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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媛”这个词语的释义在各

种官方词典里是找不到的，也正因

如此，这个产生于不同社会与时代

背景中的概念分外耐人寻味。

“媛”最早见于《诗经·尔雅》，

为“美女”之意。“展如之人兮，邦之

媛也！”意思是说，“像她这样的人，

是倾国倾城的美女啊”。

而“名媛”一词，最早见于明代

小说《两晋秘史》之《汉王以沈婢为

后》一回：“主承宗庙，母临天下，后

土执馈，皇后必择世德名媛。幽娴

淑善，副四海之望。”这里的“名媛”

之“名”可理解为“有名望的”，加上

“媛”的含义，我们可以将古代的

“名媛”通俗理解为“有名的美女”。

但是在清代，如果仅凭名气和

颜值，是不足以成为“名媛”的。晚

清女诗人沈善宝编著的《名媛诗

话》一书中，出现了“名媛”词义的

演变。沈善宝认为，名媛可以没有

家世和背景的局限，但是一定要

“有才有品”。清代此类女性也因

之有“才媛”之美称。

民国时期，“名媛”才正式大行

其道。彼时西学东渐正成潮，平

等观念盛行，许多女子得以接受

与男性同等的教育。她们凭借

优渥的家世，在学堂中学习文化

知识、接受先进观念，甚至可以

出国留学。经此，这些女性有学

识、有内涵，气质不凡的她们也

成为了旁人争相交往的对象。

所以，民国时期的“名媛”已不刻

意强调外表，而重视身份、地位

和才学。我们印象里的很多“标

准名媛”形象也都来自于这一时

期。

“名媛”一词最早见于明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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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名媛：才气、英气和内在
我国古代名媛的文学素养可谓“文彩承殊

渥，流传必绝伦”。不止于此，民国时期的名媛们

除了有才气，还有英气。

先说才气。“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

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这是叶圣陶对张家四姐妹的评价。

1906 年，四姐妹的父亲张武龄与她们的母

亲陆英在合肥举行了颇为盛大的“世纪婚礼”。

此后，大姐张元和端庄文静，被称为当时上海大

夏大学的“大夏皇后”。

与大姐一样，二姐张允和也爱好昆曲，且独

爱红脸关公，因为关公讲义气。青年时期，张允

和与同学的哥哥周有光相恋，两人到了谈婚论嫁

时，周有光给允和写信说怕自己太穷，不能给她

幸福，张允和遂回信十余页表达情意，鼓励周有

光勇敢创造幸福。后来，张允和与俞平伯等组建

了昆曲社，得以在自己热爱的领域里生活。

四姐妹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应该就是三妹张

兆和了。面对沈从文的追求，作为全能冠军的她

却手足无措地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告状，而胡适却

说：“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你应该帮助他！”后

来，张兆和与沈从文结了婚，两人相伴走过了无

数坎坷。张兆和于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

短篇小说集《湖畔》《从文家书》等。

四妹张充和“古文造诣比其他姐妹都高”，她

擅诗词、通音律，能吹玉箫。她曾在重庆主演昆

曲《游园惊梦》并令文化界为之轰动。

再说英气。与张家四姐妹的才气与优雅不

同，何香凝有几分女中豪杰的英气。

1878 年，何香凝生于中国香港的豪门大

家。因为自小性格刚毅、厌恶缠足之俗，何香凝

强烈反抗裹脚，一次又一地剪断了裹脚布。巧合

的是，客家后代廖竹宾因自身经历而深知缠足之

弊病，所以留下了“儿子必须娶个大脚妇做媳妇”

的遗嘱。多年后，他的儿子廖仲恺与何香凝定下

婚约。两人一个有改造中国的雄才抱负，一个有

拯救世人的侠义豪情；一个能写出不落俗套的诗

词歌赋，一个有可绘万水丹青的美术之才。

所以说，何为名媛？

或许不是身材与颜值俱佳，但一定有不凡的

气质与精致的内在。或许不必出身显赫或家财万

贯，但一定有足够的学识滋养与独立的精神品格。

名媛，之所以名，是在于媛，却不止于媛。

（据澎湃新闻）

在离我们最近的二十世纪末，

“名媛”的概念在社会变迁的激流

中再次有了新的内涵。如果说过

去的名媛出身不错、才学尚佳、气

质脱俗便可引人注目，那么后来的

名媛还需要对社会做出些许贡献

方能“出圈”。

作家程乃珊在其著作《上海

lady》中描述了“名媛”需具备的三

个条件：

第一，出身名门。即使家道中

落，也要有“世家”气质的熏陶。

第二，才貌双全。“貌”或许不

惊艳，但“才”必是重中之重。

第三，对社会、女界有贡献。

这个条件是“名媛”内涵转变的一

个显著标志，意味着“利他”人格的

加入。

这么看来，要想成为一个真正

的名媛，门槛是相当高的。不过也

不能说门槛高，毕竟就算进了

这道门，还得有与之相配的品

格才行啊！但名媛确实真实

存在，可能大家都很好奇，拥

有这些条件的女性，究竟是怎

样的一些人呢？

名媛需具备的三个条件

真假名媛都喜欢聚会
如果说拼团的假名媛和古代真名媛有什么

共同点，那就是她们都喜欢聚会。只不过相比之

下，后者的聚会颇有情调、内涵和趣味。

在唐代，每至“立春”与“雨水”两节气之间，官

宦及富豪之家的年轻妇女们便相伴踏春，带着珍馐

酒馔同车马而行。赏花散步、沐浴春阳，女子们在

草长莺飞的野外与风同伴、与友同乐，时不时“斗

花”一番，比比看谁头上的花更鲜丽、更名贵。行至

适处，她们便支起竹竿，用裙子搭成帐篷（也称“裙

幄宴”），在草地上摆起酒席，行品春令、猜春字谜，

笑语连连，好不畅快，至薄暮时分方才尽兴。

这样清丽的“名媛聚会”，在清代更显出一些

文学气息。据《名媛诗话》记载，道咸时期，京师

满汉女性的文学性聚会十分多样，通常以赋诗作

文为主，最常见的是在宴饮时喝酒唱和以助兴。

她们常在见面时互赠诗文以表钦慕，若已有

作品结集，则一方赠与文集而另一方为之题诗，

由此结下文字之缘。若逢盛夏，才媛们会如古代

士人般举办消夏诗会；若至隆冬，她们则共赴消

寒诗会。

《名媛诗话》的作者沈善宝赴京后，曾与女友

太清、栋鄂少如分作消寒诗，《天游阁诗集》中便

有《消寒九首与少如、湘佩同作》组诗，诗题分别

为寒窗、寒砚、寒灯、寒月、寒云、寒山、寒江、寒

鸦、寒林，每题均限韵。

除了这些比较随性的交往与聚会，名媛们也

有固定的结交方式。“结社”是满汉女性最为正式

的文学交友活动，以诗社为主体，才媛们聚在一

起，以某一事物为题进行诗歌创作。《红楼梦》中

便有相关内容。

拼包、拼酒店、拼丝袜……最近，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上海名媛群”的

女孩们为打造名媛人设做出的努力，“名媛”一词也随之得到高强度曝光。

大家听到这个词时，会感觉它散发着一丝古早味道，隐约透着华美精致的

高贵气质，满含珠光宝气并且离我们有点遥远。既然假名媛引发了热议，

那么“名媛”究竟为何意？历史上又有哪些女性是真正的“名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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