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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美月是女書園的專職女書老師。她的奶奶高銀仙，是當地非常有名氣的女書自然傳人。
高銀仙在晚年創作了數百件達數萬字的女書作品，為女書文化的搶救工作，作出了巨大貢
獻。
胡美月告訴記者，奶奶在世時，結交了六個姊妹，她們經常聚在一起寫女書、唱歌，年
紀尚幼的她感到非常新奇，也非常感興趣。從她5歲起，奶奶就教她認寫女書，全面掌握
了傳統女書的讀、寫、唱、刺繡、織錦等女紅技能，並能用女書進行文學創作。上世紀
九十年代末，隨女書由養在深閨，逐漸被世人了解關注，政府開始手女書的保護與
傳承。此時已嫁到外村的胡美月回到普美村的娘家，當地村幹部知道她精通女書，促請
她在村裡辦起了女書培訓班，教當地愛好女書的年輕女孩學習女書。
胡美月說，她記得非常清楚，那是2001年，第一期培訓班只有9個女孩，但培訓班
一直堅持下來。到了2002年，美國福特基金會拿出20萬美元，當地政府進行周邊設施
配套，在蒲尾村建起了女書園，她便到女書園當起了專職女書老師。胡美月介紹，這
麼多年下來，跟她學過女書的女孩超過千人以上，其中也有非常突出的，比如給記者
介紹的女書園工作人員胡淑珍和妹妹胡欣，就是她的學生。記者了解到，胡欣是目
前最年輕的女書傳人，也是江永女書的形象代言人。
胡美月還經常參加各類文化交流活動，將獨特的女書文化介紹到海內外。由她創
作的女書作品——《消除對婦女歧視宣言》（長卷）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收藏。
胡美月告訴記者，今年8月，她還受邀參加了英國愛丁堡戲劇節，演出節目的名字
叫《中國女性的「悄悄話」》，她在劇中，主要為觀眾演唱女歌以及刺繡女紅，
都是江永當地「君子女」們很普通的生活圖景。演出一共兩周的時間。胡美月
說，女書在愛丁堡戲劇藝上一亮相就大受好評，評委們給她們的節目以五星的評
定。
1986年，清華大學教授趙麗明到了江永進行女書的田野調查，請她帶路尋找
各處懂女書的老人。胡美月覺得很奇怪，就問趙麗明，她們學的字、唱的歌、
繡的花，都是日常很普通的東西，研究這個有用嗎？趙麗明當時很肯定地回答
她，這是文化，非常有用，非常有意義。胡美月說，當看到她唱女歌，繡女
紅受到這麼多人的歡迎，她就明白了趙教授的話。而要將女書文化傳承下
去，讓更多人了解關心女書，也是她和其他女書傳人共同的責任與擔當。

採訪中，胡淑珍向記者介紹，女書可吟可唱，而且非常優
美。著名的華人音樂家譚盾，即是受此啟發，創作了微電影
交響樂《女書》。記者隨即請胡淑珍與胡美月一起，表演吟
唱一段女書，果然是優美的曲調，韻味悠長，別有一番風
味。
胡美月說，譚盾為了創作交響樂《女書》，曾30多次來
到江永考察拍攝，她就曾接待過多次。譚盾曾向媒體透
露，他覺得女書飄逸的字形就像是一件件樂器，讓他有了
創作交響樂，為女性譜寫聲音紀念碑的念頭。
經過5年的田野拍攝與收集，譚盾交出了他的作品，他
採用創新的理念，將微電影、真人吟唱與交響樂結合在
一起，這部他稱為微電影交響詩的作品《女書》，2013
年由美國費城交響樂團首演。

距江永縣城10多公里，有一座小島，一條冷
清清的小河——瀟水四面環繞，靜靜流淌。

小島上點綴40多戶農家，青瓦白簷的房屋，保
留徽派建築的風格，這裡就是「女書」的主要
流傳地之一——江永縣上江墟鎮浦尾村，現在島
上建成「女書園」，該島又被稱為「女書島」。
近幾年，由於神奇的女書吸引越來越多遊客慕名
前來，成為當地最有人氣的文化景觀之一。

記音文字 字形秀麗飄逸
關於女書的確切文獻記載很晚才出現，僅僅是
1931年和濟印刷公司刊印的《湖南各縣調查筆
記》上冊「花山條」一則，稱在山上有紀念唐代
譚姓姊妹的廟宇，每年5月，各鄉婦女焚香膜
拜。「其歌扇所書蠅頭細字，似蒙古文。全縣男
子能識此種字者，余未之見。」
女書園工作人員胡淑珍告訴記者，女書是一種記音文字，即每個

字對應一組同音、近音詞，常用字500字左右。女書字形如長菱，
筆畫纖細均勻，似蚊似蟻，民間俗稱為長腳蚊字或螞蟻字。古時，
女書一般用棍子筆沾墨汁寫在毛邊紙、摺扇或繡在手帕、織在花帶
上。女書筆畫多以撇捺為主，很像「多」字。女書研究專家認為，
絕大部分女書符號是漢字楷書的變體，其書寫順序由上至下，從右
至左，與古時的漢字書寫也完全相同。
據載，江永一帶盛行出嫁姑娘不落夫家的習俗，即婚後只要女方
還沒生子女，便不能與丈夫真正開始家庭生活，而是住在娘家與同
性夥伴一起紡紗織布。這種習俗促成了當地結拜姊妹習俗盛行，即
「結老同」。「結老同」是指同村或鄰村的同年同月出生或者是關
係非常親密的女性，自己或從小在父母主持下結為乾姐妹。2011
年，由鄧文迪監製的荷里活大片《雪花秘扇》即以江永這一風俗為
背景展開故事。
由於這一獨特風俗，使得當地性情相投、年齡相近的女性間形成

一個聯繫緊密的交往圈子，這個圈子在婚後仍舊可以延續，終其一
生。而這些親密的姐妹們，都用「女書」傳情達意，交流心事。
胡淑珍介紹，女書主要在當地四個鎮十八個鄉村傳播，大約在方
圓100華里範圍內，這大約和當地女子的交往範圍重合。記者了解
到，女書並不應用在日常生活中，根據收集到的歷史資料，女書主
要用來寫詩作歌，作品以韻文為主，五言、七言的都有，主要形式
有三朝書、結交書、慰問信、祝賀信、傳記、祭文等，都繡在扇面
上，或寫在書冊裡。
比較獨特的風俗「三朝書」，是指當地女子在新婚的第三天，新
娘的女性親友姊妹要將寫女書詩歌的三朝書放入娘家禮盒專贈到
新娘的婆家，它象徵新娘的教養。其內容大部分無關宏大敘事，主
要是村落女子交往談及的話題，婚嫁、姊妹情、個體遭遇等等，多
以讚頌對方、自訴苦情為主。比如較早的一篇女書寫道：「你亦出
鄉命中好，父母雙全哥一個，房中嬸娘知情理，寬待你身本到
頭」。
又如傳統女書歌曲《金坨女》裡寫道：「廳屋中間有條藤，藤子

開花十二層，爹娘養得金坨女，雙吹雙打送出門，哥哥送到廳門
角，嫂嫂送到十字街，十字街頭囑嫂曰，囑嫂回家服侍爺。」

人死書焚 源起千古之謎
「並不是當地女子都會女書。」胡淑珍介紹說，會寫女書的女

性，在當地被稱為「君子女」，在姐妹交往的圈子裡，是很受人尊

敬的。有專家認為，女書發音以當地瑤漢雜
混地區的土話為基礎，稍遠地區的人都聽不
懂，這可能是限制女書在更大範圍內傳播的主
因之一。但為何歷史上關於女書的記載仍然很
少，而且流傳下來的女書文獻或者數據也不多
呢？胡淑珍介紹，目前在女書博物館內，收集到
的女書日記，最早的僅距今300年左右。這種情
形源於女書的一個傳統——「人死書焚」，為了
讓死去的姐妹不寂寞，能繼續享受陽間結友為
伴、互通女書的情誼，死者的家屬和結拜姐妹會把
她保存的女書全部放進棺材陪葬，或者在靈前全部
焚燬。1991年，精通女書的義年華老人去世後，她
陪葬的女書足足有半尺厚。
胡淑珍介紹，關於女書的出現時間，學術界有三種

說法，一是認為女書起源於先秦時期，一是認為起源
於明代，還有一種觀點認為起源於中古時期。但目前
都缺乏實證，莫衷一是。因此，關於女書的來歷，至
今依舊是千古之謎。江永地處湘桂粵邊界，非常偏僻，
人口以瑤族為主。漢瑤混雜，男尊女卑，女子沒有讀書
識字的機會，女子們出嫁前，經常聚在一起做女紅，估
計其中有聰慧的女性，借鑒漢字的寫法，以當地土話的
發音，發明了「女書」這種文字，在女性間傳播並流傳下
來。這是一種極有可能的情況，但遺憾的是，因為找不到
具體的資料記載，僅是一種猜測而已。

珍貴遺產 被讚「漢語奇蹟」
1982年，武漢大學教授宮哲兵在江永縣發現了神奇的女書
文字。宮哲兵隨即在1983年第3期《中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上發表了全世界第一篇介紹女書的學術論文
《關於一種特殊文字的調查報告》，並在1983年第16屆國際漢
藏語言學會議（美國）上發表了論文《湖南江永平地瑤文字辨
析》，將女書介紹到國內外。江永發現「女書」的消息向全世界
公佈後，引起轟動。女書具有文字學、語言學、社會學、民族
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因而被國內外學者歎
為「一個驚人的發現」、「中國漢語文字歷史上的奇蹟」。
2002年4月，女書被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2005年
10月，女書以「全世界最具性別特徵文字」收入《吉尼斯世界紀錄
大全》。2006年6月，女書習俗列入中國非物質性文化遺產名錄。

「「江永女書江永女書」」
閨蜜傳情專用字閨蜜傳情專用字

在處於湘桂粵三省交界地的湖南江永縣，當地

部分村莊流傳着一種神奇的文字。這種文字只在

當地極少數女子間使用，成為她們交流信息、傳

遞情感的私密符碼。後來，人們把這種形似長腳

蚊的字符，命名為「女書」。據了解，這是世界

上現存唯一的女性文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女書傳人：
獨特文化要傳承

字形似樂器
譚盾譜《女書》

■女書流傳村落之一——江永縣夏灣村 江永縣委宣傳部供圖■江永女書園內的女書博物館 本報記者姚進 攝

■■女書島外景女書島外景 江永縣委宣傳部供圖江永縣委宣傳部供圖

■女書園工作人員胡淑珍（左）贈予本報記者的女書作品
本報記者姚進 攝

■■女書習俗女書習俗——賀三朝之吟三朝書賀三朝之吟三朝書 江永縣委宣傳部供圖江永縣委宣傳部供圖

■■著名音樂家譚盾著名音樂家譚盾（（左二左二））為創作交響樂為創作交響樂《《女女
書書》，》，到女書園考察采風到女書園考察采風。。 江永縣委宣傳部供圖江永縣委宣傳部供圖

■女書傳人
胡美月為外
國友人表演
女書
受訪者供圖

■■女書作品秀麗脫俗女書作品秀麗脫俗 本報記者姚進本報記者姚進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