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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份论文将以班昭《女戒》为研究对象，从《女诫》当中的内容，结合《汉

书》与《后汉书》中有关当时的时代背景，来论述《女戒》产生的缘由。 

本论文共分为五个章节，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为本份论文的一

个开篇，在此章中，读者将介绍本论文研究的目的，以及研究范围跟方法。     

第二章是背景介绍，笔者将简易的介绍班昭与《女戒》，其中内容包括东汉

政治与文化背景，班昭的生平和《女戒》中的内容阐述。 

第三章以班昭婚前婚后的生活作为切入点，探讨《女戒》产生原由。通过分

析班昭婚前的家族生活与婚后夫家的生活，来了解其思想的形成。从班昭自身的

生平经历，找出《女戒》产生的直接因素。 

第四章讲述《女戒》诞生的时代，这章将以东汉前期的大背景为主要探讨点，

以了解班昭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探讨出《女戒》是否是为了约束女性而出现的著

作。 

第五章是结语部分，笔者将历史学的角度，总结班昭为何著《女戒》，在前

人的研究中，以延续的角度下，将可得到《女戒》在历史上所存在的因由。 

 

关键字：班昭 《女戒》 《汉书》 《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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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女与男，本应同是平等的大自然产物，但两者间的命运却截然不同。在古时，

无论东西方,对于人体的性别之分都特别着迷，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解释男女之

间的不同。 

在探索的过程中，许多人开始将女性比喻为男人的附属品。如西方的《圣经》

中就把因受蛇影响，进而偷食苹果的罪名全套入女性身上，以此来约束女性，并

以扭曲的方式来营造出女性应理所当然顺应男性的安排，不能对此有半点怨言。 

在中国的女性发展史中，男女观从原始部落母系社会的“知其母不知其父”，

逐渐的演化成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制度。在这演化中，中国开始出现了各种书籍

如《女戒》、《女论语》等，来宣扬男女尊卑之分或阴阳之说，以此剥夺女性自身

的个性。甚至到达了将女性物化的现象。即使到今天，重男轻女的想法依然依然

深植在一部分中国人的心中，甚至影响着海外华人。 

中国封建社会下所产生了封建道德，大部分都是针对女性的束缚。这一代又

一代的封建将中国无数妇女打入无底深渊，成为男人的依附品。在这一历史演变

中，社会已不是单纯的要求女性的柔顺、服从，而是更倾向于男性对于女性的一

种奴化教育。 

在近现代的中国女性觉醒运动中，首当其冲受到抨击就是儒家思想。而作为

《女戒》作者的班昭，她所写的《女诫》一书，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之一。当时

被称为中国妇女的行为准则，影响了中国女性几千年的生活。 

 

第一节 研究动机和目的 

汉代后，《女戒》被以视为劝诫中国女性的权威书籍。这本书写着班昭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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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之别的看法，从夫尊妻卑的伦理观到应为家庭委曲求全和表示千依百顺的女

性观，都展示了对于女性品德上的要求。 

压榨女性、物化女性，这是在未深入研读《女戒》时笔者的看法。笔者当时

还苦思不解，为何作为一名女性的班昭要将与自己相同性别的人们陷入中国上千

年的性别迫害中。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笔者仔细研读了《女戒》的全文,也

在山川丽先生的《中国女性史》中看到了有关《女戒》的新说法，使笔者有了研

究《女戒》产生原因的冲动。 

班昭因为这一本《女诫》而遭到后人的漫骂，《女戒》仿佛成为了其代名词，

而忽略了班昭自身的才华。而《女戒》中虽有着压抑女性的独立人格，但其维护

家庭稳定的功能。特别是某些中华妇女道德传统，不得不说还是有一定的道理存

在。 

在这份论文中，笔者将探讨班昭为何著《女戒》，是单单的提倡夫唱妇随，

还是别有目的。此外，这项研究也探讨《女戒》当中是否只有一味的批判和教育

女性，而这一切与男性毫无相关。在东汉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大历史文化背景

下，《女戒》是提倡妇德那么单纯的存在吗？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班昭的《女戒》一直是当代妇女学研究对象之一，当代学者对于《女戒》的

内容一再提出疑问。有的学者抨击班昭《女戒》，如李敏和王福康所著的《中国

妇女学》1一书中，就认为《女戒》是礼教的宣传书，认为古人要求女性只研读

这类型的书籍，是为了更好的从思想上给予女性无形的枷锁。 

                                                             
1
李敏、王福康（1988），《中国妇女学》，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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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认为着是礼教的宣传书外，陈东原先生于 1984年出版的《中国妇女史》

2中也客观的提到，汉代是礼教成型的一个重要时代。他提到在班昭《女戒》成

书以前，刘向《列女传》中早就提及三从四德的伦理观,但不过只是蜻蜓点水，

没有深入探讨，而正是班昭将当中的学说加以整合，使到女性落入名为礼教的这

一死结中。在曹大为的《中国古代女子教育》3，他也认为《女戒》是集封建礼

教的大成之作，是一部系统完整的理论性专著。 

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戒》开始有了新的讨论声音，如日本的山川丽在《中

国女性史》4中就提到，《女戒》的诞生是因时代的需求，而非为禁锢女性思想的

存在。金璐璐的论文〈班昭及其著作研究〉5中也提到《女戒》成书的很大原因

是于其家族与时代因素。 

学者如沈时蓉与刘莹的〈中国传统女训的当代审视———以班昭《女诫》为

例〉6，就以较为客观的角度，将《女戒》中的七篇文章以当代的思想出发加以

探讨，以此谈论出文中是否有可取之处。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本文将尝试以《汉书》、《后汉书》与《女戒》为研究，融合两者的内容，以

历史方面分析和文本分析相互结合来进行论述。从中看出班昭的当时大时代下的

背景，以加以探讨《女戒》成书原因。本论文使用的《汉书》为 1962 年发行，

而《后汉书》则引用了 1965年的版本, 两本书籍皆为中华书局出版。 

                                                             
2
陈东原（1937），《中国妇女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3
曹大为（1996），《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4
【日】山川丽、高大伦、范勇译（1987），《中国女性史》，西安：三秦出版社。 

5
金璐璐（2009），〈班昭与其著作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6
沈时蓉、刘莹，<中国传统女训的当代审视——以班昭《女诫》为例>,《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1 年 9 月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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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从历史方面来看《女戒》，班昭自身的学说也可通过各种的文本比对来

看出其中被扭曲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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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背景介绍  

无风不起浪，《女戒》一本具影响性书籍，在成书后一直影响着历代的女性，

而后期所著有关女德的书籍大多都逃不出其框架。《女戒》的产生是因时代的推

动，而要了解这一推动源，我们必须了解其所属的朝代背景。 

在探讨班昭《女戒》的产生原因和其原意是否招到后世忽略和曲解前，笔者

欲在此章节里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内容包括时代背景、班昭简介与《女戒》简

介。因在通过完整的历史背景下，方能让读者清楚了解相关的背景知识，并更方

便清楚地了解接下来所要讨论的章节。 

 

第一节、 时代背景 

东汉（公元 25 年-220 年），又称后汉，共有十二帝，公元 25 年刘秀（公元

前 5 年—57 年）称帝，仍沿用汉的国号，定都洛阳，其开创的东汉历经了 196

年。在汉明帝（公元 28年－公元 75年）和汉章帝（公元 57年－公元 88年）期

间，东汉进入鼎盛时期。7 

东汉前期，刘秀定都洛阳后，先后陆续的消灭了盘踞关中、号称百万的赤眉

军等数十个割据势力。于公元 36 年，其终于扫灭最后一个敌人公孙述，并将其

遗族全部处死。自此，割据势力被全面铲除，刘秀再次将其版图归于一统。
8
 

因西汉末年，权臣干政、外戚篡国等问题，刘秀建国后，首先致力于建立一

个更为完整的朝纲，提高皇权，用以防宗室及外戚专权。除了防王室与外戚以外，

刘秀还将三公（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的权力被削弱，以达到自身皇权的保

                                                             
7
 《后汉书》、范晔。 

8
 《后汉书·光武帝纪》、范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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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9 

刘秀在位期间，一直极力拥护皇权的势力，极力避免西汉时期外戚干政的历

史事件再度发生。但到了东汉第三任皇帝，即汉章帝末年，外戚又开始被任用了，

又再度开启了外戚干政的循环历史，种下日后外戚与宦官专政相争的苦果。10 

汉章帝驾崩后，外戚干政进入东汉历史舞台。汉和帝仅十岁继位，因过于年

幼，窦太后开始协助政务，并趁机倚仗母族，窦氏戚族开始专权。永元四年，汉

和帝扫灭外戚，将东汉的国力带到了盛期。但在生命去到尽头之时，汉和帝将当

时只有一岁的汉殇帝放上了皇位，使外戚干政死灰复燃。11 

汉殇帝继位不到一年就驾崩，当时的朝政被邓太后的邓氏戚族掌控。邓氏戚

族扶持汉章帝之孙、年仅十三岁的汉安帝继位，但邓氏迟迟不肯归还政权。虽邓

太后执政期间，并未有多大的疏忽，并帮助东汉度过了水旱、战乱等局面，但另

一方面，这亦是外戚干政的一种，所以其在朝中多有非议。邓太后死后，汉安帝

亲政并扫灭邓氏，但对于其他的外戚干权，汉安帝已无回天之术。12 

以上所讲的其中个皇帝，为东汉末年带来了毁灭的两股势力，主要有两个势

力，一是宦官，二是外戚。宦官得势主要因为，外戚却以皇太后为背景，透过内

朝来控制政权。当幼帝长大成人时，在皇宫内既被外戚所孤立，于是和平时接近

的宦官联合，意图突破孤立的状况，以恢复政权。 

宦官、外戚专政是东汉后期特殊政治事件，对当时的朝野影响颇大。凡是每

个封建王朝后期，政治腐败，经济崩坏，皇帝昏庸无能，这都为宦官操纵朝政提

供了条件。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政正是这些因素的推动。许多东汉的皇帝都在年幼

                                                             
9
 《后汉书•光武帝纪》、范晔。 

10
 《后汉书·肃宗孝章帝纪》、范晔。 

11
《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范晔、《后汉书• 皇后纪上》、范晔。 

12
《后汉书· 孝安帝纪》范晔、、《后汉书• 皇后纪上》、范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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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继位，由太后辅政，因而导致外戚的专权尤烈，皇帝长大后想得到外力支持，

必须跟宦官联合，而外戚势力渐衰，宦官专权则达到高峰。汉章帝后期，外戚日

益跋扈，就此揭开了外戚与宦官势力争斗的序曲。 

在汉代的思想上，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他将董仲舒的儒学

思想继续发展，并级度的推崇谶纬，其特点为将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相互结合，

是儒家经义延伸出的一个学说。刘秀当初为了称帝，就用符瑞图谶来证明他当皇

帝是“天命”所归，是上天的意志。13  

同时，刘秀因不满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对于名利利禄的追求，导致腐败产生。

他极力表彰读书人的气节，对于西汉末期隐居的士人加以赞扬，表扬他们忠于汉

室、有着儒家中为君尽忠、不仕二姓的气节。 在这一情况下，儒学在得到了空

前的赞同，而儒家学说中的礼教就正式的扎根在人民的心中了。14 

 

第二节、班昭生平 

班昭，生卒年不详，又名姬，字惠班，为东汉时期的文人，是中国历史上少

有的史学家与文学家。在史书中并未详细记载其出生年份，而其离世日期也非常

模糊。但根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班昭年到古稀才与世辞，古人所谓的古

稀即是七十岁，而班昭辞世时，足七十岁以上了，邓太后
15
还为她素服举哀。由

此推断，班昭出生于东汉光武帝时期，历经了六位不同皇帝的统治。 

班昭父亲为东汉史学家班彪、其兄长为《汉书》作者班固。因其家学渊源，

在父兄的影响下，班昭从童年开始就熟读儒家经典和史书，长大后，又掌握了丰

富的历史、儒学等知识，是班氏家族中的才女。其十四岁嫁与同郡人曹世叔为妻，

                                                             
13

 《后汉书•光武帝纪》、范晔，《国史概要》、樊树志。 
14

 同上。 
15
汉和帝的皇后，于东汉永宁二年（公元 121 年）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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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后世亦称其为“曹大家”。 其丈夫早年去世后，班昭严守礼教思想，遵循妇规，

举止很合礼仪，其气节品行非常好。 16  

班昭的学术根基扎实，这可从她帮助其兄长班固修著《汉书》中所看出。班

固因在汉和帝期间，因从到外戚窦氏一族与奸人所害，而被捕入狱，最终命丧牢

中，导致《汉书》无法完成。班昭帮助哥哥，在汉和帝的命令下，在东观藏书阁

将《汉书》完成。班昭独立修整了《汉书》中的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

《天文志》，这旁证了班昭的史学根基。17 

在修书以后，汉和帝又多次传召班昭入宫,让她作为皇后、贵人们的老师，

并要求他们以老师之礼相待之,为此被称号“大家 (gū)”。每逢皇宫有着来自各

地贡献的珍贵物品时, 也会传召班昭来与其写赋赞扬。18 

到了汉安帝时期，当时邓太后听政, 认为班昭很勤勉,所以传班昭一起参与

政事的处理，并破例封班昭的儿子曹成为关内侯。在《后汉书》中，有着一则历

史记载，内容是关于班昭如何谏言邓太后。文中提到永初年间，太后的哥哥大将

军邓骘以母亲去世为由，请求告老还乡。但太后不想让她哥哥离职，所以班昭有

何意见。 班昭于是和太后讲解谦让之美德，并以先贤伯夷、叔齐互让国君为例，

来讲述大将军邓骘是有着推让的美德,并说这一举动将扬名于世。19  

随后，班昭又提到如若现在不让大将军因忠孝之名而引退，将来其可能会因

为一些小错误而掩盖了当下这种推让之美德, 将其名声中留下污点，这不是很可

惜吗。太后听后，表示同意其说法，于是便让邓骘等人告老还乡了。在这历史事

件中，读者可看出太后对于班昭的信任与其对于儒家思想的熟稔。20 

                                                             
16《后汉书·列女传》、范晔。 
17

 《后汉书· 班彪列传下》、范晔，《后汉书•列女传》、范晔。 
18

 《后汉书•列女传》、范晔，《后汉书• 皇后纪上》、范晔。 
19

 《后汉书•列女传》、范晔。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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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汉书》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班昭的文学历史底蕴。其作品存世七

篇，《东征赋》和《女诫》等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她所著的《女诫》中倡导的女

性观念，成为了中国古代妇女的行为准则。《女诫》作为“女四书”之一，禁锢

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成为后世指导妇女行为准则的必读之书。 

 

第三节、《女诫》 

《女戒》被收入《后汉书》中，但其成书年并没有明确的记于史书。通过《后

汉书·列女传》中，可推测其成书年间为邓太后兄长告老还乡之后，班昭过世前，

即公元 107年至公元 120间。《女诫》中由七篇短文组成，共计约有千余字。《女

戒》顾名思义，就是女性的戒律，或女性应尊从的法律，也可意味着是专给予女

性如何做一个完美女性的条例。 

班昭的《女诫》中有着其对于女性的言行、社会地位、家族地位、夫妻之间

关系、家庭关系如婆媳等问题的想法与教导。《女戒》七章中，包括了卑弱、夫

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从一个女性的定位到女性与丈夫兄弟姐妹

的相处方式，都一一的尽在其中。 

《女戒》的开篇为“卑弱”，当中一开始，班昭就引用《诗经•小雅·斯干》

中的说法：“乃生男子 ,载寝之床。载衣之裳 ,载弄之璋。其泣喤喤 ,朱芾斯皇 ,

室家君王。乃生女子 ,载寝之地。载衣之裼 ,载弄之瓦”（孔子编：1990，250、

251）。讲述从一个女性的出生时刻，就已定下其命运。《女戒》中延续了诗句中

对于男女的看法，说女孩出生三日后，即让她睡在床下，代表其卑下柔弱，并时

时以谦卑的态度对人，而将男孩放与床上，以显其身份高于女孩。在这段中，班

昭还提到，一个好名声的女性必须做到不劳辛苦、亲自料理家务，面容品行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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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洁净的贡品、一祭拜祖宗这三点。 

第二段、“夫妇”， 这提到夫妇之道犹如阴阳之间的调和，是可与天地万物

神明之间所比拟的关系。这就是何以古人在《礼记》中记载因注重男女之间的关

系。班昭通过这些记载，所以对于夫妻之道非常重视。她认为丈夫必须要有贤德

品行，否则就无法带领妻子，而要是妻子因此而不贤惠，则无法帮助丈夫。使夫

妻之间失去了道义。文中还认为丈夫比天还大，须全心全意对待。  

接下来，名为“敬慎”的段落中，延续上段的阴阳之说，更为深入的讲解阴

阳。班昭主张阳为刚、阴为柔。所以女子因以柔为美，秉承敬、顺之道，敬是恭

敬的态度。顺是知足的想法。这提醒女性，要夫妻之间的关系长和不懈，不能因

一点不满，就对丈夫有着不满的心态。要秉承知足柔顺的态度，夫妻将才能和谐

恩爱。 

第四段、“妇行”中，班昭道出女性应有四行，分别为妇德、妇言、妇容、

妇功。这四行中包含了讲述了女性举止言行要有规矩、不说恶劣粗俗的话语、着

装打扮得体、专心处理事务而不再家中游手好闲。班昭认为这四样缺一不可，是

女性的大德。 

名为“专心”的这段中，班昭以《礼记》说法，认为男子可再娶，但女性却

不可再嫁。因丈夫是妻子的天，而如果女性逃离天，就是违背了大自然的定律。

此段名为“专心”，是因为要得到丈夫内心的尊重与信赖，妻子就要专心正色，

遵守礼义。不听不视不该之物，不和品行不好的人来往，不要只看重门第。这就

是所谓的专心正色了。 

在第六“曲从”中，主要讨论着这世界，无论东西方都非常棘手的问题、婆

媳。这段说道公婆的心是不可以失掉的，即使公婆不一定喜欢你，你也只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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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来顺受。千万不能于其争辩对错，争强好胜。 

最后的“叔妹”，说明了如何与丈夫兄弟姐妹相处之道，端在事事识人体、

明大义，不能因自己的身份和受到丈夫的宠爱，就任意妄为。万万不可因一时之

快，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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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女戒》诞生的因素——班昭婚前婚后的生活 

《女诫》是一本被当代人痛骂的书籍，它的内容间接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女

性观。对于其产生原因，至今仍已无法获得给予肯定的答案，笔者通过《后汉书》

中对于班昭生活的描绘，并将其分为婚前的家族生活与其婚后在夫家的生活，来

剖解其家庭与生活如何影响班昭的思想，并推断《女戒》的产生缘由。 

 

第一节、婚前背景  

人类是群居的生物，每个人一来到这世界，都有着自己的家族、亲人。每一

个人的行为与思想，都与家族有关。家族、在一个程度上可以带给人们很大的影

响，因这源自于从小的耳目沾染，人们所想所做的事情，一般都会受家族的无意

识影响。 

班昭直到 14 岁出嫁前，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人最容易受到幼年时期的影

响，所以从班昭的家族史及其家学传统可揭示出它们对班昭思想、性格的影响。

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的传承不一定只在于君臣、师生之间，家族也是一种

延续文化的系统。班昭在《女诫》的开篇时，说道：“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

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说明母亲、家族对其思想启蒙的重要性。 

据《汉书·叙传》记载，班氏源于楚国,其为令尹子文的后代。子文刚出生

时，被父母遗弃，但其命不该绝，有一只老虎救活了他。因当时楚人把虎称为“班”，

故此子文的儿子便以“班”为名号。秦国灭掉楚国后，这个家族迁到晋、代一带，

便把“班”作为姓氏。21 

在秦末时期,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 班氏一族迁至今日的山西雁门。其后，

                                                             
21
《汉书·叙传》、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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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力与开拓其牧民业,通过不断的积累财富,逐渐被誉为边疆豪强。大量的财富为

班氏家族再次融入仕途，奠定了基础。班孺之子班长为真正步入仕途的人,之后

其继承者的官品也逐渐得以提升。经历前人的努力，班况被调入了京城长安。22 

班况育有一女三子，其女儿正是汉成帝时期, 被封为婕好的班婕好，这封号

在当时仅次于皇后之下,足以看出其受宠程度。由于班婕好的受宠, 其母族与皇

室的关系日益密切。但后期因受到飞燕合德倆姐妹的陷害，班婕好为保性命，要

求到长信宫供奉太后，一生伴青灯到老。23 

班婕好的一生,经历过宠爱,也经历过后宫的诽谤陷害，但依然得以善终。其

与汉成帝、飞燕合德的周旋中,充分体现了其严守礼教和柔、顺的性格，这正是

班昭在《女诫》里面所提倡的。因班婕好是班昭的姑妈，她极可能受到了与班婕

好一样的教育，或受其影响。 

班昭的家庭, 是一个典型的儒学世家。其父班彪被范晔在《后汉书》评为“儒

学上才”,其兄班固同为大儒。班固在《汉书》中，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批判和颂

扬,都要着儒家标准，这可看出其家族所受到儒学的影响。因此,在家庭如此儒学

氛围极浓中，班昭所受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在班氏家族环境中逐渐成长的班昭，在耳濡目染的身教言教中，对她的无论

身心或处世手法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家族文化对她已经不仅仅意味着

一种文化背景，更是她自身人格形成的最初地点，影响着她以后的一切行为和创

作。 

 

 

                                                             
22

 同上。 
23

 《汉书·外戚传》、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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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婚后生活 

班昭《女诫》的成书是除了因时代与家庭的影响之外，其个人经验和本人身

份的变化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因素。不论功过，班昭对于后世的影响是无可

厚非的，但就其个人经历而言，就是上演着一个又一个的不幸，古人说女性未嫁

前依附父亲，婚嫁后随丈夫过活。但班昭却在幼年就失去了父亲，婚后不久丧夫。 

《后汉书》种记载着班昭的婚姻生活，文中说到班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

曹氏”，但因其丈夫过早离开人世，而导致了寡母托孤的情况，当时教育子女的

重担随即全部落到班昭一个人的肩上，这使班昭很少能够享受到丈夫间的爱情，

她的后半生中就于夫家终老。 

一名女性生活在夫家，而丈夫英年早逝，其困境可想而知。曹世叔去世之后，

留下班昭独自一人抚养子女。班昭的角色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她有着媳妇的身份，

唯独缺了妻子这一身份。她不仅不能从丈夫那里获得所需要的帮助、理解与支持，

还必须独自面对与公婆和叔妹的相处。即使说女性嫁入夫家就因属夫家的人，但

作为一名外来者，一定会有一点的小摩擦。班昭就是在长时间的一起生活下，理

出了与夫家相处之道。  

有学者说，《女诫》不过是班昭用以教导自己子女的一篇家训。班昭在经历

自身艰辛的生活，丈夫的离开，使其将一切期望灌注于子女身上。班昭作为母亲

不希望女儿有失于人，而只能著《女戒》，希望能教导孩子，使其生活平顺，班

昭有这样的期望亦为人之常情。通过对《女诫》前言的细读，还可看出班昭的以

下主张。24她在前言写： 

 “于今四十馀载矣。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

                                                             
24

 1. 付元琼（2008），<汉代家训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周峨，<班昭《女诫》再解读>，《重庆邮电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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劬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圣

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伤诸女方

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滞，性命无常，

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庶有补益，裨助汝身。

去矣，其勖勉之！”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女诫》是班昭在一次严重的疾病中，认为自己已

经命不久矣，希望使自己女儿不失门风，而记录下的作品。 

在班昭的一生中，她曾身兼女儿、妻子、媳妇、嫂嫂三种身份，她把自己在

曹家的生活经验和处世之道进行总结，分别从不同的角色、身份来对自己即将出

嫁的女儿传授为人妇、为人媳、为人嫂之经验。 

文中班昭还反复提到“战战兢兢，常惧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

“….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这反映了班昭在训诫子女之时，时刻

不忘维护班氏家族的良好声誉，表现了她浓厚的家族之情。 

某程度上，班昭《女诫》中的“夫妇”、“敬慎”、“曲从”、“和叔妹”等篇中

的观点涉及夫妇间的相处之道，对翁姑的曲从，以及与叔妹的和谐融洽相处等问

题中，也应该看到她对认为一个女性如何以不落人口实的礼教，使自身处不利之

处。 

班昭文中所为柔顺是因自身的经历，丈夫早死，使她只能柔顺。她的论点不

是为了压榨女性，是为了使女性在夫家中更好的生活下去。周俄在<班昭女戒再

解读>中提到一个推论，《女诫》的“女”是指“女儿”,但后人将“女”当成了

“男女”中的“女”。使本是用来教导班家女儿的教课书，变成了压抑女性的枷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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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女戒》诞生的因素——时代的框架 

时代的洪流，是无人能逃脱的，班昭也不例外。无论一个人多努力想逃出框

架，但在大环境的背景中，这一弱小的反抗也将会被环境所吞没。《汉书》与《后

汉书》中记载其朝代所属的风貌，可反映出《女戒》是顺应时代所产的作品。 

 

第一节、农业时代的崛起 

如果说先秦时期母系氏社会的遗风, 使得女子在当时尚有一定独立的人身

地位。那么进入汉代以后,由于农业的发展，女性的地位因生理上的因素，开始

慢慢的被取代。 

《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汉朝土地私有制的形成过程，也记载了反映了当

时最新的耕作技术，如区田法、代田法。汉朝的农业得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在

汉初时，经济调零，汉高祖和其后几位皇帝为改变这种局面，特别集中于农业的

发展，以提高经济的效益。 

《汉书•食货志》记载农业的种种，都象征着汉代农业的进步与成熟。以汉

代经济上来看，汉朝以男耕女织为模式的农业经济逐渐走向定型化趋势。由于土

地是家族最重要的生存资源,这意味着男性是一家人生活资源的主要提供者。 

因当时的农业社会要求无穷的体力，导致了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下降, 因其

生产力低于男性，而使经济能力不能和男性相题并论。在这一情况下，顺其自然

的就增强了对男子的依附性，并逐渐对社会所制定的礼仪标准和习俗使潜移默化。 

 

第二节、儒家影响 

《女戒》出自于东汉，而当时以儒为尊。《后汉书》中也提到多为帝皇以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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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思想来进行法律制度，同时也将妇女的贞节看为女性的教育内容之一。班昭

在著书时也将其思想灌注其中。班昭作为汉代女性中的一员，她无法逃脱时代的

想法，只能顺应而行。 

秦始皇将六国统一的时候，以严刑峻法来治国，想以此达到国泰民安的宏愿。

但其过于暴力的统治，使秦不过二世而亡，这结果让后世统治者认清了严刑峻法

不足以治天下，所以西汉时期才又回到以儒家治世。25 

孔子推崇周礼，所以儒家的许多治世思想都源自于周朝当初所立下的体制。

儒家将人划分等级如皇帝、官员、平民等，以按照级别的方式，使下级对于上级

有着服从之心。这是一个有效的治理方法，且其主要不是依赖下级的贡献，更多

是上级者对于自己的自律，因如上级者没有一定的德行，就不能带领下级到达更

好的未来。而《女戒》中的从属思想就是这一者的演化。26 

中国古代的从属中有着多种，班固在《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提出了“三

纲”、“六纪”的伦理，“三纲”是“署为数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班固：850-50），

“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 （班固：850-50）。班固认为

社会上的的伦理关系都是合乎天意的、永恒不变的，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妻

等。 

班昭作为班班固的妹妹，自然延续了这种想法。在“三纲六纪”这关系环中，

夫妻是其中一点。这种从属关系中，居上位者要自律并且要接受别人的意见，居

下位者要守礼且辅佐上位者。班昭在《女戒》说明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丈夫应

该成为妻子的表率，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正人先正己。 

《女诫》里并没有在片面阐述女性的责任，同样提到了男性的责任。《女戒》

                                                             
25
徐复观（2001），《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6
 《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班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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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第二篇中提到 

“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

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

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班昭：1974，2788） 

班昭在上文中写得很明白，如果丈夫没有贤德品行，则无法驾驭领导妻子。所以

男子的教育是必须被重视的。再者，她认为如果光教育男性而忽略女性的教育，

不也是达不到“道义”二字的标准。所以作为一个出身于儒世家族的女性来说，

她深切知道忽视教育的害处，《女诫》当中并无后世人们提倡的“无才便是德”

的观点，她提倡应让女孩与男孩接受相同的教育，然后才知道各自不同的责任。

除此之外，她也致力于提醒，恢复女性在当时社会体系下的角色与责任，但同时

又强调男性的自我修养不可或缺，权利不可以滥用。 

真正迫害女性的三从四德，其实是正如她文中所说，当男性只知道要驾驭妻

子，并在妻子面前有威仪才能使女性折服，认为女人天生就是被驾驭者而不需要

懂得任何道理时，这才是真正的霸权。班昭希望的不是如此，她认为男性也赢要

有德才能驾驭女性，而不单要求女性服从。 

 除了从属关系，班昭也将夫妇之道等同于阴阳。这想法源于早起的儒家书

籍如《礼记》，班昭秉承儒家想法，认为男女的关系本应是相辅相成的。并引《礼》、

《诗》等儒家经典，以证明夫妇之道的重要性。秉持传统的儒家正统夫妇观，班

昭在《女诫·敬慎》篇中认为男子具有阳刚之美，女子具有阴柔之美，既然男人

和女人的生理特性不同，也就决定了人生定位的不同，因此男女双方要各归其位、

各守本分，这样社会才会和谐。27 

                                                             
27
徐复观（2001），《两汉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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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戒》当中强调了许多对不平等、逆来顺受的处理方式，并要求女性柔顺，

仿佛说着如若嫁于了一名暴徒、都应安然接受。但笔者认为，不能忽略其成书时

期的大背景环境，当时东汉在于儒家推崇的社会体系中，暴君与施暴的丈夫都是

不被允许的。因为身为丈夫，都要有德，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这才能成为

妻子的楷模，在这种条件下，妻子才应该对丈夫表现得顺从。好比教育明君，首

先要求的是他能仁善克己，而不是对权力疯狂追求。作为明君、才能使臣子的尽

忠尽职，作为好的丈夫，才能使妻子誓死追随。 

所以笔者认为，班昭更倾向于将世界儒家化，她在接受儒家教育的同时，也

将儒家放于对于男女之间的要求中，而非单独的弱化女性。后世的文人在著有关

女德的书时，将其部分儒家的说法忽略，如《女论语》中没有提到夫妻相互的德，

而只是单单的说明女性应有的仪态。 

 

第三节、外戚影响 

东汉时期，外戚和后宫干政的现象非常严重。东汉自章帝以下, 均为年幼即

位，当中最小的不过一岁。因皇帝过于幼小的原因，使得其身边亲近的人如皇太

后得以干政、进而使外戚可以擅权。 

班昭在写作《女诫》前，曾因孝和帝下诏，进如东观藏书阁续修《汉书》。

班昭几乎一直有机会接触到宫廷之中的生活，对于宫廷斗争、外戚干政的现象，

她即为局外人也是旁观者，事件的激烈与残酷，她不可能视若无睹。在班昭入宫

之前, 后妃争斗的事己经存在。如在《后汉书·皇后记上》中就记载窦氏如何陷

害后宫其他妃子，以使自己得到皇上的宠爱。章帝驾崩后，因即位是和帝才不过

十岁，窦氏作为太后，开始临朝执政。为了独掌权力，窦后重用兄弟窦宪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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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窦氏一族最后因密谋不轨而被发觉，被孝和帝斩杀，并

牵连了无数的人，当中就包括班昭的哥哥班固。 

在这整个过程中，班昭看到的是后妃、外戚干政，妄想夺权，而导致杀身之

祸和家族被灭的惨剧。她也在这一场事故中，永远失去了其兄长，这感受是深刻、

悲痛的。班氏家族是一个崇儒家族，班固即使是被诬赖的，但在当时肯定会背负

上有辱家族门风的罪名，而这一切起因正是外戚的干政。 

相较于窦太后，邓太后则不同。她为荡帝、安帝两任皇帝的太后。邓太后时

期的两任皇帝年纪都非常小，荡帝登帝时仅百天，而安帝十三岁。邓太后亲自临

朝听政，掌握大权。虽然有大臣批评其在晚年期间不愿将皇权还与安帝，但其在

朝政十六年中，做事皆合法度，在她治理国家相当勤勉，也从未有过任何重大失

误。她警惕着皇权旁落于外族，从未使外戚与皇室之间因权力冲突的事情产生。

28 

班昭通过窦太后与邓太后前后对照之下，使她深刻地认识到女子应保持谦让

贤良的美德，按照儒家伦理道德的要求为人处事。在《女戒》中，七篇都是讲述

夫妻或女性在夫家是应有的礼仪，并一直提到女性应该“柔”、“敬”。这是因为

班昭希望告诉女性，你嫁入夫家，心就应该向着夫家，为着夫家着想，而非一再

的将母族变为自身的中心点。
29
 

班昭在修《汉书》、必定对西汉因外戚横行而招到皇朝败弱有着一定的认识。

她看见了当时外戚祸害的崛起，却无能为力，只能著书《女诫》，通过教导宫中

女性，来防御外戚把政。 

 

                                                             
28

 《后汉书• 皇后纪上》、范晔。 
29
【日】山川丽、高大伦、范勇译（1987），《中国女性史》，西安：三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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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结语 

历史文化正是造就我们今日存在于此的原因，没有前人的努力就不会有延续

的历史，也不会造就今日的我们。我们要从多方面来看待一个历史事件，而在取

其精华，不要因自身对于一件事情的不理解、不认识，而认为那是糟粕，并对此

浑然不知有何问题。 

每件事物都要细细的观察、品味，才能感受其中的奥秘。而班昭的《女戒》

亦是如此。如若单单的略过《女戒》，其思想可能会使人感到厌恶，认为其中宣

导的“三从四德”，把后来的女性害惨了。但当笔者更深一层的去研读，却发现

《女戒》的诞生没有那么简单。 

每个人生活在一个大环境中，环境都有着其默认的思想行为守则，而这些守

则是没有明文制定的，但其确可使人潜移默化的认同，并遵守。这是从家庭、社

会、身边的一切，所带来的。每个人都被约束在这一框架中，被其影响。没有人

可以逃开，因在一个社会，当只有一个人的思想与其他人不同，就会被当成异类，

而班昭也一样没有能力抵抗或逃过时代的压迫。 

在第三和第四章中，就总共提出了五个《女戒》所产生的理由。根据章节中

的 5 点，笔者相信班昭并不是有意著《女戒》而传世。笔者更加赞成《女戒》的

诞生，是因其自身儒学世家的背景而著于其女儿的家训。其内容会必须柔与顺，

更多是因其自身的经历。 

《女戒》不是班昭对于中国古代女性的压迫，它是被利用的，后人在宣扬其

中的德行时，已忘了当时时代的因素，也将其内容中对于男性的要求只字不提，

却将当中对于女性的要求使用的淋漓至尽。《女戒》在后期更像是一本被男权利

用的著作，而女性的压抑是随着男权专制的一步步加强而加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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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班昭《女戒》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年十有四，执箕帚于曹氏，

于今四十余载矣。战战兢兢，常惧绌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

心，勤不告劳，而今而后，乃知免耳。吾性疏顽，教道无素，恒恐子谷负辱清朝。

圣恩横加，猥赐金紫，实非鄙人庶几所望也。男能自谋矣，吾不复以为忧也。但

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吾今疾在沈

滞，性命无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怅。间作《女诫》七章，愿诸女各写一通，

庶有补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勖勉之！ 

 

  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卧之床下，弄之瓦砖，而斋告焉。卧之床下，明

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砖，明其习劳，主执勤也。斋告先君，明当主继祭祀

也。三者盖女人之常道，礼法之典教矣。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

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

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

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继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

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夫妇第二。夫妇之道，参配阴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

是以《礼》贵男女之际，《诗》着《关睢》之义。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

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

义理堕阙。方斯二事，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妇之不可不御，威仪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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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整，故训其男，检以书传。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礼义之不可不存也。但

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 《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

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 

 

  敬慎第三。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

女以弱为美。故鄙谚有云：“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然则

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故曰敬顺之道，妇人之大礼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谓

也；夫顺非它，宽裕之谓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宽裕者，尚恭下也。夫妇之好，

终身不离。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恣必作。

纵恣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

者不能不争，曲者不能不讼。讼争既施，则有忿怒之事矣。此由于不尚恭下者也。

侮夫不节，谴呵从之；忿怒不止，楚挞从之。夫为夫妇者，义以和亲，恩以好合，

楚挞既行，何义之存？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义俱废，夫妇离矣。 

 

  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

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

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

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

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

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

有言：“仁远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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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心第五。 《礼》，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

可逃，夫固不可离也。行违神只，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故《女宪》

曰：“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然所求者，亦非谓佞媚苟亲也，固莫若专心正色。礼义居洁，耳无涂听，目无邪

视，出无冶容，入无废饰，无聚会群辈，无看视门户，此则谓专心正色矣。若夫

动静轻脱，视听陕输，入则乱发坏形，出则窈窕作态，说所不当道，观所不当视，

此谓不能专心正色矣。 

 

  曲从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谓永华；失意一人，是谓永讫”，欲人定志专

心之言也。舅姑之心，岂当可失哉？物有以恩自离者，亦有以义自破者也。夫虽

云爱，舅姑云非，此所谓以义自破者也。然则舅姑之心奈何？固莫尚于曲从矣。

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勿得违戾是非，争分曲直。

此则所谓曲从矣。故《女宪》曰：“妇如影响，焉不可赏！” 

 

  叔妹第七。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已也；舅姑之爱已，由叔妹之誉

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

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亲，其蔽也哉！自非圣人，鲜能无过！故颜子贵于能

改，仲尼嘉其不贰，而况妇人者也！虽以贤女之行，聪哲之性，其能备乎！是故

室人和则谤掩，外内离则恶扬。此必然之势也。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

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此之谓也。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若

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崇恩以结援，使徽美显章，而瑕过隐塞，舅姑

矜善，而夫主嘉美，声誉曜于邑邻，休光延于父母。若夫蠢愚之人，于嫂则托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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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高，于妹则因宠以骄盈。骄盈既施，何和之有！恩义既乖，何誉之臻！是以

美隐而过宣，姑忿而夫愠，毁訾布于中外，耻辱集于厥身，进增父母之羞，退益

君子之累。斯乃荣辱之本，而显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则求叔妹之心，固莫尚

于谦顺矣。谦则德之柄，顺则妇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诗》云：“在彼

无恶，在此无射。”其斯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