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婉约的“女汉子”

提起李清照，后人往往对她的婉约风格赞不绝口，王士祯就在《花草蒙拾》

中评价道：“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但事实上，她的豪放词一点也

不逊于婉约词，从她数量不多的豪放词里，可以感受到她的“倜傥丈夫之气”。

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她真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汉子”。

婚前，李清照生活在宽松自由的家庭环境里，她身上有种寻常女子所没有的

大胆率真甚至是男子气。在李清照生活的时代里，一位大家闺秀，往往笑不露齿，

语不高声，生活在高墙大院内，几乎没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而《点绛唇》里，

她无拘无束，尽情地玩耍嬉戏，以至于力乏汗出而湿透轻衣。更令人称奇的是，

待字闺中的少女见陌生人来访，急的连鞋子也不穿，只穿着袜子就走，借嗅青梅

作掩护，竟好奇地打量起了客人。不仅如此，在《如梦令》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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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起一滩鸥鹭”，她

喝得酩酊大醉，误入藕花深处，洒脱的笑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惊起了一群露宿

的鸥鹭。在她的作品里，经常可以看到豪放大胆之举，毫无顾忌地打量陌生男子，

随意地划船嬉戏，豪饮而酩酊大醉，像男子一样地外出玩耍，这些都表现了她超

越于时代的大胆率真甚至狂放不羁。所以，沈曾植曾在《菌阁琐谈》里这样评价：

“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

婚后，嫁入名门望族的李清照，其大胆勇敢的风格仍旧没有丝毫的改变。她

与丈夫赵明诚琴瑟相合，生活美满。作为妻子，在丈夫面前，应该温顺乖巧，行

为要谨慎得体，仪态要高贵大方。而在《减字木兰花》中，李清照却风情万种地

在丈夫面前撒娇，与花儿争艳，“怕郎猜道，奴面不如花面好”。她还在诗中大胆

抒发对丈夫的相思爱恋之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云云。

甚至她不仅有名，而且别号“易安居士”。如此种种，在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社会里，真的是惊世骇俗之举。宋人王灼就在《碧鸡漫志》中评价道：“自古

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忌也。”

更有甚者，在那个理学盛行的年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的观念

深入人心。而丈夫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毅然冲破压力与世俗的偏见，与张汝舟

结合。婚后，她发现张人品不好，没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坚决果断地去官

府告发，宁肯自己坐牢也不愿委曲求全。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决，纵使有

些男子也自叹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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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灭北宋，随着金兵的入侵，她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她带着赵明诚留下

的众多文物古董，辗转流离，一路南奔。世人的冷眼，晚景的凄凉，生活的遭遇

和挫折，让她清醒地看到了当局者的软弱无力。她在《乌江》诗中写道：“生当

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项羽的赞扬，实际上就是

鞭挞了南宋统治阶级的不思进取和苟且偷安。其作品中力主收复失地的刚烈，仿

佛让人看到跃跃欲试仿佛要提剑杀敌的须眉男子。难怪朱熹曾说：“如此等语，

岂女子所能。”

李清照最为人称道的豪放之词是《渔家傲》：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彷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

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

山去。

这首诗采用浪漫主义手法，景象壮阔，气势磅礴，借助对梦境的描述，创造

出一个幻想中的神话世界，充分反映出她生活的热情、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光明的

追求。她在梦中横渡天河，直入天宫，并大胆地向天帝倾诉自己的不幸，强烈要

求摆脱“路长”与“日暮”的困苦境地；然后象鹏鸟一样，磅礴九天，或者驾一

叶扁舟，乘风破浪，驶向理想中的仙境。这首词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词风

豪迈奔放，很近似苏轼、辛弃疾。黄了翁在《家园词选》中说这首词：“无一毫

钗粉气，自是北宋风格。”近代梁启超也评：“此绝似苏辛派，不类《漱玉集》中

语。”

由于古代妇女的社会与政治地位很难得到肯定，文坛上的女性如沙漠中的绿

洲，并不多见。而李清照的出现，可谓横空出世，她被称为一代词宗和直压须眉

的女中豪杰。她，多愁善感，缠绵含蓄，以婉约之词描写了儿女的缠绵情怀；她，

勇敢刚强，悲愤豪放，用男儿之志抒发了慷慨激昂的雄心壮志。她确实是一个以

婉约词风著称的女诗人，也确实是一个刚强自立、坚决豪放的女汉子。

★寻寻觅觅之李清照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齐州章丘人（今山东章丘明水镇）。她仰慕陶渊明，佩

服他蔑视权贵、回归田园的精神，渴望寻找一份心灵的净土，于是，取其文《归

去来兮辞》，为书房题名为“归来堂”，又取文中的“审容膝之易安”之句，自号

易安居士。清照的这个自号里，寄托了她的傲视情怀，即使身居陋室也觉得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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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的心真的能安定吗？

父亲李格非进士出身，在朝为官，学识渊博，是当时著名学者。他出自韩琦

门下，曾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名列“苏门后四学士”之首。母亲也是名门闺秀，

知书识礼。可以说，李清照一出生，就掉在蜜罐子里，她是在温暖幸福中，度过

了十分快乐的童年。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李清照自小就受到了诗书礼乐的熏陶，诗词歌赋，琴

棋书画，无所不能。再加上家中往来客人，多是文人政客、达官贵人，独特的政

治氛围，使她视界开阔，气质高贵。所以，她小时候，就有了一定的审美能力和

鉴赏能力。

独特的环境氛围，文学艺术的濡养，很自然地熏出一颗诗心来。清照用一颗

敏感诗化的心，细细地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寻觅着内心的美好和纯真。她写景抒

情，品评他人，头头是道。她的才气也随着她的诗文，流传开来。她十余岁时就

作了《如梦令》，轰动京师，“当时文士莫不击节”。

少女的情怀总是诗。她在诗中享受着自然之美，她流连于花间溪畔，沉醉忘

了归路。同时，少年也是情窦初开之时，对异性有了敏感与好奇。她在诗中编织

着自己的爱之梦。

18岁那一年，李清照嫁给了 21 岁的太学生赵明诚。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但两人都出身于官宦之家，可谓门当户对。他们都喜诗词，爱文学，日日在

一起调琴吟诗，猜书斗茶，乐不可支，更为重要的是两人有共同的志趣爱好——

金石研究。特殊的家庭门第，才子佳人的相知相悦，他们的结合该是多么的幸福！

李清照和赵明诚就是一对恩爱的鸳鸯，灵魂合一，爱心相印。这在那个不能

自由恋爱的封建时代，有这样美满的爱情，是多么的难得！

新婚时，清照就是那个含羞带娇、温婉多情的小女子，陶醉在幸福的甜蜜里。

她的词《减字木兰花》记录了当时喜悦自矜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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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是清照爱情幸福的起点。此后，她常和赵明诚在婚姻的小溪里如鱼戏水，

恩爱相欢。曲径回廊，花前月下，斗室之内，卧榻之上，两人吟诗接续，调琴作

画，研究金石，留下了多么难忘的生活画面！然而，明诚在外做官，清照闲居在

家，两人聚少离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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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次，离歌声声，似乎有意在考验我们的女词人，为她提供创作的灵感。

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人何处，连天芳草，望断归来路。

从这些凝聚了清照才情和愁思的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她对赵明诚的眷恋

是多么的深浓？无论是相守还是分离，她都是他心中永远的王后，他也是她心中

永远的王子。

如果清照和明诚就这样一直相守到老，该多好。可是，天妒红颜，命运偏偏

弄人。从个人角度看，李清照和赵明诚的婚姻无疑是幸福的，但他们的婚姻又受

到政治和时局的影响。

李赵两家在政治的舞台上时浮时沉，而李清照也因赵明诚的失官和复官，与

他时聚时散。

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围攻汴京，掠走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等数千人，

北宋灭亡。李清照在山东青州的爱巢被破坏，归来堂十余屋的书册什物被焚。李

清照只携小部分文物共十五车随人群逃难，从此开始了她在南方的苦难生活。她

和明诚的婚姻，也在战乱中经历着考验。

南渡第二年，赵明诚被任为京城建康的知府，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国耻

又蒙家羞的事。一天深夜，城里发生叛乱，身为地方长官的赵明诚不是身先士卒

指挥平乱，而是偷偷用绳子缒城逃走。叛乱被定之后，赵明诚被朝廷革职。李清

照深为丈夫的临阵脱逃感到羞愧，虽然并无争吵，但往昔的鱼水之和已经一去不

返，她从此冷淡疏远了赵明诚。

1128年，夫妇二人继续沿长江而上向江西方向流亡，当行至乌江镇时，李

清照得知这就是当年项羽兵败自刎之处，她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激荡。面对浩浩

江水，吟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一改易安词婉约愁苦的风格，慷慨激昂，讽刺当时朝廷腐败无能，丧

权辱国，不思进取，表现了她坚强豁达、叛逆勇敢的爱国情怀。这首词也似乎暗

含有对丈夫赵明诚的不满和警示。

这哪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柔软女子的心声呢？倒像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在引

吭高歌！字字有力，铿锵悦耳，锤击着失节的赵明诚的心。他听着清照吟咏这首

诗，愧悔难当，深深自责。从此便郁郁寡欢，一蹶不振，第二年（1129年）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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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诚被诏回京复职，但不幸病倒，不治而亡，年仅 49岁。

赵明诚死后，李清照如一叶孤舟，居无定所，各地漂泊，身心疲惫。在无数

个晨昏交替中，她用回忆和思念慢慢疗伤，书写着心灵深处的恋歌，诉说着无尽

的凄凉和愁苦。

如果聪明的清照能守着这份感情，痴痴地念想，一直到终老，也许就不会有

后来第二次失败的婚姻。

对于她的改嫁，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但主要原因可能是生活所迫。据李清

照所著《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及南宋人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资料记载，

李清照孤独无依之中，绍兴二年夏（1132 年），曾再嫁张汝舟，秋八月离。原来

张汝舟娶她，并不是真正的爱慕她，而是早就觊觎她的珍贵收藏，想把它们据为

己有。其实，在李清照南渡的过程中，许多文物已经丢失，当婚后张汝舟发现李

清照家中并无多少财物时，便大失所望，原形毕露，拳脚相加。

张汝舟的野蛮行径，使李清照难以容忍。像李清照这样坚强聪明的女人，眼

里岂能揉进沙子？岂肯受那窝囊罪？李清照到处搜集张汝舟的材料，发现他还有

营私舞弊、骗取官职的罪行。于是便一张状纸，告到了朝堂，揭发张汝舟，并要

求离婚。经查属实，张汝舟罪名成立，被除名编管广西柳州。

宋代法律规定，妻告夫要判处三年徒刑，尽管如此，她还是高昂着头，毅然

决然地走上了大堂，选择了离婚。李清照虽被获准离婚，但也身陷囹圄。可能是

她的才名广播，影响太大了，后经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亲友的大力营救，才关押九

日就获释了。此段婚姻前后不满百日。

这次婚姻的失败，彻底泯灭了李清照的爱情之火。从此，她在漂泊无依、孤

苦寂寞中，继续着她的诗词创作，继续着赵明诚未尽的事业——《金石录》的编

纂工作。绍兴十三年(1143年)前后，李清照将赵明诚遗作《金石录》校勘整理，

表进于朝。开禧元年（1205年）刻书。

当她看到《金石录》装刻成书时，她饱经沧桑的脸上该露出会心的微笑了吧。

那是对情深意笃的丈夫的深情爱恋，也是他们爱的见证。但在一个又一个漫漫难

挨的日子里，她在思夫、失家、离国的痛苦中，忍受了怎样的煎熬？品尝到了多

少刻骨的愁苦啊？

品尝了旷世的孤独后，李清照吟出了奠定她婉约词风格的代表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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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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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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清照的一生，既有幸福的童年，也有浪漫的爱情；既有相思的甜蜜，也有

婚姻的痛苦；既有丧夫失家的孤独，也有爱国的情感。她在甜美和坎坷中，尝遍

了人生的况味，演绎了一生的妩媚和风情。

★李清照的抑郁症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个句子已经把愁写尽了，写得

登峰造极，世上不可能有比这更生动的写愁的佳句了，从此写愁似乎成了李清照

的专利，别人不可能超越她了。

然而，这绝对是一个抑郁症患者才有可能写出来的句子。七对叠字，好几个

难以发出的齿音，连用在一起，只有愁肠百结者才有可能这样去写。

李清照女士身上有着抑郁症的所有那些症状，比如抑郁症患者会对日常生活

中的各项活动都丧失了兴趣，是的，她说“日晚倦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

钩”“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

抑郁症者还会启动否定性的心理防御机制，以获得短暂安慰，在南方，在元

宵节，在国破家亡贫病交加之际，李清照的眼前靠眼前幻化出年轻时代的中州盛

日来聊以自慰，“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

抑郁症患者还会对现实失去安全感，疑虑重重。“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

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似暗示赵明诚背叛自己，有天台之

遇，“春到长门春草青”，似借陈妃失宠来暗示自己失宠，“似愁凝、汉阜解佩，

似泪洒、纨扇题诗。”又似借汉皋遇仙女解玉佩的故事和班婕妤因为赵飞燕而失

宠的故事来自比。更在《金石录后序》中提到，赵明诚有“殊无分香买阿屦之意”，

也就是说丈夫想纳妾了，丈夫临死前还交待她，要求她与宗器共亡存，看来老婆

的性命还不如那一大堆破烂金石书画，到底是赵明诚真的有了背叛她的蛛丝马

迹，使她怀疑了呢，还是她只是对聚少离多的二人关系感到怅然所失并多心忧

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面对这些愁到怨又怨到恨的词章，他们千年来那种模范

夫妻的美丽牌坊实在是应该受到质疑。当然还有那个张汝舟，这个原本平庸之极

的男子，他的名字却因与李清照的一场短暂荒唐的婚姻而被历史记住了，他带给

李清照身心上的创伤更加增添了女诗人对现实的不信任吧。想想吧，在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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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三从四德而男人却可以三妻四妾的时代，一个敏感如李清照，才华旷世如李

清照的女人，能不患上抑郁症吗？

她是一个没有子嗣的女人，是个死了丈夫的寡妇，同时又是离婚女人，可以

说在那个封建社会里，从生理到心理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常人的世俗欢乐，至于

头痛、神经衰弱、低血糖、失眠和食欲不振等症状，那肯定是常常伴随着的，思

伤脾忧伤肺，总之她身体欠佳，焦虑升级，有了严重的生理反映，“乍暖还寒时

候，最难将息”，她越来越瘦了：“人比黄花瘦”，“绿肥红瘦”，“新来瘦，非干病

酒，不是悲秋”。

把李清照的词放到时代大背景中去看，她的愁绝不仅仅是由于闺中的情绪，

更是由于国家破碎造成的时代的大悲痛，她的有些诗词简直有了她的同乡辛稼轩

的风格，比如“天接云涛连晓雾”，比如“生当做人杰”，再比如“千古风流八咏

楼”“木兰横戈好女子”等等，让人感慨她身上毕竟有着北方的基因，与一般南

方的婉约派们是多么地不相同。她绝不是一个“才女级”的人物，她是一个伟大

的诗人。她作为一个女子欲将血泪寄山河而不得，作为一个生在“女子无才便是

德”的时代的女知识分子，心性太高，敏感多情，如果不患上抑郁症，倒反而奇

怪了。

于是她有着太多的愁，情愁、家愁、国愁。她的愁完全是中国式的：欲说还

休，找不到出路，自我消受。

她抑郁得很严重，以至于自我幽闭，整日呆在有海棠树的小院子里，足不出

户，仰望着天空中飞过的大雁，衣裳单薄，立在西风凋零的菊花丛中吟哦。

李清照多么不幸，而我们的中国诗歌史却因了她的抑郁症而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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