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的女孩，流行

戴彩色隐形眼镜。这

种眼镜有一种神奇的功

效——戴进小鼠眼或

是眯缝眼的眼眶内，立

刻魔术般地将眼睛扩

大 3—5 倍， 水汪汪，

黑幽幽，仿佛惊恐万状，

闭也闭不上。

这种隐形眼镜，叫彩瞳，还叫美瞳，质朴一点儿叫

黑环。这个法宝变“小鸭”为“天鹅”，清一色惊人的大眼睛，

像卡通漫画里的大眼睛小萝莉，一双硕大的瞳仁在眼眶里

闪着匪夷所思的光。

很多小姑娘，对戴美瞳这种技术驾轻就熟，赤橙黄

绿青蓝紫，统统往眼里塞，其效果人模鬼样，目露亮光。

更有热心的姑娘，将自己妆前妆后的“变脸”详细过程一

步一步拍下来，放到网上，指导他人如何照此来一个“丑

女大翻身”——连《半老徐娘妆后变清纯少女》这样的

标题都有。妆前魔鬼，妆后天使，已经成为女人炫耀的

本钱，变美成为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化妆的重要用品之一，就是这小小的美瞳，它很强大，

再小的眼都给你撑起半尺高，你就尽情地眨吧！当然，医

生早就在旁边喊得嗓子都哑了：“不行不行！戴这种隐形眼

镜妨碍角膜正常呼吸氧气！对眼睛伤害严重！还会造成角

膜炎……！”记者跑去采访买美瞳的女人们，她们不以为

然，如实说：“是啊，戴着不舒服，那我也要戴！”

——看吧，打扮的力量无穷大。

每一天，爱美的女人在她的梳妆台前上演变形记，

小眼睛变大眼睛，塌鼻梁画成高鼻梁，肤色唇色暗淡的一

层粉涂上去，就容光焕发。她戴各种假发，随时变幻造型，

香水轻抹，华服加身，脚踩高跟鞋，将自己像一幅艺术品

一样隆重推出。麻烦？不舒服？那她也要打扮。

女人越来越爱打扮自己。或者，女人一直爱打扮自

己。从远古时代的女猿人在身上戴起第一片树叶第一串兽

牙开始，她们就沉浸在打扮的快乐里不能自拔。词典显示，

打扮的意思是，“使容貌和衣着好看”。化妆的意思是，“用

化妆品修饰容貌”。从此，女人马不停蹄地修饰自己的容貌

以使其好看。

女人这种嗜好，源远流长。汉代女子，便用极细的

米粉涂面，胭脂用晒干后的花汁或作画用的红色颜料，描

眉却用蓝绿色。还有“面花”——用金银箔或彩色纸剪好

贴在脸上，剪成几何形，花形，鸟形，月形，星形……

古代还有非常风行一种化妆手法叫“花钿”，即饰痣，

就是在粉粉白白的脸上用颜色点一颗痣上去。饰痣有圆形、

星形、新月形等各种形状，是当时女性脸部化妆的重点。

现在，也有些女孩喜欢化完妆后在眉间或脸蛋上画一颗痣。

一颗痣，让那张粉饰出来的白脸庞更添风情，不管是不是

美人，她们都喜欢美人痣。

如果女人有时间，她就去打扮。尽管有时打扮过后

的她们，白天令路人瞠目结舌，夜晚令群众如撞女鬼，她

们还是愿意，打扮，打扮，打扮。

如今，不论出现何种用以打扮的奇异物品，女人都不

奇怪，她还会兴高采烈地去试它一试。

普普通通的美已经不流行了，要美得很独特才行。所

以，女人打扮的内容不断更新，她时时刻刻在进行不同的

尝试。但是，21世纪的今天，愈来愈随心所欲也使得女

人愈来愈手足无措——我们到底要变成什么样子呢？潮

流太多，脸却只有一张。

终究，打扮还是件好玩的事情。无论何时，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一个女人，也是得意的，招人羡慕的。有人欣

赏完美女，就吃饱了撑得去研究女人为什么打扮自己，从

进化史研究到心理学，从心理学研究到经济学——管他

什么事？女人爱打扮，是她的私事。还有什么比爱美这种

爱好更令女人们皆大欢喜？她扮美自己的同时，又美化了

大众视线，她是会呼吸的风景。如果有一天女人不再爱

美和打扮，才是最悲哀的事吧，就像天空再也没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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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词典

女人和女人之间温暖、琐细、隐秘的

交流，有着男人所不能理会的智慧与风情。

女人一生当中总少不了一位或几位无话不

说的同性朋友。这种朋友，就叫闺中密友，

现在常简称为“闺密”。

“闺密”，“密”字很好理解：亲密。密友，

就是亲密无间的朋友。

“闺”和女人的关系，由来已久，文

化内涵丰富。

闺，原指宫中的小门。《尔雅·释宫》

中说：“宫中之门谓之闱，其小者谓之闺。”

后来，闺引申为内室，并进一步特指女子

的卧室。现在，由“闺”组成的词语，多

与女人有关，闺阁（女子的卧室）、闺秀（有

才德的女子）、闺范（妇女所应遵守的道德

规范）、闺怨（少妇的哀怨）等。

古时女人不能随便抛头露面，生活

空间非常狭小，足不出户，安于家庭，才

算符合本分。就像白居易在《长恨歌》说

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

识。”深闺寂寞，“闺怨”由此而生。中

国古典文学中，有许多动人的“闺怨诗”。

如李清照的《点绛唇·寂寞深闺》：寂寞

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惜春春去，几

点催花雨。倚遍阑干，只是无情绪。人

何处，连天衰草，望断归来路。

李清照作为一代女词人，能借用文字

来抒发幽怨之情，让我们了解到了古时女

子的无奈与凄清。但更多的被“囚禁”在

闺阁的女子，她们无声地顺从于当时的闺

范，无声地沉寂于历史。

闺阁小，闺怨深，女人十分渴望朋友

的理解与陪伴，她们无法与男人成为平等

的朋友，可依赖的只有同性朋友——“闺密”

了。

古时的闺密，也是非常受限制的。如《西

厢记》中的崔莺莺与红娘，她们是主仆关系，

也是“闺密”关系。主仆二人长期生活在

一起，很难接触到别的女子，更不用说男

人了，所以在生活中相扶相持，无话不说，

情同姐妹。

姐妹们为了更方便的交流，甚至创造

了独特的文字。湖南江永发现的“女书”，

是世界上唯一的女性专用文字，男人看不

懂。旧时当地女子用女书互通心迹，诉说

衷肠，记录着只有女人才了解的心灵世界。

近现代以来，女人不再被局限于闺阁，

开始走向社会，要想拥有“闺密”，在空

间上不再是那么难的事了。

但也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闺密”的。

越是独立的有才情的女人，越难以拥有真

正贴心的“闺密”。比如民国才女林徽因，

就没有什么“闺密”。她的朋友都是男的，

除了一个美国的女性朋友。当时周围的一

些女知识分子都和她保持距离，凌叔华、

冰心，还挨个儿挤兑她。

闺中密友，英文说法是 souls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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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心灵姐妹。女人与女人要达到心心相通的境界，其

实也是需要条件相当的。以林徽因的美貌、才情、家世，

在当时又有多少女子能与之匹配呢？不能平等对话，不

能互相依赖，两个女人就无法成为“闺密”。

其实，有时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也是一种

自我保护。经常在各类媒体看到一些小女生哭诉：“闺密”

抢了我的男朋友，怎么办？我爱上了“闺密”的男朋友，

怎么办？这种事情发生多了，有人就呼吁：防火防盗防“闺

密”。最亲近的人，往往又是最容易伤害你的人。

既然“女闺密”存在一定风险，现在的女子们就

调转方向，开始寻觅“男闺密”。至少，“男闺密”抢男

朋友的概率还是小很多。

什么样的男人可以成为女人的“男闺密”呢？有爱

心，懂宽容，不暧昧。做女人闺密的男人，一定要把

女人当做姐妹或者兄弟，不能有异性的非分之想。能

够成为女人情绪的“垃圾桶”，听她们的各种倾诉，甚

至与她们一起抱怨男人。要做到各自的异性伴侣清楚

他们的关系，但是从来不会吃醋。比如，主持人戴军、

何炅就被大家认为是李静和李湘的“男闺密”，他们之

间多年的友谊令人羡慕。

今年9月，演员田朴珺写的《我的男闺密——你

不知道的陈可辛》一文，算是让“男闺密”一词在名人

笔下露了一把脸。田在文章中说，她和香港著名导演

陈可辛是多年朋友。她可以24小时随时打电话给陈可

辛。陈可辛作为“男闺密”，经常毫不客气地批评她，

督促她减肥，督促她穿衣有品位。

此文出来后，引起极大反响。不少读者不满田朴

珺，陈可辛是有家室的人，老婆是大名鼎鼎的吴君如，

她怎么能这么高调地称陈可辛为“男闺密”呢？吴君如

随后回应：“不用理会什么闺蜜或龟蜜，反正我知道他

的心 (和财产 )归me。”这充满自信的一句，总算平息

了各位心中的不安。

“闺中密友”，由专指女人之间的友谊，发展成也

可以是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友谊，体现了女人从“幽禁”

到“解禁”的变化。女人的身体与心灵不再被困于闺中，

在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她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管

是对方是女人还是男人，谁能成为心灵的朋友，谁就

可以做“闺密”。

真正的好“闺密”，是应该懂得尊重的。想起张爱

玲的一句话。日本有位吉田丰子女士，非常崇拜张爱玲，

希望把自己丰富的情感经历无偿提供给张爱玲，成为她

小说的原型。张爱玲却拒绝了：“我不喜欢乱碰他人的

人生。”

做“闺密”也应如此，再亲近，也不要“乱碰他

人的人生”。

“女人词典”，一些耳熟能详的词语，蕴藏着有趣、
生动、耐人寻味的常识。这些关乎女人的常识，随
着时光演变，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词语需要探讨，或者你对上文
的解读有不同的观点，都可以通过 QQ 112743617 与
编辑进行交流。

查 看更多专栏内容 请上 凤网博客 www.bbs.
fengone.com。

打扮的力量  
再好的“闺密”，也不要“乱碰他人的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