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邗 （上接 7 版）

甚至走出国门， 兴教育， 办实

业， 一批批女性文学家成长起

来， 女性文学在现代文学中占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 出现了三部中国女性文

学史： 谢无量 《中国妇女文学

史》 （中华书局 1916 年）、 梁

乙真 《清代妇女文学史》 （中

华书局 1927 年 ） 和谭正璧的

《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 （光明

书局 1930 年）。 谢无量的著作

带有民国初年的鲜明的时代色

彩， 如他主张男女平权， 认为

古代女学衰废， 导致了女性的

文学才能得不到发展， 应该提

倡女学 。 谢无量持 “杂文学 ”

观念， 包括经、 子、 史， 而以

女学诗文为主， 不涉及女学创

作的小说、 戏曲和弹词。 此书

写至明代为止 ， 梁乙真的 《清

代妇女文学史》 是 “赓续谢书

而作 ”， 也以诗文为主 ， 不涉

及小说 、 戏曲 、 弹词等作品 。

谭正璧在 《中国女性的文学生

活·自序 》 中批评说 ： “谢 、

梁二氏 ， 其见解均未能超脱

旧有藩篱 ， 主辞赋 ， 述诗词 ，

不以小说 、 戏曲 、 弹词为文

学， 故其所述， 殊多偏窄。”

谭 正 璧 （ 1901—1991） ，

现代著名文史学家 、 作家 。

1901 年 11 月出生于上海嘉定

县黄渡乡 ， 字仲圭 ， 笔名谭

雯 、 佩冰 、 璧厂 、 赵璧等 。

1923 年前后在上海大学读书，

后在上海神州女校等中学执

教。 年轻时， 喜好藏书， 热爱

创作， 曾模仿德国司托姆 《茵

梦湖 》 创作过一部中篇小说

《芭蕉的心》 （民智书局 1923

年）， 著有短篇小说集 《邂逅》

（光华书局 1926 年 ）。 谭正璧

青年时就受到 “五四” 新文化

的洗礼， 因此， 他的文化和文

学观念与谢无量相比， 有着明

显的差异。

与谢无量所持 “杂文学 ”

“大文学 ” 观不同 ， 谭正璧秉

持 “纯文学 ” 的观念 ， 叙述

宋代之前的女性文学 ， 以诗 、

赋 、 词 、 乐府为主 ； 元代以

降 ， 则以戏曲 、 小说 、 弹词

为文坛的正宗 ， 予以重视 ，

通俗文学几乎占一半的篇幅 。

而且他接受当时的进化论文

学史观 ， 以 “时代文学 ” 为

主 。 所谓 “时代文学 ” ， 即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 ， 叙

述每一时代的女性文学 ， 以

主流文体为中心 ； 甚至称赞

女性作家 “在每个文学演化

的时代 ， 她们都是开疆辟土

的大功臣 ” （ 《叙论 》 ） ， 如

在诗演化为词 、 词演化为曲

的过程中 ， 歌伎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谢无量认为古代男女不

平等的历史根源在于 “由数

千年以来之境遇 、 习惯 、 遗

传有以致之 ”， 女性失去教育

机会 ， 因而女性文学不发达 。

谭正璧则作了深一层的开掘 ，

指出女性的文学作品比不上

男性的著名作品 ， “这不是

两性的天生的资质的有所差

异 ， 而完全是社会的经济的

原因所构造成的 ”， 女子本来

特别赋有文学创作和欣赏的

天才 ， 是男性中心社会的压

迫 ， 才使她们的天才很少发

展的机会 。 这种如炬的卓识 ，

正是来自 “五四 ” 新文化运

动后的 “性别政治 ” 赋予他

的思想光芒。 他说：

在男性中心的宗法社会之

内， 女性生活处处受男性的操

纵 、 压迫 、 欺骗 、 藐视……，

而她们也有向男性投降的， 也

有向男性反抗的。 投降者被誉

为贞女、 良妻； 反抗者被骂为

淫女妒妇， 而最后投降者， 多

数是成功， 反抗者到底只有一

个失败。

这是全书立论的基石 ，

也是著者审视历史上的女性

文学生活的思想基点 。 书中

随处可见著者对男性中心社

会之罪恶的控诉 ， 为女性天

性遭压抑鸣不平 ， 为许多女

性作家的凄美人生掬一把同

情的泪水。

谭正璧本来就是一位小

说家 ， 在 《中国女性的文学

生活 》 中 ， 他勾稽史料 ， 根

据女性作家的诗文作品 ， 以

抒情性的美文的笔调 ， 像小

说一样设置历史场景 ， 叙述

了卓文君 、 鱼玄机 、 薛涛 、

辽国萧皇后等等历史上许多

女性的一幕幕曲折凄美的人

生 ， 或是爱而不能 、 搔首踟

蹰的爱情恋歌 ， 或是哀感顽

艳 、 抗争不屈的爱情悲剧 。

著者或讴歌她们的生命 ， 或

赞许她们的才情 ， 或感慨她

们的命运 ， 情感起伏跌宕 。

如叙述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后 ，

著者写道：

其实我们单就她仅存的遗

诗———《白 头 吟 》 ———看 来 ，

她自有她新鲜活跃的真生命 。

所以 ， 在这里 ， 在她死了已

将近二千年以后 ， 我们仅将

汉代唯一女诗人的荣名 ， 上

之于这位多情而绝世的佳人

卓文君女士。

九十年后的今天， 读者还

能在字里行间体会出著者执笔

时抑制不住的兴奋之情。 写李

清照那一节的开篇道：

当我涉笔要写我们有史以

来最伟大的女文学家李清照而

翻读她的身世和作品的时候 ，

使我忍不住感情的迸裂， 屡屡

为之掷笔长叹。 这样拙劣又是

这样枯索的我的笔锋， 不知怎

样的去写， 才能将我们这位出

落得异样伟大的女文学家的丰

腴的生命和她的超越的天才 ，

整个地活跃而逼真地表现出

来！ 我几不信我自己有去尝试

的大胆！

正是这样的抒情性笔调

和以 “文学生活 ” 为中心的

叙事性写法 ， 增强了文字的

可读性 ， 避免了通常文学史

著作的枯燥乏味 。 这部著作

一出版就能赢得广大读者 ，

特别是女性读者的喜爱 ， 不

是没有原因的 。 当时佩冰就

撰文文章评论说：

他在中国文学里掘得了无

数的平常人所不注意的璞石 ，

运用他熟练的雕琢天才， 成了

他自己创造的玲珑宝玉。 所以

在这本书里 ， 每个女性作家 ，

她的生命都仿佛影戏般在我们

面前活跃， 有的在作丰润的骄

笑， 有的在作压榨的哀呻， 有

的在作失恋的悲狂， 有的在作

烦闷的诅咒。 使我们如读了动

人的小说和剧本一样， 遏不住

我们感情的奔迸， 引起了我们

深切的同情。

谭正璧是以严肃的态度

撰著这部女性文学史的 。 他

曾指出 ， 研究女性文学的人 ，

至少必须有下列四种能耐 ：

一 、 辨别真伪 ， 二 、 发掘埋

藏， 三、 整理杂乱， 四、 详细

阅读。 然后才可进入作家作品

研究。 “整理国故” 以后的文

史研究， 首先重视的是材料真

伪的考辨 ， 谭正璧亦预此潮

流， 重视材料的考证。 他批评

过去几部女性文学史共通的

最大缺点 ， 就是他们都把古

来所谓女性的作品有则必叙 ，

而不去一考它的来历与真伪 ，

甚至有把鬼诗乩语也列入的 ，

那更可笑到极点了 。 谭正璧

撰著此书 ， 重视对文献的辨

析 ， 如对 《胡笳十八拍 》 的

作者问题 ， 薛涛 《十离诗 》

的真伪问题 、 《阳春白雪词 》

作者吴淑姬籍贯问题 ， 等等 ，

都有要言不烦的考辨 。 有一

些女性文学家如宋末的张玉

孃 ， 是他首次勾稽出来而纳

入文学史的 。 明清创作小说 、

戏曲 、 弹词的女作家 ， 身世

多不明瞭 ， 谭正璧尽可能地

从各种笔记杂史中勾勒出他

们的人生轮廓 。

女性作家， 在世时创作天

性遭到压抑 ， 去世后作品散

佚， 名声澌灭， 可谓是双重的

不幸。 谭正璧为她们的灵魂叫

屈， 钩沉史料， 复现她们凄美

的人生， 算得上是古代才女的

知音。

可能是受到陈东原 《中国

妇女生活史 》 （商务印书馆

1928 年 ） 的影响 ， 1930 年光

明书局初版时书名题曰 《中国

女性的文学生活》。 1931 年作

了三万字补正 ， 出了再版 。

1935 年又作增补修订 ， 出了

第三版 ， 易名曰 《中国女性

文学史》。 此前， 1922 年梁启

超在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

的情感 》 中首次提出 “女性

文学 ” 的概念 。 谭正璧 1935

年改题 “中国女性文学史 ” ，

是第一次打出 “女性文学史 ”

的旗号。 “女性文学” 与 “妇

女文学” 相比， 具有更加鲜明

的性别意识 ， 更强调女性独

立。 谭正璧说： “如果严格一

点地讲起来， 真正的女性的文

学 ， 还是女性自己所写的文

学。 ……她也尽可去描写男性

以及其他一切， 不过立场和经

验都是女性的。” 女性立场和

女性经验 ， 正是 “女性文学 ”

的要义所在。

此后， 谭正璧依然留心于

女性文学的文献， 钩稽了不少

材料， 准备再作增补修订， 可

惜 “十年浩劫 ” 中全被抄走 ，

丧失殆尽 。 至 1984 年 ， 他对

此书作最后一次修订， 由百花

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题作 《中

国女性文学史话 》 。 可以说 ，

撰著 《女性文学史 》， 是谭正

璧一生牵挂的事业。

谭正璧曾对中国女性文

学作出一分为二的评判 ， 女

性文学的优点是感情真挚 、

辞句平浅 、 风格优美 、 意境

清高 ， 缺点是思想平凡 、 题

材狭隘 、 技术粗率 、 体制因

袭 。 他既热情歌颂女性的文

学天赋 ， 又激烈地抨击男性

中心社会是造成女性文学天

赋未能发挥的根本原因 ， 为

女性鸣冤辩诬 ， 呼号礼赞 。

他认认真真地在女性文学史

研究领域下了披荆斩棘的功

夫 ， 撰写出这部中国女性文

学的通史 ， 拓宽了女性文学

史研究的格局 ， 奠定了女性

文学史编写的基调 ， 是 20 世

纪文学史研究的一部经典 ，

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 ， 也不断地沾溉着后世一

代又一代读者。

读罢全书 ， 作一绝句以

记之：

才清禀异秀灵心， 自古贤

媛多咏吟。

可恨锦笺难出阃， 谭公彤

管遇知音。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中国女性文学史》 近

期将由东方出版社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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