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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评式结社与清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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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评式结社是宋末元初文人在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形成的重要沟通方式，并发展成为清代最流行的结社风

气。这种结社以考评竞技为主，借鉴科举考试的程序与方法，因而在组织形式等方面不同于一般诗文社。清代的许多小说

都提到了考评式结社，但小说家却描绘了与现实不同的特点，即将女性变成结社的主角，客观上反映了清代女子结社的状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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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社赋诗酬唱、探讨举业是宋明文人相互交流的重要方式，特别是明末的复社、几社，更是将文人结社

的风气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清代延续了明人结社之习，并且呈现出与前代不一样的特色，如考评式结社

的兴盛及其在小说中的体现。

1 民间考评式结社概说

考评式结社源于元初，“元至元间，浦江吴清翁渭有月泉吟社。预于丙戌（1286年）小春月望命题，至正

月望收卷。用好纸楷书誊副，聘谢翱为考官。三月三日揭晓。收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首

名罗公福，吟社中人。诗限五七言律，刻至六十名止，皆有诗赏者也。第一名，公服罗一缣七丈，笔五帖，墨

五笏；第二名，公服罗六丈，笔四帖，墨四笏；第三名，公服罗五丈，笔三帖，墨三笏；第四至十名，各春衫罗一

缣，笔二帖，墨二笏；第十一至二十名，深衣布一缣，笔一帖，墨一笏；第二十一名至三十名，各深衣布一缣，

笔一帖；第三十一名至五十名，各笔一帖，墨一笏，吟笺二沓。诗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1］。月泉吟社是元

代最大的遗民诗社，由宋代遗民吴渭等人倡导成立。从所引材料可以看出，与一般的诗文社吟诗习文不

同：考评式结社以考评校艺为主，向社会公开征求诗稿，并为参与者提供充足的创作时间；同时借用朝廷科

举取士的形式，如采用誊录、聘请名人作为考官、分名次并给予相应的奖励。可以说，这种结社形式在考试

内容、组织形式等方面更具特色。由于当时元代还未实行科举考试，这种民间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

士子们未能参加科举考试的心理缺憾，因而吸引了许多人参加。很多遗民不愿仕二朝，也愿意组织类似的

社事活动，所以直至元末，士子们似乎都很热衷参与民间考评式结社，“元季国初，东南人士重诗社。每一

有力者为主，聘诗人为考官，隔岁封题于诸郡之能诗者，期于明春集卷，私试开榜次名，仍刻其优者，略如科

举之法。”［2］

如果说明初还延续考评式结社的遗风，随着明中期以后诗文社的兴盛，以探讨举业或钻研诗歌为主的

社团成为主流，这种带有民族情感的结社形式就淡出了文人们的视野。但是到天启、崇祯年间，明代国势

动荡衰微，有些士人选择放弃科举，特别是许多下第士子，又开始参与民间考评式结社。“黎美周尝客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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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郑氏（超宗）影园，与词人即席分赋黄牡丹七律十章，已糊名殿最。钱牧斋拔美周第一”［3］，钱谦益为这次

考评的主考官，也采取朝廷科举考试中糊名等方式进行评选，将黎遂球点为状元。

清代直承元代月泉吟社的风气，并呈现出繁盛的发展态势，“宋末，浦江吴渭清翁作月泉吟社，以范石

湖《春日田园杂兴》为题，中选者若干人，谢翱所评定，至今人艳称之。顺治丁酉，予在济南明湖倡秋柳社，

南北和者至数百人，广陵闺秀李季娴、王潞卿亦有和作。后二年，予至淮南始见之，盖其流传之速如此。同

年汪钝翁在苏州为《柳枝词》十二章，仿月泉例征诗，浙西、江南和者亦数百人”［4］。元初的月泉吟社由遗民

组成，而清代也是由少数民族建立，所以月泉吟社在清代的再现，也就蕴含着复杂的民族感情，“天台山人

黄星甫，尝于粤中诗社试《枕易》诗，推为第一。考官李侍郎应祈批：‘诗题莫难于《枕易》，盖以其不涉风云

雨露、江山花鸟，此其所以为难也。’然后四句，颇寓易代之感，此则文外寄托”［5］（《诗社和诗》）。可以说，明

代遗民在社事活动中寄托的易代之悲、故国之思，也成为清初考评式结社的主题，“清代民间所盛行的考评

式结社，也是外族统治、民心不服等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产物。”［6］

当然，考评式结社在清代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为了防止出现明代党社纷

争的问题，以及阻止明代遗民借结社之势进行反清活动，清代统治者在开国之初便严令禁止文人结社。顺

治八年（1651年），朝廷申严学臣考试及约束教官生员之法，其中就有“生员不许聚众结社、纠党生事，及滥

刻选文、窗稿”一条；顺治九年（1562年），“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

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7］。因而，包括明代遗民在内的清初文人也不似明代文人公开结社造势，

也不高调涉入政治活动，只能在民间以考评式结社的方式联系感情、诗歌唱和。

民间考评式结社风气的兴起，在清代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小说家也倍加关注，他们在小说中对这一现

象多有描述，“桂娘对道：‘娘娘说的极妙。若起猜谜斗趣，不论某令，我尚择定了一好清新题目起来，是可

愿为的。至于结了诗社，出题限韵，遇见容易些的题目，韵脚也随便宜，做了一绝半律，敢效附骥，犹然不

够。论个社长，必要再请秦、贾两娘中，然后也能做副，是任出题、监场，无有不够。伏愿娘娘更择定了一人

罢。’”［8］这是兰阳公主等人在宫中组织的诗社，小说中的主人公秦少游也参与了社事活动。桂娘所说的社

长实际就是考官，由贾孺人担任，最后丞相决出名次，其中出题、发帖、限韵、监场等程序与科举考试相仿，

属于典型的考评式结社。

《红楼梦》、《海上尘天影中》等小说中也有类似的结社，可以说，小说家将考评式结社作为一个特殊的

故事情节，也构成了清代小说的重要特色。

2 民间考评式结社在小说中的体现

小说中考评式结社的出现是对清代结社风气的反映，所以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也多有借鉴，甚至对结

社之事叙述更为详细。但是，如果清代小说完全照搬现实中的考评式结社模式，肯定不会引起太大的反

响。所以，小说家在作品中对考评式结社现象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造，又形成了与现实不同的特色，《海上尘

天影》中就有这样的社团。

玉田生笑道：“你不要保举，倘然将来被人参奏起来，连你保举的座主也吃不了。”芝仙笑道：“你们不要

争，你们诗社，必当要阅卷的考官，现今我来派两个主考评阅你们的诗。就派秋鹤为正考官，莲民为副考

官。但是考官不好再做枪手了，我只得毛遂自荐，马姑娘的诗我来做，凌霄的诗我保举兰生做。冶秋派他

做磨勘官，若是园外的知三、仲蔚等要来，我也有差使派他，命他做誊录官，把你们的诗誊了，给秋鹤、莲民

看，以杜徇私用情弊端。开社只一日，我们男客另聚一处，你们考生不拘拣定何处，须与考官磨勘誊录声息

隔绝，消息不通。否则恐有传递等事，就是替做诗的，也只好在男席中。当时不做诗，等你们的通誊好了，

方许做呢。这个议论，你们以为妥当不妥当？”莲因道：“再妥当也没得了。”佩纕道：“代做诗的混在考官那

里，总不好，我想不用你们男人代做，素雯姑娘的请我们的姑娘做，马姑娘的我来做，凌姑娘请柔姑娘做。

你们几个枪手通给我当誊录去，兰生让他到这里来做收卷弥封官，收齐封好了，就命他送来誊。若是他有

暗通关节的事，一经发觉，就罚他到各位奶奶姑娘门前去磕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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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诗社与现实生活中考评式结社以男性为主的现象有着极大不同，即社员几乎

全部由女子组成，而且玉田生与马利根还是外国人。从芝仙、佩纕等人的对话中可知，这个诗社的组织活

动也更为严密，并按照朝廷科举考试的程序开展社事。从管理层面来说，社中安排了阅卷官、磨勘官、誊录

官、弥封官；在考场纪律方面，严格规定了开社时间，而且考生与考官不能会面，同时还需要有人保举，最大

程度保证诗社考评的公平性。尽管其中也有人聘请枪手，也只是限于个别不会作诗的女子；但是一旦发现

有暗通关节等作弊现象，她们也采取了一定的处罚措施。小说中的佩纕就并不主张男性为女子代做诗文，

甚至其中有人提议不能让男人参加，“珩坚笑道：‘这一社议定了，只许我们奶奶姑娘入社，不许男人做诗，

你们不会做的，也准雇个枪手。素丫头就叫伯琴代倩，不知道凌丫头有人没人？’凌霄笑道：‘我客人里头没

得好诗的人，就是有也不好同奶奶们见的。’素秋笑道：‘就是代倩，也不要到场里来代，只许散卷，做好了交

来。’凌霄笑道：‘我想着了，我就请妹夫代枪，好不好？’众人笑道：‘倒请得的当呢！’莲民笑道：‘做枪手倒罢

了，只怕犯了功令，枷号起来，那是我当不起的。’”［9］410即使其中有韩秋鹤、兰生等男性参与，也只是一种辅

助性的作用，比如做誊录、弥封等事情。

实际上，考评式结社以女性为主是清代小说中结社现象的突出特点。在其他小说中，考评式结社基本

上由女性组成，并且负责主要事宜。《红楼梦》大观园中的女子也组织了类似考评式的结社，尽管贾宝玉也

经常与她们论诗，但是主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仍是探春、林黛玉等人，“李纨笑道：‘你们听听，说的好不

好？把他会说话的！我且问你，这诗社你到底管不管？’凤姐儿笑道：‘这是什么话，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

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儿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

慢作会社东道。过后几天，我又不作诗作文，只不过是个俗人罢了。‘监察’也罢，不‘监察’也罢，有了钱了，

你们还撵出我来！’”［10］《两交婚小传》中辛荆燕所结的红药诗社，也是一个特色鲜明的考评式结社。江都县

大乡绅辛受的女儿辛荆燕，诗词文赋样样精通，打算成立一个诗社，吸引更多女才人入社，“订一个日期，多

写报帖，帖于闹市，遍报扬州合城内外，不论乡绅白屋，富室贫家，凡有奇才女子，能诗能文者，俱请来入社，

拈题分韵，以角香奁之胜。”由此她又萌生了另一个想法，“若倘借此得淑女于河洲，以完吾弟琴瑟之愿，岂

非乐事。倘腕墨有灵，且可流芳香之彤管，以高娥眉之声价，尚别有机缘未可知也”。辛荆燕借鉴比武招亲

的模式，试图通过结社考评的形式，不仅为她的弟弟辛发选择佳偶，希冀自己借此能获得更好的名声，并且

通过这一途径觅得佳婿。这个一举几得的建议得到了辛受夫妇的赞许，辛荆燕便令人在扬州城闹市中张

贴了布告：

琼花观东辛祭酒家，辛荆燕小姐。于本宅金带楼上，大开红药诗社。订期于每月初三、十三、二十三，

遍请合郡奇才淑女，彩笔闺人，同临题咏，以著一日芳名，聊续千秋佳话。河洲广远，流彩无方，谨此陈情，

愿言命驾。

告示贴出之后，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至期蛾眉交集，蝉鬓纵横。初来到茶香清叙，拈题时果饼传

供，诗成后盛筵款待。往来的香车杂沓，送迎的珠翠缤纷。到次日，传诗送阅，奔驰道路。也有偷观的，也

有窃看的，也有借抄的，也有传诵的。一时轰然以为盛事。”［11］所以，小说的男主人公甘颐也慕名而至，最后

结成了美好姻缘。

但清代考评式结社的主体毕竟还是男性，所以小说中也有所提及，“是时广陵诸彦，自文社外，更立诗

社，分题唱和，竞吐菁英。有以《春日细雨》为题，拈一东韵，各成一律，凡十有四篇，惟子拱娄生一首，最为

畹香得意。”［12］当然，其中也有士人参与以考评式结社为形式的征婚活动，“葛万钟开言道：‘今日设此文社，

原为冯小姐婚事。故老夫僭胆选择，实求美才，而试优劣，事出至公。但诗句恐涉淫夸，制义亦不过章句之

学，俱不足以见才，今日即事命题，各成《东园雅集赋》一篇，以纪胜事。老夫虽不揣愚钝，亦可稍辨瑕瑜。

诸子各展所长，冀舒衰眼。冯小姐当先作一篇，使都了以为准的’。”［13］虽然以冯小姐所作诗赋为标准，但与

《两交婚小传》中辛荆燕组织的红药诗社有所不同，这里的社事活动由男性组织，而且参与者亦为男性。小

说中也借葛万钟之口道出了采取考评式结社的原因，即诗歌形式过于浮夸，而制艺又不能看出真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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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才采取即时性的比试，以考验应征者的才艺。

3 清代小说中女性考评式结社兴盛之因

清代很多小说都提到了女子结社之事，尤以世情小说居多，如《玉娇梨》、《风月鉴》、《青楼梦》等，但唯

其中的考评式结社最具特色。为何小说家要将女子考评式结社写进小说之中呢？这既与社会风气有关，

也折射出清代女子结社的状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古代文人社团的缩影”［14］。

尽管清初朝廷禁止结社，但是仍然遏制不住文人结社的风气。特别是随着康乾盛世的出现，明代遗民

的老去，清廷在思想上的控制也有所放松，结社活动又重新成为士子们交流的重要方式。与清初不同的

是，乾隆以后的考评式结社已经冲淡了清初以来的家国感情，并且成为当时最普遍的结社方式之一。所

以，当考评式结社风气得到人们的肯定，往往就会形成一种风气，特别是在结社风气浓厚的地方，更容易成

为地域性的习俗，“粤中文会极盛，乡村俱有社学、文会。即集，社学中大小俱至，胜衣搦管，必率以至，不敢

规避，令最严，毋敢假借者。卷用红丝栏为式，卷面编千字文号，隐其姓名，别注小册，分书其号别藏弆，不

使阅卷者知也。主会者具贽谒，阅卷者贽轻重视卷多少，阅定甲乙，各署卷尾，私印发钤。主会者受之，然

后出小册比对、注明，前列者俱有银帛之赉，谓之谢教”［15］。特别是有些小说家也参与了社事活动，如曹雪

芹。曹雪芹在右翼宗学任职之时，曾与敦敏、敦诚等人结社，敦敏在《吊宅三卜孝廉》中就有“昔年同虎门，

联吟共结社”的回忆。再如“秋红吟社”的顾太清，在所写小说《红楼梦影》中也提到了结社，“这日，湘云、宝

琴、李绮、香菱、邢岫烟连本家的探春、惜春、李纨、宝钗、蔡如玉、巧姐共十一人，都在新房坐着说笑。探春

说：‘咱们共是十一个人，足够起诗社的。’宝琴问：‘你打算怎么起法？’探春笑道：‘依我也不用照从前菊花、

海棠那些题目。’湘云说：‘又是什么新号令？’探春道：‘我要起个群芳社，咱们再凑一个人，用十二个月应时

的花卉写了阄儿，按着岁数儿先拈，谁拈着那一样……’李纨问：‘自然也有个体式呀。’探春说：‘你听啊，先

拈了题目，再拈或诗或词或赋或歌抓着那体就作那体。’”［16］因而，他们在小说中提及结社之事，既是对自己

生活的反映，也是结社风气作用的结果。

如果说结社风气只是一个外在的因素，那么清代的女性结社则为小说提供了原型。清代有很多由女

性组成的社团，如“蕉园诗社”（顾之琼、柴静仪、朱柔则、钱凤纶、林以宁、徐灿等）、“清溪吟社”（张允滋、张

芬、席蕙文、陆瑛、沈持玉、尤澹仙、朱宗淑、江珠等）、“秋红吟社”（顾太清、沈善宝、钱伯芳、许云林等），这些

诗社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或者说，女性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参与诗文创作，成为当时一个特殊的

社会现象。因而，许多小说家将女性结社稍微扩张，成为小说中的重要素材，“近来人闻得张翰林的妹子、

王侍郎的女儿、赵司空的孙女、李中书的侄女，都结成诗社。每逢花朝月夕，佳节芳辰，都聚在一处，分题限

韵，角胜争奇。”［11］22清代小说也描写了女性结社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除了前面辛荆燕所结之社造成了社会

轰动，《红楼梦》中也有所提及，“宝玉道：‘这也算自暴自弃了。前日我在外头和相公们商议画儿，他们听见

咱们起诗社，求我把稿子给他们瞧瞧。我就写了几首给他们看看，谁不真心叹服。他们都抄了刻去了。’探

春黛玉忙问道：‘这是真话么？’宝玉笑道：‘说谎的是那架上的鹦哥。’黛玉探春听说，都道：‘你真真胡闹！

且别说那不成诗，便是成诗，我们的笔墨也不该传到外头去。’宝玉道：‘这怕什么！古来闺阁中的笔墨不要

传出去，如今也没有人知道了。’”［10］648由此可以看出，林黛玉、探春等人的诗作被刊刻传播，也引起了其他

人的关注。实际上，“秋红吟社”的组织者沈善宝也编撰了《名媛诗话》，记述清代女性的创作情况，并且著

有《鸿雪楼诗集》。再如，顾太清除了《红楼梦影》等小说，还有《天游阁集》等作品。应该说，小说中女性所

结的考评式结社反映了清代女性创作活动的频繁以及文学素养的提高，“女性从闺内吟咏走向闺外结社，

这是女性文学创作由个体走向群体活动的重要一步，也标志着中国古代女性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7］。

当然，这种考评式结社及女性作品的增多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明清时期部分开明之

士重视家庭的女性教育，并且也有女子进入私塾学习。特别是在清代中后期，“在贵族仕宦、文人学士家庭

里，女子的文学启蒙诗学传授吟咏活动蔚然成风”［18］，如清代著名女诗人、画家朱淑均“受诗法于祖，受画于

叔”［19］；加之袁枚、王士祯等名人招收女弟子，不仅容易形成文学团体，更是提升了女性的文化水平。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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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结社探讨诗文、消遣时光，亦是自然而然之事。

要之，清代小说中的考评式结社，主要由女性组织，基本上也采用同题分韵的方法进行考校，构成了考

评式结社的重要形式。只是相对男性所结之社而言，诗文竞技的因素减少，而消遣娱乐的成分更多，“这虽

然没有使她们摆脱封建妇礼的束缚，她们的命运也没有因此得到改变，但是，这种女性的自觉意识明显植

根于同一时期地区商品经济繁荣和城市家族血缘关系相对淡漠、社会观念萌发的深刻变革的土壤中，成为

中国妇女开始踏上新的征程的先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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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mpetitive Associations in the Fictions of Qing Dynasty

Yang Da

（School of 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Nanchang 33013，China）

Abstract：The competitive associations were important means of communication in special historical and social

surroundings for men of letters in early Yuan and late Song Dynasty，and they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associa-

tions in Qing Dynasty. With competitions as the main feature and in view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competitive

association procedures，the competitive associations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common literary societies in organi-

zational forms. Many novels of Qing Dynasty mention the competitive associations，but the descriptions in

those novels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historical reality，for example，the female characters as the

main members，which may to some extent reflect the women's association state and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Qing Dynasty；fiction；competitive association；women's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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