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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 牡丹亭》“ 女性意识”之解读
!

王! 妍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 ）

摘! 要：《西厢记》和《牡丹亭》被誉为我国古典戏剧的“双璧”，不仅因为它们突破了前人关于

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而且还由于其分别塑造了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各具时代特点且具有

叛逆精神和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从文本及其社会背景入手，对两者所表现出的相同内涵而

又不同形态的女性意识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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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我国戏剧艺术的长廊中的“ 双璧”，《 西

厢记》和《牡丹亭》一直为人们推崇备至。王应奎

在《柳南随笔》中说：“王实甫《西厢》，汤若士《 还

魂》词，曲之最工者也。”孟称舜在《 柳枝集〈 倩女

离魂·楔子〉眉批》中亦云：“《 西厢记》和《 牡丹

亭》，皆为传情绝调。”究其原因，不仅在于它们突

破了前人创作中关于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而且

因为其分别塑造了的各具时代特点的光彩夺目的

崔莺莺、杜丽娘两个女性形象。从她们身上，我们

可以看到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和深化，可以感受

到不同时代女子的心路历程和那个时代的社会风

尚。同时，这样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不仅促使当时

和后来的更多女性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和命运，

也促使人们从更深的层次去关注她们所生活的特

定的时代。

一

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主体意识是一个

不断觉醒的过程，这种觉醒首先通过爱情婚姻表

现出来，意味着人们对终身伴侣的自由选择，对自

我行为的自由支配。因此，崔莺莺、杜丽娘的女性

意识的自觉觉醒，首先体现在对爱情的追求，对配

偶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上。

王实甫在《 西厢记》中塑造的崔莺莺是一个

美丽、娴静、深沉、“ 针黹女工，诗词书算”样样精

通的相国小姐。但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01 "%）的礼教约束下，她只能生

活在寂寞的闺阁之中，她的命运同众多女子一样

完全操纵在封建家长手中。受过多年封建教育的

莺莺深深懂得，父亲生前为她定下嫁与郑尚书之

子的婚约是她“理”应遵循的人生轨迹。但是，莺

莺是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少女，既定的生活之路使

她无法排遣自己的青春苦闷，“花落水流红，闲愁

万种，无语怨东风”［#］（01 "%）正是她女性意识萌发的

反映。而当她在普救寺遇到穷书生张生一见钟情

爱上了他时，就陷入极度的矛盾苦闷之中。于是，

拥有自主婚姻成为莺莺生活的梦想，也成为其叛

逆的精神动力。

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与崔莺莺一样，同样是

才貌出众的闺阁小姐，但她生活的年代理学盛行，

比崔莺莺更加受禁锢。她没有崔莺莺那样的机

遇，在她的一生中只接触过两个男人：严格管制她

的父亲和迂腐的老头子陈最良；她平时只能做些

针线女红，或者熟读、背诵班姬的《 四戒》；跟随身

为太守的父亲在官衙里住了三年，却连后花园都

没有去过。这样狭窄的天地，森严的封建礼教，令

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使她不仅与社会隔绝，而且也

与大自然隔绝，丧失了一切自由和权利。当古老

的恋歌《 关雎》唤醒了她的青春之情，大自然中

“春色如许”的烂漫春光进一步激起了她内心的

情感波澜：“吾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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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可惜

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 $%）”她深感

深闺的寂寞和青春的忧郁，萌发了生命中情爱的

冲动。她苦恼地慨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

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

谁家院！［!］（"# $&）”显然，大自然莺歌燕舞的旖旎春

色，促使其对自己情感和自由进行自觉的观照，唤

醒了一个深受礼教毒害的少女心中最原始的人性

欲望，女性意识的萌发使她不满于自己生活的单

调、苦闷，埋怨由于“拣名门”而被虚度的青春，让

她开始积极主动地去追求理想中的爱情和幸福自

由的婚姻。

二

女性意识的发展在崔莺莺身上主要表现为对

平等爱情婚姻的追求，这不仅是她清醒的自我意

识、全面情感观照的表现，也反映出那一时代的封

建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乃成年男女人伦之本，对

其婚恋，人们所持的态度是极其审慎的；而对于爱

情、婚姻的观念和态度恰恰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

思想和文化真正内涵。在崔莺莺的眼里，几千年

的封建文化积淀形成的“门当户对”，“夫贵妻荣”

传统观念以及“一夫多妻”等婚姻现状，是让人厌

恶、痛恨的，她追求的是平等、有尊严的爱情婚姻。

首先，她的婚姻观是以个人情感为基点，没有传统

的门第观念、家世利益；莺莺是相国小姐，张生虽

是尚书后代，但当时已沦落为穷书生，他们之间已

不存在门当户对的条件，而她却能“ 不恋豪杰，不

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袭，死则同穴。”［’］（"# ’$(），向

往“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眷属”爱情理想。其次，

莺莺将爱情摆在了功名利禄之上；她认为“ 但得

一个并头莲，强似状元及第”［’］（"# ’$)），视功名为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一再叮咛张生“此

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同老夫人“ 得官呵来

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 ’%&）形成十分鲜明的

对比。再次，她追求爱情专一性；对张生“ 若见了

那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的叮嘱，

长亭送别时对未来的清醒认识和担忧：功名不成，

婚姻化为泡影；功名成就，即使不遭抛弃也只怕免

不了落入“一夫多妻”的巢臼等，这些描写都可以

看出她对女性人格、尊严平等要求的萌芽，这预示

着女性意识真正的觉醒及其抗争、叛逆的延续性。

女性意识的张扬在杜丽娘身上则更多的是她

对于“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 *(）

的坚信，她对“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

死，死可以生”［!］（"# ’）的人性中“至情”的追求。这

至情包括：男女主人公之间的情感、性爱和他们对

美的追求，对青春的眷恋，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美

好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等等；同时，通过“ 情”肯

定了“人欲”是不能“ 灭”的。在杜丽娘所生活的

那个理学盛行的历史年代，既没有像张生那样的

人向她求爱，也没有像红娘那样的人给予帮助。

她找不到实现自己理想的出路，于是别无选择地

把自己的美好追求寄托到梦中，并且一旦在梦中

获得爱情，就一往情深，生死相许，表现得极为大

胆，极具个性，“ 真个是千般爱惜，万种温存”［!］。

但美梦醒来，希望落空，因而倍觉痛苦，直至缠绵

枕席，死于对爱情的徒然渴望。然而，肉体的死亡

使她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桎梏，她开始更加执着地

继续寻找自己的美梦和梦中情人，也成为她反抗

高潮的开始。甚至在地狱中杜丽娘仍念念不忘打

听丈夫的姓名，通过抗争，终于死而复生与柳梦梅

结为连理，获得了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获得的爱

情和幸福。这种对爱情的不懈追求，从人性的角

度演绎了那个特定时代女性追求个性解放的新的

特点和内涵，较之崔莺莺自我意识的觉醒，杜丽娘

的觉醒更贴近人性，贴近女性自我。

三

对于女性来说，寻找自我，释放其自然天性，

冲破社会环境及道德法则的过程常常是痛苦的、

反复的。崔莺莺的隐藏于灵魂深处的个性与外部

世界以及自身的思想因袭的抗争、互相转化，让我

们能感受到在女性意识觉醒过程中灵魂的深邃处

的痛苦。莺莺所受的封建教养，必然使她在追求

自由幸福的爱情婚姻过程中受到自身的束缚，在

她的意识深处，追求自由爱情的“ 我”和遵从封建

礼教的“ 我”不断的对立斗争，形成人物自身的

“情”与“理”的冲突；在这种灵魂深处自我意识的

不断突破又不断地回复的双向逆反运动过程中，

我们可以看出：崔莺莺女性意识的觉醒不仅在于

她能突破封建家长设置的外部的有形的障碍，还

在于她摆脱了封建礼教印记于她内心深处的无形

的因袭重荷。

杜丽娘在对人的感性情欲、人的自我生命追

求时是那样毫无掩饰，那样执着，不惜以生命的代

价与环境抗争。与莺莺不同，她曾毫不掩饰地甚

至骄傲地把自己的心事告诉春香：“ 咱也有个人

了。”为了爱情宁与封建家庭决裂：“ 宁不做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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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也要作柳郎妻”；但是，她的冲突对象是同样

深重的封建社会氛围和源远流长的封建传统意

识。与莺莺一样，人的自然本性与束缚人们身心

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矛盾冲突，不仅仅存在于主体

与客体之间，更多的是在人的主体意识之内；在杜

丽娘身上，那个“感性”的我与“理性”的我一直在

冲突着，如复生后的杜丽娘在新婚之夜就曾流着

眼泪对柳梦梅说出内心的痛苦和隐忧：“ 怕天上

人间，心事难谐。”［!］（"# !$%）当柳梦梅诘问她怎么刚

刚回生便会起书来，杜丽娘的回答十分巧妙又耐

人寻味，她说：“ 比前不同，前夕鬼也，今日人也。

鬼可虚情，人须实礼。”［!］（"# !$&）这半人半鬼、情礼

相兼的形象，正是再生后的杜丽娘处于二重人格

之中的写照；她身上所体现的二重人格及理性与

感性选择的两难处境，也正是那个历史时代女性

的痛苦及困扰之所在。

“情”和“理”的冲突，预示出在人类文明发展

的历史长河中，人类的生命本质不能无情，而人类

社会的存在秩序又不能无理，那么，人们的自然天

性与社会道德法则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始终无从

避免。

四

历来许多《西厢记》、《牡丹亭》的研究者都关

注到莺莺、杜丽娘两位女性身上所蕴涵的反抗性，

并对此进行歌颂，如称“ 莺莺是战胜封建礼教的

多情人，丽娘是以情爱战胜‘ 天理’的再生人”

（见徐振贵《 中国古代戏剧统论》）。但在将莺莺

与丽娘的反抗性进行比较时，常常认为丽娘的反

抗性更为主动更为进步，其实，我认为这两个人物

都是植根于其所处的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是具有

同样的叛逆精神和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它反映

了不同时期女性的觉醒和追求；她们的反抗与矛

盾同其所处的时代的经济状况、政治气候、文化背

景和社会风尚息息相关。《 西厢记》所处的元代

初期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理想化爱情描写出现的深

厚土壤。蒙古族来自塞外游牧部落，他们的性观

念和婚姻观念都比较自由开放，传统的儒家思想

和封建道德观念，虽也为统治者所接受，但已远不

如从前那样受到尊崇，礼教在元初只是仍以惯性

继续运行，但人的思想和观念已有所松动。这表

现在崔莺莺的生活中，还存在现实生活的真实基

础与女性社会空间的相对自由，所以《 西厢记》写

莺莺私通张生，事发后老夫人为遮丑而同意了他

们的婚事，使崔张最终结成了美满姻缘。

如果说《 西厢记》是写月下西厢的人间已经

有的情感，以表达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尘世的爱情

愿望，而《牡丹亭》则写了杜丽娘执著追求的艰难

历程，绽放着肯定人欲、张扬个性自由的思想火

花。因为在杜丽娘生活的明代，封建礼教和程朱

理学更加反动，更加不近人情，“ 存天理，灭人欲”

的封建教条已走向极端。《 明史》中的“ 烈女”比

任何一代正史所收的死节的妇女都多四倍；在明

代，反封建的斗争也更加艰苦和激烈，茅元仪云：

“我以不特此也，凡意之所可至，必事之所已至

也。则死生变幻不足以言其怪。”［’］（"( )*!）王阳明

认为“夫学业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

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

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

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 牡丹亭》

在爱情领域内所表现的情与理的冲突，对超越生

死的“ 至情”的追求，是女性自我个性意识的觉

醒，是独立自主的人格精神复苏，正是当时市民意

识抬头和王学左派叛逆思想的体现，与当时进步

思想家反对程朱理学，摆脱礼教束缚，争取个性解

放的斗争一脉相通，遥相呼应其女性意识逐步觉

醒与不断深化发展的历史样态，与其所处的时代

特定的背景是分不开的。

文学的本质功能之一，是为人们创造自身生

活的方式提出方向，在这一点上，《西厢记》《牡丹

亭》两者对当时和后代的影响是极其强烈的。特

别是《牡丹亭》刊行后，“家传户诵，几欲令《西厢》

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在当时社会中引起

了轰动，尤其是在一些青年妇女中引起激烈的反

响，对于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体意识的复苏起了促

进作用，促使她们开始重新审视单纯地作男人的

附属品地位，促使她们去主动选择自己的命运，让

一些有见识的女子远离世俗的眼光更多地考虑的

是自己的需求，并对传统贞节观念的看法也发生

改变。正是基于此，封建卫道士们痛感“ 此词一

出，使天下多少闺女失节”。“ 其间点染风流，惟

恐一女子不销魂，一方人不失节”（黄正元：《欲海

慈航》）。虽然，《 西厢记》《 牡丹亭》中对于女性

意识觉醒的描述还局限于对爱情、婚姻的追求这

一领域，但是，两者对女性生活的历史画卷真实再

现，对于女性意识逐渐觉醒不断扩大与发展的历

史样态的描绘，为后代我国女性思想解放运动的

到来与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万方数据



参考文献：

［!］均见王实甫 " 西厢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均见汤显祖 " 牡丹亭题词［#］"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元仪 " 批点牡丹亭记序 四部精要［#］"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守仁著 叶绍均点注《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 *$+("("$ ,-’%$"$.. )/ 01$ 2)+’"3$ )/
4$.# 51’+6$% ’"7 8$)"9 8’:(;()"

,-./ 012
（3455676 48 9:;6<1;=<6 12> -<;?，@=AB4= C2:D6<?:;E，F:127?= @=AB4= ’!GHH(，3B:21）

,6.#%’3#：IB6 J4K12L6 48 ,6?; 3B1KM6< 12> N642E N1D:5:42 1<6 B1:56> 1? O IP:2 76K?O 48 3B:26?6 L51??:L15 ><1K1? 84< ;B6E
K1>6 M<61Q;B<4=7B? :2 ;B6 R1?; L4224;1;:42 48 54D6 12> K1<<:176，12> <6?R6L;:D65E L<61;6> ;P4 LB1<1L;6<? 48 <6M655:4=? ?R:<:; 12>
=2:S=6 R6<?4215:;E P:;B ;B6 :KR<:2; 48 ;:K6，:* 6* 3=: 0:27E:27 12> T= 9:2:127* IB:? R1R6< ?;1<;? 8<4K ;B6 ;6U;? 12> ;B6:< ?4L:15
M1LQ7<4=2>? 12> R<6?62;? 12 :2;6<R<6;1;:42 ;4 ;B6 ?:K:51< L4224;1;:42 12> >:D6<?6 86K:2:26 1P1<626?? :2>:L1;6> ME ;B6:< 1L;?*
<$9-)%7.：3=: 0:27E:27；T= 9:2:127；86K:2:26 1P1<626??；54D6 12> P6>54LQ

建立各类半官方及民间的跨省市合作组织，广泛

推进联动发展；成立长江三角洲规划部门，编制长

江三角洲区域发展规划，明确区域经济的发展目

标、各城市的定位和分工、都市经济圈空间结构和

空间开发方向，规划公路和快速轨道、港口、机场

等基础设施和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去年，国家发

展改革委提出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都市

经济圈的发展规划作为“ 十一五”规划的重要内

容之一，并将牵头组织编制《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

规划》，在国家发改委牵头组织下，三角洲地区应

加强沟通和协调，为全面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合

理布局。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上接第 )) 页）

参考文献：

［!］张明龙* 经济学基本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HH’*
［’］张磊* 努力实现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变［F］* 中国发展，’HH+，（’）：(G W ($*
［)］王一鸣*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整合的体制和机制问题［F］* 宏观经济研究，’HH+，（)）：’H W ’+"
［+］栾贵勤，杨凤华，张镛*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策略初探［F］* 工业技术经济，’HH+，（!H）：!+ W !&*

,"’;9.(. )/ !"#$=%’#()" )/ 2$=()"’; >3)")+9 )/ 51’"=?(’"= @$;#’

XC Y627
（ZL424K:L #12176K62; @LB445 48 .4<;BP6?; C2:D6<?:;E，X:[12V %!HH($，3B:21）

,6.#%’3#：3B127\:127 T65;1 :? 426 48 ;B6 ;B<66 K1\4< L41?;15 6L424K:L A426? :2 4=< L4=2;<E* -; R<6?62;，;B6 6L424KE :2;67<1;:42
48 ;B:? 1<61 :? 1; 81?; R1L6* IB:? R1R6< 1215EA6? ;B6 84<K:27 K6LB12:?K 48 <67:4215 6L424K:E，12> ;B6 :2B6<62; >6K12> 12> ;B6
R<4M56K 48 6L424K:L :2;67<1;:42 :2 ;<:127=51< 1<61 48 ;B6 3B127\:127 J:D6<，Y:2155E，;B6 1=;B6< R=;? 84<P1<> ;B6 ;1L;:L? 48
?;<627;B62:27 ;B6 <67:4215 6L424KE 48 3B127\:127 T65;1 8=<;B6< 8<4K ;P4 1?R6L;? 48 K1<Q6; 12> 74D6<2K62;*
<$9-)%7.：<67:4215 6L424KE；6L424K:L :2;67<1;:42；;B6 :2>=?;<E 71;B6<:27；L4KM:2:27

·HG·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