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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國是屬於四大古文明國之一，五千年的悠久歷史一定蘊藏了對於女性之美的獨

到見解與研究，總體來說，古人對於美女的標準不外乎就是膚若凝脂、柔弱無骨、

小巧玲瓏、明眸皓齒，這幾項觀點，也與現代東方的觀點大同小異。不過畢竟每

個朝代間對於美女的標準略有差異，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要討論與研究之重點。 

 

貳●正文 

 

一、歷代美女標準之變遷 

 

1、母系氏族社會時期：粗壯結實。代表：新石器時代女神像 

 

在上古母系氏族社會，生殖和生產的標準就是美的標準。新石器時代女神像的造

型特點展現的就是粗壯結實。 

 

2、夏商周春秋戰國時期：柔弱細膩。代表：西施、貂蟬、二喬 

 

此時期被一些歷史學者稱為是中國古代審美變化的四大轉折之一，這個時代中國

的社會正逐漸由奴隸制轉向封建制。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人們，審美觀會產生巨大

變化。人們注重女性面部形象，男人提倡“柔弱順從”的美女觀念佔了上風，士

大夫盛行“精緻細膩”的審美意識。 

 

《詩經‧碩人》：『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註一）該詩描繪了描寫衛莊公夫人莊薑，面貌端莊，皮

膚白嫩，方額彎眉，牙齒潔白，微笑時酒渦兒深深，美麗的眼睛左右流動，流露

出無限風情的絕世美人的形象。 

 

3、兩漢時期：內外兼修。代表：李夫人、王昭君、趙飛燕 

 

漢時期，秀外慧中的女性被人們所認可。因為那時的女性之美尚未取得獨立的價

值，人們雖欣賞女性之美，但更強調道德，表現出了以德壓美的傾向。 

 

漢樂府詩中的《羽林郎》記載：『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

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註二）身份低下的當壚胡姬是一個性格

堅強的女子，面對豪奴依杖權勢，企圖污辱她的人格時，她毫不屈服地與他作鬥

爭。她唱出：『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多謝金吾

子，私愛徒區區。』（註三）擲地有聲的歌辭，表示對愛情的堅貞，對豪奴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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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蔑視。態度堅決，語氣斬釘截鐵，表現出一股凜然正氣，反映我國古代女性的

鬥爭精神和重德精神。  

 

到了後漢以及三國時期，人們重修飾之美，對美貌的欣賞玄學化，審美達到了至

今尤不可及的哲學高度，如曹植《洛神賦》：『髣髴兮若輕雲之蔽月。』（註四）

到了南北朝，中國的美女觀完成了一輪循環，從崇尚健康自然退化到病態雕飾。 

 

先秦、兩漢時期，也許是受物質條件的限制，這一時期女性的服飾較為古樸，衣

服、鞋子和男子無多大的差別，身上沒有巾、帶等飾物，頭上也只是挽一個簡單

的髮髻，沒有任何裝飾，但這個時期的女子已經知道一白可以遮百醜，開始使用

妝粉，把臉搽得雪白，嘴唇用紅色的顏料並且輪廓畫得很小。這說明從那時候起

“面如凝脂”，“櫻桃小口”便逐漸成為古代女性美的基本格調。 

 

4、魏晉南北朝：詠絮之才。代表：謝道韞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歷史上最動盪不安的時代，也是精神上最自由解放、

最富於智慧、最濃於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這一時期也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

個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動搖了。魏晉玄學產生並發展起

來。玄學批判儒家仁義道德的虛偽性，追求個性人格的自由。荀粲曾說：『婦女

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註五）在這種美德獨立宣言的鼓舞下，女性開始走

向對於美的自覺的追求。人們推崇人的才情、品貌、風度、言談、智慧、個性等。

總之，魏晉玄學帶來了“人的覺醒”。這對該時期女性的發展和女性審美觀念的

變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重視女性的才識、個性。  

 

劉義慶《世說新語･言語》記載：「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

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

女（謝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註六）謝道韞是這一時

期才女的傑出代表。她的清雅風韻、語言能力和辯論才能，使得當時的“清談”

名手都為之佩服。 

 

魏晉六朝時期，女性的才識、個性、氣質受到社會的重視、讚美，一反漢代的重

婦道，“女以弱為美”的女性美觀念。  

 

5、隋唐時期：雍容富態、健康自然。代表：楊貴妃、武則天、文成公主 

 

唐朝比以前任何朝代又增加了新的審美因素和色彩，唐代審美趣味由前期的重再

現、客觀，重神形轉移到後期的重表現主觀、意韻、陰柔之美，體現了魏晉六朝

審美意識的沉澱，審美的角度又逐漸趨向華麗、唯美。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雍容富態、健康成為美女的主導性標準。女性體態美是額寬、臉圓、體胖，健康

是當時人們欣賞的一種婦女之美。這一時期，女性穿著相當暴露，大有西方現代

“性感”傾向。 

 

這一時期的女子，大多穿著廣袖短襦，曳地長裙。腰部束以“抱腰”，並且用衣

帶來裝飾，當時還流行在頭上插戴花釵和“步搖”，這樣走起路來衣袂飄飄，環

佩叮噹，進一步強調了女性的溫婉嫵媚，婀娜多姿。在化妝上，最盛行的是在額

間點上一個紅色或黃色的“花子”以做裝飾，“花子”形狀各異，以葉子或花朵

形狀為主。濃暈蛾翅眉，高而上揚的眉型，更加增添了女子的風韻。 

 

隋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國力強盛、文化繁榮，對外開放，對內寬鬆，

婦女的束縛也相對較少，因此女性之美也相應地呈現出了雍榮華貴的景象。唐代

女子以豐腴的體態為美，加上高聳的髮髻，飄揚的披帛，顯得華麗大方，充分體

現了女性美上的盛唐氣象。 

 

6、宋元時期：嬌小嫵媚和三寸金蓮。代表：李師師 

 

宋朝以後，中國傳統社會開始走下坡路。時代精神與審美習俗皆為之一變，女性

美從華麗開放走向了清雅、內斂。女性美大致以觀音菩薩的本貌作為標準，人們

對美女的要求漸漸傾向文弱清秀：削肩、平胸、柳腰、纖足，其中最刺目的就是

五代纏足的出現，北宋中葉以後形成"三寸金蓮"的崇拜。 

 

五代南唐時，有一宮女輕盈善舞，以帛纏足，足纖小如彎月，著素襪在六尺高的

金制蓮花上跳舞，深受南唐後主李煜的寵愛。杜牧也曾在《詠襪詩》中讚美女人

腳的纖小美麗：『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筍裹春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

前出畫裙。』（註七）從此，纏足之風逐漸盛行於宮廷。這標誌著對女性的審美

情趣發生了從豐腴健碩之美到纖細孱弱之美的轉變。 宋代纏足之風則遍及民

間，“三寸金蓮”成了對女性美的基本要求。到了元朝時期，雖然中國的社會並

不是由漢人統治，但外族也沒有對漢民族在審美以及尚美方面產生太大的影響。 

 

『香冷金猊，被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離懷別苦，

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幹病酒，不是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陵人遠，煙鎖秦樓。惟有樓前流

水，應念我、終日凝眸。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註八） 

 

宋詞中的美女形像都是嬌小瘦弱、楊柳細腰、慵懶無力、哀怨愁閑。這就是宋代

文士欣賞的女性美態。女性的心靈和外貌，都染上時代病態的憂鬱症。梁啟超說：

『近代文學家寫女性，大半以多愁多病為美人模範……以病態為美，起於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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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足於證明女學界的病態。唐宋以後的作家都汲其流，說到美人便離不了病，真

是文學界的一件恥辱。』（註九） 

 

7、明清時期：含蓄內斂、嬌小嫵媚。代表：陳圓圓、董小宛 

 

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人們審美情趣開始隨潮流轉變。但對於女性美的標準仍然

和前朝沒有太大的區別。只是，社會對於女性的束縛有增無減，表現在女性的發

飾、服飾等方面。明朝女性的髮型非常死板，衣服也包裹得很緊，沒有什麼個性

可言，可謂將女性之美裹了個嚴嚴實實。直到明朝晚期，才逐漸又有了一些特色。 

 

清朝時，含蓄內斂之美，仍然是女性美的基礎。清朝文人張潮在其著作《幽夢影》，

也提到『所謂美人者，以花為貌，以鳥為聲，以月為神，以柳為態，以玉為骨，

以冰雪為膚，以秋水為姿，以詩詞為心，吾無間然矣。』（註十）透過生動的比

喻，可以看到一個文人心中要求內外兼備的審美標準。這種審美意識一直保持到

民國。 

 

8、現代：從自然走向性感 

 

清末，整個社會還是把"林黛玉"作為美女的偶像。"病美人"到民國時期仍是主導

性的美女標準，受西方影響，女性不再以纏足為美，性感美有所抬頭。 

 

民國期間，中國美女標準逐步與西方國家接軌，代表人物如賽金花、蝴蝶等。 

新中國成立後，有一段時期傾向前蘇聯之風，喀秋莎是人們心中的偶像，文革中 

受政治影響，女性的美麗標準是“比男人還男人”，此期間禁忌美麗，直到改革

開放以後，一切才又步入正軌。 

 

如今，隨著經濟、文化的進步，以及在各個方面不斷進步，中國人對美有了新的

認識，性感美、骨感美、含蓄美、奔放美…等，可謂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因此，

對美女的評判標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探討。 

 

二、歷代四大美女 

 

1、西施 

 

A、介紹： 

 

四大美人之首，古代傳因其美貌使魚也感到羞愧而不敢正視其容貌。在國難當頭

之際，西施忍辱負重，以身許國，與鄭旦一起由越王勾踐獻給吳王夫差，成為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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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最寵愛的妃子。把吳王迷惑得眾叛親離，無心國事，為句踐的東山再起起了掩

護的作用。此為歷史著名的「美人計」。後來吳國終被句踐所滅。傳說吳被滅後，

西施與范蠡泛舟五湖，不知所終。 

 

B、相關詩詞： 

 

a、 王維《西施詠》內的一段 

 

豔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為越溪女，暮作吳宮妃。（註十一） 

 

b、李白《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苧蘿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顏。 

浣紗弄碧水，自與清波閑。皓齒信難開，沉吟碧雲間。 

勾踐征絕豔，揚蛾入吳關。提攜館娃宮，杳渺詎可攀。  

一破夫差國，千秋竟不還。（註十二） 

 

2、王昭君 

 

A、介紹 

 

王昭君，字嬙，西漢南郡人。王昭君出身書香之家，自幼聰穎清秀。 漢元帝時，

王昭君以「良家子」被選進宮裏。氣質出眾又有見識的王昭君，因人品清高、不

屑以巧取手段強求，所以進宮多年之後，仍沒機會受到皇帝的寵愛，不免「積悲

怨」，鬱鬱寡歡。  

 

正當此時，匈奴王呼韓邪單于來中土請求和親，當時後宮很多佳麗都怕被選去和

親，因為誰都不願嫁到荒煙漫草的不毛之地，況且還要和匈奴人一起過著塞外生

活。但王昭君知道這件事之後，竟自願請求出嫁於匈奴。  

 

於是，漢元帝選好日子，讓呼韓邪單于和王昭君在長安成婚。當王昭君向漢元帝

謝恩的時候，漢元帝才看到王昭君原來是個容貌姣好、氣質優雅的美女，當她站

立在皇宮中時，整個皇宮都為之增色。漢元帝驚為天人，曾動了私念想要把王昭

君留在身邊，但又怕失信於呼韓邪單于，只好作罷。  

 

據說「昭君出塞」時，因感於離鄉背井及身世的飄搖坎坷，王昭君不禁悲從中來，

彈奏「出塞曲」以抒發憂愁。不料，從旁飛過的大雁聽到這樣哀怨婉轉的曲調後，

紛紛為這位絕世佳人的遭遇而柔腸寸斷、忘了振翅，以至於都掉落到地面上來。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後人就以「沉魚落雁」中的「落雁」二字來形容王昭君的美。 

 

B、相關詩詞 

 

a、 杜甫《詠懷古跡》其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註十

三） 

 

b、 林黛玉《五美吟》其三 

 

絕豔驚人出漢宮，紅顏命薄古今同。君王縱使輕顏色，予奪權何畀畫工？（註十

四） 

 

3、貂蟬 

 

A、介紹 

 

貂蟬是中國四大美人（西施、王昭君、楊貴妃和貂蟬）中唯一沒有被載入正史的，

關於她的傳說，都源自於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據《三國演義》中描述，貂蟬是司徒王允的義女，國色天香，年方十五，正是如

花似玉的年華。由於時值漢末，董卓專權亂政，王允日夜憂心朝政。貂蟬知悉義

父憂慮國事，便在月下焚香祈禱，願能解父憂。這就引發出後來貂蟬周旋於董卓

和呂布之間的一段愛恨情仇。 

 

據說有一天，貂蟬在花園中拜月祈禱，希望為義父分憂解勞時，一陣清風吹來，

帶來的雲朵將皎潔的明月給遮住了。於是人們便傳說：那麼美的月亮，見到傾城

傾國的貂蟬，也不得不自慚形穢的躲起來了。後人便以「閉月」來形容貂蟬之美。  

 

B、相關詩詞 

 

a、 羅貫中《三國演義》 

 

原是昭陽宮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 

按徹梁州蓮步穩，好花風嫋一枝新，畫堂香暖不勝春。（註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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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羅貫中《三國演義》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眉黛促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 

榆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妝。舞罷隔簾偷目送，不知誰是楚襄王。（註十

六） 

 

4、楊貴妃 

 

A、介紹 

楊玉環出生於滿州永樂（今山西永濟），父親是蜀州的司戶楊玄琰。最初為唐玄

宗的第十八子壽王的王妃，玄宗見玉環的美貌後驚為天人，欲納入宮中，天寶四

年入宮，得寵倖封為貴妃，父兄均因而得以勢傾天下。傳說每次乘馬，都由大宦

官高力士親至執鞭，貴妃的織繡工就有七百人，更有爭獻珍玩者，因喜愛嶺南荔

枝，而使人千方百計急運新鮮荔枝到長安，在花園中賞花時悲歎自己的命運，用

手撫花，花瓣收縮，花葉垂下，被宮女看見，就說楊貴妃與花兒比美，花兒都羞

得低下了頭。 

 

後遇安史之亂，唐玄宗逃離長安，途至馬嵬坡六軍不肯前行，說是因為楊國忠通

於胡人，而致有安祿山之反，玄宗為息軍心，乃不得已殺楊國忠及楊貴妃。最後

貴妃自縊死。 

 

B、相關詩詞 

 

a、 李白《清平調》其一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台月下逢。（註十

八） 

 

b、 杜牧《過華清宮》其一 

 

長安回望繡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註十

九） 

 

c、 白居易《長恨歌》中一段 

 

天生麗質難自棄，一朝選在君王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註二

十） 

 

PDF 檔案使用 "pdfFactory" 試用版本建立 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http://www.ahasoft.com.tw/FinePrint


參●結論 

 

經過上訴的討論過後，我們發現隨著不同時代情勢的影響，帶動了人們對於女人

的審美觀改變。舉例來說，在隋唐兩朝，因為生活尚趨富裕，使得人們對於較豐

腴的女人較感興趣，反之在隋唐之後，因社會風氣低迷，女性美從華麗開放走向

了清雅、內斂，甚至到了民國初年，因戰亂民心渙散，這時的女人要比男人更男

人，更顯得引人注意及欣賞，由此可知，各個時代對於審美觀的不同是由於不同

環境下產生的。 

 

自古至今人們對女人有著千變萬化的審美觀，不論頭腳，不論胖瘦，都受不同時

代的人喜愛，隨著時間的流動，人們漸漸的重視起女人的內在，從「女子無才便

是德」，到近代的「認真的女人最美麗」，歷代美女標準的變遷，確確實實的也

見證著女人社會地位及內在想法的進步。 

 

肆●引註資料 

 

註一、新浪網。http://blog.sina.com.cn/。（檢索日期 200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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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同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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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008/08/25）。 

 

註六、同註五。 

 

註七、南弦子。中國歷代美女傳奇。（香港：和平圖書，民 91）。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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