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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塑造的巴斯妇以及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创作的崔莺莺是反映中世纪中西

方女性主义意识发展的典型代表人物。在女性主义视角的关照下，以书中女性人物巴斯妇和崔莺莺为研

究对象，从各自的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女性主义意识的表现方式、以及女性主义意识对社会的影

响和局限性三个方面对书中人物巴斯妇和崔莺莺进行对比研究，从跨文化比较的视角挖掘中世纪中西方

女性主义意识建构的异同，厘清女性主义的发展的历史必然和个体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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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ife of Bath in Chaucer’s The Canterbury Tales, and Cui Yinging in Wang Shifu’s The Romance 
of West Chamber, are respectively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s with the sense of feminism in 
England and China at Middle 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is paper contrastively stu-
dies the formation reasons, ways of display, influence and limitations of feminist thought of the 
Wife of Bath and Cui Yingying respectively. The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China and West 
women’s feminism construction at certain time are explored, the inevitability of feminism devel-

 

 

*通讯作者。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5061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5061
https://www.hanspub.org/


胡羽西，曹小雪 
 

 

DOI: 10.12677/wls.2023.115061 352 世界文学研究 
 

opment and individual divergences are clar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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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元 14 世纪的时候，英国的乔叟(1343~1400)和中国的王实甫(1260~1336)，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作

家，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塑造的巴斯妇以及《西厢记》所塑造的崔莺莺这样的女性角色中，具有惊人

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体现在同一时期中西两位作家对女性主义意识在中西历史上的萌芽和发展的敏感

捕捉。他们在女性角色创作中，将女性主义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以及中西文化差异、个体经验差异

所致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微观上建构上的差异一一展现出来。从历史的层面来看，巴斯妇和崔莺莺女性主

义意识的萌芽离不开世界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从微观的层面看，她们个案的差异拓展了女

性主义意识在个体成长方面的不同路径。 

2. 巴斯妇与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 

巴斯妇与崔莺莺独立意识的形成，可以分成外在的社会原因，例如社会背景、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

以及内在的性格原因，因为性格是在其成长和所处环境中而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特征。商品经济的发展，

政府政策的变化和封建观念的瓦解是崔莺莺和巴斯妇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共同客观原因，而有胆有识，

敢于与封建势力做斗争的不屈性格是巴斯妇和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相似内在原因。《坎特伯雷故事

集》和《西厢记》都出版于 14 世纪。当时，西方和东方都在经历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 

2.1. 巴斯妇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 

中世纪的西方，随着国内外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资产阶级的出现，使资

本主义的新思想，特别是反封建、反神学的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的西方女性开始

怀疑打着上帝旗号的观点，抵制束缚她们的封建教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独立思考。比起上帝，他们开

始相信自己的判断，不再压抑自己的欲望。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所创作的巴斯妇就是其中之一。

她没有让自己余生的幸福陪着丈夫走向坟墓。相反，她注重自己的感受，关注自己的需求，敢于追求个

人幸福。对她来说，婚姻只是获得幸福的一种方式和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并不是她自己满足的终点。当

有人拿神的教义，指责她五次不结婚。她说，既然上帝命令女人保持贞操，那就意味着禁止她结婚。但

如若不播种，处女该如何得生？[1]而 14 世纪的英国，封建观念仍旧约束、压迫着妇女，在以男子为中心

的封建社会末期，还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贵族地主阶级借助封建禁欲主义的说教，要求女子像圣徒一般，

自守惟谨，身心贞洁，谦和节制，贤淑娴静。西方基督教不允许女性丧夫后再嫁，限制了女性的婚姻自

由。为了寻求婚姻的自由和幸福，巴斯妇开始反抗来自社会的压迫。 

2.2. 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形成的原因 

王实甫的《西厢记》创作于元朝，虽以唐代作为故事的时代背景，但其实是王实甫对元代社会的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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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反映。元朝统治者是蒙古族，他们实施民族压迫政策，将人分为四等，汉族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汉族

中的名门望族对于封建礼教思想非常推崇，结婚讲究“门当户对”，使得结婚成为了两个家族权力结合

的重要方式，带有浓烈的政治意味，个人的情感好恶在家族联姻面前不值一提。因此，崔莺莺较早就被

父亲许配给了郑尚书之子，尽管内心很无奈，但也滋生出了反抗心理，不愿意为了家族利益牺牲自己的

幸福。 
自从宋代以来，商品经济就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女性可以走出闺房步入社会。

宋元的市井妇女也可以直接参与到生产劳动之中，甚至还能够掌握一定的经营权，享有一定的经济地位。

女性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自由，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也对女性的性格带来了一定

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宋元小说话本在塑造女性人物时，大多会将其定位于社会中下层，这些女性的性

情与传统官宦女子存在较大区别，大多热情奔放。另外，宋元两代开放的城市形态，也进一步淡化了人

们心中的门阀观念。而且在唐代，不管女子是否出嫁，都是享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的，在某种程度上也

提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为女性意识的觉醒奠定了社会经济基础。 
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也有她自身的内在因素。尽管表面是一个温柔，羞怯的大家闺秀，但她

的内心实则勇敢，坚定，对爱情有着强烈的渴望和执着的追求。尽管其出生于名门望族，但封建礼教对

其思想与行为造成了极大禁锢，父母也希望将她培养为“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极大压抑了其对理想、

自由与爱情的追求欲望。直到遇见张生后，崔莺莺的天性才被重新激发，正如“临去秋波那一转”[2]所
描述的，崔莺莺人性开始复苏。 

3. 巴斯妇与崔莺莺女性主义意识表现方式 

3.1. 巴斯妇——大胆、直接、理性又果敢 

巴斯妇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体现在她的穿着、言语和行为上。14 世纪的英国，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

传统结构根深蒂固，中世纪的妇女长期受到封建观念的束缚和阻碍。处于这样时代的巴斯妇却独具一格，

处处都显得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妇女不一样。无论是穿着、语言还是行为，都无不让人清晰地意识到她

是一个与其他女性完全不同的独立个体。首先，在穿着上，巴斯妇“在礼拜天所戴的头帕起来倒有十磅

重……脚上的袜子是鲜红色……一脸傲态，皮肤洁净红润……她在这一天的装束是：头戴的帽子有盾牌

那么大，穿一条短的骑裙，脚上一双尖头马刺。”[3]她与众不同的大胆的穿着足够从表面显示出她思想

上的开放。正因为巴斯妇本人思想上的开放独立，所以才没有从最容易展现给别人看到上的穿着被当时

主流文化所同化。其次，在语言上，她讲述自己的故事时，也处处讲道理，从自己的角度来证明自己所

有行为的合理性。巴斯妇前后一共结过五次婚，但她并没有以此为羞。相反，她举出所罗门的例子为自

己辩护。她认为所罗门有“那样多的妻妾”，而且“和每个妻妾在新婚之夜，都有过无限的快乐”，那

么，她为什么就不可以一再婚嫁，争取自己的幸福呢？她还质疑《圣经》，说耶稣在井边责备撒玛利妇

人再婚没有道理，既然《圣经》上没有明确规定一个人的婚姻次数，“人们又何必要诟骂这件事呢”？

她还以“学府进得越多，学问越完善”[3]来类比婚姻，自誉自己已经是婚姻专家，再有第六次婚姻也无

妨。最后，在实际的行为上，面对着封建思想对女性的压迫，她仍旧用着自己的方式来抗争着一切。巴

斯妇前后一共结了五次婚，而和第五任丈夫的故事是其中主要的故事。巴斯妇的第五任丈夫希望用所谓

女性有着各种恶的说教来使她臣服，可巴斯妇并不听规劝。她自觉男子的恶行也并不比女子少，所以烧

了他的书。在面对着丈夫的打骂时，她并没有忍气吞声而是不甘示弱地打了回去。甚至在最后运用巧妙

的智慧获得了家庭的主权，获得了自己对丈夫的掌控权。这些都是巴斯妇在拥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人格时，

用自己的方式——无论是大胆的穿着还是不羁的语言和离经叛道的行为，来对男性掌控女性而进行的一

系列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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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崔莺莺——隐蔽而曲折 

崔莺莺的性格体现出“口是心非”的特点，在对自由与爱情的追求上，其心理既矛盾又复杂。崔莺

莺出生于名门望族，在封建礼教的影响下，养成了其温柔而内敛的性格，其与张生的交往受到了“发乎

情止乎礼”的约束。家庭教育和贵族身份决定了崔莺莺在热烈追求爱情幸福的时候，不能不产生一些疑

虑与顾忌，从而不断加深她内心的矛盾和精神的苦闷。同时由于家庭防范的严密，一个少女在封建社会

轻易向人表示爱情时可能遇到的风险使她不得不采取隐蔽、曲折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这是她性格中深沉、

谨慎的一面。在爱情上，崔莺莺在面对爱情时的表现，既体现了平常女子的娇羞，又体现了大家闺秀的

礼仪。当收到张生写的“小纸条”时，她心里又惊又喜，以及在红娘面前假装骂张生等行为，都体现出

了她的既想爱又不敢爱的矛盾心理，封建礼教对她仍然具有束缚作用，从侧面表现了其反封建礼教的艰

难历程。但是，人性最终还是战胜封建礼教。崔莺莺充分遵从了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不考虑是否门

当户对，也不管张生是否具有政治地位，她都依然深爱着张生，愿意陪他度过余生，以至于在后来，她

甚至把自己都献给了张生。由此不难看出，崔莺莺对张生的不离不弃、用情之深，既不愿意嫁于郑恒，

也不愿遵从封建礼教的安排。 
一方面，她采取抗争与联合相结合的方式来化解与母亲的矛盾，这折射出女性智慧的光辉，用智慧

化解矛盾也是崔莺莺与巴斯妇斗争方式的突出共同点之一。若说巴斯妇的智慧体现在言语上，那崔莺莺

的智慧便更加体现在行动上。起初，对于母亲包办婚姻，崔莺莺内向抗拒，却有苦难言，只能选择顺从。

后来，她与张生一见倾心，母亲的阻碍却使她饱尝相思之苦。自此叛逆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她心中疯狂滋

长。在封建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里，崔莺莺深知要想改变母亲的想法是难上加难，面对母亲的反对，她

采取了既抗争又团结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幸福。崔莺莺明面上避免与母亲产生直接、正面的冲突，却巧

妙地暗中创造机会、制造条件与母亲进行抗争。在赖婚的故事中，张生吓退贼寇，老夫人本应按约定将

崔莺莺许配给张生为妻，事成却反悔使二人结成兄妹。面对母亲的失言，崔莺莺明面上顺着夫人，与张

生保持兄妹之礼，暗中却敢于战胜传统的禁忌，邀约张生于夜深人静之时，夜中私会，一夜温情。事后，

崔莺莺并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来避免事情败露，而是任凭消息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老夫人虽恼羞

成怒，但木已成舟，最终答应了把崔莺莺许配给张生为妻[4]。 
另一方面，她还巧妙利用红娘这个同样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关键人物来帮助自己争取婚姻幸福。在

《西厢记》中，红娘是剧情的关键推动者，崔莺莺不仅利用红娘作为自己与张生之间的传信人，又通过

红娘从中劝说老夫人改变观点，支持自己的婚姻。崔莺莺让红娘隐瞒她与张生私下约会相爱的事。红娘

作为中间人让老夫人意识到崔张二人的结合实际是由老夫人的悔婚造成的，巧妙地将责任推脱给老夫人。

然后，红娘又劝告老夫人，悔婚的决定属于背信弃义的表现。还说如果将张生送至官府，一来官司会打

输，二来传出去也会有损家门威严；并且张生是“文章魁首”，崔莺莺是“仕女班头”，天生一对。老

夫人是封建家庭中的实际统治者，红娘这一番利害分明的言语狠狠抓住了老夫人的软肋，迫使她不得不

答应将崔莺莺许配给张生。 

4. 巴斯妇与崔莺莺的女性主义意识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与局限性 

4.1. 巴斯妇的积极影响及其局限性 

巴斯妇和整个社会的大环境的抗争主要体现在她在面对婚姻时的一个反传统的女性形象。她没有像

传统那样臣服于丈夫的权威，听从于丈夫的意志和命令，从而为丈夫所服务。相反，她争取自己在婚姻、

家庭中的主权。巴斯妇的丈夫给巴斯妇“传经讲道”，试图用圣经中的故事来说明女子的恶，以便让巴

斯妇变成一个传统的，依附于丈夫意志而存在的女性，但是，巴斯妇根本不听规劝，在她看来，这全是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3.115061


胡羽西，曹小雪 
 

 

DOI: 10.12677/wls.2023.115061 355 世界文学研究 
 

泼在妇女身上的脏水，所以她撕了他的书。而她的丈夫因为她撕书就对她拳打脚踢。面对丈夫的施暴，

巴斯妇并没有害怕，也没有退让，而是选择狠狠地打了回去，甚至还让其丈夫感到心服口服，主动地将

一切给了她。自此，她获得了婚姻中的幸福。因为巴斯妇自身带有的女性主义的色彩，才让她做出种种

和当时社会意识相背离的行为，但正是这种抗争，才让巴斯妇获得了婚姻选择上的自由——是否与对方

结婚，是否能够勇敢追求个人的幸福，这也让巴斯妇获得了婚姻中的幸福，即掌握家庭中的主权。 
巴斯妇女性主义的抗争是一种对当时婚姻观的有力批判，更是一种对男权社会的抨击和批评，而她

的故事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还暗示了在当时的社会新的文艺复兴浪潮已经涌动，宗教蒙

昧主义再也无法抹杀人们渴望解放，追求幸福现世人生的美好愿望。 
在巴斯妇的故事中，乔叟虽然反对贞节观念，主张妻权高于夫权，鼓励广大妇女应该主动追求个人

的幸福。但是，这种在当时先进的女性解放思想其实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虽然乔叟注意到女性在家庭中

的不平等地位，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妇女权利的问题，也并没有注意到女性在政治经济上不平等的事实。 

4.2. 崔莺莺的积极影响及其局限性 

在《西厢记》故事的结尾，崔莺莺与张生最终冲破封建束缚，获得了婚姻幸福与自由。她们二人圆

满的爱情结局象征着对崔莺莺女性意识觉醒的肯定和女性主义抗争的胜利，有其进步意义。首先，她的

“离经叛道”冲击了当时男权社会长辈“包办婚姻”和“饿死是小，失节是大”的主流思潮，挑战“男

为重，女为轻”思想；打破了以往程朱理学宣扬的女性的老旧思想观念，促进了女性被包办婚姻的思想

解放，为女性追求平等、自由，崇尚自由恋爱奠定了基础。其次，《西厢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虚伪，

对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的热情歌颂受到了当时保守封建礼教压迫的青年的喜爱，深刻影响到了后来以爱情

为主题的小说戏剧。《牡丹亭》、《红楼梦》都积极继承和发扬了它的反封建的女性主义精神。 
但崔莺莺女性主义斗争也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崔莺莺在女性主义抗争中的犹豫、顾虑和矜持反

映了女性斗争过程中的无奈与艰辛。一方面，崔莺莺是相国千金，从小就接受三从四德的家教，难以像

巴斯妇一样摆脱大家闺秀的矜持，况且与郑恒早有婚姻。再者老相国刚去，崔莺莺又处于服丧期，多方

面的原因使得崔莺莺面对张生的追求不敢做出明确的回应，只能通过红娘，晦涩曲折地进行。再者，崔

莺莺的女性意识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崔莺莺遇到的矛盾大多留给红娘和张生去处理，另外自张生上京，

杳无音信，崔莺莺“神思难安，腰肢损受”[4]，这说明崔莺莺的女性自我意识退却，她的人生价值依附

到了男性身上。一方面，崔莺莺在女性意识觉醒中不断受到“母权主义”的压迫，老夫人虽同为女性却

是男性社会的代表，她不仅逼迫崔莺莺遵从父亲定下的婚姻，还用门第观念束缚女儿追求婚姻幸福。崔

莺莺虽使红娘做“传信人”，但一开始却并不信任她，不敢向她表露自己对张生的心意。在第三本，第

二折“闹简”中她表面上她让红娘传话给张生：“红娘，你将去对他说，小姐遣看先生，乃兄妹之礼，

非有他意。”[4]实际上，小姐骂张生是假，书中之意却是情意绵绵，约张生夜中私会。这也反映出了崔

莺莺在女性主义抗争中并不信任而且反复试探红娘。崔莺莺，夫人与红娘虽然同为女性，但彼此都不能

相互信任，甚至互相对抗、互相猜忌，由此可见当时社会女性主义斗争的艰难。 

5. 结语 

《坎特伯雷故事集》和《西厢记》都产生于中同一时期，尽管这两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性格迥异，

但无论是渴求挣脱封建社会的束缚、勇敢追求爱情的崔莺莺，还是胆大泼辣、敢于挑战权威的巴斯妇，

在面对压迫时，她们都没有默默忍受，而是选择了抗争。相似的时代背景，同样不屈的反叛精神和追求

爱与自由共同的愿望促使了她们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而性格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她们抗争的方式大相径

庭：前者粗暴直接，在不断斗争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后者的斗争过程委婉曲折，不敢直接同封建大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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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由此可见，西方文化哺育下的西方女性注重自由与个性发展，敢于表达个体内心诉求；东方文化

浸润下的东方女性受群体意识影响，在各方面倾向于忍受压力和迎合外界。但无论如何，乔叟和王实甫，

作为男性作家，他们在各自创作的时候敏感地捕捉到了同一时期，不同文化下的中西方女性的内心诉求，

在文学史上为女性发出了渴望自由和平等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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