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男女都要接受教育

王安石视女性的文学才能为魅力，认
为女性好读书和善于作诗是有才德的表
现。在《王文公文集》中记载了很多王安石
为他人写的墓志铭，其中有很多为女性所
写的铭文，文中不乏王安石对其文采品德
的赞扬。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史称“好学强记”，
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才有王安石的勤奋
好学，成就了王家第二代的繁荣。王安石
也非常重视女性的学识修养，比如他的二
女儿嫁给了蔡卞，王氏从小熟读经书，能写
诗词，表现出很强的“贤内助”作用，不光在
家事上一把抓，在大事上还能给蔡卞提出
让人佩服的建议，但同时又能保持和谐的
夫妻关系。夫妻关系一直很好，这也让王
安石新法的推行得到了更多的政治保障。

这只是士人阶层的女性所能享受到的
宋代“福利”，宋代士人阶层随着文化治国
的国策而迅速扩大，只要读书就能改变命
运进入士人阶层。越来越多的女性也随之
进入士人阶层，她们在宋朝是怎样生活
的？从她们身上能够看到怎样的群体意
识？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系教授铁爱花
的专著《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作者从秩
序、规范和女性的实际生活入手，广泛考察
宋代国家、士人社会、地方乡里以及士人家
庭等对女性的规范，系统解释宋代社会与
士人阶层女性生活的关系。

前文提到了王安石对于女性才德的重
视，而他的“老对手”司马光也认为女子有
必要接受适度的教育，通过对传统礼仪的
学习，使女子了解妇道。“是故女子在家，不
可以不读《孝经》《论语》《诗》及《礼》，略通
大义……至于刺绣华巧，管弦歌诗，皆非女
子所宜习也”，对于传统知识的学习，司马
光虽认为男女都要接受教育，但基于男女
有别、内外有别的认识，女子只需要略通经
典大义即可，女工也仅限于桑麻织造、家务

酒食而已，总体来说是极为保守的。
虽然二人在态度上完全不一样，对于

礼教的认识和才德的价值两人也有不同的
看法；但在一点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女性
一定要读书，一定要提升自己。虽然历史
的局限让宋代女性的提升还是限制于提升
整个士人阶层的品质和辅助男性，但相比
明清时期“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可以
说此时的女性还是有一定自我意识和自主
权的。

丰富多彩的阅读生活

作者在书中专门写到了宋代士人阶层
女性的阅读行为，通过从宋人文集中的抽
样调查，发现这一阶层的女性阅读并不局
限于儒家经典，佛道经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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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种类繁多。
其中佛道经典类书籍是士人阶层女性阅读
最多的一类，而且她们不仅自己阅读佛道
经典，也有人亲自撰写此类图书，甚至招募
工匠刻版印刷。

较之男性士人阶层女性没有科举入仕
的压力，对于图书品类的选择更自由。虽然
一些士人对女性的阅读内容做了规范，但在
实际生活中，士人阶层女性往往能以自己的
喜好选择书籍。这种纯靠爱好驱动的阅
读，能让女性乐在其中，阅读行为往往会持
续终生。比如朝请郎孙庭臣继室施氏，从
小就喜欢读书，不光是通晓六经和孔孟大
意，晚年还能向子孙传授司马光的《家范》，
以身传授给子孙从小就树立了良好的家教。

宋朝崇文抑武的风气，使得民众阅读
的积极性大增，作为士人阶层女性，她们容
易受到父兄长辈在文化方面的熏陶，这也
增加了女性阅读群体的增长。这也成了当
时的普遍现象，比如程颐记载其兄程颢的
女儿程氏，在家庭的熏陶下，虽然没有专门
教她读书，但她在熏陶之下无师自通，获得
了程氏家族的喜爱。

除了文化的熏陶和举国上下的崇文风
尚，宋代经济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兴起，大大
降低了书籍的印刷成本，增加了流通速
度。当时不光有政府的“官刻”和“监刻”书
籍，民间私人刊刻书籍更是盛行。苏轼就
曾说过，他曾和老儒聊天，老儒说自己少年
时，求《史记》《汉书》等书而得不到，后来得到
后，自己不光日夜诵读还抄写副本。但现在
人们互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人人都可以读
到任何经典。面对着如此蓬勃的出版发展，
士人阶层女性往往有能力购买阅读自己想
要看的书籍。作者在书中找寻了大量的笔
记和墓志来佐证当时的阅读风气。

女性阅读的风气与当时社会舆论的支
持分不开，宋代士人在墓志中无一例外地
赞美女性的阅读行为。尤其是重要的意见
领袖和文化泰斗也在公开提倡女性阅读书
籍。在当时的社会中，女性知书达理是士
人阶层的普遍期许，大家重视对子女的教
育，为女性阅读创造了更多的条件。在当
时一些宋人的家庭中，有儿子读不好书，而
女儿聪慧好学的，于是出现了父亲不教儿
子专门教女儿读书的情况。

积极参与社会事务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维中，“女正位乎
内，男正位乎外”，不管是阴阳理论还是社
会秩序，女性都被限定在“内”也就是“私”
的领域中。这种分类试图将女性从社会公
共活动与公共事务中剥离出来，但是在实
际生活中，宋代士人阶层女性始终以不同
方式参与着社会公共领域的活动，发挥着
她们的力量，尤其是赈济等施以善报的活
动尤为凸显。

宋代女性日常的赈济主要针对亲友、
乡里以及社会孤幼群体，从出资出物到亲
力亲为，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活动中。司马
光就曾记载苏轼的母亲程氏：“乡人有急者，
时亦周焉。比其没，家无一年之储。”只要是
乡人有急有难，苏轼的母亲绝不吝啬总是慷

慨相救。这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不
光是救助围绕在身边熟人、乡人，社会的大
灾大难也能看到这些女性的身影。

据统计，宋代各类天灾人祸不断，两宋
前后发生各种灾害总计874次，灾害频繁
之密相当于唐代，而其强度和广度则更甚
于唐代。为了缓解灾情，宋朝政府往往动
员各种社会力量共同赈济灾民，这就给了
士人阶层女性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背景支
持。很多女性因为善举而受到世人褒扬，
尤其在亲族乡里之中，赈济社会的善举还
会使她及她的家庭获得敬重与好评，这种
外在的刺激也使得宋代士人阶层女性有着
很高的社会责任感。

前文说到士人阶层女性最爱读佛教经
典类图书，这大大影响着她们行善布施的
观念。对贫弱群体的怜悯与救助是佛教的
基本道德，宋代不少女性信奉佛教，或者受
到佛教理论的影响。这也让宋代女性对于
社会弱势群体和需要救助的贫弱群体，有
着慈悲和怜悯之心，由心而发地积极行
善。当然，这种善举的形成与整个社会的
风气不无关联，宋代士人阶级女性的善举
不仅与女性慈爱、怜悯等情感特质有关，还
与女性关怀社会的意识有关。从女性行动
与言行中体现的“仁”和“义”正是儒家伦理
教化的重要内容，这种立身处世的道德理
念是整个宋代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通过
社会，通过亲友，通过阅读书籍而传递给女
性，整个社会营造出乐于向善的社会风气。

对于女性文化修养的重视，在宋朝达
到了巅峰，而后世王朝对女性的抑制和歧
视越来越浓厚，也不再有这样自由祥和的
文化氛围了。

（原载《北京晚报》作者为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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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女性如何塑造
宋代士人文化？

给孩子辅导作业的间隙，我看到了她
的文学读物——《青铜葵花》，细细读来，
觉得十分动容。脑海中只有一个词“人
间大爱”；并且，这种爱超越了一切，甚至
苦难。

《青铜葵花》是当代作家曹文轩写的一
部小说，故事讲的是主人公葵花被另一位
主人公青铜一家领养，并和青铜一起长大，
12岁那年两人又不得不分开的故事。他们
都遭遇人生中的大不幸，青铜成了哑巴，葵
花失去父母，两人都很孤独。不仅如此，他
们还遭遇了贫穷、水灾和蝗灾。在充满了
天灾人祸的岁月里，他们乐观地生活着，一

家人互相扶助，渡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
虽然青铜家清贫，但日子过得还好。

在粗茶淡饭的生活中，青铜一家为了抚养
葵花挖空心思，而青铜更是在沉默中无微
不至的照顾葵花。为了葵花上学，青铜放
弃了自己上学的梦想；为了让葵花照一张
相，青铜在寒冷的冬天把自己脚上的芦花
鞋也卖了；为了让葵花在黑夜写作业，青铜
捉萤火虫做南瓜。

青铜和葵花为家做出了许多：葵花为
了给贫穷的家省钱，没有参加学校组织的
照相；一起取来更多的芦苇，想为家里增添
一笔收入；葵花孤身一人跑到江南摘银杏，
为了给奶奶看……

这份浓浓的真爱，是谁也复制不了
的。一个从城市里来的女孩被农村最贫穷
的人家收养了，爱和关怀让她过得比其他
人家都要好得多，好像她就是家里的一份
子。天冷时让她盖家里最暖和的被子；天

热了慈爱的奶奶给她扇扇子……在这个拮
据的家里，朴实的家人还给了一张属于她
的床。葵花无疑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了。

大麦地在经过蝗虫的攻击后，变得死
气沉沉，粮食变得所剩无几。在经过洪水
的侵略后，房子变得面目全非。这样的灾
难对他们来说就是一次次的打击和考验。
而在面对这些考验时，他们去芦苇荡里寻
找芦根来吃，在自己家的小水滩中捕捞鲤
鱼吃。

在作者的笔下，苦难不是生命的意外，
而是生命的常态。青铜和葵花在苦难中学
会了承受，对他们而言，日子过得再苦再
累，心里都幸福而充实，被对方亲如兄妹的
爱感动。

我最喜欢的章节是第四章芦花鞋，为
了凑齐葵花上学的学费，全家人不停地锤
草，不停地搓绳，不停地绕绳，不停地编
织。生活虽然艰辛，但这家人却没有一个

愁眉苦脸的。他们在一起有说有笑，心里
惦记的是眼下的日子，向往着的是以后的
日子，他们的马车虽慢，却也有前方，也有
风景。

《青铜葵花》告诉我们应敢于正视痛
苦，尊敬痛苦。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
的苦难，苦难不可避免，怕的是没有面对苦
难的勇气。

我想我们要像青铜葵花一样，在日常
生活和工作中，要有“千磨万击还坚劲，任
尔东西南北风”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苦难拿
出应对苦难的勇气，以乐观的心态去付出、
去感动。就像用青铜铸造而成的葵花那
样，坚韧又充满希望，这就是人类的精神力
量，面对苦难，永不言败。

采访时间：2月23日

采访地点：香城社区

本期阅读人：谢雨

乐观心态应对苦难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乔叶 著

内容简介：七零后
代表作家乔叶的长篇
突围之作。太行山深
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
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
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
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
出来。人到中年的地
青萍被严重的失眠症
所困，提前退休后从象
城来到宝水村帮朋友
经营民宿。她怀着复
杂的情感深度参与村
庄的具体事务，以鲜明
的主观在场性见证着
新时代背景下乡村丰富而深刻的嬗变，自身的沉疴
也被逐渐治愈，终于在宝水村落地生根。

《宝水》

内容简介：这是一
本奇特的旅行随笔。
六十岁才开始海外旅
行的作者，不谈旅途中
的美景美食和辛苦经
验，从一页页的文字中
跳脱出来的，是她在
旅行中那些心跳加快
的时刻。当她徜徉在
古代文明遗址、浪涛
拍岸的悬崖、清晨阳光
下的乡间墓地、名人故
居、博物馆的时候，仿
佛总有无声的对话在
发生。在作者丰沛的
书写里，生命与死亡是线索，串联了时代、地域、风景、
人物、文化、历史、文学、学术等诸多方面和她自己的
故事。 （本报综合）

《旅行中的生死课》

陆晓娅 著

内容简介：中国社
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么
书仪对父母及自己人
生经历的回顾，记述的
是一户普通人家在20世
纪经历的历史。书中，祖
父辈生活在河北丰润县
农村，克勤克俭经营杂货
铺；父辈带着全家实现
从农村到城市的迁徙：
先是搬到唐山，继而是
天津，最终落脚北平；子
女一辈在1949年之后
天翻地覆的巨变中求
学、工作，实现了从商人
家庭到知识分子家庭的转变。无论时代的风向如何
变幻，这一家人始终诚实地贯彻为人的责任。

《寻常百姓家》

么书仪 著

内容简介：如果说
长城是中华民族坚挺
的脊梁，那么大运河就
是我们民族流动的血
脉。本书蕴含了作者对
运河发展、保护与利用
的阐发与思考，从线性
遗产、活态遗产的专业
视角，以不同层面的运河
景观为逻辑顺序展开叙
述，浑厚大气、娓娓道
来。全书虽专讲大运河，
却有极强的外延性，融
合了厚重的文明大观。

《大运河漂来紫禁城》

单霁翔 著

本报讯 通讯员黄国枫报道：近
日，通山县烟草专卖局召开专题会
议，推进机关人员调查走访市场工
作。

会议回顾总结了去年开展的为期
十五周的机关人员调查走访市场工作
情况，学习讨论了《机关人员调查走访
市场工作规范（试行）》，划分了19名机
关人员的包保片区，主要负责人作动员

讲话。
会议强调, 要提高思想认识，站

位全局看待走访市场工作，严格执行
相关规定，切实下沉市场开展走访调
查；要加强复盘总结，进一步完善走
访规范和走访程序，改进工作方式方
法；要将走访覆盖面、到户率与针对
性、精准性相融合，提升机关人员走
访市场质效。

通山县烟草专卖局推进调查走访市场工作

2月16日，赤壁市烟草专
卖局负责人带队深入易家堤
村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助
力帮扶点乡村振兴。一行人
在田间地头，询问村民春耕开
展情况，查看葡萄园种植情
况，并和村委干部进行座谈，
共商主渠道抗旱改造等工作，
确保村民旱涝保收，增加村民
农业收入。

通讯员 魏建军 摄

赤壁市烟草专卖局开展“新春走基层”活动

金叶风金叶风
咸宁市烟草专卖局主办

本报讯 通讯员刘良铧报道：近
日，通城县烟草专卖局“望闻问切”四
步走访市场，持续推动营销工作上水
平。

走街入巷“望”实情。深入客户店
铺、街头巷尾，开展主题明确的市场走
访，全面摸排市场动销和需求，维护好
市场供需关系。

排忧解难“闻”呼声。积极组织诚
信互助小组会议，倾听客户意见建议，
现场解答投放策略、档位评定等问题，
有针对性开展重点拜访和服务指导。

寻根溯源“问”价格。密切跟踪卷
烟市场状态，全力推进“大走访、大调
查”专项活动，多方式了解不同价位卷
烟的市场价格，为下一步精准调控市
场做好数据参考。

聚焦主责“切”症结。织密市场防
控网，对辖区重点区域、重点客户加大
走访检查频次，盯紧异常信息，深化四
员协作，不断突出对市场异动的精准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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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魏晔、刘智利报道：春节过后，
在崇阳县青山镇吴城村隽青家庭农场，各类蔬菜长
势良好，生机盎然，田间地头到处是一派人勤春来
早、农事催人忙的景象。

据了解，农场负责人程艳是一名返乡创业大学
生，她成立隽青农场，脱下高跟鞋，扎进泥土带着乡
亲种田。截止到2022年，农场已流转2000多亩田
地，主要种植水稻和瓜果蔬菜等，还试种了香蕉。
全年共丰收了200多吨香米、6万斤油菜籽等，建设
了农产品精深加工厂，年销售收入超过1000万
元。农场种植的应季蔬菜，除了销往县城的菜场、
商超外，隽青家庭农场的农产品还成功进驻各大商
超，远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

“农村与城市需要有一个连接，我就扮演了连
接者的角色。”程艳说，“而税务部门的助力，让我这
个‘连接者’拥有很大的合力。税费优惠不仅大大
减轻了企业负担、推动农产品企业走质量兴农之
路，还给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据悉，作为
农业企业，农场去年已享受增值税减免2万余元，
有了‘走出去’的强大动力。

将“绿色”绘成“底色”，让“特色”成为“亮色”。
得益于优越的自然地理气候，隽青家庭农场深深根
植于青山绿水之间。近年来，为支持当地优质绿色
农业发展，崇阳县税务局及时梳理农业生产、流通、
零售等环节的税收优惠政策，以税惠红利“精准滴
灌”，激活发展新引擎。

税惠“及时雨”润泽家庭农场特色产业

2 月 17 日，咸宁市生态环
境局赤壁市分局联合当地公安
交警、交通部门开展柴油货车
污染路检路査联合执法行动。

现场抽检了 15 辆柴油货
车的尾气排放情况，均未出现

超标现象。
据了解，此次行动目的是

防止黑烟车上路行驶、柴油货
车超标排放等违法行为，不断
提 升 我 市 环 境 空 气 质 量 。

（通讯员 明聪 摄）

赤壁开展柴油货车污染路检路査

宋朝开国者虽是武将，却非常重视文教，以文治国成为宋代一朝的定国之策。在时代需求和统治
者的倡导下，宋代儒学逐渐复兴和发展，士人阶层也随之壮大。

士人们承担着构建理想社会秩序的使命，在性别层面，宋代士人不仅始终履行着美风俗、厚人
伦的教化使命，而且成为儒家伦理规范的传播者。比如王安石认为“礼”不是一成不变的，要结合当
下的实际社会情况给予一定变化。他肯定儒家传统的“礼”，但又重新诠释了“礼”的现代意义，认为
礼教不应是束缚的，要能看见个体的情感，女性也是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