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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李清照词的闺中少女形象

李 娜
,

朱秀英

(西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摘 要】北宋开放 的世风和女性意识的觉醒
,

造就 了一代才女李清照
。

李清照 以她的词著名于

世
,

其词风独特
,

自成一家
,

对我国词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

多愁善感的性格和坎坷不平的个人经

历使词人塑造 了各种典型的女性形象
,

从而折射出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面貌
,

对我们研 究宋代妇女

的生存状态有一定的意义
。

本文拟浅析李清照词的闺中少女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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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学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是
:
女性之

被重视远远超过前代
。

尤其是宋词中
,

已经形成

一个丰富多彩的女性世界
。

值得注意的是
,

女性

作为一个群体
,

也空前积极参与了文学创作
。

她

们的作品
,

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
,

展示 了宋代妇

女的生活
、

品格和思想情操
,

为研究妇女在社会

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
,

提供了丰富的

材料
。

据史料记载
,

先秦
、

汉魏六朝至唐代
,

有作

品流传下来的女作家总共不过 33 位
,

而宋代 3 0 0

多年
,

有作品传世的女词人竟多达 70 余位
。

其中

李清照的成就是最突出的
,

她才华出众
,

审音识

律
,

破门而出
,

登上须眉独占的文坛
,

写下了许

多脍炙人 口的佳作
,

为处于封建礼教重重压迫下

的中国女子争了光
,

在文学史上 留下 了不可磨灭

的光辉篇章
。

李清照 ( 10 84
一 1 151 ) 号易安居 士

,

济南

人
。

父亲李格非曾任礼部员外郎等职
,

博通经

史
,

能诗善文
,

很受苏轼赏识
。

母亲也工词翰
,

善文章
。

李清照 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

艺熏陶
。

她天资聪颖
,

勤奋好学
。

善长于词
、

也

工于诗文
,

通晓音律
,

能书能画
,

是我国文学史

上罕见 的多才多艺 的女文学家
、

艺术家
。

丈夫赵

明诚是宰相赵挺之子
,

历任州郡行政长官
。

他们

婚后的生活很优裕
,

搜集 了大量 的书画金石
,

共

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
,

著有 ((金石录》
。

靖康二

年 ( 1 12 7)
,

金统治者占领汁京
,

毁灭 了她的美

好生活
。

南渡不久
,

丈夫又病逝
,

在颠沛流离中
,

珍藏的金石书画丧失
。

晚年过着孤寂愁苦的生活
,

最后
,

饮恨离开人世
。

李清照的诗和散文都有很高

的成就
,

而主要的成就是词
。

她的词
,

以 1 1 27 年

金统治者占领汁京为界
,

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

前期

作品主要表现少女
、

少妇的欢乐生活以及与丈夫离

别后所产生的淡淡哀愁
,

多属闺中生活和咏物之

作
。

南渡后
,

在国破家亡夫逝的境遇中
,

写了一些

反映离乱生活的痛苦以及对故国的思念
、

具有时代

面貌的作品
,

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

李清照词中的女性形象与她的个人经历是非常

吻合的
。

少女的天真
,

新婚的惨别
,

故乡的眷念
,

旧都的沦陷
,

处处都刺激无穷的哀感
。

至于爱人之

速逝
,

家产之荡失
,

无人慰待
,

辗转千里
,

这样的

晚境
,

自然产生繁复的文学内容
,

塑造出各种典型

的女性形象
。

下面就以李清照不同的成长时期来分

析她在词中所塑造的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中最具青

春气息的闺中少女的形象
。

这类词大多是词人少女时代的作品
。

李清照出

身于官宦世家
,

父母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
,

从小受

到 良好的熏陶和教导
,

所以她少女便显得才情焕

发
,

连对她颇持微词的王灼在 ((碧鸡漫志》 中也说

她
“

自少年便有诗名
” 。

试看这首 《点绛唇》
,

在

仅仅 40 来字的短小篇幅里
,

她便能以自己少女生

活所特有的感受
,

抓住富于特征的细节
,

以简洁凝

练的语言
,

清新明快的笔调
,

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

一个天真烂漫而又美丽多情的妙龄少女的形象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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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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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功力不凡
:

琉罢秋千
,

起来愉整纤纤手
。

露 浓花瘦
,

薄

汗轻衣透
。

见有人来
,

袜划金权溜
,

和羞走
。

倚 门回

首
,

却把青梅嗅
。

“

跳罢秋千
,

起来墉整纤纤手
” 。

词 的开

首便写 出了一个活泼
、

美丽的少女形象
。

尽兴

地玩罢 了秋千 以后
,

纤细的手 因为 用力地握紧

秋千索而感到紧张
、

疲乏
,

一种活动量较大的

游戏
,

使这位不常用 力 的女子有点累
,

因而要

揉搓
。

因此似乎是写景
,

实际 上却是 以露喻

汗
,

以花喻人
。

轻衣 已被薄汗浸透
,

对一弱女

子来说
,

自然难禁
,

仿佛柔弱花枝难禁浓露
。

这个 比喻形象而优美
。

词人在上片中用清新简

朴的语言描绘 了游戏后 的典型动作
,

勾勒出一

个动人的形象
。

“

见有人来
,

袜划金钗溜
,

和羞走
” 。

这几

句话十足地活画了一个性格活泼
、

天真烂漫的少

女情态
。

刚刚跳罢秋千的少女
,

正在那里稍事休

息
、

突然看见来了客人
,

倘若让人看见自己的这

副样子
,

该是多么害羞啊 ! 何况封建道德也不允

许年轻女子和男 子随便见面
,

于是她赶快跑走

了
,

可 她还没来得及穿鞋
,

头上的金钗也 滑掉

了
,

只穿着袜子
,

这种狼狈样子
,

怎能不是
“

和

羞走
”

呢 ? 这虽然是诗词 中夸张的写法
,

但她当

时的慌张是可以想见的
。 “

倚门回首
,

却把青梅

嗅
” 。

这个天然活泼的少女
,

虽然带羞跑了
,

却

又不一下子跑进房里去
,

而是靠在门上观看
,

充

分表现少女的好奇心
。 “

却把青梅嗅
”

表现了少

女微妙的心理
。

一方面
,

她知道按照女子的
“

闺

训
”

是不允许 自己有这样的好奇心去观看客人

的 ; 另一方面
,

她又难以克制自己的欲望
。

这种

矛盾心情
,

使得她跑到屋前
,

却又倚门回首
,

偷

觑一眼
。

当然
,

堂而皇之地看人是不行的
,

于是

她装作对梅子清香有兴趣
,

做出嗅一嗅青梅的样

子
。

这个以嗅青梅掩饰 自己回头观客的少女是那

么的天真可爱
。

这首词用生动的笔触塑造了一个动人的女性

形象
,

而这个女性又是封建社会中上流阶层所不

多见的
。

她的活泼天真并没有被封建礼教和封建

道德所扼杀
,

词人又以赞赏的笔触大胆地把她表

现出来
,

的确难能可贵
。

在浩瀚的宋词中
,

这样

新鲜而有力的形象也是不多见的
。

如果说上一首词主要是表现少女天真活泼的

性格
,

那么下面这一首 《洗溪沙》 则已浅露出少

女淡淡的闺愁
:

淡 荡春光寒食天
,

玉炉 沉水袅残烟
,

梦回 山

枕隐花铀
。

海燕未来人斗草
,

江梅 已过柳生绵
,

黄昏疏

雨湿秋千
。

这也是李清照少女时代的作品
,

这时词人已

到青春妙龄
,

这首词从春日景色和人物情态的描

绘中
,

透露出一种妙龄少女的淡淡闺愁
。

这是一

个寒食时节春光融和 的天气
,

按说在这春风和

煦
、

春意盎然的时节
,

青春年少的女孩子们一定

会早早地起来
,

收拾打扮之后
,

走出闺阁
,

去尽

情欣赏这明媚的春色
。

可是词人这时却是春梦初

回
,

娇弱墉懒
,

连睡觉时掉落的花锢
,

也无心拾

起戴上
,

任其为山枕所隐 ; 而且只是望着从那焚

烧沉香的精美香炉里袅袅升起的残烟出神
。

试问

词人一梦醒来
,

何以会如此娇倦失神呢 ? 看来她

在梦中似有所思
,

醒后在回味
、

思忖
。

随着时光

的流逝
、

年华的增长
,

李清照已渐渐由天真烂漫

的少女走向多情善感的青春年华了
。

那缕缕情

思
,

不知何时已悄悄地潜人了少女的心扉
,

所以

词人没有别的少女那样浓厚的赏春兴致
,

而是独

守闺房
、

凝视残烟
,

若有所失
。

寥寥几句
,

通过

室外春色融和
、

逗人冶游
,

与室内残烟缕缕
、

一

派孤寂这样的景物描写和不协调气氛的渲染
,

加

上主人公春梦方回
、

无心整饰
,

任那
“

山枕
”

隐

没
“

花锢
”

这样极富有特征意义的神情描绘
,

把

妙龄少女那多情的内心世界和娇情独处的情态生

动逼真地展现出来
。

春 日里天气日渐转暖
,

尽管那海燕还未飞来
,

但那些天真无邪的少女们
,

不等天气再转暖和些
,

就迫不及待地纷纷走出闺房
,

去踏青觅胜
,

去搜集

奇花异草
,

兴致勃勃地玩起斗百草的游戏来
。

词人

感到那江梅凋谢
,

柳絮飘飞
,

春色已在渐渐消失
,

因

而触动了自己 的伤春情怀
,

甚至由梅及己
,

有一种

迟暮之感向自己袭来
。

作者是非常喜欢荡秋千的
,

《点绛唇》 便生动地记述了词人一早起来就到园中

尽兴地荡秋千的情景
,

可是现在从晨到昏
、

事事无

心
,

眼看暮色已经降临
,

还独自守在窗前
,

默默地看

着那疏疏落落的雨打湿那渐渐被夜色吞没的秋千
。

读到这里
,

我们不难想象出这少位少女此时的复杂

内心与神情
。

全词借助于景物的描写
、

形象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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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巧妙的对比
,

逼真地写出了一个妙龄少女伤春

惜红的婉曲深情
。

总之
,

李清照的词
,

以凝练的语言
,

清新明

快的笔调
,

成功地为我们塑造了极为生动活泼的

闺 中少女的艺术形象
,

清新隽永
,

令人回味无

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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