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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分別就朝鮮前期與後期考察朝鮮時代女訓書的歷史發展及針對女性之視覺教化的

情形，並試圖闡明其意義。從朝鮮前期到中期，乃至於近代初期，「教化」與「鑑戒」的

定型是以圖像表現女性的主要前提之一。教化與鑑戒在將女性形象表現於圖像上發揮關鍵

作用，其緊密的關聯性提醒吾人必須研究視覺圖像在以女性為教化對象時發揮的功能與意

義。朝鮮時代女訓書以及針對女性之視覺教化，在朝鮮初期以王室主導的賢妃與身體犧牲

型烈女形象為主；在此基礎上，朝鮮後期轉向以士大夫為主導，加入更多貼近日常生活的

內容。朝鮮後期將日常生活中必須恪遵的規範，以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屏風形式呈現，

這種視覺教化必須以婚後居住型態普遍由婦處制轉變為夫處制的夫家生活為前提。換言之，

此一現象呈現了朝鮮後期父權家長制高度發展的一個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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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曾以〈朝鮮女訓書的歷史發展與視覺教化意涵〉為題，於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主辦之「性別、圖像、

知識：東亞漢學新路向」國際學術研討會（2019 年 11 月 14 日）上發表。藉由這場會議，得以思考過

去未能關注的圖像與視覺教化問題，在此向召集人毛文芳教授、評論人錢南秀教授與論文代宣讀人林侑

毅教授致上感謝之意。同時感謝兩位匿名論文審查委員給予寶貴的審查意見，然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韓國梨花女子大學博士後研究員，高麗大學漢文學系講師。 
 臺灣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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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文旨在初步考察朝鮮時代女訓書1的歷史發展過程，梳理運用圖像推動視覺教化的資

料，藉此探討其內涵及意義。將圖像或繪畫、屏風等以視覺圖像為媒介興發觀眾情感的圖

像資料，運用在特定目的的教化上，並非朝鮮獨有的特色，而是人類文明共通的悠久傳統。

在朝鮮時代，為了建構「朝鮮」這個國家體系與支撐此一國家體系的家庭制度，必須要求

女性扮演符合期待的角色。因此支配階層致力於女訓書及視覺媒材的建構與普及，以此教

化女性成為符合理想的形象。 

歷來研究多在「烈女圖」或「鑑戒畫」的範疇下，考察朝鮮時代女性圖像的歷史與意

義，然而由於過度偏重圖像本身，導致對當時社會背景或教化意義的論述稍嫌不足。對此，

本文將探討朝鮮時代女性圖像成立的前提，並分別就朝鮮前期與後期，考察朝鮮時代女訓

書的歷史發展及針對女性之視覺教化的情形。闡明此一情形與發展具備之意義，將有助於

深入理解朝鮮時代的女性，亦有助於進一步掌握朝鮮時代父權家長制的歷史性格。此外，

對於至今仍發揮影響力的朝鮮時代儒家父權家長制所建構的女性歧視觀念與慣習，本文亦

可提出克服與解構的依據。2 

二、朝鮮女訓書的歷史發展與視覺教化 

（一）朝鮮時代女性圖像成立的一個前提：教化與鑑戒 

前漢成帝游於後苑，欲與後宮班婕妤（B.C.48(?)-A.D.2(?)）同乘一輦，班婕妤婉言拒

絕，說道：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

 
1 筆者將「女訓書」定義為「以性理學為基礎，系統記錄關於女性主體的定義或行為規範之書籍」，據此

考察朝鮮時代至近代轉換期為止，女訓書的歷史發展及其影響儒家女性規範的形成過程。詳參拙著：《女

訓書의 편찬과 역사적 전개 : 조선시대-근대전환기를 중심으로（女訓書的編纂及歷史發展：以朝鮮時代至

近代轉換期為中心）》（韓國：高麗大學國語國文學博士學位論文，2019）。 
2 Gerda Lerner認為，為父權家長制賦予歷史性，掌握其隨著時代改變的功能與性格，將可作為擊垮這一

體制的有力證據。詳參 Gerda Lerner, The Creation of Partriarc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朝鮮女訓書的歷史發展與視覺教化意涵 51 

之乎？3 

班婕妤這句打消皇帝念頭的諫言，經常做為強調賢內助功能的軼事為人稱頌，然而從視覺

教化的層面來看，可知西元前已開始運用圖像以為鑑戒。此一悠久的歷史淵源，證明圖畫

等視覺圖像具有成效卓著的教化與鑑戒功能，而在朝鮮時代，視覺圖像同樣具有類似的功

能。尤其教化與鑑戒，更是以圖像記錄女性形象的重要前提。 

[1] 編輯古今忠臣孝子烈女之卓然可法者，隨事記載，幷著詩贊，尚慮愚夫愚

婦未易通曉，付以圖形，名曰《三綱行實》，鋟榟廣布。庶幾街童巷婦，皆得易

知，披閱諷誦之間，有所感發，則其於誘掖開導之方，不無小補。4 

[2] 古之畫婦女，蓋以寓監戒，如女圖所載節義之槩，及紂醉踞妲己之類是已。

仇生作女俠圖，未必有此意，要之取舍不純，然亦足以警夫無義氣丈夫矣。東

陽公出示此圖，其畫品絶佳，尤可寶也。崇禎癸酉臘月，南宮外史李植識。5 

[3] 此烈女韓氏，近古任實郡雲巖面虎頭里全州人，李承皓妻也。……金馬郡

石芝公，以描寫鳴一世，今秋偶經此地，聞此事實慨然興感，思欲圖其山水播

于世界，其意之慨慷，豈專以描寫名手云乎哉！將一幅綃畫遺余，余受之感

謝。……今日石芝所圖摹刻廣布，則海內幾多熱血之性，必將有拍案而激烈者。

益為之敍述之揚扢之，並與此圖壽世矣。……辛酉十月中浣漆原尹永哲謹呈。6 

引文[1]為朝鮮前期世宗於 1434 年頒布漢文本《三綱行實圖》時，下頒之教旨。《三綱行實

圖》尤其標榜書題中的「圖」，是一部以圖像為主的教訓書。而《三綱行實圖》中表彰女性

「烈」德的《三綱行實烈女圖》，則刻版印行各種守「烈」女性之形象。正如世宗所言，這

是利用圖像以使愚夫愚婦易於通曉，使街童巷婦皆得易知、感發，可謂典型的性理學教化

論。引文[2]為朝鮮中期漢文四大家之一的澤堂李植（1584-1647），為仇英女俠圖所寫的跋

文。李植以為繪製女性圖像，大多選擇堪為表率或足以戒鑑的女性為題材，寓以「監戒」

 
3 〔東漢〕班固：〈外戚傳下〉，《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

97下。 
4 《世宗實錄》（太白山史庫本），卷 64，世宗 16年，4月 27日條，頁 19。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5 〔朝鮮〕李植：〈仇十洲女俠圖跋〉，《澤堂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韓國文集叢刊》），第

88冊，卷 9，頁 159。 
6 尹永哲：〈烈女韓氏墮巖圖記【附後】〉，《石江實記》。轉引自李斗熙、李忠九翻譯，《石芝蔡龍臣實記》

（首爾：國學資料院，2004），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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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對於仇英以「女俠」為題材的行為，以其取捨不純而有批評之詞。儘管如此，仍肯

定其足以警惕「無義氣丈夫」的鑑戒之意。引文[3]為活躍於朝鮮晚期至日帝強佔期的著名

畫家石芝蔡龍臣（1850-1941）為烈女韓氏繪圖後，尹永哲為此圖所作記文。韓氏為病中丈

夫斷指割股，最終未能救回丈夫，在遵循禮法精心置辦喪禮後，韓氏跳崖身亡。蔡龍臣感

嘆烈婦之事，為其繪圖，尹永哲則以畫家之意慷慨，更勝於高超的繪畫技巧。相較於當代

著名畫家的手藝，尹永哲更關注的是畫家感嘆韓氏夫人烈行而為其作畫的意旨，於是他摹

刻廣布蔡龍臣之圖，以呼應其意旨，並提高實際鑑戒的成效。 

上述紀錄，呈現了朝鮮前期、中期至日帝強佔期的時間長河中，為女性繪製圖像的主

要動機之一，亦即教化與鑑戒。當然，在天平的另一端，也有朝鮮男性支配階層所欣賞的

美人圖與仕女圖。換言之，透過視覺即時激發觀者情感的圖像，在以女性為題材創作時，

能表現與激起兩種極端的情感－－嚴肅的道德情感與浪漫的美學情感，因此不僅是在朝鮮

時代，直至今日圖像仍受到廣泛運用。 

以士大夫為主的朝鮮支配階層男性，將性理學理念視為國家成立基礎，並依此理念製

作「女訓書」以約束女性，系統提出女性具體行為規範。探討這種以教化為目的的女訓書

的歷史發展，以及追求鑑戒成效的女性圖像的具體意涵，將可更全面、更具體地對朝鮮儒

家父權家長制意識所欲塑造的女性形象，提供更多知識資訊。本文在此預期成果下，從朝

鮮初期與後期兩階段考察其具體情況。7 

（二）朝鮮前期：王室主導的賢妃與烈女 

朝鮮前期為鞏固新王朝之根基，必須積極推動各項措施。而在王室內部推行的措施之

一，便是警惕可能對王室安定帶來威脅的女禍，表彰以賢淑行實輔佐國王的賢妃。這不僅

是為了讓繼承王統的王孫了解嬪妃等女性也可能是敗壞國家的危險人物，同時也是為了讓

王室女性們自發以賢妃為典範，約束個人言行。對於一般百姓，則是一代接一代宣揚身體

犧牲型的烈女形象。 

首先，世宗於 1441 下令編纂《明皇誡鑑》。一如其名，《明皇誡鑑》是以明皇唐玄宗與

楊貴妃的典故為鑑戒。 

上命戶曹參判李宣、集賢殿副修撰朴彭年、著作郞李塏等曰：「古人圖唐明皇、

 
7 朝鮮時代的時期劃分，有以壬辰倭亂為基準分為前期與後期，或以掌權勢力為基準分為前期、中期、後

期等見解，不過若以女訓書的發展來區分時期，可以宋時烈的《尤菴先生誡女書》（우암션 계녀셔）

為基準，區分為前期與後期。之所以將《尤菴先生誡女書》視為基準，是因為在《尤菴先生誡女書》之

後，民間開始接連出現士大夫女訓書。此一變化，可謂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例如壬辰倭亂導致物

質世界的變化、物質世界的變化導致價值體系的變化、掌權勢力的傾向影響政策與教化方向等。 



朝鮮女訓書的歷史發展與視覺教化意涵 53 

楊妃之事者頗多，然不過以為戲玩之資耳。予欲採開元、天寶成敗之跡，圖畫

以觀。昔漢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豈非令世主鑑前轍

以自戒耶？明皇號稱英主，而晩年沈於女色，以至於敗，終始之異，未有如此

者也。至若遊月宮見龍女、楊通幽等事，極為誕妄，似不足書也。然朱子於《綱

目》，亦書『帝聞空中神語』，以見明皇好怪之實。凡此等語，亦有國家者之所

宜深戒也，爾等其纂之。」宣等承命撰集，先圖其形，後紀其實，或附以先儒

之論，或係以古今之詩。書旣成，賜名曰《明皇誡鑑》。8 

《明皇誡鑑》今已亡佚，僅能就相關紀錄推測其梗概，而據實錄所載，可知世宗曾親令臣

子纂輯該書，以開元、天寶年間之事為鑑，用以警惕日後掌理國家者。也可知該書最初記

錄了圖像與史實，並收錄了先儒的論贊與詩。參與該書編纂的朴彭年（1417-1456），曾撰

序文如下： 

自古帝王之治亂興衰，莫不由妃后，三代之興，皆有賢妃，其衰也，皆以嬖女。

後世人主，寵女色以召亂者多矣，而唐明皇為尤甚，誠後世之殷鑑也。9 

朴彭年認為王朝的興亡與女性息息相關，並將此理念內化，認為明皇一事乃是前代之事的

延續。該書日後經過重編與諺解，應是欲藉此擴大讀者階層，提高鑑戒的成效。 

進入成宗朝後，跳脫對負面女性形象的警惕，轉而揭示優秀女性的行蹟，並以此為典

範，使女性自發呼應此一體制。在貞熹王后的垂簾聽政結束，成宗宣布親政的成宗 7 年（1467）

年，成宗於冊封中殿（王妃）的翌月（9 月），命人繪製〈賢妃屏〉與〈先明後暗君屏〉。 

命畫工畫周文王后妃、宣王姜后、齊華孟姬、楚樊姬、漢馮昭儀、班婕妤、漢

明德皇后、唐長孫皇后、宋光獻曹皇后、宣仁高皇后可勸事跡及吳王夫差、漢

武帝、晉武帝、唐玄宗、德宗先明後暗事跡于屏風。10 

一個月後，〈明君屏〉、〈先明後暗君屏〉、〈賢妃屏〉三座屏風製作完成，成宗復令文臣為個

別人物賦詩。 

 
8 《世宗實錄》，同註 2，卷 93，世宗 23年 9月 29日條，頁 39。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9 〔朝鮮〕朴彭年：〈明皇誡鑑序〉，《朴先生遺稿》（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韓國文集叢刊》），

第 9冊，頁 175。 
10 《成宗實錄》卷 71（太白山史庫本），成宗 7年 9月 13日條，頁 4。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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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命採明君、先明後暗君、賢妃事跡，畫為三屏，令文臣分題作詩。又命掌

令朴孝元、應教柳洵、進士成聃壽書事跡與詩于其上。至是孝元等書進，賜御

衣各一領，仍饋宣醞。11 

下表為〈賢妃屏〉上繪有相關事蹟，並有漢詩稱頌的人物。 

〈表一〉：〈賢妃屏〉目錄 

人物 題詩者 

周文王后妃圖 李承召 

周宣王姜后圖 朴孝元 

齊孝公夫人圖 李坡 

楚樊姬圖 李承召 

漢元帝馮昭儀圖 朴孝元 

漢成帝班婕妤圖 姜希孟 

漢明帝明德馬皇后圖 盧公弼 

唐太宗文德長孫皇后圖 孫舜孝 

宋仁宗光獻曹皇后圖 朴孝元 

宋英宗宣仁高皇后圖 盧公弼 

 

各人物事蹟如下：周文王妻姒氏受封后妃後，仍勤於織布等女工，為人謙遜，誕下聖

明的武王；姜后向早睡晚起的宣王請罪，將國王貪圖安逸視為己罪，終使宣王振作；齊孝

公夫人孟姬謹守禮節，一次乘搭不合后妃之禮的馬車，即欲自戕；樊姬不欲食肉，欲以勸

諫沉迷狩獵的楚莊王，使其廣納賢才，終成霸主；馮昭儀以肉身阻擋奔向元帝的熊；成帝

后宮班婕妤列舉仁君之道，拒絕乘車同遊，以其智慧化解趙飛燕姐妹的讒言；明德馬皇后

衣著樸素，以養蠶為樂；長孫皇后以其機智化解太宗怒火，使其免於濫用刑罰；曹皇后重

視農事，於宮內種榖養蠶，且動亂爆發時，預見盜賊可能縱火殺人，乃命人提水陪同，最

終救了皇帝一命。這些女性即使在榮華富貴後，仍謙虛守禮，甚至親身拯救國王的性命，

不僅運用機智迎合國王的喜好，又能將政事導向正確的方向。最後一位宋英宗高皇后的事

蹟，值得細讀。 

皇后生神宗，神宗立，尊為皇太后，哲宗嗣位，尊為大皇太后，權同聽政。廷

試舉人，有司請循天聖故事，帝后皆御殿，后止之。又請受冊寶於文德，后曰：

「母后當陽，非國家美事。況天子正衙，豈所當御？就崇政足矣。」力行故事，

抑絶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 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人以為女中堯、

 
11 《成宗實錄》卷 72（太白山史庫本），成宗 7年 10月 21日條，頁 7。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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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12 

高皇后儘管位居垂簾聽政的高位，仍以為母后掌理天下非國家美事，固請辭之，又堅拒給

予外家私恩。高皇后如此事蹟，為〈賢妃屏〉所載，與當時成宗脫離貞熹王后的垂簾聽政，

宣布親政，並且須處處提防外戚等院相的政治情況，有極為密切的關聯。儘管〈賢妃屏〉

日後如何傳衍與為後人所用，目前仍不清楚，不過在中殿冊封之時，國王主導了這項政策，

相信對於建立及傳播符合國家體制的理想女性形象，發揮了一定的影響。 

中宗 6 年（1551），留有製作〈后妃可戒屏風〉的紀錄13；英祖 3 年（1727），也有國

王接受臣子建議，將賢妃屏風用於教育世子的紀錄14，可知在朝鮮王室內，製作〈后妃可

戒屏風〉的習慣代代延續。 

直接參與國家經營的最高層級士大夫，也投身國王主導推動的這些措施。不難預見，

將王朝興亡與賢妃直接聯結的此一女性觀，將會經由士大夫走向王室外，逐漸擴張其影響

力至家庭興亡與婦女的關係。朝鮮初期的這些措施，雖然尚非女訓書真正編纂的開始，不

過仍可窺見朝鮮王朝接受當時東亞流傳的女性意識，用以控制「危險女性（惡女）」與利用

「賢良女性（賢妃）」的機制的形成。 

此外，由於朝鮮王朝標榜性理學國家理念的統治體制，必須建立在以三綱為基礎的家

庭倫理，以及由此擴張形成的國家倫理之上，因此建構一套能引導百姓自發地服從的倫理

意識，自然是極為重要的課題。世宗 16 年（1434）以來持續刊行普及的《行實圖》類教化

書，顯示了培植百姓的倫理意識，對於國家的維繫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行實圖》類教化書

揭示了男女共通的「孝」德、男性的「忠」德、女性的「烈」德，而這類教化書中的「烈

女」篇，可以說是奠基於儒家宗法父權家長制的朝鮮王朝，在國家成立初期為確立與傳播

符合體制的女性規範，所建構的「性別機制（gender-sexuality apparatus）」15。朝鮮時代期

間完成編纂與刊行的《行實圖》類女訓書如下。 

 

 

 
12 《成宗實錄》卷 72（太白山史庫本），成宗 7年 10月 21日條，頁 7。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13 《中宗實錄》卷 14（太白山史庫本），中宗 6年 11月 25日條，頁 48。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命造進

后妃可戒屏風十幅，因出帝王可戒屏風曰：『此屏只八幅。加補二幅而進。』」 
14 《英祖實錄》卷 13（太白山史庫本），英祖 3 年 10 月 13 日條，頁 34。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乙未/

說書李周鎮上疏，論教導春宮之道曰：『服御、器皿，無或過侈；帷帳、屏壁，無事藻綵。必擇古儲貳

敬孝之方及賢妃貞順之行，施諸繪畫，列于屏障，俾為朝夕觀省之資。』又請勿拘講規，召入宮僚，

討論講確，又請講筵，例在巳時，而冬節朝寒，宜選定於午初。上嘉納，時刻許令退定。」 
15 此為 Kojeong Gaphee（고정갑희）提出的概念。指實現性位階、性壓抑結構的機制，亦是於生產或再生

產女性/男性主體時運用的機制。詳參Kojeong Gaphee：〈성장치와 여성주의 문화론-구분하기, 가로 지르지, 

바꾸어 내기（性機制與女性主義文化論：劃分、橫切、置換）〉，《女/性理論（여/성이론）》2（首爾：여

이연出版社，2000），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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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行實圖》類女訓書的編纂及刊行 

書名 編纂/刊行年度 特徵 

《三綱行實烈女圖》 1434(世宗 26年) 
漢文本；收錄 110 人(中國 95 人、百濟 1 人、高麗 9

人、朝鮮 5人) ；頒布 2-300帙。 

《三綱行實烈女圖》 1481(成宗 12年) 諺解本；僅〈烈女圖〉諺解頒布。 

《(選定)三綱行實烈女圖》16 1490(成宗 21年) 
諺解本；選定 35人並縮減內容(中國 29人、百濟 1人、

高麗 2人、朝鮮 3人)。 

《三綱行實烈女圖》 1511(中宗 6年) 頒布《選定三綱行實圖》 2,940帙。 

《續三綱行實烈女圖》 1514(中宗 9年) 諺解本；收錄 28人(明 8人、朝鮮 20人)。 

《三綱行實烈女圖》重刊 1554(明宗 9年)  

《三綱行實烈女圖》重刊 1606(宣宗 39年)  

《東國新續三綱行實烈女圖》 1617(光海君9年) 
收錄 717人(百濟 1人、新羅 1人、高麗 24人、朝鮮

691人)。 

《三綱行實烈女圖》重刊 1689(肅宗 6年)  

《三綱行實圖、烈女》重刊 1707(肅宗 33年)  

《三綱行實烈女圖》重刊 1729(英祖 5年)  

《五倫行實烈女圖》 1797(正祖 21年) 
圖像為木版，漢文為金屬活字(整理字)，諺文為木活

字。插圖重新繪製後刻版。17 

《五倫行實烈女圖》改刊 1869(哲宗 10年)  

 

初刊漢文本《三綱行實圖》烈女篇的編纂方式，依循明代解縉於 1403 年編纂的《古今

列女傳》。亦即採用身分、國家的分類形式，蒐羅 10 名虞、周、漢、唐、宋、明朝皇妃的

行蹟，續以 5 名周朝諸侯妃子的行蹟，其餘身分女性依國家、時代順序排列。據前人研究，

初刊本《三綱行實圖》烈女篇的內容，引用自《古今列女傳》與《後漢書》等中國斷代史

的「列女傳」，不過就具體引用情況來看，雖以斷代史為主，不過無法從斷代史中取得資料

時，則引用《古今列女圖》。18初刊本《三綱行實圖》的引用文獻與烈女類型，製表如〈附

錄一〉。 

從〈附錄一〉可知，首先，《三綱行實圖》烈女篇是由兩大文獻來源所構成，一是偏重

《古列女傳》中「母儀」與「貞順」而重構19的《古今列女傳》，二是斷代史中的「列女傳」。

 
16 「選定」是玉泳晸用以替代既有「刪定本」或「再編本」之用語。正如參與編纂作業的臣子所言，149

0年完成的《三綱行實圖》內容已相當簡略，難以刪減，因此內容上沒有變動，僅從各編 110人中選定

35人，稱以「選定」應是較為恰當的。玉泳晸：〈『삼강행실도』 판본의 간행과 유통（《三綱行實圖》

版本的刊行與流通）〉，《조선시대 책의 문화사（朝鮮時代書籍文化史）》（首爾：휴머니스트出版，2008），

頁 41。1490年以後的《三綱行實圖》，皆為選定本《三綱行實圖》。 
17 據傳朝鮮後期的知名風俗畫家金弘道曾參與。整體畫風與金弘道畫風相似，即使金弘道沒有獨立完成所

有圖畫，曾經參與的事實應是肯定的。 
18 姜明官：《열녀의 탄생（烈女的誕生）》（坡州：돌베개出版，2009），頁 131。 
19 母儀傳為 85.7%，貞順傳為 86.7%，引用比例皆相當高（姜明官，上揭書，頁 136）。由此可見明代編纂

的《古今列女傳》，試圖在《古列女傳》等文獻中的諸多女性形象中，選擇「母親」與「烈女」來建構

女性的主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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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烈女的類型來看，守貞殉死者約占 70%（74 人）；年少寡婦殉節者約占 11%（14 人）；

拒絕娘家改嫁要求，守在丈夫病榻旁者有 1 人，共有 82%的女性不惜毀壞身體或赴死以實

踐烈行。此外，《三綱行實圖》在引用中國斷代史列女傳的過程中，排除了具有學問見識或

文學能力、智慧與判斷能力的女性，也幾乎排除了未出嫁而守貞的女子。20換言之，《三綱

行實圖》烈女篇的編纂者選擇性地取用歷史上各類女性的行蹟，重新加以編排，以突出、

強化特定的形象，亦即作為「妻子」的女性，對社會唯一認可的性對象丈夫的守貞，或為

了維護其家門而犧牲部分身體或全部身體（赴死）的「烈女」形象。《三綱行實圖》所呈現

的，便是這些女性形象接連出現於古代理想世界的三代乃至於當代的明朝或朝鮮時代的事

實，藉以證明不變的真理自古至今皆然。 

發生在戰爭中或接近戰爭的動亂中的烈行占 53 篇，幾乎接近一半，這代表即使在非日

常的極端情況中，女性也藉由烈行貫徹貞節。戰爭之外最常見的情況，為丈夫死亡後的守

貞，共有 27 篇。兩者合計 80 篇，占全體的 73%。除此之外，亦有丈夫遭貶或臥病在床，

或因火災、猛虎襲擊等原因處於死亡威脅中，或遭受仇人、強盜的死亡威脅，或身陷囹圄

的情況。換言之，《三綱行實圖》烈女篇所設定的情況，可以歸納為唯一性對象的不在場，

如戰爭、丈夫的死亡、丈夫的不在場危機等。在此情況下，處於即將失去貞節的女性高呼

「一醮不改」、「一夫從死」，藉由犧牲身體的部分或全部以守護貞節。21在篇幅極短的敘事

中，這些實踐烈行的女性被描寫為毫不遲疑地、自發地守貞，她們在積極抵抗的過程中的

悲慘遭遇，成為加強刻劃的部分。從這點看來，《三綱行實圖》烈女篇展現了其作為性別機

制的性格，企圖將強烈的教訓意義深植人心，並使女性自發實踐。可以說從朝鮮後期至近

代轉換期之間不斷出現的許多烈女，便是此一性別機制成效的展現。而在成宗朝，為提高

此性別機制成效所建立的制度基礎趨於成熟。 

傳旨禮曹曰：「國家興亡，由於風俗淳薄，而正風俗，必自正家始。古稱東方貞

信不淫，近者士族婦女，或有失行者，予甚慮焉。其印諺文《三綱行實列女圖》

若干帙，頒賜京中五部及諸道，使村婦巷女，皆得講習，庶幾移風易俗。」22 

由成宗 12 年（1481）的傳旨可知，過去僅以漢文流通的《三綱行實圖》，終於進行諺解並

開始普及。《三綱行實圖》的諺解，使後代一般百姓或女性不必再借用富有學識的長輩或親

屬的口授，而能夠直接閱讀書籍，將之內化。在《三綱行實圖》中，成宗優先諺解、頒布

〈烈女圖〉的原因，據傳是因為於于同醜聞引發朝廷對於女性性倫理的危機意識，而在經

 
20 詳參姜明官：同前註，頁 144-151。 
21 以上對《三綱行實圖》烈女篇情況的分析，詳參姜明官：同前註，頁 152-180。 
22 《成宗實錄》卷 127（太白山史庫本），成宗 12年 3月 24日條，頁 7。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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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漫長的爭論後，於于同最終於成宗 11 年被處以絞刑。23 

「臣等參商，京中則非但宗宰閥閱之家，雖門地寒微者，皆閤族聚居，可令家

長，各自教誨。外方則散居僻巷，或無親戚，難以訓誨，宜擇村老有名望者，

遍行閭里。令家長或女奴，傳傳開諭，俾皆通曉，因此開悟，節行卓異者，特

加旌異，其任教誨者，幷論賞。」從之。24 

禮曹對成宗傳旨的回覆相當具體，不僅考慮到京鄉差異而提出《三綱行實圖》的普及方法，

也增加對節行卓異者的獎勵，並同樣獎賞負責教誨者，促使位居家庭或地區共同體中領導

地位者，更加積極傳播《三綱行實圖》的教訓。最後，在 1458 年修訂增補完成的《經國大

典‧禮典》「奬勸」條中，《三綱行實圖》得以隨法令傳播普及。 

《三綱行實》，飜以諺文，令京外士族家長、父老，或其教授、訓導等，教誨婦

女、小子，使之曉解，若能通大義，有操行卓異者，京漢城府，外觀察使，啓

聞行賞。25 

成宗不僅奠定了《三綱行實圖》得以傳播的法律基礎，也揀選《三綱行實圖》的部分內容，

製作內容較為簡略的選定本，藉此提高教訓的集中效力與流通的便利。《（選定）三綱行實

圖》的製作，始於成宗 20 年（1489）京畿觀察使朴崇質（1435-1507）的提議。 

臣近年遭喪在鄕，見愚民與父母相詰者有之，兄弟不和者有之，不宜盛時有此

風俗也。世宗朝以《三綱行實》頒諸中外，使人興起善心。然官府尚未有此書，

況民間乎？臣意以為《三綱行實》之書，圖形於前，記實於後，若教之以此，

則風俗可變，人心可改。但此書汗漫，愚民未易編覽。其中擇節行特異者，抄

略刊印，頒諸村野，使閭閻小氓，無不周知，庶有補於風化矣。26 

 
23 於于同（一名於乙宇同，？-1480）事件為當時深受關注的事件，事件始末甚至被詳細記錄於朝鮮王朝

官方文書《朝鮮王朝實錄》中。時王室宗親夫人於于同與朝廷官吏及其他宗親、年輕儒生有染，牽涉

此事的男性遭到流放或貶職等懲罰。於于同亦不能倖免，義禁府向多位大臣詢問意見，眾人一致認為

流放遠處較為恰當。然而成宗為端正朝鮮社會的風俗與綱紀，下令處以極刑，於于同在事件發生後的

三個月，即 1480年 10月 18日被處以絞刑。 
24 《成宗實錄》卷 128（太白山史庫本），成宗 12年 4月 21日條，頁 11。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25 《經國大典》卷 3（首爾：亞細亞文化社，1983，影印奎章閣韓國學研究院藏本），〈禮典〉，奬勸。 
26 《成宗實錄》卷 229（太白山史庫本），成宗 20年 6月 1日條，頁 1。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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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朴崇質所言觀之，可知當時《三綱行實圖》不僅未見於民間，在官府中也不易見得。欲

藉由《三綱行實圖》導正風俗、教化人心，當務之急自然是普及書籍，朴崇質乃提議選粹

節行特異者。於是在同月 18 日，從各篇 110 人中分別選出 35 人，完成共計 105 人的初稿。

27由於只有選定而未刪減或縮減原本內容，因此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完成初稿。最後在

成宗 21 年（1490）下達頒布命令，京城五部與八道郡縣加快了《三綱行實圖》普及的速度。

28 

在《（選定）三綱行實圖》烈女篇的選定過程中產生的變化，可以「列女→烈女」總結

之。製作初刊漢文本《三綱行實圖》時，在揀選斷代史列女傳的過程中，已出現類似的變

化過程，而《（選定）三綱行實圖》在選定過程中，又再次出現聚焦「烈女」的轉變情形。

《（選定）三綱行實圖》烈女篇首先刪除諸侯妃子，僅留下 1 人，展現出針對一般女性進行

教化的態度。此外，也排除了大部分將子女培養成才的母親或未婚守貞而死的女子，聚焦

於作為「妻子」的死亡或以毀壞身體成全烈行的人物。29 

那麼，《三綱行實烈女圖》版畫的圖像特徵為何？ 

凡有關於名教者，無不講究商確，著為彝典。所以化民於躬行心得之餘者，旣

極其至，猶慮興起之方，有所未盡，乃為此書，廣布民間，使無賢愚貴賤孩童

婦女，皆有以樂觀而習聞。披玩其圖，以想形容；諷詠其詩，以體情性。莫不

歆羡嘆慕，勸勉激勵，以感發其同然之善心，而盡其職分之當為矣。30 

然而見貞良高潔之人，則忻慕致敬，舉手加額，願為之執鞭焉；見苟賤汚穢之

人，則唾罵不足，攘袂扼腕，至欲手刃其頸也。是則人心之同然，而天理之不

泯也。何况親見其形容，咏嘆其事乎？其感之也必深矣，其興起也必速矣。31 

該書帶有強烈的教化目的，因此從最初編纂階段開始，便有意透過視覺刺激快速達到「感

 
27 《成宗實錄》卷 229（太白山史庫本），成宗 20年 6月 18日條，頁 16。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命侍講

院輔德許琛、吏曹正郞鄭錫堅刪定《三綱行實》。琛等啓曰：『臣等於《三綱行實》內，擇人所易曉可

以觀感者，各得三十五，摠一百五人，其所記事，實皆簡約，無可刪之辭。且祖宗已成之書，似不宜

增損。校書館所藏《三綱行實》板本，以一人之事，各為一張，今所抄一百五人，稟旨取捨，用舊本

印出，粧為一冊，廣布何如？』傳曰：『可。』」 
28 《成宗實錄》卷 239（太白山史庫本），成宗 21年 4月 1日條，頁 1。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命頒賜

三綱行實于京城五部及八道郡縣，令愚夫愚婦，無不周知。」 
29 詳參李惠順：〈열녀상의 전통과 변모-『三綱行實圖』에서 조선후기 「열녀전」까지（烈女形象的傳

統與變貌－－從《三綱行實圖》到朝鮮後期的〈烈女傳〉）〉，《震壇學報》第 85期（1998），頁 163。 
30 〔朝鮮〕權採：〈三綱行實圖序〉，《三綱行實圖》（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1972，影印世宗朝初刊

本）。 
31 〔朝鮮〕鄭招：〈三綱行實跋〉，《三綱行實圖》（首爾：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1972，影印世宗朝初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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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伯姬逮火 〔圖二〕林氏斷足 

發」的效果。 

傳曰，若不圖畫，則似難易知，畫師工拙何關，更議以定。32 

《東國新續三綱行實撰集廳儀軌》一書記錄了《東國新續三綱行實圖》的編纂過程，其中

收錄的光海君傳旨，更明確指出圖像存在的理由。圖像的存在，是為了便於百姓理解倫理

教化，與畫師手藝的優劣影響的圖畫優美程度無關。 

據前人研究指出，《三綱行實烈女圖》的

版畫與明代盛行的說唱詞話的插圖高度相似。

33在畫面配置上，於每個主題前放入圖像，隔

頁書寫贊文與詩的初刊漢文本《三綱行實圖》，

其版畫形式成為日後所有《行實圖》類書籍的

原型。版畫右上方寫有四字標題，前兩字為主

角姓名、稱謂，後兩字為烈行內容，其下小字

標示國籍。（〔圖一〕伯姬逮火34）整幅版畫呈

現贊文的內容，少則一個場景，多則八個場景，

利用建築與山水、雲朵等元素自然劃分各個場

景。在《三綱行實烈女圖》中，殘酷無情地呈

現守貞就烈的女性不惜毀壞身體的痛苦。（〔圖二〕）尤其在壬辰倭亂結束後，朝鮮王室欲藉

由強化被支配階層的倫理意識來整頓社會的混亂，突破因無能而引發戰爭的體制與危機，

《東國新續三綱行實烈女圖》的完成便反映了此一意圖。然而在《東國新續三綱行實烈女

圖》中，儘管烈行殘忍的程度大幅提高，女性的表情卻依然漠然。（〔圖三〕、〔圖四〕）35這

些形象的反覆再現，使讀者逐漸對女性的痛苦感到麻木，並灌輸了女性的身體本就如此，

或者必須如此的觀念。 

 

 

 

 

 
32 首爾大學奎章閣編：《東國新續三綱行實撰集廳儀軌》，收入《奎章閣資料叢書》儀軌篇（首爾：首爾大

學奎章閣，2002），光海君 7年（1615）。 
33 高蓮姬：〈조선시대 烈女圖 고찰（朝鮮時代烈女圖考察）〉，《조선시대의 열녀 담론（朝鮮時代烈女談

論）》（首爾：월인出版，2002），頁 281。 
34 圖片由「世宗諺文古典數據庫」（세종한글고전데이터베이스，http://db.sejongkorea.org/）下載。 
35 為躲避劫掠而遭割乳房；欲自盡而遭切去下身。 



朝鮮女訓書的歷史發展與視覺教化意涵 61 

 

 

 

 

 

 

 

 

 

 

 

 

 

 

（三）朝鮮後期：士大夫為主的日常教化 

經過建國初期階段，進入國家體制一定程度趨於穩定的中宗朝後，對於規範女性日常

的書籍開始提出需要。 

「然《三綱行實》所載，率皆遭變故艱危之際，孤特激越之行，非日用動靜常

行之道，固不可人人而責之。《小學》之書，廼切於日用，而閭巷庶民及婦人之

目不知書者，難以讀習矣。乞於群書內最切日用者，如《小學》、如《列女傳》、

如《女誡》、《女則》之類，譯以諺字，仍令印頒中外。俾上自宮掖，以及朝廷

卿士之家，下達于委巷小民，無不周知而講習之，使一國之家皆正，則乖氣熄、

天和應，而人人有親上、死長之用矣。然又有本焉，其教之之則，實在聖上躬

行心得之餘。伏惟聖上，潛心焉。」傳于政院曰：「弘文館所啓之意至當，其令

該曹，磨鍊施行。」36 

中宗 12 年（1571）由弘文館上奏的啟文中，明確指出《三綱行實圖》本身的侷限。尤其以

女性為對象的《三綱行實烈女圖》，更是設定於戰爭或動亂等非日常的情況，藉由羅列出無

 
36 《中宗實錄》卷 28（太白山史庫本），中宗 12年 6月 27日條，頁 21。朝鮮王朝實錄電子版。 

〔圖三〕《東國新續三綱行實烈女圖》

〈金氏割乳〉 

〔圖四〕《東國新續三綱行實烈女圖》

〈末叱常自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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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的前例，證明即使在極端的情況中也必須義無反顧守貞，然而這並非日常生活中通用的

準則。當時居於弘文館的士林派勢力，要求翻譯並頒布《小學》與女性專用的《列女傳》、

《女誡》、《女則》，用以作為規範日常生活的教化書。於是在中宗 13 年（1518），《小學》

翻譯完成；1508 年（明武宗朝）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撰寫的《女訓》，由崔世珍（1468-1542）

完成諺解（1532）；《古列女傳》也諺解刊行（1544）。這些舉措，目的在於「俾上自宮掖，

以及朝廷卿士之家，下達于委巷小民，無不周知而講習之，使一國之家皆正」。 

此外，在朝鮮後期士大夫女訓書作為性別機制登場之前，朝鮮前期家訓類、齊家書類

書籍中提及的女訓或規範家中女性的方法，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性意識表現在何種內容之

上。 

婦人，配君子而主內治，家道之興廢由之，世人知教男，而不知教女，惑也。

○婦人貞靜自守，柔順事人，專心內政，不與外事。○上事舅姑，非誠敬，無以

盡其孝，下接婢使，非慈惠，無以得其心。誠敬以事上，慈惠以接下，然後夫

婦之際，情義無間矣。○凡於女工，亦當致已，若不勤，不足以率下。○夫者，

所仰以終身，禍福共之。如有非宜，當因事善規，儆戒相成，期於無咎。然不

可強之，強之則失恩。○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易至狎暱。狎暱之心一生，敬

謹之意必弛，於是驕妬放恣，無所不至。夫婦乖張，實由於斯，可不慎哉！○

女子從人，所與處者，非有骨肉之恩，言語往復，多生疑阻，遂成嫌隙。故古

之賢婦，謙恭柔順，含垢匿瑕，推誠相與，使上下相安，身享諸福，以永終譽。

37 

申叔舟作於 1468 年的〈教女〉，可謂家訓類女訓的濫觴。《家訓》由〈操心第一〉、〈謹身第

二〉、〈勤學第三〉、〈居家第四〉、〈居官第五〉、〈教女第六〉組成，〈教女〉列於末篇。〈教

女〉第一條的「婦人貞靜自守，柔順事人，專心內政，不與外事」，可謂總結性理學的女性

意識，涵蓋其整體內容，並與朝鮮後期士大夫女訓書的基調一致。亦即要求女性徹底區分

內外，使其熟諳不與外事且專心內政的女性本分、對他人溫順的態度、誠心誠意從事家務

的功能。再者如尊敬舅姑、服侍丈夫、與夫家和睦相處（上述為「態度」）；勤於女工、待

婢慈惠（上述為「功能」），皆是一名女性在性理學社會中，想要被認可作為君子（規範女

性者）的夫人、作為影響家庭興亡之角色的價值，所必須具備的所有品德。〈教女〉將夫婦

之間的愛情與義理置於上述品德的核心中，設定丈夫成為女性必須終生侍奉的對象，妻子

成為完全從屬於丈夫的女性，要求女性不失丈夫之恩，並終生謹守不過於狎暱的道理，為

 
37 〔朝鮮〕申叔舟：〈家訓．教女第六〉，《保閑齋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1，《韓國文集叢刊》），

第 10冊，卷 13，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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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和睦奉獻。 

在朝鮮前期家訓、齊家書類書籍中與女性相關的內容中，尚

有另一種傾向，即對夫婦倫理的關注，其中最具體的案例，莫過

於 1584 年由權好文（1532-1587）撰寫的〈家箴〉。權好文以「箴」

體處理齊家的諸多問題，他首先於卷首附上〈內外有別之圖〉，以

圖示呈現建立家庭規範時最基本的內外分別，再以〈夫婦伉儷〉、

〈夫婦之道〉分別談論夫婦問題。38在約束女性日常生活行為的

各種規範正式出現之前，權好文試圖採用分割物理空間的方式強

調男女有別的嚴格原則，以防範男女間的不當接觸於未然。 

士大夫女訓書是指主要由民間兩班士大夫作家針對家中女性

所製作的女訓書，與國家製作的女訓書不同。進入朝鮮後期，以八松尹煌（1572-1639）的

《訓婦錄》與尤菴宋時烈（1607-1689）的《尤菴先生誡女書》（우암션 계녀셔）（以下稱

《尤菴誡女書》）為始，士大夫女訓書開始正式登場，而女性婚後居住形式由婦處制（婚後

男性居住於女性家中）轉變為夫處制（婚後女性居住於男性家中），正式進入夫家生活，是

士大夫女訓書登場的一大前提。前人研究考察朝鮮家庭制度走向宗法父權家長制的過程，

大抵同意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奠定韓國父權家長制歷史性格的各種要素已經成形，而夫家

生活的正式開始與據此撰寫的士大夫女訓書，可以說也脫離不了這個大的歷史脈絡。 

對於自詡為性理學理想國守護者的兩班知識階層而言，「家」作為構成國家最基本的單

位，是必須優先整頓的對象，而女性不僅居住於象徵國家基本單位的「家」中，更是組成

與維持家庭的核心。女性在正式進入夫家生活後，男性獲得了實質管理、監督家中女性的

權力。這種環境的變化，使女性分化為嫁入他人家中，必須守護原生家庭名譽的「女兒」，

以及嫁入夫家，肩負繁榮夫家之責的「妻子」與「媳婦」，因此具體貼近女性這種真實生活

形象的女訓書，便得以在此脈絡下進入製作與普及。 

從時代分期來看，相較於朝鮮前期，朝鮮後期自然在各方面留下較多的文獻數量，不

過就女訓書而言，朝鮮後期出現的女訓書占有壓倒性的比重，其主要原因為婦處制向夫處

制的變化，亦即夫家生活的開始。只不過在制度方面，夫家生活並未在整個朝鮮半島均衡

普及。進入朝鮮後期，奠基於宗法之上的家族制度日益成熟，父權家長性亦獲得強化，因

此就朝鮮後期社會史的發展來看，女子婚後生活由娘家轉往夫家的趨勢較朝鮮前期更為顯

著。士大夫女訓書的開展，乃是受到這種發展趨勢的影響，同時也積極介入此一趨勢的強

化。 

那麼，士大夫女訓書如何規範女性，其成效與內容具體如何？ 

 
38 其餘為〈父子之道〉、〈兄弟之道〉、〈使奴婢〉、〈奉祭祀〉、〈睦族隣〉。 

〈內外有別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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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之勤不勤，而其所繫家道之興喪如此，可不懼哉。39 

不教男子，亡吾家，不教女子，亡人家。40 

女子之善惡，夫家之興亡繫焉，本家之榮辱由焉。一身而兩家所關係，可不慎

乎？41 

噫！人家盛衰未嘗不由於婦人之賢不肖。42 

由上述論點的持續出現可知，女訓書將女性定義為左右一家興亡盛衰的角色，並且也是完

全從屬於丈夫的角色。雖然此論點可上溯至三從之德的古老觀念，不過朝鮮後期士大夫女

訓書的製作，目的在於引導女性負起媳婦職責，因此積極強調婚後女性與男性之間的關係。 

[1] 여자가 평생 우러러야 할 것은 지아비이니, 지아비 섬기는 뜻을 

어기지 않는 것 밖에 없다. 지아비가 대단히 그른 일을 하여 세상에 

용납되지 못할 일이 아니라면 그 뜻을 한 가지라도 미진한 것이 없게 

하여 하자는 대로 하고, 한마디 말, 한 가지 일이라도 어기지 말라.43 

[2] 婦人平生榮辱休戚，只係於其夫之賢不肖。……一舉足而不敢忘其夫，一

出言而不敢忘其夫，夙夜敬恭，惟或遺家長之羞是懼。使其夫為賢丈夫，而使

其 身 為 賢 婦 人 ， 則 斯 可 謂 能 婦 矣 ， 斯 可 謂 盡 婦 道 矣 。

凡為人婦者，可不以是為法哉？44 

[3] 군자는 하늘이요 부인은 땅이라. 하늘에서 우레를 내리면 땅의 초목이 

 
39 〔朝鮮〕韓元震：〈韓氏婦訓．幹家務章第八〉，《南塘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韓國文集

叢刊》），第 201冊，卷 26，頁 35。 
40 〔朝鮮〕李德懋：〈士小節．婦儀〉，《青莊館全書》，（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5，《韓國文集叢刊》），

第 257冊，卷 27，頁 513。 
41 〔朝鮮〕朴胤源：〈家訓‧女誡〉，《近齋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韓國文集叢刊》），第 250

冊，卷 23，頁 450。 

42 〔朝鮮〕盧相稷：〈女士須知序〉，《女士須知》（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抄本）。 

43 〔朝鮮〕宋時烈：〈지아비셤기 도리라〉，《尤菴誡女書》，《송우암선생계녀서 : 尤菴先生略傳 

및 事蹟（宋尤菴先生誡女書：尤菴先生略傳及事蹟）》（首爾：齊文堂，1978年）。（譯者註：引文

為古諺文的現代韓語譯文。） 
44 〔朝鮮〕韓元震：〈韓氏婦訓‧幹家務章第八〉，《南塘集》，收入《韓國文集叢刊》，第 201冊（首爾：民

族文化推進會，2001，《韓國文集叢刊》），卷 26，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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죽나니, 부인의 평생고락이 군자에게 달렸으니, 군자는 부인의 하늘이라. 

어찌 공경치 아니리요.45 

[4] 집안의 모든 일을 가장의 명령으로 할 것이니, 부녀의 소견이 아무리 

통달하여도 못난 가장만 같지 못하니 암탉이 새벽에 울면 재앙이 

오느니라. ……세상을 보니, 부인이 가장에게 순종하지 아니한 이와 

자기가 안다고 하고 성품이 거세던 이는 백세 동안 불행하고, 그 집에 

우환과 갈등이 떠날 때 없고, 자손이 번성치 아니하고, 부부가 해로하는 

이 드물고, 팔자가 길하지 아니하니라.46 

引文[1]的《尤菴誡女書》，將丈夫設定為女子一生必須仰望的對象，而唯一的服侍方法便

是不違背丈夫的心意。只要不是天大的錯誤、不見容於這個世界的錯誤，丈夫的一言一行

都不得違背，此言可謂是為了完全壓抑女性的主體性。引文[2]的《韓氏婦訓》同樣闡揚女

性從屬於男性的地位，在此情況下，女性只須恭敬丈夫，憂慮每件事是否會令夫婦雙方父

母蒙羞，而這些努力最終都將顯示其善盡婦人之責。 

引文[3]與[4]也提出相似的主張。引文[3]以類比陰陽論的男女關係為基礎，主張妻子對

丈夫的服從無異於自然法則。引文[4]批評女性再怎麼擁有透徹的見識，也不如愚笨的一家

之主，而不肯順從一家之主的婦女，最終事事都將遭遇不幸，由此強調從屬者順從的重要

性。 

要言之，士大夫女訓書所定義的女性，是左右一家興亡盛衰的功能性角色，就本體而

言，則是全然從屬於丈夫的角色。對於女性的這種定義，自然反應在女訓書的編排與內容

上。 

各種士大夫女訓書的編排不盡相同，不過其內容大致可劃分為「功能」與「態度」。女

性作為左右一家興亡盛衰的角色，不僅負責基本的家務，也被要求負起整個家庭經營的所

有「功能」，如服侍公婆與丈夫基本生活的「衣食」、「子女教育」、「使喚奴婢」、「勤儉節約

的生活」，甚至代表朝鮮後期士大夫家庭階級慣例的「奉祭祀、接賓客」，也都屬於此一「功

能」。至於作為完全從屬於丈夫的女性，則被要求表現出與此本體相應的態度。如前所述，

 
45 趙焌：〈경군자제이편〉，《녀계약언》。轉引自成炳禧編著：《民間誡女書》（首爾：螢雪出版社，1980），

頁 76。成炳禧編著之《民間誡女書》，是一部將士大夫家門內以諺文抄寫流傳下的《내정편》（《병곡션

죠내정편》）、《여자초학》、《녀계약언》及作者不詳的《규범》與《여자계행편》等書，轉譯為現

代韓語之資料集。本文使用之《병곡션죠내정편》、《 》、《녀계약언》，皆轉引自該書。 
46 金宗壽：《 》（轉引自成炳禧：同前註，頁 36）。另參 Kim, Han Byul（김한별），〈국어사 자료

로서의 『녀자초학』연구（國語史資料《女子初學》研究）〉，《우리말글（我們語文）》73（2017）一

文收錄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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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唯一的「順從」屬於同一脈絡，且「順從」對象從直接從屬的丈夫，向外擴張至公、

婆、叔、姑、親戚等夫家成員，女性的言談及各種行為舉止，也都受順從的品德所規範。 

隨著遵循《朱子家禮》舉行的親迎禮日漸普及，以及親迎禮後展開的夫家生活的普遍

化，朝鮮後期與日後女性的生命受到了極大影響，而這種變化也引發士大夫試圖從理念上

與實質上探討性別關係的各種論述。總結上述論述的士大夫女訓書，其歷史發展也呈現出

韓國儒家女性觀的形成過程與面貌，並且此一觀念至今仍發揮影響力。 

那麼，在士大夫藉由女訓書真正推動日常教化的朝鮮後期，其視覺教化又是何種面貌？

在難以獲得國家實質幫助的民間，要在女訓書中置入圖像並非易事。然而圖像的教化與鑑

戒效果仍不可忽視，因此在嫁女兒或迎媳婦時，便以製作屏風的方式進行視覺教化。透過

在每日生活的空間中持續觀看的行為，應可有效內化於女性的意識中。 

[1] 吾家四世宗，而猶子載健，實尸其祀，娶婦於商山金氏某之門。其家不甚

貧，然資裝之具，不侈而朴。新婦之歸，于今有年所，而虔執箕箒，夙夜無違，

雍穆之儀，幽閑之德，有非世間庸碌婦女比。余固知其資性之美自其天分，而

亦意其家庭之訓有以薰成之者深。然人家閨闥內懿美之蘊，有未易可測知者矣。

今見其嫁女時所貽烈女屏者，盖取古昔賢媛喆婦之事可效而可師者，模寫以為

八幅畫，自夫袵席之戒甘膬之養，至於訓子孫別內外之道，燦然具備。而女子

之䟽節，要不外是焉，其用意勤矣。47 

[2] 就小學立教明倫等篇，採其最切於婦道者，畧加節刪，添入班昭女誡婦行

一章，末乃三引詩而結之，凡八條。使宗慶48，各書于屏之八疊，閨壼之範，

於是大畧備矣。為簪珥者，能常目而體行，則庶幾乎古之碩媛矣。宗慶其以是

勖勉於賓待之際可也。49 

上述引文證明了朝鮮後期女性出嫁時，娘家或夫家有為其製作屏風的慣例。引文[1]為趙顯

命（1690-1752）為其姪媳過門時帶來的列女屏所作之序文。其姪為第四代從孫，繼承宗族

正統，負祭祀之責，因此得到家族對其作為家族核心的期待與關注，而嫁為宗婦的姪媳，

也得到同等期待與關注。趙顯命提及姪婦的婦德，指出屏風上描繪的內容也不脫女子的節

操，稱讚其娘家的家庭教育。引文[2]為朴胤源（1734-1799）為過門的姪媳製作寢室屏風的

 
47 〔朝鮮〕趙顯命：〈列女屏序【甲午（1714）】〉，《歸鹿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韓國文集

叢刊》），第 212冊，卷 18，頁 82。 
48 朴宗慶（1765-1817），朴準源之子，朴允默之姪。姪媳李氏為朴宗慶之妻，李述模之女。 
49 〔朝鮮〕朴胤源：〈家訓．八條女誡．書從子婦李氏寢屏〉，《近齋集》同註，41，卷 23，頁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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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其內容採用「最切於婦道者」，從《小學》、《女誡》與《詩經》中選出日常生活中能

夠實踐與必須實踐的內容。 

朝鮮後期國王也同樣關心以女性為對象的日常視覺教化。據英祖 20 年（1744）《承政

院日記》的紀錄，英祖命校書館製作〈婦事舅姑圖帖〉，並對其具體內容深有興趣。50檢討

官李昌誼（1704-1772）為〈婦事舅姑圖帖〉選出的十二條目，皆為《小學》所收錄之內容，

51亦即女性自幼種麻治繭（執麻治繭）；恪遵姆教，言語婉約，容貌秀美（婉娩聽從）；清

晨雞啼，梳髮束髮（雞鳴櫛縰）；入舅姑處，當低聲細語（適所下氣）；上呈盥洗用水與毛

巾（進盥授巾）；問舅姑所欲飲食，親檢食器（問食視具）；舅姑欲坐，則奉席請問坐向（奉

席請鄕）；衣物髒汙破損，為之清洗縫補（澣衣紉箴）；私親兄弟與之財物，必奉諸舅姑，

舅姑再賜之，則收藏以待（受賜藏待）。又以丈夫母親年老齒落，事親哺乳的孝婦唐夫人（升

堂乳姑）；開門與從侄季康子談話，嚴守男女分際（䦱門與語），且儘管其子文伯顯達，聞

王后親織玄紞，仍織枕不輟（親織玄紞）的敬羌為典範。上述內容提示女性自出生到接受

教育，出嫁後為人媳，肩負奉養舅姑等家庭雜事，到作為婆婆掌管家事，整個生命期間必

須在日常生活中遵守的規範。 

以下資料可一窺屏風上與女性相關的內容。 

[1]  

朝日始旭，有灼桃夭。于歸宜室，其逑窈窕。【右之子于歸】  

闌闌曙星，鏘鏘衿佩。寢門省問，式敬無怠。【右新婦晨省】  

姑老齒脫，婦乳代粒。勤誠摯孝，積感綿福。【右升堂乳姑】  

進盤雙擎，益篤禮貌。伯鸞是妻，所以德曜。【右舉案齊眉】  

半扉邪開，中閾相迎。男女禮別，聖訓丁寧。【右䦱門示別】  

 
50 《承政院日記》第 970冊（脫草本第 53冊），英祖 20年 3月 12日。承政院日記電子版。「上曰：『芸館

刊役，至於何境耶？』昌誼曰：『姑難訖工矣。頃日，以婦事舅姑圖作帖事下教，而與子事父母圖，條

目各異。臣意則子事父母圖及婦事舅姑圖，合為上下帖，而內外異，則似好矣。』上曰：『男女讀看時，

當分而二之耶？子事父母及婦事舅姑，合而圖之，可也。』昌誼曰：『婦事舅姑抄出，則有六七條矣。』

上曰：『仰達，可也。』昌誼曰：『婦事舅姑之道，鷄鳴櫛縰，似當為首題，而以蒙養以正之根本言之，

則執麻治繭，當為首矣。』上曰：『然矣。』昌誼曰：『執麻治繭、婉娩聽從、鷄鳴櫛縰、適所下氣、

進盥授巾、問食視具、奉席請鄕、澣衣紉箴、受賜藏待、升堂乳姑、䦱門與語、親織玄紞，此十二條

也。』上曰：『適所猶可圖也。怡聲之聲音，何以圖之耶？』昌誼曰：『相敬如賓，尹光毅欲添入。而

臣意則孝為百行之源，婦事舅姑，能盡其孝，則已為夫婦造端之始，相敬如賓，不必添入也。』諸臣

遂以次退出。」 
51 各條目出處如下：執麻治繭（《小學》，〈立教〉2）、婉娩聽從（《小學》，〈立教〉2）、鷄鳴櫛縰（《小學》，

〈明倫‧明夫子之親〉1）、適所下氣（《小學》，〈明倫‧明夫子之親〉1）、進盥授巾（《小學》，〈明倫‧明夫

子之親〉1）、問食視具（《小學》，〈明倫‧明夫子之親〉1）、奉席請鄕（《小學》，〈明倫‧明夫子之親〉3）、

澣衣紉箴（《小學》，〈明倫‧明夫子之親〉4）、受賜藏待（《小學》，〈明倫‧明夫子之親〉12）、升堂乳姑

（《小學》，〈善行‧實明倫〉14）、䦱門與語（《小學》，〈稽古‧明倫〉28）、親織玄紞（《小學》，〈稽古‧敬

身〉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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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誑必信，蒙養之正。三遷以教，其子亞聖。【右三遷教子】  

鍋鼎在後，誡爾無私。梱法之嚴，千載宜規。【右見鍋戒女】  

二尊居北，子孫序列。壽斝盈盈，禮恭誠潔。【右溫公家宴】 52 

[2]  

姑食婦嘗，乃禮之宜。胡倩小姑，云我新歸。惟精惟謹，甘適是期。 

                                              【右新婦作羹】 

女曰雞鳴，且往弋乎。匪弋為急，憂子逸居。豈不甘夢，靡我所娛。 

                                              【右賢妻進警】  

金梭忙擲，如學方力。霧縠中裂，如業旋輟。孰知此織，經綸魏國。 

                                              【右斷機勵夫】 

姑則無齒，婦則有子。下階納拜，升堂致養。人孰無乳，孰以代饗。 

                                              【右升堂乳姑】  

鹿車代步，布裳勝無。安分守常，無違是圖。宣也有婦，桓也有夫。 

                                              【右挽車同歸】 

鶴鳴于臯，聲聞于天。我敬在野，譽達于人。天祿斯遒，自我閨門。 

                                              【右饁畆相敬】 

外不入內，內不出外。尺寸之閾，屹若巨防。匪爾為防，禮之防矣。 

                                              【右分閾示別】 

知子之來，酒肴以湛。白屋天寒，綠髮當金。一刀剪出，千古母心。 

                                              【右剪髮供饌】53 

引文[1]為尹鳳九（1681-1767）為出嫁的女兒製作八幅屏風，並作於其上之銘文。尹鳳九從

前代文獻中選出新婚到夫婦和睦的景象，如《詩經》〈桃夭〉與〈關雎〉；為年老無牙的婆

婆哺乳的孝婦唐夫人54；舉案齊眉服侍丈夫梁鴻的孟光55；買肉啖子以教育誠信，三遷以教

子的孟母56；見鍋具堆滿後院，責備妹妹生活散漫的張夫人57等，祝福女兒終生不離婦道，

 
52 〔朝鮮〕尹鳳九：〈醮女鋪房八帖屏畫銘【壬午（1762）】〉，《屏溪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

《韓國文集叢刊》），第 203冊，卷 44，頁 393。 
53 〔朝鮮〕趙龜命，〈列女屏八幅贊【甲午（1714）】〉，《東溪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01，《韓國

文集叢刊》），第 215冊，卷 6，頁 116。 
54 〈善行．實明倫〉14，《小學諸家集註》（宣政殿訓義本），頁 115，高麗大學藏本。 
55 〔南朝宋〕范曄：〈逸民列傳．梁鴻〉，《後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 年，影印〔清〕乾隆武英

殿刊本），卷 83。 
56 〈稽古．立教〉2，《小學諸家集註》（宣政殿訓義本），頁 2，高麗大學藏本。 
57 〈善行．實立教〉2，《小學諸家集註》（宣政殿訓義本），頁 115，高麗大學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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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創幸福的婚姻生活。引文[2]為趙龜命（1692-1737）的紀錄，同樣從古史中選錄媳婦一生

必須奉行的模範。其內容從新嫁娘於廚房料理食物滋味，到引領丈夫走上正途、嚴守內外

分別、對婆婆盡孝、用心教子等。趙龜命廣泛引用各類典故，如唐王建〈新嫁娘詞〉；《詩

經》〈女曰雞鳴〉篇；斷布敦促丈夫學業的樂羊子妻；為婆婆哺乳的唐夫人；放棄富貴生活，

隨貧窮的鮑宣共挽鹿車，度過清貧生活的桓少君58；敬夫如賓，助夫除授官職的郤缺之妻59；

與從姪季康子嚴守內外分別的公父文伯之母60；斷髮宴客的陶侃之母61等。 

三、父權家長制高度發展的一個指標 

以上考察結果，朝鮮時代以女性為對象的視覺教化從朝鮮前期王室主導的賢妃與身體

犧牲型烈女形象，到朝鮮後期轉變為以士大夫為中心，添加更多貼近日常生活的內容。從

《三綱烈女行實圖》在整個朝鮮時代多次刊行可知，身體犧牲型烈女形象在朝鮮後期依然

隨圖像持續傳播。若是如此，則此一現象可謂直接呈現了朝鮮後期父權家長制的高度發展。 

朝鮮後期將日常生活中必須恪遵的規範，以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屏風形式呈現，這

種視覺教化必須以婚後居住型態普遍由婦處制轉變為夫處制的夫家生活為前提。英祖所構

思的〈婦事舅姑圖帖〉，亦僅限於媳婦在夫家生活中祀奉舅姑的情形。前人研究考察朝鮮家

庭制度走向宗法父權家長制的過程，大抵同意十七世紀中葉以後，奠定韓國父權家長制歷

史性格的各種要素已經成形，而夫家生活的正式開始與據此撰寫的士大夫女訓書，可以說

也脫離不了這個大的歷史脈絡。 

眾所周知，在朝鮮後期迎親制度某種程度定型化以前的婚姻習俗，為婚後男方前往女

方家居住的「男歸女家婚」。可以想見，這與最初以父系為主的宗法思想難以並存。親迎為

儒家婚禮中的六禮之一，是新郎親自前往新娘家迎接新娘的儀式，亦是以《禮記》與《儀

禮》為典範的《朱子家禮》式婚禮的核心。親迎不僅是整套婚禮中的一個儀式，從規範婚

後女性居住型態的層面來看，親迎對女性的地位有著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在朝鮮時代固有

的傳統儀式中，再沒有像婚禮儀式那樣與儒家化互相牴觸的儀式了。62儘管王室為普及親

迎而率先立下典範，然而正如前人研究所共同揭示的63，要跨越時間、空間，將宋代建立

 
58 〈善行．實明倫〉28，《小學諸家集註》（宣政殿訓義本），頁 115，高麗大學藏本。 
59 〈稽古．明倫〉27，《小學諸家集註》（宣政殿訓義本），頁 2，高麗大學藏本。 
60 〈稽古．明倫〉28，《小學諸家集註》（宣政殿訓義本），頁 2，高麗大學藏本。 
61 〔唐〕房玄齡：〈陶侃傳〉，《晉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卷 66。 
62 詳參Martina Deuchler, The Confucian transformation of Korea:a study of society and 

ideology(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2) , pp324-334. 
63 世宗於在位 17年（1435），以親迎儀式舉行尹坪（1420-1467）與太宗么女淑愼翁主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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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迎制普遍施行於朝鮮，並非易事。不過隨著朝鮮後期奠基於宗法之上的家族制度日益

成熟，父權家長性亦獲得強化，由此社會變化來看，將婚後生活重心由娘家轉向夫家的努

力，自然也在朝鮮後期取得相對顯著的成果，日常生活中的視覺教化可以說正是這種改變

的結果，也是試圖強化此一改變的積極實踐。 

余以未教之女，妻清風金伯剛【金種正（1722-1787）】，實士重令之冢婦也。士

重行義高，家法嚴，余憂女子之將何以為婦於德門，而常用兢竦矣。女子歸寧

之日，持示乃舅所賜一屏凡十帖，盖取古人前言往行孝義恭儉事蹟，旣書本文，

且為諺解。末復以自意推演發揮，飭勵而期待之，其為丁寧戒訓，不啻深切懇

到，殊多其父之所未思及而教之者。余謂女子曰：「汝舅愛汝，故有此訓教矣。

汝若於此夙夜惕念，服行無替，則一生受用不盡矣。下可以為孝婦，中可以為

順妻，上可以為義方之母，而庶不墜厚齋先生【金榦】禮法之家道矣，可不勖

哉？」余又竊有感於斯者。世之造給新婦屏障者，例圖百子而祈多男，繪花鳥

而供玩戱者。又於禮見之日，面給珠璫綾錦之屬，則人皆以為愛婦之深，而彼

皆施之以奢靡，示之以喪志矣，豈若士重之愛之以德而教之以嘉言善行也哉！

方見士重之所以異於衆俗也遠矣。此不可以無徵，故余於是乎跋之，惟爾女子

之子孫，世世傳守而無違，則金氏之門，安得不永久昌大乎？64 

引文為申暻（1696-？）為女兒夫家贈予女兒的屏風所題之文字。文中申暻自謙未能善加教

誨女兒，夫家仍寵愛有加，甚感欣慰。屏風的內容與「孝、義、恭、儉」有關，皆有助女

兒未來實際扮演孝婦與順妻、義母等的角色。申暻亦稱讚親家崇尚清貧的家風，其屏風與

當世奢侈的屏風形成對比，並期許這種家風能為女兒的代代子孫所繼承，使金氏一家永續

昌盛。該文可謂十八世紀後，父權家長制相較於前代更加強化的指標。首先，引文為申暻

為女兒歸寧時帶回的屏風所題之文字。由於夫處制的定型，女性開始在夫家生活，公公以

媳婦在日常生活空間中隨處可見的屏風進行視覺教化。此外，比較女兒受贈的屏風與當世

奢侈的屏風，也證明當時申暻身邊利用屏風對出嫁的「女兒」或嫁入的「媳婦」進行視覺

教化的風氣頗為普遍。換言之，夫家生活已經相當普遍。最後，申暻祈願女兒能恪遵公公

的教誨，「夙夜惕念，服行無替，則一生受用不盡」，並代代流傳，使金氏之門得永久昌大。

這是將女兒視為完全「出嫁的外人」，祈禱女兒全心奉獻夫家，使夫家永久繁榮的認知。 

對於自詡為性理學理想國守護者的朝鮮士大夫而言，「家」作為構成國家最基本的單位，

是必須優先整頓的對象，而無論是作為國家組成基本單位的象徵性的「家」，抑或是女性直

 
64 〔朝鮮〕申暻：〈書女子屏訓後〉，《直菴集》（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1999，《韓國文集叢刊》），第 216

冊卷 10，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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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活的實質性的「家」，女性都是組成與維繫「家」的重要核心。隨著女性正式展開夫家

生活，男性家長得以在自己家中實際管理、監督女性。由於這種環境的改變，士大夫對於

嫁入他人家中，必須守護出身家門名譽的「女兒」，以及嫁入自己家中，必須負責自身家族

繁榮的「妻子」與「媳婦」，開始展開更具體且貼近實際生活的視覺教化。此一現象，可謂

明確展現出朝鮮社會賴以為據的儒家宗法父權家長制的強化。 

四、結語 

以上本文分別就朝鮮前期與後期考察朝鮮時代女訓書的歷史發展及針對女性之視覺教

化的情形，並試圖闡明其意義。從朝鮮前期到中期，乃至於近代初期，「教化」與「鑑戒」

的定型是以圖像表現女性的主要前提之一。教化與鑑戒在將女性形象表現於圖像上發揮關

鍵作用，其緊密的關聯性提醒吾人必須研究視覺圖像在以女性為教化對象時發揮的功能與

意義。朝鮮時代女訓書以及針對女性之視覺教化，在朝鮮初期以王室主導的賢妃與身體犧

牲型烈女形象為主；在此基礎上，朝鮮後期轉向以士大夫為主導，加入更多貼近日常生活

的內容。朝鮮後期將日常生活中必須恪遵的規範，以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屏風形式呈現，

這種視覺教化必須以婚後居住型態普遍由婦處制轉變為夫處制的夫家生活為前提。換言之，

此一現象呈現了朝鮮後期父權家長制高度發展的一個指標。 

本文嘗試透過現存文物與傳世文獻等已確知其存在的資料，依循大的歷史脈絡描繪粗

略的輪廓，難免有無法深入考察各細部內容的侷限。尤其相較於單張、單幅的書畫或畫軸，

保存與流傳應較為容易的屏風，至今並未保留下來，實為可惜。或許這些屏風仍保留在某

個未知的地方，只是未能受到重視而沒有出現在坊間。越往朝鮮後期發展，基於宗法的家

族制度越高度發展，父權家長性的強化也導致女性地位的下降。然而目前仍須透過文獻或

文物，提供此一轉變更多具體的證明。期待未來有更多遺物問世，加強這一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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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編號 標題 

與列女傳的關係 

與中國斷代史「列

女傳」的關係 

烈女類型分析 

古列女傳 古今列女傳 

殉節 守節 

其他 自

決 

他

殺 

夫

死 

別

居 

1 皇英死湘 (虞)  
1. 有虞二妃(母

儀) 
1. 有虞二妃  ○     

2 太任胎教 (周)  
6. 周室三母(母

儀)  

11. 王季妃太

妊 
     胎教 

3 姜后脫簪 (周)  
15. 周宣姜后

(賢明) 
9. 宣姜后      忠諫 

4 昭議當熊 (漢)  117. 漢馮昭儀 10. 馮昭儀      教王 

5 婕妤辭輦 (漢) 119. 班女婕妤 11. 班婕妤      忠諫 

6 王后投火 (漢)  121. 孝平王后 12. 孝平王后    ○   

7 馬后衣練 (漢)  124. 明德馬后 14. 明德馬后      忠諫 

8 文德逮下 (唐)   11. 文德順聖

長孫后 
     忠諫 

9 曹后親蠶 (宋)   24. 慈聖光獻

曹后 
     婦道 

10 孝慈奉先 (明)   31. 孝慈髙皇

后 
     孝行 

11 共姜守義 (衛)  《詩經》〈鄘風．柏舟〉序(《小學》亦收)    ○  尊禮 

12 孟姬舒帷 (齊)  
50. 齊孝孟姬

(貞順)  
38. 齊孝孟姬       尊禮 

(13) 伯姬逮火 (宋)  
46. 宋恭伯姬

(貞順) 
49. 宋恭伯姬      尊禮 

14 伯嬴持刃 (楚) 
59. 楚平伯嬴

(貞順) 
58. 楚平伯嬴      尊禮 

15 貞姜劉臺 (楚) 
54. 楚昭貞姜

(貞順) 
59. 楚昭貞姜       

(16) 女宗知禮 (宋) 
21. 宋鮑女宗

(賢明) 
100.宋鮑女宗     ○  

(17) 殖妻哭夫 (齊) 
52. 齊杞梁妻

(貞順) 
39. 齊杞梁妻  ○     

(18) 宋女不改 (蔡) 
48. 蔡人之妻

(貞順) 
102. 蔡人妻      照顧 

病夫 

(19) 節女代死 (漢)  
74. 京師節女

(節義) 
109. 京師節女   ○    

(20) 高行割鼻 (梁)  
58. 梁寡高行

(貞順)  
110. 梁寡高行     ○   

(21) 穆姜撫子 (漢)  76. 程文矩妻      繼母 

(22) 禮宗罵卓 (漢)   77. 皇甫規妻   ○    

(23) 貞義刎死 (漢)   114. 樂羊者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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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媛姜解梏 (漢)    《後漢書》〈盛道

妻〉 
 ○    

(25) 令女截耳 (魏)   《三國志》〈魏志․

曹爽傳〉 
  ○   

26 呂榮執仇 (吳)   116. 吳許升妻   ○    

27 王妃距胡 (晉)    《晉書》〈愍懷太

子妃王氏〉 
 ○    

28 辛氏就死 (晉)   79. 梁緯妻 
《晉書》〈梁緯妻

辛氏〉 
○     

29 宗氏罵晞 (晉)    《晉書》〈賈渾妻

宗氏〉 
 ○    

30 杜氏守尸 (晉)    《晉書》〈許延妻

杜氏〉 
 ○    

31 閻薛效死 (晉)    《晉書》〈張天錫

妾閻氏․薛氏〉 
○     

32 毛氏彎弓 (晉)   《晉書》〈苻登妻

毛氏〉 
 ○    

33 楊氏義烈 (晉)    《晉書》〈呂纂妻

楊氏〉 
○     

34 張氏墮樓 (晉)    《晉書》〈呂紹妻

張氏〉 
○     

35 李氏感燕 (宋)   《南史》〈衛敬瑜

妻〉 
 ○    

36 劉氏憤死 (元魏)    《魏書》〈封卓妻

劉氏〉 
○     

37 柳氏同穴 (隋)    《隋書》〈襄城王

恪妃〉 
○     

38 元氏毁面 (隋)    《隋書》〈華陽王

楷妃〉 
○     

39 柳氏投井 (隋)  82. 裵倫妻 《隋書》〈裵倫妻〉 ○     

(40) 崔氏見射 (隋)   125. 趙元楷妻 
《隋書》〈趙元楷

妻〉 
 ○    

(41) 淑英斷髮 (唐)   83. 李德武妻 
《舊唐書》〈李德

武妻裵氏〉 
   ○  

42 象子遁去 (唐)   126. 樊會仁母 
《舊唐書》〈樊會

仁母敬氏〉 
○     

43 上官完節 (唐)   84. 楚靈龜妃 
《舊唐書》〈楚靈

龜妃〉 
  ○   

(44) 魏氏斬指 (唐)  127. 樊彦琛妻 
《舊唐書》〈樊彦

琛妻魏氏〉 
     

45 玉英沈海 (唐)    《新唐書》〈符鳳

妻玉英〉 
○     

46 秦氏瞑目 (唐)   85. 高叡妻 
《新唐書》〈高叡

妻秦〉 
 ○    

47 二竇投崖 (唐)  128. 竇氏二女 
《舊唐書》〈奉天

縣竇氏二女〉 
 ○    

48 董氏封髮 (唐)  87. 董昌齡母 
《新唐書》〈賈直

言妻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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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景文守正 (唐)    《新唐書》〈殷保

晦妻封絢〉 
 ○    

50 烈婦中刀 (唐)    《新唐書》〈竇烈

婦〉 
    救夫 

51 周妻見賣 (唐)    《新唐書》〈周迪

妻〉 
    救夫 

(52) 李氏負骸 (五代)   83. 王凝妻    ○   

(53) 趙氏縊輿 (宋)   131. 趙氏女 《宋史》〈趙氏〉 ○     

(54) 徐氏罵死 (宋)   132. 徐氏女 《宋史》〈徐氏〉  ○    

55 希孟赴水 (宋)   135. 韓氏女 《宋史》〈韓氏〉 ○     

(56) 李氏縊獄 (宋)   90. 謝枋得妻 
《宋史》〈謝枋得

妻〉 
○     

57 趙氏遇害 (宋)   134. 譚氏女 《宋史》〈譚氏婦〉  ○    

(58) 雍氏同死 (宋)    《宋史》〈趙卯發〉 ○     

(59) 貞婦清風 (宋)   138. 王貞婦 《宋史》〈王貞婦〉 ○     

(60) 梁氏被殺 (宋)   139. 王女婦 《宋史》〈王女婦〉  ○    

61 挼蘭躍馬 (遼)    《遼史》〈耶律中

妻〉 
○     

62 住住死崖 原文行蹟、圖像俱缺。應是《金史》〈康住住〉      

63 莊潔頓坐 (金)   《金史》〈李英妻〉  ○    

64 欒氏觸賊 (金)    《金史》〈相琪妻〉  ○    

65 獨吉縊死 (金)    《金史》〈撒合輦

妻〉 
○     

66 妙真赴井 (金)    《金史》〈馮妙真

妻〉 
○     

(67) 明秀具棺 (金)    《金史》〈蒲察氏〉 ○     

68 貞烈焚死 (元)   91. 闞文興妻 
《元史》〈闞文興

妻〉 
○     

69 俞母自誓 (元)   141. 俞新妻 《元史》〈聞氏〉  ○    

70 淑安爪面 (元)   90. 馮淑女 《元史》〈馮氏〉  ○    

(71) 義婦臥冰 (元)   145. 李五妻 《元史》〈張義婦〉     孝婦 

72 冬兒自縊 (元)    《元史》〈李冬兒〉 ○     

73 錦哥井死 (元)   144. 趙彬妻 《元史》〈趙彬妻〉 ○     

74 貴哥縊廐 (元)    《元史》〈貴哥〉 ○     

75 劉氏握手 (元)    《元史》〈臺叔齡

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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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張氏自刀 (元)   《元史》〈湯煇妻

張氏〉 
○     

(77) 童氏皮面 (元)   146. 俞士淵妻 
《元史》〈俞士淵

妻童氏〉 
 ○   孝婦 

78 張女投水 (元)    《元史》〈張氏女〉 ○     

(79) 王氏經死 (元)   147. 惠士玄妻 
《元史》〈惠士玄

妻王氏〉 
○     

80 彩鸞心清 (元)    《元史》〈李景文

妻徐氏〉 
○     

81 毛氏刳腸 (元)    《元史》〈周婦毛

氏〉 
 ○    

82 淑靖投河 (元)   《元史》〈吳守正

妻禹氏〉 
○     

(83) 朱氏懼辱 (元)    《元史》〈黃仲起

妻朱氏〉 
○     

84 王氏死墓 (元)    《元史》〈焦士廉

妻王氏〉 
 ○    

85 許氏仆地 (元)    《元史》〈趙洙妻

許氏〉 
 ○    

(86) 翠哥就烹 (元)   《元史》〈李仲義

妻劉氏〉 
 ○    

87 妙安淬刀 (元)   《元史》〈鄭琪妻

羅氏〉 
○     

88 節婦投江 (元)    《元史》〈柯節婦

陳氏〉 
○     

89 華劉雙節 (元)    《元史》〈張思孝

妻華氏〉 
 ○    

90 劉氏斷舌 (元)    《元史》〈安志道

妻劉氏〉 
 ○    

91 姑婦幷命 (元)    《元史》〈宋謙妻

趙氏〉 
○     

(92) 寗女貞節 (國朝)   149. 寗氏女    ○   

93 王氏號慟 (國朝)   151. 李忠妻王

氏 
 ○     

94 潘氏隕命 (國朝)   153. 徐允讓妻  ○     

95 傅妻俱死 (國朝)   157. 傅妻岳氏  ○     

(96) 彌妻啖草 (百濟)   《三國史記》    ○  

97 玄妻死水 (高麗)   《高麗史》 ○     

98 鄭妻偕沈 (高麗)    《高麗史》〈鄭文

鑑〉 
○     

99 安妻俱死 (高麗)   《高麗史》 ○     

(100) 崔氏奮罵 (高麗)   《高麗史》  ○    

101 三女投淵 (高麗)    《高麗史》 ○     

(102) 烈婦入江 (高麗)    《高麗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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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金氏死賊 (高麗)    《高麗史》  ○    

104 慶妻守節 (高麗)    《高麗史》 ○     

105 宋氏誓死 (高麗)    《高麗史》  ○    

(106) 林氏斷足 (本國)      ○    

(107) 金氏撲虎 (本國)         救夫 

108 韓氏絶粒 (本國)          

109 黎貴縊葉 (本國)  
        

(110) 金氏同窆 (本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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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Women's 

classics(女訓書) in the Joseon Dynasty and the meaning 

of visual correction 

Sung Min-kyung 

translated by Lin Yu-yi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 Women's classics[女訓書] 

in the Joseon Dynasty and the aspects of visual correction for women in the early and late 

Joseon periods, and explores their meaning. Enlightenment and sensation were one of the 

main premise of expressing women in paintings from Joseon Dynasty to mid-term through 

early modern times. Enlightenment and sensation were acting on the basis of allowing 

women to be settled as icons, and the closeness reminds us of the need to consider the role 

and meaning of visual image in enlightenment. In the early Joseon Dynasty, the Confucian 

Women's classics and visual edification for women were mainly based on the statue of the 

Hyun-bi[賢妃] led by the royal family and a physically sacrificed female figure. In addition 

to this,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Joseon Dynasty, more closely related contents were added to 

the daily life, as the Sadaebu[士大夫] became the center. Visualization in the form of a 

folding screen that can be seen in everyday life focuses on the contents that can be 

performed in married life in the home of the husband's parents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In 

other words, this change is an indicator of the patriarchy advanced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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