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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cubine Yu and Cleopatra can be regarded as one of the few progressive 
female figures in Peking Opera and Shakespearean plays. Concubine Yu is an 
intellectual and elegant woman who is influenced by Confucian views on 
women; Cleopatra is a typical humanist character in Shakespeare’s plays, and 
also she is a naughty queen from Egypt. The wisdom, devotion and courage 
of these two women have made them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olorful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rama. Concubine Yu and 
Cleopatra have been inspiring countless readers to awaken female conscious-
ness and realize self-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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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被本·琼生盛赞“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世纪”的莎士比亚生活在

文艺复兴时期，他一生共创作了 37 部戏剧，涉及 28 位女性角色。克里奥佩

特拉即为其中一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她是《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中的埃

及女王。《安》讲述罗马三大巨头之一的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非

道德性的爱恨纠葛。莎士比亚书写的克里奥佩特拉爱欲熏心，时而疯癫时而

理性。“要是那真的是爱，告诉我多么深。”[1]1她不愿损伤自己作为一名女

王的尊严，不愿成为凯撒得以炫耀的战利品，选择慷慨赴死。面对爱情，她

 

 

1[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朱生豪译.《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M].《莎士比亚全集》第六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以下《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引文均出自本书，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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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心充满喧哗和躁动；面对权力和国家，她意志坚定，野心勃勃。文艺复

兴时期，虽然人们开始重视个人价值，但女性的话语权仍然被忽视。克里奥

佩特拉为女性发声，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行为可以说是女性意识的先驱。这位

传奇女王得到了后世不少文艺创作者的关注。20 世纪福克斯公司邀请著名女

影星伊丽莎白·泰勒扮演埃及艳后，甚至不惜破产的代价，花费重金再现了

罗马和埃及的宏大场面。萧伯纳也曾编写《凯撒与克里奥佩特拉》剧本，邀

请英国著名女影星费雯丽扮演埃及女王。英国国家剧院和莎士比亚环球剧院

等近年都进行了不同版本的戏剧演出。 
谈及戏剧，我们通常会想到我国国粹——京剧。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

梅兰芳于 1922 年农历正月在北京首演了京剧《霸王别姬》(本文引用文本均

选自《梅兰芳演出曲谱集》)。在梅兰芳的京剧剧本中，被困垓下的楚霸王和

虞姬即将面临生离死别，虞姬欲寻短见“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

气尽，贱妾何聊生！”，后趁势拔出项羽佩剑，自刎而死。项羽见自己大势

已去，选择一死了残生。经过历朝历代文艺创作者的改编，虞姬作为忠贞和

女德的化身，不再是项羽旁和一匹马齐名的陪衬，不再以“第二性”的身份

成为除男性以外的“他者”，她成为了后代戏剧舞台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女性形象。这位夫唱妇随，从一而终的儒家女子，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留下一

抹温柔的底色。霸王别姬的情节在舞台上不断上演，虞姬逐渐走向舞台中央，

接受夸耀和赞美。 
作为经典京剧的女主角，虞姬有着独特性格和身份。《霸王别姬》中的

虞姬成长在儒家环境中，在夫权社会中坚定地站在项羽一边。她身上有着明

显的儒家女性象征，她所面对的命运是儒家社会女性早已注定的命运。而在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经过漫长黑暗中世纪的禁锢，人性的压抑终于在文艺

复兴到来之时得到了解放，人们冲破基督教神学的桎梏，反对禁欲主义，开

始尊重个性，认识到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提倡追求自由和幸福。莎士

比亚歌颂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克里奥佩特拉正是莎翁笔下

一位立体丰满且让读者又爱又恨的女性人物。“克里奥佩特拉这个人物是莎

士比亚的杰作。她和《辛白林》中的伊摩琴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人们难

想象一个作家能够塑造出这样相反的两个人物。克里奥佩特拉骄奢淫逸、卖

弄风情、敏感、自负、高傲、专横、反复无常”([2], pp. 76-82)。由此可见，

在儒家思想和人文主义影响下，诞生了两位性格不同却有着相似命运的女性。 

2. 人文主义女性克里奥佩特拉 

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见证了英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文艺复兴运动的

开展和人文主义思想的逐渐成熟。他以细腻的笔触书写时代的灵魂：他的笔

尖不仅记录了民间人物的喋喋不休，如培琪大娘、快嘴桂嫂，也延伸到了宫

廷内外权贵女性的一言一行，如麦克白夫人、奥菲利亚、鲍西亚等等。这些

令人过目难忘的女性角色是文艺复兴时期特定的历史产物，更是莎士比亚哲

学思考的产物。余秋雨曾这样评价：“英国社会新旧更替时期的各种矛盾，

以人文主义者为中心的各色人等，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得到了生动、鲜明的

反映和刻画；人文主义者的政治、生活理想，他们冲决封建堤防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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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通过动人的故事、精粹的语言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色彩斑斓”([3], p. 115)。
塞缪尔·约翰生称赞莎士比亚超越所有作家之上：“莎士比亚超越所有作家

之上，至少超越所有近代作家之上，是独一无二的自然诗人；他是一位向他

的读者举起风俗习惯和生活的真实镜子的诗人。他的作品中的人物是共同人

性的真正儿女”([4], p. 527)。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和对女性角色命运的书写成

为了莎士比亚对人性深度思考和表达人文主义的切入点。莎翁在 1606~1607
年间根据托马斯·诺斯爵士翻译的普鲁塔克(公元 46 年~120 年)《希腊罗马名

人列传》为蓝本进行创作。克里奥佩特拉狂躁易变的性格或许不能赢得所有

读者的喜爱，但她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名埃及女王的尊严，才以喜怒无常

的言语行为掩盖自己的患得患失，从而牢牢抓住安东尼飘忽不定的心。 
在《莎士比亚及女性特征》里，达辛贝尔指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整个

社会对女性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变化([5], pp. 20-30)。当政的伊丽莎白女王，

带领英国走向“黄金时代”，为当时的女性树立了可资模仿的榜样。“英国

的伟大君主伊丽莎白一世可谓人文主义在教育方面的典范，她的私人教师罗

杰·阿谢姆撰写了著名的教育学论著《学校教师》。在当时的英国，文法学

校(grammar school)的设立保证了人文主义传统能够一直维持到二十世纪中

叶”([6], p. 34)。毕业于文法学校的莎翁沉浸在浓厚的人文主义氛围中，得以

妙笔生花出人性各异的角色。伊丽莎白女王虽是女性君主的身份，但在巩固

权威时她一直以男性自称：她认为自己毫无争议的是“国君”，并且有意识

地利用这个称呼来建立与男性国君的平等地位……她对自己的称谓——清楚

地表明自己具有神圣的王权，而且她对此毫不怀疑，也不允许任何人怀疑([7] 
p. 152)。在男权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能成为一名地位稳固的女王，还要在

希腊罗马等强国并存的夹缝中维系风雨飘摇的埃及，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

代价。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们可以从克里奥佩特拉的身上看到伊丽莎白女

王的影子。克里奥佩特拉在言语间总能彰显自己一国之主的地位。当她对安

东尼思念成疾，扬言道：“把墨水和信纸给我。他将要每天收到一封信，否

则我要把埃及全国的人都打发去为我送信。”当她想走上战场却被大臣阻拦

时，克里奥佩特拉质问伊诺巴勃斯自己为什么被阻拦： 

克：在这次出征以前，你说我是女流之辈，战场上没有我的份儿。 
伊：对啊，难道我说错了吗？ 
克：为什么我不能御驾亲征，这不明明是讪谤我吗？ 
…… 
克：让罗马沉下海里去，让那些诽谤我们的舌头一起烂掉！我是一国

的君主，必须像一个男子一般负起主持战局的责任。不要反对我的决

意，我不能留在后方。 

女王这般“休言女子非英物”的气概在此刻闪耀着女性力量的光芒。和

“我已与全体臣民结婚”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有几分类似，克里奥佩特拉将

自己的女性劣势转化为优势，在男权社会政治边缘领域找到了一席之地。为

了保护自己的埃及小国，她不断地在掌控大权的男性之中周旋。当她稍处劣

势时，便放下高傲的姿态，竟让凯撒派来的一位使者亲吻自己的手。读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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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难看出克里奥佩特拉的政治野心。她带着维系国家的政治目的游走在当

权统治者的情感游戏中，一旦遇到可以依附的对象，她便使出浑身解数，得

以守护自己的一方国土，稳固自己的地位，维持一位女王的尊严。 
故事的结尾处，克里奥佩特拉识破了凯撒阴险的计谋，宁死也不愿自己

堂堂一国之主受辱，不愿自己的财产受损： 
先生，我要不食不饮；宁可用闲谈销磨长夜，也不愿睡觉。不管凯撒使

出什么手段来，我要摧残这一个易腐的皮囊。你要知道，先生，我并不愿意

带着镣铐，在你家主人的庭前做一个待命的囚人，或是受那阴沉的奥克泰维

娅的冷眼的嗔视。难道我要让他们把我悬吊起来，受那敌意的罗马的下贱民

众的鼓噪怒骂吗？我宁愿葬身在埃及的沟壑里；我宁愿赤裸了身体，躺在尼

罗河的湿泥上，让水蝇在我身上下卵，使我生蛆而腐烂；我宁愿铁链套在我

的颈上，让高高的金字塔作为我的绞架！ 
虽然克里奥佩特拉作为一位总是依靠男人的情妇形象并不光彩，当她一

旦意识到有损于尊严的时刻，她宁死也不愿成为凯撒的战利品。在三位男性

作为支柱撑起整个世界的时代，克里奥佩特拉这位高高在上的女王，仍要遭

受来自男性的轻视和物化。她用死亡对抗了男权社会对女性不公正的遭遇。

莎翁将自主意识灌输其中，克里奥佩特拉颠覆了以往失语的女性形象，视尊

严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可以说是人文主义典型的人物。 

3. 儒家女性先行者虞姬 

京剧《霸王别姬》的初稿由齐如山改编自明代沈采讲述楚汉相争的传奇

剧《千金记》和《楚汉争》的本子。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观念影响了历

朝历代的文学创作者。在故事原型《史记·项羽本纪》中，对虞姬的描述只

有寥寥几字：有美人名虞，常幸从。司马迁将虞美人和项羽的骏马骓并列描

述，有关虞姬的身世、经历等一概缺失，足以见得虞姬在司马迁时代仅仅是

男性的附属物，与一匹马齐名，是一位失败英雄的陪衬。项羽“骓不逝兮可

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感叹也暗含了虞姬别无选择，只有“从一而终”，

即“既嫁从夫”这一条路。经后代文学创作者的努力，虞姬的形象才逐渐丰

盈起来：唐代冯特征《虞姬怨》、宋代魏夫人的《虞美人草行》、元杂剧《兴

刘灭项》《霸王垓下别虞姬》《十面埋伏》三部、明代《西汉演义·霸王帐

下别虞姬》《楚汉春秋·霸王别姬》、清代冯梦龙《情史·情贞》一章……

直至民国时期梅兰芳京剧《霸王别姬》，这位经历了几百年流变的儒家忠贞

烈女虞姬，才拥有了话语权，成为主角站在舞台中央。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这是广为流传的

孔子对女性的评价。有学者认为这是孔子歧视女性的表现，也有学者为孔子

争辩，说这是孔子在为女性争取话语权。学者陈佳认为，孔子所处的春秋时

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上古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占主导地位的

传统还略有星星之火，可是封建社会女性三从四德标准的力量更强大，整体

上女性社会地位是一个下降的趋势，生活于这种时代的孔子，不大可能会完

全否定女性，也不可能完全地尊重女性。无论是从女性形象、女性地位还是

女性价值等诸多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直至当代女性，都潜移默化被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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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儒家女性观操控着([8], p. 34)。学者童书业认为，在他(孔子)以后整个封建

时代的哲学思想，都和他的思想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儒家，在先秦时代

就已取得相当优势；……一直到五四运动时代，他的独尊地位才被真正推翻

([9], p. 1)。西汉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要求夫为妻纲，男尊女卑、夫唱

妇随的规范更是压抑了女性的人性。《仪礼·丧服》曰：“妇人有三从之义，

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说明女子在出嫁后，更

要听从丈夫的话。项羽在最后关头听见四面楚歌，见大势已去，无颜见江东

父老自杀而亡，作为妻子的虞姬的悲剧结局实际上是被社会环境和历史因素

所决定的。 
从明代沈采《千金记》到京剧《霸王别姬》，随着虞姬的形象越来越立

体，她的传统儒家女性特征也逐渐明显。首先，虞姬是一位善良称职，德行

兼备，遵守“男为尊，女为卑”的传统女性。她不辞劳苦、一心跟随夫君，

在第三场戏的开头，虞姬表明了自己的心境：“明灭蟾光，金风里，鼓角凄

凉。忆自从征入战场，不知历尽几星霜。若能遂得还乡愿，瓣炷名香答上苍……

自从随定大王，东征西战，艰难辛苦，不知何日方得太平。”([10], p. 551)2

整部戏当中，虞姬没有以“自我”为出发点讲述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是一直

以夫君项羽为中心。比如第三场，虞姬担心夫君项羽名誉受损，她说出内心

担忧：“大王爷他本是刚强成性，平日里忠言语就不肯纳听。怕的是西楚地

被人吞并，辜负了十数载英勇威名”。其次，虞姬是一位符合儒家女性范式

“男主外，女主内”的温柔贤妻，在丈夫战场失意，垂头丧气时，她温柔的

言语抚慰了他失落的心，激发他的士气：“兵家胜负，乃是常情，何足挂虑。”

虞姬仁慈博爱，有着帝王之妻兼济天下的胸怀，渴望安定，向往和平。在第

八场开头，虞姬不满连年战事对百姓的摧残：“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受

风霜与劳碌年复年年。何日里方得免兵戈扰困，消却了众百姓困苦颠连。”

“月色虽好，只是四野俱是悲愁之声，令人可惨！正是：沙场壮士轻生死，

凄绝深闺待尔人。”最后，虞姬是一位视夫君为天，对丈夫绝对忠诚服从的

贞洁妇女。身处绝境之时，虞姬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让夫君挂念，希望丈夫

能心无旁骛地突出重围，取得胜利：“大王此去！倘有不测，且退往江东，

徐图后举。勿以妾为念也……大王啊！自古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假二夫。

大王欲图大事，岂能顾一妇人。”可以看出，虞姬是一位男权社会中顺从夫

君的儒家女性，身体上以自身性命保证对丈夫的忠贞不二，精神上遵从妇德。 
荣格的双性同体理论认为人的“易性冲动”，可以在心理上向生理性别

的反方向转变：即一个人既有阴性气质，又有阳性气质。双性同体的观点模

糊了男女差异，启发读者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两性地位。上文已具体阐述虞姬

的儒家女性特征。笔者认为，在京剧《霸王别姬》中，虞姬是一名儒家女性

先行者。在孔子看来，儒家女性应以女德为标杆，扮演好“女主内”的角色，

反对女子干涉政治。但在本剧中，虞姬除了妻子外，另外扮演了朝臣的角色。

当项羽不听群臣劝谏时，虞子期想到借虞姬之口向项羽劝谏。虞姬耐心听取

臣子意见，并暗自为项羽担忧。 

 

 

2 梅葆玖, 林映霞等编撰.《梅兰芳演出曲谱集》[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551
页. (以下《霸王别姬》唱词引文均出自本书，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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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姬  那群臣何不谏阻？ 
虞子期  群臣屡谏不听。 
虞姬  这便怎么处？ 
虞子期  欲请娘娘再劝大王，千万不可出兵。 
虞姬  如此，卿家暂退。大王回宫时节，待我相劝一番就是。3 

在成功劝说项羽听取朝臣建议后，虞姬又展现了自己对于战事和用兵之

道的见解，这是在古代一位传统女性基本不具备的男性智慧。她对于战争的

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比项羽更理性：“大王若因一时气愤，操切出兵，汉兵势

众，韩信多谋，终非大王之福。依臣妾之见，只宜坚守，不可轻动。大王三

思！”与传统女性不同的是，战时虞姬自始至终都在军营中，甚至被项羽邀

请“妃子随孤同行。”这是克里奥佩特拉梦寐以求的愿望。同时，虞姬也拥

有沉稳的大局观，这是仅将眼光局限于家庭的儒家妇女所不具备的特质。当

虞姬在军营听到敌人根据地传出楚国歌声时，她没有像士兵一样弃甲曳兵，

也没有像项羽一般垂头丧气，而是理智分析，识破这只是敌方用以扰乱军心

的计谋。眼见项羽仍然一蹶不振，她继续鼓舞项羽，以振其士气。这是虞姬

阳性气质，即智慧、勇气、理性的一面。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虞姬是儒家女

性的先行者 

4. 人文主义女性和儒家女性对女性意识的呼唤 

富饶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在尼罗河畔骄阳的见证下诞生

了这位充满野性和热情的埃及女王。她为人真实大胆，敢爱敢恨，以“尼罗

河畔的花蛇”自称。最终这位女王用尼罗河“可爱的虫儿”毒蛇自杀丧命。

莎士比亚把她塑造成了富有人文主义和女性意识的典型人物。在长江和黄河

流域的滋养下，中华文明和儒家思想熠熠生辉，孕育了一位巾帼须眉，从一

而终的儒家女性虞姬。戏曲角色虞姬是一位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且为人忠贞

刚烈的完美女性。 
本文分析了文艺复兴背景下闪耀着人文主义光环的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

拉和终于走向舞台中心的儒家女性虞姬。克里奥佩特拉作为一国君主，千方

百计不惜牺牲色相守护着岌岌可危的埃及。她用嚣张乖戾的言行举止巩固自

己的地位，树立权威与威信。同时利用自己的女性优势，游走于当权男性统

治者之间，借情感游戏维系自己的统治，保护自己的利益。反观项羽之妻虞

姬，作为一名典型的儒家女性，她尊重夫权，事事以项羽为中心。她温柔贤

惠，德行兼备，既是项羽战场上的得力助手，也是其战场外的避风港。她秉

持“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主”的观念，对项羽毕恭毕敬，甚至展示出

了常人不具备的战争智慧。但虞姬的自我意识觉醒不如克里奥佩特拉深刻。

面对安东尼英雄气绝的时刻，克里奥佩特拉想要追随安东尼前往天堂的脚步，

但凯撒欲将她游街示众的打算才是压死这位任性女王最后的一根稻草。身为

一名风光的埃及女王，她不能忍受作为一个战利品这般羞辱，遂选择自我了

结。虞姬牺牲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丈夫，她不愿成为夫君的累赘，渴

 

 

3该片段选自《霸王别姬》舞台演出唱词, 该段在《梅兰芳演出曲谱集》中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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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用自己的牺牲换取项羽的无所牵挂，然而终究是徒劳。 
两位女性虽然受不同思想影响，展现不同的性格特质，却以同样的方式

落下人生的帷幕。但她们的共同点是，她们以自我牺牲呼唤了女性意识的觉

醒和女性观念的萌芽。克里奥佩特拉虽放荡不羁，但她教会女性如何争取利

益、如何抗争，实现自我价值。虞姬也突破了传统儒家女性局限，教导女性

如何通过智慧获得女性话语权，获得尊重，成为一名眼光不只局限于“小家”

而具有大局观的伟大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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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虞姬与克里奥佩特拉之比较 

摘要：虞姬和克里奥佩特拉堪称京剧和莎剧中为数不多的进步女性形象。一

位是成长在儒家思想下，受儒家女性观影响的知性女性；一位是莎翁笔下人

文主义的典型人物，来自埃及的淘气女王。两人的智慧、专一和勇气使她们

成为中外戏剧史上浓墨重彩的女性角色，并启发了无数读者唤醒女性意识，

实现自我价值。 

关键词：虞姬，克里奥佩特拉，人文主义，儒家，女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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