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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近年读经运动的兴起和各种淑女班的开办，《女诫》等一些古代女子教育文本在很多地方成为民间妇女的读

物。然而作为封建父权文化的产物，《女诫》中的妇女思想以束缚和压抑女性为主，以父权利益为核心，强调妇女对夫权无原则的

服从。 这种生存方式在妇女没有独立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时代是她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却完全不适宜社会性别主流化、提

倡性别平等，且女性广泛参与公共领域活动的当代社会。 我们要本着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对《女诫》中的妇女思想进行继

承和发扬。

关键词：弘扬传统；班昭《女诫》；妇女思想；分析解构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161（2017）03-0024-06

近年来，随着弘扬传统文化呼声的高涨，民间不

但兴起了读经运动，而且还出现了所谓的新儒家，各

种国学班包括针对女性开办的“淑女班”“女德班”或

“名媛班”等，也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 《女诫》

《女论语》《女儿经》等读本，在经历了多年沉寂之后，

借着弘扬传统文化的东风重新进入人们视野， 在男

女平等的道路上布上了一层雾霾。诚然，我国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女子教育亦有很多可取之处，然而，这

些读物毕竟是封建父权文化的产物， 糟粕亦是大量

存在，如果不加鉴别地兼收并蓄，则有违弘扬传统文

化的初衷。 本着弘扬传统文化、 服务当代社会的目

的，本文拟对传统女子教育文本的鼻祖《女诫》中的

妇女思想做一系统的分析。

一、为什么选择《女诫》作为分析文本

中国古代女子教育著作很多，除了《女诫》之外，

传世文献中影响较大的还有《女论语》《女范捷录》
《内训》《闺训》《女儿经》等。 之所以选择《女诫》做分

析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 班昭所处的两汉时代是传统儒家性别文

化的成熟时期。源自周礼制度的性别文化，经过战国

和秦汉初年的发展， 到此时已经发展得非常系统且

完善， 男女两性关系被完全纳入了阴阳理论而进入

了国家政治结构之中，男尊女卑、阳主阴从、夫为妻

纲成为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 与此相呼应的

是女子教育作品的出现，比如刘向的《列女传》、荀爽

的《女诫》、皇甫规的《女师箴》，以及蔡邕的《女训》和

《女诫》等。这些著作的出现，固然有着个体特殊的原

因， 却标志着规训妇女成为中古时代的中央集权制

度维护统治秩序的一个基本手段。

第二，班昭的《女诫》是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性

的妇女教育著作，它围绕着男尊女卑、阳主阴从、夫

为妻纲的原则， 详细论述了妇女在父权制社会中的

地位、作用及其所应遵行的道德规范与处事原则，将

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的儒家性别观念与妇女观做了

一个比较系统的总结与概括， 集中了两汉时代儒家

妇女思想的精要。 正如苏萍指出的：“出身于史官之

家的班昭对男权设立的种种规范早己烂熟于心，如

数家珍，并毫无疑义地接受。 ”[1]（279）它的出现不仅对

当时的社会性别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而且影响了

后世女训著作的创作。除了前面提到的女训著作外，

还有唐代长孙皇后的《女则》、郑氏的《女孝经》，明代

郑氏《女教篇》、徐淑英的《女诫论》等等。这些著作均

采用“与班昭同样的思维定式、同样的结构”，围绕着

儒家传统的“三纲五常”，“规定却越来越细致，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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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全面”[1]（279）。

第三，由于班昭是女性，又是那个时代中女性的

佼佼者，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耀与令人瞩目的地位，
这些女教观念从她的嘴里表达出来， 往往比从男人

嘴里说出来更令人信服，因此她被后人推尊为“女圣

人”。 后世女训著作的书写者没有不推尊她的，如郑

氏的《女孝经》第一章即云：“曹大家闲居，诸女侍坐，

大家曰：‘昔者圣帝二女有孝道……和柔贞顺， 仁明

孝兹，德行有成，可以无咎。 ’”[2]（483）宋若莘的《女论

语》亦“以韦宣文君代孔子，曹大家等为颜、冉，推明

妇道所宜”[3]（3508）。李小江尖锐指出：“儒家和道家的调

教，纲常礼法，也能通过话语解构出来。 那些话语尽

管无一例外是由男人制造并且直接服务于男性中心

社会或服从男人的主体地位…… 《女诫》《女则》《女

论语》等等文本适时的诞生和普及，使得男性的话语

通过女性的土壤再生，生命力是更加顽强了。”[4]（95）因

此，选择班昭《女诫》做分析研究的文本可以达到有

的放矢和举一反三的作用。

进入 21 世纪以来， 随着妇女史研究的兴盛，班

昭和《女诫》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数

篇论文，对班昭的生平和《女诫》文本进行了分析研

究。苏萍的《试论一代女史学家班昭的心理悲剧及其

价值》（发表于《理论界》2004 年第 5 期）分析了班昭

在封建夫权重圧下的心理悲剧， 认为班昭的妇女思

想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班昭其人的悲剧即为认同谦

让与曲从是女性本性“卑弱”这种观念的必然结果。
苏萍的另一篇文章《班昭〈女诫〉的教育思想探析》

（发表于《妇女研究论丛》2005 年第 1 期）则以汉代

社会文化为背景， 从班昭的生活经历、 家庭环境和

《女诫》的文本内容出发，认为班昭的妇女思想主要

是两性平等理念，至于她所提倡的谦让、卑弱则是针

对女性弱势的特点而提出来的生存智慧， 是东汉由

群体自觉意识走向个体自觉意识的标志。 钟翠红的

《〈女诫〉之女性观透视及其历史意义（发表于《中华

女子学院学报》2006 年第 5 期）论述了班昭的父权

制思想及其产生的根源。胡捷的《试论东汉班昭的妇

女价值观》（发表于《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4 年第 1 期）批判了班昭及其《女诫》中的封建父

权思想，批判了父权制文化对女性的压迫。

上述这些文章都着重分析班昭的成长过程和写

作女训著述的原因， 以及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女性

观念和家庭伦理观念。 虽然有客观的分析和尖锐的

批判，指出了父权文化压迫和束缚妇女的实质，但却

存在一些问题：有的文章是全盘否定，比如钟翠红的

《〈女诫〉之女性观透视及其历史意义》；有的文章虽

然相对客观，但又有溢美之嫌，比如苏萍的《试论一

代女史学家班昭的心理悲剧及其价值》和《班昭〈女

诫〉的教育思想探析》，既指出了应该批判摒弃的内

容， 也指出了应该吸收和学习的地方， 但又认为

“《女 诫》是 班 昭 实 现 男 女 平 等 教 育 理 念 的 专 用 教

材”，“教育重心是女性的生存智慧，并非卑弱的意识

和谦顺的美德， 这是东汉由群体自觉意识走向个体

自觉意识的标志”[5]（46）。 认为《女诫》是体现了班昭男

女平等教育理念的观点不但拔高了班昭的思想境

界，也显示了作者是对男女教育平等理念的曲解。而

认为班昭总结的卑弱和谦顺是女性的生存智慧，则

会对现实社会妇女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即女性的

发展不在于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只要

女性找到合适的方法生存即可。 这与新儒家的安排

妇女论倒有点异曲同工之处。 因此为了正确理解和

评价班昭《女诫》中的妇女思想，很有必要对班昭《女

诫》中的妇女思想重新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二、《女诫》为妇女总结的“生存智慧”
班昭《女诫》七篇只有一千多字，却系统地阐释

了她的妇女思想。 其中“卑弱”“妇行”讲妇女行为准

则，“夫妇”“敬慎”“专心”讲夫妻之道，“曲从”“和叔

妹”讲如何与舅姑、叔妹相处。 她从自处、与丈夫相

处、 与公婆叔妹相处三个方面， 设计出一个完美的

“适者生存”的妇女形象。

（一）自处的原则———卑弱谦恭、四德为首

班昭生活的时代， 三从四德的妇女观已经成为

主流社会的性别话语，班昭《女诫》为妇女设计的自

处原则充分体现了三从四德的精髓。 她认为一个好

女人必须有自知之明，言行举止要有分寸。 她在《女

诫》第一章《卑弱》中讲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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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787）先秦时代，在婴儿生下的第三

天都会举行一个性别分工仪式， 本无贵贱之别，《诗

经·小雅·斯干》描绘的也是这种仪式。班昭认为这种

仪式正是女性地位卑弱的体现，因而，作为女人，言

行举止一定要符合身份，即“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

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 ”不但要认

真操持家务，“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

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而且“正色端操，以事夫

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絜齐酒食，以供祖宗”，要表

现得端庄有修养。 班昭认为一个合格的女人必须满

足这三个条件，“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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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

可远哉！ ”
除了要自明身份之外，作为一个好女人，还必须

兼具德、言、容、功四个美德。 班昭在《妇行》中说道：

“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

功。 ”她解释说：“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已有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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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鲜絜，沐浴以

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 专心纺绩，不好戏笑，絜齐

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妇德是操守，妇言是言

谈；妇容是形象，妇功是中馈内务。 这四点是女人最

基本的要求，“不可乏之者也。 ”

在妇女四德中，班昭最重视操守。《专心》就是讲

妇女操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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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违神祇，

天则罚之；礼义有愆，夫则薄之。”她认为妇女的操守

就是从一而终，丈夫生，妻子要为丈夫守身如玉，丈

夫死，妻子要为丈夫守节终身。 但是人生在世，诱惑

很多，要想操守不亏，必须防微杜渐，从细节着手，从

心灵的深处进行控制，做到专心而正色。 即“礼义居

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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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女人要安于内室，不

要向往外面的世界。
（二）夫妻相处：夫御妻事、恩义当先

在夫妻观念上，班昭完全接受了儒家“臣事君，

子事父，妻事夫。 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

乱”的家国同构思想体系[7]（189），同时也接受了汉儒套

用阴阳关系解释君臣、夫妻之道的理论。她认为夫妻

关系是人伦的大节，也是礼仪的根本，因此夫妻关系

至关重要。 她在《事夫》中写道：“夫妇之道，参配阴

阳，通达神明，信天地之弘义，人伦之大节也。”为此，

她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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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认为夫御妻事是夫妻相处的根本原则， 丈夫懂得如

何“御”，妻子知道如何“事”，夫妻关系就会和和美

美。 那么妻子应该如何事夫呢？ 班昭给出了两条建

议。

第一是敬慎。她在《敬慎》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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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认为对夫敬慎是妻事

夫最基本的要求，尊敬并顺从丈夫是妻子的本份，只

有这样才符合阳刚阴柔男女之道。当然，敬慎对妻子

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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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是恩义。班昭在《敬慎》中讲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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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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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昭认为夫妻相处应恩义当先，而不能情爱当先。恩义

当先，则夫御妻事，相敬如宾，夫妻和美。 情爱当先，

则会使妻子恃宠而骄，夫不能御妻、妻不能事夫，夫

妻拌嘴、吵架时有发生，严重者互相责骂甚至动手。

其结果就是伤害夫妻感情，最终导致离异。

（三）与舅姑相处：曲从；与叔妹相处：谦顺

父权社会结构下男娶女嫁的婚姻模式注定了妇

女在其成年之后要与丈夫的家人一起生活。 班昭认

为， 博得舅姑的喜爱和叔妹的认同是维持夫妻关系

的重要手段， 因此做妻子的必须学会如何与丈夫的

父母和家人相处。她在《曲从》中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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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和

叔妹》中说道：“妇人之得意于夫主，由舅姑之爱己

也；舅姑之爱己，由叔妹之誉己也。由此言之，我臧否

誉毁，一由叔妹，叔妹之心，复不可失也。 ”舅姑是一

家之长， 嬴得了舅姑的心， 媳妇的地位就会稳如磐

石，反之则否。 叔妹是舅姑最喜爱最亲近的人，获得

他们的认同就等于讨得了舅姑的欢心。 她郑重告诫

已婚妇女，一定要与叔妹保持和睦的关系，千万不可

掉以轻心，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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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与叔妹关系和睦，即使你偶尔犯了错误，叔

妹们也会替你掩饰， 反之则添油加醋， 唯恐天下不

知。

如何与舅姑和叔妹们相处呢？ 班昭提出了“曲

从”和“谦顺”的原则。对舅姑，她主张不要争辩是非，

不管对错都要服从。她说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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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叔妹，她

主张要谦让和顺，不要以嫂的身份而自视清高。她说

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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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姑为尊长，

曲从自然应该，叔妹为卑幼，为何也要谦顺呢？ 班昭

耐心解释道：“夫嫂妹者，体敌而尊，恩疏而义亲。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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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媛谦顺之人，则能依义以笃好……若夫憃愚之人，

于嫂则托名以自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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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嫂

子与叔妹没有血缘关系， 如果大家都是贤惠谦顺的

人固然很好，但是如果嫂子自视清高，妹妹又恃宠而

骄，双方关系必然不睦，那么妹妹就不会在母亲那里

说嫂子的好话，结果必然是婆婆不满意、丈夫生气，
媳妇里外都不是人。

三、《女诫》中的“生存智慧”是否适用于当代

作为父权社会的产物，《女诫》妇女观中的糟粕

自然明显可见， 这就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被人们着

重批判的“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这种单方

面的“贞操”论和男尊女卑、控制妇女的思想。关于这

几点，学术界早已达成共识，即便是新儒家也不敢公

开提倡，故本文无须再加讨论。但是班昭根据阴阳思

想而提出的“卑弱”理念，即“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

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以及围绕着“卑弱”原

则而形成的“敬慎”夫君、“曲”从舅姑、“谦顺”叔妹的

伦理，不但在民间大有市场，为新儒家奉为圭臬，而

且为一些研究性别的学者所认同，认为阳主阴从、阴

阳互补或许可以作为妇女解放本土化的一种有益探

索。 那么本文就着重分析一下《女诫》为已婚妇女设

计的“生存智慧”是否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家庭关系，

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卑弱与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本是两性间最亲密的关系，“夫妻好

合”“琴瑟和鸣”历来也是传统社会人们追求的婚姻

境界，然而这种亲密关系来自于夫妻间的情与爱，是

人性正常欲求的流露，理应基于平等的理念之上。但

从卑弱的原则出发， 班昭却主张摒弃夫妻之间的情

与爱。她认为若想夫妻关系长久和睦，必须按照阴阳

的理念，一个强势一个卑弱，强者为主，弱者为从，即

夫唱妇随，夫刚妻柔。这种观念在当今拥有很大的市

场，更为新儒家们所津津乐道，认为这是一种放之四

海皆准的原理，与男尊女卑无关。 笔者认为，这完全

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当然。

事实上， 阴阳思想最早是人类对天地自然运行

规律的一种思考，本与男女性别无关，直到战国时期

的《易传》才将其与男女两性拉上了关系，强调阳主

阴从本身就是男尊女卑的体现[8]（34-44）。 而在班昭的阐

释中，最能体现“夫妇之道，参配阴阳”大义的便是夫

御妻事的关系模式，夫御是恩，妻事为义。 这种夫妻

相处模式实际上就是儒家的“君为臣纲、夫为妻纲”

思想的体现， 是国家政治理念延伸到家庭伦理的结

果。 在这种模式中，夫妻关系等同于君臣关系，夫为

尊为上，妻为卑为下，一个要有君主的尊严，要掌握

管理和控制妻子的技巧， 一个要时刻维护夫君的威

严，处处以侍从的身份出现。这种相处模式不仅违反

人性，而且与性别平等的理念背道而驰。夫尊妻卑的

家庭伦理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坏的就是造成夫妻

权力关系的不平等，形成了夫道尊严的格局，丈夫恃

强凌弱，有权对妻子实施管教，轻者斥骂，重者殴打，

严重者致残致死， 而古代社会的法律对丈夫的这种

权力也是给予支持的。

现代社会的家庭是爱的产物， 情爱是维系夫妻

关系的基础， 而夫妻关系的和睦与否又是影响个体

家庭与原生家庭的关键， 继而又会对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产生影响。 虽然中国现代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

有 100 多年的历史， 社会性别主流化已经成为基本

国策，但夫道尊严的影响在当今社会还很普遍，其表

现形式就是大丈夫主义思想， 以及在这种思想影响

下针对妻子的家庭暴力， 这种暴力在生存竞争日趋

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变得多发而严重。 这不仅不利

于妇女的生存，也不利于儿童的成长，既不利于家庭

的和谐，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反映在现实中就是妇

女以暴制暴犯罪的增加。 因此《女诫》中关于夫妻关

系的论述总体上看是糟粕，要旗帜鲜明地进行批判，

并坚决彻底地予以摒弃。

（二）卑弱与婆媳、姑嫂关系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家和万事兴

在今天也是人们的普遍追求。 长达数千年的从夫居

的婚姻传统， 使得个体家庭仍然未能摆脱父系大家

庭的控制， 夫妻关系依然受婆媳关系和姑嫂叔嫂关

系的影响。班昭所设定的曲从舅姑、谦顺叔妹的伦理

仍然受当今社会思想文化的倡导与拥护。 在“曲从”

“谦顺”的原则下，已婚妇女在与舅姑、叔妹以及夫族

的其他亲属成员相处时， 一定要处处示弱， 忍气吞

声，有善莫声张，有恶莫辩白，小心操持家务，安心纺

线织布，沉静少语，不苟言笑。似乎只有这样，家庭才

能其乐融融。 这种卑弱的处事方式是对妇女身心的

严重伤害，长期的压抑必然导致心理的扭曲，反倒不

利于家庭的和谐，“多年媳妇熬成婆”便是最好的注

解。

当然，班昭所提出的处理婆媳关系、姑嫂姑叔关

系的策略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尊重并照顾舅姑是应

该继承并发扬下去的美德， 处理好与叔妹的关系也

是值得借鉴的经验， 但无原则地服从和顺从则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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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摒弃的。因为在当代社会里，不论是家庭还是社会

的和谐都应该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
舅姑与媳妇虽然有长幼秩序，但人格是平等的，晚辈

应该尊重长者，长辈也应该尊重年轻人。 当然，发生

矛盾的时候，媳妇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把握分寸，这

个分寸便是“曲”，即委婉。 叔妹与嫂是同辈，更应该

讲究平等，发生矛盾的时候，嫂子要以理服人，不能

以大欺小，这个便是“谦”。如果只强调妇对婆的恭敬

与服从，不提倡婆对妇的尊重与爱护，只主张嫂对叔

妹的顺，而不重视叔妹对嫂的尊，非但婆媳、叔嫂姑

嫂关系不能和睦，连夫妻关系也会受到影响，反倒不

利于家庭的和谐与稳定。
班昭最不合理的提法就是对与舅姑和叔妹关系

的处理，不是基于与对方的沟通和情感交流，而是本

着结欢丈夫，维持夫妻关系的目的。 在传统社会里，
女人只有相夫教子这条路可走， 自然以婚姻稳定为

终极目的，婚姻实际质量只能是可遇不可求。 “家有

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和“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

工，使得婆婆对媳妇地位的稳固掌有绝对的权力，讨

好婆婆比讨好丈夫更为有利。但如今的社会，生活方

式多元化，家庭结构个体化，女性越来越独立，对婚

姻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无原则地要求她们

对舅姑曲从、对叔妹谦顺非但不合时宜，恐怕也是弊

大于利。
从当代的理念看来，班昭为妇女设计的“生存智

慧”是以牺牲妇女的尊严、权利和个性为代价的。 妇

女既没有身体的自由，也没有精神的独立。这种观念

不但与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 而且也不

利于和谐家庭关系的建构。 在现实生活中， 不论夫

妻，还是舅姑婆媳、叔妹嫂子，只有双方平等相处，互

相尊重，互相体谅，幼尊长，长爱幼，才能达致真正的

和睦。

四、《女诫》中的精华及其现代运用

班昭的妇女思想虽然是为父权制服务的， 以束

缚和压抑妇女个性为主， 但她的思想来源是两汉时

期的儒家思想， 那个时期的儒家吸收了先秦时代各

家各派思想的精华，既有法家，也有道家，还有阴阳

家、墨家等，所以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抛开其糟粕，

《女诫》还颇有一些精华之处，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
但如何继承是关键。

（一）妇德与个人修养

班昭虽然最重贞节， 但她所提出的妇女四德对

加强女性个人修养，提高待人处世的技巧，和谐处理

各种亲属关系颇有益处。 比如妇言的“择辞而说，不

道恶语”、妇容的“盥浣尘秽，服饰鲜絜”，以及妇行的

“谦让恭敬，先人后己”，完全是个人修养的体现，对

孩子而言， 一个修养良好的母亲更有利于孩子的成

长，对丈夫和双方父母而言，一个知书达理的妻子、

媳妇和女儿有利于良好家庭关系的建立， 所以不仅

适用于传统社会的大家庭， 也适用于转型社会变迁

中的家庭。 同时，因为今天的妇女早已走出家庭，成

为社会中的一员，因此拥有良好的个人修养，掌握处

理人际关系的技巧也有利于女性立足社会， 因为一

个受社会欢迎的人，首先是一个有修养的人，同时也

是衣着整洁得体的人，待人处世谦虚和气、敦厚有礼

的人。 班昭这些理念来自于儒家“温柔敦厚”的君子

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是值得继承和发

扬的。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当今的社会是男女共享

的社会，女人参预社会、男人参与家庭，是社会和历

史发展的必然， 家庭和社会的和谐需要男女两性的

共同参与。从男女平等的角度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

不能有男女之别，也不能有身份之别，因为平等本身

就包括教育的平等， 而教育的平等既包含受教育权

利的平等，也包含教育内容的平等，这是近代以来妇

女解放运动的目标之一。事实上，班昭所谈四德中的

精华部分不仅适用于女性，也适用于男性，一个温柔

敦厚的丈夫和父亲比唯我独尊的丈夫和父亲更有利

于和谐家庭的建设， 一个由君子组成的社会就是一

个温柔敦厚和谐的社会。因此，无论从家庭和谐的目

的出发，还是从社会和谐的角度考虑，男性也需要在

“德言容”方面加强个人的修养。 这才是我们继承和

弘扬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

（二）妇容与女性身体焦虑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讲， 班昭关于妇容的设想可

以说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理念了。自战国以来，随着

礼崩乐坏和物质生活的丰富， 上层社会的享乐思想

渐趋严重，女伎女乐也随之出现，女色渐渐也成为衡

量女性价值的一个标准。到了秦汉时代，随着阴阳思

想与儒家家国一体政治思想的结合， 妇女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地位越来越低，“女为悦己者容”“女者以色

事人也”的观念也开始流行。 从此以后，对身体的不

满便成为女人的焦虑之一。不论是秦汉的“细腰”、唐

代的“丰膄”，还是明清的“弱柳扶风”，女性总在焦虑

中不得不重新塑造着身体来迎合主流的审美趣味，
以便获得较好的生存环境。班昭提出来的“不必颜色

美丽”的妇容理念虽然在消解女性对身体的焦虑方

面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在三妻四妾合法化的古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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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女人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不必颜

色美丽”并不能战胜容颜老去、青春不再带来的恐

惧。

在当代社会里， 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社会公

共领域里， 结婚嫁人和生儿育女不再是她们唯一的

生活内容，个人的知识储备、文化修养、工作能力、才

华智慧，不但使她们能够安身立命，而且拥有更多的

魅力。 然而，尽管当今的女性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
但消费主义文化与父权制的合谋使得女性对身体的

焦虑比之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表现在现实社会中

就是女性成为美白、整容、隆胸、抽脂、减肥等商业运

营消费的客体。在消费主义的策划下，女性从头到脚

都被束缚在一定的尺度之内， 似乎只有达到某种标

准，才可以称作完美无瑕。 为了配合消费主义文化，

各类媒体不遗余力地利用女性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

追求， 把打造完美女人形象策划为婚姻美满和稳定

的基石， 诱使着更多的女性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牺

牲品。 在这种形势下， 在社会上倡导并弘扬班昭的

“不必颜色美丽”的妇女观，或许可成为抵御消费主

义文化的一种有力的武器。

（三）敬慎专心与婚姻稳定

如果抛开男性中心论和男尊女卑思想，如果《女

诫》教育对象不是专门针对女性，而是针对男女两

性，那么《女诫》中关于夫妻关系的论述还是很有借

鉴意义的，尤其是“敬慎”和“专心”的要求。情与爱是

维系夫妻关系的基础， 但有情有爱并不意味着婚姻

随顺。婚姻毕竟是一个社会现象，承载着很多社会的

功能， 一些现实的问题会对婚姻和夫妻关系形成挑

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加强婚姻和夫妻关系的稳定

性，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 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

内”的社会分工，使得礼制和文化教育将维系婚姻和

家庭关系的任务都放在了女性的身上[9]（45），男子并不

需要对此负责， 所以对夫敬慎和专心便成为女性单

方面为婚姻关系的稳定做出的努力。
在当代社会， 尽管现实社会中还存在着许多性

别的盲点，存在着歧视妇女的现象，但基于宪法的规

定和社会性别主流化基本国策的施行，男女平等、夫

妻平等却是社会的主流话语。而随着改革开放 30 多

年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不断进步，女性受教育的水平

越来越高，她们参与社会的程度也越来越高，在这样

的形势下，固守传统思维，单方面要求女性对男性的

敬慎与专心， 显然并不能完全起到维系婚姻和家庭

稳定的作用。 更何况商业社会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

诱惑， 对男女两性都是严峻的考验。 婚姻关系的质

量，家庭关系的和睦，孩子的成长教育，对双方老人

的照顾，对婚姻的忠诚等等，是夫妻双方都应该承担

的责任和义务，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夫妻双方共同

采取班昭所倡导的敬慎和专心非常具有积极意义。

总之，作为父权文化的产物，班昭《女诫》中的妇

女思想，以及为妇女生存而规划的三个原则，在今天

看来是糟粕多于精华，并不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但如

果抛开其男性中心论和男尊女卑思想，《女诫》中关

于夫妻相处、婆媳相处、叔妹嫂相处，以及个人修养、

处事技巧等方面的主张还颇有借鉴与可取之处。 只

是如何取、如何借需要仔细斟酌。如果不能在两性平

等的原则上去取去借，只能是新瓶装旧酒，不是进步

而是倒退。因此，若想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有益于

当代，绝不能违反“剔除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对以

《女诫》为代表的古代女子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也

应该秉持这种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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