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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门未识绮罗香，

拟托良媒益自伤。

谁爱风流高格调，

共怜时世俭梳妆。

敢将十指夸针巧，

不把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

为他人作嫁衣裳。

一、先简介作者：秦

韬玉，唐代诗人，生卒年

代不详；字中明，一作仲

明，京兆（今西安市）人。

出生于尚武世家，他的父

亲也是武将。秦韬玉年少

时就有文才，工诗词，善

歌吟。他在科考方面并不

顺利，开始当过幕僚之类

的小官，后来虽然又当过

工部侍郎等，但未见他在

仕途上有什么建树。他的

诗流传下来的有 40 首左

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我

们要讲的这首《贫女》。

他的生平不详，其思

想情感也只能从他留下

来的诗作中可以窥得一

些。下面列出他的几首诗

的题目，供读者考虑：《织

锦妇》《桧树》《鹦鹉》《隋

堤》《独坐吟》……

《贫女》这首诗明面

上是写贫女独白，倾吐自

己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苦

闷与伤感，其实恐怕也还

另有弦外之音。

二、部分词语注释：

1.蓬门：用蓬草之类

编扎的门，即茅屋的门，

指贫女之家。

2. 绮（qǐ）罗：华贵

的丝织品或丝绸制品；这

里指富贵人家妇女的华

丽服饰。

3. 风流：有风韵，美

好；意态娴雅。

4. 共怜：怜，是爱的

意思；共怜就是都爱的意

思。

5.俭梳妆：指一种时

髦的打扮，并非俭朴。这

个词将在赏析部分详细

讲。

6.苦恨：非常怨恨。

7.压金线：指用针线

刺绣。

8.衣裳：指上衣与下

裙。裳，读cháng。

三、赏析这首诗。

首先，用独白的方

式，全程揭示人物的心理

活动；这种表达艺术，在

唐诗中实属罕见。

我们试着用最少的

文字写写“贫女”的心语：

我是穷人家的女儿，从来

不懂得穿富家小姐身上

的绫罗绸缎。我也想过托

个良媒，为自己找个好婆

家；可这么一想，更觉得

伤心难过。时下的女人

们，谁还欣赏我看重的高

雅风韵，她们都追求那些

时髦的打扮。我敢夸夸我

灵巧的刺绣艺术，我才不

去同那些人在画眉上争

什么高低。我最怨恨的是

什么呢？就是我成年累月

地飞针走线，却都是替富

人家小姐做出嫁的衣裳！

请看，整个一首诗全

是一个贫苦女孩子的自

言自语，读来感人肺腑，

使人潸然泪下。

其写作艺术之高妙，

是不是罕见呢？

其次，反复而又多角

度的对比手法。

1.“蓬门”与“绮罗”的

对比。开头就用了对比手

法，毫不掩饰地奠定了这

首诗的主题。其中的“不

识”两字，不是说不懂，而

是有意对不公平之世道，

进行曲折的讽刺。

2.“谁爱风流高格调”

与“共怜时世俭梳妆”的

对比。关于这个对比，笔

者要多说几句，因为对这

两句诗，有两种迥然不同

的 理 解 。一 种 理 解 是 ：

“谁”字一直管到“……俭

梳妆”，意思是：“有谁欣

赏这高尚的格调，又有谁

与我一起爱这俭朴的梳

妆呢？”这种理解，显然认

为，“俭”就是俭朴的意

思。另一种理解则是：“谁

还欣赏我这高尚的格调，

她们都追求的是流行的

时妆！”认为“俭”通“险”，

俭梳妆，就是险梳妆。笔

者同意第二种理解。根据

如下：

根据之一，《汉语大

词典》在“俭”字的第 6 个

义项下写道：“通‘险’。”

紧接着举《尸子·君治》中

的句子为例：“[舜]旱则为

耕者凿渎，俭则为猎者表

虎。”（表虎，即穿上用虎

皮缝制的衣服）另外，该

词典还收有“险妆”一词，

解释曰：“奇异之装束。”

举《新唐书·车服志》为

例。（恕不再转引例文）其

实 ，在 古 文 中 ，“ 俭 ”与

“险”通用的例子还有不

少。可见，“俭梳妆”与节

省、俭朴毫无关系，而是

指奢华的妆饰，用今天话

来说，就是指奇装异服。

正是当时社会所崇尚的

奢华之风，才逼得贫女为

他人做那种时髦衣裳。

根据之二，白居易写

过 一 首 诗 ，叫 做《时 世

妆》：“时世妆，时世妆，

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

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

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

眉画作八字低。”可见，这

首诗中的“时世俭梳妆”

与白居易写的“时世妆”

是一回事。

由此，我们可以看

出，诗人用“风流高格调”

与“时世俭梳妆”这两种

不同的服饰进行对比，不

仅显示了贫女纯真和朴

实的内心世界，而且也不

露声色地批判了当时社

会的奢华之风。

至于“谁”与“共”两

字的对比，更揭示出高尚

风格无人问津与奢华之

风趋之若鹜的可悲现实。

3.“针巧”与“画长”的

对比。这个对比至少有两

层意思：一是明里描写贫

女的辛勤劳动，暗中斥责

富人的不劳而获；二是在

赞扬贫女精湛的刺绣手

艺的同时，讥刺那

些只懂描眉打鬓的

富家小姐，顺便再

一次批判上流社会

的不正之风。

其中一个“敢”

字，写出了贫女的自信与

对富家小姐的蔑视；一个

“不”字，又无意中流露出

贫女对那些时髦女子的

不屑之情。

4. 自己年年压金线

与为他人作嫁衣裳之间

的对比。这个对比，是在

前面几个对比的基础上

产生的，这是一个贫弱

而善良的女子竭尽全力

的呼喊，其中也应包含

着所有与她命运相同的

女子的声音！她们心里

也许在说：凭什么同样

是女子，都到了出嫁的

年龄，你们坐享华贵的

嫁妆，而我们却为你们

“作嫁衣裳”？啊呀，我们

连托人说媒的条件都没

有，而你们就要去拜华

堂；这又是怎样的不公

平啊！

这个对比，使我们想

到：这种不公平，难道是

由不同命运的女子决定

的吗？显然不是！那问题

在哪里呢？

最后，说说这首诗的

弦外之音。

有人说，这首诗“寄

托着寒士出身贫贱、举荐

无人的苦闷哀怨”，也有

人说，这首诗“表现文人

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对此，笔者另有所思。

第一，这首诗也许写

的就是贫女的感受，理由

是诗人还写过类似的诗

作。比如，他写过一首题

为《织锦妇》的诗，其中有

这样的句子：“只恐轻梭

难作匹”“岂辞纤手遍生

胝”“可怜辛苦一丝丝”。

所以，笔者推测，诗人很

可能接触过一些贫苦人

家的女子，对她们的不幸

有所同情。因为如果只是

为了表达文人的感伤，那

何必总是借贫女或织锦

妇之口呢？

第二，如前面所说，

诗人用对比的手法写两

种不同命运女子的不同

生活，其笔锋显然不是指

向女子这个群体的；因为

谁都知道，不管任何一个

时代，其决定贫富悬殊的

绝不是女子本身，更不是

年轻的女子。这样看来，

秦韬玉写这首诗是不是

也在倾泻他对当时社会

不公平现象的愤懑与无

奈呢？

所以，如果说这首诗

有弦外之音，我推测的是

不是也有一点道理呢？

文/李淑章

思露花语

古语云：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故人生修养，当山水相

依时，仁者因智而更加仁厚，智者因仁更加智卓。

无论人生修养，还是生命涵养，最起码的智商之一是：

每当天上掉馅饼的时候，一定要提防脚下可能有陷阱。

人生，只有珍重他人的理解，珍视他人的包容，才会在宽

以待人的同时更加严于律己，如此修持则应是生命的常态。

所以说岁月无情，因为它与庸者若即若离；所以说岁

月峥嵘，因为它与志者相望相守。

认真做人，专注做事，方可因人成事，其认真和专注度

大者，做人方可成大器，做事则可成大事。

观人，要眼亮；识人，要心明；而做人，则既应该心怀敞

亮，心胸豁达，更应有自知之明。

既然追求，虽然希望可能一时失望，但会在短暂失落

后重拾信心；因为妄求，所以奢望必然通通绝望，故最终深

陷失意而难以挣脱。

貌似发力的人，如果发出的只是虚功，则决不会见实

效；貌似拼力的人，如果拼出的只是假象，则绝不会有实绩。

有苦吃不怕，而真正怕的是有苦不肯吃或吃不消，而

当不肯吃时则苦不堪言，而当吃不消时则叫苦不迭。

选择和抉择有何不同：其一，选择可能犹豫，而抉择则

必须果断；其二，由此推及，选择更多的是凭经验和阅历，

而抉择更多的是靠胆识和魄力。

天道是道，即大道，故大道至简；大德是德，即厚德，故

厚德载物。

每个人，无论什么时候来到世上，都只有一次，而且各有

长短，故令人思忖和清醒的是：人生，其短的不一定平庸，所

以无憾其生；而长的不一定超群，所以抱憾其终。文/巴特尔

《遗失的灵魂》

作者：（波兰）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波兰）乔安娜·孔

塞霍（绘）

译者：龚泠兮

版本：山东画报出版社

综合来看，两位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汉德克和托卡尔

丘克的作品都具有很强的当下性。汉德克的部分主题就是疲

倦、焦虑，展现了在当下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的自我碎裂。这一

点，我们应会感同身受。走路的速度一提再提，挤进地铁门口

人群之间的缝隙，到了办公室也是一件事接一件事……这样

的生活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托卡尔丘克的答案是：灵魂的遗

失。这也正是《遗失的灵魂》这个绘本要讲述的。

主人公杨像我们一样身处快速的生活节奏里，整日忙

于工作，却在一天半夜突然醒来，感到身体出了问题。等找

到医生诊断发现，原来是“灵魂丢了”。每天走得太快，灵魂

被落在了后面。故事的寓意很明了，很有现实性，配上乔安

娜·孔塞霍精彩的插图，形成了一本相当精练、出色的绘本。

◎书单

秦韬玉《贫女》赏析

《《贫女贫女》》诗意画诗意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