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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君福祸难定论 立意高低各不同 
— — 涉及王昭君的咏史诗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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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涉及历史人物王昭君的咪史诗所持的主要观点作些粗浅的梳理、分析。对昭君出塞这 
一 历史事件的意义的评价由于诗人们所处的时代、处境、环境甚至心境不同，导致角度不同，立意 

高低不同，但无论如何都不影响其作为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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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诗歌中，分类五花；kt-J，角度各异，有按 

题材分的，按时间分的，按押韵分的，按有无格律分 

的，按情感分的等，具体来说，比如山水诗、爱情诗、 

边塞诗、咏物诗、咏史诗、古体诗⋯⋯而在一般人眼 

中，对于咏史诗，人们普遍是比较看淡的，总以为咏 

史诗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那么， 

何谓咏史诗呢?所谓咏史诗，就是对历史人物和历 

史事件的诗评论。咏史，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题 

材内容之一。其实不然，首先，咏史诗丰富了诗歌的 

内容，以简洁的文字为后人提供警示。其次，历代诗 

人的咏史诗，可以帮助人们证实历史，至少它可以 

作为历史史实的旁证、佐证，与历史相映成章。其 

三，不同的诗人对同一史实或同一人物角度不同， 

立意不同，观点也不同，可使人们思想更为深刻。今 

天，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有关 自古以来诗人们评价汉 

朝美女王昭君的咏史诗。 

咏史诗，顾名思义，是离不开历史的，而鉴赏它 

更离不开历史。根据《汉书》、《后汉书》以及《西京杂 

记》介绍的内容，我们来看看昭君出塞的历史。在公 

元前 33年。北方游牧民族首领呼韩邪单于来到长 

安，要求和亲，汉元帝答应了。汉朝和匈奴和亲，就 

得挑个公主或者宗室的女儿。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 

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 

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都是从民 

间选来的，她们一进了皇宫，就像鸟儿被关进笼里 
一 样，都巴望有一天能把她们放出宫去，当然受皇 

上宠幸的除外。但是听说要离开本国到匈奴去．却 

又不乐意。有个宫女叫王嫱的，字昭君(晋人因避讳 

晋文帝司马昭的名字，把王昭君改叫王明君)，系湖 

北省姊归县人，长得美丽，又有见识，自愿到匈奴去 

和亲。元帝择吉日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 

亲。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向汉元帝谢恩的时候，汉 

元帝看到昭君又美丽又大方。甚至觉得汉宫也因她 

而生色。汉元帝回到内宫，越想越懊恼。他再叫人从 

宫女的画像中拿出昭君的像来看。模样虽有点像， 

但完全没有昭君本人那样可爱。过去宫女进宫后。 
一

般都是见不到皇帝的，而是由画工画了像，送到 

皇帝那里去听候挑选。于是让人调查．原来有个画 

工名叫毛延寿，给宫女画像的时候，宫女们送点礼 

物给他，他就画得美一点。王昭君没送礼物，所以毛 

延寿未把王昭君的美貌如实地画出来．使汉元帝没 

有发现这样一个大美女，他一气之下，便把画师毛 

延寿给杀了。 

王昭君在汉朝和匈奴官员的护送下。离开了长 

安。她冒着刺骨的寒风，千里迢迢到了匈奴，做了呼 

韩邪单于的阏氏，被封为宁胡阏氏，希望她能为匈 

奴带来安宁和平，从此，昭君远离自己的家乡，长期 

定居在匈奴。她劝呼韩邪单于不要去发动战争。还 

把中原的文化传给匈奴。更难能可贵的是，当呼韩 

邪单于去世后，她又在皇上“从胡俗”(即胡人“父死 

妻后母”的风俗)的旨意下，忍辱负重再嫁给呼韩邪 

单于的大阏氏的长子，虽然这违反了中原的伦理道 

德观念，但她从大局出发，珍惜汉匈之间的友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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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以后，匈奴和汉朝和睦相处。长城内外出现了“剑 

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的景象，持续五、六十年未 

发生战争。王昭君在匈奴共生一男二女。昭君的死 

年和死地，史书没有更为具体的记载。当然，关于画 

工毛延寿的事是否属实，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评。 

作为一个宫女，被历朝历代的诗人津津乐道， 

这种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 

却也可以说是极其少有的。并且伴随着各种各样的 

争议，即使至今犹在史学界尚难完全有统一的定 

论。在搞清楚王昭君有关的身世生平之后，我们来 

看看自古以来有影响的诗人对她的种种评价。其中 

最主要的有： 

(一)悲剧论 

首先，我们来看晋朝石崇所写的《王明君辞》中 

的诗句：“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殊类非所安， 

虽贵非所荣。父子见陵辱，对之惭且惊”、“杀身良不 

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积思常愤盈。昔为匣 

中玉，今为粪中英。朝花不足欢，甘与秋草并。传语 

后世人。远嫁难为情”。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作者对王 

明君的同情和惋惜，作者觉得王明君嫁给胡人是一 

种耻辱，好象是鲜花插在牛粪上一样的。而几百年 

后的唐朝诗人李白、杜甫、自居易对王昭君的看法 

又是如何的呢?“燕支长塞雪作花。娥眉憔悴没胡 

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冢使人嗟”[见李白《王 

昭君》二首(其一)]、“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 

中论”[见杜甫 《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愁苦辛勤 

憔悴尽，如今却似画图中”(见自居易《王昭君二首》) 

唐朝几位大诗人的看法却也大致相同，而且几乎也 

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认为王昭君出塞就是 

不折不扣的不幸，对于造成王昭君悲剧的原因也有 

多种说法。有的认为是昭君元钱行贿导致画工作 

弊，有的认为是皇上官僚，也有的认为是统治阶级 

的无能，对于诗人而言，他们能做的只有同情和惋 

惜，这与晋石崇的诗歌所定的基调类似，这也意味 

着除了自居易的诗的立意会略高些外，他们对昭君 

出塞的认识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表面现象上，停留在 

就事论事上，这些诗人写的咏史诗给人的感觉更象 

是他们的读史初感。 

(二)祸水论 

王昭君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古人用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分别形容西施、王昭君、貂 

蝉、杨玉环。自居易最早提出了红颜薄命的观点，后 

世往往也将美女与误国亡国联系起来．甚至抛出了 

美女祸水论。宋朝欧阳修在其诗作《明妃曲和王介 

甫作二首(其二)》说：“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 

自嗟”，明朝杨一清是这样写昭君的：“骊山举火因 

褒姒，蜀道蒙尘为太真。能使明妃嫁胡虏，画师应是 

汉功臣”(见《咏昭君》)。当然上述观点就历史表面现 

象而言也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前诗毕竟带有宿命论 

的味道，认为王昭君本身作为美女自古以来就是命 

苦，这多少带有唯心的味道。至于后者则纯粹是美 

女祸水论的卫道士。如果汉元帝娶了王昭君这样的 

大美女，则肯定也一样是会亡国误事的，而把她嫁 

给胡人，这不，也把单于给迷倒了riB?要不汉朝和匈 

奴之间怎么会和平几十年呢?这不是从侧面证明美 

女是祸水吗?但我们应看到隐藏在背后的一些历朝 

历代现象深处的一些制度上的规律性的东西，看到 

统治者极权统治下的自私、贪婪、腐朽的因素，才是 

关键的因素，方是造成统治者亡国误事的最根本的 

原因。 

(三)劝慰论 

如果说认为昭君出塞是场悲剧，诗人留下的仅 

仅是同情的泪水，我以为这是较为肤浅的。下面我 

们再来看看几首诗，诗人们就不仅仅是同情了，而 

是更进一层，也就是劝慰了，甚至认为不仅不值得 

悲哀，反而是有点值得庆幸的味道了。例如唐朝诗 

人王毅《解昭君怨》中提到“当时若不嫁胡虏，只是 

宫中一舞人”。宋朝王安石在其《明妃曲二首》中有 

这样的句子“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元 

南北”(其一)、“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其二)。而清朝刘献庭的《咏昭君》却是这样的：“汉 

主曾闻杀画师，画师何足空妍媸?宫中多少如花女， 

不嫁单于君不知”。上述这些诗人的观点从某种意 

义上说是对些传统悲剧论调的一种否定，更是对王 

昭君出塞及其命运的理解，虽然王安石的诗句“人 

生失意无南北”多少也含有诗人为自己怀才不遇的 

寄托之意。刘献庭诗中也包含了对当时封建后宫制 

度的一种暗讽，但上述几位诗人带有安慰色彩的较 

现实的观点，我以为还是较为深刻的，不是仅仅停 

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是有所寄寓，立意高些，思路开 

阔些，格调也更高些，也更有富有诗意些，从而也更 

能启发和打动读者。 

(四)讴歌论 

随着星转斗移．到了现当代诗人笔下王昭君却 

又成为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大英雄。历史学家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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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游昭君墓》中这样写道：“汉武雄图载史册，长 

城万里遍烽烟。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 

年”。而在郭沫若的《王昭君》中诗人更是加以称赞：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见识高。词客各抒胸臆 

懑．舞文弄墨总徒劳”。两首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 

点，那就是充分肯定了昭君出塞的历史意义，对王 

昭君的壮举予以高度的赞扬。作为现当代的诗人， 

他们能从历史的高度，从汉匈之间的民族关系角度 

去评判一个历史人物，评判一件历史事件，立意无 

疑是较全面和更深远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维护民族关系，用汉武 

帝的千军万马去对付匈奴还是以昭君一己之力去 

和平解决更好，从国家、百姓角度来看，其中的成本 

孰高孰低，那是可想而知的。确实，王昭君在老百姓 

心目中的形象是很崇高和伟大的，许多人认为今天 

呼和浩特南部二十公里处的“青冢”便是王昭君墓 

地。但据现代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了解并在其散文 

《内蒙访古》中说王昭君墓仅在内蒙境内就有十几 

座。这一独特现象，说明当地老百姓对王昭君的一 

种爱戴，人们早已把她当做和平的象征来对待。 

诚然，昭君出塞是她自己的选择，可以想象，要 

适应异域生活并且还先后嫁给单于父子。她的异域 

生活无疑也是很痛苦的，甚至是让人怵目惊心的。 

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是 自愿的，那么她的自愿也 

许给人一种巾帼不让须眉很大无畏的气概，当然这 

种自愿也许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无奈，她的出塞可能 

有很多的苦衷，我们今天只能猜测而已。我们知道 

封建社会后宫嫔妃数千人，真正能被皇上宠幸的毕 

竟是少数，作为宫女也面临着激烈甚至近乎残酷的 

竞争，选不上的毕竟是多数，这些所谓的多数人的 

命运其实与活守寡也差不离，她们躁动的青春多半 

也是被压抑着的，同样也非常痛苦，与其如此，不如 

另图他路，也许这才是昭君出塞的真正原因。但不 

论如何．昭君出塞确实是在客观上对促进汉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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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程起着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避免更 

多人陷入杀戮之中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为两地人民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和平，后世的人们对其的同情或 

是惋惜或是歌颂各有其道理。 

而作为咏史诗，不论是古代的诗人，还是现当代 

的诗人。诗人们对王昭君的评价是争论不休，观点 

各异。有的是为其不幸命运而感叹、惋惜，如悲剧 

论，这种评价只是一般的读史后感；有的则认为是 

美女是祸水，如祸水论，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局限 

性；有的则认为她也是有所值的，不然与中国古代 

成千上万的宫女一样，连名都没留下，如劝慰论；有 

的人从政治角度出发，为其对汉匈和亲作出重大贡 

献而高歌。如讴歌论，这种立意当然又更高更深一 

层。在诗中，有的是就事论事，有的则是托物咏志、 

借题发挥，有的是看重表象，有的则是看本质—— 

究其原因，有的是学识的原因，有的是受时代局限 

的原因，有的则是政治需要的原因，等等。站在不同 

角度就会有不同的立意，立意高低各有不同。按历 

史时代顺序去分析这些有关王昭君的咏史诗就会 

发现，诗歌的立意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深远，越来越 

全面，而有关王昭君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则是越来 

越生动、鲜明、丰满和崇高，可以说，她既是个悲剧 

性的人物，更是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这也许就是有 

关王昭君的咏史诗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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