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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D_97_EF_BC_8D_E6_c34_512955.htm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江永旅游观光！ 普美女书文化村是江永县上江

圩镇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县城的东南方，离县城18公里。该

村四面潇水环绕，风景秀丽，民风纯朴，是一个面积为0.2平

方公里的倒葫芦形沙洲，同时也是女书传人高银仙的故居。

女书是流传于江永上江圩一带人类迄今发现的唯一性别文字

，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世界文字之奇观。2002年，江永女

书作为全国48件之一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 请大家看

咱们右前方的建筑，它是普美女书文化村的村牌，以折扇和

方巾构成其造型。这是因为女书作为女人之间传情达意的一

种文字载体，通常是书写、记录在四种物件之上：一是布帛

，二是纸片，三是折扇，四是方巾。在上江圩一带妇女当中

，又最喜欢将女书书写于手帕与方巾之上。 女书园是抢救、

保护、开发女书文化的重要场所，也是宣传女书文化的重要

窗口。该园建成于二○○二年十月，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

建筑面积1600平方米。女书园采用古朴典雅美观实用的仿明

清式建筑，它的建设风格体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园内

有前厅后院，前厅是供游人休闲娱乐的场所。后院设四厅一

堂。左边是综合厅、女红厅。右边为女书书画作品展厅、女

书工艺品销售厅。园子的中间开办了女书学堂。中共湖南省

委副书记文选德为女书园题写了园名。女书园通过文字、图

片、音像等形式，展示了女书原件文献、作品、工艺、书法

、学术成果与民俗风情。从女书的来源和传承方式到女书的



社会功能，从女书的发现到女书在学术界的影响，从女书流

传区的民俗民风到女书与妇女的关系，从女书艺术到女书书

画，从对女书的抢救、保护到女书文化的发展前景，较为全

面地介绍和艺术再现了女书文化厚重的内涵和独特的人文魅

力。自建园以来，海内外学者和游客慕名前来考察观光。女

书园不仅成为了女书文化研究发展的中心基地，同时也是一

处独具特色的文化旅游景区。现在就请各位朋友随我一同走

进神奇的女书世界。 一进入女书学堂，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

央这幅婆王画像。 “婆王”是江永妇女心目中的神，是集所

有妇女美德于一身的一位女性。她的地位就相当于福建、台

湾同胞心目中的“妈祖”。在女书学堂里悬挂“婆王”画像

，是因为她与我们一个重要的女书活动有关，是什么呢？待

会儿我再向大家解释。 看过了“婆王”像，我再向大家介绍

一下“女书学堂”。“女书学堂”逢双休日开课，由已故女

书传人高银仙的孙女儿胡美月担任教师，向前来学习的妇女

传授女书。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加入其中学习，听听女书

悠宛的吟唱，并请老师、学员们把你们的名字用女书写在名

卡上，带回家作个纪念。 各位朋友，这里是女书的综合展厅

，在这里，大家可以了解到有关女书起源的传说、女书的社

会功能、发展前景、女书的学术研究成果等等。大家前面已

经了解到，女书是妇女传情达意的一种专用文字，可创造这

种文字的女人究竟是谁呢？在这里，我先请大家听三个传说

。 第一个传说，是“皇妃造字”说。不知什么朝代，江永县

有一个女子，山歌唱得好，女红做得好，有许多的结拜姊妹

，大家在一起过得很愉快。由于长得很漂亮，有一年被选到

皇宫作了皇妃，离开了乡亲姊妹。她在那个充满狡诈与杀机



的环境中寝食不安、惊恐万状，日夜思念着自己家乡的亲人

和结拜姊妹。为了表达思念之情，她根据做女红的图案创造

了一种文字，写信托人带回家乡，并转告给那些与她一起做

女红的结拜姊妹，怎样去识别这些字的意思。从那以后，这

种文字就在江永县的妇女中流传开来。 第二个传说，是“盘

巧造字”说。很久以前，江永县桐口村出了一个盘巧姑娘，

她3岁会唱歌，7岁会绣花，长到18岁没有一样不精通。周围

一带的姑娘都喜欢与她结拜姊妹，一起唱歌，一起做女红。

有一天，盘巧一个人上山割草，官府猎队发现她长得很漂亮

，就把她抢到道州府去了。盘巧在官府中过着奴隶一样的生

活。终于有一天，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根据过去与结拜姊

妹们一起织花边、做花样的图案，创造了一种文字，一天造

一个，3年造了1080个字。她用这些字写了一封信，带回到家

乡，姊妹们最先认出这些字，知道她原来被关在道州府里。

她的亲人赶到了道州府，把她接了回来。从此以后，这种文

字广泛流行，代代相传。 第三个传说，是“九斤姑娘造字”

说。九斤姑娘的传说是这样：古时候，桐口村有个姑娘生下

来九斤重，大家叫她九斤姑娘。长大后，她女红做得好，歌

唱得好，聪明能干，几十里以内的许多姑娘都是她的结拜姊

妹。结拜姊妹之间交流感情，互通信息，需要通信，但是大

家都不识字。九斤姑娘创造了女书文字，从此以后结拜姊妹

之间就用女书文字书信往来。 这些故事都很优美，也很神秘

，正如同我们的女书起源一样扑朔迷离。现在专家学者们有

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女书是唐朝以后起源的，一种说法是

女书属于先秦文字，甚至比甲骨文还早出现，是母系氏族时

期的产物。但是女书究竟起源于何时？可以说这还是一个千



古之谜，没有一位专家学者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女书有一习

俗，就是“人死书焚”。也正由于这个习俗，很多女书原件

都已不存在。现在我们发现最早的女书原件是宋朝时期的，

最多的是明清时期的。其中在南京发现了太平天国时期刻有

女书文字的铜钱，在广西钟山县发现了女书“三朝书”。百

考试题收集 说到女书，就还得向大家介绍一下女书作品。女

书作品有两类，一类是当地妇女自己创作的，反映当地妇女

生活、劳动、爱情家庭的，如《卢八女》、《杨细细》等；

另一类女书作品，是将当地汉字叙事诗翻译成女书叙事诗，

如《梁山伯与祝英台》、《王氏女》等，女书作品一般为五

言和七言诗，多为吟唱作品。 女书的流传，其实与我们当地

的一些民俗是密不可分的。比如说“拜婆王”。每年到农历

五月初十，江永县的妇女和姑娘们会到花山庙去拜祭“婆王

”。在拜祭之前，她们会把自己的心事用女书书写在纸扇、

方巾或宣纸上。在给“婆王”烧过香纸后，跪拜在“婆王”

像前吟唱书写好的女书，吟唱完毕，就将女书焚烧给“婆王

”，希望“婆王”能不忘记自己的许愿，保佑自己的愿望得

以实现。说到这里，想必大家也都清楚了为什么“女书学堂

”里悬挂婆王的画像了吧。 女书在另一个我们的民俗节庆当

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斗牛节”。农历四月

初八是我们当地的一个节庆，叫“斗牛节”。每到这一天，

男子们会赶上牛牯到野外斗牛，看谁家的牛勇敢、凶猛。而

女孩子则会在这一天带上点心，或者柴、米、油、盐等等到

野外“打平伙”，也就是聚餐。同时也借此机会与自己年龄

相仿、志趣相投的女子结拜姊妹，而女书作品，通常就是作

为姊妹间的信物互相传送。结为姊妹的妇女，在以后的生活



中，也会常以女书书信往来。往往女书作品都会成为她们一

生的珍藏。此外，女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女

孩子在出嫁时长辈与朋友之间的教诲与祝福。江永一带女孩

子出嫁一般都要“坐歌堂”。歌堂要坐三天，第一、二天为

小歌堂，第三天为大歌堂。小歌堂时，新娘母亲、舅母、姑

婶会用吟唱的方式教诲新娘为人妇后如何服侍夫婿、孝顺公

婆、和睦妯娌；新娘的姊妹们会逐一回忆同新娘以往在一起

的快乐时光。到了第三天大歌堂时，新娘会一一回应长辈及

姊妹，表达自己出阁后会继续孝顺父母、长辈，不忘姊妹情

意的心情。在这时，新娘的好友就会用女书把这三天吟唱的

内容记录下来。到新娘出嫁后第三天回门时姊妹们就会将“

坐歌堂”时记录下来的内容装订成册。封面、封底用蓝布、

花边装祯好，制成三朝书送给新娘。这三朝书一般为13页

或17页，女友们只书写前4页，其余的留给新娘记录以后的婚

烟生活。现存的女书原件中，最精美的都是“三朝书”，而

“三朝书”也是妇女们最珍爱的礼物。 这样一种深闺里的文

字是如何走出闺门为专家、学者、世人所发现的呢？最早面

世又是何时呢？那么最早研究女书的又是谁呢？他就是江永

县文化馆前馆员、周硕沂先生。他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收集

、整理女书原件、研究女书文字。现在，我国研究女书的主

要专家学者有武汉大学的宫哲兵教授和清华大学的赵丽明教

授，国外主要有美国哈佛大学的史凯珊教授等。她们从八十

年代初开始研究女书，长期居住在江永，与老一辈女书传人

及女书流传的当地妇女们同起居、共劳作。获得了许多详实

而珍贵的资料，与她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整个普美女

书文化村正规划建设为集休闲娱乐、购物、女书学习、研究



于一体的度假观光胜地。村里将兴建女书碑林、女书演艺厅

、划舟场、垂钓场、瑶家小吃街、女书工艺品街等等。 各位

朋友，咱们现在即将展开女书河之旅，旅途全程五十分钟，

沿途大家可看到高银仙墓、荆田古村风貌、桐口鸣凤阁等景

点，另外，还可以欣赏沿途参天古木的葱翠，青竹摇曳的婀

娜，水下绿洲的摇曳，以及享受碧波身边荡，鱼儿水中游的

美景。现在就请船老大撑起竹篱，起程吧。百考试题整理 各

位朋友，请往右边看。在对面山头上，青柏掩映着的就是已

故女书传人高银仙的墓地。高银仙的墓地前矗立着两块墓碑

，一块是后人为其立的汉字碑，一块是宫哲兵教授为其立的

女书碑。高银仙老人生前为保护江永女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

贡献，虽然现在她已与世长辞，但她的墓地面向着普美村，

似乎她还在默默地关注着普美村的发展，关注着女书的流传

。 经过三十分钟的游程，我们即将到达传说中皇妃造字的荆

田村。现在，在我们前面出现了长约1.5公里的竹林小巷，在

这里请大家注意观赏清澈河底摇曳着的水草。这可是一片美

丽的水下绿洲，自由穿梭的鱼儿仿佛就是塞外草原上奔驰的

骏马。正是这么美的女书河才孕育出了这么灵秀的江永女子

，才有了这千年神文── 江永女书。 穿过幽静的小巷，我们

现在到达了荆田古村，荆田村是传说中皇妃的故乡，让我们

踏上古村，去领略一下古村风貌吧。 各位朋友，是不是一上

岸后就被眼前这株大树吸引了呢？这是一株古樟，已有六百

多岁高龄了，现在仍然枝繁叶茂，是荆田村的“风景”树，

镇村之宝。它的直径需七个成年人环抱，感兴趣的朋友不妨

试一试。眼前的古村从宋时开始名叫荆田，现在大家看到的

民居建筑大多是明时的建筑。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江永一



带民居特点，等到咱们参观千年古村上甘棠时，我再陪同各

位细细品味。咱们现在先前往渡口，摆渡去桐口村，看看“

九斤”姑娘的鸣凤阁。 眼前这座阁楼就是后人为传说中聪明

美丽的“九斤”姑娘所建造的“呜凤阁”。它共三层，高12

米，为青砖木椽结构。以前村里会读写女书的妇女就在这“

鸣凤阁”里读写女书，制作女书女红。现在，它仿佛就是一

座纪念碑，在这里默默凭吊那些逝去的光阴。到这里，咱们

的女书揭秘之旅就暂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对我工作

的支持，希望女书秀美的风光，女书传奇的故事，女书河荡

漾的碧波能给您留下美好的印象，欢迎大家再到普美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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