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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孔雀东南飞》教学疑点的文化解读思考 
◆李艺娃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吉林长春） 

 
摘要：在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中，有许多长篇的叙事诗，但是 早的还
隶属于《孔雀东南飞》，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则作为重点科目进行讲解。“乐
府双璧”则是由《木兰辞》与《孔雀东南飞》所构成，高中学生在学习
的过程中，尤为崇敬刘兰芝与焦仲卿这两个文学人物，向往他们为了爱
情至死不渝的态度。《孔雀东南飞》的写作背景处于东汉末年时期，距当
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写作年限比较久远，导致学生在学习中时
常会遇到在对古典文化了解中存在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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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汉代 盛行的思想意识为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其中的弊端

牵制着整个社会的发展，到东汉末年期间，儒家的思想才逐渐的
推出历史的舞台，天空才呈现明亮的色彩。人性在自然的陈诉[1]

和请求以及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仍然受到挫折，本论文笔者根据自
身在《孔雀东南飞》教学中的文化解读，简述概括教学中的疑点
并解答。 

一、简述刘兰芝所受到谴责的文化解读 
文章的开头，叙述了刘兰芝与丈夫焦仲卿之间共同的内容，

即刘兰芝与丈夫母亲之间的矛盾，焦母挑剔刘兰芝，并且故意找
麻烦，从文中的“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中可以体现，没明
确为何对刘兰芝会产生不满的情绪，两者之间矛盾达到什么程度
也无从交代。但是“吾意久 忿”这句话体现了焦母对刘兰芝不
满的情绪已经许久，但是因故 忿无从交代。从文章中开篇的叙
述能够体现出刘兰芝知晓焦母对其不满，对与焦仲卿的婚姻更是
不满，有意阻止婚姻的继续，在表面上并没有捅破。从“及时相
遣归”[2]可以看出刘兰芝是个聪明和果断的人，明知自己在焦家
无法继续生存，所以为了保住自己的尊严主动要求被遣回家。但
是焦母所驱使的理由“此妇无礼节”更加难以让人信服，虽然没
明确的表明刘兰芝是因为无法忍受焦母所离开，但是这种牵强的
理由在当时的社会处理的方法应是先进行一番教育，然后观察教
育后的效果，如果无效才会强迫刘兰芝离开。并且，焦仲卿与刘
兰芝结婚许久，他都未发现刘兰芝存在这种“无礼节”行为，促
使二人殉情而死，真相究竟如何才会促使刘兰芝与焦母两人的关
系如此恶劣，主动离开焦仲卿。 

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体系之下，已婚女子被休并不是如
《孔雀东南飞》中叙述的如此之简单，是具备多重条件制约的。
关于婚姻家庭礼制相关的内容从《礼》中就有所体现[3]，在汉朝，
如若想要休了明媒正娶的妻子，那么就要符合“七出”即对父母
不孝、膝下无子女、意淫、善于妒忌、盗窃、话多、有重大疾病，
之中符合其中一种都允许休妻，但是符合“三不出”其中一条就
不可休妻，即无娘家可归者、曾经为公婆守孝满三年者、结婚时
贫贱婚后富贵的情况。 

根据文章叙述的内容，结合“七出三不出”，刘兰芝仅属于
膝下无子女，这点促使焦母的不满。学生认为刘兰芝年轻，说不
定过几年就生育了，或者是焦仲卿可以娶妾来延绵子嗣。所以刘
兰芝膝下无子女，闷闷不乐，是焦母看不上刘兰芝的原因，而焦
仲卿为官府人，社会地位不高，无权利纳妾，而且焦仲卿与刘兰
芝两人之间伉俪情深，答应娶妾的可能性尚小。当时的社会，动
荡不安，以孙策和袁术两个军事团体的争夺不休，作为官府中的
人，焦仲卿如果无子嗣，倘若遭遇不测，那焦家就无后续，焦母
考虑到这一点，才对刘兰芝的 度越发刁难，所以刘兰芝决意的
离开也就理所当然。 

二、焦仲卿对于事情的发生无法制止的文化解读 
学生认为焦仲卿与刘兰芝为何不采取解决对策就双双殉情

而亡，例如可以选择刘兰芝与焦母二人分居或者是将刘兰芝带到
庐江府，还有一点疑惑在于为何不与焦母进行强硬的反抗，反而
如此懦弱。 

首先，分居在古代社会是行不通的，儒家思想表明：父母健
在者，不可分开居住，父母不在者，兄弟之间不可分开居住[4]。
所以分居在当时儒家思想盛行的背景下是不可行的，刘兰芝与焦
母的矛盾也会因此更加激化。 

其次，为何不可跟随焦仲卿去上任？自古“忠孝”不可两全，
焦仲卿留刘兰芝在家是为了尽孝，不得已离家在于为了自身的前
程所着想，而且焦仲卿的官职无权利携带家眷。 

后，焦仲卿与焦母二者之间的抗争是否太过于碑弱。在当
时的时代背景下，家族利益与个人荣辱是密不可分的，“诛九族”
是封建社会的真实写照。所以娶妻休妻都是关乎于整个家族利益
的，文章中的两家对于母子的描述不同，焦母霸道不讲道理，刘
母想管却没有权利去管，而且当时刘兄社会地位高于焦仲卿，有
相应的话语权，而焦仲卿地位较低，针对焦母的蛮横不讲理即使
哭诉也不会产生效果，致使焦仲卿与刘兰芝殉情而亡。古代社会
的家庭管理中，婆婆对儿媳是具备管理的权利的，但是女婿的好
坏对于女方家族而言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决定着家族是否荣
誉，还是会带来灭顶之灾。因此，关于女儿所有的遭遇，刘母是
有所理解的，刘兄所说的话刘母和刘兰芝是不许有抗争行为的，
所以刘兄强硬的 度，造就了焦仲卿的无奈。 

三、贵公子在刘兰芝被遣后求婚，刘家女子对富贵的冷漠态
度的文化解读 

学生认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刘兰芝属于再婚，为何贵公子
还会对其求婚。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很在意女子再
婚，也不会将其作为耻辱[5]，学生认为刘兰芝不尊伦理纲常，不
如祥林嫂。实际则不然，学生是站在后人看待古人的角度，运用
现实的标准去评价刘兰芝，而且祥林嫂处于的社会环境与东汉末
年的历史氛围不同。伦理纲常的严谨规定是在宋朝，而逐步完善
是在明清阶段，所以东汉末年主流奉行的是儒家思想。 

刘兰芝在见到焦仲卿之后，叙述了自己遭受的苦难，从之前
同意再婚，无殉情想法到会面后做出殉情决定。焦仲卿与刘兰芝
在开始是拥有爱情的，但是鉴于外在因素的阻挠，促使爱情面临
考验，不得不抗争，到后来的殉情，都体现了美好的爱情和誓死
维护爱情的 度。 

刘母为何对于刘兰芝拒绝县令、太守的求婚无劝说行为，当
时的社会，女子嫁入的越富贵，对于女方家和子孙后代都有好处，
是每名女子都向往的生活[6]。但是，刘兰芝所处乱世之中，战事
频繁发生，官员更替时有发生，孙坚与孙策父子就死于政敌的手
里，所以说地位越高以后遭遇的险境就越复杂，因此，刘母与刘
兰芝对于富贵的冷漠 度则是想保刘家安稳，远离纷争。 

结束语： 
综上所述，关于《孔雀东南飞》的教学疑点进行简单的讲解，

虽然在学生心中对于刘兰芝与焦仲卿这种追逐真挚美好的爱情
所希翼，但是对于焦仲卿及焦母的形象则鄙视。学生所处的年龄
阶段对于感情的认知是片面的，况且文章写作的情况也不一定是
真实的生活，只是作者为了刻画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学生
在学习文言文的过程中，需要对写作背景进行查阅，才能够正确
的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锻炼自身的认知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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