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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唐代女诗人不仅在女性很少涉及的战争、政治等重大题材方面大显身手、

独领风骚ꎬ而且在女性常写的闺怨、爱情及日常生活题材方面也呈现出男性化的倾向ꎮ

在审美情趣上ꎬ唐代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ꎬ骑射、胡服、袒胸露背、抛头露面ꎬ追求阳刚

之气ꎮ 在诗歌风格上ꎬ追求格调高远、意境雄浑的士大夫风范ꎬ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

个性意识ꎮ 这一切ꎬ都使得唐代女性书写呈现“拟男化”的特征ꎮ 呈现这一现象的原因

是多方面的ꎬ既是时代风气使然ꎬ也与诗人拟男化的心理有关ꎮ

〔关键词〕唐代ꎻ女性书写ꎻ拟男化

在煌煌大唐的文坛上活跃着这样一群奇女子:她们饱读诗书ꎬ博通古今ꎻ她
们指点江山ꎬ激扬文字ꎻ她们能歌善舞ꎬ衣袂飘飘ꎻ她们与名士交结ꎬ比肩同行ꎻ她
们与文人谈诗ꎬ不让须眉ꎮ 她们是被遮蔽的女性历史的书写者ꎬ是大唐诗国里的

幸运儿ꎮ 她们的诗文创作ꎬ构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绚丽的篇章ꎮ 然而ꎬ一个令人深

思的现象是:她们的诗文创作ꎬ除了深切抒发女性的喜怒哀乐、表现男权社会中

女性的人生命运外ꎬ大量作品从创作题材、艺术风格到抒情方式等都表现出对男

性作家的刻意模仿ꎮ 在唐代社会相对开放、女性社会地位相对提高、女性意识逐

渐觉醒的历史环境中ꎬ这一“拟男化”文学现象值得深入研究ꎮ 本文通过对“拟
男化”现象的剖析ꎬ探索唐代妇女自我意识觉醒中复杂的心路历程ꎬ从而揭示女

性解放历史长途中的“特定瞬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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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与前后时代女性诗人相比ꎬ唐代女诗人不仅在女性很少涉及的战争、政治等

重大题材方面大显身手、独领风骚ꎬ而且在女性常写的闺怨、爱情及日常生活题

材方面也呈现出男性化的倾向ꎮ 在审美情趣上ꎬ唐代女性“不爱红装爱武装”ꎬ
骑射、胡服、袒胸露背、抛头露面ꎬ追求阳刚之气ꎮ 在诗歌风格上ꎬ追求格调高远、
意境雄浑的士大夫风范ꎬ具有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个性意识ꎮ 这一切ꎬ都使得唐代

女性书写呈现“拟男化”的特征ꎮ 某种意义上说ꎬ这种“拟男化”现象成为唐代女

性文学独特的时代风范ꎮ 具体表现在:
(一)诗歌题材的男性化

一是战争题材的诗歌ꎮ 在中国文学史上ꎬ女性作家由于受“男主外ꎬ女主

内”的角色定位的影响ꎬ锁在深闺ꎬ见闻极少ꎬ生活范围局限在闺帷之内ꎬ眼光见

识也往往局限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ꎮ 因而ꎬ女性书写的大都是一些伤春悲

秋、风花雪月的题材ꎬ其内容绝大部分是表达对爱情的渴望ꎬ对自身命运的悲叹ꎬ
很少涉足战争、政治等重大题材ꎬ但唐代相当多的女诗人却有意识地跨越了这种

文学题材的性别鸿沟ꎬ闯入男性审美天地“叱咤风云”ꎬ写出大量不让须眉的边

塞诗、政治诗ꎮ 如鲍君徽«关山月»:“高高秋月明ꎬ北照辽阳城ꎮ 塞迥光初满ꎬ风
多晕更生ꎮ 征人望乡思ꎬ战马闻鼙惊ꎮ 朔风悲边草ꎬ胡沙暗虏营ꎮ 霜凝匣中剑ꎬ
风惫原上旌ꎮ 早晚谒金阙ꎬ不闻刁斗声ꎮ”气势雄阔、铿锵豪迈ꎬ置于岑参、高适、
王昌龄的边塞诗中也不逊色ꎮ

又如薛涛一系列边塞诗所表现出的对国事的关心和政治上的识见ꎬ完全可

以与“唐才子”们竞雄ꎮ 其«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罚赴边上韦相公»«筹边楼»
等不仅表现出诗人对边关士卒的同情、对战事的关注ꎬ更体现了诗人过人的远见

卓识ꎮ «筹边楼»云:“平临云鸟八窗秋ꎬ壮压西川四十州ꎮ 诸将莫贪羌族马ꎬ最
高层处见边头”以过人的远见ꎬ站在边关战略高地吟唱出“诸将莫贪羌族马ꎬ最
高层处见边头”的雄放诗篇ꎬ以至于明代钟惺评价为:“教诫诸将ꎬ何等心眼ꎬ洪
度岂直女子哉ꎬ固一代之雄也!” 〔１〕

二是政治题材的诗歌ꎮ 中国古代是典型的男权社会ꎬ“庙堂”为男性独霸ꎬ
“女不言政”“女子无才便是德”是男性对女性的普遍要求ꎬ女性也以此自我定

位ꎬ因而ꎬ女性一般自觉地远离政治舞台ꎬ也不关心政治ꎮ 但在唐代的政治舞台

上ꎬ却不时出现女性的身影:长孙皇后、贤妃徐惠、武则天、太平公主、永泰公主、
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宋氏五女、薛涛、鱼玄机在文学创作上ꎬ她们创作出指

点江山、意气风华的政治诗篇ꎬ字里行间洋溢着“雄性”的豪迈ꎮ 然而ꎬ也就是在

这“雄性化”审美趣味中ꎬ女性特有的美学意蕴被自觉或不自觉地消解了ꎮ 武则

天、徐惠、宋氏五女、薛涛都表现出这一特点ꎮ
武后诗文集ꎬ多至百余卷ꎮ «全唐诗»里保存她的诗歌 ４７ 首ꎬ其中 ３９ 首是

“颂”诗ꎮ 这些“颂”诗ꎬ堪称是武则天的“政治宣言”ꎮ 这类诗最突出的是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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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现出的开创太平基业的信心与决心ꎮ 如«唐明堂乐章皇帝行»:“仰膺历

数ꎬ俯顺讴歌ꎮ 远安迩肃ꎬ俗阜时和ꎮ 化光玉镜ꎬ讼息金科ꎮ 方兴典礼ꎬ永戢干

戈ꎮ” 〔２〕

“颂”诗是古代祭祀时的郊庙歌辞ꎬ与男权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ꎬ宗庙祭祀

作为古代五礼之首ꎬ是历代帝王祭祀天地祖先、祈求国泰民安的最高礼仪ꎬ也是

国家层面的政治行为ꎮ 作为一种政治行为ꎬ祭祀尤其是郊庙祭祀历来是男性的

专属行为ꎬ武则天身为一代女皇ꎬ曾多次主持祭祀ꎬ留下了大量的“颂诗”ꎮ 武则

天的此类诗歌向世界表明:她不是普通的女性ꎬ而是指点江山的一代帝王ꎮ 作为

一位胸怀抱负、大有作为的女性政治家ꎬ只身闯入男性权力的最高端ꎬ亲身体验

着男性政治生活ꎮ 因而ꎬ其文学创作的“雄性化”审美趋向是外在生活强制的必

然结果ꎮ 这一层面是可以理解的ꎮ
上官婉儿、宋氏五女ꎬ作为宫中女官ꎬ创作了大量的应制诗ꎮ 应制诗是封建

时代臣僚奉皇帝所作、所和的诗ꎮ 应制诗以宫廷生活为背景ꎬ内容多为歌功颂

德、歌舞升平ꎬ讲究词釆华丽ꎬ注重诗歌技巧ꎮ 应制诗的创作主体大都是皇上身

边的御用文臣ꎬ基本是男性ꎮ 上官婉儿、宋氏五女以宫廷女官的身份参与宴游唱

和ꎬ超越了传统女性的角色定位ꎬ其诗歌创作便以男性的视角ꎬ以宫廷文人士大

夫的审美情趣和政治眼光ꎬ追求典雅大气的诗风ꎬ完全符合男性的审美标准ꎮ 如

上官婉儿现存应制诗四题六首:«奉和圣制立春日侍宴内殿出剪彩花应制» «驾
幸三会寺应制»«九月九日上幸慈恩寺登浮图群臣上菊花寿酒»«驾幸新丰温泉

宫献诗三首»ꎮ 其阳刚之风放在初盛唐男性诗人中也不分伯仲ꎮ
三是日常生活题材ꎮ 在日常生活题材中ꎬ“拟男化”写作常表现为ꎬ女性作

者以男性的口吻ꎬ以男性道德观教育、训诫同性ꎬ可谓“代男人言”的典范ꎮ 宋若

昭的«女论语»就是其中的代表ꎮ
«女论语»全书共十二章ꎬ内容可以分为“女孝”“妇德”“母德”三个方面ꎬ旨

在教育女子如何为人女、为人妻、为人媳、为人母ꎬ堪称是女子一生的教科书ꎮ
«女论语»从日常生活出发ꎬ明确具体地劝诫女性自觉遵从男尊女卑、男主女从、
男外女内、男刚女柔的社会规范ꎬ体现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心理特征ꎮ 而这男

性价值观念与文化心理ꎬ却恰恰是由女性作者自觉自愿地“完美”表达出来的ꎮ
四是情爱题材的诗歌ꎮ 在情爱题材的诗中ꎬ唐代女性也往往跳出幽怨哀伤

的传统情调ꎬ转而追求士大夫化的审美品位ꎬ如薛涛那首被誉为可与唐才子竞

雄”的名篇———«送友人»:“水国蒹葭夜有霜ꎬ月寒山色共苍苍ꎮ 谁言千里自今

夕ꎬ离梦杳如关塞长ꎮ”含蕴不尽的诗境虽然点逗出异性间难以言明的相互慕

悦ꎬ但女诗人却以“送友人”的诗题ꎬ将男女私情转化为朋友之间的友情ꎬ并借用

«蒹葭»中的意境以象征ꎮ 这就无形中从女性狭小私密的闺阁ꎬ闯入男性世界的

开放空间ꎬ以社会化的友情来升华男女私情ꎬ从而自觉地抛弃了爱情诗中本属于

女性的情爱话语权ꎬ含蓄蕴藉ꎬ端庄雅正ꎬ完全符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标准ꎮ
(二)审美追求的男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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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里ꎬ女性一直是依附于男性的没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第二性”ꎮ
这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及生活方式上ꎬ更扩展到审美意识及“两性美学”上ꎮ
在强大的男权意识的压抑遮蔽下ꎬ女性成为男性欣赏和定义的对象、客体ꎬ失去

了做人的主体地位与主体意识ꎮ 主体意识是“人自立为主体并对于自身的主体

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ꎬ是主体自主性和能动性的观念表

现ꎮ” 〔３〕几千年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造成了女性依附、顺从、卑弱、被动、封闭、内
向的性格ꎬ“不能正确认识自身的生命存在和精神需求ꎬ几乎成了完全丧失自主

意识的被物化了的奴隶”ꎮ〔４〕唐代女性在两性美学追求上ꎬ表现出一定程度女性

主体意识的觉醒ꎮ 有意味的是这种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却恰恰通过其诗作中审

美趣味的男性化追求表现出来ꎮ 其中复杂微妙的文化心态及其历史意义ꎬ值得

注意ꎮ
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一就是对父权制文化的反叛ꎮ 薛涛ꎬ作为地位卑微

的乐伎ꎬ本是任男性欣赏、驱使、摆布甚至像物品一样买卖、赠送的角色ꎬ但她不

甘心就这样沉沦ꎬ奋力“以诗自拔”ꎬ其«寄旧诗与元微之»:“诗篇调态人皆有ꎬ细
腻风光我独知ꎮ 月下咏花怜暗澹ꎬ雨朝题柳为欹垂ꎮ 长教碧玉藏深处ꎬ总向红笺

写自随ꎮ 老大不能收拾得ꎬ与君开似好男儿ꎮ”让我们看到了别样的风采:诗中

既有“细腻风光我独知”的自觉与自信ꎬ又有“总向红笺写自随”的自在与自随ꎬ
更有在女性被动的社会定位中冲破身份束缚ꎬ与所爱之人共作“好男儿”的强烈

意愿ꎮ 这正是诗人不再俯仰随人、活出自我、活出个性的宣言与告白ꎮ 然而女性

主体意识的表达ꎬ却是以“好男儿”的角色认同与向往实现的ꎮ 这种难能可贵的

“主体意识”中缺失的最终恰恰是“女性”ꎮ
审美趣味男性化的集中体现就是自觉追求作品的阳刚之美ꎮ 中国文化传统

对两性性别特征做了明确的规定:“男以强为贵ꎬ女以弱为美” (班昭«女诫»)ꎬ
女性的柔、静、卑、顺对应着男性的刚、动、贵、健ꎮ 在男性面前女性的气质和身体

都应该是柔弱的ꎬ柔弱被看作是女人生来具有的天性ꎮ 唐人同样继承了传统的

女性观ꎬ同样主张女子应该柔婉顺从ꎮ 但唐代女性性格中还有着明显的时代特

征———阳刚之美ꎮ 这种追求既表现在服饰、妆容上ꎬ唐代女性喜着胡服男装、袒
露胸颈ꎻ更表现在精神气质上ꎬ唐代女性少有禁忌ꎬ自信、开朗、热情、奔放ꎮ 唐代

女性既可以胡服骑射、抛头露面ꎬ也可以到郊外踏青、去市里听戏看球ꎬ还可以与

男性一起吟诗作赋ꎬ诗酒唱和ꎬ享受着其它时代都没有过的自由ꎮ
(三)艺术风格的男性化

谭正璧先生曾说过:“女性的文学ꎬ实在是婉约文学的核心ꎬ实在是文学的

天国里一个最美丽的花园ꎮ” 〔５〕的确ꎬ对于中国文学的传统思路ꎬ“温柔婉约是最

适宜于女子的着笔ꎬ是女性文学最重要的风格之一ꎬ大多数女性诗人也是按照这

一风格特征进行文学创作ꎮ” 〔６〕纵观唐代女性诗人的诗歌ꎬ从长孙皇后、徐贤妃、
一代女皇武则天ꎬ宫中女官上官婉儿、宋氏五女到鱼玄机、李冶、薛涛ꎬ她们的诗

歌ꎬ除了女性传统婉约风格的作品ꎬ蕴含在诗歌中的更多的是理性精神和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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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意识ꎬ最终凝结为男性化的艺术风格ꎮ
徐慧的«谏太宗息兵罢役疏»一文ꎬ颇具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理性精神ꎮ 此

文饱含忧国忧民之情ꎬ发挥骈体文长于说理的特点ꎬ欲抑先扬ꎬ首先肯定太宗的

丰功伟业ꎬ然后笔锋一转ꎬ劝谏唐太宗罢兵高丽ꎬ停修土木ꎬ与民休养生息ꎮ 观点

鲜明ꎬ论证有力ꎬ笔锋犀利ꎬ感情真挚ꎬ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由女性作者写就的政

论文ꎬ历来备受史家赞誉ꎮ 元代戈直在评«贞观政要»时说:“人臣进谏于君ꎬ古
人拟之以之批鳞ꎬ虽士夫犹以为难ꎬ况妇人女子乎?” 〔７〕 的确ꎬ徐慧此文忧国忧

民、见识卓越ꎬ置诸唐初魏征、温彦博等的“直言极谏之文”的行列ꎬ也不逊色ꎮ
上官婉儿曾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ꎬ〔８〕 她品评诗歌的最高审美标准是“健

举”ꎬ而且这一标准得到了大家的认可ꎮ 其诗歌创作更是实践着自己的美学追

求ꎮ «驾幸新丰温泉宫献诗三首»:“三冬季月景龙年ꎬ万乘观风出灞川ꎮ 遥看电

跃龙为马ꎬ回瞩霜原玉作田ꎮ”诗中的意象:三冬、万乘、景龙、灞川、龙马、霜原等

都是宏大、健壮、雄浑ꎬ虽为应制诗却也写得大气磅礴、气势健举ꎮ
李冶、薛涛、鱼玄机等ꎬ更注重诗歌创作的立意境界、格调气骨ꎮ 值得注意的

是她们都采用性别跨界的方式写诗ꎬ在创作中往往戴上性别面具ꎬ肆意书写男性

之雄风ꎮ 这种群体性的“拟男化”的自觉追求形成唐代女性文学的独有现象ꎮ
李冶被誉为“女中诗豪”ꎬ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价李冶云:“士有百行ꎬ女惟四

德ꎮ 季兰则不然也ꎬ形气既雄ꎬ诗意亦荡ꎬ自鲍昭以下ꎬ罕有其伦ꎮ 不以迟暮ꎬ亦
一俊妪ꎮ”“形气既雄”既指李冶外貌精神性格方面的男性化ꎬ同时还包括李冶诗

歌创作中的男性化ꎮ 李冶模拟男性的生活和创作ꎬ诗意放荡ꎬ谈笑戏谑ꎬ无所顾

忌ꎬ也使她的诗风更显雄健、豪放ꎮ
薛涛的诗歌自觉追求一种“无雌声”的超性别写作ꎮ 她的诗歌创作的突出

特点ꎬ就是常常超越闺阁的小儿女情趣ꎬ以男性化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人生ꎬ
从而开拓了更为宽广的诗境ꎮ 她在意识深处总是有意无意地贴近男性世界ꎮ 于

是ꎬ其诗作在女性柔弱凄美的传统风格中注入了清刚俊爽的气骨ꎬ显得沉雄豪

迈ꎮ “自有兼材用ꎬ那同众草芳ꎮ 献酬樽俎外ꎬ宁有惧豺狼” («浣花亭陪川主王

播相公暨寮同赋早菊»)ꎻ“蜀门西更上青天ꎬ强为公歌蜀国弦ꎮ 卓氏长卿称士

女ꎬ锦江玉垒献山川” («续嘉陵驿诗献武相国»)ꎻ“晚岁君能赏ꎬ苍苍劲节奇”
(«酬人雨后玩竹»)ꎬ而正是这种自觉地男性化追求中ꎬ薛涛等一代才女ꎬ不自觉

地扬弃着自己的女性身份ꎮ

二

唐代女性书写“拟男化”现象的出现ꎬ既是唐代开放开明的时代风尚造就

的ꎬ也是唐代女性主观努力、自我锻造的结果ꎮ 同时ꎬ更是在唐代特定社会环境

中ꎬ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之际ꎬ为实现自身价值、寻求自我定位的“反常”文化心态

的艺术展现ꎮ
(一)客观社会环境

—７２１—

唐代女性书写的“拟男化”特征



大唐经济发达、物质丰富、思想活跃、世风开放ꎬ正值封建社会的辉煌盛世ꎬ
这使得唐代女性地位较之其他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ꎬ女性参与政治、参与社会事

务、参与诗歌创作的热情较之其他时代大增ꎬ女性与男性接触交流的机会也大大

提高ꎮ 唐代开放的世风为女性的“拟男化”诗歌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社会环境ꎮ
唐初统治者面对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状况ꎬ采取了较开明的民族政策ꎮ 李

世民曾说:“自古皆贵中华ꎬ贱夷狄ꎬ朕独爱之如一ꎮ”正是最高统治者这种对各

民族“爱之如一”的态度和开明开放的民族政策ꎬ使得唐代民族融合进一步发

展、多元文化和谐共荣的局面得以最终出现ꎮ “各民族融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

的开放性ꎬ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胡、汉文化持久与反复的冲突和交流ꎬ破除

了各个民族交流的障碍之后ꎬ多元文化终于在唐代得到充分显现”ꎮ〔９〕 唐代不仅

融合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精华ꎬ而且还能接受吸纳外来文化ꎮ 这种兼

容并蓄的文化精神ꎬ创造了辉煌灿烂、流光溢彩的唐代文化ꎮ 开放多元的文化环

境为唐代女性“拟男化”书写提供了深厚的文化背景ꎮ
魏晋以来的民族融合和各民族间的频繁交往ꎬ使得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在同

化其他民族的同时也受胡族风俗的影响ꎬ流传已久的儒法道统也受到胡族风俗

的冲击ꎮ 唐朝的皇族有着鲜卑的血统ꎬ受少数民族风俗和文化的影响较深ꎮ 少

数民族婚姻关系较为自由ꎬ女性所受拘束较少ꎬ社会地位较高ꎮ 这种社会环境使

唐朝妇女无论是在家庭还是社会上地位都有所提高ꎬ唐代的妇女更有着前代和

后代妇女都没有过的自由ꎬ她们可以抛头露面ꎻ可以离婚再嫁ꎬ也可以选择终身

不嫁ꎻ她们可以到郊外踏青ꎬ也可以在市里听戏ꎬ还可以与男性文人唱和应答以

诗会友ꎮ 这种社会风气为唐代女性“拟男化”书写提供了有利的创作条件ꎮ
“拟男化”现象的产生与唐代道教的盛行也不无关系ꎮ 道教在唐代被列为

三教之首ꎮ 道教以老子为鼻祖ꎬ以«道德经»为宗教经典ꎬ从阴阳和合的理论出

发ꎬ形成了“重阴阳ꎬ等男女”的鲜明特色ꎮ “尊重妇女、男女平等是道教最具人

文色彩的亮光ꎮ 中国道教所具有的阴柔色调ꎬ以一种特殊的文化样式丰富了女

性的精神生活和传统文化的内容ꎮ” 〔１０〕 «老子»哲学可以说是女性哲学ꎬ推崇的

是女性的阴柔之性ꎬ崇尚的是“柔弱胜刚强”ꎮ “在道教中ꎬ女人决非是可有可无

乃至可辱可贱的ꎬ而是一个具有独立地位、享有独立人格、神格ꎬ独立意志、愿望

的重要角色ꎮ 神仙谱系‘三仙’‘九品’中均有‘成仙真’的女子的位置ꎮ 道教在

发展演变过程当中ꎬ不少杰出的女道士跻身领导地位ꎬ她们为弘扬道教尊重女人

之教旨精神做出努力ꎬ同时为女人地位的提高做出了实际的贡献ꎮ” 〔１１〕

(二)主观心理原因

唐代女性书写的“拟男化”审美形态的产生ꎬ除了社会的客观原因外ꎬ与唐

代女性的男性化心理趋向有密切关系ꎮ “女性的男性化心理ꎬ就是指女性突破

传统社会对于女性这一性别的群体特征及行为方式的理解(如社会分工、社会

地位等)ꎬ用男性化的眼光去观照世界、进而用男性化的态度去处理问题ꎮ” 〔１２〕

武则天从驯服烈马到君临天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拟男化心理的实践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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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ꎮ 相传唐太宗得到一匹烈马ꎬ名号“狮子骢”ꎬ性烈难驯ꎬ作为太宗才人的武则

天说:“妾能驭之ꎬ然需三物ꎬ一铁鞭ꎬ二铁锤ꎬ三匕首ꎮ 铁鞭击之不服ꎬ则以铁锤

锤其首ꎻ又不服ꎬ则以匕首断其喉ꎮ”当时武则天只有十几岁竟有如此胆识ꎬ足见

少女时期的武则天对强悍勇猛的男性性格的崇拜ꎻ太宗和高宗时的两次入宫为

妃ꎬ进一步强化了她对男性及权力的认同感ꎻ登上帝王的宝座之后ꎬ更是处处模

仿男性甚至像男性皇帝妻妾成群一样豢养男宠ꎮ 这一过程也是武则天由一个崇

拜男性的少女ꎬ逐渐成为了一个模仿男性心理的后妃ꎬ再到完全男性化心理并极

度崇拜权力的一代女皇的心路历程ꎮ 因而武则天以女儿之身登上帝王的宝座ꎬ
她没有也不可能以女性心理去治国理政ꎬ她必须以男性统治者的思维方式与行

为方式去运行权力ꎬ管理朝政ꎬ排除异己ꎮ 正因如此ꎬ武则天的诗歌创作更多展

现了她的帝王之威而不是儿女之情ꎮ
上官婉儿因聪慧善文为武则天重用ꎬ掌管宫中制诰多年ꎬ有“巾帼宰相”之

称ꎮ 自幼生活在掖庭的她ꎬ成长的环境中没有男性世界可以参照ꎬ因此ꎬ她从小

便是没有性别意识的女孩ꎮ 成年后ꎬ她的男性心理和性格形成很大程度上与武

则天有着直接的关系ꎮ 尤其是跟随武则天之后ꎬ更是崇拜模仿武则天的一举一

动ꎮ 其所从事的掌管宫中制诰的工作正是男性士大夫的职责ꎬ上官婉儿是以女

儿之身行男儿之事ꎬ更进一步加深了她的男性化心理ꎮ 可以说ꎬ“上官婉儿的男

性化心理的完成可以看做是一种自然性的结果ꎬ出生掖庭导致了她对自身性别

的漠视ꎬ对男性性别与权力对应性的模糊感ꎬ进而促使了她对武则天全方位的认

同ꎬ最终成为了一名拥有男性化心理的宫廷女官ꎮ” 〔１３〕

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学蜚声于当时ꎬ被德宗

召入禁中ꎬ授以官职ꎬ终身未嫁ꎮ 从«旧唐书»“若昭文尤淡丽ꎬ性复贞素闲雅ꎬ不
尚纷华之饰ꎮ 尝白父母ꎬ誓不从人ꎬ愿以艺学扬名显亲德宗嘉其节概不群ꎬ
不以宫妾遇之ꎬ呼为学士先生”的记载ꎬ可知“誓不从人”ꎬ〔１４〕 是她们主动的选择

而不是他人或环境的逼迫ꎮ 选择独身ꎬ就意味着她们自觉放弃妻子和母亲的角

色ꎬ选择放弃传统女性赖以安身立命的身份ꎮ 她们放弃了传统女性为人女———
为人妻———为人母人生三部曲中的后两步ꎬ也就是在对抗儒家三从四德的行为

规范ꎬ她们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男性的附庸ꎬ她们希望能够和男性一样ꎬ凭借才

华学识扬名立万、光耀门楣、荣显父母ꎮ 最终她们也得偿所愿ꎬ被唐德宗召入宫

中ꎬ但“不以宫妾遇之ꎬ呼为学士先生”ꎮ 宋氏姐妹这种拟男化的心理和行为“反
映了她们不愿认同女性角色ꎬ一贯以男子自居的心理”ꎮ〔１５〕

薛涛ꎬ一生经历了对男性从依附到背离的过程ꎬ完成了从思想到行为的“拟
男化”ꎮ 第一次是对父亲的依附ꎬ但随着父亲的去世ꎬ薛涛为生活所迫加入乐

籍ꎬ成为一名乐伎ꎬ开始自食其力的人生ꎮ 第二次是对节度使韦皋的依附ꎬ在最

初的几年得到了韦皋的宠爱ꎬ但后因故被罚赴边ꎬ放还后主动脱离乐籍ꎮ 第三次

是对“元稹”的依附ꎬ薛涛也曾为爱情痴狂ꎬ对元稹暗许芳心ꎬ但最终元稹离她而

去ꎬ从此薛涛选择“孤鸾一世”的生活ꎮ 在经历了失怙、失宠、失恋的打击之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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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深深认识到男性的不可依靠ꎬ她也由最初对男性的崇拜依附到积极参与并

融入男性文化圈再到以男性的姿态生活ꎬ实现了从心理到行为的全面“拟男

化”ꎮ 心灵深处的男性化意识自然导致文学创作的“拟男化”倾向ꎮ
综上所述ꎬ唐代女性书写表现出“拟男化”的倾向ꎬ这不仅表现在诗歌的题

材上、内容上ꎬ也表现在诗歌的风格和审美的追求等众多方面ꎮ 不仅有李冶、薛
涛、鱼玄机等底层女性ꎬ也有长孙皇后、武则天等宫廷女性ꎮ 唐代女性书写的

“拟男化”现象贯穿于唐代初、盛、中、晚的每一个阶段ꎬ堪称古代女性书写的一

种特有的文化现象ꎬ而呈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ꎬ既是时代风气使然ꎬ也
与诗人拟男化的心理有关ꎮ

三

唐代女性“拟男化”写作是唐代较开放的社会环境使然ꎮ 唐代社会经济的

高度发展和思想文化上的兼容并包促进了唐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ꎬ也实现了

她们在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自由ꎬ推动了女性创作的兴盛和女性意识的觉醒ꎮ
“拟男化”的写作ꎬ是唐代女性寻求性别身份定位或社会认同的迫切期望、展现

自身存在方式的一种文学表达ꎬ是她们努力突破自身性别上的局限、努力实现自

身价值的女性意识之彰显ꎬ也是女性不甘心自身地位、冲破自身身份藩篱的体

现ꎮ
“拟男化”写作是对女性自身角色地位的否定和放弃ꎬ是女性的自我异化ꎬ

是社会层面喜剧下的性别悲剧ꎮ “天地之间ꎬ一阴一阳ꎮ 生人之道ꎬ一男一

女ꎮ” 〔１６〕人类社会原本是由男女两性构成的ꎬ男性与女性在生理、心理、体力等方

面各具特色ꎬ各有优长ꎬ本无优劣尊卑之分ꎮ 但是ꎬ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方面

的原因ꎬ造成了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男性处于统治的、支配的、主动的地位ꎬ
女性长期处于一种被压抑、受歧视、从属的地位ꎮ “拟男化”是女性对男性的崇

拜和模仿ꎬ无论是出于政治的需要ꎬ还是生存的需要ꎬ抛弃自身的性别角色定位ꎬ
进行跨性别的书写ꎬ不能不说是一种性别的悲哀ꎮ 女性“刻意把自己作品的精

神面貌弄得与男人的感情世界一模一样ꎬ精致地制造出一片假性情ꎬ以求文化心

理上的满足ꎬ以求传统艺文权威界的承认ꎮ 隐遮、阻抑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情波

澜ꎬ丢弃了女性自我的角色心理和艺术品位ꎬ结果作品大多苍白乏力ꎬ气格平庸ꎬ
无论审美情趣或人文思想上均几无可取ꎮ 这既是模拟文学的悲哀ꎬ又是迷失了

自我的教训ꎮ” 〔１７〕这种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古代女性文学“拟男化”写
作现象的某种心理原因ꎬ然而却未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古代女性在作品中刻意男

性化的深层心理与文化原因ꎮ
笔者认为ꎬ唐代女性诗文创作的“拟男化”现象ꎬ根本原因是女性主体意识

的觉醒与性别意识的自觉之间的“时间差”ꎮ 如前所述ꎬ唐代社会相对开放ꎬ礼
教与各种政治束缚较前后时代都宽松得多ꎮ 为国家建功立业ꎬ追求人格独立与

精神自由ꎬ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ꎬ成为唐代各界人士尤其是文人阶层广泛憧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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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境界ꎮ 因而ꎬ唐代士人意气风发ꎬ表现出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ꎬ整
个社会充满着“青春朝气”ꎮ 人的主体意识的普遍苏醒ꎬ成为唐代最为突出的文

化现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感受着时代脉搏、有文化有教养的唐代女性作家自我意

识逐渐萌生ꎮ 她们原本“安分”的心开始“骚动不安”ꎬ她们开始自觉地、想方设

法逃离男权文化强加给自己的“女人”角色ꎻ开始拒绝平庸ꎬ渴望壮怀激烈、建功

立业的非凡人生ꎻ寻求施展才华、实现人生理想的机遇ꎮ 在中国文学史上ꎬ虽前

有蔡文姬、后有李清照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慷慨悲歌ꎬ但像唐代女性这样群体性

抒写豪情壮志ꎬ则是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ꎮ 然而ꎬ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唐代女

性的社会地位虽有所提高ꎬ但男女关系总体看ꎬ却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一样ꎬ是
一以贯之的男权社会ꎮ 唐代社会并没有给女性提供与男性平等的政治地位、没
有承认女性独立的社会角色ꎬ没有承认作为与男性相对应的“另一半”自身的社

会价值ꎻ唐代女性作为男性依附品地位没有改变ꎮ 于是ꎬ女性主体意识的高涨与

依附地位的依旧以及努力逃离这种依附地位之间ꎬ又形成尖锐的矛盾ꎮ 唐代妇

女比任何时代都美ꎬ但却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审美意识ꎻ唐代妇女虽表现出令人

钦佩的才情与自尊自强的精神风貌ꎬ但仅是作为“人”的主体意识、自我意识的

萌发ꎮ 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ꎬ没有女性意识做基础的自我意识的觉醒ꎬ其结果只

能是自觉与不自觉地向男性意识“认祖归宗”来确定自己的社会身份ꎮ 正是在

这“认祖归宗”的过程中ꎬ误把男性做“本性”ꎬ犹如“直把杭州作汴州”ꎮ 女性ꎬ
作为人类两性中的一半ꎬ其内在生命激情的勃发ꎬ其自我意识的高涨ꎬ恰恰是通

过自己抹去自身的性别身份、向另一半无条件认同来实现的ꎮ 于是ꎬ“拟男化”
写作便产生了ꎮ 这被看做是女性解放历史长河中悲剧性的一幕ꎬ但也可以说是

喜剧性的一瞬间ꎮ
然而ꎬ在妇女解放的漫漫长途中ꎬ这种“拟男化”的异化现象ꎬ又恰恰是妇女

逐步觉醒、最终形成真正的“女性意识”无法绕过的历史环节ꎮ 这种所谓的自我

意识的丧失ꎬ恰是其后女性意识觉醒的内在动力:通过向男性世界的认同寻求自

身的存在价值ꎬ再通过这种自我价值的认定ꎬ实现自身性别身份的最终确立ꎮ 在

这种历史视角下ꎬ笔者认为ꎬ古代女性文学“拟男化”ꎬ应该说是正常的文化现

象ꎬ既谈不上女性文学的“悲哀”ꎬ更不是什么值得反思的“教训”ꎮ 在 ２１ 世纪的

今天ꎬ当女性获得了真正的解放ꎬ形成了真正的女性意识之后ꎬ现代中国魅力四

射的“女性文学” 便应运而生了ꎬ可以说是很好地解释了女性主体意识 “觉

醒———异化———复归本性”的历史发展轨迹ꎮ
“拟男化”写作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ꎬ２０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出现就是

对拟男化的匡正ꎮ ２０ 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ꎬ以女性为

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和言说主体的文学ꎮ 女性文学匡正了以往遏止乃

至泯灭性别特征的偏颇ꎬ突出性别意识和女性的主体意识ꎬ体现女性自觉意识ꎮ
尤其是新时期以来ꎬ“女作家们开始充分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独特理解ꎬ充分发挥

女性感知方式的优势ꎮ 她们从各个角度表现女性被压抑的状态ꎬ她们真实地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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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女人由对男性的崇拜、依附转向愤怒、不满的历程ꎬ并怀疑女性的克已、温顺、
自我牺牲及奉献精神究竟有何意义ꎮ 她们对女性自身ꎬ则以从未有过的冷静与

深刻加以剖析、反省ꎬ由社会层面到心理层面ꎬ由“美的结构”到“恶的构成ꎮ” 〔１８〕

并且随着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涌入ꎬ特别是西方女权主义浪潮的影响ꎬ这一时

期的女性文学从创作到批评都注入了更多的女权色彩ꎮ “突破了中国古代女性

文学附属于父权文化、缺乏女性主体意识和审美情趣狭隘的格局ꎬ以自己的实力

和平等的姿态与男性展开文学上的对话ꎬ在与男性文学的不断冲突交融中ꎬ共同

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灿烂奇观ꎮ” 〔１９〕

今天ꎬ女性书写不仅是女性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和地位ꎬ争取女性表达自

己、诠释自我的途径ꎬ更是社会性别文明程度的文化符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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