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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三国演义》中女性的刚强与悲哀
徐奕

（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  广西南宁  530000）

摘　要：《三国演义》中的男性描写精彩生动，女性描写虽不多，但也塑造了不少奋不顾身、深明大义的刚强女子形象，从

小说中看，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导了人们对女性的看法，束缚了女性的思想意识，只能依附在男性之下，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这种看法和思想，也让人感叹封建社会女性命运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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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全名为《三

国志通俗演义》，也是一部描写男性为主的长篇章回体历史

演义小说，精彩地呈现了封建统治下男性不可动摇的主体地

位。小说寄予了作者对于仁政民本的向往，对于忠孝节义的

推崇，在这篇历史巨著中，描写了大量叱咤风云的英雄男性

形象，且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是有名有姓，而提及的女性只有

一百多位，其中出场的、有名有姓的也就数十位，许多出场

的女性都没有自己完整的名字，尤其是已婚妇女，只能以姓

氏或某夫人的方式出现。但就是这些女性人物，在小说中承

担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凭借女性的刚强，多次推动局势

的扭转，然而，政治联姻、夫死妇随等等，以及“夫即是天”

的封建思想观念，衬托了女性命运不自主的悲哀。

一、作者笔下女性不止深明大义，更有一番刚强、果敢。

巾帼不让须眉，女性可在家习琴棋书画，或相夫教子，

也可在国家为难、奸臣当道之际挺身而出，在罗贯中笔下的

女性人物虽不多，但多塑造了女性深明大义、刚强自我的美

好形象，能在关键时刻扭转时局，影响男性的价值观。青州

太史慈与他的老母亲居城外二十里，北海府君孔融晓得太史

慈是个英雄，在他外出之际，常常命人给太史慈的老母亲送

米送衣物，老母亲铭记恩德，在太史慈回来省亲知晓孔融被

曹操围困时，只言“屡受府君深恩，汝当往救”。这位老母

亲，虽没有具体名字，小说中的寥寥数笔，便已道出她的深

明大义，她的一言一行影响着太史慈的价值观，孙策曰：“太

史子义，青州名士，以信义为先，终不欺策。”

小说中的貂蝉，自小被司徒王允收养，琴棋书画样样

精通，善解人意的她，在王允愁眉深思之际，一番“倘有用

妾之处，万死不辞！”的肺腑之言，体现了她在大是大非面

前奋不顾身，她是十分愿意为王允分忧的，没有半分不情愿，

她有自己的想法，纵使可能会失败、可能会事情败露，她仍

不惧，用她的决心、刚强、聪慧，机智勇敢地游走在董卓和

吕布之间，成功离间了二人的关系，确保了王允计划的顺利

实施。

这样刚强果敢的女子不止一人。孙权的妹妹孙尚香金

枝玉叶，却没有一般女子的矫情，胸怀男儿志，性格刚烈，

喜舞刀弄枪，善用兵，与刘备成亲当晚，孙尚香的侍婢皆佩

带刀剑，立于两旁，惊得刘备以为有埋伏，孙尚香则笑刘备

“厮杀半生，尚惧兵器乎！”夫妇逃回荆州路途中，孙夫人

亲自出马叱骂孙权派来拦截的徐盛、丁奉、陈武、潘璋，如

此刘备才得以顺利逃回荆州，让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

徐庶之母见儿子被区区一封信就投在了曹操麾下，她一直认

为有着汉室宗亲血脉的刘备才是正统，而曹操是奸贼，将徐

庶痛骂一顿后遂自缢。

糜夫人抱着阿斗受困于枯井之旁，见赵云赶来，欣喜

若狂，但她的欣喜不为自己、只为怀中阿斗，她深知自己已

受重伤，即使阿斗不是自己所生，为保全刘备的唯一血脉，

为不拖累赵云，毅然决然跳入枯井，使得赵云得以专心厮杀

冲出包围、寻得刘备。后人称赞曰：拼将一死存刘嗣，勇决

还亏女丈夫。哪怕是不堪忍受曹操霸道无视皇权的伏皇后，

不同于汉献帝的懦弱无能，“与其如坐针毡，似此为人，不

如早亡！”这般敢于豁出一切同命运搏斗的气势，勇敢地托

宦官送信与父亲谋划商量如何除掉曹操。这些都是刚强果敢

女子的典型，代表了女性虽生于乱世却内心却不乱，能始终

坚定从容。

二、女性命运不自主的悲哀

罗贯中笔下的女性人物多是有气节、有大义的形象，

但也折射出在男权世界下女性的弱小与悲哀。封建制度下的

女性，通常自己的命运难以自主，或做政治联姻，或为争权

夺利的筹码，容忍男子的三妻四妾，谨守女子三从四德的本

分。貂蝉，为国家大义、也为报养育之恩，委身于王允的“连

环计”，书中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最

终成为吕布之妾室，后期也没有了过多的描写；孙尚香虽为

孙权的妹妹、东吴的郡主，但却无法左右自己的婚姻，被自

己的哥哥当作一枚夺回荆州的棋子，甚至屡次被利用牵制刘

备，兄妹之情竟抵不过政治利益；孙尚香嫁与刘备后，书中

对其敢于抗争的描写就少了很多，渐渐就转入了“夫为妻纲”，

刘备为关羽报仇，起兵伐吴，被陆逊营烧八百里，吴军大胜，

还谎称刘备已死以振军心，可怜孙夫人信以为真，竟伤心投

江而死、随夫而去，一代女丈夫就这样退出历史的舞台；吕

布辕门射戟解和，惹怒袁术，谋士纪灵献上“疏不间亲”之

计，让袁术派人为其儿子前往徐州求娶吕布之女，以此牵制

吕布杀刘备，陷吕布于不仁不义、为天下所不容，在权益争

斗面前，女性没有婚姻的自主权。可见，小说中的多数女性

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只能依附在男子之下，成为各种各样

的“筹码”。

小说中女性的坚定刚强令人敬佩，命运的无法自主也

令人叹息，封建社会背景下女性形象的矛盾，浅谈有以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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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一是女性自身的优势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封建社

会虽对女性的压迫不少，但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也有着作

为人的七情六欲，用褒姒、妲己等耳熟能详的女性人物来表

达女性祸国殃民，禁止女性参与政治，反过来看，女性为何

能祸害国家？诗经中写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有着姣好面容与身形的女性为大多数人所欣赏，

这本是女性的优点，却被放大为能主导君王的意志、祸害国

家的“致命点”。女性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她们的能力不

输男儿，有男儿般的才智，也有男儿般的忠义。貂蝉因“色

伎俱佳”而被王允用于离间董卓、吕布的关系，甄氏因“玉

肌花貌”而被曹丕看中，也因此保住了婆家。女性利用自身

优势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孟母三迁”确保了孟子的教育

质量；小说中徐庶之母在家境贫寒的情况下，独自把徐庶拉

扯长大，让他成为有勇有谋的将士，自缢后也让他明白该忠

诚于谁；小说第一百十四回中，曹魏尚书王经，参与曹髦密

谋讨伐司马昭，不料事情败露，全家下狱，连累其母，王经

甚是愧疚难当，王母却大笑着说：“人谁不死？正恐不得死

所耳！以此弃命，何恨之有！”次日，王经母子含笑受刑。

徐庶的“身在曹营心在汉”，王经的含笑受刑，都是两位母

亲以身殉义，以生命为代价来给儿子上的最后一课，表现了

她们对各自信仰封建王朝的忠诚。没有女性关键时刻的积极

作用，没有女性所谓的陪衬，如何生动有效地凸显男性的成

功？女子若是祸水，又如何能培养出书中这诸多的英雄？

二是封建儒家思想对女性的束缚。贤良淑德、节妇烈女、

夫唱妇随、道德高尚等等，封建儒家思想对女性提出了诸多

的不平等要求，封建王朝对于此类女子的赞扬与奖赏，例如

汉宣帝、隋文帝等，以或强或软的政策或手段来宣传妇女贞

节，树立了女性一生“成功的标准”。这套标准也成功地引

导了大多数的男性与女性的思想，巩固了男性不可撼动的主

体地位，限制了女性该有的独立人格。夏侯令女，早年守寡，

也无半子，为避免改嫁，先后割耳断鼻，表守节之心。这种

以极端自残的方式来坚守贞节，可敬亦可悲。

赵云拒绝娶赵范之寡嫂的理由之一就是：其妇再嫁，

便失大节。而刘备没了甘夫人，却可以再娶，与孙权的妹妹

结秦晋之好，吕范来说亲时，是这样表述的：“人若无妻，

如屋无梁，岂可中道而废人伦？”男女的不平等在此体现的

淋漓尽致。古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否则，便是“祸水”、

“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书中对女子守节的描写不少，而

对貂蝉奋不顾身的奉献却描写的过于平淡，平淡地实施计策，

又默默地没有交代就进入下一回合的描述了，却表达了“女

子祸水”的看法，王允初见貂蝉唉声叹气，竟以为“贱人将

有私情耶？”董卓不听李儒劝告，不愿将貂蝉送与吕布，李

儒仰天长叹：“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人们重男轻女的

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作者无法忽略女性的作用，却对女性

不输于男性机智果敢的描写过于吝啬，过分强调了女性的“守

节”、女性的“祸国殃民”，认为女性就应该依附于男性而活，

夫为妻纲，彻底压抑和束缚了女性思想意识的自由。在这种

迂腐言论的长期束缚下，女子只能恪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

安于指定的位置，服从男人的意志，才能受到人们的赞扬，

否则，便会受到丈夫的指责、休弃，甚至是世人的唾骂。

三是男权文化的绝对地位对女性观念的影响。人类发

展史上，也曾有母系社会，妇女在生产和经济生活中、在社

会上受到尊敬，取得主导地位和支配地位。进入到父系社会

以后，便逐渐发展至今，男性的地位不断被强化，强大到对

女性已有思想上的压迫，给女性灌输的是男尊女卑的观念。

小说中曾提到，刘备逃难中，没有了粮食，欲到村庄去寻吃

的，遇到猎户刘安，当知晓是豫州牧刘备来寻吃的，想去找

一些野味来招待，但却没有找到，就杀妻供刘备充饥，还骗

刘备这是“狼肉”，这般残忍、视女性性命如草芥，然而却

没有人觉得猎户残忍，刘备只觉可怜，曹操更是对猎户表示

赞许；甄氏已为他人妻，因貌美被曹丕霸占，却无人关心她

是否愿意；刘备阻止张飞自刎，一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

衣服”，女性被放到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否定了女性的

社会地位。在这里，女性似乎没有情感，没有太多的自我意识，

只有被封建社会灌输的节妇烈女、纲常伦理的思想，要么是

政治的工具、联姻的筹码，要么是讨好他人的玩具，只要有

利用价值，便竭尽所能地利用。曹操除掉伏皇后，随后将女

嫁给汉献帝，还有刘备与孙权的联姻，都是将女性摆在了一

个自由交易的位置上，只要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便是正确的。

小说中体现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思想，可见在男权绝对

的统治地位下，影响了女性观念的革新，女性只能恪守妇德，

自甘卑微，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没有自由，没有人格尊严，

没有人关心喜怒哀乐，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无法保障。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三国演义》中描写了许多作

者理想中不近女色的人物，如诸葛亮、关羽、赵云等，女性

虽能刚强聪慧、明辨是非，但“女子祸水”这样根深蒂固的

想法还是覆盖了这些女性身上的闪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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