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亘古不变的美丽

—
以《红楼梦》为例浅析古典文学中美女标准

袁 丽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00 )

【摘 要 ]在中国几千年古典文学发展的历 史长河中
,

无论诗
、

词
、

戏 曲
、

小说
,

都充斥着大量对古代美女形象进行书写
、

刻

画的作品
,

作为古代文学经典的清初小说《红楼梦》当然不会例外
。

一方面
,

《红楼梦》是尊重女性
、

颂扬女性的
,

它的突破主要

在于看到女性长久以来生存在男性话语权为中心的封建体制 下的艰难
,

以及身处悲惨处境时表现出作为女性的尊严反杭
。

另

一方面
,

作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却依旧遵循着以 男性话语权为中心 的古代传统审美标准
,

美女即是以 男

性话语权为中心而整合 出的 色
、

才
、

德的统一体
。

【关键词」《红楼梦》 ;美女形象 ; 审美 ; 男性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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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

文 王熙凤的美是毋庸置疑的
。

王熙凤
“

一双丹凤

学作品中被书写的女性社会价值一直都被
“

男尊女 三角眼
,

两弯柳叶吊梢眉
” , “

身量苗条
,

体格风骚
” ,

卑
”

的封建大环境所包围
,

社会的大背景使我们不
“

粉面含春威不露
,

丹唇未启笑先闻
” 。

王熙凤的

能忽视女性在封建社会中处于对男性的依附地位 姿
、

容
、

韵
,

再加上华贵的妆扮
,

让这个女子显得更

的尴尬状态
。

女性以男性附属品的角色存在
,

对男 加妩媚动人
, “

恍若神妃仙子
” 。

王熙凤的美
,

是以

性的种种依附致使女性在个人行为和精神上都潜
“

色
”

为基础
,

美得如此妖烧贵气
,

无怪乎后来贾瑞

移默化地被男权话语所奴役
,

而男性也乐于以男权 凯觑王熙凤美貌
,

被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

生生送了

话语的优势地位对女性进行形象
、

气质
、

内涵 的塑 性命
。

造
,

从而刻画出自己心中完美的女性形象
。

林黛玉美得超然
。

作者巧借王熙凤之 口以及

《红楼梦》中曹雪芹通过塑造各种女性的悲惨 宝玉的心理活动着意刻画了这颗
“

世外仙妹
”

林黛

命运来反叛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
,

这展现了作者 玉的绝世美貌
。

王熙凤一见黛玉就惊叹道
: “

天下

对女性独一无二的尊重
,

但作者对美女形象的审美 真有这样标致人物 !
”

以宝玉眼看林黛玉
,

有着
“

两

实质是没有变的
。

《红楼梦》的创作本身就带着一种 弯似感非感胃烟眉
,

一双似泣非泣含露 目
,

态生两

既定的男性语言来替代女性话语
,

开篇
,

曹雪芹就 屠之愁
,

娇袭一身之病
,

泪光点点
,

娇喘微微
, ”

美丽

用
“

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
。 ”

表明了 的脸庞
,

迷人的眼睛
,

更有摄魂的身姿
: “

闲静似皎

自己男性叙述者的身份
。

试想
,

一个男性想象中的 花照水
,

行动如弱柳扶风
,

心较比干多一窍
,

病如西

女性世界
,

美女形象必是遵循着男性的审美标准
:

子胜三分
。 ”

哭泣的时候都能让
“

那些附近的柳枝花

力求外在风貌与个人内在修养达到高度统一
。

这 朵上宿鸟栖鸦
,

一闻此声
,

俱戒楞楞飞起远避
,

不忍

种审美倾向正如叶绍袁提出的规范
: “

妇人有三焉
,

再听
。 ”

(第三十七回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有着绝

德也
,

才与色也
,

几昭昭乎鼎千古矣
。 ”

所以
,

《红楼 色姿容和风流神韵
,

完全可与沉鱼落雁
、

闭月羞花

梦》的女性审美形象仍然是以男权话语为中心下的 的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媲美
。

最后感叹如此
`

袅袅婷

色
、

才
、

德统一体
。

婷的女儿
” 、 “

神仙似的妹妹
” ,

男性完全在其妍丽的

一
、 “
妇人妩媚多端

,

毕竟以色为主
”

姿容下折服
,

心向往之
。

自古以来
“

亭亭玉立
,

指如削葱根
,

口若含朱 较之林黛玉
,

薛宝钗是另一种形态的美
。

作者

丹
,

肤如凝脂
,

腰如约素
,

肩如削成
”

是男性对女性 在描写薛宝钗抽出
“

艳冠群芳
”

的牡丹花签时便隐

外在形象的普遍审美要求
。

《红楼梦》虽然是反对封 隐透露出对她容貌的赞赏
。

薛宝钗未进大观园前
,

建礼教对女性束缚的鸿篇巨著
,

在一定程度上认同 通过冷子兴之 口
,

我们知道薛姨妈
: “

还有一女
,

比

了女性的存在价值
,

但其对女性外象的审美标准仍 薛蟠小两岁
,

乳名宝钗
,

生得肌骨莹润
,

举止娴雅
。 ”

然遵循着上述标准
。

(第四回 )薛宝钗进人大观园
,

贾府上下均对她另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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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看
。

她有过人的仪容
,

端庄美好
: “

脸若银盆
,

眼

似水杏
,

唇不点而红
,

眉不画而翠
。 ”

妍丽宁好中透

露出出一种娴静华贵之美
,

让爱慕林黛玉的贾宝玉

也不禁觉得她
: “

比林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
。 ”

曹

雪芹将宝钗誉为牡丹
,

赋予她艳冠群芳之貌
。

薛宝

钗坐在炕上作针线
,

贾宝玉想看宝钗的红康香串

子
,

无意中看见
: “

雪 白一段酥臂
,

不觉动了羡慕之

心
, ”

(第八回 )愣神之下不禁想
“

摸一摸
”

那雪 白的

手臂
。

宝玉在此处的小情思何尝不是作者的想法
,

“

肤如凝脂
”

的宝钗于
“

色
”

上引人情动
,

已经映射出

古代男性的审美标准
。

由此可见
,

《红楼梦》仍然带有男性话语立场的

印记
,

在曹雪芹的潜意识中
,

要称之为美女
,

必须容

姿过人
。

一个女人的美貌仍是她们成为天之骄女

的必备条件
。

二
、 “
习技之道

,

不可不与修容治服并讲也
”

自古以来
,

巍巍中华就不缺美人
,

要想长久地

获取男性的青睐
,

必得技艺出众
,

歌姬名妓譬如柳

如是
,

苏小小等更能得到文人雅士的吹捧
,

她们能

在众多容貌 出众的女性中脱颖而出
,

除了美貌之

外
,

个人才情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

正如李渔所

说
,

女性
“

习技之道
,

不可不与修容治服并讲也
” 。

如若美人懂得才子胸中文采
,

能附庸风雅
,

巧言聪

慧
,

方可谓之佳人
。

《红楼梦》中的美女们就是作者

无意识地按照当时的社会化男权话语塑造出来的
,

其中的女性才能不只一种
,

个个美艳如花
,

能说会

道
,

惹人爱怜
。

从附庸风雅上看
,

《红楼梦》中的美人对诗词歌

赋
、

琴棋书画均有涉猎
。

才华横溢的她们是文人雅

士品茶咏花
,

月夜对诗
,

所期待的红袖添香
。 “

贾元

春归省庆元宵
”

一节中
,

贾妃有意试宝玉才华
,

宝钗

提醒宝玉将绿玉改成绿蜡以迎合贾妃喜好
。

此后
,

黛玉信手拈来而代替宝玉做的诗《杏帘在望》轻松

夺冠
。

《此外
,

惜春擅画画
,

芳官工于戏文
,

妙玉
、

史

湘云等人才学上也是佼佼者
。

她们组建桃花社
、

海

棠社
,

闲时亦以文为娱
。

曹雪芹让读者看到一群文

采斐然的莺莺燕燕
,

又特意在这些美人诗中择出最

好的诗
,

评出个最好
,

表面上看只是赞扬这些美女

们的才学
,

深究其内在原因
,

却也是迎合男权话语

下审美要求的畸形心理
。

《红楼梦》中曹雪芹笔下的

女子正是因为有了才学技艺
,

审美形象得以再次拔

局
。

另一方面
,

聪慧持家也是给佳人加分的附加条

件
。

王熙凤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

她的才能最突出地

表现在治家才能和左右逢源的人际处事之道
。

曹

雪芹借书中人物之 口全面地评价了王熙凤
,

冷子兴

评她
: “

模样又极标致
,

言谈又爽利
,

心机又极精细
,

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 ”

(第二回凋瑞家对王熙
凤又敬又畏

: “

年纪虽小
,

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
。

如

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
,

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

子
。

再要赌 口齿
,

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他
。 ”

(第六回 )王熙凤心思细腻
,

治家才能连男子都不能

不佩服
,

贾珍感叹凤姐
: “

从小就有杀伐决断
,

如今

出了阁
,

又在那府里办事
,

越发厉练老成了
。 ”

(第十

三回 )连宁国府的管家来升也不得不佩服其处事
:

“

是个有名的烈货
。 ”

(第十四回 )凤姐口齿伶俐是不

必细说的
,

她的巧嘴能讨得贾母等长辈的欢心
,

心

思也可谓是八面玲珑
,

如李纵所说
: “

是个水晶心肝

玻璃人
”

(第四十五回 )
。

在持家方面
,

王熙凤举手

投足谈笑 间就将一个封建大家族治理得井井有

条
。

王熙凤可谓是将治家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

让

人钦佩
。

另外宝钗
,

探春
,

李纵等美女也曾在大观

园中表现过这方面的才能
。

可见
,

在曹雪芹眼中
,

女性的美不仅在外貌
,

还

必须有相应的才气与其外貌相得益彰
。

这种在精

神和文学趣味上与男性心理产生共鸣的佳人才会

美得灵动
,

才更符合
“

技艺以翰墨为上
”

的男性话语

要求
。

正如李渔在闲情偶遇中所说
: “

妇人读书习

字
,

… …导之人门
,

贵在情窦未开之际
。

纤指拈棋
,

踌躇不下
,

静观此态
,

尽勾消魂
” 。

三
、 “
才德原不相妨

”

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德的民族
,

古往今来
,

妇德

一直被社会认可
、

重视和提倡
。

《礼记
·

内则》
: “

礼始

于谨夫妇
,

为宫室
,

辨内外
,

男子居外
,

女子居内
。

深宫固门
,

阁寺守之
,

男不人
,

女不 出
。 ”

曹雪芹在

《红楼梦》中同情那些被封建制度残害的女性
,

肯定

了女性对自我价值的追求
,

但其本身在对美女审美

时却也十分重视封建社会提倡的女德
。

王熙凤精明能干
,

她攻于心计
,

在权力的巅峰

中可谓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

但是她一样要烙守妇

道
。

王熙凤为体现其妇德
,

将贴身
’

r鬓平儿许给丈

夫贾琏
。

贾琏私下娶了尤二姐
,

她恨得牙痒痒
,

但

仍装得贤惠大方
,

将二姐接回贾府
,

并不着痕迹地

将尤二姐害死
。

她就是再有主见
,

再怎么 自我
,

在

她的精神世界
,

妇德也是 自我规范的重要部分
,

所

有的毒辣冷血都要以德的规范为外衣
,

这样的王熙

凤更鲜活
,

在男性话语权下也更得人心
。

林黛玉 的性格中有着叛逆和孤僻
,

她淡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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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不喜欢巧言令色
,

宛如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
,

这

是男权话语下一种高洁
、

完美的女性形象
。

薛宝钗

则代表了儒家推崇的温柔敦厚的道德理想
。

而最

典型的妇德代表也是薛宝钗
,

宝钗觉得
“

女子无才

便是德
,

总 以贞静为主
,

女工还是第二种
。

其余诗

词
,

不过是闺中游戏
,

原可 以会
,

可以不会
。 ”

(第六

十四回 )她正是相夫教子
、

贤惠持家的典范
。

薛宝

钗不仅自己烙守中国传统儒家规范
,

还以这样的标

准要求别的女性
。

有一次宝钗发现黛玉所吟的诗

中有《牡丹亭》的句子
,

便对其谆谆教导
,

即使是叛

逆的黛玉也在薛宝钗
“

女子无才便是德
”

的教诲中

羞红了脸
。

有研究表明
,

曹雪芹最美好愿望就是
“

钗黛合一
” ,

那么这个融合中肯定也是包涵 了对妇

德的肯定
。

《红楼梦》中表现对
“

德
”

的重视最明显的是尤

三姐的形象塑造
。

尤三姐出场是泼妇淫女形象
,

文

本中写到贾琏和贾珍与尤三姐调情
,

这尤三姐
“

松

松挽着头发
,

大红袄子半掩半开
,

露着葱绿抹胸
,

一

痕雪脯
。

… …竟真是他缥 了男人
,

并非男人淫 了

他
”

(第六十五回 )
,

曹雪芹这里的情感基调显得轻

浮
,

通过这两个男子的心境让读者也对尤三姐的品

行不敢恭维
。

尤三姐纵有倾城之貌
,

德行的丧失却

使其美女之名大打折扣
,

令人不由得敬而远之
,

以

致后来出现柳湘莲听闻此女
“

德
”

之败坏而退婚
。

当尤三姐听闻柳湘莲悔婚
,

准备收回定情信物鸳鸯

剑时
,

便
“

以死报痴情
” 。

曹雪芹借柳湘莲之 口赞

道
: “

我并不知道是这等刚烈贤妻
,

可敬
,

可敬
” 。

可

以说曹雪芹通过对尤三姐以死守洁的行为对其追

求自我进行赞扬
。

然而尤三姐是以拥护妇德下 的

以死殉节获得作者褒扬的
,

尤三姐这一形象在其贞

烈的点缀下才活泼生动起来
。

拥护封建传统的妇德是男权话语下 的隐形审

美标准
。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造成的
,

男

性对女性的审美标准必须要有
“

德
”

这个外延
。

不

然
,

正如《红楼梦》中所表现的
,

女性只有美貌和才

气
,

仍会让人不耻
,

让人敬而远之
。

四
、

结语

从对《红楼梦》的女性形象分析可 以看出
,

曹雪

芹在对女性美女形象的审美和前人是不谋而合的
,

《红楼梦》中的女性价值只是体现在曹雪芹先生对

女性尊严的维护上
,

对女性形象的审美标准却没有

受到这种对女性尊严维护的影响
。

它实际仍然摆

脱不了古代男权话语下的审美案臼
,

男权话语下把

美女仍然当作男性的内在附属物
。

从曹雪芹在《红

楼梦》中所表现的审美标准
,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古

代文人们对女性审美的固定模式
。

综上所述
,

古代完美的美女形象都是在男性话

语间隙下生存的
,

以至于不同朝代的文学作品中
,

女性的审美逐渐变成了男女在一定程度上的共识
,

美女的形象已成为一种趋于一致的审美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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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

人类是邪恶的
,

但并非天生邪恶
,

而是

环境使他如此
” 「6护 04

萧红深知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原

因是复杂的
,

有千百年来封建传统的茶毒
,

也有当

时物质贫乏造成的无奈
,

因而在对封建传统文化下

国民的劣根性进行批评的同时也给予了同情
。

同

样
,

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原因也是多重的
,

其中涉

及传统
,

文化
,

机制
,

人性等
,

萧红自身并没有从悲

剧中走出
,

也就注定她不能为这种境遇提供一个可

以成功反抗并彻底解脱的方法
。

但是
,

她用文字勾

勒出生活的背后那条长长的灵魂的阴影
,

让我们咀

嚼着它的幸福和 悲伤
,

并思索它的来路和去处
,

由

此对企图逃离封建传统文化悲剧的女性给予更多

的关注和重视
,

这也是研究萧红《呼兰河传》所蕴含

的文化文学的价值意义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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