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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代女性节烈问题向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揭示明

代女性节烈的问题，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明史·列女传》中，明末

崇祯朝女性的守节死烈事迹进行整理，并统计及归纳出崇祯时期之列女人数。此

外，笔者亦将总结其列女之类型和死因、死法之特征，以此来分析崇祯时期女性

守节死烈之贞节表现。首先，通过对《明史·列女传》中列女事迹的整理，略谈

明代贞节观念之背景。然后，对传中崇祯时期之列女事迹进行梳理。崇祯时期社

会之动荡，无疑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推入了暴乱的漩涡，受到强者的侮辱甚至

肆虐。最后，本文将揭示明末崇祯朝女性节烈观念的现象及其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明史·列女传》、崇祯朝、贞节、节烈、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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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历来学者对于各朝代〈列女传〉之研究成果不断地涌现，这是由于通过对

正史中的〈列女传〉进行深入地探讨与剖析可以更准确地根据史书中所载的史

实资料了解到当代社会背景与女性生活境况之间的紧要关系。因此，想要充分

地了解明朝的女性，无论是有关生活境况亦或是她们内在的思想情感，乃至于

对她们自身的价值探讨，以记载明代女性的史册即《明史·列女传》作出解析

和研究是必不可缺的一环。

清朝明史馆官修，张廷玉等主撰的《明史》，全书共三百三十二卷，即本

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它记载了起自明太祖

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1644）的明朝历史。而

其中，《明史·列女传》正是《明史》人物传记组成的重要部分之一，它记载

了明代节妇、烈女贞节死烈的事迹，表面上不仅能够看出女性刚烈的贞节个性，

然而通过深入观察却也可见其与当下时代背景之间的密切联系。

《明史·列女传》记载了 285 位列女（不包括一整组牺牲）的事迹，其守

贞方式、时期、地区分布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都呈现出不同之处。正是通

过观察这些不同之处，笔者发现列女所在的时期多为崇祯时期，而崇祯时期是

大明王朝最后一段历史，这时期社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故此，本文主要基

于《明史·列女传》中崇祯时期的列女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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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学术界不断地深化关于明代女性的各方面研究，而研究焦点多着重于探讨

明代女性贞节观念上的源由与转变。明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崇尚贞节，加上当

时理学风气兴盛，继宋元以后理学家更讲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宋］程颢、程颐，2000：356）作为高尚的贞节指南，促使明廷制定了前朝

所未有的一套旌表奖励制度，此后明代社会上便涌现了许多节妇列女。由此可

见，学者关注到明代女性的贞节观念是受到了社会风气以及政治制度的影响。

然而，通过深入研究《明史·列女传》中的守贞方式、时期、地区分布、

甚至是否被旌表等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从中发现了《明史·列女传》的一项

特点，即列女出现在明朝七个战乱的集中时期，即洪武、永乐、正统、正德、

嘉靖、隆庆以及明末崇祯。而其中更呈现出明末崇祯战乱时期为节烈妇女人数

最多的时期。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同为战乱时期，但崇祯时期却成为了这几

个集中时期出现最多烈女案例的时段。

崇祯（1628-1644）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明朝的最后一个年号。明思宗

上位的时候已无力回天，大明王朝已衰微至无法挽救的地步。其在位期间爆发

了农民起义，又有后金对政权虎视眈眈等，当时明朝已处于外忧内患的极端环

境。自明思宗上位以来，大明江山只维持了十七年。直至李自成率兵攻破北京，

而崇祯皇帝自缢于御花园后，明朝的历史也到此结束。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

笔者发现《明史·列女传》中对于崇祯时期的列女记载也多反映出当时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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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况。这是由于在崇祯朝战乱不断的背景下能够明显地体现出女性于贞节中的

精神层面与实际选择中的挣扎，进而体现出强烈的贞节观念。

故此，笔者将在文中主要针对《明史·列女传》中崇祯时期的列女，以之

为中心，通过梳理正史，对崇祯时期列女的类型和案例与史事进行探讨，进而

凸显出崇祯时期的社会背景与崇祯列女之间的关系，并以崇祯时期列女的行为

特征阐明她们的思想观念，从中得出崇祯时期女性的贞节观念。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明史·列女传》中所记载的列女事迹为明代当下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的产

物。因此，笔者将锁定明末崇祯时期作为具体的阐述时期，进而深入探讨当时

候的社会背景、政治因素亦或是其他因素等等，并与传中崇祯时期的列女相关

资料相对照，以阐明列女之成因。

此外，笔者将采用文献细读法的方式，即细读本文主要探讨之对象《明

史·列女传》。通过深入阅读传中〈列女一〉、〈列女二〉及〈列女三〉中列

女之事跡，了解其中列女守节或死烈的背景与时间、原因与死法等重要的记载，

进而总结各项女性事迹的特点。再者，笔者将在叙写过程中，通过文献研究法，

专研传中所记明末崇祯朝之列女事迹，并依据传中所描述的列女守节死烈之记

载，搜集相关资料以进行更近一步的探讨，力图在综览大量的文献之余，尽力

以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做到更详尽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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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同时，笔者将利用统计法对史料文献中所提及的现象进行分类和统计，

透过与史实及史料相互对应来研究《明史·列女传》中，晚明崇祯列女产生的

各种因素，进而带出崇祯朝女性之贞节观念。

第三节 前人研究述评

《明史·列女传》中记载了明代节妇、烈女之事迹，如所在之处与时段、

守节或死烈之因与方式，对列女节妇、守贞的行为予以高度的表扬。关于明代

女性的研究非常丰富，其中有王丽所的〈《明史·列女传》入传人物分析〉论

文对《明史·列女传》中的节烈妇女进行了的分类，并且根据节妇列女所在地

区之分布，以及为明代战乱时期被列入传内的列女人数进行统计。其在论文中

也指出了明代较之于其他朝代以来乃出现最多列女的朝代。

此外，对《明史·列女传》的研究论著有台湾费丝言的硕士论文《由典范

到规范：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此论著系统化

地对明代女性贞节观念“严格化”的情况进行论述。而胡玲《〈明史·列女传〉

的贞节观》浅谈了《明史·列女传》的贞节观念。向阳《〈明史·列女传〉研

究》中探讨了《明史·列女传》的编撰过程并且指出其中的演变与不同之处。

此外其以明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分析了《明史·列女传》中的女子形象与她们的

变化。张园《论〈明史·列女传〉中母亲形象的弱化》中解析了《明史·列女

传》中列女除了作为妻子之余同时也身为母亲，然却因明朝时代背景以及各种

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母亲想象在明之际有了弱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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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贞节观念的著作有章义和以及陈春雷所著的《贞节史》在以男性权力

为中心的历史时期，男尊女卑、夫贵妻贱是道德伦理的基本原则的时代，其于

书中阐述了中国女性的贞节观念渊源及演变。而对于女性的论著有鲍家麟编著

《中国妇女史论集》第四集着力于探讨各朝代的妇女论题。此外，董倩〈试论

明代贞节观的嬗变〉通过分析明朝不同时期的妇女，指出明朝的理学思想如何

禁锢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影响人们的精神，尤其生活于理学思想下的女性更遭

到祸害。而邓前成〈明代妇女的贞节问题〉通过探讨明代妇女贞节受到传统观

念的束缚，进而丧失独立人格的情况及因素，以证实明代妇女地位明显下降的

情形。

陈宝良的〈明代传统的女性观念及其历史转向〉中指出儒家传统道德下养

成的女性观念。高丽娜〈明代守寡妇女生活研究〉深析妇女守寡的成因以及她

们在守寡之后的经济情况、精神层面与她们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而批判妇

女这种守贞行为实为失去了自我意识，已然成为了社会甚至是男人想要她们成

为的样子。赵崔莉〈明代妇女地位研究〉对于明代妇女地位低微这种传统观点

提出质疑，进而分析明代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法律上以及教育上的地位。

此外，根据地域分布对明代女性进行各方面的研究，如贞节观念、节烈行

为等等之成因或影响，即分别有郭海东〈明代直隶妇女守节行为探析〉、〈明

代华北烈女群地域分布探析〉与〈明代华北战乱等暴力因素与节烈妇女的形

成〉、〈明代华北汉族妇女贞节研究〉、郭燕霞所著〈明代山西——节孝妇研

究〉、高海燕〈明代中后期江南民间妇女新探〉、康怡宁〈明清时期女性过激

节烈行为研究〉。另外，明代亦出现了改嫁的现象，研究的有陈剩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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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贞节观·寡妇再嫁与民间社会——明代南方地区寡妇再嫁现象之考察〉期

刊论文统计了南方地区在明代理学风气的影响下，仍然出现妇女改嫁的现象，

由此观察明代寡妇贞节观念之改变。

关于战乱及列女的研究有刘正刚与王强的〈明末战争中女性受害状况考察〉

中提出了明末清初的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社会民众尤其妇女及小孩都成为

了晚明战乱中优先被牺牲的角色，进而剖析这些女性在精神和生理上所承受的

伤害。

崇祯时期是晚明时期的最后一个时段，而樊树志所著《晚明史：1573-1644

年》中就阐述了明朝末年，即由泰昌至天启再到崇祯及后来的亡国所经历的历

史事迹。［美］牟复礼、［英］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的《剑桥中国明代

史·1368—1644》主要以明代的政治史与明代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结合进行

分析。王汎森著《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对晚明时期的思想与社会发生的变化进

行阐述。

对于晚明崇祯时期的研究论著有王贤德著的《明代天启崇祯民乱史研究》，

着重研究明朝末年天启和崇祯年间战乱的历史背景。此外，学者大多较关注的

是崇祯期间的政治与亡朝的因素，其中包括谈及崇祯帝性格缺点、官宦贪污腐

败、崇祯朝军纪问题以及明末农民起义等。陈生玺〈明清之际的历史选择〉分

析了明末清初之际的历史成因和走向。薛正昌的〈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

民起义〉浅析了崇祯元年固原兵变与明末农民起义之间的关系。而王克婴〈明

崇祯时期军队的衰败〉一文中从分析明代崇祯朝军纪问题的角度，阐发军队的

腐败与明朝灭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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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章节结构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首先，笔者将略述明代女性的贞节观念之

所以受到强烈推行的因素，并且对《明史·列女传》作出统计及分析。其次，

将着重探讨传中所反映之晚明崇祯朝的社会与历史背景，尤其在崇祯特殊之背

景下对女性所造成的各种影响，同时以传中所记载崇朝之列女案例进行剖析，

最后总结出明末崇祯朝列女之贞节观。

第一章为绪论，分别简述了笔者的研究动机与目的、阐述本文所使用的研

究方法与设计的范围。此外，本文除回顾前人丰富的研究成果与文献综述外，

亦竭力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更进一步地探讨。

接着，笔者将于第二章分析对《明史·列女传》所作之统计成果。其中笔

者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呈现出传中列女的类型、死因、列女于不同时期出现

的案例数量统计与浅析。通过几个统计图表，进而得出崇祯时期所占列女之人

数，此后将在第三章中展开叙述。

在第三章，笔者将分为两个小节着重探讨崇祯时期之列女。其中。第一节

为崇祯朝之背景与列女之遭遇，通过这一节阐述崇祯时代的社会情况，联系着

传中列女所处之境加以例证，总结出崇祯朝产生女性守节死烈之因。而笔者将

在第二节中对传中崇祯朝列女之境遇加以分析，从而体现出崇祯时期女性之贞

节观念。同时，为更清晰得出崇祯时期列女之分类、死因与死法，笔者亦会附

以统计表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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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四章则为本文的研究内容作出总结，结合明末崇祯时期的背景以

带出当时列女及其贞节观念的特点，并对其贞节观念表述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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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史·列女传》之统计

明代继宋元时期之影响后，自明太祖朱元璋建国起，为保大明王国之长治

久安，其极力推崇儒家礼教。加之当时社会弥漫着理学之风，风俗文化意蕴浓

厚，形成秩序井然有条的社会形态。再者，朱元璋其中一项重要的推行为极力

倡导贞节观念，并且在明代典章上设立前朝所未有之旌表贞节的条规，对旌表

制度的法律制定尤为详尽。为此，其曾颁布诏令，其中一条即“凡三十岁以前

守节，至五十岁不改节的寡妇，一律旌表门闾，免除本家差役。”（申时行等

修，1989：457）。该项条款中明确表示将为遵守一切贞节条规的女性树碑立传，

最高的行赏即是为达成条规的女性建祠立祀；其次则是为女子树立牌坊、华表。

正如《明史·列女传》之序文中便可看见明政府奖励节烈妇女的盛况，即“大

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张廷玉等，1974：7689）。通过这项诏令丰厚的旌

表奖励不仅鼓励了女性自身对守贞的追求，同时也为她们的家人带来荣耀，而

这也同时提升了女性在各方面存在的价值。

除此之外，女性必须遵守“从一而终”、“夫死不嫁”、“守身不二”，

不以死生易其心的妇人之道，即女子一生只能跟随一位夫君，誓死不存二心，

只守护于一人的基本伦理纲常。理学家主张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宋］程颢、程颐，2000：356）为最高标准的贞节观念，此对明代社会，尤

其女性的思想和人性造成严厉的束缚。这样强烈的贞节观与当时社会存在的改

嫁观念是相悖的，改嫁这一举动受到当时社会严厉地批判，因此当时有许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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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为保贞节而选择守节或在被逼改嫁时坚决不从，进而成为其中一项节妇、烈

女大量形成之因。但由于贞节观念在统治者的倡导与理学家的鼓吹之下，亦得

以发现大部分女性在守护自身节操方面有着强烈的贞节意识，社会中改嫁的案

例虽有然而只是少数。

当然，除统治者与理学风气为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余，也因受教育而推动他

们对贞节观念重要性的认知。从《明史·列女传》中可见，有少数女子明确被

记载自幼通晓《孝经》、《列女传》，虽人数不多，但也可看出她们在孝顺以

及贞节观念方面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与了解。除此之外，列女所受到的教育不仅

仅是从书籍上而来，同时也有通过家庭对她们加以灌输，使贞节观念在她们心

中根深蒂固。再者，社会之舆论也是影响节妇、列女产生之其中之一的重要因

素，《明史·列女传》中多少也记载了这一迹象。然而，明代节妇、烈女产生

之因素是复杂而相互融合的，因此除以上为几项从《明史·列女传》中可见的

影响之余，仍然有其他可大可小之因素。

《明史·列女传》中所记载的 285 位列女便是前文论述的其中一项有力的

证明。这是因为这些被记载的女性分布于明代的不同时段与地区，她们在守节

或死烈的方式与原因上都各存异同，基本上可说是代表了明代社会中的女性典

型形象。其中，对于列女的分类除了有孝女、孝妇、列女、列妇之余，还包含

了义妹、义妾、义姑与义婢等。可见这些女性的选载不仅局限于婚姻之内的，

婚姻之外的女性也包含在内。节妇列女的死法、死因种类繁多，诸如因夫丧而

殉夫、不愿改嫁而殉身、为了守节而自残或毁容、为了反抗强暴而死烈、或甚

至面对恶贼时奋勇惹怒贼人而被分尸的惨死等等，境遇曲折、程度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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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笔者将对《明史·列女传》作统计，以此让读者更明确了解传中所

载之列女。笔者所作统计表主要依据以下几项原则，首先即是依据张廷玉等所

编纂之《明史·列女传》中史载列女类型进行统计：

列女分类 列女一 列女二 列女三 总数（人）

孝女 9 4 1 14

孝妇 3 4 - 7

义妇 7 3 4 14

义妾 1 - 3 4

义婢 1 1 3 5

义妹 1 - 1 2

义姑 3 - - 3

贞女 3 1 3 7

贞妇 1 1 - 2

节妇 20 26 2 48

烈妇 35 38 83 156

烈女 8 5 9 22

丐妇 1 - - 1

总数（人） 93 83 120 285

表一：《明史·列女传》之列女类型

为清楚计算列女之数量，本文在统计时将根据《明史·列女传》中〈列女

一〉、〈列女二〉及〈列女三〉仔细进行各篇统计，最后才作出总计。通过表

一即可明确看见，被记载的女性类型共十三类，包括了孝女、孝妇、义妇、义

妾、义婢、义妹、义姑、贞女、节妇、烈妇、烈女、丐妇以及贞妇。而其中，

以死烈之烈妇事迹为全传数量最多，尤其可见其集中于《明史·列女三》中。

由此可见，明代女性受贞节观念影响之深，而众多的死烈之举动也表明了当时

候女性性格之勇敢与强大。此外，为进一步探讨传中女子何以成为以上类型之

女性，除掉选择守节或记载过程中没死的列女，笔者也对列女之死因进行了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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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女死因 列女一 列女二 列女三 总数

（人）

殉夫 9 15 11 35

未婚殉夫 3 1 1 5

丈夫死后，欲抚养婆婆而后死 - 2 - 2

婆婆生病，为救其而割下器官而殉 - 2 - 2

遭男方家人反悔婚事而殉 - 1 - 1

被迫嫁予姐夫而殉 - - 1 1

父亡而殉 1 - - 1

父亲的棺木落入水中，为救之而殉 - 1 - 1

母亡而殉 - - 1 1

母亲病重，遇火灾而难逃而殉 1 - - 1

母亲洗衣误入水溺死，追随之 - 1 - 1

被迫、不愿改嫁而殉 5 13 - 18

因贫穷，家人欲将其嫁予富人家 1 - - 1

不愿被卖而殉 1 1 - 2

不愿被贼人侮辱、强暴而反抗 3 1 1 5

城陷、贼攻、倭寇、流寇、兵变 9 7 54 70

国亡而殉 - - 2 2

被侵犯、侮辱、强暴、调戏而死 2 2 2 6

被官员折磨至死 1 - - 1

发现婆婆通奸而被杀害 1 - - 1

贫穷导致夫死而殉 2 - - 2

看见男子裸身而殉 2 - - 2

因饥荒乞讨生活，觉得受辱而殉 1 - - 1

被丈夫试验是否贞节而殉 - 1 - 1

被丈夫欺骗而殉 - - 1 1

被丈夫质疑，为证明自己忠心而死 - - 1 1

丈夫命其陪赌徒，不从而殉 - 1 - 1

不愿被医生碰她的手而殉 - 1 - 1

丈夫孩子相续而亡，其被恶人挑逗 - 1 - 1

丈夫亡，其被命回娘家 - 1 - 1

被抓起来、被人冤枉、被捆绑起来 - - 2 2

被误判罪行而死 - - 1 1

主子死而殉 - - 1 1

总数（人） 173

表二：《明史·列女传》中列女死烈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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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继以表一烈女最多的情况加以探究，在表二中得出的统计结果为，烈

女多因社会动荡中一大元素即战乱而选择了死烈的方式。因此，为了解这些烈

女之背景，笔者亦为这些烈女所在的时期作进一步统计：

时期 列女一 列女二 列女三 总数（人）

洪武（1368 年-1398 年） 10 - - 10

永乐（1403 年-1424 年） 2 - - 2

正统（1436 年-1449 年） 3 - - 3

天顺（1457 年-1464 年） 2 - - 2

成化（1465 年-1487 年） 6 - - 6

弘治（1488 年-1505 年） 5 - - 5

正德（1506 年-1521 年） 6 - - 6

嘉靖（1522 年- 1566 年） 1 4 - 5

隆庆（1567 年-1572 年） 1 1 - 2

万历（1572 年-1620 年） - 7 - 7

崇祯（1628 年-1644 年） 1 1 40 42

总数 90

表三：《明史·列女传》中列女所处之时段

通过表三可见，《明史·列女传》中崇祯时期所出现的列女数量是明朝中

数量最多。特别强调的是，与崇祯同样为战乱时期的有洪武、永乐、正统、正

德、嘉靖以及隆庆，然而记载数量最多的却是崇祯时期之列女。为此，笔者亦

引用王丽对明代战乱时期妇女节烈的地区分布之情况所作的统计表（王丽，

2013：231），以明确看出列女于各朝代的死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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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时期 《明史·列女传》入传人数（人）

北

方

北直 永乐、正德、崇祯

56

山东 崇祯

山西 崇祯

河南 崇祯

陕西 崇祯

南

方

南直 洪武、嘉靖、崇祯

203

浙江 嘉靖、崇祯

四川 -

福建 嘉靖、正统

广东 隆庆、嘉靖

江西 正德、崇祯

湖广 崇祯

云南 崇祯

广西 -

表四：战乱时期明代妇女节烈情况地区分布人数统计

通过此表可见，明代节妇烈女几乎分布于明代南、北方的各个地区。其中，

可清楚知道崇祯时段的每个地区都出现节妇烈女。这就明确说明了崇祯朝之烈

女何以成为全传中数量最多的时段。

至此，综观以上的统计结果，笔者不但得出崇祯朝是烈女出现最多的时期，

初步探寻可知其应与明朝之末的特殊背景有关。以下，笔者将在下一节论及崇

祯之背景如何影响到众多烈女之产生，进而以这些列女为典型带出崇祯朝女性

之贞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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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崇祯时期之列女

如上所述，根据统计结果显示《明史·列女传》中，崇祯时期为列女数量

最多的时期。以下将取例自《明史·列女传》中崇祯时期之列女，并联系崇祯

朝来进行探讨。

明末社会积弊日多，特别是万历以后，各项制度遭到破坏，统治阶级的政

治体系日渐动摇，皇帝怠权，党争激烈，宦官专权，社会阶级矛盾愈演愈烈，

进而导致农民起义爆发等。而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天启皇帝倒下，据《剑桥中

国明代史》上卷中言及“天启皇帝死亡本来是朝廷庄严哀悼的时刻，但许多官

员在听到这个带来无穷灾难的一朝已经结束时，都感到欣慰”（［美］牟复礼、

［英］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1992：591）。从这段记录中即可知晓，天启皇

帝的统治给明代社会带来巨大祸害，尤其到天启末年由于宦官贪污腐败，连年

征战失利，造成朝中一片混乱。而这一切源自天启年间甚至是更早期的危害，

一直残存到崇祯时期终使明朝无力回天。

崇祯（1628-1644）是明朝的最后一个年号，当时为明思宗朱由检掌权。由

于明思宗继位时所接手的明朝已出现诸多问题，因此他执政时势必要重新整顿

朝廷。然而，因前朝积弊严重，加上他自身在政事上刚愎自用，使他最终还是

无法拯救明朝。在他当政期间，政治解体，财政枯竭，军事衰败，内外交困，

局势极为艰难。对此，《明史》中的〈列女传〉所记载明代节妇、烈女的贞节

死烈事迹得以从旁证明此论。从表面上观察，不仅能够看出女性刚烈的贞节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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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实际上也能够通过对于记载列女的死因或是时期，间接反映出与当下的时

代背景之间密切的联系。

第一节 崇祯朝背景与列女之遭遇

上文提及崇祯的惨况并非是到崇祯时期才开始的，而是由前朝不断遗留的

隐患日趋加重而成。

造成崇祯社会动荡的因素之一为频繁的灾荒。崇祯年间，连年灾荒，几乎

各地发生旱灾、水灾等等，无论百姓亦或是官兵，生活陷入困境。邓拓言及明

代共建国二百七十六年，“一千零一次”的次数创下了前朝所未有的灾荒记录，

即以“……水灾，共一百九十六次；次为旱灾，一百七十四次；又次为地震，

共一百六十五次……”等等，这期间这些灾害是交杂着发生（邓云特，2011：

31）。自然灾害不但危害了人民重要的农业产物，进而也让百姓无家可归。由

《明史·列女三》载“崇祯十四年大饥”（张廷玉等，1974：7750），可联系

到列妇卢氏的丈夫不幸患上瘟疫而亡的案例，而卢氏也在丈夫死后选择以殉夫

了结生命。此外，以水灾而言，如《明史·列女一》中所记崇祯中期，“兴安

大水，漂没庐舍……（张廷玉等，1974：7706）”，导致两烈女受难于大水中

被裸露上身的男子救起，然却由于看见裸男因而投水殉身。可见其当时灾害之

盛大，大水不但淹没了住处，促使人民纷纷为了保命只能往高处避难，同时也

造成了列女自杀身亡，以保名节的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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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频繁的灾荒分布于不同的地区，加之许多灾荒同一时间发生，对当时

候百姓的经济来源如农耕产业带来极大的破坏。不仅如此，伴随着频繁的灾荒

而来的是人祸的加剧。统治者为了能渡过灾荒，对百姓进一步剥削，增加了百

姓所需缴交的田赋。而其中“三饷加派
1
”，便是最好的例证。这项加派虽并非

始于崇祯，但崇祯灾荒的境况已然使得经济不佳，人民又如何能够背负沉重的

赋税，最终人民无法温饱而愤恨起义。最终百姓面对灾荒只能听天由命，面对

统治者之剥削更是无力应付，生活之艰苦所带来的无力感，便让农民起义更为

急速的发展。

前文言及，崇祯在位期间明朝已几近败亡，乃因各地不断发生大小型起义

所致。而这样的动乱是由前朝天启时延续而来的。到了崇祯朝，由于统治者的

剥削，更发生了“流寇主义”式的农民战争，而流寇主要组成的阶级为长期破

产和流浪的农民、战争中逃亡的边兵，失业无主的驿卒等等的大量游民群众

（袁良义，1987：148）。而促成农民起义的原因是由于百姓受到了剥削，于是

便以农民军来反抗这一连串的压迫。而朝廷派军队来制止他们的反抗，因而产

生了此项主义的重要因素。总之，“饥馑荐臻，人人思乱”（袁良义，

1987:57），为求生存，起义反抗似乎已成为人民无可避免的应对途径。

于是，紧随而至的便是各个叛军的起义战争，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以李自

成为首之起义。《明史·列女三》中明确记载崇祯十六年武昌陷而“明年，李

自成率残卒南奔”（张廷玉等，1974：7755），此史事记载亦可见于《明季北

1 “三饷”即为辽饷、练饷、剿饷。所谓“辽饷”即为明代万历年间，由于辽东满洲政权的兴

起，军事上受到压迫，连续加征了三次，并每亩加征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

所谓“练饷”，即由于清军进犯关内，加派练兵饷银；所谓“剿饷”，即由李自成领导的农民

军声势日益浩大，为镇压农民军，朝廷复加派饷银。详见张秀，〈明崇祯时期农业自然灾害研

究〉，《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 年，第 30 卷第 9期，页 6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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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中（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1984：324）。此外，传中亦载崇祯

五年，“叛将耿仲明、李九成等据登州反” （张廷玉等，1974：7744）。据

《明通鉴》中所载，当时所发生的便是“吴桥兵变”之事迹（夏燮，

2009:2885-2886）。还有以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贼贺锦攻城急”

（张廷玉等，1974：7751），而贺锦为明末农民起义战争之一的将领。由此可

见，崇祯社会各处之战乱不断，社会处于极度不安宁的情况。

综观《明史·列女传》中崇祯时期的列女，她们似乎都成为战乱的牺牲品。

例如周谷城所言，明末之际，李自成与张献忠率领民众暴动，遍及各地，凡陕

西、山西、河南、湖北、安徽、湖南、四川等地无不可留下痕迹（周谷城，

1988：193）。而传中记载的崇祯五年因以耿仲明、李九成为主的叛将发起的叛

乱，造成列女周氏受到他们所领的军兵的凌辱。而周氏自幼通晓《孝经》与

《列女传》，深知贞节已失而绝望，最后投缳而亡。另外，崇祯十年，谢氏

“为乱卒所掠”（张廷玉等，1974：7748），其为了不落入乱兵掌中，坚持抱

着树不放手，然而最后还是死于贼人的手中。直至崇祯末，有熊氏为避乱藏于

山中，却因“李自成率残卒南奔”（张廷玉等，1974：7755），其中有位姓胡

的男子要娶她为妻，但她不愿意，最后惨遭兵人用火活活焚死。

正因如此，《明史·列女传》对于崇祯时期列女之事迹中，多见与流贼、

流盗、乱卒等有着直接的联系。例如《明史·列女三》中所载崇祯八年“流贼

至蔪”（张廷玉等，1974：7746）导致李氏被掠甚至被逼跟流贼同去。然而，

她最后却因不愿降服于贼兵而遭到贼人的残忍虐待，贼兵使用利器伤其全身，

并断其颈至死。又崇祯十五年（公元 1642 年）“流贼围商丘”（张廷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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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7753）造成张氏与其家人纷纷举火将自己烧成灰烬。传中崇祯朝列女不

断因流贼之入侵而死的例子可谓多不胜数。人民因灾害给生活环境带来了变化，

没有经济支柱又受到压迫，败兵在社会中成为无所依附的弃卒，种种因素下，

是人民还是军兵恐怕都处在一种担忧与恐惧的心理之中。这也逐渐扭曲了人民

的人格素质与思想，如为了温饱掠夺百姓的利益，掠夺过程中不但淫虐女性，

对幼小孩童手段仍是残暴无情等。《明史·列女传》中对于崇祯时期的列女记

载的事迹多提及她们遭受流贼暴力、残忍的虐待，这其中除了反映列女之贞节

观念外，同时也反映出流贼败卒的肆虐。

由此可见，一个朝廷的衰败对国家的影响巨大，除了社会、经济、生活方

面会遭受波及，对于社会中处于弱势的女性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女性因地位和

身份不高，往往成为强者泄愤的对象。例如《明史·列女三》中记崇祯五年

（公元 1632 年），因贼兵陷城，“流贼掠继母秦氏及荆娲去”（张廷玉等，

1974：7745），由于贼人陷城，造成荆媧及其继母遭受到身命危险，进而使其

兄长起凤为了赎回两人而想尽了一切办法。又如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的宋

氏，“贼至被掠，并执其女，迫令入空室” （张廷玉等，1974：7745）,也同

样因为城陷于贼人手中，造成她被凌辱。从这里可以看出，女性往往在困境中

成为强者随意摆弄的受害者，这对于她们在社会中遭受到的生理或心理上的影

响是多么巨大的！

综前所述，崇祯时期几乎可以“战乱”二字总括。这是因为从崇祯元年至

崇祯十七年，战争连绵不绝，纵使还有灾荒的因素，但当中至深的影响仍是战

争的频繁，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这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皆因统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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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难以根除的劣根性，官员的贪污腐败，赋税的不断攀高，促使人民流亡各地。

由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即成了混乱局势下的受害者，饱受生理及心理上

的毒害，以至于她们必须以“死”来成为寻求解脱的唯一渠道。至此，在对崇

祯朝的背景以及《明史·列女传》的遭遇了解其对应关系后，将于下节进一步

探讨有关列女以“死”作为解脱途径的原因，从而也呈现出她们的贞节观之体

现。

第二节 崇祯时期之贞节观念

如前所述，统治者与理学家的提倡使得贞节观念成为明代一大被着重关注

的社会元素。明代的贞节观念最初是思想层面的长期积累，直至明末时期更多

的是体现于实践的层面。其中，女性要达到“贞”的标准，必须坚守一生只从

一夫的婚姻概念，即使丈夫死后也不能生二心，须誓不改嫁。另，如若在婚姻

期间遭遇他人凌辱或被侵犯，则以死来作为对抗、殉身的应对步骤，此便是做

到了贞节观念中“烈”之标准（章义和，1999：207-212）。由此可知，明代社

会同传统所主张的贞节观念一样，要求女性遵守只跟随一位夫君的理念，并且

以死烈的方式来达到守护贞节的最高目的。

在这种观念引导下，女性只有活守贞节或殉身死烈。董飞言及，从明一代

的主流意识上看，守节死烈的观念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这无疑对当时候的

社会影响是极大的（董飞，2009：28）。这两种选择牢牢的掐在女性的脖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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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锢着她们的人身自由与思维模式，往往成为她们呈现贞节观念的唯一途径，

亦成为她们心灵上积极追求之目标。

明代对于女性守贞之表现是非常讲究的，其不止在婚姻之内，同时也包括

婚姻之外。在这一套观念的熏陶与酝酿下，一直到崇祯时期贞节观念之实践与

精神更为强烈，女性守贞死烈的事迹几乎遍布于崇祯社会的每个角落。故此，

女性奋力守护贞操之纯净与贞节不仅将自己成就为道德伦理下高尚的产物，同

时也不可忽视她们成为崇祯社会混乱局面中惨烈的牺牲品。

综观前文明末崇祯时的社会动荡，因此造成崇祯朝之列女都有一个极为明

显的共通之处，即她们同样都陷入社会的混乱之中，同时在其中受到了相同或

不同的威胁，进而造成她们最后都在遵守贞节观念的标准下选择了死烈的方法

了断自己。正如刘正刚及王强学者所言，古代战乱之中胜负的关键是在于损耗

对方所有的人员，其中即使是手无寸铁的幼童、也不会放过，并且战乱是以大

规模的屠城掠持续不断地向前推进，不仅使人民美丽的家园摧毁成了废墟，同

时亦扭曲人的心灵（刘正刚、王强，2001：55）。接下来将透过剖析崇祯朝列

女的守贞死烈，进而反映出当时整个社会中女性普遍具备的贞节观念。

为了更清晰了解《明史·列女传》崇祯朝之列女，笔者也将于下文附上对

于其中所记的崇祯朝列女之统计，以进一步剖析这一时期女性的贞节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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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朝列女之类型 列女一 列女二 列女三 总数（人）

孝女 - - 1 1

烈女 1 - 7 8

烈妇 - 1 30 31

义妹 - - 1 1

义妾 - - 3 3

义婢 - - 3 3

总数（人） 47

表五：崇祯朝列女类型之统计

通过上表可知，崇祯朝列女可分为孝女、烈女、烈妇、义妹、义妾及义婢，

并且以烈妇的人数占最多。显而易见，列女类型中孝女
2
只占一位，节妇则无，

其他的都是在混乱局面中选择死烈的烈女及烈妇。为此，笔者亦分析了她们选

择守孝或守节而后死烈或直接死烈之原因：

分类 原因 列女一 列女二 列女三 总数（人）

孝女 父亡，誓不嫁以养其母 - - 1 1

守节而

后殉

夫殉 - - 2 2

夫殉而为抚养孩子、侍

奉姑舅

- - 2 2

死烈 夫殉 - - 2 2

看见男子裸身而殉 1 - - 1

被迫改嫁而殉 - 1 - 1

乱时殉为保全贞节拒辱

而殉

- - 24 24

乱时为保丈夫、孩子而

殉

- - 3 3

乱时为保舅姑灵柩 - - 1 1

被贼触碰或玷污而殉 - - 2 2

以死护主 - - 1 1

守城而殉 - - 1 1

总数（人） 41

表六：崇祯时期列女死烈之因素

2
《明史·列女三》所记：“刘孝女，京师人。父兰卒，矢志不嫁，以养其母。崇祯元年，年

四十六矣，母病殁，女遂绝粒殉之。”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列女三〉，

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页 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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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崇祯列女死因统计，得以观察在崇祯之乱世中，列女似乎对于贞

节死烈的选择倾向极为明确，她们的贞节观中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即都

是以“死”来作为表明或保护贞节的唯一途径。这一时期的列女类型以列女与

列妇为主，虽然都是以死明节，但她们应对的方式和死况却是各有差异。此外，

通过统计显示，她们的贞节观并非仅限于受到当时社会动荡的影响，同时也因

为她们在无所适从之环境下，各自所持的贞节观念中，有各种必需考虑的因素，

最为典型便是优先考虑其丈夫、儿子亦或者是姑舅等。而贞节似乎已然成为女

子生命唯一的生存动力，成为她们生命的根本。传统文化与观念中，普遍强调

女子应“三从四德”, 使得女性的存在只能依靠或依附男性，于是到了丈夫离

世时，她们即刻陷入困境, 生计、婚姻甚至命运都会发生重大转折（赵秀丽，

2008：42）。为此，由于篇幅限制，将于附录中附上对于崇祯朝列女分析之列

表。再者，笔者亦附上崇祯朝列女之死烈方式：

崇祯朝列女之死法 列女一 列女二 列女三 总数（人）

投水、塘、池、江 1 - 5 6

自刎、剜喉 - 1 - 1

绝食 - - 2 2

自缢 - - 6 6

被贼残杀 - - 16 16

大骂贼而被杀 - - 2 2

抱树，骂贼而被杀 - - 1 1

投井 - - 1 1

纵火自焚 - - 3 3

撞石死 - - 1 1

痛哭而绝 - - 1 1

不明 - - 1 1

总数（人） 41

表七：崇祯朝列女死法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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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见，面对困厄的环境，列女通常以激烈的殉身行为来了断自己。

而上表其中一项“被贼残杀”包括了被贼活活劈开、被贼纵火而焚，甚至被贼

斩手斩足而死无全尸等。然而，为保贞节，她们在记载中毫不畏惧，反而是挺

身而出，明确选择死亡，即使成为厉鬼，也要抱着必死的决心保全贞节。

首先，崇祯列女的贞节观念表现于面对还未来临之危难，给予自身贞节的

过度忧虑，而造成乱时殉身。她们强烈的贞节观，是基于各种情境而道德性的

自杀，不同于一般寡妇守节仅是一种长期性的道德坚持。例如崇祯二年（公元

1629 年），崔氏由于知晓自己所居之城已经被攻破，就毫不犹豫说出：“我义

不受辱”（张廷玉等，1974：7744），并在其后抱着女儿要上吊了断自己。但

是这举动受到家人的劝阻，然而随着兵士的到来，大家纷纷落荒而逃之际，唯

有崔氏在仓促中选择上吊于房内，且上吊还担心贼兵闯入会看见她的样貌，于

是选择在门后上吊。由此可知，对于呈现死烈的高尚贞节，列女是处于主动的

状态，也可知道她们对于生命的价值取向。

从崔氏的言语与行为中可见其所保持贞节观念是非常深刻的，因为贼至之

时众人都立即逃命，崔氏其实也可以跟众人逃命，然而她反而毫不犹豫选择自

我了断于房中。她在整个过程中似乎没有担心自己将死，反之担忧的是自己死

后的相貌会被贼人看见，因而选择了隐蔽于门后来作为自己死烈的地方。可见，

崔氏不仅表现出列女死烈的刚强与勇敢，将自己的生命置放于贞节之后，进而

也表现出崇祯时期女性贞节观念的强烈体现。她并不如一般所定义之女性是遭

受到了恶人调戏、侵犯、侮辱甚至是强暴后所以才选择死烈以保贞节。她反而

是由于贞节观念早已根深蒂固，故在还没有受到正面的威胁之前，宁愿选择死



25

于自己手中，也不愿意与兵士有任何接触。虽然这种死烈的方式是因为不愿受

辱于恶人手中，但其同时也展现出了女性在贞节观念之下的必然选择是以“死”

作为唯一的应对困境的方式。

另一特别的例子为《明史·列女一》中所记崇祯中，兴安遭到水灾降临，

大水几乎淹没了所有房舍。此时，人们纷纷结筏自救，而两位兴安女子在水中

有幸抓住了一支朽木得以幸存。突然间，兴安两女子看见了木筏上有男子裸着

身体，便互言之：“吾姐妹倚木不死，冀有善地可存也，今若此，何用生为！”

（张廷玉等，1974：7706-7707），随后两人便携手投水而亡。烈女实际上只是

看见了男子的裸身，但是对她们来说却是不可活下去的一种侮辱。对她们来说，

即便是在危难之际，在精神上贞节受到侵犯也是不可被宽容的。然而，笔者认

为这样的守贞过于极端，试想在危难中，当务之急除了保命，还有谁会在乎自

己的仪容是否整齐端正呢？事实上，两烈女显然没有与男子有任何肢体、言语

甚至眼神的交流，但这却成了她们心中过不去的一道坎，甚至最后以死来放弃

好不容易取得的一丝存活希望。

此外，崇祯列女的贞节观念亦表现于危难之际，列女为了丈夫、丈夫之母

的平安而宁愿以身相代。例如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唐氏避难山中，然

而却不幸被贼逮着。贼将刀刃置于丈夫颈部，为索取财物，唐氏“跪泣，乞以

身代夫”（张廷玉等，1974：7750）。由此可见，贞节观念或许在道德上让女

子拥有高尚的节操，然而却也促使女性在生命面前将自己的地位变得卑微。此

外，唐氏之女也依循其作为，向贼人乞讨以让自己可以代替父亲一死。可见贞

节观念于崇祯女性思维中之广泛分布，不仅仅是婚姻中的女人，同时也流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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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闺女。由此例可知，贞节观念是当时女性必然具备的观念，是自幼就必须

效仿的典范。正如赵秀丽所提，明代妇女贞节观展现的是明代女性在困厄之际

“礼”与“情”的抉择（赵秀丽，2008：5）。崇祯时期之列女在这两者间的抉

择更能够强烈的体现，她们受困于崇祯混乱的氛围下，逼迫自己于贞节礼教和

自己在感情或生活上的情感之间作出抉择。

以上唐氏烈妇之例，亦反证了崇祯朝中所遍布的流贼之恶劣行为。他们的

恶劣产生乃是受到社会动荡的影响，然而列女却成为他们欺辱的对象。因此这

便产生了崇祯时期最为常见的列女之死烈之因，其贞节表现为抵抗贼人的强暴、

侮辱而抱树或大骂贼的情况。如传中所记崇祯六年（公元 1633 年），有烈妇宋

氏与其女被贼所掠，并且将两人逼入空室内。两人不从而看见“……前有古槐，

母女抱树泣，骂曰……”（张廷玉等，1974：7745），愤怒地告知贼人自己宁

可死于光天化日之下，也不愿意受辱于黑暗的空房之中。贼兵最终大怒，进而

将其抱着树的双手砍断，然而她却丝毫不惧怕，反而“益大骂”（张廷玉等，

1974：7745），最后母女被杀。通过烈妇抱树不愿随贼进入空室的举动，以及

骂不绝口的态度，不难看出为保贞节，死到临头又有何畏。

乱世中，崇祯列女之贞节观念亦表现于乱时义无反顾的保护丈夫与孩子。

这是由于当时社会往往有着重男轻女的概念，为保丈夫或丈夫之后嗣而在关键

时刻牺牲女子、女婴是当时社会一般的现象。例如崇祯末年，由于城陷，张氏

不愿受到军兵之威胁，其“恐祸及夫与子”（张廷玉等，1974：7758），于是

欺骗贼人将丈夫与孩子支开便从了军人，最终在确保丈夫与儿子已经远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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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地方后，她大骂贼而撞石死。由此可见，列女之贞节观体现出对夫家及

子嗣之重视，将丈夫与夫家之后代摆在自己生命之前。

又如崇祯末，城陷而刘氏舅姑的棺木还在灵堂，她守之不离。贼至欲剖棺，

她抱着棺木嚎哭，贼人拿她没办法便只好放开。此时，她育有一位十三岁的女

儿，贼放火恐吓她，向她索取女儿。她骗贼说：“茍不惊先柩，女非所惜也。”

（张廷玉等，1974：7758），贼听见后很欢喜，丢掉火把欲带走其女。此后，

她在送别女儿是时看着门外的池塘给女儿打眼色，女儿随即会意投池死了。此

例中，重男轻女的迹象显而易见。女儿无需像儿子那般要留为后嗣，于是成为

保护姑舅灵柩的盾牌，最后还听从母亲的吩咐投塘而死。对笔者而言，列女守

住灵柩虽尽了对姑舅之孝，另一方面却也透露着对女儿冠以残酷的贞节观。无

论列女选择牺牲姑舅之灵柩或女儿，最后还是被贼人杀死了。

此外，还有列女在丈夫离世后，没有即刻殉夫，主要的原因在于要抚养儿

子或侍奉姑舅，因此先守节而后再因其他因素才殉死。例如传中所载记崇祯末

年，王氏由于家境贫苦，加之丈夫与其父亲相续而亡，就以女工来奉养婆婆和

抚养孩子二十年。后来贼陷都城，她拜别婆婆时说：“留下长孙奉侍祖母，妇

死已决”（张廷玉等，1974：7758），于是带着幼子投井而死。由此可见，古

代一条重要的家庭观念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宗嗣的延续与孩纸的生养

是一个进家庭中头等大事（余新忠，2007：217）列女贞节观念之实践主要取决

于丈夫与夫家的情况，是以丈夫、丈夫的家人，亦或夫家所寄予厚望的后代为

前提。与此同时，婴孩、孩童却也成为了列女贞节观念的牺牲品。综观此举，

可知崇祯朝之社会之对于两性有轻重不同的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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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中亦有一案例即列女为不愿改嫁而殉身。《明史·列女二》记载崇祯十

五年（公元 1642 年），黄烈妇丈夫早死，她截指发誓，立从子为后嗣，事后与

婆婆相依为命。有个熊氏妇女的儿子要娶黄烈妇为妻，因其母贪财，借口欺骗

并设计要将她送给熊氏。黄烈妇自知已无回旋的余地，因此赶紧搜寻自己所有

的财务以偿还熊氏的礼金，却被熊氏拒绝了。于是她便拔刀自刎，然而却没有

死去。她的婆婆听了，赶快前去看她，她却说：“妇所以未即死者，欲姑一面

耳，今复何求。”（张廷玉等，1974：7732）她见到婆婆最后一面后，“遂剜

喉以绝”（张廷玉等，1974：7732）。随后郡县的官员得知此事，将熊氏的儿

子在监狱中处死。

以上举例可见，明代社会虽强调贞节观念，然不排除改嫁之事例亦在社会

中进行
3
。在宋明之际作出改嫁之举将引起的其中一种压力便是遭受社会舆论的

冷暴力，甚至很有可能在被记入族谱时的写法上刻意贬低或蔑视她们（常建华，

2006：108-109）。可见再嫁不仅会使女性生前受到抨击，死后依然受到歧视。

而黄烈妇由于其母贪图钱财，不顾及她的意见而欲将她改配熊氏之子。黄烈妇

还未从丈夫离世的伤痛走出来，又要被婆婆逼迫改嫁，所以才以自刎的方式了

断自己。但她虽被逼改嫁，却毫无恨意，反而在自杀后坚持着最后一口气，见

到了婆婆才死去，这同时又呈现了其作为媳妇的一片孝心。但其始终不愿改嫁，

为保住自己对丈夫之贞节，在奄奄一息之际，剜喉而亡。这样壮烈的死绝之意，

强烈实现女性“从一而终”、“夫死不从二”的贞节观念。

3
如《明史·列女三》中记载：“余氏，黄冈宋蒙妾。蒙妻刘，举子女各一人，余无所出。及

蒙卒，刘他适，妾辛勤育之。日事纺绩，非丙夜不休。壶政严肃，亲属莫敢窥其门。逾二十年，

忽谓子女曰：‘吾命将尽，不能终视若辈，惟望若辈为上流人尔。’越数日，无疾而逝。” 参

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列女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页 7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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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亦有为保贞节而自残或毁容后殉身的列女。这种形式的守节不只是

发生在已婚女性身上，也包括许多的未婚女子，她们在感觉到身体的某部分即

将受到侵犯时，她们会义无反顾的采取自残的方法来保节，这虽然是一种偏激

的守身如玉，但这些女子的勇气是男子所不及的（胡玲，2012:208）。例如崇

祯四年（公元 1631 年），柴氏夫妇避贼山中，不幸被贼逮到。贼人见到柴氏的

美色非常开心，便伸手触碰了她的手部与肱部，她一气之下“以口啮肉弃”

（张廷玉等，1974：7744），随后便遭到贼人杀害。由此可见，列女为保全贞

节，对于她们来说即便是轻微地触及肌肤也是不可容忍的。贼人的触碰让列女

已然忘了皮肉之痛，如同柴氏咬掉自己被贼人触碰过的肉便觉得自己是咬掉了

被玷污之处。这种自残的现象，在《明史·列女传》中也多有记载
4
。

另在崇祯末年，何氏为贼所掠执，“乃垢面蓬发紿以病疫”（张廷玉等，

1974：7751），贼人害怕自己被感染而将其释放。她的家人得知她安然无恙之

后感到开心，但她却哭着说自己虽然无恙了，但“……以面目对贼，牵臂引裾，

虽免污辱，何以为人！”（张廷玉等，1974：7751），最后陷入郁恨的情绪，

绝食而死。可见崇祯朝之女性认为，仅仅被贼人轻微触碰或注视就是一种侮辱，

而这一切皆足以让她们选择死烈。但笔者认为，列女此种过激行为，或许是由

于贞节观念的提倡，狭隘了她们看待世界的视角，进而使他们在面对困境时不

懂得变通，往往以为“死”就能够呈现自我的意义或得以解决当下的处境，而

不了解活下去对家人之意义。

4
如《明史·列女三》中所记：“宋德成妻姜氏，临清人。德成知赞皇县，寇入署，姜投井。

贼出之，逼令食，骂曰：‘待官兵剿汝，醢为脯，吾当食之。’以簪自剔一目示贼曰：‘吾废

人也，速杀为幸。’贼怒杀之。”参见［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三百三〈列女三〉，北京：

中华书局，1974 年，页 7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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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列女传》中所记崇祯朝时也有以死护主之列女。这一类型的出现

呈现出《明史·列女传》的序文中所言明的贞节教化，即重视表扬平民阶层的

杰出事迹，借平民的贞节行为来感化大众以张扬守节死烈之观念，告诫下层社

会平民，为了保全主人亦应该勇于付出，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向阳，2012：

16）。例如崇祯八年（公元 1635 年）流贼至蕲，掠李氏而逼她从，她不愿跟贼

走，而遭到众兵一起要挟她。她严厉大骂贼，甚至咬敌人以求死。贼生气而用

利器刺她全身造成她遍体鳞伤，她仍然毫不畏惧，于是贼怒而斩断她的颈。其

从婢阿来，“抱李幼女，守哭。贼夺女将杀之，不与，伏地以身庇之。刺数十

创，婢、女俱死。”（张廷玉等，1974：7746）据此，作为社会底层的婢女，

亦知道为了主子而死烈，可见崇祯时期贞节观念之广泛。再者，崇祯十四年

（公元 1641 年），由于城陷，于氏遂告诉身边的两名婢女，“吾辈今日必死，

曷若先出击贼，杀贼而毙，不失为义烈鬼”（张廷玉等，1974：7750）。婢女

不但没有因难而逃，反而听完于氏之言后拿起棍棒，贼一入家门便将她们打下，

最终三人不幸被贼人活活刺死。此两名婢女，其死烈不仅保全了自身的贞节，

同时也尽了对主子的忠义。

除此之外，通过以上例子亦可见，列女遇害之际，军兵或乱贼残暴之手段。

女性实践贞节观念中的忠、孝、节、义之举时，往往牺牲于这些乱兵放卒之暴

力手段下。女性毫无反抗的能力，遭受到的是“刺数十创”（张廷玉等，1974：

7746）地残杀。此例之余，还有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石氏女因流贼突至，

要玷污她，其抱槐树厉声骂贼。贼人无法将她拉离树干，于是“斩其两手”

（张廷玉等，1974：7748），但她依旧骂不停口。因此，贼“又断其足”（张

廷玉等，1974：7748）其倒地装死。贼见状，要剥去她的衣服，她愤然用口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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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断贼人的三根手指，含血喷贼然后才瞑目。其死后被贼堆积柴枝把她的尸体

烧了，之后被烧毁之处，血痕斑斑，遇到下雨就干燥，天晴则湿。这种奇特的

现象，让村里的人感到诧异，于是人们决定掘土而察，竟发现“色亦入土三尺

許”（张廷玉等，1974：7748）。根据此特别现象之描绘，可见列女之怨念深

重，为保贞节其不畏惧残暴的手段肆虐，反而还强忍断臂断足之痛而起身反抗。

这就如前文列表分析所得，兵士与贼人之残暴，使得崇祯时期之列女在面

对困境时以激烈的方式死烈。例如崇祯十六年（公元 1643 年）因寇贼围甘州，

石氏“预戒家人积薪室中”（张廷玉等，1974：7753），城一陷便带着另一妇

女王氏和一孙女“纵火自焚”（张廷玉等，1974：7753）。寇贼撤退后，人们

发现婆媳俩尸体紧紧牵挽着对方不放，小女孩则在距离她们三尺之远处，被一

个陶器覆盖着，“启视色如生”（张廷玉等，1974：7753）。对于常人来说，

自焚是极其痛苦的，然而对于列女来说，浴火得以重生，她们不但能够保住自

己的贞节，让自己不死于乱兵的刀剑之下，还能让自己的生死变得有价值。此

外，这例子中，列女并不孤身而亡，反而是带着家人一同而亡，其过程中也没

有任何女子表示抗拒或透露畏惧之感。由此可见，贞节观之培养和实行在家庭

观念中已根深蒂固。

最后，根据前文所论，崇祯朝列女多死于乱兵手下，但当中也有例外的。

例如崇祯十三年（公元 1640 年），城陷，兵入颜氏家欲杀其丈夫之母，她泣诉

贼人说愿意以身代之，随后贼便以刀要挟她。丈夫的妾侍在一旁则愿意代替她

受死，于是“卒感其义，两释之”（张廷玉等，1974：7750）。与前文所言及

的乱兵贼卒不同，此例中列女之节孝使他们动容。但无可否认的是，传中的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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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记载体现出的是暴兵对女性们的残酷手段，因而造成她们在面临死亡时，毫

不犹豫且刚烈强硬的择死。

综前所述列女贞节观念和行为的出现和发展并非偶然的历史现象，其是女

性社会地位的丧失与男性独尊的必然结果。而对于当时女性而言，为保贞节而

死烈之举并非只是一种行为模式，同时也是她们毕生所追随的道德实践。换言

之，通过这样的道德实践，女性不仅得以守护自身的贞操，也直接表示了自身

对于婚姻信守之忠诚；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战乱社会中的女性身心安全是没有

丝毫保障的，她们虽奋然抗争, 但战乱最终都使女性或被残酷蹂躏或被残害

（刘正刚、王强，200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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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

《明史·列女传》中所记载的列女事例大大反映了明代妇女的忠贞、刚烈

的性格。明代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促使节烈人数创历史新高，呈现出一定的时

代特色，进而也对清代妇女的节烈观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综观前文所论及《明史·列女传》中所述及之崇祯时期之列女及其贞节观

念，可知人在生死边缘之时是最能看出内心素质、涵养与其人格品质。而“人

惟贪生念重,故临事张惶”（计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点校，1984：324）。

其实面对死这件事，很少有人真正能够豁然亦或是超脱地面对的。崇祯时期之

列女面对困境的自我贞节保护或保护家人之间的抉择非常之明确，都是以自杀

的方式去作为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如邓前成所言，妇女贞节比其生命重要，

她们的生命只不过是第二生命，贞节反而成为了她们的第一生命（邓前成，

1989：85）。

再者，她们在表露贞节观念之时所作出的许多过激行为，都明确地表达了

她们内心贞节观之根深蒂固。丈夫离世，她们似乎也做好了必死的决心；面对

敌贼，她们似乎也毫不畏惧的反抗，甚至是以各种自杀的方式去了结自己。但，

这样的贞节观念也带来了正面及负面之影响。正面的影响主要在于，其能够维

持社会的延续，给社会女性一个既定的价值，让她们能够为自己找到属于自己

的定位。此外，人人若都秉持着贞节观念中之“忠”、“孝”、“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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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这便能够维持社会的秩序，尤其让家庭与婚姻概念在社会中有一个遵

守的标准。

反之，其负面的影响在于列女在呈现贞节观念之表现中，实际上也无形中

带出一种自私。这是因为她们选择死烈之举动时，通常优先考虑的是丈夫或丈

夫的亲人那一方。在这样的选择之中，列女似乎忽略了给予自己生命来到这个

世界上的双亲，虽说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娘家门的水，但是天下父母心，又

有哪些父母亲不痛心自己的女儿就此牺牲了呢？这何尝不是对养育自己长大的

父母，尤其是对怀胎十月的母亲造成了打击和伤害。这实际上呈现了是一定程

度之不孝。可见，当时候贞节观严厉地束缚着女性的思维，让她们的思想变得

狭隘而且不懂变通，以至于只是被贼人看到样貌，或是自己看见男子裸身这种

毫发无伤的情况下就选择死烈。

除此之外，列女也会在死烈之时，选择带着女儿牺牲或是留下长子带走而

其它孩子的现象。这种现象其实对长子也是一种二度伤害。所谓二度伤害是指

其一、在混乱的环境下列女自知难以求生，同理即年幼的孩子又有什么能力养

活或者照顾自己呢？这无疑是将孩子推向自生自灭的一种伤害；其二、即便孩

子能够成功活下来，确实保住了夫家的后代，但是孩子自身在成长过程中缺乏

了母爱。生在乱世中已属不幸，还要在一瞬之间落得孤独无依，独自面对成长

的困难其实也是另一种伤害。

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弥漫着严重的“重男轻女”之观念。这样的观念促使

他们在生死之际，对孩子亦灌输纵是女孩也要勇敢死烈才符合正义。但，换言

之，《孝经》第一章中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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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受宽，2004：2）。列女选择死烈的行为，虽尽了对丈夫与夫家之忠诚和忠

心，并且尽了自己作为妻子、儿媳应当达到的保守贞节之义，达成了自己不被

社会舆论责难或为夫家得到表彰的意义；但，相对的她们同时忘了自己娘家的

父母，忽略了对父母之孝，且留下孩子孤独一人面对世界，亦或是带着孩子一

同离开，也让她们忽略对孩子之慈爱。由此可见，贞节观念无形中束缚着女性

的思维和身体，造成了这是她们唯一选择的途径之缺点。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前文之分析，列女在崇祯朝这样的环境中，果断选择

死烈，内心似乎并无挣扎。对于她们来说，自我了断，比遭到恶人玷污或侮辱

来得更有价值。她们无论是在保护舅姑、丈夫或孩子之际，都无所畏惧，反而

只在乎所要保全之人是否安好。这些女性的内心，面对困厄之境时好似钢铁般

坚固，另一面对亲人、丈夫及孩子之时却又忠义柔情。若非在崇祯朝战乱不断

之背景下，或许这些女性不必选择以“死”来结束生命。然而，明代的贞节提

倡已经成为女性的迷信或教条，当时社会几乎不敢想到它的错误，大家以为就

是这样的，甚至是应当这样的，完全不顾理性（鲍家麟，1995：119）。因此，

这样的死烈对崇祯女性来说是可贵的。

就笔者观点言，列女往往在为丈夫殉身之时，其实也因此因小失大。贞节

观念对女性局限颇大，她们虽保住了自己的贞节，呈现了自己死烈的意义，然

而为了一个男人，她们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未来的生活、父母与孩子。贞

节观念固然给社会女性之地位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让女性有了一个目标能够守

护自己的尊严和底线，但它同时也让女性变成了盲目跟随观念的奴隶，因为这

样的观念受到所有人吹捧的时候，几乎就把女性禁锢起来，进而让她们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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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最后也忘了如何变通，使自己对于守护贞节只建立一个刻板的概念，也

就是最后让自己选择“死”来保护自己、保护贞节。她们生命的价值由他人决

定，毫无独立性，只是一个附属于男性社会下的衍生品。但是死就真的能够解

决一切困难吗？其实不然，只为了一个死去的人就选择自我了断其实能够凸显

的价值或许就只是在那当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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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一：《明史·列女传》中崇祯时期之列女

姓氏

（页数）

死法 死因 教育 时期 地区

分布

守

节

时

长

旌

表

列

女

一

兴安二女

子

（7706）

投水 水灾引筏自

救，结果看

见裸男

- 崇祯

中

兴安 - -

列

女

二

黄烈妇

（7732）

自刎未死

割喉

不愿改嫁 - 崇祯

十五

年

余姚 - -

列

女

三

刘孝女

（7743）

绝食 母亲去世 - 崇祯

元年

京师 - -

崔氏

（7744）

自缢 城破，不愿

被贼人侮

辱，预先自

我了断

- 崇祯

二年

香河 - -

高陵李氏

（7744）

被贼杀死 贼陷高陵 - 崇祯

四年

高陵 49

年

-

烈妇柴氏

（7744）

被贼杀 避难山中，

被贼玷污

- 崇祯

四年

夏县 - -

周氏

（7744）

投缳 叛将耿仲

明、李九成

等据登州

反，众兵奸

淫虏掠，被

一小校将侮

辱。

幼通

《孝

经》、

《列女

传》

崇祯

五年

登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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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

（7745）

自缢 九成叛，城

陷

- 崇祯

五年

蓬莱 - -

荆娲

（7745）

大骂贼而

被贼杀

被流贼掠，

不愿从贼，

大骂贼而被

杀死。

- 崇祯

五年

陕西

淳化

- 兄

妹

皆

旌

宋氏

（7745）

被贼杀 贼至被掠，

不从，抱树

大骂，母女

俩被杀死。

- 崇祯

六年

郧阳 - -

李氏

（7745）

投水 流贼突至，

围城，城

陷。

- 崇祯

八年

霍丘

县

- -

陈氏

（7745）

蕲水李氏

（7746）

被贼断颈 流贼至蕲 - 崇祯

八年

蕲州 - -

婢女阿来

（7746）

被贼刺死 流贼至蕲，

为保主子的

女儿

- 崇祯

八年

蕲州 - -

万氏

（7746）

投水 流贼陷其城 - 崇祯

八年

和州 - -

石氏女

（7748）

被贼斩肢

后杀害

流贼突至，

要玷污她

- 崇祯

十年

五河 - -

谢氏

（7748）

被乱卒分

尸

为乱卒所掠 - 崇祯

十年

当涂 - -

冯氏 不明 贼至 - 崇祯 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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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9） 十年

陈氏

（7749）

大骂贼而

死

贼突至，贼

逼其走而不

从

- 崇祯

十年

孝感 - -

六安女

（7748）

被贼杀 流贼入境，

见其美色，

欲侵犯她

- 崇祯

中

六安 - -

仲氏

（7751）

被贼杀害 汉阳陷，贼

人大势淫掠

- 崇祯

中

汉阳 - -

唐氏

（7750）

投塘 贼至，贼要

挟丈夫钱

财，为救丈

夫而知情况

已无法避免

- 崇祯

十三

年

广济 - -

颜氏

（7750）

- - - 崇祯

十三

年

长乐 - -

卢氏

（7750）

自缢 家贫，殉

夫。

- 崇祯

十四

年

颍州 - -

于氏

（7750）

被贼刺死 贼破城 - 崇祯

十四

年

汝州 - -

赵氏

（7752）

被贼杀害 贼陷太康，

将抵雎州，

城破

氏知

书，有

志节。

崇祯

十五

年

睢州 - -

张氏

（7753）

自缢 流贼围商丘 - 崇祯

十五

年

商丘

县

- -

郭氏

（7753）

被贼刃死 任国琦作乱 - 崇祯

十五

年

长治 - -

朱氏

（7754）

投井 流贼破城 - 崇祯

十五

年

无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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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氏女

（7754）

萧氏

（7751）

被贼烧死 寇大起 - 崇祯

十六

年

万安 - -

杨氏

（7751）

不明 贼贺锦攻城

急，为保城

而运石而牺

牲

- 崇祯

十六

年

安定 - -

石氏、

王氏等

（7753）

纵火自焚 贼围甘州，

城陷

- 崇祯

十六

年

甘州 - -

李氏

（7754）

投井 州遭兵火 - 崇祯

十六

年

定州 - -

乾氏

（7756）

投池 丈夫死；听

说贼陷德

州，将及孝

感，逃命中

觉得自己老

了，于是不

再守节，选

择先死。

- 崇祯

十六

年

孝感 40

年

-

熊氏

（7755）

自缢 武昌陷

丈夫被杀而

殉夫

- 崇祯

十六

年

武昌 - -

刘氏

（7749）

投江 乱兵焚掠江

市，逃难而

无所至及

- 崇祯

末

怀宁 - -

何氏

（7751）

绝食 为贼所执 - 崇祯

末

临武 - -

姚氏

（7754）

刃交下死 流贼掠桐城 - 崇祯

末

桐城 45

年

-

丘氏

（7755）

被贼用火

焚死

被贼抓到，

不从，骂不

- 崇祯

末

孝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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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口

黄氏

（7756）

- 贼帅百旺陷

德安

- 崇祯

末

孝感 - -

吕氏

（7757）

被贼分尸

并投水

寇贼至 崇祯

末

云梦

张氏

（7758）

撞石死 城陷，军士

要污她，她

为保护丈夫

与孩子

- 福王

时

宿松 - -

刘氏

（7758）

被贼刃 城溃，为保

护舅姑之灵

柩

- 福王

时

怀宁 - -

刘氏

（7760）

痛哭而绝 国亡，丈夫

绝食而亡，

她 6日一口

水也不喝

国亡 和州

参见［清］张廷玉等撰（1974），《明史·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页

7789-77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