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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题壁作为非常规的书写方式袁 其常见载体有

多种袁如墙壁尧石壁尧门窗尧桥梁等袁还包括一些非
常规载体袁如屏风尧团扇等遥 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
现象袁题壁文学的兴盛与书写载体的匮乏尧立身扬
名的价值理念尧 人际沟通的需要尧 情感抒发的需
求袁甚至商业尧宣教的目的密切相关遥 中国古代文
化中的题壁现象由来已久遥两宋时期袁文人对这样
一种创作活动更是寄寓了超乎寻常的热情袁 题壁
也真正彰显出其独特的文学艺术价值遥这一时期袁
不仅有大量男性文人积极投身于题壁文学创作袁
还有为数不少的女性留下题壁作品遥 由于女性柔
弱的性别特征从形式上看并不太适合题壁这样一

种张扬个性的创作方式袁 尤其是在礼教盛行的时
代袁 主流道德观认为文学不是女性应该具备的道
德和修养袁且女性活动空间相对狭小袁心理与情感
的表达受到严重制约和压抑袁因此袁女性题壁作为
一种难得的向世人敞开心扉的途径袁 以及一种不
寻常的发表方式袁更显得弥足珍贵袁是值得重视的
文化遗存遥本文拟在文献爬梳的基础上袁结合定量

统计法与定性分析法对宋代女性题壁创作进行研

究遥
二尧 宋代题壁女子身份及题壁作

品创作时间尧地点分析
据 叶全宋诗曳尧叶全宋词曳尧叶全宋文曳 等文献统

计袁 宋代有题壁作品传世的女性作家就有 31人袁
题壁作品 34首渊篇冤遥其中诗 22首袁词 10首袁文 2
篇袁 分别占宋代女性作家诗尧 词尧 文创作量的
2.69%尧4.17%尧1.44%遥 淤与激情澎湃尧即兴挥洒的
男性题壁相比袁由于女性生活空间的相对狭窄袁其
题壁场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袁 在内容上也具有较
强的倾向性遥
从题壁女子的身份来看袁 官宦女子多达 12

人遥 如张氏袁为北宋文学家张舜民之女袁适司马光
从孙司马朴曰韩玉父袁其父尝仕于朝袁因乱袁遂家钱
塘曰周仲美袁世居京师袁随父游宦袁家于成都袁既而
适李氏子袁侍舅姑宦泗上袁又从夫赴金陵幕曰又如
英州司寇之女尧阳武令蒋兴祖之女尧秦观女尧陈述
古女等袁皆出自官宦之家袁其父或为达官显贵袁或
为下僚小吏遥平民女子 5人遥如某无名女子袁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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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据叶全宋诗曳尧叶全宋词曳尧叶全宋文曳等文献统计袁除去宋代某些话本小说托名女性之作以及托名神仙鬼怪的作品外袁宋代有作品传世
的女性约有 281人袁传世作品 1198篇袁其中诗 819首袁词 240首袁文 139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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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姓袁十五岁时袁受币于姨兄马生袁后父亲逝世袁继
母渝其约袁改适母之族曰淮上女袁本为良家女袁嘉定
间袁金人南侵袁被掠去曰钱氏袁世本良家子袁顷因丧
乱袁父母以妻同里商人朱横袁后夫客死岭南袁钱氏
携遗孤归乡遥 士人妻女 3人袁如丁氏袁为蜀士大夫
妻袁美姿色袁善诗文袁自号清风居士曰戴复古前妻袁
嫁给一生不仕尧浪游江湖的诗人戴复古袁因夫久游
不归袁题句于壁袁郁郁而终曰徐君宝妻袁宋末被掳至
杭袁投水而死袁从其绝命词叶满庭芳曳来看袁夫君野徐
郎冶与之情投意合袁亦当为南宋士子遥 皇室女子 2
人袁如王清惠袁为南宋度宗尧恭帝时昭仪袁曾授书于
恭帝赵显曰另有一不知名宫女袁于靖康年间题诗关
中驿舍遥妓女 1人袁如某老妓袁因年老色衰袁门庭冷
落袁后来由于题诗太平兴国寺壁袁复车马盈门遥 另
有身份不详者 9人遥
从题壁作品的创作时间来看袁 北宋和平时期

约有 11首渊篇冤袁包括院老妓叶题太平兴国寺壁曳尧周
仲美叶书邮亭壁曳尧卢氏叶凤栖梧曳渊题泥溪驿冤尧无名
女子叶题驿亭曳尧王琼奴叶题淮山驿壁曳尧无名女子
叶永安驿题柱曳尧陈述古女叶题小雁屏曳二首尧鲍娘
叶题兑溪驿曳尧李媛叶题壁曳尧英州司寇女叶题梅岭佛
祠壁窑序曳曰两宋之交约有 9首渊篇冤袁包括院丁氏叶题
汴邸曳尧幼卿叶浪淘沙曳尧南阳驿妇人叶靖康间题邓州
南阳驿壁曳尧秦观女叶题驿壁曳尧蒋兴祖女叶减字木兰
花曳渊题雄州驿冤尧靖康宫人叶题关中驿舍曳尧鄱阳妇
人叶建炎初题黄连步接官亭壁曳尧韩玉父叶题漠口
铺曳以及张氏残句野满目烟含芳草绿袁倚兰露泣海
棠红冶曰南宋和平时期约有 6首渊篇冤袁包括院朱淑真
叶书王庵道姑壁曳尧钱氏叶题壁曳尧陆游妾叶题壁曳尧张
惠卿叶题常山店壁曳尧淮上女叶减字木兰花曳以及戴
复古前妻残句 野机番白苎和愁织袁 门掩黄花带恨
吟冶曰南宋末年约有 7首渊篇冤袁包括院金淑柔叶浪淘
沙曳渊丰城道中冤尧杨氏女叶沁园春曳渊题樟镇清江桥
和无闻翁冤尧叶满庭芳曳渊题樟镇清江桥和无闻翁冤尧
刘氏叶沁园春曳尧徐君宝妻叶满庭芳曳尧王清惠叶满江
红曳渊题南京夷山驿冤尧王氏叶题清风岭崖石曳遥 另有
1首洛阳女词叶御街行曳渊书岐阳邮亭冤创作时间不
详遥
从题壁地点来看袁题于驿壁尧铺舍尧客舍尧邮

亭尧接官亭者约 19首渊篇冤袁如泥溪驿尧淮山古驿尧
永安驿尧兑溪驿尧南阳驿尧雄州驿尧夷山驿尧关中驿
舍尧临川驿尧漠口铺尧泗州旅舍尧黄连步接官亭等曰
题于用作观赏游冶之亭者约 2首渊篇冤袁如望湖亭尧
步伍亭曰题于寺尧祠尧庵者约 4首渊篇冤袁如太平兴国
寺尧 梅岭佛祠尧 王道姑庵等曰 题于宅壁者约 2首
渊篇冤曰题于屏风者 2首渊篇冤曰题于桥者 2首渊篇冤袁
如清江桥曰题于崖石者 1首渊篇冤袁如清风岭崖石曰
题于酒库者 1首渊篇冤袁如长兴酒库曰题于王府者 1
首渊篇冤袁如杭州韩蕲王府遥如与今天的行政区划相
对照袁这些题壁作品主要分布状况大致如下院浙江
8首渊篇冤尧陕西 6首渊篇冤尧江西 5首渊篇冤尧河南 4
首渊篇冤尧江苏 3首渊篇冤尧湖南 2首渊篇冤尧河北 1首
渊篇冤尧四川 1 首渊篇冤尧福建 1 首渊篇冤尧广东 1 首
渊篇冤袁另有 2首具体地点不详遥
三尧 宋代女性题壁作品的主题内

容

从宋代女性题壁作品的内容来看袁 大致分为
以下几类院
其一袁倾诉家国沦落尧漂泊流落之苦遥 表达这

一思想内容的作品约有 9首渊篇冤遥 造成这些女子
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就是战乱遥宋人汤岩起叶诗海
遗珠曳记述袁靖康间袁金人犯阙袁阳武蒋令兴祖死
之袁其女为贼掳去袁题字于雄州驿中袁叙其本末袁作
叶减字木兰花曳词遥 曾季貍叶秦女行曳序亦记载院野靖
康间袁有女子为金人所掠袁自称秦学士女袁在道中
题诗云院耶眼前虽有还乡路袁马上曾无放我情遥 爷读
之者凄然冶遥 淤咱员暂渊P546)金人元好问也注意到了宋代女
子的题壁作品袁其叶续夷坚志曳记载袁淮上良家女题
于逆旅间的叶木兰花曳词袁词写不忍离别家乡山水袁
悲苦凄测袁感人至深遥这些是金兵南侵时宋代女子
的题壁情况遥南宋末年袁蒙古族入侵袁女性被掳尧漂
泊流离的场景再次上演袁 她们身如浮萍袁 流转不
定袁只能题诗壁上袁泪诉情肠遥 如宋末元初人韦居
安叶梅石间诗话曳所载雁峰刘氏题于长兴和平酒库的
叶沁园春曳词袁语意凄惋袁见者为之伤心遥刘将孙叶沁
园春曳渊流水断桥冤 词序也记载了一名杨姓女子在
清江桥上的题壁词袁自叙生杨嫁罗袁南宋德祐二年

淤关于这名自称为野秦学士女冶的女子袁清代吴衡照叶莲子居词话曳考证称院野秦少游女适范祖禹子仲温袁所谓耶山抹微云女婿爷也遥 与其
妾红鸾袁俱不闻有流离事遥 而少游又不闻有第二女遥 冶这名女子自称秦观之女袁可能是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谋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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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276冤暮春袁自涪翁亭下舟行袁迫于追骑袁间道入
山袁最终仍不免于驱掠袁行三日袁经清江桥袁睹无闻
翁二词袁以为特未见其苦袁乃和于壁袁云野便归去袁
懒东涂西抹袁学少年婆冶袁又云野错应谁铸冶袁咱2暂渊P3529)

皆追记往日之事遥尽管只存残句袁我们仍可从中看
出战乱中女性的悲惨命运遥
以上这些题壁作品袁倾诉的多是国破家亡尧为

敌所掳尧欲归不得的苦痛遥 另有一些女子袁尽管有
幸未沦落敌手袁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袁随着外族的
入侵袁国家的动荡袁她们被迫背井离乡袁饱尝漂泊
流离之苦遥 如宋人马纯叶陶朱新录曳记载袁靖康间袁
京畿士人往往南窜袁 邓州南阳县驿有女子字书清
婉袁留题于壁袁云野流落南来自可嗟袁避人不敢御铅
华遥却思当日莺莺事袁独立东风雾鬓斜冶遥 咱3暂渊P6)又据
宋陈岩肖叶庚溪诗话曳尧清陈焯叶宋元诗会曳以及康
熙叶御选宋诗曳等载袁靖康之变袁某宫人题诗驿舍壁
间云院野渭平沙浅雁来栖袁渭涨沙深雁不归遥江海一
身多少事袁清风明月我沾衣遥 冶咱4暂渊P190)又有洛阳女袁
曾于岐阳邮亭题词一首袁其词流传下来的只半阙袁
就内容来看袁亦反映漂泊之苦袁或亦因战乱而流转
离散遥 咱5暂渊P622-623)

其二袁表现气节与操守遥此类诗篇传世者有 4
首渊篇冤遥如王清惠叶满江红曳渊太液芙蓉冤袁全词写伴
同南宋君臣北上之时的感受袁 充分显示出她不肯
向元军屈服的民族气节遥徐君宝妻的题壁作品叶满
庭芳曳渊汉上繁华冤和临海王氏的叶题清风岭崖石曳
也反映出其宁死不屈的铮铮骨气袁其事俱收入叶南
村辍耕录曳遥徐君宝妻之题壁词对自身被掳的艰危
现实着墨不多袁 而以较多笔墨表达对两宋三百年
文明的追思袁对祖国沦亡亲人永别的哀悼遥词表明
自己死节之心袁融汇国家和个人的双重悲剧袁意境
深重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遥
临海王氏被掠途中袁啮拇指出血袁写口占诗于崖石
上袁语意凄婉袁见者为之伤心遥 上述题壁作品反映
出的是战乱时期女性所表现出来的骨气和节操袁
在和平时期袁 女性所展示的人生志趣与人格操守
亦令人敬佩遥如丁氏叶题汴邸曳袁表现出不为荣华富
贵所动袁不畏皇权袁抗旨拒召袁淡泊以明志袁宁静以
致远的高尚气节与良好操守遥
其三袁抒发身世之叹遥宋代女子的身世之叹往

往伴随着爱情尧婚姻的不幸遥表达这一思想内容的
作品约有 5首渊篇冤袁王琼奴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典

型的例子遥据刘府叶青琐高议曳前集卷三载袁王琼奴
本是仕宦大家少女袁流落为赵奉常小妾袁受尽主母
鞭笞凌辱袁几欲寻死袁畏而不得遥 后来她随赵家赴
荆楚袁路过淮山古驿袁乘着夜色袁独自一人秉烛而
出袁将其生平遭际题于驿壁遥 对于古代女子而言袁
最大的不幸莫过于遇人不淑尧所适非偶遥在没有选
择的情况下袁她只能处处小心尧题壁倾诉袁古代女
性题壁表达较多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遥 王琼奴之
后袁又有一无名女子袁人生亦是命运多舛袁曾题诗
永安驿廊东柱云院野无人解妾心袁月夜长如醉遥妾不
是琼奴袁意与琼奴类遥 冶咱6暂渊P195-196)这个无名女子尽管
身世不详袁然从其题诗来看袁与王琼奴的境遇多有
相似之处袁 其诗表达的亦是胸中块垒无处诉说之
苦遥 王琼奴以及无名女子所抒之情主要还是婚姻
生活的不如意袁 另有一些题壁诗则主要反映的是
被弃之恨袁如周仲美叶书邮亭壁曳袁被丈夫无端抛
弃袁欲归无处袁又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袁只能为无
情之人守节至死袁 这是古代无数女子所经历过的
共同遭遇遥
如果说所适非偶是宋代女子人生的一大不

幸袁那么夫亡子幼尧孤苦无依袁则更令人同情与伤
感袁如鄱阳某女子袁原出身于富贵显赫之家袁然不
幸父丧母亡袁家道中落袁乱世难安袁不得不嫁给一
个无赖袁以船为家袁在水上生活袁漂泊不定袁后丈夫
溺毙于洞庭湖遥 女子题诗黄连步接官亭之壁云院
野故里萧条一望间袁此身飘泊叹空还遥 感时有恨无
人说袁愁敛双蛾对暮山遥冶咱7暂渊P1245)其穷愁困苦之状了
然可见遥 罗烨叶醉翁谈录曳乙集卷二亦记载了姑苏
钱氏的一则题壁作品袁其序云院野予吴人也遥世本良
家子遥顷因丧乱袁父母以妻里人朱横袁时年未笄耳遥
宋理宗即位之二十二年袁横因商于岭右袁妾两偕过
此遥不幸去岁秋袁横竟殁于瘴乡遥栖迟之踪袁无以自
处袁因携其遗孤以归故乡遥 在道路历艰虞袁仅四十
日矣遥昨暮抵此袁以风急未能济袁舣舟城下袁夜久不
寐袁有西风飒然而来袁皓月皎然窥人遥斯时也袁况羁
旅乎浴晓登望湖亭袁睹江山如故袁不觉有所伤感然袁
因吐其胸中袁书于壁间遥冶 咱8暂渊P20-21)幼年丧父或丧母尧
中年丧夫或丧妻袁皆为人生之大不幸与大悲剧袁战
乱频仍尧社会动荡无疑是雪上加霜袁使她们的处境
更为凄惨遥 这些作品袁由于是这些女子亲笔所题袁
因此比男性笔下所呈现的女性命运袁 以及史书所
记载的女性遭际都来得真实尧感人得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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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袁记述旅途劳顿之苦遥表现这一主题的题
壁作品约有 2首渊篇冤遥 如宋人周辉叶清波杂志曳卷
十所载院野邮亭客舍袁当午炊暮宿袁弛担小留次遥 观
壁间题字袁或得亲旧姓字袁写涂路艰辛之状袁篇什
有可采者遥 其笔画柔弱袁语言哀怨袁皆好事者戏为
妇人女子之作遥 顷于常山道上得一诗院耶迢递投前
店袁飕飗守破窗遥一灯明复暗袁顾影不成双遥 爷后书
女郎张惠卿遥 冶淤咱9暂渊P5-6)客店迢递路远袁好不容易抵
达袁窗户却残破不堪袁冷风飕飕袁吹得油灯忽明忽
暗袁眼前的景象使疲惫的诗人感到更加孤独遥对于
古代女子来说袁 旅途劳顿之苦又常常与人事之乖
舛尧爱情之不测相伴相生遥罗烨叶醉翁谈录曳卷二乙
集也记载了韩玉父寻夫途中的漠口铺题诗袁 叙述
她万里寻夫的坎坷经历与情感遥
其五袁吐露羁旅之思遥表现这一主题的题壁作

品有 3首渊篇冤遥 如彭乘叶墨客挥犀曳卷四所载卢氏
题词院野蜀道青天烟霭翳遥 帝里繁华尧迢递何时至遥
回望锦川挥粉泪遥凤钗斜亸乌云腻遥钿带双垂金缕
细遥 玉佩玎珰袁露滴寒如水遥 从此鸾妆添远意遥 画
眉学得远山翠遥 冶咱员0暂渊P21)这位卢氏是官宦家子女袁擅
长吟诗填词袁在旅途中题词于壁袁主要是抒发既想
归乡回京袁又对蜀地依依不舍的矛盾心情遥与卢氏
的委婉含蓄不同袁宋刘府叶翰府名谈曳记载的这位
无名女子袁 其感情表达更为直接院野情若分满归故
国袁梦随瘴月过梅峰遥 谁将此骨埋烟陇袁寂寞魂游
山雾中遥 冶咱员1暂渊P242)这位女子本与姨表兄缔结了美好
婚约袁然天不遂人意袁父亲过世之后袁被迫嫁给继
母之堂兄遥继母的堂兄老而猥恶袁后因居官受贿被
贬广州袁女子随之而行遥 船过英州时袁她乘丈夫醉
卧袁题诗驿亭墙壁袁既表达出对将生活于岭南山瘴
之地的不安袁也抒发出对马生的眷念之情遥人在他
乡尧 思家心切的女性题壁词还有很多袁 如元佚名
叶古杭杂记诗集曳卷二所载金淑柔叶浪淘沙曳袁词写
羁旅别情袁婉转流丽袁以带有女性特征的语言形象
地表现出作者的痴情袁把思乡之情写得淋漓尽致遥
其六袁表达闺情袁倾吐闺思袁抒发闺怨遥这是古

代女子题壁创作的一个常见主题袁 如前文所提被

迫嫁给继母堂兄的无名女子袁 其羁旅之思就多含
爱而不得之恨遥 较为集中且鲜明反映该主题的作
品约有 3首渊篇冤遥 如吴曾叶能改斋漫录曳卷十六所
收录的幼卿之事院野幼卿少与表兄同砚席袁 雅有文
字之好遥未笄袁兄欲缔姻遥父母以兄未禄袁难其请袁
遂适武弁公遥明年袁兄登甲科袁职教洮房袁而良人统
兵陕右袁相与邂逅于此遥兄鞭马袁略不相顾袁岂前憾
未平耶钥因作叶浪淘沙曳以寄情遥冶咱员2暂渊P478-479)在没有婚
姻自由的时代袁有情人往往难成眷属遥女性有感于
自己的命运和遭遇袁 只能借题壁抒发痛苦与无奈
之情袁 把因爱情的失落或残缺而引起的孤独尧苦
闷尧 怨恨等情绪书写下来袁 以使人知其哀肠与衷
曲遥 又如某驿卒女的题壁之作野玉阶蟋蟀闹清夜袁
金井梧桐辞故枝遥一枕凄凉眠不得袁呼灯起作感秋
诗冶咱员3暂渊P5)袁亦属闺怨之作袁伤感之情袁溢于言表遥 陆
游见其诗后袁纳之为妾遥 不幸的是半年多后袁被大
妇驱逐袁女不胜悲愤袁再作叶卜算子曳以抒怨袁其事
收入陈世崇叶随隐漫录曳卷五遥 于

在中国古代袁以美好梦想开始尧却以悲剧收场
的故事远不止此一例袁如戴复古前妻遥 据明刻叶石
屏诗集曳卷六以及嘉靖叶太平县志窑人物曳等文献记
载袁戴复古尝游江右袁富家翁金氏以女伯华妻之遥
复古居三年袁忽作归计袁伯华尽以其奁具赆之袁遂
赴水死遥比复古归袁而前妻已亡袁临终题野机番白苎
和愁织袁门掩黄花带恨吟冶二句于壁遥复古哭之袁为
续成一律遥 戴复古浪游在外袁其妻在家日夜悬望袁
抚养稚子袁贫病交加袁题诗于壁袁饮恨而亡遥戴复古
妻的遭遇是中国古代女性最常经历的爱情悲剧袁
其留题之诗所反映的亦是她们的集体性幽叹遥
此外袁还有表现其它主题的一些作品袁包括写

景寓人袁如老妓叶题太平兴国寺壁曳曰写景抒情袁如
鲍娘叶题兑溪驿曳曰写景咏志袁如朱淑真叶书王庵道
姑壁曳曰写人纪事袁如英州司寇女叶题梅岭佛祠壁窑
序曳曰咏物抒怀袁如陈述古女叶题小雁屏二首曳袁又有
司马朴妻张氏在鄜延路上某寺壁所题 野满地烟含
芳草绿袁倚栏露泣海棠红冶之句遥 也有一些题壁作
品其主题和内容较为含蓄尧模糊袁如李媛叶题壁曳诗

淤在宋代袁以异性笔触进行文学创作固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袁然并不能认定所有壁间题字野皆好事者戏为妇人女子之作冶遥
且就此段记载来看袁亦不能完全推断此诗非张惠卿所作遥周辉的这段记载袁可能带有男权中心的固有偏见与观念遥故仍视为张诗遥后文所
引鲍娘之诗袁亦为存疑之作袁在无其它文献佐证的前提下袁仍归于鲍娘名下遥

于吴骞叶拜经楼诗话曳卷三云院野耶玉阶蟋蟀闹清夜爷四句本七律袁明载叶剑南集曳袁而叶随隐漫录曳剪去前四句袁以为驿卒女题壁袁放翁见
之袁遂纳为妾云云袁皆不足信遥 冶古人衍他人之诗收入己集者并不少见袁如戴复古集中就有衍亡妻之句所成之律诗遥 如此种种袁不一而足遥
吴骞因叶剑南集曳中有野玉阶蟋蟀冶四句袁而认为此为陆游所作袁证据还不够充分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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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夜台夜复夜袁东山东复东遥当时九龙月袁今日白杨
风冶咱员4暂渊P128)袁既是写景寓人袁又暗含闺情袁还表达出
一定的哲思遥
四尧 宋代女性题壁创作特点及原

因

除上文所述流传的作品外袁 宋代还曾出现过
为数不少的女性题壁作品袁而且影响很大遥如沈括
叶梦溪笔谈曳卷二十四所载信州杉溪驿舍中鹿生妇
之题壁诗遥 又有某吴女袁过江馆题其壁作隐语诗袁
文辞甚哀袁士大夫相告而感之袁徐积见后袁也感慨
万千袁因作叶妾薄命曳诗以正吴地不嫁其女尧乐以与
人为婢妾的风俗遥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袁这些珍贵的
题壁作品今皆已失传遥 正如戴复古叶木兰花慢曳一
词所呈现的那样院野记得同题粉壁袁 而今壁破无
踪遥 冶从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袁宋代的女性题壁创
作大致呈现出以下特点院
第一袁官宦女子题壁作品多遥其中主要原因有

二院 一是仕宦之家的女子能够拥有更多的受教育
机会袁并受到更多的文学熏陶遥由于宋代还不存在
正规的女性文化教育袁 绝大多数女性都是通过家
庭文化教育的形式获得文化知识袁 尤其是在一些
中上层社会的家庭中袁 家庭文化教育以及浓郁的
文化氛围熏陶造就出众多具有较高文学素养与艺

术才能的女性袁如王安石家族的女性尧陈述古家族
的女性遥在宋代女性文化教育形式中袁家庭教育占
据着重要地位袁其对女性的影响深刻而久远袁超出
了其它形式的女性教育如宫廷女性文化教育尧青
楼歌妓艺术文化教育以及宫观寺庙女性文化教

育遥二是官宦之家的女子流动性更强遥随着父亲尧
夫婿官衔的变化尧 职位的调动袁 她们具有更多随
父尧随夫出行的机会遥通常情况下袁官吏游宦于外袁
妻妾等家属并不能随从袁 守候在家苦等宦游的丈
夫归来袁是她们生活的常态袁于是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的怨妇诗才蔚为大观遥 但正如王子今所指出院
野与我们以往的印象不同袁中国古代妇女也有相当
多的外出游历尧 停宿驿站的机会遥 她们的驿壁诗
作袁以润朗清亮的声音袁也加入了传达驿路多彩文
化感受的多重唱遥 冶咱员5暂渊P11)宋代女性流动的一条重
要途径袁就是作为官员的家属而游历遥
第二袁乱世女性题壁多袁这与男性题壁形成对

比遥 有宋一代三百余年间袁女性作家共创作约 32

首题壁作品袁 作于战乱时期的作品就有约 14首
渊篇冤袁约占 43.75%遥乱世导致女性的流徙袁从而也
促进了女性的题壁创作遥无论是被掳敌国袁还是因
避乱而流离袁 战乱是两宋时期女性较大规模流徙
的重要因素遥据研究袁野靖康之难冶期间被掳掠至金
军大营的女性就有 11 635名遥咱员6暂渊P50)这种流徙与因
婚嫁所造成的流动性不同袁一方面袁女性因此而经
历的流动过程充满着苦难与未知袁另一方面袁她们
或长途跋涉袁或漂泊辗转袁有较长时间是在旅途中
度过遥战争暂时打破传统儒家思想中野妇人识字即
乱情冶渊李商隐 叶杂纂曳冤尧野提笔男儿事袁 功名立可
夸冶渊周繇叶送边上从事曳冤的性别观念袁国家民族的
震荡尧 个人遭际的不平以及景物气候的变化激起
女性作家的倾诉欲望与创作冲动遥 乱世女性题壁
因此成为一种较为独特的尧 不再受到非议的文化
现象而存在遥
第三袁女性题壁作品多书写于驿站尧邮亭尧递

铺等地遥首先袁与作为观赏游览之地的亭阁楼台乃
至寺庙宫观等野诗意的冶文化空间不同袁作为古代
接待传递公文的差役和来访官员途中休息尧 换马
的处所袁驿亭尧邮铺等组成的文化空间往往与羁旅
行役彼此联系遥对于宋代女性来说袁由于她们的行
旅多是被动发生袁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袁因此较之
于其它题壁载体袁 驿亭更容易激发其内心压抑的
情感遥其次袁在大多数情况下袁野驿壁作为发表诗作
的场地来说袁是一处自由的园圃遥驿壁题诗的作者
和读者都处于相对自由的心理状态中袁 人们的身
份是大致平等的袁在这里袁没有上司和下属袁没有
主人和仆从袁没有男权和女侍遥 作者往往隐名袁读
者也无意认真索求作者究竟是什么人遥于是袁这里
成为自由地言志抒情寄意的特殊园地遥 在这些驿
壁题诗中袁因此可以读到寂寞的心语袁也可以听到
放纵的狂叫遥 冶咱员7暂渊P47)也正因为如此袁我们可以看到
如此多的女性题壁作品发表于驿亭之壁遥再次袁题
壁的目的就在于传播袁野基于介体对书写的限制袁
崖壁一般不是题写者的首选冶袁野如果题壁能够从
容不迫地进行袁 题写者一般不会选择人烟罕至的
荒野和不经斧凿的凹凸石壁冶咱员8暂渊P8冤袁由于过往行人
众多袁驿亭成为诗词作品传播的重要场所遥宋代女
性走出深闺袁进行题壁创作袁是表达自我的需要袁
同时也抱有使他人野知我冶的传播目的袁如王琼奴驿
壁留题袁就是希望野壮夫义士见之袁哀其困苦若是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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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袁 离情和闺怨历来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
作品的主要基调袁驿壁留题同样如此遥宋代的女性
题壁诗内容更多的是反映其不幸的遭际袁 抒发的
多是愁苦之情袁极少呈现出行走中的自然之美袁因
此能更真实地反映出在流徙尧 迁移过程中的心路
历程遥 她们的题壁作品袁 无论是反映战乱时的漂
泊袁还是旅途中的劳顿袁或者是身世之叹尧羁旅之
思袁 往往离不开另一个主题袁 即爱情与婚姻的不
幸遥 韩愈在叶送孟东野序曳中讲到野大凡物不得其
平则鸣冶袁这种野不平冶的遭际及思想感情正是源于
现实世界的不自由袁 并因此成为文学创作的真正
动力遥 我们从宋代女性的题壁创作中很容易发现
这一点遥 如王琼奴袁从其驿壁留题可知袁王琼奴父
业显赫之时袁亦曾路过淮山驿馆袁然其时并未留下
作品袁后家道中落袁沦为婢妾袁倍受凌辱袁复过此
馆袁野见物态景色如故袁当时之人宛如在左右袁痛惜
嗟叹袁其谁我知也钥因夜执烛私出袁笔墨书此冶遥又
如姑苏钱氏袁据其诗前小序称袁宋高宗即位之二十
二年袁因丈夫朱横商于岭右袁钱氏曾野两偕过此冶袁
后朱横不幸客死他乡袁钱氏因携其遗孤以归故乡袁
其时人生境况与感受心情已然不能和前两次路过

此地相比袁不觉有所伤感袁因野吐其胸中袁书于壁
间冶遥
第五袁 女性题壁作品产生过较大的社会文化

效应遥野题壁袁不仅是一种传媒袁也是诗词创作的触
媒袁 可以激发接受者的创作冲动袁 催生出新的作
品遥 冶咱员9暂渊P66)女性题壁作为一种不寻常的表达方式
与文化现象袁更容易各处传播袁并激发出读者的创
作热情遥 前文王琼奴题壁中的身世诉说袁 情辞凄
切袁唤起过无数路人的同情和自伤袁士大夫王安国
甚至还留题唱和遥后某无名女子题壁永安驿柱袁陈
师道读后感慨万千袁因再题绝句二首于驿柱遥据周
辉叶清波杂志曳卷十记载袁张惠卿在常山道上题诗
后袁不久即和作满壁曰鲍娘题诗兑溪驿后袁蒋颍叔
和之云野尽日行荒径袁全家出瘴岚遥鲍娘诗句好袁今
夜宿江南冶遥 叶永乐大典曳也记载袁王清惠于汴梁夷
山驿站题写叶满江红曳渊太液芙蓉冤后袁流播甚广袁影
响甚大袁中原争相传颂袁交口赞赏袁著名诗人汪元

量及抗元英雄文天祥皆有词和之遥又由刘将孙叶沁
园春曳渊流水断桥冤词序可知袁杨氏在清江桥上的题
词也产生过一定反响遥 此外袁前文所述丁氏作叶题
汴邸曳并野不知所如往冶后袁野是日袁客有语都城事袁
有感并补一章遥 还有某年老的歌妓在太平兴国寺
壁留题之后袁声名鹊起袁复野车马盈门冶遥 这些记载
都充分体现出宋代女性题壁创作的反响之大遥 同
时袁 她们的题壁创作行为在那个年代也极易受到
非议袁因此更容易成为男性士人关注的焦点袁甚至
出现了一些男性文人托名女性所作的留题遥非议尧
关注尧仿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女性题壁作品的传
播遥
五尧结语
女性主义理论认为袁 父权制的系统总是有利

于男性的书写袁而不利于女性的创作袁在千百年男
性中心的语境化过程中袁 女性成为历史传统的缺
席者遥她们大部分时间都被牢牢地锁在深闺袁尽管
偶有文学创作袁其态度往往是野女子弄文诚可罪袁
那堪咏月又吟风冶渊朱淑真叶自责曳冤袁其目的则多为
野岂敢传千载袁聊将遣一时冶渊龙辅叶题书斋曳冤遥虽然
偶有出游的经历袁但由于其行旅多依附于男性袁无
论是经济上还是感情上袁 宋代女性都成为男性的
附庸袁我们很难听到她们的心声袁她们常处于野失
语冶状态遥作为野失声的群体冶淤袁她们的声音被强大
的男性话语淹没遥 在传播不平等广泛存在以及女
性表达权利倍受压抑的社会背景下袁 题壁作为一
种特殊且便捷的传播方式袁 就成为她们自由表达
个人心声的重要途径遥 宋代女性这种文学创造与
传播的自觉袁是她们群体的女性主体意识强化尧个
体价值意识自觉的表征遥 这些流传下来的题壁作
品所呈现出的故事袁 反映出宋代千万女性的共同
遭际与集体心声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遥她们的题壁
作品真实地反映出宋代女性的生存状况袁 甚至具
有野诗史冶的作用袁如野靖康之难冶中女性留下的众
多题壁作品遥我们由此可以读到在特殊政治史尧军
事史背景下的女性生活史以及心态史遥 作为文学
史料袁这些题壁作品的价值也是值得重视的遥

淤野失声的群体冶渊the muted Group theory冤 理论最早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创立袁后来发展成为一个社会传播议题遥 野失声冶这个词语由
人类学家夏洛特窑哈德曼 渊Charlotte Hardman冤 发明袁野失声的群体冶 理论最早的创立者则是文化人类学家阿登纳 渊Ardener冤 和雪莉渊
Shirley冤遥 1968年袁在剑桥大学伊丽莎白女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袁阿登纳和雪莉把女性表述为一个野失声的群体冶
渊muted group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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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Wall-writings of Women Writers in Song Dynasty
LIU Shuang-qin

渊Jiangxi Provinc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Nanchang 330077, China冤
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Wall-writings is a regular phenomenon in ancient Chinese culture. The wall-writings by women
are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s which tell in a rare channel the writer's mind . The women's wall-writing in
Song Dynasty are mostly written by ladies born in official families during their experiences of war and chaos.
The writing, often seen in pavilions and courier stages, express the writers' miseries in foreign invasion and
homelessness, their virtues and moral integrity, their mourning of lives and their travel sufferings. Those
works mad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ir contemporaries and people in later time.
运藻赠 憎燥则凿泽院 woman writers; Song Dynasty; wal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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