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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海文 米佳鑫

李志生老师是唐代历史及妇女史研究专家，
她的专著《中国古代妇女史研究入门》及译著《闺塾
师：明末江南的才女文化》是相关教学和科研的必
读书。作为唐史研究专家，李老师熟悉西方新史
学理论和性别理论，并将其恰如其分地运用到研
究之中，毫无违和感。《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
活》一书，即是她多年在唐代妇女史耕耘的成果，
为著名学者李小江教授主编的《“乾·坤”——性别
研究文史文献集萃》系列丛书第二批之首。笔者
不揣浅陋，于此谈一下自己的读书心得。

唐虢国夫人，杨贵妃的姐姐，杨国忠的堂妹，
唐玄宗的大姨子，正史无传。其史料散见于正史
中杨贵妃、杨国忠等人的传记、历代诗人的词赋
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等图像里。她是红颜祸水
还是政治的牺牲品？她为什么可以在唐玄宗面
前素面朝天，又为什么三月三初春时节她能骑马
驰骋在长安水边？唐宋时期关于虢国夫人的文
本与元明清时期的文本有什么不同？该书从问
题入手，“追索历代文人特别是唐宋文人思想中

‘真实’的虢国夫人及其成因”，并根据文本的衍
进“将虢国夫人的‘历史’进行整合”，在史学理论
与方法的运用上独具特色。大概有三个特点：

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结合

李志生老师本硕博均毕业于北京大学，是王
永兴先生的高足，受过传统治学方法的训练和西
方史学理论的熏陶，该书正是这种综合素质积淀
的体现。

目录学是文献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清代学
者王鸣盛早有箴言：“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
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目录明，方可

读书；不明，终是乱读。史料齐备，方可做系统研
究。李老师深谙目录学之精髓，采用其研究方
法，尽其所能将相关史料一网打尽。这些史料涵
盖了史子集三大部分，对后人了解学术源流和继
续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校勘是文献学中的基本功。正如治史大家
王鸣盛所说，“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
读，恐读亦多误矣”。李老师将“校勘学”的方法
运用到具体的研究之中，通过比较文本记载中的
细微差异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如虢国夫人之
死，李老师敏锐地发现，史书记载互有出入。首
先，在两《唐书》中《杨贵妃传》的记载有所不同，
《旧唐书》所记载虢国夫人之死更为血腥。其次，
仅仅就在《旧唐书·杨国忠传》中虢国夫人之死也
不同。一处是“为乱兵所杀”，一处是“自刭死”，

“并未见其被俘至狱中受折磨而死的曲折情
节”。再次，在《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
元载七月丙申”记载，虢国夫人“既未自刎，也未
被俘，而是被县令诛杀”。对比之下，《旧唐书》中
的记载无疑最为血腥。原因何在？书中一针见
血地指出，是传统“女祸”观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旧唐书·杨贵妃传》所记的‘极致’死亡过程，或
许只是史家表达的某种残忍快感，并非事实。而
这种残忍快感，来自对安史之乱祸首之一的虢国
夫人的愤怨。”不同时期的历史文本中留下了不
同的时代印记。

西方史学理论为中国史研究提供了互为参
照的认识工具。在李老师这里被运用得娴熟而
到位。如海登·怀特的后现代史学理论，对本书
的叙事语言就有直接影响。历史不可能复原，

“人们只有通过‘想象’的方式，来使它再现于意
识或话语之中。所以一切历史的再现，都不可避
免地含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李老师将该理论
渗透在写作中，着重分析了历代虢国夫人文本衍
进的特点：“唐至宋是其史形成及细节出现的时
期。元明清时期，则是另一主题——‘淡扫娥眉’
的发展时期……当然，两个时期也并非决然相
隔，其间的文本内容也有若干交叉。”又如对社会
性别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关注妇女的主体性
（subjectivity）、能动性（agency），侧重她们的
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这在虢国夫人的
研究课题中，同样是一个需要更多揭示的重
点”。传统叙事总将虢国夫人当作唐玄宗、杨国
忠等男性主体的注脚，她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完全
被忽视掉了。该书通过大量事例突出展现了虢
国夫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如虢国夫人出行
时“靓装盈里，不施帷帐”，李老师细致地分析了
她冲破“男女有别”的藩篱有意“让别人看”的欲
望，将她在历史文本中隐约呈现出来的主观意志

“纳入复杂、多元的日常生活语境，以期获得‘三
重动态模式’下的妇女生活样貌”。

文本与图像史料相结合

该书涉及的文本史料颇多：唐代18种、五代
3种、宋代12种、金代1种、元代4种、明代2种、
清代7种。李老师对各种史料熟稔的掌控能力
让人叹服。书中，除了以文本作为基础外，还大
量使用图像史料，仅正文部分就有69幅，涉及人
物、衣物、饮食、建筑、出行工具等诸多方面。这
些图像并非只是好看的插图，而是用以研究问题
的证据。其一，《唐木女俑及面部化妆临摹图》、
莫高窟“唐女供养人”等唐代女子画像壁画，可以
展现出唐代女子的精美妆容，与书中“唐朝女子
讲究浓妆艳抹——一如娇艳的牡丹花，这也正是
其时女子雍容华贵之美的体现”相印证。其二，
利用唐李倕墓、贺若氏墓出土佩饰的图像论述唐
代命妇礼服等级的差异，而这些考古实物正是唐
《武德令》和《旧唐书·舆服志》等文献史料记载的
唐代舆服等级制度的有力证据。其三，饮食文物
的图像让我们得以一窥唐人食物、饮食器具的样
貌，如对虢国夫人吃过的“透花糍”进行考证，书中
不仅使用了《说文解字》《云仙杂录》《元和郡县志》
等文本资料，还用到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

出土的唐朝花式糕点作为佐证。在考证虢国夫
人使用的“水精”食器时，她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
唐水晶八曲长杯图做补充说明。其四，书中的

“唐代中上阶层住宅空间格局示意图”“唐住宅模
型”等，清楚地呈现出唐代房屋的中门界限，便于
读者理解古代女性“无故不出中门”的儒家性别
理论。《唐长安城图》的使用，也辅助论证了虢国夫
人抢夺韦嗣立宅的史实。其五，书中的《唐三彩
牛车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唐妇女乘辇图》《宋国
河内郡夫人宋氏出行图》等，不仅直观地展示了
以虢国夫人为代表的唐代贵族女子各种出行工
具，也再现出她们出行时的庞大阵仗和奢华生
活。书中运用的图像史料将文本史料具象化，

“使僵硬文字难以记载的历史场景清晰展现”。

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
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所谓
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体等直接
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
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
总称”。将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合是近年来
学术界的热点，也是该书的亮点之一。在“日常
生活”名下，李老师特别重视“物”的考索，将“衣、
食、住、行”分门别类，独立设章，呈现出活生生、有
质感的历史画面。例如，书中，考证虢国夫人的

“绣罗衣裳照莫春”，估算出一匹罗的价格约可购
买一个成丁男子一年的口粮；考索杜甫《丽人行》
中记载的紫驼之峰、素鳞、八珍三种珍馔和翠釜、
水精盘、犀箸三种食器，展现虢国夫人饮食之豪
奢；通过对虢国夫人在长安城和华清池的五处宅
邸的位置、造价进行考述，李老师认为：“指出杨家
外戚对居住等级的僭越，似并不特别突出……故
所谓的‘僭拟’，更多指向的当是奢靡，即——宅
多且修造奢华，虢国夫人的住宅就是如此等。”对
《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骢马及马鞍、马鞯、障泥等
进行考证，展示出虢国夫人对“靓妆露面，无复障
蔽”的妇女骑马出行时尚的追随……总之，该书
以物质文化为切入点，通过剖析具体的“物”来对
日常生活进行纵深研究，无疑拉近了读者与虢国
夫人的距离，展现了丰富又有活力的历史场景。

综上所述，《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是
一部集传统治学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相结合、文本
史料与图像史料相结合、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相结
合的力作，对推进唐代妇女史的研究大有裨益。

（郭海文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米佳鑫为该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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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白晨

近日，中信出版集团特邀国际科学史学会主
席、《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作者白馥兰，华东师范
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笑宇，伦敦政治
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博士生、《世界文明中的技术》
译者朱峒樾，围绕被誉为现代版“天工开物”，全
球技术史里程碑式作品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
四海一家，跨越千年的对话与交流》一书，共同探
讨技术与文明的相遇和交流。与会学者们深入
探讨回答了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以技术对话
挑战技术转移等问题。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是英国技术史学者阿
诺德·佩西于1991年出版的轻学术著作。三十
年后，另一名在国际科技史学界享誉已久的英国
学者白馥兰受邀与佩西共同对该书进行修订。
修订版将论述拉近到21世纪，并且融入了许多
近年新取得的研究进展。2021年，英文版问世
后，时隔仅一年半中文译本于2023年初问世。

全书按编年史的体例将这些技术发展历程

分为12章，围绕着技术对话、环境制约、工业革
命三个关键概念展开。概述了自公元1000年
起、横跨千年的世界技术发展传播史。本书没
有罗列历史上所有的技术创造，而是选取了如
农业、火器、印刷、电力、铁路等对文明进步起着
至关重要作用的技术进行阐述，探索了发生在
世界不同地区的技术对话。以往，衡量进步的
标准是技术革新的速度、创造产出及利润的提
升效率；当下，技术对环境的影响成了最主要的
问题。因此，本书的最后几章将视角带入更具
现实意义的21世纪，从全球视角讨论包括石油
化工、航空航天和数字化在内的技术发展，提出
需要什么样的新型工业革命来迎接人类世界的
挑战。

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关系

就像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样，《世界文明中
的技术》对技术及其重要范畴采取了相当标准的
唯物主义观点。白馥兰教授认为，技术是物质制
品，是人类为了生产食物、住所、衣服、运输货物、

运送人员、传递信息和思想以及在经济和军事上
相互竞争而发展起来的物质实践。这部作品从
主流技术史的典型角度来考虑技术，可技术并
没有被人们视作一种自主的力量。阿诺德真正
想研究的是嵌入技术和技术选择的社会和文化
机构。所以不是技术驱动历史，而是历史驱动
技术。这本书坚持的核心论点是，不同社会或
文明之间的相遇和交流也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
要推动力。

白馥兰教授指出，人们在技术史上往往低
估了一些东西。过度强调规模化生产和减少劳
动力成本，并将其视为技术进步的标志，是一种
狭隘的观点。相反，世界上大多数社会都有不
同的劳动风格或投资方式，更密集型、更受技能
驱动，非常关注技能本身，反而较少将劳动力作
为一个可衡量的类别。然而，这一点在书中并
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张笑宇研究员则认为技
术发展意味着一种让我们把事情做对的流程，
意味着我们必须热爱真理，并找到一种让它成
为现实的方法。历史的理解方式往往被历史学
家、思想和观点所影响，导致我们对历史的看法
狭隘。我们应该关注历史中那些被忽略的部
分，例如经济和技术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当我们改变视角去看人类文明，去看历史，当我
们关注技术就会发现它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
并书写历史。

以技术对话挑战技术转移

《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是挑战技术转让等固
有等级概念的先驱，该书提出需要从世界历史的
角度来理解技术历史的多重性，将技术的发展
置于“世界文明”的背景之下，展现不同的民族
文化如何影响其接受新技术方式。阿诺德使用
了“技术对话”这个术语来挑战自上而下的“技
术转移”概念，它表明技术传入一地后，通常被调
整以适应当地的需求和条件，也常常引发进一步
的创新。

在阿诺德进行创作的年代，人们还没有认
识到技术转移存在的问题。在西方所谓的先进
社会中，即斥巨资进行技术研究的社会中，会发

明出先进技术。当时，人们以为将在伦敦或波
士顿发明的技术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便可以
帮助技术落后地区改善生活。所以在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人们开始尝试技术转移。
事与愿违的是，当先进的技术转移到技术落后
地区后，却常常收效甚微。大部分人认为如果
将先进的技术转移到非洲，但它在那里不起作
用，那就是当地非洲文化的错，而不认为是“知
识和人工制品可以随处传播”这种固有想法的
问题。在这个过程中，阿诺德通过对非洲供水
领域的观察，发现了其中的逻辑谬误——即技
术的转移需要与实际环境相结合。实际上，在
非洲当地有着一套自身进行水收集、水分配和
水保护的供水系统，他认为这也许不应该完全
被西方的水泵、灌溉系统等所取代，而是需要进
行技术对话，这将有益于这些西方先进技术更
好地转移到非洲社会。

面对“技术对话”的话题，白馥兰教授认为，
“对话”这个词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
对话是平等的交谈，对话理念是双方都有意见，
双方的意见都值得倾听。张笑宇研究员则提
出，如果技术转移可以被视为一种技术“对话”，
那么意味着可以把技术当作一种文化现象。在
理解技术转移时，人们往往会采取两种不同的
心理状态。一种是进化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历
史进步的体现，没有技术进步就是故步自封。
另一种是反殖民主义，认为西方文明总是伴随
着某种殖民主义，但技术是好的，我们需要保留
好的东西，学习西方好的东西，并打败他们。但
这两种状态都不是理解技术与文明之间关系的
正确方式。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越发紧密，技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国相互交流与往来间不断革新。《世界文明
中的技术》这本书，从技术的交流、转移角度，审
视了千年来全球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揭示出技
术如何塑造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世界文明
中的技术》这本书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学习技术
史、更好地认识技术对于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性
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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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技术发展，丈量世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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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本的建构与日常生活的呈现

——关注《世界文明中的技术》新书分享会

叶子婷 章羽
刘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海上凡花：上海工人
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

三位作者关
注当代渐渐成为

“草根社区”的工
人新村的发展现
状。她们带着性
别视角，在 4 年
里访谈了 20 多
位上海市长宁区
某工人新村的基
层妇女，为她们
开展了丰富的文
化活动，包括摄
影工作坊、日记
工作坊等。重点
追踪了三对母女
的生活状态，对

她们开展了长期的口述历史访谈。这本书
纪实与研究并重，以“互动互助”“研之以
情”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研究和分析之外运
用口述史、日记等呈现这些研究对象的生
命轨迹和心路历程，以及研究者自反性的
田野经历。

《艺术：让人
成为人》为一部
人文学通识的百
科全书，被誉为

“伟大的人文学
教科书”。内容
涉及人文学的方
方面面。涵盖的
人文学学科有：
文学、艺术、音
乐、戏剧、舞蹈、
电影等；深入讨
论的人文学主题
有：信仰、幸福、
死亡、道德、自
然 、自 由 和 爱

等。本书结构独特的人文学研究导论，不
仅揭示了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智慧的世界，
还提供了一个条分缕析地回应这个世界的
框架，同时也探讨了批判性思考者借以评
价并反思其所读、所见及所闻的各种策
略。书中文字晓畅明了，配图丰富生动，观
点新颖，视角多元，范例充足，分析独到，整
体内容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可读性极强。

《艺术：让人成为人》

（美）理查德·加纳罗
特尔玛·C.阿特休勒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4月版

《气候文明史》
人类的起源

乃至于文明的孕
育都始于气候变
化，作者从亨廷
顿的问题意识和
兰母的观点出
发，展示了塑造
人类历史的8万
年气候变迁。新
版在 2010 年版
基础上根据近期
新的研究成果更
新了一部分结
论，并更正了一
些错误的说法。
世界进入工业文

明以来频频遭遇特别气候事件、荒漠化加
剧、粮食和能源危机，人类开始意识到我们
不仅需要反思工业文明，还发现我们对气
候的研究和认识都不够充分。中国率先提
出生态文明战略转型，将生态文明理念和
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还提出了具体的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在这部自然科学和
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文明通史中，我们不仅
看到了气候、文明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同时
也看到了人类文明在气候因素的影响下所
表现出来的脆弱与坚韧。在这一背景下，
推出《气候文明史》的新版，不仅契合时代
主题，而且作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写作风
格也会收获一批读者。

（日）田家康 著
范春飚 译
东方出版社
2023年4月版

这 是 一 本
探讨两性关系
与爱欲的哲学
小说。小说形
式新颖，跨越了
虚构和非虚构
的界限，在炽热
的爱情叙事与
零度的哲学纯
思 间 穿 梭 越
行。作者以女
性视角，对爱欲
进行了直白、理
性、深入、细致
的探索，既是一
场对两性关系

的深度审视和追问，也是反思当代婚恋困
境的头脑风暴。

(景杉 整理)

《女人一思考》

陈希米 著
中信出版社
2023年2月版

唐虢国夫人杨氏，曾在史书中留下色彩鲜明的一笔。而真实的她又应当是怎么样的？本书以唐虢国夫人的唐代历

史文本记录，及后世文本对虢国夫人的记载变化为依托，以虢国夫人的生命历程、日常生活为主线，比较全面地描述这一

典型唐代贵族女性的生活状况，从而反映出唐代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后人对唐时期虢国夫人描述变化的历史内核。

——读李志生老师新作《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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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信出版集团特邀《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作者白馥兰、华东师范
大学研究员张笑宇、《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译者朱峒樾，围绕被誉为现代版

“天工开物”，全球技术史里程碑式作品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一书，共同
探讨技术与文明的相遇和交流。与会学者们深入探讨回答了技术与文明
之间的关系、以技术对话挑战技术转移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