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闺闱之外：清代传统女性的谋生经营

徐 宁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摘 要］传统女性常常被描述为仰人衣食者，官修史志的记载则显示她们在农业、手

工业、商业等方面均有积极参与和明显贡献，部分女性不仅自食其力甚至成为家庭中的经

济支柱。流行于民间的弹词文本内容、女弹词和弹词女作家的生计营求更是生动展示了

传统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及广大社会中下层女性的真实生存状态。谋生经营对清代传统女

性个人生活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它使女性能够自食其力，应对家庭变故；立足于家庭，生

存于社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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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指出中国“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无一生利者”。［1］38梁

启超为唤醒民族救亡意识而有意夸大女性的依赖性，但这确实代表了当时社会普遍观点，即女子是

仰人衣食的群体。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翻开记载着清朝历史的官修史志，“列女传”褒扬的女

性德行事迹背后隐含着无数女性谋生经营的辛劳，清代弹词小说等民间流行文本则生动展示女性生

存境遇，女弹词和弹词小说女作家的经历更是广大中下层女性奋力谋生的写照。古往今来，女性的

谋生经营总是和她们的生活境遇紧密相关，而传统女性的谋生经营对其生活境遇则别有一番意义和

价值。

一、清代史志中的女性谋生经营

传统女性常常被描述为仰人衣食者，但《清史稿》等记载显示清代的女性并不是坐享其成的“分

利者”，实际上各个阶层的女性均需不同程度地参与家庭或家族的谋生经营，她们在当时的农业、手

工业、商业等方面均有积极参与和明显贡献，部分女性不仅自食其力甚至成为家庭中的经济支柱。

1.从谋生经营范围看，清代女性对外积极参与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对内悉

心操持日常家务、管理家庭或家族财务。

《清史稿》的列女传共有51条记录展现了女性经济参与的情况，分别为：农业2例、家庭手工业40
例、商业1例、服务业6例、文化业2例。女性的身影活跃在多个经济生产领域：（1）农业。清代女子

亦事耕种，如连江的陈大成妻林“灌园自给”，又如永清的温得珠妻李“抱经元辞舅姑还母家，赁地以

耕，劳苦自食力”。［2］14076（2）家庭手工业。女子参与较多的是纺织、缝纫、刺绣之类，如萧山的汪楷妾徐

“居常布衣操作，岁饥，日织布一疋，易三斗粟，虽疟不为止”；［3］14027如禹州的李鸿普妻郭“力纺织，奉其

舅及后姑”。［3］14038也有女子参与编草帽、磨豆腐等营生者，如通渭的牛允度妻张“制草笠，可得钱数十，

犹足为数日供也”。［3］14041（3）商业。如高安妇刘“鬻簪珥为贸迁，居贱鬻贵”。［3］14048（4）服务业。女子有

做帮佣打理家务者，如莱芜的韩某妻马“贫，夫商於辽阳，马出为佣”；如腾越李鸣銮妻黄“转徙为人缝

纫浣濯”。［2］14079也有为生计而卖唱的女子，如广东顺德的周子宽妻黄“操土音歌，求钱，得药物酒食奉

夫”。［2］14067（5）文化业。有才华的女性会卖画谋生，如无锡的唐氏女“贫无昆弟，亦不嫁，鬻画以赡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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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3］14033

《清史稿》属于官修史书，取材有很大局限性，且《列女传》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来记录女性之事

迹，故只能从中一窥女性经济参与之概貌。其实古代女性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范围相当广泛。

有人曾对生活在商品经济繁荣的宋代女子职业与生计做过研究：在实业方面，女子有开茶肆的、开食

店的、开药铺的、做小贩的、裁缝织布的、有采桑养蚕的；游艺方面，女子有歌舞、卖技、讲故事、优伶；

杂役方面，以女佣为主，如琴童、棋童、厨娘等；妓女类，有官妓、家妓、营妓、军妓、僧妓。［4］669-680元朝女

性的生计和职业也大体包括纺织业、商业、娱乐业（杂技类、曲艺类、娼妓）、雇身人、女师尼姑道姑、师

婆卦姑媒婆药婆稳婆牙婆。［5］98-109女性卖艺为生的行为也较为普遍，明清以来女弹词人数渐多，这些

女弹词包括盲女弹词、书寓女弹词及后来的职业女弹词。［6］

清代的女性除了直接和间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外，还在家庭经济中贡献重大。女性的家务劳动

长久以来不受重视，但其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参与形式，而且是女性最主要的工作形式，能够产生经

济价值。“在明清江南农村，家务仍旧是妇女最重要的工作。家务之外，妇女也进行生产劳动，主要活

动有农作、养蚕、缫丝，以及纺纱、织布为主的各种手工业”。［6］156富裕阶层的女性虽然不会抛头露面地

参与公共领域经济活动，但她们中部分才智出众者会悉心管理家庭或家族财务。

2.从谋生经营方式看，清代女性多依附于男子，以附属身份参与到社会生产经营中。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采取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因此女性多是以人女、人妻、人母的身

份参与社会经济生产活动。如鹤庆的丁氏女，“父贫，段石为灰以自给，女助之”。［3］14034丁氏的生产劳

动是以人女之身份开展的。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女性不便抛头露面，因此对外的营生往往会借力男

性，如武陟刘戊儿聘妻王，丈夫亡故后她“孝勤纺绩，夜磨作蒸饼，使叔鬻之”。［2］14100

为了分担男性劳力的家庭经济重担，清代女性亦“夫唱妇随”地参与耕种之事。根据《清稗类钞》

记载：“常言男耕女织，又言夫耕妇馌，似种植之事非妇女所与闻，则是未尝巡行阡陌考察农事之故

也。男女并耕之俗，广东、广西、福建最多，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亦有之，且有见之于湖南者。盖其

地之妇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无异男子。世或视女子为废物，谓其徒手坐食者，实讆言耳。”［7］2256从

清代的情况来看，“男女并作”的地域相当广泛，不但南方如此，即连北方也不例外。［8］318

传统社会女性的行动被限制于家门之内，当家中男性劳力缺位时，清代女性的经济参与多指向

主要生产环节可以在家中落实的家庭手工业领域。如前文统计所显示，《清史稿》的列女传中51条
女性经济参与事迹中，40条都是关于家庭手工业的。

3.从谋生经营程度看，清代女性普遍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和家庭经济活动中。

由于生活压力所迫，社会下层女性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者为数不少，而社会中上层

女性居家执掌家庭财务大权者亦不鲜见。

社会下层的女性因为家庭经济压力，随父兄或丈夫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获得经济报酬，是较为普

遍的现象。除了参与大田劳作外，她们常以纺织、刺绣、缝补等女红来换取报酬。手艺好而又勤快的

女性甚至可以借此养活全家。余杭的周怀伯妻边在丈夫死后“恃女红养姑，营丧葬，嫁三女，贷於人

以举。节衣缩食，数十年乃毕偿”。［2］14082通州的李氏在二十八岁丧夫后，“以养姑育子为己责。家极

贫，日夕勤纺绩事针黹，佐易薪水”。［9］497

由于清代纺织业发达，女性从事纺织者众多，“女性纺织对明清市场的发育具有突出贡献”。［19］

在实际生活中，处于社会中上层的清代女性虽然由于家庭经济的富足基本免除了繁重的体力劳

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就是纯粹的“分利者”，她们中的部分人掌管家内财务，经营家庭产业，做出

了相当贡献。

二、清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谋生经营

官修史书只能让后人一窥清代传统女性经济参与概况，却并不能展现她们生活的具体场景和不

同境遇。民间各种形式的文本则往往能细致生动地再现历史，比如弹词。弹词是广泛流传于江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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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文学形式，有案头读本和艺人演出之别。“明清以来的苏州是市民文学最为繁兴之地，评话、弹词

大多取材于演义小说、才子佳人小说。历代文人也有为之书写或润色者，如清代女弹词作家邱心如、

陈瑞生等，近现代文人平襟亚、陆澹庵、姚苏凤、陈范吾、陈灵犀等”。［10］弹词小说以艺术形式展现了清

代传统女性的生活境遇，女弹词和弹词小说女作家的生计营求是广大传统女性生活状态的一个

缩影。

1.弹词小说中的传统女性生活境遇

“在弹词之中，完全不带什么宣传宗教的色彩，也是变文体一样的文体。所有的故事多为儿女风

情衬托出来旧时代所提倡的贤孝节义”。［11］405清代弹词小说中的女主角虽然各有曲折的人生经历，但

多是遵从“三从四德”的道德规范，沿着孝女、贤妻和慈母人生轨迹前行。清代松江弹词女作家朱素

仙的弹词《玉连环》中的梁红芝便是一个典型。梁红芝是故事中的女主角之一，梁家的邻居御史孙纯

家有子孙皓，欲求红芝为妇。梁母因孙皓行为不正，没有应允。然而造化弄人，红芝的兄长梁琪恋上

孙纯外甥女文彩，求婚时被要求红芝许给孙皓。婚后孙皓不仅调戏梁琪之美妾，更在父母双亡后嫖

赌无度，先售房产又卖其妻红芝。红芝设计调教其夫。后孙皓改悔，用心读书，得中府学第三名，红

芝见其悔改，才道出真情，夫妇团圆。［12］132这个故事体现了梁红芝的德行，也隐含着女性的无奈。在

婚配问题上，虽然男女都没有自主权，但男性利益优先，梁红芝为了兄长娶到心仪之人，明明知道男

方品行不端仍然出嫁。在婚姻生活中，梁红芝处处隐忍，不仅要经营家庭，还得替丈夫谋划前途。虽

然梁红芝最终迎来了相对圆满的人生，但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贤惠的妻子能唤得浪子回头？

弹词的作者有不少为女性，通过她们的作品“可以看出历来妇女精神上所受的压迫和无所寄托

的情况和感情所要发泄的倾向”。［11］406如清代弹词女作家陈端生在其弹词《再生缘》中塑造了孟丽君

这一经典形象。虽然故事的历史背景并未设定在清朝，但孟丽君的男扮女装，挣脱封建礼教的的种

种举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清代女性内心真实的渴望。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社会对男性和

女性设定了不同的教育目标，男性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被培养为效忠天子、维持社

会正常运行的士、农、工、商四民，女性则依托家庭教育，被教养为孝女、贤妻、良母，主要居于家中，维

护家庭内部的稳定。女孩接受的家庭教育要点如下：“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

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

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13］女孩子学习的主要是仪态举止和居家事务，在仪态上要温婉柔顺，言

行上要听从尊长教诲。居家事务包括纺麻织布、煮茧缫丝、编织丝带，以供给衣服。女孩还要观摩祭

祀活动，传递酒浆、篷豆、范酿等祭品和祭器，按照礼节规定帮助长者安放祭品和祭器。女孩十五为

成年，到了二十岁就可以出嫁，如有父母之丧等故，就到二十三岁出嫁。

“男主外女主内”、“男女授受不亲”、“女子无才便是德”等纲常伦理从身体、观念和知识各个方

面限制住了女性在经济活动方面的参与和拓展。而且相对谋生经营的本领，社会更看重传统女性的

道德操守。弹词小说中对梁红芝等女主角的助夫有道甚为推崇，官修史志更是对女性的操守大书特

书。如，金陵施氏女在夫君亡故后“求殉不得，乃归父母家，织纴自给”。后其父遭牢狱之灾，她“坐斗

室刺绣易米，以供父及母弟妹食”。［14］440正统舆论将何氏女定位为“孝女”记录在案，宣扬的是其“求殉

不得”的“忠贞”之行和供养父母的“孝顺”之举。

2.女弹词和弹词女作家的谋生之道

虽然社会更加看重传统女性的道德操守，但并不是对女性的谋生经营毫无要求。“三从四德”的

封建道德规范中就明确规定了对女性劳动的要求。“三从”指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

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其中“妇功”就规定了女性应有的家庭劳作，包括前文所述纺麻织布、煮茧

缫丝、编织丝带，以供给衣服；负责家中饮食，侍奉公婆丈夫；准备祭祀等。

在现实生活中，中下层女性的劳作远远超过“妇功”所列之内容。有些女性必须自谋生路，如为

获得衣食而学唱弹词的盲女。明代时，“听盲女弹词已经成为江南闺阁女性日常消闲生活的一种补



充”，到嘉庆年间“始现于常熟的盲女弹词已经在江南地区扩散开来，并发展到进入茶馆说书”。［15］除

了某些特殊时段外，政府很少限制女弹词的发展，“因为女弹词的弹唱内容本身就有许多介绍历史上

英雄的嘉言懿行”。［16］女弹词的抛头露面自然是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但由于这种活动不仅能丰富民

间娱乐，而且也起到一定教化作用，因而使女弹词获得一线生机，借以谋生度日。“实际上，传统时代，

评弹等民间说唱在江南地区除了负有民众娱乐消闲的功用外，客观上也发挥着维护传统社会教化、

启蒙民众的作用。评弹脱胎于稗官、野史、杂剧等，唱说于广大城乡，甚至可以走人大户人家的闺阁

之中，对于普及民众教育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17］同治初年又盛行“书寓女弹词”，相当一部分后来

蜕变为普通妓女弹词。

而弹词女作家也往往家境贫寒，以塾师文墨作为谋生之道。作有长篇弹词《凤双飞》的清代阳湖

女作家程蕙英，出身书香门第，后来因为家道中落而任女塾师，以教书自养。

“作为女性，在传统社会有着非常明确的角色定位。女性走出家门，抛头露面，这有悖于传统的

良家女性的价值标准，必然要受到传统道德观念的否定”。［15］167但是生存的压力迫使这些传统女性顶

着世俗眼光进入公共空间，她们或受到男艺人的排挤，或受到男听客的调戏，承受着比男性更大的压

力。当然，生存压力同时存在于男性身上，晚清民国时，评弹艺人的收入相对较为可观，还出现了不

少“外打进”男艺人。［18］

清代女弹词和弹词女作家的经历说明家庭背景明显影响着清代女性谋生经营的具体方式。生

活在社会中上层家庭中的女性谋生经营的主要方式是家内事务的处理和财务的打理。良好的家庭

经济条件无需她们直接进行谋生活动，传统的女德规范也不允许她们走出闺房抛头露面地参与社会

化的经济活动。而对于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女性而言，游走于市井之间忙活生计则是生存之必须。这

里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家庭状态正常的女性，她们通常是和家人一起开展谋生经营，共同

负担家庭重担。如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她们帮助家里干农活、做女红。又如一般家庭中的妻子，她们

和丈夫合作，进行生产劳作。另一类是家中男劳力缺失或病弱等家庭状态异常的女性。如那些寡居

无依靠的女人，她们在养活自身的同时，往往还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最为辛苦。如桐乡的施曾锡

妻金，在丈夫亡故后，家益贫，“纺绩，冬寒皲瘃，十指皆流血”。［3］14026再如“陶氏，州人贾文选妻，年二十

七夫亡，遗子六岁。陶坚志守节抚孤成人，操井臼勤纺织，终身如一日”。［9］503

三、清代女性谋生经营的存在价值

清代传统女性的谋生经营不仅使其自食其力，且支持着家庭生活，还利于积累社会财富，稳定社

会秩序。尽管社会更重视传统女性一言一行的道德价值，而不是劳动产值，但这并不减损谋生经营

活动对女性个人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1.从生存需求看，它使传统女性能够自食其力，应对家庭变故。

根据李伯重的研究，1820年代华娄的短工日工资为200文，依照当时米价（3000文/石），合米6.7
升。而长工“一年工作360日，日均工资合钱150文，相当于5升米”。在当时的松江，从事纺织业的

农妇一年平均工作265日，因此其收入为13250文，依照当时的米价和银钱比价，合银10.2两，或合米

4.4石。［25］

而部分文化水平较高的女性，不仅可以通过女红来谋生计，还可以通过出售个人书画或入户教

书、行医济世、参与商事为生。家道中落或男性家长早亡时，女性谋生经营有助于应对家庭变故。

清代曾出现一批较为知名的女画家，能通过出售个人书画谋生：明末清初的黄媛介，嘉兴人，明

亡后卖画自活，稍给便不复作；陈书，嘉兴人，居贫则卖画自给；马荃，常熟人，夫妇偕游京师，以绘事

给衣食；吴规臣，金坛人，往来金陵、维扬间，卖画供给夫家、母家；唐素，无锡人，家贫，矢志不嫁，鬻画

养父；汪琴云，浙江杭州人，奉亲不嫁，卖画自给。［20］这些女画家画风各异，她们在被奉为“才女”的同

时，也解决了自身温饱，甚至供养了家庭。

有研究显示，清代初期江南地区还出现了女塾师，比如常熟归懋仪、仁和苏畹兰，“这些巡游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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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过为上流人家的女孩教授儒家经典、诗歌艺术和绘画而谋生”，“这些闺塾师都是有着女性学问

传统的文人家庭的女儿”。［26］

清代亦有女子行医为生的事例。1729年有位孙巫医“在直隶的家乡便已远近驰名。她不仅藉医

术来获得声望，同时也用医术来维持她家族的家计”。［21］369

女性有经济头脑者亦参与商业经营，如“明清时期徽人为贾者十之七八，商人妇也占徽州妇女的

大多数”［22］141，“商人妇中有不少能人，她们直接参与商业经营”。［22］147

由于家务劳动的无偿性，女性家务劳动的价值长期被忽视。其实，无论是富裕阶层女性以女家

长的身份参与家庭财务管理，还是贫苦人家女性打理家务，都有一定经济价值。

2.从生活状态看，它使传统女性能立足于家庭，生存于社会。

如前所述，传统社会对女性有“女红”的要求，“懒”女人是会受到家长斥责，社会轻视的，而勤于

操持的女性则能更好立足于家庭乃至家族之中，受到社会的褒奖。

清代女性正当的谋生经营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清代女性在丧夫后，大部分人不再改嫁，她们

独立担当养家糊口的重任。这些守寡女性对上尽孝道，负担起长辈的生养死葬。如潘氏，徐昌东妻，

丈夫和公公先后亡故，“家贫，藉氏十指刺绣易米以炊，膳姑育子，寒苦二十五年而终”。［23］420她们对下

担母责，抚养子女成长成才。如李氏 ，“州庠生田永盛妻，年二十四夫亡。子三女一俱幼。李誓守抚

孤。家贫，以女红给食。子女长，力为婚嫁”。［9］481

这些女性以自己的行为践行和稳固着传统伦理道德，同时也解决了家人或主人的基本生存问

题，减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她们也为社会培育了人才。如顺治年间的黄氏，杨文焕妻，“年二十四，

夫殁，子于陛六岁。孤苦无依，纺绩自给，教子力学，补诸生”。［9］474

寡妇积极参与经济活动，对一家老小的生存和生活意义重大。如李氏，夫亡故后“遗三子一女，

尚幼稚。家无叔伯兄弟。氏矢志苦节，独抚遗孤。成立。娶三媳嫁一女，皆十指辛勤所积”。［24］344她

们辛勤劳作所得财物回报在日积月累中改善了家庭生存境遇。如寡妇韩氏通过劳作终买宅为子娶

妇：“康熙四十三年，濰大饥，韩昼抱子拾薪，夜则纺绩，日一食。久之，有所蓄，非甚饥则不食。卒买

宅娶妇生孙，年七十三卒”。［2］14070又如张氏，协助丈夫马上瀛“市牛乳为业”，丈夫亡故后，“张矢志不

二，仍夫业以抚孤。积十余年，家渐裕，为二子娶妇生四孙”。［9］508

因此，凡在封建道德框架中的正当谋生经营活动，均可以得到家庭的认可与社会的肯定。对于

生活在“男尊女卑”时代，以家庭为中心的狭小空间中传统女性，这种认可尤为重要，有时甚至能成为

其存活的精神支柱。

3.就人生轨迹而言，它一定程度上为女性提供了更多选择的可能性。

清代传统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女性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如择偶的自主权，生活

方式的自主权等。

如《清史稿》中记载的林姓女子，本订亲于男子登龙，但“其父母亦以婿贫欲别字”，林女非登龙不

嫁，于是她开始自己帮男方筹集聘金，“积女红得十五金，使以遗登龙佐聘钱，父母少之。乃日减餐，

治女红益勤，逾年又得十馀金，卒归登龙”。［2］14087在这一事例中，林女的女红是她能如愿嫁给男方的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

在清代，部分家庭会因为经济原因支持甚至逼迫寡妇再嫁。寡妇若有能力供养自身或家庭者，

则可以选择自己认同的寡居方式继续生活。如“鲍氏，州人杨国隆妻，年二十，夫亡。无子，姑在堂，

女幼。或劝改适。鲍曰妇人不事二姓，有孀姑幼女在，不敢死耳。家贫，以纸糊器易食奉姑，色养备

至”。［9］508

女性参与经济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她们的社会地位。比如徽商妇，由于其“为徽商提供

原始资本”、“姻戚互助，组成商业网络”、“直接参与商业经营”等特殊的社会功能，“改变了徽州社会，

从而也改变了自己的地位”。［22］141-149

总之，清代的女性在社会经济活动和家庭经济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她们绝非坐享其成的“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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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传统女性被认为是仰人衣食者，至少应该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下，女

性被隔绝在社会化生产之外，只能依托男性进行辅助性劳动。她们虽然实际上参加了社会生产，但

因为在大多生产经营领域没有起到主导作用而受到忽视甚至无视。二是女性的家务劳动不被认

可。社会虽然承认女性的家务劳动有一定价值，但不认为其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三是历史文本的

记录和宣传。官修史书中对女性的褒扬重点放在德行之上，而不是生产经营行为。民间文本也多是

讲述女性人生曲折故事或是轶事，少有集中而系统的谋生经营方面的详细描述。虽然传统女性维持

和改善家庭或家族生存状况是她们谋生经营的基本出发点，但这种实践活动客观上也起到积累社会

财富，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而这种谋生经营对女性自身而言的意义和价值更为重大，它使女性能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自身的生活境遇，生活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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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study of Hoffmann in context of romantic aesthetics JI Xin，LING Ji-yao ·100·
Romantic aesthetics perspective gives a new take on Wilhelm Hoffmann’s thought on dual personality. Ro⁃

manticists believe that literature and art represent the spirit of human beings and deny the theory of imitation
which gives imitation the top priority. Besides，the theory of dual personality is backed up by“soul-separating”
of German romanticism，i.e.，it deprives individuals of their distinctive characters. As a“sheer romanticist”，Hoff⁃
mann blends multiple arts in his works，which is exactly what romantic aesthetics stresses. His novels make use
of fragmentary narratives，which is what romantic art criticism differs most from other forms of art criticism.
（13）Conception of elegance and inelega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theory

ZHANG Ting-ting ·1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gance and inelegance varies according to art theor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cultural contexts. Traditional art theory favors elegance and disregards inelegance. The inelegance here is not the
naive，simple and rustic quality but the unrestrained vulgarity and sensual desire. The pursuit of elegance is a
breaking away from desire and a quest for distinct art forms，thus producing unique art theories applicable to
paintings，qin and qu.
（14）Anglo-American jury system and its procedural values WANG Dong ·114·

Regardless of its long history，Anglo-American jury system in its early period was valued for its checks and
balances of political powers rather its right value. After the reform by natural right theory，jury system established
its substantial value basis and therefore became a very important procedure technology to administer a country
and to protect right. The modern jury system began to wane due to the rise of alternativ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multiple value，the increase in institutional cost，and the over-restraint，by the formal rationality of law，on its
function of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Jury systems are intrinsically valuable today because of its procedural rational⁃
ity and value of right.
（15）Judicial ideas in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ZHENG Ying-hui ·126·

The early 20th century has witnessed a transition from monarchy to democracy in China. The drastic political
change was coupled with a modernization of law characterized by an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aws. In Jurong Coun⁃
ty of Jiangsu Province，however，the influence was small in that old judicial ideas such as“local magistrate are
public parents”and“family togetherness”were deep-seated. A study of traditions and customs can shed light on
the modernization of law in 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16）The Background，Identification of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 and Their

ZHANG Xue-liang，LIU Yu-bo，LÜ Cun-chao ·132·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shrinking citie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data about prefectural-level and county-

level divisions in 2000 and 2010 demographic cens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opulation decline in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Yangtze River Economic Zones is the most serious and both city- level and municipal districts
throughout these two regions have depopulation. Further research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demographic struc⁃
ture，economic mix，and social condition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unshrinking counties，shrinking ones have
lower level of demographic dividend，more single-product economy，and lower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stock of
human capital.
（17）Women’s livelihood in the Qing Dynasty

XU Ning ·140·
The 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in the Qing Dynasty demonstrated that women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agri⁃

culture，handicrafts and commerce though the stereotype was that they were not breadwinners. Actually some
women were self-reliant and even the major breadwinner，which was evidenced by popular Tanci songs，woman
Tanci singers and writers at that time. The ability to support themselves mattered greatly to the Qing women be⁃
cause it enabled them to rise up to the challenges of domestic misfortunes，get socialized and have more options
in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