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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任堂》

内容概要

《大长今》十年后，李英爱重返荧屏历史大剧
《师任堂》再次掀起全球收视热潮
才女、贤妻、慈母，师任堂把每个人生角色都做到了极致，成为韩国家喻户晓、唯一登上韩国纸币的
伟大女性
才女、贤妻、慈母
还原一个真实的师任堂
师任堂（1504—1551），16世纪朝鲜时代的著名女书画家、文学家，出生于江原道江陵的两班贵族家
庭。她生活的年代，相当于中国明朝中叶。她根据中国周文王之母太任之名，自号“师任堂”，是希
望能够继承太任的贤能。
她，是绝无仅有的一代才女
7岁时便能临摹朝鲜早期天才画家安坚的作品，成为善于绘画葡萄图和草虫图的大家。她以在书法、
绘画和诗歌方面的杰出造诣，成为韩国第一女性艺术家。
她，人人皆知的伟大母亲
育有四男三女，担负着全家的生计。她在子女教育方面倾注了人所莫及的努力，将孔子的教育论作为
教育子女的标准，培养出著名的大学者李栗谷，被推崇为贤妻良母的典范。
她，是唯一登上韩国纸币的女性
2009年6月23日，韩国银行发行5万韩元的面额最大的纸币。这种纸币首次印上女艺术家师任堂的肖像
，而且她也是唯一登上韩国纸币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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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任堂》

作者简介

林谐利
1959年出生于首尔北村。毕业于东国大学历史专业，后取得檀国大学文艺创作系文化产物专业博士学
位。她长期关注“女性意识”，探究女性人生，从事女性图书写作。从2003年的《单身活得精彩，婚
后也会幸福》开始，连续出版了《谁说我是朝鲜女人》《我国历史中那些不让须眉的女人》《女人眼
中的世界史》（世界历史博物馆系列），以及《提高性商才能在恋爱中成功》等书籍。
译者简介
金  鑫
笔名烂笔头。标准的80后，大学时期留学韩国。从2008年开始进入凤凰天使韩剧社，从事韩剧字幕的
翻译工作，如热播韩剧《市政厅》《城市猎人》《继承者》《来自星星的你》等。还进行了不少影视
作品相关图书的翻译工作，如《继承者》（影视漫画版）、《继承者》（小说版）、《请回答1997》
（小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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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任堂》

书籍目录

/ 绝无仅有的一代才女/
从小天赋异禀，努力冲破时代束缚识字读书，擅长诗文、绘画、书法和刺绣，尤其在绘画、文学方面
，更是才华出众，被誉为韩国第一女性艺术家。
/家喻户晓的贤惠妻子/
时时督促、鼓励丈夫，面对生活的不得已，她选择替代丈夫掌管家中大小事务，负担起家庭生计。
/人人皆知的伟大母亲/
韩国人尊崇的慈母典范，堪比中国的孟母，养育的7个孩子受她的影响和熏陶，都有才学又有教养，
其中第三个儿子李栗谷被誉为韩国的儒学泰斗。
她，就是韩国历史上的传奇女性，肖像被印在韩国纸币上的唯一女性！
她，就是师任堂！
一个500年来光芒不减的女人典范！
韩国著名作家林谐利，通过查阅师任堂的生平资料与记载她书画作品的相关文献，历时三年倾力著成
这部史书式巨作，向我们还原了一个完整而真实的师任堂。
经典女神李英爱，时隔11年重返荧屏，传神演绎这一韩国历史上的伟大女性，让我们了解一个不为人
知的师任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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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任堂》

精彩短评

1、电视剧看了8集了，超爱韩国的历史剧，想看书，有电子版的就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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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任堂》

精彩书评

1、
不可否认的是，该书选择用李英爱在韩剧《师任堂》里的剧照作封面，是再明智不过的做法。至少这
样对于书的销量增长会有极大裨益。不过，想要看到与该剧相关的影视书的读者就要大失所望了。若
单纯以书的内容而论，其实两者间还真心没多少关系。甚至相较剧中为了增加看点，艺术加工给历史
人物的感情生活添砖加瓦不同，纵然难免作者揣测的成分，书上写的也要相对客观许多。只可惜这书
读来只觉无趣得紧，总算花里胡哨的内页，冲抵了不少乏味感，不至于让人看的昏昏欲睡罢了。

（贤明的女子）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知书达理温文尔雅的良母，或许这就是许多中国男人心目中对于何谓适宜
婚姻的女性的最好诠释。可悲的是，在经历了从“贤母良妻”到“贤妻良母”的置换后，时至如今竟
然再没有多少国人知晓这个词，没错，跟韩国那边的情况相同，都是非外来的词源。认真追溯起来，
“良妻贤母”这一概念最早也要到追溯清末，跟随留学日本归国人员的脚步才首次出现在中国。

以同属东亚文化圈且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韩国为例，千百年以来为人们所推崇的女性美德一直都是“
烈女孝妇”，而非什么“贤妻良母”。后者不过是自日据时期才被传入的舶来词。日本式的“良妻贤
母”到了中国，就成为了中国式的“贤妻良母”，从“良妻贤母”到“贤妻良母”，两者不惟是语序
不同，在前进的道路上亦有着截然相反的命运和结局。

“良妻贤母”这一概念的出现，可没有人们所以为的古早，还是近代明治时期较晚出现的。总之，某
些开明的日本知识分子在结合了当时西方近代的新的女性观，与传统义理相结合最终缔造成具体的大
和抚子样人物，并赋予种种诸如：心地善良、个性开朗、勇猛果敢、思想开通，而且从不自卑，不论
什么时候都活得有尊严等迎合当时社会新态势所提倡的美德品质。这样诠释推出了可谓那个时候的东
方新时代女性的最佳典范。

然而，歪嘴和尚念真经，经再正也没用_(:3」∠)_得益于当年的明治政府大力宣传的“家族国家观”
，简单的概括为：“社会为男子之战场，家庭为妇人报国之地”的。此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
日本的女性与家庭也开始被赋予军国主义的最新意识形态，就连“良妻贤母”这一概念，亦被塑造成
为了“军国之母”。就这样，身为曾经沦为日本占领区的韩国历史上相当著名的女性人物的任师堂，
也无能幸免的经历一把从“贤母良妻”到“贤妻良母”的身份转变。

（好名还是好强）
师任堂在韩国民间的知名度还是很高的，但原谅我对于这位女性，实在很难产生什么好感。尤其在发
现该书的作者推崇备至的反复称其为“女中君子”之后。不知这是否仅是出于我对那些活得很方正，
整天板着的人好感欠奉的缘故。就像是君子的老祖宗孔子，最为人所知悉的“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
食”啥的，在现在人来看，这不是强迫症是什么？

真不知作者是有意无意，从书上看到的师任堂总给人种好胜心过强的感觉，着实令人无法喜欢得起来
。好比方我以前看过的一个故事中的某女（据作者有话说还是有现实中真人原型的），明明出嫁前家
里人对她不好，临到出嫁时恨不得压榨女儿最后点儿价值，又卖女儿似的狠狠要了一笔高价聘礼，还
一点陪嫁不肯出。完全不顾女儿在婆家的死活，偏偏越是这样，这女的越是心向着娘家，真让人不明
白这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心态Σ( ° △ °|||)︴

就冲这种想方设法的从夫家弄银子补贴娘家的劲儿，十里八乡的哪个提起来不得说是个“孝顺”、“
听话”、“体贴家里”的好闺女。殊不知，当面对她父母赞他们有个好女儿的，背后就对自家的儿女
说：娶这种女人怎么能过好日子，且看她的下场吧。果然，勿谓言之不预也！时日一久，她的夫家就
不能忍了，而娘家人得好处时自然是以她为荣的，但是真要是有什么事，让他们替她出头却也是不能
够啊。那么这位孝顺女儿会落得个什么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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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任堂》

天生的亲缘浅薄就亲缘浅薄好了，不甘心非得用钱来买好，还不是在逞一时之快。诚然，乡间的无知
愚妇和师任堂这种大家出身的知识女性自然大不相同，所欲求的也不会是一码事，但这两者间多少有
些微妙的相似之处。倘若师任堂不是太有追求，一门心思的奔着永垂不朽去了，何至于最后落得个夫
妻离心，到死了还不甘心的下场⋯⋯说白了，如果她的要求不是那么高，本来也可以活得很满足的。

任师堂，是个即幸运又不幸的女人。她幸运就幸运在了，有一个很好拿捏的男人做丈夫；她的不幸也
正是源自于此。这么好强的人，什么都想要做到最好，师任堂也的确做到了，最好的学业，最好的子
女。这样的女人想要的另一半，自然也是要能够与她并肩，甚至是可以感觉到被压制、被征服的；唯
独不需要不及远矣的听之由之。然而，即便师任堂已经有了最好的学业，最好的子女，却还是少了一
个人人称羡的丈夫。她一生唯独的败笔就是差在了丈夫上，破坏了她的完美无缺，这又让她怎么甘心
得起来！

纵然书中形容师任堂的丈夫李元秀在她的眼中“不成大器，惹是生非”，还纳了个小了二十岁，跟大
儿子同龄的妾，说这些怎么能不让自尊心极强的任师堂感到奇耻大辱，⋯⋯但是仍有许多令人心生疑
惑的地方。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无法确定这到底是历史上任师堂自己的想法，还是纯属作者这个后来
者的个人揣测。书中所引用的一则后世地方上流传的逸事，倒是多少可让我们从中感受到这对夫妻的
性情不同。

故事里的任师堂为了要丈夫成才，对其提出“为此，我希望能够与您分居10年，好令您专心学习。”
虽然她的丈夫勉强应承了，但是上路之后连续三天中途折返，结果任师堂一次次冷静地送走了他。丈
夫李元秀之所以打道回府，是因为他的本心里就不是想要干成什么大事，对做学问更是毫无兴趣，他
倒是“更希望能够留在夫人身边，与夫人沉溺于儿女情长，做一个平凡的丈夫”。但是，任师堂就这
样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拿自己“出家”来胁迫对方，终于又一次次地逼走他，将他推得远远的了
。

虽然不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然而故事中任师堂标准“良妻贤母”式的行止，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只
为了想要看到别人艳羡的目光，成为别人眼种的成功者，铁了心的逼迫自己的丈夫上进，毫不顾忌对
方的资质和意愿如何。这种自以为是的“为你好”倒真是张万用膏⊙︿⊙作者看不上李元秀的儿女情
长，很是为任师堂的决绝而大加赞赏，但正因为我也是这么个胸无大志的人，对此倒是颇有些不同看
法。

在我看来，任师堂的确是一个无比失败的妻子。她想要和自己的丈夫讲道理，却不知夫妻生活中更需
要谈感情，这样的相处方式，夫妻关系会好才怪了。如果这个故事并非虚构，那么一手毁掉她婚姻的
，并不是丈夫李元秀的不珍惜，或者别的女人的引诱，完全是任师堂自己的不知足啊！

不知不觉的周围的世界变得太过快节奏，无穷无尽的争端，让人唯恐落后，唯恐吃亏。所有的标准均
以利益为导向，无论是金钱类的利益，权势类的利益，名声类的利益。什么是成功？就是获得更多更
大的实际利益喽！所有的鼓动口号都离不了‘展示你自己，让别人看到你的优秀’。可是，人活着的
意义难道就是为了给别人看的吗——

无论古今，一个优秀的女性想要有一个配得上自己，足以令人称羡的丈夫并没有错。错的是，自己的
丈夫就是个只想和妻子过安稳小日子的常人，在明知道丈夫自身缺乏才能的情况下，却还心有不甘地
逼着丈夫去上进。任师堂一辈子都在督促丈夫研习经典，“以古代圣贤的品德为目标”，可结果呢？
为了让自己在乎的人，让自己的夫人看得起自己，李元秀也不是没有努力过，既然正途他是无能走上
去的，可不就只能靠歪门邪道的钻营了么。

摊上个一门心思的“为你好”，时刻督促你要上进的女性做妻子，站在男性的角度出发，便即是为人
子女者，排除掉感情因素，也得承认这绝非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她那个被韩国儒生捧上圣坛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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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任堂》

子，大抵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才能够毫无芥蒂的小意侍奉庶母，顺带还为自己搏了个好名头去了。
我想，不管什么时候能够被人称一声“圣”的，总不该是个糊涂蛋。反是作为哥哥的长男，或许是因
为和母亲相处的时间更多，感情更加深厚的关系，这种时候很容易被感情冲昏了头脑，是不肯、也不
愿看到这点的。

（历史的迷雾）
作者认为任师堂的丈夫，“从来没考虑过，自己再婚会给孩子们带来怎样的痛苦，可见他是个只顾满
足自己欲望的人”，总感觉这话看着有哪里不对？不过正常情况下，父母的再婚是不可能大会给孩子
们带来怎样的痛苦伤害的，书上写的这种情况自然又不同了o(≧⌒≦)o先是找了个小的让原配痛苦一
生，还要在妻子死后迫不及待地将小老婆扶正的‘再婚’，可不就得给原配留下来的孩子们带来如此
巨大的伤害么。

然而，书上写的究竟是否就是当年的历史真相，今天的我们也是不可知的。倘若师任堂真的像是书上
写的那样对自己的丈夫根本不报希望，哪里还会在乎这个男人是否和别的女人搞上了，最多轻蔑认为
“果然如此，真是狗改不了吃屎”（话糙理不糙哈￣▽￣），便就此揭过不提了吧。就算感觉自尊受
到伤害，又哪里会为了这种事气到伤身的程度。像书上写的那样，任师堂死前，曾经恳切地要求丈夫
李元秀，在自己死后，不可再娶啥的，⋯⋯就更值得人怀疑了。

哪怕作者在书中慷慨激昂的当真事儿来讲，可惜，却也无法拿出什么有力的论据来证明这点。前文才
写了，因为公职的关系，“妻子临终时，李元秀也没有能陪在身边”。可是假使李元秀并没有能够在
任师堂死前及时赶到家中，那么任师堂怎么能够在见到丈夫后，亲口对其提出自己的要求。或者我们
也只能揣测，这会不会是发生在任师堂久病期间的事情。

然而，古时候的人都是很讲究个避讳的。类似这样充满了不祥之意的话，岂会随便说出口，尤其以师
任堂的为人秉性，在明知道对方不可能会同意的前提下，倘若不是真觉得没了指望，又怎可能会抛下
自己的傲气说出这种话来。更兼丈夫李元秀因为公职的关系，并不能时刻陪伴在病重的妻子身边，假
使这样的话是她自觉不好时向陪伴在自己身边的孩子们倾诉的忧虑也还罢了，若非说是师任堂亲口对
李元秀的请求信服力反倒不大。

（结语）
作者在书中试图为我们捋顺师任堂这个人物的生平轨迹，但是相互矛盾的史料故事太多，就这么矛盾
着、怀疑着，可能写到最后连作者自己都糊涂了吧。不幸的是，师任堂和鱼玄机、李清照那等传说多
多的人不同，生前身后既没有手书个《东京梦华录》自诉，或者被人写个《浮生六记》追思，甚至连
札记书信的笔墨也未曾留下。只能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东西不是源自她后人的零星回忆，就是
出于某些人为目的的穿凿附会。

事实上，今日赞誉与声名的光环加身，并非是师任堂靠着自身的能力曾在当时的历史上书写了多么浓
墨重彩的一笔，和宋朝著名理学家二程的母亲侯夫人似的，后世人的推崇皆非是因为她们曾经留下多
大的艺术成就，多半还是出于母以子贵的关系。难为韩国的编剧怎么从史料上那些零散的句子里，拼
凑出30集的剧情来了⊙﹏⊙‖i°

从书中作为插图出现的几幅师任堂遗留下的画作中可以看出，这位女性对于生活的热爱。那些秾丽的
色彩，稚拙的线条，细观颇有意趣。很遗憾不知这些是在作者什么时期留下的作品？如果留下具体的
时间日期，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传说，或者后人无端的揣测，能够更有力的反映出作者的心理变化。
然而并没有。——于是，在漫漫的时光中最终也只徒剩了一个被后人不断堆砌的扭曲身影，又是何其
可悲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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