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作為“他者”的西方女性文學形象在中國晚清小說具有“啟蒙者”的文化身份。本文以

頤瑣的小說《黃繡球》為例，梳理出作者所想像出的兩類西方女性：法國羅蘭夫人和北美萊恩女士。

羅蘭夫人並非以晚清社會集體想像物大多數人認知的女革命當人形象出現，而是作為啓蒙者的形象

被想像；北美女士萊恩以教育家的身份被塑造，做出了重視女子教育的先鋒性。作者塑造的兩類西

方女性形象是作者對未來中國女子解放問題的具體思考，符合晚清女性解放運動的時代需要。

 關鍵詞：女性解放運動；羅蘭夫人；萊恩；啓蒙者

 在20世紀初林林總總的中國小說中，以婦女解放為主題的小說成為小說重要的門類之一。此類

小說的發生與中國晚清社會的現代化發展進程有著密切的關係。作者以複製現實或虛構想像的文學

手段，塑造了諸多具有不同性格特點的女性人物形象，取得了富有戲劇色彩的藝術效果，豐富了中

國小說的社會內容，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化進程。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始於19世紀中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到第一次高潮。19世紀中期天平

天國時期，婦女解放問題首次被正式提出，其綱領和政策涉及到男女平等問題，雖無實質的意義，

但在思想層面上開了先河。19世紀末發生的戊戌改良運動，維新派人士對中國婦女問題和婦女解放

運動的認識比天平天國時期更深一步。維新人士接受了西方先進的思想，將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

介紹到中國，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提供了思想理論基礎。諸如“天賦人權”和“進化論”學說以及

1902年被譯介到中國來的斯賓塞的《女權篇》，這些觀點對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

響，１　婦女問題又一次被納入改良運動的範疇，並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康梁等維新派喚醒了沉睡中的中國婦女。到了20世紀初，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女性開始進

入社會政治舞臺，他們以辦報的形式，大力宣傳婦女問題，有力推動了婦女解放運動。在這個十年

中，國內外出現了四十餘種有關婦女解放運動的報刊，有：1909年的《女報》、1904年的《女子世

界》和1907年的《中國女報》等。各大報刊雜誌重點討論婦女解放問題，大量登載介紹西方傑出女

性，為辛亥革命時期大規模的婦女解放運動做好了準備，有些雜誌以文章或圖畫形式宣傳的西方社

會婦女情況。

 雖然這場空前的思想改良運動以失敗告終，但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進程中卻留下了深刻的影

響。在20世紀初小說第一次爆發期，出現了以婦女解放運動為主題的小說。我們難從文學藝術成就

中國晚清女性解放小說中的西方女性形象
── 以頤瑣小說《黃繡球》為例

鄒　　　小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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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來肯定這些作品的價值，但此類作品以其新穎的主題和深刻的思想在這一時期的小說中見長。

 俞佩蘭在《<女獄花>敘》中認為以婦女問題為主題的小說比較少，而且難。“至於創女權、勸

女學者，好比六月之霜，三秋之燕焉。且講女權、女學之小說，亦有碩果晨星之歎。甚矣做小說之

難也，作女界小說之尤難也。”２　創作於1900年代的關於婦女問題的小說出現了不少，有1904年王妙

如著《女獄花》、1907年思綺齋著《女子權》、1909年問漁女史（邵振華）著《俠義佳人》和《自由

結婚》等。此類作品主要提倡婦女應該爭取自由、平等、獨立等與男子一樣的權利。如小說《女子

權》第一回所論，處於封建專制下的女子沒有任何自由權，一切聽命於男子，婚姻沒有任何自由而

言，被男子控制和掌握，為文明世界所不應有的社會現象。中國若要與歐美各文明國並駕齊驅，必

須解決婦女自由權利問題。婦女問題成為強國必備的條件之一。解決婦女問題的方式，晚清小說家

們大致都持有這樣的觀點：大興女學，讓更多的婦女接受必要的教育，與幼童一起學習知識和技能，

培養自治精神和自養能力，從而擺脫從屬於男子的依附地位；另一方面，培養婦女參政意識，只有

婦女參與決策，才是男女平等的有力保障。

 在諸多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小說中，頤瑣的《黃繡球》堪稱為晚清反映婦女問題最優秀的作品３。

《黃繡球》最初於一九〇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三月）開始連續發表在《新小說》第十五至二十四號上，

刊至二十六回止，未完。一九〇七年由新小說社發行單行本，共三十回，分兩卷，被冠之以“社會

小說”。

 作者頤瑣本人的具體情況沒有詳細的介紹，據朱德慈在其《晚清小說家瑣考》一文中，他對歐陽

健根據陳玉堂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裏對頤瑣做出的考證進行了修正：作者頤瑣，即湯

寶榮，字伯遲，頤瑣是他的號，江蘇吳縣人。早年師事俞曲園，任商務印書館總記室，涵芬樓叢刊

沈九經其校刊。確定作家頤瑣原名湯寶榮，號頤瑣，生於1863年，卒年未定，但至少是1935年後。４

由此可以看出筆名為頤瑣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可惜在晚清諸多小說中，除了《黃繡球》之

外，很難發現頤瑣的其他作品，權且不論其他作品，僅《黃繡球》一部小說已經可以代表作者的文

學成就，開創了婦女思想解放主題小說的先河。無論在思想內容，還是藝術表現方面，都是女性解

放作品的代表作。

 本文通過梳理《黃繡球》中的西方女性文學形象，分析其特點，探討她們對中國女性解放運動

的社會意義。

一、婦女解放思想啟蒙者羅蘭夫人

 法國羅蘭夫人在晚清廣為人知。她的英雄形象經過日本譯介傳到中國，又經梁啟超等人的宣傳

和鼓吹，成為中國婦女積極參與社會革命運動的典範，滿足了以“救亡”為主題的社會實際需要。

 羅蘭夫人的形象最初出現在中國人的筆下應追溯於光緒三十二年去歐美旅遊的維新派人士康有

為的筆下，他在其遊記《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法蘭西遊記》中的《遊微賒喇舊京路易十四宮》一

－114－ －115－



文中記載了對法國女傑羅蘭夫人的見聞。在微賒喇宮，他看到了有羅蘭夫婦的圖像的壁畫，“羅蘭夫

人秀美如蘭，令人傾倒。而焚香碎玉，芝艾同焚，無賢愚才士，皆投一燼，閱之至慘痛。”５　在康氏

眼中，羅蘭夫人不僅面容姣好，而且英雄氣概可嘉。後又有梁啟超對羅蘭夫人革命精神的讚頌，羅

蘭夫人被梁啟超贊為“近世第一女傑”，她為自由而革命，為自由而獻身。“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

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

以故？法國大革命為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為法國大革命之母故。”６　可見，羅蘭夫人是19

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晚清知識份子所普遍認同的社會集體想像的西方形象。據學者北京大學教授夏

曉虹考證，在晚清所有關於羅蘭夫人的著譯中，梁啟超的《羅蘭夫人傳》的重點最為突出，“近世

第一女傑”的內蘊發揮得淋漓盡致。７　除了梁啟超，還有寫《自由血》的作家金一。據夏所搜集的

史料來看，他在《自由血》第七章《虛無黨之女傑》的緒言中，也提到革命黨女傑羅蘭夫人、愛國

女子貞德與無政府黨女將軍路易・美世兒是他讀法蘭西史最心醉的人。柳亞子也對羅蘭夫人讚不絕

口，尊她為“文明革命軍先導”８。

 夏曉虹教授曾在總結羅蘭夫人的重要地位時，認為羅蘭夫人是女權革命的典範式人物，在當時

的婦女獨立意識萌發的語境中，對女界更有號召力，成為意蘊豐富的形象符號。９　這是對羅蘭夫人偉

大光輝的形象的肯定。羅蘭夫人的革命精神被移植到晚清社會特殊的歷史語境中，不僅對促進中國

婦女解放運動，而且對進步的仁人志士，都具有獨特的意義。羅蘭夫人從而成為他（她）們掀起革

命運動的精神力量源泉。

 羅蘭夫人的革命形象在中國晚清知識界得到廣泛的傳播和認同，與當時中國社會中不同階層的

知識份子對西方婦女的譯介和宣傳有著密切的關係。10　第一類把有關西方女性的資訊傳播到中國來

的是西方傳教士。他們通過辦報紙等宣傳活動，將西方文明介紹到中國風氣相對開化的地方。比如

1868年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Allen, 1836-1907）在上海創辦的《萬國公報》，大力宣揚婦女問

題和婦女運動，使之首次成為大眾媒體關注的問題。同時，也有不少文章介紹了西方女學以及女子

參加的社會工作和社會活動，甚至包括對一些西方女傑的介紹。這些在當時的中國社會，可謂是令

人耳目一新的話題，極大拓寬了中國傳統知識份子視野。

 第二類有關西方女性的記載見於走出國門的清朝高級官員和知識份子的遊記，這些要人主要從

事外交活動的駐各國使節，如郭嵩燾、薛福成、王韜等知識份子，他們在異國親眼目睹了與中國迥然

不同的西方社會風俗，西方女性是他們眼中一道亮麗的異域風景。他們在觀察西方社會的同時，也

會進行自我反思。最初，他們對西方女子的觀察僅限於外貌形體、穿衣打扮、言談舉止等外在形態。

斌椿在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奉命西遊，到了法國拜見相國大臣，只見各官夫人“珊珊起來，無

不長裾華服，珠寶耀目，皆袒臂及胸。羅綺盈庭，燭光掩映，疑在貝闕珠宮野。”11　西方風俗中，夫

婦同時出席正式場合，貴夫人身著著盛裝，出現在有陌生人在的地方，毫無拘束之感，這些讓中國

官員感到新奇。宮廷舞會中，“婦人衣紅綠雜色，袒肩及胸。珠寶鑽石，項下累累有串，五色璀璨，

光彩耀目。”12　西人舞會上男女混雜，女子的裝扮獨特，這在中國士大夫看來是不堪入目的，很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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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是，他們又按捺不住對西方美女的欣賞。如薛福成描寫上海東門外所見到西國女子閑時踏春

景象：“西國佳人畫不如，細腰嫋娜曳長裾，異香撲鼻風前過，攜手同登油壁車。”13　西方女性在戶外

的容顏、姿態比畫中的人物還美。斌椿在域外的見聞豐富多彩，對西方女性的描寫惟妙惟肖，讓國

人開了眼界。

 薛福成對所見到的泰西女性不僅僅停留在對其外貌的關注，而是深入到社會制度層面。在《出使

日記續刻》中，他認識到西方男女地位的平等。其實，古代歐洲的婦女地位與中國相似。在三四百

年前，法國首先意識到婦女地位的重要性，提高婦女社會地位有利於富國強民，後經證明“婦女之

為用，果不異於男子”14　，於是國家變得富強起來，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效仿，俄國風氣最晚，也在

二百年前開始，男女可以一起出席各種場合。

 活躍於19世紀末的維新派受到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說影響，男女平等問題得到重新的認識。康梁等

維新派人士大力提倡男女平等，認為女性的社會地位是改變國家富強的前提。中國資產階級改良運

動失敗後，以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遠走他鄉，反思中國社會，更加認識到國家存在的問題及其嚴重

性。具有標誌意義的是梁啟超在日本橫濱主辦的《清議報》上登載的有關婦女解放問題的文章，最

有名的是日本人所做的《論女權之漸盛》和《洗儒毒》等文章，強調女權、女子參政問題，將婦女

平等問題又向前推進一步。夏曉虹在《<世界古今明婦鑒>與晚清外國女傑傳》一文中，認為日本近

代名作家德福蘆花1898年編譯的《世界古今明婦鑒》15　對於梁啟超後來所作的《（近世第一豪傑）羅

蘭夫人傳》起到了至關重要的資源庫作用，梁氏的《羅蘭夫人傳》16　除了少量增加和刪改，基本是德

福蘆花《法國革命之花》的翻譯。1902年，由馬君武翻譯的《斯賓塞女權篇達爾文物竟篇合刻》一

書，為女權運動提供了理論。

 晚清也出現了譯介西方女傑的單行本。1903年，以《世界十二女傑》和《世界十女傑》為最先。17

它們皆以日譯《世界古今明婦鑒》為參考，介紹了西方各國有卓越貢獻的女性，將書中的西方女性

樹立為楷模。眾所周知，晚清的翻譯往往並不尊重原著，而《世界十女傑》更是遠離藍本。為了符

合晚清女界的需求，該書的翻譯者按照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對藍本進行了篡改和創造，思想性似

乎更加深刻。《世界十二女傑》在1903年《新民叢報》第二十六號登出的廣告詞中，揭示了中國婦女

解放運動所應具有的社會意義：“英雄豪傑不分男女，中國數千年來廢女子不用，而女子之傑出者益

聊聊罕聞矣，讀此書載，世界女傑皆可歌可泣、可敬可幕，餉我中國。吾知女子中必有聞而興起者

矣，女子猶如此，男子更可以興矣。”18

 綜上所述，以不同方式譯介進來的西方女性形象，成為晚清知識界用來宣傳和鼓吹男女平等、

婦女解放的思想資源。西方文化語境下的女權運動為中國婦女解放問題提供了理論和實踐指導，處

於特殊時代的晚清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是晚清社會轉型必須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所以，頤瑣以及不少

晚清作家都有意或無意以法國羅蘭夫人為婦女楷模去書寫，以此探討婦女的解放問題。

 在《黃繡球》中，羅蘭夫人擔任了女主人公黃繡球認識婦女解放的最重要啟蒙者，兩人直接對

話的故事情節出現在小說的第三回。黃繡球在生病的時候，夢見化身為似神非仙的白衣女士向她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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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黃繡球）朦朧間走到不知什麼所在，抬頭看見一所高大牌坊，牌坊頂上，站著一位女子，

身上穿的衣服，像戲上伴的楊貴妃，一派古裝，卻純是雪白雪白的，裙子拖得甚昌，臉也不像

是本地方人，且又不像是如今世上的人。正在疑訝，那女子自說名字叫做瑪利儂，姓的是非立

般。19

這位西方女子便是大名鼎鼎的羅蘭夫人，黃繡球眼中的羅蘭夫人形象高大、氣質富貴優雅，被作者

具象化、夢幻化。她的離去同樣飄渺不定：忽見那女子拖著一條白裙，遠遠的像在雲端裏去了，須

臾，連牌坊也就不見。20　作者在小說中首先描寫她的外貌，然後安排她直接與黃繡球對話，她姓白，

隱喻為西方人，又拿出身邊帶的小書冊，教導黃繡球男女平等，不能總受男子壓制。“男人女人，有

都一樣的有四肢五官，一樣的是穿衣吃飯，一樣是國家百姓，何處有個偏枯？”21

 羅蘭夫人不光說教黃繡球，而且以教她讀書的方式開民智，啟發她。白衣女子又送給她三本書，

一本是翻譯成中國字的《英雄傳》，為二十五位大將軍、大政治家和大立法家做的傳記，是俾斯麥和

拿破崙終身愛讀之物。第二本是有關地理的書籍，有地理上的生物，地理上的人種等無所不有。第

三本書介紹世界物品，包羅萬象。22

 後來黃繡球的丈夫為她解夢，介紹羅蘭夫人的身世：

　　這是法國羅蘭夫人，在一百數十年前時候，二十五歲上嫁給了一個姓福拉底，名字叫羅蘭

的，後人都稱他為羅蘭夫人。……向來只說白種人的文明，一切學問事業，都是他們白種的好。

我們黃種的人，無不落後。所以你的意思在夢中說給那羅蘭夫人聽了，……但這羅蘭夫人生平

最愛講平等、自由的道理，故此遊行到我們自由村，恰遇著你一時發的理想，感動他的愛情，

遂將他生平的宗旨學問，在夢中指授了你。23

 夢中羅蘭夫人親自賜教黃繡球，並與之平等對話，實際上是作者對中西文化溝通的渴望。在小

說的第三回中，黃繡球因為宣揚放腳、讀書等開風氣之先進觀念受到新政派的官府人員張先生的讚

賞。張說：“奶奶連日受驚了。”黃繡球福了福，說：“……至於前幾日的事，何足慰問。聞得泰西

女傑，常有數十年牢獄生涯為眾生請命，終能達其目的，發出光彩於世界歷史之上，似我又何足為

奇？……。”24　顯然，羅蘭夫人成為了她的精神導師。在小說的結尾章節，黃繡球幾經周折取得了成

功，她仍然不忘羅蘭夫人的教誨和指導：

　　她在夢中又看見了穿白衣的旦角，“可泣可歌的事，原要做的有聲有色。我黃繡球如今是已

經上了舞臺，腳色又極其齊備，一定打一出好戲，請羅夫人看呢。將來好把羅夫人給我的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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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傳上，附上一筆，叫二十世紀的女豪傑黃繡球在某年某日出現了！25”

 以上文字詳細地描寫了一位晚清中國婦女眼中的西方女性啟蒙者的光輝形象。作者多維度、深

層次、詳細介紹了法國羅蘭夫人。從外貌到行為舉止，然後通過她耐心講解人與其他動物的區別，

引起黃繡球對婦女問題的關注，不斷鼓勵和引導她意識到婦女問題的當務之急，突出表現了羅蘭夫

人關心弱小種族的博愛之心。羅蘭夫人向黃繡球宣揚女子自由、獨立的精神，要女子像男子一樣雄

飛，不可雌伏，並且鼓勵黃繡球讀各國英雄傳，瞭解西方豪傑和不同國家與民族特徵，參照書本，

擴大視野，瞭解本國的問題和解決方法，為黃繡球指出努力的方向。在黃繡球實現了人生理想和自

我價值之後，羅蘭夫人仍然是女主人公成功的參照，黃繡球成為本土化的羅蘭夫人。

 作者在藝術手法方面的成功之處在於採用了獨特的語境，即在夢境中，安排兩位不同民族、素

不相識的女性相遇，並且直接對話。“夢境”是人在非理性狀態下的無意識活動。精神分析學家認為

人的各種欲望通過活動實現，但部分欲望被壓抑在潛意識中，隱藏在潛意識的欲望通常會通過夢境

展現。做夢與藝術創造有相通之處，夢境描寫具有更強的藝術魅力。通過夢境使得人物形象更為豐

滿、真實，能更深入地刻畫人物的靈魂。在夢境中，“被啟蒙者”黃繡球被抬升與“啟蒙者”西方女

子的平等位子，站在牌坊頂上的女子象徵著女子中的豪傑，面目姿容亦神亦仙，既有中國本土美女

楊貴妃的特徵，穿衣打扮上又不像是本土人，姓白，指出了她是西方人的身份，她的使命在於啟蒙

和救贖。她告訴黃繡球“這是你黃姓村上的事，自然你姓黃的人關心切己，與我白家無涉。你黃家

果然像你做得出點事，豈不叫我白家減色？”她與黃繡球代表不同膚色的女性。白種人以普世的價

值觀來幫助他們所認為落後的黃種人進行改造。她的觀念正好與黃繡球的志向不謀而合，黃繡球當

時聽了瑪利儂的一番話後，認為這些話打在她的心坎上，甚為歡喜，說：“奶奶怎麼就是神仙，知道

我的心事？你便不是神仙，也真真是我的知己。我有些話與你意見相同。”26　黃繡球夢醒之後，頓覺

腦識大開，因感生夢，因夢生悟，把那女子所講的書，開了思路，得著頭緒，真如經過仙佛點化似

的，豁然貫通。27　黃繡球自從受教於羅蘭夫人後，邀請婦女，同他們仔細講論發心放腳的原故和婦道

家業好講學問做事業的情理，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像是女豪傑、女志士般通達，所以說，羅蘭

夫人直接促使黃繡球自由思想的生成。

 作者採用夢境的方式，讓瑪利儂對黃繡球進行啟蒙，對瑪利儂也是用白描的手法和對話的形式，

展現了一位具有悲憫情懷的西方啟蒙者。作者用了虛實結合的情節，在似夢如幻的唯美故事背景中，

通過運用象徵的藝術手法，將“啟蒙者”瑪利儂從外貌到知識見解的內在品質展現給讀者，使讀者

進入超時空的心理狀態，獲得朦朧空靈之美感，增強了小說的文學性。

 黃繡球居住的“自由村”象徵了作者想像中的未來國家，“黃姓”和“白姓”分別隱喻黃炎子孫

的中國人和白色人種的西方人。黃繡球把羅蘭夫人指認為菩薩，菩薩是中國民間的世俗信仰，可以

幫助老百姓救苦救難，但羅蘭夫人是黃繡球前所未聞的西方女傑，其先進的思想是黃繡球內心渴求

的力量資源，所以，她認為羅蘭夫人是無神論者的菩薩，這也是她對羅蘭夫人最高的讚賞。羅蘭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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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黃繡球最初的革命思想和主張比喻為發黴的、用紙糊的花樣，是不能夠用錦繡鋪起絨來平金和

灑花的，隱喻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不徹底，實質問題沒有得到解決。

 綜觀文本中婦女解放運動啟蒙者法國羅蘭夫人和小說女主人公黃繡球，她們雖是啟蒙者與被啟

蒙者的關係，在政治思想主張上是統一的，她們都志在顛覆舊制度，建立新秩序。因此，羅蘭夫人

和黃繡球等女性形象在當時作者的想像中被賦予了強烈的革命啟蒙色彩。符合晚清婦女解放運動的

社會需要。

二、啟蒙者──女教育家萊恩

 中國人興女學、辦學堂始於1890年代，1898年5月31日在上海由經元善籌備的女學堂標誌著中

國女學堂正式開始。女學堂雖然存在僅有短短的兩年時間，但被認為起到了“第一粒粟之萌芽”的

巨大作用，28　開啟了興女學的風氣。中國女學堂雖由維新人士發起，但一切事務均由中西婦女承擔，

採用中西並重的辦學方針，注重中西課程，區別於國人自辦的小學堂，重視西學教育的同時，尊奉

孔學。上海女學堂表明了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起步，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早在1897年，最著名的宣傳家與新思想的鼓吹者梁啟超，在其主筆的《時務報》上連續發表了

一系列宣導女學的政論，包括《變法通議・論女學》、《倡設女學堂啟》、《上海新設中國女學堂章程》

等文章。梁的宣傳引起了報界對創辦中國女學堂的極大關注。在其政論中，梁氏論及的女學實際上

指的是“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29　的問題。女學的重要性不光在於女子本人的獨立，更

重要承擔著“保國、保種、保教”的重任，婦女的獨立，減輕家累，減緩國家的壓力，從而使得國

家富強、人種進化。梁啟超的女學觀與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富強和民族的興旺緊密結合起來，忽視

了人性、人權層面上的重要意義。

 在頤瑣的《黃繡球》中，主人公黃繡球實現其雄韜大略的第一步，就是辦女學堂。黃繡球生活

在風氣尚未開化的內地，興辦女學並非容易之事。在小說的第七回中，黃繡球批駁丈夫依靠官府辦

學堂，怕官辦學堂草率敷衍，打算自己開創民辦學堂，真正培養出些人才。於是，她借書上的故事

表明自己的志向：

　　北美國有個農家女，名叫美麗萊恩，他自言，誓志以教育為世界建國，苟妾有千百之生命，

願為教育界之犧牲；苟妾得無量數之財產，願為教育界之資本，其初在鄉自立一學校，說於鄉，

鄉人笑之；說於市，市人非之；請於巨紳貴族，更嗤之以鼻。而其從事於學，奔波於教育，至

三十餘歲，尤不嫁人。後遊於大學，遇著一位知己，極力贊成。未二年，即成為大教育家。此

處放一線之光，彼地立一杆之影，皆自彼苦心孤詣，一個寒微女子而起。而彼又常自說道：“一

國之教育，譬如樹穀者之播種子，多一粒嘉種，便多一畝嘉穀。”今日北美合眾國，建立文明世

界，就是他撒種造因，才有這般結果。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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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恩就是黃繡球的表率，她打算和萊恩一樣，變賣財產，開辦學堂。作者又進一步強調萊恩這位女

傑的特殊貢獻：

　　這位萊恩女傑，他才學固然卓越，但他也只從口講指畫入手，每遇鄉愚，津津樂道。凡有

教育，皆注意在倫理憲法上，使人人知公德，不以囂張為自由。31

 北美的萊恩女傑（1797-1894），是黃繡球第二個崇拜的西方形象。其獨特魅力在於她一生致力

於教育，以創辦女子大學聞名，為婦女解放運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她為教育事業的奉獻和執著精

神成為黃繡球的精神楷模。黃繡球視野中的北美女傑萊恩與政治意識形態聯繫一起。辦女學是中國

資產階級改良運動的重要主題之一，所以萊恩被黃繡球樹為英雄。黃以仰視的視角直接陳述她的不

凡事蹟，突出其優秀品質和執著精神。從作者使用的語言看出，作者理想化了這位元西方女傑，目

的在於突出她的楷模作用，值得黃繡球借鑒。

 實際上，北美女傑萊恩與法國羅蘭夫人等歐美女傑都是晚清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的集體想

像物。1900年後，有關西方女傑介紹的文字出現在書刊和報紙上，尤其《世界十二女傑》、《世界十

女傑》、《外國列女傳》等有關西方女傑傳記經由日本，進入晚清知識份子的視野。作者與其他知識

份子一樣，在言說西方女傑的傑出貢獻的時候，會無限制地誇大西方女傑的優點，目的在於引起國

人對中國女界的關注。他們認為只有把女子納入國家自強、民族獨立的範疇，鼓勵女性積極參與救

國，民族才能真正強大起來。西方女傑的形象寄託了晚清知識份子的美好想像，他們借助西方女性

形象表現了對整個西方文明的認同。在某種意義上，西方女性已經失去了作為女性個體的意義，而

成為西方文明的象徵，甚至佔據著超越於西方男性的至高地位，成為國人尤其是婦女學習的典範。

 萊恩女士在小說中僅僅屬於被敘述的扁平人物，沒有像羅蘭夫人一樣與女主人公黃繡球進行直

接對話，而是由黃繡球直接引述，表達了她的雄心大志，她創辦女學堂的精神資源直接來源於西方

女傑的啟示。在諸多西方啟蒙者的影響下，黃繡球已經成功地由“被啟蒙者”到“啟蒙者”的重大

轉變。

 實際上，西方的民族脊樑式的聖賢形象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經由譯介，已被晚清知識界所

接受和認同，成為西方文明的典型代表，他們對中國晚清的意義在於借鑒的作用。在中國傳統文化

受到西方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衝擊的歷史語境下，一批具有先進思想的知識份子對國家和民族的前

途思索後的結果。

 作者頤瑣在言說這些西方民族精英的同時，背後寄託了他對本民族的冷峻審視。與哥倫布、瑪

志尼等相比較之下，中國社會中的所謂“精英”階層中，英雄精神缺失，無法築起堅實的民族魂魄，

用來抵抗外敵的入侵。在民族命運生死攸關時刻，呼喚英雄、創造英雄，需要更多“黃繡球”式的

英雄，來挽救風雨飄搖中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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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說的第二十九回，黃繡球辦的女學堂被豬大腸從中作梗，眾人將豬大腸一頓拽拉，豬大腸將

此事稟報官府，眾人在一起想解決的辦法，黃繡球非常惱怒，決心不辜負羅蘭夫人的指點，以泰西

名人志士為榜樣，堅決反對專制。當效仿那匈牙利國的噶蘇士，堅決抵抗奧國宰相梅特涅奸雄專制

政府。再次是馬丁路得不屈服羅馬教皇淫威，做了九十六條的檄文聲討，號召天下。信仰宗教始得

自由。還有英國的克林威爾，雖然出身貧賤，但能夠舉義旗，與國會軍把英王額裏查白殺去，重興

民政；還有華盛頓領導美國獲得自由和繁榮。法蘭西的拿破崙，義大利建國的四個少年，俄羅斯的

托爾斯泰，都是她所要學習的對象。32

 黃繡球以西方英雄人物為楷模，堅決捍衛婦女自由權利的決心。她引述了匈牙利的噶蘇士反抗

政府的專制；馬丁路得不畏羅馬教皇的威力，主張宗教自由；英國農民起義英雄克林威爾為自由而

推翻專制統治；美國開國元勳華盛頓為民族解放而奮鬥；法國拿破崙、俄國文豪托爾斯泰等聖賢成

為民族精神的象徵。

 回顧《黃繡球》中的西方形象，可以看出作者旨在強調西方傑出人物的啟蒙作用，鼓勵中國婦

女爭取自由和解放的權利。這是作者所處的時代潮流。作者對西方傑出人物的敬仰也間接反映了中

國知識份子在國家民族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機時，對“自我”傑出人物欠缺的焦慮感。因此，他在塑

造法國羅蘭夫人和美國萊恩女士等西方人物同時，還想像出了本土化的民族傑出人物，突出他們對

西方文化的自覺接受。

 與其他晚清小說家相比，署名頤瑣的這位作家對“自我”的認識是深刻的。他幻想出的羅蘭夫

人與晚清廣為流傳的羅蘭夫人形象大相徑庭，他筆下的羅蘭夫人已本土化，不再是女革命者的形象，

而是成為啟蒙者的形象，她幫助、啟發黃繡球脫離愚昧無知的境界，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作者歪曲

了西方女傑的真實形象。以自己的主觀感情和實際需求置換了羅蘭夫人的原型。從這意義上來講，

作者在描述“他者”形象的時候，有意無意地否定了“他者”的本來形象，而是疊加了作者更多的

想像，更加符合自我主觀需求。作者不管是對羅蘭夫人和萊恩女士真實形象的認同還是否定，他都

以此虛構了他所嚮往的一個理想地方，而且將這個嫁接在中華版圖中的某個區域，並且提出了改造

的理想範式，這一點最為難能可貴。

 本文系武漢大學人文科學院自主項目，《二十世紀初中國小說中的西方形象研究》，編號（2012YB 

006）階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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