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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辉煌到没落

——《玉梨魂》叙事模式辨析

葛雪梅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6)

摘要：《玉梨魂》是清末民初言情小说重要流派之一的鸳鸯蝴蝶派开山之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然而，小说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就受到了读者的冷遇，其中重

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的独特的叙事模式。

关键词：《玉梨魂》；言情；叙事模式

中图分类号：1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7)03—0043一04

清末民初小说的重要流派之一的鸳鸯蝴蝶

派，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沉

默没落之中。甚至蒙受了“五四”新文学派及其研

究者们的批判。认为它是纯粹的封建文学，是金

钱观念的文学，它几乎成了庸俗、肤浅、作态、空虚

贫乏的潜台词。诚然，相对于新文学而言，它的商

业性功利性要强些；它的趣味性倾向于娱乐、消

遣、游戏。但是，鸳鸯蝴蝶派曾经以其作品之精，

拥有读者之众，产生影响之大，就连新文学也受之

一定影响，其形成的独特的文学现象确也值得研

究者去作进一步深人的探究。对鸳鸯蝴蝶派代表

作品《玉梨魂》的成败与兴衰作出相对客观公允

的评价，从而确立其在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地位，

就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西叙事模式的兼收并用，开创了

言情小说的一种言说先例，促成了鸳鸯蝴

蝶派小说的空前辉煌

《玉梨魂》(徐枕亚著)，1912年发表于《民权

报》，在当时的读者中和文学界，立即引起巨大的

轰动效应。它给当时呆板死气的文学界注人一股

新鲜的血液。于是人们纷纷效仿，掀起了言情小

说创作狂潮，促进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空

前繁荣。《玉梨魂》获得空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创造性地借用了中国古典

文学中骈俪文的叙事语言，成功地改进了中国传

统言情小说的情感叙写模式，同时巧妙地运用了

刚刚从西洋介绍过来的小说叙事时间。

(一)将四六骈俪体叙事语盲引入言情小说

作者大胆地把中国古典文学中仅用于书写赋

文的典雅工整、贵族气极浓的四六骈俪体叙事语

言，引入一向不被传统文人所看好的小说中来，而

且还是言情小说!仅仅就这一点来看。作者的勇

气非凡，作品的独创性意义极大。小说中的四六

骈俪体的叙事语言和大量穿插于小说中的中国古

典诗词，共同描绘了人物间互诉衷肠的浪漫场景，

营造了独特的诗情画意般的言情氛围。这不仅在

外在形式上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还为读者

开辟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让读者充分领略到中国

传统韵文在叙事上的非凡魅力。

(二)别出匠心地改进了传统言情小说的情

感叙写模式

第一，改变了传统言情小说的主人公形象特

点。传统言情小说的主人公形象一般多为烟尘

(或失意)女子与怀才不遇(或风流)的才子，而

《玉梨魂》主人公形象则转向流落漂泊、寄人篱下

的男家庭教师和多愁善感、红颜薄命的贵族寡妇。

男女主人公的地位、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的

自由恋爱方式的与众不同，从而使小说具有新奇

感和悬念感。

第二，改变了传统言情小说的自由恋爱方式。

传统言情小说的自由恋爱方式多为郎才女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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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双方因偶然机会一见钟情。而《玉梨魂》所写

的自由恋爱却是萍水相逢、惺惺相惜、互诉衷情，

到最后的心灵感应。打破了传统言情小说对自由

恋爱的肤浅粗糙的描写方式，开始尝试比较深入

细腻地刻画恋爱双方的内心情感活动。

第三，改变了自由恋爱的结果。传统言情小

说的自由恋爱结果多为恋爱之后。总是要经过一

番好事多磨，要么是小人捣乱，要么是家长阻拦。

但恋爱的最终结果多指向有情人终成眷属，即使

有恋爱不成而双双徇情的，但作者也会通过虚构

一个光明团圆的尾巴(如化蝶双飞、化鸟对鸣)，

来安慰读者和自己。《玉梨魂》的结局却具有时

代特色：迫于封建礼教强大的阻力，女主人公在欲

爱不能的情感折磨中抑郁而死，真实地写出了当

时自由恋爱的艰难；男主人公由伤心欲绝到参军

卫国，为国捐躯，人格境界得到了提井，恋爱的主

题在无形中显得光辉灿烂。这种形式新颖又带有

鲜明的爱国和反礼教激情的言情小说，自然深深

地打动了当时的年轻人。同时，小说“发乎情止

乎礼义”的爱情抒写，正暗合了封建礼教的恋爱

规范，这同时又博得了封建遗老的好感。

(三)小说成功借鉴了西洋小说的叙事时间

“⋯⋯到徐枕亚才开始学《茶花女》的叙事时

间(如《玉梨魂》开篇的倒叙手法与结尾的引录筠

倩的临终日记)0
9

P⋯由此看来，小说这种半新半

旧、半土半洋的叙事模式，既符合当时渴望自由、

希望变革的青年人的心理需求，又勾起了当时旧

式文人的怀旧情绪。总之，弥漫在整个小说中的

感伤、哀怨的悲观情绪恰恰契合了清末民初整个

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氛围和审美情趣。因此。

《玉梨魂》一出版就被疯狂抢购，争相传阅，在当

时的文坛上叱咤风云，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总而言之，《玉梨魂》以极端古典化的语言、

独特的、新奇化的言情写法而自成一格，已成为众

多独立叙事系统中的最为特殊、最有意味的一种

代表。它带来民国初年的一个以情为重、唯情至

上的小说创作的新时代，它所独创的言情小说的

叙事模式，甚至为“五四”时期的“个人”式的小说

叙事方式，提供了一种言说先例。

二、静止夸饰的情感抒发和单调贫乏

的叙事语言，影响了小说的言情效果和艺

术感染力，导致其在较短时间内走向没落

《玉梨魂》文本本身确实又存在大量的不尽
·“·

人意之处，特别在叙事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小

说的重复、堆砌、平铺直叙的叙事语言。几乎是静

止的、单一的、夸饰的情感抒发，导致了小说情节

内容单凋、枯燥和失真等等缺点。正如时人批评

鸳鸯蝴蝶派小说“开口便见喉咙，又安能动人?”

“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这与“五四”

作家有意淡化情节，作为改造中国读者的欣赏趣

味，从而提高中国小说艺术水准的出发点是截然

不同的。小说叙事方面的这些缺陷．严重削弱了

作品的艺术价值，影响了文本的言情效果和艺术

感染力．这正是《玉梨魂》在经历短暂的兴盛之后

就走人没落的根本原因之一。它在叙事上的不足

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1、对“情”的大肆抒写冲淡了对“事”的叙述

中国古典小说中，叙写男女欲爱无望的悲剧

故事，也是很常见的。但是，《玉梨魂》不是如何

重述这类故事，而是以言情为中心，以人物情感主

观化抒发为故事主干而结构情节、安排内容，并由

此形成小说叙事的基本脉络和精神气息。仅就这

～点来看，《玉梨魂》实为一部奇作。这些独特之

处，既成就了作品，又使小说本身携带了叙事艺术

上的先天不足。小说开篇在近乎舞台化的背景

中。男主人公何梦霞模仿《红楼梦》的林黛玉，开

始他的葬花活动。小说不厌其烦地抒写男主人公

顾影自怜的哀吟，为梨花的残落而“喉咽三声，急

泪连绵”；女主人公梨影因“感念梦霞葬花痴情夜

哭”。作者极力描述葬花一类的悲情举止，目的

决不是向读者展现男女主人公日常生活背景，而

是为小说叙事设置了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悲情情境

氛围，为男女主人公演情诉J睛徇情安排一个场所。

自此，小说就由这个“情”笼罩的“场”来展开叙

述，正是在这一“场”中，梦霞为鹏儿授课，使男女

主人公得以接触，加上前有葬花的相互感发，素不

相识的男女主人公开始以书信述情。之后，除言

情之外，小说的叙事几乎没有其他的细节刻画，也

没有一些伏笔式的故事预设，更谈不上借助一波

三折的情节叙述来推动人物情感的发展；通篇的

故事仅仅依赖人物的感情发展而推进，所有的性

格刻画仅仅依靠男女双方的言情表述而展开。况

且，人物感情的发展，也少有内心合乎情理的

“情”的挣扎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过程。这种对情

的大肆抒写严重冲淡了对“事”的叙述，这就直接

造成了小说内容几乎完全是由男女主人公的单调

的悲情诉说而敷衍出一个悲戚绝望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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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近乎没有理由的对情的彰显，就给读者一个

很不好的暗示：男女主人公的苦苦思念似乎属于

一种病态；再加上“男女主人翁把炽热的爱情化

为一股自我毁灭的疯狂。宁可消极地自我牺牲，而

不肯进取地拼命一搏．遇到困境，为了逃避，不做

任何争取，只求一死⋯⋯”的过分的煽情与夸张

的抒情，就更使读者认为“人物的死亡和放逐，固

然是作者想‘赚人眼泪’的手段”””5。结果，读者

就很难在情感上与小说产生共鸣，甚至认为小说

在故作矫情．从而心生厌烦之感。一方面是这种

大哭大悲、极度夸张的言情表述，而对“人物所经

历的困境，作者只作一般情绪上的发抒，感伤的

‘过度’并无助于思想的提升。更无助于对生命本

质的深刻认识。即使这种悲伤有着崇高价值，如

控诉天地不公，礼教吃人，也会使其变得庸

俗。”[2176由此看来。这种高强度的人物情感诉说

与小说所提供的贫弱情节叙事之间缺乏互为支

撑、互为印证的基础，造成小说情节内容的概念

化、程式化、庸俗化，致使情感诉说成为无本之木。

在此种情况下。叙事的唯情致上的意图的实现也

将大打折扣，这也严重影响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2、满篇裱词艳旬造成小说叙事上的虚幻、矫

饰感

首先，《玉梨魂》首创运用四六骈俪体来写言

情小说，小说是以一套华丽工整的四六句骈俪体

语言来完成言情叙述的。这套语言充分发挥了文

言文长于抒情表意的优势，使由“情”所构成的世

界变得更纯粹、更强烈、更浓丽。缠绵的文字使主

人公的情感宣泄获得一种空前的凄凉哀戚效应。

所有的语言，都如诗赋一般，或对仗骈俪，或简洁

幽深，夸张而又有韵律地叙述出人物的心境和情

绪：“寒乡孤鬼，愁苦万丈。忘忧焉得萱草，解闷

惟有杜康。清樽湛绿，独钓谁劝?愁不能解，功之

以酒；酒不能消，扫之以诗⋯⋯“”这些文字既是

叙事又是议论更是抒情，故事情节的交代也就散

落在人物的这些表情达意之中。骈俪体文字以其

虚饰、夸张和写意化、抒情化的特点。与主人公白

日梦式言情自白及心理讲述互为表里，极尽能事

地渲染了男女主人公柔肠寸断的哀吟、悲戚绝望

的伤感，这种走火入魔式的痴怨，确实令人同情叹

惜。然而，大量采用夸张渲染、对仗押韵的叙事艺

术手法，极易造成小说叙事上的虚幻感、矫饰性，

从而使小说叙事陷入到游戏、泻情、失真的俗文学

的套路中去。正如《礼拜六》第102期(1921年)

落华写的《小说小说》中对四六派言情小说评论：

“盖四六派言情小说问世，小说之道遂受～劫，愤

世之士，斥为无耻，焚琴煮鹤，举古今中外之名作，

咸堕于不德之渊。⋯⋯致以骈四俪六，浓词艳语，

一如圬工之筑墙，红黑之砖，间隔以砌之，千篇一

律，行见其淘汰而无人顾问，移风易俗则瞠乎后

矣。”【2"一评其浓词艳句，二评其格涮低下。这也

正是《玉梨魂》不能行远的原因。

其次，小说的叙事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文字表述方式。《玉梨魂》惯以哀凄的字词，刻意

营造一种压抑感伤的气氛。小说中到处充斥着忧

愁、疾病、绝望、断肠、恨悔、死亡、哭泣等等一类夸

饰不实之语。如《玉梨魂》第五章：“梨影而不抱

达观，亦效颦卿之怨苦自戕，感书之邮，流泪不干，

恨海翻落花之泪，病压愁埋，日复一日。试问柔躯

脆质，怎禁如许消磨?只恐不久即行销骨立，魂若

喘丝，红颜老去，恩先断而命亦随之俱断，黄土长

埋，为人苦而鬼更苦矣。“21”这些文字真乃字字

悲戚、隔行流泪、隔段哀泣，阅读这类小说可算得

上是对读者的感情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考验，难

怪有人讥其为“眼泪鼻涕小说”。过度滥用感伤

文字，会把小说叙事方式引向无病呻吟的虚饰中

去，有时反而会造成读者的厌烦麻木而感伤不起

来。更有甚者，竟然会造成喜剧的效果，引人发

笑。以过分矫情化的表演式的浮华言辞来对小说

内容进行言说，必然使小说的叙事远离艺术真实

的境界而堕入虚幻的蜃楼幻影之中，一旦时势变

异，读者眼泪流尽，看清真相，也就是这类色彩斑

斓类小说遭遇冷落之时。

由此可见，在小说创作中。作者“一旦卷入感

情旋涡，他呼天抢地，寻死觅活的程度，可能甚于

常人。感情对他是不客气的，在他身上的泛滥也

是无度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抒情者，作为抒

情者，他要把所唤起的感情通过某种媒介传达给

别人，因而理性又会随时出来主宰之。没有感情

的催生，抒情者不可能有真切的体验，无病呻吟，

是抒情大忌；但没有理性约束，抒情者又不可能从

感情的泥沼中拔出来。”【43而《玉梨魂》通篇采用

非理性的抒情叙事语言，必将赋予小说的叙事以

简单、滥情、矫饰、虚幻等怪异的面貌，就连同是鸳

鸯蝴蝶派作家的张恨水，也曾写了《<玉梨魂>

价值堕落之原因》，批评《玉梨魂》“文字堆砌”

“缺小说条件～不见小说的情调““8。

综上所述，可清晰看出《玉梨魂》在叙事语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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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叙事时间等方面的创新和独特之处；同时又辨 正是《玉梨魂》从辉煌走向没落的真正原因。

析了其在叙事艺术和叙事风格上的遗憾之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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