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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淑、徐灿皆为明末清初的卓越女子�她们生于同时�命途多舛�有着共同的易代之悲�相似的亡国遭遇。她们亦有着
超出闺秀的笔力和不俗的见识�坚守儒家忠君爱国的道德与气节。不同的是�刘淑除熟谙诗书之外�还兼善兵法剑术�曾一
度操练军队出征�故而多出一份侠女的气概与风范�有把爱国理想化为具体行动的实践。徐词辞藻优美�多凄苦哀怨之情�
刘词则铿锵豪宕�多硬朗豪放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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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淑、徐灿皆为明末清初之际的卓越女子�不同的是�徐灿的诗词流传较广�而且所受赞誉极高。在一
些诗话词话诸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吴骞《拜经楼诗话》中多有盛赞�陈维崧更有 “南宋以来�闺房之秀�
一人而已 ” ［1］之誉。刘淑因集中多有伤国难、雪国耻之作�常把清军称为 “胡虏 ” “胡鞮 ”等�故她的诗词在
整个清朝�一直无人敢去刊刻�“诗多伤时事�詈斥胡虏�固不可刊刻于前清盛时也 ” ［2］�故她的文集�流传
不广�人们对她的诗词也所知甚少。

刘淑 （1620－1658）�号个山人�江西安福三舍人。生于明末清初的动乱之世�经历颇多曲折：幼年丧
父�新婚丧夫。清兵入赣�毁钗起兵。在带兵赴楚投靠抗清将领何腾蛟大军途中�先遇何腾蛟部下张先璧。
张不仅无心抗清�还欲纳刘淑为妾�刘淑愤然而返。之后家乡沦陷�刘淑携老母稚子�辗转湖南、四川等地
避难。数年后返回故乡�卜居山间�辟 “莲舫 ”庵�自此侍母课子�参禅礼佛�过着布衣蔬食、清苦生活�贫病
交加而终。徐灿 （约1618－1698年 ）�字湘蘋�号深明�江苏吴县 （今苏州 ）人。祖姑徐媛即为当时著名才
女�徐灿也天资颖慧。其夫陈之遴�亦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但大节不保�明亡之后又仕清�徐灿对此颇为
苦闷。丈夫去世后�徐灿皈依佛门而终。

她们同样生于诗礼簪缨之家�自幼博通经史�饱读诗书�能诗擅词�皆为才女。徐灿 “幼颖悟�通书史�
识大体 ” （《陈元龙·家传》） ［3］�《安福县志》中传刘淑言：“不独女史母训口诵心慕�博通经传�精其大义。
操笔为文辞�蔚然可观 ” ［4］。除工诗擅词之外�刘淑还兼擅兵法剑术�使得她有一股豪旷不羁的侠女气概�
这也决定了日后她能够把爱国热忱转化为实际行动。她们又同样生于明清易代之际�这也注定了她们必
定命途多蹇。除了共同的亡国之悲�徐灿的曲折则主要来自伴随丈夫仕宦沉浮而来的生活境遇上的大起
大落�而刘淑的经历尤曲折于徐灿。王伯秋先生称赞刘淑为 “千古仅见之奇女子 ” （《重印＜个山遗集＞
序》）�这里的 “奇 ”�应该是指她多舛的经历、高尚的人格、雄壮的胆识�使她迥于其他闺秀女子。而这种经



历之 “奇 ”、人格之 “奇 ”反映在词作中�使得刘淑为数不多的词作踊跃着一股腾挪跌宕之势、苍健激楚之
风。徐灿遵守闺内�除了少数反映爱国题材的词作外�她的词作大多含有婉折幽微之致�词笔哀怨曲折�词
境深幽细微。

1　相同的爱国情怀

她们都谨守儒规�儒家传统的忠君爱国、君臣节义思想�在她们心中根深蒂固。刘淑的父亲是恪守儒
家君臣之义的忠节典范�刘淑秉承乃父�亦有一股忠贞节烈的人格气节。尽管父亲为明朝阉党所害�但刘
淑仍然虔诚于明�时时想为保卫明朝而尽心尽力。所以面对国难�她竭力劝说其夫尽一己之力去报效国
家。丈夫捐躯国难时�她悲哀�但也自豪�在《痛哭》中有 “王门幸不屈�哭罢反成欢 ”句�表现了刘淑的大义
胸怀。而徐灿亦有对大节的坚守�陈之遴在明亡后旋即仕清�徐灿对丈夫此举颇为不满�但遵于妇道�又不
好怨怒。 “她的矛盾在于�她必须在国家与家庭之间作出选择�两者都有儒家大传统所赋予的规定性�即
尽忠与从夫。她不满于陈之遴的出仕新朝�恪于妇道又不能反对；她感到丈夫的所为有亏大节�却又愿意
和他一起承担生活的种种磨难 ” ［5］。刘淑自豪丈夫的捐躯�徐灿微讽丈夫的再仕。表现虽不同�却显示了
同样的坚贞与气节。

刘淑、徐灿的爱国情怀�极为纯笃�如刘淑所说 “但率真性沥心肝 ” （《浣溪纱》）。徐灿的 “一枝啼血洒
春空 ” （《捣练子·春怨》）�颇似刘淑的 “血泪流欲尽�丹心刳未休 ” （《闲中好·忆石榴》）�但是刘淑态度更
坚决一些。看她的《闲歌十一首》之五：

云霒霒�雨霪霪�野竹舒还卷�落花漂任沉。包胥有泪凭谁寄�哭罢秦廷枉痛心。
从野竹舒展又卷缩�落花的漂流而竟沉没的物态中�透露出来的是刘淑不管物之荣悴而依旧坚定执着的报
国信念。结拍用申包胥哭秦救楚的典故�喻自身的报国无门、有悲难诉之痛。结合她的其它诗词�可以看
出刘淑内心报国之念的坚忍与赤诚。

徐灿亦有数首颇为豪放的爱国词�兹举《满江红·感事》为例：
过眼韶华�凄凄又、凉秋时节。听是处、捣衣声急�阵鸿凄切。往事堪悲闻玉树�采莲歌杳啼鹃血。叹

当年、富贵已成东流�金瓯缺。
风共雨�何曾歇。翘首望�乡关月。看金戈满地�万山云叠。斧钺行边遗恨在�楼船横海随波灭。到而

今、空有断肠碑�英雄业。
开篇便点出时令为冷秋时节�然后是急切的捣衣声�凄厉的归鸿声�给全词定下一个凄清萧寂的调子。然
后由写景转而抒情。 “玉树 ”指陈后主所作《玉树后庭花》一曲�代指亡国之音。安宁平静时期的采莲歌已
无�耳边但闻亡国之曲。词人不禁感叹当日繁华的消失�国家残破的现状。下阙嗟叹战事的频繁及屡屡失
败�以 “风雨 ” “金戈 ” “斧钺 ” “楼船 ”代指战事的频繁�以 “遗恨在 ” “随波灭 ”和一个 “空 ”字�慨叹明军抗击
清军的失利。整首词融感叹、抱怨、惋惜于一体�感慨深沉�格调凄怆而沉重。

徐灿的另外几首如《满江红》也是描写兴亡之悲的家国词�深隐着词人的亡国之痛�其中有辞气激越
如 “身自在�心先灭 ” （《满江红·和王昭仪韵》）；“满眼河山牵旧恨�茫茫何处藏舟壑 ” （《满江红·将至京
寄素庵》）等沉郁悲壮之句�也有无可奈何诸如 “乱后江山�意中愁绪真难说 ” （《满江红有感》）；“梦里江声
和泪咽�何不向�故园流 ” （《唐多令·感怀》）等凄楚幽怨之句。刘淑词虽未使用过诸如此类的词牌名�但
她的词丝毫不乏悲壮激昂。看她的《黄莺儿·感怀禾川归作》下阙：“孤生天地宁有几�已占了天之二。从
容冷瞰尘寰事�半缕佯狂�一函愤烈�恼得天憔悴。买刀载酒空游世�笑看他螬虫负李。长天难卷野无据�
惟有孤生是 ”。是时父夫皆亡�自己出兵又遭挫�词人连用两个 “孤生 ”�道出当时孤立无援的情形。尽管
如此�刘淑依旧傲然挺立于天地间�没有丝毫的苟且�词人用 “冷瞰 ” “笑看 ”表现出一种睥睨傲视 “螬虫负
李 ”如张先璧之类小人的心。至 “半缕佯狂�一函愤烈�恼得天憔悴 ”�词人用一联偶句�表达出恚怒至狂的
心情�词人内心激动不安�便进入了一种 “有我之境 ” “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 ” ［6］�故而在词人眼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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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变得憔悴了。天岂能憔悴�分明在言人之憔悴。读来激切悲壮�让人感到沉痛中有飞扬�悲郁中有激昂。
对于局势�徐灿只能在闺帷内伤心独叹�刘淑虽有报国的理想和实践�但是却未果而终。不管是何种

方式�对于整个局势而言�都是无济于补。徒增痛楚之后�她们只能选择归隐。把思想寄托于宗教中�以寻
求解脱�其实这中间蕴含着深深地无可奈何。同时�也凸显了他们内心的孤傲和对忠诚的坚守。刘淑和徐
灿的晚年�都选择以青灯古卷为伴�参禅礼佛而终�走了一条明遗民的通路。

2　不同的审美趣尚

2∙1　选取意象的不同
刘淑、徐灿皆为名门闺秀�生性秉具女性独有的凄婉特质。但是�刘淑七岁时便历经父亲死亡�备尝人

世冷暖艰辛。而且�她在熟谙诗书之外�还兼善兵法剑术�故而多出一份侠女的气概与风范。所以�刘淑性
格中的刚强和坚毅�胆识和果敢�是徐灿所不具有的。在刘淑词中�多见 “刀 ” “剑 ”等意象�如 “瘦锷弹云�
如哭还如笑？”（《蝶恋花·季春雨》）；“桃花马殷�屠龙剑闲 ” “买刀载酒空游世 ” 《黄莺儿·感怀禾川归
作》）�“坐无语�宝剑心曾许 ” （《回心院·秋帷》）；“踞蟠远塞�应随分枕藉环刀 ” （《喜迁莺》）等。刀剑之
外�刘淑还有饮酒的豪放�诸如 “薄酒不解归醲醵 ” （《小重山·送峨人叔归》）；“酒醒明月波心访 ” （《醉熏
风·采莲曲》）之类。此外�还会有凄厉如 “血泪流欲尽�丹心刳未休 ” （《闲中好·忆石榴》）；“几年沥血�
犹在花梢滴 ” （《清平乐·菡萏》）；“刺破丹心�一寸金流血 ” （《蝶恋花·端阳焚寄先君》）；“问墙重整�才
逐英雄�半生青血 ” （《雨霖铃·责雨》）之罕见意象的选择。如此种种�突破了传统女性诗词的惯用意象�
摆脱了闺帷内的拘谨和局限�展现在面前的�完全是一个不羁的侠女形象�有一副慷慨任侠的风范与气度。

张惠言在《词选·序》里引用《说文解字》中对词的解释 “意内而言外 ”�进而又说 “其缘情造端�兴于
微言……道贤人君子幽约怨剧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 ［7］�刘熙载在 《艺概》中也说 “词咏古咏
物�隐然只是咏怀�盖其中有我在也 ” ［8］�他们都讲词要意此而言彼�要有深厚的情感寄托�刘淑、徐灿便有
很多咏物词是寄托心志之作。刘淑之遇挫与寒梅之傲霜有共通之处�所以寒梅也成为词人笔下的常咏之
物。《忆腊梅》中写：“忆腊梅�淡素一枝魁。耐得三冬苦�微度暗香来。”此写腊梅之素洁与坚贞；“古干蟠
天�孤根托地�扶摇风雪添豪气 ” （《踏莎行·梅》）则写梅的刚毅与豪气。梅之坚毅品性�恰如刘淑所秉持
的冰霜之操�其诗歌《梅下咏》：“老干如吾意�新花似若开。倚岩青独笑�一任雪飞来。”更能表现出刘淑的
不屈与豪迈。

徐灿词作多见 “愁 ” “泪 ” “春 ” “雨 ”等意象�以寄托愁情。亡国之痛、故园之思、丈夫仕清之憾以及后
来的家道零落等外界的一系列打击带给徐灿无限哀愁�也赋予了她幽隐哀怨的词心�因此在徐灿词中�常
见 “愁 ”字�《拜经楼诗话》云：“多历患难�忧愁怫郁之思�时时流露楮墨间 ” ［9］�这也是徐灿丰富情感内蕴
的体现。她的愁�既有来自思乡之苦�如 “春光有尽愁无数 ” （《踏莎行》）；也有来自经历的慨叹�如 “倩残
灯�唤起半生愁�今宵说 ” （《满江红·示四妹》）；更有来自故国的悲哀�“旧苑新花�莫问愁多少 ” （《苏暮遮
·秋老》）等等�从中可见徐灿的浓浓愁情。但是�她不是 “为赋新辞强说愁 ”�她的愁思�是由衷感发而出�
是其个性与志节的具体体现。
2∙2　艺术风格的不同

刘淑词多慷慨悲歌�浑厚大气�似有一股浩然之气充斥其中。徐灿词心隽美�愁绪细腻�用笔清疏秀
雅�常含凄恻哀怨�往往动人心弦。刘词如滔滔江水�波澜纵横；徐词若缓缓溪流�曲尽婉转。在表达方式
上�刘淑以直抒胸臆、奇思冥想为主。出兵失败后�心中郁结有一股有志难申的悲愤�发而为词�多激烈辞
语�恢奇比喻。如 “瘦锷弹云�如哭还如笑 ” （《蝶恋花·季春雨》）；“半缕佯狂�一函愤烈�恼得天憔悴 ”
（《黄莺儿·感怀禾川归作》）等�或以剑自比�或愤至颠狂�皆在一种极度的夸张比喻中�宣泄其抑塞愤怼
之怀。徐灿具坚贞操守�芳香志节�有对明亡的悲痛及对丈夫仕清的不满�但是限于闺帷内大家闺秀的身
份�往往婉曲说之�徐灿词则以含蓄婉曲、无端哀怨为主。 “她的词就成了欲表现带有某种异端倾向但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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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便直说的情绪载体 ” ［10］。词作《永遇乐·舟中感旧》：“无恙桃花�依然燕子�春景多别。前度刘郎�重来
江令�往事何堪说。逝水残阳�龙归剑杳�多少英雄泪血。千古恨、河山如许�豪华一瞬抛撇。白玉楼前�黄
金台畔�夜夜只留明月�休笑垂杨�而今金尽�秾李还销歇。世事流云�人生飞絮�都付断猿悲咽。西山在、
愁容惨黛�如共人凄切 ”�全词气象博大而浑厚�用词豪气又悲壮�多处用典�借古寓今�“前度刘郎�重来江
令 ”借刘禹锡被贬又重新任用与江总的侍奉二朝讥讽丈夫的再仕。 “龙归剑杳 ” “英雄泪血 ” “千古 ” “河
山 ” “豪华一瞬 ”等都富有悲壮的意味�借外物的逝去消残以表达内心对于亡国的悲慨�至 “断猿悲咽 ” “共
人凄切 ”句�读来有无限凄怆之感。整首词格调凄怆悲凉�但究竟为何而悲�词人虽未明言�而读者自能感
知。谭献评此词 “外似悲壮�中实凄咽�欲言未言 ” ［11］�确乎此言。

在总体风格上�刘淑、徐灿一个以浩然的气概胜�一个以 “神秀 ”的特质胜。刘淑词以气盛�让人感受
到有一股悲郁之气、长虹之气充溢词中�沉郁而又豪放�是一种经历过热烈激昂、至哀至痛的过滤之后的不
屈与顽强。如 “不堪蹇额破春山�且将健羽敲秋暮 ” （《踏莎行·惊秋》）；“问墙重整�才逐英雄�半生青血。
紫皇笑倒何曾泣�蕊官和伊说 ” （《雨霖铃·责雨》）；“萧索精神冷淡格�直夺婵娟幽魄 ” （《一落索·络纬
娘》）；“浓雨送春歌到晓�愁心都向碧天稿 ” （《蝶恋花·季春雨》）等�皆哀而不伤�凄楚又劲直。徐词则清
雅而凄美�“伤逝又工愁 ” （朱孝臧语 ）�“神秀 ”特质多一点�故而吴骞评徐灿词 “洗尽铅华�独标清韵 ” ［9］。
静安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有 “句秀 ” “骨秀 ” “神秀 ”的说法�邓红梅在《女性词史》中以此释徐灿为：“所谓
‘神秀’�则是指作品的内在意蕴的骚雅高致及其释放出来的气韵的清美 ” ［10］。比如同样是写梅花�刘淑
的《踏莎行·梅》云：

珠萼将成�香绿几遂�冰霜绘就惊春意。含英不与牡丹开�倾心原共山茶醉。
古干蟠天�孤根托地�扶摇风雪添豪气。问连枝可许调羹�遥递到春光千里。

梅花不与其它花类争香斗艳�而以冰雪风霜成就一种清冷卓绝之美�自有一种历苦而不知的品性。刘淑所
要标举的�也正是这样一种坚毅和豪爽。

徐灿的《鹊桥仙·梅花》则这样写：
峭寒楼阁�早春帘槛�一树冷烟愁遍。玉容初浣不曾妆�但粉泪、盈盈香溅。
惜花还住�羞花欲去�去住总教花怨。护花双袖惹清霜�怕风妒、花魂成片。

可以看出�刘淑词中涌现一股飞扬劲豪之势�徐灿词则是一种低回哀怨的流转情愫。刘淑偏重于梅花执着
坚毅的品性、历经风雪冰霜而不折不挠的风骨。徐灿则侧重于描述梅花的凄清和美艳�有惜花护花之柔
情。一个坚强硬朗�一个清雅温存�二者区别�细细体味便知。此种审美趣尚的差别�源于个人经历的不
同。刘淑的奇特经历�使得她既有女性柔婉的一面�也有侠女不羁的一面�侠骨柔肠两相结合。徐灿则独
具女性的柔婉特质�缺乏冲出闺帷的条件与气魄。

刘淑、徐灿皆深受儒学思想浸染�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坚贞的气节�这在时代变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也正是特殊的时代、身世遭遇使得她们把本性中坚毅气节付诸于词中�使她们的词作具有深刻丰厚的内
蕴、卓荦不群的风骨、独具一种苍凉与豪气。大体看来刘淑词 “诗化之词 ”特点多一些�具有类似诗歌的
“言志 ”作用�多用孤冷坚毅的意象以寄托志意�徐灿词则以深婉含蓄多一点�以清丽秀逸的意象来寄托情
意�惆怅哀愁时时可见。刘词厚而豪�徐词凄而美；刘词雄浑有力�徐词低回婉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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