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匾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

的 重 要 文 化 遗 产，是 历 史 发 展 演 变 的 载 体 与 产 物，
其 背 后 隐 含 着 包 罗 万 象 的 信 息， 是 历 史 废 墟 中 闪

耀 着 光 芒 价 值 的 文 献 材 料。 但 是 目 前 学 术 界 对 于

匾 额 的 定 义、匾 额 的 源 流 和 演 变、以 及 匾 额 的 类 别

的研究尚未完全达成共识，还需进一步深入。 本文

试 图 从 历 史 文 献 的 角 度， 以 重 师 博 物 馆 所 藏 的 匾

额 为 例 对 匾 额 文 本 下 的 女 性、 等 级 与 宗 族 社 会 问

题作尝试性探索。

一、女性

传统以男权为中心的历史叙述中， 女性群体基

本处于遗忘和被忽视的尴尬之境， 只能在历史的缝

隙和边角料中找到若干叙述。 匾额作为一种文本，其

中涉及到丰富的女性信息， 是解读传统女性的一个

重要材料来源。 下面笔者将从政府褒奖下的女性和

宗亲褒扬下的女性这个维度进行阐述。
（一）政府褒奖的女性

褒奖制度作为一种受历代统治者重视的统治方

式，是国家软控制的一种策略，通过树立、表彰典型

的方式达到引导和规训民众的目的。 贞节旌表即是

褒奖制度中重要部分， 是历代统治者规训女性的法

律性文件。 作为其封建专制统治的手段———贞节旌

表在清朝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比如雍正就曾说

“朝廷每遇覃恩， 诏颖内必有旌表孝义贞节之条，实

系钜典。 ”［1］落实到在重师博物馆所藏的匾额中就有

部分关于旌表贞节内容，先见下例：
例 1：
类别：木质旌表寿匾

右：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科鄉試同爲宣知豐

都縣事加六級紀録十二次黃 爲

匾銘：松貞鶴箕

左二：八旬孀婦陳馮氏 立

左一：道光十五年乙未季冬月 吉旦②

上述事例是地方政府官员代表政府对民间的守

节妇女进行表彰， 其褒奖的媒介即是通过赐予祝寿

匾额。 要得到政府的褒奖并非是一件易事，除需要满

足守贞开始年龄和守贞年限等基本条件外， 还需要

一系列申报、审核等程序。 对于那些偏远地区的贫穷

妇女来说，受表彰更是难上加难。 从匾额中可见，只

有那些守节非常坚定， 守节年限漫长的女性才能得

到地方官的眷顾。 从匾铭“節壽垂徽”就能得到体现。
政府对贞节妇女的旌表不仅体现在实物的文字上，
还体现在大量的纸质文本上。 《余干县志》就有大量

关于地方官旌表守节女性的例子， 如授予 “节媲柏

舟、玉洁水清、劲节标芳、古井盟心、冰壁励志、茹苦

全贞、真松励节、冰霜励节、饮冰历节、流芳彤管、质

媲松筠、冰心永矢、义门清节”［2］等匾额。 可见在匾额

褒奖下的女性很大一部分是那些人性被人为扭曲，
受到各种封建礼数束缚和捆绑的女性， 是一种在漫

漫人生长途中坚守孤独、压抑自我的女性形象。
（二）宗亲褒扬的女性

宗亲褒扬和政府褒奖有相同也有区别， 政府褒

奖纯粹是一种统治术， 本质上是一种对女性的规训

和束缚。 宗亲的褒扬包含着晚辈对长辈的的孝敬，是

一种正常的伦理道德。 它同时也带有诸多鞭策、引导

乃至规训的色彩。 如下例：
例2：

重师博物馆匾额文本的女性、等级与宗族社会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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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木质壽匾

時代：不詳

右一：恭介

右二：岳母趙府鄭安

右三：人七旬誌慶

匾銘：泰水流輝

左一至左七： 岳母秉康成家風 \ 知詩書 \ 明禮讓\
嫻中饋好賓客 \ 廓然陶母風度 \ 漉然） 孟氏徽猷 \ 更

羨訓子成 \ 端庄之器誨孫

落款人：信息遗失

从匾额内容来看， 是一块女婿为岳母七十大寿

赠送的寿匾。 此匾额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左下方位置

有一段句子，极力赞美和褒扬其岳母大人知书达理、
持家有道、教子有方等母仪风范。 这种特殊的安排，
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是用于表达晚辈的孝敬和感恩之

情，另外一方面还在于通过彰显母德，为家庭和宗族

女性树立母仪风范的典型形象，起到了一种示范、引

导乃至规训侵润作用。 可见宗亲用于褒扬女性的匾

额带有双重作用， 其要凸显和强调的仍然是传统女

性的母仪风范。
另外， 在传统的富裕家庭拥有一妻多妾的现象

比较普遍，这也增加了家庭关系的复杂性。 作为这种

复杂性的反应， 家庭社会会制定一套严格的伦理规

范和秩序，作为平衡和处理不同女性地位的准则，决

定着谁处于尊宠的领导地位， 谁处于卑贱的从属地

位。 如下例：
例 3：
类别：木质壽匾

時代：咸豐元年（1851）
右一：恭祝

右二：粟翁品金大人暨德配曾孺人七袠雙壽誌慶

匾銘：稀齡同慶

左二：眾族親友拜贈

左一：咸豐元年辛亥歲季夏月朔七日 穀旦

从上述例子中可见， 基本是男性成员和其原配

夫人之间的寿匾，其他女性基本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而 且 这 种 带 有 德 配 字 眼 的 内 容 和 格 式 书 写 多 处 出

现。 可见，匾额无疑是凸显原配的尊宠地位。 这种凸

显 一 方 面 表 现 于 家 族 成 员 对 原 配 地 位 的 认 可 和

尊 重， 另一方面也是告诫和警示家族其他女性不可

僭越。 当然这也更加要求原配要遵从妇德，做好家

族女性的模范代表，可见这既是一种褒奖，也是一种

鞭策。

二、等级关系

传统封建社会就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等级社会，

贵贱长幼等级分明。 匾额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文本，
不管从内容上还是从格式上， 都能够表现各种群体

之间的等级特点， 下面将按照官民之间和平民之间

来阐述。
（一）官民之间

在一个官本位的传统社会， 官员一般是高于民

众。 在匾额的书写中，身为赠匾者的官员一般书写在

右上边，作为受匾者的民众一般书写在左下边，但是

也不能绝对，有些官员出于对受赠者的敬重，以及亲

属间的长幼辈分的考量， 会改变书写的格式。 如下

例：
例 5：
类别：木质壽匾

時代：同治五年（1866）
右一： 欽命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禦史巡撫

安徽

右二：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加三級王 爲

匾銘：椿榮萱茂

劉紹龍

左二：六十雙壽 同立

粟 氏

左一：同治五年六月朔五日穀

例 6：
类别：木质壽匾

時代：同治十一年（1872）
右起第一列：恭順

右起第二列：鳳山姑父大人 古稀榮慶

匾銘：妫裔綘年

左起第二列： 欽加國子監學正衙癸卯科舉人愚

內侄王基峨頓首拜

左起第一列：龍飛同治拾壹年壬申歲仲冬月

上述例 5 就是官民关系的典型格式书写， 作为

赠匾者的官员书写右上边，民众书写左下边，这种格

式的书写在这批匾额中很典型， 但也有极个别是出

于敬重的缘故，改变书写格式，官民正好移位。 但是

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官民关系参杂着亲属见长幼关

系，则官民关系原则往往需要让位于长幼关系原则，
如例 6，作为长辈的姑父大人书写在右上方，而作为

官员的晚辈书写在左下方。
（二）平民之间

平 民 之 间 的 匾 额 赠 送 主 要 是 具 有 亲 属 关 系 双

方，这种等级安排主要遵循长幼辈分的原则，即长辈

作为尊者，格式书写于右上方，晚辈书写于左下方，
如下例：

例 7：
类别：木质壽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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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句句皆“泣血椎心之作”。
参考文献：

[1] 林纾.春觉斋著述记（卷三）[M]//沈云龙.民国丛书第四编[C].
上海：上海书店，1930.

[2] 林纾.畏庐续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
[3] 林纾.畏庐三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5.

[4] 林 纾 .畏 庐 文 集 [M]//民 国 丛 书 [M].上 海：上 海 书 店 出 版 社 ，

1992.
[5] 曾 宪 辉 选 注 .林 纾 诗 文 选 [C]上 海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

1990（6）.
[6] 林纾 .贞文先生学行记（卷 2）[M]//沈 云 龙 主 编 .民 国 丛 书 第

四编[C].上海：上海书店，1930.

（上接第 140 页）

時代：民國三年（1914）
右一：恭介

右二： 大國學葉公秀榮大人暨德配周儒人七袠

開一雙壽 曼慶

匾銘：耳順齊眉

左二：眾族親同頓首拜贈

左一：民國三年甲寅歲仲春月上浣 穀旦

匾额作为民间社会关系运转的载体， 与普通民

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带有时代鲜明的烙印。 匾额

作为一种展示性的文本， 在凸显传统的等级关系方

面尤为突出，从上面的具体匾额中，不管是格式还是

内容上都能得到体现。

三、个人、家庭、宗族与社会

在传统社会里面， 匾额不仅是一种普通的维系

社会关系一种工具，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身份

和地位， 是一种文化权力工具甚至是一种政治权力

工具。 因此所赠来自政府和名人的匾额， 就成为个

人、家庭和宗族竞相获取的权力资源。 如下例：
例 8：
名稱：鄧錫侯祝寿匾

時代：民國

右：宅京先生暨德配粟夫人六旬雙壽志庆

匾銘：福壽齊眉

左：驃 威 將 軍

鄧錫侯敬祝

四川清鄉替辦

从个人角度来说，借助赠匾者的地位和影响力，
以及匾额本身所赋予的各种权力， 可以明显提高个

人在家庭、家族乃至社会中的地位。 如上述所言，能

够获得政府的旌表，对守节女性来说，是一种很大的

激励，是对其漫长守节生涯的褒奖，是彻底改变其个

人在群体关系中地位的标志。 这，也是传统女性本身

自觉或不自觉投身于守节之途的莫大动力。

从家庭和家族来说， 匾额同样带有炫耀和威慑

作用，能够接受来自官员和地方权贵的匾额，一定程

度上能够影响和改变家族乃至地方的权力结构。 这

也能解释为什么家族会束缚女性恪守妇道， 坚贞守

节；为什么会千方百计的获取名人的赠匾，如例 8。 尽

管匾额是一般人物替办或所赠， 但是匾额的文字书

和内容却牵涉到地方权贵邓锡侯， 同样能够收到炫

耀和威慑的作用。 当然匾额的影响程度起决于赠匾

者本身的地位和影响力。

四、余论

匾额作为传统社会一种重要的文化符号， 其隐

含的信息是包罗万象的，具有浓重的学术研究价值，
而且不是单一学科能够完整解读的， 需要跨学科的

研究。 同时稍显遗憾的是，本文所用匾额资料都保存

在博物馆里面， 已经脱离了它们原用的社会历史环

境和土壤，只能作为一种已经“死”去的材料加以利

用。 这是笔者进行解读所面临的一个局限所在，同样

也是时刻提醒笔者需要非常慎重和小心的地方。
注释：

① 资料说明：所用资料系重庆师范大学民俗厅所藏匾额。据介

绍，所藏系由文物工作者从现重庆辖区县村民手中所收集

上来的。 数量 包 括 信 息 完 整 和 不 完 整 匾 额 总 共 将 近 六 十

块，时间从乾隆早期至 民 国 末 期 近 二 百 年 跨 度，从 种 类 上

看上看都是木质材料制作的，从匾额的作用看主要是贺寿

匾、旌表匾和颂匾等。

② 所引资料来自重庆师范大学民俗厅博物馆所收集的匾额，

上述所有说明只是为了尽可能向读者再现匾额原貌，除非

有特别说明，下文引用将不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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