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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西文学中都存在弃妇形象, 它们有着众多的共相, 但更有众多的 �异相 。这种异相表现在对爱情

的追求、被弃后的反抗态度及对待命运的观念等方面。差异背后隐含的是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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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学中都有弃妇形象的存在, 美狄亚是

西方文学中极具个性和代表的弃妇典型,维吉尔

!埃涅阿斯纪 ∀中的狄多女王, 雨果!悲惨世界 ∀中
的芳汀,小仲马 !茶花女 ∀中的玛格丽特, 巴尔扎

克 !高老头∀和 !弃妇 ∀中的鲍赛昂夫人, 哈代 !德

伯家的苔丝 ∀中的苔丝, 夏绿蒂 # 勃郎特 !简 #
爱 ∀中罗彻斯特的疯妻伯莎等等,都是西方文学中

知名的弃妇形象。中国文学中弃妇形象更是不绝

如缕,知名度颇高的就有氓之妻、霍小玉、秦香莲、

杜十娘等。这些中西弃妇形象表现出众多的共

相,但更有众多的 �异相  , 我们先来看看其相异

性。

1、对爱情的追求差异明显。美狄亚对爱情的

追求,积极主动, 热烈大胆, 有着外向奔放的热情;

她是个蛮邦公主,精通巫术,身上充满了一种野性

美,她与伊阿宋一见钟情,她的爱具有欧罗巴民族

的典型特征。在被丘比特神箭射中后,也曾试图

摆脱爱情的控制, 她知道所爱的人要盗取父王的

国宝, 是国家的敌人,但在理智和情感的抉择中,

还是汹涌澎湃的爱情占了上风, 爱的烈火焚烧了

一切。为了爱, 她谋杀兄弟、背叛父亲, 显得主动

果敢, 没有道德的禁制和约束! 以后西方文学中

的安娜、德瑞那夫人、爱玛等无不积极大胆,热烈

奔放地追求美好的爱情。

中国弃妇则相对稳妥慎重, 内敛含蓄。!卫风

#氓∀中的氓妇对爱情的追求可谓热烈大胆, 是一

首不可多得的表现中国传统女性自由恋爱的佳

作。不过,诗中爱情的主动方还是以 �抱布贸丝  

为借口的男子,面对男子的急切, 氓妇一方面被她

的爱所感动,另一方面, 又显示出女子的矜持与委

婉。从 �匪我愆期, 子无良媒  、�尔卜尔筮, 体无

咎言  可看出, 这位大胆的女孩在小心谨慎地维护
着自己,不敢贸然冲动, 以免受到无端的伤害。她

希望对方理解:不是我不答应你, 而是因为你还没

有找好媒人来提亲。她还要进行卜卦, 在发现没

有什么不吉利时, 才放下心来。封建道德规范和

禁忌,已深深影响着这对自由恋爱者,成了他们无

法超越的精神障碍。

条件相比男子优越, 追求相对主动大胆的氓

妇尚且如此, 其他的女子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背景

之下,更显示出一种内敛羞怯。她们不是没有爱,

而是不敢勇敢地面对和表达爱,有着 �爱你在心口

难开  的含蓄。社会地位的低微、经济状况的窘
迫, 渗透在她们骨子里的是自卑与担忧: 害怕社会

道德和舆论的压力; 担忧公婆甚至姑嫂的不满和

挑剔;顾虑生儿育女的沉重负担; 担心夫君的性格

品行; 惧怕一朝人老色衰, 遭受抛弃∃∃, 她们要
顾及的实在太多太多,因此不能不三思而行,爱情

自然便显得被动了。更可悲的是, 她们往往由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缔结婚姻, 更只能听天由命, 菩

萨保佑了。中国封建社会只有丈夫休弃妻子的

�七去 之条, 却没有妻子休弃丈夫的先例, 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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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罢了。从这个角度考

虑,中国女性对爱情的态度的表现,相当程度上是

情势使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由此来观照 !唐宋传

奇 #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她真心实意地爱上了

风流才子李益,从她初见李益时的低鬟微笑, 细语

轻歌, 以及两人独处时的言叙温和, 辞气宛媚,极

其欢爱,都可看出她对李公子的深情厚谊。她的

情和爱是东方式的委婉与含蓄, 她无法放任这种

爱,果然在中宵之夜,她和盘托出了自己的顾虑:

�玉忽流涕观生曰: &妾本倡家, 自知非匹, 今以色

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 恩移情替, 使女萝

无托, 秋扇见捐。极欢之际, 不觉悲至。∋  直至李

益誓言 �粉骨碎身, 誓不相舍  , 并著之盟约, �引
谕山河,指诚日月  , 才放心地日夜相从。传统女

性的这种温顺与卑怯,理应被男子珍惜和爱怜,然

而事实正好相反,在严重的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里,

她们反而遭受欺凌与被弃, 正如唐诗人白居易所

叹: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白居

易 !太行路∀ )这是很值得思考的。

2、被弃后的反抗迥异。西方弃妇的爱是轰轰

烈烈的,仇和恨也是震撼人心的。美狄亚因愤怒

而爆发的疯狂复仇, 引来了古往今来无数读者的

感叹。面临被驱逐与被抛弃,美狄亚痛苦万分,但

她绝不象中国弃妇那样逆来顺受, 忍气吞声, 而是

怒不可遏,当面怒斥, 她向天神质问: �为什么只给

一种可靠的标记,让凡人来识别金子的真伪, 却不

在那肉体上打上烙印, 来辨别人类的善恶?  不仅
言辞犀利,而且行动更为强硬。她选择了以恶对

恶的报复方式。首先, 杀死情敌和她的父王克瑞

翁,让伊阿宋攀龙附凤、企求荣华富贵的美梦彻底

破灭。继而为了彻底报复伊阿宋, 她要让对方断

子绝孙,这在当时是对男子最具杀伤力的报复。

于是她采取了骇人听闻的报复手段:杀死两个儿

子! 连伊阿宋最后的安慰 ( ( ( 亲吻抚摸一下孩
子,亲自安葬他们的要求也被拒绝了。美狄亚的

复仇是疯狂的、变态的、血淋淋的, 她因此成为文

学史上著名的复仇女神的形象。

同样,巴尔扎克笔下贵族社会的 �最后一朵玫
瑰  鲍赛昂夫人, 虽属贵族阶层, 但追求的却是资

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她既有传统婚姻的束缚, 也

有对真爱的执着追求, 在追求中表现出可贵的反

抗性, 她多次声明 �我是要反抗的!  !高老头 ∀中,

第一次遭阿矍达侯爵抛弃, 她就与之分居。在 !弃

妇 ∀中, 她的第二个情人又同有钱女人结婚,弃她

而去,而当这位情人在完婚后出于刻骨的相思去

看她时, 鲍夫人马上跃上窗台, 准备跳下去, 以死

相逼,并大喊要他滚出去,决不许他靠近。她渴望

爱情,但她不求施舍,她拒绝可耻的与她人分享的

爱, 她的决绝态度使她的形象更具个性魅力。子

爵夫人对欺辱她的外部世界是抗争的、反叛的, 她

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和权利, 虽然没能保

住她持久的幸福, 但却维护了作为 �人  的尊严和

高贵的气度。在资产阶级的金钱面前, 她是失败

者, 而在追求个性自由的角度上, 她有积极行动,

不屈抗争的一面。

中国的弃妇, 则是另一番景象。她们也有一

定的反抗性, 如氓妇对丈夫的无情无义就采取了

决绝的态度。通晓琴棋书画,温文尔雅的霍小玉,

在被弃之后, 积郁成疾, 气息淹淹, 在最后一见绝

情的李益时: �玉乃侧身转面,斜视生良久, 遂举杯
酒酬地曰: &我为女子, 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 负心

若此。韶颜稚齿, 饮恨而终。慈母在堂, 不能供

养。绮罗弦管, 从此永休。征痛黄泉, 皆君所致。

李君李君, 今当永诀! 我死之后, 必为厉鬼, 使君

妻妾,终日不安! ∋乃引左手握生臂, 掷杯于地, 长

恸号哭数声而绝。 言辞悲愤,可见她的刚强义烈,

在她死后,李益鬼魂缠身,遭到了应有的报应。但

是中国弃妇们的反抗毕竟还是极为可怜和有限

的, 在程度上远远无法与西方弃妇的报复媲美。

她们的反抗具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特色, 那就是怨

怒远大于行动, 显示出阴柔与忍耐。氓妇较多地

将情感投向内心世界, �静言思之, 躬自悼矣  , 除

了怨恨和反思,她并没有果敢有力的激烈行动, 顶

多是总结教训,告诫其他女同胞, 以后再也别上坏

男人的当了! 霍小玉确有一定的反抗性, 但这种

反抗也只是表达强烈的怨忿不平, 同样没有付诸

行动从而给负心人以应有的惩处。她真正的报复

只有在死后寄托于鬼魂复仇, 她的冤魂让李益后

来始终不得家庭安静和幸福。象这种死后变为厉

鬼, 以超人的力量, 讨还血债的, 中国文学中还有

不少例证。

可能人们觉得还是秦香莲的报复最有力, 因

为她终究让陈世美死于铡刀之下, 为负心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实则不然, 秦香莲完全具有中国传

统女性的美德,温婉柔弱,克己服礼, 忍辱负重, 顾

全大局,体现了阴柔之美:一是在陈世美苦读求功

名时,她以妻子的贤淑, 无怨无悔承担一切家务,

帮助和鼓励他,让他安心求进;二是在陈世美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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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试后,家乡两年灾荒,又是秦香莲独自默默承担

了全部的家庭重任, 上敬公婆, 下育幼子,常以草

根树叶充饥,其情其境可想而知; 三是公婆死后,

她尽力安葬,克尽孝道,后又孤身携子,千里寻夫,

沿途乞讨,艰辛备尝;四是发现丈夫攀龙附凤,成

了驸马后,她至情至理劝他回心转意, 无望后降格

以求,哀求陈世美即使不认妻, 也应认无辜的亲生

儿子, 可谓仁至义尽;五是将陈世美告上官府,实

为逼上梁山之举! 在陈要将母子三人赶出西关,

竟欲杀妻灭子时, 才忍无可忍拉着儿女去开封府

告状; 六是刀铡陈世美,也不是秦香莲亲手所为,

而是包大人主持公道, 力顶权贵, 为民作主,铡了

陈士美,这完全是陈罪有应得! 以上六点无不说

明秦香莲是中国式的贤妻良母。

3、对待命运观念的差异。西方妇女在遭受被

弃的命运后,她们愤然于命运的不合理,进行了强

烈的控诉。美狄亚面对复仇与杀子的二难选择,

心如刀绞,她怨恨不公正的命运带来的痛楚: �啊,

我真是个苦命的女人!  暴露了复仇女神脆弱的一

面。但美狄亚终究在命运面前没有屈服,展现了

西方人在不可更改的命运前依然不失人的高贵和

尊严,哪怕困兽犹斗, 也要显示自我的风采。从美

狄亚复仇的行动和心理的全过程看,她没有屈从

命运的摆布,没有顺应家庭的突然变故,却始终在

掌握自我行动的主动权。如果说, 伊阿宋最后遭

受情人被害,儿子被杀,自己在悲惨痛苦中死去的

恶运, 那完全是他背信弃义、自我作孽的结果,那

么,美狄亚的悲剧同样可以说是她自己行为选择

的必然结果。如此看来,命运并非全由神灵主宰,

命运往往掌握在自我手中, 关键看人的自我选择。

安娜、苔丝、玛丝洛娃等人虽然都以悲剧性的命运

结束, 但她们也都有困兽犹斗的行为和勇气。所

以, 20世纪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就提出了 �存在先

于本质  �自由选择  的哲学命题, 充分体现了命
运观念中人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

中国弃妇面对命运的不公, 普遍采取一种逆

来顺受的态度。她们长期受封建礼法制度和孔孟

儒家思想的影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形成了精

神的麻木和思想的近视, 她们觉得女人就是这样

的命, �命中有时终须有, 命中无时莫强求  ,相夫

教子, 是她们的天职,至于同男人的婚事,那也全

是命中注定, 一切皆随缘分, �嫁鸡随鸡, 嫁狗随

狗 是屈从命运的形象表达。嫁了好丈夫, 是前世

修福,缘定三身;嫁了差丈夫,是命中注定, 不怨天

犹人;而被丈夫休弃,那也是缘分已尽, 无力回天。

所以只有怨叹, 忍受, 除非被逼太急, 是不可能有

所行动的。至于报复惩处恶男坏夫, 只能靠道义

或靠清官,还靠不了,就靠来世报应, 靠冤魂索命,

反正作为小女子只能认命以从。中国人的命运观

源自于天人合一思想,重视因果报应,注重轮回来

世, 将命运归于惩恶扬善的伦理范畴之中。人在

命运面前,除了顺乎天道,别无选择!

为什么中西文学中的弃妇形象存在如此大的

差异? 这主要源于中西文化观念的不同。西方文

化强调的是以个人为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念而中国

文体化注重的是集体价值观念。西方人为了个人

价值的实现可以不顾一切, 美狄亚的追求和复仇

就是典型的个体本位思想的展现。为了个人幸福

的实现,她不择手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个人价

值和力量得到了最充分的展露。她的爱,是激流!

是烈焰! 可以冲垮一切阻碍,可以熔化一切堡垒。

爱就要爱得轰轰烈烈, 活就要活得潇潇洒洒。在

中国集体价值观念的影响下,男女对爱情的追求,

就呈现出想爱,却不敢爱;有恨, 但不能恨的情形。

秦香莲、窦氏们的反抗只能借助于清官明断,或借

助于超现实的鬼魂力量。黑格尔说: �中国纯粹建

筑在一种道德的结合上, 国家的特点便是客观的

&家庭孝敬 ∋。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

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 [ 1]个体的退让, 使
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良好的发挥, 人的开拓创

新、锐意进取的精神被消解了,中国的英雄成了道

德的楷模而非能力型的英雄。文化对个体的压

抑, 再加上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 使中国的社会成

了没有民主的社会;家庭成为缺乏民主的家庭, 女

性因而倍受歧视,她们根本没有权力和机会去争

取个人的自由和反抗屈辱的地位, 这是中国弃妇

不敢大胆追求也不敢坚强反抗的重要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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