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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史湘云是《红楼梦》中诗思敏锐的闺阁小姐，李清照是才华横溢的闺秀诗人，性格大方豪爽，才情可比

宝黛。若把她与历史上的女词人比较，湘云无疑与李清照尤为相像，二人兼具男子英豪与女子娇俏的双

性同体美。本文从家世性格、命运遭际、诗词特点等三个方面来比对，进而推测出史湘云这一人物形象

的塑造借鉴了李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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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i Xiangyun is a poetic and thoughtful boudoir lady in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Li Qingzhao 
is a talented lady poet with a generous and bold personality and talent comparable to Bao Dai. If 
you compare her with the female lyricists in history, Xiangyun is undoubtedly very similar to Li 
Qingzhao, the two have the beauty of both male heroes and women’s delicate hermaphroditism. 
This paper compares from three aspects: family background, personality, fate, and poetry cha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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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istics, and then speculates that the shaping of Shi Xiangyun’s character is based on Li Qing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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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史湘云是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她是四大家族中史家的千金，是贾母的内侄

孙女，性格豁达，开朗豪爽，她让贾府上下充满欢声笑语，诗思敏锐，才情超逸，才华不输宝黛。李清照

是北宋成就卓越的女作家，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在文学史上，她的婉约派词作影响深远，被称为

婉约派词宗，在文学形象上，她与赵明诚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她的逸闻逸事为人熟知。 
周汝昌曾在《红楼夺目红》提到，曹雪芹有意将宋代女词人李清照来比湘云，认为湘云受了易安词

人的很大影响，并采用索隐派的方法证明，湘云的原型是李煦的孙女辈，本姓李氏，书中的“史鼎”即历

史人物李鼎。李煦 1 是曹寅的妹夫，康熙的亲信，曾担任苏州织造，四迎銮驾，俱蒙宠遇。湘云和李清照

同样是少年才女，也有着相似的人生遭遇，笔者窃以为湘云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受到李清照人生经历及

诗词的极大借鉴和影响。 

2. 潇洒不羁爱自由 

纵观史湘云和李清照的一生，同是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到后半生的颠沛流离，二人的处境有很多的

相似之处。二人少年时都活泼开朗，自由自在，行为颇多放荡不羁之处，性格相似。 
史湘云是贾府最高统治者、权利核心贾母的亲侄孙女，她出生于金陵史侯家，由于父母早亡，湘云

被寄养在叔父家里，叔父管教宽松，叔母也不关心她的日常生活。后来被贾母接到贾家，过了一段长辈

关怀爱护、兄妹陪伴的日子，又被接回史家，这种不稳定的居住环境且无固定长辈管理造就了她放荡不

羁爱自由的豁达性格[1]。李清照是在书香世家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她的父亲李格非不压制李清照的个性，

为她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成长环境，让李清照成为了一个才情兼备、潇洒脱俗的烂漫少女。李清照的

词《如梦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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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 2)描绘一幅夕阳西下，醉酒的少女误入荷花丛中，玩累了才归家，惊起群群鸥鹭的画面，表

现了少年时期的李清照天真活泼的一面。这一画面让人不禁想起了《红楼梦》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卧

芍药茵呆香菱情解石榴裙》中：“果见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

了一身……湘云口内犹作睡语说酒令”[3] (p. 885)。湘云并非如传统的千金小姐一般，恪守传统女礼规矩，

醉倒在花丛中，嘴里还说着酒话，这一幕表现了湘云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娇憨一面。两个场景，均是少

女醉酒，有花映衬，人比花娇的画面；二人都有着天真烂漫的童年，也经历了启蒙教育，成长为才情横

溢，自由洒脱的女性。 
《红楼梦》第二十一回《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中林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幅杏子红

绫被，安稳合目而睡。而史湘云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1] (p. 279)，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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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旭东，又字莱崇，号竹村，李士桢长子。顺治十二年(1655 年)正月二十九日生，正白旗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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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比二人个性跃然纸上，湘云的睡姿是纯情流露，也是外向不羁、开朗豪爽的表现。宝黛二人一起追

诉湘云前年的事儿，一个讲的是湘云正月来住，穿了老太太的长大袍子在雪地里玩，雪人一下子栽倒，

弄了一身泥水，一个将湘云穿上宝玉的袍子靴子，哄得老太太直叫宝玉快过来看，太太还说：“扮作小

子样儿，更好看了”[1] (p. 426)。曹雪芹借宝黛之口写湘云少年趣事，可见在贾家的湘云好动活泼、美丽

可爱。少女时期的李清照的词《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客

入来，袜刬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2] (p. 1)一个少女，玩秋千时发现心上人来了害

羞的往屋里跑，慌乱中头上的金钗都滑落了。偷偷靠在门边回头看，顺手拉过一枝青梅闻着，来掩盖自

己的慌乱。一个细微的动作，便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一片少女情怀，既兴奋又羞涩、既欣喜又紧张的忐忑

心情。《一剪梅》中：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此情无计可消愁，才下眉头，却上心头[2] (p. 20)。描写了

少女怀春的形象，直接叙述追求爱情的愿望，女子虽然不能自由恋爱，却有渴望爱情的怀春感情，这是

与男子作闺音所不同的，更加细腻更加直观地表达闺怨，女子直接掌握主动权，去追求自己的感情和需

求，具有女性主义的进步思想。李清照虽然是封建社会的人物，其思想无法摆脱男权思想的束缚，但她

的词作却细腻的记录了封建女性的感情，促进了女性主义的发展。 

3. 风流倜傥丈夫气 

二人都性格豪爽，向往自由。在后人整理的李清照诗集中，高达二十二首与酒相关的词，“夜来沉

醉卸妆迟”“共赏金樽沉绿蚁，莫辞醉”“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酒这一意象，贯穿李清照的

一生，少女醉酒，误入藕花深处；闺妇醉酒，东篱把酒黄昏后，酒中蕴含相思苦；暮年醉酒，“故乡何处

是，忘了除非醉”，酒化成国仇家恨泪。词人多借酒消愁，在李清照的词中不仅仅代表了愁，也代表了她

放荡不羁的性格。当父亲李格非在与公公之间的党派争斗处于下势时，李清照在寻求帮助无果后，直接

作诗讽刺公公赵挺之，“炙手可热心可寒，何况人间父子情”，丝毫不顾世俗眼光违背纲常伦理。酒在

《红楼梦》中多次出现，湘云关于酒的场面描写更是独具特色，“斗酒十千恣欢虐”的湘云大口喝酒大

口吃肉，醉后口中说酒令：“泉香而酒洌，玉碗盛来琥珀光，直饮到梅梢月上，醉扶归，宜会亲友”[1] 
(p. 855)。第四十九回芦雪庵赏雪吟诗，史湘云围着火炉大口大口地烧鹿肉吃。还说：“我吃这个方爱吃

酒，吃了酒才有诗。若不是这鹿肉，今儿断不能作诗。”[1] (p. 668)自豪的宣言“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

都是假清高，最可厌的！我们这会子腥膻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1] (p. 668)酒和肉在这里已经

被湘云附上了自由不羁的独特意义，和贾宝玉一起食生肉，崇尚魏晋风流，追求真名士般不羁的自由[4]。 
女性在封建主义社会没有地位，没有入仕的机会，但很多女性是向男权社会靠拢的，她们有一股令

人振奋的丈夫气。沈植菌曾在《阁琐谈评》评李清照：“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

柳也。”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表现了李清

照也想要像男子一样，为国家建功立业，报效朝廷，她钦佩项羽的悲壮，讽刺南宋当权者不思进取、苟

且偷生的无耻行径。她虽不能像男子一样投笔从戎，保家卫国，但她用她的才华征服了文人书生，《词

论》提出“别是一家”的词学观念，是她对词学理论的总结，也是写词的标准。《红楼梦》第五十七回中

作者借林黛玉之口说史湘云：“你要是个男人，出去打一个报不平儿。你又充什么荆轲、聂政。”[1] (p. 
798)可见湘云性格中是带有侠气的。湘云喜扮男装，第四十九回，写湘云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

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

子长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越显的蜂腰猿背，鹤势螂形。众人都笑道：“偏她只爱打扮成个

小子的样儿，原比她打扮女儿更俏丽了些。”[1] (p. 665)她不仅自己穿宝玉的衣服，更是让她的丫鬟葵官

女扮男装，给她取名叫作韦大英，“英”字正是湘云对英雄气概向往的表现。在红楼梦的第三十二回，湘

云规劝宝玉早日读圣贤书入仕途。可见湘云并非只是沉溺于女子的玩乐之中，一方面他希望宝玉学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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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酬事务，承担男子责任，除此之外她希望能够自己能像男子一样，进入仕途发挥才能，但却受到封建

礼制的限制。 

4. 颠沛流离孤终老 

《红楼梦》是一部描写“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的女性悲剧，纵然大多数人关注的是宝黛的爱情悲

剧，而大观园中众女儿的悲剧结局亦让人叹惋，史湘云的结局与李清照的人生遭际有相似之处。 
在《红楼梦》第五回中，宝玉误入太虚幻境中看到关于湘云结局的诗：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

违，展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下面有注释：湘江水逝楚云飞，藏湘云二字，并暗用宋玉《高唐赋》

中楚怀王梦会巫山神女事，喻夫妻生活的短暂[1] (p. 77)。典故内涵与该判词画面含义相同，由此可见史

湘云的命运基调已被构建，丈夫英年早逝，史湘云含恨守寡。关于湘云的婚姻，曹雪芹的定稿前八十回

并没有完成，学界有很大争议，其中一种结局是嫁给了卫若兰[5]。卫若兰第一次出现在秦可卿的葬礼之

中，身份是“王孙公子”，程高本根据判词续写的结局中，第一百零六回，贾母病重时，史府两个女人来

探视，说起姑爷，“家计倒不怎么着，只是姑爷长的很好，为人又平和……看来与这里宝二爷差不多，还

听说才情学问都好的”。史湘云在与贵族公子卫若兰成婚后，不久卫若兰暴病而亡，湘云立誓守寡，孤

独终老。贾家败落之后，家族无法庇佑她的安全，她再不是那个富贵人家的公候小姐，一如她在《芦雪

庵争联即景诗》中所联句的“僵卧谁相问，清贫怀箪瓢，煮酒叶难烧。石楼闲睡鹤，”[1] (pp. 672-673)她
后来的生活是箪食瓢饮的生活，她却甘之若饴，甘于清贫，为夫守贞。中秋联诗“寒塘渡鹤影”，最后

“寒塘渡鹤影”成了史湘云最后命运的定语，指她最后虽然会独守“寒塘”，形单影只。 
李清照 18 岁嫁给赵明诚，经历了一段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二人赌书泼茶，饮酒对诗，赵虽然经常

离家，却时常书信往来，这样的生活到了建炎三年(公元 1129 年)，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因病去世，伴随

着丧父之痛的还有国破之悲，金兵攻占北宋都城汴京，而南宋政府消极避战，委屈求和。此时的李清照

面临着丧夫、家亡、国破的三重悲剧，这和史湘云的丧夫家亡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晚年的李清照写《武

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

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国破家亡，形单影只，年迈多病，像小舟一样漂泊，可见她晚年孤

独，无限哀愁。 
才女形象是作家喜欢书写的形象之一，才女多不幸的悲剧命运令人叹惋。史湘云与李清照都是才女，

且命运多舛，二人都经历了丧夫之痛、家世衰落之悲。二人虽为弱女子，纵然现实无限哀愁，但二人并

未放弃与命运抗争，而是选择甘于清贫，史湘云选择为亡夫立志守寡，此生不渝；而李清照为亡夫完成

愿望，继续整理撰写《金石录》。 

5. 信手拈来自成诗 

史湘云才华出众，聪明伶俐。秋爽斋白海棠和韵，“史湘云一心兴头，等不得推敲删改，一面只管和

人说着话，心内早已和成，即用随意的纸笔录出”[1] (p. 501)。她在菊花诗会上写了三首，咏海棠也是两

首，可见她在诗词方面的才华。李清照自幼聪慧颖悟，才华过人，“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

辈”(王灼《碧鸡漫志》)，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说，李清照“善属文，于诗尤工，晁无咎多对士大夫

称之”。 
周汝昌在《红楼别样红》中提出，湘云不独工诗，而且词社是她的创立，她的开篇是如梦令，而李易

安词集的首篇恰恰就是那咏海棠的名作《如梦令》[3] (p. 76)。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3] (p. 15)昨夜疾风细雨，

花儿经历了一场风吹雨打，主人公心中十分想知道园中的海棠是否花瓣零落，令人不忍面对，因此急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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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卷帘人”询问。一个“试”字，写出了人物心中的担忧，她不愿意春天就这么快的过去。“卷帘

人”“却道海棠依旧”，这让她出乎意料，虽然她内心渴望海棠依旧，但自己也明白风雨之后必是花朵零

落，所以“卷帘人”的回答给了她意外的惊喜。“却”字同时写出了主人公原有的心思和听到回答后的意

外之情，表现了词人的惜花之情。应是绿肥红瘦，绿色更绿了，而春天的花儿却枯萎了，春天终将过去。

而史湘云的《如梦令》：“岂是绣绒残吐，卷起半帘香雾，纤手自拈来，空使鹃啼燕妒。且住，且住!莫
使春光别去。”[1] (p. 970)在晚春季节，笼帘卷起，眼前一团团绒花漫天飞舞，这哪里是姑娘绣品上的绒

线花，而是散发着清香的柳絮飘忽在窗帘间。“鹃啼”，暗指暮春时节。“柳絮”，在此暗喻春光。纤手

虽能拈得住柳絮，却难以留住春光，只能使悲啼的杜鹃、北飞的燕子徒然嫉妒，湘云接着笔锋一转，“且

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一扫闺怨之气，显示出几分须眉的豪爽。明媚的春光你且留住，不要同飘忽

的柳絮和翩然的燕子一同飞逝。同为伤春之作，李清照和史湘云并没有像其他诗人一样直接写如何百花

凋零、如何悲伤惆怅，而是采用侧面描写，表现惜春惜花之情。二词的词牌名、表现手法、思想感情均相

同，不是偶然。 
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中，史湘云的《花名签酒令》一面画着一枝海棠，题着“香梦沉酣”另一面

诗道“只恐夜深花睡去”[1] (p. 875)。“只恐”句出自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

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而李清照也用过“只恐”，“只恐双溪舴艋舟”，

而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在这种师传渊源之下，李清照受其父李格非的影响。史湘云的《菊

影》“珍重暗香踏碎处，凭谁醉眼认朦胧”与李清照的“不如随分樽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有酒有菊，

借酒借菊花消愁。史湘云《対菊》中，“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惟有我知音”。这种疏狂之表达，自有一

种傲气飞扬，纵然坎坷，又能奈我何，和李清照带着疏狂的风格写下的“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

吹取三舟去。”“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有异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史湘云的诗词中窗、霜、花、

悲秋、泪等意象在李清照的词中也多次出现。 

6. 结语 

史湘云和李清照都出身世家，经历了良好教育，二人性格开朗活泼，豪放不羁，嗜酒写诗，经历遭

遇相近，都经历丧夫之痛，孤独终老，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到后半生的颠沛流离。笔者认为史湘云这一

人物的塑造借鉴了李清照及其诗词，李清照是史湘云的原型，但碍于能力有限、存世文献有限，无法提

供有力证据。 
李清照本人和史湘云的形象并非完全等同的，李清照是现实存在的具体人物，史湘云是曹雪芹创作

的虚拟人物，小说创作是用来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生活等的感受，小说中的人物是经过创作，加工

的，现实中的人物可以成为小说的原型，而小说里的人物却不能为前代现实人物提供线索和帮助。而且

李清照作为北宋第一才女，其人物形象和传奇经历了上百年的发展已然文学化。而诗歌也是文学创作的

一部分，李清照诗词所书写的文学形象，有李清照的影子，也是李清照的再创作，李清照这一人物同样

被赋予了文化意义，这与《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并无不妥之处。 
《红楼梦》甲戌本第一回脂评写道：“余所谓雪芹撰此书，中亦为传诗之意。”曹雪芹拟闺音之作，

并且借助诸多小说人物之口对前人诗歌加以评点，对诗歌创作进行说明。曹雪芹熟练掌握古代的诗词理

论，继承前人的文化遗产，加以独出心裁的配合和再创造，用前人的诗词韵文中的材料巧妙地点化为书

中的情节，使故事本身充满诗的意境，使诗词曲赋既具有文学色彩又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紧密契合。

《红楼梦》作为一个描写女儿情的小说，里面涉及大量的女儿口吻的诗词歌赋，这就不得不提及北宋第

一女才人李清照，李清照诗词歌赋样样精通，曹雪芹男子作闺音，却写出符合众女儿的诗词，这就既要

有遍览群书的功底，也要对女儿诗词有充分的了解，笔者认为曹雪芹阅读了李清照的诗词，并且在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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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湘云这一人物形象时借鉴了李清照的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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