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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在深入研究古典文献的基础上，以中国古代明清小说为参
照，多层面、多角度来解读文本，以期对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发展演变给予全面、深刻的
分析与揭示，朝鲜朝汉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力争准确地描绘出五百年间朝鲜朝女性社会生活、精
神面貌与思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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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红梅，1977年9月生，吉林人。
现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教授、高句丽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朝比较文学、朝鲜半岛问题等。
近年来发表中朝古代文学方面的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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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朝鲜《檀君神话》中的女性形象 《檀君神话》是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族源神话之一。
古朝鲜的《檀君神话》初见于13世纪高丽僧一然的《三国遗事》卷一。
到了朝鲜朝时期，李承休的《帝王韵记》、李肯翊的《燃藜室记述》等文献典籍，都对这一神话有不
同程度的记录。
 古时，天神桓因知道庶子桓雄想下凡，于是就选定了三危、太伯两地，并给了桓雄三个“天符印”作
为天上神仙的标志。
桓雄率领了三千人降到太伯山顶（今妙香山）的一株神檀树下，建立了“神市”，自称“桓雄大王”
。
他命“风伯”、“雨师”、“云师”三人管理各种事务，主管农业、疾病、刑罚等三百六十余事。
其时，有一熊一虎同住于一个洞中。
它们来到桓雄大王面前，请求大王把它们变成人。
桓雄大王就给它们一株艾草和二十头蒜，叫它们吃下去，并且告诉它们：“吃了之后要躲藏起来，一
百天之内不能见阳光。
”熊照办了，于是变成了一个女人。
但虎因性急，没满百日就跑出了洞穴，没能变成人。
熊变的女人没有配偶，就在檀树下祈求。
桓雄大王就变化成人与她结合，生下了一子，称檀君，名王俭。
这位檀君就是古朝鲜的开国君王。
 这个神话中的主要人物之一——熊女，作为韩国神话中的女性始祖，在她身上体现了强烈的自我主体
意志，并不惜为此做出任何可能的努力。
她经历了两次变身，由熊变为人，再由人成为母亲，从而达成了自己的愿望。
母熊具有强烈的进取心，决心使自己变为人，是对自己身为动物的否认，也是一种质的变化。
在熊想变成人之时，桓雄指点它在洞穴中修炼一百天，只能吃大蒜与艾草，而且不能见阳光。
久久处于洞穴，意味着置身于黑暗与监禁之中，既不能享受美味，又只能枯坐于地狱般的黑暗之中，
这一切意味着忍受、考验与苦行⋯⋯母熊为使自己从动物提升为人，抑制住自己一切的欲望，与自己
作斗争。
这种受难是她自己的选择，随时可以作罢，但为进入人界，母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持久耐力与忍受
苦痛的意志。
母熊与自己作斗争，在黑暗中修炼，它具有忍受苦难和坚贞不渝的内在力量。
母熊想变为人的过程，不是和对手的较量，而是与自身欲望进行抵抗，是靠自身的耐性与意志使自己
得以升华。
母熊立志变为人的欲望如此强烈，可以说它具有忍受苦难和战胜苦难的人格，同时具有一种精神的力
量和道德的力量。
母熊成为人的价值，在于那寓之于克己的内在力量，在它顽强地进行生命体验的过程中，它实现了自
我价值。
它在黑暗的洞穴中吃艾草与大蒜进行修炼，期盼早日变成人，在洞穴中经受了许多苦痛，不断追求、
实现自身的生命意志，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具有一种悲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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