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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不识张伯驹为人不识张伯驹 踏遍故宫也枉然踏遍故宫也枉然

■林颐

《圣经·创世纪》说，上帝按
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然
后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
这段叙述隐含了一层寓意：女
人的存在倚靠于男人。

恩格斯在《家庭、所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里揭示：一夫一妻
制家庭产生的目的，是为了保
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男性
统治是在有财产的男子与无财
产的妇女间阶级分裂的结果。
婚姻决不是个人性爱的结果，
而是权衡利害的机制。

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女人
在婚姻里都是从属。古希腊时
期，同性是真爱，而妻子只是生
育的机器；古罗马时期，无论是
恺撒、庞培还是屋大维，联姻都
是缔结同盟的有效方式。希腊
与罗马的遗产，结合基督教会
的发展，形成了欧洲的婚姻价
值观。贵族、王室婚姻首先要
考虑对方的门第和血统，妻子
的身份代表了她背后的亲族力
量，而女子带来的嫁妆常常是
男人能获得的最大一笔进项。
即使是平民，男人也首先关注
经济利益：娶这个女人能不能
帮我一起干活？她能生孩子
吗？结这门亲家对我有没有好
处？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悄悄侵蚀古老的婚姻观念。18
世纪，法国人“发明”了爱情。
浪漫骑士之爱其实是精神的出
轨。社会开始鼓励在个人感情
的基础上选择自己的配偶。自
由选择和为爱情而结婚，逐渐
成为大众认可的婚姻原则。到
19世纪，人们开始接受“丈夫养
家、妻子持家”的婚姻观，但因
为经济条件的限制，直到20世
纪中叶，西欧和北美的多数家
庭才能实现这个目标。

为了经济、政治利益而结
婚的这套体系，实际上并非欧
洲的专利，它在世界各地盛行
了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同样充
斥类似的现象，所谓三从四德、
门当户对，甚至缠脚陋俗，概莫
如此。《海蒂性学报告》里有一
段话：“在传统的婚姻模式中，
女人必须为丈夫和孩子提供稳
定的基础，让他们外出顺利，但
女人本身的生活空间和时间却
受到了很大限制，对传统女性
来说，婚姻并不是她的后援，而
是她的人生。”婚姻曾经是女人
的唯一事业，但显然已经不是

当代女性想要的全部生活。但
是，历史构建了人们的经验、约
束和期望。传统的婚恋观念即
便裂痕累累，依然有着裹挟前
进的余威，新旧观念的碰撞，造
成失范的痛苦与焦虑。不过，
新的未必就是好的，尤其是新
道德实验往往会反而验证了旧
道德的凝聚力。

这些重新审视女人在家庭
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关于婚
姻发展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这
段研究，记载于玛丽莲·亚龙的
代表作品《太太的历史》。本书
主要考察欧美婚姻史，但达成
的是普遍性的共识。特别是近
现代以后的中国，五四运动的
启蒙，大众文化的流行，都受到
西方的深刻影响。

女人们肯定会思考：如果
无关爱情，无关终身厮守，为什
么还要结婚？如果不需要对男
人有经济依赖，为何还要勉强
自己委曲求全，为了家庭做出
牺牲呢？西方在经历了20世纪
中期的性解放高潮之后，重新
开始寻觅传统式家庭的价值。
亚龙在她最新的考察中就发
现，美国大多数女性仍然愿意
进入婚姻，渴望建立被社会认
可的、有制度保障的夫妻关
系。婚姻的社会功能和内在动
力发生了改变，但它依然是至
今为止人们最愿意安放身心的
栖居之地。女人恐婚，害怕的
不是婚姻，而是附加其上的枷
锁。“不管是妻子、配偶、伙伴、
伴侣或情人，无不渴望得到另
一半的承诺，共享一种深刻的
关系。”如何实现婚姻的公平性
和灵活性，这才是亚龙所说的

“迈向新妻子”的关键。

《太太的历史》玛丽莲·亚龙著

今年11月12日，是辛亥革命
的先行者、组织者和指挥者孙中山
先生诞辰150周年。孙中山姓孙
名文，他不仅名字跟文化有关，而
且还写得一手好书法，不仅内容有
激励人们前进的正能量，而且其字
迹苍劲有力，大气朴实，诸如“博
爱”、“天下为公”、“立志是读书人
最要紧的一件事”、“努力向学 尉
为国用”和“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
需努力”等书法作品，至今仍被收
藏界视为珍品。

孙中山结交了很多文化界的
朋友，在孙中山结交的一批革命志
士中，其中有多位是浙江文化界
的，他们之间往来，留下不少朋友
佳话。

孙中山劝说蔡元培当北
大校长

蔡元培，1868年 1月 11日出
生在今绍兴市越城区一个比较富
裕的家庭。他家在当地称得上一
个名门望族，他从小就受到了良好
的教育。1871年4岁的蔡元培就
入私塾读书，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
藏书楼校书，得以博览群书。
1884年在绍兴考取秀才，1889年
到杭州经乡试中了举人，1890年
赴京城会试被录为贡生。1892
年，25岁的蔡元培经殿试进士及
弟，被钦定为翰林院庶吉士，其殿
试策论成绩为二甲三十四名，内容
是《西藏的地理位置》。光绪帝师
翁同和称赞他是“年少通经、文极
古藻”。1894年春，蔡元培应散官
试，被授职翰林院编修。

这样一位清朝遗老，却在那样
的年代与孙中山结下了深厚的革
命友谊。

1902 年 7 月，蔡元培游学日
本，与孙中山结识。1905 年 10
月，孙中山签发委任书，吸收蔡元
培为同盟会员，并正式任命蔡元培
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

众所周知，蔡元培曾三度担任
北京大学校长达12年时间，为国
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开创北大新
的学风，更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开端立了大功，但人们却很少知
道，蔡元培进入北大当校长与孙中
山的劝说是分不开的。

1916年，蔡元培被推荐担任北
大校长时，同盟会的许多老盟员纷
纷劝说蔡元培不要去就职，因为当
时北大学术腐败不堪，弄不好就会
让他声名狼藉。蔡元培犹豫不决
之际，孙中山给蔡元培指点迷津：

“我北方正需要传播革命思想，像

您这样的老同志，更应当去帝国思
想与官僚习气笼罩下的北京，主持
带有全国性的学府，可以培养一批
进步学生，同时开辟新的学术道
路。”

孙中山的远见卓识，打开了蔡
元培的心结，他终于下定决心前往
北大就职，担当起了整顿北大学风
的重任。

孙中山与蔡元培之间的友谊
用“君子之交淡如水”形容恰如其
分，但蔡元培却用一生在实践和坚
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章炳麟是“中华民国”国
号的发源者

章炳麟也称章太炎，1869年1
月 12日生于余杭仓前，系清末民
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朴学
又称考据学——编者注）、国学大
师，研究范围涉及教育、历史、哲
学、政治、佛学、医学等等，著述甚
丰。

章炳麟在投身革命之前，师从
朴学大师俞樾等学者，是中国近代
民族文化的开拓者之一。面对满
清政府对内腐败无能、对外丧权辱
国，中华民族出现严重危机之时，
他毅然走出书斋，参加革命。
1903年，他在《苏报》上发表《驳康
有为论革命书》，针锋相对地指出
了：“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
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同时又为
邹容《革命军》作序，因为其内容主
张推翻满清政府，遂发生震惊中外
的“苏报案”，被捕入狱。

1906 年出狱后，章炳麟前往
日本，在东京与孙中山见面后，他
对孙中山非常敬慕，大有相见恨晚
之感。而孙中山对章炳麟参加革
命的举动也很敬佩，把章炳麟当作
亲密战友。在孙中山的举荐下，章
炳麟参加了同盟会，继任同盟会机
关报《民报》主笔，主持《民报》与
《新民丛报》的论战。此期间，章炳
麟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
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
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
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
民国”国号的发源者。

章炳麟曾担任过孙中山总理
府枢密顾问一职，他俩经常会面，
共同商讨革命大计，其中孙中山设
想的开国典制，就多次与章炳麟商
量。他们还一起讨论了革命胜利
后土地和赋税制度改革、开国后建
都等问题。章炳麟还根据孙中山
的设想，制定了一个平均地权的具
体方案。在孙中山的启迪下，章炳

麟也进一步清算了自己改良主义
的思想，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
终于以一个坚定无畏的革命者的
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俩尽
管在章任《民报》主编期间也有过
不和的情况，但其政治主张基本一
致，关系始终非常密切，尤其在革
命的紧要关头，他俩始终站在一
起，为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同谋匡
济、竭诚相待，对中国近代史的进
程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1925年 3月 12日，孙中山因
患肝癌在北京去世后，章炳麟心情
万分悲痛，挥泪撰写了《祭孙公
文》，对孙中山一生作了公正和高
度的评价，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
革命情谊，他们之间的友谊已成为
千秋佳话。

孙中山与秋瑾女侠情谊深厚

秋瑾祖籍绍兴，自幼习文练
武，才貌双全。在一般人的心目
中，以为秋瑾只是位革命者，其实
秋瑾也是位有影响的女诗人。在
日本，孙中山与秋瑾先后见过两次
面，彼此革命心意相通。秋瑾加入
同盟会时，曾作了《赠小淑三迭韵》
一诗，有“中山琼树长新芽，绣塌初
停徐月华”的佳句，她把同盟会比
喻成为“中山琼树”，把吸收新会员
比成“长新芽”，反映了她对孙中山
的热爱与尊敬，对革命前途的必胜
信心。

孙中山则把女革命家秋瑾称
作为“闻风而起，当仁不让，独树一
帜以建议者”中的“最著者”之一。
秋瑾从日本留学回国之际，孙中山
委托秋瑾回国挑起同盟会浙江主
盟人重任。

秋瑾回国便创办了《中国女
报》，后接替徐锡麟出任大通学堂督
办。徐锡麟为打开安徽的局面前去
安庆组织起义，秋瑾机智地聘请知
府贵福担任学堂的名誉董事，暗中
购置武器，组织武装，同光复会骨干
王金发等人联络各地会党，准备配
合徐锡麟在浙皖两省同时举行起
义。此时，徐锡麟在安庆刺杀了巡
抚恩铭，不幸壮烈牺牲。浙江官府
接到密电，立即下令捉拿同党秋
瑾。秋瑾面对危局，拒绝撤离，决心
一死以醒国人。被捕后，贵福百般
逼供，秋瑾威武不屈，挥笔在供词上
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神
色自若地在轩亭口就义。

噩耗传至日本，孙中山甚为悲
伤，他对同为浙江籍的邵力子和陈
其美两人说：“秋侠虽已捐躯，火种
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同志。”

1912年 12月 9日，孙中山先
生视察浙江，特地到杭州祭吊秋瑾
烈士墓，然后挥毫为秋瑾烈士题写
了：“鉴湖女侠千古，巾帼英雄”。
同时，手撰楹联一幅，曰“江户矢丹
忱，多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
愧我今招侠女魂。”

1916年 8月 17日，孙中山又
携夫人宋庆龄一行，再度来到杭州
西子湖畔孤山南侧秋瑾墓前，深切
悼念“鉴湖女侠”秋瑾。孙中山沉
痛地说：“光复以前，浙人首先入同
盟会者秋女士也。女士不再生，而

‘秋雨秋风愁煞人’之句，则传诵不
忘。今日又风雨凄凄，得勿犹有令
人愁煞者，抑亦秋女士自灵爽未昧
耶？”充分说明了孙中山和秋瑾非
常一致的思想观点和十分深厚的
情谊。

孙中山的孙中山的
浙江文化界朋友浙江文化界朋友

孙中山的革命口号

女人恐婚女人恐婚，，
或许是历史的错或许是历史的错

——读《太太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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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法国人“发明”了爱情。浪漫骑士之爱其实是精神
的出轨。图为资料照片。

○徐忠友

基层在线

11月23日，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
电公司对金清镇泗水村 2条 10千伏
线路进行维护整改，合理分配用电负
荷，为村民“温暖”过冬保驾护航，同
时也为迎峰度冬做好各项保障工作。

据了解，该村铝压铸产业发达，
冬季用电量增加，另一方面随着天气
转冷，农村居民用电取暖逐渐增多，
家庭用电设施老化和村民安全用电
常识缺乏等问题带来较大安全隐
患。为保障全区农村居民安全用电，
路桥公司在各个供电所成立安全用
电服务队，深入辖区开展冬季安全用
电排查，对需要整改线路及时整改，
切实加强农网管理，加大农网日常巡
护力度。同时，服务队员向村民发放
安全用电宣传单、宣传画，详细讲解

冬季家电设备安全使用方法、用电故
障处理和防人身触电急救等知识，重
点提醒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增强安
全用电意识，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与此同时，针对当前农村建房、
浇地等临时用电申请增多的情况，路
桥公司积极采取多项措施从源头规
范临时用电管理。充分利用村委宣
传栏、现场服务宣传活动，告知农村
客户，临时用电应到供电所办理临时
用电手续，提醒客户做好临时用电安
全工作。

截至目前，路桥公司各服务队共
走访75个村，帮助村民及时消除各类
安全用电隐患，发放宣传单 3000 多
份，实实在在让农村居民用上安全
电、放心电。 曹笑笑

路桥供电：农网排查 安全过冬

日前，上海市旅游企业考察团来江山考察旅游业
发展情况，江山市委常委、副市长楼健陪同。

楼健在致辞中说，上海是江山旅游的主要目标市
场。近年来，江山市十分重视上海旅游市场的宣传开
发，通过逐年加大旅游市场宣传力度，特别是在上海
市旅游界各位领导、老总的大力支持下，从上海来江
山的游客量逐年增加。此次上海市旅游企业负责人
来江考察，机会十分难得，希望该市旅游企业珍惜机
遇，紧密对接，创造商机，实现共赢。

考察团听取了江山市旅游局所作的江山旅游项
目专题推介，并前往江郎山、清漾村、戴笠秘宅、廿八
都古镇、耕读村等地考察。考察团表示，江山山清水
秀，自然景观独特，人文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尤
其是乡村休闲旅游观光项目颇具特色。希望双方开
展更多的考察互动活动，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两
地旅游经济发展。

近日，永
康市公路管理
部门组织养护
工，为早日消
除路面错台板
块 的 跳 车 现
象，提高路面
平整度，正开
足马力对错台
板块进行铣刨
施工。林加强

永康：路面铣刨消错台 上海旅游企业走进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