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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女人沒用處，從來女子半邊天。因為封建不合理，世

世代代受煎熬」。我如癡如 醉地望著《傳奇女書——花蹊君子

女九簪》中這古樸清秀、剛柔並濟，飄逸中透出風骨的文 字。

這一個個我從未見過的字體，神奇而不詭秘，讓我仿佛看到了

舊時中國女性對命運的不 屈不饒，對生活的樂觀與勇敢，對自

由的渴求……令我為之驚訝的是，這種名為「女書」的 文字的

使用者乃至創造者竟是不能接受社會正規教育的普通農家婦

女。 

「女書」始於湖南江永，流行於江永縣東北部上江墟鄉的

瀟水兩岸，至今有上千年的歷 史。瀟水娟娟，不僅靜靜地滋

潤著這片美麗的土地，更默默地慰藉著這裏農家婦女的心。

「女 書」是一種自由、自在、陽光的文字，她是漢字楷書的

一種變形，常用字約六百個，特定讀 書音為城關音。 

作為世界上唯一一種由女性書寫、並由女性傳承的文字，

「女書」背負著江永地區女性 解放的重任。 

首先，女書有著交際與凝聚的功能。飽受神權、君權、族



權、夫權的舊社會婦女處處被 壓迫、剝削、歧視，她們無法

像男性一樣擁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條件。於是，一些家庭條件較 

好的女性在經過學習後，創作出了女書，並將其傳授給其他女

性，逐漸女書便成為了地位、 命運、情感、追求相同的普通

農婦社群的交際工具。婦女們用這種文字歌唱，也用這種文字 

寫信並寄給自己的「老同」(幼時結下的閨蜜) 。正是這種文字，

把卑微、鬆散的農村婦女凝 聚成一團，並在這個過程中大大

增強了女性的自我意識和群體意識。 



其次，女書是當時社會背景下，飽受壓迫的女性的一種娛

樂工具。舊時，女人的活動範 圍僅限於家庭中，被排斥的女

性沒有機會參與社會活動也沒有社交自由。因此婦女們會把女 

書寫在紙和扇子上，通過「讀紙讀扇」的說唱文學形式，自演

互娛。其中，婦女們不僅是傾 訴悲憤、宣洩不平，訴說對盲

婚啞嫁的不滿；更有互相理解、情感共鳴。同時，這樣的娛樂 

方式也鼓勵了她們要勇敢面對命運，不斷追求生活。 

另外，女書也是一種蘊含習俗禮教的文字。女書中常有豐

富的儒家色彩，她教導了世世 代代的江永女性，也塑造了女性

的社會價值觀。此外，女書作為文字與文學，不僅體現在女 性

社群內，還會用於少兒的啟蒙教育。部分優秀的詩詞歌賦，如

《增廣賢文》、《念奴嬌 ·赤 壁懷古》、《聲聲慢 ·尋尋覓覓》等，

經人翻譯後，流傳於婦女社群內，使得婦女的才智情操 得到陶

冶與昇華。甚至還有婦女能夠用女書創作詩篇、歌曲。因此，

女書傳承了文化、道德 與倫理。 

最後，女書作為一種語言文字，她也像其他文字一樣有著

物化功能跟存儲功能。婦女用 女書書寫成三朝歌、歌扇、歌

帕，互相贈送，並作為陪葬物帶到生命的終點。至此，女書記 

錄下了女性的命運與抗爭，寄託著女性的理想與追求，存儲了

閨蜜之間的情誼。 

由於女書擁有地域局限性、傳承者性別局限性等自身因素，

且經社會發展變革，現今的 女性已經擁有與男性相同接受基

礎教育、學習知識的權利，因此大數多人本身並不會有機會 

學習甚至了解她。早在 2004 年，最後一位經歷女書文化全過

程的女性——陽煥宜就已離開 人世，這標誌著原生態女書歷

史的結束。然而幸運的是，中國女書並沒有失傳。在經過一段 



時間的混亂，即女書商標被人搶注、文化產原地被「克隆」、

不科學保護後，清華大學師生、 季羨林先生以及當地政府與居

民的還是將其「搶救成功」，如今也有越來越多人開始學習書 

寫她。但無論如何，女書植根於發源地的山水、村落、習俗的，

只有在她 



自身的聚落環境中 才能獲得最大的價值。因此，在保護女書

的同時，其賴以生存的山水、聚落、方言也應被科 學有效地

保護。 

也許即便在人們對女書有所了解後，也會有不少人因其是

以男性為中心的舊制度主流文化中的亞文化，而非主流文化，

就對女書漠不關心。然而，這種溫柔而堅韌的文字所帶給我 的

啟示與激勵依舊令我為之動容。季羨林先生有言： 

「女書是一種文化權利的抗爭，女書主 人用自己的文字贏得

書寫自我的話語權。」在我看來，女書是江永農村婦女給世人

的啟示， 也是佔據人口另一半的女性群體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呼

喊，更是中國低下階層老百姓反壓迫、 反剝削、反歧視的精

神體現！ 

江永婦女宛如生長在珠穆朗瑪峰的墊狀點地梅，非常矮

小，貼近地面，不怕風吹；她們 凝聚在一起，報團取暖，甚至

還會把豐富的營養物質與水給其他更脆弱、無法適應流石灘的 

植物，而女書則是這些她們經過曲折挫敗開出的朵朵淺白色小

花。我想，今天的中國女性能 在部分方面上與男性擁有相對平

等的地位是與女書、女書精神不可分割的。女書激勵了上世 紀

的江永女性反對歧視、壓迫與剝削，女書鼓舞了江永女性勇敢

追求自由，女書更是向人們 展現了東方女性的智慧與陽光。女

書精神則啟發我，要在充滿歧視以及不平等的社會中不斷 進

取，不僅僅只是追求自己的事業與夢想，更是努力帶動身邊的

人，設身處地替弱勢群體著 想、發聲甚至是吶喊，為國家甚至

全世界的社會平等做出自己的貢獻，聯合全人類打造出一 個充

滿博愛的世界。 

我願所有華夏女性、華夏人們也將像江永女性一般，成為



朵朵努力綻放的花，讓我們的 家園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