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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诗歌中的女性描写 

钟　洋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２４１００３）

［摘　要］王安石诗歌中刻画了西施和王昭君等历史人物和月里嫦娥、巫山神女等仙女、神女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寄托了王安
石变法受压抑以及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生命情怀，体现出王安石反对红颜祸水论、注重女子幸福的进步女性观。

［关键词］王安石诗歌；女性形象；女性观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４）０１－０１３６－０４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ｉｎＷａｎｇＡｎｓｈｉ＇ｓＰｏｅｔｒｙ

ＺＨＯＮＧ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Ａｎｈｕｉ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ｕ，Ａｎｈｕｉ２４１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ＷａｎｇＡｎｓｈｉ＇ｓｐｏｅｔｒｙ，ｈ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ｓｏｍｅｆｅｍａｌ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ｕｃ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ｓＸｉＳｈｉ
ａｎｄＷａｎｇＺｈａｏｊｕｎａｎｄｓｕｃｈｆａｉｒｙ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ｓＣｈａｎｇ＇ｅ，ＷｕｓｈａｎＧｏｄｄｅｓ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Ｗａｎｇｒｅｓｔｅｄｈｉｓｒｅｐｒｅｓｓｅｄｆｅｅｌ
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ｈｉ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ｏｎｔｈｅｓｅｆｅｍａｌ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ａｌｓｏ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Ｗａｎｇ＇ｓ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ｏｆｌｉｆｅ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ｄｅｅｐ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ｂｙ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ｌｌｔｈｅｓｅ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ｈｉ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ｖｉｅｗｏｆｆｅｍａｌｅ，
ｎａｍｅｌ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ａｙｉｎｇｏｆ“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ｂｅａｕｔｙ”ａｎｄ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ｗｏｍｅｎ＇ｓ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ａｎｇＡｎｓｈｉ＇ｓｐｏｅｔｒｙ；ｆｅｍａｌｅｆｉｇｕｒｅｓ；ｖｉｅｗｏｆｆｅｍａｌｅ

　　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
川（今江西临川）人。《冷斋夜话》记载：舒王以李

太白、杜少陵、韩退之、欧阳永叔诗编为四家诗集，

而以欧公居太白之上，世莫晓其意。舒王尝曰：“李

白诗语迅快无疏脱处，然其识污下，十句九句言妇

人酒耳。［１］”

在此，王安石对李白的评价是持否定态度的，

是不怎么欣赏的。他认为李白诗歌中多说妇人，使

人感觉有点识见污下。那么王安石自己的诗中有

没有妇人出现呢？多不多呢？他自己的女性观又

是怎样的呢？这些就是本文的着眼点所在。

　　一　王安石诗中的女性形象

王安石一生著述颇丰，全集中有书、表、记等散

文和小品文，也有古诗、律诗、集句诗等诗歌，还包括

２０余首词。本文所要考察的对象仅为他的诗歌，其
他的散文和小品文因女性形象涉及较少而不予考

察。王安石的词“把政治上的革新或多或少地引入

词的创作中，突破了‘以情切婉丽为宗’和‘务求协

律’的传统观念”，“绝少儿女情长的艳词丽句，多写

景、抒怀和怀古之作”，［２］２５３所以词也被排除在了本

文考察的范围之外。那么在王安石的诗中，涉及到

的女性形象有哪些呢？据统计，主要包含以下人物：

（一）西施

无论是从美貌还是从历史活动的角度，历朝历

代都有许多诗人写过关于西施的诗歌。王安石诗

中也写到过。据统计，大约有４首，其中有３首是
写西施的美貌。《和平甫舟中望九华山二首》（其

二）（节选）：

此山当无云，秀色郁以添。姹然如九女，靓饰

出重帘。

佩环与巾裙，绀玉青纨缣。远之妍西施。近或

丑无盐。［３］４６１

诗中是写九华山的景色，犹如九位美貌的女子

一般，比西施还要美丽。这里，我们可以从侧面窥

出王安石在暗写西施的美貌。《公辟枉道见过获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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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因叙叹仰》：

青丘神父能为政，碧落仙翁好作诗。旧事齐儿

应共记，新篇楚老得先知。

怀砖大岘如迎日，供帐阊门胜去时。若与鸱夷

斗百草，锦囊佳丽敌西施。［３］６７７

诗中也是从侧面反映出西施的美貌；还有一首

是《荷花》：

亭亭风露拥川坻，天放娇娆岂自知。一舸超然

他日事，故应将尔当西施。［３］８２５

写荷花的“娇娆”，犹如西施一般。另外一首诗

则是著名的《宰》，诗云：

谋臣本自系安危，贱妾何能作祸基。但愿君王

诛宰，不愁宫里有西施。［３］２２６

诗中借西施之口来阐述一个道理：一个国家只

要君主英明，谋臣贤达，就算有几百个、几千个西施

在君王左右，也不会招致灭国之危，有力地批判了

西施红颜祸水论。

（二）明妃

明妃即王昭君，真名为嫱，字昭君，汉元帝宫

人，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３３年）远嫁匈奴呼韩
邪单于。由于西晋时避文帝司马昭的名讳，因此改

称“明妃”。王安石诗中写到明妃的诗歌仅有３首，
而且均以《明妃曲》命名。现摘录如下。

《明妃曲二首》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

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

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著尽汉宫衣。寄声欲问

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

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３］４７２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

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

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

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３］４７２

此二诗是诗人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进行论

述，诗歌既表达了对汉元帝的讽刺，明明一个美貌

的女子在后宫却视而不见，等到她远嫁匈奴的时

候，却又怪起了画师；同时也表达了对王昭君命运

的无限同情，一个美貌弱女子，背负着国家的使命，

远离家乡，在胡地饱受飞霜打击以及思乡情绪这种

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明妃曲》

我本汉家子，早入深宫里。远嫁单于国，惟悴

无复理。

穹庐为室旃为墙，胡尘暗天道路长。去住彼此

无消息，明明汉月空相识。

死生难有却回身，不忍回看旧写真。玉颜不是

黄金少，爱把丹青错画人。

朝为汉宫妃，暮作胡地妾。独留青冢向黄昏，

颜色如花命如叶。［３］８５９

这一首则是以明妃自己的口吻来写的，诗中表

达了明妃内心的细腻情感，她对自己身世飘摇、一

朝花颜难保的哀愁，让人感觉到“蛾眉憔悴没胡沙”

（李白《王昭君二首》其一）之悲情。

（三）仙女、神女

王安石诗中涉及的神女形象主要有嫦娥、青

女、巫山神女。嫦娥（娥）在王安石的诗中出现的

次数最多，大约有７首诗中出现了“婵娟”“娥”
“嫦娥”等字眼。对于嫦娥的描写，王安石一方面是

把她作为月亮的代名词，如《晚归》：

岸迥重重柳，川低渺渺河。不愁南浦暗，归伴

有娥。［３］８１３

再如《试院中五绝句》（其三）：

咫尺淹留可奈何，东西虚共一妲娥。阶前枣树

应摇落，此夜清光得几多。［３］８０８

另一方面，则是描写其容貌，如《上元夜戏作》：

马头乘兴尚谁先，曲巷横街一一穿。尽道满城

无国艳，不知朱户锁婵娟。［３］７７１

再如《信都公家白兔》（节选）：

水晶为宫玉为田，娥缟衣洗朱铅。宫中老兔

非日浴，天使洁白宜婵娟。［３］５５６

而其他两者形象分别出现在一首诗中，《红梨》

中出现的是掌管霜雪的青女，《巫峡》中写到的是巫

山神女。

（四）弃妇、思妇

王安石诗中还有弃妇思妇形象，如《君难托》：

槿花朝开暮还坠，妾身与花宁独异。忆昔相逢

俱少年，两情未许谁最先。

感君绸缪逐君去，成君家计良辛苦。人事反复

那能知，谗言入耳须臾离。

嫁时罗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难托。君难托，

妾亦不忘旧时约。［３］５７９

诗中是以一个弃妇的口吻来叙述她从少年与

丈夫初见到嫁入夫家，辛苦为夫家创立家业再到丈

夫听信谗言，抛弃自己的过程。诗歌的内容与唐张

籍的那首《离妇》很是相似，想是王安石从张籍处得

到了一点启发。从诗中，我们可以体会出抒情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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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失望和悔恨。《秋兴和冲卿》则是表现了一个

思妇的形象。诗中写道：

云浮朝惨淡，风起夜飕飕。欲作冰霜地，先回

草树秋。

征人倚笛怨，思妇向砧愁。为问随阳雁，哀鸣

岂有求。［３］５８８

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思妇进行描写。

其对思妇的刻画没有摆脱传统的对思妇描写的窠

臼，依然是：秋天到来，天气越来越冷，南飞的雁声

哀鸣，妻子思念远征的丈夫，为他做衣服御寒，从这

一过程中表现出思妇的无限愁怨和思念。

（五）其他一些女性形象

除了以上女性外，王安石诗中还有其他的女

性，只不过表现这些女性的诗歌数量很少，所以概

括在一起。如《白日不照物》描写了生活在水生火

热中的农家妇女形象，《爱日》则刻画了孟母和莱妻

等形象。

　　二　王安石诗中女性形象的共同点

在阅读王安石这些涉及女性形象诗歌的时候，

我们可以总结出其描写女性的共同点，本文主要概

括出两个方面。

（一）非现实性女性形象占有很大比重

王安石诗歌中涉及的女性多为历史人物以及

仙女、神女，前者如其诗歌中的西施和王昭君，后者

如月里嫦娥、巫山神女、青女，很少涉及歌女、舞女

等形象。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笔者觉得这与他在

政治上的生活以及平生志向有关。我们从他诗中

的历史女性可以看出，这些女性均为受压抑的形

象，这恰好和王安石在变法上的受压抑很相似。王

安石欲使国家强大，推行变法，提出了“天变不足

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４］１０５５０的大胆言论，表

现出求新求变的决心，但由于反对派的强大，使得

变法无法顺利进行，自己的志向抱负无法顺利实

现，受到压抑，所以他就借古人而言己思，以抒发情

感。如《明妃曲二首》，“刻画细致，感情真挚，一反

历代诗人写昭君留恋君恩、怨而不怒的传统见解，

体现出诗人求新求变的独创精神。而且托古喻今，

表现出诗人郁郁不得志的苦闷”［５］。这一点，倒跟

一些诗人在仕途上不得志，而在诗中将自己比作才

德贤淑反而被公姥遣逐的美人形象颇有点相像。

而对于仙女、神女的刻画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利用她

们来代指某项事物，如上文提及的嫦娥代表着明

月，青女则代指霜雪。这些在其诗集中出现的女性

中占有很大比例的非现实性女性的刻画描写同时

也彰显出了王安石刚正高洁的个性。他一生勤政，

忧国忧民，个性刚正，清廉高洁，修身自持，为人敬

仰。他批评李白诗不离女性，也从反面说明他自己

对于现实女性的态度，他刻意与她们保持一定的距

离。对于现实性女性的疏远以及多在诗歌中描写

非现实性女性都能突出他高洁的个性。

（二）间接性描写女性的美貌

王安石很少通过服饰、姿态等常规手法来描写

女性的美貌。一般都是间接地在诗中表现，而且在

读这类诗歌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他诗中的女性均

是特别质朴无华，绝不妖艳。这与齐梁间那些专写

女性妖艳的宫体诗人相去甚远。其诗犹似一阵清凉

之风吹过，让人感觉不到躁动。如上文中提到的西

施，对她的美貌描写则是通过侧面烘托表现出来的。

再如写王昭君，三首诗均无描写明妃美貌的字眼，但

她的美貌我们则可以从字里行间真真切切地感受

到。这就是王安石描写女性的特点，间接表现美，而

不是像“越女颜如花”（宋之问《浣纱篇赠陆上人》）、

“西施醉舞娇无力”（李白《口号吴王美人半醉》）那

样很直接地表现美貌。这与王安石的思想肯定有很

大的关系。王安石的一生既是变法的一生，同时也

是受到佛教思想影响的一生。“王安石的一生，无论

是在学术思想上，还是在诗歌创作上，都受到了佛教

的巨大影响”［６］，所以对于“色乐”则采用佛教徒的方

法，远而避之。他自己也说过：“强取色乐要聋盲，震

荡沉浊终无清。”［３］５７６受到这种想法的影响，他总是

通过间接描写来刻画女性的美貌。

　　三　王安石的女性观

根据以上所列涉及女性形象的诗，再加上通过

这些诗歌总结出的对女性形象描写的特点，我们可

以概括出王安石的女性观，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反对红颜祸水论

对于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考虑。第一个

方面，他戒“色乐”。上文也提及过，由于受佛教思

想的影响，他对“色乐”是远而避之的。据《邵氏闻

见录》卷十一记载：

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买一妾，荆公见之，

曰：“何物也？”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左右。”安石

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

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

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

如实，尽以钱赐之。［７］

王安石之妻吴夫人为他买了一个美貌小妾，他

不为之所动，而且待问明情况之后，又将小妾送回。

在那个文官地位高、生活奢侈的时代，娶三妻四妾

是正常不过的事，可是王安石却终生只有一个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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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绝不纳妾，甚至别人给他纳好了妾，根本不会

有任何麻烦，他也坚决不接受，这就更难能可贵了。

同时，据《宋史》记载，“（王）安国教授西京，颇溺于

声色，安 石 在 相 位，以 书 戒 之 曰：‘宜 放 郑

声’。”［４］１０５５８从以上两个事例，我们可以窥探出王安

石对于“色乐”的态度，即与它们保持很远的距离。

第二个方面，为历史人物平反。拿西施而言，历史

上对西施的褒贬不一。有人站在吴国一方，认为西

施乃祸国红颜；有人站在越国的立场上，给予西施

正面的评价，认为她具有为国献身的精神。上文提

及的《宰》诗则是为西施鸣不平的，也是对前一种

看法即西施作为祸国红颜的驳斥。

（二）注重女子的幸福

刘大杰先生在介绍张籍关注妇女问题的时候，

曾说过：“前人的诗，虽多歌咏妇女之作，大半都把

妇女作为花草一般地描写，或写其美貌，或写其相

思之情。从没有人想到妇女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

和她们的生活与道德的问题。”［８］这样的说法可能

有点绝对，但其中的某些内容也适用于王安石。尽

管他也写女子的美貌，但大多是比他要早很长时间

的女子，而且对于这些女子美貌的描写还是通过侧

面烘托间接描写的。况且更重要的是，他和张籍一

样也是关注妇女问题的。王安石的《明妃曲》就是

表达这一主题的。一个美貌的弱女子，在胡地忍受

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怎能幸福？这是他为王

昭君以及许许多多与王昭君同命运的女子所做的

呼喊。再如《君难托》里的弃妇，诗中以弃妇自己的

口吻讲述自己的不幸遭遇，一句“君难托”即可表现

出弃妇在失望和悔恨之余的呐喊，又是为全天下女

子敲响警钟。所以，对于女子的幸福，王安石是很

关注的，他变为女子的同情者和“代言人”了。

中国古代的女子是受各方面束缚的。从明清

时期开始，才有了女性解放思想的萌芽。近现代的

“女性解放固然有中国新文化的颠覆作为文化背

景，但是究其根本，仍然是男女权力的博弈或者说

是女性的叛离。”［９］在宋代，男权还是大于女权，女

子处于附属的地位，被当做财产，这从上文《邵氏闻

见录》中吴夫人为王安石买妾一条也可看出。所

以，女性解放在当时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王安石

虽没有提出任何解放女性的思想，但以上很进步的

女性观在他的那个时代，也算是很了不起的了。

总体而言，王安石诗歌中的女性形象还是很少

的，这类诗歌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但我们可以从他

数量有限的诗歌中窥探出他进步的女性观。这种

进步的女性观也体现出王安石进步的思想，他并没

有为传统的女性观念所束缚，而是革新那些旧观

念，可以说受他政治上的革新运动影响很大。据

《宋史》记载，“（神宗熙宁）二年（１０６９）二月，（王安
石）拜参知政事”［４］１０５４４，开始了“变风俗，立法

度”［４］１０５４４的变法活动。变法虽以失败告终，但变法

中所体现出的改革的精神却让他对旧的传统的女

性观念产生了怀疑。至于他对于李白诗歌所作的

“其识污下”的评价，只是为贬低李白诗歌所找的一

种不算证据的证据。他的诗歌创作受杜甫的影响

很大，他对杜甫也很是推崇。所以“自元稹在《唐故

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序》中提出杜甫‘尽得古今

之体势，而又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以来，未有

如子美者’，认为‘李（白）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

乎’，李杜优劣之争便拉开了序幕”［１０］之后，他也表

达了自己的见解，那就是给李白投“反对票”。但是

总得找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见解，所以李白诗歌中那

些数量很多的妇女诗便成了所谓的“证据”。再加

上他的性格固执，“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

回”［４］１０５５０，“太执不晓事”［１１］３７５，好“护前”［１１］３７５，所

以即使后来被人驳斥得连他自己也找不到证据的

时候，仍然还是坚定自己对李白诗歌的评价不改

变，从中也可见其性格之执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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