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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维讲师论著选登：李清照的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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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李清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堪称大家的女性文学家，本文旨在探求其不同寻常的女

性意识。李清照毫无封建女性的卑顺之气，她把典雅的东方女性美提高到一个新境界。追求男女平等的李

清照深受隐逸传统的影响，甘心“隐于闺阁”，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人生价值。李

清照的两次婚姻，既有难得的幸福，更有不可避免的不幸，志同道合的爱情才是婚姻基础的观念在这幸与

不幸中得到充分展示。 

    关键词：卑顺 东方女性美  隐于闺阁  爱情婚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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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也是男子本位的文化传统。多少聪颖秀慧的女性被这种传统

埋没了灵性和才情，平平庸庸地生活，悄无声息地逝去。而李清照，这位生于九百年前的中国最优秀的女

作家，却在这千古黯然的背景上怒放成一朵灿烂的奇葩。她以典雅优美、独特而又多彩的诗、词、文，在

几乎属于男人世界的封建文坛上卓然而立，成为唯一一个堪与众多男性大家媲美的女作家。正如谭正璧

《中国文学进化史》所云：“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女性文学作家。汉之蔡琰，唐之薛涛、鱼玄机已属凤毛

麟角，但不能占第一流的地位，只有女词人李清照却在有宋一代词人中占了个首要地位，独自博得个大作

家的荣名。”〔1〕。作为唯一一个享此殊荣的女性，李清照必然有着不同凡响的女性意识。关于女性的地

位，关于女性的价值，关于女性的生存方式……，在挣脱传统束缚的可贵展现背后，这位旷古才女自然有

她自己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但李清照的生平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她的作品也大多散佚。

尽管流传下来的佳作已足使她光彩照人，但这极少的资料和作品却毕竟不能使人对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

她的形象又不免模糊。这份光彩使她倍受关注，这种模糊又引起广泛争论，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竟对

现有的资料做出大相径庭的解说，尤其在她的婚姻问题上更是如此。本文试图以一种今人应该具有的，较

古人更加公正、科学的态度去揭示李清照的女性意识，以期更加接近真实的李清照。 

一  

    男子本位的封建传统极力宣扬男尊女卑，受这种文化传统的浸染，女性也渐渐视此为天理。一些识文

断字、颇具才华的女性甚至著书立说，亲自指定下条条戒规，大力阐发封建道义。东汉班昭《女诫》

（《说郛》  七十，宛委山堂本）〔2〕列“卑弱”为第一章，谓“古者女生三日，卧之床下”以“明其卑

弱，主下人也”，并解释说“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

弱下人也。”唐宋若昭《女论语》（《说郛》  七十，宛委山堂本）〔2〕则列“立身”为第一章，要求女

子“行莫回头，语莫露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

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可见，封建道德要求女性卑弱自处，要甘居人下，卑躬屈膝，藏

头掩面。生长于相对自由开明的书香门第中的李清照却与这种封建传统格格不入，她丝毫不以自己身为女

子而自卑气短，相反她刚强自信，开朗疏放，甚至颇有争强好胜之心。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

〔3〕词，以三十三个字将其自在浪漫的闺中生活，活泼洒脱的少女形象表露无遗，全篇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和生命的热情。她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3〕词，景象壮阔，气势磅礴，其浑成豪放，不让

苏、辛。她的《词论》〔3〕历评诸大家之短，率直大胆又多中肯綮，裴畅芝谓之“自恃其才，藐视一

切……，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词苑萃编》卷9）〔4〕，“狂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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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恰见出李清照难得的锐气。《金石录后序》〔3〕记录她与丈夫赵明诚于归来堂中烹茶猜书，“中即举杯

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可见角胜后李清照那兴奋不已的神情。《打马图序》〔3〕言“夫

博者无他，争先术耳”，“予性喜博”，“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晚年的李清照犹

争先喜博，不乏留名后世的壮怀。 

    李清照和传统的封建女性的确迥然不同，无怪乎前人对李清照多有此等评语：“李有诗，大略

云……，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140） 〔5〕；“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

辛，非秦、柳也”（沈曾植《菌阁琐谈》）〔4〕；“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盖不徒俯视巾

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卷3）〔4〕。论者都是男性文人，不免以男子本位的文化传统

视角去看待李清照，而李清照无疑不符合他们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既定观念。而李清照女性意识中最可

贵、最基本的一点正是与传统观念截然相反的男女平等意识。才华过人、博通经史的李清照不言卑、不示

弱，处处崭露头角，直欲与男性一决高低，终于赢得了“压倒须眉”的赞叹！ 

    同时，李清照又毕竟是个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陶冶了她，塑造了她，当

她抛弃了封建传统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卑顺之气的时候，李清照便将典雅的东方女性美提高到一个新的境

界：“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剗金钗溜。和羞走，倚门

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3〕，这是可爱少女俏丽活泼、羞涩含情的美；“绣面芙蓉一笑开，

斜飞宝鸭衬香鳃，眼波才动被人猜。    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浣溪

沙》）〔3〕，这是年轻姑娘娇丽妩媚，于矜持中寓万种风情的美；“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

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3〕，这是美丽思妇清雅哀凄、风流蕴籍的美；“细看

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酝籍，不减荼蘼。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多

丽》）〔3〕，这是高雅才女借咏菊以自喻，冰清玉洁、风韵拔俗的美；“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

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3〕，这是老年嫠妇思乡爱国，悲凄忧愤，让人闻之

涕下的美。 

    词本有“男子而作闺音”的传统，素以柔婉蕴籍为当行本色。传统与女子天性的契合，使李清照创作

起词来更加得心应手。同时，她更以真正女性化的词作，展示出女性特有的矜持、含蓄、纯真、深挚、细

腻、清雅，使那些男性文人代拟的闺情词相形见绌。可以说，李清照借词将东方女性之美淋漓尽致地展现

出来，她的这些词作不单和那些男性文人表达居高临下的怜爱同情，甚或猥亵地观赏玩弄之情的作品绝不

相类，就是和那些男性文人客观描摹和刻意体验的作品也大相径庭。李清照这些词作透露出的是对女性那

不可替代的体貌和心灵之美的真诚而严肃的赞美，是对女性情感世界和独特品格的充分尊重和肯定，是源

于本真的对自身、对女性的真正认可。概而言之，李清照展示出既无附庸卑顺之气，又不失女性柔婉魅力

的崭新境界的东方女性美。 

二  

    唐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全唐诗》卷804）〔6〕云：“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

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自负诗才，又颇有诗名的鱼玄机尚且以身为女子，不

能登科出仕，建功立业为憾，那么，少女时代便诗名远扬，学识才华又高于鱼玄机，且争强好胜，“直欲

压倒须眉”的李清照更应该对这残酷的性别歧视表达深重的遗憾和不满。然而，易安之作中却并未流露出

多少这样的情绪，这就牵扯到李清照生存方式的问题。笔者认为，李清照既欲压倒须眉，又不以不能登第

出仕为憾。客观上纵然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现状难以改变，主观上却是因为李清照深受隐逸传统的影响，又

深知官场尔虞我诈的丑恶，故安于闺阁清净雅致环境，以保持独立人格。 

    李清照生于官宦之家。其父李格非文名甚著，为人刚正耿介。李、赵两家联姻时，李格非任礼部员外

郎，明诚父赵挺之任吏部侍郎。次年，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后进尚书左丞。

时李格非坐元祐党籍，李清照上诗赵挺之救父，有“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 〔3〕之

句。赵挺之本依附蔡京得势，后又与蔡京明争暗斗，互有升沉。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蔡京罢相一年

后复相，赵挺之罢相，五日后病卒。蔡京随即诬陷之，明诚兄弟、赵家亲戚在京者皆被捕入狱。出狱后，

赵明诚偕李清照归青州屏居。是年，李清照二十四岁。可以说，年轻的李清照对官场的残酷和险恶有着亲

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刚强率真的她对这一切十分厌恶，本就无出仕可能的李清照自然更不会再做出仕

之想。 

    赵明诚、李清照青州屏居时曾建归来堂，堂名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可见经历党争之祸的李、赵



二人对隐逸思想的认同。之后，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3〕词和《晓梦》〔3〕诗都清

楚地表现出游仙出世的思想。南渡后的《钓台》〔3〕一诗更是鲜明地表达了对汉隐士严光的崇敬之情。李

清照对隐逸思想的汲取主要是基于不满丑恶现实，力图摆脱羁绊，追求个性自由和单纯生活的精神要求，

并非真的要去求仙访道，笑傲山林。相对于“大隐隐朝市”（王康琚《反招隐诗》） 〔7〕的折中方式，

李清照从女性的角度，把社会为其规定的狭隘的生活场所——闺阁，作为其疏离于社会的“隐”的场所。

她的《感怀》〔3〕诗又云：“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作

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静中吾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这首诗将作者厌倦俗世纷扰，愿

闭于深闺，在诗思虚静中愉悦心神的心态生动地表现出来。而这种心态和传统的隐士心态实无区别。这

样，李清照便以“隐于深闺”的方式在中国文人追求自由人格，赞赏隐逸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平衡：既

可以为不逊于男子的才华识见而骄傲，又不必为不能象男子一样登科出仕为憾。 

    然而，这深闺中的生存到底有何价值呢? 李清照并不甘心只为躲避官场的纷扰丑恶而与现实作彻底地

疏离，就象对官场彻底绝望的陶渊明依然有“金刚怒目式” 〔8〕 的诗歌透露出他心底报国无门的愤懑与

悲哀一样，中国的隐士实在极少有“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题未定草（六）》）〔8〕者。李清照

《晓梦》〔3〕诗有“虽非助帝功，其乐莫可涯”之句，这说明在她心目中，游仙之乐实以“非助帝功”为

大不足。那么，李清照应该是把人生价值和辅君报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不能，也不愿以科举出仕的方

式来实现此人生价值，那李清照又是以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的呢?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主要在以下三个方

面。 

    其一，是以诗作为武器，或总结历史，或针砭时弊，或以曲笔影射现实，或直抒自己的政治主张，以

求有补于时政。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3〕深刻总结了唐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指出

唐玄宗的荒淫昏庸，臣僚间的勾心斗角和奸佞的使权作弄乃是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两首诗大处着笔，识

见超群，一反女人祸水论和歌功颂德的老调，将批判的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诗人以托古讽今的方式表

达了她对北宋末年腐败朝政的深深忧虑和对当权者的劝戒。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五月，枢密院事韩肖

胄、工部尚书胡松年使金，李清照此时已是贫病交加的“闾阎嫠妇”，却仍本着“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

乡关新消息”，“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的思乡报国之心去“沥血投书干记室”，写下《上

枢密韩肖胄诗（二首）》〔3〕，直接发表对这一朝政大事的看法。而她“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

伤”，“勿轻谈士弃儒生”，“长乱何须在屡盟”的分析和策略又实在是精辟之见。李清照确有几分政治

家的眼力，这两首诗更不亚于热血忠臣的谏书。 

    其二，借“闺房雅戏”培养儿辈抗恶杀敌的雄心豪情。面对南宋强敌屡犯，社稷危急的形势，居于深

闺的李清照特意提倡博弈游戏。她亲自撰写规则，令儿辈绘图，制成《打马图经》，通过打马博弈培养争

先精神和战争智慧。《打马赋》〔3〕引用大量典故，热情赞扬了桓温、谢安等名臣良将的忠勇和将才，极

力发挥打马博奕的深层寓意，所谓“说梅止渴，稍苏奔竞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赋末的乱辞

曰：“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杂騄駬，时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

过淮水。”将一片收复中原之壮怀和无限忧民爱国之大义借游戏小道表白出来，这在赋史上是罕见的，同

时，也正见出李清照身为女性报国方式的特殊性。 

    其三，辅赵明诚成《金石录》，以补史之缺，正史之误。赵明诚穷一生精力而成《金石录》三十卷，

李清照与其一道节衣缩食，搜罗校勘，并“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9〕；赵明诚死后，清

照独自一人继续校勘、整理，又历十余年，方最终完成，并表上之于朝。清李慈铭评曰：“赵氏援碑刻以

正史传，考据精慎”，“于唐代事尤多订新、旧唐两书之失。”（《越缦堂读书记》卷9·艺术）〔10〕谢

启光云：“（《金石录》）考订精详，品骘严正，往往于残碑断简之中，指摘其生平隐慝，足以诛奸谀于

既往，垂炯戒于将来，不特金石之董狐，实文苑之《春秋》也。”（谢刻《金石录》后序）〔11〕（P67）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3〕亦自云：“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

可见，《金石录》之撰成实为“助帝功”之举，而《金石录》之得以行世，李清照之功甚著。 

    由上所见，李清照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人生价值，她心胸阔大，眼界宽广，虽身隐闺阁，

而心在社稷。她追求着于国于民有利的独立价值，决不把自己当作男人的附庸，也决不把心智局限于闺阁

的相思眷恋、闲愁暗恨中。这正是她卓然特出于宋诸才媛，而能与男性大家比肩而立的原因所在。 

三  

    李清照女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她的爱情婚姻观。李清照的婚姻问题历来倍受关注，争论亦



十分激烈。对李清照和赵明诚，先前多有二人志同道合、伉俪情笃之论，近年方有人指出赵明诚实有冶游

纳妾举动，令李清照倍感孤独痛苦。关于李清照和张汝舟，则素有李再适张，后讼而离之，和后人诬李清

白，并无再嫁一事，这样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我们有必要先对基本史实作一下辨析。洪  《隶释》〔1

2〕卷二六载“赵君无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时代对子嗣一事甚为看重，而为避免无后

之大不孝，且为封建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唯一途径便是男子的纳妾。《金石录后序》〔3〕中李清照言赵明诚

临终时“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语出《文选》〔7〕陆机《吊魏武帝文》，此文引曹操《遗

令》“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这一典故的运用更可视为赵明诚纳妾的铁

证。宋代又倡导享乐，官私蓄妓成风，冶游狎妓几成士子风尚，连欧阳修、苏轼这样为人正派、品格高尚

的文坛领袖，也曾涉足于章台路上。赵明诚恐难免不落俗套。 

    李清照改嫁一事，宋人多有记载，已足为据。（参见陈祖美《李清照评传》91页）〔13〕 北宋前期承

唐遗风，女子改嫁尚不为过。丞相王安石在儿子病逝后就力主儿媳改嫁，社会风尚可见一斑。北宋中期，

程颐方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遗书》卷22下）〔14〕的禁欲理论，至南宋初年，已颇有影

响，李清照于此际改嫁，的确需要几分勇气。然其时另一理学大师朱熹尚只有两岁，理学的影响较明清之

际薄弱得多，故对李清照改嫁一事的记载有语涉讥讽者，亦有毫无微词者。而明清时已将女子改嫁视为大

节尽失，又有学者喜易安之词，爱清照之人，感赵、李之情，故力辨其“诬”，虽不遗余力，然实不足

信。今人已不囿于封建伦理之束缚，自应以宋人之说为是。 

    澄清基本史实后，我们再来探讨李清照的爱情婚姻观。李清照和大多数人一样追求真挚的爱情，渴望

幸福的婚姻，而她高于一般常人之处在于将志同道合的爱情作为婚姻存在的基础，她的幸运则在于她拥有

过这样一段封建社会里极难得的婚姻。赵明诚虽是官宦子弟，却嗜书笃学，决非纨袴儿郎。陈师道说他自

幼颇好文义，又好苏、黄文诗，不惜失好于父（《与鲁直书》，《后山居士集》卷10），〔15〕 可见颇有

独立见解。他对李清照也确有一份真情与爱意，他的《易安居士画像》题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

去来兮，真堪偕隐。”（四印斋刻《漱玉词》）可谓敬爱有加。李清照《金石录后序》〔3〕、赵明诚《白

居易书〈楞严经〉跋》〔11〕（P1）等文都记载了夫妻二人在搜罗天下古文奇字，撰写《金石录》过程中

得到的极大的精神愉悦。而归来堂烹茶猜书更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夫妻谐美的佳话。至于李清照那些优美的

怀远悼亡之作，更是千古流传，为人称道。李清照和赵明诚之间的确存在着“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金

石录后序》）的精神上的共鸣，这种高层次的志同道合的爱情使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岁月，给了李

清照终生不能忘怀的幸福和不能割舍的情意。这正是李清照始终维持着这段婚姻的原因所在。 

    爱情都具有排他性，赵明诚的冶游纳妾不能不使较常人更为敏感多情的李清照倍感孤独痛苦。但在封

建社会里，男子的这类行为司空见惯，根本不受什么谴责，而妒忌却被列为女子“七出”之条。也就是

说，如果妻子不能容忍丈夫纳妾一类的事，丈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休掉。在面对社会的时候，李清照

可以更多地本着男女平等的意识，锋芒毕露，洒脱疏放，去做一个独立的人；而在面对家庭的时候，她却

必须回归到一个女性，一个妻子的角色上来，去做一个女人。“无嗣”已在“七出”之列，她又岂能再妒

忌?况且李清照毕竟是赵明诚的正妻，是赵明诚精神学术上的同志，是真正终生相伴的友人，是危难中堪托

重负的老妻。冶游纳妾在赵明诚只是生理、伦理层次上的暂时行为，他的情感还是系在能和他产生精神共

鸣的李清照身上。因此，应该说，即使在赵明诚冶游纳妾的行为发生之后，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爱情的。

当然，这种爱情不能和今天一夫一妻制下绝对忠诚专一的爱情相提并论，但对李清照来说，这段婚姻却没

有破裂的理由。所以，她只能婉言相劝：“买花载酒长安市，又争似家山见桃李。不枉东风吹客泪。相思

难表，梦魂无据，惟有归来是”（《青玉案》）〔3〕。而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无奈地慨叹“酒意诗情谁与

共”，而后，“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蝶恋花》）〔3〕，含悲隐忍，以度时日。李清照

身上也体现着封建社会里女性最普遍的悲剧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李清照不过是个信奉“夫为妻纲”

的封建女性，她之符合妻德的客观表现，更多地还是源于珍惜爱情的主观追求，封建礼教的影响实在其

次， 如果说，在和赵明诚的婚姻中李清照还有几分柔弱的话，那么，她和张汝舟的短暂婚姻则充分体现出

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强个性和追求爱情与婚姻统一的高洁心志。张汝舟本是一无耻小人，他觊觎李

清照的书画古玩，便乘其病重境苦之际，以“如簧之说”、“似锦之言”（《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

〔3〕骗得婚姻。婚后即露出凶恶面目，对李清照“遂肆欺凌，日加殴击”（同上）。这婚姻里实无半点志

同道合的爱情可言，李清照便以决绝的态度，不惜受身陷牢狱之苦，甘心冒世人讥笑之耻，毅然讼告其

夫，与之离异。只要我们不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就会从这段给李清照的身心都带来重创的婚姻中更深

入地体察她进步的女性意识。李清照不但有勇气再嫁，主动追求现实的情爱，更有勇气离异，自觉挣脱丈

夫的虐待，哪怕代价惨重。从一而终的观念即为她所屏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道德更与她格格不

入。这段婚姻一直被看作是李清照的一个污点，不但在封建时代如此，在今天仍有不少人持这种态度。其



实，这段婚姻正从多个方面展示出李清照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应该说，这是李清照的不幸，却更是她人

格、观念的一个亮点。 

    综上所述，李清照有着进步的女性意识：她追求男女平等，刚强洒脱，又不失女性之柔美；她厌恶俗

世，心志高洁，却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她真诚地对待爱情婚姻，既隐

忍大度，极尽为妻之道，又勇毅决绝，断不与无耻小人苟且为伍。这位旷古才女的女性意识至今仍不乏启

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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