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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扮男装的套路，
早就被古人玩腻了

文学作品里，有的人最后恢复了女装，嫁人相夫教子；有的甚至
还可以继续之前的事业；有的人拒绝恢复女装，以死抗争，最终以悲
剧收尾。

身为女儿身，换一身装束就可以做很多身为女人做不到的事情，
但其实这些也只能是文学想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

而至于现在的电视剧为什么还在用“女扮男装”的万年老梗？除
了卖腐， 和过去女性为了抗争争取社会地位和资源的想法已经相去
甚远。 ■据壹读

为什么电视剧里的女扮男装梗都要用烂了还在用？因为你们爱看啊！不用
这些梗怎么能让观众开启上帝模式抓耳挠腮地看男主一个人被蒙在鼓里呢？

其实除了电视剧，文学作品里早就有不少女扮男装的梗。今天我们就来讲
讲文学作品里的女扮男装到底是个什么套路。

变装梗其实来源于生活

从北朝民歌到唐传奇，到宋元话
本，再到明清小说，女扮男装的梗出
现在了各种文学体裁里。但这些故事
并非是作家们心血来潮杜撰的，多是
来源于生活。

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很多女
性参加战事的记载，花木兰就是典型
的例子，《木兰诗》就是根据花木兰的
事迹创作而成的，这是女扮男装题材
的源头之作。

再比如《十国春秋·前蜀》记载的
临邓女子黄崇暇，她“居恒为男子装，
游历两川”， 以文才受到邓州知州周
库的赏识，后来还差点被周库招为女
婿，无奈之下显女儿真身，“幕府欲容
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

到了明清时期，关于女扮男装的
题材的创作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很多
我们比较熟悉的短篇小说里都有女
扮男装故事的身影， 比如“三言二
拍”。

才子佳人类小说更是落不下女
扮男装梗，很多在当时有一定影响力
的才子佳人小说里都有这种题材，比
如《玉娇梨》、《宛如约》、《木兰奇女
传》、《兰花梦》等。

明末到晚清时文坛出现的大量
的女作家创作的弹词中也有很多女
扮男装题材的作品，比如《再生缘》、
《笔生花》、《凤双飞》等，她们多是借
作品表达“弱女能为豪杰事”的观点。

变装万般好，命运不尽然

男装不是你想穿就能穿

女扮男装，就是女人穿上男装，假
装自己是个美男子。 在中性服装那么
流行的现在， 选择服装更多时候只是
个性审美爱好，但在以前，要想穿异性
装没那么简单。

在中国古代，凡事都讲究个规矩，
讲上下有等，长幼有序，男女有别。不
同的服饰是严男女之大防的重要手
段，《礼记·内则》里就有讲“男女不同
衣裳”。

所以， 易装表面看只是一个着装
问题，在古代就被看做是一种危害等级
制度、有悖礼法的行为。如果再穿异性
的服装闯入本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圈子，
一旦被发现，就真的是“摊上事儿了”。

不过女性穿男装在最初并不会被
排斥，先秦两汉时期，女性戎装上战场
的现象很常见。《史记·项羽本纪》中就
有明确记载： “于是汉王夜出女子荥
阳东门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击之。”

刘邦的汉军和项羽交战时曾出女
军两千人，来迷惑楚军，刘邦才顺利突
围。

而随着儒家思想权威的逐渐确
立，男尊女卑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女
扮男装这种不辨雌雄的做法才开始被
否定。

女扮男装虽不为主流价值观所接
受，但这种现象却时有发生，并逐渐

发展成为了易装文学， 自此古
代文学作品就走上了给追剧
党剧透的一条不归路。

都是女变男，套路数不完

能想到通过女扮男装的方式来达到自
己的某种诉求的女性肯定不是寻常女子。颜
值高又有才华的女子便是第一类想要寻求
变身的对象。明末个性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
人文思潮的高涨使得“女子无才便是德”这
种传统观念被挑战，作家们开始通过在作品
中塑造才貌兼具的女性形象表达对这种观
念的不满。

才女的“才”无外乎两种———诗文之才
或胆识之才。

小说中描写有胆识之才的女性多通过
女性主动追求爱情来表现。比如《玉娇梨》中
的卢梦梨， 卢梦梨见苏友白是多情才子，心
生爱意，便“头戴弱冠”约苏友白到后花园
“托妹自嫁”，如此大胆主动，颇有现代新女
性的风采。

最早塑造女扮男装的女官形象的是明
代徐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之后明末清初
的小说里也有很多女扮男装的女官形象，如
《白圭志》 中的张兰英， 从幼男装，“身为女
子，志胜男儿”。弹词小说《再生缘》里还塑造
了孟丽君这样一个“女宰相”形象。

身负报仇重任的侠女也会选择女扮男
装的方式混入男性社会，《初刻拍案惊奇》中
的谢小娥就是侠女形象的代言人， 作者写
道：“遭遇大难、女扮男身、用尽心机、受尽若
楚、又能报仇、又能守志，一个绝奇的女人，
真是千古罕闻。”

在文学作品里还有一类人热衷于女扮
男装———有商业头脑的女商人。其中一个经
典的女商人形象就是《李秀卿义结黄贞女》
中的黄善聪。黄善聪女扮男装跟随在外出经
商的父亲身边，父亲死后，善聪继续冒充男
子和别人合作经商，表现出了出众的经济头
脑和经营能力。

在古代强调谈婚论嫁必须遵从“父母之
命，媒约之言”，而女扮男装就成了古代女子
追求恋爱自由、自主择婿的“法宝”。当然也
有“一不小心”就被家里包办了婚姻的女性，
为了逃婚只好出此“下策”。

有些女性还渴望能融入社会和获得社
会地位。明清时期，有些女性参加商品生产
获得的收入甚至比男性还多，堪称“劳模”。

在男权社会，“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夫
死从子”的“三从”原则让女性一直作为“父
夫子”的附属品而活着，即使有才华也无处
施展，一些不甘心被埋没的女性便通过女扮
男装的方式寻找施展才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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