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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女性审美视角主要包括外在的容貌、形体，内在的品德、性情．这四方面均可对应于意象t花、

水、玉、月来表现．后世文学不断吸收这些丰富营养，并继承和发展，形成女性审芙传统即女性与花水玉月文化割

舍不断的民族血缘情结，也造就中国古代整体审芙典范．更多素尚的是与女性审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中争、

阴柔虚静、玄远鼠逸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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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过：“每个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

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

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

确地衡量。眦1]据统计，《诗经》中涉及到女性形象的

诗歌共有101首，约占诗经篇目的三分之一，有学者

据此而称这部作品为女性文学。嘲《诗经》作为中国

文学百花苑中的一朵耀眼的奇葩，开启了中国文学

璀璨的画卷，它的诗篇中与女性相关的一些意象原

型逐渐变成了民族女性审美文化意象．与女性有着

难以割舍的血缘情结。

一、赞誉连绵的花间丽人

《诗经》里大量用花比喻女性的色美，用极富生

命力的娇艳鲜花为喻象，美女如花成为中国传统女

性审美经典．所谓秀色可餐。我们打开《诗经》，。彼

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之如何，寤寐无

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兰，有美一人，硕大

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恫恫。彼泽之陂，有蒲菡苒。

有美一人，硕大且俨i寤寐无为，辗转伏枕。”(《陈风

·泽陂》)篇中反复不断变幻的花草展示出了诗人的

关注点：这里有一个如荷花一样清爽、兰花一样芬

芳、菡萏般闪耀着青春光润的姑娘。还有，“桃之天

天，灼灼其华(花)”(《桃天》)，天天，花婀娜多姿状，

暗喻新嫁娘容颜明艳娇美，极具神韵，“美如英(花)”

(《汾沮洳》)，。华如桃李”，“唐棣之华”(《何彼辕矣》)

。颜如舜华”，“颜如舜英”(《有女同车》)，“有女如茶”

(《出其东门》)“视尔如莜”(《东门之扮》)，我们看到

《诗经》里赞誉女子颜色美就说她像桃花、李花、唐棣

花、舜花、锦葵、荷花一样，或鲜艳夺目，或典雅大方，

或清丽俊秀。那艳丽的桃花，正象喻着“之子”的美

丽，象喻着少女的馨香和青春的气息。清代诗经学

者姚际恒对此评价极高，其《诗经通论》说：“桃花色

最艳，故取以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方玉

润也说：。(一章)艳艳，开千古词赋香奁之祖。帕]1‘

英国王尔德曾说过：第一个把花比作女人的是天才。

《桃夭》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把桃花比作少女的，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天才的比喻。

花开色美，花败人衰，花落人亡。自《诗经》之

后，花便与美女结下不解之缘，花，这一美女的喻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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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实实在在走到了女性的身边装饰点缀着女性的

美，李白有《宫中行乐图》：。小小生金屋，盈盈在紫

薇。山花插宝髻，石竹绣罗衣。”小宫女在头发上插

满了鲜花，一脸娇柔可人的神态。再看“去年今日此

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可那桃红、佳人、韶光现如

今俱在么?至于王昌龄的《采莲曲》中“荷叶罗裙一

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朵朵盛开的荷花之间采莲

女的脸颊更是无比娇美。更有《牡丹亭》中那姹紫

嫣红、赏心悦目、幽然静绽的花丛，它把杜丽娘的美

丽姿容变得更加鲜亮的同时，她的心情似乎也更加

寂寞了．花是女性的装饰，花更是女性的性情、气

质、风度。在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特定的花已经成

为某种品格的象征。牡丹雍容华贵，国色天香，莲花

“出淤泥而不染”，梅素称岁寒三友之一，这些都对后

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红楼梦》的人物形

象是以女儿为轴心的情况相对应，曹雪芹创造了一

个以花为中心的意象群⋯⋯起用色香品格不同的

花，来喻指书中众多的青年女子：牡丹一宝钗，芙

蓉一黛玉。海棠一湘云，榴花一元春，玫瑰一探春，莲

藕一香菱⋯⋯写到了关合各人个性气质姿容品貌各

异的花，诸如富贵的花，清幽的花，娇嫩的花，带刺的

花，斗寒的花，迟谢的花等等；更把人带到了由那含

苞的花，盛开的话，结子的花，解语花、并蒂花、楼子

花、鲜花着锦、饯花葬花、花魂默默等等构筑的情趣

迥异的境界。巩‘]

二、倘佯水边的曼妙女郎

水，与人类生存极为密切的自然物质，在经历了

极为漫长而深厚的民族心理积淀之后，已然成为装

载极具复杂深层文化内蕴的原型意象，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有相当多的成分是与对女性的认识相重叠

的。诗经中“在水一方”的伊人．屈原“目眇眇兮”的

湘夫人，到曹植倾心爱慕的洛水女神；从苏轼“望美

人兮天一方”的慨叹，到“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的女性悲吟，水与女性的共存共现，已成为中华民族

自原始先民时代即已固定并流传下来的一种集体无

意识。作为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女性与水的血缘

情结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范畴，最早可循迹至《诗

经》并突出表现于国风部分。据统计，《国风》中与水

有关的诗歌共42篇，其中，涉及到女性的就有28

篇，这里面不仅注重对女子外表的静态描绘，而且注

重通过言笑举止突出其动人神韵，让人感受到这些

女子妩媚的同时，亦体味到她们从容自由的心态和

鲜活亮丽的生命。

《诗经》中貌美如花、体态轻盈的女性常常以水

为背景，她们的活动地点如劳动、恋爱、相思大多是

在水边进行，春日烂漫的溱洧水边，迷茫浩淼的汉水

之滨，清澈澄明的淇水边，在洋溢着自然生命气息的

水边，天然健康的女性焕发出广泛的活力和柔美，她

们神态似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一双水汪汪的

大眼睛波光流转，顾盼生辉。．她们轻盈体态如水，亭

亭玉立，婀娜多姿，匀称舒展富有优美的曲线，“舒窈

纠兮”(《月出》)，“窈窕淑女”(《关雎》)，。舒忧受兮”．

“舒天绍兮”(《月出》)。对于其中“窈纠”一词，余冠

英解释为“形容女子行动时的曲线美，就是曹植《洛

神赋》所谓‘婉若游龙’什．也就是形容佼人“行步安

闲，体态苗条”，。有女同行，颜如舜英．将翱将翔，佩

玉将将。”(《郑风·有女同车》)美丽的孟姜像木槿花

一样鲜艳．体态轻盈，似鸟儿飞翔般婀娜飘逸．她们

柔情似水：“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兰兮．

女日‘观乎?’士日‘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

且乐，唯士与女。依其相谑，赠之以芍药。”(《郑风·

溱洧》)温馨春日，涣涣春水，往往会引动人们与伊人

相共的柔情，难怪贾宝玉赞道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诗经》中有不少水与情事结合的篇章：“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周南·关雎>)

“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陈

风·泽彼》)“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

泳思。”(《周南·汉广》)“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

伊人．在水一方。”(《秦风·蒹葭》)水还增添了佳人

的美感，使君子步人审美的幻觉，水成为不可逾越的

距离，在水一方的伊人，天水之间，遥遥不可触及，沉

淀成为一种愁思，“盈盈一水问，脉脉不得语。”传达

着一种悲剧心理，一种阴柔隐秀的美．

三、佩玉踏踏的女中君子

。玉，石之美者”(《说文》)，它比石器质地坚硬

具有更佳的使用效果，采集和打磨也更有难度，又有

丰富的纹理、柔和的光泽和温润的触觉，使它成为贵

重物品而受到人们器重。在周人的社交活动中，玉

被视为最重的礼品相赠和回馈。。锡(赐)尔介圭，以

作尔宝”(《诗·大雅·崧高》)、“何以赠之?琼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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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诗·秦风·渭阳》)、“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

琚”(《诗·卫风·木瓜》)玉在周代有其特殊的文化

内涵，它不但保留了几千年来积淀在它身上的贵重

成份，而且随着周人崇尚精神品德的文化特点的形

成又被赋予了新的高尚典雅而完美的品格，通常用

来比喻有德的君子，以为它的质地、光泽、硬度、纹

理、音色体现了仁、义、智、信、洁的美德，所以主张

“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成了时人最崇尚的佩饰，

而佩玉的摆动发出的悦耳之音，正与淑女端庄典雅

的举止相协调，共同组合成一种和谐的美的风范，很

漂亮的女子，但更美的是其悠娴雅致的举止，所以能

使男子“情念虽深，心非淫荡”，不敢有丝毫菲薄之

意。再如言女子之美，常用玉作比，喻为“有女如玉”

(《周南·野有死唐》)，“彼其之子，美如玉。”(《魏风

·汾沮汝》)女子还常以玉为佩饰，如“佩玉将将”

(《郑风·有女同车》)，‘巧笑之瑶兰、佩玉之傩"(《卫

风·竹竿》)。美玉与美人的精神气质发生了共鸣。

对玉的偏爱，使人们有意在玉身上寻找时尚所推崇

的种种美德，这才有了以玉比德的独特文化，也体

现周人审美理想：温柔贤淑。在周人眼中，评价一位

女子美丽与否的最核心的标准便是“以德为美”，着

重强调女子内在的精神气质。三百篇开卷之作《关

雎》就为我们迎来了中原文化圄中的第一位美

女——“窈窕淑女”。这位令君子“辗转反侧，寤寐思

服”的女子，到底美在何处呢?诗中用“窈窕”和“淑”

字来形容。“窈窕”在现代汉语中是一个词，然而在j、

先秦时期“窈”和“窕”分别具有不同的含义，《说文解7

字·段注》中讲“美心为窈”，“美状为窕”，“淑”是善

的意思。从古人对这三个字的训释来看，我们可以

明显地看出，周人在赞美女子时更加侧重的是其心

灵深处的品性。 7．

后代文学一般想要体现女性的美德，就集中在

女性玉饰品描写及人体美的玉意象上，《羽林郎：》量

胡姬“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陌上桑》里秦罗

敷“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孔雀东南飞》中刘

兰芝“头上玳瑁光，耳着明月铛”，玉几乎也是女性人

体美的象征词，对女子白皙苗条的肌肤身段称“冰肌

玉骨舢冰清玉洁“温香软玉”、称女子容颜为玉容，

“玉容谁得顾，倾城在一弹。”白齿为玉粳，“白酥润冰

笋手，乌金渍玉粳牙。”手臂为玉臂，“香雾云鬓湿，清

辉玉臂寒。”玉腕“仙仙徐动何盈盈，玉腕俱凝若云

行．”玉指“玉指调筝柱，金泥饰舞罗。”尤三姐饮剑，

也如揉碎桃花，玉山倾倒。玉外表的圆润光滑、色泽

柔和、给人一种温馨、宁静、和谐的感觉，是一种恰到

好处的美。

四、月色皎皎的女儿情怀

月亮，也是中国诗歌的一个母题，是一个积淀着

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始意象，“对早期母系社会(包括

埃及、非洲及波斯等地)的研究发现，象征女性的月

亮女神在当时部落生活中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

当母系社会渐趋成熟，月亮更逐渐取代了大地女神

的地位，且成了众生之神。叽5]在中国诗歌史上，《诗

经·陈风·月出》第一次传达了月亮和女性之间的

对应关系，“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

兮。”勾画出了一位想象中的在月光下婆娑起舞的美

人。“月光和美人交相映衬，使女子的容色之美和体

态之美，融人朦胧月色之中，使‘佼人’增加了一层神

秘感，具有一种朦胧的美。也使美女与月亮紧密联

系在一起，写月之皎洁，旨在‘喻妇人有美色之白皙，

(《郑笺》)，用明月比喻心爱姑娘的肤色在我国文学

史上可算是最早的一篇了，这是一个天才的创造，以

后文学作品，用明月写美女多少受到它的影
响。”啪3“ ‘。

月亮柔和、随意的光辉，更能唤起人们心灵深处

的情感，更加强烈大胆的表现真挚的情怀。《诗经·

东方之日》中“东方之日⋯‘东方之月”不仅有时间意

义更有烘托女子形象和净化诗境的多重作用，诗人

把女主人公放在皎洁的月光下，读者自然想象到她

“眉目艳新月”(李白《越女词》)的姣好姿容，更感受

到她纯洁坦荡的心灵。此后，文学作品中就常以日

月来形容烘托美人了。请看，宋玉《神女赋》日：“其

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

月舒其光。’’‘‘由于把男女恋情放在朝日、夕月这两个

特定场景下，诗的境界既壮阔、明丽、光华灿烂而又

空灵、柔和、澄鲜清澈，把这对青年男女的恋情烘托

的既热烈欢快，无拘无束，又温柔亲切，缠绵悱侧，具

有更为动人的魅力。’，[3]2‘1

见月思美人，以月比美人，浪漫神秘，温柔迷人

的月亮是女性的象征，也蕴蓄着女性的情感，诗人所

揭示的对应关系已经在人们的审美经验中得到历史

的继承，为后代诗人的构思提供了由此出发的艺术

前提和继续发展的方向。“若见天涯思故人，浣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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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窥明月”(《李白·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常建·宿王昌龄隐

处》)。M·艾瑟·哈婷在《月亮神话》中说：“无论在

当代还是古典诗歌中，以及时代不明的神话和传说

里，月亮代表的就是女人的神性、女性的原则，就像

太阳以其英雄象征着男性的原则一样。”月代表了

美，也代表了爱，后世描写月亮与女儿情怀的视角手

法更加纯熟丰富，深化并提升了月亮原型的内涵，有

明月、冷月、残月、斜月，“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欧阳修·生查子》)“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晏几道·临江仙》)“杨柳岸，晓风残月。”(《柳永·

雨霖铃》)“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拂墙花影动，

疑是玉人来。”(《西厢记》)⋯⋯等众多的女儿情怀。

先民通过花、水、玉、月这几种自然界的视觉实

体，融合色、形、态、味等多种生理和心理感觉，经过

想象联想，在漫长过程中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型积淀

成为民族文化审美意象，更加呈现复杂性，正如廖群

所说：“一手牵着原始的意象，一手牵着人文的话题。

脚已迈进文明的门槛，这才应是《诗经》文化定位的

所在。呱63而女性与花、水、玉、月的立体、多元的审美

文化血缘情结，直接参与和建构了中国古典美学范

畴的生成，即崇尚阴柔、虚静、自然、中和，玄远飘逸

的气质，并以此作为美学上的最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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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郝雪霞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科技信息(学术版)2008,""(4)
    <诗三百>中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由于解读者所站立场不同、所选视角不同及身份和地位等的不同而使得<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征

.将<诗经>中出现的各种女性形象划分为不同的类形并加以分析,有利于不同读者对<诗经 >相关篇章的理解.

2.会议论文 陶琳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 2004
    本文通过对《诗经》中所涉及反映女性形象的众多诗篇加以全面的比较分析，来考察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个性特征、道德风

尚、生活情趣，进而对《诗经》这部先秦典籍的历史性、社会性、思想性、艺术性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3.期刊论文 姚婷 《诗经》中女性内心的激昂之声 -安徽文学（下半月）2010,""(2)
    <诗经>中塑造了众多女性形象,她们外在的容貌、形体,内在的品德、性情都独具特色.她们在诗中的形象异彩纷呈,有悲有怨有恨,有善有乐有悦.正

是这些丰富的内心情感予以她们以灵魂和生命,也展现了她们独特的审美意识和心理,展示出上古时期女子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同时,也生动再现了劳动人

民的爱情婚姻生活,反映了他们崇高的精神境界、高尚的道德情操、健康的审美意识.

4.期刊论文 何莉丽 自然纯朴秀外慧中——《诗经》中的女性形象解读 -新西部(下半月)2009,""(7)
    本文通过对<诗经>中的女性形象分析,认为<诗经>中塑造了众多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 女性形象,她们集外在美和内在美于一身,表现出对人的个体

价值的强烈追求.同时探讨了周代社会对女性的价值标准和心理取向的要求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5.期刊论文 张志群.Zhang Zhiqun 《诗经》和《楚辞》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绥化学院学报2006,26(4)
    <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两大源头分别刻画了不同的女性形象,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倾向.<诗经>女性外貌形体具有实用性审

美色彩,性格上具有阳刚性特征,气质上属于世俗型风格;而<楚辞>女性具有纯审美色彩的外貌形体,阴柔型性格特征和浪漫性个性气质.二者作为文学的两

大源头,分别奠定了后世女性描写的不同基调.

6.期刊论文 史玉梅 《诗经·国风》与"花儿"中的女性形象 -攀登2007,26(3)
    塑造女性美是各个时代文学的主题.<诗经>与"花儿"中的女性形象,均以自然健康、任性乐观的面目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和艺术的享受,使我们感受到

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民歌内在的创作规律,这也是人类发现美和创造美的审美积淀.

7.学位论文 张雪梅 《诗经》时代女性审美论 2007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女性形象丰富多彩，既包括以女性为创作主体的诗篇中的女性形象，也包括男性创作的作品中的女性形

象。对这些女性形象所具有的独特的美的特质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清晰的了解人类文明之初的一个重要时期——周代社会的审美特点以及女性的生存状

况和精神风貌。

    全文将近4万字，分为三章。

    第一章是溯源部分。分析讨论了史前时期主要是新石器时代的审美观念的发展和女性的审美特质。从“美”“善”“好”等字源学意义、女性雕像

、远古神话、原始陶器艺术等四个方面考察新石器时代女性所具有的丰硕的外形美，富有创造力和战斗力的内在精神美和安祥温和的情感美等。这些特

点对后代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第二、三章开始讨论《诗经》时代的女性美和审美特质。第二章主要通过分析《雅》、《颂》部分篇章中贵族女性形象和《周易》中对普通妇女的

女性观来看西周初中期礼制下的女性审美特征，在周初全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中，“以德为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女性审美观。

    第三章是本文讨论的重点。西周末年至春秋中叶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放的时代，女性美和审美在这一时期也呈现出开放和多样化的特征。这一点通过

《国风》中丰富多彩的女性形象足以展示。男性创作的诗歌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透露出他们开始注意到女性的外在美，外美与内美的统一、结合是他们对

女性的审美评价标准。其中外美与内美又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女性创作的诗歌不同于男性从外在描写女性，恰恰相反，她们忽略自己的外在，而专门写

自己的心灵，抒写对生活的喜怒哀乐的真切心理感受。中国文学史上女性第一次与诗歌亲密结合，充分体现出了女性的诗情与才情之美，这种“美”的

特质是情真、情重以及不同凡响的远见卓识。男性作者和女性作者创作的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相互补充，完整地展示那个时代女性美和审美的全貌。

8.期刊论文 鄂川秀.E Chuan-xiu 《诗经》与汉乐府爱情诗女性形象之比较 -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27(5)
    <诗经>与汉乐府爱情诗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从女性自身形象、在爱情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恋爱方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从先秦至后汉,中国古代爱

情诗的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诗中女性形象也有显著的转变.

9.期刊论文 董要华 女性形象之再现——《诗经·国风》中的"水"意象分析 -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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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国风》中有关水的诗歌约有30余篇,所形成的"水"意象多表现女性的恋爱、婚姻、相思等主题,这一现象背后蕴含着很深的心理与文化内涵.

10.学位论文 李元江 《诗经》的女性之歌 2008
    《诗经》中有关女性的诗篇众多，为后世诗歌所罕见。其中所描绘的女性形象更是丰富多彩：桑间河畔，到处活跃着她们的身影；为国为家，贡献

着她们的力量；言笑宴宴，表达着她们的快乐；忧心悄悄，思念着远游的丈夫。众多的女性形象丰富了《诗经》的人物画廊，深刻了《诗经》的思想内

涵，充实了《诗经》的艺术世界。

    《诗经》中的女性描写也为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女性的社会地位、个性特征、道德风尚、生活情趣等，是一幅清晰的历史生活画卷，具有珍贵的

历史价值。也可以给当下的妇女地位作一个比照，具有较强的现实参考作用。

    本文通过对《诗经》中所表现的女性人物群像的梳理，进而深入体味她们的精神世界，在此基础上再对那个时代女性的社会地位进行研究和探讨

，以期层层深入、较为全面地把握和再现《诗经》时代的女性世界。

    本文在对诗篇解题时博采名家名说，尤其采用对女性有较正面阐述的说法，再辅以合情合理的铺陈鉴赏，较为真实和公正地还她们一个本来面目。

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不仅研究《诗经》中的女性之歌，也是对《诗经》中女性的颂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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