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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陽明思想徹上徹下 ， 不僅講本髓，亦講工夫 ， 主張「致良知J' 特別抽出一「致」
字之工夫，要後學不可憑空想、個本體良知，而必須質落於心體上作工夫 。 然而由於
後學缺少陽明成學的歷程，對於「致良知」之說，各有所偏，對於四句教，乃至陽
明思想亦無相應的了解 。 龍溪、泰州講現成良知，偏向本體一端;緒山、江右講為

善去惡，守靜歸寂，偏向工夫一邊， 王學之分化由此可見 。 能溪、泰州之學風行天

下，到後來產生直任本心，不為惡亦不為善 ， 甚至將仁義祖法l視為控措，形成「狂
禪」之風 。 晚明東林學者將王學未流之弊指向源頭的陽明之學，以及四句教 。 黃宗
羲處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 ， 因此對四句教乃至陽明思想重新提也疏解，以導正王學

末流錯誤的觀點，並使陽明與佛氏之學有所分隔 。

黃宗接批評四句教，採取兩種路向 ， 一是從文獻 、 義理上將四句教排除於陽明

思想體系之外 ， 認為縱使陽明在平R有所談論 ， 但並末將其寫定; 二是以他所認定

的陽明思想，對阿句教加以疏!碑 。 他繼承其師劉磁山的思想，將無苦無惡，解釋為
無善念無惡念 ， 、股將意提界為本偷地位，而強調在意仁作工夫 ， 以攝念歸意 。 他這
樣的疏解是為補救晚明將本他認作t夫，而無工夫可為的弊病 ， 強調去虛而就賞 。

梨洲將本體收束於意上，以無善念無惡、念來解釋無苦無惡，強調心體的至善 ， 未嘗

不是對陽明思想的一種誤解 。 然而我們將他的疏解放在整個思想史乃至當時的時代

背景來看，梨洲的疏解有他的用心所在，是對晚明學風的一種回應，這樣的疏解未

嘗不是對陽明思想的另一種補充與修正 。

論清代婦女圖畫詩與女性詩畫作品的閱讀社辭 77 

言侖清代婦女題畫詩與

女性詩畫作品的閱讀社群

一一蚓、科兒B責繆詩區》為主

黃儀冠*

一、前言

在中國文學史上，女性作家的著作得以被男性撰史者收編，而流傳名世者，質

屬鳳毛麟角，追至明清，由於婦女識字擎的提昇(註一 ) ，使得明清兩代J女備出，

明清兩代女性作家所從事的文類相當廣泛，舉凡詩詞、戲曲、批評論述等等，皆有

所觸及，因此所謂女性在中國古典文學創作上的缺席，在文學史論述上空白的一頁

(註二)諸現象，至明清已有所改觀，尤其至清代閏秀作家大增(註三 ) ，此一特殊

文化現象，近年來也引起中外學者密切的注意。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87年學;現為博上班研究生 ﹒

註一 :關於婦玄融于宇率問題，可參見Joanna Handl In."Lu K'un' s New Audience : The Influcnce of 
Women's Llteracy on Si xteenth.Century Thought "in Wolf &Witke eds; /P(α71en in 臼inese

Soc iet y (S t an f ord : St an ford UP , 1975)p. 13- 38 ;Naqu i n & Rawske , Chinese Soc iet y in t he 
El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P, 1987) , p.59 

註二: 何關女住在文學史上的空白頁( the 、 1 ank page " ) ，其觀念請參見 Susan Gubar , " 'The Blank 
Page ' and the Is sues of Female Creat IVI ty" ,Crl t I cal Inqui ry (Winter 1981) 

註三: 徐世昌緝輯《晚晴諺詩匯〉二E卷中﹒其中卡卷乃聞聞詩作，計有四百八十五人﹒施淑儷緝{消

代閏間詩人}徵略一書，共十卷﹒收錄一千二百七十四人﹒而胡文楷所著{歷代婦女著作考) , 
所踩清代婦女作家共三千五百餘人 ﹒數線資料請參考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1-2 政
治大學博士論文， 1981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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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婦女題查詩此範盼己管戴麗珠先生的單篇論文探討(註四) . 然其著重點在

收羅散俟於清代詩集及詩歌彙編的婦女題畫詩 ，分析資料部份著盛不多，殊為可惜。

本文在戴麗珠先生的研究基礎上，希冀從女性詩畫作品的閱讀群作切人點，對清代

婦女的題畫詩作更深一層的挖掘 。 清代婦女對才與德的矛盾悄境，既表現在詩壺的

創作態度中，亦表現在詩盔的題材選擇上 。 故本文在討論消代婦女題Jl詩作品所呈

顯的文化特質時，也探索詩童教育與才德觀之間的關係'並說明女性作者與讀者借

詩畫達到溝通交流的狀態 ， 及女作家選擇題畫詩此文類時所偏重的題材。另外，女

性詩文作品在清代雖呈現百花齊放的姿態 ， 然而散依及過焚毀的作品仍不計其數，

加上題賣詩此文類創作素材多在登紙上，創作環境多在雅集聚會活動或書信往返

中，原始資料取得有其困難度，是故本文題畫詩資料多節錄自{晚哨移詩匯).另外，

參考〈清代閩閣詩人徵略〉和〈清代女詩人選集) (註五)等編選清代女性作品的書

籍中關於女詩人之文獻，以作為探討清代婦女文學的初步工作 。

二、詩畫教育與才德之辯

自從文人盡蔚然成風之後 ， 在ili上屆詩傳達墨戲的興l味 ， 或以詩文類表達對繪

畫的詮釋，成為一種審美旨趣 。 追至明清詩登合一已是一種審美共識(註六) ， 詩人

畫家將詩書畫視為文人必備之~ O 題進詩的發展到明滑 ， 可說是蔚為大國，從大量

的題畫詩作品及選集，說明了清代對題登詩整理搜羅的成果較歷代更為突出 ，而畫

家文人自編題查詩集 ， 更是成為當時風尚。主流文化風潮與審美品味或多或少影

閩秀教育，以往閩秀教育中，為了使其明暸閩訓，故教以識字兼及詩章，但是傳統

道德觀對於女性從事詩占創作 ， 其觀念仍停留在歌使為營生而學習詩童的階段 ，歌

使拋頭露面，周健於男性文人之間的形象，以及歌使身份所牽涉的道德問題，使名

門閏秀多視詩畫創作無益於婦德，唯有閩訓類文字的書寫不牽扯到道德問題。然而

從另一角度論之，這些問秀名媛與為 f營生學習才藝的名妓，雖然社會角色迴異 ，

註四:戴麗珠<消代婦女組盟將> (靜宜人文學報) 1991 年 3 月
註五: (晚晴穆詩睡}徐世口 世界會局 1961 年. (清代女詩人選集}陳香商務書館 1971 年﹒{消

代閏閣詩人徵略}施淑借台聯國風出版社 1971 年
註六:關於詩直合一的間也﹒講參考鄭師丈蔥所著{明人詩盡合諭之研究〉 政大碩士諭文 19泊年﹒

及林索玟{映明噩論詩化研究} 淡江大學中文所碩士諸文﹒ 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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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背景及家庭地位大相逕庭，然其文化處境皆為受過基本詩文教育的「才女J O (註

七)從晚明到清代的詩歌選集中，女詩人的身份角色除了歌使之外，屬於上流社會

的大家閩秀，其作品數量凌駕於歌使之上，甚至編輯者的編選原則往往將女詩人是

否為閩閣名援， 言行品格是否符合婦德、當作採選詩作的標準(註八)。這個現象與當

時才德觀的爭辯、間閣內的詩芷教育 、 及符合J玄形象的歌債和閏媛'兩者角色的

互換與錯置有闕 ， 以 F就這些問組析論之 。

十七世紀(晚明至清初)才女形象與歌攸噩塾，歌俊不論在現質生活或文學想

像中，已成為 r~女」的典型(註九) 。 所剖歌使等同於才女的流行形象再借由才子

佳人的締結良緣予以提昇社會地位，昔日的名歧因為從良，且從良之後素行端正，

博得世人的認同與讚賞，是以J德一體成為明末至清初歌按晉身之策，如 :柳如是

與錢謙益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明末文人對 r~ J 情有獨鍾(註十) . 視之為生命理

想，能詩善盔的歌使成為文人欣賞的對象，然而這些歌使雖以才藝獲得文人青睞，

從良之後亦不以 「才 」 炫人，強調的反而是「德J (註十一)。希望藉由言行僅守婦

德而擺脫低下的出身，晉身閩秀之列，是以才德之間 ﹒ 反看重德行 ，雖有詩誼創作 ，

不敢隨意示人。

名門問秀雖也工書壺，有詩名 ， 然而長期以來閩中教育存在才與德的爭辯，才

主要指文才，與婦德是互相抵觸還是相輔相成，當時並沒有共識 ， 因此在社會風氣

強調締德的清代，便產生熱烈的論述 。 袁枚與章學誠為婦教所展闊的爭辯即頗具代

表性，袁枚認為詩詞自有其寬闊境界，非說教之工真，因此詩詞固不必為道德所役，
亦應超乎舉行之上，嘗謂:

詩境最寬，有學士大夫講破萬卷，窮老畫氣，而不能得其閹臭者;有婦人女子，

村氓淺學，偶有二句，李社復生，必為低首者 。 此詩之所以$，大也 。 作持者，

必如此二義，而後求詩於書中，得詩於書外。(註十二)

1主七 : Do rolhy Ko 、 Teachers of lhe Inner Chambers: Ifomen and CUllUre in SeVenleenlh-Cenlury 
C有 ina (Slanfo rd: Slanford Univer s ilY Press.1994) 

註八 : 關於明來至清代對於女性詩歌作品的踩築原則與編選策略，及歌使與間秀作品選錄數量的比較
J育參-Ij' t系戚宜作﹒馬總民譯 <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採輯策略> (中外文砂}第 23 卷﹒第 2
期. 1994 年 7 月

註九 : [K;、廣宜作 ， 咐le La le -M ing Poel 白. en Tzu- 1 ung. "Chap2. p9-18 
u 卡 : 關於晚胡文人重視才、趣等性惰，請參黃明理< r 晚月fJ文人 」 型態之研究> (圍在矗灣師範大

學圖文研究所集刊}第 34 號 1990 年 6 月

註 f-一 :孫臨直著 拿與學譯<明清詩輝與女子才德觀> (中外文學}第二十一卷 ﹒ 第卡-WJ p62 
註|亡: (隨國詩話}﹒卷三 ，收錄於{袁枚全集}袁攸撰﹒ E英志主偏 江蘇江蘇許諾 1993 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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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枚以性靈說的文學主張，認為婦人與村夫雖無讀破萬卷的豐富學贅，然而人
之性靈純真無別，偶而亦有精彩詩句，彷彿李、杜復生 ， 得見其良性情。所以袁枚

在清代乃是婦女文學之提倡者 ， 其晚年也積極收授女弟子， 編有〈隨團女弟子詩選〉
(註十三) ， 對於隨國女弟子之詩作 ， 當時閩閣女流無不全是從 ， 引起廣泛影響。章學

誠卻對女子將茗，作示人 ， 頗不以為然，作(婦學篇〉 批評之:

i丘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卷入 。
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閩鬧，多$，所誘;徵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彼男女之嫌，
殆忘其身之雌矣 。 此等問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 位十四) 。

章學誠認為女流應自限閩中 ， 謹守正道禮法 ， 以為當時之所謂才玄，有慧無哩，敗

禮壞德，視古傳女訓如糞土 ， 唯汲汲於炫才而已 。蓋古來婦德皆以『內言不出閩外』
為準則 ， 傳統儒家才德觀亦以露才為士君子大病 ， 故清代大家閩秀對於將詩作刊布
於世 ， 大多視為泊名釣譽之舉，深信刊刻所著有輸身分 ， 於是自贊詩稿成為保其名
節之舉(註十五) 。沈隱在其(幽憤言自序〉云 :r閒居無辜 ， 楠墨自娛，但以閩詞

無補世風 ，闡論恐譏大雅 ， 故祟聲祟焚，斐夷半盡。 J (註卡六)叉如〈眾香詞射集〉
「紀松質」條云 r . . .. . . .. . ..﹒年三十七而卒，屬繳之前一口 ， 檢其稿焚之曰 : 我生
平可以告無愧者 ， 酒食是諧 ， 毋父母胎躍而已。此不足留 ， 且留此徒增良人傷感耳。」

詩詞非女子之事 ， 且無益於世風 ， 創作動機純粹為消遣抒懷而作，此風雅作品流傳
於後 ， 反而予人不莊重的形象，有辱父母之名 ， 故不顧留予後人口賞。因此，女子
平日創作時往往對作品不加珍惜，甚至在病殘前焚稿毀棄，以保身後之名節。

另一方面，自明末至清初閩中教育傾向於文學的教養(註十七) ， 與閏訓類著作
提倡的以道德、教養為主的女子教育(註十八) ， 多有不合之處，使得名鬥閩秀得以受
到家學黨陶接受完善的詩直教育。在晚明至清初注重惰性 ，強調性鍾的文學環境下 ，

籍由筆墨抒發性俏的創作棍， 也促使閏媛的創作相對地獲得較大的空間;加上許多
清代開明的文上對詩股往往敬重有加，對於女性的創作也起推波助瀾的效果 ， 梁乙

真云 :

註十三:(隨國女弟手持選}袁攸輛，上海 大違困苦供應社 1943 年
註十四:輩學誠著劉承幹偏﹒{教學誠過t!J) 北京文物出版社 ﹒ 1985 年
註十五: 據康正祟. (風騷與艷情 中國古典詩詞的女性研究}台北:君能出版社﹒ 1991 年，頁 370
註十六:見{擷芳娘}卷七十三「沈隱」條
註十七:如:明末2女沈宜修在其〈風吹集}中敘其女的課程規J1J
註十八:如:明代呂坤 {閩範}所提出者

論清代婦女圖畫詩與女性詩畫作品的閱讀社群 81 

有清一代，二百餘年間，其婦女文學之所以超邁前古者，要亦在倡導之有人耳 。

西河、漁洋，樹之於前，隨園、碧城，嚼起於後，而其間復有畢秋帆、阮芸

暈、杭堇浦、陳其年 、 郭頻伽. . . . . . ..... .詩人之推波助瀾 。 於是間槍其奇，王

金藝乘，進捶一代之盛矣(泣十九) 。

清代男性文士對於閩閣創作的支持贊賞 ， 使得想以文名著稱於時之間秀女子紛紛立

言 ，並且對創作給予肯定的態度，認為才與德可並行不悸 ， 如蔣季錫〈晚晴樓詩稿〉

去: r余閻王化始於閩門，故孔子刪詩 ， 先列二南 ， 關雄為宮人所詠 ﹒ 至葛單卷耳，

則后妃親製焉 。乃後世每以才思非閏閣之事 ， 其亦間聖人之教敗? J (註二十)將女

子的創作抬高至〈詩經〉的地位，以〈詩經〉中亦有婦人之言，而名列經典之作 ，

借以肯定才思乃閩閣之事，與聖人之教並不連背 。 隨園女弟子夏伊蘭作詩云 :

人生穗與才，兼備方為善 。 獨至評閔材，持論值相反 。 有德才可眩，有才德反

損 。 無非亦無儀，動援古訓典 。 我意頗不然，此論殊論淺 。 不見三百篇，婦

作傳區祥 。 葛車念父母，旋歸忘路遠 。 柏舟矢靡他 。 之死心不縛，自來篇什

中，何非節孝遲。婦言與婦功 ， 德亦藉茲闡 。 勿謂好名心，名媛亦不免 。 ( 1主

夏伊蘭反駁世人重德輕才的偏頗 ， 申述女子才德兼重的觀念 ， 甚至認為文才對

於德性不但無違，而且有所助益。閩秀自身對於才德觀敢於跳脫傳統蠶笛 ， 除了當

時開放的文化風尚 ， 男一點是歌使等同於才女的觀念此時已有所轉變，如前所述歌

使在此時為了提高社會地位 ， 從良之後反而重視德行，深恐言行落人口賀，是故謹

言慎行 ， 斂藏才華 。反之 ， 清代掘起的名媛閏秀倍由雅集聚會得以廣泛交遊 ， 甚且

出現器重維生或寫詩營生的女詩畫家(註二二 ) ，於是所謂大家閏秀與歌使傳統漸漸

合流 ， 世學家女遂取代歌使才女的地位(註二三)。

從以上的立論，可知有清一代雖有困於道德識見之儒者 ， 亦不乏支持詩媛立言

之文士 ， 女詩人畫家夾在維護婦德與張顯才名的縫細中 ，對於書寫的態度往往呈現

兩極現象，從梁德繩為其錫女所寫的題誼詩中也可以窺見對文名與婦德的矛盾'1宵境

註十九:梁乙其緝{消代婦女文學史}頁 215 盛灣中華會局印行 1968 年
註二十: (清代名鱷文苑} ﹒序第二

註二一 :見 {晚晴嘗詩匯} 卷一八八

註二二 : 最著名的是明末消初的才女，資妞介與吳山
註二三:同註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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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四) ，此首題遊詩誼於畫幅之後，故可洋洋灑違章數百言，詳敘其踴女之養成教

育，在未出閣之前，己能誦讀作詩，然而「所惜女子身，講授乏師傅 。 但從意匠營，

頗合風雅趣J' 自小雖乏師傅講授，但飽覽詩書，有詩文才華，且所作之詩尚合風雅

之趣，然而作者以替代母親的身份，譯詩告誡其踴女「尚須勤婦職，才名非所擻J ' 

殷殷嚀叮事奉公婆須柔性委婉，勿輕件意旨，家事方面要克勤克儉 ， 處處以婦德為

依歸。可知悶秀教育雖教以基本詩文，家族成員對於女子寫作仍多否定態度。是故

在清代雖有袁枚、王漁洋等開明之士，然而大部份文人或家族對於婦女從事書寫仍

認為是不守本份之舉，此種外在定型的傳統軌式，使多數女子也內化為不移的律條，

在內外雙重的壓力下，婦女的創作自然受限於環境與題材，此亦是女詩人與傳統男

性詩盡最為歧出的一點。

孫康宜說 : r我認為巾國婦女的文學文化生發於才德會一叉互斥的弔詭中，要了

解她們認同和消釋弔詭的方式，也唯有由才德問題下手。 J (註二五)事實上，所謂

才德問題並不產生在女于讀書識字，而生發於藝文創作乃是舞文弄墨的小道，及將

詩畫作品示人，刊刻詩稿，觸犯「內言不外凶」的規範。從這兩點立論，閏閣詩童

教育的養成使女子能夠創作趣盎詩 ，但其創作態度谷IJ受困於傳統才德觀而夾在才名

與婦德之間。由於此種矛盾叉弔詭的情況，使得清代婦女題誼詩有二個值得探索的

面向:一是為他人屆亞的女性作品中其流通及傳闋的俯形? r內言不出於外」的傳

統規範對於女性詩誼作品的閱讀群是否造成某種限制?二是在探討閩閣之內的創作

群與閱讀群，以及其中母親所扮演角色 。 再者，關於題位詩中母親形象的呈現與女

子德行關係亦是筆者關注的焦點。本文即依循此二個方向再詳加追索其現象成因，

以及對於女詩人創作題重詩的影盤。

三、開放型閱讀社群

中國傳統文藝活動使得詩人的創作可以是獨自抒發性鈕，也可以是團體活動(如

結社吟詩) ;由於中國的詩作傳統在言志傳惜之外，本有很高的社交性(例如贈答送

別等應酬作品) ，再者題畫作品從明代以來，其酬u昌應制的性質漸趨濃厚，詩人畫

註三四:梁德繩 <小姐明女于歸吳門，以其愛詩﹒為時五百八十字送之 ﹒即哲明湖飲飽圖後> (晚
晴?事詩睡}卷一百八十六.頁三十三 ，由於此詩文過長故不全抽錄本文所節迪之題重詩若無
特別標明出處，皆出自〈晚晴移詩匯〉

註二五.同註十一﹒頁五十六

論清代婦女題重詩與女性轉聾作品的閱讀社群的

家藉由結社論文等藝艾活動與其他詩瑋家溝通，使詩畫作品容易獲得商縷的反應，
得到發表的機會，甚至得以流傳名世。反觀歷代女詩人的作品常常只在受限制的圈
子真流通，加上傳統婦言不出閏閣之限，女性作品的流通性往往受阻，導致婦女文
名不彰。但在市代，甚至女詩人也有結社的情形，因而得以與家族成員以外的女性
延至男慨艾諭藝，形成一種閱讀女性作品的社群(註二六)。筆者在此所謂的閱E
社群，乃是指鑒賞女性詩畫作品而形成兩種的閱讀型態，一是在家庭聚會中閱讀或
鑒賞女性詩畫作品，而在心理上產生聯繫感的識字婦女，創作者與欣賞者可能沒有
血緣關係。另一是特定地區有組織的結社團體。這些女詩人或者聚會，或者通信，
很此交換作品，互相支持鼓勵創作，同時以作者/讀者/評者的角色溝通，產生互
動。本節所選錄的題萱詩作，主要集中在女詩人為他人畫作口題，筆者的目的在於
它扭扭了真，一探清代閏秀參與文學活動，組織;向於開放性的女性詩

流 ZZZ?;ZZJZC;?于人跨越家族界線彼此以詩誼作品互相交
孤亭秋樹色，即是雲深處，寫此數峰膏，倒進扁舟幸。(註二七)

王端淑在當時文名遠播 ，資皆令(即資媛介)亦是文壇之女傑'兩人均是閏秀
詩人中之佼俊者，由於兩人皆擅詩盒，因此常藉由艾字與畫作做此交心，重中的山
水經文字的詮譯，開展筆墨之外的重境， r寫此數峰宵，倒逐扁舟去」所表現的語境
是王端淑自我主體呈露之語 ， 亦鐵充質皆令誼之境界 ，艾字與繪畫在此際形成一種
潛在的對話 ，彷若是兩位作者的主體共同里顯在直紙文字中 ，使得詩境與重境形成
交流。黃皆令雖出身閏秀 ， 但為經營生計 ， 不得不賀字鷺壺，游走於名門閏秀之一
與名妓出身的柳如是名門之後的王鵬以文字成莫逆之交錯令晚年與詩媛吳
巖子 、 -t元文母女，及商蘭景之二女四媳日昌和，相待甚歡(註二八)。可知當時女詩
人之間透過家庭式的聚會，以詩盤交心 。在女性閱讀社群中，雖然女詩人有機會與
男性詩人談論文藝，但在清代仍屬少數，所以女詩壺家所接觸者大多是其家

b:;此等驛站不晶晶路閥門為女性耐心 S
E二于:同註〉卷一酌，江三三自1:IWOIn8...ph D Diss ， SIanfMU了，品PMJr

証二八:諱:誰也蠶ZZZ甘玄之{們恥上海古繪出版社 1980年如糊
| 4(0.7bachefs of fht/fJner aambers ﹒同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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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成員及當時的名門閩秀，不同家族之間的女性因為仰慕彼此的詩益才塾，互相拜

訪酬唱，以詩詞誼作贈答送別，使得詩輩作品的交換與分"9:成為不同家族女性問近

乎儀式性的聯繫原則(註二九)。

清代的女詩登家除了跨越家族之限與其他家族問媛聯吟唱和，也以結社的方式

發表其詩盒創作 。清初間秀結社著稱於時者，首推蕉圍詩祉， 此詩社叉有蕉園五子

(註三十)與蕉圈七子(註三一)的雅稱。七位閩秀借由題詩彼此抵隅，切磋詩藝

畫境，其中顧似<題林亞清誼>云: r梅花竹葉互交加， 1需墨淋漓整復斜 ，億得昨宵

明月下，橫拖疏影上窗紗。 J (註三二)可以想見當時林亞清將畫作完成之後 ，請顧

似加以品題，直面上梅花和竹葉枝橫交縱，墨色淋漓，詩人想起昨晚清朗明月下，

梅花悄悄綻放，拖著疏影印在窗紗上。林亞清能文章，工雷蒂聾，尤善盡梅竹，此

幅梅竹圓經顧似清新的詩句品題之後，更增加畫面美感，引讀者遐思。

闇秀除7組織女詩人的結社團體之外，從師問學的風氣亦盛行，許多閏媛受業

於有才名的男性文人，甚至亦有女詩人作家成為閩墊師的情形(註三三)。在清代閏

閣名媛受業於男性文人，著稱於常世者 ， 首推隨國及碧城 。 袁枚所收隨國女弟子在

當時幾乎成為閏秀詩援的代言人，不僅個個工詩善畫，且品潔性高，平日言行及詩

草創作也成為名媛閩秀學習的對象。這些女弟子或寫詩或繪作，故此觀摩學習，經

由結社和雅集聚會，女詩人得以開拓一己的視野，在一個集體創作的題畫活動中，

借圓詠結識更多的文人雅士及女性詩鼓家。隨園是一個開放性的創作空間，所發生

的影響力不僅在於隨國內的創作，它同時發掘許多愛好文學的名按閏秀，形成一個

廣大的，開放的女性作品閱讀社群 。

金逸是袁枚所激賞的才女之一 ， 在金逸題盡詩中，我們可以得見江南閩秀之間

不僅限於結社團體 ， 甚至讀者群更可擴及閏秀的親族，如<吳素雲女士寫秋芳國寄

其仲兄蘭雪，法時帆學士見而愛之，以曹墨琴夫人手書洛神賦冊易去，甲寅春日蘭

雪過吳門，屬其事>云 : r將書易直未嫌憨'好事他年著英談。我意不如仍付與，兩

瑤函供一詩斑。」叉: r清狂竊笑應無加，讀畫居然、願望奢。乞寫一枝持贈我，病

註二九:同註二六，頁七十六
註三十:(西泠閩詠}卷十<亦政堂詠顧玉蕊條>云: r .. . . .... . . ..招諸女作蕉國詩社﹒有蕉國詩吾土啟 ﹒

黨國五子者，徐燦、錄靜儀﹒朱柔則‘林以寧及女雲儡也」﹒
註三一 :侮珠 (國朝閏秀正始m> 卷四<林以$>條記載云: r .. ...... .. ..至與同里顱啟*蚓、榮季嫻

靜值、馮叉令爛﹒鐘璽儀風綸、張捏雲臭、毛安芳鰻﹒{昌黨國七子之社，藝林傳為美談 ﹒ J

註三二 :同註二一卷一百八十四頁五

註三三 :關於婦女作為閏墊師的問題﹒請參考Dorothy Ko 的著作，同註七

論消代婦女屆盒帶與女性詩畫作品的閱讀社群 的

維摩瘦侶秋花。(註三四 )J 吳素雲作秋芳圖給其兄，卻讓法時帆以曹夫人的洛神賦

交換而去，這段軟聞趣事由金逸筆下寫來 ， 語詞生動， 趣味橫生 。江南閏秀聚會頻

繁， 在袁枚〈小倉山房文集〉集云: r吳門多閩秀，如沈散花(沈線)、汪玉珍、 江

碧珠等，俱能詩，推纖纖(金逸)為祭酒，結社皮和無虛日。鄉里老人至稱之日其

盛會集 。」沈織與江碧珠等吳門閱秀也會結浦溪吟社，世所稱吳中十子，論者以為

可以媲美蕉國七子(註三五) ，沈織曾有<題江碧本女史龍女抱經圓> : r珠簾不捲

坐焚香，小字維摩病合當。要識多才天亦忌，蓮登只合拜醫王。」叉去: r 己歸淨土

結蓮胎，更向塵寰見異才。讀盡儒薔千萬卷，叉從佛座授經來。」此為直接題於

面的題畫詩，詩句雖是配合國畫吟詠龍女，但字真行間隱隱以龍女比喻江碧等多才

多藝，由此可知女詩畫家常以創作來做此鼓舞，值此激勵。清代才媛籍親族關係或

詩童文字結緣，開拓一屬於女性得以暫居本位的社交空間，與文化上的發言地位 ，

閏秀才媛的交遊顯示同性之間很此聲援的重要，女性之間形成師生之誼、成讀者與

評者|削的關係'聯繫家庭集會與文人結社，並且溝通凶秀與歌仗的世界(註三六)。

當時結社團體除了著名的隨國之外，尚有陳文述所收的碧城女弟子 ，梁乙真云:

「有消一代，提倡婦女文學服力者，有二人焉 ，袁隨園倡於前，陳碧城繼於

後.. .. . .. . .. ..其紅紛桃李 ，不及隨園門牆之盛 ，而執經問字之妹 ，要皆一時之彥也。」

(在三三七)陳文述有側室名管筠，所居日小鷗波館，常聚集當時間秀吟詩U昌和，如

金順<題管夫人畫竹> : r墨妙由來1蚊仲姬，間房靜對寫風，枝。王孫若解凌霜節，合

署鷗彼老畫師 。 J (註三八)金順在管筠的誼作中，讀揚其善書壺，並結合竹子凌箱

勁節的文化內涵， tt喻管夫人堅貞不二的節操 。管筠亦有與閩秀唱和的詩誼作品，

如: <寫碧城摘句圍竟題詩> : r奇句如m仙 ， 長嘯弄雲碧。天門掃落花 ，春山橫一

尺 。月華飄羽衣，鶴背夜吹蓮。」叉: r驚句如俠客，使筆如使劍 。星斗寂無聲，青

天碧雲斂。夜中紅線來 ， 冰雪芙蓉路 。」及 :r俊句如名士，鶴立山雞群。六朝哲明

月，清談生古春。吐咳弄珠玉，齒頰合風雪。」叉 : r鹿句如佳人，天然出名l視 。 發

瞌梨渦婿，吹芳蘭氣靜 。五銳一泓眷，照見桃花影。(註三九)J 在管筠創作此<智

註三四:同註二一卷一百八十六 頁六卡一

註三五:同註二一 頁一五四

註三六 :割愛蓮 (El l en W idme r ) 作 劉裘蒂譯 <十七1ft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 6期 1993 年 11 月頁五五
註三七;同註十九頁一六五

註三八 :向註二一 卷一百八十四頁八十七

註」九: r，i]上卷一百八十七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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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摘句圖>之後 ， 一位碧城女弟子辛絲創作另一首詩與管夫人唱和，名為<題鷗波

夫人碧城摘旬國>詩云 : r明珠作佩玉為壺 ， 錦字迴艾妙剪裁 。 春到牡丹續國色，人

言太白是仙才 。 定知燕寢焚香坐 ， 如見鷺岡寫韻來 。 我是碧城詩弟子，焚香一讀一

徘徊 。 (註四十 )J 可以想見當時閣秀們聚集在碧城 ， 由鷗浪夫人管筠主持盛會 ， 各

個名援創作詩句聯吟 ， 吟罷由管夫人作一總評 ， 於是題詩以飛仙 、俠客 、 名士、佳

人來比喻閏秀們所作的奇句 、 驚句、俊句、麗旬 ， 此乃女性之問集體詩萱創作。繪

作題詩完成之後，辛絲、再借畫敘事 ， 歌詠女詩人們在碧城吟詠唱和的情景，詩末並

以自身為碧城詩弟子 ， 得以參與此種盛會感到無上殊榮 。

從女詩人題畫的詩句宴，我們可以想見題重詩這類富酬唱性質的文類 ， 仍多園

限在女詩人及名援閩秀的閱讀社群宴，少見為男性文人題詩題壺 ， 使得婦女藉詩

組成一個在心理上有共同聯繫的社群。在當時雖也有與男性文士酬唱的作品，大部

分是因為此文人是女性詩社贊助者，或提供女詩人聚會場所的男主人 ， 在清代願意

鼓勵女性從事創作的文人仍是少數，且多集中在江南地區 ， 大部份文人受傳統「閩

範」 觀念影響， 並不樂見婦女寫作。是故在男性文人的筆下，閱讀女性作品具新鮮

或好玩的效果 ， 只有從女性很此之間的往返書信或結社活動宴 ， 才可以看到一個明

顯的 「女性文化J (註四一 ) 。 在開放式的閱讀社群嘉 ， 女性全心全意地尊重婦女創

作的嚴肅性 ， 並且以女性的作品為模範，或多或少鬆動父權中心與單一文化價值標

準 ， 而漸漸樹立屬於閩閣的文學典範 (canon ) 。 清代閩秀的起居行止 ， 在某一程度

上是受制於以父權夫權為本位的家族制度 ， 也受制於「婦言不出閔鬥」之傳統道德

觀，縱使在較開放的結社活動中，行動空間與交際範闡仍以隱隱存在 「男女有別」

的區分界線，婦女大多只能在同性的詩畫作品中擔任評者、鑒賞者的角色 ， 在男性

的畫作中少見女性發言 ， 於是清代婦女在同是女贊中才得以自由交際 ， 藉詩畫構築

一女性本位的文化與空間 。

註四十 : 同上卷一百八十六 頁七十六

註四一 :同註三六 觀愛蓮指出:這些支持女詩人的男性對於女性創作及藝銜的認識仍有限度，並舉出

李漁的創作與{尺觸訢語}中 .男性文人閱講女性作品時嘲弄的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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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親形象與內向型家族閱請群

相對於上述開放性的女性閱讀社群 ， 閏秀詩媛得以與家族之外的女性 ， 甚至於

男性文人詩畫唱和的盛況，清代大家族女性文學活動仍多數傾向於內向性的家族聚

會 ， 這類聚會其成員多侷限於有血緣關係或聯姻關係的家族親屬 。 故在屬於他題的

題畫作品中 ， 特別再標舉出純粹家族成員的閱讀群 。 此種家族閱謂群的活動方式，

乃源於傳統道德觀對婦女的要求 ， 日三從、日四德 ， 所謂的四德從班昭所著〈女誡〉

的闡釋中為 : r夫云婦德 ， 不必才明絕異也 。 婦言 ， 不必辯口利辭也 。 婦容 ， 不必顏

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J (註四二 ) 。 從中可以得知一個婦人所應培育的

理想人格乃是一種內斂的典型 ， 婦女既主內 ， 其重責大任只在於相夫教子 ， 所閱讀

的教科書乃是閩訓類文字，所學習的技藝乃是操持家務 ， 所活動圍範大致仍圈限在

家庭與閏房內，相對於男子外向性求取功名的要求，此種女子內向性的要求， 主要

在於使內外有別的道德理念具體呈現在女性教育上，是故女子四德中婦德、婦言 、

婦容、婦功自不須耀目 ， 以婉委收斂為尚 。 如筆者在第二節所述，女子從事創作有

其才名與婦德的兩難處境，傳統上 ， 女性須以閩德自持 ， 不可以才藻炫人 。 在清代，

婦女私下培養文才或詩畫習作， 當作德性的修養並不為過，但論及作品公開出版，

或將詩文示於男性文人(尤其是家族外的文人 ) . 就避免不了拋頭露面(exposu re) • 

露才揚己之議 。 另一方面在男女之防的論述宴 ， 任何由女性所從出、或與女性相關

聯的事物 ， 都被等同於女性自身 ， 尤其詩董創作有極高的抒情成份 ， 將詩畫示人彷

若是內在私密的情思顯露在外人眼前 ， 此種求名無節之舉對閩秀而言無異於貞操受

辱(註四三 ) 。 是故雖有女詩人文學結社活動 ， 但大部份的閩秀仍不敢輕易將創作示

人 ， 而得以參與鑒賞活動者也多限於同性之間 ， 家族聚會中親族間的酬唱往返成了

女詩人最佳發表的舞台 。

在家族聚會中，我們可以看到母親 (或婆婆) .姑嫂 ， 姐妹等家族中喜愛文學的

女性，藉著親屬關係 ﹒ 組合一個小型女性創作群與讀者群 。 另一方面 ， 在婦女的教

育過程中母親佔據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在沈宜修的 〈鸝吹集〉 中對於女兒的文學

教育親自力為， 自誦讀至認字 、閱讀，作詩作文， 至十二 、 三歲 ， 令其學繡，教

註四二﹒ 曹大家 : {女識〉﹒婦行第四

註四三 :同註十三 孫康宜指出 : 清代閩崇文才的社會定位 ﹒ 和十八世紀英國女性確有巧合﹒ 其時英

倫極端派婦女認為﹒女人出版品形同失去貞操 ﹒ 因為這樣不官把隱私赤裸裸呈現在大泉目

前: 白墮華盛﹒有違間內女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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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琴棋書畫。女性文化萌生於深閏內院中母女之間的親密聯繫' 女兒的文學素養在
母親指導下獲得滋長(註四四) . 在清代婦女中常有母女皆負J名的情形，如黃皆令
及其女，商蘭景及女兒、兒媳，周映清與三個女兒及三個媳婦等等， 一門女眷皆負
才名 ， 可知母親督導女兒繼承家學之功不可沒 ， 而愛好文學的女性親颺借家庭聚會
使詩查創作得到發表的機會 。在題畫詩頌揚慈親的詩中我們發現阮元妻子、側室及

子婦皆參與創作的情形:

劉繁榮<題石室藏書圖>云 :

開昔我祖始，自靜本淑賢 。 相夫兼教子，治家教樸實 。卓識豆大誼，忠厚積隱
德 。 克篤生吾說，年已進三十 。 吾親總角時，跑明即起特 。 作詩見清新，讀
書i家有德 。 所以吾祖甘，愛說尚4;克 。 嚴法孟母遷，動放敬姜織 。 教親窮經
史 ，必當求絕識 。 教親務聖學，不可聽其街 。 敢說明世務，過違背正直 。 教
親習禮儀，謙約尚謹惕 。 每當墊課歸，親即侍几側 。 風孝慈顏，動必循典則 。
書聲四處悶，間然居石室 。 喔呼吾祖姑，鄉間本共式 。 拔圖神往之，能不憶

當日( 1主四五)。

謝雪<題石室藏ill圓>:

車手拔圖看il跡，圈中石室神仙宅 。 卷軸參差疊六控，都是慈親手所積。當日
嚴親游歷時，慈說鼻訊|在書，卡拉 。 自謀四聲通暢語，膝前把卷勝名師 。 敬睹遺

容開淚白，依稀小攝依花木 。秋展新央扇涼生，石室抽書隨意嚕 。 幼學初資

慈教成，壯學遷回嚴動|行 。 一品紫 i尼封詰後，聖人許說顯親名。 (1主四六)

劉繁榮是阮元見熄，謝雪是阮元的側室，從詩句中可知婦女嫁入婆家之後，對
婆婆必須視同自己的母親，所以極力從昔日聽聞得來的婆婆言行中 ， 重塑出一個德
性高潔的母親形象。這類的題誼詩除了孺慕之情溢於言表之外，尚具有鮮明的倫理

教化性質，童支婦女學習文字之後 ，非張揚其才名，而必須有益於婦德，才德之間德
性擺在第一順位，題直持巾關於孝親主題之作，既無損於道德的完美形象 ， 有益於

品德與節操之提昇'更可顯揚親名 。叉如;

註四四:加州川u…g Talenl 川1 rl ue "p. 12 0 有關母親在女兒教育上扮演tf話已
可參見 Ellen Wldmer. 'Thc EplSIOlary World or Female Talenl In :Se 

China "p30 
註四五:同註二一 卷一百八卡六頁四十六

註四六:同上卷一百八十六頁=三十八

3會精代婦女圖畫持與女性詩畫作品的閱讀兩士群 的

孔磁華<題石室藏書圖>:

敬題藏書圈，童手展卷軸。開圓心更惜，先始倚書屋。端嚴生幽居，風景滿清

白 。詩書藏石室，庭前蔭桐竹 。夫子尚幼年，侍親掉書措 。 我舅因連道，蔥

lJlI嚴且肅。夫子本好學，顯貌與宗族 。 哀哉孝恩純，每憶慈親哭 。 命吾吾當勤

份，往Z責說心曲。詩書就口傅，典衣買薪栗 。 常自憶昔時，抱恨意未足 。 我

開惟淚下，吱咽對清燭 。 未得侍蔥旗，百身何所買賣 。 街哀拜il容， 5需毫更莫

抗 。 (註四七)

劉文如<題石室藏書圓> :

間匣拜遺容，悽J幣、心時惕 。 未及見憩親，惟見圖卷長 。 夫子秉il教，顯親早名

揚 。 當年課夜讀，教以古文章 。 治家似鍾郝，半典嫁時裳。眾得干卷書. 1111 

以石室鼠 。 夫子成德器，終天憶北堂。四祭陳五鼎，是社爵每榜住。哀棧寸草

心，難報春暉光 。 於今還樓土，即是古墨莊。聖恩酬母穗，更圖一品措。( 1主

四入)

唐且是靈 <題石室藏書圍> :

進樓啟匣熱香煙，共仰慈st意黯然。今日華封真一品，當時處會I 1 比三邊 。半圓

花木歸國內，萬卷詩書在膝前。石室洞天皆福地，好將仙館說螂嫌。(拉四九)

孔磁華是阮元的總配，劉文如、唐慶雲都是阮元的側室 ，此三首詩皆強調其慈

親己逝，媳婦拜見蔥、親遺容，聽然神傷，由於無法事奉慈親，只得遺筆墨大加讚揚

其德、行，並為自己無法侍慈顏 ，似乎在婦德上不得圓滿 ，深深抱憾。從這些詩句中 ，

題目及內容皆十分相近 ， 推想、可能是阮太夫人受封一品夫人時，眾女眷借<石室藏

書國> ﹒發為吟詠，歌頌慈親高德懿、風，並表達孝思之心。新婦與婆婆之間，或元

配與側室之間往往是有權力結構上的關係 ﹒ 所謂男主外女主內不光是一種道德規

範'內外之別最寶際的意義在於日常生活上的分工。婦女研究先驅 Marge ry Wolf ' 

早於七十年代即根據台灣的田野調查立論，強調女性在中國家族制度中的角色並非

一成不變，而是順著成長的年序使身份地位有所轉變，自閏女、新婦、人母、主婦

而至熬成婆，每段落俱有不同的生活節奏、須庸負的責任 ， 及權力分配。而新婦入

註四七:同上卷一百八十六頁三十四

挂開八:向上卷一百八十六頁三十六

在四九:同上卷一百八十六頁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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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除順應以男性為本位的宗族要求外 ，亦暗自建構一個以母性為中心的陰性家庭，
從中行使權力，叫兒kia唯命是聽，女性雖稱內人，並不俯仰父種鼻息、求存。(註五十)
新婦以獲得婆婆的做飯確保其家族地位 ， 並且在德行亦以孝親為首;元配與其他側
室 ， 側室與特別受龍的側室之間，其間關係亦相當微妙 ， 常必須遵循長幼有序及先
來後到的規範﹒倘若彼此爭能或妒才，在婦德上也是何缺憾。所以這類緬懷慈親的
題查詩作， 一方面頌揚其姑之高風懿德，傳達孝思 ， 方面也可表明嚮往此種崇高

偉大的母親形象 ， 並且致力追求之。

此外 ， 以BJ性為中心的陰性家庭，掌權者除 f婆婆之外，也可能是元配 ， 或有
子繭的繼配，右此代理母親(婆婆、成元配等掌權者)喜歡舞文弄墨，那麼閏秀集
體創作，雅集聚會或從事文學活動，直接或間接受到鼓勵，並且在聚會中亦有機會

得到年長立性指點與支持 。 從陰性家庭權力結揹立論下，母親(或者代理母親)的
角色對於閩秀所組成的微型近親讀者群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其角色無異於開放式
結社活動中男性贊助者與指導者的地位 。 孔淑成<侍母點消寒圓>題重詩云:

堂土味停墉楠，慈萱看此掌中珠 。 鶴眠積雪三三徑 ，猩點消寒九九圈 。 月影清
如今在好，梅花香似去年朵 。 眼前索笑隨弟妹，博得歡顏輸不孤 。 ( 1主五一 )

「眼前索笑隨弟妹，博得歡顏韻不ElJ' 在女性文字作品中，常見將娛樂慈親當

作創作的動機，以娛親的孝道為名，避免遭人非議，畢竟即使在才女文化盛行的明
清 ， 書寫對傳統婦女而言乃是一個逾越分際的舉動，而寫作這類娛親、顯親、孝親

之題盒詩，不僅避免了才與德之爭，也符合閩訓之規範。此外，這類關乎慈親形象
的題直詩創作， 一定是有母親主題的繪作，然後將詩題於盒作男兒觀直吟詠'在閏秀
家庭聚會中 ， 詩作完成之後 ， 經由母親、姑嫂、弟妹等傳閱 ， 此類對慈母形象歌功
頌德的作品 ， 一方面可以博得上位者(母親等掌權者)的歡心 ， 表示一己對母親崇
仰之心，另一方面傳閱於鄰里，其嘉言美行受到讚揚 ， 甚至收錄於詩集中的機會也
大於其他類型的創作。在女性的詩位創作空間中 ， 家庭聚會的形式可說是最安全而
不為人所詬病，但隱性存在的時性為中心之權力結構 ， 某種程度上 ， 或多或少左右
著女性創作的素材及主題內涵，是故家族內小型閱讀群雖提供婦女創作的動力及詩

資交流的機會，但也在某些方面予其限制和阻礙 。

註五十: Marge r y Wol f. W，αnen and F-amlly In Rural Talwan (Stanford :S tanford Unlversity 

Press .1972) 
註五一:同註二一 卷一百八十問頁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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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清代婦女創作活動受制於當時內在家族與外在社會風氣的影響，在才4月與婦德

兩難之間，尋求婦女創作成長的空間 。 其巾倡導婦女文學者固然不遺餘力，然而大

部份文人仍傾向保守的態度，認為內言不應傅於外，許多婦女不顧將作品示於人 ，

或流傳於後，對於詩詞非女子之事的觀點，深信不疑，然而在女詩人結社或家庭聚

會中 ， 主性友人之間互相砌磋'互相支持 ， 很此評論對方作品，仍成為主性創作動

力，是故在〈晚晴移詩匯}所摘選出的婦女題盡詩，呈現出二種現象: 一是婦女受

制於環境 ， 不論開放型或內向型的閱讀祉群，接觸者多是閏秀名援及家族成員，因

此，詩畫作品的閱讀與鑒賞大多困限在女性與女性之間，婦女藉由親族關係與女性

遊伴，得以拓展視野，藉詩直對話交流，女性詩畫家兼具創作者/讀者/品評者，

楷成以女性為主體的閱讀社群。二是J與德之爭，在清代仍是一個受到關注的焦點，

婦女題盡詩的創作出現許多關於孝親題材，而且不乏長篇鉅作， 一方面是因為社會

上衛道者雖認為婦人書寫乃逾份之舉，但此類顯揚親名，表達孝思之作，並不構成

炫耀才名的問題﹒反有益於婦德;再者閏閣之內隱性的陰性家庭權力結構對女性從

事詩重創作亦有一定的影響，在閩閣之內母親形同家族閱讀群的指導者，因此 ， 鋪

陳母親高風懿德的形象 ， 彰顯其追隨嚮往之心，博取慈親歡顏。

清代婦女題誼詩的研究仍是在初始階段，仍何許多待開發的空間，詩畫關係在

題直詩的研究領域是一個重要課題﹒然而本文限於原始資料取得困難，只能處理文

獻資料部份，若能擴大至畫作語彙的解讀，配合婦女詩歌史與繪畫史的流變，必能

發掘更多詮釋觀點，重塑出婦女文化的系統。這些皆是筆者將來努力的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