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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四大美女中，为何唯独西施称“子”，世人印象她是———

报国之勇士，大众之“情人”
世人印象
报国之勇士，
大众之“情人”

除了对历史进程产生的影响，
西施身上的文化价值千百年来也为
文人墨客所好。苏东坡“欲把西湖比
西子”， 道出了西施的文化高度：她
是美丽、美好事物的象征，是儒家文
化圈公认的美女。 诸暨西施庙到南
宋改为西子祠，就与这首诗有关。其
实最早孟子就称西施为西子， 但并
未引起人们注意。 一个普通女子竟
然能和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
等文化巨匠一样被人尊称为“子”，
这在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需要强调的是， 西施对越人产
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特别对越
人集体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积极而实
在的作用。 她的精神财富不仅是越
人的文化遗产，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文化遗产。

一是报效家国，忍辱负重。 在国
难当头之际，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
国， 与郑旦一起由越王勾践献给吴
王夫差，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把
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无心于国事，
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作用，
表现了一个爱国女子的高尚思想情
操。

二是刚烈侠义，贤慧双全。 西施
是刚毅有为的。一个乡野村姑，竟然
担负起拯救越国的伟大使命， 敢冒
风险、勇于担当，没有侠义之气，是
不可能的。这种为国献身的精神，深
深影响着后人。贤慧双全，这个“慧”
是智慧的“慧”。 西施作为一个乡间
女子，在家时浣纱劳作，那是很艰苦
的活。 她希望用自己的辛苦付出，减
轻父母的负担， 让双亲能过上幸福
的日子，这是贤惠之举。 同时，西施
又是聪慧之女。如果不聪明，怎敢只
身虎穴、与狼共舞？一位浣纱女成为
修养有素的宫女， 待人接物大方得
体、察言观色，在美女如云的吴宫脱
颖而出， 显然有着惊人的智慧和非
凡之勇气。

三是姝妍绝世，美丽化身。 西施
成为美女的代表， 成为人世间美丽
的化身。人们耳熟能详的“情人眼里
出西施”，最早可能出自明代西湖渔
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五回———“他
眼也不转看着元娘，越看越有趣，正
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红楼梦》第七
十九回也有此语———香菱笑道：“一
则是天缘， 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
施’。 ”茅盾在《恋爱与贞洁》一文中
指出：“中国有句成语‘情人眼里出
西施’，这真是一句不朽的金言。 ”

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子， 被一场
吴越之战，推到风口浪尖上。一个村
姑被朝廷选中，又晓以利害、威胁引
诱、软硬兼施，她又如何能把握自己
的命运？ 然而老百姓却同情西施的
遭遇，倾心喜爱这个美丽的女子，于
是便有种种传说流传于民间。 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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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可谓家喻户晓。 西施
名列四大美女之首， 因其为国效忠的举动，多
为后人所褒扬。 2006 年，西施传说被列入第一
批国家“非遗”名录，这充分说明西施文化所具
有的人文价值。

从民俗学角度来看，人们已将西施抽象成
为美好事物的代表。 西施有“沉鱼落雁”的美
貌，在国难当头之际，西施又有忍辱负重、以身
许国的勇气， 加上功成却被投入江湖的悲剧，
深得民众的同情和爱戴。 这些都使西施形象得
以升华，成为一种崇高完美的象征。 中国四大
美女中，唯有西施拥有一种道德高度的文化精
神和历史担当，故西施成为大众的“情人”，也
在情理之中。

故里何处 苎萝山下，浣纱江畔
西施故里在浙江省诸暨

市城南苎萝山下， 浣纱江畔。
约 2500 年前的春秋时代，西
施就出生在这里。 浣江春水，
千年奔流，如今浣纱素妆的西
施塑像， 在莲池边亭亭玉立，
仿佛依然洋溢着青春的芬芳。

关于西施，“一作先施。 又
称西子。 姓施。 春秋末越国苎
萝人。 由越王勾践献于吴王夫
差， 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
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入五湖而
去，明梁辰鱼据此故事编为传
奇《浣纱记》”。 公元前 494年，

吴越交兵，越败于吴，越王勾
践被迫屈膝求和，携妻将臣入
吴作为人质三年。 勾践归国
后， 发誓洗刷这一奇耻大辱，
采纳范蠡、 文种等人建议，发
展经济、训练军队、增强国力
等， 并向吴王夫差进献美女，
以麻痹和消磨他的意志。

面对国亡家破之痛，兴越
灭吴是越国上下一致的心愿。
范蠡几经寻觅，终于在越国古
都诸暨南“得苎萝山卖薪女西
施”。 西施，姓施，名夷光，“父
鬻薪，母浣纱”。 西施幼承浣纱

之业，故世称“浣纱女”。 勾践
选到西施后，献于吴王，吴王
大悦，“越贡西施，乃勾践之尽
忠于吴之证也”， 从此沉湎于
酒色不能自拔。 越国却上下一
心，励精图治，终于打败了吴
国。 后人为纪念这位忍辱负
重、 以身许国的绝代佳人，在
苎萝山下修建西施殿。

关于西施出生地， 曾经出
现两种说法： 一说在诸暨，《吴
越春秋》《越绝书》中就有记载。
诸暨建有西施殿最迟出现在唐
代， 书圣王羲之还在西施浣纱

江边留下“浣纱”两个遒劲的大
字。 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主编
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也标明
诸暨苎萝山， 一座小土丘成为
名山，大概与西施古迹有关吧。
还有一说认为西施故里在萧
山。 比如，清初文人毛奇龄《九
怀词·苎萝小姑》：“西施住萧山
之苎萝村……施亡后， 乡人思
之， 为立祠溪旁， 以其为乡所
出。 ”对于这一说法，梁启超曾
痛斥：“有信口臆说者， 有不可
考古而妄言者， 有前人之言本
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 ”

佳人去向 “被沉于江”还是“归隐五湖”
中国几千年来， 美女何其

多也，然因时乖运蹇，终被埋没
者又何其多哉！ 在以严肃信实
著称的《史记》中，《越王勾践世
家》等写到了越国重臣范蠡，却
唯独没有关于西施的叙述。

不过，史书中没有记载，并
不等于西施在历史上不存在。
我们在先秦诸子著作中， 多次
与西施“谋面”。《墨子》是最早
提到西施名字的史料。《战国
策》有云：“世无毛嫱、西施，王
宫已充矣。”《庄子》中三次提到
西施，其中“东施效颦”的故事
更是家喻户晓。《管子》 记载：

“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也。 ”
两汉唐宋，提到西施的书甚多，
如贾谊《新书》、刘向《说苑》等。

后世对一代佳人西施的去
向，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被沉于江， 二是跟随范蠡
归隐于五湖。

先看“沉江说”。《史记》记
载，范蠡离开越国后，带领全家
人来到齐地，“耕于海畔， 苦身
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治

产数十万”。 在这里，根本没有
西施的影子。

那么，西施究竟在哪里呢？
相传勾践班师回越， 携西施以
归。越夫人潜使人引出，负以大
石， 沉于江中， 曰：“此亡国之
物，留之何为？ ”

抛开民间传说不谈，《墨
子》 里其实明确写着：“西施之
沈，其美也。 ”这道出了西施的
真正死因。“沈” 在古代就是
“沉”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西
施被沉于水中，凄美而亡。墨子
出生于春秋末期， 距越国灭掉
吴国的时间很近， 很可能耳闻
关于吴越的史事轶说， 相关记
载应该更接近于历史真相。

东汉赵晔在《吴越春秋》中
说：“越浮西施于江， 令随鸱夷
而终。 ”鸱夷，是皮革制成的口
袋。当年夫差派人送属镂剑，令
伍子胥自杀。 越国处死西施的
手段，与其相似，即将其装入皮
袋，投入江中。孟子曾说：“西子
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 ”
这句话在告诉人们， 越国在事

前， 只是把西施当成实现谋略
的一颗棋子； 在西施完成使命
后，便把她作为一个“蒙不洁”
的罪人给杀了。

再看“泛湖说”。 范蠡带着
西施泛舟五湖隐居起来的说
法，最早见于东汉袁康的《越绝
书》记载：“吴亡后，西施复归范
蠡，同泛五湖而去。 ”这是说范
蠡与西施，离开越国，来到理想
的乐土，过上了美满的生活。

明代戏曲作家梁辰鱼的
《浣纱记》进一步描述：范蠡在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巡游故
里，在诸暨苎萝山下若耶溪，偶
遇正在浣纱的西施， 为其天姿
国色所倾。于是，二人以溪水之
纱相订白首之约。不久，吴王领
兵打进越国， 越王勾践作了俘
虏，范蠡也到吴国成为奴隶。三
年以后， 勾践夫妇和范蠡返回
越国。勾践力图报仇雪耻，便采
用范蠡所献的美人计。 夫差一
见西施，果然大喜，宠爱无比，
最后反被越国灭掉。 勾践正要
论功行赏，范蠡却不愿做官，接

了西施，隐姓埋名泛舟湖上。
民间还流传这样的说法：

姑苏城破、吴国灭亡之时，范蠡
匆匆来到吴宫深处， 将西施救
出， 从水道进入云雾霭霭的太
湖。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后，范
蠡化名陶朱公，以其雄才大略，
经商致富， 与西施从此过着美
满的生活，福寿双全而终。

对于西施和范蠡隐居，古
人的诗词中也有很多描述。 李
白《西施》诗云：“一破夫差国，
千秋竟不还。”苏轼的《水龙吟》
写道：“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
携西子。”苏轼《范蠡》诗云：“谁
遗姑苏有麋鹿， 更怜夫子得西
施。”杜牧《杜娘诗》诗云：“西子
下姑苏，一舸逐鸱夷。 ”

尽管相关故事有虚构的成
分，但人们同情、热爱美丽的西
施，敬仰功成身退的范蠡，不愿
意看到这么好的女子被推到湖
中淹死， 于是传出了西施和范
蠡泛舟同游江湖的佳话。 这可
能是大众所乐意看到的结局
吧。

西施浣纱（许小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