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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小說類型眾多，我之所以選擇唐代短篇文言小說作為研究基礎，因為

它篇幅小、結構完整，為中國古代小說發展的里程碑。從唐傳奇開始，小

說正式形成自己的規模和特點。由於它能廣泛反映社會生活，在藝術上又

具有驚人的概括力，塑造人物形象較為成功，語言簡潔精美，而且他揭開

了中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序幕，和現代人也比較有相聯性。 

 

而〈鶯鶯傳〉算是唐代傳記小說中最為著名的，而且也是千年間中國

最著名的愛情小說，它反映出青春期中的少女，寫出她的渴望、矛盾、舉

棋不定、恐懼和不知所措的種種心態，不得不讓我們感到有興趣， 再加上

現在虐心的偶像劇也越來越多，讓許多少女為之瘋狂，所以當我們知道這

令人心糾結的傳記後，讓我們對後續感到非常好奇，也很想知道男女主角

最後情歸何處，所以就決定著手研究。 

 

在讀了〈鶯鶯傳〉之後，發現它的情節和許多當代的偶像劇雷同：男

女主角因為家庭、工作、貧富差距、身世等因素而分開。但是，同中有異

――這兩個時代的禮教制度與價值觀非常不一樣，男女主角的命運也很不

同 。因此，我想要更加了解兩個時代的戀愛觀對男女的影響，也順便省思

作為一個十七歲的台灣少女該如何看待愛情。 

 

二、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我採用「文獻研究法」，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

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問題。具體作法是，藉著圖書館的專書、網路上的資

訊，加以歸納整理，以資料參照的方補充說明。  

 

為了更深入了解〈鶯鶯傳〉的成書過程，不僅重讀了原文，也在網路

上參考了白話譯文、後代給予之評論，並於《唐代傳奇》（註一）中看到比

較白話的〈鶯鶯傳〉、《想像唐朝唐人小說》（註二）以及《元稹集》（註三）

中看到它的原文。  

 

本文結構大致如下，介紹〈鶯鶯傳〉中人物及時代背景，以〈鶯鶯傳〉

確定主題 重讀原文 找尋資料 整理資料 分析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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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分析為主體，探討故事中所展現的「女性特質」、「封建思想自由戀愛

的矛盾」、「始亂終棄與從一而終的男人」。 

 

貳●正文 

 

一、 傳奇簡介 

 

唐代小說又稱「傳奇」是具完整情節、鮮明角色、深刻主題及敘事技巧

的文言短篇小說。大致可分為愛情類、警世類、神怪類、俠義類、歷史類。

而〈鶯鶯傳〉是屬於愛情類。 

 

愛情小說在傳奇中佔最大比重，以離合散聚為主題，成為傳奇的典範，

加上人物性格豐富，栩栩如生。有學者認為，傳奇的戀愛故事，批評門第

制度，歌頌戀愛和婚姻自由。 

 

唐代傳奇的產生，標誌著我國小說的發展逐漸趨於成熟，體制簡短而有

長篇小說的規模，有獨特民族風格的小說形式。它揭開了我國現實主義小

說的序幕，把反對封建門閥制度和禮教壓迫當作自己的基本主題。人物塑

造上，在娼妓婢妾方面則是第一次成為被讚頌的主角。而在唐傳奇也全面

地採用了史傳文學的手法，把一個人前後完整的一段生活描繪下來，形象

地揭露社會矛盾，表現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徵。各種題材中

大量出現的驚奇情節、大膽想像，以及生活細節的細緻刻劃，對後世戲曲

小說創作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註四） 

 

二、 人物介紹 

 

〈鶯鶯傳〉是元稹親身的愛情故事，被後人考證爲紀實性小說。王銍在

《傳奇辯證》考證張生為元稹本人。學者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第四

章《艷詩及悼亡詩》附讀〈鶯鶯傳〉中更明確指出：〈鶯鶯傳〉為微之自敘

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還進一步考索出，鶯鶯真

實身份就是元稹的表妹雙文。至此，〈鶯鶯傳〉便成爲元稹自己感情生活的

懺悔錄無疑。而後人也就根據他的懺悔，來數落他道德及人格上的缺陷，

正如魯迅所言，遂堕惡趣。陳寅恪也說，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爲

可惡也。意思是出賣氣節，換個高官來做，尚可原諒；可恨的是，元稹玷

污了純潔的愛情，把婚姻也當作向上攀附的階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以

下即為小說中主要角色之介紹。（註五） 

  

(一)  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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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生（男主角）外表俊美、性情隨和，但是內心自視甚高，一心想

考取功名來改善家庭環境，所以他僅守禮法，不近女色，但是遇到崔鶯

鶯後，一切都改變了。他表面上看起來文質彬彬、英俊瀟灑，看似不親

近女色，但卻做出許多讓鶯鶯傷心、難過的事，表現出許多糟糕男子的

一面。 

 

(二)  鶯鶯 

 

張生愛戀的對象崔鶯鶯（女主角）和一般富家女子不相同，她溫婉

嫻靜、姿容脫俗，且善於詩書。《鶯鶯詩》描寫了鶯鶯的美貌，說她不

用濃妝豔抹，自然流露出一股超然的美麗。 

 

表面看來鶯鶯仍是個羞怯追愛的閨秀，實際中她的內心已把情字置

放在首位。礙於大家閨秀的身份，不論家庭或教育都讓她在追求幸福時

顧忌且糾葛，於是她示愛的方式顯得曲折秘密。藉此衝突製造成她對抗

封建禮教的弱勢，同時也表現她謹慎細膩的心。 

 

(三)  紅娘 

 

故事中的紅娘也算是個重要的角色，因為如果沒有了她，張生和崔

鶯鶯的戀情也不會成功。紅娘是個不畏犧牲自我、打破社會框限且富正

義感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紅娘促成這一段情緣的同時，也表現出自

己的聰敏機靈、富有同情心。在張崔兩人的戀情中扮演重要的中間人，

使兩人戀情得以善終。正是如此，紅娘這一形象千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

喜愛，成功塑造鮮明的角色形像，也讓後人代稱幫助愛情結合者為「紅

娘」。 

 

三、 故事介紹 

 

〈鶯鶯傳〉是一篇著名的唐傳奇，又稱〈會真記〉，詩人常以「真」比

喻為仙，而「會真」就是「會仙」，和天仙般的美女相會。〈鶯鶯傳〉為唐

傳奇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愛情故事，也是元稹最引後人爭議的作品，故事

中的張生即是元稹化身，這是一段一開始就知道不會有結局的愛情，但卻

讓男女主角愛得瘋狂、愛得失去自我！ 

 

鶯鶯和母親寄宿普救寺，途中遇到盜賊，幸好同在寺廟住宿的張生幫

助他們，逃過了一劫。鶯鶯的母親便要她見過張生以答謝意，張生一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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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忘情，便託紅娘表達自己的心意，經過一番周折，張生與鶯鶯成其好事。

後來張生赴京考試，鶯鶯雖以書信表明心志，但最終仍遭張生以尤物妖人

的理由拋棄。後來兩人各有所嫁娶，日後張生要求再見鶯鶯一面，被鶯鶯

拒絕，彼此再也沒有音訊。（註二） 

 

四、 文本分析 

 

(一)  封建思想與自由戀愛的衝突 

 

此表為封建思想與自由戀愛之比較，由此可看出，封建思想及自由戀愛的

差異： 

表一、封建思想與自由戀愛之比較 

封建思想 (1) 門第觀念，講究「門當戶對」，限制了婚姻自由。 

(2) 包辦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限制婚姻自由。 

(3) 「三從四德」：「三從」少從父、大從夫、老從子，限制女性地

位。「四德」也是以男人為中心，以及貞操，從一而終等。 

自由戀愛 (1) 務實、理性和帶有享樂色彩。 

(2) 只在乎曾經擁有。 

(3) 兩人關係的長短已不再重要，最重要是及時行樂。 

(4) 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所愛。 

（表一） 

從上表可以比較出封建思想與自由戀愛的不同，因為〈鶯鶯傳〉處於唐

代，當時的社會風氣為崇尚禮教制度，而在〈鶯鶯傳〉文中提到：「崔已陰

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

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歿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

此行？』崔曰：『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

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斁。

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

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

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托。』（註六） 

 

由上述原文中，可見鶯鶯在禮教制度與自由戀愛兩者間不斷猶豫，最

後自己的心偏向了自由戀愛的那端，從「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

委露，猶托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

珍重千萬！」看出鶯鶯反對舊式婚姻制度、為了愛情奮不顧身投入的情節。 

 

(二)  女性形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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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鶯鶯傳〉中女性類型之區分，可看出每個角色表現出的不同性格： 

表二、〈鶯鶯傳〉中女性類型之區分 

 類型 具體行為 

崔母 中國傳統女性代表 從「宴請張生以表感謝之意」及「鶯鶯不肯出來

見張生，而怒鶯鶯不懂感謝救命恩人」這兩件

事，便大略可以曉得，鄭氏是一位通情達禮之

人，懂得感謝他人給予的幫助，盡可能想回報他

人。 

鶯鶯 保守（禮教束縛） 故事一開始，崔母要求鶯鶯出來見張生，她卻推

病不見客，後來因崔母的發怒，她久之乃至。而

出來見客時卻也展現出毫不在意的樣子，並且穿

著平日服飾，而不盛裝打扮，全然一副「以禮數

自居」的傳統中國女性。 

打破傳統（追求真愛） 在婢女紅娘的牽引下，嚐到愛情滋味的崔鶯鶯放

下了禮數的束縛，決心以「開放」的態度面對自

身的情愛追求，而以一首《明月三五夜》：「待月

西廂下，近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答應了張生，甚而自薦枕度，共赴巫山。 

紅娘 鬼靈精 

（行事機伶，洞察小

姐的心思） 

主動來找張生，並獻上一計：「崔之貞慎自保，

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

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幕者久之。君試

為喻情詩以亂之。」 

（表二） 

1. 鶯鶯的母親：傳統女性、家教嚴格，尊崇禮教嚴禁男女自由戀愛結

婚。文本事件舉例： 

崔母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

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

以報恩也。」（註六） 

 

由鶯鶯母親的話中，可以感受到母親對子女的嚴厲教導、傳統的思想，

要孩子必須出來見他們的救命恩人一面。 

 

2. 鶯鶯：一開始正派、謹慎的女子，也注重、保護自己，而且非常遵

守禮教，後來被張生打動後變成一個自主，追求自己愛情的女子。文本

中即提到： 

崔至，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女見託。

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使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

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奸，不義。明之於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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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背人之惠，不祥。將覬覦婢樸，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張，願

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洞，能不

愧心。特願以禮自持，無及於亂！」（註六） 

 

由鶯鶯的話中，可見她一開始的矜持，但在讀者看來只是口是心非，她

心中其實已對張生動心，但卻礙於禮教制度，因而怒斥了他。 

 

3. 紅娘：依照以前的丫環來說，通常是不會有丫環替自己的主子出主

意、建議主子該怎麼做的，但紅娘卻時不時幫助張生與鶯鶯，這不就是

俗話說的，有什麼樣的主子就有什麼樣的丫環。文本中有提到： 

 

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故難入矣。

然而善屬文，往往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思以亂之，不然，

則無由也。」（註六） 

 

由原文可見，紅娘替喜歡主子的人說話，不斷的告訴張生該怎麼做才能

奪的鶯鶯之歡欣以及提醒鶯鶯該怎麼做。 

 

（三） 唐傳奇中始亂終棄和從一而終的男性比較 

 

故事中的張生可說是始亂終棄的代表，兩人一開始十分相愛，正如故事

中「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紈綺間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

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

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

所言，可是張生為了功名，攀附權貴「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

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忽視與鶯鶯的諾言，甚至將鶯鶯評為妖女「大凡

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

為雲，不為雨，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

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僇笑。

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此即自私自利的行為，不在乎女生是

否受傷，只在乎自己，所以他們通常得到了就拋棄。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

更常見了，因此很多人說，好男人真的不好找了，遇到對的就要把握，不

要輕易放棄。更多男生不敢承諾，山盟海誓什麼的，更難聽到了。（註六） 

 

斯韋登伯格曾說：「愛情存在於奉獻的慾望之中，並把情人的快樂視作

自己的快樂。」（註七）、莎士比亞曾說：「不太熱烈的愛情才會維持久遠。」、

莫爾曾說：「友誼要像愛情一樣才溫暖人心，愛情要像友誼一樣才牢不可

破。」、莎士比亞曾說：「愛情不是花蔭下的甜言，不是桃花源中的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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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輕綿的眼淚，更不是死硬的強迫，愛情是建立在共同語言的基礎上的。」

（註八），而現代人對好男人的定義，不會花言巧語，但會陪著女孩子身邊。

不會隨意拋棄，只會用心守候。不會逼妳做不喜歡的是，會尊重你的決定。

不會讓妳為他留下一滴難過的眼淚，而是讓你留下感動的眼淚，為妳擦去

一切的不開心。不會用逞兇鬥狠來顯示自己強壯，而是當危險來臨時緊緊

抱住你，用身體為你抵擋風暴。當妳累的時候，給妳肩膀，給妳靠。 

 

下表為中國古典小說中，其中幾位著名男主角面對愛情的不同態度： 

表三、中國古典小說中其中幾位著名男主角面對愛情的不同態度 

類

型 

人

物 

出處 具體行為 

始

亂

終

棄 

張

生 

鶯鶯傳 原文：「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

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不為雨，

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

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

身，至今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於時坐者皆為深歎。」（註六）由此話最能突顯出張生

負心、忘情、不負責任的形象。為了讓自己拋棄鶯鶯成

為合理化，竟出言不遜，強指鶯鶯為「危禍人間的妖

物」，更將她比擬妲己，然後慨嘆自己德才不足，不足

以對付她，所以只好「忍情」斷絕與她來往。如此冠冕

堂皇的言辭，只不過是為自己始亂終棄的行為推卸責

任。 

李

益 

霍小玉傳 原文：「生且愧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

誓，死生以之，以卿偕老，猶恐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

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卻到華州，

尋使奉迎，相見非遠。』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

未至家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

人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

（註九）由此話可看出李益在赴任前與小玉發誓偕老，

但歸家後立即變心從母命，貪圖權勢，另娶鳳閣侍郎盧

誌之女。 

李

甲 

杜十娘怒

沉百寶箱 

原文：「孫富道：『兄飄零歲餘，嚴親懷怒，閨閣離心，

設身以處兄之地，誠寢食不安之時也。然尊大人所以怒

兄者，不過爲迷花戀柳，揮金如土，異日必爲棄家盪產

之人，不堪承繼家業耳！兄今日空手而歸，正觸其怒。

兄倘能割衽席之愛，見機而作，僕願以千金相贈。兄得

千金，以報尊大人，隻說在京授館，並不曾浪費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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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睦，當無間言。須臾之間，

轉禍爲福。兄請三思，僕非貪麗人之色，實爲兄效忠於

萬一也！』，李甲原是沒主意的人，本心懼怕老子，被

孫富一席話，說透胸中之疑，起身作揖道：『聞兄大教，

頓開茅塞。但小妾千里相從，義難頓絕，容歸與商之。

得其心肯，當奉複耳。』」（註十四）由此話可看出李

甲為了錢，把杜十娘賣給他人，不適度石娘一片苦心，

碌碌蠢材，無足道者。 

愛

好

美

色 

賈

璉 

紅樓夢 為人好色，一離開王熙鳳就找多姑娘鬼混。趁王熙鳳參

加生日宴會時，與鮑二家的私通，見了尤二姐，又貪圖

其美色，背着王熙鳳，騙娶為二房。（註十）原文：「至

次日五更天，一乘素轎，將二姐抬來。各色香燭、紙馬，

並鋪蓋以及酒飯，早已備得十分妥當。一時，賈璉素服

坐了小轎而來，拜過天地，焚了紙馬。那尤老見二姐身

上頭上煥然一新，不是在家模樣，十分得意。攙入洞房。

是夜賈璉同她顛鸞倒鳳，百般恩愛，不消細說。」（註

十三） 

紅

樓

夢 

薛蟠 原文：「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隴望蜀」的，如今得娶了

金桂，又見金桂的丫鬟寶蟾有三分姿色，舉止輕浮可

愛，便時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由此可看出

薛蟠為人驕橫跋扈，仗勢欺人，強買甄英蓮（香菱）為

妾，由於英蓮已經先被馮淵買去，便喝令手下打死馮

淵。其人喜新厭舊，娶妻夏金桂後，又欲奪取其陪房丫

頭寶蟾，並冷落香菱。 

從

一

而

終 

王

宙 

離魂記 原文：「後有賓僚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

宙亦深恚恨。托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

宙陰恨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裏。夜方半，

宙不寐，忽聞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

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驚喜若狂，執手問其從來，

泣曰：『君厚意如此，寢食相感，今將奪我此志，又知

君深倩不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

所望，欣躍特甚，遂匿倩娘于船，連夜遁去。」（註十

一）由女主角的話可看出王宙對倩娘的鍾情，使得倩娘

願意為了他放下自己的家人，和他私奔。 

鄭

生 

李娃傳 原文：「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

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舍。』、生泣曰：『子若棄我﹐

當自剄以就死。』」（註十二）由上訴可看出鄭生對李娃

的忠貞不移，在第一次見面就愛上了他，即便被李娃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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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過，仍然愛著她，哭著告訴她：「你如果拋下我，我

就自刎而死。」  

多

情

專

一 

賈

寶

玉 

紅樓夢 原文：「『女兒是水做的骨肉， 男兒是泥做的骨肉， 我

見了女兒便清爽， 見了男子便覺得濁臭逼人。』」（註

十三）這是賈寶玉最常掛在嘴邊說的話，他從小喜愛玩

弄胭脂水粉，卻也是天下第一等癡情之人。賈寶玉在人

看來是相當花心的，經常調戲身邊的丫頭們，還寶姊

姊、林妹妹的叫，讓人摸不透他心底到底向著誰。他如

此多情，卻剛好與他的癡情成一對比，不管歷經多少波

折，仍專情於林黛玉一人而已，最終，卻因看破紅塵，

走上出家一途。 

（表三） 

 

參●結論 

 

〈鶯鶯傳〉為唐傳奇中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愛情故事，也是元稹最引後

人爭議的作品，故事中的張生即是元稹化身，這是一段一開始就知道不會

有結局的愛情，但卻讓男女主角愛得瘋狂、愛得失去自我！ 

 

一般認為〈鶯鶯傳〉之所以在文學史中立有一席之地，原因在於它栩

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峰迴路轉的故事情節、以及優美的詩文描寫擺盪在愛

情理想與禮教現實之間的男女情愛。它不僅塑造了癡情女子、負心漢、紅

娘的人物原型，也引發了對始亂終棄的無數討論。 

 

而在中國古典小說中，我們難以發現從一而終的男子，多數為始亂終

棄、愛好美色之男子，從研究結果，我們可以深入地了解到傳統女性的卑

微，她們在男人的眼中是不能有自我想法的，雖有見真心付出的男子，但

大多數仍未能堅持到底，往往為了一己之私或是功名利祿而拋棄女主角，

這對女性是相當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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