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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咏西施诗浅析
艺术等方面的时代特色和流变轨迹

。

摘 县 西施是中国古代芳名美女
,

亦

是经常出现于历 代文 学作品中的一个

文学形象
。

唐代
,

我国诗歌创作达到颠

峰
,

出现 T一大批杰出的诗人
,

流传下

来许多脍 炙人 口的作品
,

其中就有很

多是吟泳西施的
。

本文 以唐代西施题

材的诗歌为关照对 象
,

发掘此类诗歌

在整个唐代的演变特点
,

并且以小 见

大
,

进而市视唐代诗人在思想
、

艺术子

方 面的时代特色和流变轧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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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汉

族 )
,

辽宁沈阳人
,

现为式子沈阳指挥

学院训练部语言教研室教 员
,

主要从

事语文教学研 究
。

西施作为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
,

历代以她作为题材创作的诗词
、

戏曲
、

小说等可说是蔚为大观
。

其中就诗歌

而言
,

尤以唐代为盛
。

因此本文以唐代

西施题材的诗歌为关照对象
,

发掘此

类诗歌在整个唐代的演变特点
,

并且

以小见大
,

进而审视唐代诗人在思想
、

一
、

, 以角西施故 . 内容的定型

和宪 .

就今天的西施的故事来看
,

是发

生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争精期间
,

但是

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却无法找到与西

施复国的故事有关的记载
,

即便有关

于
“

西施
”

的只字片语
,

也只是将西施

作为美女的泛称
。

较为具体的只有《庄

子
·

天运》提到过
“

东施效蜓
”

的故事
,

以及 《墨子》 中的
: “

比干之殖
,

其杭

也
;

孟贡之杀
,

其勇也
;

西施之沉
,

其

美也
;

吴起之裂
,

其事也
。 ”

①显然这

些记载都很模糊笼统
。

司马迁的 《史

记
·

越王匀践世家》记录勾践复国的史

实甚为详尽
,

连
“

尝胆
”

这一传说都写

了进去
,

却唯独只字不提西施
,

可见今

天我们所知的西施的故事是由后人不

断加工丰富的
、

传说多于史实的故事
。

“

西施复国
”

故事的真正定型是在

东汉
,

其中 《越绝书》 的记载是至关重

要的
。

一般认为此书为东汉初年袁康
、

吴平所撰
,

书中记载西施主要有两处
:

美人宫
,

周五百九十步
,

陆门

二
、

水门一
。

今北坛利里丘土城
,

勾践

所习教美女西施
、

郑旦宫舍也
。

女出于

兰萝山
,

欲献于吴
,

自谓东垂僻陋
,

恐

女朴那
,

故近大道居
。

去县五里
。

(卷

八
“

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一
”

)

越乃饰美女西施
、

郑旦
,

使大夫

种献之于吴王
,

曰
: “

昔者
,

越王勾践

窃有天之遗西施
、

郑旦
,

不敢当
,

使下

臣再拜献于大王
. ”

吴王大悦
。

申胃谏

日
: “

不可
,

王勿受
。

… … ’

吴王不听
,

遂受其女
,

以申青为不忠杀之 〔卷+

二
: “ “

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
”

) ②

《越绝书》之后
,

又有 《吴越春秋 》

和 《拾遗记》 记载了西施复国的故事
,

但都是根据 《越绝书》的内容加工润色

而成
.

内容大同小异
,

综合唐以前的几

种主要记载
,

西施复国的故事已经大

致完整
,

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几部分
:

1
.

西施出自兰萝山
,

原本只是平

民女子
。

2
.

越王勾践为复国
,

觅美女西

施
、

郑旦
,

经训}练后进贡给吴王
,

以迷

惑吴王
。

3
.

吴王夫差中计
,

宠爱西施
、

郑

旦
。

4
.

吴王荒废国政
,

越盛吴衰
。

越

灭吴
。

因此
,

本文所论及的唐诗的题材

虽然都来自于西施故事
,

但诗歌的主

题不仅仅只限于咏西施本人
,

而是包

括了西施故事的几个分主题
。

纵观唐

代的咏西施诗
,

这些分主题在不同阶

段的唐诗中有着不同的侧重
,

从中我

们可以探究唐代社会的变迁轨迹以及

由此造成的诗人心态的转变
。

二
、

, 代不阅阶段味西钻协的主

. 特点及其演安的社会 . 因

(一 ) 初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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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

障案学研究

初唐的咏西施诗只有宋之问的

《流纱篇赠陆上人》
。

这首诗前半段概

述了西施一生的主要事迹
: “

越女颜如

花
,

越王闻洗纱
。

国微不自宠
,

献作吴

宫娃
。 ” 、 “

一行姗勾践
,

再顾倾夫差
。 ”

连东施效策的传说也写人诗中
: “

艳色

夺人目
,

教啪亦相夸
。 ”

后着段则是渲

染西施得宠时对奢侈的物质享受的偏

执
,

并以此来衬托西施在一切恩怨消

泯后的心灵悔悟
: “

… …自昔专娇爱
,

袭玩唯矜奢
。

达本知空寂
,

弃彼犹泥

沙
。

永割偏执性
,

自长薰修芽
。

携妾不

障道
,

来止妾西家
。 ”

总观整首诗
,

对西施故事的素材

选用是笼统的
。

作者描写了西施一生

的跌宕起伏
,

其主题却是宣扬达本
、

修

道的人生追求
。

这种宣扬玄理的主题

应该是受到当时玄言诗余波的影响
,

并不能体现唐诗的总体特色
,

因而此

类主题在以后的唐代西施诗中不复得

见
。

(二 ) 盛唐时期

盛唐时期的咏西施诗以王维的

《西施咏》 和李白的 《西施》 最具代表

性
,

此外还有王昌龄
、

常建等人的诗

作
。

概括起来
,

这些诗有两个突出的共

同主题
。

首先
,

是运用传统的美人香草

的写法
,

以美人自喻
,

通过西施从一个

卑贱的沈纱女一跃成为吴王的宠妃这

一独特的人生际遇
,

表达自己希望得

到君主重用
、

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

望
。

王维的 《西施咏 》 中就有
: “

艳色

天下重
,

西施宁九微? 朝仍越溪女
,

薯

作吴宫妃
。

贱日岂殊众
,

贵来方悟稀
。 ”

写这首诗的王维当时正是渴望能够得

到贵人赏识的年轻士子
,

由西施的得

宠联想到自身的抱负
,

诗人对她的羡

慕之情也就不经意的流留出来
。

王建

的 《吴故宫》 则从越女的角度写
“

不

遇
” : “

岂知一日终非主
,

犹自如今有怨

声
。 ”

其次
,

是以西施艳冠群芳的美貌

比喻自己的才能
,

表达诗人的自信
。

李

白的 《西施》 就是绝好代表
:

西施越溪女
,

自出兰萝山
。

秀色掩

今古
,

荷花羞玉颜
。

洗纱弄碧水
,

自与

轻波闲
。

皓齿信难开
,

沉吟碧云间
。

匀践徽

绝艳
,

扬娥入吴关
。

提携馆娃宫
,

杳渺

迈可攀
。

一破夫差国
,

千秋竟不还
。

李白的 《效古二首》 (之二 ) 同样

表达了诗人的自信和对无能者的鄙视

自古有秀色
,

西施与东邻
。

娥眉不可

妒
,

况乃效其咳
,

所以尹婕好
,

羞见

邢夫人
。

低头不出气
,

塞默少精神
。

寄

语无盐子
,

如君何足珍
。

以上两类主题是盛唐咏西施诗的

独特主题
,

此类主题也是非盛唐时期

不可出
。

因为此时唐王朝的国力如日

中天
,

社会安定
,

政治比较清明
。

知识

分子的关注焦点是能否得到统治者的

赏识
,

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
、

实现建

功立业的人生抱负也就不足为奇了
。

(三) 中唐时期

经过安史之乱的劫难
,

唐王朝已

经开始由盛转衰
。

而唐明皇宠信杨贵

妃导致的政治腐败是导致安史之乱的

重要原因
,

杨贵妃也就成了
“

红颜祸

水
”

的现实例证
。

对于不时涌上安史之

乱遗留的阵痛的中唐社会来说
,

诗人

有
“

女色误国
”

的想法是意料中事
,

折

射到咏西施诗中
,

就难免通过西施来

诉喇杨贵妃
。

因此
,

鞭挞西施妖惑吴王

从而导致吴国败灭是这一时期的一个

代表性主题
。

李绅的 《姑苏台杂句》 中

写道
: “

越王巧破夫差国
,

来献黄金重

雕刻
。

西施醉舞花艳倾
,

妒月娇娥悉妖

惑
。

姑苏百尺晓铺开
,

楼相尽化黄金

台
。

歌清管咽欢未及
,

越师戈甲浮江

来
。 ”

他的另一首 《回望馆娃宫》 则写

西施并不为吴国灭亡而悲伤
:

廿因问馆

娃何所恨
,

破吴红脸尚开莲
。 ”

而鲍溶

在 《姑苏宫行》 中也写西施是
“

中有妖

姬似明月
” 。

可见当时诗人对祸国红颜

的厌恶
。

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君王导致祸乱

的责任也有所感想和批评
,

如君王的

耽于游乐
,

奢侈骄纵等
,

但又总是强调

夫差宠爱美女的错误
。

如刘禹锡的
:

“

宫馆贮娇娃
,

当时惫大夸
.

艳倾吴国

尽
,

笑人楚王家
。 ”

以及殷尧藩的 《吴

宫》 : “

吴王爱歌舞
,

夜夜醉蝉娟
。

见日

吹红烛
,

和尘扫翠锢
。 ”

总的来看
,

中唐时期以西施故事

的诗歌已经从吟咏西施个人转而关注

国家的兴衰
,

但是在探讨吴国灭亡的

原因时
,

往往归咎于西施
。

这是由于离

安史之乱不久
,

社会阵痛还在
,

而社会

矛盾又还没有彻底完全的显现出来
,

因此诗中往往带有诗人的主观好恶
,

是一种愤愚情感的抒发而非宏观的
、

历史性的理性思考
。

这种理性的深沉

思考在晚唐诗人的作品中才得到了更

好的表现
。

(四 ) 晚唐时期

晚唐时期是创作西施题材的诗歌

的高峰时期
,

数量多
、

主题深刻
、

角度

也更新颖
。

这一时期的诗更加关注吴

国灭亡的原因的探究
,

并突破前人
“

红

颜祸水
”

的思想
,

开始为西施翻案
、

辩

冤去诬
。

比如陆龟蒙的 《吴宫怀古》 :

香径长州尽棘丛
,

奢灵艳雨只悲

风
。

吴王事事须亡国
,

未必西施胜六
.

占

崔道融的 《西施滩》
:

幸喜汗亡吴国
,

西施陷恶名
。

洗纱

春水急
,

似有不平声
。

卢注 《西施》 :

惆怅兴亡系绮罗
,

世人犹自选青

娥
。

越王解破夫差国
,

一个西施已是

多
。

苏拯的 《西施》 更是振聋发眠
,

对

所有的君王提出了警告
:

吴王从骄佚
,

天产西施出
。

岂徒伐

一人
,

所希救辟物
。

良由上天意
,

恶盈

戒奢侈
。

不独破吴国
,

不独生越水
。

在周名

褒拟
,

在纷名姐己
。

变化本多涂
,

生杀

亦如此
。

君王政不修
,

立地生西子
。

还有诗人站在国家兴衰
、

王朝交

替的角度拐发怀古情怀
,

如于奔的 《经

馆娃宫》
:

馆娃宫畔顾
,

国变生娇妒
。

勾践胆

未尝
,

夫差心已误
。

吴亡甘已矣
,

越胜

今何处
。

当时二国君
,

一种江边墓
。

罗隐的 《西施》
:

国家兴亡自有时
,

吴人何苦怨西

施
。

西施若解倾吴国
,

越国亡来又是

谁?

更有诗人称赞西施的爱国情操
,

视之为功臣
,

崔道融的 《西施 》 :

兰萝山下如花女
,

占得姑苏台上

春
。

一笑不能忘故国
,

五湖何处有功

臣
。

此外皮日休的 《馆娃宫怀古五绝》

评论越胜吴亡的角度更是别具一格
:

绮阁飘香下太湖
,

乱兵浸晓上姑

苏
。

越王大有堪羞处
,

只把西施赚得

吴
。

(之一 )

这一时期的咏西施诗怀古之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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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容钾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
·

学报

很多
,

不同于中唐时期的是
,

诗人在诗

中对国家的衰亡表现了更浓厚的哀伤

之倩
,

也表达了诗人对西施的追思和

凭吊
: “

响履廊中金玉步
,

采竣山上绮

罗身
。

不知水葬今何处
,

溪月弯弯欲效

塑
。 ”

(皮日休 《馆娃宫怀古五绝》 之

五 )
; “

一朝入紫宫
,

万古遗芳尘
。

至今

溪边花
,

不敢娇青春
。 ”

(胡幽贞 《题西

施流纱石》 )

可以看出
,

为西施解脱
“

祸国
”

的

罪名是晚唐时期西施诗主题的最大特

点
。

因为这一阶段唐王朝的各种社会

矛盾已经尖锐地突显出来了
,

党争
、

宦

官专权
、

藩镇割据已成为国家的疡疾
,

只要是稍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就清楚地

意识到能社搜将倾的危机
。

而诸多的

社会矛盾冲突又岂是区区一个女子能

够负贵的呢? 如此众多的咏西施诗都

在为西施翻案
,

足以得见当时的诗人

们对王朝衰败的共同的清醒认识
。

综上所述
,

由于西施故事中包含

了不同方面的分主题
,

因此诗人在采

用这一题材时会各自采用不同的分主

题
,

但大致来说
,

处在同一阶段的诗人

在诗歌题材的采用和主题的阐发角度

上有共同的侧重点
,

这些共同的特点

又往往能与诗人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国

家社会的总体状况相对应
。

在同一个

西施故事的题材表现上
,

盛唐诗人侧

重西施的个人际遇
,

中晚唐诗人则侧

重国家兴衰
;

中唐诗人痛斥红颜祸国
,

晚唐诗人则认为国家衰败的责任在君

主
。

从诗人对西施毁誉不一的态度中
,

我们可以侧面体会一个王朝由盛转衰

的演变轨迹
。

更为光彩传神的西施形象出自李

白的笔下
,

他的 《西施》 中塑造的西施

被寄予了诗人本身的性格特征
,

艳光

四射
,

气质卓绝
:

西施越溪女
,

自出兰萝山
。

秀色掩

今古
,

荷花羞玉颜
。

洗纱弄碧水
,

自与

轻波闲
。

皓齿信难开
,

沉吟碧云间
。

勾践徽

绝艳
,

扬娥人吴关
。

提携馆娃宫
,

杳渺

迈可攀
。

一破夫差国
,

千秋竟不还
。

而他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则描

写受宠享乐时的西施
,

生动形象
:

风动荷花水殿香
,

姑苏台上宴吴

王
。

西施醉舞娇无力
,

笑琦东窗白玉

床
。

如此鲜明生动的美人形象在此后

的唐诗中已不可多见
。

中唐诗人在这

一题材上的诗作基本都是怀古之作
、

重在渲染西施和吴王荒淫奢侈的生活
,

晚唐诗人则更偏重于西施历史作用的

评论
。

可以说
,

盛唐以后的西施形象塑

造大都已被越胜吴亡的历史大背景所

掩盖
,

对西施个人的刻画都不及盛唐
.

但较之中唐诗中的
“

妖姬
” ,

晚唐诗人

还是略胜一筹
,

如刘驾 《姑苏怀古》 中
“

西施醉舞罢
,

侍儿整今钗
。

众女不敢

妒
,

自比泉下泥
. ”

对西施美貌的侧面

描写 皮日休的《馆娃宫怀古五绝 ))( 之

三 )
: “

半夜娃宫作战场
,

血腥犹染宴时

香
。

西施不及烧残蜡
,

犹为君王泣数

行
。 ”

则写西施的悲剧
;

杜光庭的 《咏

西施》: “

素面已云妖
,

更著花细饰
。

脸

横一寸波
,

浸破吴王国
。 ”

更用夸张的

手法刻画西施的美丽
,

真可谓
“

倾国倾

城
”

了
。

施故事大致清楚但细节欠缺
,

而发展

到了晚唐
,

诗歌中有关西施传说的遗

迹则大 , 出现而且好象时人还普遍信

以为真
,

馆娃宫
、

姑苏台
、

响履廊
、

香

水溪
、

吴故宫
、

西施馆传说中的遗迹让

诗人们凭吊追思不已
,

怀古
、

览古之作

层出不穷
.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西施传

说的不断丰富
,

唐代的咏西施怎会如

此兴盛
。

与此同时
,

大t 出现的西施诗

反过来也丰富了西施的传说
,

唐代诗

人对西施的毁誉不一也影响了后世创

作中西施的两种不同结局
。

明代梁辰

鱼的传奇《流纱记》让西施与范盈功成

身退泛舟而去
,

今天的京剧传统剧目

《西施》 由梅兰芳编演
,

即大致据此
.

而 《东周列国志》 中西施的结局是
:

越

灭吴
,

勾践携西施归
。

句践夫人潜使人

人将西施负以巨石
,

沉江中
。

可见
,

唐

代的西施诗的创作也是西施传说发展

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而诗歌

创作与传说相互影响
,

这也正是西施

诗的特色所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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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西旅的形一在 . 诗中的妞适

和演变

就喜事形象的塑造来说
,

初唐宋

之问的 《沉纱篇赠陆上人》 并非佳作
,

诗中只是罗列了有关西施的所有事迹
,

对西施之美的描写也只是
“

鸟惊入松

网
,

鱼畏沉荷花
。 ”

这是
“

沉鱼落雁
”

之

类的旧套数
,

缺乏个性和新意
。

因此
,

宋之问的笔下塑造的西施是从典籍中

搬录下来的西施
,

没有生命力
。

真正光彩照人的西施形象出自盛

唐
。

王维的 《西施咏》 对西施得宠后的

娇纵略有微词
。

他塑造了一个骄慢的

西施形象
“

邀人傅春粉
,

不自着罗衣
。

君宠益骄态
,

君怜无是非
。 ”

四
、

, 代西旅铸的总体风魏及形

晌

通过以上对唐代以西施故事为题

材的诗歌的纵向对比
,

我们不难看出
,

在分主题的采用
、

主题的阐发以及对

西施形象的塑造这三方面
,

初
、

盛
、

中
、

晚唐时期各有侧重
,

并呈现出了不同

的时代特点
。

而就唐代西施诗的总体

发展来看
,

呈不断上升趋势
。

不仅作家

和作品的数经在不断增多
,

诗歌的内

容
、

主题
、

形式也在不断丰富
,

到了晚

唐
,

西施的故事已成为普油的诗歌创

作题材
。

其原因恐怕与唐代西施传说

的不断丰富有很大关联
。

唐以前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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