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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劉德重及張寅彭所著的《詩話概說》認為從現今眼光來考察詩話，詩

話的價值表現在三方面：其一為理論價值，詩話本為詩歌理論著作，作者歸納了

自己創作詩歌的經驗，提出詩學主張和理論見解，不僅可豐富我國古代文學理

論，也促進了詩歌的發展。其二為批評價值，作者對於詩歌及詩人的批評意見，

有助於當時人及後人對這些詩歌的理解和鑒賞。即使有不同的批評意見，也能引

起人們的思考。其三為資料價值，詩話常能保存大量有關詩人生平、詩歌背景、

或是佚詩佚句的材料，可為研究古代詩歌提供寶貴資料。1 

    袁枚在清朝是一位傑出的文學家，不論是詩、文或評論的成就，都讓人不可

輕忽。再加上他是位勤於寫作的文人，又生逢清朝太平時，不僅高壽又享美名。

乾隆年間，東南沿海的紡織業、鹽業、造船業、造紙業、印刷業，都有大規模的

發展。隨著社會經濟型態的成長，在歷史行程中所蓄積起來的社會改革力量也不

可遏制，要求「人欲」獲得滿足，個性能獲得解放，袁枚的思想正反映了時代改

變。2 他所撰寫的《隨園詩話》，對於當時及後代影響甚巨。袁枚不論作者身分

地位性別，他對詩人之生平佚聞趣事，非常重視，希望能使「詩」與「話」結合。 

袁枚樂道人之善，尤其是對青年後進更是如此，因為他「寧濫勿遺」的寫作及編

輯風格，使許多原本詩名不彰的詩人作品可以被廣為閱讀，並且也為詩人提昇了

社會地位及擴大交遊範圍。雖然《隨園詩話》收取的作品來源相當複雜，但這是

他寛厚性格展現。在陸陸續續撰寫《隨園詩話》時，已培養一大群讀者，影響深

遠。 

    在《文獻徵存錄》卷六＜袁枚傳＞中記載著： 

                                                
1 劉德重、張寅彭：《詩話概說》＜緒論＞，（臺北：學海出版社，1993 年），頁 17-21 
2 韓進廉：《無奈的追尋---清代文人心理透視》（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1 年）第 3 章＜悲

壯的生命掙扎＞，頁 224。 



 2 

詩文集，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硫球有來求其

書者。仕雖不顯，而備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世謂百餘年來，未有

及隨園者。3  

袁枚的作品相當受歡迎，讀者群來源跨越階級、貴賤，甚至是海外的琉球人也要

跨海收集袁枚的作品。袁枚的官位雖然不曾相當貴顯，卻能享有盛名，影響力甚

於當時為大官者。在葉衍蘭所輯的《清代學者象傳‧袁枚》中，記載云： 

四方名士至江南者，必造隨園，文宴詩歌，無間朝夕，遠近以詩文質者，

戶外屨常滿。一時閨秀競拜門牆，至二十餘人。先生作＜湖樓請業圖＞長

卷，貌諸閨秀于中，名流爭相題咏。4 

來自各地的文人名士，至江南時必造訪隨園，與袁枚詩文唱和。袁枚因廣收弟子，

連名門閨秀也都競相拜於袁枚門牆之下。畫有諸多閨秀的＜湖樓請業圖＞更成文

壇盛事，名流文士爭相題詠。 

    當時人皆以詩文能入《隨園詩話》為榮。袁枚在書中大力發揚「性靈」詩論，

收集大量性靈派詩人的作品，並給予沒有名氣的文人及後進鼓舞，尤其是女性詩

人。乾隆時期已出現一些文人願意提倡閨秀文學。袁枚更是用力，除了招收女弟

子外，在《隨園詩話》中載有相當多的閨秀文墨，可見其相當重視女性文學。 

    在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中載有四千餘位女作家，其中清代就有三千五

百餘位，僅一個朝代就出現這麼多的女詩人。大量女詩人的出現，是一個需要重

視的文化現象。 如就首段所言詩話的三個價值，在《隨園詩話》中即見到了許

多的女詩人的作品或詩事，稍可見出女詩人在清詩壇的份量。雖然《隨園詩話》

的作者袁枚是男性，可是他為女性保留了一個廣大的詩天地，使她們受到注意，

                                                
3 （清）《文獻徵存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54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卷 6，頁 96，總

頁 284。 
4 （清）葉衍蘭：《清代學者像傳》（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年 7 月）卷 2，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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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廣大讀者，作品能廣為流傳。袁枚招收女弟子，徵錄婦女詩作，談論女性私

事，加上他自己個人的私生活，引起部份文人緊張不安，甚至是攻擊。 

    本論文希望能從《隨園詩話》，擴及袁枚相關著作，從文本作分析，作切入

研究，探討《隨園詩話》中出現的女詩人群體，包括袁枚的女弟子及其他女詩人，

這些女詩人是否有共同的條件，如地域、家族或社團？他是如何鼓勵女性寫作

的？袁枚收錄女詩人詩作的題材及內容，是否具現了袁枚性靈派的詩學觀？詩話

中的女性詩事，袁枚提供了讀者什麼樣的女性世界？他自己和女性的關係如何？

在《隨園詩話》中他流露出什麼樣的觀點觀看女性？為什麼袁枚對女性文學的提

拔在當時及後代引起很大的波瀾，其中有正面讚譽，亦有負面批評？這些不同的

聲音，是否也反映出袁枚《隨園詩話》的重要性及影響力？希望能透過袁枚的眼

光，見出盛清時代由男性主宰的歷史文化下，男性眼中女性的生活及文學活動，

及女性在詩作中自己的發聲。 

 

第二節 相關研究現況 

     以明清女詩人為專題的研究文獻，近來已有多篇學位論文及單篇論文發

表。因前輩學者多年的努力，在明清時代女性文學研究已有相當可觀的成就。針

對袁枚及隨園女弟子文學群體，也不乏論及從師問學和閱讀社群的探討。但是以

袁枚《隨園詩話》為主要文本，研究對象從隨園女弟子擴充至詩話中出現的女詩

人、她們的詩作及女性詩事，此專門論述則較為缺乏，是故，本論文更全面照應

到更多的女詩人及詩事，可以更能反映出盛清時期婦女的生活及文學概況。 

    以下就分別以專著論文、期刊論文說明以袁枚、隨園女弟子及明清婦女文學

的研究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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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專著論文 

    關於袁枚作品《隨園詩話》今人編注之版本，包括郭紹虞、羅根澤主編《隨

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 年）、《隨園詩話》（臺北：廣文書局，

1971 年）、楊家駱主編《箋注隨園詩話》（臺北：鼎文書局，1974 年）、張健編選

《隨園詩話精選》（臺北：文史哲，1986 年）、王英志編纂《袁枚全集》八冊（江

蘇：江蘇古籍，1993 年）等書。本論文引述袁枚著作依據王英志編纂的《袁枚

全集》，王英志依據嘉慶隨園藏版本為底本，參校光緒十八年（1892）勤裕堂排

印本、光緒十八年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排印本、宣統二年（1910）上海鴻文書局

石印本之《隨園三十八種》和《隨園三十六種》，並參校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

十二年版校點本。 

袁枚生平詩論的評著，有楊鴻烈《袁枚評傳》（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

簡有儀《袁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王建生《袁枚的文學批

評》（桃園：聖環圖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王英志《袁枚暨性靈派詩傳》（吉

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 月）、王英志《袁枚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5 月）、石玲《袁枚詩論》（濟南：齊魯書社，2003 年 6 月）等，以上專

書可助釐清袁枚的生平梗概、重要著作、性靈思想及文壇影響，可知袁枚在清代

文壇的特出與成就。 

袁枚的詩論研究，包括顧遠薌《隨園詩話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1936

年）、司仲敖《隨園及其性靈詩說之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王英

志《袁枚和隨園詩話》（臺北：萬卷樓圖書，1993 年）、王英志《性靈派研究》（瀋

陽：遼寧大學，1998 年）等書。顧遠薌、司仲敖及王英志的《袁枚和隨園詩話》

皆以《隨園詩話》為主，旁及袁枚其他著作，談論性靈詩論的來源、意義、創作

及欣賞的標準。王英志《性靈派研究》除了介紹袁枚的性靈詩論及詩作，還介紹

性靈派的其他成員，其中也包括了女弟子。 

與袁枚《隨園詩話》相關學位論文，有王鐿容《傳播、聲譽、性別---以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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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隨園詩話為中心的文化研究》（暨南大學碩士論文，2002 年），此篇論文探討

以袁枚為核心人物的隨園文化圈，其中包括詩學理論、創作和閱讀社群的質性、

出版文化和園林文化的相關論述。施幸汝《隨園女弟子研究---清代女詩人群體的

初步探討》（淡江大學碩士論文，2005 年 6 月），此篇論文從隨園女弟子的出現、

成員、作品及展現的文化現象切入，作清代中葉女詩人群體的初步考察。 

以明、清女詩人為專題研究的論文，有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政治大

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1 年），2000 年由臺北里仁書局出版，此書翔實

介紹清代女詩人興盛的原因、文學活動、寫作態度及重要女詩人。黃儀冠《晚明

至盛清女性題畫詩研究---以閱讀社群及其自我呈現為主》（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

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此篇論文探討晚明至盛清女詩人創作背景、詩畫教育

與詩畫活動、閱讀社群及自我呈現。 

有關專著方面，前人研究豐富，多半為袁枚本身、性靈詩說、詩作或是袁

枚的女弟子等方向。關注《隨園詩話》中其他女詩人、女性作品或女性詩事的研

究，則比重較少。 

 

二、期刊研究 

    期刊部份，因有關袁枚、與女詩人往來互動，明清女性文學發展概況相關論

文不少，茲以分為三個方向。首先，以袁枚性靈說詩論，及隨園女弟子為主的期

刊研究，有劉詠聰＜「曲園不是隨園叟，莫誤金釵作贄人」袁枚與俞樾對女弟子

態度之異同＞（《嶺南學報》第一期，1999 年 10 月），此文比較袁枚與俞樾皆廣

收女弟子，但個性及對女弟子態度之不同。陳旻志＜至情祗可酬知己---袁枚與隨

園女詩人開啓的性靈詩觀＞（《鵝湖月刊》第二十八卷第一期，2002 年 7 月），

此文著眼於《隨園詩話》一文，反映女性詩人的詩歌創作，是性靈真實的表露，

也較男性作者更能擺脫束縛，呼應性靈詩觀。蕭燕婉＜閨秀詩人駱綺蘭小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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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期一婦人的生活方式＞（《文與哲》第六期，2005 年 6 月）探詩駱綺蘭生活

方式、師事男性文人經過、教育女兒、晚年心境等側面問題，進一步理解清代女

性文學發展情形，及支持女性文學發展之社會文化背景。李德偉＜論袁枚《隨園

女弟子詩選》呈現之詩學觀及其在清代文學史上之意義＞（《東華漢學》第十期，

2010 年 1 月），此文論述《隨園女弟子詩選》的緣起與體例等相關問題，並探討

相關的詩學觀點。 

    其次，探討明清婦女文學的相關單篇論文，包括嚴明＜中國古代女性形象的

道德傾向---以明清才女創作為中心＞（《東華漢學》第二期，2004 年），此文具

體分析歷代才女對創作目標的追求、藝術形象的創造、文學藝術功能的認同，比

較與男性作者、讀者不同處。孫康宜＜明清女詩人選集及其採輯策略＞（《中外

文學》第二十三卷第二期，1994 年 7 月），此篇文章為明清時代的女性選集提供

一個基本概述。彭婉蕙＜從《名媛詩話》論沈善寶之「家國關懷」與「閨閣情懷」

＞（國立暨南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中極學刊》第五輯，2005 年 12 月），本文討

論沈善寶在評論中展現的女性典範，可以一窺清代才女的面貌。許麗芳＜詩教典

範之詮釋與維護---試析明清詩集序跋中對女性書寫合理化之論述＞（彰化師範大

學國文系：《國文學誌》第六期，2002 年 12 月），此從明清女性詩集序跋對於女

性從事書寫之相關論述為思考中心，探討傳統詩教觀點與刪詩說法如何一再被強

調與詮釋。 

    第三，與明清婦女文化與社會地位有關的單篇論文有：廖藤葉＜清代閨閣詩

人名字所反映的社會文化＞（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人文藝術學報》創刊號，

2002 年 3 月），此文透過清代婦女名字的分析，約略見出淸代婦女的社會地位。

黃儀冠＜清代婦女題畫詩的閱讀社群及其自我呈現---以《晚清簃詩匯》為主＞

（《國立編譯館館刊》第二十七卷第一期，1998 年 6 月），此文討論清代婦女題

畫詩所呈顯的文化特質，也探索詩畫教育與才德觀之間的關係。毛文芳＜一個清

代閨閣的視角---顧太清（1799-1877）畫像題詠析論＞（《文與哲》第八期，2006

年 6 月），作者以顧太清的畫像題詠為詮釋線索，向外延伸至清代與畫像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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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書寫與文化意涵。許麗芳＜聲音與權力：試析清代女詩人之題詠書史＞（彰

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學誌》第七期，2003 年 12 月），此文以既有女性文學

之相關研究成果為反省基礎，對於清代女性詩人題詠書史之詩作加以分析。 

    綜觀以上所言，本論文希冀能全面照應到《隨園詩話》中更多的女詩人、她

們的詩作及詩事，探討袁枚眼中的清代女性群像。 

 

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架構 

一、研究範圍 

    袁枚著作及為他人編輯校定付梓的作品眾多，依據王英志在《袁枚全集》卷

一＜前言＞列出袁枚本人的著作中，有《隨園詩話》，共二十六卷，有正十六卷

及補遺十卷；《小倉山房詩集》三十九卷，有正三十七卷，補二卷；《小倉山房文

集》三十五卷，有正二十四卷，續十一卷；《小倉山房外集》八卷，有正六卷，

補二卷，為駢體文集；《袁太史稿》一卷，此為應付科舉考試而編成的時文集；《小

倉山房尺牘》，共十卷，為書信集；《牘外餘言》一卷，為短論集，是對《小倉山

房尺牘》未盡之意的彌補；《子不語》共三十四卷，有正二十四卷，續十卷，又

名《新齊諧》，為筆記小說集；《隨園隨筆》共二十八卷，為考據文字集；《隨園

食單》一卷，為食譜。以上十種著作皆收入隨園自刻本《隨園三十種》。本論文

以《隨園詩話》為主要研究對象，另外參考《小倉山房詩集》、《小倉山房文集》、

《小倉山房外集》、《小倉山房尺牘》、《牘外餘言》等書。 

    隨園刻本中尚有幾種詩集，並非袁枚本人作品，而是經由袁枚編選或校定作

序而出版的，這些詩集可以反映袁枚在詩學上的主張，並可見出袁枚編詩、選詩

及評審的眼光，計有八種，其中：《續同人集》分十四類，為詩友贈詩選集；《八

十壽言》共六卷，為詩友贈詩選集；《袁家三妹合稿》四種，有袁棠《綉餘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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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盈書閣遺稿》一卷；袁杼《樓居小草》一卷；袁機《素文女子遺稿》一

卷；《隨園女弟子詩選》共 6 卷，又作《女弟子詩選》，為袁枚選收二十八位女弟

子詩作，據詩作目錄僅收錄十九人作品。5  這些詩集是本論文重要的依據資料

之一。 

    本篇論文除了以袁枚《隨園詩話》為主，也參考袁枚其他著作。另書中出現

的女詩人里籍生平，參考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及胡文楷的《歷代婦女著

作考》。施淑儀輯錄了清代一千餘位女詩人的資料，包括姓名、著述及事蹟。胡

文楷的《歷代婦女著作考》收錄女詩人從漢魏六朝直至清代，甚且及於二十世紀，

清代婦女著作的資料在全書中就佔了十五卷。此二書可以提供《隨園詩話》中的

女詩人考略。 

 

二、研究架構 

  在六、七 0 年代出現「讀者批評理論」，此系理論認為在闡釋作品時，給

予讀者更大的自由，討論的讀者通常是具有特定意義和特定功能的讀者，被闡釋

的對象展現的是一定時空下為公眾所共有的價值情感體系。讀者可以使用「移情」

方式進入闡釋對象的生活體驗。6 即讀者用心靈去觀照作家文字後所隱含的社會

或人生歷程。 

文藝作品在流傳的過程中，一些特別的讀者，也就是高明的批評家，對於

作品文意的闡發，對於一般讀者有相當大的啟發作用及領導模仿作用，能讓文本

受到更多的關注。7 乾隆詩壇有很大影響力的袁枚，他能闡幽發微，有時引而不

發，有時洋洋灑灑抒寫，或時給予指點。他帶領了當時眾多的讀者們去欣賞當時

                                                
5以上所列書刊皆參考自王英志編：《袁枚全集‧壹》（江蘇古藉出版社）＜前言＞，頁 10-23。 
6 朱剛：《20 世紀西方文藝文化批評理論》第 6 章＜讀者批評理論＞，（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2002 年 7 月），頁 128-147。  
7 見龍協濤：《文學閱讀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11 月），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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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詩人的詩作，認識女詩人的物質及心靈世界，較當時人更早一步進入女詩人的

文學天地，對女性文學風氣推波助瀾。過去封建社會，許多女性作品受到湮没，

即使清乾隆時期，文學風氣已開放許多，女性詩人在創作及發表作品時，仍比男

性文人受到更大阻礙。一首沒有讀者欣賞的詩，只能孤芳自賞，最後失落，不能

獲得永恒的藝術生命。袁枚從自己的情感、經驗及美學修養出發，為女性詩人提

供了一塊肥沃的詩土，可以永久的保存下來，並被更多的人認識。 

    在本篇論文中，首先要探討袁枚與《隨園詩話》，及他的性靈說詩論。其次

要探討出現在《隨園詩話》中的女詩人，包括袁枚的三個妹妹、女弟子、士族閨

秀、一般女子及無名女詩人。女詩人被收入《隨園詩話》中的詩作，有哪些重要

的題材，袁枚對這些出自女詩人作品的評語。接下來，要探討袁枚在《隨園詩話》

中收錄的女性詩事，包括袁枚的家人、女弟子及當時女子如貞女奇女、風俗奇趣、

男女情事，及仙怪奇譚等軼事，袁枚提供了讀者什麼樣隱密的女性世界。也要探

討袁枚在《隨園詩話》中的女性觀看，袁枚對女子才德、女性命運的看法，他對

色慾的追求。最後是探討《隨園詩話》對婦女文學的影響，袁枚得到了正面的評

價，卻也招致負面的批評，給予評價的文人們是站在什麼樣的角度批評袁枚的。 

    希望透過《隨園詩話》，參酌袁枚的性靈說詩論及袁枚相關著作，並前人既

有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完整看出袁枚在收錄詩話的過程中，他對於清代婦女文學

活動中所作的貢獻；從《隨園詩話》中的女詩人及相關詩事，知悉袁枚及清人窺

視女性的角度；在袁枚收進《隨園詩話》中女詩人的詩作中，見出女詩人的創作

態度是否符合傳統或有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