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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古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王晓涵 

( 青岛大学 山东青岛 266071 ) 

摘要：在封建体制下，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三从四德”等一系列儒教道德规范的制约下，失去自主精神和独立人格。

在韩国古典小说的创作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作家自身创作意识的影响。通过对不同时代古典小说女

性形象的分析，可以归纳出封建体制下女性形象的相似性，并由此得出封建社会对女性形象塑造产生的影响以及作家的创作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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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封建体制下，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在“三从四德”等一

系列儒教道德规范的制约下，失去自主精神和独立人格。在韩国古

典小说的创作中，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古典

著作中常常忽略女性的存在，尽管有些作品中有女性形象的出现，

但通常作为男性角色的陪衬出现，并且多数形象卑微、观念扭曲，

很少作为主人公来反映它们的情绪和愿望表现的只是她们扭曲的

爱情观和贞操观。甚至在以女性为主角的小说的创作也受到男性主

义审美情趣的影响，大部分女性形象都具有相同的“德才色”兼备

等特征。 

现行的对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大多集中于特定的

一部作品或特定时期的女性形象分析。本文在研究和分析韩国古典

作品中的代表性女性形象的基础上，运用文艺美学方法论中的解构

主义批评理论、社会历史研究法，从女性的视角和立场出发来研究

韩国古典叙事文学中女性形象，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 

本论文是以《仙女红袋》中的两位女鬼、《谢氏南征记》中的

谢氏夫人、《蔷花红莲传》传中的姐妹，《春香传》中的春香，《九

云梦》中的桂蟾月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研究作

品中所投射的社会现象以及作品中蕴含的作家意识。 

2.作家笔下的女性群像构建 

“作家的无意识动作是不可能完全被他本人所认识的,而写在

纸上的文字则能说明他们那隐藏于无意识深处的动机。”1 女性形象

生成于男权社会和男性意识话语之中，在她们身上必然体现了男性

的审美趣味和审美价值追求。作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存在于男性审美

价值系统中,女性形象被男性作者们不约而同地编码为相似的形象。 

2.1 兼备“才，色，德”的女性形象 

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女性必须遵从的道德准则，不仅要求表面的

“才”“色”兼备，还要求女性必须具有内在的高尚“德行”。古典

小说忠一直有一个坚守的东西，那就是对儒家道德传统观念的坚

守。塑造具有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一直是古典小说女性形象塑造

的一条主线。 

《仙女红袋》中的两名才貌出众的女子，因不满父母定的婚姻，

郁郁而终。崔致远在坟前留诗后，夜中现身作酬答诗送给崔致远，

文中特别描写到姐妹俩诗作的很好，是典型的“才”“色”兼备的

女性形象。二女虽不满父母安排的亲事，但也没有做出反抗的举动，

不违背德行反抗父母的意愿，只是“郁郁而终”。《谢氏南征记》是

一部以谢氏为主角的小说，而谢氏也难逃传统女性形象。谢贞玉在

嫁入夫家后，只因自己“已过九载，无一子女”就为丈夫张罗妾氏，

这个举动的本身就是一种“不妒”的德行的体现。而被设计逐出刘

门后,守着刘家祖墓仍以刘氏门中媳妇自处，等待真相大白洗刷冤

名，从来没有对丈夫产生过怨恨的心理，深受儒家思想中的“夫为

妻纲”思想观念的影响。最后作为所谓的“圆满结局”，也是“谢

氏得麟儿”，并处决了妾氏和奸夫，并回到了刘家，处处透漏着儒

家道德传统观念的影子。《蔷花红莲传》中的蔷花因为被徐氏诬陷

堕胎，选择了以死证明自己的清白，体现了封建道德中的“贞洁”

思想。而《春香传》中的春香身上有着朝鲜末年女性的的鲜明特点，

一方面她想要打破封建道德的枷锁，但她始终遵守着封建礼教对女

人的要求，即从一而终。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向往、对幸福的渴望,

都淹没在对贞节观念的遵循中，从而形成一种畸形的爱情观念和价

值追求。不仅这些闺门女子，即使是倚门卖笑的倡女，在男性士大

夫笔下，也成为“身坠风尘节义全”的女性，她们以自己的方式实

现着“节义”之行。《九云梦》中江南名妓桂蟾月与杨少游定情后,

就表明自己坚守贞操的心迹:“妾请自今以后,洁身而待命矣”，此后

闭门谢客。作者不惜重墨勾画她们的忠贞善良之举，通过娼门与忠

贞之间的巨大反差关系，树立一个个贞烈妓女形象———自遇到中

意男子后，便严守节操，甚而为此冒死抗争。她们将贞节作为高于

生命的道德体现,为此宁愿牺牲生命,从而坚固起清白的灵魂肉体和

名声。2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朝秉承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的思

想观念,这就导致了朝鲜朝女性卑下服从的地位和主内治家的职责。

这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根植于社会现状之中,因而在男权社会中处于

从属地位的女性始终扮演着弱者、需要帮助的对象或是受欺辱的对

象的角色,这一点,在汉文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汉文小说

中所表现的传统文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但汉文

小说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现实生活中传统女

性的一套“写真集”,它将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形象经过艺术处理加工

后刻画在小说中。因此,汉文小说中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男权现

状的烙印,这也就意味着它们所提供的女性是男权社会内以男权为

背景产生的男权社会中的女性。她们所受的苦难超出了男权社会中

一般女性所受的苦,她们是整个社会中所有传统女性形象的集合体,

她们身上体现了现实生活中传统女性形象在各个层面的特点。这些

女性温柔善良,通情达理,“德”“才”“色”兼备，在以男尊女卑为

中心的朝鲜社会，小说中所反映的是符合男性审美意识的女性形

象，在审美标准上她们符合当时男人的审美标准。 

2.2 实践“忠，孝，烈”的女性形象 

古人认为“忠孝”是人伦的根本，“忠”本意是对国家的“忠

诚性”但在这里的“忠”专指的是女性对男性的忠诚。而“烈”则

与传统儒家道德中的“贞洁”是分不开的。《仙女红袋》中的两姐

妹虽然对父母的安排不满，但以“孝”为出发点，“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二人并没有反抗父母的安排，而是“郁

郁而终”，而两姐妹的死亡又能体现出二人的“烈”，面对不合心意

的人，宁愿选择死亡也没有屈服。对于女性形象的描述符合妇女要

守节的封建伦理规范《谢氏南征记》中的谢氏更是传统女性形象的

典型代表。嫁入夫家后，她尽心竭力的照顾公婆，这是关爱长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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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在成婚多年没有子嗣的情况下主动为丈夫张罗纳妾，这是

顺应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孝”；在面对污蔑时也守着刘

家祖墓仍以刘氏门中媳妇自处,等待真相大白洗刷冤名，梦中又受舜

妃娥皇、女英神灵之启示,并被两位受观音菩萨启示的尼姑搭救。被

救后,谢氏依然是等待转机。最后也回到了刘家回归平淡的生活，这

无疑是一种对丈夫的忠诚的体现。《蔷花红莲传》中的蔷花则是以

“烈女”的形象出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蔷花因为受到未婚

怀孕的侮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这是对自己“贞洁”的维护。《春

香传》中的春香在李梦龙离开后，也继续为他“守节”，卞学道想

要强占她，以及她宁死不屈反抗的情节，又突出了春香的“烈”，

虽然有“郎才女貌，门当户对”这一说法，但只要作品中的女性是

和有才气的公子相爱，那么守节就能够被理解。并且是遵守传统，

又脱离传统的，这就是韩国的封建道德的审美意识。《九云梦》中

为杨少游“守节”的桂蟾月也是如此，虽然身为风尘女子，但在对

杨少游一见倾心后，便从此闭门谢客。桂蟾月的“忠”不仅仅体现

在身体上的忠诚这一点，在杨少游求学过程中始终保持本心的等待

更是“忠”。后期八仙女齐聚，各个没有妒忌之心，身份地位的甘

愿做妾，并且和谐的生活在一起，这又体现出了作为女子的大度的

德行。 
在女性形象身上，忠、孝、信、义的人伦规则，温柔敦厚、厚

德载物的为人方式在汉文小说中以各种方式被反复强调着，尤其是

对忠贞意识、奉献牺牲精神、忍耐克制精神的表现上，她们都是诚

信可靠、忠贞不二的人，同时还是无私利他的。长期处于男权社会

统治下的朝鲜朝女性受到来自社会政权、宗法势力、文化传统的挤

压,男权主义灌输给她们逆来顺受的奴仆思想、“三从四德”的伦理

观念,使她们失去了个人意志和独立存在的价值。封建礼义纲常这把

无形之剑高悬在她们的头顶,使她们的心理、人格被扭曲,甚至发生

变态。所谓婚姻上的忠贞不渝实质是男子为把女性控制为自己的私

有财产而设定的。换言之,一夫一妻制是专对女子而言的。打开朝鲜

朝爱情作品,凡是作者大力肯定和赞扬的女性形象,无论何种出身,爱
情经历如何曲折,没一个不是一生只爱过一次一个人的,作家们甚至

从未给一个正面女性形象出过面对两位男子到底爱谁为好的难题。

封建礼教的虚伪性在于:要求女子绝对服从,从一而终,为男子(丈夫)
保持贞节,而男子在两性关系上不受拘束,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妻妾成

群。 

3.作家群的女性群像创作心理 

通过古典小说中的女性群向，可以了解到作家们试图通过传统

道德来抑制人类的本能、情感和欲望，让女性自觉地顺从封建伦理

道德的秩序，遵守“男尊女卑”的信条，试图维持“夫为妻纲”的

家庭关系。当然，这些女性身上也蕴含着朝鲜民族女性忍耐心强，

敢于牺牲自己等美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她们已经丧失了独立

的人格，沦落为男性的附属品。当封建意识浓厚的男性优势被创作

者主观意图激发时，自然会认为守护男性为主体的男女关系构图是

理所当然的。在韩国古代的人伦意识中“阳刚阴柔，男强女弱”是

天地运行的正道。因此小说的创作者也坚守着这样的秩序和规则。

韩国古代社会大部分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但是男性在获得权威

和名誉的同时，也会对丧失权威感到恐惧。在君臣关系中，大部分

男性处于被动地位，在父子关系上则处于被动地位向主动地位的移

动过程中。只有在夫妻关系中男性始终处在优势地位，因此大部分

男性都期待着取到贤妻良母。 

男权文化与现实的矛盾性,历史地决定了女性的两难处境，决定

了她们生存状态的可悲性。即使是在朝鲜朝末期,具有进步思想的士

大夫，对于“节烈”也表现为一种矛盾心态。实际上，在男性谆谆

教诲“严于女子之守贞”背后，恰恰是“疏于男子之纵欲”。在性

爱问题上，一方面男性要求女子“从一而终”，另一方面，男性又

天经地义的“三妻四妾”。一旦妻子反对丈夫纳妾，则被斥为妒妇、

悍妇。若妻子不但不反对，反而助成丈夫再娶“二房”、“三房”，

则被誉为“妇德”之典范。为此，作家煞费苦心地塑造了一些顺应

男性欲望和幻想的“妇德”典型。例如，《谢氏南征记》中的谢氏

十年无子，主动劝夫纳妾，足以表明作者的思想出发点，充满“一

夫二美”的男性梦想作家们津津乐道的不妒女性实质上是男性整体

话语中精心设计的道德天使。另外，在朝鲜朝末期，虽然有一些具

有进步思想的士大夫，在小说中，也多表现出对女性守节的非人生

活的同情，但是对一夫多妻制似乎并无质疑。 
可以说，古典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一方面是在封建道德

环境的影响下产生的必然结果，在封建环境下，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是固有的，也是对于男性地位至上的无意识维护；另一方面是在女

性意识逐渐活跃的环境下，作家对于男性权威丧失的恐惧，因此虽

然对女性的困境有所体谅，但本质上还是对男性特权的维护。 

4.结论 

儒学中的传统道德思想对韩国古代影响颇深，妇德与贞节成为

女性操守的两大束缚，这也深深影响着当时的小说创作者们。无疑，

女性形象的塑造与作家的心态、处境、经历等具有密切的关系。他

们教化的文学观很自然地使他们将发生在女性身上的一切与传统

道德观联系在一起，使得笔下的女性形象难以避免地反映出男人的

愿望和要求，难以摆脱两性关系中不平等的地位。在男尊女卑的时

代所创作的女性形象不是女性真正的形象，是一种被男权社会的束

缚而扭曲的形象，古典小说中女性形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封

建礼教下女性生活的水深火热。对于古典小说中扭曲的女性形象的

塑造，一方面是当时“男尊女卑”的社会环境下，创作者对于女性

固有的刻板影响，在创作上也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维护“男性至上”

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虽然不同时代的小说中女性大多处于弱势

地位，但可以看出女性意识在逐渐觉醒，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男

性权威丧失使创作者们感到恐惧，因此在创作中也极力维护封建社

会中“男尊女卑”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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