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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认”的古代最有名的女词人——李清照“正名”

【作者】肖旭

  世无完人，本是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然而，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将历史

名人放在他们的“道德显镜”下，给这些历史名人做全身“体检”。大禹

“婚外情”、司马相如劫色贪财的余波未了，李清照好赌、好酒、好色的“道德人格鉴定”结

论，又出现在一本书中。敢于为李清照做“鉴定”的，是位“美女教授”。 

    学者康震曾用“多愁善感的、清丽娟秀的、端庄的一个女词人”来解读李清照。中南大学教授杨

雨在新作《莫道不销魂一—杨雨解秘李清照》中，颠覆了人们心中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李清照形

象。在她眼里，李清照虽然长得漂亮又有才，但也有很多“劣行”，比如好赌、好酒、好色。    

用道学家的眼光打量李清照的，杨雨女士肯定不是第一位，估计也不是最后一位。这位美女教授的

“贡献”在于，以更加多元化的观点来还原李清照——先前。个别学者的嗜好在于窥视李清照的个人

情史，热衷于考据女词人在丈夫去世后有没有出轨的那些所谓“韵事”。就有限的报道内容看，中南

大学这位美女教授并不擅长考古，她研究李清照只是从李清照的词作中，推测李清照的人品。李清照

的好赌、好酒、好色等不良习气，全被这位美女教授给“意外”发现了。 

李清照文词绝妙，鬼斧神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被尊为婉约大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不仅如此，即便史学方面她的《金石录》同样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然而，李清照的一生不孕不仅成

为这位中国古代文坛红粉佳人的最大的遗憾，而且也成为了鲜为人知的千古之谜。与赵明诚成婚，二

人志趣相投，恩爱无比，堪比神仙眷侣。直到赵明诚接任其父官职，离家上任，她才开始饱受相思之

苦。后与赵明诚团聚，二人感情已不比当年。因无子嗣，赵明诚意欲纳妾，虽未果，但仍让李清照很

是无奈伤心。年近不惑，国破夫亡。误嫁衣冠禽兽张汝舟，过了一段惨痛的婚姻生活。李清照一生无

子嗣，多半是其身体原因。红颜真是命薄。这是事实。如果由杨雨教授给李清照画像，恐怕这“美女

教授”画笔之下的李清照，极有可能是个轻浮的古代女子。如此画像，反而让今天的人们困惑了：

“多愁善感的、清丽娟秀的、端庄的一个女词人”和“好赌好酒好色”，二者究竟哪一个更符合李清

照的真实面貌？按照二者不可同真的逻辑原则，其中必有一个学说是对李清照的“妖魔化”。 

文学批评中，确有“文如其人”之说。不过，任何一个对文学稍有了解的人都清楚，“文如其人”的

说法，并不确切、只是一种比拟而已。此外，文学是人学不假，文学作品中，有作家的生活经验和感

受，故而不少作品中抹不掉作家的影子。但是，文学毕竟是文学，既不是作家的自传也不是关于作家

的新闻报道，根据作家作品中的记述来复原作家的生活轨迹，是非常荒唐的做法。遗憾的是，杨雨女

士“研究”李清照的方法，恰恰就是这么荒唐。根据李清照词作中的一些词句，推断出她的好赌、好

酒、好色，其论断的严谨性，很是可疑的。李清照婚前的词作中，有少女含羞回头看男子的词句，婚

后词作中有描述提醒郎君夜里注意寒凉的语句，便得出李清照“好色”的结论，未免过于非学术化了

吧？按照这个标准，恐怕天下的女人，没有一个不好色的了。有人说得好：“照这样做学术，不知再

过千年后她研究徐悲鸿的画作，会否得出徐是马夫的结论，也不好说啊。” 

我们这里把李清照前、后期有关作品作个简单介绍，拨乱反正。李清照确实是用词大胆而率真地描写

了她的爱情生活，歌唱了她自己和丈夫的离别相思。从她身世可知，李清照父亲李格非是当时著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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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古文家，官居礼部员外郎，文章受到苏轼的赏识。她的母亲王氏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也知书能

文。优越的家境和父母的熏陶，造就了李清照的博学多才，她很早便有诗名。十八岁和太学生赵明诚

结婚。公公赵挺之是有名的政治家，后来还当了宰相。李、赵的姻缘，双方门当户对，两人志趣相

投，都爱好诗词，时相唱和，并致力于金石图书的搜集整理，可谓天作之合。以南渡为界，前期的李

清照，先是宦家千金女，后是贵家少夫人，生活的优裕安适可想而知。她前期作品多半是表现这种生

活情趣的，间有写愁情的，也大多是愁而不哀。然而，更可贵之处还在于李清照在词中描写的有关爱

情相思的精神活动和心理变化，不同于晚唐五代以来词人所写的传统内容。以往词家尽管方法不同、

格调不一、成就不等，但总的是以描写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为主要内容，而且几乎无例外地是以男性

作家描写女性生活。其中绝大多数抱着欣赏玩弄的态度，加上他们对女性的思想内心缺乏切身的感

受，因此，便往往多从妇女外貌形体上去刻画睡容醉态或者泪眼愁眉。到了李清照，她开始展开了一

个摆脱腐朽庸俗的气味的女性描写的新天地。她把自己的相思与爱情在词中表现得十分真挚动人，比

起别的词家的无病呻吟和浅薄轻狂描写，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杜甫有诗说，“两个黄鹂鸣翠柳，—行

白露上青天。”北宋道学家都认为这是“闲言语”，说它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李清照敢于以一个

妇女的身分毫无顾忌地披示自己对自然风物的爱悦、向往，袒露自己对丈夫的怀想、依恋，这是需要

相当大的勇气的。毫无疑问，李清照蔑视封建礼教，蔑视卫道者，为此，她该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李清照以自己直接的生活体验为基础，描写她对生活、对自然的强烈喜爱，抒发她对丈夫的真诚、执

着的感情，词才算真正有了严肃的深刻的妇女内心世界的描绘。值得注意的是，李清照通过这些描

绘，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向往自由、追求美好、心情开朗、性格活泼的妇女形象。我们从两首【如梦

令】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

鹭。”看到了从只许呼吸不许思想的封建枷锁下挣扎出来的李清照那天真活泼、自由解放的性格。她

这一性格，同样表现在与赵明诚的夫妇生活中。他们在家中“归来堂”，进行记忆力的竞赛，说某一

句话、某一个典故，在什么书的第几卷第几页，然后找出来查对，谁赢了谁就先喝茶，结果总是李清

照赢，夫妇哈哈大笑，把茶泼了一身谁也喝不成。后来他们到了南京，李清照经常要赵明诚陪着她登

上城头赏雪吟诗，又要赵明诚和她的诗，弄得赵明诚穷于应付。这些都可以看出李清照无视传统力量

的束缚，也说明她追求一种平等互爱、相亲相敬的爱情生活和夫妻关系。正因为这样，她才大胆地相

思，大胆地歌唱爱情的欢乐和痛苦。在李清照前期的词中，表现爱情是最主要的内容。她吟风咏月，

是为了爱情，伤离惜别，也是为了爱情。征鸿过雁引起她的怀恋，春花秋月惹动她的相思。 

作为一位封建时代的妇女，她这么珍惜爱情、表现爱情、歌唱爱情，应该说是具有反封建礼教意义

的。但在那时就遭到一些士子的诽谤、揶揄，和李清照同时的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就指责她写词

是“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擂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籍也。”王灼认为李清照把

那些民间的所谓“荒淫之语”，随便写到词里，从来官僚士大夫家庭里会作诗文的妇女，没有像她那

么毫无顾忌的。后来，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还直接批评李清照的人品，说她“无检操”，太

放荡了。用道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李清照和她的爱情词，自然会认为有伤风化，甚至诬蔑为“淫邪”。

我们这位“美女教授”是否以此为据，不得而知，但此据不公倒是无可厚非的。我们说此论正从反面

说明了李清照和她的情词与封建礼教是格格不入的。实际上李清照对待爱情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没

有表现出些微的苟且、轻浮。而且，她词所反映的爱情生活，还有着别的词人描写爱情所缺少的基础

和内容。她在《金石录后序》这篇文章中，记述她和丈夫赵明诚一起鉴赏古物、考订古书的生活。他

们每得到一种书籍，就共同校勘整理，得到字画古器，也共同研究品评，每天晚上进行这样的工作，

以点完一支蜡烛为基准。赵明诚在《金石录》的题跋也有类似的记载。有一次，赵明诚在友人家看到

白居易手书的佛经，立刻上马奔驰，带回家中与李清照一同赏玩，当时已经二更了，他一边喝茶，一

边赏玩，点完了两支蜡烛，还没有一点睡意。可见李清照和赵明诚的爱情生活是建筑在共同的艺术爱

好和文化趣味上的。他们认为这种爱好和趣味，是“乐在声色狗马之上”，就是说比追求声色之乐、

跑马游猎要高尚得多。《金石录》这部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金石考古著作，正是他们夫妇

的共同研究成果，其中表现了他们共同的政治历史见解，同时贯注了他们相互之间深厚热烈的夫妻感

情。因此，李清照描写自己爱情生活的作品，就比那些空读孟光举案、文君当炉、张敝画眉、弄玉吹

箫的作品，内容要充实而有意义得多；至于别的一味是软玉温香、灯红酒绿的描写作品，那就更不能

相比了。 

金兵入据中原，他们夫妇相继南下逃亡。后来赵明诚病死在健康（南京）。李清照从此便孤身一人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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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在杭州、金华一带，过着辗转奔波的流亡生活，在凄凉寂寞中度过了悲苦的晚年。李清照怀着一颗

破碎的心，在贫困凄凉的环境中东飘西荡，直至孤独寂寞地离开人间。因此，她在后期作品中“所表

现的那种伤离感乱、凄楚哀苦的心境和悲痛的感情，具有感人的力量。她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牺牲者，

她的悲剧间接体现了历史的悲剧。她抒的情、写的恨，表面看来是个人的，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时代色

彩和社会基础。”(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我们知道封建社会为妇女安排的并不是—条畅通无阻的幸福之路。李清照好不容易有着一位志同道

合、情意深厚的丈夫，然而由于环境的压迫和世事的驱使，她不能不在面带笑容的同时出现着愁颜。

她在词中所表现的“欢情”，总是少于“离怀别苦”，她与丈夫由生离而至死别，固然增添了她的闲

愁暗恨，而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她的忧伤痛苦的，却是国破家亡的惨祸，和辗转无依的流亡。从前“酒

意诗情谁与共，泪融残粉花钿垂”的低诉，一变而为“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的悲号。她的国

愁、家愁、情愁，还有学业之愁，怎一个愁字了得！那么，李清照所寻寻觅觅的是什么呢？从她的身

世和诗词中至少可以看出，她在寻觅几样东西。一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她不愿看到山河破碎，不愿

“飘零遂与流人伍”，“欲将血泪寄山河”；二是寻觅幸福的爱情。她曾有过美满的家庭，有过幸福

的爱情，但转瞬就破碎了。她也做过再寻觅幸福的梦，但又碎得更惨，甚至身负枷锁，锒铛入狱。还

被以“不终晚节”载入史书，生前身后受此奇辱。她能说什么呢？也只有独自一人愁。三是寻觅自身

价值。她以非凡的才华和勤奋，又借着爱情的力量，在学术上完成了《金石录》巨著，在词艺上达到

了空前的高度。但是，那个社会不以为奇，不以为功，她只好一人咀嚼自己的凄凉，又是只有一个

愁。当然，李清照寻觅的还有老来膝下无子的感恨伤怀，这在那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社会

里，恐怕这是她作为女人的最大遗憾！李清照一生愁绪万千，“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人比黄花

瘦。”正是她两次婚姻、一生不孕的重要原因。李清照虽然属于上层社会的妇女，但也和广大人民一

样承担起家国残破、颠沛流离的痛苦。正是在血与泪的现实生活的推动下，李清照后期的词才具有了

比前期的词更为丰富深刻的社会内容。我们从李清照词直接反映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和态度来看。

如果能够透过“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看到封建社会

中的爱情婚姻，往往幸福难得，遭遇可悲。透过“留得罗襟前日泪，弹与征鸿”，看到外族入侵时，

追怀故国乡土，向往和平统一的生活。那么，就不难理解李清照词中的爱恋相思与伤离惜别的传统内

容何以具有较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李清照是宋代一位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学者、艺术家。说她是学者，因为她精于考古、鉴赏；

说她是艺术家，因为她能诗、能词，能文，能书能画。不过，她的突出的成就表现在词的创作上。封

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李清照作为妇女，而有如此深厚的文化修

养，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这本身就是一种斗争。陆游的《夫人孙氏墓志铭》记载一件事情，一个

姓孙的小女孩，天资不错，李清照想把她的文学创作事业，让这个姓孙的小女孩继承下来。这个小女

孩婉言谢绝了，说，“才藻非女子事也。”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竟然认为文学创作不是女子分内的事，

可见封建思想对女子的毒害之严重，也表明李清照从事文学创作是和当时的社会风气与传统观念直接

对立的。 

中国历史上的女词人，最著名的只有李清照一个：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用15个世界名人的名字命名

了水星上面的15座环形山，李清照星上有名。这是外太空唯一一个用中国古代女性名字命名的天体。

因此，李清照是“公认”的古代最有名、最有才华的女人。给李清照脸上抹黑，黑的不是李清照，而

是抹黑者自己。如此教授，其所好为何，令人质疑。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

新研究中心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

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由中

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西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 

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

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

校的语文教研室，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