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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暥大唐西域记暦棬以下简称暥西域记暦棭全书十二

卷棳书成于贞观二十年棳即公元椂棿椂年棳系玄奘奉唐

太宗敕命而著棳由玄奘述棳辩机撰文而成暎由季羡林

注暍范祥雍校的暥大唐西域记校注暦棬以下简称暥校
注暦棭以材料丰富暍论证严谨暍注释精审而著称于学

界棳是暥西域记暦较好的校注本暎根据暥校注暦暟校勘例

言暠可知棳范氏校勘暥西域记暦所用底本为日本京都帝

国大学文科大学校印出版的高丽新藏本棳该本年代

较早暍校雠完善暍首尾完整棳每卷之末别附暥考异暦暎
暥考异暦广泛搜集了高丽新藏本之外的各旧本棳其中

不乏日本本土的一些古写本和古刻本暎此外棳范氏

校勘暥西域记暦使用的对校本目前来看也是 多的暎
整本暥校注暦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版本异文材

料暎暥西域记暦的佛经音义类文献则为我们提供了重

要的引用异文材料暎唐释慧琳暥一切经音义暦棬以下

简称暥慧琳音义暦棭为暥西域记暦注了棾椃棸条音义椈五代

释可洪暥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暦棬以下简称暥可洪音

义暦棭为暥西域记暦注了棻棸椃椃条音义暎这两本音义书

在具体的音义中常常指出他本异文棳分析字形正俗暍
异体暍非误等暎暥慧琳音义暦和暥可洪音义暦的成书年

代都早于现存 早藏经的刊刻年代棳往往能反映早

期佛经的文献面貌暎
笔者以暥校注暦提供的版本异文和佛经音义书出

具的引用异文为材料棳利用文献学暍训诂学暍辞书学

等方面的知识棳对暥西域记暦中一些有价值的异文进

行考辨暎该项研究工作有助于暥西域记暦这部佛经语

言文字的校理和文本内涵的解读棳有助于发现和订

正佛经音义书中的注释失误和传刻失误棳有助于暥汉
语大字典暦暥中华字海暦等我国当代大型语文辞书的

编纂与修订棬包括考辨疑难俗字暍增补漏收俗字暍提



唐山学院学报 第棽椆卷暋

供佛典用例等棭棳有助于近代汉字字形材料的积累和

汉语俗字研究体系的完善暎
一暍窣椈

卷六暟四国暠国名之一暟劫比罗伐窣堵国暠暎范

校椇暟暥石本暦栙窣作 暎按暥干禄字书暦率之俗字作

卛棳 当是卛之讹棳又误窣为率暎暠椲棻椵棿椄棻

按椇范氏所言可从棳石本暟 暠当为暟率暠之俗作暎
暟率暠字棳暥说文暦小篆作暟 暠棳隶变以后棳异体俗写较

多棳字形可作暟 暠棬见魏暥吐谷浑玑墓志暦暟率众归

朝暠棭暍暟 暠棬见魏暥闾伯升暨妻元仲英墓志暦暟率部归

化暠棭栚暍暟 暠棬见暥干禄字书暦棭暍暟 暠棬见四部丛刊景宋

本暥经典释文暦暟率棳字又作卛暠棭暎石本暟率暠作暟 暠棳
当是暟率暠在上列异体字形的基础上部件杂糅而成暎
经查棳暥汉语大字典暦原版暍二版以及暥中华字海暦皆未

收暟 暠字棳可据暥西域记暦异文予以收录棳并将其与

暟率暠字进行沟通暎
又棳文献中暟窣堵暠之暟窣暠多有误作暟率暠者暎如棳

大正藏本暥俱舍论疏暦卷十八椇暟若未离欲建窣堵

波暠椲棽椵棳大正藏参校本甲本暍乙本并作暟率暠椈大正藏本

暥金刚峰楼阁一切瑜伽瑜祇经暦卷下暥金刚吉祥大成

就品暦第九暟窣覩棬二合棭暠椲棾椵棽椂棸棳明本作暟率暠暎
二暍投椈授

卷六暥室罗伐悉底国暦椇暟棬群盗棭而见世尊在其前

住棳发菩提心棳欢喜顶礼棳投杖而去棳因植根焉暎暠范
校椇暟暥中 本 暦投 作 授棳非暎 暥方 志 暦暍暥珠 林 暦作

捨杖栛暎暠椲棻椵棸棿

按椇中本暟投暠作暟授暠棳暟授暠当为暟投暠之形误暎结

合上下文可知此处讲述的是佛家暟得眼林暠的由来暎
大意是棳群盗被剜去双眼痛苦不堪棳如来心生慈悲棳
将雪山神药以清风吹入群盗眼中棳这些人恢复视力

以后见到如来棳顿发菩提之心棳顶礼膜拜以后才丢下

拐杖离开棳这些拐杖后来生根发芽棳长成了这片树

林暎据此棳则当作暟投杖暠明矣棳若作暟授杖暠棳则与上

下文义不相属暎暟投暠暟授暠形近棳文献中棳暟投暠字多有

误作暟授暠者暎如棳大正藏本暥十住断结经暦卷十暟五体

投地暠椲棿椵棻棸棿棻棳明本作暟授暠椈大正藏本暥法苑珠林暦卷七

暟一投苦火棳永无乐间暠椲椵棳宫本作暟授暠暎皆其例暎
三暍峻椈

卷六暥劫比罗伐窣堵国暦椇暟其内宫城周十四五

里棳垒砖而成棳基址峻固暎暠范校椇暟暥宋本暦暍暥酬本暦峻
作 棳误暎暠椲棻椵棸椂棴 棸椃

按椇暟峻固暠谓高而坚固棳宋本暍酬本暟峻暠作暟 暠棳
今考暟 暠当为暟峻暠字俗讹暎俗书山旁或有误作虫旁

者暎暟嵞暠俗写或作暟 暠棬见暥四声篇海暏人部暦棭棳
暟嶮暠俗写或作暟 暠棬见暥龙龛手镜暏虫部暦棭棳皆其

例暎暟峻暠之为暟 暠棳犹暟嵞暠之为暟 暠棳暟嶮暠之为暟 暠
也暎暥中华字海暏虫部暦据暥蠕范暦卷三收暟 暠字棳谓
暟 棳同蜓暠椲椂椵棻棽棸棻暎今按暟峻暠俗写作暟 暠棳与暥中华字

海暦暟同蜓暠之暟 暠同形异字棳暥中华字海暦可据暥西域

记暦异文对暟 暠字进行增补棳将其与暟峻暠字进行

沟通暎
四暍寂椈

卷六暥劫比罗伐窣堵国暦椇暟前建石柱棳高三十余

尺棳上刻师子之像棳傍记寂灭之事棳无忧王建焉暎暠范
校椇暟暥石本暦寂作 棳下同暎字书无此字棳疑 之讹暎

为寂之古字暎暠椲棻椵棻棿

按椇窃以为石本暟 暠字直接看作暟寂暠字俗讹为

好棳不宜牵扯到暟 暠暎我们将暟 暠字进行拆分棳得到

暟穴暠暟衣暠暟寸暠三个部件棳将其与暟寂暠的部件暟宀暠
暟尗暠暟又暠进行对比暎暟宀暠暟穴暠俗书相混不分棳暟衣暠
暟尗暠草写形近棳暟寸暠暟又暠同字异写暎可知棳暟 暠即为

暟寂暠之俗讹棳并没有涉及到暟寂暠的古字暟 暠暎暥可
洪音义暦卷八椇暟 棬寂棭灭棳上秦历反暎暠椲椃椵椄棿 字形可参

证暎今查棳暥汉语大字典暦原版暍二版以及暥中华字海暦

暏棽椄暏

栙

栚
栛

根据暥校注暦暟校勘例言暠棳将本文涉及到的范氏校勘所采用的暥西域记暦的版本以及相关书目的简称暍全称罗列如下椇
资福本棳南宋安吉州资福寺刊本椈碛砂本棳南宋碛砂藏本椈元本棳元普宁藏本椈明南本棳明洪武刊南藏本椈明北本棳明永乐刊北藏

本椈径山本棳明嘉兴府楞严寺刊本椈酬本棳日本灵瑞山酬恩菴僧抄本椈中本棳日本松本初子所藏中尊寺金银泥经本椈旧丽本棳高丽

旧藏本椈宋本棳东寺观智院所藏北宋刊本椈石本棳石山寺所藏古写本椈古本棳和州橘寺古藏本暎暥方志暦暥释迦方志暦棳支那内学院

校刊本椈暥珠林暦棳道世暥法苑珠林暦棳暥四部丛刊暦影印径山藏本椈慧琳暥一切经音义暦棳上海医学书局影印日本刊本椈暥翻译集暦棳法云

暥翻译名义集暦棳上海佛学书局排印本椈暥随函录暦棳高丽藏内暥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暦椈暥音释暦棳宋暍元暍明棬南藏棭本卷尾并附暥音
释暦棳今据资福本及明南本所附者暎

此二墓志字例引自梁春胜暥楷书异体俗体部件例字表暦未刊稿暎
暟捨暠当为暟投暠之同义换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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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未收暟 暠字棳可据暥西域记暦异文予以收录暎
五暍紀椈圮

卷六暥蓝摩国暦椇暟蓝摩国空荒岁久棳疆埸无紀棳城
邑丘墟棳居人稀旷暎暠范校椇暟暥径山本暦紀字有校记云椇
暜紀作圮棳非棳今正暎暞按今所见诸本无作圮者棳不知其

何据暎暠椲棻椵棽椂

按椇今疑径山本校记或文字错简棳本当在暟劫比

罗伐窣堵国暠相关文字下椈或位置无误棳而是受上下

文文义影响棳误暟紀暠为暟圮暠暎暥西域记暦卷六暥室罗伐

悉底国暦下有类似的描写人烟稀少棳房屋倾颓的文

字椇暟室罗伐悉底国周六千余里暎都城荒顿棳疆埸无

紀暎宫城故基周二十余里暎虽多荒圮棳尚有居人暎
谷稼丰棳气序和暎风俗淳质棳笃学好福暎伽蓝数百棳
圮坏良多暎暠椲棻椵棿椄棻此段文字暟紀暠暟圮暠并见棳径山本校

记文字或本当置于此暎若校记文字并未错简棳则可

能是受上下文义影响棳欲状城邑建筑倾圮之貌棳误
暟紀暠为暟圮暠暎

六暍殮椈
卷六暥拘尸那揭罗国暦暟如来寂灭棳棺殮已毕暠棳范

校椇暟原本殮作 棳暥宋本暦暍暥酬本暦暍暥明南本暦暍暥明北

本暦暍暥径山本暦并作殮棳今从正暎字书无 字暎下

字同暎暠椲棻椵棿椆

卷六暥拘尸那揭罗国暦暟千 缠络棳重棺周殮棳香
木已积棳即事焚烧暠棳范校椇暟原本殮作 棳今据诸本

改棳详上暎暠椲棻椵 棻

按椇经 查棳高 丽 新 藏 本 此 二 处 字 形 作 暟 暠
暟 暠椲椄椵椂椃棿棳从字形来看棳范氏楷定作暟 暠棳可从暎今

按暟 暠即为暟斂暠之异构暎暟殳暠暟攵暠表义功能相同棳
形体亦相近棳暟 暠当为暟斂暠替换表义部件而成的异

构字暎明邢澍暥金石文字辨异暦卷八椇暟 棳汉暥史晨后

碑暦暜恐县吏 民暞棳案椇暥说文暦暜斂暞从暜攵暞棳碑变从

暜殳暞暎暠俄藏敦煌文獻 洢涚棸棻棾椂椂暥毛诗音暦暟重 棳力
瞻暠棳暟重 暠即暟重斂暠暎皆其证暎后代异本作暟殮暠
者棳暟殮暠当为暟斂暠的后起分化字棳表暟殡殮暠义的字本

作暟斂暠暎暥释名暏释丧制暦椇暟衣尸棺曰斂暎斂者棳斂
也棳斂藏不复见也暎暠

七暍 椈襯
卷六暥拘尸那揭罗国暦椇暟二 不烧棳一极 身棳

一 覆外暎暠范校椇暟暥石本暦暍暥宋本暦暍暥酬本暦暍暥明南

本暦暍暥明北本暦暍暥径山本暦 并作襯暎暥慧琳音义暦亦
作襯暎暥音释暦作 棳云椇暜正作襯暞暎是 乃襯之

俗字暎暠椲棻椵 棸

按椇经查棳高丽新藏本作暟 暠椲椄椵椂椃棿棳范氏楷定作

暟 暠棳又以暟 暠为暟襯暠之俗作棳其说可从暎俗书

暟衤暠暟扌暠形体相近棳且高丽新藏暟 暠的前字暟极暠作
暟 暠棳暟木暠旁亦与暟扌暠旁相近棳于是暟襯暠便转写作

暟 暠暎暥可洪音义暦卷四暥大般涅盘经后分暦上卷音

义椇暟 身棳上叉觐反暎暠椲椃椵椂椄椄对应大正藏本暥大般涅

盘经后分暦经文作暟以兜罗绵遍体儭身暠椲椆椵棳暟儭暠棳宋
本暍宫本作暟襯暠暎可知棳暥大般涅盘经后分暦暟襯身暠之
暟襯暠棳可洪所见本即作暟 暠棳讹从暟扌暠旁暎可资

比参暎
八暍猖蹶椈倡蹶椈猖厥

卷七暥婆罗痆斯国暦舅氏二人曰椇暟君何见之晚

欤椏 此猖獗人耳暎夫处乎深宫棳安乎尊胜棳不能静

志棳远迹山林棳弃转轮王位棳为鄙贱人行棳何可念哉椏
言增忉怛耳棥暠范校云椇暟暥中本暦猖作倡暎暥慧琳音义暦
蹶作厥棳云椇暜即猖狂颠厥也暎暞暠季注云椇暟猖獗椇亦作

猖獗暍猖蹶棳此指颠踬暍失败暎暥三国志暦卷三五暥蜀志

暏 诸 葛 亮 传暦椇暜而 智 术 浅 短棳遂 用 猖 蹶棳至 于

今日暎暞暠椲棻椵椃棽棴 椃

按椇季氏所言甚是棳从上下文义来看棳文中暟猖
獗暠当指失败暍倾覆棳与当暟猖狂暠讲的暟猖獗暠同字异

词暎暟猖獗暠训失败暍倾覆棳其词形本当为暟踼蹶暠椲棻棸椵暎
上字暟猖暠棳中本作暟倡暠棳暟倡暠当为暟猖暠之同音借用

字暎暥巴郡太守樊敏碑暦椇暟举直错枉棳谭思旧制棳弹饕

纠贪棳各锄民移暎患苦政俗喜怒作律棳案罪杀人棳不
顾倡獗棳告子属孙棳敢若此者棳不入墓门椈州里佥然棳
号曰吏师暎暠洪适暥隶释暦引此碑棳注云椇暟倡獗即猖

獗暎暠从暥巴郡太守樊敏碑暦上下文义来看棳暟倡獗暠亦
当暟倾覆暠讲椲棻棻椵棳词义与暥西域记暦基本相同暎此暟倡暠
暟猖暠二者通用之证暎

经查棳高丽新藏本作暟 暠椲椄椵椂椄棸棳下字作暟蹶暠棳
不作暟獗暠棳可知暥校注暦原文暟猖獗暠当为暟猖蹶暠之误

录棳范氏校记直言暥慧琳音义暦暟蹶暠作暟厥暠棳此亦可证

底本下字当即作暟蹶暠暎暥慧琳音义暦卷八二暥大唐西

域记暦卷 七 音 义椇暟猖 厥棳上 音 昌棳即 猖 狂 颠 厥

也暎暠椲棻棽椵棾椄慧琳所见本暟蹶暠作暟厥暠棳暟厥暠当为暟蹶暠之
同音假借暎慧琳训暟猖厥暠为暟猖狂颠厥暠棳则又将

暟猖暠字解作暟猖狂暠棳训释有误暎
九暍樵椈藮

卷七暥婆罗痆斯国暦暟多聚藮蘇棳方有所作暠棳范校

云椇暟暥宋本暦暍暥资福本暦暍暥元本暦暍暥明南本暦暍暥径山本暦及

暏棾椄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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暥翻译集暦藮作樵棳同暎暥慧琳音义暦亦作樵暎暠椲棻椵椃椆棴 椄棸

按椇暥可洪音义暦卷二六暥大唐西域记暦卷七音义椇
暟 蘇棳上自焦反暎暠椲棻棾椵棿棻棻可知棳可洪所见本与高丽新

藏本同棳上字皆作暟藮暠暎暟藮暠当为暟樵暠的增旁俗字棳
涉下字暟蘇暠类化增加暟艸暠头暎暥墨子暏备城门暦椇暟为
薪藮挈暎暠孙诒让间诂椇暟藮棳樵之俗暎暠是其证暎

十暍妖祟椈 椈妖
卷七暥战主国暦椇暟昔于此处有旷野鬼棳恃大威力棳

噉人血肉棳作害生灵棳肆极妖祟暎暠范校云椇暟暥慧琳音

义暦妖作 暎暥干禄字书暦有妖祅二字棳云椇暜上妖冶椈
下袄祥棳今亦用上字暎暞 又祅之或作暎暠椲棻椵椄

按椇暥慧琳音义暦卷八二暥大唐西域记暦卷七音义椇
暟 棳上夭骄反暎暥左传暦椇地反物也暎下虽醉反暎
暥说文暦椇神为祸也暎从出棳从示暎文中从宗作 棳非
也暎暠椲棻棽椵棾椄可知棳慧琳所见本作暟 暠暎暥说文暦暟 暠
字下棳段玉裁注椇暟 棳省作祆棳经传通作妖暎暠暟 暠
暟妖暠当为通用字的关系暎上字暟 暠棳范氏录作暟 暠棳
盖转录失误暎上揭慧琳所见本作暟 暠棳下字作

暟 暠暎又棳暥可洪音义暦卷二六暥大唐西域记暦卷七音

义椇暟妖 棳虽醉反暎暠椲棿椵棿棻棻 则可洪 所见本 下字亦作

暟 暠暎高丽本暥龙龛手镜暏出部暦椇暟 棳俗椈祟棳正暎
虽醉反棳祸也暎暠可知棳暟 暠乃暟祟暠之俗作暎

十一暍斜椈叙椈 椈針
卷九暥摩揭陁国下暦椇暟山径既开棳逐路而进棳盘纡

曲折棳回互斜通棳至于山顶棳东北面出暎暠范校云椇暟暥旧
丽本暦斜作叙棳暥古本暦栙作 棳暥石本暦暍暥宋本暦暍暥资福

本暦暍暥碛砂本暦暍暥明南本暦作針暎并形之讹暎暠椲棻椵椃棸椂棴椃棸椄

按椇范氏所言可信暎暟斜暠棳高丽旧藏本作暟叙暠棳
暟叙通暠不辞棳当以暟斜通暠为是棳暟叙暠乃暟斜暠之形误暎
暟斜暠暟叙暠形体相近棳文献中暟斜暠常有误书作暟叙暠者暎
大正藏本暥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暦卷一暟若为阿

毘遮罗者应面向南棳以钵喇多里荼立棬原注椇右脚正

立棳叙引左脚棳如世丁字棳曲身倚立身棳是也棭暠椲棾椵棽棽椂棳
暟叙暠棳大正藏参校本甲暍乙暍丙本皆作暟斜暠暎是其例暎

暟斜暠棳古本作暟 暠棳暟 暠当为暟斜暠之俗讹暎暥中
华字 海暦收 暟 暠字棳谓 暟音 生暎义 未 详暎见 暥篇

海暦暎暠椲椂椵棻棻椂成化本暥四声篇海暏金部暦六画引暥搜真

玉镜暦椇暟 棳升叔切暎暠韩小荆暍邓福禄利用暥可洪音

义暦词目字与今本佛经对勘的方法棳认为暥篇海暦
暟 暠即暟斜暠字俗讹椲棻棿椵棳其说可从暎暟斗暠暟升暠俗写形

近棳常相讹混暎斗字或斗旁俗写作暟 暠棳又或讹变

作暟 暠棳暟 暠则为暟升暠之俗暎暥可洪音义暦卷二六暥大
唐西域记暦卷九音义椇暟 通棳上徐嗟反暎暠椲棻棾椵棿棻棽可洪

所见本暟斜暠作暟 暠棳右旁即作暟 暠暎后代异本作

暟針暠者棳疑为暟 暠之进一步省变暎
十二暍詮敍椈銓緒椈詮緒

卷九暥摩揭陁国下暦椇暟夫法者棳非有非空棳难用銓

緒棳唯佛与佛乃能究述暎岂伊愚昧棳所能详议椏暠范校

云椇暟暥石本暦暍暥中本暦暍暥宋本暦暍暥资福本暦暍暥碛砂本暦暍
暥明南本暦暍暥径山本暦銓緒二字作詮敍椈暥古本暦作詮

緒暎暥音释暦作詮敍棳云椇暜上七全反棳或作銓暎暞暠椲棻椵椃棽棻

按椇考各本异文棳笔者认为词形当以暟詮敍暠为
长暎暥慧琳音义暦卷三十暟詮穷暠条注引暥考声暦云椇
暟詮棳敍也棳证也暎暠椲棻 椵暟詮暠暟敍暠二字意义相同棳因此

暟詮敍暠可以看作是同义复合词暎文中暟詮敍暠一词当

暟解释暍描述暠讲棳与下文的暟究述暠暟详议暠意义相类暎
异本作暟銓緒暠暟詮緒暠者棳皆为同音借用耳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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椲棻棾椵暋释可洪棶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椲斖椵棷棷中华大藏经椇第

椂棸册棶影印高丽藏本棶北京椇中华书局棳棻椆椆棾棶
椲棻棿椵暋邓福禄棳韩小荆棶字典考正椲斖椵棶武汉椇湖北人民出版

社棳棽棸棸椃椇棿棾棾棶
椲棻 椵暋释慧琳棶一切经音义椲斖椵棷棷中华大藏经椇第 椃册棶影

印高丽藏本棶北京椇中华书局棳棻椆椆棾椇棻棸棾棶
棬责任编校椇夏玉玲棭

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棈
棬上接第棿棿页棭普遍存在着暟民俗暠与 为重要的暟国
家法暠之一暘暘暘刑法罪名之间的冲突暎比如在部分

民族中流行的早婚习俗可能会触犯暟奸淫幼女罪暠的
规定暎对于此类冲突棳就需要暟国家法暠明确态度暎
但遗憾的是棳既有经验表明棳在面临这种局面时棳暟国
家法暠的态度并不鲜明棳而多是采用暟国家法暠的软化

方式来达成妥协暎所谓暟国家法暠的软化棳是指当出

现暟国家法暠与少数民族习惯法相冲突的情形时棳出
于尊重少数民族群众民族权利的考虑棳通过降低暟国
家法暠的效力来默认少数民族习惯法中的部分规定棳
从而缓解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暎笔者认为棳这种局面

必须得到改变棳暟国家法暠的软化只是权宜之计棳终究

不是根本之策暎尤其是对于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中

的落后因素棳暟国家法暠应适当予以调整棳以确保国家

法制之统一暎
在现代化语境下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南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既有作用和价值棳在合理认同的

基础上对其进行吸收和改造棳以营造出暟国家法暠和
西南少数民族习惯法良性共处之局面棳这不但有利

于加快西南民族地区的法治化进程棳更有利于社会

秩序的稳定和民族之间的团结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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棬上接第椂棾页棭找出路棳暥说有这么一回事暦就写了一

个女同性恋的故事暎云罗和影曼两人朝夕相处棳好
到紧紧相拥同睡一张床棳日子久了便产生了感情暎
后来影曼因家里的压力而选择了传统的异性婚姻棳
苦苦等待的云罗听到消息后便晕倒在地暎棻椆棾棸年

代后棳凌叔华的创作转向了虚幻暍怀旧的儿童小说和

诗意的散文棳在经历了情爱寻求之路的艰苦跋涉后棳
她转而到洋溢着人生之美的童真世界和大自然里去

抒发艺术情怀了暎
纵观凌叔华的小说创作棳在其情爱书写中棳尽管

并未为女性该如何暟现代地暠存在于男权社会指明一

条明确的道路棳且 终陷入了困境棳但就五四女性文

学的创作而言棳暟女人究竟该什么样才能算现代女

人暠这个问题还真的只有到凌叔华的小说里才得到

了明晰的探讨暎在丁玲暍冰心暍庐隐暍陈衡哲的女性

表达中棳反封建和斥责男权社会是主要任务棳和这些

女作家的自述式的写作模式不同棳凌叔华采用暟第三

人称暠的叙述方式棳客观地审视与品味五四这一新旧

过渡时期暟新闺秀暠们的悲欢离合棳从而对女性情爱

诉求的客观心理历程进行了探寻和反思棳这使得她

的作品与同时代其他女作家的作品比较起来具有了

更强的历史感和更深厚的文化感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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