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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看

清代女诗人的早逝现象 ①

王细芝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湖南 岳阳４１４０００）

摘　要：有清二百余年间，闺阁文学大盛，然在清代闺阁才人中，幸运者和善终者极少，而不幸者却比比皆是。以《清代
闺阁诗人征略》为例，其早逝者几乎均有着共同的特点，发掘其早逝缘由和特点对当代女子教育均有着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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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作家代不乏人。
至有清一代，由于经济与文化的发达，以及文学观念对女

性创作的重视，女性文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根据王英志

《清代闺秀诗话丛刊》的收录，清代女诗人数目远远超出了

此前历代女诗人之总和。但正如王英志先生所说，“由于

清代闺秀诗话辑录者较多，从而相互转抄、重复的现象比

较严重。”所以，在目前清代女诗人总数尚无法确定的情况

下，以施淑仪之《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为蓝本，对清代女诗

人的命数做出定性分析，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合理性。

一　清代女诗人早逝情况统计
刊印于民国２１年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是民末清初

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女性学者施淑仪女士所辑录的，全书记

载有清自顺治至光绪末年１２６３余闺秀诗人之生平，编纂遵

循先详姓氏、里居、著述，次列事迹体例，编写内容以事迹

为主，因此全书对于各闺秀的生平多有阐述。

全书１２６３名女诗人中，明确注明闺秀在４０岁之前即
香消玉殒的女性诗人有３１８人，占总人数的２５．１８％，除此
之外，辑录中还有部分女诗人虽未明早逝，但具文中推测，

逝年仍然较早，如《征略》卷三记载，一日妙贞之父前去看

她，坐谈良久，妙贞口占两绝句，既而叹曰：“寿之修短，命

也。诗语成谶，吾不能与子偕老矣。继我者其叶乎？”后竟

如其言。再如卷九记载，（朱）迪珍“归蒋不久，昙花遂萎。”

另外，《征略》中还有相当一部分闺秀没有生平记录，其逝

年更是不得而知。由此可知，清代闺秀诗人在壮年之前即

谢世者比比皆是。通读全文，《征略》明确逝于４０岁之前
的３１８名女诗人中，不同早逝的情况参见下表：

清代闺阁诗人早逝情况统计表

类别 兵乱遭变 抑郁而亡 病亡 殉情及礼法 不被夫家所容致死 产亡 其他

数量 ３７ ３５ ６４ ４０ ４ ８ １３０

所占比例 １１．６４％ １１．０１％ ２０．１３％ １２．５７％ １．２５％ ２．５２％ ４０．８８％

　　其中，“其他”指《征略》中对闺秀的去世缘由未作交
代，仅仅只注明“早逝（夭）”或“逝年岁”。

二　清代女诗人早逝特点
从《征略》中可以看出，当清代女性文学如春潮涌动般

迅猛发展的同时，很多闺阁女子的青春和才华却夭折在一

片春寒料峭中。尽管她们钟灵毓秀，聪慧过人，尽管她们

身上所蕴藏的文学艺术潜能有着绝不输于男性的广博和

深远，但她们的年命却普遍让人无限惋惜，其薄命如斯，正

如严迪昌先生所言：“才女才妇在封建社会所备受的‘薄

９４１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王细芝（１９７２－），女，湖南醴陵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元明清文学研究。



命’之苦尤其惨重”。她们很多人身上都有着摆不脱的悲

剧宿命，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苍凉与无奈是一份完全不同

于男性的深长而痛楚的生命体验。可以说清代女诗人虽

是才华纵横，其人生却是让人泪也纵横的。大致而论，清

代闺阁才女的早逝可以集中概括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

清代女性文学的繁荣，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文人的奖

掖与扶植，著名学者袁枚就曾是女性文学最大力的提倡者

与支持者，其“袁家三妹”个个文采出众。但不幸的是，三

位才华横溢的女子年命都不长，其中袁机所适非人，饱受

荼毒；袁
$

早寡守志，袁棠死于难产。面对家中三妹不幸

的遭遇，袁枚发出了“少守三从太认真，读书误尽一生春”

的深深感喟，痛悔自己早年将诸妹带向读书写诗之路。自

古以来，中国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贞洁等根深

蒂固的伦理观念导致了女性生活及婚姻的不能自主，所以

尽管清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女性文学前所未有繁盛

的时代，但从女性本身的社会地位来看，闺阁才人仍然属

于男权社会的附庸品，属于封建礼法的牺牲品。《征略》所

辑录的３１８名早逝女诗人中为父母公婆毁伤身体尽孝和为
亡夫守节之举比比皆是，如卷四“（吴静）夫病革．．．．．．遂
不食死，年二十六。”再如卷三戴礼“翼死，无子，戴多方求

死不得，后十七日乘间自缢．．．．．．时年二十。”这些殉情或
殉于礼法的有４０人之多，占早逝总人数的１２．５７％。

由此可知，不管清代社会如何为女性文学的发展广开

畅途，封建的忠孝节义观仍是牢牢钳住了闺阁才人的命

脉，她们读书越多，所受的荼毒越多。自从《礼记》制定女

教以来，历代闺训层出不穷，浩如烟海，而清代众多出版商

感于家训在社会上的风行，更是把古往今来各种家训名著

编辑成丛书出版，这些家训著作中的观点虽然表达风格各

异，但在对两性婚姻关系上，其核心思想均不外乎“夫者，

妇之天也”，将女子置于男权统治的阴影之下。女性的生

存没有任何个体价值，丈夫与丈夫家族的延续成了她们生

存的终极目标。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教育一直也都

以“德育”为主体，所谓“女教”其实也就是礼教，它的基本

内容无非是三从（从父、从夫、从子）与四德（妇德、妇容、妇

言、妇功）的道德准则。而程朱理学的深入人心，封建礼教

对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较深的妇女的约束则更加严厉。

在父系社会的法律、礼教、风俗、偏见等束缚和压迫下，女

性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都饱受摧残。而清代女性诗人

大多出生于官宦之家，从小多受礼教熏陶，在长期的洗脑

下，她们中多数逆来顺受，把众多束缚视为合情合理、天经

地义。虽然她们很多热衷诗词创作，但其诗词作品中既缺

少“见客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

嗅”的天真自然与娇憨可爱，也难见“兴尽晚回舟，误入藕

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的热爱生活与亲近自

然，更遑论“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

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的宽阔胸襟与倜傥情

怀。她们经常囿于个人小小的情怀和家族狭小的利益，加

上一直以来所谓“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的盲目崇拜，

众多清代闺秀均怀着从一而终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移的

人格力量走过了短暂的一生，并最终以生命作为祭品奉献

给了男权社会，谱写了一曲曲凄婉的人生悲歌。

（二）添得情怀转萧索，始知伶俐不如痴

虽然清代闺阁诗人的创作有着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她

们的文学生活远非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优雅浪漫。她们养

尊处优，却哀怨无端，她们一方面深受传统理学的影响，另

一方面却又在理想的云端茫茫不知所归，深陷现实的泥淖

中无力挣扎。如《再生缘》作者陈端生，其人生远没有故事

中女扮男装的孟丽君那样意气风发。２９岁时夫君因受科
场牵连充军伊犁，她此后也如无数命运多舛的女性一样在

漫漫的等待中郁郁而亡。总览《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在

３１８名早逝的女诗人中，抑郁而亡的占１１．０１％，而在病亡
的６４人中，又有多少是因为精神抑郁而引发疾病导致不治
而亡的呢？如卷九程芙亭“成婚后一载，举子不育，遂得疾

不起。”其虽为病亡，焉知不是因为心情抑郁所致？再如卷

八“（王静姑）其夫从贾不闻，抑郁得疾，逾年而逝。”所谓病

由心生，身居内院的才女们往往情感丰富，思绪繁复，生活

中的一些变故常常在她们的内心结成挥之不去的块垒。

“常言道“忧思伤脾，更可伤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
说“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久而久之，

病痛便悄然而至了，所以说病亡与抑郁而亡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实属殊途同归。

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总要求完美的女性需要具备贤

惠孝顺、温柔贞静的优雅品格；温雅委婉、柔和稳重的言语

风格；意态深沉、端庄洁净的大方仪态以及巧手慧心、精致

别样的女红手工。也就是说，相较女子三不朽中的才和

色，德更是闺中女子修身的规范，被放在了女教的首位。

而德之首位，乃“安详恭谨”。所以，即便所适非人，即便遭

遇不公，清代闺秀们大多都缄默寡言，将所有的失望、悲伤

都埋藏在心底，接受着不公平命运的肆意折磨，挣扎于生

命的苦海之中。如《征略》卷三中记载贺双卿“（双卿）性潇

洒而意温密，飘飘有凌云气，无女郎琐窄纤昵态，以才情自

晦……嫁村夫贫陋颇极，姑又劳苦之不相恤，双卿事之善。

意虽弗欢，见夫未尝无愉色，饥倦忧悴，言笑犹晏晏也。”

女德教育让封建社会的女性被定位在家庭。她们长

期身处深闺，更显寂寞孤独。受过一定文化熏陶的清代闺

秀们，在百无聊赖之际也常如朱淑真一样“闷无消遣只看

诗”，可是诗书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心灵的慰藉，因为“又见

诗中话别离”。清代闺秀们大多都很有才情，但女性的才

情在当时既是一种天赋，却也是一种天谴，会令人心灵备

受煎熬。闺阁才人们在才情与妇德的关系中陷入了两难

境地。因此，她们在平时的创作中，一方面表现出少有的

才情，另一方面又因受性别定位的影响表现出非常矛盾的

心理特征。正所谓“添得情怀转萧索，始知伶俐不如痴”，

没有经受诗书文化浸染的闺秀们，是否反而能平静安详地

度过圆满的人生呢？

（三）生逢乱世不由人，遥看多少凄情事

《征略》自顺治到光绪末年１２６３余闺秀诗人生平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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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记载３７名闺秀早逝于战乱兵变中，占早逝闺秀诗人总人
数的１１．６４％。

除了朝代的变迁，清代还曾经历了三藩之乱、白莲教

起义、太平天国起义、辛酉政变等重大的社会变乱。各种

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地要干扰到深闺女子枯燥但相对安

定的生活，将她们驱逐到战火或兵乱的危险面前，使她们

的身体和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平日被封闭在深闺

中的女子，一旦遭逢丧乱，便如同飘萍柳絮，随风起落。她

们丝毫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当危险到来的时候，唯一防

身的武器便是自绝于世。如《征略》卷九记载，“（杜兰卿）

十三岁，值咸丰辛酉之难，投河殉节毕命，时有诗题壁。”再

如“（郑佩行）未嫁随母殉于川沙，年二十有四。”

女性永远是各种天灾人祸的牺牲者，她们无力改变也

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只能任由天意弄人，各种清代女性

诗歌汇编中的题壁之作都记录了她们乱世的遭遇和心境，

见证着她们悲惨的命运，浸透了她们的血泪。

清代作为一个刑法酷厉的封建王朝之一，往往一人犯

法，株连几族，男性１５岁以上者，或被正法或被流放；女子
则被卖身为奴或者随放边地。女诗人因家庭的变故，由往

昔官宦人家娇养深闺的小姐沦为流徙边地的囚徒，其人生

的际遇变化也常让人唏嘘不已，而为了免于被卖为奴之

耻，很多女性诗人选择自尽而亡的无奈更让人感叹上苍翻

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无常。如《征略》补遗“浦氏，查克上室。

克上因父获罪同死。浦氏同姑史氏约自尽。史氏先缢，浦

氏赋《绝命词》四章，遂吞金死。”

三　清代女诗人早逝现象对当今女子教育的
启示

作为清代女诗人主体的闺秀，她们一般都受到了比较

好的教育，应该说这也是她们之所以能成为女诗人的决定

性因素，但即便如此，她们仍然处于从属和被压迫的地位，

以致她们的命运全部由长辈和男人操控，生活和婚姻不能

自主，也因此导致了一幕幕悲剧的发生。从她们悲剧的人

生中我们也不难得出当今女子教育的相应启示。

（一）独立的人格教育是女子教育的终极目标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然经济形态造就的是

依附性人格，而商品经济型社会则会出现“以物的依赖性

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也即独立性人格。在中国以往的

历史中，女性往往没有独立的人格，男性是女性人格的参

照坐标。而到了当代，在商品经济背景下女性的人格追求

有了一个质的改变。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人之

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其觉解。”所谓“觉”，其实指的就是

一种自觉，一种自信自强的独立意识。在竞争的社会里，

女性要想获得幸福圆满的人生，首先就必须摆脱依附心

理，从内心让自己强大起来才能坦然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

清代社会甚或整个封建社会的女性正是因为普遍存

在着一种典型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她们在人生的变幻际遇

中常常无所适从，最终难逃悲剧的结局。

（二）和谐的德才教育是女子教育的不二法则

社会的竞争，最终其实都是素质和才华的竞争，女性

要想摆脱依附的地位，想要在人生舞台上收获鲜花和掌

声，势必首先要从心理上解放自己，然后从综合素质上武

装自己。刚柔并济，德才兼备应是完美的现代女性生命形

式和人格形态，任何方面的偏颇都不能成其为科学的教

育。所以说和谐的德才教育才是当今女子教育的不二

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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