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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得身前生后名

论白居易 《长恨歌 》中的杨贵妃形象

由蜻涵

绥化 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

黑 龙江 绥化

摘 要 白居 易的 《长恨歌 》被誉为 千古绝 唱 的 长篇叙事诗
,

关 于 该作品 的主题与深层 内蕴
,

前人 已做过无数 次 的探讨
。

而

关 于杨贵妃的 艺 术形象一题
,

却鲜为人所 关 注
。

白居 易在作品中让她 死 而成仙
,

这足 以表明
,

白居 易认为杨贵妃 死 的 不值
、

死

的 冤枉
。

杨贵妃身前生后对爱情的执着
,

与唐 明皇对于 死去 的杨贵妃 的思念
,

貌似是惺惺相惜
、

至死 不 渝的 爱情
,

实际 上却恰

巧 形 成 了鲜明 而 深刻 的对 比
。

白居 易用她 的 纯粹
,

为她争得 了 身前 生后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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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居易的 《长恨歌 》被誉为千古绝唱的长篇叙事诗
,

关 细
。 “

金屋
”

一句用的是汉武帝宠爱陈阿娇故而
“

金屋藏娇
”

于该作品的主题与深层内蕴 前人已做过无数次的探讨
。

而 的典故团 。 “

姊妹兄弟旨列土 河怜光彩生门户
。 ”

此句不难理

关于杨贵妃的艺术形象一题 却鲜为人所关注
。

杨贵妃这一 解 在杨贵妃得势后 肠氏族门立刻权势逼人
。

玉环的哥哥

历史人物作为艺术形象出现在艺术文本中 并不少见
。

作者 杨国忠当了宰相 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夫人
。

杨国忠的人

们根据历史人物的固有形态进行了合理的夸饰
、

变形 继而 品如何 学识如何 她究竟有没有做宰相的能力
,

这些问题

形成了现今被人所认识的杨贵妃形象
。

而白居易所塑造的 在赐给他高官做的唐明皇看来并不重要
,

重要的是杨国忠

《长恨歌 》中的杨贵妃形象又有何特质呢 究竟白居易眼中 是他爱妃的
“

什么人
, ' 。

封建制度的腐朽
、

用人的失误 都是

的杨贵妃是
“

红颜祸水
”

还是
“

死不得其所
”

呢 大唐由盛世走向衰败的原因
。 “

骊宫高处入青云 灿乐风飘

传统上 六们把 《长恨歌 》分为 个部分 从
“

汉皇重色 处处闻
。

缓歌慢舞凝丝竹 尽日君王看不足
。 ”

这 句又与前

思倾国
”

至
“

惊破霓裳羽衣曲
”

为第一部分 从
“

九重城阔烟 面的
“

从此君王不早朝
”

相呼应 进一步描写唐明皇对杨贵

尘生
”

至
“

魂魄不 曾来入梦
”

为第二部分 从川贫邓道士鸿都 妃的迷恋 荒政误国
。

唐朝统治者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 是

客
”

至
“

此恨绵绵无绝期
”

为第三部分口」。 纵观全篇 肠贵妃这 建立在对劳动人民的血汗成果的残酷掠夺
、

使劳动人民陷

一艺术形象恰当地随着篇章的 个部分经历了 次巨大的 于极度贫困的生活困境的基础之上的
。

正是因为统治集团

变化
。

如此昏庸腐朽
,

阶级矛盾不断加剧
、

越发尖锐
,

才使得安禄

一
、

美 艳倾城
, `

寺宠而骄 山这个大野心家有了可乘之机
。

叛乱的爆发 赴这个空有炫

文章的第一部分首先描述了杨贵妃的容美
、

貌美
、

姿 人眼目的外表
、

实则早已根基不稳的唐王朝 应刻就倾倒崩

美
、

态美
。

其中
“

天生丽质难自弃
”

和
“

回眸一笑百媚生
, '

两句 溃了
。 “

渔阳擎鼓动地来 凉破 《霓裳羽衣曲 》
”

冶好形象地

尤为凸显其动人神韵
,

这样一个倾城美人儿似乎想不让人 说明了这一土崩瓦解的过程
。

爱都不行
。

而后笔锋稍转 汉概括地叙述了唐明皇和杨贵妃 二
、

马夷 自编
,

风光不再

的爱情生活 描绘了其奢华
、

迷乱的严重程度 脯叙了由此 文章的第二部分主要叙述安史之乱后杨贵妃被逼死的

而造成的国事
、

朝政的荒乱 继而为安史之乱的爆发埋下 了 惨况 及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朝思暮想 深情难忘
。

安史之乱

引线
。

从
“

春寒赐浴华清池
”

到
“

不重生男重生女
, ' ,

凸显了杨 爆发后 唐明皇带着杨贵妃及相干人等从长安仓皇出逃
,

当

贵妃的受宠和由此引发的杨氏家族的平步青云
。 “

春宵苦短 时乱兵先杀了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两个姊妹
,

趁势又逼着唐

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

直接点明了唐明皇迷恋声色 荒 明皇将杨贵妃赐死
。 “

花铀委地无人收 翠翘金雀玉搔头
。 ”

废政事
。

用这些直叙的语言对统治者进行了直接地
、

正面地 花
、

翠翘
、

金雀钗
、

玉搔头 这些都是杨贵妃生前头上所戴的

抨击
。

此处作者虽然没有再多加复述或议论
,

却已暗下伏 饰物 是她地位崇高
、

不可一世的象征 而在杨贵妃死后 这

笔 点出了国破家亡的缘由
。

些价值不菲
、

往日里将她打扮的光彩照人的饰物散落在地
,

“

承欢侍宴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夜
。

后宫佳丽三千人
,

无人愿捡 池无人敢捡
。

想必唐明皇本人也想留些杨贵妃的

三千宠爱在一身
。 ”

这 句道出了杨贵妃被宠的程度
,

直接 随身之物以用作日后哀思 预留而不能
。

有人评价唐明皇很

描写了杨贵妃与唐明皇形影不离
,

写出了唐杨二人的缠绵 无能 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不能保护 在此处 卖者便不难

厮守
,

以至于后宫的三千佳丽与杨贵妃相比
,

未免相形见 发现
,

唐明皇的无能不仅表现在不能掌握其爱妃的生杀大



权上 甚至连她的一点点遗物都不能留存 实为
“

昏君
”

中的

庸人
。

“

君王掩面救不得 回看血泪相和流
。 ”

此句是对上句的

补充 直白的描绘了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死无能为力
、

痛心不

已 而他对死去的杨贵妃又是多么的不舍
、 `

防借
。

从
“

黄埃散

漫风萧索
”

的以下 句 写唐明皇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以及在

成都的日子里对杨贵妃的思念团 。 “

天旋地转回龙驭
”

以下

句 写唐朝军队收复长安后 唐明皇由成都回到长安时再次

经过马冤释时的今见昔忆 对景伤情四 。 “

君臣相顾泪沾衣
”

以下 句写唐明皇回到都城后睹物思人 痛不欲生阎 。

以唐

明皇为刻画主角的这些笔墨
,

作者表面上是在侧重表现唐

明皇对杨贵妃的忠贞和情深 实际上另有深意
。

应当说 唐

明皇的这种痛苦 并不仅仅源于对杨贵妃的思念 更是对自

己亲手断送了爱情
、

断送了曾经与之海誓山盟的爱人的生

命而感到的悔恨
。

这种追悔莫及与无能为力的复杂心情相

交织 其中的五味杂陈 或许只有唐明皇一人能感受得到
,

而他更是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余生的孤独与皇权的衰

落
。

这种对已逝爱情的追思 更是一代帝王对风光不再
、

前

景堪忧的现实状况的焦虑
,

是对过去的繁华胜景的追忆与

不舍
。

其内心的恐慌被痛失的爱情掩盖 不管是有心还是无

意 都足以见其懦弱的本性
。

在此 启居易终将其对统治阶

级的不满蜿转的倾诉出来 而对于杨贵妃的同情 主要集中

于文章的第三部分
。

三
、

幻 境成仙
,

孤独等待

文章的第三部分是全篇的高潮所在
,

杨贵妃的人物形

象描写也最为动人的
。

相传有个临邓道士能招魂魄 唐明皇

便借助此道士寻找杨贵妃魂魄的下落
,

而道士天上地下的

找了个遍 却未能得其踪影
。 “

忽闻海上有仙山
,

山在虚无缥

渺间
。

楼阁玲珑五云起 其中绰约多仙子
。 ”

此 句十分精致

传神的描绘了死后的杨贵妃魂魄所在 侮上有一座仙山 山

山时有时无 飘忽不定
。

山上的楼阁玲珑多变 里面居中全

是身姿绰约的仙子
。

由此处可见 在诗人的评判中 肠贵妃

的死是不幸的
、

无辜的
。

她的死是现实中不可改变的
、

已经

铸成的事实 诗人对她的同情也只能在想象中完成
。

故而白

居易将杨贵妃的魂魄幻化成一个居住于仙境的仙女而不是

孤魂野鬼之类
,

诗人没有按照佛家的轮回之说安排杨玉环

死后的境况 由此可见 诗人并不认同
“

红颜祸水
”

的这种说

法
。

杨贵妃实际上充当了唐明皇的替罪羊 她的死是为了保

全唐明皇 她是那个时代
、

那个社会的悲剧 是那个特殊的

环境导致了她的堕落和灭亡
。

从这个意义上讲 她是一个值

得人同情的受害者
。

所以 诗人在叙述她的死亡以及生后状

况时 是以同情的笔调来描述的
。

“

闻到汉家天子使
”

至
“

梨花一枝春带雨
” ,

再次描绘了

杨贵妃的外在形象
。

与文中第一部分杨贵妃堪称
“

惊艳
”

的

出场不同 在这一部分 作者将死去成仙的杨贵妃塑造成一

个脱去艳俗之气
、

洗净铅华之风的幽韵哀蜿的仙女形象 只

见她头上云髻半偏
、

刚刚睡醒
“

云鬓半偏新睡觉
”

花冠还

没整好便走下堂来
“

花冠不整下堂来
” 。

风吹着她的仙衣

飘飘旋举
“

风吹仙袂飘摇举
”

还像当年她的霓裳羽衣舞
“

犹似霓裳羽衣舞
” 。

玉容寂寞 月歇目落下来
“

玉容寂寞泪

阑干
”

好似春天一枝梨花带着雨
“

梨花一枝春带雨
” 。

如

此一个清新动人
、

楚楚哀怜的仙女
,

怎能不让人为之动情

呢 这既把一个全新的杨贵妃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

面前
,

同时也表现出她失去生命
、

失去爱情后的寂寞心情
。

虽然再世为仙 但心中的孤寂谁人能懂 这满腹的委屈又与

谁人说 其中
, “

梨花一枝春带雨
”

一句 用传神的比喻使杨

贵妃伤心落泪的仪态尤为动人
。

这更是白居易对其同情的

情感的转述
。

下面一段从
“

含情凝娣谢君王
”

到结尾
,

是杨贵妃对于

爱情的炽烈表达
。

她虽然为爱而死 但仍然对夺取她生命的

唐明皇一往情深
。

她顽强执着 不屈不挠
。

即使是孤身一人

身处仙山 对爱人的等待遥遥无期 但临邓道士的出现让她

看到了希望 她知道唐明皇也切切思念着她 这更让她认定

她此时的忍耐与等待都是值得的
。

回头望见大雾笼罩着的

长安 那里有她和他曾经的幸福与甜蜜 肩缓歌慢舞的温柔

和山盟海誓的激动 而此时 二妻苦和哀怨又浸透了她的心
,

她交给使者一半钗
、

一扇合 炸为表达情意的物品 重 申前

誓 了清深意切
。

结尾 句
“

在天愿作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理

枝
。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

更让读者看到了一

个为爱至死不饶的坚毅女子
,

更是再一次打破了文章开篇

作者所塑造的仅仅是有着美艳动人的外表的杨贵妃形象
。

杨贵妃这一人物的形象
,

随着叙事的先后顺序而起落

跌宕 作者对其态度是先抑后扬 将其从一个娇滴滴的富家

千金转变成为一个为爱而死
、

死后仍旧为爱执着的女性形

象
。

至于其中原因 肩学者认为此诗是白居易为表达对其初

恋情人湘灵的思念 池有学者认为是作者借此题抒发
“

中兴

情结
, '

问 。

白居易对杨贵妃的又褒又扬 赴她死而成仙 这足

以表明 启居易认为杨贵妃的死 死的不值
、

死的冤枉
。

唐明

皇为了权力和薄面牺牲了杨贵妃
,

为了一 己私欲舍弃了两

个人的爱情 而杨贵妃为了成全唐明皇而舍弃了自己
。

白居

易用杨贵妃的纯粹 为她争得了身前生后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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