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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传人

高银仙

义年华

阳焕宜

何艳新

 

阳焕宜 

  阳焕宜，清宣统元年（1909）七月初二日出生于江永县上江圩乡阳家村,2004年9月20日去

世，享年95岁。父亲叫阳石养，从小跟祖母李树了学医，特别长于诊治小儿麻疹。在行医时常

常听到许多农村妇女谈及女书，她们都是些有见识的妇女，就让阳焕宜也学女书。阳焕宜十四

岁时与杨三三、杨栾栾、高银仙等五个人到葛覃村朱形之、兴福村义早早那儿学女书。当时学

女书要交钱，每四百文钱教会一张纸（一

首女歌），包括会唱会写。这样前前后后

大约学习了三年左右，不是天天学，隔几

天去学一次。后来附近有嫁女的便来请阳

焕宜去写一些女歌三朝书，做红包放在抬

盒里做嫁妆，显示新娘及娘家的才华。当

地讨媳妇进门就要看媳妇的女书。女书在

姑娘出嫁时相当重要。阳焕宜的父母去世

很早。她有一个姐姐，很早就去世了。还

有一个弟弟，在阳家村，七十七岁，叫阳

牛兴，前几年也去世了。阳焕宜二十一岁

嫁到新宅陈家，结婚只三个月，丈夫上山

砍柴被毒蛇咬伤去世。两年后二十三岁时

她改嫁到河渊何养正家。生了八个小孩，只剩下三个，两个儿，一个女。阳焕宜的丈夫爱赌

钱，因此家里很穷，欠债很多，一年亏半年粮食。阳焕宜吃尽艰辛，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后

来河渊村从上江墟乡改由铜山岭农场代管。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两个儿子都到铜山岭农场工

作。阳焕宜就随儿子搬出河渊村，住在农场场部附近的职工宿舍。场部离河渊村2公里。但对

“三寸金莲”的老人来说，回村和老姊妹相聚“唱纸唱扇”的机会越来越少。平日没有人交

流，只是自己写写女书、吟唱女书，聊以自娱。当我第一次见到老人时，她一下子拿出自己写

的几本女书唱起来。 

  1991年老人出席了全国女书学术考察研讨会。1995年又被接到北京参加联合国世界妇女大

会，在国际会议上写女书，唱女书。阳焕宜和季羡林、周有光、刘乃和等中国学界泰斗同坐在

主席台上。女书和她的主人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东方劳动妇女的智慧和创造力。阳焕宜老人用她

灿烂的笑容和奇特的女书，展示了湘南潇女的风采。在北京，老人去了颐和园，登上天安门，

来到纪念堂，了却了她到北京第一件想做的事——瞻仰湖南老乡毛泽东主席。 

在天安门广场，坐在轮椅上的阳焕宜和一位碧眼银发的西洋老妇偶然相遇。她们比比画画，笑

着聊了半天。只有她们俩，那么轻松，融洽，亲切。我们在旁边远远地望着，没去打扰。她们

似乎也不需要谁翻译什么。这两位远隔千山万水、完全不同文化的老奶奶，不知用什么语言在

交流。也许是她们共同的沧桑，历时的等量，彼此的祝福？她们并不知道对方是谁，从哪来，

各自为世人做了些什么。 

  年近百岁的阳焕宜，还常常接待来访的人，写写女书，唱唱女书。而且，不管是中国人、

外国人，她都能用女书为你题词，写你的名字――女书是表音文字。 

  在女书老人中，阳焕宜是幸运的，幸福的。现在江永县破例把老人的户口“农转非”（由

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列入民政局

“低保”（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

像，每月发一定生活费。市里的曹主席、



县里的张书记、黎县长、刘部长还有妇联

的领导经常来家里看望。县里和农场医生

常来给老人检查身体，有病得到及时治

疗。同村的何艳新也常来和老人唱唱女

书。她的儿子儿媳妇都很孝顺，老人晚年

生活得很幸福。老人善良、平和、开朗、

坚强。阳焕宜老人使女书更加灿烂。 

  经历了女书文化全过程、能写女书的

阳焕宜老人也已经去世了。百年阳焕宜是

一段历史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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