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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李忆莙《痴男怨女》言情小说中的人性书写 

学生姓名：黄袀沬 

指导老师：曾维龙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本论文要探讨的是李忆莙《痴男怨女》言情小说中的人性书写。李忆莙是

一名马华女作家。她的作品以散文与小说为主，擅长描写男女情感。《痴男怨

女》是由《痴男》和《怨女》两篇小说组成的中篇小说。《痴男》讲述的是男

主角栾禾从小丧父，长大后丧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比他年长的有

夫之妇唐佩圆。《怨女》则讲述的是女主角骆凤仪是一名小学老师。她遇见并

嫁给了比她年长的德士司机胡叔源。后来她发现丈夫外遇并要与她离婚，最终

选择了自杀。《痴男怨女》是以爱情和婚恋为主要题材以及以男女爱情为主要

情节的小说，所以被定义为言情小说。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少许学者以李

忆莙的《痴男怨女》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本论文将分成五个章节。第一章是

绪论，叙述研究对象、研究背景、前人研究、研究动机与目的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章探讨的是《痴男》中的人性。第三章探讨的是《怨女》中的人性。第四

章是《痴男怨女》人物张力与对比。第五章则是结语。本论文通过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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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人物的人性。通过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同时也展现了人的多

面性。建议未来的学者能够更加深入地对人性的反思进行研究。 

 

【关键词】李忆莙、《痴男怨女》、言情小说、人性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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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李忆莙，原名李玉金，祖籍海南省文昌县。1她于 1952年出生在马来西亚槟

城，是一名马来西亚华裔公民。她毕业于雪兰莪州的启文中学。曾经在 70 年代

末期南下新加坡，并在那里度过了 5 年的秘书生活。后来，在 1981 年中返回了

吉隆坡。回到吉隆坡后，她便在几家报刊写过专栏。例如，华商报的《漫不经

心集》《新潮》（娱乐杂志）的《单身女郎》《独身的女人》以及《热门》

（歌乐杂志）的《城市人》等。2 

李忆莙的创作阶段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阶段（70年代末至 80年代）、

中期阶段（90年代）以及晚期阶段（2000时期到至今）。在早期阶段（70年代

末至 80 年代），她的创作以写散文为主，小说其次。她从 1971 年开始创作，

于 1981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去日苦多》，1982年出版了短篇小说《女人》，

1983 年出版了散文《漫不经心》，1986 年出版了散文《城市人》。在这个阶段，

她的作品内容从青春哀愁转向对都市生活的感慨。那时她所创作的故事受到年

龄的限制，所以当时的作品都是青春期少女的思维。 

在中期阶段（90年代），她于 1990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痴男怨女》，1991

年出版了散文《地老天荒》，1993 年出版了散文《岁月风流》，1995 年出版了

 
1 李忆莙，《痴男怨女》（吉隆坡：学人出版社，1990）。 
2 马仑，《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页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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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短篇小说集《李忆莙文集》，1996 年出版了长篇小说《春秋流转》，1997

年出版了散文《大地红尘》，1999 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镜花三段》和中、短篇

小说集《梦海之滩》。在这个阶段，她的作品开始以婚姻、两性关系作为题材，

主要探讨婚姻问题以及两性关系的和谐。她认为在亲情、爱情以及友情方面，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平等，这样才能和谐。 

    在晚期阶段（2000时期到至今），她于 2005年出版了散文《年华有声》，

2012年出版了长篇小说《遗梦之北》且获选了 2012年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

2015 年出版了散文《菱花照影》且获得了第十二届马华文学奖。在这个阶段，

她对故土原乡的文化有了沧桑意识，她将作品的内容注重在文化方面上，并探

讨着中华文化如何被移植到马来西亚。 

本论文主要探讨李忆莙所创作的小说《痴男怨女》言情小说中的人性书写。

《痴男怨女》是以一种男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以及在婚姻当中所产生的一些错

综复杂的问题为主的小说。这部《痴男怨女》的小说当中分为两篇小说，即

《痴男》以及《怨女》。《痴男》以及《怨女》是两个相同类型的小说，都是

以爱情为主的题材。《痴男》讲述的是男主角栾禾从小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

后来继父逝世，很快的又丧母。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爱上了比他年长的有夫

之妇唐佩圆。《怨女》则讲述的是女主角骆凤仪是一名小学老师。她饱读诗书，

却唯独没有过情感生活。后来她嫁给了比她年长的德士司机胡叔源。婚后她在

家相夫教子，却发现丈夫有了外遇，并要与她离婚。最后，她发现生命欺骗了

自己。最终她选择了自杀，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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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思想家以善恶来讨论人性，如孟子主张人性善，荀子论人性恶。3

孟子认为人性的善是人本性的表现，而人性的不善则是违背人的本性。荀子认

为人的本性有善恶，人的本性可能变成恶，亦可能形成善。人性是指人的本性，

其中包含了人的思想、感觉等等。人的本性是无善无恶的，但在受到外界的影

响之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导致人性有了善与恶。 

人性书写是要同时兼顾两个因素，即理性和非理性。4人性书写既要有理性

的一面，也要有非理性的一面。通过刻画角色、情感共鸣、道德伦理等来展现

人性书写。作者通过塑造人物的个性特点、语言和行为来揭露人的多面性，也

通过人性的善与恶来展现作者对人物的关怀。因此，本论文主要探讨人物的人

性，再以不同人物的人性进行对比。 

 

第二节 研究背景 

 

言情小说是指以爱情和婚恋为主要题材的小说，以男女爱情为主要情节的

小说，大多数是描述男女情爱或谈情说爱。在明代初期，言情小说的创作倾向

反礼教、尚自主爱情。5在明代中后期，言情小说以男女情和性、自然主义的性

 
3 苏富忠，〈人性研究的方法论思考〉，《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2 期，页 20。 
4 徐肖楠，〈人性书写的理性与非理性融合——二十世纪晚期中国文学〉，《南方文坛》1998 年第

3 期，页 20。 
5 曹萌，〈论明代言情小说功用思想〉，《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 3

期，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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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藐视封建礼教和崇尚情欲。6在明代末，言情小说的创作上体现出男女之

情上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创作倾向7以及提倡爱情至上与主张男女平等。8 

言情小说大多数要表达的是一个“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观念，但在现实中

并不是相爱的人都能够成为眷属。在抗战之后，言情小说的变化还表现在对男

女爱情的深入探索上9，通过爱情冲突展现出人性的复杂性。爱情悲剧的发生不

仅仅是因为受到父母的反对、小人作怪或者是自然环境所致，更是因为社会矛

盾和人物的心理因素。 

近代的言情小说具有对自由恋爱的追求。在中国近代，人们的自由意识苏

醒，想要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追求自由恋爱。10近代的言情小说也反映出当时

社会的面貌。在封建的社会背景下，青年人的思想进步与传统的思想显得格格

不入。11在艺术的形式方面，近代的言情小说具有传统小说的形式，也在传统的

形式上创新，追求自由。 

在马华文学当中是否存在着言情小说？从方修的《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

中可以得知在 1919 年马华新文学发展中开始诞生。新兴文学运动衰退后，鸳鸯

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开始出现。在 1933 年，马华小说的类型便有了言情小说。最

有代表性的是死狼的《狂欢时节》，写的是一批“风流才子”，流连秦楼楚馆，

狎妓为乐。12在这个时期，马华的言情小说受到了文化背景的限制，所以尚未有

 
6 曹萌，〈论明代言情小说功用思想〉，页 15。 
7 曹萌，〈论明代言情小说功用思想〉，页 16。 
8 曹萌，〈论明代言情小说功用思想〉，页 17。 
9 张华，〈中国现代通俗言情小说的流变轨迹〉，《郑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5

期，页 66。 
10 昝箬琳，〈以《啼笑因缘》为例分析中国近代言情小说〉，《明日风尚》2018 年第 5 期，页

248。 
11 昝箬琳，〈以《啼笑因缘》为例分析中国近代言情小说〉，页 248。 
12 方修，《新马华文新文学六十年（上册）》，页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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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流派和体系。随着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发展，于 20 世纪中期，在马华文

学界里开始有了言情小说，但小说的故事情节比较简单，多以传统为主。 

    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国初年成型，其中也涉及了言情小说。鸳鸯蝴蝶派的

言情小说通常被定义为描写佳人才子相悦相恋的小说，把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

反映在佳人才子上。13在五四时期，言情小说主要变化是言情小说中融入了社会

内容以及增加了欢情、艳情与色情的内容。14在新思潮和新文学的冲击下，言情

小说中增加了社会生活内容，探索社会人生问题。15 

由此可见，马华言情小说与中国言情小说的相似之处都是以爱情为主题，

叙述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和爱情发展。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文化背景。马华言

情小说反映的是马来西亚的本土文化，而中国言情小说则反映的是中国的传统

社会与文化。 

 

第三节 前人研究 

 

关于李忆莙的研究，有许多学者是以李忆莙的作品来探讨其作品中的女性

形象以及作品风格。例如，学位论文有尤碧珊的《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

—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田卓艳的《李忆莙〈遗梦之北〉中华人的边缘处境

及身份认同》以及林殷醇的《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期刊论文则有

 
13 莫珊珊，〈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的出现及特征〉，《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 年第 4

期，页 121。 
14 张华，〈中国现代通俗言情小说的流变轨迹〉，页 66。 
15 张华，〈中国现代通俗言情小说的流变轨迹〉，页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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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德怀的〈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莙的小说〉、郭建军的

〈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莙散文品评〉、李子云的〈从《七色花水》到

《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以及马峰的〈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莙

论〉。 

邵德怀的〈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莙的小说〉主要是

探讨李忆莙的创作风格、男性与女性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形象的性格特点。邵

德怀认为李忆莙的小说创作风格带有感伤和浪漫的气息。16他认为李忆莙笔下的

女性形象有一个共同点，即她们性格刚强、爽朗，敢作敢当，对生活和命运有

独立自主的要求和能力。17总之，他认为李忆莙的小说具有感伤和浪漫的色调，

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有独立性以及开朗的性格。 

郭建军的〈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莙散文品评〉主要是对李忆莙的

散文进行鉴赏，并对李忆莙的作品风格给予品评。郭建军认为李忆莙的散文充

满了传统深厚的沧桑意识，拥有东土美学的苍凉境界。18他也认为李忆莙的散文

创作风格拥有一种感伤的风格，也突出了沧桑意识和女性意识。 

李子云的〈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主要

是分析女性形象在父权社会的性格特征。李子云认为李忆莙的《春秋流转》展

示了李忆莙对于马来西亚妇女命运的思考。19李忆莙小说中所有的女性人物都不

 
16 邵德怀，〈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莙的小说〉，《小说评论》1992 年第 4

期页 86。 
17 邵德怀，〈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莙的小说〉，页 88。 
18 郭建军，〈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莙散文品评〉，《华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4 期，页 64。 
19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

论和研究》1996 年第 1 期，页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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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轻贱，具有一种自尊、自立、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甚至不惜采取不计后

果的果断态度。20 

马峰的〈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莙论〉主要是探讨中国性与本土性的文化书

写以及女性形象的分析。马峰认为李忆莙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都是一个独立以及

孤独的女性形象。李忆莙对人性的思考是从观察周围的人入手，去发现人心的

黑暗来表达人生看法。21所以在她塑造人物时，会融入自己的生活体会，并试图

从社会背景、政治生态、民族性格等方面予以深化。22总之，他认为李忆莙对人

性的关怀多以温婉流露，而对文化的关怀则多以自然呈现。 

尤碧珊的《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主要是以

女性书写来研究，探讨李忆莙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以及男性形象的形象结构，最

终探讨两性和谐。尤碧珊认为李忆莙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传统桎梏下的女性

以及经济独立、追求理想爱情的女性。而李忆莙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则具有社会

底层的男性以及中产阶级至上流社会的男性。总之，尤碧珊认为从性别差异和

尊重个性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男女平等以及和谐的社会。23 

田卓艳的《李忆莙〈遗梦之北〉中华人的边缘处境及身份认同》主要是探

讨三代华人身份认同的转变。田卓艳认为李忆莙的《遗梦之北》揭示了三代华

人共同的身份特性，即边缘性以及三代华人所做出的不同的身份认同，即第一

 
20 李子云，〈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页 52。 
21 马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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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2 马峰，〈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莙论〉，页 41。 
23 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霹雳：拉曼大学中文系荣誉

学位毕业论文，2012），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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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华人对故乡中国的浓厚情结、第二代华人对原乡的神话和第三代华人对马来

西亚的本土认同。24 

林殷醇的《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主要是运用心理学来研究女性

角色的形象以及其性格特征。25林殷醇认为李忆莙的小说中具有自尊、独立的女

性形象。林殷醇认为在李忆莙的小说中，人的心理是外部环境、内在人格以及

人类基本需求相互作用的产物。26 

李忆莙的小说风格基本是以感伤以及浪漫的气息为主。李忆莙的小说中的

人物形象都会带着感伤以及浪漫的气息，从感伤以及浪漫的气息中反映出人性

的内涵。李忆莙的小说题材多以婚姻、恋爱和事业，描写女性形象的情感和生

活。从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来看，可以看出学者们大多数都是以女性形象、女

性书写、李忆莙的创作风格等来进行研究。 

 

第四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除了李忆莙，与李忆莙同个年代的马华作家也有许多，比如商晚筠、游川、

温瑞安、方娥真、张贵兴、方天以及傅承得。商晚筠的小说如《痴女阿莲》以

及《七色花水》多是描写了当代女性的形象。张贵兴的作品大多数都是以故乡

 
24 田卓艳，《李忆莙〈遗梦之北〉中华人的边缘处境及身份认同》（湖北：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硕士学位论文，2018），页 56。 
25 林殷醇，《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霹雳：拉曼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2020），页 6。 
26 林殷醇，《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页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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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罗洲雨林作为背景，书写移民者与当地人的爱恨情仇。游川、温瑞安、方娥

真、方天以及傅承得的作品大多数是以诗歌为主。 

商晚筠与李忆莙的小说当中都有女性形象的描写。商晚筠对女性的描写是

拥有不服输的坚强性格，虽然她们处在恶劣的环境，但她们都不会向命运低头。

而李忆莙对女性的描写则是独立自主的性格，她们靠着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和命运。相比之下，李忆莙除了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也有对男性形象的描写。

李忆莙对人情世故的观察更加深入，展现出了人性的奥秘。 

这篇论文的研究动机是对李忆莙的小说《痴男怨女》感兴趣。李忆莙的小

说中带有悲伤的情感，多是描写女性形象。在阅读了李忆莙所创作的《痴男怨

女》后，便被《痴男》中的男主角栾禾坚持不懈的爱情与《怨女》中的女主角

骆凤仪不看重利益的爱情所打动。根据前人研究，大多数是以女性形象、女性

书写、李忆莙的创作风格等进行研究，并未研究《痴男怨女》中人物的人性。

因此，主要目的是要探讨人物的人性，再以不同人物的人性进行对比。 

目的与预期成果： 

第一，通过李忆莙的作品分析言情小说中的各个人物的人性。 

第二，由于关于李忆莙《痴男怨女》的研究甚少，因此将对李忆莙《痴男

怨女》进行相关研究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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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是以文本分析法来研究李忆莙的《痴男怨女》。文本分析法是

从文本的表层深入到文本的深层，去发现无法在普通阅读当中可以掌握的深层

含义。27首先，理解文本的内容。从文本的内容了解并对人物的人性进行分析，

再深入地探讨人对亲情、友情与爱情等等的情感关系。接着，将文本中的人物

的人性进行对比，了解人物的人性之间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此外，在进行分析

时将以书籍、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文献来作为辅助资料。 

  

 
27 郑训山、刘明录，〈文本分析法在大学英语《高级英语阅读》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探究〉，《昌吉

学院学报》2020 年第 2 期，页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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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痴男》中的人性——勇士和怪物、光明、阳光和

孤独的象征 

 

第一节 栾禾：勇士和怪物的象征 

 

    栾禾是勇士和怪物的象征。勇士代表着有勇气、勇敢面对困难。在故事中，

栾禾在失去母亲以后便独自一个人面对生活。在爱上唐佩圆之后，他鼓起勇气

向她表白。此外，怪物代表着思想与行为怪异的人。栾禾在与唐佩圆独处时，

他想将她占为己有，嫉妒唐佩圆的丈夫。在唐佩圆拒绝他的表白之后，他便来

到她的窗前窥探。因此，便以勇士来表达栾禾勇敢和坚强的行为，则以怪物来

表达栾禾因嫉妒而产生怪异的思想与行为。 

    李忆莙《痴男》中的男主角栾禾是一个性格孤僻、孝顺母亲的男子。李忆

莙塑造的栾禾是一个拥有勇敢、坚强、独立、坚持不懈以及嫉妒的人性。李忆

莙把栾禾的人物形象塑造成一个勇敢的角色。例如文中“他大呼一声‘妈妈’，

便向他们扑过去。扯着继父的衬衫，使尽全身的力气去大力拉。嘴里不断的喊：

‘求你别打死我妈妈！’”28在栾禾八岁时，栾禾的母亲再嫁，栾禾随着母亲一

同住在继父的家。起初栾禾的母亲与继父只是发生争吵，随后就打起架来。继

父对母亲打骂，打得母亲喊救命。对于年纪尚小的栾禾来说，对付力气较大的

继父，栾禾只有挨打的份。但是为了救母亲，栾禾不顾一切，拼命地阻止继父

殴打母亲。在栾禾的阻止下，母亲终于脱离了继父的殴打。这就充分展现了栾

 
28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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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勇敢的人性以及表示了他对母亲的保护欲。此外，尽管栾禾知道唐佩圆是有

夫之妇，但栾禾就是想把心里话告诉她，至少让自己不留遗憾。因此，栾禾借

着酒来壮胆，勇敢地向唐佩圆表述自己对她的倾慕之情。虽然栾禾是借酒壮胆，

但这也展现了他勇敢的一面。 

    除此之外，李忆莙刻画出栾禾坚强的一面。比如文中“栾禾被母亲死命的

抱着，搓着。”29虽然栾禾感觉到疼，但是他了解母亲当时的处境与心情，所以

他只能忍受着疼痛，任由母亲摆弄。栾禾在面对母亲死亡时，他并没有自暴自

弃，独自一个人处理母亲的后事。如文中“一个人默默处理母亲的丧事，不但

没有哭，连脸上也无表情。”30对于一个人在面对亲人死亡时都会陷入悲伤之中，

通常都会哭得活不下去，想放弃生活。但是作者却把栾禾塑造成一个拥有非常

坚强的人性，在母亲的葬礼上并没有表现出悲伤的情绪，或许他是想让母亲放

心走，让母亲知道自己可以活得很好。由此可以得出母亲是栾禾的精神支柱，

在母亲逝世以后，栾禾就失去了精神支柱，从此没有了可以依靠的人。因此，

栾禾就用工作来作为他的精神寄托，以便可以维持生活。 

    此外，李忆莙刻画的栾禾是一个拥有独立的人性。栾禾经常都是一个人呆

着，就连栾禾的朋友小杨在宴会中找栾禾说话，栾禾都是爱搭不理的态度。在

小杨要介绍女孩给栾禾认识，栾禾完全就不接受朋友的好意，还趁机调侃朋友。

在工作上，栾禾也是非常独立的，如文中“他对艺术是独有天份的，可以一个

人承担一个计划的海报设计，而不需要其他人协助。”31从这句句子就可以得出

 
29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6。 
30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22。 
31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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栾禾更加喜欢自己一个人独处，做任何事情都是靠着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从

不依赖别人的帮助，也不接受别人的好意，这展现出了栾禾独立的人性。 

    李忆莙把栾禾的人物形象刻画成坚持不懈的人性。栾禾从第一次遇见唐佩

圆之后，他对唐佩圆的爱意就有着非常强烈的欲望。比如文中“便逢有可能见

得到她的酒会，他就出席。一次，二次，三次，无数次之后，始终都没有再见

到唐佩圆，连她丈夫梅任庭也没看见过。一次次失望以后，栾禾并不因此而死

心，相反的，他更积极的出现在酒会上。不屈不饶的，非再见到唐佩圆不肯罢

休。”32栾禾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能与唐佩圆相遇的酒会，坚持参加一次次的酒

会就为了能再见到唐佩圆一面。尽管一次次的失败之后，栾禾还是坚持不懈地

参加酒会，直到见到唐佩圆为止。毕竟唐佩圆是一个有夫之妇，栾禾无法直接

地去她家找她，所以只能假借参加酒会的名义来见她。从栾禾不断地参加酒会

来见唐佩圆中可以得出作者塑造了栾禾坚持不懈的人性以及表达了一个人的欲

望在没得到回应时，自己就会主动地去索取，以满足自己的欲望。 

    在栾禾爱上唐佩圆之后，就展现出了嫉妒的人性。在栾禾要约唐佩圆一起

吃饭，却因为唐佩圆与她的丈夫有约被拒绝时，栾禾心里表示不舒服。而且在

每次与唐佩圆的聊天中，只要唐佩圆提及她的丈夫时，栾禾就感到不自在，心

里非常不开心。例如文中“每次唐佩圆一提到她的丈夫，他就觉得周身不自在，

总觉得答不上腔。”33栾禾渴望在单独与唐佩圆相处时，唐佩圆是属于自己的，

并且非常不希望从心爱的人口中说出自己不愿意听到的话，尤其是情敌的名字。

而且在唐佩圆拒绝他的表白之后，他便来到她的窗前窥探。作者刻画出一个男

 
32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26。 
33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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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一个心爱的女人口中提到另一个男人，从而产生出对情敌的嫉妒心。这也

刻画出一个男人因为出现时间晚，在遇到心爱的女人之后却被告知她已经结婚，

从而嫉妒那个比自己出现时间早的男人可以得到女人的青睐。 

 

第二节 唐佩圆：光明的象征 

 

    唐佩圆是光明的象征。光明象征着善良和希望。在认识栾禾以后，唐佩圆

对栾禾很友善。在面对栾禾的表白，唐佩圆明确拒绝，并让栾禾体面地离开。

唐佩圆的出现让栾禾爱上了她，照亮了栾禾的人生，温暖了栾禾的心，让栾禾

的生活出现了希望。因此，便以光明来表达唐佩圆的善良以及她对栾禾的影响。 

    李忆莙《痴男》中，唐佩圆是梅任庭的妻子，也是栾禾的爱慕之人。唐佩

圆是一个随和和乐观的女子。李忆莙塑造的唐佩圆是一个尊重、友善以及有道

德与良知的人性。李忆莙把唐佩圆刻画成一个非常尊重他人的人性。如文中

“‘事情是这样的，栾先生，我们学院在三月初有一个演凑会。想请你设计一

张宣传海报，不知你的意思怎样？’”34唐佩圆会先打电话询问栾禾，而且也不

会强迫栾禾一定要为她设计宣传海报，完全尊重栾禾的意愿。唐佩圆也会发自

内心的夸赞栾禾设计的海报，并且也不催促栾禾赶紧把海报设计好而是让他慢

慢设计，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唐佩圆对于栾禾的海报设计是非常放心的，如文

中提到“‘我完全没意见，我尊重你的设计，信得过你。’”35由此可见，唐佩

 
34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29、30。 
35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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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是非常信任栾禾的，她不会过于干涉他的设计，也很尊重他的设计。甚至在

栾禾设计好海报之后，唐佩圆也没有任何意见，直到栾禾认为自己的设计不可

能真的如此完美，硬要她提出意见之下，她才提出小小的意见，就只修改字体

的大小而已。这展现了唐佩圆对友情是非常看重的，她会毫不吝啬地赞美且尊

重朋友。 

    此外，李忆莙也刻画了唐佩圆友善的人性。唐佩圆对每一个人都很友好，

也懂得感恩。例如文中“唐佩圆为了感谢栾禾替她设计海报，更为了他始终不

肯收分文报酬，和丈夫商量过后，决定请他到家里来吃顿晚饭。”36唐佩圆与

丈夫商量以后便决定请栾禾吃饭，以此来表示感谢栾禾尽心尽力且免费帮她设

计宣传海报。对于朋友，唐佩圆会真心对待，也会互相关心。比如在唐佩圆察

觉到栾禾有心事时，她愿意当栾禾的倾听者，只要他愿意倾诉，她便愿意聆听

他的心事并给予安慰。由此可以看出，李忆莙塑造的唐佩圆对朋友的情感是非

常重视的，展现了人性善的一面。 

    除此之外，李忆莙塑造的唐佩圆也是一个有道德与良知的人性。在栾禾突

然到访她家，借酒壮胆向她表白时，唐佩圆表明她对栾禾并没有爱情，对他只

有友情，让栾禾断了对她的念想。唐佩圆顾及栾禾的颜面，在栾禾喝醉的情况

下并没有让佣人将栾禾赶出家门，反而替他叫车送他回家，以便让栾禾可以体

面地离开。在这之后，唐佩圆打电话给栾禾，并劝他放下对她的感情且要好好

生活，她还是愿意继续与他做朋友。由此可见，唐佩圆是一个有道德与良知的

人，她明确知道她与栾禾之间的感情只有也只能有友情，她无法越过界限去接

 
36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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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栾禾对她的爱意。她的道德与良知导致她没有违背婚姻，她的理性也阻止了

一切悲剧的发生。 

 

第三节 栾禾母亲：阳光和孤独的象征 

 

    栾禾母亲是阳光和孤独的象征。阳光代表了乐观开朗。栾禾母亲在失去丈

夫以后，便积极地面对生活困境，以洗碗来维持生活。她对栾禾也不离不弃，

在工作时会将栾禾带在她身边。此外，孤独表示缺乏自信。栾禾母亲没有自信

心，害怕被嫌弃而遭到他人的厌恶。因此，便以阳光来表达栾禾母亲乐观地面

对生活困难以及对栾禾的关爱，则以孤独来表达栾禾母亲因自卑感而感到寂寞。 

    李忆莙《痴男》中，栾禾的母亲是一个命苦又敏感的母亲。李忆莙塑造的

母亲是一个关爱且勇敢与坚强但自卑的人性。栾禾母亲是一个关爱孩子的母亲，

在栾禾小时候，栾禾的父亲就逝世了，她不但不抛弃儿子，甚至在她工作时都

会把儿子带在身边，陪伴儿子长大。栾禾母亲为了让儿子能够上学，便再嫁给

一名德士司机，以便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教育与生活。此外，栾禾母亲也是一个

勇敢和坚强的人。在失去丈夫以后，她并没有放弃而是坚强地生活着，选择独

自一人抚养儿子，在炒粉档洗碗来维持母子俩的生活。栾禾母亲与继父的婚姻

生活并不幸福，两人之间会发生争吵。栾禾继父有时会对栾禾母亲动手动脚，

母亲也很勇敢地反抗继父的殴打，虽然最后还是反抗无效。之后，栾禾继父因

意外车祸身亡，栾禾母亲也是很坚强地继续生活着，做熟食生意来维持母子俩

的生活。栾禾母亲虽然勇敢与坚强但也自卑。她有着非常强烈的自卑感，她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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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忌别人对她与儿子的看法，一直顾忌着母子俩会惹人厌恶，担心会被辞退而

失去维持生活的工作。 

 

第四节 小结 

 

    在李忆莙的《痴男》中，栾禾是整个故事里的核心人物，讲述着他的成长

经历与追求爱情的坎坷，从中表达出栾禾是“痴男”的人物形象。而唐佩圆是

整个故事当中使栾禾产生爱情的朋友关系的人物。栾禾受到她的气质与魅力的

吸引，从而爱上她。栾禾母亲则是在整个故事中影响着栾禾的亲属关系的人物。

栾禾从小受到她的性格与行为的影响，从而产生栾禾的人物性格特征。 

    李忆莙笔下的栾禾展现出一个拥有好的人性，即勇敢、坚强、独立以及坚

持不懈。李忆莙也刻画出栾禾不好的人性，在爱上唐佩圆却爱而不得之后所产

生的嫉妒的人性。李忆莙笔下的唐佩圆展现出一个具有人性善的人性。对待友

情，唐佩圆是尊重和友善的。对待爱情，唐佩圆是忠诚的。在面对栾禾的爱意，

她无法违背自己的道德与良知就明确拒绝了他。李忆莙笔下的栾禾母亲则展现

了拥有勇敢和坚强的人性，但同时又拥有自卑的人性。在亲情中，栾禾母亲展

现的是关爱的人性，是真心爱护对待栾禾的。在父权社会下，身为一名母亲，

为了孩子，她勇敢与坚强地生活着，但她始终是一名女子，还是必须生活在看

他人眼色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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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怨女》中的人性——天使和恶魔、光明和黑暗、

阳光的象征 

 

第一节 骆凤仪：天使和恶魔的象征 

 

    骆凤仪是天使和恶魔的象征。天使代表了具有智慧以及善良、慈爱等美德。

骆凤仪是一名善良又尽责的教师，对朋友和学生都很好。恶魔代表着邪恶，会

欺骗人。骆凤仪自我认为能够接受一切比自己差的男人，导致自己婚姻悲剧的

发生。因此，便以天使来表达骆凤仪的善良和尽责，则以恶魔来表达骆凤仪自

我欺骗的行为。 

    李忆莙《怨女》中的女主角骆凤仪是一个性格温和、孝顺父母的女子。李

忆莙刻画的骆凤仪是一个拥有善良、尽责、倔强以及自私的人性。首先，李忆

莙将骆凤仪刻画出一个善良的人性。骆凤仪是一个平易近人，对朋友非常友善

的人。比如在朋友得知骆凤仪尚未有男朋友时，朋友便物色几个人选，安排她

相亲。虽然骆凤仪对朋友安排的事并不感兴趣，但是她还是接受了朋友的好意，

参加了朋友安排的相亲。在新同事以她作为话题时，她并没有理会，认为时间

一过同事们就会以更新鲜的事作为话题。对于新同事吴雪月向她借书时，她一

开始是不愿意借的。因为吴雪月要借的书中有一篇描述着有洁癖的老处女的故

事，她认为吴雪月是要借此书来暗示她年纪大了还没有另一半，让她难堪。当

得知吴雪月是真的要向她借书并不是要让她难堪时，她心软了，又答应借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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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雪月。当骆凤仪受到吴雪月的邀请去参加吴雪月的婚礼时，骆凤仪是不太愿

意去的，但看在是好朋友的份上便答应了。这充分体现了骆凤仪善良的人性。 

    其次，李忆莙将骆凤仪刻画成一个非常尽责、有责任心的教师。骆凤仪在

文中一开始是在乡村任职的教师，后来被调派回城市任职。骆凤仪对待学生是

一律平等的，不会因为是城市的孩子就对他们有特殊的待遇。骆凤仪会为了那

些成绩不佳的学生抽出自己的空闲时间来帮助学生补习，以提高学生的成绩。

如文中“因为接近考试。骆凤仪便利用放了学的时间，留下来为几个平时成绩

不理想的学生补习。”37骆凤仪就是因为太尽责，所以才会利用空闲时间来帮助

成绩不好的学生提高成绩。此外，在骆凤仪和胡叔源的对话中，骆凤仪说的一

句话也可以得出骆凤仪真的是一个非常尽责的教师，如文中“‘其实，学生成

绩不好，教师也免不了责任。’凤仪摇摇头。想起了她班上的那几个懒学生，

不由心中一阵牵动。”38骆凤仪认为学生成绩不佳的原因并不完全是学生的错，

教师也有责任，因为教师有义务帮助学生将成绩提升。虽然学生成绩不佳的一

部分原因在于学生本身，他们是否真的有在努力读书，但教师运用不对的方式

进行教学也导致学生无法快速吸收知识。每个教师都有不同的教学方式，所以

每个学生也都有不同的吸收方式。在学生即将考试期间，骆凤仪特地为学生补

习，回家之后又要准备功课。这也充分体现了骆凤仪作为一名教师尽责的人性。 

    李忆莙将骆凤仪的人物形象塑造成一个拥有自尊心强、性格倔强的人性。

例如文中“骆凤仪原以为她可以与别的女人有分别。然而，在这一方面，她始

终不能有分别——就算她完全没有虚荣心，可以不以嫁胡叔源为耻，但胡叔源

 
37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31。 
38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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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实在在的条件还是比不上她——女人可以嫁一个穷丈夫，却不能嫁一个学历

与才干都比她低的男人。”39 骆凤仪不会为了要立刻嫁出去，摆脱单身的身份

而选择委屈自己。虽然骆凤仪是非常渴望爱情，但是她不会为了爱情而失去理

智，一时冲动地去定下她的婚姻。骆凤仪认为作为她的丈夫，丈夫的学历自然

不能比自己的学历低，丈夫的学历必须比自己的学历高才不会让她在亲戚朋友

的面前丢脸。骆凤仪认为嫁给胡叔源就等于自己下嫁，胡叔源属于是高攀了自

己，就因为胡叔源的学历与才干都比不过自己。从骆凤仪不能接受自己下嫁给

胡叔源，这就完全体现了骆凤仪倔强的人性。 

    在骆凤仪与胡叔源结婚之后，李忆莙将骆凤仪的人物形象塑造成了自私的

人性。一个女人在结婚以后最重要的是得到丈夫的安全感，尤其是在怀孕期间。

一个女人渴望的是丈夫能够时时刻刻关心她，在她需要丈夫的时候丈夫可以陪

在她身边。骆凤仪在怀疑自己怀孕时告诉胡叔源要去医院检查，希望他能够陪

自己去，但是看着他好像对自己并不关心，便十分怨恨他。这表示了骆凤仪缺

乏安全感，在得不到丈夫的关怀时，心中就产生了怨念，便认为丈夫不爱自己

了，在情感方面得不到相应的回应。在儿子出生之后，骆凤仪为了全心全意地

照顾儿子就辞职了教师的工作。骆凤仪每天都将注意力专注在儿子身上，连家

务都不做了。在胡叔源要带她出去走走或者看电影时，她立刻就拒绝了，完全

不顾别人的感受。这展现出骆凤仪非常地自私，她只在乎儿子并不在乎胡叔源

的感受，因为她可以在儿子的身上得到满足感。此外，每次胡叔源想与骆凤仪

行房事时，骆凤仪都以会吵到儿子为理由拒绝了胡叔源。例如文中“自从毓秀

 
39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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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以来，凤仪对肉体的接触完全失去了兴趣。”40骆凤仪认为儿子已经是她的

全部，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比她的儿子重要，甚至认为儿子比自己更加重要。

由于骆凤仪因为太过于呵护儿子而疏忽了胡叔源，让胡叔源的心中对她产生了

芥蒂，所以导致了胡叔源出轨。当胡叔源向骆凤仪提出要离婚时，骆凤仪认为

错在于胡叔源，所以胡叔源没有提出离婚的资格。在胡叔源的请求下，骆凤仪

答应了离婚。之后，骆凤仪认为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反而遭到了胡叔源

的背叛，属于她的幸福感已经没有了，一气之下，骆凤仪觉得自己没有活下去

的欲望，便产生了自杀的念头。在骆凤仪产生自杀的念头时，这就证明了她只

在乎自己的颜面尽失，完全不顾自己年幼的儿子。从这就充分地展现出了骆凤

仪自私的人性。 

 

第二节 胡叔源：光明和黑暗的象征 

 

    胡叔源是光明和黑暗的象征。胡叔源对骆凤仪是非常善良与呵护。胡叔源

的出现让骆凤仪产生对婚姻的希望，憧憬着未来的生活。黑暗象征着恶与恐怖。

胡叔源因自卑感使自己产生了自私，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外遇，导致了骆凤仪

自杀。因此，便以光明来表达胡叔源友善和关爱的人性给骆凤仪带来的希望，

则以黑暗来表达胡叔源自卑与自私的人性给骆凤仪带来的伤害。胡叔源光明的

象征与唐佩圆光明的象征拥有相同的特征，不同的是胡叔源拥有黑暗的象征。 

 
40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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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忆莙《怨女》中，胡叔源是骆凤仪的丈夫，是一个善解人意和缺乏自信

心的德士司机。李忆莙刻画的胡叔源是一个拥有友善、关爱以及自卑与自私的

人性。胡叔源是一个善待朋友，并且愿意乐于助人的人。比如文中“‘并不是

全都不载客，而是你住的地方不顺路。这个时间，德士多数要换班了。’胡叔

源解释着。‘如果不是认识你，我也一样不肯载你。’”41因为骆凤仪放学的时

间刚好是德士司机换班的时间，他们又嫌她的家远，会耽误他们换班的时间，

所以他们都不肯载她回家。刚好胡叔源经过又认识骆凤仪，还把她当朋友，所

以他才愿意花费一点时间载送她回家，迟一点去换班。而且，当胡叔源得知骆

凤仪每天都在这个时间放学时，他愿意并答应载送她回家，以免她搭不到德士

回家。由此可以看出，胡叔源对待朋友是非常友好的，展现出他友善的人性。 

    此外，李忆莙塑造的胡叔源是一个拥有关爱的人性。在结婚之后，胡叔源

就非常疼爱骆凤仪，如文中“胡叔源先送凤仪上学，然后他才开工。”42胡叔源

并没有在结婚以后就让骆凤仪辞去教师的工作，也不要求她必须当家庭主妇。

胡叔源也会关心她的父母，如文中提到“每个假日，胡叔源总是驾着他的德士，

陪她回娘家探望父母。”43胡叔源会在假日的时候陪骆凤仪回家看望父母，尽到

一个子女应有的孝道。胡叔源也很关心夫妻俩未来的日子，他觉得不能亏待妻

子和孩子，所以必须提早准备买房子，让妻子和孩子可以生活在更好的环境中。

为了不让骆凤仪更加辛苦，他觉得在有了孩子之后，便让骆凤仪辞职，全心全

意地在家照顾孩子。在骆凤仪怀孕期间，胡叔源对她更加体谅，如文中“在怀

孕的日子里，骆凤仪的情绪一直很不平稳，非常易怒。胡叔源也明白她的无理

 
41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42。 
42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71。 
43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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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闹是因为怀孕所致。故此，对她尽量迁就。”44胡叔源理解她的不易，一切都

随她的意，不去迁怒她。在儿子出生以后，骆凤仪每天都要照顾儿子，失去了

许多休息的时间。胡叔源为了让骆凤仪有更多的时间休息，自己便早早起来准

备早餐。由此可见，胡叔源对骆凤仪是非常疼爱的，也体谅她的不易，展现出

关爱的人性。 

    除此之外，李忆莙将胡叔源的人物形象塑造成了自卑与自私的人性。自从

胡叔源认识骆凤仪以后，他就产生了自卑感。他认为她处处都比自己强，懂的

知识又比自己多，她的一切全都比自己好，使他失去了志气。因为骆凤仪是一

名教师，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德士司机，他的一切配不上她。自从儿子出生之后，

胡叔源就展现出自私的人性。在儿子出生以后，骆凤仪便不想与胡叔源行房事，

这让胡叔源无法满足肉体上的欲望。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胡叔源便不顾骆凤

仪的意愿，强行与她行房事。在多次无法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胡叔源只能在外

寻求满足感。甚至在外面的女人已经怀孕，却没有能力负担起两个家庭时，他

便只好向骆凤仪提出离婚。由此可见，李忆莙塑造的胡叔源因为骆凤仪感到自

卑且又被她忽视需求，从而展现出自卑与自私的人性。 

 

第三节 骆凤仪母亲：阳光的象征 

 

    骆凤仪母亲是阳光的象征。骆凤仪母亲性格豁达，在骆凤仪与她交谈并转

移话题时，并不会对骆凤仪发脾气。她很乐观地支持并尊重骆凤仪对婚姻的选

 
44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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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因此，便以阳光来表达骆凤仪母亲对骆凤仪的关爱。骆凤仪母亲阳光的象

征与栾禾母亲阳光的象征有一点不同，栾禾母亲是以阳光来表达自己乐观地面

对生活困难以及对栾禾的关爱，而骆凤仪母亲则是以阳光来表达自己对骆凤仪

的关爱。 

    李忆莙《怨女》中，骆凤仪的母亲是一个拥有传统观念且爱女心切的母亲。

李忆莙刻画的母亲是一个拥有关爱的人性。身为一名母亲，骆凤仪母亲是非常

爱女儿的，她会提供好的教育给女儿，让女儿成为了一名尽责的教师。她对女

儿也是非常关心的，比如文中“‘你瞧你，这些日子来，你瘦了多少？忙得连

饭都吃不下去。我是为你而担心。’”45骆凤仪母亲关心女儿的身体健康，担心

女儿的身体会吃不消，不好好吃饭就会导致身体垮掉。她也经常劝女儿赶紧交

个男朋友，担心女儿的未来人生，希望女儿能够找到一个好归宿，以免在她逝

世时女儿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在女儿结婚以后，她担心女儿会受苦，对女儿的

婚姻生活感到不放心。作为一名母亲是最了解孩子的性格，因为了解女儿，所

以她让女儿赶紧生个孩子，而且第一胎必须是男孩，以巩固女儿在女婿心中的

地位。由此可见，骆凤仪母亲确实是关心且爱着女儿的，展现出一名母亲对女

儿关爱的人性。 

 

 

 

 
45 李忆莙，《痴男怨女》，页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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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小结 

 

    在李忆莙的《怨女》中，骆凤仪是整个故事里的核心人物，讲述着她交往

时的犹豫与矛盾以及婚后的情感问题，从中表达出骆凤仪是“怨女”的人物形

象。而胡叔源是整个故事当中让骆凤仪产生矛盾的亲属关系的人物。他的学历

与才干不符合骆凤仪的要求，从而让她产生纠结，无法坚定地做出选择。骆凤

仪母亲则是在整个故事中影响着骆凤仪的亲属关系的人物。她的传统观念思想

间接影响了骆凤仪对婚姻对象的看法。 

    李忆莙笔下的骆凤仪展现出了一个拥有强烈的自尊心且倔强的人性，刻画

出一个待人友善、有责任心的教师身份。李忆莙也刻画出骆凤仪在遭受丈夫的

背叛之后，产生了自私的人性。 

    李忆莙笔下的胡叔源展现出友善、关爱以及自卑与自私的人性。对于友情，

胡叔源是友善的，他愿意花费时间去帮助朋友。对于爱情，胡叔源是自卑与自

私的。在与骆凤仪结婚以后，他始终不肯相信她会看上他，所以在骆凤仪将关

注点集中在儿子身上忽略他之后，他为了满足欲望便外遇了。 

    李忆莙笔下的骆凤仪母亲则展现出在传统观念下一名母亲对女儿关爱的人

性。虽然她重视传统和习俗，让骆凤仪觉得她太保守了，但是她付出的一切都

是为了能够让女儿的婚姻变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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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痴男怨女》人物张力与对比 

 

第一节 栾禾与骆凤仪 

 

    李忆莙塑造的栾禾与骆凤仪的人物形象在对待亲情、友情与爱情方面都有

各不相同的人性。在亲情方面，栾禾为了保护母亲不受继父殴打，年幼的他拼

命地阻止继父，不想让母亲受到一点伤害，激发起他想保护母亲的心，形成他

勇敢不退缩的人性。在母亲逝世之后，他便独自一人生活，把工作当作精神寄

托来消除他对母亲的思念，形成了他坚强的人性。而骆凤仪为了不辜负父母的

期待，她非常尽责地教育学生，成为一名有责任心的教师，以此来报答父母的

养育之恩。她还利用了自己的空闲时间来为学生补习，就只为了能够让成绩不

好的学生考取好成绩。此外，骆凤仪在儿子出生以后便尽心尽力地照顾儿子，

让儿子能够平安快乐地成长。但是在胡叔源提出离婚之后，骆凤仪一时接受不

了就选择了自杀，完全不顾及儿子的未来人生，体现了自私的人性。 

    在友情方面，栾禾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亲密，向来都是独来独往的，

因为不善于交际，所以他周围的人都不愿意与他做朋友，只有朋友小杨是唯一

一个愿意与他做朋友的人。在遇见唐佩圆之后，唐佩圆就成为了他的第二个朋

友。唐佩圆很欣赏栾禾的设计，请求他设计宣传海报，他便答应并免费为她设

计。虽然栾禾并不喜欢交朋友，但对对他好的朋友还是很友好的。而骆凤仪与

朋友之间的关系挺融洽的，就连对待新朋友吴雪月也是很善良的。在朋友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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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她安排相亲，她虽然并不喜欢，但是她也没有拒绝朋友的好意。在吴雪月有

困难向骆凤仪求助时，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帮助她。 

    在爱情方面，栾禾在爱上唐佩圆时，为了能够再次见到唐佩圆一面，他就

坚持不懈地去参加酒会，制造相遇的机会。之后，他勇敢地向唐佩圆表白，只

为了能够让她知道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栾禾的表白被唐佩圆拒绝之后，他就

非常嫉妒梅任庭比自己先遇见唐佩圆，让后来出现的他失去机会。而骆凤仪对

爱情非常倔强，她对婚姻的对象有着非常高的要求。她认为作为她的丈夫，他

的学历与才干不能比她低，不然他就属于高攀自己，自己就是下嫁。在儿子出

生以后，骆凤仪就很自私地只顾及儿子的感受，忽略了胡叔源的感受。 

 

第二节 唐佩圆与胡叔源 

 

    李忆莙塑造的唐佩圆与胡叔源的人物形象的共同点是拥有友善的人性。对

待朋友，他们是非常友好且真诚的。唐佩圆对待朋友是非常尊重的，她会给予

朋友足够信任与支持，也会用行动来感谢朋友对自己的帮助。而胡叔源也很善

待朋友，会在朋友需要援助时及时伸出援手。 

    在爱情方面，唐佩圆与胡叔源则拥有不同的人性。唐佩圆对婚姻是忠诚的，

是一个守妇道的妻子。在栾禾的表白下，唐佩圆得知栾禾对自己的爱意。在道

德与良知下，唐佩圆并没有接受栾禾的表白。由于唐佩圆已经是有夫之妇，所

以她便明确地拒绝栾禾。因为有理智，所以唐佩圆才没有犯下大错，背上通奸

的罪名。相反的，胡叔源对婚姻是自卑与自私的。胡叔源在成功追求骆凤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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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对骆凤仪是非常关心与爱护的。在婚姻期间，胡叔源对骆凤仪是疼爱有

加的，他处处忍让与体谅她的一切不满，也没有任何怨言。但是胡叔源始终觉

得自己比不上骆凤仪，让他产生自卑感，使他对于自己的婚姻有所存疑。由于

夫妻俩各种误会与不理解，让胡叔源形成自私的人性，在外寻求满足感，造成

婚姻悲剧的发生。 

 

第三节 栾禾母亲与骆凤仪母亲 

 

    李忆莙塑造的栾禾母亲与骆凤仪母亲的人物形象都有关爱的人性。母亲在

家庭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以家庭为重，重视并关注孩子的成长和教

育。孩子对一位母亲来说是特别的存在，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所以她们

都是非常疼爱孩子，也会处处为孩子着想。作为一名母亲，她们认为孩子的一

切比自己重要，不会想让孩子受到一点苦头。因为亲情的关系，她们对孩子的

呵护都是发自内心，而孩子也是母亲在情感上的支持。由此可见，母亲对孩子

产生关爱的人性是本能。 

    不同的是，在父权社会中，栾禾母亲是单亲家庭，而骆凤仪母亲则是双亲

家庭。失去丈夫的栾禾母亲为了养活孩子就必须出去找工作来维持生活，造就

了勇敢与坚强但自卑的人性。相反的，依靠丈夫来维持生活的骆凤仪母亲不需

要出去工作，只要在家中照顾孩子即可。所以在养育孩子方面，栾禾母亲给予

孩子的爱极少，但她的勇敢与坚强也让栾禾形成勇敢与坚强的人性。而骆凤仪

母亲给予孩子的爱更多，但她的传统观念也影响了骆凤仪对婚姻对象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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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小结 

 

    无论男性或女性，李忆莙在塑造人物的人性时并没有定义好坏。通过人物

的行为、语言以及内心独白来展现人物的人性。透过刻画人物的内心、情感等

方式来展现人性的善与恶。李忆莙在塑造人物时，人物的人性都是在受到个人

成长的生活环境、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之后才产生的。 

    李忆莙塑造的栾禾与骆凤仪因为受父母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性别的不同，

所以对待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想法自然也有所不同。栾禾是一个孝顺母亲、友

善、对爱情坚持不懈与勇敢追爱且嫉妒的男性形象，而骆凤仪则是一个孝顺父

母、善待朋友、倔强且自私的女性形象。总之，栾禾与骆凤仪分别都是属于整

个故事里的核心人物。李忆莙完美地塑造了“痴男”与“怨女”相互对照的人

物形象。 

    李忆莙塑造的唐佩圆与胡叔源都是一个待人真诚的人物形象。不同的是，

在父权社会下，唐佩圆是一个对待婚姻忠诚的妻子形象。而胡叔源则是一个为

了欲望对待婚姻不忠诚的丈夫形象。总之，唐佩圆与胡叔源都是使核心人物产

生情感的人物，并对核心人物起着衬托的作用。李忆莙完好地塑造了“守妇道”

与“不守夫道”相互对比的人物形象。 

    在李忆莙塑造的母亲形象中，栾禾母亲与骆凤仪母亲都是慈母的角色，拥

有关爱的人性，事事都以孩子为主，并替孩子铺好未来的路，以便能够让孩子

在未来的日子里少吃点苦。总之，栾禾母亲与骆凤仪母亲都是影响着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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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特征的人物。李忆莙完善地塑造了母亲的人物形象，并以单亲家庭与双亲

家庭进行了比较。 

    总而言之，《痴男怨女》中的每个人物形象都对核心人物起到了非常重要

的相互关系的作用，衬托出核心人物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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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第一节 研究发现 

 

    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李忆莙的小说，分析各个人物的人性，再以不同人

物的人性进行对比。通过分析各个人物的人性，深刻地揭示了人性的复杂，同

时也展现了人的多面性。在文本中，李忆莙描写的人物都具有好坏的一面，展

现出人性的善与恶。李忆莙塑造的人物都是在遇到爱情以后展现了恶性的一面，

比如嫉妒和自私，表现了人在陷入爱情的漩涡中会失去理性。男性在情感方面

是属于敢爱敢恨的人物，而女性在情感方面就比较含蓄。对于爱情，女性则比

男性更为敏感。 

    在父权社会下，男性通常被赋予权力，成为家庭和社会的领导者，也是负

责养家糊口的角色。男性的人物形象经常被描写为勇敢、坚强和强壮的角色。

而女性通常是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负责照顾孩子以及做家务。女性的人物形

象经常被描写为柔弱、美丽以及需要被保护的角色。在父权社会下，女性经常

受到性别的不平等对待与歧视，限制了女性的个人发展与选择。 

    在现代社会中，男性依然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领导者，但是能够共同承担

家务的角色。男性的人物形象不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能够更好地表达情感，

挣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女性不再被视为是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能够

追求职业发展，同时拥有家庭与事业。女性也不再受到男性的支配，能够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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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地生活。女性也不会再受到性别的不平等对待与歧视，拥有与男性平等的

权力。 

    总的来说，在李忆莙《痴男怨女》中，栾禾的人物形象是一个勇敢、坚强

的角色，受到父权社会的影响，他从小被迫生活在他人的眼光之中。但在他长

大以后，他不受传统观念限制，勇于表达情感。骆凤仪的人物形象并没有完全

受到父权社会的影响，她能够选择自己所需，不受任何限制。她可以选择自己

喜欢的职业如任职教师，也可以自主选择婚姻且不被古老的观念所限制。唐佩

圆的人物形象是属于现代社会的女性，能够追求个人自由。在受到父权社会的

影响，胡叔源的人物形象是家庭和社会的领导者，但他的思想并没有被束缚，

并不认为妻子应该在家当家庭主妇。栾禾母亲的人物形象是在父权社会被压迫

的传统女性，而骆凤仪母亲的人物形象则是父权社会下被视为家庭主妇的角色。

无论男性或者女性，李忆莙都把人性的善与恶展现出来，体现了作者对人物的

关怀。 

 

第二节 研究局限和未来建议 

 

    本论文研究可能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那就是缺少相关研究的文献。由于本

论文所研究的主题与先前学者所研究的主题有所不同，所以相关研究的文献有

限，无法检索到更加细微的相关研究的资料。此外，除了缺乏相关研究的资料，

在对《痴男怨女》的文本解读上也有局限性。由于在文本解读上思想还不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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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所以无法明确地解释出作者在《痴男怨女》中想要表达的情感以及提出的

问题。 

    李忆莙擅长描写男女之间的情感，也擅长描绘人物的性格。李忆莙的《痴

男怨女》中的人物有着丰富的情感，所塑造的人物形象都有不同的性格特征。

因此，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学者可以更加深入地对李忆莙的《痴男怨女》进行相

关研究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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