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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世纪女性作品选集编纂研究

蓝　青

（山东大学，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１７世纪是古代女性作品选 集 编 纂 的 第 一 个 高 潮。作 为 特 定 历 史 时 空 的 产 物，女 性 作 品 选 集 编 纂 彰

显出１７世纪特有的文化背景与人文气象，打上了女性文学高度繁荣﹑青楼文化异常兴盛﹑女性名士化倾向突出

的印记。这些选集不仅促进了女性作品的传播，同时为保存女性文献作出了突出贡献，还为后代编纂者提供了体

例参考，推动了更大规模编纂之风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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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集不仅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同时

承载着编纂者的文艺理念与审美旨趣，还体现着

时代文 化 风 习 与 价 值 崇 尚，具 有 重 要 的 参 考 价

值。晚明印 刷 技 术 的 进 步 带 来 了 编 辑 出 版 产 业

的繁荣，其中女性作品选集编纂迅速兴起并形成

热潮。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１７世纪女性作品选

集高达４０余种。这不仅是一种非常突出的历史

现象与文学现象，亦是明清编辑出版史上颇值得

书写的一章。不 少 学 者 对 该 问 题 有 所 涉 及①，为

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作了必要铺垫。

一、女性作品选集编纂之兴起与繁荣

传统的儒家性别伦理对于男女之职有着严格

区分，“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１］，“妇人之事，存

于织纴组紃、酒浆醯醢而已”［２］。虽然名媛才妓代

不乏 人，但 受“女 子 不 宜 为 诗”［３］“内 言 不 出 于

阃”［４］等传统道德观念影响，女性文学长期以来备

受压抑，未能形成群体性创作高潮，女性作品选集

亦屈指可数。至１７世纪，习文作为一种风气在闺

阁中流行开来，“大江南北，闺秀缤纷，动盈卷轴，可

谓盛矣”②。女性文学的兴盛引发了女性作品选集

编纂的热潮，清代四库馆臣称：“闺秀著作，明人喜

为编辑”［５］。士人毫不讳言对女性作品的钟爱，如

邹漪自言“仆本恨人，癖耽奁制”［５］，王士禄亦自称

“夙有彤管之嗜”［６］（Ｐ９０９）。他们不仅倾力于女性选

集之整理编刻，而且将女性文学由边缘位置抬高到

正统核心，如葛征奇《续玉台文苑序》曰：“非以天地

灵秀之气，不钟于男子；若将宇宙文字之场，应属乎

妇人”［７］（Ｐ４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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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对比前代编纂者“多以缁黄、女

妇为 异 流”［８］“每 于 女 性 遗 弃 不 录”③，可 谓 变 化

殊矣。

明清之 际 女 性 作 品 选 集 数 量 之 多、种 类 之

繁、规模之巨，远超往古。据笔者考证，１７世纪的

女性作品选 集 高 达４０余 种，大 大 超 过 了 前 代 女

性作品选集之总和。除数量外，这一时期女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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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选集之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从文体上看，既有

涉猎各种 文 体 的 选 本，如 赵 世 杰 的《古 今 女 史》；

又有专录某种文体的选本，如邹漪的《红蕉集》专

录诗歌，周 铭 的《林 下 词 选》、徐 树 敏 与 钱 岳 辑 的

《众香词》专录词。从收录范围来看，既有全国性

的女性作品 选 集，亦 有 地 域 性 选 集，如 王 豸 来 的

《娄江名媛诗集 钞》、毛 奇 龄 的《越 郡 闺 秀 诗 选》。

从规模上看，既有小规模的选集，如江盈科的《闺

秀诗评》１卷，共收录２９位女诗人的４３首诗歌作

品；亦出现 了 鸿 篇 巨 制 型 的 文 学 选 集，如 王 士 禄

的《燃脂集》高达２３５卷，宏博精核，“为古人所未

有”［９］。特别值得 注 意 的 是，这 一 时 期 出 现 了 由

女性 编 纂 的 女 性 作 品 选 集，如 沈 宜 修 的《伊 人

思》，方维仪的《宫闺诗史》《宫闺文史》，王端淑的

《名媛诗纬》《名 媛 文 纬》，季 娴 的《闺 秀 集》等，标

志着才媛们开始自觉建构女性自己的文学体系。

二、选录范围：由前代至当代

明初、中期的女性作品选集大多以收录前代

作品为主。如 田 艺 衡 的《诗 女 史》所 录 女 作 家 共

计３３６位，其中明代女作家仅收２６位；郦琥的《彤

管遗编》收 录 古 今 女 诗 人４１１位，而 明 代 女 作 家

仅选１９位；张 之 象 的《彤 管 新 编》则 弃 明 代 女 作

家不录。至晚明，本朝女性作品在整个选集中所

占比重明显增大，如钟惺的《名媛诗归》收录古今

女诗人４６５位，其中明代女诗人达１１０位；郭炜的

《古今女诗选》共收录女诗人３５３位，其中明代女

诗人８３位；江 元 禧 的《玉 台 文 苑》收 录 历 代 女 作

家９２位，其中明代女作家２２位；江元祚的《续玉

台文苑》补录古今女作家５９人，其中明代女作家

高达３９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辑录本朝女

性作品的 集 子，如 陈 维 崧 的《妇 人 集》、刘 云 份 的

《翠楼集》等。

晚明编纂者对本朝女性作品的关注，不仅与

这一时期女性文学创作之繁荣有关，与女作家之

文学意识 亦 有 着 密 切 联 系。在 晚 明 宽 松 的 舆 论

环境中，女性的传播出版意识较前代发生了很大

转变，才女 们 渴 望 越 出 闺 阁 藩 篱，向 社 会 展 示 她

们的才华。如项兰贞自称“吾于尘世，他无所恋，

惟云、露小诗，得附名闺秀后足矣”［１０］，屠瑶瑟“临

殁遗言：身既不寿，欲藉一编诗有闻于世”［１１］，方

以智述仲 姑 母 方 维 仪“选 其 生 平 篇 什，以 书 嘱 余

寿诸木以不朽”［１２］。存名之欲促使女性编纂者表

现出强烈的当代意识，她们对前代编纂者厚古薄

今的做法 表 示 强 烈 不 满，大 量 收 录“今 人”作 品，

如沈宜修自称不满于前代女性作品选集“习于沿

古，未广罗今”［１３］，于 是 编 纂《伊 人 思》，为 本 朝 女

作家传名；季 娴 有 感 于 当 代 女 性 作 品“或 湮 没 不

传者多矣”，其《闺秀集》专收明清女性之作，以期

“为诸才媛谋可传”［１４］。受此风气影响，男性编纂

者亦致力于为女性扬名，故其选集收录范围明显

由“古人”向“今人”倾斜。

晚明编纂者大量选录“今人”之作，还与这一

时期女性别集刊刻之风有着直接关系。明前、中

期，女作家多“泥 言 不 出 阃”［１５］（Ｐ９０５），作 品 少 有 公

开于世者，编 纂 者 往 往 艰 于 搜 采。如 田 艺 衡 曰：

“我朝作者 固 多，而 传 者 不 可 备 得。”［１５］俞 宪 亦 感

慨唐代才女作品“传于简策者颇多”，“今考我明，

盖落 落 希 阔 焉”［６］（Ｐ８８１）。然 至 晚 明，士 人 多 以 拥

有才女或 才 妇 为 荣，如 王 思 任 赞 其 女 曰“身 有 八

男，不易一女”［１６］，丁 肇 圣 赞 其 妻 曰“得 吾 内 子 而

于是 获 良 友，亦 足 志 也”［６］（Ｐ２４９）。士 人 积 极 致 力

于女性作 品 的 传 播，如 董 斯 张 称 才 女 徐 媛“每 拈

一题，夫子（范 允 临）辄 疾 书 之。流 出 人 间，高 下

传写”［１７］；王端 淑 称 王 泰 然 等 名 士 过 其 宅，“睿 子

（王端淑之 夫 丁 肇 圣）出 予 集 请 教 阅，竟 留 饮”④。

不少士人主动为家中女眷梓行别集，如屠隆为其

女瑶瑟及子妇沈恬孙合刻《留香草》，周履靖为妻

桑贞白刊《香奁诗草》。这一时期，不但士人重视

女性作品，积 极 为 女 性 刊 刻 别 集，不 少 女 作 家 的

文学自我 意 识 也 逐 渐 觉 醒，她 们 大 胆 突 破“男 女

授受不亲”的性别限制，与男性作家来往，甚至主

动寄诗以 求 收 录。如 毛 奇 龄 选 浙 江 闺 秀 诗 未 录

王端淑作品，端淑主动寄诗云“王嫱未必无颜色，

争奈毛 君 笔 下 何”，毛 奇 龄 遂“亟 索 其 集 而 选 定

之”［１６］；冯娴闻李淑昭之父选编闺秀集，主动寄文

求收录，“名 媛 诸 作 尽 封 上，得 尊 翁 先 生 收 录 一

二。借光梨 枣，幸 也 何 如”［１８］。大 量 女 性 作 品 得

以越出阃内，这无疑为选集编纂者的采集工作提

供了巨大便利。

三、编排标准：由重德至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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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楼女子因德行有亏往往备受歧视，明初、中

期的女性作品选集或弃其作品不录，或在编排顺序

上将其至于书末。如郦琥的《彤管遗编》即按照“先

德行而后文艺”的标准将歌妓作品至于末尾，“学行

并茂，至诸首选；文优于行，取次列后；学富行秽，续

为一集；别以孽妾文妓终焉”，以起到“读前集后集

可以观善而道心萌，读续集别集可以惩志而人心

灭”的劝惩作用［１８］。胡文焕的《新刻彤管摘奇》亦

持此标准：“才德并茂，列入前集。文优于行，列入

后集。学富行亏，列入续集。仙道列入附集。侍姬

文妓列入别集。”［６］（Ｐ８８０）然至晚明，编纂者逐渐打破

“先德行而后文艺”的传统定见，将闺秀与歌妓作品

等视，如郑文昂的《名媛汇诗·凡例》宣称：“凭文辞

之佳丽，不论德行之贞淫。稽之往古，迄于昭代，凡

宫闺、闾巷、鬼怪、神仙、女冠、娼妓、婢妾之属，皆为

平等。不定品格，不立高低，但以五七言古今体分

为门类。”［２０］才学取代德行，成为女性作品选集编

排的首要标 准。新 安 蘧 觉 生 辑《女 骚》亦 是 如 此，

“良贱并存，品格行谊不尽足挂齿牙。”［６］（Ｐ８８５）邹漪

的《诗媛十名家选》将歌妓柳如是列入十名家之一，

并称：“予论 次 闺 阁 诸 名 家 诗 必 以 河 东 为 首”［２１］。

钱谦益的《列朝诗集·闰集》大量收录歌妓作品，才

妓王微、景翩翩分别有６１首、５２首入选，而作为闺

秀诗人代表的徐媛、方维仪皆仅有２首入选。这一

时期还出现了专门辑录歌妓作品的集子，一改前代

贬视歌妓作品之习。

歌妓作品在晚明备受编纂者关注，与这一时

期青楼文 化 之 兴 盛 密 切 相 关。晚 明 商 品 经 济 的

繁荣带来思想领域之解放，科举的失意与颓放的

世风使得文人骚客频频走马章台，这一时期歌妓

数量异 常 庞 大，如 谢 肇 淛 称：“今 时 娼 妓 布 满 天

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

在有之”［２２］。为 了 迎 合 士 人 群 体 的 需 求，妓 院 颇

注重培养歌妓文化素质，以提高歌妓身价。歌妓

之才华见识较前代有了较大提升，更出现了不少

佼佼者，如朱秦玉“淹通文史，工诗善画”，万历三

十七年（１６０９）秦淮大会“集天下名士，秦玉诗出，

人皆自废”［１０］（Ｐ７６７）；马 如 玉“熟 精 文 选 唐 音，善 小

楷八分 书 及 绘 事，倾 动 一 时 士 大 夫”［１０］（Ｐ７６８）。明

代士妓交游 蔚 然 成 风，士 人 举 诗 社 宴 集，常 常 邀

歌妓相佐，“六 朝 之 佳 丽，与 江 左 之 风 流，山 川 文

采，互相 映 发”［１０］（Ｐ４４９）。士 妓 交 游 亦 促 使 歌 妓 文

化素养得到提升，“士大夫得以优游艺事，与曲中

诸姬作文字 之 饮，而 诸 姬 亦 藉 是 涵 濡 气 质，相 得

益彰”［２３］。不少 文 人 名 士 甚 至 突 破 法 律 禁 令，纳

歌妓为妻妾。明初禁止官员及其子孙“娶乐人为

妻妾”，违 者“杖 六 十，并 离 异”［２４］。然 至 晚 明，士

大夫娶歌妓为妾之例可谓俯拾即是，文人妾的身

份使歌 妓 与 闺 秀 的 界 限 不 再 泾 渭 分 明，如 谈 迁

称：“云间许都谏誉卿娶王修微，常熟钱侍郎谦益

娶柳如是，并落籍章台，礼同正嫡”［２５］。值得注意

的是，这一 时 期 不 少 歌 妓 虽 系 风 尘，然 颇 洁 身 自

好，如李因“耽 读 书，耻 事 铅 粉”［２６］，王 微“不 特 声

诗超群，品行亦属第一流”⑤。闺秀亦突破礼教限

制，与歌妓多有往来，如闺秀黄媛介“时时往来虞

山宗伯家，与柳夫人（柳如是）为文字交”［２７］（Ｐ４５６）；

闺秀申蕙与“李 是 庵（李 因）为 丹 青 友”⑥；闺 秀 项

兰 贞 与 王 微 相 交 颇 厚，二 人 曾 “以 轻 舟 就

谈”［７］（Ｐ４７６），多 有 酬 唱 赠 答。闺 秀 与 歌 妓 之 交 往

使二者身份界限进一步模糊，不少选集编纂者主

动泯灭闺秀与歌妓的身份界限，不再对二者作品

区别对待，即 使 女 性 编 纂 者 如 王 端 淑、季 娴 等 亦

大量录入歌妓作品。

四、审美旨趣：由闺阁气至林下风

明清之际 女 性 作 品 选 集 大 多 以 保 存 文 献 为

宗旨，“媛 无 漏 集，集 无 漏 篇”［７］（Ｐ４２５）成 为 绝 大 多

数女性作品选集的自觉追求。在“求全”目的下，

文学旨趣似乎不甚明显。然若细究，仍可以发现

编纂者之审美偏好。古代女性囿于闺阁内，所咏

多为日常 生 活 琐 事，难 免“调 脂 弄 粉，剪 翠 裁 红，

失之纤小”［２８］。编纂者虽大量收录纤细柔婉之作

并予以 高 度 肯 定，如 季 娴 的《闺 秀 集·选 例》曰：

“若纤细一种，诗家深忌，在闺阁中不妨收之。声

美新莺，枝 摇 初 带，犹 胜 于 三 家 村 妇，青 铅 绿 裾

也”［１４］，然 相 较 闺 阁 气，编 纂 者 似 乎 更 推 崇 林 下

风，如王端淑评周洁诗“深浑而气骨复老，无闺阁

气息”⑤，评 马 淑 祉 词“高 老 孤 清，光 风 霁 月”［２９］。

值得注意 的 是，“清”成 为１７世 纪 女 性 选 集 批 评

的一个核心话语。如钟惺称：“夫诗之道，亦多端

矣，而吾必取于清。……清丽一道，頍弁失之，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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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反得之。”［３０］邹漪称：“抗逊机云没，而乾坤清淑

之气不钟 男 子，而 钟 妇 人。”［６］（Ｐ８９７）“清”在 前 代 多

被用来形容 男 性 人 品 或 文 章，它 意 味 着 洒 脱、淡

泊、疏朗、率真等。然至晚明，“清”却被频繁用来

形容才女，甚至认为女性更好地继承了魏晋时期

本属男性的清淑之气。

编纂者以“清”为尚的审美旨趣，有着深刻的

历史文化 因 素。晚 明 商 品 经 济 的 繁 荣 带 来 了 思

想领域之解放，亦引发了女性对性别定位的思考

与质疑，不 少 才 媛 渴 望 逃 离 传 统 的 女 性 角 色，如

周 琼 曰：“憎 煞 从 来 傅 粉 妆，素 琴 时 伴 古 诗

囊。”［２７］（Ｐ４５０）顾贞立 曰：“堕 马 啼 妆，学 不 就，闺 中

模样。”［３１］“闺 秀 而 兼 名 士”⑦ 成 为 这 一 时 期 不 少

女性的追 求 方 向。如 吴 琪“时 与 二 三 闺 友，抚 丝

桐而弄笔 墨，意 殊 慷 慨，不 作 男 女 态。慕 钱 塘 山

水之胜，乃与 才 女 周 羽 步 为 六 桥 三 竺 之 游”⑧；周

琼“作人萧散，不以世务经怀，傀俄有名士态”［３２］。

才女们不但在生活中以名士自期，在文学创作上

亦自掩身 份，向 男 性 诗 风 靠 拢。如 黄 鸿 诗“时 得

遒警，所谓 骎 骎 有 丈 夫 胜 气 者 也”［６］（Ｐ１８１），周 琼 诗

“俱慷慨 英 俊，无 闺 帏 脂 粉 态”⑧。这 些 不 存 脂 粉

气、颇具名士风的作品赢得了编纂者的肯定与提

倡，而编纂者的推许又为女性创作之男性化提供

了理 论 支 持，推 动 了 清 淑 气 在１７世 纪 闺 闱 之

流行。

五、结语

选集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其编刊流传

之过程，亦是女性声音被阅读之过程。女性作品

借助选集这种形式得以广泛传播于当时与后世，

产生了更 为 深 远 的 文 学 影 响。选 集 亦 有 着 珍 贵

的史料价值，不少女性作品赖选集得以存留。胡

文楷曾感 慨 妇 女 作 家 之 遗 著“印 数 不 多，日 渐 湮

没，惟选家藏储，略存一二”［６］（Ｐ９７２），选集在保存女

性文献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总之，无论是史料

方面还是文学方面，１７世纪女性作品选集之地位

与意义都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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