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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女儿梦》

内容概要

《十里红妆女儿梦》通过“女婴”、“缠足”、“闺房”、“女红”、“婚嫁”、“花轿”、“礼俗
”、“婚房”、“妻妾”、“为人媳”、“屏画和生殖”、“贞节”、“美红妆”等章节，通过子孙
桶、缠足架、绣花桌、麻丝桶、花轿、百宝箱等旧时代女人日常生活里必不可少的大量器物，诠释了
旧时代女人凄美的一生，勾画了旧中国浙东一带的女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
除文字之外，书中还配以大量精美绚丽的图片，令人观止。
代序
第一章  女婴
第二章  缠足
第三章  闺房
第四章  女红
第五章  婚嫁
第六章  花轿
第七章  礼俗
第八章  婚房
第九章  妻妾
第十章  为人媳
第十一章  屏画和生殖
第十二章  贞节
第十三章  精雕细琢美红妆
每当我听到女人们抱怨男人“不懂女人”的时候，我总会想起一个男人的名字，因为我觉得，即使男
人的脑门上都被贴上了“不懂女人”的白纸条，这个男人也可以称得上是懂女人、了解女人和爱女人
的男人！
他叫何晓道，是浙江民间收藏家和民俗学者，他在浙江宁海创办的“十里红妆博物馆”，用令人赞叹
的丰富藏品集中展示了浙江沿海的婚俗，成为民间收藏界的一支奇葩。但是，他始终不满足于“物”
的收藏，而努力让“物”说话，让物质文化遗产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博大精深。他的这本新著用旧
时代与女人有关的器物向读者生动地阐释了古老中国的女性美和复杂的感情生活，他用“女婴”、“
缠足”、“闺房”、“女红”、“婚嫁”、“花轿”、“礼俗”、“婚房”、“妻妾”、“为人媳”
、“屏画和生殖”、“贞节”、“美红妆”等章节勾画了一个旧中国浙东一带的女人从生到死的生命
历程。
对女人的美丽，晓道不仅是情有独钟，也不仅是击节赞叹，而称得上是用心来感悟，用智慧、耐心、
执菩来守护。裹挟着女人梦、女人泪的“十里红妆”也是他的一个梦，他沉醉其中，无怨无悔，同时
，他也用他的收藏和研究，给所有的参观者和读者塑造了一个至美的梦境，一个已经遥远、已经朦胧
、已经被太多数现代人淡忘了的梦境。他收藏的文物，拉住了历史最后一缕行将湮没的衣裾，把中国
古典女人的生活和美丽推到了人们的眼前。
美丽的代价却是巨大的：除了人创造性的劳动和智慧，除了中国人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才逐渐培育出的
美感和审美能力，除了现代人难以想象的耐心与时问的付出外，还有一代又一代中国女人生命和健康
的付出，在女人美丽的背后，深藏着残酷和无尽的悲哀。当然，在“溺婴”、“缠是”这些让今天的
中国人感到尴尬和羞耻的历史现象中，还存在着十分曼杂的文化背景和它存在的合理性——哪怕是十
分荒谬的合理性。
认识晓道，是因为浙江卫视亚妮。当年她拉我去“十里红妆博物馆”和晓道收藏的库房参观，并送我
他的二本著作《江南明清门窗格子》和《江南民间椅子》，才认识了这位儒雅的江南文士。老实说，
看他的这些藏品时，最令我印象深刻的还不是这些女人的物件，而是他的“百床畏”和他精心搜集的
古代木雕和门窗格子。一百多张古代架子床的规模，称得上“恢宏”，而明清门窗格子和木雕的精美
，更令我对中国古代能工巧匠无与伦比的技艺和艺术品位感到真心的服膺。而当我看到那些他听说某
地有老建筑将要被拆便风雨兼程赶去购进的老星构件，听他说起那些曾经构成“杏花春雨江南”美景
的黛瓦粉墙如今渐渐消失的现实时，他那份强烈的人文情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与痴迷，更
让我在感动之余生出一种敦佩。2007年春天，“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在巴黎举行，在联合国教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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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女儿梦》

文总部一楼的大厅举办了一个精彩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我作为策展人很自然地想
到了十里红妆的藏品。当一顶清代的“万工轿”把中国古代婚礼的尊贵、典雅与精致呈现在各国朋友
面前时，我以为，作为收藏家的晓道，应该是快乐和自豪的。
男人当然应该爱女人、理解女人、感谢女人，她们不仅仅给了我们美丽，还给了我们生命和生活。云
南怍家蒋明初和作曲家万里创作的歌曲《高原女人歌》曾让我在初闻时感到一种心灵深处的触动，就
让我用这首歌作为这篇代序的结束吧：
太阳歇歇么？——歇得呢！
月亮歇歇么？——歇得呢！
女人歇歇么？——歇不得！
女人歇下来，火塘会熄掉呢⋯⋯
儒家把“孝”放在重要的位置，强调对父母的“孝道”。女人是人类的母亲，但是，孔圣人和他创立
的统领了中国千百年的儒家思想，关于女人的概念似乎有点矛盾。
在男尊女卑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始终在窄小的空间中艰难生存。但父母对女儿却始终有着浓于水
的骨肉深情，因此便常有十里红妆嫁女儿。
在丰富的红妆遗存中，我们看到了浩浩荡荡延绵数里流金溢彩的嫁妆，看到了旧时女子结婚时坐花轿
的风光场面，也看到了梦幻般的少女情怀和无奈的闺阁幽怨。我们发现了女婴被亲生父母谋杀的悲剧
，似乎听到子孙桶内凄惨的啼声；看到了血水、脓水、泪水铸成的三寸金莲，也看到了因一双精致的
小脚而一生感到荣耀的所谓美丽；看到了三妻四妾争风吃醋的情景，还有许多关于女子的神秘而又并
不遥远的故事。
面对昂首行走的快乐的时尚女子，回头探望蒙尘的传统女性的欢乐和悲哀，这些尘灰并不坚厚，我们
的奶奶们和外婆们亲身经历过，我们的母亲们都清清楚楚。但这些对我们年轻的一代而言，却如同隔
着千山万水，隔着铜墙铁壁，隔着黑暗的历史时空。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辉煌或艰难，历史总是无情
，淹没我们曾经有过的悲欢离合，有过的不同时期所谓的“精华”和“糟粕”，唯有这欲说还休的婚
嫁风俗，唯有这民间工匠创造的件件物品，依然流露着点滴文明的星光。
本书所展示的十里红妆婚俗以及由婚嫁而延伸的传统女性生活，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在百废
俱兴的年代重新整合的对婚俗文化概念的解读，是我二十余年婚俗文物的渐渐积累，以及许多专家学
者和知情老人共同总结和回忆的结晶。浙江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自创建至今已经七个年头，其间从理
论探索到进一步文物整合，经历了相当艰难的过程。一些老阿婆参观展出后，激动得流下眼泪，不单
是因为伤感曾经有过的岁月沧桑，也不是因为对流走的时代感到伤悲，而是因为她们看到了自己人生
的轨迹，看到了曾经刻骨铭心的喜悦和痛苦。民俗学者们也十分惊讶，原来婚俗可以用实物来叙述，
正如本书用实物图片来表达，来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十里红妆”从民间对嫁妆队伍的一种夸张之说
，演变成现代都市文化博物馆的正式名称，被民俗学家和传统女性文化探索者认同为一种特有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当然，对“十里红妆”所包含的历史、人文内涵的研究还刚刚开始，红嫁妆和女性器物昕包含的内容
不仅仅涉及民间婚俗，更重要的是依稀触摸到了那个时代中国女性神秘的生活和命运，她们的梦想，
她们的泪水，这是本书所讲述的。
在本书付印之际，我要感谢陈志华、钱晓茗、贺平和范佩玲老师的支持，感谢摄影家郑旭明、李玉祥
和徐培良老师的帮助，感谢中华书局朱振华、许旭虹和许丽娟老师认真负责的协怍，更要感谢田青老
师百忙之中为书作序。我还要向我的妻子道谢，是她和我一起，二十余年来艰难地行走在乡村，为收
集十里红妆而不懈努力。
2008年5月于十里红妆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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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女儿梦》

作者简介

何晓道  又名小道，浙江宁海人，1963年生。从事明清民间艺术品、民俗器具的收藏、经营和研究二十
余年，先后创建宁海江南民问艺术馆、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出版有《江南明清门窗格子》《江南明
清民间椅子》《红妆》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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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女儿梦》

书籍目录

代序第一章  女婴第二章  缠足第三章  闺房第四章  女红第五章  婚嫁第六章  花轿第七章  礼俗第八章  婚
房 第九章  妻妾第十章  为人媳第十一章  屏画和生殖第十二章  贞节第十三章  精雕细琢美红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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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女儿梦》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女婴浙东宁绍平原和沿海地区，水网密布，土地肥沃，不息的江河浇灌着百乡千村的水
田。沿海因通商之便自古信息灵通，思想开化，生活富饶。这里的村庄，约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时代
便有了成熟的农耕文明，许多村族，自汉代起就有完整有序的族谱记录。据调查，相当一部分村落是
北宋灭亡后南移的先辈们在南宋时期创建的。这里的村落，村口通常有古樟或银杏，樟树下有一眼古
井，井水甘甜可口；银杏旁有一架水碓，或有牛拉磨坊。村口或是一溪，溪上有卵石砌成的拱桥。村
口或有一池，当是荷塘莲田。无论村族大小，村里必有祠堂，堂上供奉着列祖列宗的手绘彩色肖像。
人们称祖宗叫太公，这些肖像便叫太公画。祠堂前有戏台，戏台藻井上雕刻着百鸟朝阳的图案，自下
而上螺转着优美的藻井拱顶，五彩贴金，绚丽夺目。逢年过节、农闲庆典，戏台上演出越剧或平调耍
牙，传播着善恶、忠奸和贞妇烈女的故事，教化着一代又一代的子民。族长是村里的首长，负责村族
礼教制度的实施。他同时管理着数亩或数十亩公田，其收益用于清明祭祀或族内公益事业。他按照祖
先的规定，运营着村族的一节事务。谁家女子是否贞节，是否贤慧，由族内长老评判；谁家子孙不孝
，或谁家兄弟不义，必会罚之于祠堂内长跪太公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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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女儿梦》

编辑推荐

除文字之外，《十里红妆女儿梦》中还配以大量精美绚丽的图片，令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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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红妆女儿梦》

精彩短评

1、倆晚上搞定~ 普及類讀物 內容和圖鑒都很不錯 能瞭解好多舊時女子生活的細節和習俗 只能說封建
自有封建的魅.
2、缠足，婚嫁礼俗，贞节。长知识。
3、无聊
4、买回来才知道是彩册，质量不错，而本书内容了解尚可，不适合细究。
5、里面的图片很漂亮很多，就是文字有点太单薄了，内容也不是特别丰富，毕竟也才一百六十多页
。
6、图文结合极好。涨知识！
7、三寸金莲，四寸银莲，五寸六寸不要莲
8、这本书恶心在哪呢，明明是摧残人性的风俗习惯，作者却硬生生拗成惋惜、无奈、“其实是爱才
这样”，一股典型的男性文人的腐朽气味。以及，再黑杀婴是因为计生的都多读读书，你国传统博大
精深自古就淹死女婴，可跟计生没什么关系。
9、什么玩意儿，长发及腰不过是一种炫富。
10、挺好的小科普
11、书的装订还不错，图片也够多，只不过没有想象中给我的惊喜那么大。书中只是浅尝辄止的讲了
一些通俗的民间习俗而已。也可能是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太高。
12、十里红妆女儿梦。鲜艳的大红色除了喜庆更多的是森森入骨的寒冷。
13、书内容不错，但是像二手的，脏脏的，边缘还有些微破损
14、尽管陈东原1928年就写出了《中国妇女生活史》这样一部系统概括中国古代女性生活的宏篇巨制
，但是妇女史研究一直在国内专门史研究中属于一门边缘化的学科，反观域外中国妇女史研究反倒是
汉学研究的热点：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曼素思的《缀珍录：十八世纪及
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伊佩霞《内闱：宋代的婚姻与妇女生活》都已经成为库恩所谓的典范之作。何
晓道作为民间收藏家、婚俗研究者，从数十年的家具器物收藏着手，专事女性闺房器物研究，将古代
女性从出生成长到为人妇、为人母全过程用一种独辟蹊径的角度加以阐述，让人依稀窥探到了那些逝
去的时代里中国女性在深闺中不为人所知的生活和命运。
15、 自古以来，妇女为了追求她认为的美，是不惜代价的。书是值得一读的好书。
16、以前看过的书，突然想起来了，内容没啥，不过图片很不错。
17、好书.网上买很方便.
18、封建社会女性们的悲惨命运，一开头就是骇人听闻的杀婴。行文隐隐带着男作家的意淫，有点不
太舒服。想想现代女性的命运还是如此严苛，鬼影幢幢，最坏的并未过去。。
19、钩针编织的花样&amp;amp;花样拼接
20、我们都挺喜欢。。。。。
21、再分心......
22、见证古代女子一生的物件
23、呵呵
24、一直以为『待我长发及腰』出自这里边，看来我错了，书还不错，我喜欢
25、中华书局居然出这种书⋯⋯啧⋯⋯
26、十里红妆女儿梦
27、一本关于女性历史的民俗书，闲暇时可以拿来翻翻，看的很快的说，女人啊，真不容易，推荐那
种想穿越想疯了的妹子看看，包你过去第一个哭，最想的不是空调就是坐便器
28、表象美于内涵，宣传目的大于文化研究。
29、有趣
30、十里红妆就是精美而沉重的枷锁，把那时的女儿们锁在不见天日的岁月里煎熬至死。
31、图片精美，语言流畅
32、图片很精美，算是开开眼界吧
33、了
34、从细微处方方面面记录了旧时代的女人一生的经历，从出生就注定是男人的附庸，从小就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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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应该如何如何”，一生为男人为家庭呕心沥血。旧风俗必须打破，旧器皿却是精美的艺术品，取
其精华去其糟粕
35、印刷和纸张可谓精良，图片比较有价值，唯一遗憾的是作者功底，将典故解释得半文不白，似是
而非，让此书下了一个档次。
36、恶心。不论惋惜还是欣赏，都透露出对待他者或玩物的语气，也是呵呵了。最恶心的是缠足这一
章⋯⋯说有人认为缠足对生育有好处，尚待科学证实。不如缠自己证实一下咯~
37、配图不错，就是内容有点少
38、古人意淫女性美，今人依旧。一边批评女人减肥风，一边艳羡大家小姐的“清瘦”姿态⋯⋯
39、我是好奇买的这本书，当然消息来源是网上流传的那句话，我翻遍整本书，可以负责的说，没有
：待我长发及腰时..........
40、这书也就那样，快速翻翻就行
41、很喜欢这个句子，很唯美而且非常有画面感，
42、图片很不错，各个方面描述也很细致，很不错的一本书
43、图文并茂，写的也很有趣。看完一面觉得冷汗嗖嗖（封建女性的命运好可怕），一面觉得传统工
艺令人赞叹。
44、不上很深入，简单看看还可以
45、外国人都不敢相信古代中国女性的地位如此低下却还有出嫁这一刻这么美的时候。但是终究还是
那句话，富贵人家嫁女儿，平民人家送女儿，穷苦人家卖女儿。十里红妆大都是富贵家女儿的排场。
46、可以了解到很多江南这边的民俗
47、结构略模糊，层次不是很清晰，语言精炼不足感性有余，图片精美。
48、就是装订不错，图片还可以，没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49、此书难读不在立意、内容，全在作者。即便作者搜集了大量藏品，熟知每件器具的故事，都无法
改变其仍是个庸俗男人的事实。行文间不时暴露其看待旧时女性及其生活时的猎奇心理。最为愤慨的
是书中描绘的陈规陋习，如今仍可听闻。旧时男女内外有别，授受不亲，只在闹洞房时能暂解禁忌，
客人们、弟兄们极尽所能，拿新人、女傧取乐。此时“三日无大小”，无论如何，新人不可反目生气
。实质不过是男人们在压抑下的短暂狂欢，女人是这场狂欢的必需品。写到较之传统女性只有五种宿
命，现代女性有更多人生选择时，一句“但再也没有多少女人能静下心来，青灯孤影，伴随佛缘了。
”语气似乎甚是惋惜。还将现代女性穿着高跟鞋的身形姿态与旧时的小脚女人类比，还大言不惭道“
我们无法明白时尚女性为何瘦身、纹身成风。”作者将这锅甩得又远又响，还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
50、图片详实，文字真心不行。
51、如果女人的一生只为男人而活，便注定总会经历悲凉。
52、对江南女儿闺房的器物很是羡慕，虽然，也有残酷，有溺女婴的桶。不过雕花大床、梳妆柜、花
轿都很美
53、    为“待我长发及腰而来”，第一次这么较真，还看了叶迷的《十里红妆》，连这句话都影子都
没找到。。。
    书里婚俗描写完全不美啊，公公上演扒灰画面不敢想。。。
54、残酷的部分背后凉意阵阵，美好的部分又繁华似锦。千年的传承只有梦里再见。
55、那时候的东西真精致啊
56、为了那些图片加一星。
57、书很精美，质量很好，值得拥有！
58、图少，文字一般。
59、古代女性
60、应该叫十里红妆女儿恶梦
61、书里的图片，印刷够好，值得收藏。  写的也可以。
62、太贵了。一般般
63、也算长知识，只是一些话看着心里堵得慌。表面的理解关爱和骨子里的偏见果真更让人难以接受
。
64、比较浅显 有兴趣的可读 图比较多
但是 不知为什么作者的叙述让我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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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不知道是啥时候下载到kindle里的，我还以为是什么小说，点开看了后⋯⋯不禁惊了⋯⋯
66、为我铺十里红妆可愿。。。
67、没什么干货，写得也矫情，作者时不时要用政治正确的话来表下态，实则难掩其对旧时代男权禁
锢下病态”女性美“的向往，虚伪得令人作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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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边书多穿插了红楼梦中所描述的人物事情在里边，刚巧最近在看红楼梦，我在书中读到的最多
的不是那些个民俗小物件，而是对历史文化的理解，生在这个时代的我们很难去理解以前的女人所生
活的环境，读了这本书让我对中国古代的女人们又多了一丝同情和敬佩，同情她们一生处在闺房之中
，实为处在中国封建闭塞的礼节之中，敬佩她们竟有如此的忍耐力。
2、太阳歇歇么？ ——歇得呢！月亮歇歇么？ ——歇得呢！女人歇歇么？ ——歇不得！我第一次听这
首歌是看一个访谈节目，单身母亲挑起全家的重担，做着如今已经几乎绝迹的工作——挑山工。节目
讲述到最后，女人肩扛手挑厚重的背影，日兴月替，这首《高原女人歌》响起，一字一句认认真真来
听，直到“歇不得”那句，才觉得整个人恍然一震。而这一首歌作为代序的结尾，几乎已经把整本书
的基调都拉成了红色，不是张灯结彩喜气盈门的红，而是仿佛看见熔炉之下纵身火海的祭红瓷。在看
书简介的时候囫囵吞枣看到说是介绍古代女子出嫁时的嫁妆等等，就兴致勃勃拿来读了。从很小的时
候就开始幻想，等到我结婚了，我要身穿天地雌雄袄，肩披山河日月袍，凤冠霞帔，锣鼓笙箫，灯笼
花轿，一样不落。这是一个女子的春梦，正如建了小楼倚栏远眺，惜春探春感春怀春。可是这些对于
古代女子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噩梦的开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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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笔记-十里红妆

        裹脚架开面制作婚床时，工匠和主人要祭拜神灵，气球多子多孙。婚床要做成屋中之屋，房中之
房。——————
- 浙江宁海“十里红妆博物馆”，展示了浙江沿海的婚俗。

2、《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笔记-第八章：礼俗

        唐伯虎你够了！哈哈哈 第一次听说婚礼上公公还要表演“扒灰” 秦可卿入门的时候，贾珍一定是
没表演！差评！

3、《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笔记-第二章：缠足

        小脚一双，眼泪一缸。这性的意味⋯⋯李大黑的最爱⋯⋯五寸六寸不要脸。。。。。。

4、《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笔记-第六章：花轿

        千载文化一朝丧⋯⋯

5、《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笔记-第十一章：屏画和生殖

        难怪李翰祥拍了部咸片叫《竹夫人》，单立文演的再也无法直视家立的竹夫人了。。一直以为它
是枕头

6、《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笔记-第一章：女婴

        除了卧槽还有什么足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孝字下面一个子，卧槽，原来是轮不到女儿什么事
的⋯⋯

7、《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笔记-第十章：为人媳

        。。。听说过卖妻子卖女儿，居然还有出租的

8、《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笔记-第三章：闺房

        这难道不是传说中的软禁吗？所以潘金莲是不可能穿红鞋的对吗？是李大黑考古不到位还是潘金
莲发姣发得到位？神马？我的唐诗三百首要叫崔护这小子毁了！这敢情是你419的故事吗？路过讨杯水
喝而已。。。你们要不要这么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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