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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花似锦的词学世界里，出现了众多妖娆娇

媚的女性形象。概括起来，不外乎三类：侯门思妇、

民间女子和歌妓舞女，她们成为众多词家笔下咏之

不尽的对象。但是大部分作家只涉猎其中某一类：

李清照笔下多是“人比黄花瘦”的贵族女性；韦庄多

些“垆边人似月”的民间少女；晏几道多写“记得小

萍初见”的歌妓舞女。欧阳修的词作虽然不多，但

是他笔下却万紫千红，群芳尽现。本文从分析这三

类女性形象入手，并进一步探讨了欧阳修之所以能

够刻画的如此全面的原因所在。

一 侯门思妇
这类女性形象具有一定的地位，处于社会的上

层。她们的丈夫或为功名，或为其它原因离家远

行。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她们独守空闺，一任青

春流逝，红颜老去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塑造这类女性时，欧阳修把她们按照心目中理

想化的形象来摹写。所以她们从外貌到举止“寸寸

柔肠，盈盈粉泪”（《踏莎行》）、一笑一颦“小炉独守

寒灰烬，忍泪低头画尽”（《桃园忆故人》），都是风流

华美、高贵优雅的。用周济对温庭筠的评语“深美

闳约”，“酝酿最深”因而“其言不怒不愤，备刚柔之

气”，[1]来形容这类女性形象亦不为过。

这些女子生活的全部重心就在于等待，生命的

亮点只在于那个曾经深爱如今远离不归的男子。

“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蝶恋花》）；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熏风暖摇征辔”（《踏莎

行》）；“看花拭泪问归鸟，陌上逢郎否”（《洛阳春》）；

“梨花最晚又凋零，何事归期无定准”（《玉楼春》）。

她们在无尽的等待中感到青春的消磨：“自古。红

颜能得几时新”（《定风波》），但是他们没有柳永词

中的怨怼，我们只见其痴而不见其怒。作者在这类

女性形象的描写上偏重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别

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

书，水阔鱼沉何处问？”（《玉楼春》）“枕前前事上心

来，独自怎生睡？”（《蝶恋花》）以此来表现这些少妇

独守的凄苦和寂寞，来衬托其心灵的真纯静美。虽

然她们也悲哀，但我们更多的看到她们的坚贞，专

一，痴情而又执着，往往令我们忘其悲哀而关注其

美，集中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中“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的传统美学标准。因此她们的形象和柳永词

中的女性的任性恣肆完全不同，显示出了内敛含

蓄，妩媚优雅的特征。

欧阳修词中这类女性形象的出现与他显赫的

社会地位和中国传统的“男子作闺音”的文化心态

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欧阳修虽然一生仕途起伏跌宕，但是最后依然

官至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等职，位极人臣。身为

朝廷重臣、文坛领袖，他有着别于常人的高雅的审

美追求和审美情趣。多年养尊处优，雍容典雅的生

活使他形成了一种“华贵而不肤浅，沉郁而不枯寂”

的内在气质。所以作者这类词的华贵并不专主形

貌，而在于飞扬的内在精神。他不着于锦绣字面的

堆砌，而在于格调的渲染，并保持了一种温婉的气

象，使其不显得凄厉哀伤，显示出大家风范。欧阳

修写作此类作品是为了更完美地表现出个人生命

内在气质的美好与丰富，正如刘熙载在《艺概·词曲

概》中所说，在词学创作上，欧阳修和晏殊两个人都

接受冯延巳的影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

深”。[2]表现在词的创作上，呈现出格调闲雅，气象

华贵的风格。

中国传统以来的“男子作闺音”写作范式的影

响，使欧阳修也借助这类作品表达自己“仕途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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坷”、“素志难酬”的人生感慨。“男子作闺音”是男子

出自对社会中自我的观照，以女性代言来感慨男子

自己的臣妾心态。欧阳修一方面把女子作为美丽

的“物化”形象；另一方面又将自身转化为女子的角

色，即在对异性观照中又隐含着对自身的观照。“泪

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蝶恋花》）表面

上似乎是写一个闺中贵妇在暮春时节的哀怨，其实

是痛悼以花为象征的所有美好事物的凋零，同情所

有生命自身无法克服的悲哀，进而表达出对人生匆

匆而无奈的深刻体验。作者把离别这一普通的生

活现象提高到人生与哲理的角度来思考，这已经超

越了单纯的闺怨离恨而扩展为普遍的生命哲理。

“雨横风狂”不仅关联结尾的“乱红”，而且还暗示青

春与爱情遭受到风雨的摧残。“三月暮”象征青春已

逝，“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是这位少妇赋予“黄

昏”与“春天”以人的情感，从而表达了对年华老去

的痛苦。而欧阳修则借此表达了自己功业无成的

痛苦和迷茫。

女性青春易老的愁怨情思与欧阳修的仕途被

弃感和人生失落感有相通之处。欧阳修的这种感

受往往自己难以言说，但是却在借女子声口、道女

子心声的同时暴露出自己内心的隐秘。写美女的

生不逢时，有才难展，孤独、寂寞、伤感，也是寄寓欧

阳修年华虚掷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慨，表达

“才人沦落”之悲。“洛阳春色待君来，莫到落花飞似

霰。”（《玉楼春》）对离人的殷殷嘱托，嘱咐离人一定

要早早归来，赶上大好的“洛阳春色”。也就是说要

离人好好珍惜女子的大好青春年华，“有花堪折直

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更进一步借此表达了欧阳

修深层意识的两性相通的女性化愁怨情思。

二 民间女子
这类女性是指普通的市井女子、农家女子或者

渔家女。她们来自民间，所受的封建礼教束缚相比

较薄弱，有自由恋爱的机会以及追求爱情的勇气。

她们爽朗明快、泼辣大胆、娇声憨态并天真调皮、机

灵多情。

在这些女孩子身上，欧阳修去除了侯门思妇的

端庄雍容，也没有歌妓的香艳秾丽。并且一扫以往

的悲悲切切之声，出现了轻松欢快的格调。欧阳修

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浅近直白的语言、自然流转的

音韵、描摹入微的笔调勾勒出女孩子们的憨态可

掬，媚态可怜。音容笑貌，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去

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

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

春衫袖。”（《生查子》）写一对情人的几度欢喜、几度

愁，女孩子的娇媚、痴情、失望写得活色生香。“凤髻

金泥带，龙纹玉掌梳。走来窗下笑相扶。爱道画眉

深浅、入时无。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等闲妨

了绣功夫。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南歌子》）寥

寥几笔就刻画出新婚女子聪明，俏皮，以及恃宠弄

娇的情态。“花底忽闻敲两桨。逡巡女伴来寻访。

酒盏旋将荷叶当。莲舟荡。时时盏里生红浪。花

气酒香清厮酿。花腮酒面红相向。醉倚绿阴眠一

饷。惊起望。船头阁在沙滩上。”（《南歌子》）此词

设境秾艳，但风格却清新明丽，展现出活泼、大胆、

清纯的水乡姑娘形象。“好个人人，深点唇儿淡抹

腮。花下相逢、忙走怕人猜。遗下弓弓小绣鞋。刬

袜重来。半亸乌云金凤钗。行笑行行连抱得，相

挨。一向娇痴不下怀。”（《南乡子》）细致入微地刻

画了少女幽会时仓皇紧张而又渴望爱情的心理，通

过女子前后行为的描写，真实的展现了青春少女的

独特的情态。欧阳修既写女子的“形”，又写女子的

“神”，给人一种清新、轻灵、素朴、淡雅的独特风

格。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喜爱和尊重。

欧阳修对这类女子的传神刻画来源于他生长、

仕宦环境以及他独特的成长和婚姻经历。

欧阳修为江西人，生于绵州，十九岁前成长于

位在楚地的随州。南方山水秀丽明媚，气候温润，

风土的熏染形成文学上婉丽、深美、柔缓、清绮的格

调，并注重抒情，在南朝时代就有许多真挚率直的

《采莲曲》和情歌传唱。这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欧阳

修有非常大的影响。以此背景涉入西蜀南唐以来

本具南国情味的词体，自然能掌握其唯美绮丽、纯

情柔媚的格调，再叠加宋词言私，言情、柔媚的文化

定位，使欧阳修在这个方面更发扬的恰如其分，率

意表现自己的性情怀抱。冯煦所说的“深婉开少

游”，即指欧词在这些方面的特征与影响。

欧阳修自幼丧父，依母长成，女性主导的家庭

环境使欧阳修的性格具有细腻多情的一面。他有

过三次婚姻生活的体验，与三位妻子生死离别、悲

欢离合的情感体验使作者对爱情有着超乎常人深

刻的理解。甜蜜而又痛苦的情感经历使欧阳修能

够用真性情去理解女性的心理、感情。使他能用真

诚的情感和心理体验去描写女性的喜怒哀乐，揭示

他们真实的心灵世界。对每种爱情情景中的女子

都能设身处地的去感受，去表现。很多词就是他自

己情感生活的艺术化体现。同时这样强烈的感情

经历也使他不吐不快，使他不满足于宋词幽隐深约

的传统审美风格，委婉曲折的表现手法。从而开创

了自由大胆、活泼生动、富有生活气息的民歌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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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词作。顾随先生就认为六一词是热烈而清狂的，

即使是一些伤感词，也不乏热烈之气。[3]“人生自是

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玉楼春》）说明欧阳

修正是一个锐感而多情的诗人。

三 歌妓舞女
这类女性主要是指封建社会中被士大夫作为

佐欢玩物的妓女。她们年轻貌美，多才多艺，婉转

多情。她们在欧阳修笔下摆脱了以往的浓郁和媚

俗，而表现出更为出色和动人的女性化特征：非凡

的姿色、容光、技艺，娇美照人。

欧阳修目光专注于这些女子时，与温庭筠对歌

妓做错彩镂金的描绘，予人富贵华美的审美感受不

同。欧阳修运用类似工笔画的技法，细致描绘，玲

珑勾勒，刻意地去表现这些歌妓舞女作为女性所独

有的诱人的外型特征。对她们“玉如肌，柳如眉，爱

着鹅黄金缕衣”的外貌打扮（《长相思》）、“拟歌先

敛，欲笑还颦，最断人肠”的神情体态（《诉衷情》）、

“画堂雅宴。一抹朱弦初入遍。慢捻轻笼”的歌舞

演技，（《减字木兰花》）进行了更加细腻而生动的观

察与刻画。使得他笔下的歌妓形象在外貌上呈现

出精致可观的特点：或天真烂漫、娇美可人：“云曳

香绵彩柱高，绛旗风飐出花梢。一梭红带往来抛”

（《浣溪纱》）；或热烈奔放、才艺出众：“歌檀敛袂，缭

绕雕梁尘暗起。柔润清圆，百琲明珠一线穿”（《减

字木兰花》）；或娇弱慵懒、郁郁寡怀：“托腮无语翠

眉低”（《浣溪沙》）。令人过目难忘。

欧阳修这样的写作手法当然与以往那些炫耀、

卖弄今夜饮酒狎妓艳遇的作者不同。他以一种纯

粹男性的娱乐审美的眼光去欣赏和观察这些女

子。这与北宋的社会风尚和欧阳修不苟于流俗的

个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南唐以来，词就是一种长于风月描写的文

体。词在五代西蜀、南唐宫廷中得到畸形发展，“花

间”词人着力描写女子的面貌、服饰等外部形象，脂

粉香泽，秾艳绮靡，刻意追求一种感官享受的美，形

成盛极一时并影响深远的“花间词风”。这种风气

一直延续并影响北宋初年的词的创作风格。

北宋初期，由于国家恢复安定，经济逐渐繁荣，

国家不禁止士大夫家蓄养歌儿舞女。宋王朝的优

遇文官，使他们地位很高，而宋王朝的积弱不振，盛

世难再，使他们对外在事功早已兴趣大减，行为放

荡不羁。与“盛唐气象”相较，宋代“时代精神已不

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

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

位”。[4]他们的心态内敛退缩、纤细柔弱，近乎“女性

情感”。人生的通达得意，又逢年轻体壮，有优裕的

条件，遂流连于酒筵樽前，征歌逐舞，按板听唱。文

人的艺术趣味多在“香闺绣房”，以男性欣赏的眼光

去写歌妓舞女的花容月貌、莺声柳姿、娇情媚态，追

求心理上、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

歌妓舞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男性晏欢的

佐物，所以职业使她们必定极尽修饰，但由于欣赏

主体的特殊性，她们的打扮必定艳而不妖，迎合文

人的审美习惯。而男性对于这些女性无论从外在

的体态美貌，还是内在的情感需求都只是作为一种

娱乐审美来看待。大多数这种地位的女性出于地

位和生存的需要，会与官员有些亦真亦假的恋情，

笼络对方。一定程度上，双方都抱有一种娱乐的心

态。基于这样的原因，这些女性被纯粹作为一种娱

乐审美来描写，以平和的审美心态来娱乐、娱情并

达到娱心的目的。

另外，欧阳修本身亦具有多重人格，在仕途与

私生活两方面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政治

上他是朝廷重臣，但在感情上他又敢爱敢恨，公然

享受醇酒美女。宋人笔记《钱氏私志》记载说：“欧

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

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

才无行，共白于公，屡讽而不之恤。”[5]这一则创作

“本事”记载凸现了欧阳修不同流俗、不顾人言、我

行我素的张扬个性。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时才

25岁，刚刚踏入仕途，但他却“有才无行”，任性地与

自己喜欢的歌妓厮混在一起，并且拒绝听从同事友

人的劝说。欧阳修自己说：“纵使花时常病酒，也是

风流”（《浪淘沙》）。这些都是他放纵性格的一种体

现。所以欧阳修在面对自己所欣赏的对象的时候

敢于做大胆的观察，并且不忌讳做公开表达。

总之，欧阳修笔下的女性形象是丰富多彩的，

并且呈现出雍容华贵、娇声憨态、烟视媚行的风味

各异的美学特征。北宋追求享乐的社会风尚，词风

将变未变时所留下的巨大的创作空间，“男子作闺

音”的传统诗歌创作模式，加之欧阳修独特的个人

情怀让他能够谱写出如此满园春色的群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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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Ouyang Xiu’s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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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lorful world of Chinese poems，there are a great many charming female characters. They
generally fall into three types：rich hostesses，ordinary women，and geishas. They have appeared in numerous poems.
Although Ouyang Xiu didn't leave many poems，they cover all these characters，which are featured by grace，charm，
and great att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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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imeng Suoyan is a fiction of historical sketches written by SUN Guang-xian of late Tang Dynasty，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pus source because the language of this work is more oral.
This paper，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semantic,morphological and word-order form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disyllablic
words in Beimeng Suoyan，shows the charicters of the coordinated disyllablic words of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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