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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　纱　记 》　新　论
———凡人与英雄一体的西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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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期以来 ,西施都是作为美女或美好事物的代名词 ,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 、时代的变迁 , 不同的人因从不同的

立场来审视西施 , 所以对西施的形象也有了不同的认识。现对《浣纱记》中西施的形象进行分析 , 从一位普通女子的角度

来探索其凡人魅力与英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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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先秦以来 ,有关西施的文艺作品已为数不少 ,但是文

人们对西施形象的历史定位却莫衷一是 。

早在东汉袁康和吴平的 《越绝书 》及赵晔的 《吴越春

秋 》中 ,西施被卷入了吴越争霸的斗争之中 ,具有浓厚的政

治色彩 ,成了美人计的主角 。此处的西施仅仅是勾践复国

计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

而 “诗仙 ”李白的诗作中涉及西施的诗歌多达十几种 ,

在感叹美人一去不复返的 《西施 》中写到:“西施越溪女 ,出

自苎萝山 。秀色掩今古 ,荷花羞玉颜 。浣纱弄碧水 ,自与清

波闲 。皓齿信难开 ,沉吟碧云间 。勾践徵绝艳 ,扬蛾入吴

关 。提携馆娃宫 ,杳渺讵可攀 。一破夫差国 , 千秋竟不

还 。”
[ 1]
诗中对西施 “一破夫差国 ,千秋竟不还 ”的结局表现

了浓厚的同情之意 ,并且认为她应在诱人的自然环境里自

由自在地生活 ,而非高攀宫廷 ,以至于卷入吴越两国的争端

里 ,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反而使自己不能善终 。

而中唐的卢注在其诗作 《西施 》:“惆怅兴亡兴绮罗 ,世

人犹自选青娥 。越王解破夫差国 ,一个西施已是多 。”
[ 2]
在

此卢注从封建伦理观念出发 ,把吴国的灭亡归罪于西施 ,宣

扬 “女人祸水 ”、“冶容误国 ”的思想 ,这种观点则是值得商

榷的 。

在宋元剧曲中 ,西施却被归为 “妖类 ”,或对其进行贬

辱 。这主要出现在南宋初董颖的大曲 [道宫薄媚 ] 《西子

词 》和赵明道的 《灭吴王范蠡归湖 》中 。而从南戏 《范蠡沉

西施 》和杂剧 《陶朱公五湖沉西施 》的题目来看 ,可猜测出 ,

范 、西二人的命运在舞台上紧密连接在一起:范蠡或进施 、

或沉施 、或功成之后携得美人归 。而西施的命运是服从政

治斗争的需要 ,在作为斗争工具的价值消失后 ,她是一件可

有可无的战利品 ,被抛弃或被赏赐给有功之臣 ,她和范蠡都

没有摆脱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否

定 、贬毁西施的时期 。

总之 ,对于西施之美 ,无人不赞叹。但是一旦提及勾践 、

夫差之间的恩怨 ,对于其 “惑吴 ”的命运与结局 ,人们对西施

的认识可谓是众说纷纭 ,有从 “情 ”的角度体悟的 ,认为其太

可惜了;有从 “礼 ”的角度评论的 ,认为其可憎;也有从 “理 ”

的角度分析的 ,认为其可叹 。然而就西施形象的评价而言 ,

尤其是在 《浣纱记 》中 ,她究竟是越国靠 “谋略和意志 ”取得

胜利的 “陪衬 ”还是牺牲 “贞操 ”和爱情而拯救国家的美人儿

也是公婆各自有理 。笔者认为 ,其中的西施形象达到了有史

以来的完美程度 ,是具有美好品格和爱国精神的巾帼志士 。

这又主要体现在她的凡人魅力与英雄气质上:

《浣纱记 》主要讲述了越国大夫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战胜

吴国 、复兴越国的故事 ,其中穿插了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传奇 。

范蠡途中与浣纱女西施相遇 ,一见钟情 ,以一缕浣纱私定终

身 。一别三载 ,西施苦苦等待 ,没想到等来的范蠡却别有他

意 。范蠡辅佐越王勾践搜选美女 ,进上吴王 ,实行离间计 。

国家事体重大 ,岂能吝一妇人? 为国舍爱 ,范蠡来寻喜事 。

西施在范蠡的劝说下 、“培训 ”下 ,成功地实现了美人亡国的

计划 。胜利后 ,范蠡和西施双双泛舟江湖 ,归隐而去 。

在 《浣纱记 》中 ,梁辰鱼一反前人对西施的否定看法 ,

将西施置于一个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之中 。在故国危难 、

朝不保夕之际 ,西施的爱情之花注定要为政治的流沙所侵

袭 。剧中 ,梁辰鱼塑造了一个崭新的西施:她对范蠡深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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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 ,对祖国充满热爱并无私奉献 ,对敌王是虚与委蛇的应

酬 ,对父母姐妹则知恩图报 。这里的西施已不再是一个普

通的女子 ,她肩负着国家复兴的重担 ,奉献的是自己的人格

尊严和纯洁的情感 。她是一位没有武术技艺的巾帼志士 。

之所以能如此 ,在于她深明大义 ,放弃小我 ,敢于牺牲私情

以色迷惑吴王从而实现了祖国的完整和独立 。同时她也是

一个平凡的 、鲜活的 、有血有肉的浣纱女子 ,当深陷敌国时

自然会有对情人和故国的真挚思念:“吴歌越吹相思苦 ,相

思苦 ,不可攀 ”“凄凉 ,共簇心多 ,分开丝挂 ,浣纱溪伴在何

方 ” 。
[ 3]
西施在剧中不仅具有巾帼志士的悲剧崇高美 ,而且

具有普通女子的平凡美 。

即使作为一个平凡的浣纱女子 ,西施也有与众不同之

处 。因为她身上具有多种多样的 “情 ”。在 《游春 》这出戏

中 ,初春的美景与西施的人格美交融于一体:“只见溪明水

净 ,沙暖泥融 ,宿鸟高飞 ,游鱼深入 。飘飖浪蕊流花靥 ,来往

浮云作舞衣 。正是日照新妆水底明 ,风飘素袖空中举 。”
[ 4]

在春景的感染之下 ,西施所表现的内心苦闷与 《西厢记 》中

的崔莺莺 、《牡丹亭 》中的杜丽娘一样 ,都是对美好年华在

平淡寂寞生活中淡淡消逝的叹息 。她之所唱 [金井水红

花 ]云:“绿水全开镜 ,清溪独浣纱 。波冷溅芹芽 ,湿裙钗 ,

娇羞谁讶 。弄得恹恹春倦 ,不觉髻儿斜 。 ……朝朝自出 ,夜

夜空归 ,树黑山深 ,恰又夕阳西下 。笑我寒门薄命 ,未审何

时配他 ,笑王孙芳草 ,未审何年配咱 。花枝无主一任东风

嫁 ”
[ 5]
从中 ,我们看到了一位在美好的春景中自己却独自

浣纱 ,天生丽质却只能孤芳自赏 ,如花容颜却只能在空对青

山流水中悄悄流逝的哀怨的西施 。然而 ,出身寒门的事实

又让她觉得自己虽年轻貌美 ,却如春花一样美丽却短暂 ,如

果无人采摘最终会青春不在 ,付与东风飘零 。在此我们透

过情景交融的美好境界 ,看到了在春景的诱惑下表现出丰

富的内心世界和涌动的情感波澜的青春少女的美好形象 。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青春觉醒的 、具有鲜活生

命力的西施形象 。

当正在思春的西施与范蠡在溪边邂逅 ,二人互表爱慕

之情并以一缕所浣之纱作为信物后 ,我们在 [前腔 ]中可知

西施对这段姻缘的看法:

何方国士 ,貌堂堂风流俊姿 ,谢伊家不弃寒微 ,却教人

惹下相思 ,劝君不必赠明珠 ,犹喜相逢未嫁时 。
[ 6]

此时此刻 ,与所有的普通女子遇到自己的爱慕者而又

不得不面对离别的心情一样 ,西施的心情是复杂的 ,她欣慰

自己遇到了一位 “貌堂堂风流俊姿 ”的郎君 ,又感激他的

“不弃寒微 ”,又多了一份沉重的 “相思 ”,同时又欣喜自己

“未嫁 ”。

西施与范蠡两人定情以后 ,范蠡承诺要 “少停旬月 ,即

当奉遣冰人 ”,而他却一去经年杳无音讯 ,西施对范蠡的相

思之情 ,虽然没有像张倩女 、杜丽娘那样或离魂而寻心上之

人或因情而死 ,但她日日悬望范蠡以至于捧心而疼也足以

令人伤感 。在 [绵搭絮 ]中 ,她唱道:

东风无赖 ,又送一春过 ,耗时蹉跎 ,赢得恹恹春病多 ,髻

儿矬 ,病在心窝 ,为你香消玉减 , 蹙损双蛾 , 难道你卖俏行

奸 ,认我做桃花墙外柯 ,认我做桃花墙外柯 。
[ 7]

这时的西施已是 “香消玉减 ” ,她内心的苦楚便是 “怕

看窗外游蜂 ,檐前飞絮 ”, “思郎梦远运无倚 ,随风好去应千

里 ”。他们仅仅有着一面之交 ,西施对范蠡的身份有过怀

疑 “不知是个间游浪子 , 假作官僚 , 又不知果是个范蠡大

夫 ,故来调哄 ,我今待要信他 ,只恐日远日竦 ,终无着落 ,未

必是真 ,欲待要不信他 ,看他实意实心 ,言犹在耳 ,未必是

假 ”,
[ 8]
但是尽管如此 ,西施也表现出女性特有的理解 “吴

越交战……我想范大夫多因此事 ,不得功夫 ,虽然迟年岁 ,

必不他适 ”。
[ 9]
好事多磨 ,西施对此事也有过叹息 “只因霎

时面许 ,弄出满腹离愁 。害得彻夜心疼 ,做出一腔春病 ……

这场事好生苦楚人也 ”,
[ 10]
无论西施对此事是喜是悲 、是

忧是怨 ,但她最终还是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并且怀着美

好的希望等待着:“终朝悬念 ,信远因讹 ,好事多磨 ,转眼光

阴一掷梭 ,定如何 ,成败由他 ,未必言而无信 ” 。
[ 11]
相思之

情在西施的内心深处起伏不定 ,她倍受 “日夕忧煎 ”之苦 ,

这些细腻的所思所想更加真实地刻画了西施作为一个普通

女子的性格特征 。

好事多磨 ,西施苦苦等来了范蠡 ,但他们的爱情却被卷

入了政治的漩涡 ,这是她无法想象的 ,也是他无法预料的 。

为了迷惑吴王夫差达到复兴家国的目的 ,范蠡毅然决然地

将西施作为美女进献给越王 ,然而当范蠡提出要西施适吴

时 ,事情并非想象中的顺利 。西施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

化 ,她的思想着实经历了一个斗争的过程 ,她的第一反应是

拒绝:“尊官为国 ,伏望别访他求 。贱妾为身 ,恐难移彼就

此 ”,
[ 12]
但是范蠡丝毫没有考虑过西施的苦衷 ,而是以家

国大事来进一步的说服西施:“但社稷废兴 , 全赖此举 。

……若执而不行 ,则国将遂灭 ,我身亦旋亡 ” 。
[ 13]
在这里 ,

范蠡将西施的重要性提到了家国兴亡的高度 ,于是西施面

对如此重担 ,她不再是断然拒绝 ,她的意志发生了动摇 ,她

开始犹豫 ,然而在她的内心深处却是痛苦的挣扎:“虽然如

此 ,但悬望三年 ,今得一见 ,意谓终身可了 ,岂料又起风波 ,

好苦楚人也 ”。
[ 14]
而此刻的范蠡却进一步以国家利益与个

人私情孰轻孰重来说服西施 ,丝毫没有顾及到西施的想法

和个人安危 。

而西施也最终放弃了洁身自好的立场 ,赴吴媚吴 ,充当

摧毁吴都的先声 。这种不同寻常的重任使得西施从一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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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女子变成了一位巾帼志士 。既然所担负的是家国兴亡的

重担 ,她的思想压力是不言而喻的 ,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

“孤身只影 ,未识侯门行径 。 ……我未往先战惊 。羞煞人

儿也 ,浣纱谁问聘 ? 敬谢君家 ,恐这样姻亲空作成 ”, “嗟薄

命 ,愧无能 。念贱妾今还在幼龄 。寒微未脱蓬茅性 ,金屋难

相称 ” 。
[ 15]
这种以美色事敌国的羞辱与仇恨 、去国离乡的

惊恐 、与相爱的人忽一相见又离别的痛楚以及对于自己命

运的无奈 ,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 ,西施所表现的既羞且

怕 、惶恐不安的心理是符合一个民间普通女子身份的 。西

施接受了这一肩负着家仇国恨的重任后 ,她已不再是一个

普通得 、平凡得仅仅具有美貌外表的西施了 ,她身上所闪现

的是人格的内在美 。

在经过了重重严格的训练后 ,西施被送往吴国 ,在屈辱

中完成了她的使命 。越国已复兴 ,可谁又能体会到西施内

心的痛苦呢 ! 当然 ,吴亡有其内在的原因 ,单纯地把吴亡归

因于西施也是不公允的 ,一味地夸大西施的亡吴作用 ,而不

问是非地对西施加以诋毁和诬蔑就更加不合情理了 。作为

女性 ,能够牺牲一己之私情 ,并且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而去

完成复兴家国的重任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在这里 ,梁辰鱼

以细腻的笔法 ,给人们描绘了一位既有平凡女性细腻情思

的西施形象 ,又给人们展示了一位具有舍身取义自我牺牲

的西施形象 。

当历代学者对于西施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指指点点

的时候 ,梁辰鱼在 《浣纱记 》中为西施的功过做了一个完满

的答复 ,他择取的是唐代杜牧的说法 ,使她受命于难 ,殉一

身以全越国 ,成为家喻户晓的复国志士 ,而且最终使得西施

与范蠡双双泛舟太湖 ,不知所终 ,给了她一个一尘不染 、饱

含诗意的归宿 ,这也反映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士大

夫的 “美女祸水 ”的偏见 ,赋予她高尚的爱国主义品质 。

而且 《浣纱记 》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从宏观的政治高

度涵盖了这一规模庞大的历史题材 ,在吴越两国的兴衰对

比中 ,给世人展示了一个具有内外同美的西施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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