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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书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符号系统。女书作为

一种特殊的文字载体 ,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 彰显着

瑶族女性一种精神魅力 , 那 就 是 瑶 族 女 性 在 创 造 、传 承 、

使用、发展女书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尊、自强和创造精

神及团结互助、达观的博大情怀。女书所体现的心理内容

无疑是丰富的。从心理学著名理论———马斯洛需要层次

理论角度来看 , 女书可以说是当时瑶族女性心理需求的

一面镜子。

马斯洛是人 本 主 义 的 创 始 人 , 其“ 需 要 层 次 理 论 ”为

全世界熟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有两个基本前提 : 一

是人类行为是由动机引起的 , 动机起源于人的需要 ; 一是

人的需要是以层次的形式出现的 [1], 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 属 和 爱 的 需 要 、尊 重 需 要 及 自 我

实现需要 , 分属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随着对自我实

现者的研究 , 马斯洛又提出两种基本需要 : 认知需要和审

美需要。

一、女书产生的动机理论解释

关于女书的起源 , 目前研究界一般从以下方面考查 ,

一是从语言学角度解释 ; 一是从社会学角度考证。心理学

强调人们的行为受动机支配 , 动机由需要和诱因而产生。

马斯洛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 : 合理的动机理论应该考

虑人所处的外部环境 , 包括文化等对人的作用和影响 , 但

这必须以人为中心来考虑[2]。该理论从研究人的需要出发

来研究人的动机和行为。

就女书而言 , 其产生和流行于湖南省江永县上江圩

乡 , 是瑶族集结地。从地理环境看 , 女书所流行的地区极

为闭塞 , 交通极为不便 , 千百年来与外界沟通只有一条南

北官道。但气候温和 , 土地平旷。这里的人民历来重农耕、

轻商贾。他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 , 男耕女织 , 不求于外 , 属

自给自足的封闭式山区小农经济 , 较少与外界有社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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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上江汗居民喜欢群居 , 一般同族同姓聚居 , 百多户人

家形成一个村落。男人们从事耕作 , 生产中处于重要地

位 , 有机会参与外界 社 交 活 动 ; 女 人 多 数 从 小 裹 脚 , 主 要

持家和做女红 , 不得与除父亲兄弟之外的男人接触 , 一生

之中不能随意参与男性社会的活动。为了排解寂寞 , 女人

们经常聚在一起绣花缝衣、做鞋做袜、编织锦带等。同时 ,

永州之野因为钟灵毓秀而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抒发情怀之

地。柳宗元、周敦颐等人留下许多名作和思想 , 在当地广

为传播。江永虽地处偏僻 , 却深受汉文化男尊女卑观念的

影响。女性地位低下 , 无法进学堂 , 不能识字学画 , 无法作

诗撰文。狭小的生活空间和单调的生活形式无疑压制着

女性情感 , 使女性内心处于一种强烈的不平衡状态。可以

说 , 瑶族的经济政治特征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着女性

的发展 , 但正是这样的挫折情景激发起了当地女性创作

女书的定向行为。

当然 , 相对于中原地区妇女 , 江永瑶族女性还是比较

自由的 , 她们有专属自己的节日和活动。在当地 , 姑娘出

嫁 , 要良宵长歌送嫁 , 俗 称“ 坐 歌 堂 ”, 婚 后 第 三 天 则 要 赠

送装璜精美的“三朝书”给新娘 , 俗称“贺三朝”。农历四月

初八 , 是妇女的专门节日———“斗牛节”。在这一天 , 同村

未婚姊妹邀请出嫁仅两三年的姊妹回村聚会 , 由未婚姑

娘每人凑些黄豆腊肉、油盐柴米 , 或凑钱买些其它食品

“打平伙”会餐。一年中当地妇女们“斗牛”聚会的节庆多

达十余种 , 如二月初 一“ 朱 鸟 节 ”、农 历 五 月“ 过 庙 节 ”、七

月初七“乞巧节”等。在当地形式多样的活动中 , 当地女性

需要交流、需要沟通 、需 要 表 达 , 女 性 群 体 表 现 出 了 对 交

流媒介的更强烈期望。可她们无权进学堂识字 , 男人们又

不会教女人学字。尽管汉字随处可见 , 随手可持 , 女性却

无人能识 , 无人能写。这种由交往而促使产生的对文字的

需要为女书产生提供了基础。正如马克思主义所说 ,“语

言也和意识一样 , 只是由于需要 , 由于与他人的交往的迫

切需要才产生的⋯⋯”[3]。对文字的需要是当地女性对内

部环境和外部生存条件的一种稳定要求 , 为她们从内部

不平衡状态向内部平衡状态提供了强大驱力 , 是女书产

生的基本动力。瑶族的文化习俗特色及广泛使用的汉字

等又为女性创造女书提供了外部条件。

尤其重要的是 , 江永瑶族原本由母系氏族社会演化

而来 , 女性骨子里有着平等、改变和引导的力量。瑶族女

性还拥有着瑶族人民 特 有 的 勤 劳 、勇 敢 、智 慧 和 创 造 力 。

在这样的情形下 , 瑶族女性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发挥了

出来。她们认识到客观现实不可能满足自身使用文字的

需要 , 于是在长期对 汉 字 和 本 地 语 言 的 摸 索 、分 析 中 , 不

断发现、总结、创造。正是当地女性的主观能动性为女书

的产生提供了保证 , 才催发了女书的产生。在内外因素的

共同作用下 , 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产生了。韦庆媛从社

会学角度指出 , 女书是江永女性对汉字反叛心理的表现

[4]。其实 , 从更深远的意义说 , 女书是对男性社会的反叛 ,

是女性试图控制生活、引导社会的愿望象征。

二、女书中女性心理的需要层次理论解释

( 一) 女书折射了女性缺失性需要的短缺

马斯洛将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及尊

重需要归为缺失性需要。它起源于实际的或感知到的环

境或自我的缺乏 , 个体会努力从环境中寻求该需要的满

足。

如前所述 , 当地女性很少到外面从事体力劳动 , 只在

自家阁楼从事“女红”活动。当地瑶族还有一习俗 , 女子在

结婚后暂时“不落夫家”。一直到生孩子之前 , 除了某些特

殊节日要回婆家暂住外 , 都在娘家生活 , 有了孩子以后到

婆家定居。在娘家的女儿同样过着“楼上女”的生活。当地

女性几乎与男性社会隔离。女性心中的孤独、寂寞感自然

而生。而女子到婆家后往往要受公婆丈夫的管束 , 甚至还

会遭受丈夫的暴力殴打和公婆的刁难斥责。女书作品《做

媳难》写道“千家万家你不许 , 许起桥头李万家。李万家中

事又多 , 八府良田田地多。碓屋踏碓碓屋粮 , 嫌我偷米养

爹娘。一更鸡啼我起早 , 二更鸡啼我梳妆。三更鸡啼淘白

米 , 四更鸡啼入菜园。”[5]由此可以感受到 , 在家庭缺乏安

全感和归属感女性心中的压抑、愤慨、焦虑和无奈。

有学者称 , 女书实际上是一种交际的语言文字 [6]。在

女书流传地区 , 瑶族 女 性 以 女 书 为 媒 介 , 写 结 交 老 同 书 ,

给老同写信 , 表达对 老 同 的 情 义 , 并 写 成 书 存 在 身 边 , 伴

随终生 , 女书也成为女性之间交往的信物。她们得心应手

的运用女书 , 进行社 交 活 动 , 以 达 到 以 书 会 友 、以 书 结 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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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女书是一种黏合剂 , 使瑶族女性的交往在老同这

种民间社团内里超越了时空 , 得以升华。她们在用女书构

建的精神王国里 , 相互关怀、爱 护 、尊 重 , 惺 惺 相 惜 , 表 达

伤感、悲痛、绝望和欢乐、高 兴 、愉 悦 等 。 如 女 书 中 所 写 ,

“女人过去受压迫 , 世间并无痛惜人。只有女书做得好 , 一

二从头写分明。只为女人受尽苦 , 要凭女字诉苦情。”女

书 , 让处于孤独、焦虑中的女性找到了缺失需要的满足和

心理的归属。而且 , 在女书流传的地区 , 谁的女书学得多、

写得好 , 谁就能结交更多的朋友 , 就能得到朋友更多的尊

敬 , 女书成为女性获得尊重的资本。可以说 , 女书的出现

给当时的女性提供了一处身体、心理、精神得以屏护的安

全场所 , 一处可以表 达 、宣 泄 情 绪 情 感 的 自 由 空 间 , 一 处

能获得他人关心、爱护、尊重的理想园地。

( 二) 女书映射了瑶族女性特有的审美情趣和强烈的

认知需要

众所周知 , 瑶 族 有 着 精 美 的 瑶 锦 、瑶 服 , 有 着 古 老 的

传说 , 有着动听的瑶 歌 、优 美 的 舞 蹈 , 所 有 这 些 无 不 反 映

出 , 瑶族是一个有着独特审美情趣的民族。女书作为一种

专用于女性之间交流的符号和文化 , 也反映了瑶族女性

特有的审美情趣。

首先 , 女书形体的纤细窈窕之美。女书书法“清秀的

体形、纤细的笔画、巧妙的结构展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

美。”[7]女书的文字形似汉字 , 但与汉字不同。其形体倾斜 ,

略呈菱形。笔画纤细飞扬 , 自由舒畅 , 无粗细之分 , 似女性

身子娇柔、流畅。字体有点类似甲骨文 , 由点、竖、斜、弧几

种笔画组成 , 基本笔画不多 , 却精巧、秀丽、飘逸、轻快。行

款方式是由上而下 , 从右到左直书 , 无横书无标点符号断

句 , 凸现干练、对称之美。其次 , 女书节奏的和谐之美。“女

书”作品几乎都是诗歌 , 主要为七言诗 , 少数为五言诗。诗

句押韵、工整 , 有强烈的节奏感 , 配以当地语言吟唱 , 琅琅

上口 , 更显和谐。再次 , 女书意象的婉转之美。常说“言为

心声”。女书作为女性倾诉情感、诉说情怀的主要手段 , 内

容多抒情、叙事。既有饱含泪水的幽怨 , 沾满相思的愁绪 ,

又有相知的恬美。而且 , 女书大多用一种特定的比较低

沉、哀婉的曲调吟唱 , 更突显其意象的婉转、凄美。

女书的艺术美与瑶族的民族个性有关 , 与瑶族女性

的聪慧、创造性联系更紧密。瑶族女性在审美活动中 , 表

达了她们对对称、秩序与和谐的追求。她们用美的尺度来

衡量自己 , 建构自己 , 使自己从异己和残缺不全的现实中

超脱和解放出来 , 她们在审美活动中表达思想、增长见

识、陶冶性情、增进沟通 , 走向自由和解放。也正是在这样

的审美活动里 , 她们生活、成长乃至达到自我实现。马斯

洛把审美看成是人的高级精神需要之一。他指出“审美是

一 种 高 级 需 要 , 美 在 自 我 实 现 者 身 上 得 到 最 充 分 的 体

现”。

马斯洛相信人类有增长智慧 , 从而去追求知识的需

要。在当时 , 女性被剥夺了与男性一样受教育的机会和权

力 , 是被排除在学堂之外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禁

锢着女性思想 , 泯灭着女性的智慧、潜能。这正是男权社

会所需要的 : 女性是社会的弱者。然而 , 江永等一带的女

性 运 用 自 己 的 聪 明 才 智 , 创 造 了 属 于 女 性 自 己 的 文

字———女书 , 以女书为媒介 , 通过长辈教晚辈的形式满足

认识世界的需要 , 使得她们探索、创造的潜力得以发挥。

( 三) 女书是女性成长性需要实现的途径

马斯洛认为 , 能促使人的潜能最大发挥的需要就是

成长需要。成长是导致自我实现的种种过程 , 自我实现的

人则是成长性的。处于自我实现中的个体 , 他们是自己的

内在本性、才能与潜 在 智 慧 、创 造 冲 动 、了 解 自 己 需 要 的

主宰者。自我变得日趋整合和统一 , 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实

际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 实 际 向 往 什 么 , 自 己 的 需 求 、使 命

或命运是什么。

虽然当前还没有女书是如何产生的结论 , 但可以肯

定的是: 女书是由当地女性创作和发明的。当地女性对自

己的社会地位、情感 及 需 要 充 分 了 解 , 女 书 记 载 有“ 为 官

为宦无资格 , 学堂之内无女人。封建女人缠小脚 , 害人一

世实非轻。还有一件更荒唐 , 男女本是不平均。终身大事

由父母 , 自己无权配婚姻。多少红颜薄命死 , 多少终身血

泪淋。”对封建社会女性地位事实描述得淋漓尽致 , 又包

含了强烈的愤慨之情和她们对安全、爱与关怀、尊重与理

解的渴望。这种自发的愿望推动她们产生自发的创造行

为 , 从未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山村妇女充分开拓并运用自

己的天赋、能力、潜 力 , 创 造 出 一 套 完 整 系 统 的 妇 女 专 用

文字。可以说 , 女书是瑶族女性自发性创造性思维的结

果 , 是瑶族女性强烈的内在自我需要的反映 , 是瑶族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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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实现需要推动下的产物。当然 , 这种人的本质中所具

有的发展趋势 , 是以努力、自律和一定程度的痛苦为前提

的。当地女性以自己的青春甚至一生为代价 , 通过女书向

社会展现了当地女性潜能的实现。

再者 , 女书的使用闪烁着成长的光芒。当地女性通过

女书作品达成成长性需要的满足。有一结拜老同的书中

写道“可比园中松柏树 , 四季保留几色春。二比树头牡丹

色 , 朵对朵红日日鲜。三比园中绿稚竹 , 绿叶垂垂几色青。

四比四季凤凰鸟 , 富贵高啼远送声。五比五河金丝鲤 , 三

月之天上洞游。六比天宫团圆月 , 照下河底透底明。七比

七仙漂四海 , 七仙下凡耍乐欢。八比蝴蝶双双对 , 仕女看

着自愁眠。九色穿齐十色线 , 一对鸳鸯共数啼。”这是怎样

一幅浪漫绚丽、自由自在的世界。显然 , 它是当地女性对

理想生活的描述 , 是自发期望的表达。当地女性渴望发挥

自己的潜能 , 不断充实、完善自我 , 以走向理想之巅。瑶族

女性尽管生活困苦 , 却在女书中获得了内心更深刻的幸

福感、宁静感及丰富感。这种以女书为媒介而达成的成长

性需要的满足持续不断的、无限制的鼓舞着困境中的女

性 , 使她们更积极的面对自我。而且 , 从现在发现的女书

作品来看 , 女书被书 写 或 刺 绣 在 各 种 各 样 的 纸 书 、扇 书 、

帕书、贺三朝书上 , 其中有书 信 、歌 谣 、诗 歌 、灯 谜 或 翻 译

长篇唱本等。形式多样 , 内容丰富。尤其是诗歌、书信等 ,

多数富有文学色彩 , 比喻、夸张、借代等修辞运用其中 , 她

们通过意境或优美或感伤来表达内心真实感受 , 其动机

就是发展自我、表现自我 , 成 熟 、发 展 , 一 句 话 , 就 是 自 我

实现。

当然 , 马斯洛认为 , 有史以来的大多数已知文化的实

际所作所为 , 主要是压抑而不是促进了人性中的自我实

现需要的充分发育。而且 , 当一个人的缺失性需要未得到

满足时 , 自我实现这种高级的、超越性的需要不会自动出

现。众所周知 , 女书产生时整个社会的文化正是压抑人 ,

尤其是女人的自我实现。尽管如此 , 瑶族女性的成长性需

要还是跨越了缺失性需要的短缺 , 没有被强大的文化势

力剥夺 , 或因怯弱柔嫩而自然丧失。这一方面证实了自我

实现确实是“明显地植根于人种的生物本性中”[8] , 是人性

中潜在的固有特征 ; 另一方面说明 , 人的自我实现可以在

缺失性需要没有获得满足的时候产生 , 即高级需要的产

生并不一定以低级需要的满足为条件 , 这也是研究者们

批判需要层次理论的一个观点。

总而言之 , 马斯洛所归纳描述的几种需要普遍存在

于人们心理。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以及不

同文化背景下 , 人们的需要是千变万化的。通过分析可以

看出 , 女书作为瑶族女性的工具 , 涵盖了瑶族女性心理需

求的各个方面 , 反映出瑶族女性需求的复杂性、系统性和

动力性。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出发来分析女书的产

生及女书中所蕴涵的需求内容 , 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女书

更深层次的心理内容拓宽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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