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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文学悍妇形象之解读 

付明端 

 

摘  要: “悍妇”在传统文学作品中一直作为众人否定的文学形象, 但若分析悍妇产生的社会家庭原因、情感原

因和时代原因, 人们就会对悍妇的凶悍撒泼有不同的理解, 她们并不是完全无理取闹, 刁蛮耍横, 而是对自身生存

处境的极度担忧和绝望状态的孤注一掷, 是对人性欲望的过度张扬和对不平等地位的极端抗争。她们的悍妒行为

包含着对社会某些法规礼教的强烈抗争, 具有一定的历史认识意义。 

关键词: 中外文学; 悍妇形象; 父权制; 美狄亚; 王熙凤 

 

 

    纵观中西方文学史, 作为天真、美丽、纯洁、柔顺的“天使”的反面女性形象, 多嘴、淫荡、狡诈、残忍的悍

妇形象充斥于男性文学创作中。千百年来,天使型女性因其逆来顺受和沉默不语而被誉为“理想”女性, 受到传

统文化的大力推崇, 而悍妇因其桀骜不驯和自私自利而被视为“邪恶”女性的象征, 受到传统文化的鞭挞。在传

统文学中, 悍妇是站在男人对立面的所谓“恶”女人, 这些女性被视为家庭的“暴君”, 她们的存在就是对男人

的权威、荣誉和尊严的严重威胁, 所以,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文化体系中, 她们罪不容诛, 被视为红颜祸

水, 是男性摆脱失败、转移众人视线的替罪羊。 

 

    因此, “悍妇”形象大多是由父权制下男作家塑造和表现的, 她们大多是以男性的批评标准和审美理想被衡量

和定位, 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 从这个角度看她们是性别歧视下的产物, 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真实的女性形象。

这些所谓的“妖女”、“悍妇”随着时代的发展, 其语意和内涵会有不同的变化,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提倡人性

自由, 众生平等的语境中, 所谓的“悍妇”应有不同的语意,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角度, 对中外文学中的悍妇形象进

行重新解读分析, 以使读者对她们有全新的认识。 

 

一、中西文学作品中的悍妇形象 

    “悍妇”, 这一令人闻之色变的不雅之称, 很早就进入了文学作品, 成为标举女性品格、地位及社会意义的重

要文学个性, 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多姿多彩的文学景观。在西方文学史上, “悍妇”的文学形象可谓源

远流长, “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 在其著名的三部曲《奥瑞斯提亚》中塑造了一个具有强悍的个性和魔鬼

般意志的女性——克鲁泰墨丝特拉的形象。无所畏惧的克鲁泰墨丝特拉的行为在以维护男性为中心的文明社会

中, 自始至终都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位弑君篡权、谋杀亲夫的女人是西方文学史上最令人震撼的女性形象之

一, 成为西方文学中最早的一个“悍妇”形象。紧接着, 另一希腊悲剧家欧里庇得斯在《美狄亚》中塑造了美狄

亚这个“悍妇”形象。美狄亚为了帮助爱人伊阿宋获得金羊毛, 不惜残杀并肢解了自己的亲兄弟。当后来她得知

伊阿宋另有新欢, 意欲抛弃她时, 她用巫术烧死新娘及其父亲, 还亲手杀死自己的一双爱子, 以达到让伊阿宋绝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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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 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让美狄亚成了魔女的化身。在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 麦克白夫人的野心比其

丈夫更甚, 心肠比丈夫更狠, 在使丈夫从国家的功臣堕落为血腥的弑君篡权的过程中, 麦克白夫人的邪恶怂恿起

了关键的作用。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在其短篇《瑞普·凡·温克尔》中, 描述了具有一个欺凌丈夫恶名的“悍

妇”形象。她整日地喋喋不休, 只要他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 就必定会招来一篇滔滔不绝的家教。“凶悍

的性情、也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温和, 尖刻的舌头却是一柄惟一的愈用愈锋利的刀子。”至此作者对她欺

负丈夫的刻画可谓是入木三分, 形象生动。一个“悍妇”的形象跃然纸上, 栩栩如生。 

 

    在中国文学人物长廊中, 明清的戏曲和小说对塑造泼悍型的女性形象颇为热衷。《狮吼记》中的柳氏, 《醒世

姻缘传》中的薛素姐都是以凶悍出名的女性。还有《聊斋志异》中的江城,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也都以强悍泼

辣而有名。在现代文学中,鲁迅笔下的七斤嫂, 曹禺所塑造的曾思懿也都以“悍妇”著称。 

 

    《醒世姻缘传》主要描述了一个冤仇相报的两世姻缘的故事。书中塑造了12个泼辣凶悍的妇女形象, 薛素姐

是最丰满生动、最令人难忘的一个。素姐对待丈夫狄希同, 没有任何感情, 一结婚就把丈夫看成肉中钉, 胸中

刺。针扎、嘴咬、炮烙、棒打、火烧、箭射等都是素姐虐待丈夫常用的毒刑。她不仅拷打懦弱的丈夫, 对严厉的

长辈她也毫不示弱。她训斥婆婆, 把婆婆气成半身不遂。对公公娶妾,她大骂“没廉耻老儿无德, 鬓毛都白了, 干

这样无廉耻的事”。她“悍”出了名堂, “悍”出了魅力, 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塑造最成功的悍妇形象之一,是

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里别开生面的新角色。关注妇女生活的蒲松龄写得最出色的悍妇莫过于江城(《江城》)。

结婚才过上一个月的和美生活,江城就显露出易怒的性格, 她常常罚夫跪地, 丈夫脸上经常是爪痕累累。她还当着

公婆的面鞭打丈夫, 对自己父亲的教导充耳不闻, 连父母去世, 她也不去吊丧。她一意孤行, 几乎到了令人发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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