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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何佩珠«梨花梦»中的梨花意象,认为梨花意象的营造有塑造人物形象、建构戏剧意境、推动情节

发展三个作用.厘清«梨花梦»中梨花意象的文学意蕴,能更好地解读«梨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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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梨花梦»作者何佩珠,字芷香,号天都女史,清道

光年间安徽歙县人,著有«环花阁诗钞»«津云小草»
«竹烟兰雪斋诗钞»与杂剧«梨花梦».何佩珠出身于

书香门第,父亲何秉堂,深于诗学;«梨花梦»是其唯一

一部杂剧作品,也是明清两代女性戏剧作品的代表佳

作.剧中女子杜兰仙随夫北上,戏为男装于舟中小

坐,思念昔日东邻女伴,小卧时梦中遇见一位美貌仙

子,赠予梨花,请她题咏,梦醒后深感知己情谊,日夜

追忆并为之写影,无奈相思成疾.忽一日梦至仙境,
梦中遇梨花仙子和藕花仙子,三人携手同游,梨仙点

明三人原系姐妹“不知聚首无多,分离在即,再尽一

杯,送妹红尘道上”[１](卷五«仙会»)钟声惊醒杜女,感
叹人生如梦,倍觉凄凉,以此全剧终.«梨花梦»中“梨
花”作为全剧的线索性意象,在剧中出现多达十次之

多.作者何佩珠不仅承袭中国古代文学以花写人的

传统手法,用梨花意象成功地塑造了杜兰仙人物形

象,借助梨花来抒发人物的多重情感内涵让杜兰仙的

形象更加丰富立体.同时,人物形象的塑造与人物的

情感表达离不开剧作中意境的建构与情节的发展,梨
花意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梨花意象与杜兰仙的人物形象塑造

意象的思想渊源深远,从原始时代的鼎文化中已

见端倪,我国文艺理论对意象的表述,最早可以追溯

到中国古典美学发端时期的«易传».«易传»提出这

样的命题:“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２].何景明在

«与李空同论诗书»中强调:“意象应曰合,意象乖曰

离.”[２]３２古典戏曲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塑造遵循着“立
象以尽意”,以意为主导,以象为基础的艺术创作规

律.«梨花梦»中充分运用梨花意象的象征意义,成功

地塑造出杜兰仙如梨花般冷艳、高洁的人物形象,体
现着主观“意”与客观“象”之间的契合.

(一)杜兰仙冷艳孤洁如梨花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梨花”作为文学意象出现

的频率极高.这与梨花自身的特性有关,梨花以它的

洁白无瑕、曼妙芳姿,赢得了历代文人的钟爱.唐代

诗人岑参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句

以梨花喻雪的诗句流传千古.诗句写花,实为写雪,
为萧瑟寒冷的塞外冬天,注入了融融春意.白居易

«长恨歌»:“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将杨

贵妃比作带雨的梨花,世事的变迁改变了这个淡妆素

容的美人的命运.自此之后,梨花又成为一种凄美动

人的意象,常用来表现红颜憔悴和伤春寂寞的主题.
元好问«梨花»中写道:“梨花如静女,寂寞出春暮”[３],
梨花如端庄娴静的女子,寂寞地出现在晚春时节,抒
发了离愁相思之情.

何佩珠继承了这一以梨花来形容孤傲寂寞的美

女形象的文学传统.«梨花梦»中杜兰仙的开场唱了

一支【北双调新水令】“叹仙才如许却遭磨,粉香腮莲

花一朵.阑珠凝眼角,梨玉削肩窝.镜影春波,照见

我病伶俜愁婀娜.”[１]２６９杜兰仙开场将自己喻以仙才,
粉香腮如一朵莲花,肩窝更是喻为梨玉.以此可见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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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仙对自己的才气、样貌十足自信,而“镜影春波,照
见我病伶俜愁婀娜”,如镜一般的水面,照见了自己孤

愁的身姿.一身傲骨才气的杜兰仙却掩盖不了自己

孤独寂寞的心绪.“小数雨寒蜂去静,一帘剩梦在梨

花”寂静的湖面,春分之际,小雨纷纷,一帘剩梦在梨

花,渲染了悲愁的心情,即使十龄擅箫,七步成诗,可
惊罔有偶,雁塔无名,终惭红粉.杜兰仙对自己的才

气学问无处施展而感无奈失望,傲骨铮铮却遭磨.如

梨花一样的冰清玉洁,梨花一样的孤傲冷艳,但也如

同雨打梨花落般的孤寂悲愁.«梨花梦»的第一折«赠
花»就将美貌、才气集一身的才女杜兰仙的孤傲却寂

寥的愁绪表达得淋漓尽致.
(二)杜兰仙孤芳自赏如梨花

唐代诗人丘为在«左掖梨花»中写道“冷艳全欺

雪,余香乍入衣.春风且莫定,吹向玉阶飞.”梨花的

色泽完全超过白雪,余香飘散,开始浸染衣靴.诗人

丘为用梨花的洁白形容自己清廉的品德.梨花这样

芬芳多情,因此作者要寄语春风,莫让梨花自开自落、
悄无声息,表露了渴望得到提拔、重用的心情.杜牧

«初冬夜饮»:“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暮
雪纷纷,阶下积雪像是堆簇着的洁白的梨花,寓情于

景,借用梨花的洁白无瑕抒发着诗人仕途不遇的愤

慨、壮志难酬的隐痛.穿越数百年后,元好问也在«梨
花»中无奈说道:“恨无尘外人,为续雪香句.”梨花虽

拥有艳艳之美,但也只能静静地开放又孤独地败落,
它们历经风雨却难觅知音,只能在笔墨纸中和傲骨铮

铮的文人互相唱和[４].
«梨花梦»中的杜兰仙不也是如此? 一身才气却

无处施展,终惭红粉,难遇知音.怀才不遇、孤芳自赏

的无奈犹如梨花般孤独寂静地开放与凋零.首先,男
扮女装的性别身份转换突出表现了杜兰仙壮志不能

酬的愤慨.«梨花梦»开场便是戏为男子装“小生乌帽

青衫暗上,坐舟中介”以及在每折的舞台提示上杜兰

仙一直以“小生巾服上”的形象出现.«梨花梦»中杜

兰仙的性别身份转换除了在每卷的舞台提示中,还体

现在卷一«赠花»杜兰仙有意识的身份转换“曾有愿余

为男子身,当作添香捧砚者.今日春色阑珊,馀情缱

绻,戏为男子装小坐.想当日呵!”以及“他生要作奇

男子,憔悴幽闺小女儿”[１]２６９.杜兰仙虽十龄擅箫,七
步成诗,满腹才气,但身为女子,纵有经天纬地之才能

也是无处施展,如同梨花,花开花落无人问津.性别

身份的转换为之后剧中杜兰仙抒发自己不得志的无

奈之情奠定情感基础.也表现了作者何佩珠对女性

社会地位不公平,才华被压制的控诉.
其次,杜兰仙傲骨铮铮的文人气质体现自己满腔

热血不易消的无奈之情.杜兰仙第二次入梦,梦中登

仙山将平生意气摹想一番:“【北雁儿落带得胜令】我
待跨青鸾上玉天,我待驾金鳌游蓬苑;我待弄瑶笙向

鹤背吹,我待拔吴钩作霜花炫.呀! 我待拂宫袍入海

捉冰蟾,我待倚银槎直到女牛边;我待理朱琴作幽阑

怨,我待著戎衣把黛笔捐.我待参禅,比玉局尤豪遇;
我待游仙,笑秦皇空自怜,笑秦皇空自怜.”[１]２７８表现

了杜兰仙幻想自己升天入海,摆脱了社会制度对女性

的束缚,期望自己能够像男子一样去施展远大理想和

抱负.这支【北雁儿落带得胜令】运用排比、典故的手

法,表现了杜兰仙放荡不羁的才子气概,也体现了作

者何佩珠对现实生活中女性地位不平等的批判与无

奈.更让读者从剧本中就能感受到剧中情境,犹如身

临其境.将杜兰仙不可见的内心活动外化为可见、可
触摸的立体形象,人物更加立体可感.卷五«仙会»杜
兰仙作为一名女子,亦有远大理想抱负,可在当时社

会女性才华被压抑限制,一腔热血,总不易消! 这是

杜兰仙的声音,还是作者何佩珠的声音? 显然既是杜

兰仙的声音也是何佩珠的声音.何佩珠将现实社会

制度对女性才华的束缚所抱有的不满与无奈的心情

倾注在杜兰仙的身上,将自身满腔热血不易消的愤慨

通过杜兰仙这一人物形象表达出来,杜兰仙的形象也

因此具有了广泛的情感意义.
三、梨花意象建构«梨花梦»的戏剧意境

意象是关于美的本体形态的简称,审美主义对自

然物象、社会事象和艺术品等的鉴赏,以意象的创构

为旨归[５].在审美活动中,主体的感发在意象创构中

起着主导作用.«周易系辞上»所谓:“圣人有以见

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５]１２９

意与象交融为一,正是主体的情意与主体所写的物

象、事象的浑然一体.而主体通过意象构建的情感世

界就是意境.意境并不是简单的意加境,而是意象的

意境.意境通过具体的意象呈现,是由意象产生的效

果,主体在感悟意象时,由象生境,意在境中.王维

«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
纷纷开且落.”[６]全诗通过描写辛夷坞的景色,表达了

作者孤寂的情怀,由幽静的景致来呈现一个寂寥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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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世界.意境是心灵的产物,是意象在心中呈现的效

果.作者何佩珠运用“梨花”自然物象,结合中国文学

赋予“梨花”的象征意义,在剧作中建构出富有内涵

意蕴的梨花意象的意象群.
首先,梨花意象渲染了«梨花梦»中离愁相思的意

境.我国古代常常用谐音的事物来表现心情或者事

件,李商隐«无题»中“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丝”乃“思”的谐音.梨者,离也,谐音双关.因此

古代诗词中常借用梨花来描写离别和相思之情,钟情

于梨花的岑参,可以说是开幽怨孤寂、伤春悲己的先

声.如,烘托依依惜别之情:“梨花千树雪,柳条万条

烟.惜别添壶酒,临歧赠马鞭.”(«送杨秦千»)或表现

怀友春夜中的怅然心情:“池上月相待,知君殊未回.
徒教柳叶长,漫使梨花开.”(«州南池候严中丞不

至»).又如,崔颢«渭城少年行»:“洛阳三月梨花飞,
秦地行人春亦归.扬鞭走马城南陌,朝逢驿使秦川

客.驿使前日发章台,传到长安春早来.堂梨宫中燕

初至,葡萄馆里花正开.念此使人归更早,三月便达

长安道.”正是洛阳城中的梨花雨让诗人想到家乡的

春色,生发出思乡之情.在这些诗句中,梨花成为离

别、相思的代名词[７].«梨花梦»中何佩珠赋予了梨花

深厚的文化意涵,无形中给作品奠定了浓重的离愁相

思的情感世界.
«梨花梦»赠花一折中:“肃然人影出晴纱,倚枕炉

声正忆家.小树雨寒蜂去静,一帘剩梦在梨花”[１]２６９

全剧开篇,借用梨花渲染了离愁别绪的意境.杜兰仙

偕婿北上,一路含辛茹苦,想念昔日姐妹,感慨“一帘

剩梦在梨花”以及杜兰仙第一次入梦,偶遇梨花仙子:
“(小旦笑介)妾与贤妹本住一处,何遂相忘若此? 今

因梨花欲落,春色将阑,不忍负此幽芳,特求佳句,不
卜肯赐咏否?”[１]２７１此处“梨花欲落”表明春残将尽,将
繁华春梦置于春去花谢的背景中.梦中梨花仙子对

杜兰仙的欣赏赞美之情,特求佳句,不仅表达了杜兰

仙对昔日姐妹怀念之情,同时“梨花欲落,春色将阑”
描绘环境,奠定了全剧离别伤感的情感基调.

其次,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丰富了«梨花梦»的意

境建构.唐代殷璠«梨花»中“云满衣裳月满身,轻盈

归步过流尘.五更无限留连意,常恐风花又一春.”夜
色朦胧,梨花在风中翩翩起舞,月色与梨花融为一体,
美轮美奂.此诗也赋予了梨花冷艳高洁的品性,突显

梨花的灵秀与傲气.在一首«杂诗»中“一夜一溪月,

不知今夜属何人”梨花配月,花素月清两相宜.月朦

胧,花朦胧,月笼梨花,无雾空蒙[４]１０３.如此美景却远

在天边,不能和亲人相聚,取而代之的是无奈的思乡

之情.«梨花梦»«忆梦»一折中,舞台提示“(作行出梨

花外,倚阑对月介)”将梨花与月组合,形成梨花伴月.
“梨花伴月”是为康熙三十六景中的第十四景,位于山

区的梨花峪.康熙写道:“云窗倚石壁,月宇伴梨花.
四季风光丽,千岩士气嘉.莹情如白日,托志结丹霞.
夜静无人语,朝来对客夸.”[８]诗人对月光下花的颜

色,形态进行了描写,对月光下梨花这唯美景致的渲

染,颇有意境.«梨花梦»中用梨花伴月来描述杜兰仙

此时所处的环境,梨花与月相互映衬,人至其中,恍如

梦境.何佩珠在梨花伴月的意象组合上别出心裁,尤
其是在«忆梦»一出,从舞台提示中可以看出这一出的

情节发展是处于梨花伴月的大环境进行的.“(场上

设假山、花墙、芭蕉、梧桐、梨花、海棠各树)、(作行倦,
坐湖山沉吟,复起做态)、(作行入梨花树下,对花絮

语)、(作行出梨花外、倚阑对月介)”将杜兰仙追忆梦

中梨花仙子的情绪抒发在梨花伴月的环境下发展,不
仅仅是对梦中仙境的描绘,同时从侧面烘托了杜兰仙

对梦中知音的极致思念之情,更是反映了杜兰仙现实

生活中的郁郁寡欢.
四、梨花意象推动«梨花梦»情节发展

意象是主体抒发情感的载体,“是情感的物化形

态,意象的创造,基于诗人对外部世界的深刻体验和

强烈感受.”[９]而情感的抒发又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动

力之一.何佩珠运用“梨花”这一物象作为承载主观

情感,将抽象的感情通过梨花意象进行阐释,将情感

具体化,情感表达效果更加直观化.«梨花梦»情节发

展离不开梨花意象的推动作用,承载情感发展的主要

载体则是被杜兰仙追忆相思的梨花仙子.
首先,«梨花梦»中梨花仙子的形象是推动情节发

展的情感动力.作者将梨花喻指昔日的姐妹,是对知

己的怀念之情.“梨花仙子”是杜兰仙遥想少女时代

优游自在的生活,追忆情怀的心理激发下入梦遇到

的.梦中二人系好姊妹,同游、题诗.第一次入梦遇

到梨花仙子:“(转介)姐姐尊姓大名? 住居何处? 何

事枉过? 乞示愚蒙.(小旦笑介)妾与贤妹本住一处,
何遂相忘若此? 今因梨花欲落,春色将阑,不忍负此

幽芳,特求佳句,不卜肯赐咏否? 妙呀! 清丽缠

绵,令人吟讽不既.”[１]２７２剧中杜兰仙与梨花仙子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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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场景,第一次入梦杜兰仙遇到梨花仙子,并为之题

诗,借梨仙之词称赞了杜兰仙的才气,也表达了何佩

珠在现实生活中才情被压抑的郁闷.«梨花梦»卷二

«忆梦»一出对杜兰仙之后抒发对梦中仙子的想念之

情起到了铺垫的作用.梦中遇见的梨花仙子,正是何

佩珠在随夫婿北上时怀念的家中姐妹,将与自己分离

的姐妹喻以梨花仙子,表达了自己对昔日姐妹的相思

之情,更是怀念姐妹之间斗草评花、修云醉月的志同

道合及乐趣.而此时的杜兰仙欲觅一知音如梦中梨

花仙子,却不易也! 卷一«赠花»开门见山,杜兰仙入

梦偶遇梨仙,如遇昔日怀念的家中姐妹一般.卷二

«忆梦»承接卷一的情感出发点,追忆梦中遇到知音梨

仙,与现实中对姐妹的想念之情相对照,推动了剧情

的逐步发展.
杜兰仙与梨仙的志同道合、难舍难分,推动情节

发展走向高潮.何佩珠不仅将自己对知己情的热烈

渴望寄托在梨仙身上,同时也将自身才情被压抑的苦

闷向梨仙倾诉.梦中梨花仙子称赞杜兰仙作诗时“妙
呀! 清丽缠绵,令人吟讽不既.但恐雨急风狂,花命

终难长久,岂不负此瑶章? (作泪介)”[１]２７２(卷一 «赠
花»).以及第二次入梦偶遇梨仙,“(生)敢问二姐,我
待何得到此? (小旦、贴)你道,长在此乎? 咳! 不知

聚首 无 多,分 离 在 即,请 再 尽 一 杯,送 妹 红 尘 道

上”[１]２８９(卷五 «仙会»).此处的二仙不仅仅是何佩

珠的情感诉求的对象,从二仙身上也能看到何佩珠个

人的影子,“岂不负此瑶章”“送妹红尘道上”多少能看

出何佩珠现实中的无可奈何“不知聚首无多,分
离在即”梦终究为梦,每一次入梦,从梦中惊醒,都无

形中渲染了离别之情.赠花—忆梦—写影—悲秋—
仙会:卷一«赠花»第一次入梦偶遇梨仙,梦中同游作

诗,醒来后的追忆,一步步推动剧情发展,梦与现实形

成对比,而梨仙便是两个时空的交接点,越是想念梦

中梨花仙子,便越是感慨自身才华无处施展的无奈之

情.越是悲于现实的无奈,则越怀念梦中梨仙的知己

之情,以至于杜兰仙相思成疾.
其次,剧中丫鬟的形象是丰富情节发展的动作

线.现实空间中丫鬟轻燕的形象与梦中梨花仙子的

形象形成鲜明对比.丫鬟轻燕的第一次出场是在卷

三 «写影»中“贴旦扮丫鬟轻燕上”出场的一首【菩萨

蛮】中“想我小姐,因花成梦,忆梦成痴,终日咄咄喃

喃,香消玉悴,岂非呆也.此刻又在那里杀粉调铅,要
写出他的俏影儿来供养,你说可笑不可笑?”[１]２８０可以

看出,丫鬟轻燕是剧中唯一见证杜兰仙现实中情感发

展变化的人,从丫鬟轻燕的角度去看杜兰仙对梦中仙

子的追忆,反而更加真切自然,更能够将杜兰仙极致

想念之情表现得恰到好处.“(看小生叹介)小姐,小
姐,如此夜深,露香风冷,娇怯身躯,怎生独坐在此?”
(卷四«悲秋»)轻燕对于小姐杜兰仙相思成疾、日渐消

瘦很是关心的,但杜兰仙戏为男子装,追忆梦中仙子,
并为之写影供养这些情感诉求,在轻燕看来是“梦、
痴、呆、可笑”.轻燕能够体谅杜兰仙的烦恼,却无法

理解其为何产生,只得感慨“前身应住蓬莱岛,偶摘下

人间烦恼,忍看他莲脸消红柳瘦腰”(卷三«写影»)丫
鬟轻燕是梦中梨仙的形象对比,不仅丰富了«梨花梦»
中情节发展的动作线,使得全剧的情节发展更加立体

与全面.
五、结语

«梨花梦»作为何佩珠唯一一部戏剧作品,在明清

女性戏剧中脱颖而出.在«梨花梦题词»中少亭杜

守恩拜题“只为三生未了缘,灵槎何处觅游仙? 美人

聪慧才人笔,一曲«梨花»万古传.”[１]２９１明代中后期反

对理学,高扬人性解放的文化思潮中,才女文化兴起

并日渐活跃.«梨花梦»作为明清两代女性戏剧作品

的代表佳作,是女性戏剧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者何佩珠从传统的花卉意象、梨花文化中吸取丰富

的养分,梨花意象对其«梨花梦»中人物形象塑造、意
境设置以及情节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剧作也

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社会身份的反思和改变女性社会

处境的愿望,也是为千百年来被压抑、歧视的女性而

呼喊.何佩佩的«梨花梦»在女性戏曲史研究上有着

极为重要的范本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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