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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小脚又称缠足，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

至元末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缠足》载：“《道山新

闻》云：‘李后主宫嫔窅娘，纤丽善舞。后主做金莲，高六

尺……令窅娘以帛绕脚，令纤小，屈上作新月状，素袜舞

云中，回旋有凌云之态……由是人皆效之。以纤弓为

妙。以此知扎脚自五代以来方为之，如熙宁、元丰以前人

犹为者少。近年则人人相效，以不为者为耻也。’”另有

《南史·废帝东昏侯》中记载“凿金为莲华以贴地，令潘妃

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艺林伐山》记载：“行都妓

女，皆穿窄袜宫鞋如良人。”综上所述，窅娘为可考证的中

国古代缠足先驱，且缠足这一习俗自上而下进行传播，直

至在南宋以后在民间普及。

缠足使女性身体行动不便，为何这一陋习能在中国

流行 700多年呢？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①封建礼教根

深蒂固，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观点导致女性观女性

地位极低。缠足正符合对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要

求，终守华门，减少与外界的交流，作为男性的“附属品”

存在。②从身体力学的角度来看，缠足的女性需靠挺胸

翘臀来保持身体的平衡，视觉上比不缠足的女性身体曲

线更为妖娆。近代学者辜鸿铭曾大肆颂扬过小足与性感

之间的关系：“中国女子裹足之妙，正与洋妇高跟鞋一样

作用。女子缠足后，足部凉，下身弱，故立则亭亭，行则窈

窕，体内血流至‘三寸’即倒流往上，故觉臀部肥满，大增

美观。”仅仅这一臆想对女性身体的迫害持续了千年之

久，男权通过女性的身体得以映射。

汉族女性的三寸金莲与满族女性的花盆底，看似两

个毫不相干的分支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缠足为汉族女

性带来伤害的同时，同样如蝴蝶翅膀一般煽动着满族女

性对美的认知，为他们的着装观点带来了一定影响。满

族女子虽为天足，但羡慕三寸金莲的大有人在。冯翼才

在《三寸金莲》中曾记载：“大清入关时，下一道令，旗人不

准裹脚，还要汉人放足。那阵子大清正凶，可凶也凶不过

小脚。再说凶不凶，不看一时。到头来，汉人照裹不误，

旗人女子反倒瞒爹瞒妈，拿布悄悄打起‘瓜条儿’来。”而

“花盆底”正可以巧妙化解这一尴尬。花盆底又称“旗

鞋”，为清朝满族女子所穿，用木作底，在鞋底中间部分，

一般为 5-15cm高。满足女性为了遮盖天足上穿宽大的

旗袍盖住鞋面，只露出形似花盆形状的鞋底，营造出精致

纤小的假象，走起路来杨柳摆风，与当时的汉族女性的三

寸金莲不谋而合。虽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花盆底

出现的主要目的为调节女性的身材比例，显的更加修长

挺拔。但笔者认为，汉族女性的三寸金莲对花盆底的出

现一定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定层面上改变了满族女

性对脚的审美趋向。

三寸金莲与花盆底诠释了中国旧时女性“莫道不销

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病态美，映射了男性对女性

的绝对控制。三寸金莲，不仅是穿在女性的小脚上的绣

花鞋，更是禁锢女性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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