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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琵鬻女

”
镩沩豳翟易辚审獒客骼

所蒗映出菜蚴生活悲剧 :

白居易《琵琶行 》诗中的琵琶女有无确

指,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仁白居易生活的时

代,教坊伎却是现实生活中的客观存在。要

了解 《琵琶行 》的意蕴,必需先考查这个审

美客体。

诗中琵琶女自述:“名属教坊笫一部。
″

据 《新唐书·百官志 》.唐高祖于禁中置内教

坊,掌教习音乐,其官隶属太常。玄宗开元

二年,更置内教坊于蓬莱宙侧'京都置左右教

坊,以 教俗乐,以 中
J河

为扭坊佼。后凡祭祀朝

会,则用太常雅乐,岁 时晏享,则用教坊渚

部俗乐。雅乐是传统音乐,俗乐 是 流 行 音

乐。从
“
五陵年少争缠头

”
来看,琵琶女属

于外教坊诸部伎。白居易《立部伎》诗: “
太

常部伎有等级 ,堂 ~L者坐堂下立。⋯⋯立都

贱,坐部贵。
”

元稹 《立部伎 》诗李绅注:

“
太常选坐部伎元挂炅者退 入 立 部 伎

”
。

《册 府元龟°掌礼部·作 乐 五 》载:唐 初,

“
军国多务,未遑改d,每 燕 享,因 隋 旧

制,奏九部乐。
”

后来,唐太宗平高昌,得

其乐部,遂为十部。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午颁

定《大唐乐 》, 《资治通鉴 》卷工百一十八

胡三省注: f玄宗分乐为二部:生下立奏 9

谓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谓之坐部伎。立部

八:∵、安乐,二、太平乐,三、破阵乐 ,

四、庆善乐,五、大 定 乐,六、上 元 乐,

文  渊

七、圣寿乐,八、光圣乐。坐部六:一、燕

乐,二、长寿乐,三、天授乐,囚、鸟歌万

岁乐,五、龙池乐,六、小破阵乐。
”

琵琶

女技艺超群, 
“
曲罢曾教善才胆

”
,白 述往

事是回苜逝去了的荣耀,这
“
第一部

”
当然

是坐部中的第一部,即燕乐部。

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 西 域 文 明 》

说: “
坐立二部,皆以琵琶为主要乐器。

”

《册府元龟 》卷五六九黄 围 琦 注: “
贞 观

中,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太宗深爱之 ,

高宗末,其伎遂盛于时。
”
上行下效,琵琶

极盛于中唐。曹保,保子善才,善才子纲惧

以善琵琶著称于当时, “
善才

”
一名甚至成

了琵琶离手的通称。白居易有 《听曹刚琵琶

耒示重莲 》、 《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

新调弄谱 》,元稹有 《琵 琶 歌 》,李 绅 有

《悲善才 》,薜逢有 《听曹刚弹琵琶 》⋯⋯

足见琵琶乐和琵琶师之为当时人所重。

作为乐伎而
“
名属教坊第一部

”,叉挣

风摩当时的琵琶,琵琶女当然是长安侣女中

令人羡幕的佼佼者。就当时的社 会 意 识 耒

看: 
“
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

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
″

的状况

才是同她的身扮相称的正常生活。 “
老大嫁

作商人妇
”,明珠投暗; “

去 来 江 口守空

船
”,倾倒京华的教坊名佼,沦落天汪元人

问了。这是令人悲悯拊小人物的生活悲剧:

在今不如昔这层意义上,它特别能唤起失志

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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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白居塑遘
饣
琵琶女

”
要倾诉蠲思想

悲剧 :

莫泊桑说: “
无论在工个国王、一个女

修士、一个少女或者一个菜市女 商 人 的身

上,我们所表现的,终究是我们自己。
”

而

白居易正是借琵琶女在写自己,写 自己的沦

落之恨。

七年以前,元和四年,科举出身的白居

易新授翰林学士,任职左拾遗。他满怀儒生
“
达则兼济天下

”
的热情,抱着对即位不久

的宪宗皇帝的幻想,锐意进 取,想 革 除 弊

政J他的斗争锋芒,直指唐王朝的致命痈疽

宦官集团。这一年,他写下了《新乐府 》五

十首。次年,他又写下了《秦中吟 》十首。

这些波澜翻卷的讽谏诗和他措词激烈的疏奏

令宦官和皇帝切齿:例如, 《卖炭翁 》序明
“
苦宫市也

”
; 《轻肥 》开篇直言

“
意气骄

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

臣:朱绂皆太夫 ,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

走马去如云
”
;这一时期写的古诗 《宿紫阁

山北村 》结尾
“
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

¨̈ 、又如 ,元和四年十月,宦官头子吐突承

璀被任命为左、右神 策,河 中、河 阳、 浙

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白

居易坚决反对用宦官作军队统 帅,上 疏 抗

争: “
臣恐四方闻之,必窥 朝 廷;四 夷 闯

之,必笑中国。⋯⋯陛下念承璀勤劳,贵之

可也;怜其忠赤,富之可也。至 于 军 国权

柄,动关理乱,朝廷制度j出 自祖宗,陛下

宁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从人之欲而自损

圣明,何不思于一时之间而取笑于万代之后

乎卜
”
 (《 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八 )元和五年

正月: 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因弹劾贪官而触怒

宦官,受召还京时在敷水驿被后至争厅的宦

宫刘士元用马鞭打伤了脸,竟然还遭贬谪,

白居易又上疏抗争。唐宪宗恶听逆耳之言,

竟对宰相李绛说: “
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

36

名位9而无理于朕,朕实 难 奈。
”
元 和 十

年,剖据势力吴元济勾结宦官,派人在京城刺

死宰相武元衡,伤大臣裴度。任职太子左赞

善大夫的白居易上疏请捕刺客,竞被加以越

职窝事的罪名而贬出京城,到偏远的浔阳作

江州司马来了。他从此失却了斗争的锐气,

不再过问政治,一心只作诗人。

李贽在 《焚书。杂 说 》中说: “
且夫世

之真能文者 9比其初皆非有意于文也。其胸中

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 喉问有如许欲吐而

不敢吐之物,其 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

可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一旦

见景生情,触 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 自

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

既已喷玉唾珠、昭回云汉,为章于天矣,遂
亦自负,发 狂 大 叫,流 涕 恸 哭,不 能 自

止。
”

一曲琵琶,时而
“
间关莺语花底滑

”
,

时而
“
铁骑突出刀枪鸣

”
,高超的技艺,幽

怨的情思,激越的胸怀,不正是白居易当年

拼搏于朝廷的写照?琵琶女
“
漂沦憔悴,转

徙于江湖间
”,不能再显技艺了,她还可以

“
夜深忽梦少年事

”,时时从已逝的韶华中

得些虚幻的慰藉,而白居易却连 梦
‘
也 做 不

成!鲁迅说: “
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

毁灭给人看。
”

白居易的忧国忧民之心被无

情的现实毁灭了。儒家的正统思想是白居易

奉行的真理,不可救药的唐王朝抛弃了他的

真理。他一生的指望被连根拔去了。他还不

能象席勒那样太喊: “
我从受伤的心里挖出

了它,鲜血淋淋。我大声哭 着,我 将 它 放

弃!” 《《放弃》)他还不能放弃,他 只 能
“
掩泣

”
。他还要继续作官 ,重返京城,荣华

富贵。他在痛苦地告别昨天,在哭 自己破灭

了的理想,哭 自己的要协沦落,哭不再是乐

天的居易。江州司马,泪湿青衫,向 我们倾

诉的,是他的思想悲剧,是 “
曲终收拨当心

Ej,四 弦一声如裂帛
”

的撕心之痛啊 !



豆、欣寅耆透避
“
琵琶女

”
可以看到的

社会悲剧 :

有人认为,白居易不会同情普通妓女。

琵琶女是中官管领的教坊乐伎,身份颇高,

而商人在封建社会不在良民之列,商家子弟

连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琵琶女嫁给

君子不齿的商人,生活出现了转折 ,因 而产生

了沦落天涯的悲剧。这种认识太肤浅了。唐朝

催令钦的 《教坊记》载: “
坊中渚女以气类

相似,约 为香火兄弟,每多至十四五入,少
不下八九辈。有儿郎聘之者,辄被以妇人称

呼1即所聘 者, 亻
兄
p见

呼 为
‘
新 妇

’
,

锑
’
见呼为

‘
嫂

’
也。⋯⋯儿 郎 既 聘 一

女,其香火兄弟多相奔,云学突厥法,又云

我
‘
兄弟

’
相怜爱,欲得尝其

‘
妇

’
也。主

者知亦不拓,他香火即不通。
”

教坊女显然

不能有割
′
建社会良家女明媒正娶 的正 常 婚

姻,这种诸女共奔一男的淫乱行为,其实正

是她们对自己任人蹂躏的一种反动。白居易

同情妇女,他在 《太行路》诗中写道: “
人

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

上自杨

贵妃,下至琵琶女,他都同情。南宋程、朱

理学形成以前,人们对妇女的贞操没有后来

看得重。远的不说,武则天,杨玉环,岂止

不贞,而且乱伦。唐宋诗人,不 仅 同情 妓

女,而且还同妓女恋爱。唐宋诗 词 中 的 情

诗,绝大多数是写给妓女的。虽 是 婚 外 恋

爱 ,但从那些感人肺腑的诗句中j不难看出挚

爱真情。父母包办的贤妻, “
女子无才便是

德
”

。真正知书识礼,能歌善舞-堪称才子

知音的可人儿,往往在青楼 之 中。问 题 在

于 ,狎妓的难得有钟情才子 ,那些争出缠头的

五陵年少就不是琵琶女的知音。他们欣赏的

不是
“
曲罢曾教善才服

”
的技艺,而是

“
妆

成每被秋娘龋
”

的姿色,所以-旦 “
暮去朝

来颜色故
”,就 “

门前冷落车马稀
”

了。琵

琶女竟将卖笑长安、任人玩弄的孽海生涯当

成一生中的开花时节而魂牵梦绕 ,无 限 留

恋,在我们今天看来,她是多么可怜啊!她的

悲剧,不在于前后的转折:而在于她身份卑

贱必然遭受的终生苦难。

马克思说 :“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

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

悲剧性的。
”(《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元论是白居易还是别的才子词人,他们都是

封建制度的维持者,他们都认为玩弄妓女和

妓女被玩弄是合情合理的事。即使他们中有

谁钟情于某个妓女,也不会有损于自己的身

份去改变妓女的命运。豁达如苏东坡,也不

过把朝云收为侍妾而已!只 有到了资本主义

社会,人权提上了议事日程,才会出现小仲

马的《茶花女》 白居易的时代,有谁能了解

琵琶女悲剧的真谛?那是妓女的悲剧,社会

的悲剧!我们对琵琶女的同情远远超过了白

居易,而且我们的同情中已包含着对白居易

的否定。倘若说白居易对 我们认识这种社会

悲剧有帮助的话,那也不是他的主观创作意

图,而是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客观效果。

白居易的失意变态,由
“
兼济天下

”
转

为
“
独善其身

”
的沉沦,也是社会的悲剧。

白居易本耒要极力维护封乏制度 的正 常 秩

序,延长唐王朝的寿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

盛壮时期,这种努力应该说有利于社会的安

定和生产发展。然而,任何一位或一群头脑

清醒的封建官员,都不能逆转略呈用期性的

各封建王朝的腐败趋势。外戚专政、宦官专

权、权奸当道、地方势力韶据⋯⋯这些封建

社会固有的恶性肿瘤,一旦,养成气候,不到

它们所依附的王朝一命鸣呼,是任何秘方妙

术都佘何不得的,无怪乎忠良遭受迫害成了

名目众多的传统戏剧的通用悲剧主题。白居

易在这类社会悲剧中,还算不上老几哩。

欣赏者这种超越作者创作意图的认识,

与作者的思想高度和作品的艺术成就不成比

(下转第45页 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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洼 耀:

①⑨⑩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24页 。

②《马克思恩格;+千 选集》第3卷 ,第 21页。

③《马克≡、思辂斯迕集》第3卷 ,第⒛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卷 ,第 272-273页 。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 320页 。

⑥《马克思恩格新选集》第3卷,第 41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 ,第 416页。

⑧《歹刂宁全集》第”卷,第 317页 。

阶段,也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这
既可以从《哥达纲领批判 》和《向匈牙利王

人致敬 》提出问题的差别中得到印证,又可

以从与《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的解释

的对比中得到印证。-

∷综~L所述,说明马克思、恿格斯、列宁

关于过渡时期的论述,都不是抽象地从概念

上来谈论这一问题,而是有明确的针对性。

在一定的前提下提出和回答的具体 问题 不

同,所包含的内容也就不一样。我们既不能

一概而论地把这些论述都解释成是从资本主

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全部过 程,也 不

能一概而论地把这些论述都解释成是从资本

主义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过渡。

⑩《列宁选集》第3卷 ,第⒛8页。

⑧《列宁选集》第3卷,第 200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 200页 。

⑩《列宁选集》第 3卷,第 221页。

⑧《歹刂宁选集》第 8卷,第Ⅱ 1一扭2页。

⑩《列宁选集》第3卷,第 249页。     ∶

⑦《列宁选集》第4卷,第 8犭 页。   }
⑧《歹刂宁选集》第4卷,第 92页。      ^
⑩⑩《歹刂宁选集》第3卷,第 8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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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却与欣赏者本人的思想立场、文化程

度、生活经历等有密切联系。对于欣赏者来

悦 ,作品是审美客体 ,不 同的欣赏者有着不同

的审美意象:教同一作品产生不同的认识,

获得不同的审美享受,有的在作者的意象之

中,有的在作者的意料之外,都是正常的。

本文所述:也不过是个人的粗浅之见罢了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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