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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妇女作品整理
、

研究的新收获

— 评苏者聪《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注》

熊 礼 汇

人类是由男性
、

女性构成的
。

在人类所从事的物质生产
、

人 口生产 (包括生育和教养) 和精神生产 (包括

文学艺术作品的生产) 中
,
男女都是强大的

、

不可或缺的生产力
。

对前者
,
从古至今没有人敢否认

。

对后者
,

一般人们也承 认
,

但对于妇女也是人类精神生产的生产力这个命题
,

是不够重视的
。

至少中国的 情 况 是 这

样
。

就拿文学创作这一门类来说
,
中国古代能诗会文的女性当不在少数

,

可作 品留下来的有多少呢? 造成这

种情况的原 因很多
,
除了女作者自身的原 因 (如唐孟昌期妻孙氏善诗

,

一 日以为才思 非妇人事
,

遂焚 其 稿 )

外
,
应该说与人们长期对女性创作不重视是有关的

。

在文学批评专著中
, 《文心雕龙 》不论女作家的作品

, 《诗

品》论及者仅有四位
。

在重要文学作品选本中
, 《文选》选诗文七百余篇

,

女性作品仅收两篇
。 《古文辞类纂》

七 十四卷
,

不录女性作品一篇
。

这种情况在解放后仍未 改变
。

比如
“

选诗一千首
,

希望能基本上体现中国古典

诗歌优秀成就
”

的《 中国历代诗歌选》所选有名氏女作者仅蔡映
、

李清照
、

秋瑾三人
。 “

选文曾拟力求全面
”

的

《中国历代散文选 》在妇女作品中仅录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一篇
。

断代作品选如《唐诗选》
、 《宋诗选注》

,

前者

选了两位著作权有疑间的女作家的作品
,

后者无一女性作家作品
。

而说用
“

以揭示唐文发展的历史 面 貌
”

的

《唐文选》未收一篇女性的文章
,
说是

“

选录 了在内容和艺术上大致足 以代表宋文成就
”
的《宋文选》仍只 选 了

李清照一篇《金石录后序》 ! 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文学史的编撰中
。

没有充分肯定女性文学地位的文学史
,

是不

完备的文学史
。

但要写出完备的文学史实在不容易
。

可喜的是
,
苏者聪女士 的《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 ))( 上海

古籍出版社 1 9 8 7年 n 月出版 )为我们实现这个大目标作了十分有 益的工作
。

据说这本书前不久被上海市妇联推荐为优秀图 书
。

妇联的同志认为它好
,
可能是它为妇女说了话

,
所谓

“

有利消除男尊女卑的观念
,
培养尊重妇女的社会风气

”
(本书《前言》 )

。

其实
,

本书的好处
,

远不止是为妇女

说了话
,
在我看来

,

至少还有下述几个特点
。

一
、

编者对古代优秀妇女作家及其作品有一种深切的爱
,
研究态度十分严肃

。

编者是在高校从事古代文

学教学
、

研究的女教授
,

长期以来
,

她有感于文学史 的不完备
,

立志要把妇女作 品的精华发掘出来
, 以拓展文

学研究领域
,

丰富文学史
,

并要写 出一部《 中国妇女文学史》 。

强烈的使命感使她对古代妇女作品热爱 到着迷的

程度
。

数年来潜心搜罗
、

研究作品
,
相继 出版了《历代女子词选 》 (岳蔺书社出版 )

、 《古代妇女诗一百首》 (巴蜀

书社出版 )和这本作品选注
。

历代妇女作品资料散漫
、

贫乏
,

可凭藉者寡
,
工作之艰 难有如开荒

、

探矿
。

没

有深切的爱是很难完成的
。

这种热爱流露在她对妇 女作品的品评中
。

书中不但引用诸如赵明诚苦心写词想胜

过妻子李清照而终不能一类的故事
,

还在论诗词之 妙时
,
常引用前人说的

“

使李 白见之亦当叩首
,

元
、

白之流

纷纷停笔
” , “

孟浩然亦难到
” , “

刘文房
、

卢允言辈亦未易臻也
” , “

极似李长吉而胜于长吉之词
” , “

千古文人

无此妙作
”

一类话盛赞其美
。

读者读之
,
亦可想见编者过录此类材料时为扫眉才子压倒须眉而产生的欣喜自

得之情
。

深切的爱
,

执着 的追求
,

不但激发了她研究女性文学的献身精神
,

还带来了她研究态度的严肃性
。

她是
:
把研究妇女文学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

,

不象时下有些写家为了满足
“

社会需要
”

去编什么历代后妃故事
、

妓女外竹
,

也不象有些学者在讲台上有意找来几个古代才女的风流韵事来活跃气氛
。

二
、

选录的资料齐全
,
价值较高

。

我国最早出现的妇女作品集是刘宋时期殷淳编的《妇人集》 (3 O卷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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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淳同时的颜竣编有 《妇人诗集 》 (二卷 ) ,
但都 已失传

。

现在能见到且搜罗宏富的是 明人钟惺 的《古今各媛诗

归》和清人陆祀编的 《历侧名媛诗词》 。

两个本子所收作品都 从汉代开始
,

且限于诗词
。

本书则从先秦选起
,

一直选到近 代
。

不单选诗 词
,

还选赋
、

书
、

论
、

疏等多种文体的作品
,

总共六 百余篇 所选 三百多位 作 家

中
,

有皇帝王妃
、

命妇民女
、

僧道妓女
,

遍布古代社会各阶层
。

作家中除有蔡谈
、

李清照等名家外
,

还选 了

许多不大为人所知的女作家
,

农民女作家贺双 卿即为一例夕 除文学作品外
,

书中还附有班昭 的 《女诫 》 、

郑

氏代女孝经》 、

贺瑞麟《改良女儿经 》等思想资料
。

’

-

书中资料的齐备还表现在对作家
、

作品的介绍中
,
如介绍《诗经

·

周南
·

辈苔 》的作者
,

书中就 引了《列

女传
·

贞顺传》
、

朱熹《 诗集传》和余冠英 《诗经选》三书的说法
。

介绍王昭君其人其事
,

则 从《汉 书
· _

元帝纪》
、

《 汉 书
·

甸奴传》 、 《后汉书
·

南匈奴传 》 、 《西京杂记》 、

《文选 》
、

《乐府古题要解》等书中勾俭出不少材料
。

介

绍苏惠和她的回文诗
,

不但将编者依据儿种本子订正的《回文漩现图诗》载列其中
,

还详引武则天《苏 氏织锦

回义记 》 、

朱淑贞《漩巩图记 》 以及《随园诗话》 、 《诗蔽》道其由来
,

使有关 回文诗的重要资料几乎 毕集 于 一

书
、

妇女作品中
,

有一类是赠诗
、

答诗
、

和诗
,

介绍这类作品时
,

编者尽量将对方答诗
、

赠诗及所和之作引

出
。

如介绍彭伉妻张氏《寄夫 》诗
,

即引伉《答妻》 诗
;
介绍徐淑《答秦嘉诗》 ,

即引秦嘉《赠妇诗》 ;
介绍希喃̀

《 呈寇公》 ,

即引寇准和诗
;
介绍李清照《 语溪中兴 颂和张文潜》即引张未《读中兴颂碑》诗

,
且引出元结《大击

中兴颂》 。

引用材料时
,

编者方法也比较灵活
。

或直附于后
,

如上述诸条
;
或嵌入注中

,
如介绍 店 婉《

八
凤

·

世情薄 》 ,

即又在 注中引出陆游《钗头凤
·

红酥手》
。

对相关作品
,

也不是全部罗列
,

有的只是借前人评

语点出篇名
。

如介绍宋氏妓女琴操《满庭芳
·

山抹微云》 ,
即借陆艇语说出操改秦观《满庭芳 》为阳韵

、

字字安

帖事
。

为 了便于读者了解作品
,
书中凡涉及到作品有本事者

,

皆自然引出
。

如介绍胡太后《杨白花歌》 ,

即引

出作者与杨 白花情事 ; 介绍韩氏《题红叶》即引出卢握御沟拾取红叶
、

得娶宫女事
;
介绍南朝乐 昌公主《伐别

自解》 ,

即引出其与夫 破镜重圆故事
。

书中采集得多
、

较有价值的是诸家评语
。

为 了揭示作家
、

作品的艺术风格
,

编者搜集 了许多有用的批评

材料
。

如论花蕊夫人徐氏
,

即引陆胆语
: “

所作宫词清新俊逸
,

具有才思
” ; 论孙惠兰亦引陆语

: “

其诗清新庵

雅
,

女中卓然名家
,
非浅浅也

” ;
论贾双卿则引《国朝 词综续编孙评语

,

谓
“

双卿词如小儿女
,

峨峨絮絮
,

诉说

家常
,

见见闻闻
,

思思想想
,
曲曲写来

,
头头是道

。

作者不自以为词
,

读者亦忘其为 词
,

而情真语质
,

直接

《
_

泣百篇 》之 旨
,

岂非天籁
,

岂非奇才
。

乃其所遇之穷
,

为古才媛所未有
” 。

这类评语对一 般读者把恨作者艺

术特色是有帮助的
。

在介绍具体作品时
,
书中引用的评语更多

。

这是个中级选本
,

编者不对作品作概括性的

整体分析
,

多是引用前人评语道其好处
。

如介绍隋大义公主《书屏风 》 ,

即引陆超所说
“

屏风之诗抑扬幽邀
,

无卤莽气
,

仍是女郎正格
” 。

介绍唐禧宗宫人《金锁诗 》即引钟惺所说
“

锁情锁心字俱奇
,

奇尤在锁情相寄耳
” 。

有时一首诗中引用多种评语
,

如介绍蔡淡《 悲愤诗》就引了《清诗话
.

’

汉诗总说》 、 《砚佣说诗 》 、 《名媛诗归》 、

《说诗阵语 》所言
;
介绍李清照 《声声慢 》就 引了 《花 雄新编》

、

《鹤林玉露 》 、

《 白雨斋词话 》 、 《词苑 丛谈 》等书所

言
。

将如此众多的材料引入书中
,

给研究者提供 了很大方便
。

从此 也可看出
,

编者是以较 高层次的标准来要

求选本的
,

正因为此
,

她才孜孜于寻寻觅觅
、

爬罗剔抉达八年之久 !

三
、

选篇较严
,

对一些作品作者的辨别
、

主题的辨析有独到见解
, 显现 出一定的学术水平

。

书中作品多
,

但选 目标准较为严格
。

唐人薛涛存诗 8 9首
,
只选 1 4首 ; 鱼玄机存诗 5。首

,

只选 , 3首
。

之所以如此
,

是因为编
者要选出妇女作品中的精华

,

而不是有见必录
。

如李冶存诗铭首
,

只选三首
,

就因这三首诗足以反映 她 的

诗歌题材
、

体裁
、

艺术风格诸方面的特色
。

编者对人们 比较熟的名家
、

大家作品选得 不是太多
,

对 于不大啼

见的作家则多选一点
。

如唐代慎 氏
、

韩 氏各存诗一 首
,

均选之
,
彭伉妻存诗二首

、

程长文存诗三 首
,

均 选

之
。

农民女作家贺双卿的作品竟选了诗词 1 6首
。

编者这样作
,

大概是认为双 卿代表了古代妇女作家中
’

的 二

个阶层而其诗词又宛转悲怨能自成一家的缘故吧
。

书中
,

编者对历代妇女作品的作者
、

本事
、

, 一

题 旨以及语句正误的辨析是很认真的
。 《诗经》 中有些女性的

作品
,

历来归主难定
,

编者说出了她的看法
。

比如于《 诗
·

周南
·

汝坟 》即引刘向谓
“

周南之妻作
”

后
, `

说
“

此

解 J
立

诗意为近似
, ;
于《诗

·

召南
·

行露》即引刘向
、

高亨
、

余冠英诸家之说后
,

肯定余说
,

言
“

今从后 一说叶
于 《诗

·

郁风
·

柏舟》 ,

既引《毛诗序 》
“

共姜自誓也
。

卫世子共伯早死
,

其妻守义
,
父母欲夺而嫁之

,
`

警而弗

·

1 2 8
·



许
,
故作是诗以绝之

” 。

又引余冠英所说
“

是一 个少女自己找好了对象
,
誓死不改变主意

” 。

认为
“

后说较妥
” 。

按
,
共伯为卫武公之兄

,
武公杀兄为卫君

,
时年 40 岁

,

不是
“

早死
” ,
更不象诗中所描写的那样

“

绍彼两髦
” 。

编者的判断是正确的
。

汉魏以后的作品
,
作者难以明指者多

,
编者处理 这类诗也 比 较 科 学

。

如唐诗《锣啧

曲 )), 书中系于刘采春名下
,

又引元棋《赠刘采春诗》
’
·

选 词能唱望夫歌
”

自注
“

即锣吱曲也
” ,
再加按 语

“

为 刘

采春所唱
,

未必为其所作
,

现姑依《全唐诗》 ” 。

又如《怀 良人 》既系于葛鸦儿名下
,

又注明
“

一说是朱滔时河北

士人作
” 。

这都反映出编者治学态度的严谨
、

踏实
。

本书对作家作品有本事者
,

悉将本事引入
。

但有些本事靠不 住
,

编者作了辨析
。

如关盼盼之死
,
有传说

认为是因为 白居易作 《燕子楼》诗讽其不死
、

她才
“

不食旬 日而卒
” ,

编者辨析言
“

另一说关盼盼是张建封之子

张倍的歌妓
,
白诗与盼盼无关

” 。

诸如此 类
,
尚有多处

。

编者对作品主题的辨析也是很重视的
。

前面说过
,

本书对作品思想艺术的介绍
,

多是用过录诗话
,
词话

和古今学者各种选本中的评语来完成的
。

这类评语多有精到深刻的见解
,

能给人 以启迪
,

但也有局限性
。

编

者 弓1用时
,

能用分析的态度对待
,

是很好的
。

比如介绍北齐冯淑妃 《感琵琶粒》 ,

先引钟惺评语
: “

幽怨绵遨
,

写出亡 国之恨
,

独不能一 死以报后主
,
卒至名堕身辱

,

不得与绿珠
、

贵儿等并传
,
惜哉 !

”

编者批道
: “

钟惺

末几句
,

当属封建卫道之论
。 ”

虽嫌简单
,

明言其局限是正确的
。

至于对作品文字
、

断句的异同
,

编者随手

注明者极多
。

如言严蕊《 卜算子》 “

总赖东君主
”

中
“

总赖一作总是
” ,

言朱淑贞《 蝶恋花》 “

欲系青春
,

少住春还

去
” , “

从词意看
,

断句应为
`

欲系青春少住
,

春还去
”

皆是
。

总之
,

无论从所选篇目的数量
、

质量来看
,
从吸收

、

容纳古今学者科研成果来看
,

从表现编者整理
、

研

究妇女文学 的学术水平来看
,
这本书是解放后所出版的同类选本中最出色的一种

。

这个选本也有些不足处
。

编者选篇虽注意到文体的多样性
,

但仍是诗词多于文
,

对文发掘不够
。

比如徐

淑《报秦嘉书》 、

湛 氏《封醉反书责陶侃 》
、

谢仿得妻李氏《托孤母氏书》等思想性
、

艺术性都有特点的文 章 就

未选入
。

入选作品中有些出自古代小说中人物之手
,

著作权当属小说家
,
现在系于小说人物名 下

,

似 为 不

妥
。

又史书中所记人物言论恐亦不宜作为历史人物作品对待
。

如书中所选敬姜《论劳逸》 ,
本为 《国语》 作者

所记敬姜之言
,

列为敬姜之文似可商榷
。 《金圣叹批才子古文 》曾入选此文

,
归入 《国语》一书

,
与

“

敬姜弗

应
” 、 “

敬姜 以鳖逐文伯
”

等段文字并列
,
不言其为敬姜所作

,

是对的
。

如果把与妇女声 口相 肖的文字当作女

性的作品也不妥
,

要是那样
,
不少代笔之作

, 比如北齐派人代北周宇文护之母 阎氏夫人所写的那封著 名 的

散体信也可入 选了
。

书中引用资料多有好的一面
,

但由于所引论家过于集中
,

使得不少作品的评语相去不远
,

倒使人很难见

出作品的独特处
。

少数注中所 引材料太烦琐
,

如于宋人苏琼《西江月》中
“

高 占甲科第九
”

句
,
注中不必引汉

、

明
、

清事
,

只言唐时官制即可
。

而于 词人巧用
“

排行第九
”

造句倒可补言一句
。

于明代京师妓《瑞鹅鸽 》中
“

踏

花归去马蹄香
”

句
,

注中详言其如何为画家提供丰富想象
,

似无必要
。

点 出此句最早作者 (传为杜甫
,

见 《杜诗

详注
·

逸诗》 ) 倒很需要
。

本书许多注解都是正确的
,
且时有新见

,

只是偶有失误处
。

如元代昊氏女 《寄外诗 》末云
“

笔下密密为君

言
,
书中重重写妾意

。

秋林有声秋夜长
,

愿君莫把斯文弃
” 。 “

斯文
”

当指 《寄外 》这首诗
,

非
“

指文人做官
” 。

又鱼玄机 《江陵愁望寄子安》 中
,

江陵应是指江陵府治所在地
,

不是指当时江陵府东边的某一地域
。

这条注显

然是受《唐女诗人集三种分整理者 《前言 》的影响
,

谓
“

江陵即指长江南岸的潜江 (笔者按
:

潜江县从来 不 在长

江南岸
。

) 而并非指长江北岸的江陵
。

又如介绍宋代魏夫人时
,

言
“

魏夫人
,

曾布 ( 1 0 3 6一 1 1 0 7) 妻
,
曾 巩 之

嫂
” ,

也不对
。

曾布为曾巩 ( 1 01 9一 1 0 8 3) 异母弟
, 比曾巩小片岁

,

巩于弟之妻
,

不当称嫂
。

此类皆属 编 者疏

于深思细察所致
,
不过是青山茂林中的几片枯叶

。

为 了写好《中国妇女文学史》 ,

苏者聪先生已 迈出坚实的第

一步
,
我们衷心希望她以较快的步伐走完第二步

、

第三步
,

早 日实现她的夙愿
。

( 本文责任编样 张炳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