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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宁查氏闺阁诗群的创作取尚

陈 玉 兰

内容提要 文脉不 断 的 海 宁查 氏 ， 闺 阁诗 人也 为 数颇众 。 查 氏 闺 阁 诗群 的创 作除 了 有

一般女性诗歌在题材主 旨 上 的 普遍倾 向 和艺 术好 尚 方 面 的共 同特 点 外 ， 另 有其复 杂 性

和新颖 性 。 这 与 其所从 出 的 系 于 时代 气 运 的家族兴 衰 密 切相 关 ，
也 与 其 自 身 人生 浮 沉

生 涯适相 契 合 ，
更 与 积 淀深厚 的 家族诗文化传统 不 无关 联 。 查 氏 闺 阁 诗群创 作取 尚 的

独特性主要表现在诗思 的全局 性定位 、 抒情 的倾诉 型选择和 文本 的 有机 化 营构 三 方 面 。

总体而 言 ， 查 氏 闺 阁 的 诗思 ， 往往定位 于抒情 主体 的 永恒 期待 情结 ， 并表 现 为 现 实 的

人生 期待 、 隐喻 的人 生 期 待 、 超验 的 人 生 期 待 层 层递进 的关 系 ；
其抒 情 ， 大 多 选择 以

白 描 的感 兴 意象 为 辅助 的 直接 的情绪感 受型 倾诉 ；
其文本

， 大体表 现为潜在 文本运 思 、

内在文本营构和 外在文本布局 的 有机呼 应 与 和谐 一体 。

清代海宁 查 氏家族在政治风浪中浮浮沉沉 ，
杂性和新颖性 ，

概括起来 ，
可从三个方面去把握 ，

族中闺阁也随之起起落落 ，
经历了 曲 折多变 的心那就是 ： 诗思 的全局性定位 、 抒情的倾诉型选择

路历程
， 但共同体现 出 以德为 主 、 才以副 之的家和文本的有机化营构 。

族诗性 。 笔者在 《海宁查氏 闺 阁诗群的心路历程》

一

文
？
中论述了查氏家族 ５２ 位不同阶段的 闺 阁诗

一 诗思的全局性定位

人各有异趋的生态 、 心态 ，
以及与此相关合 ， 在

作品形态上 的不 同特点 。 但作为 同
一

个家族的女西蒙 ？ 波娃在 《第二性
——

女人 》 中 曾说过

性 ， 查氏闺 阁诗群在题材好 尚 和艺术取 向 方面 ，

一句振聋发聩的话 ：

“

女子的一生 ， 是消磨在等待

必然也会有不期而然的共性 ， 这是本文的着眼点 。中 。

” ＠
若仅从生物学的角度看 ，

这话也的确符合女

海宁查氏 闺 阁诗群就创作风 尚而言 ，
当然首性普遍的心理特征 ； 但对海宁查氏 闺阁诗群而言 ，

先是具有
一

般女性诗歌的创作特色 ， 如艺术上偏则还得从社会学 的角度来审视方能对此语有更全

尚灵趣 、 追求纤巧婉转 ，
题材 囿于家庭范 围 、 主面也更深入 的体察 。 查氏家族在政治社会的风浪

旨限在伤悼年华等等 。 但 由 于其所从出 的家族数中泅渡了多年 ，
不仅

一

代代男性诗人的创 作心理

百年间始终与 民族命运 、 时代潮 流紧密关联 ， 是和社会政治脱不了干系 ， 其中 闺 阁 ，
也始终打着

在政治风浪 中
一

路泅 渡过来的 ，
因此

，
迥异于

一

时代的烙印 。 早在查继佐那
一

代 ，
也就是 明清易

般无与世事 的女性诗人 ， 人生浮沉生涯成 了海宁代之际 ， 査氏 家族的男性诗人 ， 怀着真切 的故 国

查氏闺 阁心灵之咏的灵感源头 ，
而 由 此感发 出来之恋 ， 慷慨赴难 ，

弃家奔走 ， 发动族类作反清斗

的喜怒哀乐 和从中获得的生存体验 ，
也必然超越争 ，

一心 只求大 明 王 朝光复 ， 可说无反顾之念 ；

一

般的女性诗歌 ， 表现在抒情格调上 ， 或更多
一 而族中女性虽也深怀复 国之愿 ， 甚至配合夫婿也

点关乎国家兴亡 、 民族大义 、 匹夫责守等 的宏大有忠言义行 ， 却难免他愿较多 ， 其 中最大 的心愿

意旨 ， 有
一

种厚重感和深刻性 。 当然 ， 这种多少是祈望亲人在激烈斗争中能平安无事 。 因此她们

显示为性别超越意识的诗歌内容经过女性心灵内形之于笔墨的 吟咏 ， 较之男性诗人则多了 一份 出

宇宙的酵化后 ， 却也仍染上 了 浓厚的性别色彩 ，
之于政治社会风浪而又超乎其外 的内 容 ， 表现 出

这决定了海 宁查 氏 闺 阁诗歌的创作取 尚 自 有其复更显人性人情意 味的期待 。 清室定鼎后 ，
查氏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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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也渐渐归 向新朝 的统治轨道 ， 在科举取士 中 ， 钟锡故园重返的期待终成空幻还算不得十分痛苦 ，

竟出现了
“
一

门七进士 ， 叔侄五翰林
”

的荣华气那么经查嗣庭案重挫家道中落后 ， 查映玉在夫亡

象 。 这时 ，
家族 中 的男性诗人可 以离家远游 、 宦子殇 ，

又逢故园遭劫 ， 欲归更难的孤苦生涯 中所

海沉浮 ， 闺阁 中人则不得不挑起奉姑教子 、 支撑作的 《 留别季弟稻荪即和送余原韵》 中流露的那

门户 的担子 ，
从而 出 现了又

一份期 待 ： 希望子侄种亲人不得不离散的哀感就更显深沉 。 当 然 ， 出

们能继续金榜题名 ， 承继父辈创立的基业 ， 光大嫁女对故园的期待虽 同 家难有关 ，
但更重要的还

门楣 。 再到后来 ，
经查嗣庭试题案重创之后 ， 查是

一

种出之于亲情的人之本性使然。 处在家族承

氏家族跌入
“

天上人间
”

的反差极大的家族衰落平时期的查惜 ， 出嫁后的生活条件颇为优裕 ， 有

期 。 这一时期历时较长 ， 从雍正年 间案发开始 ，

一个夫唱妇随 、 被人
“

望若神仙
”

的 家庭环境 ，

跨越了整个乾隆朝 ， 直到嘉庆九年查揆中举 、 越并且她本人的 为人性格又有丈夫风 、 神骏气 ， 本

四年查元偁 中进士 ， 这个家族才重新有 点起色 ，无须作故园 重返的 期待之梦 ， 但她也还是写 了

但始终无法复元。 科场屡挫 、 门庭冷落甚至衣食《忆母》 这样的诗 ， 抒发 了
“

愿随双鸟翼 ， 长傍故

匮乏 ， 作为男性诗人 ，
不得不为个人前程和家庭园 飞

”

的渴望 。 因此
，
故 园 其实不仅仅是

一

块审

生计而奔波 ， 且须得处处按更理性的态度以处世 、 美敏感区域 ， 对出 嫁女儿而言 ， 那简直就是灵魂

循人生之规范而慎行 ，
他们无暇旁骛 ，

纵有吟咏
，

深处的
一方圣地 ， 只要灵魂存在 ， 这圣地朝拜的

生之慨叹而 已 。 女性诗人则不 同 ，
她们经这场家期待就是永恒的 。

族灾难后 ， 更加 凸显妇德 ， 安贫守素 、 相夫教子 ，另一块审美敏感区域 ， 就是闺 阁心 目 中 家族

只求有朝
一

日夫婿科场折桂 、 子嗣重振家业 ， 对未的栋梁
——

丈夫 、 兄弟 和儿子们的行踪 。 夫为妇

来犹抱幻想
；
偶有吟咏 ， 除了生之慨叹 ， 尚怀有长天 、 夫死从子等等闺 范 ，

使族 中男性的行踪 自 然

长的梦一般的期待 。 所以 ，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 ， 海很容易成为闺阁 中人触发人生期待的审美敏感区 。

宁查氏闺阁诗人代代相沿的诗歌传统 ， 就是对人生海宁查氏作为望族 ，
其地位若要世代传承须藉科

的期待 。 这样的外因和女性与生俱来的本能相结合
，

第和仕途 ，
因而蟾宫折桂和宦海人生 ， 是这个家

更使查氏闺阁诗群凸显出
一

种与众不同的创作趋尚 ，
族至高无尚 的 目标 。 女性不能享有科举仕进的机

那就是抒情主体的永恒期待情结 。会 ， 更难有宦海人生的宠幸 ，
她们 只能把成为人

查氏 闺 阁诗歌永恒期待 的 主 旨大致从三个方上人的期望寄托于家中 男性身上 。 发为吟 咏 ， 自

面来显示 ：

一凭生活实感显示
，
二 由 它事 引发显然而然地就在 《寄外》 、 《秋 日送兄》 、 《示两儿读

示
，
三以超凡感应显示 。书吴山 》 之类题 目 上做文章了 。 其 中首先值得关

先看第一类 ： 以生 活实感来显示。 查氏 闺 阁注的 ， 是这些女诗人对外子的思念和期待平安归

诗群普遍以实际生活触发的现实感受来对人生期来的吟咏 ， 易代之际 、 《 明史 》 案 中 、 试题案后 ，

待作抒唱 。 因为现实生 活对于女性
一

包括查 氏这类主旨 的诗作尤多 。 查揆妻吴慎的五律 《春寒

女性 ， 总是最贴近 的 ，
因此最容易成为触发人生忆外舟中 》 ， 就表达了 这种心情 。 她想着丈夫的羁

期待的审美敏感区域。 这 审美敏感区域就闺阁而旅之苦 ：

“

春寒怜被薄 ，
舟冷想衣单 。

”

又在 自 己

言主要有两大块 。 其一是 出嫁女儿心心念念的娘心里嘀咕着 ：

“

露重眠宜早 ，
风凄梦易阑 。

”

真是

家
，
因为离乡 远适 的女儿往往无法释怀思 亲的哀百结愁肠无以释解 。 结尾处还说 ：

“

幽 闺还惜别 ，

愁 ， 故而会萌生故园重返 的本能期 待 。 查慎行母脉脉坐更残 。

”

这
“

脉脉坐更残
”

坐等着什么呢？

钟韦显就曾在这方审美敏感 区域作 了耕耘 。 在七律只是更残漏尽换来的永恒的期待 。 再如查有荣妻

《秋夜寄怀八妹 》
？
中 ， 她就 向

“

八妹
”

发出 怀念朱淑均在七律 《寄外 》 中
一开头就以幽怨 的 口 吻

亲人以致
“

相思长 自 恨相逢
”

的怨艾 。 正是这刻说 ：

“

两字平安少信通 ， 深闺盼望断征鸿 。

”

并急

骨相思 ， 使她倍添无 由 重见亲人的 长恨 ， 以 致切地要求丈夫
“

归期莫负杏花红
”

，
且再逼问

一

句
“

镜里新愁添 白 发 ， 秋来多 病怯罗 衣
”

。 尤其在
“

何 日诗 帆返海东
”

，
期 待之情溢 于言表 。 其次 ，

“

梦回竹榻灯初暗
”

之际 ， 故园重返的梦幻与孤灯这群女诗人还对 自 己 的兄弟 、 儿子也寄以科举场

只影的现实 ， 更令人黯然神伤 。 如果说 国变之际中金榜题名的强烈期待 ， 如查蕙芳在 《秋 日 送兄》

．

１４６
．





论海宁查氏闺阁诗群的创作取尚


中就写与兄弟
“

遥遥三载别 ， 犹未见归槎
”

， 极见易见的 。 类似情况也出 现在查惜的诗 中 ，
这位闺

期待之迫切 。 钟韫在 《琏儿琛儿分心 吟咏恐荒章阁中人竟也学唐人写了
一

首 《从军行 》 ：

句诗以诫之》 中更是对儿子寄以重振家业的厚望 ：万里从军铁 甲寒 ， 闺 中征雁寄书 难 。

头颅倶长 大 ， 负 笈 岂徒然 。夜来 唯有高 高月 ，
江 南塞北 一样看 。

家计愁 中 落 ， 成人望 汝贤 。对生活在查家鼎盛期的女诗人查惜来说 ， 当然不

才 名 终世态 ， 学 业有 家传 。存在夫婿从军边塞 的情况 ，
而是和她于

“

花朝月

好副 双亲望 ， 辛 勤二 十年 。夕
”

携手并肩
“

时相唱和
”

的 ，
可见这首

“

和唐

在这里 ，
殷切 的期 待渗透着

一股坚定的信念 ， 这人韵
”

的七绝并非写她 自 己 的现实生活处境 ， 可

信念来 自家族沉积 的文化底蕴和遗传的超常才智 ，以说是写出 了她的心境 ， 寄寓着这位敏感多思的

唯其如此 ， 才使这位女诗人愿意以
“

辛勤二十年
”

女性诗人灵魂 中
一

脉说不清 、 道不明的人生期待 。

的付出来耐心地等 待 。 其实 ，
对查 氏闺 阁诗群来从上述例证中 不难进

一

步看 到 ， 査 氏闺 阁诗

说
， 吟咏来 自 生活感受的人生期待又何止二十年 ， 群对不如意的世事的期望总是深埋在心灵深处的 ，

而是永恒的 。
一旦有可 以产生同类感应的对象 ，

即用来寄寓 自

再看第二类 ： 以 它事触发来显示 。 查 氏 闺 阁己无奈 的人生期待 。 这样的期待从心理现实的 角

诗群还常常 以众生它事 引发 的生存联想来对人生度看 ，
已成了这个闺 阁诗群的情结 ， 是永恒的 。

期待作寓意性吟咏 ， 这是 出 于同类感应 的惯常做再看第三类 ： 以超凡感应来显示 。 查氏 闺 阁

法 。 因为查氏家族以 诗礼传家 ， 世俗人生 的哀乐诗群还往往以超越具体世事 、 由 内 心静观引 发的

往往涵蕴于 内心而不便明言 ，
于是以借物喻心来生命之哀来对人生付出期待 的吟咏 。 因为查氏毕

做触类旁通的表达 ， 这也就促成了族中女性诗人竟是贵族人家 ， 即使在政治斗争 中家道几次衰落 ，

代代相沿地走以 物寓意之路 ， 借众生它事 以 代言却也不至于与 引 车卖浆者为伍 ， 女眷 当更不至于

隐匿于深心 的人生期待 。 钟韫的乐府长诗 《 采莲陷入柴米油 盐 的琐屑 中 。 正是这样 的 生存条件 ，

曲》 ， 从表面上看是
一

个
“

闺 中女
”

伴
“

邻女三五加之对生命文化的深厚修养 ， 使得查 氏闺 阁容易

人
”

去
“

横塘
” “

采莲
”

，
她们让翠袖迎风飘舞 ， 从世事纷繁 中超越 出来 ， 与宇宙相感应 ， 获得

一

在人面荷花
“

相与姘
”

中展示 自 己 的
“

新妆
”

，
并种染着千古殷忧的 出位之思 。 这是近似于宿命的

且以矫健的身手
“

并舟轻 出没 ， 来往还流连 。 语闲愁 ， 较之于奔波在俗世宦途 的查氏男性诗人更

笑有 同心 ， 攀折私相怜
＂

。 这里有
一股青春气息扑甚 。 凭着这

一

得天独厚的心灵感应 ，
查氏闺 阁诗

面而来 ， 对
一

个花季少女 的行为 、 意态 的表现都群让 自 己心灵深处深埋着的千古殷忧导致的人生

是逼真而生动的 。 但女诗人又赋予这位采莲女 以期待定格成了创作趋 尚 。 这种被
一

般人视为
“

闲

另
一些隐秘的心理 内容 ， 说她是

一

个
“

家临九江愁
”

的人生期待 ， 是缥渺旷远 、 说不清道不明的 ，

水
”

、 总在
“

目极万里船
”

， 且
“

自怜秋思多
”

的其特点是心境化的寂寞与没来 由 的人生期待相遇

人
， 纵使采莲 ，

心中也会
“

荡遥思
”

， 这种种表现合而成水乳交融之状 。 查氏 闺 阁诗群中创作最显

大有屈原 《 山 鬼 》 中
“

目 眇 眇兮愁予
”

的情态 。 审美层次的是蒋宜 ， 她吟 咏这
一

类人生期待 的作

在该诗的最后 ， 她还以这样的诗句作结 ：
品就很值得注意 。 蒋宜曾 和夫婿

一一

为反清 复明

采藕 断其根 ，
丝丝犹 自 牵 。啮血誓师而终归失败 、 不得不隐匿山 林的查继佐

摘花触荷 叶 ， 淄 珠 不成 圆 。以梅花为咏歌对象相互唱和 ， 在 《咏梅
？ 迎风飞

如此结尾不能不引 发人的联想 。 这位采莲女似乎舞静无声 》 中 ， 她咏叹了
“

迎风飞舞静无声
”

的

有着
一场青春期的隐情 ，

而从
“

摘花触荷叶 ， 淄梅魂 ， 那种在远避俗情的孤村 中遥对
“

月 空明
”

珠不成圆
”

看来 ， 似乎隐示着这情还是藕断丝连 、 时的心境
，
显然反 映着女诗人心灵 中

一

种没 有来

并不圆满的 。 但从
“

丝丝犹 自 牵
”

中又让人感到由的人生期 待 。 而在 《咏梅 ？ 百卉萧然尽怯冬 》

有
一脉绝望中犹存期待的希望 。 可 以说 《采莲曲 》中

，
蒋宜又赞 叹 了

“

敢教铁骨挺孤踪
”

的梅魂 ，

实是一首寄意之作
， 它作为女诗人历尽生之艰辛但一个

“

孤
”

字又凸 显了
“

梅
”

在众芳芜萎中傲

而犹怀有丝丝缕缕本能期 待的心态反 映 ， 是显而然挺立的寂寞 ， 以 致在
“

香云渺拂千村 月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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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容
”

显现出 了
“
一段幽情

”

，
这

“

幽情
”

是对而又清丽有致的直接抒情 。 女性诗人创作这方面

春天的期待 ，
也寄寓着蒋宜心灵深处对超尘脱俗的特色前人早 已 发现并指 出 ， 如对李清 照 的词 ，

的人生 的期待 。 这种显示生命本能反应的莫名期像 《声声慢 》 之类 ， 刘体仁在 《七颂堂词绎 》 中

待
，
在蒋宜的七律 《秋夜有感》 中有着更为深沉就说过

“

唯易安居士
‘

最难将息
’

、

‘

怎
一

个愁字

的表现 。 对于秋之来临 ， 她只报之以
“

冷看落叶了得
’

深妙稳雅 、 不落蒜酪
”

？
的话 ， 并认为这正

逞风流
”

的漠然 ，
她关注的是

“

蛩心切切缘何事 ， 是女性诗人的
“

本色当行
”

；

王闾运在 《湘绮楼词

蝶梦遽遽未肯休
”

， 这里就有
一

种 旷远而神秘的相选 》 前编中 也认为 《 声声慢》 中 的这种倾诉
“

亦

思 、 莫名 而无奈 的人生 期待透现 出 来 。 而尾联是女郎诗
”

并加 以称颂。 陆昶在 《历朝名媛诗词 》

“

最是月 斜听不得 ，
孤鸿 叫起

一天 愁
”

更令人玩卷八中则引 魏仲恭为朱淑真诗集 《 断肠集 》 所作

味 ： 在秋临天下又斜月 临窗时分 ， 有
一只孤鸿在序 中 之语 ， 说这些诗

“

雅致 ， 出笔 明 畅
”

， 只 有

凄然长唳和茫然寻求 ， 这正是
一

位女诗人寻踪永
“

闺 阁 中人能耽笔砚
”

者方能为此 ， 且远 比
“

买珠

恒的家园而不得 ，
因而转为无奈期待 的象征性体觅翠徒好媚妩者

”

要好
？

。 这也道 出 了女性诗人耽

现。 这种出 于宇宙生命感应 的人生无尽而又无奈于直接倾诉 、 不做
“

买珠觅翠
”

的修饰 ， 且能倾

的期待 ， 是查氏闺 阁诗群
一

个很突出 的创作趋 尚 ， 诉得明畅而又清 丽雅致的抒情特点 。 类似 的这些

一

直传承到查有炳妻朱淑仪时 ，
可说达到了极至 。 特点 ， 在查 氏闺阁的诗中 ，

也同样是存在的 。 性别

其 《伤悼 》 之
一

吟咏这位女诗人在侧听邻里凄清的
一致导致诗歌风格也大体近似 ， 中外古今皆然 。

笛声 、 遥瞻星河
一

梦难成 的心境下 ， 又恍然感到不过内中也有细处的差别 。 也就是说 ，
查氏 闺阁诗

有风卷庭梧 、 雨打芭蕉之声 ，
于是在似真似幻 中群

一

方面也有
一

般女性诗人共具的那种 以直接抒情

不 由得发出 了
“

夜窗何处 听旧声
”

的疑问 ， 这是的方式来做内心倾诉的特点 ， 但另
一

方面 ，
还有其

一场人生期待的潜感觉表现 。 《伤悼 》 其二则转为抒情的独特性。 譬如查映玉 ， 她凄苦
一生

， 藉诗诉

对这种潜感觉的超越 ：哀 ， 其七绝 《哭安定六首》 之
一

， 首二句曰 ：

“

三

鹃 啼花落 断人肠 ，
旧 日 丹铅满 一床 。世无依只尔存 ，

一

朝风骤断萍根 。

”

面对如此境遇 ，

易 散彩云 常缺 月 ， 世 间难 觅返魂香 。她诉悲情道 ：

“

白发老眼无多泪 ，
哭罢亡儿又哭

这里的夜窗 旧声毕竟 已消失 了 ， 看来花落枝头是孙 。

”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 ， 完全以直接抒情的方

无奈的 ， 纵使杜鹃啼声 ， 又能唤回什么 ？

“

世间难式来表达 。 值得注 意 的是 ， 这句
“

哭罢 亡儿又哭

觅返魂香
”

是必然 的生存规律 。 女诗人对人生无孙
”

，
意指她

一

个 白发人送走了两代黑发人 ，
面对如

奈的期待好像已 有 了理性 的超越 ，
可其实这是更此惨酷的遭遇

，
她采用直接抒情式倾诉比起意象抒

显情感的期待和期待的无奈的 。情来的确更能撼人 ，
大有向命运发出控诉之意 。 但

综上可见 ：
现实 的人生期待 、 隐喻的人生期她另

一

首七绝 《思亲》 则不同 ：

待和超验的人生期待在查氏 闺 阁诗群心灵 中 的存碧 云淡 淡素娥孤 ， 花上虚 窗 影有无 。

在关系是层层递进并且是永恒 的 ，
这构成 了其创正 是思 亲愁 绝夜 ， 不堪静对 白 头姑 。

作取尚中
一

道主导性 的风景线 ， 导 引着其生命体据传载 ： 查映玉 ２２ 岁丧夫 ， 有一女和
一养子倶亡

验走向
一

片心灵的永恒之境 。故 。 她孤寡
一

人 ， 本可以 回返家境 尚且富裕的娘

家 ， 却因其姑也孤寡无依 ， 为伴姑竟 留夫家终老 。

二 抒情的倾诉型选择此诗的后二句是以直接抒情的方式倾诉了她既思

亲欲返故 园却又为伴姑而泯灭此念的复 杂心情 。

查 氏闺 阁诗群诗歌创作取 尚还有很重要的
一 但如果单凭这二句倾诉 ， 感人之力似乎不足 ，

所

个方面是注重感兴的倾诉 。以有 了前二句 的 两个颇具意境美 的意象 。 其 中

女性诗人大体而言有
一个共 同特点 ， 即她们

“

碧云淡淡素娥孤
”

是
一

个能感发孤单 的外在意

所谓的写诗其实是在作 内心 的 絮语 ， 并且这种 絮象 ，

“

花上虚窗影有无
”

则是
一

个能感发寂寞的心

语往往因为渗透着激情而成为倾诉 了 。 这种倾诉理意象 ，
她把它们置于篇首 ， 为后二句直接抒情

从整体上看 ，
又总显示为直接抒情 ， 委婉 、 细腻作意境铺垫 ， 从而起到烘托渲染 的作用 。 显然 ，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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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首二句并非直接抒情 ， 而是意象抒情 ， 因此乱红铺 曲径 ， 小 雨弄新 晴 。

不像 《哭安定六首 》 之一那样以直接抒情贯穿到园笋 多 成竹 ， 杨花尽作萍 。

底来完成倾诉 ， 而是立足于直接抒情 、 并让意象韶 华还一瞬 ， 愁 思倩谁平 。

抒情与直接抒情相结合来完成倾诉 。 这种
“

二结此五律表现的是女诗人在暮春时分因感觉美景将

合
”

式的 自 我倾诉 ， 更显 出 了高度的感性色彩 。逝而生 出 的生命哀感 。 首联和尾联皆采用直接抒

就
“

二结合
”

中 的意象抒情而言 ，
查氏闺 阁往情的方式倾诉了患着季候病的她愁思难平的心情 。

往采用感兴意象而使诗的感性色彩浓厚起来 。 所谓但如果只靠这二联 ， 表达的情思还是单薄 的 。 于

感兴意象就是能启发情绪联想的具体化之物 ，
即感是女诗人又在颔联与颈联铺设 了 四个意象 ： 落红

觉或者情感的客观对应物 ， 它具有较强 的兴发感动满径 、 小雨新晴 、 笋已 成竹 、 杨花成萍 ，
全是春

功能 。 既然感兴意象是客观存在化形态 的 ， 那么意光 已老 的景象 ， 是感兴化的 ， 能感发 出季节残败

象形态的表现就得如实 ，
而不该任意凭主观使之变的境界 。 这

一

铺陈 ， 是对首联 、 尾联 的情境烘染 ，

形 。 而要使用客观如实存在的那
一

类意象 ， 就得让使全作建基于直接抒情的心灵倾诉得到深切 的呈

意象与客观存在对接 。 查氏 闺 阁们 习惯采用的感兴现 。 而这四个感兴意象又是采用 白描手法如实地

意象 ， 其形体就是用 白描来构成的 ， 这可说是查氏表现出来的 ，
没有让主观变形得花里胡 哨 ， 显得

闺 阁诗群在追求感兴倾诉中
一

个特有的标志 。自然纯朴 。

所谓 白描 ， 在文学创作领域中 ， 指 的是采用总而言之 ，
查 氏 闺 阁诗群擅长立足于直接抒

简约朴素的语言 ， 天然去雕饰地如实描绘对象的情而又 以直接抒情和感兴意象相结合来做心 灵倾
一

种表现方法 。 白描手法为查 氏 闺 阁诗人普遍运诉 ， 在这种抒情特色 中 ，
以 白描呈现的感兴意象

＿

用 ， 实缘于深受母教影 响的查慎行 、 查嗣搮的大扮演了直接抒情的 附庸角色 ， 其作用是对直接抒

力提倡 ，
以致成了查氏家族的诗学传统 。 而这个情作情境烘染 。

传统特别适合读书无多 、 腕力较弱 ， 注重直觉印查氏闺阁诗歌的抒情既然是
一

种立 足于直接

象 、 不尚逻辑推理的女性 ， 因而查 氏 闺 阁诗群也抒情而让直陈旨意与意象感发相结合的审美传达 ，

就分外取 尚 白描手法 ， 让 白描的感兴意象与直接这就表明这个女性诗群不以象征性抒情为其审美

抒情相结合 ， 来完成其内 心倾诉。 如查慎行曾 孙传达之本色 。 当 然也偶有象征抒情方式 的运用 ，

女查淑顺的 《梦后哭父 》 ：如蒋宜组诗 《落叶 》 中如下的这首七绝 ：

饥 鼠窥 灯灭 复 明 ， 绮 窗 月 冷夜三 更 。消 瘦寒林意 自 悽 ，
可 怜零落任东 西 。

分 明 独 坐拈针线 ，
犹 听爹娘唤女 声 。妬风何苦相凌逼 ， 眷恋枝头不 忍离 。

该诗倾诉对亡父 的思念 ， 而这思念 出之于似梦似在这首七绝 中有
“

妬风何苦相凌逼 ， 眷恋枝头不

醒 、 恍恍惚惚的情境 中 。 后二句就 以直接抒情来忍离
”

， 这实是在直陈旨意 。 但我们不能 因此而认

做点化式的倾诉 ， 但若仅仅如此 ， 则显然简单了为它也是直接抒情 ， 因 为它的整体传达的逻辑起
一点

，
还缺乏点 艺术感染力 。 为 补足 这

一

缺憾 ， 点是以
“

落叶
”

展开
， 构成全局 ， 来象征抒情主

作者在前二行设置了 两个意象 ： 饥 鼠眼中 的油灯体 自身生存命运 的 ， 即便是
“

妬风何苦相凌逼 ，

之时暗时明 、 残油将尽 ；

三更残漏 中 闺 楼 已清辉眷恋枝头不忍离
”

，
也是纳入整个文本的象征体系

西斜 、 绮窗月 冷 。 这样的意象是感兴化的 ， 能兴的 。 但像蒋宜 《落 叶 》 这样的诗在査 氏闺 阁诗群

发感动出
一 片寂 寞 、 凄清而又 阴郁的生存境界 ， 中毕竟不多

， 大量 的是像邵佩鸾的组诗 《消夏绝

对于后二句的恍然梦父的悲 郁倾诉 ， 能起情境烘句和夫子韵》 这样的诗 ，
其中之四 曰 ：

染的作用 。 而这种功能 的感兴意象是有高度客观绿 窗人 影昼如年 ， 午 梦惊 回 断续蝉 。

真实性的 ， 如
“

饥 鼠窥灯灭复明
”

， 就 以十分朴实燕子 不知人意懒 ， 飞 飞来往 画 帘前 。

的语言表现了 贫家闺楼深窗暗夜的生存境况 ， 如这后二句是意象象征语 ， 象征着 自 由而 富有

实而又生动
，
靠的 则是 白描手法的运用 。 再如査生命活力 的生存境界 。 但我们也不能 因此而认为

学继妻陈素的 《春归》 ：它是象征抒情 ，
因 为其整体传达的逻辑起点是以

惆怅春 归促 ， 凭 栏百感 生 。
“

消夏
”

展开 、 构成全局来直接抒发主体 自 身的生

？１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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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感受 ， 即使是
“

燕子不知人意懒 ， 飞飞来往画兴趣的是情绪体验、 再造性想象 、 本色意象以 及

帘前
”

，
也是纳入整个文本的直接抒情体系里的 。 由此感发出来的直观性意境氛围 。 所以 这个闺 阁

我们之所以要在此分辨抒情方式具有直接抒情与诗群所营构成的潜在文本是有情味 的 ， 富于唐诗

象征抒情两大类 ， 除了进一步说明查氏 闺 阁诗群的韵致 ， 并且虽然也朦胧 ， 但无晦涩感 ，
无需人

重在直接抒情外 ， 更重要 的 一点是想借两类抒情苦思冥想就 能体味 。 如吴慎的七绝 《舟 中 即景》

方式的实例 比较来说 明
一

点 ：
查 氏闺 阁诗群虽然之一

：

“
一

钩新月 芰荷浔 ， 水 国香残到处吟 。 最爱

偏重以直接抒情的方式来做感兴倾诉 ， 但并不排四 围山色里 ， 闲鸥眠处 白 云深 。

”

颇有小杜风致 ，

斥意象感发在直陈情思 的抒情体系 中的存在 ，
而往潇洒 自若 。 再看她的七律 《新涨》 ：

往在立足于直接抒情的基础上 ，
让直陈情思与意象浓荫深锁抱 柴 门

， 懒步 回 廊对酒樽 。

感发相结合 ，
而让意象抒情处于附庸地位 。 这也正久雨厌 听今夜漏 ， 短桥犹 记去年痕 。

表明查氏闺阁诗群感兴倾诉的抒情特色 ， 其实是
一平溪倚 阁 怜新水 ，

隔 岸行舟渡晚村 。

种新颖的变异 了的直接抒情方式 。 查氏闺 阁诗群在云影风声 浑不辨 ，
烟波况是月 黄 昏 。

充分运用这种新颖的直接抒情方式时 ， 直陈情思和这样的抒写真有点飘飘然如御风而行的风姿 。 这

意象感发之间的配 比关系是并无限定 、 并非恒常的 。 样两首诗 ，
无疑都是从 以 物及 心 的感受 出发 的 ，

总体而言 ， 前者多而后者少 的
一

类称不得普遍 ，
因抒写的是情绪体验 。

“

久雨厌听今夜漏 ，
短桥犹记

为采用大面积直陈情思来做心灵倾诉 ， 含蕴较少 ， 去年痕
”

、

“

最爱 四围 山色里 ， 闲鸥眠处 白 云深
”

而羞于袒露心曲的女性诗人对本真的心意大多隐讳 ， 等句 ， 更让人把握到
一 片用本色意象感发出来 的

影响所及也就较少选用此类配比了 。 而两者相平衡直观性意境氛 围 。 尽管在把直观性意境氛围感发

的配比类型则用得较多 ，
因为 比较符合律诗颔联 、 出来后 ，

没有再让情绪体验在这个意境氛围的诱

颈联往往写景 ， 首联和尾联则多直陈情思 ，
比较容引下飞跃为情悟型智性 ，

却正 因为她们所营构 的

易获得平衡的创作习惯 。潜在文本少有深层结构 的存在 ， 反倒能使直观性

意境不耗散 ，
而 以悬崖勒马之蓄势形成一股氛围

三 文本的有机化营构凝聚力 ， 使文本营构得更显朦胧 、 更具韵 味 ，
而

又不致陷入晦涩 的泥淖。 如 因查嗣庭案 的 牵连而

查氏闺 阁诗群 的文本营构从整体上看是有机被发配边塞的查嗣庭之女所作的 《题驿壁 》 ：

的 。

一个诗歌创作群体的整体文本大体包涵潜在薄命飞花水上 游 ，
翠娥双 锁对沙 鸥 。

文本 、 内在文本和外在文本三个方面 。 潜在文本塞桓草没 三 韩路 ， 野戍风凄 六 月 秋 Ｄ

是主体 （ 诗群 ） 自 身的创作运思层次 ； 内 在文本渤海 频潮 思母 泪 ， 连 山 不断背 乡 愁 。

是主体 （ 诗群 ） 自身的情感体验模式 ； 外在文本伤心 漫谱琵琶 怨 ， 罗 袖香 消土满头 。

＠

则是语言本体的情景布局搭配。 查氏 闺 阁诗群的这是凄楚郁愤被高度压抑 、 情绪体验实质上十分

文本营构之所以说有机 ， 指 的就是三者相互呼应强烈之作 。 尤其当 中 的 二联 ，
颔联写抒情主人公

并和谐地组成一体而言的 。外在生态 的凄苦情状 ， 颈联写 内在生态的悲酸心

潜在文本营构 中 的运思是在潜意识 中展开的迹 ， 用 了四个感兴意象 ， 感发 出 了
一

片 直观性 的

活动 ， 其逻辑起点是心物感应 。 心物感应可 以分意境氛 围 ， 来烘染尾联 ， 为女诗人未来命运作了高

为 以物及心与 以心及物两类 。 前者是 由 以物及心度情境化的表现 。 从中显然可以见 出 ： 查蕙鑲在潜

而生的感觉映象 出发 ， 并 由 此映象激发 出情绪体在文本营构中 ，
通过

“

伤心漫谱琵琶怨 ， 罗袖香消

验 ， 再以这情绪体验来激活想象 ，
铸造 出 本色意土满头

”

这作结的两行 ， 既有意象的表现 ， 又有隐

象 ， 进而通过这类意象的感兴功能而感发 出直观喻的点化 ， 把当 中二联的直观性意境氛围作 了凝聚 ，

性意境 ；
后者是 由 以心及物而生的知觉表象出 发 ，

但不作飞跃以情悟某种智性 ， 而让意境氛围 只在原

并 由此表象激发 出 心智经验 ， 再 以这心智经验来处不断 回荡 ， 从而强化 了对未来宿命的茫然之情 ，

激活创造性想象 ， 铸造 出 心拟意象 。 查 氏 闺 阁诗全作因此朦胧得有
一

种韵致的哀远 。

群惯于从以物及心出发来进行文本运思 ，
她们感内在文本 营 构 中 的体验 ， 往往具 现为主体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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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落 ） 的情感结构形态 ，
也即主体对特定时空中生态转向 宇宙生命生态 ，

也 即 以宇宙生命生态的

的生活作整体感受所把握到 的
一种文化关系 。 查趋空趋幻来消解社会现实生态的艰难困顿 。 绵延

氏闺 阁诗群的文化体验模式 ， 自 然是传承 自家族二十余世的海宁查氏家族在社会政治风浪 的起起

的 ， 是查氏家族文化体验的反映 。 而家族文化既伏伏中
一

路汹 渡 ，
即使 家族中 人 时时处处谨言

是特定时代乡邦文化意识的体现 ， 更是
一个特定

“

慎行
”

，
也难以避免生存的艰难 困顿 ， 在走投无

民族的宇宙文化意识的反映 。 查氏 闺 阁诗人在文路之际 ， 往往让精神世界超脱尘俗 、 现实人生遁

本的营构 中 ， 也必然会让情感结构呈现为 乡邦伦入空门 ， 皈依宇宙生命境界来作空幻的 自我拯救 。

理文化和宇宙生命文化两类体验的综合 。 这里不可 以说这 已成为查 氏家族文化体验的一个模式 。

妨举诗群中两位女师母宗级的诗人的文本来看看 。 正是这个模式 ， 特别能让查 氏 闺 阁诗群 中 人所接

其中之
一是钟韫的五律 《示两儿读书吴山 》 ：受和运用 ， 她们 中不少写得成功 的诗就是采用这

丧乱还家后 ，
周旋 只 两儿 。个文化体验模式的 。 蒋宜

“

耽禅寂
”

， 因此在她的

苦辛都 为 汝 ， 贫贱且从师 。诗中宇宙生命感应的文化体验较多 ， 使用此模式

慎勿趋 时好 ， 何须恋 旧 茨 。为文本构架的也多 ， 如七律 《秋夜 》 ：

晨 昏原 细故 ， 努 力 慰哀迟 。忽 见梧桐染 淡黄 ，
更 闻韙鴂 叫秋霜 。

这是女诗人在王朝更替的
“

丧乱
”

之后对后辈 的不为 白 发侵 明镜 ，
且抱 红心寄上 方 。

庭训 ， 告诫查嗣琏 （慎行 ） 、 查嗣搮两个儿子要不就竹 开 窗通海 月
，
当 庭 种 桂散天香 。

畏贫贱 ，
不趋时 尚 ， 勤学苦读 ，

以 求得功名 ，
重闲 来拥衲 凭 高坐 ， 静 听疏钟 万虑 忘 。

振家业 。 这是
一

场入世的 乡 邦伦理文化体验的 吟该文本前二联以隐喻意象感兴地表现 了女诗人因

咏 。 另
一

例是蒋宜的五律 《漫兴》 ：生存困顿而 引发 的哀情 ，
后二联则转入对宇宙生

秋 山逢雨后 ， 突兀插青 葱 。命境界的向往 ，

“

拥衲
”

而
“

高坐
”

，

“

静听疏钟
”

尤爱 一溪水 ， 能教万派通 。而
“

万虑忘
”

，
都表明她以宇宙生命的文化体验在

沙 鸥随意适 ， 野鹤 自 心 空 。消解现实人生的艰难困顿。 查端抒的七律 《盆鱼 》

看破人 间世
，
全如风入松 。采用这个文化体验模式更显 自然 ：

在这首诗 中蒋宜是以
“

野鹤 自心 空
”

自居 了 。 她未得沧 江汗 漫游 ，
且 安勺 水 当 清流 。

本就是一位
“

性嗜书史 ， 尤耽禅寂
”

的人 ， 所 以鱗潜不 羡云如藻 ，
机息何嫌 月 似钩 。

“

看破人间世
”

，
而面对

“

秋 山逢雨后
”

的大 自 然如此濠 梁应 失笑 ， 有人湖 海 叹沉 浮 。

则往往会生 出位之思 ， 感受到
“

沙 鸥随意适
”

般观 鱼触 我无 穷悟 ， 故故 萍根弄水沤 。

随遇而安的生存意趣 。 这是
一

场 属于 出世的宇宙以勺水为清流 ， 作盆鱼的沧江之游 ， 有点苦 中作

生命文化体验的 吟咏 。 这二位查家女宗级诗人的乐的味道 ， 是 自 嘲 ， 曲折地反 映了女诗人生存的

两首代表性诗作 ， 体现了查氏 闺 阁诗群 内在文本困顿 。 但她终于
“

观鱼触我无穷悟
”

， 任萍根扎水

营构中的特征 ：
以上述人世与出 世的文化体验综飘然于天水间 而 自 得了 。 从入世转向 出 世以求解

合而成的情感结构形态所具现的体验模式 。脱 ， 展现的文化体验既自然又真切 。

上引诗篇中两类文化体验表现为不相关合的再看从出世转 向 人世的那种模式 。 就闺 阁诗

各 自呈现 ，
不存在因 果关系 。 但查 氏 闺 阁在 内 在群而言 ， 采用这个文化体验模式不及上面那个多 ，

文本营构 中并不满足于此 ， 她们总想把两种文化因为这些闺 阁诗人直面现实人生 的精神是 比不上

体验组合起来 ， 成为
一

个具体而又显得折中 的情查家男性诗人的 。 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 。 如查惜

感结构 ， 标志是乡 邦伦理文化与宇宙 生命文化两这位有男性胸襟和腔调 的查家女诗人 ， 在她 的诗

类体验对立统
一

成
一体

，
建基于 因 果关系上 。 这中就特别爱用这个模式来完成内在文本构架 ，

这

样的体验模式 ， 才是查氏 闺 阁诗群的特色 。 大致缘于她的情感结构 的独特性 。 她写有古风 《行路

说来其模式也有两类 ，

一

类是从人世转 向 出 世 ， 难》 ， 说
“

行路难
”

不在羊肠小道之屈曲 、 三峡逆

另
一

类是从出世回归人世。流之艰难 ， 在她看来 ， 人生之旅往往显示为
“

康

先看从入世转向 出世 ，
具言之 即从社会现实庄道 ， 生荆棘 ；

顺水舟 ， 多狂澜
”

， 因此她竟然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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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样的话 ：吊唁
“

大姐
”

的场景和对 当年同
“

大姐
”

在
一起

人人 只 知 涉 险 之 为 险 ，
谁 知 至 险 乃 在平时

一些片段的 回忆 ， 所叙场景感发功能不弱 ，
所

与 安 。抒情感的力度也强 ，
但显得琐碎温吞而没有 沸点 。

这是个发人深省 的警句 ： 要在安逸中看到隐伏的于是最终就采用 了警句来组接 ，
达到了 悲情高度

艰危 。 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查惜形成 了 自 己凸显因而传情十分强烈的效果。 这警句是 ：

特定的情感结构 ， 并抽象成
一

个独特的文化体验含 毫掩 泪 临风 吊 ， 他 日 悲侬却使谁 。

模式
，
因此其诗歌的 内 在文本营构 ， 颇有一些就这两行与 《红楼梦 》 中林黛玉的 《葬花词 》 简直

采用这个模式 ， 如五绝 《 口 占 》 ：有异曲 同工之妙 。 这一组接就能把每一个读者拉

英蓉涨绿水 ， 浦上
一

鱼 竿 。人 ， 让人人都去设身处地地感受 ， 这就把女诗人

莫说渔 家乐 ， 渔租亦到 官 。的悲情传达大大地提高了一个层次 。

该文本的前二句 ，
以 十分凝缩的意象感发 出

一片再看浮雕凝聚型 布局 。 这种布局指前面抒叙

飘逸在波光水影 间 、 超越尘世的 人生境界 ， 但后
一

大片 ， 到最后突然推 出
一

个浮雕型意象 ， 使前

二句一下子又把女诗人这种 出世之心收 回到社会面一大片琐碎的抒叙通过这个煞尾的浮雕般的意

现实中 ， 让一场美丽的遁逸之梦破灭 ， 重新沉沦象特具的隐喻功 能而凝集 了起来 ， 像凸透镜凝聚

在严酷的人间 。 以 《 口 占 》 这样 由 出世 回归人世了阳光而迅速聚 焦
一

样 ， 使前面的
一

大片抒叙有

的体验模式写成的诗 ， 使查 氏 闺 阁诗群 的创作具了一种 固体的升华 ， 推宕并强化人的感受 ， 使人

有更显人性意味的抒情色彩 。获得感悟 。 需要注意 的是 ： 这里的凝聚型意象必

最后看外在文本营构中的情景安排 ，
也即诗歌须是本色的 、 具体的 ， 有生活场景 ，

甚至是细节

的布局 。 诗歌除了极少数纯粹直白式的文本外 ， 大化真实的 。 如陈素的 《暮春忆外 》 ， 前十四行抒叙

多是情景在文本中互动的结果 。 离开 了景而作纯情了
一

大片暮春情景 ：

“

小楼昨夜东风恶 ， 满架蔷薇

抒唱难免使诗显得空泛 ； 离开了情而作纯景叙写则尽吹落 。 残红片片逐春归 ，
空有浓阴如翠幄 。

”

这

难免使诗显得质实无味 。 情以景感发 ， 景以情点化 ， 是
一

片春已 远逝 、 令人感伤的景象 ， 其所具之感

是中国诗歌艺术的传统 。 这就牵涉到感兴意象与情发功能直接地推出 了
一

片 阳春已逝而往事不堪 回

绪体验间的整体布局 的问题 。 检点查氏闺 阁诗群的首的哀怨 ，
这哀怨 浮上 心头 ， 勾 起 了 她 和 丈夫

作品 ， 其具现整体意义的布局大约有三种手法 ， 那
“

花间携手记前游
”

的 回忆。 可是
“

前游顿觉成轻

就是警语点化法 、 浮雕凝聚法和翻叠组织法 。别 ， 易水燕山遥天末
”
——

路远迢迢 ，
无 由见面 ，

先看警语点化型布局 。 这里所谓
“

警语
”

不于是就想 出 了
一

个办法 ： 缝
一

件衣衫寄去 以寄托

单指 内容上 的 ，
也可指形式技巧上 的 ， 更可 以是自 己 的相思之情 。 于是她说

“

衡阳归 雁几时来 ，

内容与技巧综合的 。 查氏 闺 阁诗人大致使用 了三拟把征衣着意裁
”

了 。 可是 ：

类警语 。

一

类纯以 内 容上 的精神 意义取胜 ， 如蒋肥瘦不知 近何似 ， 欲持 刀 尺转徘徊 。

宜 《咏梅》 中 的
“

敢教铁骨挺孤踪
”

； 另
一类是以这是由生活中

一

个心理细节引 出 的
一

个小场景表

技巧取胜的 ，
即 以 翻叠 、 对映手法构成 ， 如査映现

， 它们结合在
一

起铸成 了
一

个凝聚 型意象 。 真

玉的 《喜仲兄让斋季弟稻荪 同至 》 中 的
“

剪残红的 ， 连
“

他
”

胖 了还是瘦了都已搞不清了 ， 又如

烛话偏长
”

、 查端抒 《除夕 》 中的
“

无事可望转心何裁衣呢 ？ 由 此感发 出来的 是
一股大悲哀情绪和

宽
”

， 是翻叠警语 ；
而上引査端抒诗另两句

“

人间
一

场大思念心理活动 。 这就在貌似平常 中见深意 。

富贵来还易 ， 世上安 闲得最难
”

则是对映警语。 经这样
一

个布局 ，
这个文本在司 空见惯的抒叙中

再
一类是内容与技巧综合的 ， 如查若筠 《 吊大姐》陡然立 了起来了 。 再如朱淑仪的 《秋夜 》 ：

中的
“

含毫掩泪临风吊 ， 他 日 悲侬却使谁
”

， 就是燮 燮 商声到 疏竹 ，
啼 残红 泪风摇烛 。

综合化的警语。 查氏 闺 阁诗群对这些
“

警语
”

颇月 流桐 影罢 眠琴 ，

一

个冷 萤衣上 绿 。

有偏嗜
， 在布局中 ， 她们往往让文本先抒叙

一遍 ， 这首七绝的布局特别妙 。 前三行是
一般 的抒叙 ：

结束处突以
一

个警语来对前面所抒叙 的 内容作点疏竹燮燮响着凄音 ，
风摇残烛啼 出红泪 ， 月 光流

化 。 如查若筠的 《 吊大姐 》 ， 前面十四行抒叙了她影 ，
照人无眠 ， 拨弦鸣琴 ， 却只有

一

个小小的 听

？ 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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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
一“

一

个冷萤衣上绿
”

，
这个靠女诗人在实际求由感兴意象感发的直观意境 ，

这使其创作必然

生活中精微细致地观察得来的细节
——

“

景
”

， 或会是一场抒情性 写作 。 其内在文本的构架 ， 具现

者说细节意象 ，
和前面抒叙得并无特别新意 的那为 由入世文化与 出世文化综合而成的两类情感体

三行
一

结合 ， 陡生奇效 ，
让人因 此而深深感受到验 。

一

类是入世文化的生存 困顿的体验最终被出

这样的
“

秋夜
”

对女诗人来说实在太寂寞孤独 了 。世文化体验所消解 ， 另
一

类是 出世文化空幻遁逸

也许此句是化 自 唐诗中
“

蜻蜓飞上玉搔头
” ？
—句的体验最终被人世文化体验所破灭。 这两类为查

的诗意 ，
但

“

蜻蜓飞上玉搔头
”

仅仅是
一个抒叙到氏 闺阁诗人倍感兴趣的文化体验模式 ， 正是她们

此顺势而出 的显示 出止水般静寂的情景描述镜头 ，的情感结构 的体现 。 因此
， 这个诗群 的 内在文本

没有特别的布局意义 。

“
一

个冷萤衣上绿
”

则不同 ， 营构与其潜在文本运思有机地呼应 ， 显示着其抒

是在秋夜闺楼上的那
一片又静寂又寂寞的情境烘染情性写作实 为对生存文化体验的追求 。 该诗群显

下突兀呈现的浮雕意象 ， 女诗人有意让这个意象和在文本的布局具现为情与景的互动关系 ， 这关系

上面三行相接 ， 使诗歌布局既把前面三行所抒叙的分点化 的 、 凝聚 的 、 翻叠的 三种 ， 由此也就构成

情愫全凝聚在这个浮雕般凸现出来的意象上 ，
又通了警语点化型布局 、 浮雕凝聚型布局和下半首翻

过这个浮雕意象把更显静逾 、 凄寂 、 孤单的情境感叠上半首的布局 。 这些布局手段都为 的是强化潜

发出来 。 由此看来 ， 这样的布局能使显在文本营构在文本运思 中 的直观意境显示和 内在文本 营构 中

更具有情景升华为情境的功能价值 。文化体验的呈现 ， 因此 ，
可 以说这个闺 阁诗群 以

再看采用下半首翻叠上半首 的手法所构成的布局具现的显在 文本营构 ， 是和潜在文本 、 内在

翻叠型布局 。 这种布局好就好在运用翻叠产生新文本的营构密切 地相呼应的 。 这 呼应 ，
既显 出 了

意
，
使原意翻上

一层 。 从显在文本营构形式上看 ， 查氏 闺阁诗歌文本营构的有机性 ，
也显 出 了这群

上半首与下半首是两个相反的意思 ， 结合在一起 ， 女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的强抒情性特色 。

让布局有
一

种反复成趣的美感。 查氏 闺 阁诗群很 ［本文 系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规

爱用翻叠法来布局 ， 如查惜就是如此。 前 已提及划课题
“

海宁查 氏世 家 文学研究 （
０６ＪＤＪＮ００３Ｚ

）

”

的她的五绝 《 口 占 》 、 七绝 《从军行》 和五律 《琴阶段性成果 。 ］

台 》 都可归属于翻叠式布局 。 就 《从军行 》 而言 ，



前半首说
“

万里从军铁甲寒 ， 闺 中征雁寄书难
”

，①参陈玉兰 《清代海宁查氏闺 阁诗群的心路历程 》 ， 《苏州

写
“

万里从军
”

者生存在
“

铁 甲 寒
”

的地方 ，
这大学学报 》

２〇ｎ 年第 ３ 期 。

当然是见不到
“

闺 中
， ，

人的 ，
而 闺 中人欲托雁传 ② ［ 法 ］ 西蒙 ． 波娃著 ，

桑竹影 、 南珊译 《第二性
——女

书到
“

万里从军
”

者那边去也是传不到 的 。 可是人》 ， 第 ３９９ 页
’ 湖南文艺 出版社 Ｉ ９８６ 年版 。

下半首却说 ：

“

夜来唯有高高月 ， 江鶴北－样

看 。

”

以高天之月 塞北江南都看得到 ， 来对比上半社ｉ科学 书？
Ｊ ＇

首同
－段相思塞北传不到江南 、 江南传不到塞北 ，

④见张障 职承让等编纂 《历代词话 》 下册 第 ９ １ ８ 页
，

这是
一

场境界旷远而又开阔的翻叠 。 这样的布局 ，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也就使 《从军行 》 显在文本 的营构特别能显出
一

⑤陆拥 《历朝名媛诗词》 ，
乾隆三十八年红树楼刻本 。

片高度无奈的凄艳美感 。 又如邵佩鸾 《消夏绝句⑥见王应奎 《柳南随笔》 卷 四 、 徐世昌 《 晚晴蓉诗汇 》 卷

和夫子韵 》 中的如下这首 ：
一八五 、 《海昌查 氏诗钞续集 》 卷七 。 郭则镭 《 十朝诗

绿 窗人影昼如年 ， 午梦惊 回 断续蝉 。乘》 颈联作
“

口读父书心未死 ，
目 悬家难泪 空流

”

；
另

燕 子不 知人意懒 ， 飞飞 来往 画 帘前 。
“

三韩路
”

郭书作
“

三韩水
”

，

“

伤心
”

作
“

伤神
”

，

“

琵

下半首以燕子生动活跃的表现来 翻叠上半首女诗
胃￥

”

＃

人的萎顿慵倦 ，
这种布局 能使女诗人颓唐 的心境

⑦刘禹锡 《和乐天
、

心

得到更深沉的麵。［ 作者单位 ： 浙 、

；工 师 学

ｎ
学 院

综上所述 ， 查氏 闺 阁诗群在诗歌文本营构上

是做得十分有机的 。 该诗群在潜在文本运思 中追
？

？１５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