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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娟

李清照（1084-1156），自号易安居士，齐州章丘

（今山东济南）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女作家。

她的诗词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宋王灼《碧鸡漫

志》卷二说她“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

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

清人李调元亦云：“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不

在秦七、黄九之下。词无一首不佳。其炼处可夺梦窗之

席，其丽处直参片玉之班，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

须眉。”（《雨村词话》）这些评论给予我们喜爱的女作

家极高的文学地位，吸引着我们走近李清照。

一

李清照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父亲李格非，字文叔，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官至礼部员外郎。李格

非的文章受知于苏轼，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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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甚丰，传世仅《洛阳名园记》一卷。清照的生母为

宰相王珪的长女，早逝。吏部尚书王拱辰的孙女是清照

的继母，亦能文。清照在一个学识渊博、文化氛围浓厚

的家庭中长大。以往，人们都认为独特的家庭环境对李

清照的影响很大，这有一定的道理。其实，当时的士大

夫家庭都很注意对女儿的教育，这是社会的需要而形成

的一种时代风气。

北宋是一个文化相当成熟的时代，作为这个时代的

上层士大夫阶层，“为了得到政治权力、社会影响力和

文化上的领导权，还必须熟练地掌握文化传统，并能参

与和分享时代思潮及其格调”。而“宋代理想的上层阶

级的妻子不仅简单地献身于丈夫的家庭，她还要有管理

方面的能力及文学天才和人际关系中高超的技巧，使她

可以保持家庭的繁荣昌盛”（［美］伊沛霞《内闱——

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士大夫家庭的女性，作为主

内的家庭成员，也需要相当的文化水平和文学才识，方

能担当得起相夫教子的重任。顺应时代的潮流，当时士

大夫家庭的女性不仅获得了良好的教育，不少女性还能

赋诗填词。李清照熟读经史子集，从她所写的诗、词、

文中可映照出来。她的作品与民间的女性诗词发出的天

籁之声不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无论是咏史还是

用事，都烙上了传统文化的印记。李清照不仅诗、词、

文皆擅长，还会绘画，明陈继儒的《太平清话》就载有

莫廷韩购得易安所绘的墨竹一幅。她与当时的士大夫一

样，具有很高的文艺才能。所以完全可以这么说，是北

宋的士大夫文化孕育出了李清照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文

学家。

二

李清照的少女时代充满着快乐，除了读书之外，还

常去郊外野游。她成年之后，还常常回忆起这段快乐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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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行鸥鹭。

——《如梦令》

词中寥寥数笔，活脱脱勾划出主人公的形象：娇憨又调

皮、任性又天真，还多了一分迥别于一般少女的逸兴与

雅趣。

李清照爱大自然，她曾写道：“水光山色与人亲，

说不尽、无穷好。”（《怨王孙》）颇为开放的生活陶冶了

清照开朗的性格，也涵育了清照的创作灵性。

清照十五岁后，待字闺中的她常写一些闺情词，抒

发其淡淡的忧伤。这些词中既有李清照惜花伤春的多愁

善感，也有青春期少女莫名的惆怅。在轻轻的叹息中，

有着对自家青春的珍惜、对自我命运的关切。

这一首《浣溪沙》是她少女心境最真切的写照：

莫许杯深琥珀浓，未成沉醉意先融。疏钟已应

晚来风。

瑞脑香消魂梦断，辟寒金小髻鬟松。醒时空对

烛花红。

词的上片写长日难遣。醇酒醉人，聊以解忧，醉酒不

成，百无聊赖。日暮时钟声与风声相互应和，声声入

耳，更觉深闺沉闷与寂寥。下片写长夜难熬。暖香催

梦，聊以消愁，然愁思盘纡而梦寐不成，更觉闲愁难

遏。中宵不寐之人与闪烁的烛花无言相对，一个“空”

字牵出词中人多少的幽怨和孤寂。全词以“琥珀浓”、

“瑞脑香”、“辟寒金”、“烛花红”点缀闺房，色泽秾

丽，气象华贵，但反衬的是闺房的空寂和冷清，于是陡

增了女主人心中情感无所依归的悲凉。小词把无形迹可

求而又难以言说的幽闺之情表现得极为含蓄、深沉。

李清照十八岁嫁给太学生赵明诚。赵明诚的父亲赵

挺之时为吏部侍郎，后为崇宁年间宰相。明诚爱好金石

之学，婚后的李清照是明诚的知音和合作者，可谓志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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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合，伉俪相得。沐浴在爱河中的李清照写下了新婚燕

尔、闺房昵意的情词《减字木兰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匀，犹带

彤霞晓露痕。

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

教郎比并看。

鲜花娇美，令人爱不释手，若是郎君见了，是悦花呢还

是爱人？揣度郎君的心思婉曲写来，痴情之心宛然可

见。新嫁娘“云鬓斜簪”，教郎品评，是带露的花儿好看

还是新嫁娘的容颜风姿更美？娇憨之态可感。读其词，

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沉浸在幸福的爱情生活中李清照细

腻的心理活动。

李清照晚年在其著名的《金石录后序》中也曾回忆

到这段志趣相投的甜蜜而又充实的幸福生活：

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

郎，丞相时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

生。赵李族寒，素贫贱。每朔望谒告出，质衣取半

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展玩咀

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三

在人们的心目中，李清照将度过幸福的一生。但也

许是“天意从来高难问”，婚后一年，清照之父因受党争

的牵连，名列“元祐奸党”，被罢官离京，直至去世未再

返京任职。此时，作为女儿的李清照怎能坐视不管，她

写诗上呈公公赵挺之救其父，诗中呼喊：“何况人间父

子情！”清照救父无果，眼看着父亲在政治风波中沉没，

而公公则连升三级，势焰正盛，心中无比郁闷伤心，发

出了“炙手可热心可寒”的慨叹。李清照作为已出嫁的

女儿，在生活上不一定受到党争直接的冲击，但在心灵

上却不可避免地陪同着父亲一起遭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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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党争激烈的时代里，政治风波起伏不定，政

要更迭频繁不已。生在搢绅之家，并没有安全感，灾难

打击随时可至。不久，赵挺之受蔡京的排挤，不得不请

求罢相归青州私第。可是不到十天，风向逆转，蔡京去

相，赵挺之留任。而赵挺之第二次居相位约一年，又被

罢官，罢后五日即卒。蔡京命开封府逮捕其在京亲属，

网罗罪责。赵挺之的三个儿子也受牵连，不得不“屏居

乡里”。清照和明诚从“贵家子弟”一下子跌落为乡间的

平民百姓，品尝了人生移位的辛酸。但夫妇俩“虽处忧

患困穷而志不屈”，明诚把精力转向金石研究，寻访各种

碑刻，静心于学术撰著，清照则全力助成之。

明诚、清照夫妇情深意合，风雅互赏。他们常在一

起“同共校勘，整集签题”，赌茶猜书，生活充满了情

趣，这在封建社会里固已超出寻常万万。但令人羡慕的

家庭也有遗憾——他们没有子女，这使封建社会中以家

庭为中心的女性少了一份感情寄托，李清照因此把感情

集中在丈夫身上。李清照在家庭生活中对丈夫情感回应

的期待很高。然而作为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的一员，赵明

诚的人生目标往往是与仕途追求联系在一起的。在仕途

中为君为民服务，从而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这是封建

社会中士大夫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这要占去他们的

大部分精力。赵明诚受父亲的牵连，被迫屏居青州，但

这并不能消解他在这一方面的期待。另外，赵明诚爱好

金石，既然仕途受挫，对金石研究的精力就相对集中。

在青州后期，赵明诚所撰《金石录》已初具规模，该书

共三十卷，对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

文字加以辨正，共跋尾502篇，这大约花去明诚二十年

的功夫（见赵明诚《金石录》序：“于是益访求藏蓄，

凡二十年而后粗备。”）。故赵明诚婚后二十馀年间常常

需外出寻访和考订碑刻，仅青州期间就有多次寻访。如

为探寻胜迹和稀世碑刻，曾五游仰天山，三过灵岩寺。

（灵岩寺的泰山西北麓的方山，寺内有唐人李邑所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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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岩寺颂碑》。）赵明诚多次外出寻访，广集碑刻，常

留下善感的李清照独守空房。青州十年屏居生涯结束，

明诚任莱州守，清照未能同行，一年后才赴莱与明诚团

聚。这一年里她又天天品尝着孤独和寂寞的人生况味。

李清照婚后独居的日子里，为了排遣孤寂和思念，

写下了多首吐露心声的闺怨词。较著名的作品有《一剪

梅》：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

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

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元伊世珍《琅嬛记》云：“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

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

之。”徐培均先生据易安《金石录后序》推论，此“负

笈远游”当指明诚外出寻访碑刻。婚后不久的小别，对

于深于情专于情的易安来说，可谓黯然销魂。不论是白

昼泛舟出游，还是夜晚的望月盼书，为的是排遣铭心的

思念，寄托别离的伤情。面对红荷香残的秋色，弥漫词

人心境的是无言的惆怅与寂寞。流水落花带走了年华，

却留下了别离人无尽的相思，深邈缠绵，无计可除。

还有名篇《凤凰台上忆吹箫》：

香冷金猊，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

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

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

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

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

此词大约作于赵明诚出任莱州守时，这一年清照没有和

明诚同行。明诚独自赴任，清照与明诚离别之后写下了

这首词。词的上片连续铺叙四件日常琐事，写出了人物

生活的慵态，婉转曲折地表现了主人翁别前复杂的心

绪。下片主要抒发别后的相思。《阳关》情深，留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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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亲人，只留下独守空闺的寂寞人，冷清孤寂，满

腹的相思企盼惟有向楼前的流水倾诉。结拍由“新愁”

回应上片的“新瘦”，深化了离愁，馀韵更为隽永。

李清照婚后独居日子里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都化

成了一首首优美的词篇，如《醉花阴》（薄雾浓云愁

永昼）、《点绛唇》（寂寞深闺）、《念奴娇》（萧条庭

院）等。这些词都表达了清照别离的痛苦、独居的无聊

以及对丈夫强烈的思念之情。

因为这些词写得很含蓄，很容易引发读者种种联

想。前些年围绕着赵李的夫妻感情生活，有些学者提出

了一些新的看法。有学者认为赵明诚纳妾，对李清照有

所疏远，而李清照又无嗣，故李清照时有婕妤之叹，婚

后的闺怨词是其内心隐秘的曲折流露。持有这一观点的

学者不仅对其在青州期间的闺怨词作了新的诠释，而且

还涉及到在青州之前，清照新婚一年之后的作品以及青

州之后的一些作品。认为赵明诚纳妾的学者多依据李清

照《金石录后序》中言赵明诚“取笔作诗，绝笔而终，

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是个典故，语出《陆

机集·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云：“馀香可分与

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做履组卖也。”其大意是多

馀的名贵香料可以分给众妾，妾中无谋生特长的，可以

学做鞋子卖钱为生。此典后来专指人临终时舍不得丢下

妻妾。认为赵明诚纳妾的多依据这一材料。笔者认为，

赵明诚是否纳妾此外无材料可考。退一步讲，即使赵明

诚纳妾，是否影响到赵李的夫妻感情，使夫妻感情产生

了危机，现在也没有直接的资料作依据。赵李的夫妻感

情既有超出封建社会中寻常夫妻万万的一面，也有寻常

夫妻感情生活中免不了的分歧、摩擦和矛盾的一面。因

为李清照是一位有丰富文化底蕴以及颇有个性的“士大

夫”式的女性，并不是封建社会家庭生活中对丈夫百依

百顺的无主见的寻常家庭主妇，但这并不影响和谐的主

流。“琴瑟相和”，这在赵明诚《金石录》和李清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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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录后序》的字里行间中都有所流露。

清照屏居青州之初，曾写了一首咏白菊的《多

丽》，她感叹白菊的命运：“朗月清风，浓烟暗雨，天

教憔悴度芳姿。”意谓白菊承受过朗月清风的爱抚，也

遭受了浓烟暗雨的摧残，清照的命运与白菊的命运何其

相似。词人怜惜白菊玉貌丰姿逐渐憔悴的清词丽句，竟

成了词人以后不幸命运的写照，词语竟成谶语！

清照在莱州生活了三年后，又随夫辗转于淄州、江

宁等地。其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清照目睹

社稷的重大变故，与热血男儿一般，感慨万分，情不自

禁写下了“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

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等诗句。明诚罢知江宁

府后，夫妇将择居赣水上。行至池阳，途经项羽庙，清

照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悲愤之作《乌江》：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此诗表现了一位被社会政治排斥在外的女性忧国的思

考，这种可贵的思考超越了性别的局限，蕴含了深沉的

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爱国热情，读之令人肃然起敬。李清

照南渡以后的词虽然没有像陆游、辛弃疾那样慷慨激昂

地呼号收复失地，也没有像她的诗那样沉郁悲凉直陈爱

国情怀。但她所描绘的日常生活中浸透了乡愁，乡愁中

同样有着浓郁的故国之思，毫无疑问，也委婉曲折地表

达了她深沉的忧国之情。如《菩萨蛮》：

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着心情好。睡起觉微

寒，梅花鬓上残。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沉水卧时烧，香消

酒未消。

风和日丽的初春，人们以轻便的夹衫换取了厚重的冬

装，冬春的交替顿使人感到轻快和愉悦。此时李清照因

“靖康之变”寓居江南，身在异乡倍感南方早春的温

暖，无形中唤起她对北方春寒料峭的回忆，由此联想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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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回归的北方家园。上片虽未写有关故乡的只字片

语，但已暗逗乡思。乍暖还寒，鬓上梅残，好心情已渐

渐转换成一种轻轻的难以言传的惆怅。微微的相思、轻

轻的惆怅汇合成一股情感的波浪，拍打出浓浓的乡愁。

由此引起下片。故乡邈远，虽遥望不及但终难忘怀，惟

有醉酒才能排遣。临睡前点燃的沉香伴随词人进入梦

乡，梦醒香消而宿酒尚存，可见饮酒之多，醉意之浓。

借酒消愁以忘思乡之情，然后乡情比酒味浓烈，比香味

持久。词人不言“乡愁”二字，而乡愁始终萦绕于字里

行间。再如《鹧鸪天》：

寒日萧萧上锁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喜

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

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

此词当作于建炎二年秋。词的上片着意渲染秋日清寂的

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抑郁不欢。锁窗是美好的装饰，醇

酒、团茶、瑞脑尽是美好的物品，但却没有带来任何的

热闹和欢乐，相反寒日映照锁窗，所见一片萧索。独酌

闷酒，苦茶醒酒，是因为满腔愁浓。词人笔笔叙来，移

情于物，寂寞无聊、悲秋伤时之情隐约可见。下片以王

粲登楼忧时怀远之典暗喻自己的思乡之情，既照应了上

片隐约流露的悲秋伤时之情，又深化了此情的内涵，把

乡思与国难紧紧联系在一起。此段时期，类似的作品还

有《蝶恋花》（永夜恹恹欢意少）、《临江仙》（庭院深

深深几许）、《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等。 

四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五月，赵明诚在池阳接到

皇帝的诏令，任湖州知州。六月中旬，赵明诚在赶往行

在建康城应诏的途中身染重疾。清照获知后即从池阳直

奔建康照料，但赵明诚已病入膏肓，八月十八日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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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清照四十六岁。从此，李清照开始了凄凉感伤的寡居

生活。请看《孤雁儿》：

藤床纸张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烟断

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

少春情意。

小风细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

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

个人堪寄。

此词以咏梅来悼念赵明诚。上片由寡居之苦写起，以心

境之黯淡、环境之凄冷，抒发词人的悲凉情怀。接着用

逆笔，写《梅花三弄》的笛声，催开了梅的蓓蕾，送来

了春天的气息，也宛转流露了闻笛怀人，追忆夫妻恩爱

往事的绵绵深情。下片从室外的风雨落笔，风雨催泪，

深一层表达了人物的痛苦。词人从笛声联想到箫声，由

“吹箫人去”的故事联想到夫亡，从而点明了悼念丈夫

的主旨，最后化用折梅寄梅之典，以“没个人堪寄”收

束全篇，写出了未亡人的孤苦凄凉。

还有《好事近》：

风定落花深，帘外拥红堆雪。长记海棠开后，

正伤春时节。

酒阑歌罢玉尊空，青缸暗明灭。魂梦不堪幽

怨，更一声啼鴂。

此词以历经风霜的嫠妇的凄凉心境，写风定花落后，拥

红堆雪的一片沉寂。这是春花生命的终结。红白相映，

虽然醒目，但落英满院，甚为凄美。这使词人又追忆

起少女时代歌咏海棠花谢的小词《如梦令》，“绿肥红

瘦”，花事将了。但那时残红犹缀枝头，尽管伤感，仍然

轻快，虽然叹息，总还轻盈。词人面对自然界的变化，

经受的是人生有限、青春短暂的觉醒式的淡淡哀伤。而

如今国破家亡，同为伤春，况味有别。酒阑人散，热闹

之后，留下的只是空寂。青灯孤影，魂梦幽怨，一片凄

凉。匆匆而来的春天又将匆匆归去，她带走了自然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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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菲，却永远无法带走一个孤寡老人无情无尽的愁苦忧

伤。

李清照在夫亡之后，往依其弟李迒。时又传赵氏有

“颁金”之语。此传言是说赵明诚在世时，曾以玉壶投

献金人，贿赂通敌。李清照明知此为妄言，但也非常惊

恐。为洗刷“玉壶颁金”之诬，携家中所收藏的铜器追

随高宗行踪以投进。然而，一次次扑空，铜器最后也没

有进献成。李清照把器物与写本存在剡地（今浙江嵊

县），后来官军平定叛乱的兵卒时，取走了全部的器物和

写本。据说器物、写本最后“尽入故李将军家”（参见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也许是李清照追随高宗辗转浙

江之举，使谣传不攻自破，“颁金”的风波总算平息。

身为嫠妇的李清照独自流寓两浙，品尝了孤身奋战的艰

辛，也承受了形影相吊的孤独。

绍兴二年（1132），李清照在一场大病之后，受骗

改嫁张汝舟，三个月后离异。李清照告发张汝舟谎报参

加科举考试的次数骗取官职，张受到编管柳州的惩处。

按当时宋代的刑律，妻告夫虽得实，也需服刑二年。因

赵明诚姑表兄弟綦崇礼施之以援手，清照入狱九天而获

释。宋代妇女再嫁并不违当时习俗，但改嫁不一定能得

到亲朋好友的支持与理解。再说所嫁匪人，更引起各种

非议。再嫁风波时间虽短，但李清照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此风波深深地伤害了李清照，使其心神疲惫。其

《摊破浣溪沙》词首二句“病起萧萧两鬓华，卧看残月

上窗纱”，正写出了作者经历坎坷后的衰老和孤寂。

但经受过心灵创伤的李清照并没有被生活中的波折

冲垮。她那深入骨髓的士大夫忧国意识，促使她忘掉个

人的不幸，去关注时代和大局。绍兴三年（1133），南宋

枢密院副长官韩肖胄奉宋高宗之命出使金朝，给事中胡

松年以试工部尚书身份任使金副使，他们去探视被俘在

金的宋徽宗和宋钦宗。李清照写下《上枢密韩公》二诗

送行，诗中云：“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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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了作者满腔的爱国热忱。诗歌写得壮怀激烈，不见

五十老妪丝毫衰惫之气。近代陈衍《宋诗精华录》卷四

评云：“雄浑悲壮，虽起杜、韩为之，无以过也。古今

妇女，文姬外无第二人。然文姬所遇，悲愤哀痛，千古

无两，私情公谊，又自不同矣。”

两年后李清照在金华，又有诗题名胜八咏楼：

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八咏楼》

此诗气势恢宏，风格豪迈，完全可与那些题咏在楼壁的

历代名诗相媲美，而就其诗歌的含蕴之深和襟怀之大来

说，似乎还要略胜一筹。因那些名诗仅仅局限在个人身

世的感怀和友朋之念的唱叹上，无人与感慨江山联系在

一起。

约一年之后，李清照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定居

于临安。晚年的李清照生活虽然安定了，但仍没有摆脱

孤独无依的命运。家国的重大变故，给李清照的心灵留

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她在孤独和寂寞中“常怀京洛

事”（宋张端义《贵耳集》卷上）。此间，李清照写下了

著名的元宵词《永遇乐》：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

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

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马，谢他酒朋诗侣。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

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

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

语。

词中词人以节日美好的气氛和自己寥落的心绪对比，以

往昔京华度节的热闹快乐与今日的悲怆凄凉对比，又以

他人的人伦之欢与自己的嫠妇之悲对比，在寻常题材、

寻常语言中，融入了深沉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宋末

爱国词人刘辰翁读此词“为之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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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清照还写了一首被称为绝唱的秋词《声声

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

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

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

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

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梁启超对此词的情感内涵给予极高的评价：“那种茕独

凄惶的景况，非本人不能领略，所以一字一泪，都是咬

着牙根咽下。”梁启勋更谓之“动人魂魄”。

李清照的生命之树就这样在寂寞和孤独中逐渐枯

萎。

据大多数学者推测，李清照大约在七十三岁那年悄

然离世。卒年不见载籍。李清照的晚境是凄怆的。她究

竟死于何时，葬于何地，无人知晓。只有她留下的文学

作品为其铸成了丰碑，永远让后人敬仰膜拜。

五

前面曾谈到北宋的士大夫阶层对女性的教育很重

视，当时士大夫家庭善写诗词的女性也不少，但作品能

流传千古的却屈指可数。李清照不仅是宋代女性诗人中

的佼佼者，也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史上艺术成就最为突

出的一位。李清照曾咏叹过百花中迹远品高的桂花，赞

它“自是花中第一流”（《鹧鸪天》）。如果把古代优秀的

女性诗词比成是盛开的百花，那么李清照的诗词无愧是

“花中第一流”。而其词对后世的影响则大于诗。她被后

人与李后主、柳永、秦观、周邦彦等一起推为“当行本

色”的婉约派代表，清人王士禛在《花草蒙拾》中则给

予李清照最高的地位，称“婉约以易安为宗”。我们从李

清照词的艺术成就来看，此言并非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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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以婉约来概括李清照词的风格似乎还粗略一

些，李清照词除了婉约的主导风格之外，细品之下还含

有其他多元的风格特点。即使是婉约风格的词里，也融

合了其个性的特质。近人沈曾植别具只眼,他从人们一

味推崇李词的婉约中,看到了其词不能仅用婉约来概括

的风格特点，他在《茵阁琐谈》中说：“易安倜傥，有

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又：“易安跌

宕昭彰，气调极类少游，刻挚且兼山谷……自明以来，

堕情者醉其芳馨，飞想者赏其神骏。”确实，李清照词

仅用婉约概括是不够的。如《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

雾）“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那

是何等的气概！无怪乎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乙卷要说

“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语”。而《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的俊

逸和倜傥也给人们传递了不同于婉约的美感。再如《浣

溪纱》（淡荡春光寒食天）、《摊破浣溪沙》（病起萧萧

两鬓华），台湾学者郑骞在《成府谈词》中说“亦皆于芳

馨之中，寓神骏之气”。而这些特色又各有其对应的欣赏

者，故李清照词的流行面特别广泛，李清照亦因其词的

流行获得了同时代和后代人们的崇仰，出现了“百代才

人拜后尘”（王僧保《论词绝句》）的现象。

读李清照的词，我们便会发现其词无论是咏叹日常

生活中女性的欢乐和感伤，还是抒发社会动乱时期的家

国之感慨，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中涌动着作家的一腔真

情。李清照没有男性词人集子中大量的应酬之作，她把

词的创作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把创作与生活融合在一

起，用创作来记录她的生活轨迹和情感经历，用创作来

诉说自己生活中的感受。阅读她的作品，仿佛能听到她

低低的絮语，轻轻的叹息，深深的感慨。

李清照词的早期创作，有一个习作阶段，颇有意味

的是，即使是习作，其中也充满了真情实感，也真实地

记载了自己的人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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