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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借用/ 复调性0作为切入点 � 对被历史边缘化的唐代女性诗歌进行重新开掘与整合 � 着重探讨其在思想内容与 

表情方式上的两个分离点 � 首先 � 女性作品对于男性权力文化的依附与背离构成了唐代女性诗作的两种截然不同 

的风貌 � 其次 � 女诗人的自我独白与企求沟通以实现多层次的思想对话 � 又成为女性两种不同的言情策略和立身姿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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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 � 当封建社会的经济文化进入高度繁 

荣发展的历史时期 ) ) ) 唐朝 �女性诗人以一种罕见 

的张扬姿态进入历史的视阈 ∀而唐王朝的繁荣鼎盛 

与由盛而衰 � 又使唐代女诗人的诗情抒写表现出浮 

沉变化 !显隐交替的复杂特征 ∀ 对被历史边缘化的 

唐代女性诗歌进行重新开掘与整合 �实际是将其纳 

入今日的视野进行的另一种价值评估 ∀ 本文借用 

/ 复调性0这一概念 � 起意于唐代女性诗作中存有许 

多独立的 !不相混淆的声音处于同等的地位抒写各 

自的所思所感 � 达成了类似音乐中不同声部所形成 

的互为丰富和混响的/ 复调0效果 ∀ 以之为切入点 � 

主要基于唐代女性诗作在思想内容与表情方式上的 

两个分离点 ∀首先 �女性作品对于男性权力文化的 

依附与背离构成了唐代女性诗作的两种截然不同的 

风貌 ∀其次 � 女诗人的自我抒情与企求沟通以实现 

多层次的思想对话 �又成为女性两种不同的言情策 

略和立身姿态 ∀一旦被纳入了以女性为根本立场的 

当代女性主义的理论视野后 �唐代女性诗歌作品也 

显示了女诗人自身对女性价值标榜的轻重之分 ∀ 

/ 轻0者 � 是习惯于以传统的礼法约束与规范自己 � 自 

觉地以吻合男性中心社会的价值尺度为标准的女性 

诗人的创作 ∀ / 重0者 � 则是颇具反叛意识 � 敢于在体 

制规定之外抒写心志的女性诗作 ∀两者的分流也暗 

合了女性在争取自身地位的历史发展轨迹中的茫然 

与自觉 ∀ 

复调性之一 � 模拟与真实 

/ 诗的活动的起点 � 始终是一种生命体验 ∀ 0 ≠ 从 

本质而言 � 诗歌表达的应该是生命的问题 � 即展现个 

体的生命体验 ∀所谓/ 文以载道0/ 文章合为时而著 � 

歌诗合为事而作0 �实际上彰显了男性诗歌过度承 

载的社会教化功能和实用思想 ∀唐代空前开放的文 

化格局与积极入世 !关心时政的社会心理机制 � 必然 

规定了男性诗人们在抒展个人情怀时 � 思考与表达 

的一般基点是施展建功立业的抱负 �实现政治的理 

想 � 从而展现人生的价值 ∀ 置身其中的女性诗人的 

创作因此显示出了两种不同的状貌与发展趋势 ∀区 

别两者的分离点 � 取决于女诗人对男性文化传统的 

接受与否及自身主体性操守的持有程度 ∀ 

由于跻身上流社会 �耳濡目染男性文化的判断 

标准和价值形态 � 并渴求得到传统文化的认可 � 以宫 

廷内后妃宫人 !贵族 !官僚的眷属为主体的出身尊 

贵 !地位优越的女性诗人 � 大多自觉地以男性的思想 

感情 !审美旨趣和观念意识来写作 � 将符合正统的男 

性诗人的作品作为范本 �明显表现出对男性文化的 

趋附倾向 ∀ / 陪鸾游禁苑 �侍赏出兰闱 ∀ 云偃攒峰 

盖 � 霞低插浪旗 ∀日宫疏涧户 � 月殿启岩扉 ∀金轮转 

金地 � 香阁曳香衣 ∀铎吟轻吹发 � 幡摇薄雾霏 ∀昔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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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芝火 � 山红连野飞 ∀花台无半影 � 莲塔有全辉 ∀实 

赖能仁力 � 攸资善世威 ∀ 慈缘兴福绪 �于此罄归依 ∀ 

风枝不可静 � 泣血竟何追 ∀ 0武则天的这首5从驾幸少 

林寺并序6�5全唐诗6 ≈� 卷五�颇得后人称道 � 诗人以 

栩栩如生的语言描摹了禁苑周遭的声色皆美的图 

景 � 兼有对仗美与音韵美 ∀ 然而诗歌的立意本为感 

伤亡母 �诗人却刻意借用了张扬皇家威仪的词汇作 

为意象 � 着眼于展示景观的力度与壮美 �将哀母之情 

融于歌功颂德的俗套 �令人感怀 ∀ 上官婉儿的不少 

陪侍皇帝出游纪胜的作品也是如此 ∀ 以5驾幸新丰 

温泉宫献诗三首6�卷五�中的一首为例 �/ 鸾旌掣曳 

拂空回 � 羽骑骖马 覃蹑景来 ∀ 隐隐骊山云外耸 �迢迢 

御帐日边开 ∀ 0其意境阔大 � 颇有男儿之风 � 历来得到 

赞许 ∀钟惺就曾赞叹说 � / 全诗皆以猛力震撼出之 � 

可以雄视李峤等二十余人矣 � 0 ≈� 然而从创作视角来 

看 � 诗人仍是以仰视的角度参照写作对象 � 将皇帝预 

先设定为接受万民崇拜的神 �所以仪仗队伍的浩浩 

荡荡 �自然景物的壮观雄奇无不成为对皇帝业绩的 

隐曲肯定与赞美讴歌 ∀而在宫廷女诗人鲍君徽的笔 

下 � 对皇帝的歌颂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 一首 

5奉和麟德殿宴百僚应制6�卷七�如是写到 � / 睿泽先 

寰海 � 功成展武韶 ∀戈鋋清外垒 �文物盛中朝 ∀圣祚 

山河固 � 宸章日月昭 ∀玉筵鸾鹄集 � 仙管凤皇调 ∀御 

柳新低绿 � 宫莺乍啭娇 ∀愿将亿兆庆 � 千祀奉神尧 ∀ 0 

全诗以铺排的手法展示了皇恩浩荡泽被四海的隆重 

效应 � 对君恩进行了无原则的赞美与歌颂 ∀所以 � 尽 

量规范自由创作的冲动 �在创作中注意实现诗歌的 

政治教化作用成为上述诗人们歌颂太平盛世为皇帝 

大唱赞歌所采取的根本策略 ∀而从审美价值取向来 

看 � 诗歌明显推崇充满阳刚之气的力度感与力量美 � 

这对由于性别的原因处于男权社会边缘 �被中心文 

化排斥的女诗人而言 �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审美依附 

心理 ∀
诚然 �如果从应制诗 !游宴诗本身的公式化和 

概念化来看 �这些女诗人在创作中自觉放弃抒写自 

己的真实感受 �使用典型的套语和无聊的吹捧而将 

自己纳入男性世界的范畴实属无奈之举 ∀但是即使 

在对一些日常题材的作品创作中 �这种有意或无意 

的趋附意识依然存在 ∀ 以长孙皇后仅存的一首5春 

游曲6�卷五�为例 � / 上苑桃花朝日明 � 兰闺艳妾动春 

情 ∀井上新桃偷面色 �檐边嫩柳学身轻 ∀ 花中来去 

看舞蝶 � 树上长短听啼莺 ∀林下何须远借问 � 出众风 

流旧有名 ∀ 0 钟惺对此诗的看法颇为典型 �/ 何等深 

细 � 觉他人柳腰桃脸等语皆鄙俗不中用 ∀ 0 ≈� 然而 

/ 兰闺艳妾0 很明显是被置于观赏玩味的对象的位 

置 � 诗人以男子通常欣赏美色的口吻 � 兴致勃勃地赏 

玩吟诵其外貌身姿的风流多情 �津津有味地表现宫 

女的体貌之美与春色和谐悦人的一面 �忽视了对于 

宫女内心世界的探求 �而对于宫女生命的体贴与关 

心更是无从谈起 ∀所以 �诗人因为所持的男性立场 

而丧失了作为女性的根本价值判断和主体性操守 ∀ 

而对于女诗人而言 �其社会身份从一开始就决定了 

她的写作只能是展露生命的记忆 !流露并宣泄情感 

的 ∀因此诗歌必然成为女性自觉表露主体意识 !品 

味生命意味的最佳载体 ∀ 

女诗人对于自己胸怀理想和生命意志的真诚抒 

写主要体现在爱情诗的写作上 ∀由于女性对爱情往 

往心无旁骛 !全心全意甚至忘我献身 � 因此她们往往 

比男性更能领悟爱情的真谛 � 更能展示情感的深度 ∀ 

/ 沙场征戍客 �寒苦若为眠 ∀ 战袍经手作 �知落阿谁 

边 ∀蓄意多添线 � 含情更著绵 ∀ 今生已过也 � 结取后 

生缘 ∀ 0开元宫人所作的这首5袍中诗6�卷七九七�以 

平白质朴的叙述语言刻画了一个对今生已然绝望 � 

希望来生能结取姻缘的柔情脉脉的抒情主人公形 

象 ∀女主人公将满腔爱意寄托于一个素昧平生的男 

子以求结取/ 后生缘0 �实际反衬了主人公被剥夺了 

自由和爱情 �无奈地陷于孤独寂寞的悲惨处境 ∀ 而 

天宝宫人的5题洛苑梧叶上6�卷七九七�倾诉的也是 

这样的苦情 � / 一入深宫里 �年年不见春 ∀ 聊题一片 

叶 � 寄与有情人 ∀ 0 所不同的是诗人直白地道出了身 

处深宫的心理感受 �一入深宫 �从此便与代表了温 

暖 !希望 !追求 !幸福的春天无缘 ∀ 这样一些浸润了 

生命痛楚的心灵读本是堪与上文长孙皇后的诗作形 

成对照来读的 ∀ 

自然 � 女诗人对爱情的感觉和把握是多层次的 ∀ 

在倾诉对爱情的渴望 � 聊慰生命激情的时候 � 她们通 

过对自身体验的分析梳理 �展露了爱情生活带给她 

们的诸多感受 ∀/ 门前桃柳烂春辉 �闭妾深闺绣舞 

衣 ∀双燕不知肠欲断 � 衔泥故故傍人飞 ∀ 0张窈窕5春 

思二首6�卷八 ο 二�中的这一首以巧妙的对比抒写 

了形只影单的寂寥与孤独 � 门外是撩人的春光 !双飞 

筑巢的燕子 �屋内是躲在深闺独自绣衣暗自伤心的 

自己 ∀而李冶的5相思怨6�卷八 ο 五�更是极写了女 

子的相思之苦 �/ 人道海水深 �不抵相思半 ∀ 海水尚 

有涯 � 相思渺无畔 ∀携琴上高楼 � 楼虚月华满 ∀ 弹著 

相思曲 � 弦肠一时断 ∀ 0首联颔联两句诗人将相思以 

海水作比 � 表现了相思之极深极广 ∀抒情女主人公 

因难奈相思之情携琴登上高楼 �而高楼却因人声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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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弥满月光教诗人更生哀怨之情 ∀诗人弹到5相思6 

一曲时 � 却不料因为感情急速迸发而/ 弦肠一时断0 ∀ 

诗人表面写相思 � 实际流露的是满腔哀怨之情 � 让人 

释卷难忘 ∀如果说李冶的哀怨诗情是遮着面纱娓娓 

道来的 �那么鱼玄机的哀怨则是以杏眼圆睁的怒目 

来表达心中的愤慨的 ∀ / 自叹多情是足愁 � 况当风月 

满庭秋 ∀洞房偏与更声近 �夜夜灯前欲白头 ∀ 0在这 

首5秋怨6�卷八 ο 四�中 �诗人敏感地意识到正是自 

己的多情招致了愁苦的心绪 ∀当秋风飒爽皓月当空 

时多情带来的却是深深的悔意 �见证/ 我0的彻夜不 

眠与华发渐生的 �是夜夜更声和一盏孤灯 ∀ 诗人在 

对抒情主人公愁苦心境的刻画中 �实际溶入了对抛 

弃自己的昔日丈夫李亿之流的愤怒谴责 ∀ 总之 �女 

诗人以或直白或隐曲的笔法倾诉自己内心最真实的 

相思与愁怨 �道出自己对爱情生活最真实切肤的体 

验 ∀ 

值得强调的是 �女诗人在描摹细腻隐秘的情感 

世界 !展示内心的情感伤痕时 � 已经意识到由于性别 

而造成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正是导致爱情无望的真 

正原因 ∀这种难能可贵的理性认识最集中地体现在 

鱼玄机的5赠邻女6 �卷八 ο 四�一诗中 �/ 羞日遮罗 

袖 � 愁春懒起妆 ∀易求无价宝 � 难得有心郎 ∀枕上潜 

垂泪 � 花间暗断肠 ∀自能窥宋玉 � 何必恨王昌 ∀ 0诗歌 

在形象描述了邻女失恋的种种痛苦情态之余 �紧承 

/ 男儿重意气 � 何用钱刀为0 ≈� 之意 �发出了/ 易求无 

价宝 �难得有心郎0的有力痛斥 �道出了历经情感磨 

难的女性共同的心声 � 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 � 想要 

寻找一个对自己有情有意 !善待自己 !灵魂相通的如 

意郎君 � 岂不是比得到无价宝还要难上加难吗 � 而 

女性在遭遇这样的挫折时 �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 诗 

人所能劝慰邻女的是 � 不要念念不忘负心郎 � 去勇敢 

追求自己的所爱 � 泼辣大胆的劝解鲜明标示了诗人 

挑战男性道德的强烈叛逆精神和反抗意识 �展现了 

突出的个人化姿态 �边缘的社会身份并不能使她们 

从社会中逃遁 �她们甚至还能以女性的坚韧去关心 

身外的大事 �探讨一些似乎从来都应该是男人管的 

事情 ∀鲍君徽的一首边塞诗5关山月6�卷七� � / 高高 

秋月明 � 北照辽阳城 ∀塞迥光初满 � 风多晕更生 ∀征 

人望乡思 � 战马闻鼙惊 ∀ 朔风悲边草 �胡沙暗虏营 ∀ 

霜凝匣中剑 �风惫原上旌 ∀ 早晚谒金阙 �不闻刁斗 

声 ∀ 0诗人以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征人艰苦的生活环境 

活现了战士的厌战情绪和深切的思乡之情 �并对朝 

廷和边帅不体恤战士的麻木不仁进行了尖锐的指责 

与批判 ∀ 薛涛的5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6 �卷八 ο 

三� � / 黠虏犹违命 �风烟直北愁 ∀ 却教严遣妾 �不敢 

向松州 ∀ 0更是讽刺了镇守边镇的节度使只会对弱女 

子滥施淫威而不敢对抗入侵之敌的软弱无能 �代罚 

赴边女倾诉了一腔苦情 ∀ 无怪乎杨慎如此评价此 

诗 � / 有讽谕而不露 �得诗人之妙 �使李白见之 �亦当 

叩首 � 元 !白流纷纷停笔 �不亦宜乎 � 0 ≈� 所以 �女诗人 

在对女性生存状况和精神状态的抒写与表述中 �力 

图抛开男性价值尺度 �表现内心的渴望与追求 ∀ 但 

不得不承认的是 � 相比较于男性的表达 � 她们作品中 

的反抗令人感觉到的是脆弱和苍白 ∀ 更有甚者 �男 

性中心主义的文化熏染使得她们中的一些已经丧失 

了独自飞翔的能力 ∀妓女诗人徐月英以一首5叙怀6 

�卷八 ο 二�诉说了所有被迫为娼的姐妹们的心事 � 

/ 为失三从泣泪频 � 此身何用处人伦 ∀虽然日逐笙歌 

乐 � 长羡荆钗与布裙 ∀ 0将自身的悲惨命运归结到丧 

失/ 三从四德0 �懵懂中将耻辱的枷锁自觉套在了自 

己的脖颈上 ∀ 

综上所述 � 当女性以性别的视角观察和体验生 

活 � 在从现实生活到精神存在的维度中深切地感受 

身为女性所受到的来自生活的各种压抑时 �通过写 

诗实现的心灵宣泄实际上成为她们挣脱现实的羁绊 

实现生命超越的最佳途径 ∀ 所以 �能否真实书写女 

性的性情世界 �释放生命力 !舒展性灵 �展示属于自 

己的价值判断 �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区分唐代女性诗 

歌写作中模拟与真实的分离点 ∀因为对于日常生活 

的亲近与表现 � 对于婚恋主题的大量涉猎 � 女性诗歌 

部分消解了男性文学惯常表现的宏大主题 �将诗歌 

带回到5诗经6这一抒情诗的传统中 ∀而在诗歌婚恋 

内容的表层之下 � 蕴藏着一个真挚的情感空间 � 即对 

一种建立在渴望生命的交流与沟通上的人类之爱的 

永恒膜拜与追求 ∀诚然 �女性诗歌题材因性别在体 

制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而呈现了狭隘的面貌 �并在与 

同时期的男性诗作的比较中显出了/ 轻0的状态 �但 

其中承载的生命本体意识 �又使其在中国诗歌的发 

展流变中具备了极不一般的份量 ∀ 

复调性之二 � 对话与独白 

唐代女性的抒情诗中 �对话与独白作为两种非 

常有效的抒情策略 � 承担了女性突破沉默 !确认自我 

的性别反抗 ∀ 其中 �对话体现了诗人借助诗寻求与 

说话对象的交流 !期待与男性社会互动沟通的目的 � 

而独白则是诗人以自我意识构造的一个独立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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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 诗人藉此确保自我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 考察 

唐代女诗人的作品 � 两种抒情方式兼而用之 � 并且互 

为转化 �在不同程度和层面上成为女性表现自我丰 

富多姿的内心世界 !缓解人生痛楚的良药 ∀ 

应该说明的是 � 唐代女性诗歌中的对白 � 不是通 

常意义上文本的对白形式 ∀它实际是指诗人的写作 

态度提供给作品的一种对话性 �叙述人或抒情者期 

待来自对象的倾听与应答 �从而使自身参与到多元 

的社会生活与感情世界中去 ∀以数量众多的爱情诗 

为例 � 希望得到倾听 �获得情感上的认同与体贴 �从 

而实现情感的沟通和生命的交流 �是女诗人自觉的 

创作目的 ∀以处在热恋甜蜜中的女主人公为例 �对 

情郎发出的爱情信号无疑会使对方受到极大的鼓 

舞 ∀在姚月华5制履赠杨达6�卷 八 ο ο �/ 金刀剪紫 

绒 � 与郎作轻履 ∀愿化双仙凫 �飞来入闺里0和晁采 

5寄文茂6�卷八 ο ο �/ 花笺制叶寄郎边 � 的的寻鱼为 

妾传 ∀并蒂已看灵鹊报 �倩郎早觅买花船0 两首诗 

中 � 女主人公或是情谊切切地为情郎制履 � 或是殷勤 

地请鱼儿给情郎捎信 �大胆的示爱和直率的表白意 

在召唤情郎早日与己共沐爱河 �对话的目的非常明 

确 ∀而当以功名 !前程为重的男子们或是求学赶考 ! 

效命沙场 � 或是宦游南北 !商贾四方时 �长久的离家 

外出必然导致两地分居甚至移情别恋的结果 ∀于是 

诗又成为女性倾吐离别相思 � 表达被弃悲哀的载体 � 

其最终目的还是召唤丈夫回归 ∀以触目皆是的离愁 

别绪为例 � 宋氏的5长相思6�卷八 ο 一 �道尽了离别 

的衷肠 � / 长相思 � 久离别 ∀关山阻 � 风烟绝 ∀台上镜 

文销 � 袖中书字灭 ∀不见君形影 � 何曾有欢悦 ∀ 0重重 

的山川 !弥漫的风烟将夫妻隔绝得太久 �以致于梳妆 

台上铜镜的花纹都已磨平 �衣袖里珍藏的书信也字 

迹模糊了 �诗人渲染了久别夫君的妻子痛失幸福与 

欢乐的苦情 ∀更有恨不能化为细雨随风飘去伴随丈 

夫同行的妻子 � / 春风送雨过窗东 � 忽忆良人在客中 ∀ 

安得妾身今似雨 �也随风去与郎同 ∀ 0 �晁采5雨中忆 

夫6�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同是旨在打动丈夫归家的 

心 � 使夫妻早日团聚 ∀ 

由此可见 � 诗人为展现自己的根本思想 � 在对话 

关系中倾注了巨大的对话积极性 �努力打造一种能 

充分自我说明的氛围与情境 �并利用这种情境的渲 

染触及对方的要害 � 探问他 !恳求他 � 甚至指责他 !嘲 

笑他 � 最终实现沟通和交流的自我立场 ∀ 其中一些 

女诗人采取的是主体隐忍退让的姿态 ∀ 以慎氏的 

5感夫诗6 �卷七九九 �为例 �对心生抛妻之念的丈 

夫 � 妻子一心靠柔风细雨的规劝求得丈夫回心转意 � 

/ 当时心事已相关 � 雨散云飞一饷间 ∀便是孤帆从此 

去 � 不堪重上望夫山 ∀ 0因婚后十年无子将遭丈夫遗 

弃的妻子 �先是通过回忆过去两人心心相印的美好 

时光 � 希望拨动丈夫的念旧之心弦 ∀接着又以自己 

不久将遭受的凄惨命运 � 极力打动丈夫的恻隐之心 � 

化为望夫石的渔妇固然可悲 � 但毕竟是有夫可望 �而 

被弃的自己将毫无希望可言 � 诗人因此赢得了丈夫 

的忏悔 � 免遭了被弃的命运 ∀薛媛的5写真寄夫6�卷 

七九九�同样表现了妻子凭借情感与心计重获丈夫 

的努力 � / 欲下丹青笔 � 先拈宝镜寒 ∀已惊颜索寞 �渐 

觉鬓凋残 ∀泪眼描来易 � 愁肠写出难 ∀恐君浑忘却 � 

时展画图看 ∀ 0诗人以一连串细腻的动作描写与心理 

描写 � 渲染了自己对丈夫的深情与遭弃的巨大痛苦 � 

这种委婉含蓄 !低声下气的请求终于换取了丈夫的 

回心转意 ∀当然 � 面对男子的薄情与负心 � 有的女诗 

人则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以抒发自己满腔的怨恨 ∀ 因 

杨贵妃的得宠而迁居上阳宫的江妃采苹 �在面对玄 

宗所赐的珍珠时 �倔强和怨恨地道出心声 � / 桂叶双 

眉久不描 � 残妆和泪污红绡 ∀长门尽日无梳洗 � 何必 

珍珠慰寂寥 ∀ 0�5谢赐珍珠6�卷五��失宠的诗人不禁 

悲愤交集 � 自己终日泣涕连连 �最不缺的就是泪珠 � 

这鲛人之泪所化的珍珠非但不能安抚寂寥 �反而能 

加剧心中的伤痛 � 诗人以此对造成自己不幸命运的 

负心郎给予了最严厉的谴责 ∀ 

除此之外 � 唐代女性诗歌中其它内容的对话呈 

现于女诗人和多重对象的意识交锋中 �显示了主体 

的生命激情和对生存价值的追问 ∀ 花蕊夫人的5述 

亡国诗6�卷七九八�表达了女性的生存尊严与生命 

激情 � / 君王城上竖降旗 �妾在深宫那得知 ∀ 十四万 

人齐解甲 � 宁无一个是男儿 � 0面对宋太祖的诘问 �作 

为降妇的女诗人对后蜀君臣不敢反抗而屈辱投降的 

事实给予了辛辣的揭示与嘲讽 ∀全诗于嬉笑怒骂间 

表达了对没有气节的男子的鄙夷与痛恨 �张扬了诗 

人身为女子却敢于反抗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不屈性 

格 ∀鱼玄机的5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6 �卷 

八 ο 四� �则是民间女性直指性别的不平等 �对男子 

社会的大胆质疑 �/ 云峰满目放春晴 �历历银钩指下 

生 ∀自恨罗衣掩诗句 �举头空羡榜中名 ∀ 0诗人恨罗 

裙遮掩了自己的诗歌才华 �对男子荣登金榜自己只 

能空怀艳羡而无所作为 � 其中对男女生而不平等的 

生存质疑 �实际上正是对主流文化和男性统治的极 

为不满 ∀而黄崇嘏的5辞蜀相妻女诗6 �卷七九九� � 

则通过与蜀相的对话交流 �将女子超卓的志向展露 

于世 � / 一辞拾翠碧江湄 �贫守蓬茅但赋诗 ∀ 自服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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衫居郡掾 � 永抛鸾镜画蛾眉 ∀立身卓尔青松操 � 挺志 

铿然白璧姿 ∀ 幕府若容为坦腹 �愿天速变作男儿 ∀ 0 

女扮男妆的诗人情愿辞别风光秀美之地 �隐居茅屋 

赋诗 � 一旦为官 �诗人就立志清正廉洁 �诗人以有德 

有志有才的女性襟怀赢得了男子的敬意 � / 述志诗 � 

句句森耸 � 想其气概 � 自然第一流人 ∀ 0 ≈� 虽然上述这 

些思想的交流与意识的对话只能存在于主流话语和 

权威话语之外 �并一直作为一种弱势的声音被时代 

的喧哗所掩盖 �但因为文本中呈现的作为弱势群体 

的女性追寻生活真相和表达生存理想的坚韧品质 � 

使得对话最终在诗人与受众之间得以实现 ∀ 

所以 � 在对话双方的独立 !平等和可沟通的前提 

下 � 对话世界应该是一个由平等 !多元的话语和思想 

构成的自由空间 ∀ 在这里 �双方首先应该是相对独 

立的 � 只有独立的个体才能拥有自我 ∀ 而当女诗人 

将自我意识依赖他人 �认为只有通过与他人的对话 

才拥有自己 �并且把自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作为生 

存的基本条件时 � 对话其实并未建立在可沟通 !可理 

解的平等的意识之间 ∀ 事实上 �在女诗人的作品世 

界里缺乏的就是一个独立意识平等存在的对话语 

境 � 所以尽管诗人试图营造一种粗糙的对话生存 � 但 

由于平等的缺席导致了真正对话的不可能 ∀ 因此 � 

归根结底 �女诗人所选择的对话姿态更多的是代表 

一种理想世界的生存方式 � 在提问 !聆听 !应答 !赞同 

中实现与男性社会的和谐相处 ∀所以她们试图通过 

自我在叙述中的隐忍与张扬而使自我变得更为宽 

广 � 试图在对话性的创作中让自我呈现 ∀ 

而独白 �坚持的显然是和对话相对立的原则 ∀ 

独白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否认在自身之外还存在着 

平等和回应的意识 ∀ 在独白中 �他人只能完全地作 

为意识的客体 �而不是另一个意识 ∀ 诗人在倾诉中 

并不需要他人的回答 �也不期待他人的回答 ∀ 就在 

没有他人的情况下 �诗人通过独白把整个现实都内 

在化了 ∀如果说独白是女性诗歌世界中抒情者与人 

物普遍的存在姿态 �那么当我们从诗歌抒情的角度 

来考察作品的时候 �一些诗歌创作则表现为一种隔 

绝了交流的独立意志 � 在诗人的叙述与抒情之下 � 诗 

歌承载的是诗人单一的声音 �诗人以自我意识构造 

了一个独立的文本空间以确保自我意识的独立性 ∀ 

其中 � 对于自我情绪世界的描述是最突出的 ∀ 由于 

写作者狭小的社会生活视阈与性格的内倾 �最终的 

落笔点就多是自我的婚姻与情爱的问题 ∀所以在男 

性诗人笔之所至的重大的社会事件 !广阔的时代生 

活 !变幻的时代风云时 � 女诗人的绝大多数作品多是 

以妻子 !情人的身份在抒情与吟咏 � 表现恋爱中的离 

合变化 !忧喜得失 � 展示了对时代的疏离和对自我的 

慰藉 ∀因此从上文诸多诗作的评析中不难看到 �女 

诗人对女性生存的心灵体验无疑较之男诗人更为细 

腻与深邃 � 情感描写也更细致入微 ∀正所谓/ 诗的语 

言包含着最强烈的情感因素和直觉因素0 ≈� ∀ 对于 

情感丰富的女性而言 �女诗人在对情感挫折的倾吐 

中求得心理调节达到情感的宣泄和痛苦的缓解 �实 

在是再正常不过了 ∀ 但是 �与男诗人以宏大叙事和 

崇高抒情淋漓尽致地言志相比照 �女诗人并不总是 

以日常言情的方式表达自我 �她们也会以独白的方 

式言说志向表现胸襟 ∀ 以托物咏怀诗为例 �女诗人 

善于通过以物喻人来独白言志 �揭示多个层面的自 

我心怀 ∀薛涛的5池上双鸟6�卷八 ο 三�借小鸟表达 

了内心愿望 � / 双栖绿池上 �朝去暮飞还 ∀ 更忆将雏 

日 � 同心莲叶间 ∀ 0诗人在相亲相爱的小鸟身上 � 寄寓 

了作为一个女子对生活美满 !志趣相投 !携手同行的 

婚姻境界的渴望 ∀而这比照那些仅仅是由于两性体 

貌上的两情相悦 � 显然体现了诗人对爱的深刻理解 ∀ 

她的另一首5鸳鸯草6�卷八 ο 三�同样借物喻人 � / 绿 

英满香砌 � 两两鸳鸯小 ∀但娱春日长 � 不管秋风早 ∀ 0 

诗人不仅赋予笔端的小草以夫妻恩爱 �更赋予了其 

在对幸福追求中无畏地与恶势力抗争的美好品质 � 

实质上正是诗人自己追求幸福的心曲 ∀张文姬的独 

白诗中体现的显然是女子博大高远的志向 ∀ 她的 
5沙上鹭6�卷七九九�如此写到 �/ 沙头一水禽 �鼓翼 

扬清音 ∀只待高风便 �非无云汉心 ∀ 0诗人通过对沙 

上鹭鼓翼欲振翅高飞的形象描绘 �抒发了自己的一 

腔凌云壮志 ∀而在5双槿树6�卷七九九�中 �诗人又 

以树拟人抒写心志 � / 绿影竞扶疏 �红姿相照灼 ∀ 不 

学桃李花 � 乱向春风落 ∀ 0诗中为取悦春风而丧失节 

操的桃李显然是诗人嘲讽的对象 �诗人借对双槿树 

的赞颂表达了自己保持独立人格 �恪守崇高节操的 

思想境界 ∀ 

除此以外 � 女诗人更以独白的方式道出自己作 

为一个女子对历史 !社会及自身命运的冷静思考和 

理性认知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女性诗歌沉湎 

于个人情感 !缺乏理性提升的限度 � 将抒情独白推向 

理性独白 ∀刘瑶的5阖闾城怀古6�卷八 ο 一�承担了 

对历史的认识与思考 � / 五湖春水接遥天 �国破君亡 

不记年 ∀唯有妖娥曾舞处 �古台寂寞起寒烟 ∀ 0当年 

称霸的吴国早已灰飞烟灭 �曾经繁华的歌舞楼台也 

已是荒凉寂寞 �只有太湖的春水还是那样碧绿浩荡 

一望无边 ∀诗人以委婉的笔调吟咏历史 �将太湖美 

景与国破君亡 !欢歌漫舞与萧条古台作对比 � 引发人 

们认识历史从而借鉴历史教训 ∀李冶则将自己从日 

常生活所见中得来的感悟化为一首耐人寻味的理趣 

诗5八至6�卷八 ο 五� � / 至近至远东西 �至深至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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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至高至明日月 �至亲至疏夫妻 ∀ 0这首明白如话 

的小诗历练地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 �事物的双方 

总是相生相克 !对立统一的 �日常生活如此 �历史社 

会亦是如此 ∀其中女诗人对于女性的命运思考是尤 

为深刻的 ∀鱼玄机的5送别6�卷八 ο 四�对男女对爱 

情婚姻所持的不同态度给予了揭示 � / 水柔逐器知难 

定 � 云出无心肯再归 ∀惆怅春风楚江暮 �鸳鸯一只失 

群飞 ∀ 0女性就像柔顺的水依物成形 �而负心的男人 

则像天上的浮云四处飘飞 � 根本不会再回来 � 痴情的 

妻子只有孤苦无依的下场 �不必再存什么幻想 ∀ 诗 

人的清醒认识显然来自痛定之后的深刻反省 ∀而薛 

涛的5十离诗6�卷八 ο 三�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女子 

在男性社会所处的地位 ∀ 以其中的5犬离主6和5鱼 

离池6为例 � 诗人如此描述女性的可悲地位 � / 驯扰朱 

门四五年 � 毛香足净主人怜 ∀无端咬著亲情客 � 不得 

红丝毯上眠 ∀ 0 / 跳跃深池四五秋 �常摇朱尾弄纶钩 ∀ 

无端摆断芙蓉朵 �不得清波更一游 ∀ 0诗人以犬和鱼 

自喻 � 形象地点明了自己虽然多才多艺 �但不得不仰 

人鼻息 !担惊受怕的卑微身份和不幸遭遇 � 辛酸地道 

出了男权社会中女子受压迫受奴役的奴隶地位 ∀所 

以 � 当直面倾听者缺席 !平等的对话根本无法实现的 

现实世界时 �女诗人只能选择用独白的方式表达自 

己感受到的存在与世界 �用独白来建构属于女性的 

内心王国 ∀这种/ 独白0实际是女诗人将自己趋于成 

熟的人生感悟蕴藏到笔端 �通过抒情主人公的言说 

逐层展开一个情感丰满 !情理兼备的世界 ∀可以说 � 

独白的女诗人是在生活的絮语中努力烘托出一个自 

我被放大的生存空间 ∀女诗人通过这种方式倾吐人 

生苦难 !消解心中块垒 � 她们从事写作的意义也由此 

悄然而出 ∀ 

综合来看 � 对男性权力世界的反抗和对平等自 

由的理想世界的追求是贯穿女性诗歌的主题 ∀ 在诗 

人看来 �现实困境的症结就在于从根本上否认女性 

平等的男性权力世界的垄断和压制 ∀所以无论是独 

白还是对话 � 都蕴藏着女诗人企图恢复生命的活力 � 

还原生活的美好 �以自身品质的坚硬有力来对抗来 

自权力世界的种种苦难的努力 �尽管这只能是一种 

无为之为 ∀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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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 � 转引自5诗探索6���� 年第 � � � 辑第 ��� 页 � 天津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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