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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闺秀诗学中“江山之助”观念

宋清秀

摘 要:“江山之助”是闺秀诗学中的一个重要观念。清代闺秀游湖赏花的闺中之游、登山涉水的行旅壮游与游记画卷中

的闺中卧游，都很好地诠释了刘勰“得江山之助”的诗学理论。从《诗经》里的汉广游女到有“山水癖”的清代闺秀，因“得

江山之助”而使女性文学具有了远较以往丰富与深刻的内涵; 闺秀在践行“江山之助”的同时又将女性特质融入其中，使

之成为闺秀诗学中的重要概念，促进了女性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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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ure's Aid in the literary creation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of the womanhood poetics in the Qing Dynasty literary
criticism． Women's literary works resulted from the garden walks，sightseeing trips，and mind travels had all exhibited Liu Xie's
literary concept of Nature's Aid． Literary women from Han-Dynasty traveling women to landscape-loving Qing-Dynasty women，

due to Nature's Aid，could enrich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with profounder significance． Literary women in ancient China had
promoted feminist literature by integrating feminine quality into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and developing a unique womanhood po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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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若乃山林皋壤，

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

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695 ) 。
此后，江山之助成为诗学中的重要观念，对文学创

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女性文学的发展更因得益于

江山之助，创作类型更丰富多彩，除了对所居幽胜

之区“吴山风月助诗情”的兴发，更有远游行旅中

“山川雄壮助诗情”的抒写。在江山之助的诗学

观念影响下，女性文学具有了远较以往丰富与深

刻的内涵; 与此同时，江山之助中又融进了更多的

女性特质，使之成为闺秀诗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一、湖山灵秀钟巾帼:“江山之助”
与江南地域女性文学

地域风貌与山水景色的差异是地域文学形成

的重要原因，学者对“江山之助”与文学地域形成

的关系早有论述。①对女性文学来说，因得江山之

助，湖山灵秀的江南成为清代女性文学中心。江

南女性文学既具有地域性特征，同时又是女性文

学大传统的代表。女性文学的性别特色与江南女

性文学的地域特点相融合，使江南水乡诗学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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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诗学具有了一体化的特征，渗入主流文学的各

个方面，对文学艺术、思想文化产生了不容忽视的

影响。
江南是乾坤清淑之气聚集之地，而天地灵秀

之气又尤钟情于女子，所以江南成为清代闺阁诗

人的渊薮。袁枚说“闺秀吾浙为盛”( 《袁枚闺秀》
108) 、“杭州多闺秀”( 《袁枚闺秀》121) 、“吴中

多闺秀”( 《袁枚闺秀》81) 、“吴江多闺秀”( 《袁

枚闺 秀》 145) 、“吴 门 多 闺 秀”( 《袁 枚 闺 秀》
148) 、“近日闺秀之多，十倍于古，而吴门为尤盛”
( 《袁枚闺秀》 137 ) ，这些都是当时人发出的感

叹; 从流传后世的江南女作家与作品数量来看，也

确实如此。这恰好印证了刘勰所说的“山林皋

壤，实文思之奥府”的正确性。
江南因江山之助而成为女性文学中心，已得

到学界公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江南内部区

域间因地理与人文环境的差异及家族文化风尚的

影响，不同区域的文学发展及地位在不同历史时

期又各不相同。明末江南女性文学以江苏，尤其

是苏州府吴江县为最，繁盛的原因正如柳弃疾所

言，“我邑湖山灵秀钟于巾帼者独厚”( 薛凤昌 卷

首) ; 清初以后，因柳如是、王微等名妓寓居西湖，

名妓文化与闺秀文化逐渐融合，此后被认为山水

甲天下的西湖成为清代女性文学史上的重镇。
吴江有“三江五湖”之盛，除京杭运河外，还

有同里湖、分湖、盛湖、莺脰湖、九里湖、蠡泽湖等

大小数百个湖泊，湖水的温婉明秀与女性的清新

玉映相得益彰。“湖水连天似镜平”的宁静柔软，

“汹涌湖水涨春水”的壮怀激烈都与女性气质有

相通之处，如画江山与名家诗词激发了闺秀的创

作激情。正如闺秀包兰瑛所说“每览山色湖光，

觉苏、白 之 诗 宛 然 在 目，性 灵 所 托，篇 什 日 增”
( 1437) ; 徐德音也说“所居在湖山之间，每当烟霞

入户，鱼鸟亲人，辄留连景光，率吟小诗以自适”
( 6) 。江南的湖光山色为闺秀写作提供了环境，

女性文学创作则为江南山水增色。吴江的女性文

学起源很早，“吴越钱王，陌上花开，归来缓缓，殆

与‘二南’之首《关雎》《鹊巢》同科。文教之兴，

自有来矣!”( 薛凤昌 卷首) 。兴盛于宋，历经元

明，至明末发展到最盛。宋时“天水难渡，惠斋胡

夫人②菟裘归老，始为风雅开山，倜傥权奇，媲美

清照。而慈明姊妹，③金相玉质，焕乎有文”( 薛凤

昌 卷首) 。明中叶“自水西沈氏出，高门奕叶，声

施烂然。文经武纬之奇，衣冠所弗能尽，推衍以及

弱女”;“次则分湖诸叶，叶叶交辉，《愁言》《返

生》，世夸双璧”，“是则沈、叶两家闺秀，实足弃冕

词坛”( 薛凤昌 卷首) 。沈氏闺秀以沈宛君为最，

叶氏以沈宛君之女叶小鸾为盛，殷增《松陵诗征

前编》卷八说绍袁“与夫人宛君、三女、五子唱和

自得。《午梦堂》一集，海内流传殆遍矣”( 叶小鸾

1141) 。沈宛君编选《伊人思》，开启了闺秀编纂

文学文献的风尚; 叶小鸾更是以其才情成为后世

闺秀才媛的典范，“可为《返生香》之继声，而步叶

小鸾后尘矣”成为一种范式评语。④叶小鸾成为各

体文学的载体和元素，明清乃至近现代，许多著名

文人如尤侗、龚自珍、柳亚子等都写过与之相关的

诗词作品，寄托自己的情思遐想。
清代江南各区域中，杭州西湖的女性文学成

就最为突出，取代了明末吴江的地位而成为女性

文学的中心。“西湖山水甲天下，灵秀所钟，时出

英才。不惟艺林连玉笋之班，阆苑夸木天之选，即

闺阁名媛，亦能戛金锵玉，独树一帜”( 凌祉 媛

860) 。从“西泠松柏下”的苏小小开始，到宋代朱

淑真、张玉娘、吴淑姬以及元代张妙净、曹妙清，这

些西泠才女都是女性文学史上的大家; 明代则有

朱桂英、吴柏、田玉燕、杨文俪等人踵继其后。虽

然历史上西泠才媛辈出，但却没有出现像吴江沈

宛君母女那样的女性文学标志性人物。到了清

初，因柳如是、王微等名妓寓居西湖，与湖上闺秀

的交往增多，名妓文化与闺秀文化逐渐融合后，杭

州西湖成为清代女性文学史上的重镇。
杭州女性文学中心的形成与西湖秀丽的湖光

山色有直接关系。才媛沈善宝说: “吾乡西溪，梅

竹最多。平桥约略，流水回环，掩映竹篱茅舍，境

之幽邃，景之清逸，虽善图者亦难描写”( 489 ) 。
因此，闺秀们春日探梅，“篮舆破晓，翠舫冲寒; 每

游一曲，则野梅临水，修竹干云，冷香铺面，尘虑全

消”( 沈善宝 489) ; 夏日则观绿，“泛舟皋亭，看桃

李绿阴，新翠如潮，水天一碧，小舟三叶，容与中

流，较之春花烂漫红紫芳菲时，别有清趣”( 沈善

宝 451) ; 秋日赏竹，“每年六七月之望，必招姊妹

携儿女，泛舟游玩，殇咏达旦”( 沈善宝 473 ) ; 冬

日则“会启暖炉邀女伴，翩翩都著羽衣来”，共赏

雪景。凌祉媛描写冬日雪景说: “唤醒痴龙谱笛

腔，纷纷鳞甲怒难降。竹枝斜压梅枝折，淅淅沥沥

乱打窗”( 896) 。闺秀不仅白日出游，月下泛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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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别有味道。“月色正中，湖面若镕银，戏拈小石

投水，波光相激，月累累如贯珠。时薄酒微醺，繁

弦乍歇，浩歌一阕，四山皆应。不自知其在尘世

也”( 沈善宝 473 ) 。西湖才女得天地灵秀之气，

故其文学成就亦可令才子逊色。“湖名西子，俨

对明妆，山接南屏，靓如晓髻。生其地者，恒多清

标。今有人焉，夙号闺中秀质。是知两间淑气，钟

彼蛾眉; 遂令当世才人，逊资巾帼”( 徐德音 2 ) 。
清代西湖能超越吴江成为女性文学中心，除了江

山之助外，与西湖才女的文学自觉有直接关系。
杭州闺秀雅集唱和以自娱外，还具有淑世情怀，关

注社会时事，更把成为闺阁通儒作为自己的人生

目标。清初顾若璞《卧月轩稿》中“多经济理学大

文，率经生所不能为者”( 施淑仪 1731 ) ; 蕉园五

子林以宁、钱凤纶等人“尤注意经学，且愿为大

儒，不愿为班、左”( 施淑仪 1797 ) ; 蕉园诗社后期

参与者徐德音及清中叶的方芳佩都传承了这种文

学理想，最后的殿军沈善宝与汪端更足以当之

“阃儒”。沈氏《名媛诗话》进一步完善了的闺秀

诗学理论; 汪氏《明三十家诗选》则超越性别的界

限，以女性身份重新审视明代诗歌史。清代西湖

闺秀在文学创作、梳理女性文学史、构建闺秀诗学

理论的文学实践中，逐渐确立了西湖地域女性文

学中心地位。
女性文学群体的不同特色与多个地域女性文

学中心说明了清代女性文学景观的丰富与多样

性，而女性文学地域中心的形成都依赖于江南的

地理环境，这样女性文学就具有了鲜明的地域性

特征，即与江南明秀景色相一致的灵秀特色。赵

世杰《古今女史·序》曰:“海内灵秀，或不钟男子

而钟女人。其称灵秀者何? 盖美其诗文及其人

也”( 胡文楷 889 ) 。赵世杰所用的“灵秀”一词，

精炼地总结了女性诗歌的本质特色。清初闺秀王

端淑在《名媛诗纬》中把“秀”作为闺秀诗学的审

美核心概念，“句秀”“骨秀”“神秀”三个层次完

美的统一，是女性诗学的最高审美境界。⑤闺秀诗

学因其创作主体及作品特色而具有了鲜明的性别

特征。
具有地域与性别特征的闺秀诗学在影响女性

文学发展的同时，对男性诗学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的元好问评价秦观诗曾说: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

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

诗”( 张少康 241 ) 。元氏认为《春日》如妇人语，

故以“女郎诗”作为评价秦观诗风的话语，其实女

性特有的袅袅风姿与其独特的妩媚风流恰可以准

确概括《春日》诗的风格特色。此后，女郎诗成为

品评诗歌的常用话语。王渔洋的诗歌也被认为具

有女性特质，袁枚《随园诗话》载:“或问:‘宋荔裳

有“绝代消魂王阮亭”之说，其果然否?’余应之

曰;‘阮亭先生非女郎，立言当使人敬，使人感且

兴，不必使人消魂也。然即以消魂论，阮亭之色，

亦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者也。不过一良家女，

五官端正，吐属清雅; 又能加宫中之膏沐，熏海外

之名香，倾动一时，原不为过”( 81) 。还有如郭麐

品评诗歌特色也曾说: “瘦瘦客如静女掩闺，对镜

自惜，不知有门外事”，“独游诗如贫家好女，衣无

完绮，而漻然不杂尘垢”( 严迪昌 1002 ) 。不仅女

郎诗、女性特质作为品评诗歌的常用语，在女性文

学与地域文化系连在一起后，女性诗学更深刻地

影响了男性诗学。黄庭坚有“新妇矶边眉黛愁。
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之句，苏东

坡评论说: “鲁直此词清新婉丽，其最得意处，以

山光水色替却玉肌花貌，真得渔父家风也”( 吴曾

129) 。胡晓明说自从黄庭坚将玉肌花颜引入山

光水色之后，在这种将江南水乡与女性诗学一体

化的诗学努力下，江南诗学与女性诗学之间就有

了不解之缘。⑥了解江南的地域诗学特征就必须

了解闺秀诗学的特色，这样不仅能够深入探索江

南诗学的特征，还能以更深厚的情怀反思闺秀文

学特色与闺秀诗学理论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江南

诗学的女性特征与女性诗学的江南化特征使古典

诗学内涵更具研究价值。

二、江山胜处诗尤健:“江山之助”
与女性文学创作

“妇女之诗文，不过风云月露，其陋自见”( 章

学诚 131) ，此语是针对女性缺少户外游历而发。
其实若看到女性曾发出“天既赋我以仁知之性，

耳目之形，独不可乐山水而广视听乎? 天既赋我

以聪明之才则独不可有为于文明之邦耶? 既为女

子，将深宫固门，谨守经法，可乎? 既处寒微，随遇

安分，湮没无闻，可乎”⑦的感叹; 看到女性不仅有

湖上泛舟的雅集吟唱，还有远游登山、涉江临水后

创作的大量有儿女情、无脂粉气诗作，就可知闺秀

得远游行旅的“江山之助”多矣。闺秀梁德绳“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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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随宦，身行万里半天下”( 卷首) ，潘素心《古春

轩诗抄序》说梁氏“自幼随尊甫冲泉少空於粤、於
闽、於荆楚，又随驾部省方伯公复游粤，晚年就养

四公子任，复游闽。山川灵物，荡涤性灵，烟墨所

染，自成馨逸”( 梁德绳 卷首) ，故而阮元《梁恭人

传》中说其诗词成就“且得江山之助”( 梁德绳 卷

首) 。梁德绳自己在《送接山四兄之粤西任》诗中

也不由自主地发出“江山胜处诗尤健”( 卷一) 的

感叹。
江山之助提升了闺秀作品的广度与深度，福

建梁氏家族群体的文学成就与地位就得益于江山

之助。梁章钜家族女性创作群体以梁夫人及其女

媳、梁章钜婶母及其女媳等人为主。梁章钜夫人

郑齐卿《甲戌初春，随夫子挈儿女泛舟西湖》诗

云:“好景纷来亲指点，如斯清福几生修。”《壬辰

仲夏，重游西湖示儿女诗》云: “赏心乐事首重回，

西子湖边又溯洄。堪笑牵衣儿女辈，黎明便集笋

舆来。”梁章钜评论说: “一片清机，且有见道之

语，闺集中所不易得也”( 梁章钜 227 ) 。而郑齐

卿能作出“闺集中不易得”的好诗原因在于其有

“几生修”来游览西湖美景的“清福”，在“好景纷

来亲指点”后，才能挥毫写佳句入诗。梁章钜三

儿媳杨渼皋著有《榕风楼诗存》，其《过洞庭湖》诗

有句云“白云尽处疑无地，青草环来别有湖”，使

“不称诗”的父亲“拍案激赏不去口，谓似此天然

佳句，不能禁其不落纸矣”( 梁章钜 235 ) 。又因

宦游南北，结交闺友，观景谈诗，其《芝仙招同泛

舟游江心寺》诗云“诗境由来重孤屿，灵山长此砥

中流。万里海气平栏出，一派城阴入镜收”，游兴

引发诗心，山水构建诗境，梁章钜评说“婉蕙《江

山寺》《揖峰亭》二律特佳，将来定可入《东瓯诗

话》也”( 237) 。梁章钜婶母许馥荃( 字鸾案) 及女

儿的诗文亦均得江山之助，作品风格豪迈。许鸾

案次女梁韵书( 蓉函) 著有《静安吟草》，其《重出

山海关》诗曰: “忆昔随亲作壮游，旌旄过此无遮

留。饱看塞外苍茫景，那解人间羁旅愁。山光海

色供吟笔，谢庭清暇诗无敌。今日鸿泥换旧痕，山

川觌面犹相识。埙篪迢递千山隔，棣华赋罢情何

极。故乡更在天一方，夜夜梦魂归不得。樊笼铩

羽难奋飞，愧作当年丁令威。却羡度关数行雁，往

来只趁高风便。”此诗气韵流畅，笔力雄浑，被认

为是“称题杰构，《玉台》中讵易有此”( 梁章钜

229)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造诣则源于梁韵书“先

随父宦游辽沈，后复随其婿画山叔翁於承德邑

中”( 梁章钜 229 ) ，两度游览胜地，自然感触尤

深，下笔如有神助，“如此壮游，而屡得之闺媛，殆

天所以显其才也”( 梁章钜 229) 。
梁氏家族中杨渼皋的诗可以载入《东瓯诗

话》流传后世; 梁韵书被认为是“吾乡女史当首推

之”( 梁章钜 229) ，凭借的是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她们的文学成就的取得与获江山之助而使所作益

工有直接关系。不仅梁氏家族女性群体因得江山

之助而使其作品及文名流传后世，清代文学史上

的著名女作家几乎都被时人认为曾得江山之助。
康雍时期的才女徐淑则被袁枚认为是“比来

闺秀能诗者，以徐太夫人为第一”( 徐德音 66) ，其

所著《绿净轩诗抄》中有 84 首游历诗，如《湖上绝

句》《飞来峰》《过虎丘》《舟行即景》《长清途次书

感》《沂州书感》《次邳州》《渡江望金山》《过吴

门》《行次赵北口》《途次口占》《雪阻》等诗篇，正

因为曾多次“登眺名山，则情同康乐”，故而“咏怀

古迹，则调比少陵”( 徐德音 111 ) 。才女钱浣青

更是曾赴秦、蜀，游遍大江南北，定涛老人序《浣

清诗草》曰“严君视学，弱息从亲。随任临安，扬

舲督亢。潞河南下，瞻泰岱之云涛; 泗水东流，鼓

淮徐之雪浪”，所以“凡此经临凭吊之时，率多感

慨淋漓之句”( 钱浣清 220) 。与钱浣清齐名的方

芳佩也是行万里路的巾帼英才。方芳佩“从官所

至高岭大川，日接于目”，将“所闻所见，凡山水之

流连，时事之阅历”( 147 ) 都写入诗篇，故而凌祉

媛《灯窗展诵方芷斋夫人在璞堂诗集即题简末》
将赞誉其为“读书万卷行万里，巾帼远胜奇男子”
( 888) 。随园女弟子孙云凤最被人称道的是记录

其旅行的诗歌《巫峡道中》。金兰贞因曾“随宦括

苍，得山川之助，名章秀句，不下千言”( 金兰贞

1168) ; 张慧“南云北山阅历多”，所以能“虚浮脂

粉删除尽”而“探奇笔健抵挥戈”( 张慧 1048 ) 。
清末民国初年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当属吕碧城。钱

仲联《近百年词坛点将录》说: “地阴星母大虫顾

大嫂吕碧城圣因，近代女词人第一，不徒皖中之

秀”( 709 ) 。吕氏能被赞为是近代词人第一的原

因，是因为她能将旅游欧洲的新见闻写入旧格律

的词中，其作品能得江山之助。吕氏词作中《解

连环·巴黎铁塔》《玲珑四犯·日内瓦之铁网桥》
《金缕曲·纽约港口自由女神像》《玲珑玉·阿尔

伯士雪山游者多乘雪橇飞跃高山，其疾如风，雅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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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摸鱼儿·伦敦堡吊建格来公主》《念奴娇·
游巴琅克》等很多作品都是她在游历欧美的途中

所创作的。吴宓《空轩诗话》评论吕碧城《信芳

集》说其“蕴蓄深富，独得风气之先，漫游大地，遂

以其根柢于世家之旧学，溶於欧美新知，优於天

才，饱於世变，复得山川之助，故其所作，可以上比

李易安”( 61 62) 。
行旅远游为闺秀创作提供了新的材料，而视

野开阔又激起她们的诗情文意。包兰瑛《登毗陵

文笔塔题壁》诗曰: “山川极目望迢遥，胸负男儿

志气 超。敢 步 青 云 攀 绝 顶，愿 扶 红 日 上 重 霄”
( 1487) 。席佩兰《渡江》诗曰:“深闺曾未见，放眼

胆俱雄”( 442) 。登山临水见奇景，闺秀“胆俱雄”
且“胸负男儿志气”，与湖山灵秀润泽下的清新玉

质相结合，使其作品广度与深度提升，题材与风格

更多样。闺秀不仅凭借自己的文学成就能被称为

“作者”; 同时还扩大了女性文学的社会影响，使

女性文学因作品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内涵得以在文

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三、汉广游女与闺中卧游: 闺秀

“江山之助”诗学传统与发展

“江山之助”的概念虽源于《文心雕龙》，但

《诗经》里的女性已经行旅出游并感怀赋诗。因

“女子善怀，各有所行”( 《载驰》) ，所以闺秀“出

宿于泲，饮饯于祢”( 《泉水》) ，在路途中有“陟彼

高冈”、“陟彼砠矣”( 《卷耳》) 的豪迈，还有“我姑

酌彼兕觥”、“我姑酌彼金罍”( 《卷耳》) 的情怀，

并且总结出“驾言出游，以写我忧”( 《泉水》) 的

行旅感怀。女子行旅并不少见，而是当时的社会

风尚，所以才会有著名的汉广游女出现。朱熹说:

“江汉之俗，其女好游，汉魏以后尤然，如大堤之

曲可见也”( 7) 。从《诗经》就已经开启了女性行

旅传统，在汉魏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历经唐宋

元，在明清时期更加发扬光大。
明清时期出现了很多有“山水癖”的游女。

明末才女杨碧秋《刹壁留题》序曰: “予自幼有诗

癖，画癖，山水癖。窃谓此生纵不获骑秦家彩凤，

而苟得所归，亦可以诗囊画卷，徜徉山水间”( 烟

水散人 28) 。王微说自己“自幼有洁癖、书癖、山
水癖”，自言“余性耽山水，尝浮江入楚，礼佛参山

九华之间。登黄鹤晴川，江山胜概，至今在目; 已

入匡庐，观瀑布，雪花万丈，潆绕襟带，思结室其

下”( 王微，《名山记选》卷首自序) 。江珠诗曰:

“生平自是爱山居，从今愈痼烟霞癖”( 841) 。“山

水癖”“烟霞癖”的自称集中表现了女性对山水的

热爱，这种热爱是因为她们认识到江山之助对文

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在践行江山之助的同时，闺

秀将从《诗经》里就开始的女性行旅传统与明清时

期的女性文学创作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

涵，使江山之助成为闺秀诗学中的重要概念。
归懋仪《游平山堂》诗曰:“醉酒曾传杜，题诗

更重欧。江山资点缀，文采助风流”( 《绣余小草》
652) 。包兰瑛《檇李道中》诗曰: “越水烟云开画

本，吴山风月助诗情”( 1469) 。凌祉媛《平昌道中

即景口占》诗曰“天展晴秋万里清，山川雄壮助诗

情”( 1505) 。席佩兰《尚湖舟中》曰: “众叶绘秋

色，乱峰波上明。云多疑树重，风正觉帆轻。远水

群鸥小，长空一雁平。蓬窗绕暮景，收拾到诗情”
( 544) 。闺秀认为秀美的“吴山风月”、瑰丽的“雄

壮山川”、灵动的“长空一雁”等江山景色是文学

创作的沃土，有助于自身的“诗情”兴发。她们充

分认识到江山之助的重要意义，将其发展成为闺

秀诗学中的重要概念，闺秀张茝馨总结江山之助

对创作的意义: “诗之为道，宜远规风雅，近寖馈

于唐宋以来诸名作，然后润之以山川之气，乃能超

然为一作家”( 傅瑛 101) 。
因女性身份的特殊性，闺秀诗学的江山之助

包括了真正的行旅与闺中的卧游，且将卧游作为

得江山之助的重要方式，从而使江山之助真正融

进闺秀的创作中。
闺秀在湖上看花的闺中之游与临水登山的远

游中得到江山之助。王元礼《湖上同柴季娴朱顺

成》云:“向暮游人绝，同君步曲塘。有山尽秋色，

无水不荷香。雅调传金轸，闲情寄笔床。谁言闺

阁友，相得在词章”( 胡孝思 卷三) 。湖山间载酒

寻芳、雅集唱和成为才女的寻常事。陆筠贞《约

诸女伴春游湖上》诗云: “湖上寻芳处，扁舟引兴

长。闲招闺秀伴，来到水云乡。白鸟飞江岸，红桥

隐绿杨。宛然图画里，佳景付诗囊”( 恽珠 卷十

三) 。泛舟湖上，必然撷取佳景，收入诗囊。赋诗

之际，为了能才冠群芳，还须学太白醉后兴发。孙

采芙《春日偕闺中诸姊妹泛舟湖上》写道: “小舟

轻泛夕阳边，指点韶光又一年。春水半篙芳草岸，

东风十里杏花天。不妨畅饮心拼醉，正好联吟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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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先。隐约楼台最堪爱，绿杨深护万条烟”( 卷

一) 。这种买舟探春、湖上观花的闺中之游是闺

秀得江山之助最常见的方式。
此外，闺秀还有临水登山的壮游。在远游行

旅中，闺秀将大自然的奇异景观写入诗篇。如胡

慎仪《舟行遇暴风雨》曰:“逆水行舟嫌道远，旅人

闷对难消遣。倏忽之间风暴来，遥望高山黑云卷。
一霎船颠如簸扬，舟子蒿乱如飞蝗。随流未辨泊

何处，岚光云气纷茫茫。东西南北都不辨，空中但

听雷电聒。耳听波涛夹雨声，杳冥变幻如流霰。
此时客怀心胆寒，新愁往事集眉端。少年不解离

乡苦，老大方知行路难。追思昔日深闺内，玉肌绰

约飘香佩。小鬟扶我傍花荫，弓鞋怕溜苔痕翠。
宁知中岁苦奔波，烈日狂飚任折磨。自怜憔悴风

尘里，谁唱红颜无渡河。久坐云收风雨了，余霞远

带尖峰小。低徊鸥鹭泛情流，忘机只有无情鸟”
( 恽珠 卷十) 。诗歌描述了生活在闺中的女性形

象是美丽的: 玉肌绰约; 体态是柔弱的: 小鬟扶我;

其生活是闲适的: 坐于花荫; 性格是胆怯的: 弓鞋

怕溜。生活在闺中，所作诗文的确是“不过风云

月露”而已。一旦见过“一霎船颠如簸扬，舟子蒿

乱如飞蝗”的景象，感受过“东西南北都不辨，空

中但听雷电聒。耳听波涛夹雨声，杳冥变幻如流

霰”的危险，体会到“久坐云收风雨了，余霞远带

尖峰小”的静谧，就会对人生产生全新的认识。
四处变幻的景色，不仅让她们体会江山如画的美

好，同时更感受深闺独处的狭隘。闺中吟风弄月

的婉转低回，在大自然中就一变为“朝来携伴寻

芝去，到晚提壶沽酒回”( 叶小鸾 339 ) 的潇洒，

“身倚 石，手 持 杯，醉 时 何 惜 玉 山 颓”( 叶 小 鸾

339) 的豪迈。怀有这样的心境，即使行旅中遇到

险阻也呈欣然之态。如王贞仪《舟中午日时阻风

珠江》诗云:“珠江此日逢端午，瘴雨蛮烟恼客途。
身健不须长命缕，时平何用避兵符。榴花为忆家

园放，艾酒聊从客里沽。莫漫天涯怜弱质，慈颜还

幸得承欢”( 卷十一) 。归懋仪《吴江舟阻》则云:

“稍有村墟隔烟雾，决无鸥鹭罢渔樵。不饥那畏

晨炊断，拥被长吟暮复朝”( 《绣余续草》卷三) 。
曹贞秀《舟过南阳阻水》诗描画了在“积水浑无

地，波流接大荒。阴风掀白浪，落日度危樯”中看

到的“暮天空阔处，征雁独南翔”( 382 ) 的奇景。
沈绮《大风泊舟包山》诗有“我来风正号，浪花大

如席”之句，让人联想到李白在“惟有北风号怒天

上来”时看到的“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最后说

“北风雨雪恨难裁”，而沈绮的感觉是“少焉月东

上，风定湖一碧”( 恽珠 卷十二) ，可见巾帼襟怀

之宽阔并不不输于须眉!

没有远游机会的才女则以卧游的方式放飞自

己的心灵，以此得江山之助。闺秀卧游包括在家

中庭院的卧游; 在山水游记中的寻览; 在山水画卷

中的徜徉等多种形式。多样化的卧游使闺秀诗学

中的江山之助具有鲜明的性别特征。
家中庭院园林是闺秀理想卧游之地。冯娴

《邀林亚清夫人》说: “连辰雨雪，令人如在冰壶。
纵目遐眺，虽不似夫人千里楼之大观，然敝居篱落

间五花堆积，颇饶野趣，洁朝翦水芹，烹雪茗，愿冲

寒而至，亦佳话也”( 王秀琴 18) 。可见在不能远

游之时，闺阁在所居的闺阁楼宇中纵目遐眺也可

有游览之趣; 小院庭居，亦可赏心悦目。“匝不百

步。中有老杏二株，木香一架，莳花种蔬，兼而有

之”( 张慧 1066 ) 的半亩园就是才女张慧家的卧

游之地。雅致的环境与氛围足以激发才女的诗

情，“时正值月明如水，风露一庭，左则梅影横斜，

右则松荫静覆。余二人并坐其间，清光四溢，万虑

全消，恍然广寒宫里，飘飘然不复知有人间也”
( 袁希谢 1009 ) ，无需登山临水，泛舟赏花，在庭

院中也可诗情无限。如若“中庭地敞，延袤约数

十弓，南牖北轩相对，户牖玲珑”，此处“宜栽花饮

酒坐咏而临风”，观赏“春花递开，秋叶渐落”，则

“毫端丽 藻，胸 中 生 意”( 归 懋 仪，《绣 余 小 草》
827) 。正如凌祉媛《自北郭移寓南园即景有作》
诗中所言: “梵钟隐约来晨夕，诗笔安排写灵秀。
从此鸥鹭聊结约，何须载酒泛西泠”( 893) 。无须

载酒泛舟，庭中卧游也可得江山之助。这是闺秀

在无缘远游之时得江山之助的最常见方式。这种

方式即使贫家女如贺双卿也可获得。贺双卿所居

“绡山小院在四屏山下，竹树幽深，疏花互发，有

异鸟羽彩璀璨，音胜黄鹂，山中人不识也。小院右

筑草房以赁农者。双卿居小院，西门对古涧，垂柳

罩其檐，浣衣汲水，娟然坐石，见者惊之为神女”
( 施淑仪 1849 ) 。闺阁庭院是闺秀所居之地，但

闺阁楼宇并没有禁锢闺秀的视野与思想，竹树疏

花间的读书诵诗、抒情吟咏与行旅远游一样，为她

们提供了得江山之助的可能。
阅读、写作、编选游记也是闺秀得江山之助的

卧游之法。因为“山川之脉，斩绝委延，相去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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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非有富贵功名之涉而为千里游者，其势常

难”( 王微，《名山记选》卷首序) ，所以阅读游记

则可以使人在简册之中得万里之外的壮丽景色。
正如汤显祖所说: “山水之乐，虽仁且知，其又得

而遍乎? 亦惟其意而可耳。有其意，虽千里之外

常如目前; 不然，咫尺之间恐亦非无意之人所得游

也”( 王微，《名山记选》卷首序) 。只要有观山水

的意愿，通过阅读就能够充分感受千里之外山川

的壮丽，卧游“足以养吾目而游其性。虽无富贵

功名之力，而愿焉者手而览之，皆若有所至焉矣”
( 王微，《名山记选》卷首序) 。尤其是女性，更缺

少男性的“富贵功名之力”，因而卧游对闺秀来说

就显得尤为重要。才女吴文媛说自己“读山河之

图记”可以有“览游已久”的感觉。闺秀常撰写游

记来记录旅行的过程，以便日后回忆行旅之乐，因

此清代闺秀游记之文颇多。如萧道管有《游京口

三山记》，王贞仪有《游岱岳记》《江上草堂图记》
《听月亭记》。闺秀甚至还将行旅诗文结集出版，

如钟令嘉《柴车倦游集》、彭孙婧《盘城游草》、孟

坤元《纪 游 草》、张 粲《适 燕 杂 咏》、胡 莲《涉 江

草》、扈斯哈里氏《江西宦游纪事》、周淑英《江行

纪事》、吴义堃《江汉草》与《粤海草》、程琼《游历

记》、周琛《游粤草》、张兆金《槟榔屿游草》、张雨

《萍踪小草》与《楚游草》、王琼瑛《万里游草》、许
飞云《燕游草》、王思梅《闽游录》等。这些游记展

示闺秀“游女”的所见所闻，此时的书写已经大大

拓展了《诗经》中“游女”们“驾言出游，以写我

忧”的目的，具有了更广阔而深刻的意义。更值

得一提的是，才女王微还曾编选《名山记》以达到

卧游的目的。她早年“游历江楚，登大别山，眺黄

鹤楼、鹦鹉洲诸胜，谒玄岳，登天柱峰，溯大江，上

匡庐”，其“谒玉枢于太和，参憨公于庐阜，登高临

深，飘忽数千里”的追求( 陈继儒 350) ，让时人为

之倾倒。中年以后不能随性从容远游时，则编纂

了《名山记》二十卷，在编选、阅览游记的卧游中

体会山水之乐。其有《读名山记偶拈》二首就是

自言卧游的乐趣:

名山何俊伟，拔地起瑶簮。骨立天

边雪，神清溪外林。磊砢益飞动，向背变

晴阴。不有此融结，宁知造化深。幽人

既长往，野客亦相寻。旷怀寄区外，静嘱

发孤吟。摩挲岩石间，姓字留古今。少

文躭一室，何必援素琴。苟能澄杂虑，卧

对有清音。

至人寡嗜欲，神捡一何闲。往往寓

高躅，情连水与山。断峰秋寂寂，落叶雨

潺潺。平生双蜡屐，此外渺无关。栽久

欲离俗，结庐萝石间。奈彼空飞迹，遐哉

胡易攀。朝来阅游记，古意洗尘颜。宛

坐烟岚下，饮秀不知还。( 王微，《未焚

稿》卷二)

因才女“情连水与山”，又因“遐哉胡易攀”的

现实，为了“卧对有清音”，因而卧游成为闺秀得

江山之助的重要形式，不仅可以“古意洗尘颜”，

甚至沉浸其中，“饮秀不知还”。
此外，欣赏山水画卷也是一种卧游，清代闺秀

大量题画诗的创作就是卧游的成果。如顾春的

《天游阁诗集》中共有诗 800 首，其中题画诗约有

80 首;《东海渔歌》中有 300 余首词，其中 70 首题

画词; 席佩兰《长真阁词余》有 18 首词，其中 9 首

是题画词。⑧

很多才女都曾说“我亦嗜幽胜”，不能远游却

可以于尺幅之间“翩然身落潇湘边，一棹菱歌泛

南楚”( 归懋仪，《绣余小草》828) ，这种从静态的

景物中超越空间距离而去领略崇山峻岭的壮丽的

方式虽然有“险绝正当奇绝处，卧游毕竟愧非夫”
( 席佩兰 474 ) 的遗憾，但却不失为闺秀感受川

水、抒发情怀的好方式。故而归懋仪在梦中也要

去游览山水: “梦中忽渡碧云岑，鸾鹤相随松桂

林。满庄红豆空陈迹，涧水桃花自古今”( 《忆虞

山》) ( 《绣余小草》752) 。

小 结

因得江山之助，天地灵秀之气所钟的江南成

为女性文学中心，得居湖山之间的闺秀在“数声

芦荻秋风暮，饱看青溪两岸山”( 林以宁 卷首) 的

闲适中雅集唱和，书写秀婉清丽之作; 登山临水的

行旅远游使闺秀“胸负男儿志气”，创作了大量不

乏豪迈激荡、风云之色的篇章。所以闺秀诗作

“大则有关於理乱兴衰之数，小亦曲阐其深沉要

眇之思。正固足表其苍筠劲柏之操，衰亦能写其

风云月露之致”( 胡文楷 881) 。闺秀因远游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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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了大量的山水游览、怀古咏史之作，还撰写游

记，编纂行旅诗集，整理游记选集，女性作品类型

变得更丰富多样。闺秀作品的类型与风格的多样

化、价值的与思想深度的提升，与日益成熟的闺秀

诗学理论相呼应，使女性文学以其艺术性与学术

性成为清代文学史独具特色的一部分。

注释［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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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探”，《文学评论》4( 1990) : 5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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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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