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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4 日，联合国日。作

为目前唯一被发现的女性文字，“江

永女书”曾三次走进联合国，向世

界展示这一独属于湖南的文化奇观。

面对女书，也许人们更多的是好奇：

它长什么样？它是怎么产生的？它

为什么会诞生在湖南江永？长期从

事妇女研究、江永女书著名学者、

湖南工商大学教授骆晓戈，就在她

的研究成果《江永女书：中国妇女

的群体写作》中给出了答案。

在骆晓戈看来，

女书在江永诞生，可

谓“天时地利人和”。

有精力、有时间、有

空间，得到丈夫和家

庭支持的江永女性，

她们通过学习女书进

阶织布技能，利用女

书传递“闺密团”心

声，甚至因为女书而

成为颇负名望的“女

君子”。女书的出现

也证明，在农耕文明

的特定环境中，江永

女子“很前卫”。

“江永女子通过

姐妹抱团，传承文化、

技术，使得妇女获得

了婚姻之外的身份，

在这个身份里，她既

有‘女君子’的体面，

又 有 情 感 宣 泄 的 窗

口，不少作品更暗

中颠覆了儒家乡土

宗法社会规范所谓

‘男主女从’的性

别身份及社会等级

关系。可以说，女

书应该是本土文化下诞生出的女权

先驱。”骆晓戈也希望通过这次研

究来发现一种样本——即在什么情

况下，妇女是有创作力的，女性创

造文化需要什么条件？让我们一起

来读懂女书表达的心声，也了解过

去江永女子的心事吧。

■研究者简介

骆晓戈：
湖南工商大学教授、湖南文史
馆馆员长期从事妇女研究工作。

女书心事：世界唯一女性文字为何诞生在这里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供图：受访者 

扫一扫，
分享女书心事

声音 >>

女书代表了一脉相承的
湘女精神

正是以上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

素，江永的女人们有了言说和写作的

可能。在骆晓戈看来，女书中的本土

女性主义精神和近代的红色湘女精神

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如秋瑾、唐群英、

葛健豪在曾国藩家荷叶镇创办的女子

诗社，如近代的湘潭女子结拜诗社等，

这种女子抱团进行自我表达的做法在

湖南处处可见。

“因为湖南既文化深厚，又远离

儒教中心，从而催生出这种女性主

义。”骆晓戈说，女书并不是孤立的

现象，而是湘女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今，古老的女书获得了传承，并不

断发扬光大。2012 年，江永女书第

一次走进联合国视野，女书文化交流

代表团展示了女书长卷《联合国宪章

序言》《爱莲说》《消除对妇女歧视宣

言》；2016 年，两位女书传承人胡欣、

蒲丽娟向联合国赠送了用女书书写

的《世界人权宣言》——古老而现代、

美好又隽永的江永女书，在新时代里

依旧熠熠生辉。

4写女书有脸面 ，
“女君子”家的门都不一般

在江永，会写女书是一件很体面的

事，因为它代表了一个女子的才情和智

慧。江永的荆田村有一座古建筑——“御

书楼”，传说是为纪念创造女书的才女

胡玉秀所建；桐口村还有一座“鸣凤阁”，

是传说中的“女书楼”。因为女书实际上

是一种诗歌，需要创作成押当地韵的七

言诗，所以很多女性只能读、吟诵，但

不能写，能进行创作的就是“女君子”了。

距今较近的“女君子”高银仙，就是

1949 年后少有的一位闺阁教师，她以会

女书、帮人写女书闻名乡里。骆晓戈曾拜

访高银仙的孙子，并走进她的故居。故

居的青石板门匾上写着“浩浩清风”，这

在乡土社会是对女性的极大赞誉。据高

银仙的孙子说，因为高银仙经常帮人写

女书，也为她的婆家赢得了极高的社会

声誉。 

上个世纪 80 年代，高银仙和她的

结拜姐妹义年华等，仍然以女书书写

方式来联络感情、交流信息。到老年

时，义年华还跑到高银仙家一起养老，

闺密情远超现在不少“塑料姐妹花”。

1有水有房、有心有闲，
江永女子“聊”出女书

在骆晓戈看来，江永的女人是幸福的，

因为这里地理环境特殊。

女书传承人高银仙曾唱 ：“我们住在海里

面。”江永所在的潇水流域是湘江和珠江的发

源地，因此这里虽然四面环山，但水源充足。

拿当地村民的话说，“六分半是水，三分半是

地”；骆晓戈也在寻访过程中，看到了这些溪

流伴着青石板小巷，人们在家门口取水做饭、

在村口溪边洗衣服的村落。与动辄要走数里

路背水的北方劳动妇女相比，丰沛水源无疑

为使当为女性赢得了闲暇时光和精力。

另一方面，为了讨生活，这里的男人们

不论上山还是下水，一去就是一年半载，村

子便成了妇女们的天下。“江永的女人有时

间、有精力、有能自己做主的房子，这些都

促使她们开始写女书、搞创作。”骆晓戈说。

写书、唱书是为了表达，表达就要有观

众。在传统生活里，闺阁女子大门不出、二

门不迈，即使是要出门劳作的妇女，社交也

非常有限——但江永不同。当地老乡告诉

骆晓戈，这里缺少宅基地，又靠着大山，山

中还有老虎，为了抱团取暖，人们的住房都

紧紧相连，几乎没有自家的院子，巷子也十

分逼仄，两人相遇还需侧身通过。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居住格局，无疑给

“闺密”聊天提供了极大便利。闺阁、地头、

溪边、井坊都是江永女人的社交场所，同时

也是女书交流和传播的地方。

一位当地妇女告诉骆晓戈，她就是在村

口的池塘边学会的女书。在她的记忆里，有

一位二嫁到村里的老太太，总是在村口用女

书哭诉身世，旁边一堆孩子在应和。渐渐的，

她就学会了女书。

在中国乡土，祠堂原本是不让女人进的。

但由于当地没有院子，江永的祠堂便成了全

村人举办红白喜事、妇女办歌堂的场所。这

里的女人无论贫富、地位高低，都有机会进

歌堂。每年四月初八“斗牛”，少女少妇便

在祠堂聚会，交友的同时也学习女书。而男

人一般得要家境富裕才有机会进“学堂”——

也就是私塾读书。所以在江永的女书流传地，

会女书的女人比识汉字的男人多。按照女书

研究者保存的田野调查，当地每一条小巷

都有许多会“读纸读扇”的妇女，而并不一

定每个村庄都有识汉字的男人。因此当地有

个说法，叫“女人比男人有文化”。

2丈夫赞成家庭支持：
女书写得好，织布才更好
骆晓戈通过研究发现，女书作品一般分

为三种。

第一种，隐私类，一般是当地妇女的自

传。妇女成年后，或者家中突遇事故，便会

用女书来给自己写自传。即使不会写的，也

会请附近有名的“女君子”代写。这种自传

一般都会在本人去世后全部焚烧，“因为里

面可能会有对亲戚的抱怨和隐私等”。

第二种，半隐私类，这是现在保存最多

的女书作品形态，即“三朝书”。当地妇女

比对“天仙配”的典故，一般姐妹七人结

拜。“结拜姊妹往 来 频繁，各人 家中有喜

事，如结婚、生孩子、生日等，其他人都

要写女书庆贺；如有不幸遭遇，如老人去

世、丧夫、儿女夭亡、当兵不归等，姐 妹

们也要写女书劝慰。这种女书可以自己送

去也可以托人带，但是只能托给妇女，不

能托给男子。姊妹结拜后，也有感情破裂

的，破裂以后也互相谴责，措辞往往很激

烈。”骆晓戈说。

如果结拜姐妹中有人出嫁，那么其他人

便会相约到她婆家探望，送上描述过去姐

妹情谊、祝福新娘婚姻生活等内容的三朝书，

而且装裱得越漂亮，越显得新妇贤惠。“因

为连闺密都贤惠，那么新妇肯定也贤惠。” 

骆晓戈笑着说，婆家也会招待这些闺密，“因

为他们觉得自家新妇会女书，又有这么多朋

友，会很有脸面”。

第三种，公开的女书作品，如哭嫁歌、

衣物刺绣上的女书等。女书不仅是一种表达

方式，同时也是当地妇女编织刺绣的图案

符号。当地人认为，女孩从小学女书，掌握

的纺织刺绣图案要多一些，另外，女孩子结

交的姐妹多，在以后的纺纱织布劳动中便不

会寂寞，还可以互相交流技艺，共同促进

情谊。

骆晓戈发现，在很多当地男人看来，传

诵女书便于女子学习纺纱织布，学习女书便

于女子学习传统文化，能够懂得言语不冒犯、

品行更温顺贤良……一举多得，干嘛不支

持？男人们的这点“小心思”，也让江永女子

学习女书获得了有力的家庭支持。

3地位稳固：
女书是当地宗教民俗活动“必需品”

在当地，拜神、出嫁、过节都需要女书。

根据骆晓戈的田野调查，在上世纪五十

年代之前，当地女子结交姐妹，婚嫁坐歌堂、

赠送三朝书，去世焚书……女书几乎伴随她

们的一生。当地的 13 个宗教、习俗都与女

书相关。

以女子出嫁为例，骆晓戈说，按照习俗，

出嫁女需要给婆家所有的亲戚做鞋，鞋做得

越多越漂亮，出嫁女就越体面，越能赢得贤

惠的名声。在出嫁前三天，女子的闺密和亲

戚们都会来到她家，一起唱三天三夜的女书

哭嫁歌，“实际上是帮她做针线活”。 

一位当地妇女回忆，过去婚礼的前一个

星期，就会开始“嘈屋”。妇女们坐在一起，

大大小小的歌随便唱，包括汉语歌、革命

歌曲等，一边唱一边帮出嫁女做针线活。三

天之后，才是正式的“坐歌堂”。这个时候

就必须按照规矩唱哭母歌、哭爹歌，家里有

多少亲戚，就可以唱多少首。根据当地文化

站的纪录，仅被保存下来的哭嫁歌类型就有

40 多种。

当地还有拜花山庙的习俗。每年端午后

五日便是花山庙的庙会，为期三天，赶庙会

的妇女们会将自己的心愿用女书写在纸上、

扇上或巾帕上，供奉姑婆神，乞求赐福、消

灾。“不会写女书的，也要请人写。” 骆晓戈

说，习俗和宗教活动的需要，使得女书在当

地拥有了稳固地位。

▲图为女书传
承 人 胡 欣 作
品。文字意为

“祝天下母亲
幸福。”

▲骆晓戈收藏的“三
朝书”。有时，当地
妇女会在书里放入丝
线作为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