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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海文

2023年年底，最让我高兴的事情，就是
拿到了刚刚出版的《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
活史料辑刊》（五十六册）。这部书是我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初次合作的一部大型丛
书。依据内容，《辑刊》分为女性规范、女性
传记、女性生活、女性文艺四大类，《绿窗女
史》《奁史》等重要丛书类被归入女性生活
类，以期反映古代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2年，我有幸申请到全国高等院校
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奁史》整理
与研究。没想到，这个项目，一做就是十几
年。感谢著名学者李小江教授，将项目的前
期成果之一《从女性文献史观出发：〈奁史〉新
解》收入她主编的《乾坤：性别研究文史文献
集萃系列丛书》当中。这本小书，恰巧被国家
图书馆出版社的黄鑫编辑发现。此时出版
社打算出版一套《中国古代女性社会生活史
料辑刊》，《奁史》也在其中，黄编辑就向著名
妇女史专家高世瑜老师打听我的情况。之
前黄编辑曾让高老师推荐《辑刊》的主编，高
老师认为我是历史文献学出身，又从事古代
妇女史研究，且这一选题很有价值，于是向出
版社推荐了我。通过高老师的引荐，黄编辑
来西安，和我商量《辑刊》的选目、编排体例、
版本等编纂事宜。后来，她又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总编辑廖生训
先生一起来西安，敦促编纂工作。

编纂《辑刊》，我的感受颇深，主要有如下四点：
第一，学术研究要与祖国的需要密切结合，才有价值与意

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
的意见》（下称《意见》）指出：“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
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辑刊》的编纂，就是贯彻执行《意见》的实践，也是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的实践。

第二，通过编纂《辑刊》，可以深化妇女史的研究。《辑刊》收录
了与女性社会生活相关的147种书籍。在这147种书籍中，最让
我痴迷的是古代女性与文献学相关的书籍，从中可以看到古代女
性在文献学史上的贡献：首先，编写女性艺文志。如单士厘的《清
闺秀艺文略》、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冼玉清的《广东女子
艺文考》等。这些都是对传统目录学的一个补充。其次，编纂女性
诗文总集。如蓧村二女的《蓧村课女录》、陈春蛾的《香闺杂咏》、小
玉洁的《闺中杂事诗》、冰壶女史的《香奁韵事诗》、王秀琴的《历代
名媛书简》等。这些著作大大地扩充了胡文楷的《历代妇女著作
考》。再次，校勘与女性相关的书籍。如《兰闺宝录》六卷，各卷卷
端署名“后学恽珠珍浦氏恭辑”；卷一和卷四署“女孙伊兰保恭校”；
卷二和卷五署“女孙金粟保恭校”；卷三和卷六署“女孙妙莲保恭
校”。《名媛韵事》五卷，牌记中署“宝田女史校定”。《西泠闺咏》的作
者是陈文述，编者是他的妻妾，校字者是他的女弟子和其他才女。
这些女性“一起构成了以陈文述为中心的文学群体。这个文学群
体可以说是一个由男性文人引导，女性文人组成的家庭式与公众
式团体的结合性群体，在地域上将苏杭两地的文化融合了起来”。
可见女性在书籍校勘方面发挥着相当大的作用。总之，让女性在
文献学史上的贡献浮出历史的地表，可以深化妇女史的研究。

第三，通过编纂《辑刊》，可以促进文献学的教学工作。笔者
多年来一直在大学从事文献学的教学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部
分内容就是版本。《辑刊》采用的是现代影印技术，将原始文献真
实地再现于读者面前，正如学者肖亚男所说“对刻本而言，影印
可以再现其版刻风格，反映丰富的文献信息、时代信号。对稿抄
本而言，影印的意义更无须赘言”。同时，影印还可以有效解决
一些珍本、孤本不能频繁接触使用的问题。《辑刊》版本的内容非
常丰富。不仅涉及官刻、坊刻、家刻等多种刻书系统，还涉及雕
版、活字、影印等多种印刷技术。这些无疑是版本教学的最新资
料，可以促进文献学的教学工作。

第四，通过编纂《辑刊》，可以组建学术团队。某个前辈学者
曾说，一个课题完成的最大的收获，就是培养了一批基本功扎实、
学术能力较强、有一定合作能力的合格研究生。在编纂《辑刊》的
过程中，我的两个博士生米佳鑫、孟文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
书目筛选、版本认定、内容编排等方面，我们都是师生共同探讨完
成。这个过程，既加深了学生对文献专业的认识与领悟，也培养
了学生合作的能力，更对整理与研究《辑刊》的工作提供了很好的
借鉴。我们要组建学术团队，以文献文化史作为理论支撑，对《辑
刊》进行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

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合作编纂《辑刊》是我生命历程当中一
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希望《辑刊》能为妇女史研究、文献学研究、
社会生活史研究提供更可靠、更全面的史料支撑。希望自己和
团队能为祖国的古籍整理事业作出绵薄贡献。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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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女性社

会生活史料辑刊》(下称《辑刊》)汇

集女性社会生活主题历史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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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诗杨

最近，各大读书平台与报刊杂志社纷
纷推出了2023年度图书榜单，为普通读者
提供了一份份“读书指南”。性别议题毫无
疑问是当下社会的热点话题，女性图书自
然也被推向热潮。通过盘点2023年度图
书榜单中女性图书的主题类型与美学风
格，笔者尝试归纳女性图书的创作趋势与
出版趋势，为女性图书出版物收集宝贵的
火种。

延续家庭书写：
表现女性内心的情感波澜

家庭书写是女性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之
一，其中既涉及爱情、婚姻、代际关系等经典
话题，也关系一个女性在成为妻子、成为母亲
后个人生命的重大转折。2023年的女性小
说在延续家庭书写的传统主题时也诞生了不
少佳作。值得关注的是，“持微火者·女性文
学好书榜”推荐了许多深具女性意识又卓有
艺术表现力的女性文学好书。在这些上榜的
好书中，艾玛的《观相山》揭开了疫情时代婚
姻生活的一角，张惠雯的《在北方》和蒋在的
《飞往温哥华》书写了异国华人生活中的情感
微末，朱婧的《猫选中的人》以冷静的叙事表
现了家庭女性微妙的心灵波澜，杨知寒的小
说集《黄昏后》捕捉到了东北城乡女性内心的
高光时刻。焦典的《孔雀菩提》和叶昕昀的
《最小的海》，这两位青年女作家的小说集处
女作在延续“女性的出走与逃离”的主题上呈
现了充满个性的美学风格。另外，辽京的《有
人跳舞》、顾湘的《老实好人》和三三的《晚春》
都上榜了“豆瓣2023年度中国文学（小说
类）”，这些作品关怀了当代城市女性的命运，
透过家庭生活的表象触碰到了“她们”内心隐
秘的角落。

同类主题的外国女性小说也有不少在
2023年被引进国内，并占领了各大图书榜
单。比如《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作者、意大
利女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长篇小说《被遗
弃的日子》就被翻译成中文，讲述了一个女
人如何对抗丈夫的遗弃，最终重新振作起
来的故事。入选豆瓣2023年度图书的韩
国女作家崔恩荣的长篇小说《明亮的夜晚》
以鲜明的女性视角书写了家族四代女性的
深厚情谊与她们的成长史。入选“文学好

书榜”的美籍华人女作家李翊云的长篇小
说《我该走了吗》以记忆碎片重塑母亲与早
逝爱女之间的心灵联结。对于母女关系、
两性关系的细腻书写是这些外国女性小说
的出色之处，也是它们深受国内读者喜爱的
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批评家张莉教授编选的
《暮色与跳舞熊：2022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
选》在2023年初问世，选本分为爱、秘密、远
方三辑，收录了20位女作家的20篇具有女
性意识的文学作品。作为“女性年选”系列的
第四本，这本书为中国女性文学完成了一年
一度的结绳记事，也呼吁着越来越多的女性
拿起笔写作。

拓宽女性写作面向：
潜入历史长河，或飞向赛博未来

在家庭书写的女性写作传统之外，女作
家们也拓宽了写作面向，纳入了过去与未来
的时间线索，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与世界图
景敞开怀抱。

细数2023年入选各大榜单的华语长篇
小说，写作者们大多选择从历史中追寻父辈
母辈的往事，以故乡为底色书写一段波澜壮
阔的女性史诗。例如，入选“中国作家网文学
好书”的杨怡芬的《海上繁花》取材于二战时
期的沉船事件，通过讲述幸存战俘的故事反
思道德与人性。在“中华读书报2023年度不
容错过的20种文学好书”中，维吾尔族女作
家阿舍以《阿娜河畔》致敬父辈一代在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的屯垦生活，张翎在《归海》中借
移居海外的女儿回故土探寻母亲的往事窥见
了20世纪中国的变迁。上榜“中国小说学会
2023年度中国好小说”的周瑄璞的《芬芳》书
写了河南乡村一个大家族四代女性群像。入
选“南方都市报2023度十大好书”的颜歌的
《平乐县志》以说书人的腔调讲述了四川小镇
的青年爱情与官场世相。“中国好书奖”得主
李凤群的《月下》以小城20年的变迁为背景
写出了一位“渴望被看见”的平凡女性的心灵
成长。其中既有常见的城乡叙事与边疆书
写，也包含过去女性写作者鲜少涉略的战争
题材与官场题材，这是在接续女性写作传统
之上所拓展的新面向。

另外，2023年的女性小说在科幻、奇幻
题材方面亦有开拓。2023年被称为人工智
能元年，出现了一场颠覆性的技术革新，不
少女作家也完成了一次将未来赛博世界转
化为笔下文学世界的尝试。比如，入选“持
微火者·女性文学好书榜”的糖匪的《后来的
人类》将故事背景设定于未来人工智能发展
的时代，书写了一批与时代脱节的微小个
体。“豆瓣2023年度科幻·奇幻图书”榜单中
也有女作家上榜，慕明的《宛转环》将人文与
科学打通，编织了一个个环形时空；美籍华
人女作家匡灵秀的《巴别塔》以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创造了一个基于语言和翻译的魔法
世界。近几年不少女作家涉足科幻小说创
作，她们在科幻星云奖等奖项中榜上有名，

“她科幻”系列小说也在2023年结集出版，
这些作品的出现使得女性文学的总体样貌
更加多元化。

非虚构类女性图书“出圈”：
以别致的视角切入女性的真实处境

女性小说往往会在故事与叙述之中触碰
女性议题，而非虚构这一文类则更便于直接
探讨女性处境。入选“2023深圳读书月年
度十大好书”的由杨苡口述、余斌撰写的《一
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和易小荷的《盐镇》都
是2023年颇具分量的华语女性非虚构图
书，它们在各大榜单频频上榜，也在新媒体
平台上被广泛传播，实现了一次阅读的“出
圈”。百岁老人杨苡生动鲜活的讲述既回溯
了作为知识女性的个人史，也见证了一个世
纪的家国史；媒体人易小荷则在书写边地小
镇的女性生活实录时反思了社会结构与时
代症结。此外，还有“素人写作者”杨本芬的
《豆子芝麻茶：和妈妈的最后絮叨》、张小满
的《我的母亲做保洁》，这些非虚构作品都从
普通女性的视角展现了“她们”真实的生活
处境。

从横向对比来看，2023年引进的外国非
虚构作品提供了不少思考女性处境的新颖视
角。比如，英国历史学家露西·德拉普的《女
性主义全球史》提供了一个世界性的总体视
野，同时也从空间、物品、情感、声音等小角度
探索了女性主义在生活中的不同触角。弗朗
西斯卡·韦德的《女性如何书写历史：战火下
的伦敦、五位女房客和自由先声》颇具创见地
将生活在伦敦同一片区域的不同时期的五位
知识女性放置在一起讲述，以一种接力的方
式完成女性历史的书写。

好的非虚构女性作品不仅能从历史中打
捞起一个个鲜活的女性，更能为我们提供一
面照见当下女性生活处境的镜子。比如，杰
玛·哈特莉的《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
被看见的情绪劳动》入选“第一财经年度女性
图书”，这本书中提出的新概念“情绪劳动”刷
新了我们对家庭女性的理解……这些外国女
性非虚构作品往往采取一个别致的视角切
入，或是以“物”为线索重写女性史，或是以新
颖的“概念”照亮过去不被看见的女性，这样
的写作思路值得参考。

回望过去这一年出版的女性图书，我们
惊喜地发现当下的女性图书主题更加多元
化，女性写作者中也出现了更多新面孔，我们
也能从网络平台观察到女性读者群体变得更
活跃，女性话题的讨论度变得更高。不过，我
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原创女性图书的崛起
仍然在路上，在选取独特视角、深入挖掘内
容、打破文体边界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图书好比一颗颗火种，
而从图书榜单中盘点女性好书就好比收集火
种，火种最初尽管微弱，未来终将会燃烧成火
焰，照亮无数前行的她们。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观澜阁阁

回望过去这一年出版的女性图书，我们惊喜地发现当下的女性图书主题更加多元化，女性写作者中出现了

更多新面孔，女性话题的讨论度变得更高。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原创女性图书的崛起仍然在路上，在选取

独特视角、深入挖掘内容、打破文体边界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本文作者通过盘点2023年度图书榜单中女性

图书的主题类型与美学风格，尝试归纳女性图书的创作趋势与出版趋势，为女性图书出版物收集宝贵的火种。

收集宝贵的火种，照亮无数前行的她们
——2023年度图书榜单女性图书观察

郭海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