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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相同之处 

Commonalities of Women’s Image in the Fiction of Zhang Xian liang’s Novels 

Dalia Ramadan Mahmoud Tantawy 

Chinese department 

faculty of Alsun 

Minia university 

Email: dalia_tantawy2007@yahoo.com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paper, the image of women are analyzed in the works of novelist Zhang 

Xianliang and the commonalities between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his novels are also clarified. 

Novelist Zhang Xianliang has diversely portrayed women in his novels, and there were common 

features between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most of his works, the most important of which are are 

motherhood, tenderness and compassion of the wife, toughness and rebellion, etc. These 

complex features or characteristics are all a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culture cont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The writer also relied on the collision between reason and emotion in the personality of 

women to explain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nature in women. 

        论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相同之处 

摘  要:  在这本论文中我将对张贤亮中的小说女性形象进行分析研究,描述小说的女性形象

共同之处。 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表现了中国女性贤妻良母的特点，他对小说中女性怜

爱，怜悯的母性和温柔，敢于牺牲的妻性作了深远、详密的描写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女性的

面貌。 

关键词：张贤亮 ,活性；母性；妻性 

1- 张贤亮 简介 

    1936 年 12 月生于南京。在 50 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 1957 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

歌《大风歌》被划为 “右派分子”1，押送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 22 年。1979 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后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后创作小说，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之一。 

    主要创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河的子孙》《绿化树》、《青春

期》、《男人的风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灵与

 
1 20 世纪的中国“右派分子”，一般指 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错划的约 55 万知识分子和爱国民主人士

（包括极为少数的党员干部）。1978 年 4 月，中共中央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1979 年 9 月，

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1980

年 5 月 8 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对曾经被划为右派的 55 万人绝大部分以上平反昭雪。 

http://baike.baidu.com/view/4874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6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344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90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712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570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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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肖尔布拉克》和《绿化树》，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译成 30 种文字的作

品被分发到世界各国，成为中国新时期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 

    本人认为，在改革开放后，他的大部分代表作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

用，如果说新世纪的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灿烂的时期，张贤亮对这个阶段的出现起到了重

要地开拓性作用。 

    张贤亮小说取得了很大的文学成就。他是新时期文坛上第一个写（灵与肉）“饥饿”的

作家、第一个写“性”的作家。张贤亮小说创作的成功离不开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但

是，这些女性形象并不是张贤亮凭空想象出来的,在她们的身上有着历史和时代的印记。 

   张贤亮作品中的女性人物有着浓重的中国传统意味，她们都有着贤妻良母的典型特质。

他把中国传统女性的品德在他的作品中作了最好的解释。他在描写女性形象时，往往从带

有母亲色彩的描写开始，进一步再描写女性作为妻子的一面，从中展示中国女性品德和形

象。张贤亮小说的女性形象表现女性的母性、柔美、善良、坚韧、淫荡、开放、大胆等多

重内涵的复杂叙事。 

      中国女性在过去的很长时间中一直和所谓的“三从四德”2 联系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

移的女性地位在发生的变化。随着封建统治被推翻, 中国女性也开始渐渐得到了地位，在

那个时侯追求解放开始，之后的“从平等” 女权主义” 等，让中国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但是中国女性一直传承着一些不的品质比如像母亲一般的善良，像妻子一般的温柔。 

     张贤亮创作的女性可分以下几类：一、生活在动乱年代的西北荒原的下层劳动妇女，

如马缨花（《绿化树》）、李秀芝（《灵与肉》）、黄香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二、在年代之中流落中的青年妇女，如《吉普赛人》中那个自称“卡门”的姑娘、《肖尔布

拉克》中的陕北姑娘；三、在改革年代的知识妇女，如罗海南（《男人的风格》）和《早

安 朋友》中的女中学生群像。这些不同的妇女形象，因其不同的身份、社会地位和生活

经历，都形成了个人特点。然而，“一个作家应该把自己所塑造的人物性格，所发掘的人

物心理放在社会生活系统中，考察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巨大制约作用” 3，由于受到了

时代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在她们身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她们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

劳动者，但“她们从来不灭绝自己对幸福的追求，尽可能地使悲剧生活变为戏剧……她们

从不炫耀自己，而她们的群体却使大地春意盎然”  4；她们自己的生活都很不辛的生活，

但她们在反抗着不幸命运的同时却同情、关心处于逆境中的知识分子，有着母亲般的慈爱

和妻子般的温柔。然而，她坚持要生活在这样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这个社会依赖于男

人的盲目服从，这所有都对他们的性格、生活和道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张贤亮笔下的人物大多生活在那个动乱的时代背景之下，其经历多灾多难，他们缺乏衣

服和食物，处于不稳定状态。然而，命运多舛并抑制不住这些青年女性面对生活的生命本

质。反而，这种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常常在不知不觉闪闪出发光，给予推动。例如：《吉普

 
2 -三从四德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用于约束妇女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三从”与“四德”的合称。根据

“内外有别（即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的原则，由儒家礼教对妇女的一生在道德、行为、修养进行规范

要求。“三从”指妇女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3-李 倩，1988 年 4 月《特定时期的大墙文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P145 
4 - 张贤亮，1981 年 4 期（心灵与肉体的变化—关于短篇（灵与肉）的通讯）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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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人》中那个“吉普赛”女孩，她自己是一个天不收、地不留的食无定时、住无定处的流浪

者，她聪明、顽皮、不拘小节，有时显得有些粗俗，同时，作为一个纯真少女，她又有柔

情蜜意和高雅的情趣。她随口能背诵柳永的诗词“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她

也熟悉梅里梅的小说《卡门》，而且自称“卡门”5, 在充满臊臭的闷罐车厢内，她竟然哼起

了西班牙名曲《鸽子》，当看到大草原美景时，她还能触景生情地惊呼“多美呀”！可见，

长期的漂泊流浪，生活的磨难并没有耗去她源自生命本质中那种热爱生活，积极面对生活

的青春活力。正是这种活力激发了作品中男主人公在逆境中生存的欲望，使男主人公感受

到了希望，从而在逆境中坚持了下来。这一点，在马缨花与章永璘身上也表现的尤为明

显。 

读者看马缨花有胆量，坚强、可爱的。劳动的时候，她用粗俗的话与人对骂，嬉闹，

她总是笑，很少看她悲伤。而在那个干旱的荒野环境中，可以谋生，帮助家人生活。还要

人们对她有两个没有丈夫的孩子的风言风语，并不容易。但这些并没有改变她的爱笑和她

对人的热情。初次见面，她就表现出了对章永璘的体贴，告诉他别累着：“看你瘦鸡似

的，刨不动大块的就刨小块的” ，而后又对章永璘表现出了非常的信任，把家里的钥匙给

他让他自己去拿镐。她不仅用物质恢复了章永璘健康的身体，更重要的是，她用自己的笑

声与歌声使章永璘的精神得以复活。 

2-1 母性 

       从小说中男主人公的感情世界出发，能感觉深深地爱着母亲，看到了母亲的赞美和尊

敬。作品中女性人物对男主人公的爱情往往是温情融入激情、怜惜胜于情欲，呈现出一种

母性的宽厚、慈爱的品格特征。 

鲁迅说：“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6张贤亮的女性人物最先打动读者的便是她们身上呈现出

的母性的慈爱。她们吸引读者的不仅是出众的美貌，更有她们温和恬静、慈祥仁爱，富有

自我牺牲的金子般的内心品质。她们不仅坚贞隐忍、宽容大度，同情和关心他人，在为心

爱的男人献出自己的一切的同时，给予情人或者是丈夫更多的是母亲般的关怀与疼爱，有

时甚至使性爱退居到次要地位，男人们从她们身上得到的也更多是母亲一样的温暖。 

       李秀芝《灵与肉》具有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她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女人，充满了母亲

的气质。她渗透着浓郁母爱色彩的爱抚给予自小失去母爱的许灵均以极大的精神抚慰。她

用一些简单、舒适的抚摸和行为来弥补失去母亲的痛苦。作者对李秀芝的描写显然融入一

种深沉的母性之爱，她甚至变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可以说，许灵均之所以没有随父

亲出国，是同他对故乡的热爱及对李秀芝的感恩密不可分的，这二者的融合，又使母爱的

意义更加具体而丰富。还有《绿化树》中马缨花对章永璘的爱中同样包含着怜惜与同情。

于是她的爱情以及有母性的温暖和无私，有广泛的社会福利能力。即它既是慈母般的温情

又融入了社会关怀。这些女性人物无疑是母亲原型的潜在艺术表现，她们对男主人公的爱

 
5 《卡门》是法国作曲家乔治·比才完成于 1874 年秋天的一部歌剧，故事改編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普罗斯

佩·梅里美的同名小說。 
6 -鲁 迅 ，1983 年 8 月  《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 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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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无私的奉献，一种母性的牺牲，有宽容和同情的结合。正是这诸多的富有母亲般的慈

爱的女性，才使男主人公从中看到了苦难人生中的一线光明，从而增加了信心和力量。 

        在张贤亮的小说中，母爱作为一种实践着的主体意识它产生、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男

主人公作为它的接受对象。许灵均、章永璘们对母性爱的崇拜、感激、依恋、忏悔的心态

令人想到柏拉图式的纯粹精神享受的爱情天国遨游、中世纪骑士文学中英雄们对女恩主怀

有面对圣母般的情感。 

       张贤亮作品中男主人公的感情世界，我们便深深感触到一种对母亲的歌颂，他表达母

爱的渴望，表达母亲的尊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母亲也是一个一直被歌颂的形象。张贤

亮以他独到的见解，通过朴素简单的笔墨来塑造这个伟大的形象。张贤亮这种恋母情节与

他苦难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3-女性形象与男主公关系 

        如果看到张贤亮的小说中的男女情爱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种恋母

倾向，即男主人公在与女性人物交往时，总找对方注意、援助，从而找到安全感，就像孩

子和母亲的关系一样。有时，这种恋母的心理更是被作者以直接的语言加以表述：“他从

每一个怜悯他的女人的眼睛里都能看见他母亲的眼睛”7“那一对眼睛像温柔的湖，强烈地

吸引着我要向里纵身一跃，那湖水深处才是我最佳的避难场所和歇息的地方”。8  

      女性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可以说都不是孤立 的 ，大都是和男性形象相伴 出现

的 ，二者相互关联 。 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绝不是现实生活中某几类女性的写照与升华，

更被作家突出了叙事学理论中的“角色”和“功能”的功用。 她们是作者幻想的“女

神”——满 足男主人公生理和心理需 要甚 至“拯救”男主人公灵魂的化身 。 

    本人认为深入张贤亮作品中男主人公的感情，可以感触到一种对母亲的歌颂，母亲这个

概念总是有意无意地出现作品中，他以文字来表达对母爱的愿望，以赞美来表达对母亲的

尊敬。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母亲也是一个一直被歌颂的形象。张贤亮以他独到的见解，通

过朴素简单的笔墨来塑造这个伟大的形象。张贤亮这种恋母情节与他苦难的人性经历有着

密切的联系，他十多岁就跟随母性在北京，记忆最深的便是母亲的泪水 。张贤亮的作品

中女性对男主人公的情爱更多的是母性的关爱，体贴， 怜悯，这是对中国女性美好品德

的最好诠释。   

    从作品的故事内容来看，男主人公的经历显然有作家本人人生经验的投影。读者可以理

解张贤亮创作一系列男主人公性格的特点。他从小没受过母亲的爱护，后来遭到父亲的遗

弃。解放后，他遭到了政治迫害。经历和环境使他的性格对外世界物反应很快。他追求恋

爱，追求谁给他带来安全、依靠的母性爱。他与李秀芝女主人公偶然遇到她时，她正在帮

他做家务，从清洁和修理衣服-------等等。他总是对她很兴奋，但不是性爱，而是母爱，

而是对母爱的渴求的表现。就像他在寻找他母亲的温柔。    

 
7 -张贤亮 ，2000 年 1 月《习惯死亡》 山东文艺出版社 P165 
8 -张贤亮，1999 年 11 月《青春期》  经济日报出版社 P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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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贤亮小说的男主人公身边总会有一位对他充满关爱、愿意为他奉贤自己一切、牺牲

自我的女性，这一个固定的模式表明张贤亮对女性的崇拜与赞美之情。每一次男主人公遇

到困境时，都会有一位女性人物及时出现在他身边，给其精神安慰或肉体安慰。她们都会

显露出慈祥的母爱，也表现出了中国传统式家庭中老婆般的温柔，所以，张贤亮说：“男

人的一半是女人。” 

    张贤亮的小说几乎都塑造了大批女性形象，那些女性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高扬爱情旗帜。

这些女性人物对男主人公的爱是炽热、真挚、坦率的情爱。“如果说爱情是男性和女性的

共同的需要，那么，对女性来说爱情有着更加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女人把全部精神生

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中或推广成爱情。” 当然，爱情对女性来说是全部理想的寄

托，也是女性整个人生的支撑，是她全部渴求梦想的承载。张贤亮小说总的女性都追求自

由爱情和美好婚姻，并通过追求爱情与婚姻反抗生活为她们安排的不幸命运。在那动乱的

年代里，婚姻完全脱离了常规，完全靠盲目的偶然性来排列组合。李秀芝和许灵均的结合

也是这样。但是这种偶然性并不只表现荒谬的一面，有时侯还会表现为一种奇特的命运把

完全意想不到的幸福赏赐给人。许灵均不仅享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家的温暖，而且获得了生

活信心，恢复了人的尊严与自豪感，这是任何浪漫的爱情都无法比拟的。 

    韩玉梅（《河的子孙》）与马缨花毫不例外，而且表现的异乎寻常。韩玉梅对魏天贵的

爱情显示了一种悲怆的美，我们发现，在左派思想的压力下，她仍然保持着作为一个人的

尊严。但她在严酷的环境中苦苦寻求正常的生活和稳定。在马缨花关注下，章永璘迅很快

地恢复了健康。这让他重新思考自己的未来和社会的命运。可以这样说，这种深深的爱情

造了一个新人。本人认为在张贤亮的作品中看到了他展示了女人在男人生活中的作用，以

及她如何为他提供了爱情和乐趣，这表明了妻子的深刻个性。 

    传统的妻性与爱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当然又有区别。丈夫是传统的妻子的生活中心，

除了服从丈夫和做家庭作业之外，她什么都不知道。现代爱情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把

尊严和独立放在首位。爱是人性的本能，但由于无法摆脱社会的制约，当然，一个不正常

的社会会产生扭曲的爱。必然会产生畸形的爱情。 

    张贤亮笔下的爱情正是这种情况。李秀芝与许灵均以极不正常的方式结合；我们发现乔

安萍，尽管她被背叛了，但她仍然对丈夫有着深厚的感情。韩玉梅嫁给了一个去她家的男

人，传统上，她不能嫁给她爱的男人。从所有这些角色中，我们得出结论，所有的女性角

色都与英雄有关，这是归于一个糟糕的社会环境。西北荒原的饥饿、土牢、劳改队……这

样的环境只能给人迷惘、压抑，而青春的涌动又使作为自然人的各种欲求在压抑中不断增

殖。而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可供发泻与疏通的情感渠道都被禁锢了，那么在这种环境下产

生的爱情也必然会被扭曲而发生变形。所以本人看到，马缨花与章永璘，黄香久与章永

璘、李秀芝与许灵均等等。他们之间的爱情被庸俗化为单向的女性抚慰，更倾向与传统两

性关系中的妻性。 

    人物性格的丰富、复杂和深刻，是产生艺术魅力的重要的原因。黑格尔曾这样论述过典

型形象：“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人，而不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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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满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9这是要求作家要从生活

出发，努力挖掘人物性格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并把他们以统一的整体形式描写出来，

以创造出生动的、活生生的人物来。丰富性是指作家能从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各个角度

去全面展示人物；复杂性是指作家能揭示矛盾，展示矛盾对立统一的人生命运；总之它是

要求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多层次、多视角，写出人物性格的矛盾统一性。 

黄香久是张贤亮的女性人物其中，我们可以说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她是一个直

性子、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安排自己的生活。她做了三年的苦工，两次离婚的教训，所以她

对与章永璘的第三次婚姻十分的珍惜，但她没有浪漫的梦想，“主要是成个家，像大伙一

样过日子”10这就是她的愿望。但她连最简单的梦想也未能保住，章永璘在她的抚慰下恢

复了性功能之后又决然地背叛了她。在忘恩负义之后，她全心全意地诅咒他。“你不得好

死”、“你亏了心”。11 对于这两句诅咒，本人可以把这些诅咒看作是一种道德败坏，可以

把它们看作是对扭曲的社会环境的抗议，也可以看作是反叛和抗议的表现，也可以从一个

脆弱的女人那里寻找幸福。张贤亮并没有直接指出造成章永璘和黄香久命运的悲剧、扭曲

人格的社会根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感到沮丧和充满社会危机的气氛。变态的社会，

疯狂的政治扭曲了人的心灵，腐化了人的道德。人失去了人性，而失去了人性的人又参与

到更不正常的疯狂运动中去，导致了更为沉重的人性悲剧。 黄香久追求婚姻自主与平

等。她决定违背婚姻中所有的旧习俗和文化，决定在生活中放弃男人。这不是反叛，而是

为了维护妇女的地位和尊严。 

   《肖尔布拉克》中生活在新疆的上海知青身上同样也体现出了坚韧的生活力量。她身体

上与心灵上都背负着出身不好的包袱，在远离故土的新疆走着辛酸而艰难的人生之路．她

说：“我什么苦都吃过了，在我的眼里，已经没有再困难的事情。”12从这些平静而又朴素

的语言中，从她的性格特征可以看出妇女在逆境中的作用，从她克服逆境的能力可以看出

中华民族的特点，看到她的伟大力量。 

    研究张贤亮笔下的爱情婚姻生活，本人会发现这样一个规律，这些处于爱情婚姻中的男

女主人公大都以这样一个标准来选择配偶，即“男高女低”的标准，总是发现男主人公在身

体结构和教育水平上都优于女人。作家作品中的婚姻始终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本人发现

女人总是感到软弱和缺乏自信，总是需要别人的帮助。在身处社会底层的妇女中，乔安萍

与马缨花的选择是那个毫无文明气息的环境里难得的文化人石在、章永璘，韩玉梅的选择

是基层党委书记魏天贵，而具有较高地位的罗海南则选择了具有“男人的风格”的市委书记

陈抱贴。在这种婚姻的模式下，男人可以成为统治者和主宰者，而女人则代表着奉献、牺

牲和忘我精神，舍己为人精神。在这里，妇女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和社会地位，成为男人的

附属者。放弃自我，然后希望从男人身上寻求安心平安和满足。实质上，这说明这些女性

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还在被传统的“妻性”所影响，在潜意识里还有深深的依附心理。 

 
9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   商务印书馆  P295 
10 -张贤亮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人民文学出版社 P95 P208 
11 -同上，第 208 页 
12 -张贤亮 ，1998 年 3 月《肖尔布拉克》  陕西旅游出版社 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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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性爱方面，这些女性人物也表现出了程度不等的奴性意识。陕北姑娘在摆脱违心的婚

姻时，用以表达对司机感激的方式是：“要不，我就在这儿再睡上一晚吧。”13无独有偶，

韩玉梅也想用同样的方式来报答魏天贵的恩情，甚至为了填饱肚子，她挂上了手中有粮的

干部罗麻子，这种将自己工具化、财产化，放弃人格的行动使女性的权利被剥夺的只剩下

了性的特征。这样看到婚姻只是一种生殖方式。这让女人很难依靠自己。黄香久与章永璘

一见钟情的结合方式背后意味着她对章永璘的迁就和依附心理。章永璘从黄香久不喜欢做

爱。但这只是对他未能控制政治活动的一种补偿。他恢复性能力后，他和妻子黄香久分手

了。这是荒唐透顶，侵犯妇女的地位，男人占有的胜利。为黄香久用性感来安抚章永璘，

然后被他抛弃，因为这种不幸的奉献意识说明中国传统女性意识的缺失。那么，这种内化

的奴性意识是怎样形成的呢？显然，这是自父系社会以来男权文化、男权中心意识长期渗

透和积淀的结果。肉体上的压迫是很容易挣脱的，但精神上的枷锁却极难打破。男权文化

从各个方面向女性进攻，日久天长，使女性的主体意识长眠不醒，作为男人的附属在女性

意识中由外向内渗透，最终形成一种不自觉的潜意识，与此相对应，女性的社会职能也由

外向内逐渐退缩，最终只剩下生儿育女、料理家务。 

这样的生活又更加加强了女性的依附心理，长期的循环便形成了一中难以自拔的顺

从意识。 成功的艺术形象的性格总是复杂丰富的，张贤亮笔下的女性形象亦不例外。西

北荒原贫瘠的土地与西伯利亚的寒风促成了她们坚韧、顽强的生活态度，她们直面人生的

苦难，勇于反抗生活加在她们身上的枷锁，同时，女人的天性又使她们富有博大的爱心与

同情心，有着温柔善良的一面。另外，由于女性的生存命运又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和传统习

俗的制约，又使她们在对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社会职能的认识中又带有一定的盲目性，潜意

识中流露出传统女性的奴性意识。张贤亮正是深入分析了这些女性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

冲突。抓住了她们思想性格中展现出的复杂，多样的状态，才使他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不

但凝聚了无可质疑的美学价值，还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面对多样化的世界与多元生活方

式，女性如果想要追求自己的正确生存位置，就不能失去了“自我根基”。这些作品中的女

性形象，处在文化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现今中国社会，体现中国当代女性意识从苏醒到逐

步成熟的蜕变，也记录了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对自己和社会的人文关怀与对女 性的精神解

放的探索过程。恩格斯说过：“女性解放的程度，也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女性作

家颠覆和消解男权中心的语言形式，其终极目的正是要建立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从直率

的女权主义抗争到对个人和社会的道德状况的关心，中国的女性文学作品正从各方面表达

了女性的社会忧患意识和她们独特的关注方式。  

结论 

  张贤亮塑造的一系列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充分体现了他内心潜藏的女性观。生活的积

累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是他这一女性观形成的重要因素。他巧妙地把对中国女性的认识融入

到小说女性形象中。可以说小说中的女性、中国女性和张贤亮的女性观是三位一体的，它

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张贤亮的作品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女性，在男人和社会面前，她

们既是母亲，同时也是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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