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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妒妇研究
!

赵秀丽

摘
!

要"明代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女性教化体系%宣扬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但中后期社会

)妒风*盛行&究其原因%中后期社会心学解放思潮和)尚情观*的兴起%女教书籍和戏曲小

说的流行普及%女性知识才能的增加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都涌现

出勇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妒妇&对明代妒妇%应辩证地看待%她们挑战传统的姬妾制度%成

为时代先驱%但同时也是弱势女性的困厄之源&

关键词"妒妇'悍妇'明代

目前%学术界关于明清妒妇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仅陈宝良在论述明代家庭情感伦理

关系新转向时%指出妻妾因嫉妒而关系紧张%形成一时的)妇妒*之风!

'吴秀华(尹楚彬专

门以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为例分析了这一时期的)妒风*及妒妇形象"

&笔者拟以明代妒

妇为考察对象%探讨女性地位在明代的变化%分析妒妇的内在成因%并对之进行客观评价&

一(明代妒妇生存状况

明朝初年)妒妇*现象较为少见%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明太祖建立自上而下的

女性教化体系%宣扬忠孝节义观念&明前期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女教真正渗透到基层社

会%村姑民妇对节烈事迹耳熟能详%深受影响%)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僻壤下户之女亦

能以贞白自砥&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2*

#强调礼法治国治家

的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女性行为产生一定的规范(约束作用&谢肇膌在对比

宋朝和明朝的妒妇现象时%指出)宋时妒妇差少%由其道学家法谨严所致*&当明代中后期

理学受到剧烈冲击%纲纪败坏%人心不古时%妒妇)则不胜书矣&*

$二是明初在基层治理上

实行乡里老人制度与旌善亭制度%宣扬(维护儒家的一整套家庭伦理&通过陈宝良的#正

侧之别"明代家庭生活伦理中之妻妾关系$可知%明前期家庭伦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夫妻

之间的情感生活&姬妾多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夫妾情感尚不明显%妻妾矛盾也不突出&三

是明太祖严禁官员狎妓宿娼%并严厉打击妒妇&朱元璋一方面严格禁止官员士子狎妓宿

娼%一方面惩治妒风毫不手软&他听闻常遇春妻-一说徐达夫人.妒%反对纳妾%就命人将

其妻剁为肉泥%做成羹汤%赐给大臣们饮用%以壮男儿胆&明太祖严刑立威%具有一定的警

示和威慑效果&因而%明初史料较少出现妒妇的记载&

明初吏治清明%社会风气较为淳朴%除了十六座官营)歌妓之薮*外%其它一切歌妓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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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皆被禁止&社会从事色情服务业的场所(女性从业人员较少%家内女性相对清静%没有太大的竞争压

力&随着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淫欲之风盛行%娼妓遍布天下%无处不有青楼&

自景泰以后%南北直隶(十三布政司下的府(卫(市(镇娼优日增月盛%)多者聚有数千门%少者不下数百

人*

!

&例如广陵)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

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

六百人%每日傍晚%膏沐熏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

"

%终日倚门卖笑为活&这些数量庞大

的游离的风尘女子对家内女性形成直接冲击%对夫妻关系也产生巨大影响%明代文学作品和笔记小说描

写(记载了大量为妓女一掷千金%导致家道中落的败家子故事&

家内女性为了巩固丈夫的恩宠%维护家庭主母的地位%与青楼女子和姬妾婢女展开殊死较量&)妒

风*盛行成为明代中后期社会女性发展三大鲜明特征之一#

&这股)妒风*波及社会各个阶层%明人谢肇

膌概括了)惧内*的八种类型及成因%对男性而言)惧内*无外乎四种情况")愚不肖之畏妇%怵于威也'贤

智之畏妇%溺于爱也'贫贱之畏妇%仰余沫以自给也'富贵之畏妇%惮勃溪而苟安也*'而女性各有令男性

忌惮的资本")丑妇之见畏%操家秉也'少妇之见畏%惑床第也'有子而畏%势之所挟也'无子而畏%威之所

劫也&*当时社会的男性%能够超出这八者之外(挺然中立者)亦难矣*2

$他已经敏锐捕捉到)惧内*现象

在不同阶层(不同家境产生的原因存在差异性&妒忌(嫉妒(忌妒均用于形容女性之)妒*%而女性善

)妒*%所包含的内容包罗万象%才能(品德(荣誉(声望(评价(地位(财富(家世(丈夫(子嗣(服饰(美貌(际

遇(命运等%都可以成为女性妒忌(竞争的对象&在)妒*的外衣下%不同阶层的女性产生)妒忌*之心的核

心要素与斗争的核心事项也有所区别&

第一%帝王将相皇亲国戚之家的女性主要围绕权力展开角逐%斗争焦点围绕固宠与子嗣继承等问题

展开&宫闱素来是权力争夺勾心斗角之所%表面上看是众多嫔妃女性围绕皇帝恩宠展开的较量%实际

上%皇帝的婚姻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庙堂权力关系在后宫的又一体现&后妃受宠%在皇帝身边吹枕

头风%建言机会多%权势与荣华富贵亦接踵而至&因此%后妃与皇帝的夫妻关系带有浓厚的权力色彩%许

多后妃与外戚都无法抵御权力的诱惑%想方设法向最高权力靠拢&皇后宝座与太子之位成为争夺的焦

点%宠妃想法设法除去(取代皇后%成为后宫最高权力执掌者%并苦心经营%欲让己子继承大统%以便长久

维持权力&为防止其他妃子母以子贵%重点防范竞争对手怀孕生子%千方百计打击(迫害皇子&宣德年

间%孙贵妃仗着宣宗的宠爱%)宫人所出潜相杀之*'成化年间万贵妃)宠而妒*%已不把皇后放在眼里%)谗

废皇后吴氏%六宫希得进御*%其子夭后%不许其他后妃诞下皇帝子嗣%)他妃幸上者%皆治使伤妊%即妊%

百计使堕*%闻纪妃怀孕%)令婢钩治之*

%

&明代中后期皇后生存环境险恶%后权式微%皇后嫔妃都败于

妒妃之手%境遇堪怜&

&皇亲国戚家庭与皇宫类似%显赫的地位(权势使得正妻千方百计维护正妃地位%

确保嫡子继承爵位%对其他怀孕者心存敌意%想方设法置之死地&例如%交城王妃曹氏妒而悍%宫人生子

辄加棰楚%有至死者'

'临川王亲言府中收用女子怀孕%大妃便将之杀死6

&在这种妻妾生死搏斗中%侍

妾也会想方设法置正妃于死地%取而代之&例如%隆平侯张玮的侍妾丘氏颇有心计%当张玮霸占家人朱

洁妻后%丘在一旁羞辱%使之饮恨自残%丘巧妙布局嫁祸正妻%乘机除掉其妻7

&这些生活于皇亲国戚家

庭的女性深知其显赫生活源自家世与地位%因而关注(斗争的焦点主要围绕权力和子嗣问题展开%以保

住权力带来的各种好处&这类女性一旦嫉妒心生%心胸狭隘%攻于心计%严于防范%对敌人不择手段%铲

除异己%多达成己愿%因而出现贵室多艰于子嗣%男丁单薄%)贵妇多妒%妒妇多寿*的奇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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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上流阶层的女性多倚仗自身才能%加强对丈夫的独霸与控制欲%斗争焦点主要围绕对丈

夫独宠专房展开%不许纳妾宠婢&士大夫阶层因为走仕宦之途而光大门庭%跻身上流社会&这类家庭的

男性多是家庭的顶梁柱%个人素质(能力很高%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家庭的兴盛%事业有成%或博取功名%或

家财万贯&他们都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社会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婚姻选择中%

多讲究门当户对%妻子为名门闺秀%接受过较好的教育%属于贤妻良母(相夫教子类女性&按理男性应该

在家庭享有很高的地位%享有绝对的权威%妻子不敢违逆&但上流家庭的女性自身素质很高%才能(智慧

与丈夫不相上下%甚至有所超越%因而对丈夫并不唯唯诺诺&例如%工部尚书吴中妻欲看皇帝亲赐诰命%

吴中不敢拒&其妻讥讽)今诵之终篇%何尝有一清字%有一廉字乎*时%吴中亦不敢怒!

&根据笔记(小

说(野史等记载的信息%明代官员为妒妇悍妇钳制%处处受制于妇人的案例不在少数%有些甚至是文韬武

略(功勋卓著的男性%)王文成伯安内谈性命%外树勋猷'戚大将军元敬南平北讨%威震夷夏'汪少司马伯

玉锦心绣口%旗鼓中原*%三人都是人中龙凤%才干超群%)而令不行于阃内%胆常落于女戎%甘心以百炼之

刚%化作绕指也%亦可怪矣&*

"这些位极人臣的文官武将却受制闺阁%不得一展须眉志气&究其原因%这

类家庭社会地位高%经济条件好%又与权力圈有一定的距离%女性的志向并不在追求权势与金钱%她们自

身有才干见识%比普通女性更注重夫妻情感%情投意合%因而对丈夫的感情依赖性(独霸欲很强%不能容

忍丈夫二心%竭尽聪明才智扩大对丈夫的影响力%让丈夫不在家外世界流连%确保家中独宠专房地位%重

点是严格监督(约束丈夫%不允许其纳妾%移情别恋&

第三%底层社会平民百姓家庭的女性多围绕经济问题(主母地位展开%斗争焦点是对侍妾奴婢的防

范和妻妾权力角逐&明代惧内者并非只有社会精英%地主商人(小户人家也有妒妇出现&即使田舍之

翁%一旦家有余财%就生纳妾之念%享受齐人之福&明代中后期社会经济的繁荣%淫欲之风的盛行%使得

底层民众家底稍殷实%遂生纳妾之念%广陵二十四桥风月数量庞大的歪妓多倚此类男性为生&底层平民

家庭经济实力并不雄厚%一旦染上赌瘾或嫖瘾%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因而家内女性严加防范%竭力制止

男性嫖妓行为&底层社会正妻操持掌管家庭财政开支%在家庭的正常运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地位权力

仅低于婆婆&她们不容忍当家主母地位丧失和财权旁落%仰人鼻息%被人欺负笑话%因而直接采取强制

措施作用于丈夫和家内其他成年女性%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不容其他女性挑衅&冯梦龙#情史类略$第

十四卷#情仇$中%专门分出一类 )妒厄*%记载正妻迫害姬妾的案例&广陵冯小青自幼随母就学%所游多

名闺%精涉诸技%妙解声律&十六嫁人为妾%夫)性嘈唼憨跳不韵&妇更奇妒%姬曲意下之%终不解*%内心

痛苦%最终走上绝路#

&这一阶层女性受知识水平的局限%较少采取说服教育的方式%而是直接借助武

力或暴力对男性或女性施加威胁%迫使对方屈服%例如李玺在京城娶一妾%妾)极鮅悍*%为留住丈夫%不

惜使用巫术)用针刺其目*%使其)目忽不能见其妻%若病盲然*

$

&这一阶层妒妇悍妇易为一体%家暴现

象在妒妇家庭时有出现%女性多出于经济因素(家内权力与地位而走向妒忌之路&

明代中后期妒妇悍妇大量出现%并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谢肇膌在#五杂俎$中指出)妒妇比屋

可封*%)江南则新安为甚%闽则浦城为甚%盖户而习之矣&*

%

)妒风*盛行%河东狮吼%令男性胆怯%谢肇膌

深感不安%竟称)凡妇人女子之性%无一佳者%妒也%吝也%拗也%懒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

轻信也%琐屑也%忌讳也%好鬼也%溺爱也%而其中妒为最甚&故妇人一不妒%足以掩百拙&*

&通过这种

过激言论不难看出他对)妒妇*()妒风*深恶痛绝&

这种)盛况*对男性而言简直是一场灾难&在男尊女卑(男权至上的传统社会%)妒妇*)悍妇*令男性

威风丧尽(颜面荡然无存&明人对)惧内*现象大惑不解")世有勇足以驭三军%而威不行于房闼'智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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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合%而术不运于红粉&俯首低眉%甘为之下'或含愤茹叹%莫可谁何&*

!他们为了重展雄风%夺回权威%

纷纷研习各种化妒术(驭妻术%并利用轮回转世(因果报应等观念劝诫女性弃妒从善%遵守妇道%可惜效果

并不显著&朱文懿公欲借仙人之手%求)化妒丹*来化解夫人之妒%可以说是惧内之人共同向往的灵药&

二(明代妒风大张的原因

针对妒风盛行的现状%谢肇膌分析总结其原因%认为)惧内者有三*")贫贱相守%艰难备尝%一见天

日%不复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转爱成畏%积溺成迷%二也'齐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

非己出%三也&*

"归纳起来%一是夫妻有同甘苦共患难之义%二是夫妻伉俪情深沉溺感情%三是女方拥

有经济优势&笔者认为除了他分析的这些原因外%还必须紧密结合整个大明王朝的时代背景进行宏观

分析%探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明代中后期社会彰显个性的心学思潮和倡导爱情至上的)尚情观*%对广大女性产生深远影响&

明初森严的礼法等级制度(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随着中后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面

临崩溃瓦解&大行其道的阳明心学主张)百姓日用即道*%李贽宣扬)士贵为己%务自适*

#

%主张还个体

以自由&阳明心学对禁锢人性的控诉和反叛%对人性复苏的期冀和追求%在社会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人

文主义思潮%女性也概莫能外&与思想领域的)心学*解放思潮相呼应%文学领域出现)尚情观*&冯梦龙

专门编纂了数十卷的#情史类略$%大胆为情正名%宣称)六经皆以情教也*%将主张禁欲的理学视为)异端

之学*%把情提升到圣人倡导的)三不朽*之列$

'汤显祖的)唯情论*盛极一时&明代中后期%社会产生大

量戏剧作品%仅程华平#明清传奇编年史稿$记载的有源可考的明代流行戏曲就有三四百种%绝大部分围

绕忠孝与情缘展开%而专意描写男女之情的作品又占多数&例如成化年间
.

种传奇就有#香囊记$(#双

珠记$(#分鞋记$(#青琐记$(#合璧记$

"

种重在记)男女私情*'嘉靖年间
/&

种传奇就有#娇红记$(#银瓶

记$(#怀香记$(#南西厢记$(#南琵琶$(#枕中记$(#梅花记$(#两团圆$(#浣纱记$(#红拂记$(#纨扇记$(

#离魂记$(#诗囊记$(#续缘记$(#题红记$等
#/

种专书男女恋情%

&

受)情欲观*影响%明代社会也出现了大量的)义夫*&然而%根据陈宝良的研究成果%痴情男子和)义

夫*钟情对象多为侍妾%而非正妻&

&男性这种情感伦理的变化势必影响妻子&此外%明代中后期社会

)男风*亦盛%)大率东南人较西北为甚*%)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

知此好者也*

'

&由此可见%)男风*在闽(广(吴(越至燕云等地都很流行&谢肇膌将男宠日盛的原因归

结为)河东狮吼*()缠头之费*%也就是家中正妻太妒%青楼女子费用太高&殊不知)男色*使得)夫妇离

绝%动生怨旷*%而丈夫在青楼花天酒地%广掷)缠头之费*%同样令妻子气愤难当%容易沦为妒妇悍妇&

俗话说%)男子痴%一时迷'女子痴%没药医&*情欲观助长女性的爱与痴迷%她们由爱生痴%进而偏执&

尚情社会的女性对丈夫的独占欲更强%不能容忍丈夫娶妾藏娇%移情别恋%面对社会淫风盛行的现实%妻

子奋力抗争%不让丈夫窃玉偷香%当丈夫娶妾收房后%就给新妇下马威%严妻妾尊卑之道&明末才女冯小

青受妒妻迫害而死%社会上掀起一股奇特的)小青*热潮6

%冯梦龙#情史类略$(张潮#虞初新志$(郑元勋

#幽媚阁文娱$(徐襄#女才子书$(张岱#西湖梦寻$等等都记载了小青的故事及作者的点评%从侧面折射

出当时社会男性对)妒妇*现象的不满&

第二%通俗易懂的女教书籍和戏曲小说的盛行%扩大了精英文化对上流社会女性的影响力&

传统女教书籍#后汉书$(#女诫$(#女宪$(#女则$内容大多晦涩难懂%很难引起读者共鸣%以吕坤为

首的文人采取各种方式改进女教书籍%一人绘一图%一图叙一事%附一赞%通俗易懂%充分调动了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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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女性接受知识的程度较前代大大提升&明代中后期社会逐渐形成一种)重女才*现象%江

南等地出现才女群体&衣食无忧的才女们喜欢阅读诗词歌赋(戏剧小说%对#西厢记$(#牡丹亭$等爱不

释手%挑灯夜读&高彦颐的#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就是以江南地区从事女性教育的闺

塾师为研究对象"

&汤显祖的#牡丹亭$一出%逐渐形成一庞大的)情迷*群体&有的才女情窦初开%吟咏

诗歌%与文人唱和往来%鸿雁传情%私订终身'有的才女自命不凡%孤芳自赏%对夫婿(爱情要求甚高%感情

不遂人心%英年早逝&明末女性不安于内(通奸犯淫者间或有之%追逐情欲(为情殒命者亦有之%所有这

些充分说明中后期社会的情色意识对女性观念和行为造成了冲击&

传奇戏曲已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公侯与缙绅及富家只要有宴会%多请人唱戏%)小集多用

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

#这些上流社会的女性因知识水平的提

高%可以直接阅读(甚至创作弹词(小唱等文学作品%通过家内宴请等方式观摩(欣赏社会流行的戏曲%戏

剧语言诙谐幽默%形象生动逼真%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对女性产生深远影响&明代中后期传奇写作呈现

出女性圣化与妖魔化的倾向%妒妇(悍妇(荡妇(淫妇形象大量出现%而这些作品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

影响和改变着女性的认知&清朝沈起凤曾作#泥金带$%意为天下悍妇惩妒%不料)登场一唱%座上男子无

不变色却走&盖悍妇之妒未惩%而懦夫之胆先落矣&*

$明末冯小青之死%许多人站在)小星*和男性立场

同情其悲惨遭遇%而亦有人支持正妻的自卫举动%认为是小青自己想不开&明代传奇戏曲以江南为盛%

)昆曲*()昆剧*更是名扬天下%影响整个戏剧界%从者日广%江南新安等地而)户而习之*的盛况%从侧面

反映了戏剧等大众文学与)妒风*存在一定的联系&

第三%精英女性知识才能的增加与底层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有助于调整(改善女性在家中的地位&

随着明代政府对基层女性教化体系的倡导(推广%世家大族也转变观念%重视)女才*教育%以出产

)才女*为荣&上层社会接受教育的女性日益增加%知识水平提高%其视野和才干大大提升%果敢有为%在

婚姻家庭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丈夫的交往更加平等&前面提到的戚继光将军在纳妾生子东窗事发

后%主动遣散侍妾%负荆请罪&倘若戚夫人是性格柔顺的大家闺秀%对丈夫惟命是从%戚将军绝不会有此

负荆请罪的举动&正因为戚夫人是武艺高强(骁勇善战(性格刚烈的女豪杰%文治武功与戚将军不相上

下%才敢在丈夫背叛婚姻后兴师问罪&还有一些女性受家风熏陶%才识过人%观察敏锐%能够协助男性处

理机要事务&例如张氏自幼知书识理%其父为太守%从父官能断狱得其情%父谓之)有女士风*'徐本高妻

王氏是大学士王锡爵的孙女%受祖父熏陶%能明大义%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一切章奏文牒咸经手

裁*

%

&简而言之%这些令三军将帅(官员才子折服(畏惧的女性都有其骄傲的资本%才艺智能堪与男性

精英一较高下%才让身为七尺男儿的丈夫甘愿折服(敬重%维护其家内主母的地位(身份%不敢公然违抗%

并在原本属于男性涉足(不容女性插手的特殊领域也发挥作用&

而广大底层社会女性在)逐利*之风盛行的社会%纷纷走出家门参与社会劳动%从事)三姑六婆*与色

情业等职业的女性日益增加&部分女性劳动收益成为家中经济的主要支柱%因而在家中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浙东)丐户*%男子做杂役%主办吉凶及牙侩之属%)其妻入大家为栉工%及婚姻事执保媪诸职*

&

'沿

海)乐户*%男性从事捕鱼拉纤%收入较低%妇女)习浆 缝纫%受役于殷实高贵之家%所获常百倍于男*%于

是家庭分工发生改变%)男子不复理前业%衣裳楚楚%安坐而食&妇则为伴媵%为卖珠娘%为小儿医%常以

一人而营数业%以一人而应数家*%从而导致)司晨之势%积重于牝鸡%由来久矣*

'

&这些女性的谋生技

能较男性强%在家中地位提高%而男性地位下降%受制于妻子&

此外%富家女嫁入夫家时就因家世财富获得较高的家庭地位%依仗奁橐丰厚%骄奢淫佚%动笑夫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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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经济大权的获取增加了女性对整个家庭尤其是丈夫的控制权%由被征服者变为征服者%成为)妒

妇*()悍妇*&

尽管明代中后期兴起的妒妇群体无论是从见识才华(还是谋生能力方面%较之前代社会都有很大发

展%更有主见%果敢有为%但是她们在)以夫为天*的社会%只是用心经营自己的家庭与婚姻%不愿受淫欲

之风与姬妾制度的威胁&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她们都恪守)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训条%仍生活在家庭

这个狭小空间%并未走出家门%使用)智力*而非)勇力*来)制夫*&)妇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权'

利权一入其手%则威福自由%仆婢帖服&男子一动一静%彼必知之&大势既成%即欲反之%不可得已*

!

%

可以说是许多妒妇的)心经*&她们并没有在家外世界施展自己的才华(能力%与男性在社会其它领域决

一雌雄%其智能(才干仅用于维系家庭的稳定(发展%确保(维护自己的权利&

三(结
!

语

中国古代不乏妒风盛行的时期%魏晋时期(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可以说是传统社会三个妒风大张的

时期&若要真正认清(深入认识明代)妒风*的意义%必须首先了解一个前提%那就是妒妇产生的时空背

景和社会环境&

魏晋时期儒家统治土崩瓦解%隋唐多元文化并存%妒妇的生成空间相对宽松&而明代女性在发达的

儒家女性教化体系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接受儒家忠孝节义观念%从者日广&据康熙四十五年完成的

#古今图书集成$中)闺节部*和)闺烈部*记载情况%节妇烈女在先秦仅
!/

人'汉代
&#

人%唐代
1/

人%宋

代
#%#

人%元代
0$$

人%明代
/"$$$

人%清初
!#$$$

人&这组)薄古厚今*的数据固然与古代史料相对匮

乏有关%但通过明清官方记载也可清楚地看到%在两朝统治者刻意彰显)贞烈*之风的引导下%)贞烈*风

气越演越烈&无数女性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沦为男性观念(意识的奴仆%而妒妇悍妇勇敢站出来%公然

反抗男女两性婚姻的不公%对男性权力提出限制与反抗&笔者并非单纯出于女性主义立场%为女性摇旗

呐喊&只有在尊重男女两性生理(心理差异的基础上%探讨妒妇悍妇现象%才能不被先入为主(根深蒂固

的男权本位主义观念诱导%才能客观看待(评价明中后期掀起的妒风浪潮&

第一%明代妒妇(悍妇群体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是女性维护自身权益的进步体现&

明末女教书#温氏母训$中提到)四谤*说")凡寡妇不禁子弟出入房舍%无故得谤'寡妇盛饰容貌%无

故得谤'妇人屡出烧香看戏%无故得谤'严刻仆隶%菲薄乡党%无故得谤*

"

%由此可见明代女性受外界舆

论束缚程度日深&但女性并非被动(屈辱(悲惨地活着%)妒妇*)悍妇*群体%一反女性依附男性(位卑言

轻的传统%拥有话语权和决策权%在压迫日深的传统社会争做自己的主人%实属难得&

妒是妻子对丈夫怀有深厚情感的体现&)妒妇*不允许丈夫身边有其他女性%这种)排他性*(占有欲

实际上是爱情特有的属性&男性妻妾成群%)妒妇*便严格控制丈夫和其他女性的性关系%在限制丈夫性

自由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丈夫纵欲过度%对其健康有所保护&明代已有人为)妒妇*正名")士君子

情欲无节%得一严妇约束之%亦动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谚有曰"/到老方知妒妇功&0*

#虽为解嘲之语%却

颇为精当&尤悔庵在#戏嘲惧1黄莺儿$中调侃道%)何事犯娘行%跪妆台一炷香&风流罪太过%笞之太

强%杀之过伤&参详%惟有宫刑当&好关防%如何黑夜越狱上牙床&*

$男性一味强调女性的守贞%自己却

风流成性%拈花惹草%处处留情%令妻子伤心难过%)风流罪太过%笞之太强%杀之过伤&参详%惟有宫刑

当*%调侃中不忘女性柔情爱恋男性的一面%而以宫刑惩罚(了结风流债%也反映了女性爱之深(恨之切的

心理&冯梦龙在#情史类略$中提出)不情不仇%不仇不情*

%的观念%非深情者不妒%故妒妇之)妒*本身

也是夫妻伉俪情深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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妒也是女性对男性姬妾制度的不满与反抗&妒妇之妒最重要的原因是丈夫花心%妻子缺乏安全感%

害怕丈夫被别的女子夺走而做出的过激反应&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爱情是本能和思想%是疯

狂和理性%是自发性和自觉性%是一时的激情和道德修养%是感受的充实和想象的奔放%是残忍和慈悲%

是餍足和饥渴%是烦恼和欢乐%是痛苦和快感&爱情把人的种种体验熔于一炉&*

!爱情本来就是自私

的%外表再贤惠(思想再开明的妻子%内心深处也不会原谅丈夫的花心%与对丈夫的移情别恋暗自伤心不

同%妒妇悍妇不会隐藏(隐瞒自己内心的怨恨(不满%她们公开将心中真实的感受明确表达出来%并提高

警惕%防患于未然&女性的妒忌(醋味(猜忌与防范实际上是女性自我意识强化(自我觉悟提高的一种表

现&前面提到的冯小青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从妻子角度而言%妒妻也是为了捍卫自身权益%害怕失宠

受冷落被迫做出的保全之道%是由其位置(身份决定的&尽管女性这种捍卫(自我保护方式不为男权主

义者认同%却彰显着女性捍卫自身权益的可贵精神%与五四旗手描绘的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以泪洗面(

悲惨度日的女性形象相去甚远&传统姬妾制度实质上是建立在女性牺牲基础上的男性幸福%是一种畸

形的婚姻制度%)妒妇*不满并勇敢反抗这种制度%其妒带有反抗性%具有进步意义&

第二%妒妇悍妇在维护自身权益时伤害其他弱势女性%应辩证看待%给予同情与批判&

妒妇悍妇为巩固自己的地位不惜对其他柔弱女子痛下杀手%她们在这场女性的竞争与较量中也是

受害者&恐惧(仇恨与报复心理使不少善良的女性最终扭曲了自己的心理与人格%沦为妒妇(悍妇%她们

的心灵饱受创伤%没有爱情的信任(忠诚%只有背叛和寡情%即使打击(消灭竞争者后%仍然处于无爱的荒

凉境地%并不能从畸形变态的报复中获得快感和满足%提高自己的幸福指数&以戚夫人为例%从表面上

看%戚继光驱逐两位侍妾%以将军身份负荆请罪%昭示着戚夫人的胜利%但当她病逝后%戚继光立即派人

将两位侍妾接回府中%合家团聚%母子相逢%其乐融融%由此可见%戚夫人的剽悍(强硬并没有真正留住丈

夫的心%夫妻貌合神离%同床异梦%并未获得真正的幸福%威风凛凛的戚夫人本身也有可怜之处&

但妒妇悍妇为自保而百般虐待(迫害其他弱势女性%理应批判&嫡妻迫害媵妾的例子不胜枚举%王

世贞在论述朝廷的旌表制度时指出%勋戚大臣之妾殉死者)凡十有三%而勋戚大臣之妻殉死者%无一二

也&岂妾独厚%而妻独薄耶+ 意者有吕后(袁绍夫人之妒%而出于不得已也*

"

&原来妾之殉死并非重情

重义%殉情而死%而是迫于正妻淫威%苟延残喘%生不如死%不如一死了之%而且殉死还可获得旌表%提升

地位%博取声名%故姬妾从死者众&当时社会媵妾婢女因受宠或生子被卖被杀者不胜枚举&户部主事邓

卿之妻)甚悍戾%尝捶楚婢妾%足指皆坠%弃粪草中*

#

&在女性之间的竞争与较量中%无论是妻妾%还是

婢女都深受其害&婚姻际遇对女性来说本来就充满变数%)遇合有时%爱憎有命,,负绝世之姿%而匹偶

非类%湮灭不称者%又不可胜数也&*

$晚明冯小青能够成为明末传奇女性%其诗文)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

伤心是小青*道出了无数女性的心声&社会对小青的关注充分说明了人们对妒妇的憎恶%对小青的同情&

总而言之%明代中后期的妒妇悍妇大胆地追求婚姻幸福%彰显自我个性%不甘心做男性的附庸%不能

忍受丈夫的花心与不忠%大胆颠覆传统妇德%打破传统婚姻家庭模式%用实际行动对男权主义进行了坚

决的反击%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她们中的一些人行为走向了极端%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夫权%而是

指向同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强势女性对弱势女性的欺凌(迫害%显示了礼法制度的罪恶%无论对欺凌者

和被欺凌者来说%都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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