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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芙蓉女儿诔»是«红楼梦»中一篇缠绵绮丽的祭悼文辞ꎬ为晴雯寿夭后宝玉哀伤感怀所撰ꎮ 整篇诔文仿写屈

原楚辞ꎬ且受楚文化影响而作ꎬ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师楚”的典型代表ꎮ 文中关于对芙蓉花神祭祀、引魂和送神方式的描

写ꎬ以及渗透出的植物崇拜的宗教文化心理和“以悲为美”的情感审美观ꎬ都明显受屈原的辞骚艺术和楚文化艺术的影响ꎬ这
也造就了屈原、楚文化和«芙蓉女儿诔»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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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向来被认为是诗文艺术的大百科ꎬ全
书出现的诗词曲赋、歌诔谜令数量之多ꎬ种类之繁ꎬ
可谓金相玉质ꎬ珠玉杂陈ꎮ 而«芙蓉女儿诔»作为全

书中唯一的一篇诔文ꎬ一直深受许多研究学者的重

视ꎮ 在已有的«芙蓉女儿诔»与屈原关系的研究中ꎬ
学者们大多是从诔文的体式、用词和表现手法来谈

其对屈原作品的借鉴ꎬ或是从传统的“被谤遭忧”角
度论述诔文主人公晴雯与屈原性格和经历的相似

性ꎬ少有人深入探究«芙蓉女儿诔»借鉴屈原而产生

的楚文化内涵ꎮ 而屈原作为将文学作品与楚文化相

结合的宗师ꎬ自然受到曹雪芹的格外推崇ꎬ曹雪芹在

写«芙蓉女儿诔»时借宝玉之口直接指出“何必不远

师楚人” [１]１１０８的观点ꎬ«芙蓉女儿诔»也就名副其实

地成为了曹雪芹“师楚”的典型代表ꎬ所以对其楚文

化视域下的探讨有很大的研究价值ꎮ

一　 引魂送神———巫祀文化之影响

楚之远古文化ꎬ与图腾巫术以及原始宗教密切

相关ꎬ楚人好巫、重祭、敬鬼、信神、擅招魂ꎮ 据记载ꎬ
楚国发源地位于尚未开发的江汉之滨ꎬ早在西周初

年还是一片荆棘丛生之地ꎮ «史记孔子世家»曰:
“楚之祖封于周ꎬ号为子男五十里ꎮ” [２] 楚国的起点

本就是荒蛮狭小的封地ꎬ这种封闭的自然环境ꎬ加之

楚国长期受中原各国的压制ꎬ使得楚人产生求天信

神的心理ꎬ对鬼神和巫师有深度的敬畏之情ꎮ «汉
书地理志»中记载:“楚人信巫鬼ꎬ重淫祀” [３]１６６６ꎬ

«汉书武五子传»曰:“而楚地巫鬼ꎬ胥迎女巫李女

须ꎬ使下神祝诅” [３] ２７６０￣２７６１ꎬ唐元稹诗«赛神»也云:
“楚俗不事事ꎬ巫风事妖神ꎮ”楚人敬鬼好巫的风气

由来已久ꎬ巫祀文化向来是楚文化的重要部分ꎬ这种

文化特性典型地表现在屈原的文学作品中ꎮ 屈原的

身份之一是楚国尊贵的大巫师ꎬ他在«离骚»中自叙

其身世为颛顼高阳氏之苗裔ꎬ其父伯庸亦是楚国名

巫ꎬ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意识使屈原以此身份为傲ꎮ
楚辞学家姜亮夫说:“楚人重鬼ꎬ则巫史之事ꎬ必仍

守宗亲世袭之习而未替ꎮ” [４] 屈原担任的是楚国世

袭的巫官神职ꎬ巫祀文化成为屈原作品的重要部分ꎬ
这在«九歌»«离骚»等篇章中都有明显的体现ꎮ

曹雪芹正是参照屈原ꎬ把祭祀招魂的楚地巫俗

运用在«芙蓉女儿诔»中ꎮ 也就是说ꎬ此篇诔文除了

是传统意义上表彰逝者生前德行、表达哀伤之情的

悼词之外ꎬ实际上还可以看做是宝玉送“芙蓉花神”
晴雯魂魄归神位所吟唱的巫祀祭歌ꎮ «红楼梦»中ꎬ
宝晴相知ꎬ晴雯于宝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ꎬ晴雯之惨

死乃宝玉之彻痛ꎬ«芙蓉女儿诔»更是做到了“一字

一咽ꎬ一句一啼ꎬ宁使文不足而悲有余ꎮ” [１]１１０８宝玉

坚信晴雯在天司掌木芙蓉ꎬ思念之情驱使他渴望与

晴雯相通ꎬ加之传统的巫楚文化认为ꎬ人神相通ꎬ唯
有祭祀ꎬ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ꎬ从诔文后半部分骚骈

结合的招魂送神曲来看ꎬ宝玉实则是扮演了一位虔

诚祭祀花神并渴望与之相通的巫师ꎮ
先是宝玉引晴雯之魂升天ꎮ 首先ꎬ«芙蓉女儿



诔»对于晴雯魂魄升天的描写ꎬ包括升天方式和神

话意象的运用ꎬ都与屈原的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
天何如是之苍苍兮ꎬ乘玉虬以游穹隆耶?
地何如是之茫茫兮ꎬ驾瑶象以降泉壤耶?
望伞盖之陆离兮ꎬ抑箕尾之光耶?
列羽葆而为前导兮ꎬ卫危虚于旁耶?
驱丰隆以为庇从兮ꎬ望舒月以离耶?
听车轴而伊轧兮ꎬ御鸾鷖以征耶?[１]１１１３

晴雯的亡魂乘玉虬、驾瑶象ꎬ借箕尾二星之光ꎬ
凭危虚二星守护ꎬ云神随从ꎬ月神相送ꎬ驾鸾驭凤ꎬ缓
缓升天ꎮ 此引魂描写正是化用了«东君»中“驾龙辀

兮乘雷ꎬ载云旗兮委蛇” [５]５９以及«离骚»中“驷玉虬

乘鸷兮”“杂瑶象以为车”“前望舒使先驱兮”“吾令

凤鸟飞腾兮” “吾令丰隆乘云兮” [５]１８￣２１等句ꎮ 引魂

入天是楚人的祭祀仪式之一ꎬ楚人十分笃信世间有

灵魂ꎬ并希望死后灵魂能从肉体中解放出来ꎬ魂有所

归ꎮ 闻一多曾阐释:“道家是重视灵魂的ꎬ以为活时

生命暂寓于形骸中ꎬ一旦形骸死去ꎬ灵魂便被解放出

来ꎬ而得到这种绝对自由的存在ꎬ那才是真的生

命ꎮ” [６]而巫楚文化又对道教文化有深刻影响ꎬ在尊

鬼方面ꎬ道教与楚文化巫术相一致[７]ꎮ 春秋战国

«礼记郊特性» 中说: “魂气归于天ꎬ形魄归于

地ꎮ” [８]在宝玉眼中ꎬ天是晴雯灵魂的居所和归宿ꎬ
龙、凤(包括飞鸟)、瑶象等都是承载她灵魂入天国

的载体工具ꎬ宝玉怀着崇敬之心和美好祝愿ꎬ希望晴

雯魂魄远离冰冷的墓穴和地府ꎬ招魂入天ꎬ成为神

灵ꎮ 宝玉虔诚而热烈的招魂ꎬ除了渴求得到晴雯的

感知和回应之外ꎬ更多的是对晴雯亡魂的祝福和

尊重ꎮ
其次ꎬ宝玉对晴雯在祭坛上的描写也充满崇敬:
借葳蕤而成坛畤兮ꎬ檠莲焰以烛兰膏耶?
文瓟匏以为觯斝兮ꎬ漉醽醁以浮桂醑耶?
瞻云气而凝盼兮ꎬ仿佛有所觇耶?
俯窈窕而属耳兮ꎬ恍惚有所闻耶?[１]１１１４

葳蕤满布ꎬ脂膏的芳香在莲花灯的火焰中慢慢

飘散ꎬ清酒桂浆荡漾在精美的酒器中ꎬ晴雯时而仰望

时而俯听ꎬ浑身芳香ꎬ神态安详ꎮ 与传统描写亡魂的

阴森恐怖不同ꎬ宝玉使得死后的晴雯与生前一样ꎬ同
样担当着善和美的化身ꎬ宝玉天生具有女性美的崇

拜意识ꎬ象征着女性美的晴雯在升天的过程中完成

人格的完善和升华ꎬ成为神女ꎬ与墓穴的黑暗恐惧形

成强烈的美丑对比ꎬ这种描写是宝玉对她的赞扬ꎬ也
是宝玉发自内心对善和美的敬仰ꎮ

后是宝玉迎芙蓉花神入位ꎮ «芙蓉女儿诔»中

对迎神的场面描写可谓穷尽铺张奢华之大美:

搴烟萝而为歩幛ꎬ列苍蒲而森行伍ꎮ
警柳眼之贪眠ꎬ释莲心之味苦ꎮ
素女约于桂岩ꎬ宓妃迎于兰渚ꎮ
弄玉吹笙ꎬ寒簧击敔ꎮ
征嵩岳之妃ꎬ启骊山之姥ꎮ
龟呈洛浦之灵ꎬ兽作咸池之舞ꎮ
潜赤水兮龙吟ꎬ集珠林兮凤翥ꎮ[１]１１１４￣１１１５

迎接晴雯神灵时ꎬ场面富丽堂皇又气势庞大ꎬ连
素女、宓妃、弄玉、寒簧、嵩岳仙妃、骊山神姥都来接

驾欢迎ꎬ蛟龙、神凤、百兽全都热烈歌舞ꎮ 这些神话

人物和典故都是屈原喜爱用的ꎬ在«离骚»等很多作

品中都有提及ꎬ且这种迎神的排场规格ꎬ丝毫不亚于

迎接«山鬼»中的楚妣巫山神女时“乘赤豹兮从文

理ꎬ辛夷车兮结桂旗ꎮ 被石兰兮带杜衡ꎬ折芳馨兮遗

所思” [５]６６ꎬ不亚于«东皇太一»中迎接太阳之神时

“疏缓节兮安歌ꎬ陈芋瑟兮浩倡”“五音分兮繁会ꎬ君
欣欣兮乐康” [５]３６￣３７ꎬ也不亚于«湘夫人»中迎接湘水

之神时“九嶷缤兮并迎ꎬ灵之来兮如云” [５]４８ꎮ 宝玉

显然是将晴雯视为与«九歌»众神相似的地位ꎬ迎神

方式同等轰轰烈烈ꎬ富丽堂皇ꎮ 通常ꎬ在楚人迎神祭

神的仪式上ꎬ要有高级的美食佳酿ꎬ击鼓吹竽ꎬ以歌

舞事神事鬼ꎬ祝神安乐ꎬ这种仪式无疑被宝玉所借

鉴ꎮ 此番迎芙蓉花神的描写ꎬ实则是突出宝玉的祭

奠之诚ꎬ愿晴雯真正羽化登仙ꎬ永享天国乐土ꎮ 在这

种无比理想化的描写之中ꎬ晴雯完全没有半点女奴

形象的痕迹ꎬ宝玉视她生前为相亲相爱的知己ꎬ死后

为身价高贵的神灵ꎬ使宝玉的巫师形象充满着至情

的感染力ꎮ

二　 甚喜香草———植物崇拜之影响

楚地植物遍野ꎬ水草丰茂ꎬ历来盛产香草ꎬ各类

品种的香草随处可见ꎮ 蒋勋就曾认为“楚”字的由

来就与当地植物的繁多有关:“楚ꎬ就是沅水、湘水

流域ꎬ今天湖南、湖北为中心的那一带ꎬ因为植物茂

密ꎬ在林木中有人居住之地ꎬ便象形为‘ ’ꎬ成为

‘楚’这个字的来源ꎮ” [９]由于植物种类纷杂且多产ꎬ
楚人对植物尤其是香草类喜爱尤甚ꎬ楚辞中的很多

篇章也都提及到了香草意象ꎮ
屈原是一个擅用植物入作的大师ꎬ其中以“香

草”为代表的植物意象在他的创作中比比皆是ꎮ 据

笔者统计ꎬ«离骚»中出现的香草有“江蓠、菌桂、申
椒、秋兰、留夷”等 １８ 种ꎬ«九歌»中出现的香草有

“蕙、兰、椒、芷、蘅”等 ２３ 种ꎮ «招魂»中的香草有

“兰薄、琼木、皋兰、芰荷”等 １１ 种ꎮ 曹雪芹在“师
楚”过程中ꎬ也不自觉地受屈原影响ꎬ在«芙蓉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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诔»中加入了不少与屈原作品中相同或相近的“香
草”意象ꎬ如:

“薋葹妒其臭ꎬ茝兰竟被芟鉏”中的茝兰ꎻ
“连天衰草ꎬ岂独蒹葭”中的蒹葭ꎻ
“雨荔秋垣ꎬ隔院希闻怨笛”中的薜荔ꎻ
“捉迷屏后ꎬ莲瓣无声”中的莲ꎻ
“斗草庭前ꎬ兰芳枉待”中的兰芳(芳草香花)ꎻ
“生侪兰蕙ꎬ死辖芙蓉”中的兰蕙和芙蓉ꎻ
“闻馥郁而薆然兮ꎬ 纫蘅杜以为纕耶” 中的

蘅杜ꎻ
“藉葳蕤而成坛畤兮ꎬ檠莲焰以烛兰膏” 中的

葳蕤ꎻ
“搴烟萝而为歩幛ꎬ列苍蒲而森行伍”中的萝、

蒲等[１]１１０９￣１１１４ꎮ
那么ꎬ为什么曹雪芹要效仿屈原ꎬ在诔文中加入

如此众多的香草呢?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ꎬ“香草”意
象在文学作品中ꎬ常被用来指一类人不污不浊ꎬ品行

高尚ꎮ 从屈原开始ꎬ香草就常来喻君子ꎬ恶草常来拟

小人ꎮ 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评«离骚»说到:“«离
骚»一文ꎬ依«诗»取兴ꎬ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ꎬ以配

忠贞ꎻ恶禽臭物ꎬ以比谗任’ꎮ” [１０] 蔡义江也说:“«离
骚»的美人香草实际上根本与男女之情无关ꎬ完全

是屈原用以表达政治理想的代词ꎮ” [１１] 屈原正直耿

介ꎬ常以香草自喻ꎬ而在宝玉心中ꎬ香草也完全可以

与善美的晴雯相匹配ꎬ二者的共同特点都为坚贞高

洁ꎬ不流于世俗之污ꎮ 的确ꎬ香草的政教讽喻功能毋

庸置疑ꎬ除此之外ꎬ屈原和曹雪芹都采用大量的“香
草”意象作文ꎬ其实还与楚人的信仰有着密切的关

系ꎮ 在楚人眼中ꎬ植物不止具有观赏性ꎬ而且还是他

们精神的寄托ꎬ他们普遍具有植物崇拜的宗教文化

心理ꎮ 楚人将一部分信仰融入香草中ꎬ在楚人的思

想里ꎬ香草具有一些神奇的力量ꎬ草木枯能复荣ꎬ又
能入药愈病体ꎬ这在远古未开化的楚人看来ꎬ香草本

身就具有神圣之意ꎬ因此产生植物崇拜思想就不足

为奇了ꎮ
首先ꎬ香草被认为可以祓除灾祸、辟邪免凶ꎮ 在

屈原的«云中君»中ꎬ巫祝则是用浸泡香草的清水沐

浴来达到祓除的目的:“浴兰汤兮沐芳ꎬ华采衣兮若

英ꎮ” [５]３８«芙蓉女儿诔»中宝玉则是以香草来装饰芙

蓉花神ꎬ以求达到为晴雯祈福的目的ꎮ 如诔文中所

提到的“蘅杜、秋兰、菖蒲”等ꎬ据«荆楚岁时记»记

载ꎬ这些香草都是具有药用价值的ꎬ自然也被认为可

除疫疠、祛凶邪ꎮ 在«红楼梦»中ꎬ晴雯“其为质则金

玉不足喻其贵ꎬ其为性则冰雪不足喻其洁” [１]１１０９ꎬ却
受小人诽谤陷害ꎬ含冤而死ꎬ诔文中宝玉也用一系列

的控诉表达了他对晴雯惨死的满腔愤恨ꎬ因此我们

可以认为ꎬ宝玉希望能用香草来替晴雯攘灾消祸ꎬ愿
她在天国可以逃离苦难ꎬ不再受“诐奴之口、蛊虿之

谗”的陷害ꎮ
其次ꎬ楚人认为香草的香气具有悦神和通神的

功用ꎮ 在«九歌»众篇中ꎬ屈原选用了众多以香气取

胜的香草ꎬ并且反复出现ꎬ如兰、荷、桂等ꎮ «东皇太

一»中更是直接描述祭堂的芬芳ꎬ这是因为楚人广

泛认为“香”具有趋圣悦神之功效ꎬ神灵可通过香气

感应到祭祀者或祈福者的虔诚ꎬ因此楚人常常以香

来悦神ꎬ以求达到通神甚至吸引神灵降临的目的ꎮ
对«芙蓉女儿诔»而言ꎬ文中多种香草意象的出现ꎬ
一定程度上说明宝玉以求用香气来愉悦芙蓉花神晴

雯ꎬ并渴望与其相通ꎬ得到其回应ꎮ 宝玉深知“仙云

既散ꎬ芳趾难寻”ꎬ只能“乃歌而招之”ꎬ诔文中也直

接写明宝玉希望晴雯不灭的灵魂能降临到他身边ꎬ
于是他诚挚且怅然地谱写祭歌ꎬ但最终思念花神却

不得见ꎮ
再次ꎬ香草被楚人认为可以“诱神”ꎮ 早有学者

邱宜文曾论述过香草与楚地爱情巫术的关系:“草
木是男女交往和沟通的重要媒介ꎬ特别是香花、香
草ꎬ总是伴随着男女相悦而存在ꎮ 香草在巫者

以爱情诱神的努力中ꎬ确实扮演了重要的角色ꎮ” [１２]

楚人常把这种以芳草表达爱情的方法运用在人神相

恋上ꎬ这在«九歌»众篇中有所体现:
采方洲兮兮杜若ꎬ将以遗兮下女ꎮ («湘君»)
搴汀洲兮杜若ꎬ将以遗兮远者ꎮ («湘夫人»)
屈原的这些作品都说明在楚国风俗中ꎬ香草可

以施行爱情巫术ꎬ诱神与之相恋ꎮ «芙蓉女儿诔»中
也有很多缠绵之语ꎬ宝玉把自身痛失晴雯比作汝南

王失去碧玉ꎬ石崇保不住绿珠(碧玉、绿珠分别为汝

南王、石崇的宠妾)ꎬ他甚至痛恨自己违背了与晴雯

的“共穴之盟”ꎮ 实际上在诔文中ꎬ宝玉对晴雯的感

情已经由亲密无间的知己上升为人神至情的恋人ꎬ
所以宝玉有理由以香草来“诱神”ꎬ用香草表达自己

的爱意ꎬ追索晴雯神灵ꎬ求得与神女相恋ꎮ
另外ꎬ曹雪芹受楚文化中植物崇拜思想所影响ꎬ

最明显的体现是她把主人公晴雯这个人物形象整个

以芙蓉来作比ꎮ 其实ꎬ芙蓉是楚地最具代表性的植

物之一ꎬ其种植极为广泛ꎬ以荆楚之地的典型区

域———湘、资、沅、澧为代表ꎮ 从古至今常有人把楚

地(主要指湖南)誉为芙蓉国ꎮ 唐代谭用之就有诗

“秋风万里芙蓉国ꎬ暮雨千家薜荔村”(«秋宿湘江遇

雨»)ꎮ 近代毛泽东有诗“我欲因之梦寥廓ꎬ芙蓉国

里尽朝晖”(«七律答友人»)ꎬ可见芙蓉是最能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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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楚地的典型意象ꎬ曹雪芹“师楚”自然少不了芙蓉

意象的运用ꎮ 同时ꎬ芙蓉这种花木形象也被认为是

圣洁的象征ꎬ屈原在«离骚»中写到:“制芰荷以为

衣ꎬ集芙蓉以为裳” [５]１２ꎬ即以芰荷和芙蓉此等高贵

之物来装扮高贵的自己ꎮ 晴雯风流灵巧、才高行洁ꎬ
因此曹雪芹选用“芙蓉”这个典型的荆楚香草意象

来喻晴雯ꎬ也是恰如其分的ꎮ

三　 美其哀愁———尚悲主义之影响

荆楚尚悲ꎬ中国自古的挽歌多为楚声ꎮ 屈原的

很多作品是哭着唱出来的ꎬ这除了因屈原政坛失意

借文字恸哭之外ꎬ其实还与他巫官的职业有着不可

分割的关系ꎮ 在楚国的巫祀活动上ꎬ巫师们常常进

行至情至哀的“歌哭”表演ꎮ «周礼春官女巫»
中规定巫者:“凡邦之大灾ꎬ歌哭而请ꎮ” [１３] “歌哭”
意在感化神灵ꎬ祛除灾病ꎬ降临福祉ꎬ楚人普遍相信

以此大哀大悲的情感流露可以动容神祗ꎬ因此ꎬ楚国

普遍具有善哭尚悲的情感审美心态ꎬ这种文化心态

影响了屈原等辞作家ꎬ也就有了楚辞悲怀感伤的艺

术特征ꎮ 不管是屈原在神坛为仪式歌哭ꎬ还是在政

坛因遭忧歌哭ꎬ其作品中的大悲大哀之情都是显而

易见的ꎬ他极擅长用悲伤哀愁的情绪来写作抒怀ꎮ
用词方面常用“哀、泪、愁、叹、掩涕、太息、忳郁、佗
傺、凄凄、涕泣、心郁郁、惨郁郁”等来表达此情ꎮ

«红楼梦»整体本就为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悲剧ꎬ
曹雪芹“以悲为美”的情感审美思想在书中显而易

见ꎮ 再加之«芙蓉女儿诔»与屈原部分作品一样同

为祭祀哀歌ꎬ也就免不了整篇诔文的创作基调以

“悲”与“哀”为主ꎬ这其实也与屈原楚辞和楚文化中

的“尚悲”思想有关ꎮ 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叙»中
说:“«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ꎬ曹雪芹寄哭于«红楼

梦»ꎮ” [１４]«芙蓉女儿诔»是宝玉和着血和泪写成的ꎬ
长歌当哭ꎬ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晴雯一生的爱恨情仇ꎬ
绝对算得上全书中曹雪芹“寄哭”的典型代表ꎮ 诔

文中出现大量的显悲之词:怜、哀、销、亡、啼、呻吟、
忳幽、襟泪、罔屈、心酸、衰草、悲声、泣鬼、泪血、冷
月、忡忡、怅望、泣涕等ꎬ将晴雯的枉死与宝玉的痛心

一一诉出ꎮ 诔文仿照楚辞采用浪漫夸张的抒情手法

来写ꎬ这也是楚文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艺术风格ꎮ
为了表现悲抑之情ꎬ一是通过穿插大量屈原作品中

的楚地神话传说ꎬ如鲧、望舒、宓妃、玉虬、瑶象以及

日、月、云各神ꎮ 这些神话人物和神话故事基本都取

自远古的南方ꎬ很大一部分出自«山海经»ꎬ而«山海

经»又被著名神话学大师袁珂考证出自战国时期的

楚地楚国人之手[１５]ꎬ所以诔文中的这些神话本就是

楚文化的一部分ꎬ且很多神话人物身上都带有悲剧

性ꎮ 这种神话光怪陆离、缥缈诡谲ꎬ给全文营造出恍

惚迷离的色彩ꎬ更有利于悲伤情调的发挥ꎮ 二是通

过歌颂死亡ꎮ “死亡是构成屈原作品和思想最为惊

采艳艳的头号主题ꎮ” [１６] 晴雯与屈原一样ꎬ都是虽

“美”却被戕害、被毁灭ꎮ «芙蓉女儿诔»中写天界神

圣安然、祥乐美好ꎬ人间却鬼蜮为灾、“兰蕙”被害ꎮ
晴雯虽死ꎬ却脱离人间苦海ꎬ自由解脱ꎬ升天成为雍

容华贵的芙蓉花神ꎬ而宝玉活在世上ꎬ却“犹桎梏而

悬附”ꎬ于是痛问晴雯“忍捐弃于尘埃耶”ꎮ 曹雪芹

借宝玉之口ꎬ表达对美的毁灭的极度痛心ꎬ对黑暗人

间的诅咒ꎬ对短暂生命的惋惜ꎬ甚至是对死亡的赞

颂ꎮ 所以诔文隐含的“活着不如死了好”的悲观厌

世思想ꎬ将全篇的悲情色彩发挥到顶点ꎮ
因此ꎬ整篇诔文以“悲”为情感基调ꎬ先叙事后

抒情ꎬ将主人公晴雯一生的经历都囊括其中ꎮ 包括

与宝玉相知之情ꎬ被恶人进谗之事ꎬ可以说«芙蓉女

儿诔»是晴雯在«红楼梦»中“上场”和“下场”的总

结ꎮ 这位昔日与宝玉情投意合的女子如今却惨死ꎬ
致使宝玉痛心之至ꎬ于是宝玉将对晴雯的极度思念

化为满腔的悲愤ꎬ情感闸门也随之打开ꎬ无尽的悲情

控诉如滔滔江水般一泻千里ꎮ “樱唇红褪”“杏脸香

枯”ꎬ但晴雯的音容笑貌还历历如在目前ꎬ人去楼空

的悲凉中散发着宝玉无尽的感伤与痛苦ꎮ “镜分鸾

别”“带断鸳鸯” “孤衾有梦ꎬ空室无人”ꎬ连天的衰

草、雨后的断垣、缥缈的怨笛ꎬ一系列悲凉的意象无

不渗透着人世聚合无常的伤感ꎬ物是人非的悲冷中

强烈映照出晴雯走后留给宝玉的巨大精神空白ꎮ 其

实ꎬ按照曹雪芹的意思ꎬ“宝玉祭祀晴雯ꎬ也是祭祀

大观园中所有红颜薄命的女儿ꎮ” [１７] 宝玉本身就是

怀着悲悯之心写悲怨之事ꎬ不止悲晴雯ꎬ悲其遭妒、
被馋、枉死ꎻ也悲大观园ꎬ悲其纯净女儿国遭到破坏

却无力挽救ꎮ 同时ꎬ这种悲伤之中其实也是透露着

曹雪芹对自己人生兴衰的嗟叹ꎬ对人性命运的思考ꎮ
他在晴雯和屈原身上找到了共鸣ꎬ与这二者相似的

人生经历是曹雪芹钟情于以悲为美的楚文化的显著

原因ꎬ屈原本贵为楚王同宗ꎬ一生高洁却惨遭流放ꎬ
晴雯是宝玉最疼爱的丫头ꎬ至善至美却抱屈长终ꎬ而
曹雪芹同样命途多舛ꎬ可谓从“珠围翠绕”到“蓬椽

茅牗”ꎬ曹雪芹诔晴雯的同时也是在诔自身过往的

遭遇ꎬ这种经历自然会对充满悲情的楚辞作品产生

共鸣ꎬ对“以悲为美”的情感审美心理更易于接受ꎮ
前有屈原ꎬ后有曹雪芹ꎬ一改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

“乐天知命”的乐感文化ꎬ发扬悲情主义ꎬ对于缺少

西方式深刻悲剧的中国文学ꎬ无疑是两座进步丰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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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ꎬ也许屈原对«芙蓉女儿诔»的影响是

潜移默化的ꎬ曹雪芹对屈原作品的学习也并非有意

而为之ꎬ毋庸置疑的是ꎬ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楚文化

融化为一个个古典文学因子ꎬ分撒在自己挚爱的作

品中ꎮ «芙蓉女儿诔»这一曲哀歌ꎬ唱出了晴雯贞洁

悲壮的一生ꎬ也唱出了绚烂无比的荆楚文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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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ｔｕｓ Ｇｉｒｌ Ｄｉｒｇ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ｏｔｕｓ Ｇｉｒｌ Ｄｉｒｇｅ”ꎻ　 Ｑｉｎｇ Ｗｅｎꎻ　 Ｑｕ Ｙｕａｎꎻ　 Ｃｈ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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