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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长恨歌 6文本结构与哲理意蕴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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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5长恨歌6的文本结构可以划分为表层、中层和深层三个层面。表层结构是文本的时空构成,中层结构是作者

的情感脉络, 深层结构是政治与爱情的矛盾冲突。爱情与政治的两难, 既是5长恨歌6文本的深层结构, 也是5长恨歌6深层哲

理意蕴之所在。这一两难结构的实质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这一冲突的结果则是真正悲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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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白居易5长恨歌6的主旨, 一向众说纷纭, 检讨学术

界目前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三说,即讽喻说,爱情说, 爱情、讽

喻双重主题说。三说以何者为是呢? 我们不妨回到源头上,

看看白居易本人的观点。

先看陈鸿5长恨歌传6结尾处关于5长恨歌6主旨的一段

话。这段话据5丽情集6所载是: /嘻,女德,无极者也, 死生,

大别者也0, /生感其志, 死溺其情0 [ 1]。而5长庆集6所载则

与5丽情6本迥异: /乐天因为5长恨歌6。意者,不但感其事,

亦欲惩尤物, 窒乱阶,垂于将来也。0 [2]陈寅恪先生 /颇疑丽

情本为陈氏原文, 通行本乃经乐天所删易0 [3]。5丽情6本矛

头所向是玄宗, 5长庆集6本指责的是杨妃, 二本所言主旨同

为讽喻, 没有质的差别。但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 即

5长庆集6本5长恨歌传 6所谓的 /惩尤物, 窒乱阶, 垂于将

来0,正是白居易创作 5长恨歌 6的意旨所在。由是观之, 则

5长恨歌6的主旨当为讽喻了。

再看另一条证据: /一篇长恨有风情, 十首秦吟近正

声。0 [4]这是白居易在编集自己的诗集时颇示自得之情的两

句诗, 其中 /风情0二字, 持爱情说者多解作 /风月之情 0, 持

讽喻说者则解作 /风诗之性情0或 /国风之情 0。我认为解作

/风月之情0较为恰切, 证据之一是白居易在给自己的诗歌

结集时, 把5长恨歌6编入感伤诗中, 而并不归入讽喻诗内。

证据之二是5与元九书6中的几句话: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

悉不过杂律与5长恨歌6已下耳。时之所重, 仆之所轻。0 [5]

我们知道, 白居易 5与元九书 6所倡导的是 /文章合为时而

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0的实用主义文学主张, /所重0的是达

/兼济之志0的 /讽喻 0诗和阐 /独善之义 0的 /闲适0诗, /所

轻0的是杂律、感伤诗; 白居易把5长恨歌6归入 /所轻0者的

行列,显然未把它看作讽喻诗乃至闲适诗。如果上面的说法

能够成立的话,那么 5长恨歌6的主旨又当是言 /风月之情0

即爱情了。如此看来, 连白居易自己对 5长恨歌 6主旨的看

法也是矛盾的。

既然从作者那里也得不到关于 5长恨歌6主旨的确切答

案,那就只有求教于文本自身了。细观5长恨歌6全篇, 我们

会发现5长恨歌6主旨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结构复杂性

相关,因此解读5长恨歌6的文本结构对于破译 5长恨歌 6的

主旨及其深层哲理意蕴就不仅是有益的, 而且是必要的。

二

我们可以把5长恨歌 6的文本结构划分为表层、中层和

深层三个层面。

5长恨歌6文本的表层结构是指文本的时空构成。依据

5长恨歌6的时空线索,我们可以把全诗分为三个大的段落:

第一段,从 /汉皇重色思倾国0至 /尽日君王看不足0, 时间是

/ 安史之乱0以前, 空间是唐都长安;第二段, 从 /渔阳鼙鼓动

地来0至 /夜雨闻铃肠断声0, 时间是 /安史之乱0中, 空间是

玄宗 /幸蜀0的途中;第三段, 从 /天旋日转回龙驭0至全诗结

束,时间是初步平乱之后, 空间是唐都长安。这条时空的线

索处于5长恨歌6文本的最外层,是显而易见的。

5长恨歌6文本的中层结构是指文本的情感构成, 也即

作品所蕴含的作者情感的脉络。较之5长恨歌6文本的时空

线索,情感线索要相对深隐一些。细读全诗, 5长恨歌6中有

三句诗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是把握作品情感脉络的关键。

第一句即全诗开头的一句: /汉皇重色思倾国0。这一

句看似起得平常,实则大有深意,是开宗明义, 定下讽喻的基



调。 /汉皇0指汉家皇帝, 此处借指玄宗, 以汉喻唐, 是唐诗

中常用手法。 /重色 0二字, 深含贬义。作为一国之君, /重

色0就意味着荒淫无道,纲纪崩坏, 这是历代诗人和读者心中

的不言自明的定式。 /思倾国0中的 /倾国0语义双关, 既指

绝色女子, 又暗示了 /汉皇重色0所导致的国家倾覆的后果。

第二句是 /花钿委地无人收0一句。从叙事的角度来

看, 5长恨歌6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的客观的叙事角度, 作

者尽力保持叙事的客观、冷静, 通过景物和人物形象来传达

自己对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只有极不明显的几处, 作者从故

事中站出来, 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花钿委地无人收0一

句便是第一处。透过 /无人收0三个字, 我们可以隐约地感

觉到作者面对杨妃悲惨的死亡, 内心深处产生的巨大的同

情。如果把 /汉皇重色思倾国0一句作为 /定调0的话, 那么

/花钿委地无人收0一句则可目为 /变调0。此前的叙述是客

观的, 满含讥讽的,此后的笔墨则是饱蘸同情的,赞美的。

第三句是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0。这是

全诗的结句, 同时也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的叙述者的声音,

较之第一次的隐约细微, 这一次的态度要明朗得多了,是感

其不平而发自内心的慨叹, 表达了作者对人间美好情感不能

久长的憾恨。作者写到这里, 已经完全由开始时政治的讽喻

的精英的立场转变到爱情的同情的民间的立场上来了。如

果说全诗的第一句是 /以讽起之0的话, 那么这最后的一句

则是 /以情结之0, 是再一次 /定调0, 作者的情感态度转到了

与初始时截然相反的方向上来。

综上所述, 我们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 5长恨歌6具

有讽喻、爱情双重主题的结论了。但我们的探讨不能仅止于

此。事实上, 虽然在5长恨歌6的创作过程中 ,由于作者情感

态度的转向, 造成了主旨的前后矛盾, 但就整个文本而言, 前

后却并不是分裂的, 而依然是一个完满自足的有机整体。通

过对5 长恨歌 6文本深层结构的分析, 我们会发现5长恨歌

6更深隐也更深刻的哲理意蕴。

三

5长恨歌6文本的深层结构是 /政治0与 /爱情0相互矛盾

冲突的两难结构。

运用分析的方法, 我们可以在5长恨歌6文本的深层找

到两条结构全诗的线索, 一条是政治的线索, 一条是爱情的

线索; 而从文本整体来看,这两条线索既是矛盾冲突的, 又是

水乳交融的。5长恨歌6的深层哲理意蕴正隐含在这个政治

与爱情相互矛盾冲突的两难结构之中。

根据上述5长恨歌 6文本四条结构线索的内在联系, 我

们可以列出下表:

时间空间 乱前 /长安 乱中 /蜀中 乱后 /长安

情感态度 讽喻 由讽喻转向同情 同情

政治 治世 乱世 治世

爱情 发展 /性爱 毁灭 /转折 发展 /情爱

  我们先以政治线索为主,结合文本来分析上表。

我们首先会发现, 在 /安史之乱 0前的治世中, 李、杨的

爱情从无到有,从静止到行动,从权色组合到两情相契, 各个

方面都处于主动和发展中; 在 /安史之乱 0中, 李、杨的爱情

则从各个方面都受到阻遏和摧残; 在初步平乱后的又一个相

对的治世中,李、杨的爱情从思想和行动两个方面再次得以

进一步发展和升华。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从第一个 /治世0

到第二个相对的 /治世0之间,有一个 /乱世0,而造成这个乱

世的原因,从文本传达的信息来看,正是玄宗的沉湎声色、穷

奢极欲、不理朝政。

从上述显明的对应关系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条中国

民众心中固有的政治观念: 其一,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贪恋女

色是国家丧乱的根源。其二,昏庸无道的统治者必然会因其

昏聩而自食苦果, 遭到报应。其三, 在治世中, 爱情可以稳

定、发展, 并付诸行动;在乱世中, 爱情也将失去屏障, 无所附

丽,遭到无情的摧残。显然, 前两条都是从道德的角度评价

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虽有偏颇之处, 但在民众心中却是真实

存在的。最后一条则揭示出古已有之的扎根于每一个国人

心中的 /国家至上0的观念。这种观念, 向上可以溯源到战

国时代屈原的5离骚 6, 向下则可以在清人孔尚任的 5桃花

扇6中找到明确的注脚, 是中国民众显意识中特有的家国观

念的反映。

我们再以爱情线索为主, 进一步结合文本分析上表。

在5长恨歌6的第一个时空段落中, 李、杨的爱情形成于

政治,依附于政治, 是权与色的组合。权力是李、杨爱情发生

的第一要素。 /御宇多年求不得 0, 可见其寻求之 /苦 0。以

何求之? 无疑是其作为皇帝的特权。 /一朝选在君王侧 0,

可见其选得之幸。以何选之? 还是其作为皇帝的特权。至

于其 /春寒赐浴华清池0、/承欢侍宴无闲暇0、/玉楼宴罢醉

和春0、/缓歌慢舞凝丝竹0等骄奢淫逸的生活所依恃的经济

基础,其 /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0等泽及家族的

巨大封赏的获得,无一不来自于玄宗作为一个封建皇帝的特

权。而杨妃之所以受到格外的恩宠, 主要是因为她 /回眸一

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0的 /天生丽质0, 即美色。至于

其赐浴承恩、侍宴无暇、金屋侍夜, 以至于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0, 无不是以其美色博得玄宗的恩宠。在这

一阶段,李、杨爱情的性质是性爱,而非情爱。这可以从两个

方面来看:其一, 这一阶段李、杨的爱情是建立在政治特权的

基础上的,是权与色的组合, 缺少共同的思想基础与情感基

础;其二, 玄宗凭借政治特权给予杨妃及其家族超乎寻常的

恩宠和封赏,这表面上使李、杨的爱情呈现出 /鲜花着锦, 烈

火烹油0之盛, 而实际上则是对真正爱情的亵渎。

在5长恨歌6第二个时空段落中, 李、杨的爱情毁于政

治;同时, 在世俗之爱的毁灭中又孕育出精神之爱的萌芽。

/渔阳鼙鼓动地来, 惊破霓裳羽衣曲0, 这一阶段一开始, 作

者就把政治与爱情的尖锐对立推到读者的面前, 为后文埋下

伏笔。 /六军不发无奈何, 宛转蛾眉马前死0, 造成李、杨二

人生离死别的,不是门第出身的差异,不是金钱富贵的诱惑,

也不是二人情感的破裂,而是因为政治 ) ) ) 他们曾赖以建立

起令世人艳羡的爱情、如今又把他们爱情毁于一旦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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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毁灭他们的爱情的恰恰是他们的爱情曾经依恃的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

流0,不忍割爱又欲救不得, 亲睹杨妃之死的玄宗悲痛至极,

眼中不但流泪, 而且流出了鲜血; 此时这一悲痛欲绝的玄宗

形象, 正是作者创作态度突转后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心

理的反映, 也为后文玄宗对杨妃的思念及他们爱情的升华作

出铺垫, 埋下伏笔。 /蜀江水碧蜀山清, 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

宫见月伤心色, 夜雨闻铃肠断声。0蜀地的清山碧水,夜月铃

声, 本都是极美好的景物,但在玄宗恨重愁深的眼中,都一一

染上了悲哀色彩, 从中我们也开始看到了真正爱情的萌芽。

在5长恨歌6的第三个时空段落中, 李、杨的爱情最终超

越了政治, 超越了世俗的功利, 超越了人间的生死,由性爱升

华为情爱, 具有了唯一性和不可代替性。在这一阶段,玄宗

失去了往日显赫的地位, 洗尽了游冶无度的奢华, 满怀着无

望的相思之苦。由春入秋, 自昼及夜,故都长安的一人一事、

一草一木, 都令他触景伤情,睹物思人, 备感惆怅。作者从各

个方面反复渲染了玄宗对杨妃的深情眷念和苦苦追寻。 /悠

悠生死别经年, 魂魄不能来入梦0, 既然梦中相会的愿望都不

能实现, 于是请来 /临邛道士鸿都客0, 希望能以自己的 /精

诚0招至杨妃的 /魂魄0。方士在 /上穷碧落下黄泉0后, 终于

在海上仙山中找到了杨妃。作者通过 /闻道汉家天子使, 九

华帐里梦魂惊0, /揽衣推枕起徘徊, 珠帛银屏迤逦开0, /云

鬓半偏新睡觉, 花冠不整下堂来0, /玉容寂寞泪痕干, 梨花

一枝春带雨0,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晨雾0等一系

列心理、动作、形象的传神刻画 ,衬托出杨妃对玄宗的深切思

念。 /但教心似金钿坚, 天上人间会相见0, 既是对玄宗 /精

诚0的回复和宽慰, 也表明了杨妃对爱情的执著与乐观。

/在天愿为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枝0, 本是 /安史之乱 0前

李、杨在 /七月七日长生殿0中宣誓永不分离的定情之语, 作

者却使之在全诗即将结束时出现, 这是大有深意的。一方

面, 这句誓言的重述把全诗的情感推向最后的高潮, 在读者

心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象,达成对李、杨爱情的最终认同; 另

一方面, 虽是同一句誓言, 但在 /安史之乱0后说却与在 /安

史之乱0前说意义有所不同, 在 /安史之乱0前那样沉湎声

色、太平无事的处境下, 这样一句誓言也许只具有情场甜言

的喜剧效果, 而在经历了生离死别、天壤悬隔后重述这一誓

言, 就具有了动人心魄的悲剧力量,昭示了爱情对于政治权

力、现实功利与人间生死的最终超越和最后胜利。

通过对5长恨歌6爱情线索的分析, 我们可以归结出多

数中国民众对于爱情的信念:真正的爱情可以超越政治、超

越功利、超越生死,可以永恒不朽。这是潜存于中国民众意

识深层的 /爱情至上0观念的反映, 表现了人们对生死不渝

的美好爱情的渴望, 也表达了人们希望真挚的爱情能够天长

地久、永无绝期的美好理想。

可见, 虽然5长恨歌6文本深层存在着 /国家至上 0与 /爱

情至上0的冲突, 但终究是爱情战胜了政治,至此我们似乎可

以得出一个 /爱情超越政治 0一类的结论了。但是作这样的

结论还为时过早,因为还有最后一句诗没有分析, 而且恰恰

是关乎宏旨的非常重要的一句: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

无绝期0。这句诗, 非但直切题目, 点明了该诗的主旨, 同时

也一语道破了隐含于文本深层的哲理意蕴。在5长恨歌6的

第三个时空段落中, 玄宗以自己的 /精诚0打通了人仙之间

的阻隔,得到了关于杨妃的消息; 杨妃坚信 /但教心似金钿

坚,天上人间会相见0, 重述旧誓, 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故事发展到这里, 似乎终于有了一个美满的结局。但事实

上,这样一个美满的结局, 只是富于同情心的诗人为我们创

造的一个虚幻的理想性的艺术空间。杨妃将长眠于地下,玄

宗也将愁怨终老,在现实中, 政治与爱情的矛盾并没有被真

正化解。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 谁也无法解决的矛盾。

作者深明这一点, 所以在收束全篇时, 以一个 /恨0字出之,

为美好的爱情在现实中的毁灭深表自己的同情与不平, 为

李、杨因天地悬隔而永无再会之期深感憾恨。

综上所述,爱情与政治的两难, 既是5长恨歌6文本的深

层结构,也是5长恨歌6深层哲理意蕴之所在。爱情与政治

在5长恨歌6中,在其李、杨故事中, 以至于在所有与李、杨故

事相类似的人类生存境遇中, 都是一种两难、一种悖论, 是与

人的存在相始终的、人类自身永远也无法完满解决的永恒的

矛盾。这种矛盾的实质是人类自身的情感与理智的冲突。

正如黑格尔在讨论悲剧时所指出的那样, 这是两种 /永恒正

义0的力量的冲突: 两种对立的理想或 /普遍力量0都带有理

性或伦理上的普遍性,都是正确的,但在特定的情境中, 某一

理想的实现就要和它的对立理想发生冲突, 破坏或损害它,

所以他们又都是片面的、抽象的, 不完全合乎理性的 [ 6]。这

是成全某一方面就必须牺牲其对立面的两难之境, 这种两难

与冲突的结果则是真正悲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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