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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绪　　论 １　　　　

绪　论

清代女学之盛，超轶前代。仅 《历代妇女著作考》中著录的清代

女诗人就有四千左右，著作也有四千余种，超过前代之总和。大量女

性诗歌的产生是女性诗选得以编选的前提。同时清代女性诗歌的繁荣

也是清代女性学养提高的一个表征。恽珠是清代女性典范的一个代

表。称其为典范，其中自然包括其诗才，恽珠既能诗，又能选诗，著

有 《红香馆诗草》，编有 《国朝闺秀正始集》（以下简称 《正始集》）。

《正始集》的编选既是对清代女学繁荣的一个总结，又是她自己诗学

观念的体现。同时，“典范”还包含另一层同样重要的意义，这就是

恽珠在处理才与德之间得当的策略。因此，恽珠在 “无才是德”观念

普遍存在于男性以及一些女性观念的同时，却没有因作诗与选诗这些

与传统意义上的 “德”有距离的行为而受到非议。相反，无论在生前

还是身后，她的诗作以及编选的诗作都得到家人以及社会名媛、才士

的称赞。这与一些女性死前焚稿以及随时丢弃诗稿，甚至认为女子不

宜作诗的极端行为相比，无疑是更高一筹的，这些都得益于恽珠能够

巧妙地处理德才关系。所以对于恽珠的研究不仅具有文学上的意义，

同时也具有一些社会学的意义，她的处世策略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正始集》之前已有女性诗选。恽珠在编选时已经注意到这点，

所以她在编选时也是尽量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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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朝专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① 《然脂集》、陈其年② 《妇

人集》、胡抱一 （孝思） 《名媛诗钞》、汪心农③ 《撷芳全

集》、蒋泾西 《名媛锈针》、许山臞 《雕华集》。其以女史选

诗者则有王玉映 《名媛诗纬》。然多采历代闺秀，且未免偏

尚才调。（《正始集》例言）

编选女性诗选以及女性编选女性诗选都非始于恽珠。在这则凡例

中所提到的 “专选”其实也是需要仔细考量的。在恽珠提到的几部作

品中，陈其年的 《妇人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是选集，即便

是放在诗话系列也略有勉强。因为 《妇人集》中有三分之一属于记载

女性遭际的内容，比如记载前明长平公主、田贵妃，前明宫女某出家

为尼、郑妗沦为渔人妇、陈圆圆的遭遇等等。这些内容对于研究闺秀

有史料意义，不过从体例上还是有出入的。其他的几部选集中，《然

脂集》已经失传，仅传凡例。所以，恽珠对于 “选集”的概念其实是

比较宽泛的。不过，正因为这种宽泛，才让她能够看到前人编选在体

例与编选旨趣上的需要调整之处。

恽珠的编选若要出新便要仔细考量自己的编选标准等诸多问题。

不过后出转精，前此的诗选也成为恽珠编选的重要选源与参照。恽珠

①

②

③

王士禄 （１６２６－１６７３），清山东新城人，字子底，号西樵山人。顺治九年进士，
授莱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助教，擢吏部考功员外郎。与弟王士祜、王士禛均有
诗名，号为三王。诗集初有 《表微堂诗刻》等。出自张 之、沈起炜、刘德
重：《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６２页，以下凡
引此书仅标书名、页码，不详作注。
陈维崧 （１６３１－１６８８），清江苏宜兴人，字其年，号迦陵。陈贞慧子。十七岁
为诸生。美髭髯，陈称 “陈髯”。骈文及词最负盛名。《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
第１３９０页。
汪谷 （１７５４－１８２１），字琴田，号心农，别号渐门居士，安徽休宁人，侨居吴
中 （今江苏苏州），善行楷书，与王梦楼友善，爱其书法，为刻试研斋帖，制
墨亦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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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选 《正始集》时尤其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朝代的选取；一

是标准的揣度。在朝代上恽珠以专选清代区别前此的通代诗选。专选

清代也是恽珠 “国朝文教兴盛”思想的一种体现。这种思想不只恽珠

有，很多男性选家在编选时也有很强的兴盛意识。从中也可以看出文

教兴盛确实是诗选编选的大背景。闺阁之中的恽珠感受到这种昌盛并

体现在自己的诗选之中。同时，专选清代也暗含着媲美前代之意，由

此也可以看出作为清代女诗人一员的恽珠在编选时的自信与自我肯

定。在选择标准上恽珠区别之前选家的标准便是尽量避免 “偏尚才

调”。与之前的几位男性选家相比，《正始集》在编选上刻意强调的便

是德，并以德制才，这其实也是恽珠的策略之一。因为只有这样，才

能与社会的道德标准吻合，在德的笼罩之下，女子之才才能获得稳妥

的彰显。这也是与很多湮没无闻的女性集子相比，《正始集》何以会

如此幸运的原因之一。另外，与之前的几部选集相比，恽珠的选集在

编选体例、编选旨趣上都比较成熟，如此大规模的选集能够做到这样

的地步是不容易的，这些得益于恽珠及其家人在编选时的严谨。所以

恽珠的 《正始集》无论在编选年代、编选旨趣以及编选体例等方面都

有自己的特色，值得关注。

《正始集》的编选除了恽珠作为首倡者需要关注之外，这部诗选

其余的参校者也以女性为主，当然，都是恽珠的家人。但如果不是这

部诗选，这些女诗人大概也会寂寂无闻的。除恽珠的家人外，恽珠的

编选其实呈现的更多的是一部清代女性生活的画卷，从中可以真切地

体会这些女性的生活实态，这也是这部选集非常重要的意义所在。所

以，这部诗选本身不仅具有深厚的性别文化意义，也是了解清代女性

生活样貌的一个途径。

这部选集的编纂得益于以恽珠为首，其媳妇、孙女为辅的编纂集

体。《正始集》的出版与流传都不是偶然的。清代闺秀能诗者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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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集子流传下来的不多，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一些是因为 “内

言不出”和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闺范束缚；有一些则是碍于经济上

的原因；还有一些闺秀的作品，即使是出版的集子在流传过程中也散

佚较多。据 《历代妇女著作考》统计，由 《正始集》著录而未见的就

有一百二十多种 （还未完备）。恽珠的诗集以及选集能够出版与流传

与其家庭成员以及家族的支持关系很大，尤其是其大儿麟庆的鼎力帮

助密不可分。从资料的记载可以看出，恽珠的诗集 《红香馆诗草》能

够刊刻是因为麟庆平日收集将其付梓。编选 《正始集》的动议虽是恽

珠提出，但是在诗歌的收集、编纂中麟庆出力很多，这从 《正始集》

的小传便可看出，后文还要详细的论述这点。包括 《正始集》的题

词、赞语以及恽珠身后的一些挽联中都屡屡提到这部选集，这对于选

集的扩大传播是很重要的，这些赞语以及挽联很多都是应麟庆之请或

者与麟庆关系密切的名士、亲族等撰写。所以从 《正始集》的成书，

其实可以看到清代闺阁成书的详细的过程，这其中家族的文化传统与

鼎力支持很重要。这也是本书详细寻求 《正始集》成书过程的一个重

要原因。了解过程，才能更接近历史真实。

清代女诗人众多，但是湮没无闻、作品散佚的也很多。恽珠的

《正始集》在保存资料方面的意义很突出。前文已经说过，恽珠的这

部大型选集体例非常完善，而且在完成中也非常严谨，所以这部选集

中提到的材料是可以作为佐证材料使用的。其重要意义尤其突出的表

现在一些已经散佚的诗人、诗作上。恽珠通过小传的撰写以及诗歌的

选入为我们留存了一些珍贵的线索。这使得 《正始集》具有了一定的

文献价值。

恽珠作为清代闺秀的典型，长久以来其研究并未得到足够的重

视。然仔细探寻，其著作之数量与种类的确令人叹为观止。其著作不

仅包括诗集、诗选、医学著作，还包括刊刻佛经、家学著作等方面。



绪　　论 ５　　　　

在要求妇女以妇德为尚的社会之中，恽珠又是一位践行闺范的代表，

却能有如此多的作品问世，确实值得珍惜。这些作品是我们管窥恽珠

以及清代闺秀内心世界的一个切点；同时恽珠的处才之道也应该得到

关注，这既使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具有深厚的社会学意义，又对今人的

为人处世具有一定的启迪。

尽管近年来对于女诗人的研究蔚为大观，但对恽珠及其 《正始

集》的研究还处于初期阶段。对于恽珠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一、关于恽珠生平家世的概述

马清福在 《文坛佳秀———妇女作家群》中对恽珠的生平进行概

括，还未超出工具书介绍的范围，对于 《正始集》的介绍则止于例言

的引用和粗略的概括；曹虹在 《阳湖文派研究》中提及其家学；施淑

仪的 《清代闺阁诗人徵略》与胡文楷的 《历代妇女著作考》中也对恽

珠的生平进行了简要的概述；此外，马珏玶、高春花在 《〈国朝闺秀

正始集〉浅探》（《南京师大学报》，２００５．６）一文中也提及恽珠的生

平、著作等概况；高春花在 《清代女诗人恽珠生平家世考略》（《兰台

世界》，２０１１．２３）一文中，对恽珠的生平、家世等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高春花的 《满汉家族融合与处才养德之道———论清代女诗人恽珠

的才名获得与处才策略》（《黑龙江民族丛刊》，２０１４．５）则是从两大

家族的教育与恽珠的处才之道入手分析恽珠的才名获得策略。后两篇

论文都是笔者在论文基础上进行增订而成。限于篇幅，还有一些内容

没有完全展开，将在本书中详细的论述。

二、关于 《正始集》的研究

目前关于 《正始集》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 《正始集》

的成书与版本，如高春花的 《略论 〈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成书与版

本》（《兰台世界》，２０１３．２０）对 《正始集》的成书与版本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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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较详细的论述；二是对 《正始集》的民族思想、文献价值等方面进

行研究，如聂欣晗的 《论 〈国朝闺秀正始集〉在 “教化”与 “传世”

间游走的诗学思想》（《满族研究》，２００９．２）以及 《满清文化融合的

使者、闺秀文化发展的领袖———恽珠》（《贵州文史丛刊》，２００９．２）；

马珏玶的 《论 〈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民族兼容思想》（《民族文学研

究》，２０１１．２）等都是从民族思想入手对这部诗选进行研究，这也为

对这部诗选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与角度。马珏玶的 《〈国朝

闺秀正始集〉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的多学科考察》（《古籍整理研究学

刊》，２０１２．９）认为 “它不仅是清代最大一部女性选女性诗歌的总

集，而且具有多学科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对于促进妇女史、妇女

文学史、红学、民族学等领域的研究，均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

三是对 《正始集》中的具体作品进行研究，如高春花 《论 〈国朝闺秀

正始集〉中绝命诗的文化意义》（《名作欣赏》，２００７．１２），主要是对

这部总集中的绝命诗进行讨论。

此外，还有两位海外汉学家在其著作中提及恽珠与其诗歌选集：

曼素恩 《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江苏人民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在第四章曾对 《正始集》及恽珠的编辑名望及对

妇女作品的道德观念进行论述，同时该书还对恽珠的 《兰闺宝录》进

行比较详细的研究，是目前所见对恽珠研究着力较多的一部著作；高

彦颐的 《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一书也提到恽珠及其诗选。

本书则在充分吸收这些研究资料并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修

改，希望对恽珠有一全面的观照。本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展开，第一

部分是恽珠研究。这部分主要是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对其生平进

行系统的梳理，同时在此基础上编制年谱。在分析其生平家世之后则

对其思想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恽珠行为的深层动因。然后是对恽珠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绪　　论 ７　　　　

诗歌的研究，在分析其色彩斑斓的诗歌世界之后进一步探讨恽珠自己

诗作与其编选诗作之间的种种关联。第二部分是对 《正始集》的研

究，包括对其成书与版本、编选体例、选诗标准、内容等方面的研

究，希望以此还恽珠以历史的真实，同时管窥清代女性诗选的样貌。



第一部分  恽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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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生平家世考

第一节　福慧双修的一生———生平考

恽珠，江苏阳湖人。生于乾隆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六月十八日，卒

于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四月十四日，享年六十三岁。恽珠将要出生，

其 “祖母唐梦老妪授以大珠，有异光，遂以命名，长乃字以星联，别

字珍浦”。① “少时尝梦至海中一孤屿，上有莲花，遇人告以前身为红

香岛妙莲大士侍者”②，遂以红香名馆，晚年自号蓉湖道人，又称蓉

湖散人，毗陵女史。恽珠神异的出生以及少时的绮丽之梦都是她为自

己的才名找寻的出处，这一出处也为其才学提供了 “才由天授”的遮

蔽。同时，恽珠之后在自己的著作中多次提到自己的出生以及年少时

的梦境，这也是对自己才学的一种肯定与认同。清代很多女性都有这

种对自己前身或者出生的神异的追述，这将在后文详细论述。恽珠

“父讳毓秀，钟茂子，来嗣。原名钦曾，字虞臣，号芝堂，又号莪溪。

由方略馆议叙任直隶肥乡县典史，以外孙麟庆 赠奉直大夫詹事府

①

②

麟庆：《蓉湖草堂赠言录·先妣恽太夫人言行录·先太夫人逸事随意录》，道光
丙申写刻本，以下凡涉及此书，仅标书名与篇名。沈善宝 《名媛诗话》卷五题
号星联，误。
麟庆：《蓉湖草堂赠言录·先太夫人逸事随意录》。



４　　　　 恽珠与 《国朝闺秀正始集》研究

右春坊右中允，以曾孙鸿仪 赠通议大夫三品衔贵州贵阳府知府；

母庄宜人，累赠淑人”①；兄长二人：秉恂、秉怡 。长为县尉，仲举

孝廉方正科；姊一人，未见相关记载。恽珠十八岁嫁于完颜廷璐，生

子三人：麟庆、麟昌、麟书。后麟昌过继给叔舅。恽珠去世时，麟庆

官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督江南河道，提督军务；麟书官广

西宾州知州；降服子麟昌官武备院库长；一女归董氏，十九岁卒；孙

子三人：崇实、崇光、崇厚，降服孙崇寿一人；孙女十人。因大儿麟

庆晋封为一品太夫人。

恽珠一生诗画兼善，作品颇丰，著有诗集 《红香馆诗草》、医学

著作 《鹤背青囊》；辑有 《兰闺宝录》八卷，《国朝闺秀正始集》二十

二卷，续集十二卷；重刊 《李二曲先生全集》 （恽珠作序、例言）、

《恽逊庵先生遗集》，二书合刻；助刻 《法苑珠林》三卷， 《观楞伽

记》。另据其子麟庆所作 《国朝闺秀雕华集序》，恽珠还著有 《闺鉴》

一书。其内容为 “溯自姚姒以来节孝贞烈诗文歌词，分类分体”；在

《琅嬛妙境藏书目录》“完颜氏家集及选刻书目”条载恽珠还撰有 《续

闺中韵事》及 《探花新谱》，后三种未见。② 此外，高鹗之女高仪凤

在 《题红香馆集后》诗后小注记有 “主人文集中有 《纪梦》一篇，言

曾梦至一处，孤屿浮海，莲花在望”。③ 可见，恽珠应该还有文章且

已成集。单士釐在恽珠小传中亦提及 “珍浦兼工文，观李二曲集序可

知”④。所绘有 《百花手卷》《金鱼紫绶图》《春夜宴桃李园图》《锦灰

堆图》《多喜图》等。

①

②

③

④

恽祖祁等：《恽氏家乘》，１９１７年光裕堂本。
麟庆：《琅嬛妙境藏书目录》，见李万健、邓咏秋 《清代私家藏书目录题跋丛
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６９７－６９８页。
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道光辛卯年 （１８３１）红香馆藏本，卷二十。以下凡
出此书简称为 《正始集》并只在正文标注书名与卷数，不另作注。
单士釐：《清闺秀正始再续集》，归安钱氏排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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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之定在为恽珠所写的 《墓表铭》中有一段话：“余闻于恽氏长

老言太夫人志行高洁。幼读 《辽史》，慕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之为

人，思读书论道经终其身。”① 耶律常歌为耶律适鲁之妹，操行修洁，

自誓不嫁，能诗文但不苟作，读通史，善品藻前人得失。恽珠从小就

已经将耶律常歌作为自己效法的楷模。她与耶律常歌同样喜读史书，

同样年少即志行高洁，同样喜欢作诗，同样会品藻人物，也曾经想要

读书论道，终身不嫁。所以在与完颜家族定亲之初恽珠因为不遂初志

而深感怅惘。直至其认识到 “致力于古来贤妇之道”亦可自立时才接

受婚事。由此可见，在恽珠的思想世界里，读书论道与贤妇之道都是

其 “自立”的方式。所以，在她终身不嫁这个愿望不能实现之时，就

把她自己所有的才能致力于贤妇之道，并将二者有效的结合，最终获

得了福慧双修②的美名。

相夫教子　功德圆满

恽珠于 “经济、治体无不通达”，“相夫有政声，训子以实学”③。

恽珠对丈夫的辅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料理家事，使其无

内顾之忧。恽珠自十八岁嫁与完颜廷璐便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孝敬公

婆及王姑，竭诚尽劳，夙兴夜寐，“王姑、舅姑有疾，每整衣裳，夙

夜侍汤药不倦，至愈乃止”。④ “舅姑殁，事王姑九年，以孝闻。”⑤族

中叔舅死后，恽珠将自己的儿子麟昌过继过去以便奉养王姑，族人称

颂，戴佳夫人称其贤孝，“不愧为诗礼大家矣”⑥。同时恽珠又能做到

勤俭持家，丰俭得中，即使在生计淡泊之时，亦能为麟昌、麟书二子

①

②

③

④

蔡之定：《墓表铭》，出自麟庆 《蓉湖草堂赠言录》。
福慧双修是清代闺秀所向往之境界，徐一鸣以 《福慧双修馆诗稿》为集名，便
是一例。

⑤⑥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版，卷七恽珠传。
麟庆：《蓉湖草堂赠言录·先妣恽太夫人言行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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