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儿时影事》中，苏雪

林记叙，“盖衙署演戏是为了

皇帝的诞日（当时叫做万寿

节），每年逢此节日，全国各

机关都张灯结彩，抓戏子来

演几天的半义务戏，以示庆

祝。鬼魂出现一类的戏，阴

森可怖，那样喜庆之日，怎敢

上演呢？”

万寿节是皇帝的诞辰日，

取万寿无疆之义，是个全国性

的节日。清代，为皇帝祝寿，

是北京城内清宫中重要的典

礼活动。县、州等地方上，也

会举行仪式不小的庆典。

那么，苏雪林在瑞安看

到的戏究竟是什么戏呢？

据《瑞安市文化志稿》第

二编《戏剧·曲艺·影视》中的

“剧种”记载，京剧自 1894 年

以后传入温州地区，当时称

为“新戏”，大都由外地戏班

来演出。

一段时间内，“新戏”相

当流行，在苏雪林出生的清

光绪二十三年（1897），“新

戏”已成为浙南一带官方、民

间的至宠。

1917 年，北京艺人李大

柱来温招生，瑞安也有多名

被招入，学会后组成“翔舞

台”戏班。1919年，在瑞安演

出。嗣后，陈芷霖在瑞安组

建琴娱社，1920 年郑剑西北

上，结识陈彦衡，共同从事京

剧研究。1926 年开始，许达

初开始授戏。

短短 20 多年时间里，瑞

安京剧界出现曾出资创办温

州艺术学校的陈小鲁，曾为

艺术大师梅兰芳操琴的郑剑

西等出类拔萃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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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名“阿奴”出自瑞安方言

“百年人瑞”苏雪林在瑞安
■许小寒 林晓

不久前，随着大型专题片《魂归故里—苏雪林》的上映，民国女子苏雪林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而此前，

电影《建党伟业》中的苏雪林形象，以及《苏雪林与她的徽商家族》、《一个真实的苏雪林》等书籍中关于苏

雪林的介绍，都让人为她着迷。

“百年人瑞”苏雪林，是安徽黄山市徽州区（原太平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苏雪林出生于瑞

安。她跨越两个世纪，享年102岁，笔耕80载，著述等身，总共2000万字，被时人称为“文坛耆宿”、“学林

人瑞”。她经受“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洗礼，走上新文化的大舞台，以自己特有的才情和执著，为现代中国

留下丰赡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成果，成为一代文学大家和学术大师。

生于瑞安，祖父为其取名“瑞奴”

清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廿四

（1897 年 3 月 26 日），对于苏家

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

在这一天，苏雪林在祖父苏锦

霞的县衙内呱呱坠地，那阵令

全家人激动而狂喜的哭声，划

破了衙门平日死一般的沉寂。

想象一下，在苏锦霞任瑞

安县令时，他是带领着儿、媳、

孙等一大家子来的。苏锦霞有

6 个儿子，苏锡爵（苏雪林的父

亲）是其中之一。既然苏雪林

在瑞安出生，据此可以推断苏

锡爵与妻子也在瑞安。

祖父对这个生性空灵的孙

女甚是喜欢，因其生于瑞安，

即为其取乳名“瑞奴”。“奴”，

由 江 浙 一 带 妇 女 的 第 一 人 称

“ 奴 家 ”或“ 依 家 ”讹 转 而 来 。

所以，用“奴”字来为小孩子命

名，大概多是一种爱称。

苏 雪 林 在 散 文《儿 时 影

事》中写道：我是在祖父署瑞

安县县丞衙门里出世的，所以

幼时小名“瑞奴”。旧时代的

女性多以奴名。晋代王羲之家

里女儿皆称什么奴，世俗则有

如“金玉奴”之类，倒也没有什

么奴隶的意思，不过是由江浙

一带妇女的第一人身的称谓而

来。小说常言妇女自称为“奴

家”与“侬家”相等。惟“侬”字

入了诗词便雅，奴字未入，或

入而不大普通，便俗。我长大

后讨厌这个“奴”字，自己改为

“瑞庐”。

事实上，在早年瑞安人的

小 名 中 ，就 有 用“ 奴 ”这 个 字

用 作 小 名 的 。 农 村 乡 下 人

家，常有叫做“阿奴（第一声，

平音）”的小孩。

在 文 中 ，苏 雪 林 回 忆 说 ，

“瑞奴”改为“瑞庐”后，也很少

用。“幸而家中长辈呼唤我时

一直用‘小妹’二字，后来改为

‘小梅’，便算我的学名。一直

用到民国八年升学北京女子高

等师范，才将‘小’字丢掉，成

为‘苏梅’，民国十四年自法国

返国，又以字为名，‘苏雪林’

三字便一直用到于今了。”

依稀记得，幼时曾在瑞安看戏

苏雪林自幼异常聪慧，才 4

个多月大时，稍微逗逗就手舞足

蹈，咿咿呀呀，嬉笑不绝。母亲

乍一离开她的视线，她就会哇哇

大哭起来。母亲赶忙喊她一声，

哭声就戛然而止。起初，母亲不

相信女儿这么早就会认人，一次

一次地试验，结果屡试不爽。

对于周岁之前的事情，多年

以后的苏雪林竟然也能有点滴

记忆。一次，县衙内张灯演戏，

她被一个女仆抱着坐在帘前观

看。看了很久，她饿得大哭起

来。女仆想看戏，就拍拍打打地

哄着她，让她看台上的热闹。只

见戏台上有个矮矮的男人，头上

顶着一盏亮晃晃的小灯，绕着

圈，边走边唱。

戏固然好玩，可终究难抵饥

饿的侵扰，过了一会儿，她又大

哭起来。女仆很生气，拧了她两

下，小家伙哭得更凶了。没办

法，女仆只好抱她回家。苏雪林

稍微长大后，常常提起那晚看戏

的事。

大人们听了都不相信，未满

周岁的小婴儿怎么可能记事。

幸好那个女仆还在，证明确实有

这么一回事。

年长后，苏雪林回忆起她在

瑞安的生活时，讲到这场在县衙

里看的戏。当时，演的戏究竟是

什么，到今还是不知，有人推敲，

说是“十八怕老婆”，因为顶灯也

是怕老婆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也有人说恐怕那是“武松杀嫂”，

顶着小灯的矮男人，是在他兄弟

梦里出现诉冤武大郎的阴魂，小

灯代表鬼火。

出生次年，随祖父去了兰溪

此前曾发表在报刊的文章

《从瑞安到兰溪：苏雪林的童

年野趣》中叙述道，“苏雪林的

童年太野了，瑞安县衙的大院

关不住她……苏雪林童年时代

和小伙伴一起‘游戏于野外，

钓鱼、捕蝉、捉雀儿、掏蟋蟀’，

这 野 外 是 瑞 安 县 城 近 郊 的 野

外，多么清新，多么天然，多么

纯净……”

仔细看来，作者因怀着对

苏雪林和瑞安的美好情感而生

了误会，竟以为苏雪林的童年

是在瑞安度过的，实则不然。

苏雪林乃苏辙后世孙，安

徽太平、石埭两邑所修《苏氏

宗谱》中有载，苏辙曾孙苏继

芳 携 二 子 迁 入 安 徽 黄 山 太 平

县，散居太平、石埭等地，子孙

繁衍三十余世。到了苏锦霞这

一代，就因捐县丞被分发在浙

江瑞安。

然而，就在苏雪林出生第

二年，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

八月，苏锦霞便自瑞安调任兰

溪县令，任期至光绪二十六年

(1900)，到 了 光 绪 二 十 八 年

（1902），又复任兰溪县令，直

到 光 绪 三 十 二 年（1906）才 离

任。

这期间苏雪林一直跟随着

祖父生活，“祖父由县丞改署

的县令缺是浙江兰溪。我出世

仅 数 月 ，便 随 家 到 了 这 个 县

份 。 祖 父 署 兰 溪 县 令 为 期 颇

短，未及一年便调到金华，署

的是实缺，三年任满，又调回

兰溪，那时我已四岁多了。”出

自苏的《儿时影事》。

《从 瑞 安 到 兰 溪 ：苏 雪 林

的童年野趣》文中所摘的苏雪

林文字片段大多出自苏的文章

《童 年 琐 忆》，其 后 作 者 又 道

“ 苏 雪 林 后 来 自 称 是‘ 五 四

人’，究其实，这‘五四’精神倒

是在浙南乡间淘气的童年孕育

出来的。”

真遗憾，这“五四”精神并

不是在浙南小县瑞安的乡间孕

育出来，究其实，苏雪林只是

受 了 新 文 化 运 动 胡 适 、周 作

人、陈衡哲、李大钊等人的影

响才以“五四人”自命罢。

[苏雪林简介]

苏雪林（1897—1999），现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她

一生从事教育，曾赴法留学，又先后在东吴大学、沪江大

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任教。

1949 年，她去往台湾，1952 年起任台湾师范大学、成

功大学教授。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丁玲等人齐名，当

时她们被称作中国五大女作家。在上世纪 30 年代，苏雪

林、凌叔华、袁昌英皆在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任教，故又

被合称为“珞珈三女杰”。

[延伸阅读]

苏雪林幼时看的戏或是“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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