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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内容概要

本书是华夏古典文学经典中的《镜花缘》分册。书中收入了明代李汝珍的“镜花缘”。 本书形式新颖
，独具特色。全书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语句、方言、典故等作了释文及加注拼音，并附有详细的人物
表。该书装帧别致、以32开本，便于携带，是休闲阅读及馈赠亲朋好友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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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精彩短评

1、很喜欢这本书，看了好多遍。镜花水月，终究梦一场。我确实不喜欢结局
2、　　元旦时候去湛江找同学，聊天时候谈到看电影的事情，之后他就说道王小波的无肠国的比喻
，现在的电影就好像这无肠国的人们，吃了就大解，之后再把自己拉出来的重新吃回去。
　　过后想想真是妙极，也萌生看《镜花缘》的想法，想起自己小的时候看过一个故事，也就是镜花
缘的精简版那种猎奇游记式的故事，我印象深刻的是双面国的人。在之后确实看过王小波的那段杂文
，却是自己不求甚解的读过，蛮惭愧的，竟也没留下什么印象。经过好友翻述后才点亮。不过看罢书
后个人觉得不是书中写的好，而是王小波的引申做得好。
　　这本书大约断断续续读了半月，书过了一半后写一群才女时故事开始搅烂，絮絮叨叨的掉书袋的
故事开始。我在床上用手机看的电子书，经常不自觉的就睡了过去，实在提不起了兴趣。
　　故事里面写的唐朝武后的故事，不过书中各种《西游记》《西厢》乱入，才女们作宋词《西江月
》也蛮无语，不知道是我弄错还是作者不注意。前段写仙境再后来是游记再后来才女们的玩乐生活再
后来排兵打仗，看起来不伦不类的一盘杂烩。
　　
　　PS: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可读点只在于前半段的游记部分。读书时游历各国顺序大致记了记：君子国
、大人国、老民国、聂耳国、无肠国、狗头国、鬼国、元股国、毛民国、毗骞国、无继国、深目国、
黑齿国、长人国、白民国、淑士国、双面国、穿胸国、厌火国、寿麻国、结胸国、长臂国、翼氏国、
豕喙国、伯虑国、巫咸国、岐舌国、智佳国、女儿国、轩辕国。
3、　　     镜花缘，镜中花和水中月，镜中的人物何尝不是照射出世间的人生百态。镜花缘是清朝的
小说，本人饶有兴趣在一个下雨的下午，真正地看了前五十回。即唐敖、多九公、林之洋三人在天朝
上国四海之滨的游历，各色习俗、各种神鸟神兽、还有各种奇异的国家，想象力丰富。随着唐敖游历
各国，体验各种传奇和奇异的地域，还以为八股文把文人的想象力早已经绑死了，各种奇特的经历又
常常照出天朝上国的倒影，呵呵，表达了作者对现世的讽刺。后五十回是在讲各个能文能武的奇女子
，后面的内容看起来实在费劲，作者无时不在显示他的博学，但对于对诗词歌赋和早已被打倒的儒家
经典几乎一无所知的现代人来说，看不懂只好pass掉。
　　     书中各国有小人国、巨人国，那巨人更是无限大，呵呵，睡在地上，两眼望着天，真是目空一
切，莫说立了，连翻身都不能。君子国，无论平民还是乞丐、贵族，“好人不争”，那个互相谦让的
，费老劲了。天朝上国在四海之内永远是高高在上，教化其它四海之国，书中也无不提到，天朝上国
的国民到哪都是倍受尊崇的。中国在它所处的位置如此得天独厚，在哥伦布为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
一直都是高高在上于其它各小国。对于外面的世界，天朝上国的总是高高在上地藐视是由于环境自古
形成，直到携带着铁甲船和重炮的另一个半球来的敌人轰开帝国的大门。作者绝也想不到，世界是圆
，居然还有不论《论语》、不知道孟子的其他国人。
　　      两面人不就是人的真实写照，带着面具的人。黑齿国尽出才女，可把多九公和唐敖这两个天朝
人，难死，他们蒙羞而出；白民国，原以为高傲不可一世的私塾老先生读了深奥的书，不想，原来读
的“白字”，真正的可笑；女儿国，描写的最精彩，林之洋不幸被女儿国国主看上了，但男子被扑粉
、裹脚后，林之洋差点也成为真正的国王的宠物，当男子和女子被调个后，裹脚布一样能把男子裹得
老老实实的。裹脚布真正是万恶的旧社会的产物，科举绑住了男子的头脑，裹脚布则绑住了另一半人
的手脚。中国的旧社会在封闭的环境下，男子的晋升只能依靠八股文的科举，讲忠讲孝，儒教成了他
们的教义；女子则依靠裹脚布，畸形地裹出小脚，去竞争，去满足那些考中科举的达官贵人的癖好（
《灰姑娘》的水晶鞋跟这一样）。
4、　　小时候看过几个木偶片，还有《哈哈镜花缘》那个水墨动画片，终于有幸翻了这本书，看了
前因和后果。为什么要周游各岛呢，因为他在“采花”，各式各样的美女啊，整个一海选。旅行的部
分好看，林之洋裹脚的部分也相当恶搞，后面就巴拉巴拉了。
5、小时候看 看的有点吃力 现在看来还不错
6、　　原谅我，读到80章，实在读不下去了，大概是对书中的韵学实在没有研究。 前面的深化故事
和游玩的场景的确挺好的，想象力也丰富，只是大约，我实在没有那样高深的参悟能力。
7、看看女人不爱男人是什么下场
8、　　浅析《镜花缘》中的仙境想象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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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以小说前六回为例
　　
　　《镜花缘》开头的叙事，起始于众仙家前往昆仑为王母祝寿。仙境叙事就此开始，仙境故事呈现
出一个具象的天上世界。在小说叙事的开端，李汝珍将仙境想象连同历史虚构，共同为后面的人间故
事做为合理化的陈述和铺垫。由于百花仙子被贬将凡尘，今后的故事才以达成。在小说全文中，不时
有关联到仙境叙事的章节句段出现，仙境叙事可谓是整部虚构想象小说的连接纽带。
　　
　　一、�建构仙境
　　1、�仙境人物想象
　　与古希腊神话中的诸神一样，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仙境人物也同样各司其职，掌管凡间的各样事物
。《镜花缘》故事的源头，就与蓬莱山上的百花仙子有关。在给王母祝寿的路上，百花仙子一路与百
草仙子、百果仙子和百谷仙子同行。四仙途中遇见魁星以及四位管理动物的仙长：总司天下毛族的百
兽大仙，总司天下禽族的百鸟大仙，总司天下介族的百介大仙和总司天下鳞族的百鳞大仙。以及福禄
寿财喜五位星君，木公、老君、彭祖、张仙、月老、刘海蟾、和合二仙、红孩儿、金童儿、青女儿、
玉女儿、元女、织女、麻姑、嫦娥等都是前去祝寿的仙人。
　　根据小说中的仙境人物叙述，笔者总结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不同于古希腊诸神的是，中国古
代小说中的神仙，普遍都没有类似凡俗社会的姓名，通过其大部分的名号我们都可以判断出其职能。
其次，不同类别的神仙名字往往具有相似的范式，例如花草植物类的均为“百X仙子”，而掌管动物
的四位则为“百X大仙”。这其中除了门类之不同，还有性别差异。“仙子”是女性化的称呼，百花
仙子贬将凡尘后在唐家降生，是一位富有才学的女子。而“大仙”是偏男性的称呼。“星君”一词，
可从字面色彩上判断其为较为年长者，而一般的影视作品中也同样处理他们的角色造型。由此可见，
在仙境叙事中，作者试图去完善仙境人物的性别、年龄等非常具象化的人物元素。使其与俗世之人看
起来并无二致，肖像化的仙人们拉近了与凡间读者的想象距离。在相同的人型基础上，作者才加入了
凡间人类所不具有的特征。在共性中注入个性，是仙境人物叙事的常用手法。
　　仙境人物的职能，也在叙事过程中加以具象化的描述。以百花仙子的职能为例：“小仙所司各花
，开放各有一定时序，非比歌舞，随时皆可发令。月姊今出此言，这是苦我所难了！况上帝于花，号
令极严，稽查最密。凡下月应开之花，于上月先呈图册，其应否增减须瓣，改换颜色之处，俱候钦裁
。上命披香玉女细心详察，务使巧夺人工，别开生面。所以同一梅花，有绿萼、硃砂之异；同一莲花
，有重合、并蒂之奇。牡丹、芍药，佳号极繁；秋菊、春兰，芳名更伙。一枝一朵，悉遵定数而开；
或后或先，俱待临期而放。又命催花使者，往来保护，以期含苞吐萼之时，如式呈妍。” 
　　在将仙境人物职能具体化描述的同时，将凡间的大自然现象联系，使仙境人物及职能更加现实。
这不仅显示出了作者的博学与超凡的想象力，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对仙道人物的丰满想象。
　　最后，仙境人物与凡间人物同样具有喜怒哀乐的各样性情。例如仙子们都钟情于对弈，他们彼此
间都有“楸枰朝夕过从” 的情谊，对弈的爱好是和古代社会的文人雅士们相同的。而嫦娥与百花仙子
因在王母寿宴上的争执而产生芥蒂和许下赌约，百花仙子性情刚直，愿赌服输而下临凡尘。性格、协
约、争执、痴迷于爱好⋯⋯这些都是和俗世生活并无二致的生活元素。
　　仙境人物的具象化，在使神话叙述更加合理化的同时。也满足了普罗大众和书写者对于天上世界
的想象冲动。畅想与自己的生活有相似之处却又具有自己所不具有的超凡才能，是对于未知世界的美
好向往和期待的其中一个方面。
　　2、�仙境社会想象
　　仙境社会的想象分析，主要关注的是仙子们的人际交往关系，仙界与俗世的互动。
　　首先，仙子们都不是清心寡欲、好礼不争的完美型人格。他们同样具有喜怒哀乐，欢喜焦虑。上
文提及的由于在王母寿宴而发生的口角，互相许下赌约，愿赌服输这样的人情社会才具有的生活情节
，同样出现在了仙境社会中。
　　其次，仙境与俗世的互动。主要体现在仙境叙事和历史虚构结合的情节当中。在《镜花缘》的第
三回中，李汝珍写到了关于下界帝王武则天的前世故事。“当日太祖、太宗本是隋朝臣子，后来篡了
炀帝江山。虽是天命，但杀戮过重，且涉于淫私，伤残手足；所以炀帝并各路烟尘，趁他这个亏处，
都在阴曹控告唐家父子种种暴戾荼毒之苦。冥官具奏。幸亏众神条陈：与其令杨氏出世报仇，又结来
不了之案，莫若令一天魔下界，扰乱唐室，任其自兴自灭，以彰报施。适有心月狐凡获遣，即请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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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花缘》

投胎为唐家天子，错乱阴阳，消此罪案。心月狐得了此信，欢喜非常，日盼下凡吉期。” 
　　将仙境社会和人间历史联系在一起，人间与神界的互动让仙境叙事更加真实。也满足了读者对于
历史问题追溯的虚构性想象。
　　而神界的人际关系矛盾，也与历史故事联系到了一起。百花仙子和嫦娥之间的“百花盛开”矛盾
，也转移到了下凡的心月狐身上。嫦娥嘱托下界的心月狐，令百花盛开一次。心月狐满口答应，下界
后便成了唐中宗之母，武则天。武则天在冬日与众臣下一游上林苑，命百花盛开，以及之后迁怒牡丹
不盛开等等情节，又与仙界有所关联。
　　在六回之后的故事中，故事的中心点又转移到了凡俗世界中。在后面的叙事中，也有频频和仙界
人物及传说互动的情节。唐敖和林之洋的游历故事中，遇到的野外果实，其中不乏“仙家之物” 。
　　仙境世界与凡俗世界的互动关系，都让《镜花缘》的铺垫叙事显得更加丰满。
　　
　　二、�仙境想象背后
　　1、�叙事的合理化铺垫
　　《镜花缘》的故事主要集中在唐敖和林之洋的游历经验，而前面的仙境想象主要是起到铺陈和后
面的串接作用的。唐敖的女儿唐小山即仙界的百花仙子下凡转世，《镜花缘》的下部分是唐小山与林
之洋一同前去寻找隐居蓬莱山的唐敖。唐敖考中探花，而前朝并没有“探花”这一名号，“探花”一
词的来源，也是“必因当年百花齐放一事，派你去探甚花消息哩。”  种种不同的情节内容需要，虚
构故事因为仙境的想象叙事而更具有真实性和可读性。也在此为小说的整体魅力添上浓重的一笔。这
种将虚构故事和仙境想象结合的方式，也连通了普通读者心中存在的想象事物。包括在《红楼梦》中
，贾宝玉也曾梦游太虚幻境。太虚幻境和《镜花缘》中的蓬莱、昆仑等仙境是有同样性质的仙境想象
。《红楼梦》中，贾宝玉在梦中的所见所闻，在日后都以隐喻性的方式呈现出来。而《镜花缘》中的
仙境描述，则主要是为了前六回之后的人物及情节能够以最合情合理的方式被道来。
　　2、�凡人的仙境向往
　　李汝珍创作《镜花缘》，由其中的情节故事可观之其对于所生活世代的批判精神。仙境社会的描
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于理想世界的建构，另一方面则体现了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贬低和拒斥。当
然，李汝珍对于现世环境的批判，更大程度是在后面唐敖与林之洋游历海外诸国的经历中得到体现的
。他们寻访君子国、女儿国、黑齿国等诸多国家，不同的风土人情都是李汝珍假借游历他国之名义表
达个人意志的方式。仙境是虚无的，仙境人物的高度同样是虚无的，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崇道求仙
，意欲成仙的观念传统，利用仙境叙事实现想象，基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而言，是有其自身
原因的。仙境叙事的生成，笔者认为这也是凡人对于自身力量有限的认识和对于未知世界的崇敬而导
致的。这也符合神话小说生成之原因。
　　
　　三、�结语
　　在清代小说中，和《红楼梦》、《儒林外史》相比，《镜花缘》“显然不是第一流杰作，瑕瑜互
见，驳杂不纯”。 但是《镜花缘》确实中国古代小说中分析仙境叙事，值得分析的参照文本。
　　仙境叙事不仅体现了古代小说在叙事逻辑和叙事结构的成熟化发展，也表达了作者所表现出的个
人意志色彩。具有中国特色的仙境叙事，不同于古希腊神话的诸神故事，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非常有特
色的一种文学范式。
　　
　　
　　
　　
　　
　　参考文献：
　　[1].李汝珍：《镜花缘》（全两册），张友鹤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
　　[2].何满子 李时人：《明清小说鉴赏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版.
　　[3].曹雪芹：《红楼上》（第一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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