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裙钗一二可齐家

——《黄英》的文本解读

商 华，汤京普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重庆400047)

摘要：《黄英》是《聊斋志异》中独具一格的一篇小说。试从理想的女性形象、成功的思想改造、

独立自主的意识、经营花业的特点四个方面入手，对黄英所具有的封建社会女性所缺乏的女性

风采(尤其是理家才能)加以深入分析，希望能为开放性的文学平台提9t-,一种新的解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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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姹紫嫣红的聊斋百花园中，黄英是卓然独

立的一朵。这不仅因为她有娇好的姿容，更重要

的是，她是百花凋零后笑傲寒霜的精灵。作者以

黄英为此小说命名，也表明这是一曲歌颂菊花精

灵的赞歌。拥有菊花精魂的黄英不仅美丽动人、

温婉有致，而且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事业、自己

的追求，像一株傲霜挺立的秋菊独立自主、自立自

强，尽情展示着女性的风采。具体说来，黄英的女

性风采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想的女性形象

(一)完美化的女性形象

黄英是作者用心塑造的一个女性形象，她被

赋予美丽容貌的同时，还拥有世俗女子的优秀品

质。小说将其描述为“二十许绝世美人”⋯，并具

有“雅善谈”、通女红的优点；陶生宴请马子才时，

小说叙述道：“少间，房中呼‘三郎’，陶诺而去，俄

献佳肴，烹饪良精”。文中虽未明说此佳肴出自

谁手。但我们可进行分析：做佳肴者只有黄英、仆

人两种可能，但只有黄英可直呼“三郎”其名；另

外，马子才接着问陶生黄英的婚姻大事，根据常理

可以推测，黄英在上文中一定有了某种举动；再

说，他们刚开始做菊花生意，可能还没有那么多钱

买仆人。鉴于以上考虑，此佳肴应出自黄英之手。

她“俄献佳肴”而未曾露面，足以显示其贤惠、含

蓄之美；马妻去世后，马子才“意属黄英，微使人

风示之。黄英微笑，意似允许”，她显得含蓄温

柔、温文尔雅，甚有大家闺秀风范；马子才欲送黄

英彩礼，她考虑到马子才的经济状况不愿收彩礼，

是个通情达理的未婚妻。总之，作者将人性中所

有的善与美赋予到她身上，塑造了这一完美的女

性形象。

(--)人性化的女性形象

在《聊斋志异》中，精灵鬼怪通常会显露原形

或施展法术，以示与常人不同，这正如鲁迅先生所

说“偶见鹘突，知复非人”，而黄英却始终没有什

么怪异的举动。只有一次即陶生与马子才从金陵

回家“人门，则秭已除舍，床榻泅褥皆设，若预知

弟也归者。”会让人稍有惊奇，但还不至于让人想

到她是某种精灵。直到有一次陶生与曾生“相较

饮”，两人各喝了一百壶后，“陶生归寝，出门践菊

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

十余朵，皆大于拳。马骇绝，告黄英。英急往，拔

置地上，日‘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马俱去，戒勿

视。既明而往，则陶卧畦边。”马子才才悟出黄英

姐弟均为“菊精”。可见，黄英精灵的身份是因陶

生现出原形得以昭显的，而不是她有奇特怪异之

处而显现出的。作者也强调“黄英终老，亦无他

异”，就是说，黄英以普通人的身份与马子才度过

了寻常的一生，直到去世也没有奇异的行为。作

者这样安排，也许是为了强调她“人”的一面，而

不是其精灵怪异的一面。把她塑造为菊精可以让

收稿日期：2008—05—21

作者简介：商华(1984一)，女，山东枣庄人，重庆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万方数据



人信服其惊人言论和出众才能，为她轻松致富并

实现人生理想提供合理的理由。这种艺术手法的

采用使黄英形象的神秘色彩和理想成份大大加

强，为将其形象完美化并表现作者的思想文化主

张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成功的思想改造

(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l、“陶”、“菊”的传统文化内涵

菊花通常在寒霜季节开放，它色泽淡雅且能

耐得住寒冷，饱经风霜蹂躏仍旧苍劲挺拔，所以一

直是文人墨客的赞美对象。早在《礼记·日令》

中就出现了“季秋之日，鞠有黄花”的记载。屈原

也在《离骚》中写下了“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

秋菊之落英”的名句。东晋陶渊明时，菊被赋予

了素雅淡泊的君子之节和出世脱俗的逸士之操，

成了风雅高洁儒士坚贞自爱、不媚流俗的高尚品

格的象征。可以说，陶渊明在确立菊花在中国文

化史上的地位并形成独具特色的菊文化立了头

功，菊也因此有了恬淡自适，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

士人格和安贫自守、凌霜不改的清高品格。

2、君子固穷的观念

君子固穷的观念是我国士人阶层在其长期发

展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思想观念。在《论语》中，孔

子曾高度赞扬颜回固于贫穷的精神：“贤哉，回

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

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孑L子也明确表达了“君子

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观点，这也许是

“君子固穷”思想的滥觞。东晋时期，受后世士人

推崇的陶渊明为追求精神自由辞去官职，回归田

园，他虽在物质方面是个贫夫，却对“久在樊笼

里，复得返自然”的自由心满意足。后世文人经

常将餐风食露的蝉做为这种观念的外化，致力于

追求一个清贫寂寞而又充满精神自由、忘怀得失

的理想境界¨1。

(二)马子才的传统士人观念

马子才之所以爱菊，是因为菊是“士”之精神

理念和气节品格的集中体现。于是，当他遇到

“言谈骚雅”且对艺菊之法有独到见解的陶生时，

欣然相邀至家，因为他想与一志同道合者共建清

雅的高士生活。然而，陶生并不如马子才所愿是

个安贫乐道的士人，他忍受不了贫苦的生活和靠

人接济度Et的屈辱提出要贩花为业。马子才听

后，立即嗤之以鼻，说：“仆以君风流高士，当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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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陶

生不听劝告做起贩花生意，马子才“心厌其贪，欲

与绝”。他甚至在与黄英结婚后，“享用过于世

家”时，说出：“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的话来。

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深受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影

响，能像陶渊明那样做个风流儒雅的高士是他的

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在他看来，雅士的重要表

现就在于艺菊和赏菊，而且要以陶渊明式的“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方式处之，才是真正的

雅士。所以陶氏姐弟要贩花为业时，他坚决反对，

认为这样做“有辱黄花”，有违“安贫乐道”，是将

菊花商品化、庸俗化的行径。总之，马子才对菊花

的欣赏是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和玩味，他所注重的

是菊花的审美特性和文化内涵，而绝不是其经济

价值和实用价值。

(三)改造过程及成效

马子才是固守安贫乐道思想的传统士人，不

愿做菊花生意改变自身贫穷的状况。陶氏姐弟则

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突破重农轻商的思想，

以象征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菊花致富心安

理得"J。陶生对其贩花的行为曾解释道：“自食

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

然亦不必务求贫也。”可见，他认为经商贩花不低

人一等，而是将其视为正当的谋生手段。通过贩

花致富，不仅改善了生活，而且获得了人格尊严。

黄英支持陶生，他们一起艺菊贩卖，很快就过起了

富裕舒适的生活。在此过程中，马子才从“甚鄙

之”到“心厌其贪，欲与绝”，到“尽欢始散”，再到

“意属黄英”【4J，马子才思想观念逐渐发生变化的

轨迹清晰地呈现出来，他从开始的不愿与商人为

伍到有意向商人靠近，思想发生了跨越性的转变。

他们结婚后，马子才“耻以妻富，恒嘱黄英作

南北籍，以防淆乱”，黄英却老从南院拿东西过

来，不到半年，家里都是陶家的东西。马子才派人

把它们一一送回，并叮嘱黄英不要再拿了。黄英

仍从南院拿东西来，不过十天，南院的东西又都跑

回来了。几次折腾后，马子才不胜烦恼，黄英说：

“陈仲子毋乃劳乎?”马子才不再多言。接着，黄

英“鸠工庀料，土木大作⋯⋯经数月，楼舍连垣，

两第竟合为一，不分疆界矣”。马子才心不安，认

为“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

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

耳!”黄英毫不退让，说道：“君不愿富，妾亦不能

贫也，无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何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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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院中为马子才建了个茅屋让他去住，过了

几天，马子才思念黄英，“招之，不肯至；不得已，

反就之，隔宿辄至，以为常。”黄英善意地嘲笑他

说：“东食西宿，廉者当不如是。”马子才这才不再

挣扎，放弃自己固守的人生准则，回到黄英身边，

过起夫妻和美的生活。总之，马子才经过心灵的

抗拒、挣扎后，逐渐完成了对自己人格的重建，这

一改造过程虽痛苦而漫长，成效却很显著。马子

才虽步步设防，但结果却是步步退让，最终思想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独立自主的意识

在封建社会，妇女毫无做人的自由与尊严，她

们只是生儿育女的工具和逆来顺受的奴隶。此

外，女性无社会价值可言，她们的终极目标就是做

个“贤妻良母”。因此，长期以来，女性就是脆弱、

无能、弱智、卑贱的代名词。蒲松龄却在《聊斋志

异》中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黄英就

是其中一个。

黄英作为菊花的精灵，对自身有着不同常人

的见解。通常人们将菊花视为文人高洁秉性和高

雅生活的象征，她却将其光彩夺目的光环抹去，还

菊花以本真的存在，不再只看重它的文化内涵，还

注意到它具有的经济价值和实用价值。陶生去金

陵后，黄英便独自挑起了维持生计的重担，她督促

仆人种菊：与商人合股做生意；在村外买了二十顷

肥沃良田；把住宅修得更加壮观。马子才欲送黄

英聘礼，她干脆不要，并希望他住到南院来；马子

才拒绝使用陶家器物，黄英善意的嘲讽改变了这

一状况；黄英大兴土木，马子才无法阻止，以至两

宅合二为一。“享用过于世家”的马子才不禁感

慨万千，发了几句牢骚，黄英便辩驳道：“妾非贪

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

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里，

黄英自称是陶渊明的后人，并说明他们贩花致富

是为了证明陶渊明不是没有能力致富，而是没将

精力放在致富上。他们贩花赚钱，既改善了自己

的生活，又为陶渊明翻了贫穷案，两全其美。这是

一段多么具有震撼力的言论啊!归1接着，黄英主

动提出分居，不久，马子才只好投降。通过以上叙

述，我们不难发现，黄英已不再是男人的附庸，而

是独立存在的社会个体。她摒弃了“女子无才便

是德”的腐朽观念，不再将自己定位于相夫教子

的传统角色，而是施展才能主动承担起家庭的经

济重担，丈夫反而处于依附的地位了。

四、经营花业的特点

(一)资本主义的色彩

在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黄英姐

弟经营花业的方式具有了资本主义的色彩，具体

说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黄英姐弟生

产、贩卖的菊花不是小农经济下自己生产的过剩

的生活必需品，而是为了进行市场交换而生产的

商品。二，黄英姐弟督促仆人种菊以获得财富，即

他们“剥削”佣工来获得剩余价值。三，生产菊花

的规模很大。他们后来栽种菊花的规模是“于墙

外买田一区，筑墉四周，悉种菊”，实现了菊花的

批量生产。四，赚来的钱一部分用于改善生活外，

“于墙外买田一区，筑墉四周，悉种菊”，致力于扩

大再生产。五，其资金的流通过程是：菊花——钱

币——田一区、膏田二十顷——钱币，与资本主义

简单商品生产的流通方式商品——货币——资

本——货币基本相同。六，在经营方式上，不满足

于坐地经营、单一经营。秋天，将北方的菊“捆载

数车”到金陵出售，春天“载南中异卉而归”，生意

平淡时，他们主动开拓新市场，努力增加商品的种

类，利用人们对异卉的兴趣赚取高额利润¨1。

七，技术含量的增加。黄英姐弟艺菊技术极其高

超，他们将马子才丢弃的残枝劣种培植成目所未

睹的奇异品种且款朵佳胜。有此高超的栽培技术

作后盾，菊花的优良品质就得到了保证。八，灵活

的经营策略。在陶家购买的菊花只能赏玩一季，

第二年就成了劣种，只得又向陶家购买。这样，购

买陶家菊花的人就不会是一次性的，从而有足够

多的回头客，保证生意始终兴隆。

(二)不以利润为目标的经营

通常情况下，商人总与“贪婪”一词联系在一

起。而黄英姐弟在有了一定数量的金钱后就不再

贩菊。黄英大兴土木，将两宅合二为一后，就“遵

马教，闭门不复业菊”。陶生在马子才的劝说下

贱卖金陵产业，租舟回家。“大修亭园，惟日与马

共棋酒，更不复结一客”。可见，陶氏姐弟贩卖菊

花，不唯利是图、贪得无厌，而仅是为自由放达的

高士生活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在他们看来，雅

士生活可以富裕、清雅并存，穷与富已不再是鉴别

雅士的标准，富裕甚至成了享受自由放达高士生

活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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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致富过程中的辛劳

开始创业时，赤贫的陶氏姐弟拾马子才丢弃

的残枝劣种植于自家畦中，将荒庭半亩开发为菊

畦。小说虽未提及他们栽培菊花的艰辛，但陶生

谈艺菊之法时讲的“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原则

可以让我们有所思考。这条原则强调了人的主观

能动性在菊花培植中的作用，陶氏姐弟将残枝劣

种培植成娇美的菊花，他们付出的辛劳可见一斑。

当本地生意渐渐平淡，陶生不辞辛苦地搞起了长

途贩运，他用蒲席包菊，捆载数车到金陵，第二年

春天载南方异卉回来。然后，扩大规模，继续艺

菊，秋天时载菊去金陵开设分店。陶生去后，黄英

每天督促仆人种菊，结婚后，她在间壁上开了道门

通往南院，每天过去督促仆人干活。可见。陶氏姐

弟财富积累的过程，是他们运用高超技术和聪明

智慧奋斗的历程，他们由贫民变成富翁，正是天道

酬勤这一成语的验证。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艺术高

峰，《红楼梦》是我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它们都

塑造了有能力、有魄力的女强人形象，这些女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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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pable Women Can Manage Family Well

——Analyzing the Story About Huang Ying

SHANG Hua，TANG Jing—p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47，China)

Abstract：Huan Ying is a special fiction in Tales From Carefree Studio．The text try to analys the fine deportment of female(∞·

pecially in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family)which Huang Ying possesses and the females of feudal society are lack of it deeply．

I hope to offer a new possibility of unscrambling this fiction for opening literature．

Keywords：Huang Ying；the fine deportment of female；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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