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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中西施浣纱形象探源

肖　伟

摘　要：西施浣纱是古时越地女子日常劳作的实景，但我国 古 代 文 学 作 品 中 西 施 浣 纱 的 形 象 并 非 来 自 提 供 了 西 施 题 材 原

型的文献作品之中，而是直至南朝萧梁时代才出现。这与 魏 晋 南 北 朝 时 期 的 时 代 背 景、社 会 思 潮 和 审 美 风 尚 有 很 大 的 关

系，体现了我国古典文学发展到文学自觉时期在女性形象 塑 造 上 政 治 托 寓 色 彩 淡 薄，转 为 玩 赏 性 的 实 写 以 及 追 求 飘 逸 清

丽、虚幻绮美、颖悟旷达的特点，也是对我国“女子－水－情爱”模式文化内涵的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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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古典文学女性题材作品的序列中，“西

施”一直是 一 个 备 受 各 方 青 睐 的 形 象。各 时 期 的

文人墨客们虽因立场不同而对西施传奇变幻的故

事有着不同 角 度 的 叙 说 与 重 构，但 他 们 在 作 品 中

对西施倾国 倾 城 美 貌 的 描 写 却 是 一 致 的，尤 其 是

对“西施浣纱”这一形象的描写更是使之成为了西

施美的经典形象和典型代表。
但是对西 施 题 材 进 行 探 源，我 们 发 现，“西 施

浣纱”这一 形 象 并 非 在 西 施 题 材 蒙 初 之 时 就 出 现

的。时人所道 的 西 施 故 事，是 发 生 在 春 秋 时 期 吴

越争霸的历史空间下的。越女西施以进献美人的

身份，被送到吴国去迷惑吴王夫差，最终帮助越王

勾践完成了 复 国 大 业。但 是 综 观 先 秦 典 籍，却 无

法找到相关 记 载，只 有 西 施 其 名 最 早 出 现 在 先 秦

诸子散文之 中。如：《管 子·小 称》：“毛 嫱、西 施，
天下之美人 也，盛 怨 气 于 面，不 能 以 为 可 好。”《韩

非子·显学》：“故善毛嫱、西施之美，无益吾面，用

脂泽粉黛则倍其初。”
此期的西施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美人符号在

诸子的言谈 中 引 譬 设 喻 所 用。直 至 两 汉 史 书《越

绝书》和《吴越春秋》中，西施才进入吴越争霸的故

事，成为越献 于 吴 以 惑 乱 吴 王 夫 差 的 美 人 计 的 主

角。魏晋南北 朝 时 期 的 南 朝 萧 梁 时 代，文 学 作 品

中才始见西 施 浣 纱 的 形 象。梁 元 帝《乌 栖 曲》云：
“沙桨作船桂为楫，夜渡江南采莲叶。复值西施新

浣纱，共向江 干 瞻 月 华。”萧 子 范《建 安 城 门 峡 赋》
有句为：“雁门饮羽，西施浣纱。”

唐代时，西 施 浣 纱 的 形 象 更 是 频 频 被 那 些 充

满浪漫激情 与 瑰 丽 想 象 的 诗 人 们 的 妙 笔 所 点 染，
写到西施浣 纱 的 诗 句 更 是 屡 见 不 鲜，尤 其 此 期 的

诗人们已经直接用 “浣纱人”“浣纱石”“浣纱神女”
来取代西施之名。

西施题材的集大成之作，明传奇梁辰鱼的《浣

纱记》，不仅 直 接 以“浣 纱”为 题，剧 中 还 安 排 西 施

在若耶溪浣 纱 时 与 范 蠡 一 见 钟 情，并 赠 送 范 蠡 一

缕浣纱 作 为 定 情 信 物，用“浣 纱”推 动 剧 情 发 展。
可见西施浣纱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已根深蒂固。那

么，为何西施形象会与“浣纱”发生密切联系，西施

浣纱的形象又为何直至魏晋时期才开始进入文人

的创作之中呢？

一、浣纱形象来自越地的生活实景

男耕女织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中国最传统的

生产组织形 式，《周 礼·考 工 记》载“国 有 六 职，百

工与居一 焉。……；饬 力 以 长 地 财，谓 之 农 夫；治

丝麻以成之，谓 之 妇 功。”可 见 用 丝 麻 纺 织 是 广 大

妇女须从事的分内之工［１］。

据《吴越春 秋》载，越 国 的 开 国 君 主 为 夏 王 朝

的后代，姒 姓。当 年 大 禹 巡 行 天 下，回 到 大 越，登

上茅山朝见四 方 诸 侯，封 有 功，爵 有 德，死 后 就 葬

在这里。至大禹第４代孙少康时，恐禹祭之绝祀，
于是封他的庶子无余为会嵇王，奉守庙祀，国号于

越。少康的母亲 名 缗，古 时“缗”义 一 为 用 来 钓 鱼

的绳 子（《诗 经·召 南·何 彼 稼 矣》篇 有“其 钓 维



何？维丝以缗”之 句 为 证）；二 为 在 器 具 上 安 装 弦

丝（《诗经·大雅·抑》篇有“荏染柔木，言缗之丝”
之句为证），而 少 康 的 长 子 名 予（亦 书 杼），“杼”是

织布用的梭子。［２］可见越国当时虽处南蛮之地，但

其创始期便已继承和掌握了夏朝的纺织技术。越

国国都会稽（今浙江绍兴），位于长江下游，有河湖

众多，水网密布，草木繁茂，土地肥沃的地貌特征，
最适合桑麻葛等植物的生长。所以越地的日常劳

作分工是男子植稻捕鱼，女子纺纱织布。
《史记·越 王 勾 践 世 家》记 录 勾 践 自 吴 返 越，

卧薪尝胆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

重采。”唐·李 贺《春 昼》也 有 诗 句：“越 妇 支 机，吴

蚕作茧。”那么 西 施 作 为 春 秋 末 年 诸 暨（今 浙 江 绍

兴境内）苎萝山的民间女子，必然也须从事这项工

作了。
另“苎萝”即苎麻，为荨麻科麻植物，多年生草

本，其茎部柔韧而有光泽，取其茎皮（纤维）用来织

布、结网。女子采下苎麻后，还要剥苎麻，沤苎麻、
洗苎麻，最后织成麻布，还要水洗定型。西施浣纱

要在水中洗 去 沤 苎 麻 的 草 木 灰，是 越 地 女 子 的 日

常劳作实景。

二、浣纱形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西施浣纱虽然只是越地常见的女子的日常劳

作，但其中却结合了“水”意象，从而具备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
在我国传 统 文 化 中，女 子 与 水 天 生 就 有 紧 密

的联系，上溯至人类起源之时，创世神话有女子是

女娲用泥 和 水 而 做 成 之 说；始 祖 传 说 有“浴 水 生

子”之说：《国 语·晋 语》载：“昔 少 典 取 于 有 娇 氏，
生黄帝、炎 帝。黄 帝 以 姬 水 成，炎 帝 以 姜 水 成。”
《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女戎氏之

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

取吞之，因孕生契。”《太平御览》引《遁甲开山图荣

氏解》“女狄暮汲石纽山下泉，水中得月精如鸡子，
爱 而 含 之，不 觉 吞 之，遂 有 娠。十 四 月，生 夏

禹。”［３］表现都是水与女性的共性，都能孕育生命。
先秦时期的 祓 禊 之 俗，既 是 三 月 上 巳 如 水 沐 浴 驱

邪的习俗，又 是 男 女 嬉 游 欢 会 的 活 动。水 与 女 子

也同属阴性，女 子 的 不 同 姿 态 也 都 可 与 水 的 不 同

形态相对应。
这种“女 子－水－情 爱”模 式 在 文 学 作 品 中 更 是

发扬光大，可以上溯至《诗经》。《诗经·国风》１６０
篇，其中写到女子与水同时出现的就有２８篇。水

或作为女子出现的场所、背景，或用来比喻女子的

情感、形象，或 用 以 起 兴 和 烘 托，所 表 现 的 情 感 和

主题也不 尽 相 同，但 表 现 男 女 之 间 的 爱 情 居 多。
如《周南·关雎》、《周南·汉广》、《秦风·蒹葭》表

现的是男子 关 于 水 边 邂 逅 佳 人 的 幻 想、思 慕 和 追

求以及求而 不 得 内 心 的 惆 怅 与 烦 恼，水 在 其 中 衬

托女子之美，营造出氤氲缠绵的浪漫氛围，一方面

又成为 追 求 女 子 的 阻 碍 的 象 征；《召 南·采 蘩》、
《召南·采 苹》表 现 的 是 春 日 水 畔 采 摘 劳 作 的 女

子，水畔是其劳作的场所；《郑风·溱洧》、《鄘风·
桑中》表现 的 是 男 女 在 上 巳 日 春 游 欢 会 或 于 桑 中

幽会的习俗，水 边 是 其 爱 情 发 生 的 场 所；《邶 风·
匏有苦叶》表 现 的 是 女 子 在 水 边 思 念 未 婚 夫 的 情

景，水波荡漾与女子的心绪起伏互为生发。《楚辞

·九歌》中 的 湘 夫 人，宋 玉《高 唐 赋》、《神 女 赋》中

的神女更 是 水 与 女 子 结 合 起 来 典 型。高 唐 神 女

“旦为朝云，暮为行雨”，已化身为水，神秘而飘渺。
水的清澈 灵 动 对 应 女 子 的 纯 洁 美 丽；水 的 包

容轻柔对应 女 子 的 温 婉 多 情；水 的 悠 长 深 广 对 应

爱情的缠绵 悱 恻。这 些 与 水 相 关 的 女 子，都 是 美

丽多情的化身。
所以在水 边 浣 纱 的 西 施 形 象 一 经 出 现，便 得

到了认可和 接 受。红 颜 碧 水、纤 手 素 纱 构 成 了 绝

美的画面，西 施 自 此 由 单 纯 的 美 人 符 号 变 成 具 体

可感的形象，由静态美人变成了动态美人，有着婀

娜的身姿，轻灵的动作和“沉鱼”的美貌、勤劳的美

德。水之于西 施 也 有 了 多 重 象 征 意 义：一 是 象 征

了西施高洁而坚韧的品行。西施只是一个民间的

普通女子，为了家国利益舍身忘我，苦练三年并在

吴国的深宫中强颜欢笑，没有高洁的品行、坚韧的

性格肯定是做不到的；二是水有洁净的功能，不管

世俗如何评论西施，水都能浣去其身上的污名，让

她“质本洁 来 还 洁 去”；三 是 水 象 征 了 西 施 柔 弱 的

处境。在男权社会下，西施的命运不能自己做主，
被迫成为政 治 的 贡 品 或 者 男 人 的 玩 物，就 像 水 中

的白纱，只能 任 人 摆 布，随 波 逐 流；四 是 象 征 西 施

的多情与温 柔，她 与 范 蠡 的 爱 情 就 发 生 在 水 边 浣

纱之时。而且纱 也 可 引 申 出“情 丝”之 意，更 显 情

意绵绵。
西施浣纱 的 形 象 是 如 此 丰 富 又 如 此 美 丽，使

人们不忍西 施 成 为 被 批 判 的 对 象，所 以 不 论 时 代

风气和社会 背 景 如 何 变 迁，后 世 对 评 说 西 施 时 也

是赞美和歌颂的居多。

三、浣纱形象符合魏晋南朝的审美风尚

“浣纱”这一女 子 日 常 劳 作 在 先 秦 既 已 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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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具有美与 爱 的 文 化 内 涵，但 根 据 逯 钦 立 辑 校 的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来看，自梁·王僧孺、
简文帝萧纲等才率先将“浣纱”这一情态用于诗歌

之中，此前写到浣纱女的作品极少。《诗经·陈风

·东门 之 池》曰：“东 门 之 池，可 以 沤 麻。彼 美 淑

姬，可以晤 歌。东 门 之 池，可 以 沤 苎。彼 美 淑 姬，
可以晤语。东门之池，可以沤菅。彼美淑姬，可以

晤言。”这 是 一 首 欢 快 的 劳 动 对 歌。一 群 青 年 男

女，在护城河里浸麻、洗麻、漂麻。大家一边干，一

边说笑，小伙 子 豪 兴 大 发，对 着 爱 恋 的 姑 娘，大 声

地唱出这首 歌，表 达 对 姑 娘 的 情 意。理 学 家 朱 熹

评论说 “此亦男女会遇之词，盖因其会遇之地，所

见之物以 起 兴 也”。勉 强 可 以 算 为 后 世 美 丽 多 情

的“浣纱女”的原型，但也仅此一篇，与《诗经》同样

表现美丽多 情 的 劳 动 女 子 相 比，“采 桑 女”才 是 这

一类的代表。
自梁元帝《乌栖曲》用“浣纱”写西施，直至《全

唐诗》，共有５０位诗人在诗作中使用了“浣纱”（包

括浣纱女、浣 纱 人、浣 纱 石、浣 纱 伴 及 独 用“浣”字

等情况），共６４首，又 多 是 写 西 施，以 西 施 为 代 表

的“浣 纱 女”才 逐 渐 发 展 成 为 一 个 比 较 稳 定 的 意

象。如唐·鲍 溶《越 女 词》云：“越 女 芙 蓉 妆，浣 纱

清浅水。忽惊春心晓，不敢思君子。君子纵我思，
宁来浣 溪 里。”“浣 纱”“浣 溪”两 词 都 能 让 读 者 把

“越女”浮想为那倾国倾城的西施。
西施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中成为“浣纱女”是

我国文学史进入文学自觉创造阶段在女性形象塑

造中的体 现，与 当 时 的 审 美 风 尚 有 很 大 的 关 系。
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

文中说：“用 近 代 的 文 学 眼 光 看 来，曹 丕 的 一 个 时

代可以说是‘文 学 的 自 觉 时 代’，或 如 近 代 所 说 是

为艺术而艺术（Ａｒｔ　ｆｏｒ　Ａｒｔ’ｓ　Ｓａｋｅ）的一派。”而文

学的自觉，是 以 生 命 意 识 的 觉 醒 和 个 性 价 值 的 发

现为前提的，文学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变

成了个人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
魏晋南北 朝 时 期 是 典 型 的 乱 世，战 乱 最 容 易

使敏感的文 人 感 受 到 生 命 的 短 促 与 脆 弱、命 运 的

难卜与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所以晋朝玄学

思潮盛行，反 映 到 文 学 创 作 中 便 带 有 悲 剧 性 的 基

调，又有作为悲剧性基调之补偿的放达，文人大胆

的发挥想象，摆脱两汉数百年名教束缚，在虚构的

世界里寻求 精 神 的 慰 藉，表 现 出 对 及 时 行 乐 或 沉

迷声色的 追 求。士 人 不 以 立 德、立 功、立 言 得 名，
也不以“名 节”自 许，仅 仅 靠 飘 逸 俊 朗 而 声 名 远

播。［４］飘逸清 丽、虚 幻 绮 美、颖 悟 旷 达 成 为 当 时 的

审美风尚，反应在女性形象的描绘上，就是从感官

的体验出发，重视外貌描写，通过夸张、对比、比喻

等手法大力渲 染 美 人 的 仪 容、身 姿、体 态，绘 饰 美

人出现 的 环 境 甚 至 是 空 气 的 味 道 等 来 表 现 其 美

丽。南朝受绮靡浮艳诗风的影响，诗歌中美人意

象的 政 治 托 寓 色 彩 也 随 之 淡 薄。［５］大 多 是 单 纯 的

玩赏性的 实 写。《乌 栖 曲》就 是 乐 府《清 商 曲 辞·
西曲歌》旧题，内容大都比较糜艳，歌咏艳情。

所以同样是 写 西 施，《乌 栖 曲》中 梁 元 帝 以 封

建男权社会代表人物的身份，以男子单纯的、不带

有世俗 偏 见 的 审 美 眼 光 描 写 西 施 月 下 浣 纱 的 场

景：西施的美使得浣纱变得赏心悦目，浣纱又展现

出西施的 轻 灵 曼 妙，加 上 淡 淡 的 月 华、潺 潺 的 流

水，粼粼 的 波 光，营 造 出 朦 胧、浪 漫、幻 梦、旖 旎 的

氛围，声 光 灯 影，美 不 胜 收，不 禁 让 人 心 驰 神 往。
诗歌中 浣 纱 的 西 施 成 为 所 有 审 美 观 照 凝 聚 的 主

体。“西施浣纱”这一意象极致的表现出“美”的意

境和“脉脉多情”的意蕴，文化内涵如此丰富，因此

被后世广为流传，成为西施的经典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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