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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neteen Ancient Poems" first appeared in the Miscellaneous Poems of "Selected 

Works(Wenxuan)" compiled by Xiao Tong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Half of the poems are 

poems about "the yearning women poetry". Through analysi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reason why "Nineteen Ancient Poems" can be praised by later generations of literati and 

scholars is that the poems and the image of yearning women are indispensable. Although the 

image of yearning women at this time is still not full enough, and is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shaping the image of yearning women, the value of the group image of yearning women is 

significant. The image of yearning women in "Nineteen Ancient Poems"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the diversified creation tendency of yearning women, and it played a certain 

role in demonstrating the feminine creation of later literati.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shaping of the image of yearning wome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 of 

"Nineteen Ancient Poems",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Nineteen Ancient Poems" to have a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etry. 

 

Keywords: nineteen ancient poems, image of yearning women, yearning women poems, 

transitional period  
 

Ⅰ. 緒論 

《古詩十九首》最早出現在南朝梁代蕭統所編的《文選》雜詩卷中，是從當時流

傳的漢魏時期的一些五言“古詩”中選出的十九首詩。這些“古詩”的作者名字在南

朝梁代時就已亡佚，所以後來的學者們對這些詩的作者多有爭論，但現在學術界大都

認爲這些詩是東漢末期一些中下層知識分子所作。《古詩十九首》中爲數一半的詩是

描寫在家的女子思念遠行的丈夫的詩歌，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思婦詩”，共有 9 首。

所謂“思婦詩”，其吟咏的主要內容是女子對丈夫的思念，也包括分離的男女之間的

相思之情。雖然思婦詩最早幷不是出現在《古詩十九首》中，但在《古詩十九首》之

前，思婦詩幷不多，文人思婦詩就更少見了。但到了東漢後期，《古詩十九首》却突

然集中性的出現了思婦詩。這些思婦詩中的主角——思婦，也就是筆者所說的思婦形

象成爲詩歌的靈魂。因此，對思婦形象的考察是研究《古詩十九首》的重要課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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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古詩十九首》內涵、進入詩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鑰匙。那麽，《古詩十九首》中

的這些思婦形象有什麽特點？詩人們是怎樣刻畫思婦形象的？以及這一形象到底蘊含

了怎樣的內涵都是值得我們深入研究的。 

雖然很多中國古代的詩歌評論者們對《古詩十九首》都很有研究幷大加贊譽，但

對詩中的思婦這一形象則很少關注，也許是倫理道德的限制讓他們難以啓齒。現代以

來，《古詩十九首》的研究範圍慢慢擴大，出現了一些專門研究的書籍，但其中對思

婦詩和思婦形象的研究仍然較少。直到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出現了一些研究《古詩十

九首》中的思婦形象或女性形象的論文，打破了這一空白。2筆者大致整理了這些論文，

其中比較有參考價值的文章主要有以下幾篇： 

1.林綉亭的《<古詩十九首>女性形象探析》一文是目前筆者看到的研究《古詩十

九首》中女性形象比較系統的一篇論文，涉及了女性形象的分類，女性形象的塑造方

法，以及女性形象的生命基調。但她的研究範圍不僅包含思婦類的人物形象，還有些

其他的女性形象，這一點和本文出入。此外，這篇文章由于涉及面較廣，導致觀點的

論述不够系統深入。 

2.張陳麗的《簡析<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形象》一文，從女性視角解讀思婦形象，

尋找類型的共同點，她認爲思婦價值是在于“能言他人不能言之情”， 分析角度很有

特點，但她對思婦形象的研究不够系統，而且關于思婦形象的內涵的觀念筆者也不完

全認同。 

3.張曉芳的《<古詩十九首>思婦詩探析》一文主要涉及三方面：思婦心理——女

性生命意識的彰顯、思婦形象——游子心態的折射、思婦視角——擬女性寫作的典範。

這篇文章的構思別具一格，對思婦及詩人心理和精神等層次進行了分析，拓展了思婦

詩研究的深度，但由于此文對思婦形象的解讀不够充分，給人感覺說理過多而論據不

足。 

4.胡大雷的《從漢末交游士風看“古詩十九首”女子形象的知音化》一文研究角

度新穎，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也對筆者在考察思婦形象的內涵時起到一定的啓發作

用 。 

    在參考以上論文的基礎上，本文以《古詩十九首》中思婦形象爲研究對象，對其

進行橫向即思婦形象的分類、思婦形象的表現手法和縱向思婦形象出現的原因、思婦

                                                                 
2
 據知網統計，中國大陸 1980 年以來涉及《古詩十九首》思婦形象的期刊論文有 5 篇。 另外，根據臺灣期刊論文

索引系統及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顯示相關論文有一篇：林綉亭，《<古詩十九首>女性形象探析》，《玄奘人文學報》9

期，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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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的內涵四方面的考察。本文采取分類研究和向內聚焦式等考察方式，從思婦形象

的分類和表現手法等形式方面研究深化到思婦形象內涵的考察。希望通過這幾方面的

考察來突出思婦形象的價值，幷對《古詩十九首》中思婦形象的研究起到一定的補充

作用。 

Ⅱ. 思婦形象産生的原因 

任何一種文學現象的發生都是各種因素複雜作用的結果，其中歷史大背景和文學

發展兩方面的因素可以說是最基本的，因此，本文將從這兩方面來考察《古詩十九首》

中群體性思婦形象出現的原因。 

首先，《古詩十九首》早已被學者證實是創作于東漢後期的詩歌，那麽從時代背

景來看，東漢後期是中國歷史上繼東周列國動亂後的又一次大動蕩的時代。與中國歷

史上許多衰敗的朝代一樣，東漢的沒落也是由內部開始的，自從東漢章帝駕崩後，東

漢政權就落入了外戚的手中，之後宦官又代替了外戚勢力把持朝政，就這樣東漢後期

的政治幾乎被外戚和宦官交替掌握著，這種專權導致政治腐敗黑暗，民不聊生。公元

184 年，東漢爆發了大規模的黃巾起義，這也是間接將東漢推向滅亡的一次農民起義。

爲了鎮壓起義，各路軍閥蜂擁而起，在鎮壓了黃巾起義後，東漢進入了軍閥割據的時

代。軍閥爲了各自利益頻繁發動戰爭，繁重的兵役、徭役，導致當時的夫妻分離、家

破人亡的慘劇比比皆是，這也是文學作品中思婦形象出現的現實基礎。 

同時，東漢王朝爲了加强其統治,雖然繼續奉行幷發展了養士政策。但東漢後期的

政治腐朽,外戚和宦官都不喜歡以儒家思想爲指導的知識分子，與他們形成敵對勢力，

幷對知識分子進行打擊迫害，一些有家世背景的知識分子或安于現狀，或隱逸放縱，

但那些沒有政治背景的下層的知識分子們的狀况就更加艱難了。在中國古代，知識分

子的價值就是入仕爲官，但東漢後期的政治現實已經關閉了下層知識分子的宦游之門，

他們被迫遠離政治權利中心,只能去一些偏遠的地方尋找做小吏或幕僚的機會，于是便

出現了一些以在外游學、游宦的“游子”。
3
 即使這樣，這些游子成爲官吏的成功率

仍然很低,他們求仕艱難,游學無方,欲罷不能,欲歸不得,境遇悲凉,缺乏歸屬感。這導

致他們感受到對家人、對故鄉刻骨銘心的思念。因此,詩人在品嘗苦悶、孤獨和被政治

遺弃之後,對封建社會弱勢群體的女性有了較多的瞭解、理解和同情。這樣一來，這些

游子的筆下才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思婦形象。 

                                                                 
3
 馬茂元 《古詩十九首初探》 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 20-21 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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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從文學發展過程來看，思婦這一形象最早在《詩經》中就已經出現，如

《詩經·周南·卷耳》、《詩經·召南·殷其雷》、《詩經·王風·君子于役》等詩。

但《詩經》中對思婦形象的刻畫很少，思婦形象常常是隱含在詩中幷未直接出現，表

達的情感也是比較單純的思念，可以說是思婦形象的最初階段。如《君子于役》:“君

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鶏栖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通過鶏、羊、牛等日常勞作中的事物來渲染出一種農家生活的圖景,圖中一位思婦正在

思念她的丈夫,她的思念和她的形象一樣質樸無華。後來，西漢獨尊儒術,社會風尚歸

于禮教之下,思婦詩逐漸銷聲匿迹。直到東漢末,儒家道德體系在動蕩的社會中解體,思

想觀念也出現了多元化的局面,漢樂府民歌中又開始出現了這類思婦形象。如《飲馬長

城窟行》、《傷歌行》等，這時的思婦形象明顯比《詩經》中的豐滿了，所表達的情

感也比《詩經》中的複雜深刻一些，特別是思婦所表現出的悲傷、憂愁的情感與《古

詩十九首》中思婦的情感有些相似。但此時的思婦形象還都是偶然出現的單獨的個體，

爲數不多。但這些思婦形象也都爲《古詩十九首》中思婦形象的出現奠定了文學上的

基礎。 

同時，筆者也發現，《詩經》以及漢樂府民歌中描寫的思婦大部分是社會底層的

勞動婦女，其主題大都表現勞動婦女對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詩歌內容也經常涉及

一些生活或勞作的場景。雖然《古詩十九首》中也有作爲下層百姓的思婦，如《青青

河畔草》中的“蕩子妻”，但總體來看，《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大都是處于閨閣之

中的，他們似乎很少爲生活擔憂，也很少接觸社會，更不用說像《詩經》中那樣的生

産勞動。這種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因爲這些思婦有可能是來源于詩人真實的生活之中，

他們的妻子就是這樣一種生活狀態。這些知識分子們雖然窮困，但仍是封建社會中的

士階層，屬統治階層，因此，他們的妻子也許不會像農民和普通百姓一樣從事低級的

生産勞動；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古詩十九首》作者的局限。他們的詩中重在關注個

人的生活和情感，沒有廣闊的社會視角，他們筆下的思婦形象也就不可能打破這個時

代和階層的局限，只能處于深閨之中。但也正是這種環境，增加了思婦形象的孤獨感

和空虛感，使其情感發達變得更加純粹。 

 

III. 思婦形象的分類 

《古詩十九首》中的女性形象的共同點是“思”，即與丈夫或愛人分別後的想念，

因此，學術界概括爲思婦一類。但細讀文本，筆者發現這些思婦的情感側重點却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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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相同，每個思婦似乎都呈現出一個獨特的個體特徵，從而構成《古詩十九首》一幅

千姿百態的思婦圖。筆者以下通過對思婦形象的分類考察，對其進行歸納和整理，進

而探析《古詩十九首》中思婦形象的特點。林綉亭的《<古詩十九首>女性形象探析》

一文中將女性形象分爲怨婦、弃婦、思婦、痴婦、琴婦五種。4其中前四種是與思婦的

情感相關的，但其分類的標準不明確所以導致最後一種與前四種的分類標準不統一。

在參照其前四種分類的基礎上，筆者按照思婦所表現出的不同的情感特徵,重新將思婦

形象劃分爲以下四類： 

1.悲思型的思婦形象。 

“悲”意爲傷心，哀痛的情緒。所謂“悲思型”是指思婦所表現出的思念之情是

偏于悲哀的感情。《古詩十九首》中這類思婦形象所表達出的思念的悲傷相對比較單

純，只是程度不同。具有這類思婦形象的詩有《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二首。 

先以《迢迢牽牛星》一詩爲例：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 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  

  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 河漢清且淺，相去複幾許。  

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這首詩表面是寫牛郎和織女分離的故事，實際是借用這個故事中的人物來指代現

實中分離的夫妻。其中思婦以織女的視角述說了分離後的思念，織女因爲相思而無心

織布，終日泪如雨下，雖然銀河水沒有多深，牛郎織女二星相距也沒有多遠，但就是

這盈盈一水之隔却只能相視而無法對話，一種無可奈何却又深切的悲傷之情緩緩流露

出來。顯然詩中的織女就是思婦的化身，牛郎織女那可望而不可及的悲傷也正是思婦

和丈夫分離後的真實的情感寫照。整首詩的風格與漢樂府民歌的風格相像，思婦形象

所表達出的情感也是相對單純的思念和離別的痛苦，不涉及複雜的情感。 

又如《庭中有奇樹》一詩：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 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  

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 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 

 

                                                                 
4
 林綉亭，《<古詩十九首>女性形象探析》，《玄奘人文學報》，2009 年 9 期，第 118 頁-124 頁，參考。 



15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詩歌由庭中的佳樹寫起，佳樹枝葉茂盛，讓思婦不由得思念起遠行的丈夫。其中

的潜臺詞意爲：她與丈夫分別的時候，庭中的這棵美麗的樹還沒有這麽枝葉繁茂，現

在丈夫走了很久了，連這棵樹都長了這麽多，這更讓她覺得與丈夫分別的太久了，也

更加思念丈夫。接著，思婦“攀條折其榮”，即攀著樹枝，折下樹上的花，打算將這

花送給她思念的人。她將這花隨身携帶了很久，連衣袖之間都充滿了花香。但路途實

在是太遙遠了，沒辦法將這朵花送到。其實這花也沒什麽特別之處，只是因爲分離的

太久，想借這花來表達一下她深深的思念。全詩沒有對思婦的外在形象做任何描寫，

只是通過思婦看樹、摘花、藏花和送花不成的一系列行動來刻畫出一個孤獨的、思念

中的女子形象。這首詩的情感偏于含蓄，流露出淡淡的傷感。雖然情緒表達上不如前

一首詩濃烈，但它却達到一種讓人回味悠遠的效果。 

這首詩中故意隱去了思婦的樣貌，而突出了思婦的情感。這種寫作方式也是《古

詩十九首》的詩人們刻畫思婦形象時常用的，一方面，這種模糊外在形象的刻畫方式

是繼承了《詩經》以來的傳統；另一方面，突出思婦的情感也是《古詩十九首》所要

著重表現的。換言之，我們讀《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常常看不到她的具體容貌，她

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但我們可以感受到她的思念有多深，她的情感有多真。 

上述兩首詩中的思婦均爲悲思型思婦形象，其特徵主要就是述說分離以及分離給

他們帶來的思念和悲傷。《庭中有奇樹》中與《迢迢牽牛星》中的思婦形象類似，都

只是以表達自己對丈夫思念之情爲主，雖然藝術表現形式上可圈可點，但總體來看還

是與漢樂府民歌等傳統的思婦詩比較接近的、內涵不够豐富。 

2.怨思型的思婦形象。 

“怨”意爲不滿意，抱怨的情緒。所謂“怨思型”是指思婦的思念之中包含抱怨

之意，但仍强調的是思，這與“怨婦”一詞的含義有一定差別。具有這類思婦形象的

詩有《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二首。如《青青河畔草》中的思婦形象：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  

  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 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  

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  

 

這首詩先從景物寫起，從河畔的草，到園中的柳樹，最後焦點轉到樓上的女子，

引出思婦這一形象。接著重點對思婦的妝容和手進行了描寫，來刻畫出一個美麗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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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形象。接著，筆鋒一轉，點出了思婦的出身，她曾是一名倡女，現在嫁給了一個經

常外出遠行的蕩子。那麽，詩人此處爲什麽要點明女子的出身呢？昔日倡家女和今日

蕩子婦的對比又是爲了說明什麽呢？看到下面一句，便有了答案。正是因爲這位美麗

的思婦曾爲倡家女，她結婚前應是出入社會的，也許還過著那種燈紅酒綠的生活，但

是現在却只能寂寞的思念著丈夫，美麗的容顔也沒有人欣賞。這種今昔的對比使得思

婦産生了心理落差，不禁怨由心生，她抱怨自己爲什麽嫁給這樣一個蕩子，也抱怨蕩

子爲什麽不珍惜她的美麗。但在抱怨之中我們仍然能感受到她對蕩子深情的思念，于

是，一個怨思型的思婦形象便鮮明的出現在讀者面前。 

相比之下，《冉冉孤生竹》中思婦的“怨”要比《青青河畔草》委婉一些，詩的

結尾說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

妾亦何爲？”思婦間接表達出了對年華老去的擔憂以及對遠游的丈夫不能珍惜自己的

怨情。《古詩十九首》中能出現這樣怨思型的思婦形象是難能可貴的，在封建社會，

倫理道德對婦女的約束是十分嚴格的，即使丈夫遠游他鄉，永不回來，婦女也要嚴守

貞潔，這種不人道、不人性的道德規範導致了無數女性的悲劇命運，但我們縱觀歷史，

敢于發出不平之音的女性却少之又少。因此，上述二首詩中的思婦敢于抒發這種

“怨”，也就隱含著思婦形象對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的一種反抗意識，這種意識也是人

性覺醒的一種反映。 

3.痴思型的思婦形象。 

“痴”是指入迷，迷戀的情態。所謂“痴思型”是指思婦對愛人的思念、愛戀表

現出一種執著，達到一種痴的程度。具有這類思婦形象的詩有《孟冬寒氣至》、《客

從遠方來》二首。先來看《孟冬寒氣至》：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 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  

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詩中第 7 句開始出現思婦的形象，思婦說：有客人從遠方來，給我帶來了丈夫的一

封信，上面說一直想念著我，又說我們已經分離太久了。看了這封信，我無比激動，

將信一直貼身放著，三年字都沒有磨滅。到此處，一個執著的思婦形象就已經刻畫出



154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來了，但思婦的痴情却幷沒結束。“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有可能是詩人誇張的

說法，也有可能是真實情况，總之，這都說明思婦是何等愛惜地收藏這封書信，即使

三年中游子再無音信，思婦也仍然選擇執著地等待下去，只是她所希望的是她的等待

能够被對方知曉，她的深情能够被對方珍惜。 

《客從遠方來》與《孟冬寒氣至》的內容雖然有些相似，但相思的雙方的情感交流

却更突出，所表現出的情感也更熾烈。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余裏，故人心尚爾。 

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以膠投漆中，誰能別離此。  

詩中借“一端綺”、“雙鴛鴦”、“合歡被”等意象來突出相思雙方的深情，也

因此更增强了思婦等待的信心，她表明自己和愛人的感情就像膠與漆一樣緊緊的粘在

一起，無論時空的距離多麽遙遠也不能拆散他們。即使這不能相見，也會長久的思念

著對方。整體來看，這首詩在語言和藝術表現力更接近漢樂府民歌的淳樸，但思婦的

形象却是十分鮮明的。 

筆者認爲這類痴思型的思婦形象是《古詩十九首》中比較有特色的，因爲這兩個

思婦不是傳統的單方面的思念，也不在于强調思念的悲傷，而是重在刻畫夫妻之間的

感情深厚以及思婦對丈夫的痴戀，這一角度在中國古代的思婦詩領域中還是比較獨特

的。 

4.憂思型的思婦形象。 

“憂”是指憂慮，憂愁的情緒。《古詩十九首》刻畫了帶有這種情緒的思婦形象

也是社會現實的真實反映。在當時的社會中，夫妻一旦分別，何時再見，能否再見都

是未知數，遠行的丈夫在外有會遇到怎樣的狀况，特別是情感上是否會發生變化，是

否會另覓新歡，這些都是當時在家的思婦們最爲關注的，也是最擔憂的。《古詩十九

首》中的思婦形象恰恰真實的反映出了這種擔憂，讓人們看到了思婦內心的不同聲音，

也看到了思婦的各個側面。具有這類思婦形象的詩有《行行重行行》、《明月何皎

皎》、《凜凜歲雲暮》三首。如《行行重行行》：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餘裏，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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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反。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弃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  

 

這首詩開篇便以思婦之口述說了與丈夫的分別和思念，可以說是詩人以思婦形象

的第一人稱進行叙事。思婦和丈夫相距萬里，估計是不能再見面了，但是思婦仍然思

念著遠行的丈夫，因此而形容憔悴。那麽她的這種思念會有怎麽樣的結果呢？原來，

游子不能歸鄉的原因正隱藏在“浮雲蔽白日，游子不顧反”一句中。關于這句詩有很

多不同的解讀，朱自清認爲這句詩說出了兩種情况：一種是游子也許在鄉里被小人所

害，遠走高飛，不想回家；另一種是鄉里的小人惡勢邪害公正，所以游子不想回家。5

這也正是思婦擔憂的原因所在，如果游子真的一直不想回家，思婦也只能在等待中老

去。想到這，思婦無奈的說道：反正我是被拋弃了，也不必再提了，你也保重吧！這

首詩中的思婦是一個被丈夫拋弃在家的女子，她控制不住地思念著丈夫，又擔心丈夫

不再回來，憂思的形象躍然紙上。 

同樣，《明月何皎皎》中的思婦也明確的表達出對遠行丈夫的擔憂與思念。《明

月何皎皎》：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緯。 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  

  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 出戶獨仿徨，愁思當告誰！  

引領還入房，泪下沾裳衣。 

 

    詩中首先描寫了思婦所處的場景，即夜半明月高懸。明月照著羅綺製成的床帳，

但這床上却只有思婦一個人，因此她“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思婦爲何而憂愁

呢？她說到：“ 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 這裏，思婦幷沒有直接說明她的擔憂，

但可以看出她的丈夫在外客行已經很久了，却似乎幷不想回來，思婦不由得猜想丈夫

是不是在异鄉樂不思蜀，又是什麽能讓丈夫這樣不想回家呢？這也隱含了思婦擔憂被

丈夫拋弃的意思。想到這些，思婦不禁愁思無限，自己的孤獨、無助和憂慮又能向誰

訴說呢?只能一個人默默的承受。詩歌選取了思婦失眠的一個小片段刻畫出一個孤獨、

無助又憂心忡忡的思婦形象。 

                                                                 
5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 719 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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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凜凜歲雲暮》中的思婦更直接表明她擔憂丈夫“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

“錦衾”指錦被，“洛浦”指洛水的女神，“同袍”本來是指軍士之間的友情，這裏

代指夫妻。整句的意思爲：丈夫遠游在外，可能把錦被送給洛水神女，但和我的感情

却變得疏遠了。既在思念丈夫的同時又擔憂丈夫另覓新歡。接著，思婦夢見與丈夫新

婚時的場景，她深愛著丈夫因而仍然希望丈夫對自己始終如一，但這短暫的夢醒了之

後，孤獨和失落却讓她更加感傷。詩歌呈現出了一個矛盾的、無助的思婦形象。事實

上，封建社會中的女性的地位低下，在家從父，出嫁從夫，丈夫是她們生活的中心，

也是人生的價值所在。但東漢後期的社會現實打破了這樣的傳統，很多男性離開家鄉，

遠走他鄉，這種分別不僅造成思婦現實生活的變得艱難，在精神上也受到打擊。丈夫

久在外難免會發生許多變化，特別感情的變化是思婦最爲擔心的，一旦丈夫變心，她

們的人生便無所期待，因此，思念之中難免有著日遠恐疏，名成見弃的擔憂。  

造成四種類型思婦情感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古詩十九首》畢竟不是一個人

創作的，刻畫的思婦也不是同一個人，就像不同的詩人又不同的個性一樣，他們筆下

的思婦也是各有千秋。同時，造成當時夫妻分離的原因不同，分離的狀况也不同。詩

中有的夫妻是短暫的離別也許不久之後還能相見，有的則是長久的分離今生不能再見；

有的是爲了前途主動的離別，有的是被迫的分離，情况不同也導致思婦對于愛人的思

念之情有所不同。 

通過對上述四種類型思婦形象的分類考察，可以看出，《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

形象出現了多元化的創作特點。其中，第一類悲思型的思婦形象是偏向于《詩經》以

來傳統的思婦形象的，這類思婦形象沒有複雜的情感特徵，只是對思念主題的寫照，

思婦形象相對單一化。第二類怨思型、第三類痴思型和第四類憂思型思婦形象明顯在

思的基礎上多了許多情感特徵，更加突出了怨、痴和憂的情緒。這些情緒的增加一方

面使思婦形象變得更加生動，另一方面詩人也能通過思婦形象表達出更多的內涵。 

 

IV. 思婦形象的表現手法  

關于中國古詩中人物形象的表現手法有很多種，《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沒有華

麗的辭藻來描寫這些思婦，也沒有用複雜的技巧來刻畫她們。他們以簡約的技法來突

出每個思婦的特點從而塑造人物形象。筆者以下試析《古詩十九首》刻畫思婦形象比

較典型的幾種表現手法 。 

1.烘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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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詩十九首》中思婦形象的刻畫不重在對思婦外在形象的描寫，而是通過側面描

寫,即烘托和細節描寫來完成的。“烘托本是中國山水畫的傳統手法，用水墨或色彩在

物象的輪廓外面渲染襯托，使物象明顯突出。用于藝術創作，是一種從側面著意描寫，

作爲陪襯，使所要表現的事物鮮明突出。”6這種技法用在古詩詞中，使要表現的事物

更加鮮明突出。在《古詩十九首》中這種表現手法也是很常見的，基本都是以物來烘

托人。詩人大都先從描寫景物、環境等入手，渲染出情境，然後再引出思婦形象，使

人物的情感、形象都更鮮明突出。如《青青河畔草》一詩中，首句以“青青河畔草”

起興，第二句寫了“鬱鬱園中柳”，詩人對青青的河畔草和園中鬱鬱的柳樹的描寫正

是爲了突出後面即將出場的思婦所做的烘托。那麽這種景物的描寫烘托出什麽樣的思

婦形象呢？這就要從“鬱鬱”一詞說起。“鬱鬱”有生長茂盛的意思，同時又指憂傷

苦悶的樣子。生長茂盛是柳樹的生態，也暗示了此時應是春季。中國古代向來有女子

傷春之說，思婦看到這茂盛的柳樹不免想到自己，自己也是像柳樹一樣正是青春時節，

但柳樹可以無情，人却不能無情，因此，她難免因爲孤獨而憂傷。這茂盛的柳樹一方

面反襯出思婦的孤獨，另一方面也暗合了思婦內心憂傷苦悶的精神狀態，爲塑造一個

閨怨的思婦形象做好了鋪墊。 

又如《孟冬寒氣至》的開篇：“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栗。”這兩句詩一方面交

代了時序，即孟冬時節；一方面“寒氣”、“北風”等意象也渲染出一種蕭條悲凉的

氛圍。在這樣的悲凉處境的烘托之下，思婦就更加讓人覺得可憐。與此相似的還有

《凜凜歲雲暮》的首句“凜凜歲雲暮，螻蛄夕鳴悲”，通過對螻蛄悲鳴的描寫營造出

一種凄凉的氛圍，爲思婦形象繪製出傷感的底色。 

2.細節刻畫。 

所謂細節，就是構成人物形象、故事情節或環境特徵的最小的組成單位。也就是

表現事物各種感性特徵的具體而細小的材料。而細節描寫就是對這些細枝末節的描繪。

好的細節描寫能把人物或事物最本質的性格特徵鮮明而又逼真的呈現在讀者面前，從

而增强作品的真實感和藝術感染力。《古詩十九首》的思婦形象主要是通過這種方式

塑造出來的。 

如果說烘托是刻畫思婦形象的間接方式，那麽對思婦形象的直接刻畫主要是通過

細節描寫來完成的。《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們冥冥中似乎達成一種默契，他們對思婦

形象的刻畫都不是以描摹形象爲主，而是選取思婦有代表性的外貌特點、動作或神態

                                                                 
6
 王新亮，《古典詩詞中的渲染與烘托》，《中學語文》，2011年 8 期，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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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來刻畫的。例如《青青河畔草》中的一處細節描寫：“皎皎當窗牖”。這一細節描

寫呈現出一幅靜態畫面：一個膚色白晰的女子臨窗遠望。這一幅畫塑造出怎樣的一個

形象又暗含怎樣的信息呢？她膚色白晰明亮，應該是年輕美貌的；臨窗遠望，應該是

有所期盼，或者是期盼丈夫早日歸來，或者是期盼自己能够擺脫這種獨守空房的生活。

這樣一個鮮活的思婦形象就已經嶄露頭角了，她年輕漂亮、嚮往幸福，這也爲後面她

發出“空房難獨守”的怨言做出鋪墊。 

又如《行行重行行》中通過“衣帶日已緩”，即衣帶漸漸變松這一細節來突出思

婦的憔悴，進而說明思婦對丈夫的思念之深，刻畫出一個深情的思婦形象。 

《庭中有奇樹》中的前四句“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

思”，通過思婦“攀枝折花這一細節含蓄地寫出了女子心中强烈的思念之情”7。而能

够敏感于樹木的繁盛幷去采摘花朵的女性，一定是年輕的幷具有浪漫情懷的女性；同

時，“馨香盈懷袖”這一細節表現出思婦對這朵花散發出的香氣的喜愛，也許她還是

個有一定文化修養的大家閨秀。但她一心只想著將這朵花送給遠行的丈夫，讓丈夫也

欣賞一下這芳香的花朵，突出了思婦的思念之情。 

《凜凜歲雲暮》中的“引領遙相希”一句抓住思婦“引領”，即伸長脖子這一細

節動作生動地描繪出了思婦對丈夫的依戀。她從夢中醒來時是多麽不甘心這只是一場

夢，仍然還要伸長脖子想找到夢中的丈夫。這樣一種夢境中的思念和現實中的分別的

對比，凸顯出思婦的失落感。 

《孟冬寒氣至》中的“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重點描寫了思婦放置丈夫書信的位置，即自己貼身的衣服裏，而且一放就是三年之久。

可以想像，這三年之中她一定是想起丈夫便拿出來看一看。這一細節描寫將思婦對丈

夫的思念生動的呈現出來，同時也突出了思婦對愛情忠貞不渝、執著的性格特徵。這

樣一個小小的細節就將一個痴情的思婦形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可見，細節描寫能將思婦的個性特點突出出來。雖然有些思婦的情感是相似的，

但通過細節描寫將每個思婦不同于他人的性格特點呈現出來，使他們在思婦這一群體

中又能保持自己的個性，就像每一個思婦又都有一幅自畫像一樣，保證了個體的思婦

形象不會淹沒在群體思婦形象中。 

3.借物喻人。 

借物喻人是中國古詩中比較傳統的一種表現手法，是用與人物形象有共同點的事

                                                                 
7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7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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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來比喻人物，進而突出人物形象的某種特點。這種表現手法一方面可以加强形象的

生動性，另一方面又符合了古詩含蓄美的要求。早在《楚辭》中就有借善鳥香草來比

喻忠貞之士，借惡禽臭物來比喻奸佞小人等。《古詩十九首》繼承了這種表現手法，

將其恰當的用于刻畫思婦形象中，增加了詩歌的藝術性和美感。如《冉冉孤生竹》一

詩：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 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  

   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 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  

  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 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  

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  

 

此詩中有三次借物喻人。第一次在第1、2句，即是起興又有比喻，詩人以“孤生

竹”比喻孤獨無依的女主人公，“泰山”則用來比喻可以依靠的君子，孤竹結根則比

喻女主人公立志要與君子相伴爲夫妻。第二次在第4句，詩人以“兔絲”比喻女主人公，

以“女蘿”來比喻女子的丈夫，兔絲和女蘿都是蔓生植物，詩人以“兔絲附女蘿”比

喻夫妻間互相依附。第三次以物喻人在第11、12句，“傷彼蕙蘭花”中用蕙和蘭兩種

香草來再次比喻美麗的女主人公；“含英揚光輝”則指出蕙和蘭正值盛放，也比喻女

主人公正值青春貌美的最佳年華。8這三套借物喻人將女主人公的决心、與丈夫的深情

以及正當青春的美貌都展現出來，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思婦形象。那麽，如此美好的佳

偶，青春時節不去珍惜也就像花草一樣枯萎了，但君子仍然固守自己的志向，思婦的

抱怨又有什麽用呢。到此，一個美麗而幽怨的思婦形象就完成了。 

又如《孟冬寒氣至》中“三五明月滿，四五蟾兔缺。”一句，“三五”指陰曆的

每月的第十五天，“四五”是指第二十天。“蟾兔”，相傳月中有蟾蜍和玉兔，故此

處即是月的代稱。
9
詩中借月亮的圓缺來比喻夫妻的相聚和分離。《迢迢牽牛星》中采

用了牛郎織女的傳說爲寫作背景，將牽牛星比喻成丈夫，織女星比喻成思婦，牽牛星

和織女星相隔在銀河兩端來比喻思婦和丈夫的分離。《客從遠方來》中的“以膠投漆

中，誰能別離此。”一句也用了膠和漆兩種意象來比喻思婦和丈夫。思婦如膠，丈夫

如漆，思婦對丈夫的感情就像將膠投入漆中一樣，互相融合成爲一體，牢不可破。這

                                                                 
8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731-732 頁，參考。 
9
 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教研室編，《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第7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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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形象的比喻，生動的刻畫出一個對愛情懷著堅定信念的思婦形象。 

以上三種表現手法是《古詩十九首》在塑造思婦形象時比較典型的，此外，詩人

們還運用了誇張、設問、象徵等表現手法10，但相比而言，這些表現手法都沒有上述三

種手法對思婦形象的塑造起的作用大，因此本文不做考察。 

通過對思婦形象表現方法的考察，可以看出《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幷不著意于對

思婦形象外貌的描寫，也不刻意去誇張思婦的美貌，只是簡單的勾勒幾筆，將思婦的

大致形象呈現出來。詩人注重與人物相對應的景物以及環境的鋪墊；而且往往抓住最

能表現思婦個性特點或者情感特點的細節，通過這種細節的動作、表情、以及借用與

之相像的事物等表達出思婦的情感。由此可見，《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更重視刻畫思

婦內在的情感特點。 

 

V. 思婦形象的內涵  

對思婦這一形象內涵的解讀是研究思婦形象的重要環節，也是真正深入形象內部

剖析其所具有的涵義和價值的橋梁。筆者認爲對思婦形象內涵的解讀應從兩方面展開，

一方面是表層的解讀，即從思婦形象上的解讀；另一方面是深層的解讀，即從詩人擬

女性寫作動機上的解讀。 

1.筆者認爲思婦形象的內涵首先是當時女性强烈的情感訴求和鮮明的生命意識。

但很多學者在論述《古詩十九首》的思婦形象時喜歡將其與楚辭中的美人意象作對比，

認爲思婦形象不過是詩人抒發自己不幸遭遇的寄托。例如張陳麗在其文章中認爲：思

婦形象背後的意義是表現了文人們“對社會現狀、倫理道德的不滿。在對人生苦短而

歡樂不足的悲哀中，愛情成了他們艱難人生裏的珍貴慰藉，他們把愛情放在了比功名

追求更高的位置。他們追求世俗情感，渴望及時行樂，不甘禮法所拘束。借思婦之口，

傳達這自身的叛逆……通過對這種叛逆的解讀，我們也可以深刻感受到這些文人所具

有的那種特殊的‘厭世精神’。”11可是這種解讀明顯存在誤差，《古詩十九首》中的

確有些詩表達了一些叛逆，及時行樂的觀念，但都只是少數而且不是主題，更不是通

過思婦這一形象表現出來的，而且這種叛逆和厭世似乎都更符合魏晋時期風流放蕩的

士人的行爲特點而不是東漢末這些四處漂泊的下層知識分子。 

                                                                 
10
 林綉亭，《<古詩十九首>女性形象探析》，第 129 頁-130 頁，參考。 

11
 張陳麗 《簡析<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形象》 《文學教育》 2010 年 3 期 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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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思婦形象到底是詩人的寄托,還是實有其人呢？根據記載，漢末確實有士子出

游“或身歿于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12的情况，也

就是說思婦是確實存在的，而不是爲了滿足文人的某種寄托而虛構的文學形象。因此，

這些詩雖然不是思婦直接寫作的，但也是詩人代思婦之作，是以男性的視角來反射出

思婦的心理和情感，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還原一個接近于真實的思婦形象。那麽，思婦

之所以爲思婦，主要緣于其對遠游的丈夫的思念，而這種思念的深層解讀首先便內化

爲這類女性的情感訴求，這也是思婦形象最打動人心的部分。他們或悲、或痴、或怨、

或憂，無不是抒發自己對幸福和愛情的嚮往和珍惜。這種情感訴求是真摯而樸素的，

它反映了思婦作爲普通女性被壓抑了的生理和心理的雙重需求。 

《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在抒發情感訴求的同時，體認到了生命最本質的東西,特

別是有感于時光流逝、青春不在而發出的悲怨，使得思婦形象更加深刻感人，同時在

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女性生命意識的覺醒。詩中主要通過思婦對時間的認識來表達對

生命的關注。如《冉冉孤生竹》中的“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一句中,“老”和

“遲”的對應，强化了時間的易逝，也突出了思念的沉重；“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

一句中突出了“過時”，表現了深閨生活的寂寞孤獨，思婦在生命最美麗、最旺盛的

時候却要獨守空房，壓抑落寞之感不言而喻。又如《行行重行行》中的“思君令人老,

歲月忽已晚”兩句凸顯了思婦的時間觀念。生命在日復一日的思念中也會慢慢消逝了，

而自己的價值却無處寄托。這種思婦形象中蘊含的生命意識也是《古詩十九首》思婦

詩最鮮明的特徵。 

人在快樂的時候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越是孤獨越是寂寞的時候越感覺時間的流

逝，而在時間流逝的同時，思婦却無能爲力，不能在美好的時光中讓自己的人生獲得

幸福，這種失落是常人所不能承受的。事實上，這種生命意識的表現要感謝詩人敏感

的神經，也許生活中的思婦的確也會感慨，但在詩人的筆下被無限放大後思婦的形象

內涵就變得深刻而動人了。同時，這一點也的確是與詩人自身的感受是相關的，因此，

筆者下面會從詩人寫作動機的角度分析思婦形象的這一內涵。 

2.思婦在當時社會是現實存在的，筆者雖然不贊同思婦形象完全是詩人的寄托，

但要注意的是《古詩十九首》中思婦的語言，心理，行爲等等幷不是思婦本人直接叙

述出來的，而是詩人以男性的視角模擬女性進行創作的。這樣，思婦形象就必然帶有

                                                                 
12
 徐幹，《中論·譴交篇》， 胡大雷 《從漢末交游士風看“古詩十九首”女子形象的知音化》，《常德師範學院學

報》，2003 年 2 期， 第 37 頁，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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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的意識。因此，從創作者和人物形象這兩個角度來考察，思婦這一形象的表層涵

義和深層涵義就會有所不同，如果說上述第一點是思婦形象的表層內涵，那麽其深層

涵義就要從詩人的擬女性化寫作動機上來考察 。  

首先，通過思婦形象彰顯了詩人的“覺醒”。這種“覺醒”首先表現在詩人對自

我存在，自我價值的認識上。當然，也是東漢末的社會的大背景造成了他們的覺醒，

當仕途之路無望，儒家傳統的倫理道德遭到動搖時，他們從忠君愛國的集體主義價值

中醒來，首先看到自己，這時才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有自己存在的願望和

價值。這種“覺醒”深化到思婦形象中，便是突出了以情感作爲思婦的自我存在和自

我價值實現的目標，因此思婦形象才會表現出如此强烈的個體感受和情感訴求。這種

情感訴求的表達是中國文人詩的一大進步，在《古詩十九首》以前，兩漢的文人詩寥

寥無幾，質木無文的同時更沒有抒情的傾向。後來，在漢樂府民歌中出現了大量的抒

情作品，這種些抒情詩是民間男女真實的情感表達，淳樸而真摯。漢樂府民歌的這種

抒情化直接影響到當時的文人，就出現了《古詩十九首》中這種緣情而發的思婦詩。 

其次，思婦形象表達了詩人對知音的渴求。將思婦形象與知音作鏈接，是胡大雷

最先提出的，他從漢末交游士風的角度對思婦形象的知音化進行過論述。筆者以此爲

切入點，一方面進一步探索知音化的思婦形象，同時也管窺漢末文人的精神世界。 

那麽，思婦形象如何表現詩人對知音的渴求呢？主要是通過思婦的“一心”和與

丈夫的“同心”來表現的。思婦詩中有不少這樣的例子，如《涉江采芙蓉》中的“同

心而離居”，《孟冬寒氣至》中的“一心抱區區”，《凜凜歲雲暮》中責難“同袍與

我違”等13。 這裏的“一心”,即對丈夫一心一意的愛和思念；“同心”,即與丈夫的

心思一樣,一直愛戀幷思念著對方；“同袍”，原指軍人間的友情，這裏借代爲夫妻之

情。這些用語一般意味著思婦或相思的男女對感情專一的意念和精神，但《古詩十九

首》中的這些同心却幷不僅僅指感情上的專一，還包含了思婦對丈夫精神上的理解。

也就是說，詩人寄予思婦形象的不僅是專一的愛人，更是精神上可以溝通的知己。然

而事實上，當時社會中的婦女與這種知識分子的丈夫是很難進行精神溝通的，能做到

“舉案齊眉”就已經是女性的典範了。因此，詩人寄予思婦形象這樣的情感，更多的

是爲了滿足自己“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14的精神需求。這些知識分子們常年漂

泊在外，難免像思婦一樣孤獨寂寞，他們一方面會想像自己的妻子也是如此心境，同

                                                                 
13
 胡大雷，《從漢末交游士風看“古詩十九首”女子形象的知音化》，第 37 頁，參考 

14
《古詩十九首·西北有高樓》，北京大學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編，《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第 7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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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希望能够遇到知己，遇到朋友，暢談自己的抱負，這兩種情感合二爲一便出現了

思婦形象的知音化。 

綜上所述，《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形象的內涵正如張曉芳所說，應是“既反映

了生命意識覺醒中的女性的情感和心理，也傳達出那個時代文人的人生感受和精神苦

悶。”15 

 

Ⅵ. 結論 

通過上述幾方面的分析，筆者認爲《古詩十九首》之所以能被後世的文人墨客們

推崇，其中的思婦詩以及思婦形象功不可沒。雖然此時的思婦形象總體來說還還不够

豐滿，處于思婦形象塑造上的過渡時期，但其思婦這一群體性形象的價值却是重大的。 

首先，《古詩十九首》中的思婦形象打破了之前《詩經》以及漢樂府民歌中的的

思婦形象只寫思念的局限性，呈現出悲思型、怨思型、痴思型、憂思型的多種形象。

標志著詩人們開始了思婦形象多元化的創作傾向。 

其次，也是思婦形象具有突破性進步意義的關鍵在于其形象內涵的豐富，通過思

婦形象的塑造彰顯了當時女性强烈的的情感訴求和生命意識；同時，這些思婦形象也

折射出當時中下層文人們不遇的孤獨、渴望知音的心理狀態。這對之後的建安文人的

詩歌創作影響很大，特別是這種憂患生命易逝的感觸在建安文人們的文學作品中被放

大了，這也爲魏晋時期士人思想上的覺醒和“詩緣情”的詩歌創作觀奠定了基礎。 

再次，這些集中出現的群體性思婦形象，也標志著中國詩歌史上文人們擬女性化

寫作的第一次高潮，詩人們繼承幷發揚了《詩經》以來擬女性化寫作的各種手法，以

情緯文，情感表達細膩、含蓄、深沉，具有感動人心的震撼力。這些都對後來的文人

們進行擬女性化創作起到了一定的示範作用。 

因此，思婦形象的塑造是《古詩十九首》藝術成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

是《古詩十九首》之所以能在中國詩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一個重要因素。 

 

 

 

 

                                                                 
15
 張曉芳，《<古詩十九首>思婦詩探析》，《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0 年 7 期，第 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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