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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李忆莙《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形象 

学生姓名：黄袀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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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形象。《春秋流转》是以女性的

感情和婚姻命运为主题的小说。故事的内容和时间跨越了两代人，而两代人的思想感

情都不一样，也展现了女性如何觉醒女性意识，并通过意识觉醒来改变自己未来的命

运。本论文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对《春秋流转》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与研究。而本论

文将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是绪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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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流转》的传统女性。第三章探讨的是《春秋

流转》的现代女性。第四章探讨的是《春秋流转》的女性意识。第五章则是结语。本

论文通过文本分析法以及女性主义批评来分析《春秋流转》，以此来探讨女性的形象

和意识。 

 

【关键词】李忆莙、《春秋流转》、女性形象、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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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 

 

李忆莙，原名李玉金，于 1952 年出生在槟城，祖籍是广东文昌，毕业于雪兰莪州

启文中学。1自 1970年起，李忆莙开始创作，并擅长于写散文和小说。在创作期间，她

写过专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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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热门》（歌乐杂志）的《城市人》等。2 

李忆莙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的理事兼出版主任。3她也曾担任过多届全国小说、

散文公开征文赛的评审。4李忆莙在开始创作之后，她曾获奖无数，成功在 1993年获得

马来西亚优秀青年作家。《去日苦多》是李忆莙所写的散文集，这也是她在开始创作

之后第一次出版的作品。李忆莙的作品有很多，可分为散文《地老天荒》《岁月风流》

《大地红尘》、中短篇小说《女人》《痴男怨女》、长篇小说《镜花三段》《春秋流

转》等。 

在70年代末至 80年代，李忆莙是以写散文为主，而小说则是其次。李忆莙从 1970

年起便开始创作，她在 1981 年出版了散文集《去日苦多》，这是李忆莙的第一部作品。

接着，她又继续创作，并成功在 1982 年、1983 年以及 1986 年出版了短篇小说《女

 
1 马仑，《新马华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页 476。 
2 马仑，《新马华作家群像》，页 476。 
3 马仑，《马华文学大系中长篇小说 1965-1996》（柔佛：彩虹出版有限公司，2002），页 695。 
4 戴小华、叶啸，《当代马华作家百人传》（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6），页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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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散文《漫不经心》和《城市人》。李忆莙在这个时期所创作的作品内容都是在

书写少女的青春哀愁。 

李忆莙从 90 年代起便开始围绕着以婚姻和两性关系的题材来创作作品，而这时期

便是李忆莙出版最多小说的一个时期。李忆莙在 1990 年出版了中篇小说《痴男怨女》，

并在隔年出版了散文《地老天荒》。在 1993 年，李忆莙出版了散文《岁月风流》。在

1995年至 1997年，李忆莙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李忆莙文集》、长篇小说《春秋流

转》以及散文《大地红尘》。而在 1999 年期间，李忆莙出版了两部作品，即长篇小说

《镜花三段》和中、短篇小说集《梦海之滩》。 

从 2000 年至今，李忆莙只在 2005 年、2012年和 2015年出版了散文《年华有声》、

长篇小说《遗梦之北》以及散文《菱花照影》。而 2015 年所出版的《菱花照影》也让

李忆莙获得了第十二届马华文学奖，而且这时期的李忆莙也开始以故乡的文化来作为

创作主题。 

长篇小说《春秋流转》是一部以女性的感情和婚姻命运为主题的小说。其中故事

的内容和时间跨越了两代人，并以女性的视角来将两代女性的感情和婚姻命运娓娓道

来。从文中可以看到两代女性的婚姻命运都很悲伤，孙桂娘作为文中的传统女性，她

与丈夫颜世昌结婚之后就一直在遵守传统妇道，负责照顾和养育孩子，而她对于家庭

的付出却被家人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丈夫背叛她与赵红莲出轨之后，她便与丈夫离

婚，至此便开始有了女性的自我意识。而颜令冰作为文中的现代女性，拥有女性的自

我意识。虽然她与母亲孙桂娘一样都遭到丈夫的婚姻背叛，但是随着社会的改革，她

摆脱了传统的观念，所以她在面对婚姻问题时，没有任何的犹疑，直接与丈夫离婚。

以下的图表 1为《春秋流转》中的人物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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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春秋流转》中的人物关系 

此外，作者还以倒叙的方式来将故事的内容呈现出来，并将人物的形象和故事背

景交代清楚，让读者更加的了解故事的内容和人物的经历。因此，本论文将会以李忆

莙所创作的《春秋流转》来探讨女性人物的形象，探讨文本中女性的传统形象和现代

形象，然后再来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 

 

第二节 研究背景 

 

女性书写是女性主义思潮和文化运作的一个分支，是属于女性文学范畴里的。
5
女

性书写与西方的女性主义有着很大的关联，而西方的女性主义主要是在于强调女性在

社会中的一个平等，比如在教育、政治、社会地位等上与男性一样平等。 

 
5 王艳芳，《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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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虽始于十九世纪末，但是其文学的有关于女性的书写却始于

1957 年，也就是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后。
6
早期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受到中国新文学的影

响，具有反封建和反传统的精神，而早期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家大多数是从中国南

洋而来的，所以他们特别注重在有关民族主义的思想方面，因此早期的作品题材多数

都是以反侵略，反殖民为主的。7 

虽说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开始在题材、技巧、思想等上也有

了巨大的改变，但其实在战后初期（1948 年）也有一些女性作家，比如芸亦尘、爱薇、

紫曦、凝秀等人尝试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扩展有关于女性的话题，她们通过作品来为女

性的人权、自由和幸福发声。8而真正让女性书写开始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崛起的时期

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这是因为许多的马来西亚的女性作家受到西方

的女性书写的影响从而开始涌出，就比如李忆莙、商晚筠、陈蝶、梅淑贞等。9 

其实从古时到现在，女性常常将自己的一生都寄托在于男性的身上，她们在嫁给

丈夫之后失去了女性的自主权，一生都围绕着丈夫和家庭里。因此，马华文学的女性

作家通过创作小说来建构话语权，并追求女性的自我书写。10她们运用了女性的话语策

略来表现出女性的世界，并通过女性的形象来叙述女性的自我意识。11而马华文学的女

性作家如商晚筠和李忆莙所书写的女性小说都是在讲述女性的不平等，其中也表达了

女性在父权主义之下的悲惨遭遇，所以马华文学的女性作家是想通过女性书写来唤醒

女性的意识，呼吁女性的地位和权力的平等。就比如李忆莙在《春秋流转》中主张的

 
6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台北：新锐文创，2012），页 13。 
7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页 28。 
8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页 29。 
9 杨启平，《当代大陆与马华女性小说论》，页 13。 
10 马峰，〈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叙事话语〉，《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 5 期，页 72。 
11 马峰，〈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叙事话语〉，页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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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两性之间的和谐，在故事内容中也并没有出现与男性为敌的情节，她只是想通过女

性人物来揭示女性和男性之间的不平等，从而来试图唤醒女性，使女性成长，同时也

使女性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第三节 前人研究 

 

许多的学者对于李忆莙的作品研究通常都是在探讨其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和作品风

格。本人通过搜索收集到有关于李忆莙的作品研究，其可分为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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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殷醇

的《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以及硕士学位论文田卓艳的《李忆莙〈遗梦之北〉

中华人的边缘处境及身份认同》。对于有关于研究李忆莙作品的期刊论文则是有邵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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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峰的《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莙论》以及李子云

的《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 

从邵德怀的《别一种风采——试评马来西亚华文作家李忆莙的小说》中可以发现

其主要探讨的目的是在于探讨李忆莙的创作风格、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人物的性格

特点。邵德怀发现李忆莙的人物形象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带有感伤和浪漫的色调。

12
此外，他也发现了李忆莙所书写的女性人物的性格特点都是非常地刚强，敢作敢为，

对生活和命运都有独立的自主要求和能力。1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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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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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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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军的《沧桑女人心——南洋才女李忆莙散文品评》主要是在研究李忆莙的写

作风格，郭建军认为李忆莙的创作风格有一种感伤的气息，同时也认为李忆莙的写作

拥有强烈的沧桑意识。 

马峰的《琼籍马华女作家李忆莙论》是在探讨李忆莙作品中的女性书写和本土意

识。马峰认为李忆莙所书写的女性形象并不只是在描写女性而已，而是通过描写女性

来带出两性之间的一个平等。接着，马峰也注意到了李忆莙作品中有非常浓厚的本土

意识。作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李忆莙的书写具有南洋视角、对新加坡的都市生活以及

爱情的关注，也有对越南华侨命运的同情，但是更多的是对马来西亚本土的思考。14 

李子云的《从〈七色花水〉到〈春秋流转〉——从商晚筠到李忆莙》主要是在分

析父权社会之下的女性形象的性格特点以及她们的命运。李忆莙笔下的女性形象几乎

都具有一种自尊、自立以及不甘被轻贱的态度。也可以看到李忆莙在塑造作品中的女

性形象时非常的强调女性要有独立精神和自省精神。 

尤碧珊的《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主要是以女性视

角来作为研究，并运用女性主义来分析，探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和男性形象以及女性

最终的出路。尤碧珊认为在李忆莙的小说中的女性可以分成传统桎梏下的女性形象以

及经济独立、追求理想爱情的女性形象。此外，尤碧珊通过研究文本发现要女性的意

识觉醒并不容易，文本中的女性会因一些事件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所以尤碧珊认为李

忆莙的作品是在唤醒女性的意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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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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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殷醇的《李忆莙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主要是以心理学来研究女性角色的形

象和性格特征。
15
林殷醇运用心理学来探讨女性角色的心理发展过程，并以多种的心理

学视角来分析女性角色在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外部环境的影响以及她们的人生选择。 

田卓艳的《李忆莙〈遗梦之北〉中华人的边缘处境及身份认同》主要目的是在探

讨三代华人对于身份认同的转变的书写。田卓艳通过文本中的不同时期的三代华人的

身份认同来作为研究，探讨不同时期的三代华人如何面对自身的身份认同的转变。 

根据以上几位学者的毕业论文和期刊论文来看，学者们通常会以李忆莙的创作风

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女性书写、本土意识、身份认同等来进行研究，并挖掘李忆

莙作品中所要带出的一些涵义。 

 

第四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其实除了李忆莙之外，也有与李忆莙同一个年代的马华作家。大部分的马华作家

的写作范围和风格与李忆莙有些不一样，比如张贵兴的作品是以婆罗洲雨林为背景来

书写移民者与当地人之间的感情纠纷。但是商晚筠的写作与李忆莙有些相似，她也是

一位擅长于书写当代女性形象的女性作家，就比如商晚筠的《七色花水》和《痴女阿

莲》也是在描写有关于当代女性的形象。而其余与李忆莙同一个年代的马华作家则是

以诗歌写作为主，比如方天、方娥真、傅承得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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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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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忆莙与商晚筠一样都是擅长于书写当代女性形象的女性作家。虽然两人都是以

女性来书写，但是两人对于女性的书写方式却不一样。李忆莙擅于书写女性的独立人

格，她所书写的女性形象非常的独立，她们在面对悲惨的生活时也不会去依靠别人，

靠自己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而商晚筠则是擅于描写女性的命运并强调女性主义，所

以她所写的女性是非常的坚强，不轻易向命运低头的女性形象。在两者的对比之下，

李忆莙的女性书写更像是在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让人能够更加深入的研究其作品中

的女性意识。 

本论文的研究动机是因为在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于有关于女性的问题非常

的关注。人们开始注意到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些不平等条件，比如妇女因怀孕而被上级

辞退、在职场中会优先选择男性等这些对于女性不平等的条件，让本人对于女性的意

识觉醒和女性的自我价值非常的感兴趣，也刚好被李忆莙的小说《春秋流转》中的故

事内容所吸引，而产生了想要研究此小说的想法。在阅读了《春秋流转》之后，本人

被小说中有关于女性的感情纠纷和结婚之后的命运所吸引。在看到文中的传统女性勇

敢地摆脱了传统的规范，不再遵从传统的妇道，选择与丈夫离婚后让本人感觉到女性

意识正在逐渐地觉醒，也看到了与其他小说中的传统女性不敢反抗传统规范的不同行

为，让人觉得焕然一新。此外，作者在文中也体现出了已经觉醒女性意识的现代女性。

这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作者以不同时代的女性形象来书写《春秋流转》，让读者能够

在一部小说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中女性对于感情和婚姻的选择。因此，主要目的是要

探讨女性的传统形象和现代形象，再来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 

目的与预期成果： 

第一，通过李忆莙的作品来分析女性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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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通过李忆莙的《春秋流转》来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 

 

第五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是以李忆莙的《春秋流转》来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文本分析法以及女性主

义批评来分析《春秋流转》。文本分析法也被称为“文本细读法”，是以文本为主，

并通过文本来进行分析，再来探讨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16文本分析法注重于仔细阅读

文本后，挖掘出文本背后的含义，从文本的表面进入到文本的深面。 

“女性主义”是源自于十九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善两性之

间的平等地位，而“女性主义”也被称为“女权主义”，是建立在权力和性意识之上。

女权主义批评是一种以女性意识来观照文学作品，而且还具有女性价值标准的文学批

评。17 

根据王先霈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西方文学批评的女权主义批评形成了三大

主派。美国的女权主义批评是以文本分析式，并强调于表达，而且是以妇女为中心的

文学批评。18英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则是注重于政治批评，通过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社会性

别与阶级之间的关系来揭晓男性所主导的权力如何压迫女性。19法国的女权主义批评则

是集中在于研究女性与语言和写作的关系。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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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08。 
17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页 199。 
18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页 204。 
19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页 204。 
20 王先霈，《文学批评原理》，页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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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是指女性在向父权主义的社会争取她们应该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力。

在父权主义的社会中，男性掌握着权力，而女性则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所以女性想要

被解放就必须要颠覆父权主义的社会。“女权主义”的“权”是指女性的权力，女性

在颠覆父权主义的社会时，不仅要将自己的政治、教育、经济等的权力夺回来，还要

将本该属于女性的社会地位夺回来，这样女性在社会中才会被尊重。21 

根据王先霈主编的《文学批评原理》，女权主义批评主要是注重于挖掘作品中的

女性意识，并通过女性的思想、感觉等心理过程来对自身和外在世界的一个总和。女

性主义的作品通常是以女性为主体来探讨女性的对于自身的定位和社会给女性的定位22，

再通过女性意识来探讨女性在父权主义的社会中所受到的不公平的对待。 

因此，本论文将通过文本分析法以及女性主义批评来分析女性的传统形象和现代

形象，然后再来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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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2 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莙小说为个案》，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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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春秋流转》的传统女性——传统观念下的觉醒和叛逆 

 

第一节 孙桂娘：女性意识的觉醒 

 

在李忆莙的《春秋流转》中，孙桂娘被刻画成传统女性的代表。她非常地恪守传

统的妇道，将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料理的很好，让丈夫能够安心的在外打拼。虽然孙桂

娘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所有的女性和男性都能够自由的恋爱，但是她的

父亲思想守旧，所以对她的管教很严格，这也造成了孙桂娘因长期生活在父权之下失

去了自我意识。但是在故事的后半段里，孙桂娘在得知丈夫背叛她后，不再遵守传统

的规范，果断的选择离开丈夫，摆脱了传统的思想。因此，便将孙桂娘规划为女性意

识觉醒的代表。 

在故事中，孙桂娘是一位妻子，同时她也是一位的母亲。在孙桂娘成为妻子之前，

她对苏春生有些好感，但是因与颜世昌订婚在前，所以她并没有对苏春生给予太多的

情感，只当他是好朋友。成为妻子后的孙桂娘在家负责做家务和照顾孩子，但是因太

过专注在于家庭，从而忽略了丈夫，导致丈夫有机会出轨赵红莲。在得知丈夫出轨后

的孙桂娘并没有立刻与丈夫离婚，她甚至还想与丈夫重归于好，但是在小女儿离世之

后，她才开始清醒并离开丈夫。 

作为颜世昌的妻子，孙桂娘非常地完美，是一位贤妻良母。她每天都会洗衣做饭，

并将饭做好后让女儿颜令冰送饭给在广生堂药材铺工作的丈夫。对于教育孩子，她常

常向颜令冰和颜令雪俩姐妹灌输道德思想，比如要孝顺长辈。例如在文章中“‘红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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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女孩真的是好到没话说的。心肠好，脾性温顺，又懂得尊敬长辈。’”23以及“‘这

就是孝顺，你要学她。’”
24
 孙桂娘每次在看到赵红莲对待其的俩位姑母的态度后，

常常向两个女儿灌输要孝顺长辈的观念。虽然孙桂娘对于赵红莲的俩位姑母的印象并

不是很好，认为俩人像个“老虔婆”一样，一回来就把赵家搞得鸡飞狗跳，但是这并

不妨碍她以赵红莲来作为例子来教导两个女儿要尊敬、关爱以及孝顺长辈。因此，对

于长期生活在父权之下的孙桂娘来说，恪守传统的妇道，将家庭的一切照顾好是一位

妻子应该做的事情。 

接着，孙桂娘所生活的时代虽说是非常的开明，所有的女性和男性都能够自由的

恋爱，但是因孙桂娘的父亲孙天富对她的严格管教，使孙桂娘无法自由的追求自己的

感情。其实一开始的孙桂娘生活得像个新时代的女性，从她与苏春生——赵静娴的未

婚夫的对话中可以了解到孙桂娘还是有一些新思想，就比如文章中的“‘你这也未免

太大男人主义了。’”25以及“‘迁就一下自己所爱的女人，又有什么损你男人大丈夫

的气概呢？’”26可以了解到孙桂娘认为男人不应该太过于在乎自己的大男人主义，偶

尔让一下女人又不会有任何的损失。但是后来因她与苏春生走得太近，使得赵静娴误

会，来到自家的布店里闹后，父亲便让她待在家里，不要出门，以免闹得太难看，无

法对颜世昌交代。虽然孙桂娘在有了男朋友后，仍然对苏春生有些好感，但是因从小

父亲对她的灌输与教导，使她被传统的观念所影响，最终选择嫁给颜世昌，从此便失

去了自主性，全心全意地为家庭付出。李忆莙通过这一段故事展现了孙桂娘虽然有些

新的思想观念，但是对于从小就被灌输传统思想的她来说，还是无法摆脱旧思想。 

 
23 李忆莙，《春秋流转》（雪兰莪：彩虹出版有限公司，1996），页 12。 
24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2。 
25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36。 
26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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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孙桂娘在《春秋流转》中是传统女性的代表，但是李忆莙在故事的后半段里

将孙桂娘刻画成女性意识觉醒的代表。孙桂娘一开始在得知丈夫背叛她时，她非常的

难过，但是她为了家庭和两个孩子试图挽留着丈夫。因此，在事情被揭发之后，孙桂

娘因传统的观念，认为家庭的和谐最为重要，所以她选择为了家庭而隐忍，让这件事

情过去，与丈夫重新来过。而最终导致孙桂娘决定不再遵守传统的规范，并选择离开

丈夫的原因是颜令雪生病去世的事情。在颜令雪服用了丈夫所开的药后，不见病情好

转，但是身为父亲的颜世昌一点也不担心，最终导致颜令雪去世。在颜令雪去世后，

孙桂娘终于开始思考并意识到女人不应该总是指望男人，女人也可以靠自己来生活，

所以她选择离开丈夫。自此，孙桂娘便开始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有了更高的认识，成为

只依靠自己的女人。从这里可以体现出孙桂娘开始对于自己的权力和幸福有了追求，

也体现出了女性应该要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幸福，不应该被婚姻所束缚。 

孙桂娘在离开丈夫后，带着颜令冰到小山城生活。在离开丈夫后，孙桂娘总是告

诉颜令冰“生活里没有男人，可以免除了许多的烦恼”以及“男人是女人的灾难根源”

27。所以可以看到孙桂娘并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反而过得很好。两人来到小山城这里一

待就待了十年，而在这十年中，颜令冰也长大并成为了一名教师。或许是孙桂娘因自

己的婚姻问题，所以她一直在向女儿灌输必须以家庭为重的观念，她希望女儿能够成

为一名教师，因为她认为教师非常地适合女性，而且教师这个事业能够一边工作一边

照顾家庭。就比如在文章中“事业固然重要，但幸福的婚姻又比事业更重要”28孙桂娘

希望女儿能够拥有一个比她还要幸福的婚姻，但是同时也希望女儿能够拥有一个职业，

能够养活自己，不用依靠男人来生活。 

 
27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82。 
28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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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桂娘思想的转变也正是李忆莙在《春秋流转》中所要带出来的女性不应该总是

依靠男性，女性也能够依靠自己来生活。这也是李忆莙希望能够通过孙桂娘这个人物

来唤醒女性，使女性的意识觉醒，不再被父权主义所影响，抛开传统的旧思想，为自

己争取权力和幸福。 

 

第二节 赵红莲：受传统观念影响的独立女性 

 

在《春秋流转》中，赵红莲是赵作仁的女儿，同时也是一位独立又拥有开明思想

的女性。在赵红莲还小的时候，母亲便离世了。在母亲离世后，因父亲极少关爱她，

从而导致她成为一位缺少爱意的女孩。缺少爱意的赵红莲在遇见颜世昌后，在颜世昌

的关爱下，爱上了他。因对爱意的渴望，所以当颜世昌对她展现出更多的关爱和爱意

时，她便彻底地沦陷在这不正当的爱情当中。而这不正当的恋爱关系也使她在这爱情

和道德的标准中摇摆不定，虽然她明白这段爱情是违背了伦理，但是她还是无法放弃

这段感情，最终因自责而选择跳河自杀但不遂。因此，便将赵红莲规划为受传统观念

影响的独立女性。 

在故事中，赵红莲因从小便被母亲唐丽球教导学习裁缝，所以她年纪轻轻便有了

养活自己的能力，例如文章中的“天天在家里车衣”和“我的一门手艺”29体现出了赵

红莲与传统的女性不一样，她不需要学习所谓的琴棋书画，也不需要为了赚个“闺秀”

的名声而一直待在家里，她能够自力更生，不需要依靠男性。李忆莙将赵红莲这个人

 
29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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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刻画成一位独立的女性，其所要体现的是女性也可以拥有独立和工作的权力，而不

是只能待在家里，一味的为家庭付出，做一位贤妻良母。 

虽然赵红莲拥有经济独立，生活得像一位新时代的女性，但是她因为母亲的影响，

一直痛恨着母亲，她不明白为什么母亲要背叛父亲。而村民们一直将母亲来作为女性

贞节的反代表，告诉自己的女儿，女人的贞节最为重要，这使赵红莲一直生活在母亲

的阴影之下，被村民指指点点。所以赵红莲就算是拥有经济独立，但是她的思想则是

被传统的观念所影响。这体现出了独立但又思想传统的女性，也反映了长期受到父权

主义影响的女性就算拥有了经济独立，但是对于一切有关于女性名声的问题都是一样

的态度和思想，女性没有追求幸福和婚姻的权力。 

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又极少地关爱赵红莲，使她缺少爱意和关心。所以当赵红莲

爱上了有妇之夫的颜世昌后，她明明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她最终还是沦陷了。从文章

中的“第一次初嗜到爱情的滋味”30可以知道赵红莲是第一次谈恋爱。在她与颜世昌的

多次相处中，她已经喜欢上了颜世昌，但是她却无法大胆的说出来。而在有一次的两

人约会中，赵红莲意识到了这种关系是不对的，她不可以重复母亲所犯的错。但是在

颜世昌的甜言蜜语中，她一直在这不妥的爱情和道德标准中摇摆不定，这也让她陷入

了与母亲一样的命运。例如文章中的“‘为什么我会那么恨我母亲，是因为她离不开

男人，所以她一直让人瞧不起。’”和“我其实就跟我母亲一样贱！”31赵红莲清楚的

知道自己已经为了爱情而抛弃了伦理。 

在与颜世昌说开之后，两人总是毫无忌惮的去约会。但是在每一次的约会后，赵

红莲总是会对于自己的这种行为感到不妥，对自己“产生了一种夷视的情绪，万分的

 
30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78。 
31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02。 



19 
 

痛恨和瞧不起”32的思想。而“我是一个污秽的女孩，是贱货，就跟我死去的母亲一样

不要脸！”
33
的想法使赵红莲觉得自己对不起孙桂娘和颜令冰，原本幸福的家庭是否会

因为自己的介入而导致离散。从这里可以看到赵红莲在爱情和道德标准中摇摆不定了，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选择爱情还是道德标准，她应该为了所谓的爱情而去伤害视她为女

儿的孙桂娘和视她为姐姐的颜令冰吗？ 

孙桂娘在了解赵红莲和颜世昌的事情之后，她并没有责骂赵红莲，因为她与赵红

莲身同感受，而且孙桂娘也明白是颜世昌先引诱赵红莲的。从孙桂娘对赵红莲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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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中便可以了解到在她们所在的村庄里，女性都非常在意自己的名声，名声能够为女性

带来好的婚姻，也会为女性带来不好的影响。而最终赵红莲因自责而选择跳河自杀但

是不遂的行为则反映了传统的女性视名声为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名声能够毁了一

个女性的生命和未来。 

在赵红莲跳河自杀但是不遂后便失踪了。在赵红莲失踪后，村里总是传着她的流

言蜚语，比如将她说成是姘头，也就是不是夫妻和情侣关系的双方。而这里则是体现

出了社会如何对待女性，它们会以所谓的道德标准来规范女性的行为，使女性能够被

掌握在父权之下。这也体现了在父权主义之下，在男女双方都做了错事后，所有的言

论往往都是由女性来承受，被暴力的也永远是女性，而女性往往都会因受不住言论而

选择以伤害自己或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 

 
32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03。 
33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03。 
34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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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流转》中，李忆莙所刻画的赵红莲主要是用于体现出女性可以拥有独立

的经济能力的权力和能够以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也体现出了女性不用以家庭为主，

不需要做一位贤妻良母。但是李忆莙在故事的后半段中将赵红莲刻画成一位违背伦理

但又思想传统的女性，其主要是想要体现出在父权主义之下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比

如女性的名声有多么的重要，而女性往往在失去名声和贞节后的结局都是悲剧。 

 

第三节 小结 

 

在李忆莙的《春秋流转》中，孙桂娘和赵红莲两人都是被传统观念所影响的女性。

两人都有着一样的经历，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人，比如孙桂娘对于苏春生有些好感，

但是却因传统的关系而选择了颜世昌，而赵红莲则是因违背伦理，喜欢上颜世昌，导

致自己陷入自责和流言蜚语当中。 

李忆莙所刻画的孙桂娘先是以拥有传统观念的女性来作为登场，后来在故事的后

半段，孙桂娘意识到女人不应该被家庭所束缚时，成功将孙桂娘转换成意识觉醒的女

性。也展现出了李忆莙想通过转换孙桂娘的人物形象来带出女性不应该被限制在家庭

里，女性也可以追求自己的权力和幸福的生活，也表示了女性的权力和地位应该与男

性一样平等。 

李忆莙所刻画的赵红莲是一位拥有经济独立的女性。赵红莲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艺

来养活自己。但是赵红莲因从小缺爱，所以导致她在知道违背伦理，喜欢上颜世昌后，

有些摇摆不定。后来也因传统的观念而导致赵红莲自责并想通过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



21 
 

命。李忆莙通过赵红莲来展现了父权之下的女性往往在面对流言蜚语时都会用自杀来

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解决，以自己的生命来为自己的清白作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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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春秋流转》的现代女性——现代化的独立女性 

 

第一节 赵静娴：传统观念中的现代女性 

 

在李忆莙的《春秋流转》中，赵静娴是一位拥有现代思想的女性，在故事里，她

是属于反传统的象征，她不喜欢那些所谓的女子应该在家相夫教子的观念。虽然赵静

娴与孙桂娘是同一个时代的女性，但是她能够到父亲的益群咖啡店里工作，她并不需

要遵守那些古老的思想与规矩。但是赵静娴在感情上还是太过于依赖着男人，她与苏

春生是情侣关系，起初在苏春生不想她接管咖啡店并劝说她放弃时，她认为女性也可

以接管家庭的事业，但是在苏春生长期的说服下，她渐渐地被苏春生影响，最终还是

无法摆脱传统观念，实现真正的女性自由。但是在赵静娴的身上，尤其是在她的行为

与语言中能够体现出现代女性的特征。因此，便将赵静娴规划为传统观念中的现代女

性。 

在故事中，赵静娴十七岁起便到父亲的咖啡店里当掌柜，同时还掌握了做生意技

巧，就连她的父亲赵南天也比不过她。例如文章中的“她十七岁就已大喇喇地坐在柜

台收钱当掌柜的了。那架势俨然是老板娘的派头。”
35
以及“十七岁便出来店里坐柜台，

掌握了种种做生意的经营窍门。即会做生意又会持家。”36 赵静娴与传统的女性不一

样，她不被限制于传统的规范，她可以到家里的产业中工作，甚至还拥有当老板娘的

气势。这体现出了女性的权力和地位与男性一样平等。女性也可以与男性一样到外面

 
35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20。 
36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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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赚钱养活自己，而不是只能待在家里相夫教子，展现了现代女性的特征。而在

赵静娴的父亲去世后，因她的精明能干与弟弟赵作仁的优柔寡断相对比，所以她理所

当然的继承了父亲的咖啡店。这里展现出了与传统观念的女性没有继承权不一样的观

念，赵静娴没有被夺取继承权，她与弟弟赵作仁一样拥有权力继承父亲的咖啡店，甚

至打败了弟弟，得到了父亲的咖啡店。 

此外，赵静娴的一些行为和语言也体现了她拥有现代女性的特征，比如文章中的

“‘什么？他才是真正姓赵的？！’”和“‘那我难道就不是姓赵的吗？’”37 赵静

娴在苏春生劝说她将咖啡店交给赵作仁的时候，她发出了疑问，难道她就不姓赵吗？

在父权主义的影响之下，男性认为女性太过于强势会削弱自己的权力，他们认为女性

只能够在家相夫教子。而赵静娴则不一样，她认为性别与姓氏一样都是平等的，女性

也可以继承家业。这也侧面的映射出现在女性的一些现象，女性在继承家业中往往都

会面临一些困难，比如女性会被质疑成没有实力，甚至还会被以将来嫁出去为借口来

阻止女性继承家业。 

虽然赵静娴在故事中是反传统的象征，但是她并没有真正的摆脱传统观念，实现

真正的女性自由。赵静娴在感情上太过于依赖男人，这体现于她与苏春生谈恋爱之后，

性情大变，变得多疑而善妒。赵静娴不允许苏春生与其他的女性接触，每当她看到苏

春生与其他女性说话时，她都会非常的生气。从这里可以看到赵静娴虽然在性格上与

传统的女性不一样，她追求自由，但是她并没有完全的摆脱了传统观念，她还是会不

经意的去依赖男性。而另一个体现出赵静娴的观念被影响的例子则是苏春生以她将来

会嫁人的说法来说服她将咖啡店交给赵作仁，一开始的赵静娴并不认同，但是她苏春

 
37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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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多次的说服下，她的观念渐渐地被影响。这里其实展示了女性虽然能够独立生活，

但是其实在感情上还是会更偏向于依赖男性。 

接着，在苏春生去世后，赵静娴的性情更加的大变，她开始无心做生意，一直将

顾客当作出气筒，使咖啡店的生意下降，导致最后将咖啡店转给别人。而赵静娴会性

情大变是因为她认为苏春生的死与孙桂娘有关，但这其实是她无法接受苏春生喜欢孙

桂娘的借口，其实这里也体现出了赵静娴在感情上还是无法脱离男性。 

在苏春生离开后，她没有了精神上的寄托，而这也导致了赵静娴后来恨透了男人，

例如“‘我恨透了男人，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全都是狼心狗肺！偏偏女人就是不争气，

全都自甘作贱，我恨呀！’”以及“‘这个年头，男人真的好坏，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一失足成千古恨啊。’”38 赵静娴在经历了被苏春生叛变之后，她开始痛恨男人，觉

得女人就应该远离男人。这里则与上文中的赵静娴在感情上依赖男人有所不同，她开

始意识到女性不一定要依赖男性，女性也能够在感情上摆脱男性。 

李忆莙所刻画的赵静娴是反传统的象征。虽然赵静娴被作者刻画成一位现代女性，

但是赵静娴也不能够说是真正的现代女性。因为在感情上，赵静娴还是会被男人所影

响，无法实现真正的女性自由。而这也侧面的体现了现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虽然女

性开始拥有权力和地位，但是在感情上还是会太依赖男性。 

 

 

 

 
38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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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颜令冰：思想独立的现代女性 

 

在李忆莙的《春秋流转》中，颜令冰是一位新时代的现代女性，她在长大后的婚

姻经历与母亲相似，但是她并没有像母亲一样，她的思想独立。她在面对婚姻的困境

时，她能够以现代的思想来解决问题。颜令冰是孙桂娘与颜世昌的女儿，她在小时候

便看到父母因感情不和而分离的场景，所以她一开始对于婚姻并没有任何的期待，也

不打算结婚。因颜令冰对婚姻没有任何的期待，所以当她成为妻子并发现丈夫出轨之

后，她没有任何的纠结和想法，直接果断的作出决定，与丈夫离婚。因此，便将颜令

冰规划为思想独立的现代女性。 

在故事中，颜令冰从小因为母亲孙桂娘的婚姻经历，导致她对于爱情与婚姻非常

地迷茫，她甚至还产生了不想结婚的念头。所以在颜令冰长大之后，她原本只想要与

母亲一起生活，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就好，她不想谈恋爱，并认为爱情是最劳累人的

事情。而这只是颜令冰在遇见丈夫陈伦式之前的想法，其实这也体现了现代的女性对

于婚姻的看法。现代的女性认为婚姻并不是最重要的，能够使自己的生活质量便得更

好才是最重要的。 

在某次的机缘巧合之下，颜令冰遇见了陈伦式，而陈伦式为尽地主之谊便带着颜

令冰在怡保游玩。在多次的交流中，两人之间的感情还算平稳，但是颜令冰一开始并

没有打算与他结婚，这是因为颜令冰对婚姻有恐惧感。所以颜令冰经历了多次的考虑

之后，她终于同意与陈伦式结婚。在婚后，她与陈伦式过得很美满。而陈伦式在婚后

对她的无微不至，也让颜令冰明白了婚姻的意义，婚姻就是身边有一个人，一起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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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生活共同努力。这里体现了现代女性对于婚姻会有更多的思考，女性会先考虑婚

姻是否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影响，而结婚的意义在哪里。 

在两人的儿子陈元生出生之后，颜令冰总是围绕着儿子，从而忽略了丈夫，这也

导致了丈夫出轨。而颜令冰开始觉得不对劲是在儿子对丈夫的态度上，“元生不喜欢

亲近他的父亲。一开始时是不让伦式抱，再后来是用脚蹬他，翻天覆地大哭大闹。”39

这使颜令冰开始意识到不对，但是她还是不愿意相信陈伦式会背叛她，一直到苏秀兰

打电话约颜令冰出来解决问题。 

颜令冰在发现丈夫出轨之后，她并没有大吵大闹，因为她知道只有心平气静才能

够解决问题。所以她只想要丈夫的承认或否认就好，并不想作任何的追究。这里可以

看到颜令冰的思想非常的独立，她并没有因为丈夫的出轨而选择与丈夫接着在一起生

活。她果断地选择与丈夫离婚，并成全两人，比如文章中的“‘我会成全你们’” 、

“婚离得和和平平的”以及“‘我不想拖泥带水’”40 颜令冰在面对婚姻的困境时并

没有像母亲一样直接妥协，她明确的作出选择，认为变心的丈夫不值得自己去留恋。

这也侧面的体现了现代女性在面对丈夫的背叛时，为何会果断地选择与丈夫离婚，因

为强求而来的婚姻并不会为自己带来美好的未来，只会带来更痛苦的生活。 

李忆莙所刻画的颜令冰是一位思想独立的女性，她在经历了社会的改革之后，快

速的成长，在面对婚姻的问题，她作出与母亲不一样的选择，她以开明的思想来解决

婚姻问题。这完全体现了新时代的女性思想，女性不再是以依靠男性来为生活，婚姻

也不再是束缚着女性的一个借口了。 

 
39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195。 
40 李忆莙，《春秋流转》，页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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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小结 

 

在李忆莙的《春秋流转》中，赵静娴和颜令冰两人都是属于现代的女性，两人都

有着比较开明的思想观念。虽然两人的思想观念都是较为开明，但是两人不一样的是

在面对感情上，赵静娴较为依赖男人，而颜令冰则是果断地将这感情给断离。 

李忆莙所刻画的赵静娴是一位在传统观念中生活的现代女性人物。李忆莙将赵静

娴塑造成反传统的象征，以此来带在父权主义之下的女性也可以拥有反抗的权力，女

性不应该被束缚，应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力。虽然赵静娴在感情里较为依赖男

性，但是这也侧面的映射出了现代女性的一些困境，女性在感情上还是属于较为弱势

的群体。 

李忆莙所刻画的颜令冰是一位思想观念开明的女性。颜令冰在社会的改革和磨练

之下，彻底的摆脱了传统的观念，以新时代的女性思想来思考问题。颜令冰在面对婚

姻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任何的犹疑，她直接与丈夫离婚，没有拖泥带水。李忆莙想通过

颜令冰来展现新现代的女性思想，女性拥有独立的思想能力，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作出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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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春秋流转》的女性意识 

 

第一节 性别意识：觉醒自我 

 

在李忆莙所塑造的两种不同的女性形象中能够发现到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的思想

观念是不一样的。对于传统女性来说，她们往往会更偏向于传统的观念和文化，但是

现代女性会更偏向于独立自由，不受家庭的束缚。 

对于传统女性来说，她们因受到父权主义的影响，所以她们对于性别意识并没有

很明确的认知，她们无法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只会一味的遵从于传统的思想和文化。

她们被父权主义所压迫，她们的思想范围只围绕在家庭里，并没有任何的有关于女性

价值的思想观念，所以她们很难拥有自我意识。而现代女性则是拥有明确的性别意识，

她们能够自己独立生活并养活自己，而且她们还拥有自我意识，她们被教育成以自己

为主的观念，并不会去依赖于男性，也没有以男性为主的观念。 

在《春秋流转》中，孙桂娘一开始是一位非常恪守传统妇道的女子，但是在故事

的后半段中，她觉醒了自我意识，摆脱了传统思想。而这是因为孙桂娘逐渐地意识到

了自己的价值，开始对权力和幸福有了追求。当女性逐渐意识到社会对于男性与女性

之间的一个定位和区分时，女性就会产生出女性为何一定要生活在男性的阴影之下的

想法。女性与男性之间除了在生理性别与力量上有不同之外，并没有任何的不同。所

以两者之间应拥有一样的权力与地位，并不能因力量上的特殊而不公平的对待女性，

也不能就此为女性的身份做一个固定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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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常男性与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都是源自于家庭与社会上。就比如在

《春秋流转》中，孙桂娘负责在家里洗衣做饭以及教育孩子，而她的丈夫颜世昌则是

到广生堂药材铺工作。因从小就被灌输与教导有关于传统规矩的观念，传统的女性在

结婚之后会在家里相夫教子，一切要以家庭为主。由此可见，在家庭里，女性通常是

被固定为负责照顾家庭，而男性则是外出打工赚钱。在社会里，女性通常会被边缘化，

她们无法拥有继承权，就像在故事中，苏春生认为赵静娴应该将父亲的咖啡店让给弟

弟赵作仁，这表明了在传统时代里，女性不可以越过男性得到继承权，所以的家产应

由男性来继承。而社会对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定位和区分会造成女性受到不公平的对

待，也会让女性的社会价值变得更加地模糊。 

接着，当女性对于性别意识有了更深的了解之后，她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价值，

并认知到女性其实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并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女性也可以享有平等

的权力和尊严。就比如当孙桂娘在经历了丈夫的背叛和小女儿的离世之后，她开始反

思着婚姻的真正意义，她开始从一位只会顺从和忍耐的妻子转变成一位追求幸福和自

主的女性。 

当女性觉醒了自我意识之后，女性会通过力量和权力来消除社会对于性别的歧视，

尤其是对于女性的歧视。女性会通过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来体现出女性的重要性，比

如女性可以是一位母亲，同时她也可以是一位教师等对于社会有贡献的职位。在李忆

莙所塑造的现代女性颜令冰的身上能够看到她拥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她能够明确的意

识到自己的价值，在长大之后更是成为了一名教师，并通过自己的能力来养活自己，

就算是结婚后也不太会去依赖于丈夫。这样即能够体现出女性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同

时也能够体现出女性的价值，从而消除社会对于女性的歧视，也这体现了女性不在是

只能够在家里相夫教子，女性也能够是一位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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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女性在面对婚姻时也是非常的明确和理智的，她们不会为了家

庭原因而选择妥协，她们不会被婚姻所困住，她们是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就比如，颜

令冰在丈夫出轨后，她心平气静的解决问题，并果断地选择与丈夫离婚。这体现了觉

醒后的女性在面对丈夫的背叛时，不会选择妥协，因为她们知道强求而来的婚姻不会

为自己带来美好的生活，只会带来更痛苦的生活。 

由此可见，女性在觉醒自我意识的前提是需要拥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当女性拥有

了明确的性别意识之后，女性便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和权力来打破社会对于女性的一

个偏见和歧视，并对社会展示出女性的价值。 

 

 

第二节 社会地位：平等权力 

 

在父权主义的时代里，男性与女性在地位上会有区分，就比如男性在家庭里是属

于主导，而女性则是男性的附属品，从而造成女性被边缘化。但是在新世纪的时代里，

男性与女性之间是平等的，两者在地位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分。 

在李忆莙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中能够发现在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的地位和权

力也随着有了变化，这是因为女性开始有了追求权力和地位的思想，女性也不再是只

会依靠男性的人，女性也能够自力更生来养活自己。 

在女性的自我意识未觉醒之前，女性在地位和权力上一直被男性给压迫着，导致

女性的地位低。在李忆莙所塑造的女性人物孙桂娘的身上能够看到她非常地恪守传统

的妇道，并将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料理的很好，让丈夫能够安心的在外打拼。孙桂娘从



31 
 

小在父亲的教导之下，她一直被灌输要“三从四德”，所以她在结婚后负责将家里的

一切都做好，不让丈夫操心。这里反映了传统女性在父权之下无法拥有外出工作的权

力，只能够在家里相夫教子，做好家务。而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中就有提到

在石器时代，女性负责在家里从事编织、种植等的工作，而男性则是从事在外打猎和

捕鱼的工作，两者之间的阶级地位是平等的。但是随着农业领域的扩大，男性逐渐掌

控了主导权，使得女性的地位开始被削弱。41所以当男性掌控了主导权，而女性被压迫

之后，女性就会像奴隶一样被男性囚禁在家庭里，而这刚好与传统的观念一样，男性

是主导者而女性则是边缘化的存在，所以女性只能够在家里相夫教子，并扮演好一位

妻子的身份。 

在十九世纪时，女性终于迎来了做人的尊严，她们能够外出工作，开始拥有了与

男性一样的地位，也不再是被边缘化的一方了，而这便是女性的自我意识开始崛起的

时期。42在《春秋流转》中，赵红莲与姑姑赵静娴就体现了她们拥有工作的权力，赵红

莲的工作是负责裁缝衣物，而赵静娴则是能够到父亲的咖啡店工作。这反映了在女性

的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女性从被边缘化的个体到拥有独立意识的个体。女性开始主导

自己的人生，并努力去争取属于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所以当女性开始走出家庭，开始

以自己的能力来工作时，女性便开始拥有了与男性一样的权力和地位。 

此外，现代的女性在权力和地位方面主张与男性一样平等，她们认为女性不应该

被社会边缘化，女性也应该拥有被社会认可的权力。当女性为社会作出一些贡献之后，

女性也应该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奖励，比如在地位或经济上的奖励。 

 
41 （法）西蒙·波伏娃著、李强译，《第二性》（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页 20。 
42 （法）西蒙·波伏娃著、李强译，《第二性》，页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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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忆莙所塑造的女性人物赵静娴身上能够看到女性的自我意识，她认为女性与

男性一样在地位和权力上应享有一样的待遇。赵静娴在面对家产的继承权时，她认为

性别与姓氏一样都是平等的，并没有任何的高贵之分，女性不是只能够待在家里相夫

教子，女性也是能够与男性一样拥有继承家产的权力。 

接着，在新时代里，女性会通过自己的事业来为自己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地位。

当在面临被不公平对待时，女性会以自身的能力来保护自己，并努力地为自己争取有

利的利益。就如故事中的颜令冰随着社会的改革，她没有像母亲一样被困在婚姻里，

她在面对婚姻背叛的时候，直接与丈夫离婚，并将儿子带在身边，努力使自己在这婚

姻中成为有利者。 

由此可见，女性地位和权力的变化来源于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当女性觉醒了自

我意识，并能够独立主导自己人生的时候，女性便已经脱离了被父权所控制的生活。

虽然现在的女性还是会面临被男性压迫的情况，比如在职位和经济上的不公平对待，

但是现在的女性并不会就此放弃，她们在拥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之下，她们能够自己独

立生活，面对任何的困难。 

 

第三节 小结 

 

通过李忆莙所塑造的不同时代的女性人物，便能够发现到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在

性别意识以及社会地位中的不同之处。通过故事中对于女性人物的描写，能够发现到

女性在觉醒了自我意识之后对于自己的价值和社会地位有了更加明确的认知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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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别意识中，女性能够觉醒自我意识，并意识到社会对于女性与男性之间的一

个定位和区分，女性也能够通过性别意识来了解本身的定位，并展现出属于女性的社

会价值，也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力来打破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在社会地位中，女性能够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使自己

能够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地位和权力，并努力地为自己争取有利的利益，使女性在社会

中的价值提高，减少女性被男性压迫的情况。 

总而言之，女性在觉醒了自我意识之后对于自己的价值和社会地位有了更加明确

的认知和理解。女性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够来体现出女性的社会价值，也能够提高自己

的社会地位，使女性与男性之间并无任何的差别，都是一样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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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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流转》来分析女性的传统形象和现代形象，

然后再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通过分析女性的传统形象和现代形象，能够了解到女性

在父权主义之下的困境和悲惨的遭遇，而女性又如何摆脱传统的观念，觉醒了女性意

识。接着，通过女性的自我意识觉醒能够发现到女性在社会中的一个不公平对待，而

女性又如何通过自我意识的觉醒来消除社会对于女性的偏见和歧视。 

在父权主义之下的女性往往都会受到传统观念的灌输，她们常常会被灌输女性要

三从四德，婚后要在家相夫教子，以丈夫为尊的观念。而这使女性逐渐失去了应有的

地位与权力，成为丈夫的附属品。而在《春秋流转》中，李忆莙则通过孙桂娘来带出

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并通过孙桂娘的觉醒来唤醒女性。女性应该守护自己的权力与地

位，男女之间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 

在现代的社会中，虽然男性还是家庭和社会里的领导者，但是女性的地位与权力

都与男性一样平等了。女性不会受到婚姻的束缚，也不会再被男性所支配。女性也可

以追求自由，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实现经济独立。虽然现在的女性还是会面临一些

不公平的情况，但是这与传统的女性比起来，现代的女性还是幸运的，因为她们能够

通过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困难与问题。 

总的来说，在李忆莙的《春秋流转》中，孙桂娘和赵红莲两人都是被传统观念所

影响的女性。孙桂娘先前被传统观念所影响，但是在后来的时候，她觉醒了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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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摆脱了传统的观念。赵红莲虽然是位经济独立的女性，但她因违背了伦理而陷入

了传统的观念之中。赵静娴虽是生活在传统观念之下，但是她并没有被传统观念所影

响，她的思想较为开明，但在感情方面，她较为依赖男人。而颜令冰则是受到了社会

的变革，她的思想开明，是位新时代的女性。接着，通过李忆莙所塑造的女性人物，

能够了解女性在觉醒了自我意识之后对于自己的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认知和理解。 

 

第二节 研究局限和未来建议 

 

本论文在对于《春秋流转》的文本解读上有一些的局限性。因为在文本的解读上，

思想并不够完善，所以导致无法能够完全的解释和分析作者在《春秋流转》中所要表

达的意思。也无法能够明确的指出作者在文本中的女性意识，只能够通过表面的理解

来带出女性意识以及作者的写作目的。 

接着，《春秋流转》中的女性的自我意识也值得去研究，通过研究能够发现李忆

莙所塑造的女性在觉醒了自我意识之后对于自身的价值和权力的认知。女性在对性别

意识有了更加深厚的认知之后，觉醒了自我意识，并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和地位。而本

论文只能够研究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在于对性别意识的认知，并通过此认知来提高自身

的价值和地位。 

因此，希望未来可以能够拥有更多的学者对李忆莙《春秋流转》中的女性意识来

作出更多的研究，也希望未来的学者能够更加的深入研究李忆莙的写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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