
、花蕊夫人徐妃、旷代女词人李清照、红颜祸水陈圆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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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苏同炳，笔名庄练、雍叔，间亦使用纪景和、赵壹、公炎等。
浙江杭州人，1925年出生于浙江原籍。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审退休。
从事写作已逾四十年，所写主要以文史类论文及杂著为多，已出版专书逾二十种，主要有：&lt;台湾
今古谈》、《明代驿递制度》、《人物与掌故丛谈》、《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国历史上
最具特色的皇帝》、《名史偶笔》、《历史广角镜》、《沈葆桢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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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万里和亲王昭君
二 燕啄皇孙汉祚衰
赵飞燕的故事
三 谤累千年甄夫人
四 孝女木兰振古奇
五 两朝太后李三娘
六 花蕊夫人徐妃
七 被“狸猫换太子”故事
骂苦了的刘皇后
八 旷代女词人李清照
九 张太后自贻伊戚
十 巾帼英雌秦良玉
十一 文采风流柳如是
十二 桃花遗恨李香君
十三 红颜祸水陈圆圆
十四 太后下嫁故事中的
顺治生母孝庄太后一
十五 垂帘听政四十年
慈禧太后的一生
十六 井底胭脂说珍妃
十七 孽海奇葩赛金花
十八 “绣圣”沈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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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唐人骆宾王所作的《讨武望檄》中，有这样几句话：    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    龙□帝后，识夏
庭之遽衰。
    这两联对偶的文句分别代表两个典故：前一个典故指汉成帝因宠爱赵飞燕而致子嗣零落，后一个典
故指周幽王因宠爱褒姒而致失国。
周幽王的故事与本文无涉，可以不论。
至于汉成帝宠爱赵飞燕，何致就是“燕啄皇孙”？
则可以看《汉书·外戚传》中的记载：    先是，有童谣日：“燕燕尾涎涎，张公子，时相见。
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
皇孙死，燕啄矢。
”成帝每微行出，常与张放俱，而称富平侯家，故日张公子。
仓琅根，宫门铜锾也。
    童谣出现于汉成帝出宫微行之时。
此时汉成帝尚未与赵飞燕相遇，童谣中就预言她要啄尽汉家之皇孙，足证赵飞燕果真是“上应图谶”
之人。
赵飞燕是否真的上应图谶，注定要由她来断送汉家的江山？
这种说法显然太迷信附会。
事实上，如果不是汉成帝性好渔色而屡屡微行私出，汉朝的江山又何致断送于赵飞燕之手？
所以，这个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汉成帝身上，赵飞燕只是故事中的次要人物而已。
    赵飞燕的事迹，见于《汉书·外戚传》。
但汉书文字殊为简单，寥寥数百字之中，略述赵飞燕和她的妹妹合德如何得成帝专房之宠，以及如何
残害后宫妃嫔所产皇子的情形，只略见梗概而已。
《飞燕外传》所述虽详，但却多涉夸诞不可信。
在文献缺略的情况之下，只能就史料所及的范围内作尽可能的研究探讨，借以明其大概。
    首先所需要了解的，是汉成帝究竟是怎样一个皇帝？
    西汉的皇帝，比较为人所熟悉的是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与汉宣帝。
汉高祖是流氓气息极重的草莽英雄人物，因为他是汉朝的开国皇帝，所以大家对他都有深刻的认识。
汉文帝节俭爱民，汉景帝谨守祖父基业，文景之治，卓然可观。
汉武帝雄才大略，开疆拓土，振大汉天威于绝域之外，只这一份不平凡的英主气概，就足以在历史上
名垂不朽。
汉宣帝英明干练，政柄独操，是振衰起敝的有为之君。
除此之外，则汉惠帝只是庸黯无识之愚人，汉哀帝性好龙阳，而汉元帝汉成帝父子则是最沉溺于女色
的登徒子，虽然都没有贤声可称，其生平行事，却也别具一格。
西汉的国运从汉宣帝以后开始走下坡，就是因为元、成、哀、平这一连串中下之才成为国家领袖之故
。
至此，我们对于汉成帝究竟是怎样一个皇帝的问题，多少可以有了大致的观念。
    西汉在宣帝之后，何以会接连出现元帝和成帝这两个沉溺女色的荒唐皇帝？
这显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
    汉武帝在位凡五十四年，死时年七十一岁，继位的昭帝弗陵，乃武帝之幼子，年只八岁。
由于嗣皇帝的年纪太小，武帝在生前预作安排，以侍中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立幼
主。
昭帝在位十三年而崩，无子，昌邑王贺继立，淫乱无道，霍光奏请皇太后废之，另立武帝曾孙病己为
帝，是为宣帝。
宣帝初立，霍光仍以大将军身份辅政，直到五年后霍光病死，宣帝方才亲政。
其后元帝继立，仿照霍光辅政的故事，以生母许皇后之堂弟许嘉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委以朝政大
权，而皇帝自己晏然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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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治惯例一经建立之后，大司马大将军或大司马车骑将军变成了代行皇帝职权的总管家，相沿而
到成帝之世，仍依然不改。
由于国家大事有大司马代为操劳，皇帝可以省去无数的时间与精力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于是乃有
元、成二帝之荒唐逸乐，其放纵舒适，远胜于宣帝以前的任何一个皇帝。
《西京杂记》说：“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
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
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
”这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王昭君与毛延寿的故事由来，其发生原因就是因为元帝的后宫美女太多，无
法一一召幸，只好画为图形，凭画像听见的妍媸决定取舍，结果乃因毛延寿之作弊而失掉了最美丽的
王昭君。
汉元帝如此风流好色，根据有其父必有其子的道理，汉成帝必然会因为长时间耳濡目染之故，而变得
较其父更为加甚。
由其后的事实看来，可以证明此说不错。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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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代名女人》是20世纪90年代著名作家苏同炳先生的著作。
该书由庄练先生作序，以中国古代著名的女性故事为依托，包罗著名女性的出身、性格、才能、生活
经历的各方面，从而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古代著名女性的生活遭际及精神面貌。
本书是一本针对大众的历史读物，对于有志于了解中国古代著名女性的读者，可谓是不可不读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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