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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忆莙通过描写两性的情感纠葛述说女性和男性的困境，反映两性在社会上被

赋予的期望和角色，并鼓励两性打破自身的枷锁。在父权社会下被父权体制所塑造

出的女性和男性，长期处于不平等的两性伦理环境，导致无法建立起健康的身心灵

和健全的人格。女性对自身主体建构的不完整，因而出现在欲望和伦理规范之间冲

突的局面。李忆莙刻画的女性形象拥有多面性，展现在传统思想和现代思想之间徘

徊的女性，倾听她们的困难。在女性关系中，尤其是母女情感的亲密关系，易于建

立起女性认同共同面对困境，母亲是女儿在自我认知和主体意识建构过程上的主要

引导者。此论文对《春秋流转》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构，探讨角色的心理，采取从文

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解读文本角色的婚外情、两性角色的伦理身份、伦理困境和伦

理意识，对文本情节和两性关系进行分析和探索。 

 

【关键词】文学伦理学、女性形象、《春秋流转》、李忆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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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主题和对象 

 

    李忆莙是一位擅于写女性的马华作家，她通过描写两性在婚姻中的遭遇、抉择和

两性纠葛表达自己对两性的关怀。她于 1971 年开始创作，作品以小说和散文为主，目

前已出版约 15本著作。李忆莙的创作可归类为散文：《去日苦多》（1981年）、《漫

不经心》（1983年）、《城市人》（1986年）、《岁月风流》（1993年）、《大地红

尘》（1997年）和《年华有声》（2005年）；小说有短篇小说《女人》（1982年）、

中篇小说《痴男怨女》（1990 年）、小说集《李忆莙文集》（1995 年）、长篇小说

《春秋流转》（1996 年）、长篇小说《镜花三段》（1999 年）、小说集《梦海之滩》

（1999年）和长篇小说《遗梦之北》（2012年）。1在马华女作家中，李忆莙的作品从

婚姻探寻两性关系，其中涵盖对女性自身的反思、女性价值的探讨以及调和两性关系

的矛盾。李忆莙擅于描写男女的情感与心理，她笔下的女性敢爱敢恨、敢于为了自身

的欲望与追求打破传统的囚笼、充满傲气与追求自我，同时却摆脱不了母亲身份的桎

梏，因不守妇道而陷入悲剧的命运。李忆莙透过对已婚和离婚妇女的书写，表现出女

性的自我意识。

                                                           
1 戴小华，《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2006），页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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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流转》是李忆莙的长篇小说，以赵、颜两家的情感纠葛贯穿整篇文

本，两家的成员陷入了错综复杂的婚外情中，婚外情使两家人与彼此紧密相连。

两性的宿命在交替流转中形成闭环，婚外情如同诅咒成为两代人的困境，缠绕

在两个家庭之间，从父母延续至孩子一代。整个文本弥漫着一种阴郁和悲观的

氛围，深刻展现了人性的扭曲和家庭的破裂。李忆莙主要通过女性叙事视角对

男女在社会和家庭的角色进行塑造，男性的叙事地位居于次之。她刻画的女性

形象各异，女性角色在她的笔下呈现着不同的抉择，小说展示她对两性命运的

思考和自省，以及两性关系平等的认知。李忆莙作为马华女作家，所具有的女

性经验使得她在书写文本时能够与女性角色共鸣，真实地反映出女性在特定社

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生活，涉及自我认同与家庭责任。除此之外，小说也蕴含了

伦理的思想，以“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诲功能。”2的

角度切入对两性角色的思考，分析社会对男女的性别期望与传统定义，李反映

的伦理思想和家庭伦理规范。  

    李忆莙在创作中没有采取激进的女权主义，她主张的是两性平等，而不是

与男性为敌。在小说中，她以女性为叙事中心展开论述，呈现女性在婚姻中的

故事，以怜悯的态度对人物的形象和性格进行描绘，对两性不采取过多的道德

批判，从人物形象体现女性意识。因此，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切入，分析

《春秋流转》违背道德的伦理环境和困境、女性伦理身份的迷失和重构、男性

与女性的伦理选择，并关注男女两性关系和谐的建立。透过对《春秋流转》中

的故事展开对书中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进行刻画，如何影响人物的伦理冲突和角

色发展。李忆莙在作品中并没有站在审判的视角上去批判书中人物，书中无论

                                                           
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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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男性或女性的出轨，李都没有一味地谴责任何一方，而是思考两性在婚姻应

该遵守的伦理。在《春秋流转》中，李与其他女性书写作家不同之处在于她坚

持寻求两性关系从隔阂、矛盾激化、走向和解，试图修复两性关系中的裂痕，

达到两性平等。  

从众多马华女性书写作家中以李忆莙的长篇小说《春秋流转》作为研究对

象，是在阅读小说时被叙事手法所吸引，作者花了大篇幅细致描写了人物的内

心情感，借助第三方物体的介入衬托出主人公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李忆莙

着重展示女性在传统和现代思想下的性格转变和冲突，揭示女性在社会面临的

困难处境，借此反思两性关系在沟通的缺失。李忆莙采用了独特的叙述视角，

以实现故事情节的叙述。她在不同的章节中交替使用不同的人称，创造了多重

的叙述视角，这些视角相互交融，不同人物各自表达自己的看法。《春秋流转》

属于复调小说，复调小说是由俄罗斯文学批评家巴赫金所创设的概念， 他借用

“复调”来概括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特征，认为其小说拥有“各自独立而不

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的真正复调。”3《春秋流转》

分别采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交替的叙事手法，以不同的叙述视角对故事情节

娓娓道来。小说的主要叙述者是女性，李忆莙以女性的视角来探索这些主题，

通过人物的内心独白，展现了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情感和挣扎。作品复杂的

叙述手法，特别是不同人物的交替视角，为这些作品注入了更多层次和深度，

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体验。 

                                                           
3 巴赫金，白春仁译，《诗学与访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页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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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忆莙的复调叙述方式使得作品中的不同人物拥有独立的声音和观点，彼

此相互呼应和对话，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叙事网络。复调叙述方式有助

于深入展示角色的内心情感和思想，使读者能够更加全面地理解故事中发生的

事件和情感发展。通过复调叙述手法，她以不同人物的视角，呈现出复杂的情

感和命运交织，引导读者在故事中发现共鸣，反思人性、社会和文化的多重层

面。李忆莙采用的复调叙述手法在马华人女性书写中相对独特，它为作品带来

了多元的声音，同时也为马华女性书写领域增添了新的维度。  

 

第二节 研究背景 

 

马华女性书写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开始发展，这一时期由梅淑贞、

李忆莙、商晚筠等为代表，填补了马华女性书写的空白。4当女作家的女性意识

开始觉醒，她们笔下的女性角色便不仅局限于家庭，而是与男性争取社会中的

地位，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以达到两性平等。女作家们开始追求性别平等，透

过创作呈现女性意识，以女性为话语中心来审视女性自身。在 80 至 90 年代这

一时期，马华女性书写作品逐渐涉及婚恋、职场、身体写作等领域，以“言说

女性”为书写主题，5如商晚筠的《巫屋》和《七色花水》、李忆莙的《怨女》

等，从文化、社会、性和伦理多重角度关照女性，揭示性别不平等，表达了女

性的价值，对父权社会势力的解构。在她们的文本中，女性的情感经常被描写

                                                           
4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台北：新锐文创，2012），页 31。 

5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2015 年第 201 期，页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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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很细腻，经历人生的各种境遇完成女性对自我的寻找。马华女性书写呈现了

女性在父权社会下所遭遇的悲剧，也向读者宣传女性可以和传统对抗。 

自古以来，女性都将幸福和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一旦男性背叛家庭，女

性的生活就像坍塌了一般，就连人生也要以是否结婚为圆满。在马华女性文学

中可以看出作家以千千万万个女性形象大声呼喊女性对平等和自由的渴望，对

自身与异性的思考，对父权制压迫的不满。马华文学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在女性书写中涌现出两类女性形象：一类是“娜拉出走”，另一类是“躯体解

放”。6“娜拉出走”概念可以追朔到挪威戏剧《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这

一角色代表着女性解放和追求自由的象征，在文学中用于描绘女性面对不平等

时，逃离现有环境寻求自由和自主的生活。在马华女性书写中，作家以“娜拉

出走”的女性形象通过文本来呈现女性如何追求自我价值和自主精神，以及面

对被家庭、社会和文化束缚时的行动。“躯体解放”在女性书写中表现为女性

角色意识到身体权利，追求和实现身体与性别上的自主性，摆脱身体受男性的

支配与评价，呼唤女性超越物化和客体化。“娜拉出走”和“躯体解放”这两

类女性形象的马华女性书写作品有李忆莙的《女人》、商晚筠的《卷帘》和

《季妩》等。  

在这个脉络下，李忆莙小说中蕴含的女性意识是自觉的，激发女性从建构

伦理身份中重新认识自我。她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重新审视个人追求、职业目标、

经济独立和家庭责任，透露出在社会对权益的维护与追求，其中也涉及女性对

男性在婚姻关系中的思考。李忆莙的女性书写作品是以处理男性和女性在婚姻

的情感纠葛为主，展现两性对伦理的冲突，表达她对两性群体生存现状的关怀。

                                                           
6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页 190。 



 

6 
 

《春秋流转》大量违背道德伦理的情节，男女违背婚姻伦理背后所隐含的意义，

都造成了人物在伦理的丧失。传统社会规定女性必须从事家庭劳动，而非进入

社会从事劳动，在小说中也反映了女性角色对伦理的挑战。李忆莙在小说中创

造的伦理环境可视为对传统观念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男性和女性长期处于不

平等的性别伦理环境，对自身主体的建构不足的结果，在这个背景下，李忆莙

是否书写了两性违背婚姻伦理和家庭责任，以展示她对两性不平等的不满？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春秋流转》作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切入对

小说里的男性和女性的行为进行分析。通过叙事视角和叙事主题对角色进行分

析，解读小说女性意识的存在，李忆莙如何在语言和角色形象上反映女性意识，

致力于解析李忆莙角色形象建构所使用的手法。《春秋流转》中红莲母亲的死

亡使红莲与母亲的母女伦理关系断裂，红莲无法建立完整的女性伦理身份，

“母女情感的特殊性对于女性成长为性别主体非常重要。”7在李忆莙的小说中

的母亲形象，都不如传统的母亲形象那般伟大，她们会将自己的欲望与追求放

在首位。李忆莙采用婚恋题材来书写，不得不涉及两性关系，因此将以小说中

的两性对话和两性关系看李自身的两性观念，她试图建立的两性和谐关系。另

一方面，分析“婚外情”的伦理解读，通过文学伦理学的视角解读文本和使用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术语，如伦理困境和伦理环境对文本情节的伦理问题进行解

                                                           
7
付明端，《从伤痛到弥合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笔下女性文化身份的嬗变》（北京：国防工业出

版 

社， 2013），页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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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探讨李忆莙如何通过文本中的伦理问题反映当前的社会概况和男性、女性

面对的伦理环境。文学伦理学批评从伦理视角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

剖析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伦理关系中的伦理问题。8

文学伦理学批评主张对文本的伦理问题进行客观分析，而非简单地善恶来评价，

强调通过解剖文学作品处于特定伦理环境下的伦理选择，发现其动机和变化，

挖掘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倾向，对社会起到了教诲的作

用。9 

传统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期望，形成了女性需要对男性服从，展现出

温柔的一面的心理，小说中的赵静娴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她挑战男性在

社会的地位， 并非只有男性才能继承父业和在外工作，她撑起父亲经营的咖啡

店，而弟弟由于没有达到性别伦理中社会对男性的角色期望，自身的无能和懦

弱使他逃避责任。从伦理的角度切入研究小说中的两性行为如何影响道德发展

和伦理规范，关注两性在家庭和婚姻伦理的作用，包括家庭责任、亲子关系和

夫妻关系。 

 

第四节 前人研究综述 

 

针对李忆莙作品的研究不多，大多数集中于李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和主

题意涵，较少集中于李忆莙的个别作品进行论述。李子云的<从<七色花水>到<

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作者从这本小说中两代妇女的命运殊途同

                                                           
8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278。 

9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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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终究逃不过婚姻失败的宿命这个主旨来阐述，认为这是李忆莙对大马妇女

命运的反思，她指出李忆莙相对商晚筠来说，对待男性的错误表现出了较温和

的理解，李也没有对小说中的女性与男性划分出明显的善与恶，而是从传统的

社会与文化思想去思考，婚姻失败的悲剧是由社会和男女双方共同造成的。10  

一段美好的婚姻需要靠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和维持，因此和谐的两性关系就

显得尤为重要。针对李忆莙在其小说中所表达的两性和谐，马蜂在<马华女作家

的两性和谐小说探析>中认为李在关注女性的悲剧时发现了问题，指出了最根源

的问题，两性关系。《春秋流转》一开始便直入主题即两性关系，从隔阂走向

激烈的冲突，再走向缓和到解放，传达出作者对两性和谐与平等的观念。11《春

秋流转》体现了她对女性自省的重视，她对女性的关怀在于她对女性形象的刻

画与描写，小说中的女性在逐渐成长，从压抑的小镇逃离到外界解放自我，怀

有现代意识，成为可以承担社会责任的独立女性在马蜂的另一篇期刊论文<琼籍

马华女作家李忆莙论>中论述《春秋流转》中作者关注女性自省与倾听男性，也

指出作者使用了本土元素，如乡下蔬菜、华人民间信仰与俗语等，更深刻描写

了妇女形象，批评妇女经常用幸灾乐祸的语气讨论他人的事情。12  

另一方面，在尤碧珊的<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

中，她以剖析李忆莙作品中的女性与男性形象，从李忆莙塑造的人物看他们是

如何体现出自身被传统观念所束缚而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而隐藏在传统下的女

                                                           
10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评论和研究》1996 年

第 1 

期，页 51。 
11
 马蜂，<马华女作家的两性和谐小说探析>，《中国女性文化》2017 年第 21 期，页 65。 

12
 马蜂，<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莙论>，《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6 

期，页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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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现代意识，她们尝试挑战男性权威，获得能和男性争夺的机会，都说明了她

们对于女性意识的追求和探索。作者从社会转型期的角度出发，分析小说中的

男性与女性在被传统观念影响的同时也拥有着现代意识，却无法彻底摆脱传统

观念，于是在传统和现代思想中拉扯， 一方面拥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却又被家

庭和礼教束缚。13作者从小说中的婚姻失败深入探讨了李忆莙深藏其中的两性关

系，夫妻在面对另一方背叛家庭做出的抉择和谅解对方，悲剧却是由于不稳定

的两性关系所造成的。 

林殷醇的<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深入分析女性角色的心理状态，

作者采用俄狄浦斯的理论研究《春秋流转》的母女关系，认为孙桂娘和颜令冰

母女之间建立体现了女性认同和共生关系，母亲将自身投射到女儿的身上，待

女儿成长后经历了和自己一样的遭遇，便产生了认同感，给予女性教导。14作者

对李忆莙作品的女性角色进行划分，运用心理学理论分别从四个社会身份分析

女性角色的心理状态，女性面对自己的身份时的态度和抉择。研究女性角色的

心理状态，剖析小说中的文化和社会如何塑造女性角色的经历，解读她们的行

为和因果关系的相互影响。  

许文荣和孙彦庄所著的《马华文学十四讲》中的第十二讲<女性触觉——马

华小说母女关系与姐妹情谊>，内容主要是对母女情节与姐妹情谊进行论述。

《春秋流转》的女儿认为背叛家庭的母亲在她们的人生中留下了一道难以启齿

和不堪的阴影，她们恐惧成为如母亲般的女性，担心母亲的命运会在自身延续，

                                                           
13
 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

院中文系学士论文，2012），页 22。 
14
 林殷醇，《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学士论文，

2020）， 

页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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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此做出绝情的分割。二位学者对《春秋流转》的令冰和母亲桂娘、令冰

与红莲之间的女人关系以不同角度来分析，认为令冰的父亲是作为她们之间关

系的转变的核心人物。15前者因为父亲的背叛、第三者的介入，母亲对父亲忍辱

负重，期待着丈夫还能回归家庭，令冰因此对母亲产生女性认同感，解除了之

前与母亲的偏见；后者因为父亲的衰老、父亲对母亲的愧疚和深情，触动了令

冰内心的伦理和释放对父亲的情感，红莲与他人结婚也消灭了令冰对她“第三

者”的怨恨。  

在马华文学研究类型，马华女性书写的研究相对其他文学类型较少，杨启

平所著的《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2012）有助于了解马华女性书写的

历史沿革和发展现状，深入探索女性主义书写这一领域。杨启平处理了马华女

性书写的发展轨迹，关注马华女作家在作品中注入女性意识的初次尝试，开拓

了女性话语的空间，为女性发声，关怀女性本身，冲破男权社会的压制。杨启

平将马华女性书写分为两个时期：六十年代末期至七十年代、八到九十年代和

至今，列出了两个时期的女性书写作家，分析她们的作品所透露的女性意识。16

杨启平研究马华女性文学的生成特征，分析马华文化对女性书写的生成和影响，

以及女性书写在本土的文化语境，填补了马华女性书写的空间。 

刘征的<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内容主要论述马华女性小说的

写作题材以及女性人物形象。刘征认为马华文学在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马华女作家开始受女性主义思潮的启发，主动“言说女性”，刻画出社会上被

压迫的女性。针对马华女性小说分类了两类女性形象“娜拉出走”和“躯体解

                                                           
15
 许文荣、孙彦庄，《马华文学十四讲》（吉隆坡：马大中文系毕业生协会，2019），页 

228。 
16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台北：新锐文创，2012），页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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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小说揭示了女性必须逃离家庭，投入社会空间才能完成人格的转变，拥

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在父权社会，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客体，失去了躯体自主，

马华女性小说通过对女性躯体的写作来解放自我，揭示身体的自主权是属于自

己的，企图将女性脱离性客体的地位。通过这些小说，马华女作家完成了“言

说女性”至“女性言说”的转变，结束了自身沉默，用自己的语言来言说，视

为马华文学的重大突破。17 

 

第五节 研究目的 

 

鉴于前人研究是以李忆莙作品的人物形象和角色心理状态作为研究主题，

不曾以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去切入对文本的探讨，关注作品中的伦理原则和道德

选择。因此研究目的以分析《春秋流转》的角色之间的伦理冲突，他们的行为

如何违背伦理原则和面对事件时的道德抉择。研究小说中的文化和社会如何塑

造作品的情节和角色，关注李忆莙如何展现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与自我意识。  

有鉴于此，本论文主要探讨三个目的：  

一，分析李忆莙在《春秋流转》所反映的伦理问题，看男性和女性角色的

在伦理规范和自由意志下的冲突。  

二，针对李忆莙在作品中描述的两性关系，可以为马华文学的女性书写带

来另一 种视角。  

                                                           
17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页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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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书中的女性形象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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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统女性：父权主义下的抗逆、叛变和扭曲 

 

 

在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是作品主题和作者观点的生动表达，李忆莙的小

说主要聚焦于男女感情问题，从小说情节和人物言行中刻画多样性的女性形象。

这些女性形象不仅仅是故事的配角，更是整个叙事结构中的关键元素，影响着

情节的发展和读者对作品的解读。在这个创作过程中，李忆莙以其独特的视角

传递了对女性角色性格、心理和生命体验的深刻见解，引导着读者对性别在文

学中的角色与意义进行深入思考。在女性形象的呈现中，李忆莙反映了女性意

识逐渐增强的趋势。过去单一维度上的“好母亲”或“好妻子”形象被打破，

而女性角色被赋予了更为复杂和独特的个性。这种转变倾向于挑战传统的性别

观念，使女性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更为立体和真实的存在。然而，在《春秋流转》

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系列几乎都拥有负面形象的女性角色，如红莲及其母亲。

她们没有遵循婚姻伦理和自己的伦理身份，发生了婚外情，这些女性角色成为

社会规范下被压抑的个体，其人性和个性在小说中得以释放。在父权主义的束

缚下，她们的欲望被宣泄和张扬，从而成为对传统规范的一种抗议。李忆莙借

由女性角色，述说着在社会转型期间，传统女性和现代女性的变化。在此背景

下，本章节深入研究《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形象，探讨李忆莙是如何通过她的

创作，以及这些女性形象如何在小说中演绎出对性别、权力和社会规范的深刻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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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孙桂娘：伦理意识的回归 

 

《春秋流转》的孙桂娘在青年时期就一直生活在父权思想下，缺乏对自身

的关注，一直处于“失语”的局面，传统女性的社会空间长期处于“家庭内”。

孙桂娘虽出生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允许自由恋爱，但依然生活在父权体制

下。她所生活的是以男性价值为中心的社会，一直在男性话语的控制之下。孙

桂娘是小镇上一间布店老板的女儿，从前父亲对她的管教严格，只为赚取一个

大家闺秀的好名声。然而，苏春生与孙桂娘的一次谈话中产生了异样的感觉：

“孙桂娘从来没有让一个男人如此长时间地注视过，心慌之余，又略略带着些

好奇的亢奋。”18但是她已经有男朋友了，面对苏春生的追求，她感到痛苦，直

到颜世昌到上海布店寻找孙桂娘，她才下定决心与他结婚。起初，面对苏春生

的诱导是带着强烈的好奇和隐晦的心意，后来转变为内心对伦理规范和个体欲

望追求之间的挣扎，最终选择遵循伦理规范。孙桂娘的理性意志超越了自由意

志，是伦理规范的挣扎和回归。在孙桂娘和颜世昌说出结婚时，窗台上有一只

猫在看着她，忽然猫咪纵身一跃消失了。19李忆莙在此处使用隐晦的符号来暗示

了孙桂娘的心理，猫暗示她在婚姻前的自由状态，随着纵身一跃则表达了她逃

避过去的情感纠葛。窗台上的猫在这个情境下是一个多义的符号，这种象征手

法丰富了文本的层次，为读者提供了深度的思考空间。孙桂娘从小所受的教育

观念，削弱了孙桂娘的自主性和自我决策的能力，使她更多地受制于传统社会

观念和家族压力。尽管对苏春生产生好感，但“三从四德”的观念使她无法大

                                                           
18
 李忆莙，《春秋流转》（新山：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页 135。 

19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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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追求自己的感情，最终在社会期望和家庭责任之下，选择嫁给颜世昌。孙桂

娘的自我主体意识受到了传统观念的限制，她缺乏对自身存在的深刻关注，更

多地在社会规范和家庭责任中迷失，而非真正的个体选择。这样的情境也反映

了女性在婚姻和感情方面的局限，她们可能在情感中感到矛盾，但由于传统观

念的束缚，往往选择安于现状，顺应社会的期望。因此，李忆莙通过孙桂娘的

经历呈现了当时女性在传统文化禁锢下，对自我主体性的困扰和无奈。 

在颜世昌与红莲发生婚外情后，尽管孙桂娘内心煎熬和痛苦，但她仍然为

了家庭试图挽回丈夫。直至她清楚意识到丈夫婚外情对自己和孩子造成的痛苦，

才勇敢与丈夫断绝婚姻关系，离家出走。女性由于受到父权意识形态的影响，

处于被动和次要的社会地位，使得女性在家庭内表现出较为保守的思想和行为，

她们通常被强化为在家庭内负责照顾子女和家务的角色，因此也限制了她们个

体的自由和独立性。起初她经历了对家庭的忍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思

想逐渐转向对家庭痛苦的清晰认识，开始反思婚姻的真正意义，最终的思想转

变体现在她敢于面对婚姻的现实，并做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这代表着她对自

己的权利和尊严的坚持，以及对幸福和自主的追求，从被动受害者转变为主动

追求幸福和自主的个体。李忆莙通过孙桂娘的经历展现女性在传统社会观念下

的困境，对家庭的忍耐反映了女性在婚姻中被强调为顺从和忍耐的角色，同时

呈现了她个体内心的复杂性和对自主追求的勇气，代表了女性对自己权利和尊

严的坚持。《春秋流转》以女性为主要叙事者，第一人称分别以红莲和颜令冰

以“我”的视角作为情节的交代，第三人称则是以颜令冰、赵静娴和孙桂娘为

主要人物，描绘她们在小镇的故事。李忆莙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直

白地展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读者也随着视角的切换深入不同角色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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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阅读带来丰富的体验，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在不同章节的叙事达到了相互呼

应，角色和情节的多面性逐渐完成塑造。 

第二节 红莲：伦理的叛变 

红莲在失去母亲后一直受到母亲阴影的笼罩，然而，颜世昌对她的关怀和

爱意让她陷入了他的怀抱，逐渐形成一段不正常的关系。颜世昌向红莲投诉妻

子的心肠，显露了男性情欲的渴求和伦理意识的松动。通过这种方式，他间接

传达给红莲他对她的喜爱。在红莲频繁与颜令冰一起送饭给颜世昌的过程中，

两人逐渐陷入欲望的陷阱，不顾伦理意识。红莲和颜世昌约会时，她虽然有些

许伦理意识，清楚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并试图挣脱，但颜世昌一直用话语来诱

导她，使她在欲望和伦理之间摇摆不定。红莲生活在父权思想的控制下，沿袭

了母亲的命运，与颜世昌陷入了不正常的关系。孙桂娘将红莲视为女儿，当知

道红莲和颜世昌的事情，她是怜悯的：“女人最要紧的就是名声，不能让人说

闲话。流言蜚语是会害死一个女人的……世昌，你好无耻……”20孙桂娘并没有

责怪红莲，因为她将自己的经验投射在红莲身上，她了解被舆论包围和中伤的

感受，也知道是颜世昌先透露心意，才成功诱导红莲。孙桂娘也经历过这一阶

段，因此可以和红莲建立起女性认同，站在女性视角发现她们的困难处境都由

男性操纵。李忆莙通过这个女性角色突显了社会如何通过凝视和对女性的道德

谴责来施加暴力，社会中的暴力更多以凝视和舆论来施加。个体在这种情境下

很难保持独立的思考和行动，最终成为暴力中的被动对象。相对男性来说，这

                                                           
20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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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舆论压力对女性来说是巨大的，她们很难逃脱社会舆论对女性行为的规范，

因此受制于父权社会的道德框架。红莲的角色展示了丰富的情感层面，从失母

的悲伤到对颜世昌的依赖，再到对伦理和道德的挣扎。她的情感复杂性使读者

更深入地了解了她作为个体的内心体验。 

《春秋流转》的女性和男性角色几乎违背家庭和婚姻伦理，如同诅咒般的

结局，两性都无法逃脱婚外情的宿命。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出发，人都是

作为一个斯芬克斯因子存在，而组成人的斯芬克斯因子也有其不同组合和变化，

才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和性格，形成各异的伦理冲突。21人与兽最大的区别就是

人拥有伦理意识，对个体的行为和决策起指导和约束作用，包括对道德规范的

认同，使人们能够在行为中考虑道德因素。婚外情是理性意志、自由意志和非

理性意志的伦理冲突，文本人物的伦理选择和故事情节受到理性意志和自由意

志之间的复杂互动的影响。22婚外情的发生是由于人的欲望超越了道德法律和理

性意志的自由意志，无法受理性压制的结果。颜世昌、红莲和其母亲、苏春生

由一开始的欲望演变为对伦理的逾越，这是一种在非理性意志下做出的伦理选

择，背叛了家庭和伴侣，他们的行为破坏了一个家庭。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

角出发，不能对此行为作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要分析人物为何在理性意志和

自由意志下选择发生婚外情。当人的伦理意识薄弱，就无法压制自身的欲望，

组成人的斯芬克斯因子是由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合成的，23婚外情之所以发生便

是兽性因子导致的非理性意志。由于非理性意志占上风，人便无法通过伦理规

范对自身的行为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约束自己。颜世昌和苏春生一开始是对伴侣

                                                           
21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38。 

22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49。 

23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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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感到厌烦，他们都向红莲和孙桂娘投诉自己的伴侣，于是在其他女性角

色的对比下，渴望从其他女性得到在自己和伴侣之中没有的感情，就越想要逃

脱道德规范，因此自由意志已经超越了道德规范。起初红莲还是拥有理性意志，

她并没有要违背伦理与他人发生不轨的恋情，此时表现的是理性意志。但在颜

世昌的纠缠下，红莲开始心动，渴望尝试违背伦理的激情，从理性到非理性意

志的转变，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春秋流转》的悲剧性结局源于个体对欲望的追求和在社会伦理规范之间

的矛盾和冲突造成的。李忆莙安排人物角色追随自己的欲望，却不能脱离伦理

规范的束缚，于是只好惩罚违背伦理道德的人物角色，让他们走向死亡和家庭

破碎的悲剧性结局。当文本人物的自由意志越膨胀，伦理意识和规范对他们的

束缚就越薄弱，自由意志和社会伦理规范的矛盾冲突加剧了文本的悲剧性。解

读文学作品需要从当时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去分析文学作品，24《春秋流转》

中人物生活在 1963 年的小镇，当时马来西亚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

伦理环境是多元的。这一时期，社会受到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社会动荡和文

化冲突导致人们在伦理观念上产生矛盾和困惑，因此在文本中反映个体在伦理

选择上的困扰。《春秋流转》的伦理困境源自个体在自由意志和社会伦理规范

的矛盾，文本中发生婚外情的人物，他们的道德伦理身份是丈夫、妻子和伴侣，

伦理规范不允许他们背叛家庭。然而，他们并没有遵守自身的伦理身份，违背

了家庭和婚姻的伦理规范。 

 

                                                           
24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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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结 

 

孙桂娘和红莲，两位女性角色在《春秋流转》中都面临了欲望与伦理意识

之间的挣扎，然而，她们在这个挣扎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运。孙桂娘

是传统社会下塑造的传统女性形象。她在男性的诱惑下产生强烈好奇心，却坚

守着自己的伦理身份和家庭期望。在结婚后，她成为了传统妇女的典范，将工

作和社交局限在家庭内，全心注重丈夫和孩子。她的性格透露出女性在传统社

会中的悲哀，被道德规范束缚，要求女性隐忍、遵循戒律，以家庭为重。然而，

随着故事的发展，孙桂娘的性格发生了转变，她勇敢地逃离了传统女性的限制，

摆脱了男性的操纵，进入了一个没有男性思想的现代女性世界，却依旧在传统

和现代之间徘徊：“在她的心目中，教师是最斯文的职业，尤其适合女性……

她一直如此认为：事业固然重要，但幸福的婚姻又比事业重要；一个女人若没

有个温暖的家庭，实在也是算不上幸福。”25尽管她希望女儿能够在婚姻之外拥

有事业，但她仍然难以摆脱女性只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才算是完美人生的观念。 

红莲则是对伦理的叛变者。由于母女伦理身份的缺失，她无法在母女经验

中建构足够的女性意识和性别主体。她的主体意识较弱，虽然意识到自己违背

了伦理规范，但却无法勇敢挣脱她最想逃离的男性。在男性的操纵、社会舆论

以及对孙桂娘的愧疚和自责的困扰下，最终选择了投河自尽。颜世昌一直是这

三位女性命运中的关键人物，他所造成的悲哀成为了她们生命中的阴影。颜令

冰成年后也无法摆脱这一男性，成家后仍然怀念他，与红莲和解也是因为颜世

昌的醒悟。这两位女性角色的经历呈现了对欲望和伦理规范的挑战，同时反映

                                                           
25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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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和男性的影响，她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中展现

出了个体的独特性格和命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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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女性形象的建构：现代女性和母女形象 

 

 

第一节 赵静娴：现代女性 

 

《春秋流转》的赵静娴与其他女性角色不同，她十七岁就已成为益群咖啡

店的掌柜，气势甚至胜过她父亲。她的性格强势、精明能干，在做生意这件事

上很有一套计划，父亲过世后接手家族产业也没有退缩。“她十七岁就已大剌

剌地坐在柜台收钱当掌柜的了。那架势俨然是老板娘的派头……准确地说，赵

婧娴才是益群咖啡店的老板娘。”26赵静娴的形象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她代表着许多女性在社会转型中遭遇的困难和挑战，即想摆脱传统思想却又被

束缚。她是对传统女性的反叛，反映了女性在面对传统观念和规范时的反抗与

探索。她不满足于传统女性被赋予的角色，而是寻求自我认同。“他不止一次

劝她把咖啡店的大权交移给弟弟。说毕竟赵作仁才是赵家的子嗣，才是真正姓

赵地。”27苏春生不止一次提及家族经营的咖啡店应该交由弟弟管理，毕竟赵静

娴嫁人后便不姓赵了。自此，赵静娴的观念被苏春生影响，同意他的见解。然

而，她最终未能真正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取得自由。赵静娴在与苏春生谈恋

爱后，脾气变得越发古怪，她善妒、多疑，一旦苏春生与别的女人打招呼或者

聊天便要发脾气，唾骂那些女人是骚货，咬他的手臂。赵静娴的性格虽和传统

女性不同，她追求自由，但并没有完全脱离传统思想，她在感情生活中仍然是

                                                           
26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20。 

27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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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弱者，过于依附男性，这反映了女性在感情关系中的脆弱地位。即便女

性选择了独立的生活，她们仍然倾向在生活中为男人和爱情保留一片空间，女

性会在生活中分配最多的时间给予男人，而将职业仅限于最低程度的时间。28赵

静娴的命运受到对传统礼教的批判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的交织影响，这也是作家

通过这一角色试图传达的信息。 

赵静娴将苏春生当作依赖，过多关注对方，没有将精力和时间都留在自身，

失去了看待事情的判断。这种现象反映了她在自我认知和自我观察方面存在一

定的缺失，传统的父权社会观念导致女性在感情层面上对于依赖关系的认同，

将男性视为生活的支撑。女性一直都处于等待的过程，等待爱情、等待丈夫，

这样的女性一直都认为男性是她生活的全部。29赵静娴在两性关系上把握不好平

衡点，没有给予苏春生该有的自尊，对方在赵静娴面前丧失了男性优越感。

《春秋流转》中提到，苏春生一开始是因为赵静娴的性格和自信产生兴趣，但

随着自己的价值被对方瓦解便开始对赵静娴的强势感到厌倦，在孙桂娘温柔可

人的对比下，男性该选择谁为伴侣便一目了然。苏春生和赵静娴缺乏良好的沟

通，他默默忍受着赵静娴的脾气，对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矛盾得不到解

决。双方后期的性格和悲哀结局都是基于两性沟通不良导致的，两性相处不和

谐的原因是失去沟通和不对等关系的问题。 

在传统的父权体制社会中，性别角色被严格划分为强弱，导致了不公平的

两性伦理环境。在这种体制下，性别、家庭分工等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下，

男女角色在社会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定位。女性通常被定义为家庭的主要负责者，

                                                           
28
 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页 344。 

29
 波伏娃，《第二性》，页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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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男性则被期望成为家庭外的劳动者。
30
这种观念不仅使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

受限，也给男性带来了对自尊和权力的过度关注，造成了焦虑感。当威胁到男

性自尊的因素出现时，例如苏春生对威胁到他自尊的赵静娴感到厌烦，男性的

自尊感和权力感在这种环境下变得尤为重要，而他们可能会寻求在其他女性身

上寻找弥补。赵静娴在继承咖啡店生意的过程中，展现了女性在这一体制下的

力量，这让弟弟赵作仁感受到失去权力的不安。然而，这种性别固定的观念不

仅仅对女性造成了局限，也对男性造成了困扰。因此，文中的人物经历揭示了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共同努力打破这种性别困境，以实现更加平等和

公正的社会。社会一直以来将女性定义为家庭内的角色，她们更关注个人和情

感，因此对待女性的身份是基于女性持家这种观点。31 

 

第二节 母女：女性经验的投射 

 

本节以《春秋流转》中的母女，即孙桂娘和颜令冰、红莲和母亲作为研究

对象，剖析母女情感。母女关系中，母亲通常是文化价值、传统和知识的传递

者。母亲会将孩子视为自己的延伸，孩子的利益与母亲是一体的，女孩的性别

角色认同过程的延续，会形成一种原初认同。32在父权社会下，母女容易产生女

性认同，共同面对性别压迫和社会期望，促使她们成为女性共同体。孙桂娘的

女性认同首先体现在她与赵红莲的亲密关系中，红莲自幼年丧母后需要母爱和

                                                           
30
 兰西·雀朵洛著，张君玫译，《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台北：群学出版

有限公司，2003），页 243。 
31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228-229。 

32
 兰西·雀朵洛，《母职的再生产：心理分析与性别社会学》，页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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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怀，她对红莲的疼爱和教导都透露出她试图弥补年轻时的遭遇。孙桂娘对红

莲表现出对女性身份的怜悯和担忧，她认为女性的一生都受制于男性，因此传

授经验给红莲，反映了女性身份的认同和担忧。然而，孙桂娘对红莲的怜悯和

疼爱也受到反噬，家庭遭到破坏。但是，孙桂娘理解同为女性所面对的父权控

制，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有深刻认识，当红莲与颜世昌发生婚外情时，她谴责的

是颜世昌。 

颜令冰是这么看待孙桂娘的：“家里留不住父亲是母亲一手造成的。老是

一开口就冷嘲热讽的，别说父亲，就是连她这个做女儿的也觉得讨厌。”33家庭

发生剧变后，颜令冰重新审视父母，理解母亲为孩子和家庭所做的一切：“以

前我怨恨母亲的喋喋不休，现在我才明白过来她的心有多苦。”34，令冰对母亲

态度的变化，从最初的讨厌到后来的理解和接纳，这是建立起母女之间的深厚

情感纽带的关键点。颜令冰之所以和孙桂娘达到女性认同，是红莲作为第三者

插入她们的家庭时，两个女性角色共同面对困难而团结起来。孙桂娘带颜令冰

和表姨妈居住后，她们建立起一个没有男性的空间，母女共同成为彼此的避风

港，建构属于自己的世界。李忆莙通过描绘母女之间的互动，表达在没有男性

庇护的情况下，女性能够逃离父权思想的控制，生活得更加自主和坚强，也展

示了她们对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生存困境的认知，对母女共同体的向往。此外，

李忆莙对母女关系的探讨，强调了母女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性之间的爱成为一

种精神支持。 

                                                           
33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30。 

34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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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莲的母亲在她幼年时与其他男性发生婚外情，最终因为无法摆脱因违背

伦理造成的心理冲突和道德困境，选择了结束生命。红莲因此一直生活在被母

亲笼罩的阴影之下：“镜里出现了一个模糊的身影，似曾相识。对了，就是母

亲留在泛黄照相簿中的那个朦胧的影子。”35红莲拿起母亲的裙子对着镜子端详，

母亲的影子与红莲重合，这对红莲的婚外情埋下了伏笔。她抗拒成为像母亲那

样的人，对母亲的存在几乎是与之割舍的态度。李忆莙描写的这些情节，无论

是红莲或她母亲，都是对自身发生了不轨的行为感到焦虑和恐惧，她们违背了

父权社会制定的道德伦理。李忆莙在《春秋流转》给女性角色安排的情节都是

自己或伴侣发生了婚外情，她们选择放任自身的欲望，但结局又是悲惨的，这

揭示出女性作家想逃离父权的威慑，渴望自主掌握爱情和生命。然而，由于社

会的束缚和女性角色自身的迷失，这一渴望最终被摧毁，导致了不幸的结局。

作者通过女性角色的命运，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限制和异于传统期望

的惩罚，也揭示了作者在文学中对母亲形象的表述所面临的内外矛盾。作者安

排女性角色逃离父权压制，却在她们违反道德伦理时对其严惩，以悲剧性的结

局结束她们的一生。作者意识到社会对母亲的不公，对于她们因违反伦理规范

而受到的惩罚感到同情。李忆莙既想反抗传统的伦理规范，却又不愿挑战父权

制度所颁布的道德法则。由于对父权的恐惧或对传统道德的认同，在作品中仍

然选择对这些母亲进行惩戒，表现出对父权的一种顺从。整体而言，这些情节

反映出李忆莙在《春秋流转》中对于家庭和父权关系的复杂认知，她在表达对

母亲的同情和对父权的反她在表达对母亲的同情和对父权的反抗时，也难以完

全脱离传统的道德观念。 

                                                           
35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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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令冰在幼年见过父母婚姻的失败，没有将一切都托付于男性，她拥有作

为独立个体的力量和勇敢，没有丧失女性的伦理身份，因此在丈夫发生婚外情

后主动提出离婚，不拖泥带水，没有重蹈母亲的覆辙。颜令冰的命运和孙桂娘

一样，都是丈夫背叛家庭，而女儿相对母亲更加成熟和稳重。然而，红莲母亲

的死亡导致红莲母女没有建立起母女伦理身份，缺乏对红莲的性别主体建构的

帮助。红莲执意摆脱母亲的阴影，她认为一个女人与别人私通是罪无可恕的，36

最想远离男性的她却与有妇之夫私通。母亲作为女儿建构自我认同和伦理身份

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就如同一面镜子，通过反映母亲的经历，女儿在其中

获得经验并建立自我认同。母女伦理身份的建立有助于女性认识到伦理困境，

重新审视自我，反思女性的生存处境，进而帮助女性建立正确的性别伦理观和

独立的女性伦理身份。 

《春秋流转》的两性关系从父母一代的激烈冲突到孩子一代的缓和，李忆

莙追求两性关系的和谐。作者反思女性的生存困境，文本中蕴含的女性意识代

表着作者希望女性能够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建立一个两性平等的环境。

文本人物各有缺点，但没有简单地以善恶好坏的二元对立来划分，试图寻找两

性关系的平衡点，反思女性的生存困境，理解男性的生存压力，塑造一个两性

和谐的环境。李忆莙试图唤起读者对于男女关系更深层次的思考，超越二元的

伦理标准，理解背后文化与社会对于两性所施加的复杂影响。她的作品成为一

个独特的镜子，反映着现实中男女之间的微妙互动，鼓励对于传统伦理观念进

行审视和反思，促使社会朝着更平等与理解的方向发展。 

                                                           
36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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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结 

 

《春秋流转》的女性角色没能真正突破传统的限制，达到成为拥有女性意

识的完整人格。在李忆莙描绘的女性形象中，她们有各自的特点，在传统与现

代之间徘徊，寻找出路，努力摆脱传统桎梏，往自主的方向前进。例如赵静娴，

她和传统社会的女性不同的一点是，她在事业上有独特的主意，敢于接受父亲

的咖啡店，不像传统女性被限制在家庭内的区域。相反的，她也有传统的另一

面，将男性视为全部，不够独立自主。孙桂娘和颜令冰在经历家庭变化之后也

逐渐拥有现代意识，不依赖男性，对束缚自身的事物作出反抗。李忆莙塑造的

人物形象不是单一的善或恶，他们拥有多面性，情节的发展是有原因推动的，

符合逻辑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一步步走向属于她们的结局。作者没有在人物的

塑造上传达强烈的女性意识或女性主义，而是展现在社会转型期中在传统和现

代挣扎的女性，希望读者不要只看到女性传统的一面，也要注意到女性进步的

一面。在现实社会来说，这种女性在社会上存在的更多，他们一方面在社会上

受到传统观念和父权思想的影响，女性被期望在家庭和社会上履行传统女性的

角色；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受到现代意识的冲击，强调女性的独立和自主。传统

和现代两种观念在他们内心产生冲突，女性尝试打破束缚，为自身寻求更好的

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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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语 

 

 

第一节 研究发现 

 

    女性角色的塑造呈现了对欲望和伦理规范的挑战，她们在不同的环境展现

个体的独特性格和命运轨迹。尽管这些女性没有真正突破传统的限制，达到成

为拥有女性意识的完整人格，但她们的经历反映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的女

性，寻求突破束缚，为自身寻求更好的出路。文本女性角色对自身的伦理身份

了解不足，伦理身份会影响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是决定个体在社会的道德

发展。另一方面，女性角色对主体的建构除了自身的努力，也需要依赖同性关

系，如母女、女性朋友等，在女性经验的传承和变迁中学习更多。《春秋流转》

深刻地反映了男女角色在复杂的伦理环境中所面临的困境。李忆莙并非简单地

对男女行为进行伦理评判，而是通过两性情事的描写展现了两性之间的沟通困

难和伦理差异，呈现了父权社会结构在两性关系中的深远影响。她的文学作品

虽然多叙述两性感情，也反映出女性意识，鼓励女性建构独立的主体价值，但

她对男性的描述并不激烈，反而是以温和的态度去述说男性的难处。从颜世昌

和孙桂娘的经历可以发现，两人在生活和感情方面缺乏沟通，男性没有得到女

性的谅解和温柔，长期的压抑才导致男性渴望从其他女性身上得到自己想要的

情感。作者在书写文本的过程透露出她对两性关系的反思，悲剧性结局的发生

是因为两性在思想和沟通的差异，男女处于不和谐的两性伦理环境。父权社会

的结构在不同层面对男性和女性都带来不同形式的压力和限制，男性在成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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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受到所谓的男性规范的束缚，被困在社会期望的框架。颜世昌受到父权思想

的影响，独自承受着家庭和工作压力，不允许自己向妻子展示柔弱的一面，导

致心理压抑。对于婚外情的安排，作者更多是根据两性的处境和言行选择让两

性角色违背伦理规范。因此，李忆莙想透过描述两性情事传达出她的观点，家

庭责任是由夫妻双方共同建立和维持的，夫妻必须清楚自己的伦理身份和道德

伦理规范，才能够明白自己应该做出什么行为。 

婚外情作为一种道德悲剧，在社会中被广泛视为伦理问题，被认为是对家

庭和婚姻伦理的严重侵犯，这种道德判断通常是明确而清晰的。37然而，仅仅将

婚外情描绘为一个简单的“善恶皆有报”的结局不足以捕捉《春秋流转》中所

反映的深刻主题。该作品反映了个体对伦理规范的反抗，展现了在欲望和理智

之间的调解与矛盾，当个体面临内在冲突，对于道德准则的质疑和对自身欲望

的探索。这种呈现使得故事更为复杂和深刻，超越了简单的对错观念，而突显

了人性对伦理规范和伦理身份的遵从和伦理选择的困境。李忆莙通过对婚姻的

反思，强调了两性关系在婚姻的关键性作用。她指出，传统观念中，女性在婚

姻后往往被社会期望以孩子和家庭为中心，从而失去了婚前拥有个体自主生活

的空间。这种过度注重家庭而忽略了丈夫的情感需求，是一种不健康的关系模

式。婚姻应当是两个独立而完整生命的联合，而非将夫妻看作一个单位或封闭

的细胞。强调个体在婚姻保持自由和独立性的重要性，只有在保持自主性的基

础上，夫妻关系才能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依恋的健康基础上，也能持续在社会上

                                                           
37
 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页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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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发展。这样的观点有助于推动人们对于婚姻和两性关系的思考，强调了相

互之间的平等和尊重的重要性。38 

    《春秋流转》使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的叙事手法，主题叙述者都是

女性，一开始就以幼年的颜令冰为主要视角，来叙述她在小镇上的故事。这是

一种儿童视角，主要从儿童的角度和经验出发，以直观的视角呈现故事。儿童

视角的叙事通常突显了孩子对世界的独特感知和理解，以及他们对周围环境和

事件的敏感度。《春秋流转》中，女性的声音被强化，作者放大女性的苦楚和

处境，将她们的内在心理描绘出来。叙事视角的交替和女性声音也是李忆莙在

其他作品中惯用的文本叙事手法。关于父亲颜世昌在家庭内的性别角色，小说

中呈现出一定的缺位。相对于母亲，颜世昌的角色在照顾孩子和家庭方面显得

较为缺乏。他在家庭中的参与程度相对较低，对孩子的照顾和关注并不充分，

这与传统的父亲角色有一定的偏差。母亲孙桂娘在颜令冰幼年生病时曾带她去

寺庙求助，突显了母亲在家庭中的责任感和关怀。父亲的缺位可能反映了一些

社会和文化中对于父母角色的传统观念，然而，小说可能通过这样的叙述手法

在让读者反思性别角色在家庭中的分工和互动。这样的性别角色描绘可能旨在

引发对于家庭结构和性别平等的思考，以及对传统家庭模式的反思。这种叙事

手法有助于深化读者对于性别角色和家庭关系的理解，促使人们思考家庭中的

责任和关爱应当是共同承担的。总体而言，《春秋流转》传达的观点聚焦于两

性在婚姻和家庭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分工，以及个体在伦理规范和欲望上的失

调。 

                                                           
38
 波伏娃，《第二性》，页 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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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局限和建议 

 

《春秋流转》在探讨两性关系时未明确表达女性主义和女性意识，以及在

反抗父权思想方面表现较为温和，注重刻画两性关系，这可视为文本的一种局

限性。作者在叙述两性关系时，可以将父权制度下两性的冲突描写得更为激烈，

增加文学的悲剧性。在研究文本时，由于难以过多使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视角，

可以转而采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深入分析文本所展现的伦理问题。通过

对两性关系的解构，可以更细致地揭示其中蕴含的道德困境，进一步突显人物

内在冲突和社会伦理的复杂性。李忆莙在文本中有多处隐晦的符号，在两性处

于同一空间下会有第三者的介入，如颜世昌和孙桂娘在表白心意后的拥抱，孙

桂娘看见一只猫从窗台跳下，随即失去了踪影。对文本的研究可以深入分析这

些隐晦符号代表的意思，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和作者的安排。此外，在文本中也

一直环绕着外人对赵、颜两家情感纠葛的舆论，两家一直处于被议论的环境中，

这也可以作为对叙事手法的分析。总体而言，通过更深入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结合对隐晦符号的解读和对叙事手法的分析，可以使研究更全面、深刻地理解

《春秋流转》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和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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