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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清照留存后世的作品相
当有限!可供研究的资料

也颇为匮乏" 艾朗诺研究李清照
的新书#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
受 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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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谓迄今为
止关于这位中国古代最著名女作
家的最好研究! 也可能是我目力
所及最好的研究"

这部专人研究是建立在对研
究对象本人作品及其他相关史料
细致分析的基础之上的! 这些作
品可被视为可靠的传记资料" 正
如本书书名的前半部分所告诉我
们的! 艾朗诺坚持将李清照及其
作品不但置于女性创作! 而且是
才女创作的语境之中 (他细致地
将李清照性别之)累*的性质加以
历史化! 因为这种性别之累从李
清照生活的时代到现在为止!一
直处于变化之中+ 艾著筛除了大
量无关痛痒的二手研究! 这些研
究与其说是历史研究! 不如说更
像圣徒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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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艾著而言!尽管细节上有时让人
觉得纷繁复杂!但我们看到!性别
一直是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甚
至! 作者还试图将性别如何成为
李清照自己生命中的问题!与如
何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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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主要是李清照
的男性崇拜者与评论者的问题!

加以区隔"

艾著面临的悖论早已有之 "

我们最初对李清照感兴趣! 就因
为她是一位天才词人!但她的词
作提供的关于她本人的信息很
少! 或者说并没有直接的信息"

艾朗诺第一次点醒我们! 就其生
平而言!李清照的词作其实真实
的可能性很小!而数世纪以来!她
的词集也随着她的声誉渐隆而不
断膨胀" 换言之! 通常被用作证
明)实人*之)证据*的作品!可能
实际上是某种形象的建构!而这
些作品就是被用作建构这些形象
的文献基础" 然后! 艾朗诺仔细
分析和历史化了将李清照词视为
她情感与经验直接表达的解读传
统!他也聪明地观察到!这种解读
方式如何成为她作为女性作家的
角色功能之一! 甚至超过了男性
词人" 在此语境之下! 中文学界
极其乏善可陈的李清照研究无意
中提供了不少可笑的时机" 正如
艾朗诺所展示的! 很多学者构造
不同的脚本去想象李清照如何与

她的丈夫赵明诚离别! 就是为
了找到一个间隙! 使得她写的
)怀人*词能够具有一个被创作
出来的机缘" 中国学者投入巨
大的学力和心思为李词系年!

并对她的词进行传记式的语境
化! 而没有想过她的词是否真
的可以直接表现她的生活经
历,,,词与中国古典诗歌是不
同的!就词而言!这确实是一个
非常严肃的问题"

艾朗诺否定了将词作为李
清照生平的直接证据之后!将
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李清照现
存其他体裁的作品上! 而这些
作品可以提供李氏生平更真实
的史料依据"关于这一点!他非
常得心应手! 他在书中揭示了
李清照是如何操控自我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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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在复杂的个人
与政治情境中 &她的词就是在
这种情境中被阅读和评判的'!

完全掌控自我表现的女词人形
象取代了被情感左右的女性词
人形象" 我们看到易安生平中
两件重要的事!即改嫁与离婚!

被置于她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
对寡妇不同态度的双重语境中
予以观照" 使用材料去证明已
有的结论! 并不能表现中国学
术最优秀的一面"

艾朗诺观察到的中文学界
的问题有时颇令人抓狂! 尽管
他对此表现出最大的了解之同
情"中国学者似乎不能接受!在
多年的婚姻生活中! 妻子可以
对丈夫爱恨交织! 以及在任何
妻子对婚姻生活的记录中 !这
种怨恨可以超越或混杂着爱的
表达" 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

实为文学史上第一个由妻子全
面记述婚姻生活的作品! 该文
也是她为赵明诚所收集到的金
石拓片成书所作的序" 作为一
篇序!它超越了)序*这种文类
的所有标准"然而!对中国学者
而言! 如果李清照表达任何哀
怨! 那么一定与她的丈夫赵明
诚纳妾有关&在-金石录后序 %

中! 某些情境中她明显有怨忿
之情! 但与赵明诚是否纳妾无
关'" 现在并没有实质性资料
能够证明或否定赵明诚纳妾的
可能性! 但这一点无疑成为了
无数学术聚讼的理由"

不
过!尽管艾朗诺批评中
国学者将李清照的词

作为其生平资料的观点! 但这
部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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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讨论李词的" 讨论李清照词
的部分有两章! 其中一章有一
半篇幅讨论的是这些词的可信
度的问题" 艾朗诺竭其所能将
这些词重新与其历史上的某个
作者联系起来! 这些人都是经
过他精心考证的" 他努力展现
李清照的词何以不同于她前代
或同时代词人的作品! 尽管有
些地方解读得非常精妙! 但我
们总感觉并不是太能站住脚!

这也是最后几章稍逊于书中其
他部分的所在"

有人颇认为! 李清照作为
作家被铭记! 主要是因为她所
撰写的-金石录后序%" 尽管艾
朗诺对-词论%进行了精彩而原
创性的解读! 但这篇简短的词
学文献却没有得到其应得的重
视" 原因在于! 我们知道李清
照主要是因为她的词人之名!

因此! 当我们发现我们确信知
晓这位词人历史上的一切时!

我们却无法将其生平与她的词
联系起来"

从宋代至今! 中国主流的
解释传统一直将每一个文本纳
入到知人论世的机制之中!进
而导致了传记式解读的发展!

并在王朝历史的兴衰起伏中探
索文本的背景" 俗语称这种方
法是所谓)文史不分家*" 以此
来对照李清照论词的名言 )词
别是一家*并不完全合适!这个
短语自身有其丰富的历史内
涵 ! 不过我将其翻译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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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艾
朗诺的翻译更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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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至少要抱有这种可
能性! 即李清照希望词属于另
一个世界! 它可以抵制常见于
经典文体中的历史化倾向" 尽
管苏轼将个人生平投射到词体
之中! 正如他执着于在文学中
记录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但
还有另一群词人,,,如晏几
道. 贺铸或周邦彦,,,总体上
在词中隐匿了他们生平中的行
迹! 而且他们的传记也极为模
糊" 后世的学者与读者基于主
流的历史化的解读方法! 也希

望从他们的文本中重新发现什
么!但这不过是捕风捉影"

艾朗诺在书中呈现了一种
与中国学者不同的历史化的研
究方法!并将此发挥到极致!他
对我们所知和未知的都持一种
严谨的诚实态度"不过!我们一
旦步入词学研究领域! 就像进
入了一间用纸牌搭起屋子!里
面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不足为
据的论断之上! 而依附于这些
论断的一切都摇摇欲坠! 建立
在此之上的一切也不堪一击"

李清照-词论%撰于何时/ 艾朗
诺依从李清照研究者的意见!

认为-词论%写于周邦彦成名的
徽宗朝之前! 因为李氏在 -词
论%中没有提到周邦彦" 然而!

如果我们再转到周邦彦的研究
史! 那么我们不得不挑战孙虹
对传统周邦彦研究的批评!孙
氏全然否定了传统研究认为周
邦彦在徽宗朝享有高位的说法
&参见孙虹"清真集校注#$中华

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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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所谓周邦彦在
徽宗朝提举大晟乐府! 不过是
后世崇拜者的事后 )追赠*而
已! 因为他们觉得周邦彦 )应
该* 获此殊遇" 也许孙虹是错
的!但很显然!传记材料并不可
靠"这就像纸牌搭起的屋子$关
于某位著名但事迹模糊的人物
却有推测性的历史精准度!这
又导致了另一种推测性的精准
度!即李清照-词论%的系年"

我
在书评的开始!暗示艾
朗诺关于李清照的这

部新著可能成为李清照研究的
)绝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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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要
求书评者不但要有揄扬! 也要
反思还有哪些地方有待深入"

艾朗诺的新著达到了某种历史
考证的极限" 他给我们梳理了
如何能从可靠的历史资料中得
到所能知的一切! 而且在最后
几章探究了这位历史上女词人
的蛛丝马迹以及她词作中表现
出的不拘一格的艺术性" 我想
我也能找到这些事迹! 有的就
在艾朗诺同样注意到的词中!

有的则在其他的词中" 但我也
被这种动机弄得有点困惑!这
实质上与中国论者深挖历史背
景的做法相同! 只不过更具反
思性而已 " 也许,,,只是也
许,,,李清照在词中真正想追

求的是一种女性的表达方式!

而不是带着她的)累赘*!让词
成为她的传记" 也许她想在这
个话语世界中)游戏*一下!就
像男性在词的世界中 )男子作
闺音*" 那种追求本身也可能
成为历史人物的)事迹*!但这
个人物似乎属于另类的 )词
家*!在其中!她的性别没有她
的技巧那么重要" 在某种程度
上! 艾朗诺是在其他词人创作
的脉络中解读李清照词的!但
他选择的参照对象足以显示她
作为女性的与众不同之处" 也
许我们可以尝试仅从她表扬的
有限的)词家*中阅读她的词!

并不是要立异! 而可能这种方
式更好" 更广阔的词的世界并
没有给她&她在-词论%中所论
列词家的'这样一种地位$她一
直是一位)女*词人"甚至!词选
家曾慥将她置于-乐府雅词%卷
下有名)作者*的最末一位" 他
还很自负地指出! 他没有排斥
女性词人"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
曾慥! 他为世人保存了最可信
的李清照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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