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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太阴夫人》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及其矛盾性
奇 凌

（内蒙古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内蒙古鄂尔多斯 017000）

【摘 要】《太阴夫人》出自唐朝晚期卢肇的《逸史》，首先简要介绍作者 其人——卢肇（公元 818-882 年），字子发，

江西新余市分宜县人。 唐会昌三年（公元 843 年）状元，先后在歙州、宣州、池州、吉州做 过刺史。卢肇政事之余，勤

于笔耕，一生著述很多，有散文《李謩》，有《文标集》、《届堂龟鉴》、《卢子史录》等作品。

《逸史》乃晚唐卢肇所作的一部志怪小说集，虽成书于以传奇小 说为主流的唐代，但并未为时代所遗弃；虽原书久佚，

但佚文在诸多 文献中保留下来，单是《太平广记》就存其佚文七十多余，可见其价值之高，影响之大[1]。

本文所研究分析的《太阴夫人》便出自《太平广记》卷六四女仙 类，原出《逸史》。小说描写仙人太阴夫人看中具有“仙

相”的少年卢杞，卢杞飞升天宫后却背信弃义，要作“人间宰相”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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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仙女的完美女性形象简析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民间传说中有诸多的仙女形象，如

牛郎织女 中的织女，《宝莲灯》中的三圣母，以及本文研究

的《太阴夫人》中 的太阴夫人。历史上或民间传说中记载、

流传的诸多仙女形象有何特点，笔者简要分析一下。

（一）善良勤劳又坚贞的田螺姑娘

田螺姑娘是福建省福州市地方民间传说故事中的人物，

最早见于 《搜神后记》卷五。故事讲名叫谢瑞的男子从小

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天帝同情他，又见他克勤克俭、安分

守己，特派神女田螺姑娘下凡帮助他
[3]
。

“田螺也好，龙女也罢，都有着一种威武不屈、富贵不

为动的美 好品质。”“龙女和田螺姑娘对爱的坚贞，正是对

善、对勤劳的民众的肯定
[4]
。”

首先，田螺姑娘是天帝派下凡间，其身份为仙女已确凿。

其次，田螺姑娘在谢瑞外出干活时，为其烧火做饭，体现仙

女善良、勤劳能 干的一面。等到被男子发现后，就‘翕然

而去 ’了；“端请留，终不 肯。”最后没有做男子的妻子，

坚持离开，体现了田螺姑娘坚贞不屈的一面
[5]
。

仙女田螺姑娘为天帝所派，非凡俗之人，身份特别；她

善良又勤 劳能干，默默帮助男子，可谓“贤内助”；当男子

发现她后，并未与 男子结合，而是坚持原则离开，表现了

坚贞不屈的品德。以上三点美 好品质兼具，又有仙女这一

特殊的身份地位，可谓是当时封建社会男 性心目中的完美

女性形象之一。

（二）勇敢无畏、恋凡的华岳三娘

华岳三娘，即三圣母。关于三圣母的记载最早出自唐代

《广异 记》，称其在跟凡人结合生下子女后主动离去，并无

被压山下的情节。 在清末民初成型的故事《宝莲灯》中为

刘彦昌的情人，刘沉香的生母
[6]
。

华岳三娘身为仙人，拥有高贵的血统和地位，敢于爱恋

上人间的 一个凡人书生，这在封建时代受到人民群众的喜

爱。于是，华岳三娘 的故事被后世不断地编入文学作品或

戏剧中，不断增改故事情节，塑 造完善故事中人物，直至

后来《宝莲灯》故事成型。不论后世作品以 何形式改编出

现，都保留并延续了华岳三娘也就是三圣母勇敢无畏、爱上

凡人这一形象
[7]
。

高贵的仙女突破仙凡界限是勇敢的表现，甚至为凡人生

下儿女以 此向天庭抗争更是无畏的，这突显了仙女或神女

的爱强烈而伟大，同 时侧面表明凡间男子的优秀。因此，

恋凡而又勇敢无畏的华岳三娘也 是当时封建社会男性心目

中的完美女性形象。

二、《太阴夫人》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太阴夫人

1.“真神人”，身份高贵、态度真诚

在《太阴夫人》原文中，是这样描述卢杞第一次见到太

阴夫人的 情形的——“疾愈后，晚从外归，见金犊车子在

麻婆门外。卢公惊异。窥之，见一女年十四五，真神人。”

从这两三句，可以得出以下这些信息：此女子，也就是太阴

夫人，非常青春年轻，看起来仅十四、五岁，但在古代值适

婚年龄。卢杞第一眼看到便发出感慨“真神人”，有可能是

因为卢杞本人会识人，感觉到瑞象，察觉到这个女子非凡人，

而是神人、仙女；亦或此女子貌美漂亮、气质极好，气场强

大，使得 卢杞第一眼见到便觉得像神人一般。不论开头卢

杞怎样想，紧接着下 文的情节中，麻婆要求卢杞斋戒三日

后，去城东的废观与太阴夫人相 会。一阵电闪雷鸣后，化

出金殿玉帐等，太阴夫人便开门见山告诉卢 杞自己的身份、

个人情况——“某即天人，奉上帝命，遣人间自求匹偶耳。

君有仙相，故遣麻婆传意
[8]
。”直接介绍自己，说明来意，

足见太阴夫人对择偶对象卢杞的真诚、认真态度；“君有仙

相”，是直 抒看法，对卢杞其人外形、气质的认可、赞赏。

2.随机应变，善于处事

小说中，去到天上水晶宫的卢杞本是同意留在这里的，

他说“在此处实为上愿”9，却又在上帝的使节问话时保持

沉默无言，此时想法有变的卢杞，极有可能连累太阴夫人。

“夫人及左右大惧，驰入，取鲛绡五匹，以赂使者，欲其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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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10 太阴夫人在此事突变、惊慌害怕之时，急忙取出五

匹鲛绡作为礼物送给使者，请求使者延缓时间 再问。此处

情节可见太阴夫人处于突发状况时，懂得随机应变、灵活

应对。虽是神人仙女，却懂人情世故，向争取了使者争取

到了一些缓 冲事情的时间，可谓是善于处事、会解决问题

之手法。

此处笔者分析，太阴夫人随机应变、积极争取这项姻亲

之事有两层原因。首先，因“君有仙相”相中卢杞，并事先

派麻婆照顾、了解过卢杞其人，可能是出于对卢杞的欣赏爱

慕之情使得太阴夫人不想轻 易放弃、积极争取这门姻亲。

其次，太阴夫人在卢杞决定留下时便讲过：“然须定，不得

改移，以致相累也。”11 即一旦卢杞决定留在水晶宫同意这

门亲事，便不能更改变化，不然也会连累自己；为免受连 累，

也应积极争取此事成功。倘若是上述第一层原因为主，可见

太阴 夫人对卢杞的欣赏认可和真挚感情。

3.容忍大度，合乎情理

那么到小说的结局，卢杞不再无言而是去意已决，大喊

着要选择成为人间宰相。听到此话，“太阴夫人失色曰：‘此

麻婆之过，速领回！’推入葫芦，又闻风水之声。却至故居，

尘塌宛然，时已夜半。”

12 卢杞最后的决定是回到人间做宰相，与起初刚来水

晶宫时表达的“在此处实为上愿”并不一致。卢杞为什么最

终决定回人间做宰相，原文 未写，也许是出于想要实现个

人的政治理想抱负，也许是心系天下百 姓肩负使命感而不

得不回，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卢杞失信 于太阴

夫人，令原本真诚热忱、满怀期待与他结为连理的太阴夫人

“空 欢喜”一场，甚至可能因他的反悔而被牵连受责。面

对出尔反尔的卢 杞，在这关键时刻，太阴夫人是如何表现

的呢？她虽脸上神色不好，口中却并未责怪卢杞一句，而是

让麻婆背了这个包袱——“此麻婆之 过。”实际上，麻婆是

太阴夫人自己派去卢杞身边的传情达意、穿针 引线之人，

卢杞心意不定、想法有变，非麻婆所能控制、决定，又与 麻

婆何干呢？因此笔者认为，是此时太阴夫人不忍责怪卢杞，

而是推脱在了麻婆身上。这体现出了太阴夫人对卢杞的包容

忍让，不忍心责 怪的一面。

世人皆知爱情是自私的，常听闻有些人在爱情中会走极

端，得不 到便由爱生恨、生出怨气，言语过激、或做出一

些报复对方的行为等。 姻缘不成，得不到卢杞其人的太阴

夫人却没有任何过激、有失分寸的 举动，她仅是要求将卢

杞“速领回”，原封不动将卢杞送回人间原来 的地方，一切

状貌如旧。她没有苦苦执着不放手，更没有惩罚心意不 定

的卢杞。假设她看中和爱上卢杞是成立的，那么结局合乎情

理，同 时也彰显了的是太阴夫人的善良大度、包容，表明

她在爱情中拿得起 放得下的一面。

三、《太阴夫人》完美女性形象的矛盾性

如果说神人仙女太阴夫人集以上各种优点于一身，是封

建社会乃 至是今天现代社会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女性，但再

深入思考几分，便又 发觉这种完美存在不合理处，即其矛

盾性的体现。

小说全文中只提起一次，太阴夫人选中卢杞的原因是

“君有仙 相”，在这之前便有写麻婆在二人之间牵线搭桥、

引荐。但是太阴夫 人身为神人仙女，理应具备足够的智慧眼

光挑选夫婿，为何只强调卢 杞的外形相貌，却不观察卢杞的

品性德行，以至于见到卢杞的变卦而 大惧、失色，甚至可能

连累到自己。因此笔者认为，太阴夫人有其注 重外表、草率

择偶的一面，这与她完美女性形象似乎有些自相矛盾。

四、男性视角下的完美女性形象具有片面性

以唐传奇小说《太阴夫人》为例，太阴夫人的完美女性

形象存在的矛盾性，笔者认为古代神女仙女的完美女性形象

多处于封建社会男性视角下，更符合男性的审美理想和择偶

需求。

如注重外表相貌、草率选择卢杞的太阴夫人，择偶不慎

可能导致 连累自身，而创作者似乎并没有站在女性角度，

考虑保障女性的婚恋权益。如勤勤恳恳、默默照顾谢瑞的田

螺姑娘实则是天帝派来的，不 一定是女性本人的意愿行为。

如与凡人结合并生下儿女的华岳三娘，后来离开之时又为凡

人丈夫续弦，站在男性视角看实为感人；但站在 孩童儿女

的视角看，生下儿女却撒手离去的母亲是否是完美女性？

五、小结

唐传奇小说《太阴夫人》中的太阴夫人身份地位尊贵却

爱上当时 贫穷的书生卢杞，她勇敢追爱、态度真诚，她机

智敏捷、善于处理突 发之事；在卢杞放弃后，她善良、包

容，并没有怪罪追责于卢杞。笔 者分析总结《太阴夫人》

中的太阴夫人主要是男性视角中的完美女性，田螺姑娘、华

岳三娘等仙女神女也为男性视角中的完美女性形象，基 本

以男性为中心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但投入现实中，或兼顾女

性等视 角来看，完美则很难成立或完全认同，因此具矛盾

性、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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