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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还命脉各精神”——元杂剧女性形象类型抽样分析 

作者:赵晓红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2008-7-12 9:26:37 浏览:566次 

   摘要：北曲杂剧创作的最辉煌的时代在元代，因成就杰出而与“唐诗”、“宋词”并称为一代之文学，而元杂剧

女性形象的塑造为元杂剧赢得了很高的声名。本文通过对元杂剧女性形象的抽样分析，揭示出元杂剧女性形象对

前代文学形象的超越以及形成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特征的社会原因。  

  关键词：元杂剧女性形象性格特征  

  典型性格的刻划，永远是艺术创造的中心问题。人物形象是叙事性文学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女性形象在戏曲

这一叙事性文学中所占的地位至关重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

位来精确地衡量”。同时“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恩格斯语）。回溯人类历史，自从“母权

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

了淫役的奴隶，变成了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恩格斯语）。此后，女性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在人类生活

中，出现了诸多的触目惊心的女人悲剧。然而标志着中国戏曲开始成熟的元杂剧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上，一反传统

的鄙视、怜悯、同情的态度，而是热情地赞美女主人公的大胆、叛逆、机智、聪明等不平凡的精神，为中国文学

人物画廊提供了一系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尤其是一些不平凡的女性形象的塑造，显示出元杂剧在

人物形象塑造上比以前文学形象的超越。  

  1. 机智勇敢的赵盼儿、谭记儿  

  赵盼儿是关汉卿杂剧《救风尘》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她一出场，就显示出了非凡的品格：智慧、练达，有远

见卓识，她深知妓女地位的卑贱，但却无下作的媚态；她有归宿的担心，但却不草率从事；她对官宦浮华子弟、

市井流氓的肮脏灵魂和卑劣行经，看的透，恨的深；她有情有义，乐于助任，在搭救同是妓女的姐妹宋引章这件

事上，充分体现出赵盼儿的聪明才智、坚强勇敢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显示了社会最下层的妓女在那暗无天日

的社会中展示出的崇高的人格美。宋引章当初不听赵盼儿的劝阻，嫁给了浮华子弟周舍，结果一进门就遭到五十

大棒的痛打，宋引章在倍受折磨后，写信给自己的义妹赵盼儿，赵盼儿固然庆幸自己的先见之明，但她不计较与

姐妹之间的恩恩怨怨，决定以自己的智慧去营救宋引章。为救出自己的姐妹，她打扮的花枝招展，带上了箱笼行

李，以救急如救火之势，风尘仆仆地先去会对手周舍。周舍见到这送上门的赵盼儿，想到她曾经从中作梗破亲，

便露出狰狞嘴脸，关起门来就要打骂。不料，赵盼儿却心平气和地说：“人说你周舍的名字，说的我耳满鼻满的，

则是不曾见你，后得见你呵，害得我不茶不饭，只是想着你。听得你娶了宋引章，教我为何不恼？------我好意

将着车辆鞍马、奁房来寻你，你刬地将我打骂，------”[1]（p201）说得满腹委屈，不能不令人信服。一桩本难

以剖白的公案，就这样按照风月场中争风吃醋的逻辑，入情入理地翻了过来，连周舍这风月场中的老手也不能不

深信不疑，马上换了一张笑脸，低三下四地俯首听命。赵盼儿叫他休了宋引章，他立即回家写了休书。当他休了

宋引章之后，再回来找赵盼儿，却早已不见踪影，这时他才发觉自己利令智昏，上了大当。气急败坏的周舍追上

了宋引章，先是把她手中的休书骗过来，咬个粉碎。待赵盼儿赶来搭救，更是抓住不放，声言：“你也是我的老

婆！”并且有恃无恐地说：“你曾说过誓嫁我来！”听到这里，赵盼儿简直要哈哈大笑了，随即唱出了这样一首含意

隽永的曲文：“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怕你不信呵，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

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1](p204)周舍

在尝到了赵盼儿的苦头之后，只好再向宋引章施展淫威：“休书已毁了，你不跟我去待怎么？”宋引章知道“跟了他

去就是死”，正自害怕，赵盼儿却挺身上前：“妹子，休慌莫怕！咬碎的是假文书！”[1](p204)原来她早已把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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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换到了自己的手中，神机妙算，出奇制胜，怎不令人拍案叫绝，拍手称快！赵盼儿的侠肠义胆，表现了被压迫

者同舟共济的优秀品质，她那将玩弄者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手段，更集中体现了被压迫者在同压迫者进行斗争中磨

砺出来出来的大智大勇。赵盼儿的形象无疑是可敬的，她见义勇为，肝胆照人，为了搭救自己的阶级姐妹不惜牺

牲自己的一切；那种与玩弄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斗争艺术也是令人叹服的。在

她身上，凝聚着妓女们的智慧和力量，显示着妓女们的美好心灵和优良品格。清人黄文旸在《曲海总目提要》中

说：“《救风尘》------记赵盼儿救宋引章于风尘之事，故曰《救风尘》也。小说家所载诸女子，有能识英雄于未

遇者，如红拂之于李卫公，梁夫人之于蕲王也；有能成人之美者，如欧阳彬之歌人，董国度之妾也；有为豪侠而

诛薄情者，女商荆十三娘也。剧中所称赵盼儿，似乎兼擅众长。”[2](p11)此说很有见地，也很中肯。  

  机智勇敢型的另一代表是《望江亭》中的谭记儿，她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杰出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

个性特征，她的机智勇敢，她的乐观主义和斗争精神，使她以一个不平凡的女性，屹立于中国文学人物的画廊。

谭记儿的聪明机智主要表现在为捍卫自己的美满婚姻勇敢地同杨衙内进行斗争上，谭记儿是个年轻寡妇，经人介

绍白士中结为夫妻。她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婚姻，所以当白衙内要来破坏她的婚姻时，她能勇敢地站出来，坚

决捍卫幸福的爱情。在望江亭，她以婆身份为掩护，以切脍献计为借口，以姿色为诱耳，一改贵夫人那种温文尔

雅的谈吐，雍容华贵的气魄，绝不再让那种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思想束缚自己的手脚，而是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地完成了接近衙内，麻醉衙内，偷取金牌势剑文书，胜利返回四个步骤，唱出了“俺两口儿做一个中秋月儿圆”[1]

(p1668)的凯歌。谭记儿那捍卫爱情奋不顾身的泼辣豪爽，机智勇敢的精神，使谭记儿这一形象光彩照人，永久不

衰。这一人物的思想性格中的闪光面，最易为下层人民所理解，所赏识，体现出自然纯真的通俗美。  

  2.      热心助人的红娘  

  《西厢记》中的红娘是一个次要角色，但在剧中却起到主要角色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她一出场就给人以聪

明、机智、活泼、的感觉。当张生初次与红娘对话时说“敢问小姐常出来么？”红娘立刻训斥道：“先生是读书君

子，孟子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还心直口快地说出小姐潜出闺房曾

受过夫人责备，“是她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伺妾乎？”又说：“早是妾身，可以容恕，若夫人知此事呵，决无

干休。”张生一句话引出了红娘一连串的责备，并且拒绝回答张生的问话，而申斥道：“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

休胡说！”她一回到莺莺房中绘声绘色地叙述了见到张生的经过，并告诉莺莺她还“抢白了（张生）一顿”，接着

说：“姐姐，我不知他想甚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从这一席话中可以看出红娘的天真活泼。同时她还很正直，

有同情心。当红娘知道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张生爱慕小姐，小姐也倾心于张生时，她从思想上就进一步同情

莺莺了，所以她“愿俺姐姐早寻一个姐夫。”正因为红娘此时在思想上有同情之心，所以，在老夫人许婚，张生解

围后，红娘为之高兴道：“往常两个都害，今日早则喜也。”[3](p12)如果说老夫人“赖婚”之前红娘对莺莺和张生

只是思想上的同情的话，那么“赖婚”之后则是由于红娘的正义感，使她从思想到行动都支持他们的自由婚姻，冒

着被打下下截来的危险，穿针引线，帮助崔张二人挣脱封建枷锁，实现自由结合。红娘设下“月下听琴”之计，给

崔张二人搭起“鹊桥”。“妆台窥简”更展示了红娘的机智。她把张生的书简放在妆台上让小姐自己拿，她躲在一旁

察言观色。哪知莺莺仍然翻了脸，要打下红娘的下截来。好个机智的红娘，她回答：“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

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什么？”这才使莺莺放心。然而红娘却在心里嘲笑说：“没见过寄信的瞒得过鱼雁。”但她

“甘当个缝了口的撮合山。”在莺莺传简给张生说“今夜真的云雨来”后，莺莺还想瞒着红娘，假称要去睡觉让红娘

收拾卧房。红娘着了急，说道：“不争你要睡呵，哪里发付那生？”莺莺说：“什么那生？”红娘道：“姐姐你又来

也，送了人家性命不是耍处！你若有翻悔，我出首与夫人，你着我将简帖儿约下他来。”[3(p18)]红娘抓住莺莺的

心理，几句话就击中了要害，使莺莺不得不在红娘面前公开自己的秘密，并且在红娘的催促下去与张生私会。而

红娘在他们私会时，“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做了个机警、忠实的“哨兵”。这是一付多么诚挚的热心肠呵。“拷

红”是红娘性格发展的高潮，红娘坚持正义，抱着同情心，支持帮助崔张自订终身之事，并冒着自己将被打下下截

来的危险来见老夫人，本要继续瞒过老夫人，但由于欢郎见证，推脱不了，无奈只好实说。老夫人听罢，揪住红

娘问罪说：“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这一罪责红娘岂肯承担，她以守为攻与老夫人展开论辩，说道：“非是张

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 “信者，人之根本，------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

-----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并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

所以才有此一端。红娘真诚地劝说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

家不严之罪”。又委婉地献计说：“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3](p19)经过红娘

的一番义正词严、淋漓透彻的申辩，最后老夫人承认“这小贱人也道得是。”促成了崔张的婚事。这就使红娘这一

机智、聪明、活泼、见义勇为、舍己为人的形象光彩照人。也正因为如此，在现在的生活中，人们仍然把那些无

私地为别人的爱情婚姻的幸福而热情奔走、积极帮助别人克服婚姻中的困难的人物称为红娘，并在生活中长期流

传下去。  

  3.      勇于牺牲的王昭君  

  《汉宫秋》批判奸臣卖国，表达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爱国主义思想，这一爱国思想的主题，充分体现在王昭君

这一女性形象身上。  

  《汉宫秋》中的昭君形象，是以往任何以昭君故事为题材的作品中的昭君形象所不能比拟的。在以往的作品

中，多数把昭君写成因未得到皇帝的恩幸而自暴自弃，含悲抱怨，自请出塞，把能得到恩幸看得高于一切的女

子，或者写成醉心于皇帝的宠爱而殉情于皇帝的驯服奴才。而《汉宫秋》中的王昭君则与众不同，她是相貌美

丽，品行高尚，独具卓识，能为国家民族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爱情和生命的巾帼英雄。马致远首先把《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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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中抽象的“宫女”王昭君改为具体的“务农为业”的“庄农人家”，为这一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奠定基

础。在剧中首先表现出来的是王昭君美丽的外貌和傲岸无畏的性格。她“生的光彩射人，十分艳丽，真乃天下绝

色”，皇帝的宠臣毛延寿向她索贿，她“全然不肯”。面对皇帝的使臣来到她家并选上她，这一生活中的重大转折，

她却无动于衷，不但毫无欣喜之情，而且以鄙夷不屑的态度对待。正是这傲显贵、鄙权臣的性格，才使奸臣毛延

寿恼羞成怒，把她强选入朝，发入冷宫，使她开始了“良宵寂寂谁来伴？唯有琵琶引兴长”的寂寞凄楚、空虚忧闷

的生活。一个偶然的机会被汉元帝发现，她的美貌使皇帝也情不自禁，大加赞赏：“将两叶赛宫样眉儿画。把一个

宜梳里脸儿搽，额角香钿贴翠花，一笑有倾城价，若是越勾践姑苏台上见她，那西施半筹也不纳，更敢早十年败

国亡家。”[3](p110)于是封她明妃，恩宠有加。不料曾经诬陷她的毛延寿畏罪叛国，把她的真像献给匈奴单于，

单于谴使赴汉，并以大兵随后，指名索要昭君，当时满朝文武，束手无策。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昭君挺身而

出，自愿和番。元帝虽然不忍割爱，怎奈宰相无能，朝臣怕死，兵微将寡，国防空虚，只好一边埋怨：“太平时卖

你宰相功劳，有事处把俺佳人迭流”。一边哀叹：“满朝文武都做了毛延寿”。不得不忍痛送别。昭君行至祖国的边

界，选定汉匈两国交界之处，从容不迫地借酒向南浇奠了行将永别的祖国，然后纵身跳入江中壮烈地死去。昭君

投江自杀的悲壮之举，表现了她的爱国精神，宣告了纯洁而崇高的汉族妇女的人格和崇高精神是不容异族统治者

玷污的，同时也体现了她对汉元帝爱情的忠贞。爱国主义思想和纯真爱情的追求，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为

人们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刚烈女性形象。  

  4.      文武双全的钟离春  

  《智勇定齐》杂剧最成功之处，在于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巾帼英雄钟离春的形象。这是一个机智聪明、文武双

全的才女，她文能安邦治国，武能行兵布阵。她“心性明慧，胸襟磊落”，“画诵诗书，夜观天象，十八般武艺皆

通，九经三史尽晓”，“文武兼备，韬略精深，有安江山社稷之才，齐家治国之策”。在她未嫁之前，就与一般女儿

不同，她有着雄才大略“凭着我机谋运筹才智广，任交锋将阵势排，会埋伏把兵艺扬，我与皇家定边疆，除恶

党”，“你待着玩清凉一座牡丹亭，我则待坐中军九顶莲花帐”。对自己的才能，她充满自信。第一次与齐公子相

见，在对答诗中，就显示出她的才能“将军忙来将军忙，朝朝每日斗争强，空有江山并社稷，无人敢与定封疆”。

齐公子奇其才，问其天下大事，钟离春是这样议论现今齐国的局面：“您如今便士不能文，您如今兵慵傲武。那个

肯入水擒蛟，伏林刺虎，一个个智浅才疏腹内虚，怎能勾志纵横德不孤。岂不知西患衡秦，岂不知南仇大楚”。

[3](p142)这番议论，使齐公子大惊，佩服钟离春的才能，于是娶为正室夫人，为自己安邦定国，振兴齐国。婚后

的钟离春，发挥了自己的才能，确实帮助齐公子智勇定齐国，这主要表现在她解开玉环，弹响蒲琴之事。面对秦

国送来的玉连环，燕国送来的蒲琴，满朝文武百官无人能解开，无人能弹响。钟离春从容镇定既解开了玉连环，

又弹响了蒲琴，并将使臣文面、刺背而回。然后布阵排兵，迎战秦、燕等国的来犯，擒拿住秦、燕两国大将，使

秦、燕等国心服口服，十一国甘心称臣进贡，稳定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威镇四海。她有经天纬地之才却其貌不

扬，齐公子求婚，她并未诚惶诚恐，手足无措，而是非常冷静地两次拒收求婚信物，举止得体，不卑不亢。她不

但不依附于男子，而且大智大勇，叱咤风云，让一个个骁勇善战的名将和手操国柄的王公拜倒脚下，心悦诚服。

她确实是一位使须眉汗颜的巾帼英雄。  

  5.      深明大义的继母王婆  

  《蝴蝶梦》塑造了一位富有反抗斗争和自我牺牲精神的继母王婆形象，这是一位正直、坚强和勇敢的颇有见

识的良母。她因其夫惨遭杀害而对凶手葛彪愤怒地喊出：“使不着国戚皇亲，玉叶金枝，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

也吃官司。”这实质上体现了广大人民对法律极端不公平的怨怒情绪。“想当时，你可也不三思。似这般逞凶撒泼

干行止。无过恃着你有权势、有金资，则道是长街上妆好汉，谁想你血泊内也停尸。正是将军着痛箭，还似射人

时”，指尸痛斥，正义凛然。她敢于正视这个严冷的现实，凌然而立，决不因为打死皇亲而有丝毫的惧怕心理。残

酷的现实，使王婆认识到法律太不公平了，所以她没有过多地责备孩子们打死葛彪，以至惹下“刑名事”，反而说

“那厮每情理难容，俺孩儿杀人可恕。”理解和支持孩子们的正义行为。因为她知道，官府不惩处打死无辜者的凶

手，激起了子报父仇。她很坦然地对孩子们说：“不想这场祸从天至，你可打得来血泊停尸。你为亲爷雪恨合当

是，便当刑死赴阴司，也得个孝顺名儿。”她悲痛落泪，但不灰心丧气；她呼告申诉，但没有丝毫的软弱表示；她

目睹了“官吏糊涂”的黑暗社会的种种罪恶，做好了承受更大苦难的精神准备。她安抚并且鼓励自己的孩子们说：

“------你为亲爷雪恨当如是，便相次赴阴司，我也甘心做郭巨埋儿。” “为甚我教你看诗书，习经史，------便做

道审得情真，奏过圣旨，止不过是一人处死。须断不了王家宗祀，那里便灭门绝户了俺一家儿。”[3](p1632)这坚

强而愤懑的声音，使王婆这位母亲的形象，望之令人肃然起敬。尤其是死牢别子一折，非常感人。在死牢里，她

与儿子生离死别的谈话，以及喂他们吃饭，给老大、老二烧饼吃，还叫他们不要让老三（她的亲生儿子）看见---

---，这一件件都是十分感人肺腑的场面描写。“将两个哥哥放免，把第三的孩儿推转。想着我咽苦吞甘，十月怀

耽，哺乳三年。不争教大哥哥二哥哥身遭刑宪，教人道桑新妇不分善良。” “眼见的你两个得升天，单则你小兄弟

丧黄泉，教我扭回身，忍不住泪涟涟。（罢罢罢，但留的你两个呵，他）便死我也甘心情愿。” “我可便可怜孩儿

忒少年，何日得重相见？不争将前家儿一命掩黄泉，枉惹得后代人埋怨。我这里自推自攧到三千遍，畅好是苦痛

也么天！到来日一刀两断，尸横在市廛，再不见石和面。”[3](p1633)王婆对自己“咽苦吞甘，十月怀耽，哺乳三

年”的孩子无疑象爱护自己生命一样。这种母子情爱，是极为珍贵的。然而比这个母子之爱还要伟大和有意义的

是：当对亲生子与非亲生子都需要爱，而又不能兼顾，只能选择一种爱时，就毫不犹豫地重人之子而舍己之子，

是很难能可贵的，是多么高尚的情操！一个人看上去很平常，等到严酷的命运来敲他的门，一种伟大的力量就在



·朱有燉杂剧的现代解 .. 他的心里汹涌起来— —人类的美的力量。作者正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立场，成功地塑造了王婆这一善良正直的继母

形象。  

  这些不平凡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元杂剧中最优秀、最有特色，影响也最大的形象，为元杂剧赢得了很高的

声名，也是元以前任何女性形象所不及的。元以前也有对妓女形象的描述，但从未象元杂剧中对妓女形象这样，

作者倾注了所有的感情，热烈赞美她们的机智聪明。作者之所以写妓女，并歌颂象赵盼儿这样的妓女，是与当时

的社会分不开的，元代社会出现过大量的妓女，仅北方畸形繁荣的大都一地，“娼妓为数亦伙，计有二万有余”。

[4](p209)这是由于特殊的历史年代所造成的灾难。加上元王朝一度中止科举，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处身于下层社

会，他们熟悉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尤其对社会最低层的妓女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于是挥笔疾书，写下了反映

元代社会恶人横行，妓女被残害，“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等重大社会性问题的戏曲，将它搬到戏剧舞台上

加以暴露；因此，通过对赵盼儿、王婆形象的塑造，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这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另外对

王昭君这一形象的塑造，否定了“女人祸水”的传统观念，提高了妇女的地位。而钟离春的形象塑造，以前所未有

的才女形象出现在中国戏曲画廊中，闪烁出女性的聪明智慧，这本身就是对“男尊女卑”思想的一种有力抨击。这

种新思想的出现也是市民思想意识的反映。同时可以看出这些不平凡的女性都表现出了大胆、泼辣、机智、聪

明、深明大义的性格特征，这与社会情况的变异和创作者的社会地位的改变分不开的。元代以前，统治者以儒家

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建立了一整套纲常观念和严整的道德规范，尤其妇女的思想和行动更受到了严酷的钳制，成

为男子的绝对附庸。元代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虽然充分显示了它的野蛮、残酷的统治特色，但在思想钳制上，

却远逊于前代。元朝开国之初，就有汉儒反复向元代统治者阐述儒学治国平天下的良药，应当开科取士，网罗人

才，但元代统治者并未予以重视。朱元璋在分析元朝失天下的原因时认为“耽于逸乐，循至灭亡，其失在于纵

弛”。[5](p31)这“纵弛”当然包括对思想的钳制和禁锢较为松懈在内。在婚姻方面，蒙古族的乱婚习俗冲击了程朱

理学束缚妇女的链条，纲常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从这个意义上说，元代女子可以说得到了一种暂时的、

有限的“解放”。《元史·列女传》所言：“女生而处闺闼之中，溺情爱之和，耳不聆箴史之言，目不睹防范之具，

由是动逾礼则，而往往自放于邪僻矣”，[6](p4483)便是有感于女子放任越礼的世风日下之叹。因此，比起元以前

的女性形象来，元杂剧中的女性常常带有“野性”，她们富有胆识，敢作敢为，少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负担。另

外，宋元以来，城市经济繁荣，特别是杂剧兴起，大量的杂剧社团在城市出现，促使相当一部分女子成为职业妇

女进入社会。宋代伎艺人中女流较少，这可以从《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盛录》、《梦梁录》等书中看出

来。而元代的女演员则成批涌现，这些女子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从家庭进入社会，阅历得以丰富，眼界随之开

阔，社会地位也有所上升。这些女子在妇女中虽属少数，但影响较大，代表了一种发展的趋势。加以元代的杂剧

作家大多数是生活在比较接近社会下层的知识分子，即使如白朴这样出身士大夫阶层的杂剧作家，由于他特殊的

生活遭遇，也使他与下层市民以及杂剧演员有许多的接触，这也是元杂剧中出现诸如赵盼儿、谭记儿、红娘、钟

离春、王婆等大胆、泼辣带有一定“独立”性格色彩的叛逆女性的重要原因。  

  综观元杂剧这一些女性形象，可以看出，元杂剧作者并没有将重点放在表现社会底层那些孱弱女子的凄凄惨

惨戚戚，而是更热衷于选择一些坚毅倔强、敢作敢为，能忍辱负重，甚至略带几分粗野泼辣的女性作为剧中的正

面人物。赵盼儿、红娘等热心助人，成人之美；王婆、王昭君的勇于自我牺牲；钟离春的文武全才、巾帼胜须眉

的精神；使人久久不能忘怀，留传后世，永放光芒，形成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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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Individual Nature To Her Essence ” 

        — —Analysis of representative female images in Yuan-ZaJu  

                 Zhao Xiaohong

(Postdoctor,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Abstract:The most brilliant era of Northern tunes ZaJu wa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Because of its 

prominent accomplishment, it was called an era literature with poetry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 female images obtained great praises for Yuan-ZaJu. This article explores on the 

female images of Yuan-ZaJu, analyzes their advances over the literature images in the pre-

dynasties, and the society reasons that formed the character features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Yuan-

Za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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