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由《列女傳》談通識課程中
的性別教育

79

（投稿日期：2017/06/20；修正日期：2017/08/23；接受日期：2017/08/24）
洪櫻芬

＊

林玫玲
＊＊

本文曾發表於《2017通識教育理念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通訊作者，E-mail: mlhung@gms.npu.edu.tw)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

＊

＊＊

1

    性別教育是通識教育的重要內涵，如何透過課程培育學生性別平等觀

念，是規劃通識課程時必須思考的核心重點。從小到大，學生對於性別的

了解來自各個面向，當學生對於性別議題沒有深入理解，將會不自覺的表

現出不合宜的性別態度與行為。大學生在大學就讀期間必須修讀至少 28 

學分通識教育課程，因此透過學校通識教育的適度引導，建立學生正確的

性別平等觀念是相當具體可行的策略。而完整的性別教育的設計，必須兼

顧性別知識的傳授及性別平等態度的建立與啟發。本研究主要目的是以性

別教育的視角，透過文獻分析法以及思想性的反省批判思辨。首先探討在

通識課程裡性別平等教育的意義，接著討論古代經典的性別觀察，並指

出在通識課程裡，透過課堂裡經典文學的導讀，融入性別教育，可提升學

生對於經典文學以及性別平等的學習興趣。本論文以在通識教育開設《列

女傳》為例，探討如何透過古代經典，省思其中有關性別平等的意涵與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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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關鍵詞：性別平等教育、通識課程、列女傳

    性別教育是通識教育的重要內涵，如何透過課程，培育學生性別平等

觀念，是規劃通識課程時必須思考的要點。從小到大，學生對於性別的了

解來自各個面向，當學生對於性別議題沒有深入理解，將會不自覺的表現

出不合宜的性別態度與行為。例如從小時候聽到的童話故事裡，柔弱公主

等待著勇敢王子的救援，到長大後閱讀的文學名著，許多文學作品裡假定

著女性須具備順從的特質；諸如此類的作品影響著廣大學生的觀念，學生

若沒有予以省思，將深受小說故事裡影射的性別觀念所牽引，而認同男主

外、女主內等多種刻板印象，造成 Macdonald (2013: 139) 指出即使在家

庭裡，男性的需求在男子氣概與熱心家務之間也有裂縫。換言之，當學生

對性別議題沒有深入理解，不加思考的全盤接收傳統觀念以及媒體資訊裡

的性別刻板印象，將不自覺的採納不合理的性別態度，並將其視為理所當

然。大學生在大學就讀期間必須修讀至少 28 學分通識教育課程，因此透

過學校通識教育的適度引導，對於強化學生正確平等的性別觀念應是可行

的管道。就如學者指出：「通識教育在臺灣大學教育中的邊緣化與不受

重視，弔詭地提供了婦女與性別研究這一新興學術領域進入大學的管道

和發展空間。」（謝小芩、王雅各，2000: 47），因著性別教育與通識教

育的共通特色，「通識教育始終在性別平等教育推展過程中扮演一定角

色。」（邱秀香，2013: 4） 

    性別教育必須考量與學生的生活經驗以及文化風俗作聯結，但又須避

免課程內容流於淺顯通俗化，減低了課程所應肩負的學術承載性。完整的

性別教育的設計，必然兼顧理性與感性，有性別知識的授予，也著重性別

平等態度的建立與啟發。筆者曾就性別課程內容與學校性別活動之規劃作

洪櫻芬、林玫玲    由《列女傳》談通識課程中的性別教育

值，使性別平等教育的精髓能更深植且落實於通識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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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論述（洪櫻芬、林玫玲，2017），深感性別教育不能只侷限於專門的性

別課程，還應多樣化的融滲於通識課程。質言之，透過通識課程傳遞性別

教育，應該多元化藉由各種通識內容，引導學生對於性別議題作省思，尤

其結合古代經典學說，洞鑒古今的檢視並思維其中的性別觀點，是理解傳

統文化的性別觀的樞鈕。然而傳統經典的寫作背景是男尊女卑的社會，經

典的內容在鞏固封建社會的人倫秩序，維護「禮」的推行；此如何與性別

平等教育作聯結呢？根據筆者多年任教國文以及性別相關課程的課堂觀察

發現，講述古代經典的內容時，適時帶領學生加入性別平等的省思，再引

導學生設身處地的思考，討論是否有更適宜的做法與觀點時，課堂的互動

更為活絡，學生的學習興趣明顯提升。學生在學習心得裡也提及，原本以

為古代經典只是束之高閣的崇高行為典範，原來是與生活息息相關，值得

作為現代人的借鑑。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性別教育的視角，透過文

獻分析法以及思想性的反省批判思辨，試圖指出性別教育在通識課程的意

義，並以《列女傳》為文本，從中解析傳統婦女的處境與作為。希冀引領

學生在閱讀《列女傳》的同時，不僅體會性別歧視對社會的影響，還能學

習古代婦女的生活智慧，並進一步鑑古推今的省思性別平等教育，對於我

們生活的價值意義。

    性別歧視是長期存在的事實，「我們有史以來的女性，只是被摧殘的

女性；我們婦女生活的歷史，只是一部被摧殘的女性的歷史。」（陳東

原，1986: 18-19）這樣的歧視也出現於教育場域裡，誠如學者指出的，

「就性別的角度而言，現行的教育體制是問題重重的…我們也可以從師

資、教材、教法、學校環境和潛在課程等所有的面向中找到歧視女性的證

據。」（王雅各，1999: 104）在這個以男性為權利中心的社會裡，婦女

的形象早已不再具有原始神話女媧造人補天的神聖地位，有學者指出（張

柟，2012: 9）：「中國古方言即稱母親為『社』，『社會』為母之群族

貳、通識課程中性別教育的意義──談女性的處境



82 洪櫻芬、林玫玲    由《列女傳》談通識課程中的性別教育

的意思。在這裡，社會與母親、母族劃了等號，凝聚著母系氏族社會兩性

和諧發展『創世紀』的歷史功績…文明社會以來，男性觀念假借上帝之口

隱匿事實真相，篡改了真實的社會史實。」儘管東西方早期是否原先為母

系母權模式，至今尚未有明確定論，但是女性自有歷史記錄以來，向來處

於附屬地位或資源權力弱勢者，總是淪為附屬性、第二性的角色，卻是不

爭的事實，而且東西方皆然。女人的地位不斷受到歧視，女人的特質也不

停受到貶抑。女人成為被指使、受控的一方，被迫保持緘默，是無聲者，

就如 Irigaray, L. 研究發現，以前女人「只是消費或交易的對象，必然的失

語」(1985: 85)。許多的社會規範是建構在父權思維的模式，種種的風俗

習慣更是立基於男性角度所產生，迫使女人在過去的歷史裡，成為忍辱緘

默的一群。長久以來，女性是否接受教育是無關緊要的事，因為女人的人

生目標是結婚，上野千鶴子 (2015: 66) 指出：「『全民結婚社會』的意

義是什麼？在結婚成為必然的時代，沒有結婚的女人就無法在社會上生

存，因此婚姻在這個時代也被稱為是女人的『永久就業』。」在婚姻、家

庭以外的領域，沒有提供給女人展現才能的空間，也沒有給予女人求知問

學的機會。《說文解字》：「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王貴

元，2002: 542）當人們把女人定位在家務勞動的角色，視女性為家庭照

顧者時，已限縮女性在社會衝刺事業的機會。人類學家與歷史學家發現，

一個文化強調女人的生殖能力及照顧小孩的角色，是使女人較少公共影響

力的主因 (Lott, 1994: 13)。不論古時或現代，在面對社會及家庭期待時，

個人定位與肩負的角色，常有壓力及衝突，不論哪一性別皆然。但是受到

傳統所謂的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影響，親友關係是女性生活世界的焦

點，女性的個人價值就在關係脈絡裡獲得意義。男性卻是壓抑與親友聯結

的需求與感受，「基本的女性自我感受是連結著世界，基本的男性自我

感覺則是分離的。」(Chodorow, 1999: 169) 因此，男女學生在成長過程

中，面對外在種種的要求感覺殊別，外界所給予的引導亦不同，造成男女

學生所建構的內在心理世界有很大的差異，因此男女學生所關注的對象、

議題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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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學生從小耳濡目染的接收到女性應發揮關懷特質的訊息，例如養育

小孩、照護長者的等工作，皆被視為女性的職責。Noddings (2008: 29)：

「幾乎在所有的文化裡，女性似乎都比男性更常且更深入地發展關懷的能

力。」女人的關懷特質深嵌於女人的生命與整部女人歷史裡，「關懷的傳

統在女性歷史中佔有很大的部分」(Noddings, 2008: 15)，社會寄予女人照

顧者的角色，迫使女人不自覺的關注他人的需求，並以照顧、關懷能力來

檢視自我。美國關懷倫理道德學者 Gilligan (1993: 164) 說明：「無論如

何，因為女人是透過親密和關愛的關係來定義她們的身份，她們遇到的

道德問題，是屬於不同種類的議題」。對女人來說，道德之基礎是關懷、

愛，生命的價值常體現於對他人的尊重與關心，「當女人在建構成人領域

時，人際關係的世界顯露且變成其注意和關懷的焦點」(Gilligan, 1993：

167)。因此，女人感受到的緊張矛盾，多源自於家庭。尤其妻子與母親的

工作包羅萬象，如 Chodorow (1999: 179) 所說：「妻子／母親的活動具有

無界限的特質」，生活中各種繁瑣的大小事，從小孩哺育到大人照顧等相

夫教子的相關工作，都是屬於她們的義務。這些家庭生活中，無酬的愛的

家務勞動，也就是傳統所謂的「女人工作」，儘管重要且有意義，但相較

於男人在外的工作卻又被評定為微不足道，「我們的社會往往重視傳統上

與男性有關的活動更甚於傳統的女性工作。」(Noddings,2008: 155) 人際

間相互關心、照顧的良善特質，是屬於「作為人」的重要基礎與核心價

值，家庭責任本應共同分擔。然而由於男女性別特質的預設，致使女性必

須承擔大量的無酬家務活動，甚至無暇再外出工作，造成女性處於沒有經

濟安全的家庭弱勢地位。根據聯合國經社事務部發佈的《2017 年可持續

發展目標報告》（聯合國新聞，2017）指出：「根據 2010 至 2016 年資

料，女性平均花費在無償家務和護理工作上的時間是男性的三倍。」再觀

察臺灣有配偶的男性與女性，對於料理家事所花費的時間，女性明顯遠

超過男性，「105 年 10 月 15 歲以上有偶（含同居）女性平均每日無酬照

顧時間為 3.81 小時至於其丈夫（含同居人）之平均每日無酬照顧時間僅 

1.13 小時」（行政院主計總處， 2017: 17）倘若把如此不均的家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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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理所當然，而不進行省思與調整，性別平等就無法充分實現。性別教

育的意義，就在於深入瞭解女性的關懷與照顧責任，由於被傳統道德束縛

而無法拒絕，以致形成對女性處境的壓榨與脅迫。

    然而女性只能主內來操持家務的作法，使女性在政治、文化裡缺席，

遠從希臘雅典時代開始，當時人們熱衷於政治，但所謂的「人們」是專指

男性，因為女人不是公民，因為女性就如艾克曼 (Ackerman, 1995: 18) 所

指出：「政治對他們太過激勵，婦女天生的就是非理性、歇斯底里、貪

心，慣於酩酊酒醉，且著迷於性，這是普遍性的知識。」而作為人們心

靈依歸的宗教，在宗教權威下，女人常被輕視或排斥，Friedman, S. S. 

(2014: 336)：「在許多文化中，女性被排斥於神話之外的事實與宗教的

權威密切相關」。從宗教及文化領域，對於女人輕視的現象，迫使「女

人的角色因此奠基在個人的，而不是『社會的』或『文化的』聯結。」

(Chodorow, 1999: 180) 即使轉向觀察學術界，婦女聲音同樣也是被置若罔

聞的景況。以傳統的學術領域來看，不論是哪一學科，婦女幾乎總是缺

席，即使著重思辯、號稱科學中的科學──哲學，也是將婦女排拒在外。

Grosz 直言 (Grosz, 2005: 156)：「而哲學作為一門學科，它有一個排除婦

女作為擁護者與參與者的示範性歷史」，哲學作為具有悠久長遠歷史的學

科，卻始終沒有以女性為主體的思維；直到近代才開始有為女性發聲的女

性主義出現。至於發展兩千多年的西方倫理學，同樣以男性道德作為主

導，Friedman (2014: 205) 研究發現，倫理學的方法與內容延續著對女性的

偏見，並以男性為中心來思考及解決道德問題。甚至研究人類心理的心理

學家也充滿著對女性的鄙視，就如弗洛依德的學說裡，認為女人有陰莖羨

慕 (penis-envy) 的心理，而且漠視大眾利益與公共事物，因為缺乏社會興

趣 (social interests) (Freud, 1965: 168-9)。

    在這些林林總總因素的包圍影響下，不僅在教育對象的施行有重男輕

女現象，連教育內容也呈現性別歧視的引導，人們不知不覺的普遍潛存著

對女性輕視的厭女情結 (misogyny)，Gilmore (2005: 15)指出：「幾乎全世

界都有反女性 (anti-woman) 的情緒。凡是兩性共存的地方（亦即每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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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男人心中都具有某種程度『憎惡女人』(horror mulieris) 的心理」。

從儒家經典的《經典》，可以看到厭女與厭妻的思維，《論語．陽貨》：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的論點，被視厭妻的濫觴，焦杰 (2011: 215)「

厭妻思想最早見於孔子『唯女子與小人不可養也』的論調，之後儒家就出

現了休妻的風氣」。可是，不論男女對於男性從未出現普遍性的憎惡心態

(Gilmore, 2005: 19)，然而厭女的心態，卻是男女皆有。只是男女性的厭女

有些不同，「在男人身上表現出來的是『女性蔑視』，在女人身上表現出

來的是『自我厭惡』」（上野千鶴子，2015: 13）。從傳統觀念的「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到臺灣俗語的「查某囝仔，無才便是德」、「雞母能

啼破人家」，女性的處境，就如學者所觀察：「女性不約而同的呈現出

附屬的第二性處境，在俗語構成的話語權力網絡中，被喝斥著『查某人恬

恬』、『有耳無嘴』，限制她們發出意見」（游淑珺，2010: 93）因此透

過通識課程，培育學生正確的性別態度，建立性別平等的和諧關係，實為

刻不容緩。然而，在引導學生在正視女性地位以及性別發展的同時，不能

忽略對傳統性別觀念的爬梳與理解。

    經典教育是通識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作為文化精髓的傳統經典，

並非是一頁頁與生活世界無關的沉寂史料或刻板紀錄，經典的慧語箴言，

原是慰藉心靈、啟發心智創思的關鍵性力量。」（洪櫻芬，2008: 154）傳

統經典裡所表彰的人文精神正是推動人性實現其意義的力量，面對著當代

人漸漸失落其存在的意義，經典的研讀再再提醒吾人，生命圓滿意義的實

現必透過道德主體的自覺自省，在「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的進程

中，擴展生命的領域，感受古人心靈智慧的精髓，體會自然生生的奧妙。

藉由經典閱讀，帶領學生觀察傳統封建時代的性別相處模式，才能全盤理

解長久以來婦女地位的演變，理解古代經典的性別觀點。女性主義者指

出，「父權社會導致婦女的次等地位，也造成歷史上直接對婦女的系統暴

參、古代經典的性別觀察－－以《列女傳》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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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模式。」(Gelles & Cavanaugh, 2005: 141) 在今日倡言性別平等的父權背

景下，古代經典揭示的話語，值得我們深入解讀。本文以西漢劉向的《列

女傳》作為性別教育的討論文本，陳述列女傳裡收錄的女性模範，解析在

古代社會的婚姻生活中，婦女面對生活與障礙所採取的生存策略或生活技

能。

    研究者所以選定《列女傳》作為教材，主要是因為此書是第一本以女

性為主角的傳記，從司馬遷的《史記》開始，記傳體的記錄的主角除了呂

后之外，皆是男性。劉向開始了以女性為主角的記錄，他以道德模範作為

框架，將符合的女子編排其內。有別於現今國內外的傳記裡，必會描寫的

主角生活樣貌。《列女傳》的重點是當時社會所期待的女子德行典範。書

中只強調女子道德行為，至於這些女子的生平事蹟與個人形象，並非書中

所欲突顯的內容，因此被簡化甚至略過。曼素恩 (Mann, 2015: 33) 指出：

「豐富的中國傳記史料在許多話題是沈默不語的。比如說，對於婦女生活

的傢俱裝潢、衣著時尚和個體外貌的細節都鮮有關注。」這些看似沉默的

女子，儘管其所自身受到環境很大的囿限，但仍努力選擇及實踐其價值理

想，就如學者（胡纓、季家珍與游鑑明，2015: 397、398）所指出：「她

們設法調動可觀的文化資源，建構出了更能發揮個人能動性的主體位置在

不同程度上參與了她們自己的生產，留下了一定程度上的適應、討價還價

和偷樑換柱的挪用等種種痕跡。」

    《漢書》作者班固指出，劉向以「賢」與「貞」作為採錄列女的標

準，「故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

次為列女傳，凡八篇，以戒天子。」《漢書．楚元王傳》「賢」顯示婦

女具備道德品格的情操與實踐德行的能力。從周到西漢，Lu (2012: 22, 

23) ：「『貞』作為道德概念，可用於男性或女性…『貞』的核心就是堅

決、頑強、始終如一地堅守道德準則，或是堅守根據這些準則而做的約

定」。這些被收錄的女性，或是道德卓越，或是才華出眾。在《列女傳》

裡，對婦女的犧牲克制予以極高評價，藉由婦女之作為，一方面彰顯女子

德行對於家庭及國家的興衰影響，另一方面也提醒人們，女性是否奉行禮



法攸關家庭甚至國家的興衰，藉此強化古代女性對禮的遵守和奉行。透過

通識課程帶領學生研讀《列女傳》，在瞭解此書的創作背景及目的同時，

也必須解讀人物角色的行為特質，才可掌握書中呈顯的性別內涵。夫婦是

人倫的關始，不論東西方都認為男女愛情應是天長地久、歷久彌新。然

而愛情在歷經種種現實生活的考驗下，不見得雙方都願攜手白首，就如 

Lott, B. E. (1994: 129) 指出：「我們的文化保證，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愛是

圓滿和幸福，但這個保證是過於完美，它時常被經歷的現實所駁斥。」婚

姻生活更是如此，在傳統妻以夫為綱、為天的性別不平等之夫妻關係下尤

甚。不論是東方或西方的社會，家庭總是女性生活的唯一重心，就如學者

所指出：「在我們社會裡，女人作為妻子和母親，因此主要定位在對他人

的特殊關係。然而男人主要定義在普遍的職業稱謂。」(Chodorow, 1999: 

178) 因此，本文聚焦於《列女傳》裡女性在家庭裡的妻子角色來作討

論，檢視這些妻子的行為舉止所展現的時代意義。綜觀《列女傳》裡妻子

的舉止，可歸類為五大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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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女性總是沉默無聲，尤其身為妻子，只能嫁雞隨雞、嫁狗

隨狗，認命的以夫為天，在父權社會裡扮演聽命於夫的妻子角色。然而

《列女傳》一書稱許的妻子所採取的策略，卻非毫無主見的被動作為，而

是具有遠見智慧且能匡正丈夫的行為，儘管作法各有不同，但都達成其

目的。

（一）以退為進的迂迴勸諫。＜周宣姜后＞裡周宣王早睡晚起，不專心於

      政事，其妻姜后請人轉告宣王：「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

      之罪。」《列女傳卷二．一、周宣姜后》姜后之所以被表彰，不僅

      是其賢德，最主要是她能透過自責請罪，使作為君王的丈夫能自

      省：「寡人不德，實自生過」＜周宣姜后＞而勤於政事。

（二）以身作則，洞悉情勢。齊桓衛姬輔佐桓公，「桓公好淫樂，衛姬為  

      之不聽鄭、衛之音。」《列女傳卷二．二、齊桓衛姬》衛姬還能察

一、有智慧的匡正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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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言觀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

音揚，意在衛也」＜齊桓衛姬＞從桓公的舉止動作臆測是準備戰事，要攻

打衛國。楚莊王的夫人樊姬對於丈夫喜歡打擸，擔心其耽誤政事，於是不

吃肉，使丈夫勤於政事。「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

獸之肉。」《列女傳卷二．五、楚莊樊姬》她對於臣子也觀察入微，提

醒丈夫當時朝中的令尹非忠臣，「知賢不進，是不忠；不知其賢，是不

智也。」＜楚莊樊姬＞

    齊相晏子的馬車夫之妻子，對於丈夫在外得意自滿的行為，直接提出

離開的要求，「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

妾是以去也。」《列女傳卷二．十二、齊相御妻》她提醒丈夫，「且吾聞

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列女傳卷二．十二、齊相御妻》，使丈夫

自責改正。楚國老萊子的妻子面對楚王重金禮聘丈夫，她斷然離開家門，

驅使丈夫跟著她至遷居江南，就如她對丈夫所說：「今先生食人酒肉，受

人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列女傳卷二．

十四、楚老萊妻》至於荅子的妻子，還帶著小兒子離開家門。當荅子治理

陶邑五年成效不彰，家裡卻累積豐厚財富時，妻子主動要求帶小兒子離

家，她對婆婆說：「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敬，民不戴，敗亡之徵

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列女傳卷二．九、陶荅子妻》

    除了主動求離之外，還有妻子膽大心細的違反丈夫意願，以幫助丈

夫，並達成自己的心願。《列女傳卷二．三、晉文齊姜》裡齊姜判斷其丈

夫應回晉國，儘管其夫想留在齊國安樂生活，但齊姜仍違背其夫意願，「

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之以行。」主動積極的將其夫灌醉後，送回

晉國，成就其夫功業。倘若齊姜順服丈夫想法，或許就不會被收錄於劉向

的書裡了。當晉惠公被秦穆公俘虜，要求到祖廟拜秦君之祖先時，秦穆公

夫人（她也是晉惠公同父異母的姊姊）以死匡正丈夫，「『晉君朝以入，

婢子夕以死。惟君其圖之！』公懼」《列女傳卷二．四、秦穆公姬》最後

二、主動求離、違夫意



秦穆公安排晉君住上等館舍，並贈禮物送他回晉國；穆姬順利完成匡夫救

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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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敖狃於蒲屬之役，將自用也，也小羅。」《列女傳卷三．二、楚

武鄧曼》楚武王的夫人鄧曼有遠見，觀察出莫敖將因仗勢著曾打勝仗而自

以為是的輕敵，也瞭解自然法則的運行以及楚武王的為人行事，對於武王

攻伐隨國，她直言若武王若死於行軍之路，軍隊士兵沒有損傷，則是國家

之福了。「物盛必衰，日中必移…若師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

《列女傳三．二、楚武鄧曼》曹僖氏的妻子具有識人的遠見，提醒丈夫要

禮遇當時逃亡的晉國公子，因為她透過判斷其隨從是卿相之才，認為晉國

公子能成為霸主。「負羈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

國相也….則其君必霸王之主也。』」《列女傳卷三．四、曹僖氏妻》晉伯

宗的妻子對於丈夫直言善辯，預料將會惹到殺身之禍，「夫子好直言，枉

者惡之，禍必及身矣」《列女傳卷三．六、晉伯宗妻》，因此勸告丈夫要

結交賢大夫，使孩子不被殃及。晉國夫夫羊舌子的妻子對於別人偷盜而送

來的羊，她為能「防害遠疑」，建議丈夫：「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

之，以明不與。」《列女傳卷三．十、晉羊叔姬》果真在盜羊之事被揭穿

時，丈夫羊舌子能夠不被牽連。至於衛靈公夫人則能藉由經過宮門的馬車

聲音，不僅知道對方是誰，還能分辨出對方是否賢仁，就如衛靈夫人所

說：「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

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列女傳卷三．七、衛

靈夫人》齊靈公的夫人仲子，面對丈夫想要廢掉太子，改立仲子自己的孩

子時，她不但沒有喜悅之情，反而規諫丈夫不可。「仲子曰：『今無故

而廢之，是專絀諸候，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列女傳卷三．

七、衛靈夫人》可惜，丈夫不聽，導致動亂。

三、有先見之明能料事如神

四、安於貧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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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孔子所言的「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貧而無怨

難，富而無驕易。」《論語．憲問》到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可以瞭解安於貧賤且無怨懟之心是不

易做到，唯有修身之君子、大丈夫才可達致。在《列女傳》裡，劉向標舉

出不貪圖富貴並勸諫丈夫安於貧賤的妻子。魯人黔婁的妻子則是對丈夫安

於貧賤的作法，感到欣慰，她主張以「康」字作為丈夫的諡號，「不戚戚

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諡為『康』，不亦

宜乎？」《列女傳卷二．十一、魯黔婁妻》楚國接輿的妻子同樣勸諫丈

夫，「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列女傳卷二．

十三、楚接輿妻》於是夫妻兩人隱姓埋名的搬離家鄉，不接受楚王的重祿

邀請。楚國隱士子終的妻子，面對楚王對丈夫的重金禮聘，提醒丈夫彈琴

看書的簡單生活是最快樂的，不要為了多吃一塊肉，冒著付出性命代價的

風險，「夫子織屨以為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亂

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列女傳卷二．十五、楚於陵妻》

    按照傳統禮教的觀點，婦女的行為舉止，必須完全符合禮節規範。為

人妻者，德性主要體現在對於婚姻的忠誠貞一。在《列女傳》裡，劉向特

別列舉了堅守貞德以及為守忠貞而犧牲性命的女性。

（一）守貞（固守忠貞） 

    為妻子的角色，就必須如黎莊公的夫人所言：「婦人之道，壹而已

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列女傳卷四．五、黎莊夫

人》儘管丈夫對妻子不聞不問，妻子仍執守於婚姻，遵行貞一的原則。楚

平王的夫人伯贏，面對吳王要強迫她為妻妾時，她拿著利刃說：「夫婦之

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列女傳卷四．

九、楚平伯嬴》終使吳王感到慚愧而釋放了她。楚國大夫白公勝死後，吳

王想迎娶其妻子貞姬，但貞姬認為自己沒有跟隨丈夫尋死，已是不仁，

五、守節忠貞



怎可改嫁，「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

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太甚乎？」《列女傳卷四．十一、楚白

貞姬》。

（二）死節（守節自盡）

    在從一而終的觀點下，為能固守貞一，不惜結束自己的性命以實現守

貞的目的。息國君王的夫人，面對丈夫被俘虜，她表明活著不能同住，死

則要同葬，「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列女傳卷四．七、息君夫人》於

是自殺，她的丈夫也跟著同一天自殺。齊國大夫杞梁的妻子因為沒有孩

子，當丈夫戰死沙場時，為展現自己的貞節，她表明：「內無所依，以見

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列女傳卷

四．八、齊杞梁妻》於是投淄水自盡。楚昭王的派使者迎接夫人貞姜，但

由於使者忘了拿符信，她拒絕離開，儘管江水漸漲，她仍堅持留在原地

云：「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

《列女傳卷四．十、楚昭貞姜》終被江水淹沒。除了忠貞，還須不踰禮，

齊孝公的夫人孟姬跌下車子時，因為丈夫派來的車子是男子專用的立乘，

拒不上車。再加上身在荒野，旁無護衛，自認為失禮而上吊自殺，就如她

所說：「夫無禮而生，不如早死。」《列女傳卷四．六、齊孝孟姬》有關

守節忠貞的觀點，向來最為學者所詬病，有學者就指出，劉向漠視人求生

的本能，「《列女傳》中，劉向卻鼓吹女性為了『禮義』的自殘、輕生行

為。」（陳麗平，2010: 255）以公與私的觀點來看，道德是公，個人的利

益是私，傳統儒家一再強調情禮衝突時，應絕情尚禮。以現代的眼光來

看，《列女傳》裡有些女性採取犧牲生命的方法，手段確實過於激烈。我

們無法認同，女子的盲從忍讓甚至自盡的價值意義。而且心理分析研究也

發現，要求女孩具順服的特質，這些看似正常的屈從及被動的表現，卻連

結著心理的痛苦與失常。(Chodorow, 1999: 40)。然而，若仔細考量這些女

性所生存的時代，禮教的要求已根深砥固的植於其心，在當時的社會環境

下，在個人生命與道德價值兩者只能擇其一的情境下，這些女子權衡了生

與義之輕重後，就如孟子的「生，我所欲也，義，舍生取義」為實現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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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想，不得已只好選擇放棄生命。這樣的選擇不是出於懦弱，而是更強

大的勇氣。換言之，表面上這些女子看似迂腐的固守禮教，實質上是為追

求信奉之價值，堅忍自主的犧牲奉獻，彰顯出當時女性的品德情操，也展

現個人的禮教節義。

    綜觀上述《列女傳》裏妻子採取的五大項策略，可以發現西漢劉向的

性別觀點，雖然無法跳脫男尊女卑的桎梏，但至少對比明代陳繼儒 (1936: 

1）：「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話語，劉向顯然肯定這些

才德兼備的女子，認同在婚姻關係裏，妻子所能發揮的影響力，甚至是主

導力。古時的妻子在家庭裏，身處弱勢地位，最重要的本分是服侍、聽命

於丈夫。但上述妻子對於各項人事物都能觀察入微，並施略用智的勸諫丈

夫，積極展現其獨具慧眼的才能，而非被動聽命的角色。面對丈夫不智的

作為時，不再盲從於夫，甚至不惜以出走、死的方式來規勸，智勇兼具的

採取對家庭最好的策略。畢竟，在當時的社會氛圍下，妻子的身份與丈夫

非同處於對等的地位，倘若妻子直接規諫、要求丈夫的所作所為，此乃不

合於禮教的規範。因此，身為妻子只能以自責或是自我要求的方式，引發

丈夫的自省與改變。此種深謀遠慮的作法，可作為現代人的借鑑。今日

帶領學生研讀這些內容，不僅是要認識女性在當時婚姻處境的劣勢地位，

還要學習古代女性在弱勢情境，如何有智慧的運用技巧，達到想要實現的

目的。

    Lott (1994: 4) 指出：「對現代機構－學校、家庭、大眾媒體、經濟等

等－的仔細研究指出，每一地方的社會實踐，都因著性別而有差別。對女

人和男人的期待不同。」人們往往因著生理性別的男女，被教導這一性別

應有的性別角色之規範，而這教導主要來自家長、老師、同儕以及媒體資

訊等等，因此，不同的文化、社會，就規範出不一樣的性別角色之形象。

儘管性別先天的生理差異是明確無疑，如女性的懷孕哺乳之類，然而由刻

肆、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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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印象而來的性別差異，則是可改變的。就如巴特勒 (Butler, 1999: 22) 

所說：「性別是複雜的，它的全體是永久的擱置，在任何關頭時刻，它

從未及時完全充分的是它所是。」「性別可徹底且根本的成為不可信的

(incredible)」(Butler, 1999: 180) 性別的內涵是開放的，不論是哪一種性

別，都無法完整明確的予以定義。以「女人」這範疇來說，若想尋求舉世

皆準的公認定義是不可能的。所謂「定義」，被定義者的存有一定先於建

構定義的行動，透過建構定義的過程，我們對這個已存在的被定義者有更

多的認識。但在建構定義之後，我們常陷入一種迷思，自以為我們所建構

之定義非常完整，於是定義本身取代原本被定義的對象。在性別議題上，

傳統思維對於生理女性的人，就賦予「女性特質」，由此認定自然生成的

女性，就該有這些特質。換言之，人們在界定了「女性特質」和「男性特

質」等性別內涵後，就常本末倒置的以性別定義取代實際的多元性別存在

及其特質，對於不符定義的性別存在及其特質，則予以排拒及否定，此也

造成了「女人的範疇被不同且排外的目的使用，且不是全部女人都被包含

在這個詞；女人沒有被完全的包含於人。」(Butler, 2004: 37) 在通識課程

裡融入性別教育，正是要翻轉長期被扭曲的性別特質，讓任一性別都能展

現其作為人的價值。

    經典研讀是掀開古代心靈智慧，重啟古今對話的關鍵，結合經典教育

都是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方式，尤其在科技大學，專門的性別課程或是經

典課程有限，結合通識課程融入性別反省與經典思想，更能深紮學生的性

別敏感度。本文試著以《列女傳》作論述，此書不同於傳統一般傳記把男

性作為書中主角，《列女傳》的寫法採女性為主角的記傳體，書中主角的

德慧才智全不遜於男性。儘管立傳的作者是男性，其擇選的價值取向不離

男性主導的封建社會，但今日吾人再次研讀此書，應解析書中值得現代取

法的思維方式。在《列女傳》裡可以看到古時身為妻子的婦女，在面對丈

夫的不當行為，或是面臨家庭經濟的窘境，這些妻子能夠技巧性的勸諫丈

夫，也能安於貧賤，泰然自若。然而在課堂裡帶領學生對《列女傳》作研

讀與討論時，不能僅止於感佩古代婦女的忍讓與智慧，更要培養學生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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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敏銳度，能深入察覺古代婦女因為其「性別」，而導致在家庭地位上與

男性有很大的差異。儘管這些婦女才德兼備，依然改變不了其弱勢處境；

倘若她們能身處性別平等的社會，將能發揮大大的影響力，改變社會，翻

轉歷史。本文以課堂討論到的古代妻子之生活技巧作闡述，未來期待能再

對古代社會的性別觀點，以及古代婦女的價值與地位作更深入的探究。性

別教育無所不在，希冀透過性別教育與《列女傳》的討論，達到拋磚引玉

之效，喚起師生們在研讀文學經典時，也能檢視潛藏古代社會的性別觀

點，進而瞭解性別平等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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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d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gene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curriculum, cultivating students'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is the main point of 

thinking when planning general course. Students' gender knowledge comes 

from all sides. When students do not understand gender issues, there will be a 

wrong attitude toward gender. Our students must attend at least 28 credits of 

general education during their university studies. Through the appropriate 

guidance of school general educ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students’ correct 

concept of gender equality is a concrete and feasible strategy. The design of the 

complete gender education is boun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ationality and 

sensibili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attitude of gender 

equality.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paper are main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educ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riticism. First,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in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Secondly, we discuss the ancient classics of gender observation and point 

out that in the general curriculum, the integration of gender education into the 

ancient classics in the classroom can enhance students' interest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gender equality. In this paper, the general education of the

On Gender Education in General Studie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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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Nyu Zhuan is adopted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rough the ancient classics 

to think about the meaning of gender equality. The essence of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can be implemented in general education.

Keywords: gender equality education, general course, Lie-Nyu Z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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