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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意流变及当代启迪 
姚迪 

（澳门大学  澳门特别行政区  999078） 

摘要：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璀璨明珠，在历史长河当中熠熠生辉。近些年来，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将中国

古代文学研究目光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女性角色的研究当中。不同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对女性的刻画也存在差异，

不同历史时期对女性形象的审美认知、情感歌颂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为了深入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对不同时

代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意识变进行阐述，本文将从三个层次点进行分析。首先明确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类别，其次分

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意流变，并且阐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意流带来的启迪。 

关键词：古代文学；女性形象；意识流变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璀璨明珠，在历史长河当中熠

熠生辉。近些年来，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将中国古代文学

研究目光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女性角色的研究当

中。中国古代的社会属于男权至上的社会，很多女性都沦为了男人

的附属品以及权力争夺的工具，在此种状态之下，每个朝代都有存

在鲜明特点、人性生动的女性，被历代作家们印刻在中国古代文学

历史长河当中。本文将针对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意识变流及

当代启迪进行详细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类别 

1.1、坚韧朴实农妇类 

一直以来，古代农耕经济时代，大多数妇女都是以种田为主，

在中国古代文学当中，以朴实农夫形象出现的女性角色较多。例如，

在《诗经》当中，对女性劳动者的描述更多。《诗经·桃夭》当中，

借助“桃之夭夭”来描述了古代妇女勤劳美丽、健康结实的形象，

从古代诗词当中的描述中，可以感受到这位女子可以为家庭带来生

机希望；在《诗经·氓》当中，“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

靡有朝矣。”描述了古代劳动妇女需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作重担，

但是为了家庭任劳任怨的坚强又令人心酸的处境。此外，一些经典

古代小说作品当中，对农妇的形象描述也生动鲜明。《红楼梦》当

中针对“刘姥姥”描述，呈现出了一个坦诚率真、知恩图报、善良

正直、重情义有智谋的农妇形象。刘姥姥本是粗鄙的乡野村妇,大旱

之年因为全家无以为继，不得不坦诚勇敢到贾府求助，她风趣幽默，

在荣国府左右逢源，获得了接济，帮助家里渡过难关。当农村丰收

时，刘姥姥知恩图报将家里的农作物送到荣国府来作为回报，最后

荣国府被抄家，刘姥姥机智勇敢不畏艰险上下打点，将巧儿救出，

生动形象呈现出了丰满的农妇形象。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农妇形

象，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对古代农村妇女勤劳、勇敢、任劳任怨进

行阐述，也展现出了作者对坚韧朴实农妇美好品质的赞扬。 

1.2、伤感纯真少女类 

纯真伤感少女类，一直都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描写主

体，并且在不同时代产生了诸多优秀的女诗人、女词人，细腻的用

少女的视觉来阐述了对世界万物的感知。《题都城南庄》当中，崔

护用“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来阐述了故地重游回忆

起当年面若桃花的少女，并且表达了物是人非的感伤之情。《诗

经·邶风·击鼓》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描述了在战场上战士们奋勇杀敌、义无反顾之时，对家乡妻子的思

念之情。此外，还有诸多有名的女诗人、女词人，也纷纷将自己的

愁思借助诗歌载体表达出来。宋朝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声声慢·寻

寻觅觅》 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

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

心，却是旧时相识。”抒写她对亡夫赵明诚的怀念和自己孤单凄凉

的景况。唐婉《钗头凤·世情薄》中“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

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阐述了少女的相思之苦，只能倚着斜栏，心底里向着远方互换爱人

的名字，刻画出了一幕幕伤感少女的形象。 

1.3、红颜薄命类 

中国古代文学中，红颜薄命类的女子也是古代文学当中的璀璨

一笔，因为古代医学技术以及生活环境比较恶劣，所以一些女子正

值风华正茂时便香消玉殒，给家人和爱人带来无尽思念和伤痛。正

所谓“红颜薄命”，唐代刘希夷在《代悲白头吟》当中写道“洛阳

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惜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

描述了古代女性的无奈和悲怆，并且叹息了红颜易逝的苍凉。苏轼

在《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中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引入虚实结合以及叙述白描等

多种艺术的表现方法，来表达作者怀念亡妻的思想感情。在对亡妻

的哀思中又糅进自己的身世感慨，因而将夫妻之间的情感表达得深

婉而挚着,使人读后无不为之动情而感叹哀惋。此外，纳兰性德《鬓

云松令·枕函香》“掩银屏，垂翠袖。何处吹箫，脉脉情微逗。肠

断月明红豆蔻，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这首词，纳兰性德道尽

了思念之苦，整首词用一种极为悲情的口吻娓娓道来，把自己对于

卢氏的思念，描写得感人肺腑，每一句都直击人心。在中国古代文

学当中，感慨叹息红颜薄命也是对女性形象的展现类别，一般都是

作者对已故亲人的思念之情阐述。 

1.4、刚强义女类 

每个时代都不缺乏具备高贵品质的刚强义女，这些女人心存大

义，对感情忠贞不渝，书写了女人忠贞义胆令人感慨的篇章。最经

典的刚强义女则是花木兰，在《乐府诗集·木兰诗》当中，“问女

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

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

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呈现出了木兰坚强、勇敢、爱国爱家

的精神，能够勇敢为了家人来牺牲自己，努力完成自己保家卫国的

报复。中国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祝英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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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奔赴自己的爱情，不顾世俗的阻挠，毅然决然的遵循自己的本

心，誓死抵抗传统封建包办婚姻，最终与梁山伯化蝶双宿双飞。潘

恆 亙 鈔之 所撰《 史 》当中，记载了金陵诗妓杨玉香，写道“前身侬

是许飞琼，女伴相携下玉京；解佩江干赠交甫，一别魂归天各方。”

刻画出了杨玉香虽然身处妓院当中，但是出淤泥而不染，一心追随

心中所爱，忠贞不渝的义女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当中，对于

忠贞刚烈义女的描述有很多，一些女性已经不在局限于伤春悲秋，

将家国命运与自身命运相连；一些女性用自己生命诠释了忠贞不

渝、我心所爱与唯一，古代文学对忠贞义女的描写刻画，也象征着

男权社会对女性光辉人性的捕捉，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情感层次的

分析理解。 

2.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意流变 

2.1 秦汉时期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描述相对较少，也是中国

女性文学发展初期。在钱汉时期中国古代文学中对女性描写可以追

溯到《候人兮猗》，这是一首对少妇长期思念丈夫的描写，也是迄

今为止最早以诗歌方式来展现出女性形象的中国古代文学。秦汉之

后，才出现了《诗经》等大批量的文学创作，对女性形象进行了更

深一步的刻画。秦汉时期在儒学思想的引导下，男权社会集权高度

集中，很难有途径来发展女性思想以及女性文学形象，导致中国古

代文学中女性形象表达进入沉寂。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思想

逐渐弱化之后，女性思想才进入到了萌芽时期，促使中国古代文学

中女性形象的描写越来越多。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类思想充斥着社

会各个领域当中，促使人们开始摆脱了男权至上的思想，以女性为

主题的中国古代文学数量不断增多。 

2.2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的经济处于繁荣昌盛阶段，社会物质极其丰富，促使

唐宋时期的人们对精神与文化层次的需求更高，促使中国古代文学

空前繁荣，对于女性形象阐述也更加饱满，并且产生了诸多才华横

溢的女诗人、女词人，如李冶、薛涛、刘采春、鱼玄机、上官婉儿、

李清照、朱淑真等。此外，杜甫的《丽人行》也呈现出了当时社会

宽松的和谐氛围，其中“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展

现出当时女性们在初春时节踏青赏春的热闹、和谐氛围。针对唐宋

时期来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女性意识崛起的重要时期，

女性作家们在诗词创作的过程中，不仅以女性视角看待世间万物，

而且在诗词当中充斥着对女性的同情，促使中国古代文学有了较大

突破，促使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呈现出上升发展趋势。 

2.3 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是我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时期，社会环境更加

多样化，并且在蒙古族以及满族融合的大背景之下，满足融合趋势

带动着文学事业发展。在元杂剧当中存在诸多女性形象，女性形象

也在社会当中越来越受常见。例如，王实甫的元杂剧戏本《西厢记》

当中，针对崔莺莺这一角色来说，便是呈现出情感形象以及外表倾

向丰满的女性角色，崔莺莺性格突出，敢于与世俗对抗、冲破传统

封建礼教，真正将女性的柔美和坚强融为一体，促使中国古代文学

中女性形象逐渐觉醒。此外，《红楼梦》、《水浒传》当中，女性角

色已经成为推动剧情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红楼

梦》来说，象征着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成熟。伴随着资本主义

萌芽发展，很多古代群众们也解放了自己的思想，充分开始关注女

性的需求和情感，并且创作出了诸多具备女性风采、女性形象的文

学作品，这也象征着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作品发展到古代社会

的巅峰。 

3.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意流变启迪 

中国古代文学中呈现的女性形象，大多是美丽大方、善良坚韧、

勤劳勇敢、刚毅不屈、忠贞不渝、自尊自爱等诸多性格，这也契合

社会发展对女性之美的追求。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阐述

大多都是正面、积极的，表现出人们以及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对女性

品质的完美要求。在这些契机之下，才能够在古代文学作品当中，

为人们刻画潇洒、活灵活现、令人敬佩的女性形象。从客观层次上

来看，女性无论从古代社会还是当代社会来看，都属于弱势群体，

也正因为女性柔弱身躯当中的坚韧、善良、富有思想的灵活，才能

够促使女性在各个历史阶段都能够熠熠生辉。古人在进行女性形象

描写时，呈现着古人审美和对女性的行为、道德修养的要求，这些

女人聪明美丽但是并不依附于男人，有着自己独特的性格与闪光

点，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女性形象令人敬佩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属于男权社会，一直以来都存在重男轻女

的现象，女性地位在社会当中得不到尊重，但是古代文学家作为社

会思潮引领者、思想先进者，不乏对古代女性的赞美和歌颂，并且

书写了美好的女性形象文学诗篇，在历史长河当中至今仍然熠熠生

辉，让当代人们可以跨越千百年历史长河，生动形象感知中国古代

文学中女性形象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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