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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弃妇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大类别。《诗经》和汉乐府都成功塑造了一类个性鲜明、形色各异的弃妇群

体。《诗经》与汉乐府除了具有相似的悲剧性特点外，同时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对两部作品所塑造的

弃妇形象进行了分类探讨，通过梳理两部作品所体现的弃妇形象类型来对比其异同进而探究造成两者不

同的悲剧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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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andoned women’s poetry is a major categ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Both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Han Dynasty successfully created a group of abandoned women with distinct personali-
ties and different shapes and colors. In addition to the similar tragic characteristics, The Book of 
Songs and The Han Dynasty also have great differences. This paper classifies the images of aban-
doned women in the two works, compar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y sorting out the types 
of images of abandoned women in the two works, and then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ir different 
trage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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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诗经》是中国弃妇文化的开端，自此“弃妇”题材诗歌在中国蔚为大观，波澜壮阔。在《诗经》

所有的弃妇形象中形成了一种“女子痴情，男子负心，女人哀叹”的模式，为其所咏、所泣、所悲，主

要内容多是描写弃妇被弃前在家中的勤劳和温驯或是弃妇被弃后内心表达自己对负心汉的不满，大多都

是自哀自伤的情感态度，而在相隔不远的汉代，同样都是叙写弃妇题材，汉乐府诗中却塑造了一类个性

鲜明、形色各异的弃妇群体，在封建礼教更为严峻的形式压迫下，他们展现出勇于摆脱枷锁的个性与追

求爱情自由的诉求，面对丈夫的抛弃不留恋、不哭啼、不纠缠，与先秦时期相比在人物思想上有了显著

的进步。本文将通过分析《诗经》与汉乐府诗中形色各异的弃妇形象进一步比较二者的异同，同时揭示

出造成弃妇悲剧命运的深刻内涵。 

2. 诗经中的弃妇形象 

2.1. 哀怨悲思型 

哀怨悲思指面对被抛弃的悲剧命运时，女主人公更多的是表现出哀怨的情感以及悲切的情思，主要

体现在《诗经》中的以下几篇诗作中。 
《郑风·遵大路》这首诗并没有交代事情发生的前因后果，而是通过一段生活场景的描写，体现出

女主人公的哀伤和凄苦，在男子离家出走的路上，拉住他的手反复哀求，仅仅两章八句，却生动体现了

诗中女主人公的孤苦无助，《郑风》描写的这一女性形象是痴情的，也是执着的，同时从“无我恶兮，

无我丑兮”[1]也能看出她是不够自信的，也是软弱的，所以在本诗中并没有对过往的追忆，也没有对负

心汉无情的斥责，仅仅只是乞求夫君不要忘记旧情，不要丢下自己。 
在《邶风·谷风》中通过自叙的方式描绘出一位辛勤操劳家务，与夫同心，共创家业，苦尽甘来，

但夫另娶，最终惨遭遗弃的女性形象，运用丰富生动的写作手法言情表意，在诗中多次描写这样的场景，

一边是丈夫的宴尔新婚的热闹场景，另一边又是自己的“行道迟迟”的悲惨凄凉，一悲一喜；一方面是

丈夫的“不我屑以”，另一方面是自己“泾以渭浊，湜湜其沚”[1]的矢志不渝，一有情一无情，突出了

作者在被弃后内心痛苦与艰苦的境况。 
而《小雅·白华》与众不同的地方是诗中所叙述的主人公身份显赫，贵为一国之后，是所谓上层社

会女子的典型象征，但却依旧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诗中运用多种意象，并以此起兴写出了女主人公哀叹、

孤寂、失落、痛苦的心理，诗的最后“有扁斯石，履之卑兮”[1]显现出诗中女主人公对自己今后的命运

惘然无措，不知该何去何从，折射出古代社会所有被弃妇女的普遍的人生心态。 

2.2. 刚毅决绝型 

与哀怨悲思的特点截然相反，女主人公在面对不幸命运时呈现出的却是刚强坚毅、洒脱的个性，坚

定断然的结束了自己的婚姻，以诗经中的《氓》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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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氓》在诗经中属于长篇叙事抒情诗，全诗采用回忆倒叙的方式，情节曲折，凄切动人，讲述了女

子婚姻不幸的经过，年轻时的她纯真、明净，深深地爱慕着氓并与他私定终身，婚后却委曲求全、忍气

吞声，被丈夫抛弃后才真正看清了氓，可惜一切为时已晚，回到娘家后非但没有得到同情，还被兄长们

无情嘲笑，只能暗自悲伤。同时女主人公也抒发自己“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1]的血泪教训，是以警戒世人，具有明显的教化意义。在诗的最后，女主人公痛定思痛，以决绝作结，

表现出来少有的洒脱与性格中刚强的一面，和你相伴到老会使我怨恨，那就结束吧，结束的是无爱的婚

姻，也是自己的哀怨，也正是该女子这样的洒脱，奠定了《氓》在中国文学史的弃妇诗中不可忽视的地

位。 

2.3. 爱恨交加型 

爱恨交加指一种复杂的情感交织的状态，又恋又恨，一边责怪又一边期盼，从而使自己陷入一种深

深的矛盾中，以《召南·江有祀》与《邶风》篇为典型[2]。 
《召南·江有祀》全诗共分为三章，每章首句都运用赋体平铺直叙，将负心男子的冷漠与绝情直接

呈现在读者面前，同时，在“其后也悔”、“其后也处”[3]、中也可以看出本诗中的女主人公是有一定

自信的，在感情中充分的肯定自身价值与存在的意义，所以判定负心男子最终将会招致后悔、自伤、痛

苦的结局。不论这是否为该女子的一厢情愿，在她的决绝中都暗含着一定的复杂性，蕴含着对他心回意

转的期盼，依旧对该男子恋恋不忘，并期待二人重归于好，从而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 
在《邶风·日月》中全诗并未展现弃妇具体的内心世界，而是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对她的心理历程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刻画，共分为四章，每章以“日居月诸”作为起兴，哭诉被遗弃后的怨愤，在如歌如

泣的语言中流露着充分的真情实感。此诗中女子内心是十分矛盾的，展现出弃妇一边哭诉、责怪丈夫的

三心二意与冷漠，一边又隐含着思念丈夫的情感，期盼他回心转意，对自己有所顾念的心愿。 
《邶风·终风》开篇用比，写丈夫的脾气阴沉不定，同时用阴暗、凄惨的景象折射出诗中女主人公

不幸的命运，诗中展现了丈夫对自己的恣肆戏谑与暴戾，尽管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中女主人公也丝毫

没有显露出对丈夫的怨愤，仅有的只是对丈夫的深切思念与空切悲叹，感情的鲜明对比更加凸显出诗中

女主人公所受到的伤害。在丈夫走后，该女子又陷入既希望他幡然悔悟又深知一切都是痴心妄想的矛盾

心理当中、又恋又恨的相互交织使这样的一位女子在一个个孤寂的夜里“寤言不寐，愿言则怀”[3]，辗

转难眠，悲戚无法排遣。 

3. 汉乐府中的弃妇形象 

3.1. 寂寥愁怨、心酸苦楚 

女主人公在被弃后面对自己独自一人、寂寞孤独的处境而呈现出的忧愁、心酸的情绪，在汉乐府中

相关的弃妇题材的作品主要有以下两篇。 
《上山采靡芜》描写的是故夫与弃妇在山中相遇的场景，采用对话的方式，主要围绕故夫、新人、

弃妇三人展开，可以看出诗中所描写的是一位心善、勤恳、美丽的女性形象，二人在对话中彼此倾诉各

自的内心感受与痛楚，弃妇“长跪问故，新人复何如”[3]既表露出她的怨恨委屈，又暗含着他对丈夫喜

新厌旧的谴责之意。诗中作者并没有对抛弃前妻的丈夫做任何的谴责与说明，而在诗的最后故夫得出了

新不如旧的道理，深刻讽刺了封建社会下男子在婚姻爱情上好喜新厌旧的社会形态。 
《怨歌行》为一首宫怨诗，作者借团扇的不幸境遇贴切、形象地反衬出自己的悲惨命运。开篇用扇

拟人，使读者对女主人公有了一个大致了解，出身显赫，品质高洁，洁白无瑕，兼有内在与外在美而受

到宠爱，但作者也深知受宠只是暂时的，圣宠更是无法持久，色衰爱驰时也就难逃被抛弃的结局，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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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陷痛苦与忧虑之中。通过盛与衰的鲜明对比，使作者感慨自己不幸的一生，同时也反映出封建社会

妇女被丈夫所玩弄、所抛弃的普遍社会形态，引人深思。 

3.2. 敢爱敢恨、刚毅决绝 

在汉乐府诗歌中，描写了一群这样的女性形象，他们有着坚毅果敢的性格特点，爱憎分明，性情洒

脱，以《白头吟》和《有所思》为例展开阐述。 
《白头吟》中“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3]可谓是千古绝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对丈夫

的真挚感情与对爱情的深切渴望，其所塑造的女子是具有强烈感情、果敢坚强的，“闻君有两意”时便

“故来相决绝”[3]，面对丈夫变心，不留恋、不哭啼、不纠缠，追求爱情时可以随君离家出走，在得知

丈夫有二心时，毅然决然的离君而去，在本诗的最后，女主人公对男子感情专一、有情有义给予肯定，

也指责其三心二意、喜新厌旧的情感态度，劝诫世人。 
在《有所思》的开篇就写到该女子用一支自己精心装饰的“玳瑁簪”当作信物寄托自己对情郎的相

思，短短几句言浅意深，足以见她对丈夫的爱恋之深，诗的第四句话锋一转，“闻君有他心”，她内心

悲痛，随即转爱为恨，把信物“摧烧之，当风扬其灰”[3]，对他的感情也如这珠子一般，随风飘散，女

子性格刚毅果决，誓要与他断绝相思，不再留恋，激愤过后，又深深的陷入对回忆的眷恋与忧虑当中，

不由得发出一声悲叹。 

3.3. 捍卫真情、宁死不屈 

《孔雀东南飞》中体现出的婆媳关系历来都是一个亘古难题，该诗作为汉乐府诗中的一首长篇诗歌，

描写的是相爱的夫妻二人因婆婆、兄长阻拦，双双以死殉情的故事。该诗中的女主人公善良勤劳、感情

热烈、品质高洁，同男主人公一样都对爱情坚贞不渝、具有抗争精神，宁死不屈，二者都是作者所塑造

的正面形象。此诗与众不同的地方是女主人公不是因普遍现象的由于丈夫寡情、无义而被抛弃，而是由

于外界因素造成的，带有一定的悲剧色彩。二人最终在死后合葬，相会于黄泉，化作双飞鸟双宿双飞。

本诗极尽生动地描绘了二人相濡以沫的爱情，颇具浪漫主义色彩，同时深刻批判封建社会制度，赞扬二

人强烈的抗争精神与誓死不渝的爱情，赢得了后人的同情与尊重。 

4. 诗经与汉乐府中弃妇形象的异同 

4.1. 不同时代下形色各异的弃妇形象 

1) 汉乐府中所塑造的弃妇形象更为丰满，被弃原因也更加复杂。 
《诗经》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大体相似，都具有勤劳、善良的性格特点，且都无亏妇德，有功夫家。被

弃大多也是遇人不淑的原因，其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男子同困苦不同富贵，如《邶风·谷风》中的“既

生既育，比予于毒”[1]，妻子对丈夫一片痴情得到的却是他的狠心抛弃甚至拳脚相加，二人共同经营使家

庭境遇好转，男子却抛弃糟糠之妻，喜迎新人。二是由于女性年老色衰，色衰而爱驰，如《氓》中通过“桑

之未落，其叶沃若”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1]的对比，侧面写到了女性因年老色衰而被氓所抛弃。 
汉乐府中妇女的被弃除所嫁非人、男子“二三其德”以外，女性无所出和外界因素的干预也是主要

原因。汉乐府诗《上山采靡芜》写到女子在上山途中采摘蘼芜时遇到前夫，而蘼芜是一种香草，古人认

为蘼芜可使妇人多子，诗中故夫对女子德行、勤劳都予以肯定，且最终得出“新人不如故”的结论，说

明他对前妻还是有一定的感情，抛弃故人可能并非他所愿，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该诗中女主人公因无子

而被抛弃，而女性由于无所出被弃，表面看起来可以归过于丈夫无情，归其根本则是由于封建伦理的束

缚与压迫，使其被迫沦为封建社会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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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乐府弃妇较之于诗经，反抗意识更为强烈，时机选择更为成熟[4]。 
《诗经》中的大多弃妇在被弃后表现出来的是哀怨悲思、恋恋不舍的情绪，如《郑风·遵大路》、

《王风·中古有蓷》两篇，形象的刻画了女子们的无奈，即使是诗经中少有的具有一定反抗意识的《氓》，

女主人公也是在被抛弃以后，才认清氓的虚伪狡诈凶狠，并痛斥他始乱终弃的恶劣行径，但《氓》中女

子的斗争还只是停留在言语层面上，有一定的被动性和不彻底性。 
在汉乐府中，女主人公的反抗意识在被弃之前就已出现，《孔雀东南飞》的刘兰芝选择在婆婆唆使

丈夫休妻前就自请离家而走，维护自己的尊严；《有所思》、《白头吟》的女主人公也是在“闻君有他

心”时就选择“故来相决绝”，甚至提升到了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反抗意识的层面，如《有所思》中女

主人公，把当时寄托自己对情郎情思的信物玳瑁簪“拉杂催烧之”又“当风扬其灰”，相对于《诗经》，

其斗争方式有极大的进步，这是女性意识不断增强的象征，体现出女性作为社会的独立个体，其独立思

想、反抗意识更加不能为人所忽视[5]。 

4.2. 相似的痴情女子负心汉情节 

《诗经》与汉乐府中的弃妇形象不论是在发现丈夫有二心时的刚毅决绝型，还是在被弃后万念俱灰

的黯然神伤型，其共同特征是都在被弃前对丈夫情深谊重[6]，如在《邶风·谷风》的女子“德音莫违，

及尔同死”中到死不离分的情分，又如《氓》中女主人公常常“乘彼垝垣”，看不见时“泣涕涟涟”，

见到氓时又“载笑载言”等，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女子对丈夫的用情至深，但出于各种原因最终都难逃被

丈夫狠心抛弃的结局，所谓爱之深，痛之切，在被抛弃后，她们所受到的创伤无疑是巨大的，夹杂着对

未来茫然无措、不知所云的复杂情绪，但在面对今后孑然一身、不得其所的困境时，又展现出形形色色、

截然不同的性格特点。 

5. 悲剧原因的深刻审视 

5.1. 封建专制的男权社会 

从父系氏族社会代替母系氏族社会而后过渡到封建时期的过程就是一个女性地位逐渐下降的过程，

在封建社会中标榜女子的三从四德，强调女性对男子的顺从及从一而终的贞操观念，《女训》《列女传》

也压制了妇女们的思想，弃妇们的悲剧究其根本是由于封建制度造成的。 
1) 女性经济社会地位低下 
封建社会男性、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权利都是由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决定的，传统的生产方式

使得女性无法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相应的就无法获得较高的社会认可度，从而

只能归属于男性，成为他们的附庸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男尊女卑的社会现状，社

会对于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也增加了各式各样的条条框框来保证他们对男性的绝对遵从，例如三纲五常

中的“夫为妻纲”、讲究三从四德，还有一些社会惯有风俗等等，使女子在当时的社会婚姻中丧失了自

我，甚至沦为任人支配的玩物。 
2) 部分女性奴性心理较深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只有两个时代，一个是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一个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

代”[7]。封建时期的女性更是如此，长久以来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已经使女性在思想上产生了根本性

的变化，天经地义的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在她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如《上山采蘼芜》中所描写的弃妇在

遇到自己无情的丈夫时，第一反应是恭恭敬敬地“长跪”，而后才与之交谈，怨怒只能暗藏在话语中表

达，两人“相敬如宾”，而女子的恭敬、温顺、无奈才显的更令人心痛。封建女性在家庭中的存在意义

体现在满足丈夫寻欢作乐的需求以及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上，日渐卑微的地位使其逐渐丧失了自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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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能动性，忽视个体本身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我们所接触到的不论是先秦还是两汉时期的弃妇几乎没有

一位女子是有损妇德的，所以他们在婚姻中不遗余力的扮演一个勤劳善良恭谦顺从的好妻子形象，一旦

被抛弃，对未来的生活不知该何去何从，对自己今后的命运感到束手无策，可能无法再嫁，回到娘家又

免不了受到数落与嘲笑。 

5.2. 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婚姻悲剧 

1) 先秦时期 
在《诗经》形成的年代表现的是相对自由的两性关系，相对于汉乐府中的女性形象，在爱情与婚恋

上有一定的自主性，而汉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则带有了一层深深的封建礼教的烙印，这是受时代所影响

的[8]。“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先秦时期并不是绝对性的，如《氓》中的女主人公年轻时便与氓私定

终身，后结为夫妇，在自己的恋爱与婚姻上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这一时期的女性受到封建礼教残害的

程度也相对小一些，所以《诗经》女主人公形象大多都是直白爽朗的，被抛弃后不至于处于进退两难的

绝对劣势中，社会包容度相对于汉代也更高一些。 
2) 两汉时期 
汉代时一套体系完备的封建礼教观念已基本形成，所以汉乐府中的弃妇相比于先秦时期，受封建礼

教毒害更为严重。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当时社会所宣扬的正统思想，对生活在当时社

会背景下的人们起到了一定的教化作用，夫为妻纲的思想建立起夫妻之间尊卑关系的基本准则，并在一

众汉代女性的观念中根深蒂固，从而使女子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握权。所以在汉代时期，即使有凤求

凰的唯美爱情，也阻挡不了司马相如纳妾之心，即便是夫妻二人恩爱有加，如《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

芝夫妇，他们的爱情甚至凌驾于生命之上，却也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这就造成被压迫下的弃妇极易走向

两个极端的局面，要么忍气吞声、对丈夫的无情默默忍受，要么就激烈反抗、在得知丈夫有二心时表现

出刚毅决绝的态度，一边使尽浑身解数来避免自己被抛弃的悲剧命运，一边致使深受压迫的女性自我意

识逐渐觉醒，激烈的对抗封建礼教，而这一时代的弃妇诗也大多体现的是传统观念中的封建礼教与新思

想的冲突。 

6. 结语 

“弃妇”首先是社会现象，然后才是文学现象。特定的时代背景都对文学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影响，

无论是先秦时期，还是两汉年间；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上层社会，女性都处于劣势地位，若遇人不淑，

都难逃被抛弃的命运，《诗经》与汉乐府中所塑造的弃妇形象都具备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诗经》中女子被弃后多自怨自怜而非对负心男子的怨愤斥责，继而期盼丈夫幡然悔悟，二人言归

于好[9]，如《邶风·谷风》中纵使丈夫万般无情，甚至另有新欢，女主人公依旧沉浸在他过去的甜言蜜

语中，对丈夫依旧抱有的幻想。而汉乐府中所塑造的女子形象都是直爽、坚强、决绝的，她们长情也绝

情，有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心态，对丈夫的三心二意绝不妥协，拥有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对美好

未来仍满怀期待，对封建伦理有所反抗，如《有所思》《白头吟》中的女主人公虽对爱情有着“愿得一

心人，白首不相离”的美好期待，但在“闻君有两意”时就毅然决然的“相思与君绝”。较之于《诗经》，

汉乐府中塑造的弃妇形象在婚姻中更加肯定自我价值与存在的意义，丈夫因色衰而爱驰，妇女们便毅然

决然地走上爱驰则恩绝的道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与忠贞的爱情全部化为泡影时，他们勇于突破封

建牢笼的束缚，展现其深刻的独立思想与反抗意识，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痴缠，并不能留住爱情，敛气低眉、逆来顺受并不能换来丈夫的回心转意，《诗经》与汉乐府中的

不少弃妇通过自己的血泪教训警戒世人，具有深刻的教化意义，另外《诗经》与汉乐府中所塑造的弃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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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与其创作手法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弃妇

文化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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