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 10 日 星期五学人12

意大利万特嘉

（Montegrappa） 纪念

达·芬奇逝世 500 年

限量版钢笔

是建立妇女自治会， 又游历各

国，提倡女子职业教育，最终蒙

皇帝赞许。 魏爱莲凭借对于晚

清小说的熟稔， 追溯两书的影

响来源：《雪中梅》 之类明治日

本政治小说为詹垲提供了 “未

来记”的情节模式；王妙如《女

狱花》（1904）、海天独啸子 《女

娲石》（1904）、汤宝荣《黄绣球》

（1905?1907）等女权小说论及

的女子选举权、婚姻自主、职业

自由等议题， 亦在詹垲笔下引

发的回响。作为对照，本章还讨

论了詹垲的文言小说《碧海珠》

（1907）。在此艳情小说中，作者

返回书写花谱的传统， 在描摹

理想闺秀之余， 詹垲保持了对

烟花女子命运的关注。

詹垲的报人经历， 对于他

的文学事业也至关紧要。 詹垲

辗转于上海、北京、汉口，先后

担任 《商务报》、《汉口中西报》

主笔， 撰文提倡商务、 宣传立

宪。 在创作小说时， 詹垲关于

立宪、立法的观点，亦在故事情

节中展露无遗。有趣的是，魏爱

莲指出，《中国新女豪》与《女子

权》 两部小说开篇等处的议论

文字，其实运用了政论的笔法。

不仅如此，小说女主人公英娘/

贞娘亦阅读报章、创办报章，政

治关怀深深切入了詹垲的小说

创作。魏爱莲认为，在詹垲涉足

的诸多文类中， 政论与小说最

为贴近， 原因在两者皆旨在说

服读者，只不过前者面向男性，

后者针对女子。

在阅读《小说家族》的过程

中， 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魏爱

莲对于一手文献的孜孜以求。

詹家两代人文名不彰， 著作散

落于衢州、杭州、上海、北京等

地图书馆中。魏爱莲“上穷碧落

下黄泉”，走访各地收集研究资

料，广泛参考地方志、诗文集、

报刊， 最大程度地复原詹氏家

族历史， 展现了史学家的深厚

功力。与此同时，书中的文本分

析亦体现了文学研究者的本色

当行。书名为《小说家族》，小说

是核心文本， 但魏爱莲不以文

类为限，而是涉及诗词、花谱、

报章文字等各类作品。 她尤其

善于对读不同文类的文本 ，或

是将小说可能的影响来源一一

掘发，在对比之后彰显出詹熙、

詹垲的继承与创造， 或是考察

不同文类如何呈现同一议题 ，

又如何对应不同性别、 阶层的

读者， 在展示兄弟二人思想延

续性的同时， 彰显出不同文类

的规范。

在此基础上， 魏爱莲成功

地打破文学与历史的边界。 譬

如在结语中，她重新梳理线索，

将真实人物与小说人物并置 ，

描绘了一幅闺秀演化图： 从王

庆棣 、魏阿莲 、詹艳来到英娘/

贞娘，从缠足到天足，从偏居一

隅到出访海外， 从涵泳诗词到

阅读教科书、 创办报章……她

们逐渐走出闺门，拥抱现代。如

此一来，魏爱莲也打通了明清

文学与晚清文学研究 ：闺秀传

统的转型与女权论述的兴起

相联系， 传统文人的家国情怀

与晚清新小说相对接， 不变的

则是詹氏家族对于女子才华的

推崇， 对于国家命运的关切 。

正是在此意义上，《小说家族》

足以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带来

启示。

虽然全书创获颇丰， 但是

囿于资料的限制， 魏爱莲在书

中提出的部分关键问题未能得

到完满的解答： 譬如王庆棣对

于女子地位的看法， 以及作为

女子的艰难苦痛， 是否直接促

成了詹熙、 詹垲两兄弟对于女

性问题的关注？ 兄弟二人的著

述屡屡涉及职业教育、 女性问

题，两人的观点如何交互影响？

令人颇感遗憾的是，王庆棣、詹

嗣曾现存的诗词对于家庭生活

的记录只有三言两语， 詹熙的

《绿意轩诗存》与詹垲的 《幸楼

诗文集》皆已失传，研究者难以

再现詹家两代人的生活轨迹 、

家庭教育的细节以及兄弟交往

的详情。因此，《小说家族》引入

晚清小说家汤宝荣， 借助间接

证据做出推论。汤宝荣为詹熙、

詹垲好友， 又与两人的小说创

作交互影响： 汤宝荣妻子放足

的经历可能为《花柳深情传》提

供了相关素材， 詹熙创办教育

事业的艰辛历程则进入 《黄绣

球》文本，《黄绣球》对女子教育

的重视与男女平权思想又影响

到詹垲的小说。除此之外，汤宝

荣的闺秀母亲课子的记录亦为

魏爱莲提供凭据， 藉以推测王

庆棣的教育方式。当然，若要严

密论证前述问题， 我们只能期

待更多新材料问世，为《小说家

族》补足关键的证据链。

事实上， 魏爱莲的上下求

索已经触发了新资料浮出水

面。 2015 年 9 月，国家图书馆

出版社刊行了 《衢州文献集

成》， 包含二百三十八种著述，

詹家两代人的作品皆在其列 。

笔者注意到，《衢州文献集成 》

纳入的詹熙编选 《兴朝应试必

读书》，魏爱莲尚未及寓目。 此

书刊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

七月，时值百日维新，推行科举

新制，废去八股，改试策论 ，詹

熙积极响应朝廷新政， 推出此

科举用书， 包含 《史论》《时务

论》《国朝政治策》等门类。詹熙

在序言中痛斥八股取士之流

毒，正堪与《花柳深情传 》相对

照。他在书中大量选入《西人所

著公法可恃而不可恃论》 等自

著文章， 可见其自我期许与用

世之心。除此之外，书中还搜罗

了弟弟詹垲、 友人邹弢的不少

篇目，若是仔细研读，我们对于

兄弟二人的家国情怀、 知识结

构以及思想交流也许会有更多

的新发现。

由此看来 ，晚清文学资料

与历史文献的大量重印为我

们重探晚清文学提供了绝佳

时机 。 顺着魏爱莲的研究思

路 ，我们不妨继续追问 ：晚清

中国是否还存在类似的小说

家族？他们在从古典到现代的

转型过程中，境遇如何 ？ 在江

南闺秀与文人传统之外 ，其他

地域的小说家族如何因时而

变？又如何万变不离其宗？ 《小

说家族 》足以提醒我们 ，只有

引入明清文学研究的视野 ，才

能够更深入地考察晚清文学

变革。毕竟，虽然遭逢“数千年

未有之大变局 ”， 那一代人思

想的底色依然是传统。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研究助理

教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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邗 （上接 11 版）

《女狱花》（1904）和扉页上

的作者王妙如像

为纪念列奥纳多·达·

芬奇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

全才逝世 500 周年 ，2019

年 ， 世界各地都在呈现

“达·芬奇的绘画人生”。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

世继承了达·芬奇的 500

多幅素描手稿， 这些作品

在达·芬奇去世后由雕塑

家庞培·莱 昂 尼 （Pompeo

Leoni）编辑整理成册，后被

查理二世买下。 今年，英国

皇家收藏信托基金从温莎

城堡向 12 家参展博物馆

送去了 12 幅作品。 为了确

定哪幅去哪家， 基金会从

中做出 12 套能反映达·芬

奇广泛的兴趣爱好， 又能

让机构随机选择的组合 。

其中亮点包括“隐形墨水”

作品， 带有标志性的 “镜

像” 笔迹的头骨横截面素

描 ，以及为 《救世主 》所做

的两幅研究手稿。

另有 200 幅手稿将于

5 月在伦敦的女王画廊展

出。 英国的达·芬奇年将在

爱丁堡的圣十字宫落下帷

幕，另有 80 幅画作将于 11

月开展。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推出的则是包含四幅画

作的小型展览。 在法国克

洛吕斯城堡 ，达·芬奇去世

的地方， 一幅借自梵蒂冈

博物馆的《最后的晚餐》挂

毯复制品将从今年 6 月起

开展。 法国还将在据传为

达·芬奇设计的香波城堡

中举办纪念展， 展品借自

卢浮宫、 大英博物馆和佛

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

达·芬奇创作 《最后的

晚餐 》之地 ，米兰 ，将有四

场连续展览在安布罗西亚

纳博物馆举办，展期至 2020

年 1月。米兰的斯福尔扎城

堡天轴厅 （Sala delle Asse，

题图）曾发现推断达·芬奇

于 1498 年绘制的树壁画 ，

画中部分景色曾被覆上 17

层油漆， 此处经修复后向

公众开放， 时间为5月2日

至 2020 年 1 月 12 日。

在达·芬奇长期居住的

佛罗伦萨， 斯特罗齐宫展

览的题目是“达·芬奇的老

师韦罗基奥（Verrocchio）”，

展出韦罗基奥及与他的画

室相关的著名艺术家们的

作品。 达·芬奇出生的托斯

卡纳小镇芬奇在列奥纳多

博物馆的展览中探究当地

风土如何影响他的作品 。

最后， 威尼斯学院美术馆

将展出极少露面， 但广为

人知的《维特鲁威人》。

今年的高潮将是 10 月

开幕的巴黎卢浮宫达·芬

奇大展。 这是有史以来为

这位著名艺术家举办的最

全面的展览，从 10 年前就

开始准备。 卢浮宫已经拥

有现存 15 幅公认为达·芬

奇油画作品中的 5 幅 ，包

括 《蒙娜丽莎 》，原计划邀

请卢浮宫阿布扎比分馆的

《救世主 》参展 ，但现在看

来不太可能———这幅画自

2017 年 11 月以史上最高

成交价 4.5 亿美元拍出，但

一个月后即宣布失踪 ，至

今下落不明。

达·芬奇在世界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