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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览各机构推出的2022

年图书推荐榜单，不难发现“女

性”是本年度的热门主题。笔

者以年末各家文学机构、出版

行业推出的图书榜单为观察对

象，对上榜的非虚构类女性图

书进行梳理，发现其类别多样，

可细分为发现女性自我、关注

特殊群体、书写女性历史、探索

多样社会四大主题。应当指出

在女性图书的出版热潮之下，

文学写作者与文学机构还应做

长远考虑，避免主题的逼仄，向

外延伸、向下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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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膨胀，同

时士人阶层女性群

体的数量也随之扩大。《宋代士人阶层的

女性》一书，首次明确“宋代士人阶层女

性”的概念，从多角度、多层面透视宋代社

会秩序、规范与士人阶层女性生活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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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爱花

从唐到宋，中国社会发生了若干变化，其中一个重要方
面即宋代打破门第观念，士人阶层的队伍空前膨胀，同时与
之相应的是，士人阶层女性群体的数量也随之扩大。本书
名为《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首次明确界定“宋代士人阶层
女性”的概念，将研究范围限定在士人阶层女性群体，从秩
序、规范与女性的实际生活入手，广泛考察当时社会国家、
士人、地方乡里以及家庭等对女性的规范，系统研究宋代士
人阶层女性的生活实然，从多角度、多层面透视宋代社会秩
序、规范与士人阶层女性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更为深入与
客观地认识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生存境遇与生活实然。

多层面考察宋代社会的性别文化

早在21世纪初，研究者即呼吁，中国妇女史研究要发
展，需要“从理论上努力进行探索……否则就很难说是一种
有深度的研究”（李伯重《问题与希望：有感于中国妇女史研
究现状》，《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第154页），笔者认同
此说。本书分上、下两篇撰写。上篇“秩序规范篇”，主要从
制度理论与文化深层，考察宋代社会如何从阴阳学说、国家
制度、士人社会、地方乡里、士人家庭等层面，建构宋儒理想
的社会性别秩序。

本书深入发掘正史、政书、儒家经典、法典、家训、墓志、碑
刻、文集、笔记、方志、儒家经典、出土文献等资料，考察造成宋
代士人阶层女性不利处境的深层性别文化因素及其历史成
因。如在规范性别秩序的过程中，阴阳学说成为宋儒凭借的
主要理论依据。阴阳与性别本无联系，以《周易》为例，其古本
原是经传分开的，《易经》中并无阴阳辞句，战国时成书的《易
传》将阴阳与人事相关联，使阴阳尊卑的思想初露端倪。汉儒
进一步以阴阳学说阐释性别伦常秩序，奠定了汉代乃至古代
中国男女不平等的思想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礼法
松弛，以阴阳学说诠释性别秩序的言论不甚普遍。宋代儒学
复兴，以阴阳学说重解儒家经典成为宋儒建构社会秩序的理
论依据，从根本上影响了宋代社会的性别秩序格局。

宋代国家通过法律与旌表制度规范性别秩序。如从法
律对性越轨行为的规范来看，与唐代相比，宋代重视对强奸
的管制，增加了犯奸未遂、强奸幼女的罪行，保障了女性作
为非婚生子女母亲的权益，宋代法律较为重视妻子的权益，
女性人身权益有所伸张，有趋向进步与合理的一面。宋代
国家旌表制度呈现出多元的特色，对女性的旌表不限于孝
行显著和节烈妇女，对那些为地方或国家作出贡献的女性，
同样会予以旌表，这为女性生活的多元提供了制度支持。

社会舆论对宋代性别秩序产生特定影响。如宋代士人社
会的舆论有多元包容的特色。士人在肯定女性柔顺、孝恭勤
俭、宽容不妒等美德的同时，对处事果断刚毅，有能力和责任意
识的女性给予高度认可。对那些为国家民族忠义不屈的女性，
士人往往予以更高赞誉。在宋代乡评中，女德妇道兼备的女性
多会获得乡闾好评，乡闾对那些有能力、有见识、惠及乡里、内
外兼顾的女性，通常给予更多褒扬。宋代士人舆论与乡评的多
元价值评判体系，为女性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舆论空间，而士人
阶层女性活动本身，也影响了宋代社会多元舆论的形成。

宋代闺门庭训对士人阶层女性产生的影响同样不容忽
视。在宋代士人家庭中，典范女性成为其他女性学习的楷
模，具有较强教化作用。女德妇道兼备的女性通常会获得
亲族的敬重与称颂。在宋代士人家法的作用下，儒家伦理
转化为士人家庭的治家理念，为宋代国家礼法向民间社会
渗透提供了途径。

多角度透视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实际生活

本书下篇为“女性生活篇”。由于女性自身以及家庭、社会等因素，宋
代社会秩序与规范对士人阶层女性的影响较为有限，士人阶层女性的实际生活，往往超
越了宋代理想秩序与规范的期许，呈现出丰富多元的面貌。如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公
共领域活动、阅读活动、休闲活动以及夫妻关系等，都是以往研究中涉及较少或尚处空
白的内容，本书有针对性地就上述领域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考察，力图尽可能真实地再现
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实际生活面貌。

在日常生活中，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往往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公共公领域的活
动。如从事赈济活动是女性与外界沟通，拓展自身生活空间的一种途径。士人阶层女
性因其特殊的身份属性，大多有能力从事赈济活动，而作为妻子或母亲，她们通常也能
劝说丈夫或儿子参与社会赈济事业。在从事赈济活动的过程中，女性加强了自身与外
部世界的联系，获得一定的荣誉感与满足感。

对簿公堂的诉讼活动，也是宋代士人阶层女性在公共领域活动的内容。此类诉讼
活动主要集中在立嗣、财产、公务以及性问题等方面，其目的在于维护自身、家人甚至国
家的利益。在日常生活中，女性还常常以“内助”或“母亲”的身份，参与丈夫或儿子的事
业，为自己介入公共公领域的活动提供了途径。

阅读活动是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重要文化生活，其阅读内容广泛，涵盖佛道经典、
儒家经典、史书、诗词文、女教典籍、音乐、家训、天文历算、医药数术、诸子百家、方技小
说等。她们通过阅读学习知识，并以多种方式作用于社会，对于提高国民素质，传承文
明均有积极意义。

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休闲生活丰富多彩，既有走出户外的短时间、近距离览胜游
逛，又有离开家乡的远距离、长时程旅途游赏；既有家庭中的亲友聚会与唱和，又有以参
神拜佛为由的集会游赏之乐。休闲活动丰富了士人阶层女性的精神生活，也为她们提
供了相对自由广阔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女性对于内外空间区隔的超越与突破。

宋代士人阶层的夫妻关系多元而复杂，夫主妇从型、伙伴型、冲突型是主要的夫妻
关系类型。在宋代士人家庭中，妻妾关系模式大体可以分为和平相处型与矛盾斗争型
两类。妾的家庭地位是远低于妻的。从表面看来，妻妾矛盾源于家庭内部情感以及利
益分配的不均，但从本质来看，实则源于纳妾制的不合理，故而根深蒂固，无法消除。

总之，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生存境遇既是历史、时代的产物，也是女性自身作用的
结果。宋代社会文化规范与形塑着士人阶层女性，士人阶层女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并缔造着宋代社会文化，二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共生的关系。本书通过多途径深入发掘，
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妇女史研究的空间。我们相信，随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未来此
方面的研究还会不断深入。

（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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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女性议题的末梢延伸与兼容
——2022年度图书榜单非虚构类女性图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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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浩宇

观览各机构推出的2022年图书推荐榜单，不
难发现“女性”是本年度的热门主题，其中非虚构作
品备受关注。这或许是因为非虚构强调文学的真
实性、现实性与公共性，对社会问题往往有着更迅
疾、直接的反映，满足了读者当下的阅读欲望，因此
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

笔者将以年末各家文学机构、出版行业推出的
图书榜单为观察对象，对上榜的非虚构类女性图书
进行梳理。2022年非虚构女性图书类别多样，可
细分为发现女性自我、关注特殊群体、书写女性历
史、探索多样社会四大主题。

发现女性自我，关照特殊群体

关注两性差异、反映女性生存困境，帮助女性
更好地进行自我选择的女性科普类图书在近年受
到持续关注，对于女性主义这门学科尚感陌生的读
者，这类入门读物是很好的选择。

微信读书作为国内最主流的电子阅读平台，
“2022微信读书年度榜单”一改往常的分类排名，
选择聚焦2022年每月新闻大事件，对症下药，开出
书单，其中大量女性主义著作上榜。比如，《身体由
我》是一本女性健康科普图书，作者希拉·德利兹既
是一位权威的妇科专家，同时也是女性的好闺蜜，
在书中她以轻松的交流方式普及妇科知识、介绍临
床病症，带领女性冲破禁忌与成见，帮助她们积极
大方地探索身体、建立自信，这本书同时也位列“豆
瓣2022年度科学新知图书”榜首，足见在读者群体
中产生的影响。《看不见的女性》则从职场、设计、医
疗、公共生活等方面入手，利用海量事例说明在总
体上女性数据存在缺口，揭示出女性在社会中被忽
略的事实。相较于《身体由我》，《看不见的女性》更
加严肃，但同样值得关注。

让那些不被看见、不受重视的女性发出声音
是女性图书的重要职责。今年就有聚焦年龄焦
虑，关注老年女性群体的图书上榜。“文艺批评
2022年度文学作品”书单邀请来自学院、作协和文
学刊物的批评家推荐年度好书，兼顾了不同的文
学视野，信息渠道也得以丰富。在这份书单里，
《暮色将尽》得到了批评家们的一致好评，这是89
岁英国传奇女编辑黛安娜·阿西尔漫谈老年独身
生活的随笔集，它不仅在“豆瓣2022年度外国文
学（非小说类）”位列榜首，还上榜凤凰网读书年度
书单，是许多学者、编辑的力荐好书。此外，上榜

“理想国2022年度书单”的《日日杂记》是日本散
文家武田百合子的随笔，记叙了母女相伴日常，也
回顾了自己一生中的为人、育儿哲学，在平淡笃定
的文字之下，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智慧、慈祥的女性
长者形象。

家庭中的母亲也是2022年非虚构女性图书榜
单关注的对象。“持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作为
一份专注女性文学的图书榜单，在年度好书推荐中
为我们展现了一份较为全面的女性图书阅读指南：
《成为母亲的选择》通过采访23位已为人母的女
性，追溯她们在生育前后生活与心理的转变与矛

盾，希望给予女性更自由的选择；此外，还有《让火
箭起飞的女孩》等书聚焦特殊职业女性，关注女性
情谊问题，为我们认识更真实的女性境况提供了丰
富例证。

探索别样世界，寻获无限可能

各行各业都有女性身影在勇往直前，为后人留
下一道道可供参考的行迹。对女性个体故事的讲

述、女性人物传记、女性历史书写是近年女性图书
的又一热门主题。上榜“中华读书报2022年度十
大好书”的《智性与激情》援引苏珊·桑塔格离世后
开放的大量档案，将其人生事件与文艺批评、政治
见解置于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展现这个雄心勃
勃的知识分子一生的智性之旅。

上榜“凤凰网读书2022年度推荐图书”的《一
百年，许多人，许多事》是著名翻译家杨苡的口述自
传，通过回眸人生百年，她不仅为我们展现了五四
一代知识女性的青春之歌，也通过真实细节还原了
沧桑巨变的共和国历史。在榜单之外，书写“40后”
一代家族变迁与心灵成长的《寻常百姓家》、诗性写
作艾米莉·狄金森传奇人生的《我居于无限可能》等
传记作品都值得我们关注。

除了书写女性个人生命经验，倾听时代声音、
探索多样社会议题的女性图书在近年来也不少
见。上榜“豆瓣2022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榜单”的
《贫穷的质感》是作家王梆观察英国政治、民生和文
化后，融入个人经验和体悟的纪实笔记，贫富分化、
移民问题、乡村遭遇的垄断资本主义危机等社会议
题都在王梆的笔下有感染力地呈现出来。

对另外一部分世界的观察往往能使我们认清
自己，同样上榜社会纪实类年度榜单的《中亚行纪》
是青年人类学家埃丽卡·法兰特从里海之滨的土库
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向东穿过乌兹别克斯坦、塔
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旅行记录，在深刻的风
土人情的观察背后，作家特别关注每个国家女性生
存现状。正是这样独特的女性视角赋予了这本游
记不一样的历史厚重感。

出版热潮之下，“出圈”仍是难题

总体而言，各家书单上女性图书的数量较往
年略有增长。值得指出的是，在“2022豆瓣年度图
书榜单”中，十本书里有七本书都与女性议题相
关，而在过去的两年中只有两本书登上过这个年
度榜单。

在这七本书中，《如雪如山》在女性日常生活和
细碎记忆中提炼出一部女性成长史，八旬奶奶杨本
芬的《我本芬芳》讲述了中国式的婚姻故事，《漫长
的余生》以一位北魏宫女的墓志铭映照出一个王朝
的更迭……

遗憾的是，虽然女性图书在近年掀起了一股出
版热潮，但现象级的图书多为国外翻译类。将豆瓣
图书、文学报年度好书榜以及各出版社推出的年度
榜单与抖音、kindle、京东、当当等下游机构的新书
热卖榜对比不难发现，国内女性文学虽不乏质量极
高的作品，却往往呈现出“叫好不叫座”的现象。究
其原因，那些出圈的作品不仅从婚育、职场、暮年生
存等多方面研究女性处境，凭借对话、问答、书信等
多样呈现形式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同时，作者积极
在舆论中心发表意见，在年轻一代的读者中尤其具
有影响力。

相比之下，国内女性文学对社会热点的触及还
不够敏锐，缺乏向外延伸、向下兼容的眼光与勇气，
写作的内容与题材也常囿于“学院派”的逻辑，自
然，批评和出版界对女性文学的过度冷淡、缺乏关
注或不加评判、一拥而上的两种极端乱象都是值得
反思的。此外，通过对比微信读书年度图书的阅读
数据也可发现，女性图书看似成为阅读主流，但其
出版与评价仍是圈内人的狂欢，阅读人数远不及年
度小说《长安的荔枝》与年度财经图书《纳瓦尔宝
典》，缺少更广大读者群体的认可。

应当指出，正是由于文学出版行业、批评家和
读者的共同努力，女性文学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
女性生存处境也因此得到极大改善。但在这股热
潮之下，文学写作者与文学机构还应做长远考虑，
避免主题的逼仄，反映女性更真实的处境，关注女
性群体内部的差异性，使得女性文学连同女性生存
迎来更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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