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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妇女文学研究的新开拓

—
评苏者聪的《闺闹的探视— 唐代女诗人》

石 云 涛

苏者聪教授的《闺闹的探视

— 唐代女诗人》 (以下简称《 闺闹的探视))) 一书
,

最近由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

版
。

这是作者继 《中国历代妇女作品选》等书之后
,
又一部关于我国古代妇女文学系列研究的力作

,

显示 了作

者在古代妇女文学研究中的新突破
。

唐诗是我 国古代文学遗产的瑰宝
,
它体现了我们伟大民族的智慧

一

与才华
。

创造了这一灿烂文化的 诗 人

中
,

有一人数颇为可观的妇女作家群
,
她们的贡献为唐诗增添 了光彩

。

然而千百年来
,
她们虽然 没 有被完

全遗忘
,

却始终遭到冷遇
。

不仅在旧社会
,
她们遭到排抑和歪 曲

,

新中 国建立后
,

文学史的研究仍然没有她

们的位置
。

几部通行的文学史
,
只字未提到她们

,

更不用说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

除了一些单篇论文和个别作

家别集外
,

没有出版过一部唐代女诗人研究的专著
。

从 1 9 3 1年神州国光社出版《唐代女诗人戈至今
,

60 年来这个

领域的研究是一个空白
。

可喜的是苏教授这一大作填补了这一空 白
。

由于 60 年前《唐代女诗人》一书的 过于

简略
,

苏教授的研究实质上仍是拓荒工作
。

作者穷年兀兀于寂寞书斋
,

为这本书的写作付出大量 心血
,

终于

把这本拓荒补白之作奉献给读者
。

这本书有以下儿个方面的特色值得向读者介绍
。

首光
,

体例别开生面
,

匠心独具
。

全书除
“
前言

”
外

,
列十六章

。 “

前言
”

简述写作缘起与体例安 排
。

第

一章
“

概况
,

以四节分论唐 代女诗人生活的 时代特征 , 唐代女诗人的才华
、

情操
、

命运
;
女诗人悲剧命运形

成的原因和女诗人诗歌的审美 心理特征 ; 从总体上 把握唐代女诗人创作的群体趋向与美学风貌
。

其中尤以女

诗人审美 心理特征的论述最为重要
。

由于封建社会里女性诗人所受到的种种限制
,

她们的诗歌创作在许多方

面 固难与男性诗人争胜
,

其独具特色为男性诗人所不及者是女性心灵 天地的揭示 以及女性气质在诗作中的

反映
。

作者正 是把握 了女诗人创作的这一特色
,

以专节对唐代女诗人独特的审美感受
、

审美情感
、

审美联

想
、

市美理解
、

审美想象进行了论说
,
准确地揭示其特征

。

第二章至十五章
,
按女诗人的身份分类列章

,

分十二类 ; 又把最重要的两位诗人薛涛和鱼玄机列为专章
,

计十四章
。

其中
,

作为对女诗人及其创作研究

的宏观把握
,

与概说部分相配合的是每章小序及第一节各类女诗人生活境遇的叙述
。

作者把女诗人的 生活

遭遇放在唐代这一特定文化背景下加 以考察
,
揭示 了唐代各种类型女诗人的命运 以及对其创作 的 深 刻 影

响
,

合起来就是一部唐代妇女生活和妇女文学简史
。

每章以诗人个体为单位分节
,

作者多的章有十一节
,

少

的只四节
,

皆从实际出发
,

不单纯追求形式的整齐与统一
。

每节的标题都以极简明的语言概括出每 个 诗人

的特点
,
如

“

诗发帝王威的武则天
” 、 “

才华绝代的上官婉儿
” 、 “

曲情写意的赵氏
”

等等
。

对女诗 人的介绍
,

都

先述其遭遇
,

重要诗人论其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

然后分析其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

对代 表 作品

进行鉴赏
,

对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辨析
、

考证
。

典型的如第七章第八节
`

关盼盼《燕子楼三首 》质疑
” ,

通 过 征

辨
,

得出结论
,

论证细密
,

令人信服
。

最后把几位不便分类
,

或无身世可考的诗人另置于第十六章
,

显示 了作

者的谨慎态度
。

统观全书
,

作者将宏观审视与微观探索有机结合
,

从而融文化史
、

文学史
、

作家论 和 作品

鉴赏
、

辨析
、

考证为一炉
,

形成了严整细密而富于创造性的体例
,
对唐代女诗人及其创作作 了 全方位多层

次的考察研究
。

其次
,

是资料的充分挖掘和翔实丰富
。

唐代女诗人的作品大多感于哀乐
,

缘事而发
。

如果 失却本事
,

对

作家的评价和作品的理解便失去依托
,

因
}

.

,资料的搜求更见重要
。

唐代女诗人研究资料的搜集有两种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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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就其一 位作 家来说
,

除少数诗人史书中有简略的传记
,

诗 话中有评论
,

近人
「

有研究之外
,

多数生平事边

汲少记载
,

作 品背景材料无考
,

分析评价作家作品较少凭藉
。

二是就总体来说
, 《 全唐诗 》中女诗人一百多位

,

诗

歌六百多首
,

相关的资料又 实为不少
,

且散见于各种史书
、

笔记
、

诗话
、

总集和选本中
。

如果作总体研究
,

搜求起

来便需遍查诸书
,

犹如海中捞针
。

对研究者来说
,

这两方面 都形成不易克服的 困难
。

可是
,

当我们翻开 《闺闹的

探视》一书
,

便立刻发 现作者对每一位作家的有关资料都作 了尽 可能充分的发掘
、

搜集
,

而且以严肃的态度甄

别去取
,

材料翔实丰富
,

为全书的论证述说提供了丰富论据
。

作者能够把敞乱无序的女诗人及其作品理 出头

绪
,

准确把握每一位诗人的个性特 色
,

对选出的二百多篇 作品作了较为细致精到 的鉴赏
,

得力于 她 占有了

全面的资料
。

略举一例
,

第八章第二节写
“

无子被弃 以诗感夫的慎 氏
” 。 《全唐诗 》中仅存一 首《感夫诗 》 的慎 氏

很少 有人知道
。

作者先依《全唐诗 》 、 《唐诗 纪事》交待其姓名籍贯
、

出嫁地点及诗 之本事
;
又据 《舆地 纪 胜 》

和《方舆纪 》说明
“

望夫 山
”

正在慎氏被弃返回娘家途中
夕
见 出典故运 用之 自然

。

又引明钟惺《名媛诗归》
、

清陆

祀《历朝名媛诗词 》的 评语
,

说明本诗的艺术特 色和妙处
。

最后据范 掂《云溪友议 》的记载
,

交代
“

慎氏留诗为

别
,

诗日 云云
,

遂为夫妇如初
”

的结局
,

未 以张籍《离妇 》诗叹 古代弃妇之命运
。

由于这些资料的融贯
,

使本

来儿乎被历史尘埃埋没 的慎 氏及其诗作一 下子清晰生动 地呈现于 读者面前
。

作者资料上的全面掌握
,

运用上

的左右逢源可见一斑
。

书中对
一
百多位女诗 人的介绍莫不如此

。

一些重要诗人如上官婉儿
、

李冶
、

晃采
、

薛

涛
、

刘采春
、

鱼玄机
、

花蕊夫人等
,

更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给予恰当评价
,

立论剑切
。

资料的 丰 富

翔实还体现在文化史资料的掌握和运用上
。

为 了说 明唐代各种类型妇女 的生活境遇
,

作者把唐代 有 关妇女

的各种典章制度
、

社会风习
、

史书笔记记载和各种文学作 品中对妇女生活的描写结合起来
,

有时则 参 照上
一

『数千年历 代政治制度
、

传统伦理道德和风俗 习惯来论证唐代各阶层 妇女 的遭遇
,

深入细致地说 明 了在唐

代特定 的文化背景 卜妇女们的必然命运
。

第三
,

强烈的感情色彩与科学 求实精神
。

《闺闹的探视》一 书是作者
“

不平则鸣
”

之作
。

作者是长期在高校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女性学者
。

她既 为我国历史上女性诗人的杰出才华而感到 自豪
,

又 痛 感封

建社会妇女命运之不幸
,

也为长期 以来学术研究中对妇女文学的忽视而抱憾
,

因此她决心在教学之余集中精

力从事古代妇女文学的研究
。

作者的这种强烈感情和崇高动机在书中得到充分体现
。 “

前言
”

开 篇既满怀激

情盛赞唐代女诗人创作的杰出成就
,

对研究界轻视
、

忽略这一领域提 出了批评
夕
指 出

`

我们绝不可轻视女诗

人作 品
,

而应钩沉发微
,

使之弘扬光大
” 。 `了

概况
”

部分专列
“

唐代女诗人的才
一

华
、

情操
、

命运
”

一节
,

集中表

现了作者对女诗人命运的 同情和对女诗人高尚情操杰出才华 的赞叹
。

在全书行文中
夕
作者 的强烈感情 时 时

从心底流出
,

融铸于笔端
,

迸发 于字里行间
。

如评花蕊夫人《 国亡诗 》云
: “

这就对
`

女人祸水
’

这一偏见进行

了有力的驳斥
。

这声音
,

是愤 怒的反抗
,

是沉痛的中辨
,

一

也是犀利的嘲骂
,

这闪电
,

这雷鸣
,

历史将 永 远

不能掩其光辉
夕
灭其洪音!

”

在对陈玉兰《 寄外 》诗 作了细致分析后
,

云
: “

此诗 情意缠绵
,

韵律感 极 强 语言

通俗
,

可谓千古绝 唱
” 。

第三章小序批评
`

女 人祸水
”

之说
: “

把亡国的罪责归咎于女子
,

这 是何等荒唐
,

何等

不合理 !
”

第五章写到宫女死后惨景
夕
云

: “

多么凄恻
,

多 么悲凉 !
”

这种大抱不平之声与热情赞叹 的 语 言时

时见于书中
,

充分表现了作者 的正 义感和同情心
。

作者 的澎湃激情与学人良知历史理性并没有发生冲突
。

作

为学术研究
,

作者并不因为同情女诗人的命运就不适当地拔高女诗人及其创作成就
,

宽容其糟粕
,

而 始 终

以科学精神和求实态度对待这批作家作品
。

这种科学求实精神大大提高 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

第四
, 一 定的理论深度和新颖独到的鉴赏辨析

。

历 史 上对
一

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代不乏人
。

但因重视程度

和整体把握不够
,

又 由于时代的局限
,

研究者的立场
、

视角和评判标 准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
,

故 妇 女文学

的研究积淀着浓厚的尘垢
。

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指导 下
,

对妇女问题和妇女文学 的研究才有 可 能

成为 公正 的
、

科学的
。

苏先生作为新中国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人
,

由于掌握 了历史唯物论的科学武器
,

在重

新审视评价唐代女诗 人创作这一历史文化遗产 时
,

便 自然另具眼光
,

站得高
,

看得深
,

往往翻历史旧案
。

从

而使唐代女诗人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
。

对作品
:

的鉴赏也常常烛幽阐微
,

掘发真蕴
、

新意迭出
。

唐代女诗人研究 是 一个系统工程
,

任务繁重而艰辛
,

加之有些诗人资料的缺失
,

也为作者 的 论述带来

极大困难
。

作为拓荒之作
,
书中也不无可商榷之处

。

如个别作家身份的确定
。

历来以为薛馥是弃妇
,

尚可质

疑
。

在没有本事依据的情况下
,

对她所存《赠故人 》一诗中的
“

故人
”

是否指
“

故夫
” ,

还可据诗意再作推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