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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鲍震培所著《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一书做了评论，认为该书填补了女性文学史和小说史研究的空白，其关于建

立女性独立的文学叙事传统的论述、对女作家女性意识的挖掘及对女作家女性意识成长环境分析，颇有创建。这些创见对女性研究的

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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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from Reading “Tanci” Novels by Qing Dynasty Women Writers 

QU Wen

(ACWF Institute of Women’s Studies, Beijing 100730, China) 

 

Key words: women writers; Qing Dynasty novels; “tanci”; gender 

Abstract: This essay is a review of Bao Zhen-pei’s “Tanci” Novels by Qing Dynasty Women Writers. The author is of 

the view that Bao Zhen-pei’s book has filled in a gap in the history of women’s literature and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Bao Zhen-pei is highly original in his expositions on fostering 

a women’s unique tradition of literary narration, on arousing women writers’ awareness of the female sex and 

analyzing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the female sex and analyzing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growth of such 

awareness, and his original ideas in this connection can serve as a source of inspiration for women’s studies. 

 

    在一次“中国文化与女性学术研讨会”上，我初次见到青年女学者鲍震培，并获得她的新著《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以下

简称《论稿》。[1]原以为这是一本文学专业选题较窄的著作，当我潜心细读，竟被其中散发的丰富新颖思想所深深吸引。作者从性

别视角对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作品原始资料进行了系统的考辨和梳理，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理性思考，使该书具有多维价值取向，

不仅填补了小说史、女性文学史的空白，而且涉及诸多领域，作者的发现对妇女发展有现实意义。 

性别解读填补文学历史空白 

    《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是作者近几年在南开大学明清文学专家陈洪教授指导下，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学位的研究

成果。选题的确定依据了作者的知识结构和治学兴趣。此前，她在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出版专著《中国说唱艺术史论》、

《梨园相思树》等，对曲艺类文学研究有所积累；1995年，她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组织论坛，发表“当代某些男作

家的落后妇女观”的讲演，是一次女性文学批评的实践。此后，她的博士论文《清代女作家弹词研究》获得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著

名学者的好评，全票通过答辩，一致肯定了此项研究填补空白等学术价值。 

    1.《论稿》填补了小说史和女性文学史研究的空白 

    中国文学史上，弹词一直是作为“诗赞类” 讲唱文学研究的，在小说史上没有它的地位。对女作家弹词的研究也是对少数作品

和作者的个案研究，还没有整体的系统的考察和梳理。我国女性文学史研究多关注现当代女性文学，对古代女性文学的研究少得多，

而且多注重诗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小说史上，几乎见不到女性的影子。作者对清代300年间38种3000多万字女作家长篇弹词作品的考

察，第一次对清代女作家弹词创作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整理，以其女性特有的敏感，论证其在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实践活动中的地

位。      

    首先，作者借鉴前人将弹词分为演唱角本（供听的）和案头创作的（供读的）观点，通过女作家弹词的例证，确定其书面的个体

创作、长篇巨制工于描写只能阅读、以女性“精英”为读者的特点，将其定位于小说体裁。她认为，相对于弹词原始体，女作家弹词

小说的特点在于：（1）它是书面的个体的创作，而不是大众化的演唱文学，根本不考虑演唱的需要，作品中屡屡出现创作个体的自



由文字。如《玉钏缘》、《再生缘》的作者都强调自己在用笔来写，来自我消遣，自我表现。（2）均系长篇巨制且工于描写，只能

案头阅读，根本不适于演唱。（3）作者所期望的“知音”是女性精英读者而不是一般“听众”，是与她们属于同一阶层的女性。

（P70-71）《再生缘》在女性中获得广大读者，没有写完就流传开来，卷尾写到：“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 《安邦

志》中也有“残唐先宗多佳话，赠与知音淑女听”。很明显，弹词小说是女人为女人的写作。（P108） 

    其次，与章回小说比较，明确女作家弹词小说清雅典丽、接近自然阅读、语言韵散结合的特点，将其定位于韵文类小说体裁。清

代闺秀才女作家大多认同“弹词”是韵文类文学，故自称“词客”，其作品是“新词”；同时也认同于小说，自称作品为“传奇小

说”、“七字小说”等。所以女作家案头弹词作品几乎都是“韵文体小说”。清代才女作家从一开始创作就有很强烈的文体独立意

识，不但与盲女弹唱、书寮说书相区别，而且与通俗白话小说相对立，如语言的清雅典丽，少用或不用叙事套语，回与回之间无甚悬

念，更接近于自然阅读等。她们把女诗人的气质与女史的才华结合到叙事的娓娓而谈中，往往鸿篇巨制，细腻入微，形成17世纪至20

世纪三百年中左右半边天的阅读和写作的传统。（P73）作者将明清女作家弹词认定为弹词小说，这一论断填补了小说和女性文学体

裁的空白。 

    2. 对妇女文学史格局的建构 

    以往的文学史忽视女性创作，是男权文化的表现；有专家指出，以现代女性文学批评理论来看，在为数不多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研

究著作中，存在着比较浓厚的儒学色彩，表现了传统的表彰才女和士大夫审美趣味，缺乏综合分析和理论的思辨。作者对女作家弹词

创作在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实践活动中地位的论证，对完整、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传统，进而深入考察中国现当代女性

文学的思想文化资源，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序二）。如康正果探讨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地位，写到：“她们的创作从来没有危机父权

制的秩序,也没有提出相反的美学原则,而且还装饰了封建王朝的文采……所以,我们绝不可过高估计妇女文学在古代文学中的价

值。”[2]作者对此提出了相反的论点，认为，出自女作家之手的弹词小说恰恰以独特的女性文学色彩（即女性为写作主体的创作实

践）见长。女性文学色彩在两个维度上展开：一是以女性感受、女性视角为基点对世界的介入，打破男性文学话语的垄断局面。二是

挖掘超出男性思维惯性的期待视野的女性经验，从而背叛（包括部分背叛）男性视角，构造具有自身完整的女性经验世界。（P104-

105）目前对女性文学的研究多依从男作家文本，剖析妇女在文学中的隶属地位，而作者对女作家文本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建立女性

独立的文学叙事传统的创见，不仅丰富了女性文学理论，而且对了解和总结两性共同创造的文学遗产，从两性角度研究女性创作十分

有益。 

性别分析挖掘作家女性意识 

    作者对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作品思想内涵的研究，采用了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综合研究，如：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女性主义批评等方法，尤其是性别分析理论和方法贯穿全书，对其创见产生影响最为突出。对明清女作家弹词

作品内容的分析，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而是将此作为明清女作家思想的物化形式，作为女性文化的载体来研究，她更为关注的是纸

背后面的女人，女人的个体和群体的生存形态，女性创作和女性意识产生的环境，妇女观和女性思想历史的沿革。基于这样的认识，

她从明清妇女观的渐变入手，分析才女文化繁荣的原因；结合女性的生活状态分析作品内容、创作目的、创作过程、流传方式，得出

女性文学叙事传统建立的结论；其后又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探讨将女性文学叙事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融汇与冲突。正是由于作

者研究视野广阔而深刻，使对明清女作家弹词小说的产生、女性文学叙事传统的建立的论断根基坚固。该书中对女性意识的探讨有许

多例证： 

    1.对弹词小说女作家女性意识的挖掘 

    作者对女作家的自我表白、作品人物形象、情节的具体分析，穿过表层，挖掘出她们的女性意识，包括女性独立意识、女性群体

意识、女性个人和社会理想等，处处有独到见解。 

    （1）女性通过弹词小说写作实现自我，将其成为女人寻求知音的一种媒介。清代女作家在弹词小说以韵文形式讲述的身世背

景、写作过程、情绪心态等私密性较强的话题已经是女性自我的独立呈现。如作者在浏览大量女作家弹词原作时发现，附着于本文的

卷首卷尾诗篇的自叙文字，带有一定的自传色彩，显露出女性作者特殊的书写心态，是构造女性经验世界的基石。(P105)她写道，如

果把《笔生花》中的所有“闲文”拿出，略加整理，不失为一篇很有分量的和时空经纬较为清晰的个人自传。(P106) 女性通过“写

作”这一行为以实现自我的要求，具有很大的意义。因为她们越想挣脱强加于自己的性别角色，就越想把内心的“表现”寄托在“写

作”的行为上。明清闺秀作家正是把读书写作刻意地“自我”化，甚至作为生命的一部分，而加强对这一过程的渲染。（P106）表白

心态是女小说家与男小说家在创作心理上有很大不同的一点。通俗小说的男性作者以“全知全能”的叙事人角度叙事，很少或根本不

对创作时的心态做分析或说明。而弹词小说的女性作者往往喜欢在作品中表白自己写作时的心境与状态。（P107） 

    （2）广泛深刻地反映清代妇女生活的各个层面，表现女性的不幸命运。一是证实女作家以自我为视点关照女性的不幸根源，试

图说明不合理的制度决定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她认为，弹词小说基本上以写实的手法表现妻妾制给家庭、社会带来的一系列

问题，特别是嫡庶名分对女性和子女带来的感情上和利益上的侵害。由此表明女性所持的态度，不赞同男子多妾，渴望建立平等关系

和爱情专一的一夫一妻制。（P121）二是揭示了宫中女性毫无自主性而带来的不幸命运。作品揭示了“皇帝选美”给民间带来的灾

难。一旦朝廷降旨采选宫妃，地方官员为讨好钦差，四处搜罗美貌少女，甚至把有夫之女也登记在册，更为黑暗的是，借此缘由，行

贿受贿，公报私仇，甚至调兵抢夺，几乎逼出人命。她列举《笔生花》、《玉钏缘》、《天雨花》中对此的描写，说明皇宫中嫡庶太

子争夺王位而导致肮脏残酷的政治交易中，女性往往是受害者，即使是皇后也不可幸免。（P119）三是通过对“妒”和“悍” 性格

的原因分析，更真实地反映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她认为，在明清男性作家的叙事作品中，为人妾者多数具有一副美丽而哀怨的模

样，而妻子多扮演“醋葫芦”的妒妇角色，这已成为当时流行的一种类型化描写的模式。但是女作家笔下的妻、妾形象却并非如此。

首先，女作家对塑造这种类型化人物持谨慎的态度，避免在作品中过多表现。如果必须表现的话，她们笔下的妒妇、悍妇往往是妾而

不是妻，同时对作妾女子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并不是一味地写“妒”描“悍”，而是透过这种表象分析她们形成这种性格的原因——

受妻妾制度的逼迫不得已而为之，而且结局都很悲惨，令人同情。从而更真实地反映出这一女性群体的生存困境。（P122）   

    （3）弹词女作家出于对女性生命的价值的关照，塑造了一大批反抗旧礼教，各建奇功的巾帼英雄形象。作者通过对孟丽君形象

的分析，论证明清弹词女作者对女性社会理想的表达和局限。她认为，《再生缘》的作者陈瑞生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把女性渴望施展

抱负和才华的理想寄托在孟丽君身上，把这个人物刻画得流光溢彩。但是在当时那样一个绝对的男性强权的天下，生理不可改变的女



性性别注定了孟丽君的下场必然是悲剧。在她中解元后，在更为广阔的天地间，她可以 “自身可养自身来”，没有必要非嫁夫婿，

也不在乎“随夫荣辱”，这是对“夫为妻纲”的根本抗衡。在两性感情关系上她看重的是“相携笑语”的平等关系，而不是“欲成花

烛”的床笫之欢，当皇帝提出同榻的要求时，她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以挂冠辞朝相挟。皇帝雨夜私访，谈到“作王妃，便当婉顺合君

心”时，她不屑受宠，声称“愿甘死罪断难从”。这种不愿依附人的自主自立，不愿授人以柄的自尊自强，是孟丽君性格中最有光

彩、最可宝贵的东西。（P210-211）在绝对男性权威统治的社会中，女性只能扮演一种角色，就是幽闭于家庭之内，为女、为妻、为

母，生命的内容为男性所规定所解释。如若扮演了男性的角色，有“杀剐的罪名”。面对两种角色她陷入两难选择，一种是她不甘扮

演的角色，一种是社会不容她扮演的角色。最终被逼得无路可走，口吐鲜血“似涌潮”。孟丽君生命和精神中的矛盾和危机正是社会

深刻的矛盾和危机的反映。陈瑞生通过孟丽君形象试图表述这样一种理想：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脱离家庭的樊笼远走高飞，男女站在

同一起跑线上并驾齐驱，女性聪明才智得以和男性那样充分发挥的平等机会，过独立自主、建功立业的全然不同于传统的另样的生

活。（P211）作者还谈到了女作家的历史局限：在男性文化社会中，女性无法完全表述自己，陈瑞生只能利用男性创造的话语、来自

男性的判断和声音曲折地表述女性的梦幻，陷入伦常怪圈中的孟丽君终因找不到更锋利的战斗武器而难以突出重围。（P212-213） 

    2.对女作家女性意识成长环境的分析 

    作者对女作家女性意识成长环境的分析涉及性别制度和社会观念，重点论述了明清妇女观的新变，分析了女性生存的社会文化环

境。 

    作者分析了中国性别制度衍变过程，她指出，《周易》中的阴阳乾坤说有两个特点：一是伦理观念政治化，性别分离与君臣之道

混为一谈，使性别问题一开始就带上了政治色彩。这导致后来忠臣与烈女的互相模拟，女权思想与反君权思想的密切联系。二是提倡

阴阳调和。虽然认为乾坤的地位有尊卑，但并不排斥低卑的一方，“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由男权

社会创造的阴阳乾坤说以及后来的礼教，一直在力图营造一种不平等的和谐，使妇女安心处于卑下屈从的地位，两性之间不至于发生

激烈的性别冲突，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P6）随后，作者又考察了礼教、女教、家教、理学的生成发展过程。她认为，汉代以

降，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的形成和天命论的极端发展，乾坤阴阳说的性别部分被强调，阴阳定位，矛盾被凝固化，“男

尊女卑”的意图更为明显了。中国以固定的天体模式确立人伦秩序，包括性别秩序，直到明清没有多少变化。然而，在中国宗法社

会，礼教靠的是有一定张力的伦理网络维系家庭，形成既是男尊女卑又要人们（主要是男性）敬妻、爱女、孝母的主流伦理。（P6-

7）作者对于古代性别制度的辩证分析，挖掘了明清妇女观新变和建立现代性别制度的历史基础。 

    作者将中国古代妇女观的衍变分为3个阶段：魏晋到唐五代（妇女较为开放的阶段）、两宋至明中叶（趋于全面保守的阶段）、

明后期至清代（妇女观渐变，妇女解放思想萌动的阶段）。她论述了明清妇女观的新变，分析了清代女作家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以

及环境对她们女性意识成长的影响。作者对李挚、袁枚等为代表的清代思想家、文学家主张男女平等思想的论述进行梳理，评述了他

们所提出的夫妇为五伦之首、反对“女娲论”、“恤血”敬妻、反对片面贞节观、肯定女子天赋，提倡女子教育等言论，说明近代民

本思想对社会妇女观变异的影响。作者还从社会、家族、家庭妇女的生活环境入手，考察才女女性意识成长的条件；从考察女官制度

入手解释女性弹词繁荣的地域原因；考察女人社的创建和女士交游活动的兴起，探寻女作家弹词小说传播的路径，等等。总之，作者

对明清弹词女作家女性意识成长的环境做了系统的全面的考证和论述。 

    作者对女作家女性意识成长环境的分析注重两性关系和两性文化的互动。作者通过这本书的论述试图说明明清社会思潮中士大夫

妇女观的异动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萌发的互动，女性文学经历与男性文学经历兼融互见，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和艺术魅力。（前

言4）作者在分析才女文化繁荣中着重分析袁牧的男女平等思想和对女作家著述出版的支持，形成了随园女弟子群体，促动了女作家

群体女性意识的成长。她还列举《天雨花》中左维明家庭及其心理的变化，揭示士大夫对妇女的矛盾态度，既鼓励妇女受教育、培养

才识和能力，与害怕、担忧、焦虑的儒教伦理的内在矛盾。对此，她评论道，清末妇女走出家门进女校、参加社会活动，正是妇女解

放的前奏。在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家庭束缚是首先要打破的锁链，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妇女走出家门、参与社会主流文

化的趋势，明清士大夫早有隐约预感，他们已然从明清才女的精英思想和文学活动中看到女性潜在的巨大能量及女界未来的实力，女

性的发展必然与千年来的礼教、理学藩篱发生根本冲突，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秩序的改变。(P203) 此外,她还对男女双性化、文人女性

化和女性文人化进行了探讨。作者对双性关系的探讨，不仅丰富了女性文学的理论，也为性别学理论提供了例证。 

作者创见对女性研究的启示 

    作者用性别视角和性别理论对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解读中创见的价值，不仅在于弹词小说的发现和女性文学叙事传统的建立，对

认识妇女发展现实问题和拓展女性研究也有启迪，体现在： 

    1.性别视角运用、两性关系史、两性发展规律的研究。对妇女问题和妇女发展规律的研究必须置于两性关系之中，以两性和谐发

展为目标，理清男性和女性各自的发展脉络，了解它们之间的融汇与矛盾发展历程。 

    2.多元方法、多元文化的研究和超越时空的借鉴。在论述妇女观的衍变中，作者对不同质的文化易经道儒佛的讨论，对基督教、

西方女性文学发展特点的分析等，收放相宜。     

    3.借鉴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注重本土文化的挖掘，不盲从已有的论断。她的研究引起对中国女性文学的产生时期和古代妇女女性

意识的重新思考。 

总之，《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女作家弹词小说、中国女性文学、女性文化、两性关系的新窗，引发我们

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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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妇女研究论丛》2003年第2期） 

 



 

 

 姓名：  邮箱：  电话： 

    发表评论 重写

您是第 位来访者 

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版权与免责声明：①本网站为纯公益性学术网站，转载其他媒体稿件是为传播更多的信息，无任何商业目的，

如有侵权请来邮或来电告知，本站将立即纠正。②此类稿件不代表本网观点，本网不承担此类稿件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 

电子邮件lvubxn@xingbie1.org  

通信地址：北京1070信箱妇女研究中心 邮编：10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