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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年度【《紅樓夢》「詩化」之女性文化研究：一個女性主義觀點的解讀】

計畫編號：NSC 93-2411-H-343-006-
計畫執行期間：民國九十三年八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結案報告書

一、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紅樓夢》詩化之女性文化，乃從女性文化之「審美性」與「意象思維」之特性而來

也就是說，從女性文化中之存在的生命樣態中，可就此兩大特性來見其「詩化」的特質傾向

西方女性主義的理論中，亦有相關對女性與詩特質相通與契合的研究，並且提出所謂「陰性

書寫」的想法，此陰性書寫，強調一種非固著性的、流動性的一種思考與書寫狀態。在《

樓夢》中，吾人可見，此種「詩化」的特色，不僅展現在文本的書寫特性中，如用隱喻、

象的方式來傳達人物的命運與文本思想，更展現在文本中所設計的女性群體的人物樣貌身

上。因此，用「詩化」來做為紅樓女性文化的核心概念，頗具有統攝性意義。

關鍵詞：紅樓夢、詩化、女清男濁

二、報告內容：

《紅樓夢》中呈現了一個理想的女性價值世界，雖然創作者為男性，但是他卻超越了在

生理上的限制，以此來反轉以男性為主、或說以男性為尊的創作視角，而以「女尊男卑」

為小說的價值基調，並以此來對應與反省一個發展久長的父權文化。「詩」這個概念雖然也

在此長久的文化中，有著豐富的概念內涵，但是「詩」的發生所具有的一些特性，仍可說是

最能說明紅樓女性價值世界特色的核心概念。
「詩化」有兩個意涵。（一）「意象」性的意涵，所以，舉凡意象性的思維，也可被說

是一種「詩化」的特性（二）以「情」為出發的特點。以上這兩種特質，綜合以觀，就是以

形象性的類比手法，將其蘊含的深刻情感表現出來，這種意象性的思維，即可說是一種「

化」的精神，而「情」是中國歷代詩話所關注的問題，李東陽《麓堂詩話》中也說「所謂比

與興者，皆托物寓情而為之者也」，皎然於《詩式‧辨體》中提及比興之義，乃「本乎情思

即可說明以「情」為核心的出發與「詩」的密切關係。此正可初步說明紅樓文本「大旨談情

的某種關連性意義。除此，我們也需從中國文化的傳統脈絡裡，進行對「詩」此意涵的進一

步理解。

首先，就「詩」這個字而言，在中國文化的傳統脈絡中，是這樣被理解的。以《說文

解字》的內容為代表：「詩，志也。從言寺聲」。早在先秦之時，「詩」即以「言志」作為其

表達內涵，《書‧舜典》云：「帝（舜）曰『詩言志，歌永言』」；而《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亦記載著：「苑文子『詩以言志』」；而《詩‧大序》更言：「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



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於言」，《詩‧大序》也可說是中國詩學的產生基礎，此中雖也提及

了「情」，以「情志一」為要，但更結合序中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想法，吾人可知

其雖以情之發為始，但隨著社會宗法制度的愈發確立，使得「詩」的義涵與功能無可避免地

逐漸走向具有社會政治功能的、被規範化的過程。詩的「言志」功能與義涵在先秦時便以此

被認知與實踐。所以，「詩」爾後作為一種文類，這便成為其中的重要品評標準。無論是抒

情以言志，或者寫景以言志，甚或藉美人香草以言志，無論如何，有言志意涵的詩，才是有

多重意蘊的、深刻的好詩。

然而，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早在先秦《詩經》的作品中，就可見出那些由各地採來的

民歌中，所透顯出詩在寫作題材與書寫方式上的活潑與恣意。無論是「關雎」「蒹葭」「野有

蔓草」「伐檀」「芣苡」等作品，或者是以女性口吻來寫的「氓」「子衿」「將仲子」等詩，

在都顯現出感情的活潑耀動。詩初始的誕生，事實上，與真實的人生感情、女性的題材、

吻與表達都有著極其密切的關係。然而，從孔子對詩的「興、觀、群、怨」（《論語‧陽貨

此社會功能的強調，以及「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正統的

點，可說開啟了將「詩」帶往「詩教」的詮釋傳統。結合了爾後詩大序的強化說明，吾人可

說，詩在自漢以後的注經、解經的過程中，逐漸失落了它的本相，無論是以經解詩、以禮解

詩、以史解詩、或者是以美刺解詩，均常常背離了詩原始的活潑本義。例如描寫愛情、男悅

女之「關雎」詩，便被解為「后妃之德」：「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

善之心。」（《詩‧大序》）。聞一多在他「文學的歷史動向」一文中，更對此闊而大之地說

「三百篇的時代，確乎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大體上是從這一剛開端的時期就定

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學也定型了。從此以後二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國文學正

統的類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唯一的類型。」此淵遠流長在正統文學上極其重要的詩，

抒情言志的詩學傳統，實與「詩教」的產生與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而此也影響了文學

的其他範疇。從隋朝李諤上書對六朝文風的嚴厲批評到高舉「文道論」大旗的韓愈，到主張

「為文害道」的二程與朱熹，都呈現了自孔子以來的儒家倫理道德價值對文學觀的看法。

倘若以筆者之前的研究結果───男性文化傾向「正典化」的角度而言，這其實便是

「詩」在父權文化下的被「正典化」的過程。那麼，可否以詩的發生原貌出發來出發立論

重新為「詩」構作另一層面的內涵？本研究即是要從這樣的中國文學傳統的現象入手，這雖

說是一個文學現象，毋寧說是一個文化現象，從詩的發生其所具有的本質，一種因外在之人

物、景而有的感情的興發、流動，此作為一個概念詮釋的出發點，再結合明清時期所強調的

「清」的詩學觀，正可以重新詮釋「詩化」的概念，來說明紅樓女性文化所對應的父權文明

而有的一種文化原型樣貌。

就《紅樓夢》所誕生的明清時期的詩學風氣而言，以「詩化」一詞涵蓋更具有其適切

性。因為明清時的詩學觀，便是一個強調「清」特色的詩學觀，雖說，「清」一詞出現甚早

孔子即曾用此形容陳文子的「辟惡逆，去無道」（《論語‧公冶長》）的操守，《楚辭》亦以此

與「濁」對舉來指操行的高潔。而早在陸機「文賦」，亦已將「清」作為文學理論的概念來

使用，無論是以此說明文人的品格，或者以此來論詩境之高下，到了明清時期，都達至顛峰

與成熟的階段。所以，如胡應麟《詩藪》中所言的「清者，超凡絕俗之謂」的狀態，以及焦

袁熹的「答釣灘書」對「清」的諸多論述，這些都說明了「清」在明清詩學上的審美性意義



有意思地方也在於《紅樓夢》順應此時代的氛圍以及文化上對「清」的理解，將「清」的審

美性意義，與紅樓文本中所歌頌的「女尊男卑」的立場作一連結，而標舉出「女清男濁」

概念來。這不僅切入了性別的面向，甚至進而反轉了自來《易經》所強調的「陽清為天」

認知觀念。

除此，《紅樓夢》著意刻畫了女子與詩的關係，女性藉由一首首的詩歌創作表達自己

也因此，「詩」成為其表彰主體情性的最好發聲方式，詩歌中所透顯的女性意識也是十分珍

貴的訊息。以此觀諸明清時期的女性創作，亦有其獨特的意義。因為，明清時期大量出現的

女性詩人，整體上說來，仍是籠罩在男性詩歌的傳統之下。例如：明初頗有詩名的孟淑卿

她的作品可說與男性詩人作品無異，而清初「蕉園七子」與「吳中十子」，她們也更都以男

性自居，詩詞中也很少表現出女性意識，即以《隨園女弟子詩選》中的作品來看，也未必如

《紅樓夢》書中林黛玉、薛寶琴等人的詩，來得深具自我性別色彩。凡此，都說明了紅樓文

本奠基於現實觀察的基礎上，將女性與詩的密切關係，做一呈現，並且付諸在性別自覺上的

理想化色彩，如此，再加上文本中所要反省的父權文化傳統，紅樓女性文化以「詩化」一詞

來涵蓋，更顯出其積極性意義。

綜合以上，紅樓女性文化之「詩化」內涵，更可引發我們將詩語言的「意象性」「隱喻

性」「流動性」「非邏輯性」和女性存在樣態作一連結。此從女性主義觀點而來的研究向度的

確立，更可進而與西方女性主義理論進行對話。法國後現代女性主義者西蘇（Helene Cixous

即曾表達過一個著名的看法：詩歌是通過潛意識來獲取力量，也因為潛意識這個無限的領域

正是被壓制者婦女們，得以生存的地方。西蘇的看法和同時期的另一位女性主義者伊利迦萊

（Luce Irigaray）所強調的「遷延」（difference）概念有著相互輝映的效果。倘若我們能

從紅樓夢「詩化」女性文化出發，不僅可將西方已發展的相關女性主義理論加以參看理解

而且，還可以對照出彼此因文化的不同而有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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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原初企圖整理中國的詩學觀與「清」這個文學批評的概念，並以此參照紅樓文

本中的女性文化的內涵。在實際著手研究之後，發現這兩個主題本身就分別可以發展出一個

研究領域。因此，在有限的時間之內，所達成的研究成果，僅能說是極為初步的成果。以下

略分數點說明之。

一、「詩化」此來自中國文化特性的概念詞，在紅樓夢中，可以被賦予性別上的新義，也就

是說，「詩化」一詞可以和女性文化作一緊密的連結。

二、從《紅樓夢》此女性文本的理想價值世界出發，「詩化」亦涵括了「清」的審美性意涵

而此與明清以來的文學批評這一大傳統，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三、《紅樓夢》此女性文本的「詩化」特質正可與女性主義中的「陰性書寫」理論，展開積

極性的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