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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牡丹亭》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我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本文以柳梦梅的命名

为切入点,通过柳、梦、梅意象组合,解析柳梦梅人物形象的“痴”,“刚”,“才”,进一步分析柳梦梅的

至情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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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汤显祖的《牡丹亭》题词曾说：“情

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

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

皆非情之至也”[1]。这句话重点是在论

述杜丽娘的至情,前人在《牡丹亭》的研

究中多是从杜丽娘的角度探讨至情观,

很少有人从柳梦梅的角度来剖析至情

观。然而柳梦梅作为《牡丹亭》的男主

人公,他的意义对于整部作品更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柳梦梅身上所具有的不

仅仅是一个人物所具有的性格特征,同

时反应了一个时代所处的社会背景,及

其才子佳人的爱情。 

1 柳梦梅的命名 

柳梦梅的命名,分别由“柳”“梦”

“梅”三种意象组合构成。第二出就交

代了柳梦梅命名的缘由,每日情思昏

昏……发迹之期,因此改名柳梦梅,春

卿为字。柳梦梅的名字亦是贯穿全文的

线索。 

1.1柳的意象 

“柳”作为历史长河中一个重要意

象,起源于《诗经》,《诗经》的《采薇》

一篇就写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柳又有“留”的读音,象征离别。而汤显

祖把男主人公的姓选取为“柳”为推动

情节发展起到了基础作用,暗示后文杜

柳两人的相遇。 

除了暗示作用之外,“柳”还充当了

杜柳爱情的信物。如《惊梦》中,在杜丽

娘的梦中,柳枝成为爱情的信物：“恰好

花园内,折取垂柳半枝,姐姐,你既淹通

书史,可作诗以赏此柳枝乎?”[1],一方面

柳枝是连接杜柳感情的桥梁；另一方面

象征彼此的爱情。柳条是柔软不假,但是

软中带刚,赋予到柳梦梅身上,侧面感受

到柳梦梅的性格温柔与人格刚强。 

1.2梦的意象 

梦是《牡丹亭》的主线,不仅能够让

男女主角大胆追求内心的真实情感,还

为这对原本不可能相遇的情侣找到一个

可以相爱的理由。整部作品一共有“二

梦”,一是柳梦梅的梦境,在《言怀》一

出中：“梦到一园,梅花树下,立个美人,

不长不短,如送如迎”[2]。二是丽娘的梦,

她看到花园美景,想到了自己的青春,不

免为自己惋惜。男女主人公因梦相识,

体现了“梦”的自由。同时梦也是对封

建礼教进行批判的最佳场所,更是表达

个人情感的归宿。 

《牡丹亭》的魅力还在于以梦写梦,

以梦圆梦。在梦中可以大胆表达自己所

想所爱,没有现实环境的束缚,能够完美

表达至情的核心。 

1.3梅的意象 

梅花是岁寒三友之一,是象征春天

到来的一种方式。杜丽娘在梅树下等待

柳梦梅的到来,象征一段春情的开始。

如：《惊梦》一出中,女主人公开场白：

“晓来望断梅关,宿妆残”[3],“梅观”

指的是柳梦梅的家乡-岭南；望断梅关指

丽娘对柳梦梅的思念之深。 

杜丽娘因思念成疾,日渐消瘦。陈最

良给杜丽娘开了十个梅子,还说道这个

药方专门医治相思之疾。那么“梅”也

象征男女双方的思念。汤显祖赋予“梅”

的意象之巧妙,可见其独具匠心的创作

风格。 

2 柳梦梅的形象塑造 

柳梦梅称自己是寒儒,还感叹“自小

孤单,生事微渺”。可见他生活穷苦,家道

中落,是个穷困潦倒的书生,所以在赶考

的路上因饥寒交迫,病倒在途中。最终被

陈最良所救,在梅花观借住,由此展开故

事的发展。 

总体来看,汤显祖对柳梦梅这一形

象做了两次改动,一是将门当户对柳氏

名门之后改为穷苦书生,使得两人的相

爱有着巨大冲突,增加戏剧矛盾为剧情

发展奠基。二是柳梦梅的出生之地做了

变动,四川被改为岭南,能更好地突出

岭南的地域特色。第一处改动,柳梦梅

与杜丽娘门不当户不对的冲突,体现了

汤显祖在歌颂杜柳两人爱情不受制于门

第悬殊,社会地位之差。整部作品中,柳

梦梅即使是个“穷困潦倒书生”的人物

形象,但柳梦梅体现出人物的灵魂,和张

生等才子的形象却截然不同。本文认为

汤显祖在塑造柳梦梅这一人物形象时,

寄托了个人的情感体会,与作者所处的

社会背景个人经历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

那么柳梦梅的形象塑造主要体现为：痴、

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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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柳梦梅的“痴” 

《牡丹亭》歌颂内心真实情感,反应

人的真实感“情”与社会伦理纲常的“理”

的冲突。杜丽娘虽然具有反抗的勇气,

但她想要得到家人对她挑选的另一半的

认可,她鼓励柳梦梅去考取功名,赢得社

会的支持。从侧面反映出杜丽娘渴望得

到完美的婚姻,但是又迫于无奈受制于

社会规范。然而柳梦梅心中有担当,相比

于杜丽娘他更加大胆,对封建禁锢的反

抗更是一反文弱书生的做法。 

在古代,身体发肤和姓名都来源于

父母,不能随意更改,否则就是大不孝,

他却因梦改了自己的名字,由此便可以

理解他对丽娘的痴情至深。与古代的才

子佳人小说中男主角的形象不同,柳梦

梅把杜丽娘当做自己亲人,当成不可或

缺的精神伴侣。 

2.2柳梦梅的“刚” 

《牡丹亭》中蕴含大量的戏剧冲突,

柳梦梅的人物形象虽然不及杜丽娘丰富,

但也充当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给人留下深

刻印象。如果说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

生是反抗封建礼教的宣言,那柳梦梅就是

将宣言付诸行动的实践者。《硬拷》一折,

面对杜宝的欺压,蛮横霸道,与杜宝展开

激烈的争辩。柳梦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携手杜丽娘同封建礼教作斗争,勇敢追求

自己所爱,不向传统的“理”认输。 

假如柳梦梅在作品后面没有表现出

反抗精神,《牡丹亭》以情反理的时代命

题就不能完美达成。起死回生后的杜丽

娘,在婚姻方面想要得到父母的认可,无

疑还是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剧情的后半

部分,与封建势力抗争的任务,就留给了

柳梦梅。 

2.3柳梦梅的“才” 

《牡丹亭》中,柳梦梅是没落门户的

后生,虽怀有远大的志向和满腹经纶,但

从出身来看,也是高攀了杜家,这无疑也

阻挡了两人的婚事。《言怀》中交代柳梦

梅是柳宗元之后,可见柳梦梅是著名诗

人的子孙,才气还是有遗传的因素所在

的,但却流落岭南,空有满腹才学,却“未

遭时势,不免饥寒”。虽然身处困顿,但却

摒弃了其他文弱书生样貌,保持自身刚

强正直的一面。杜丽娘要他考取功名,

他便一气呵成考上了状元,可见其才华

非同小可。 

柳梦梅才华横溢,一是源自祖上的

书香门第,不屈服于恶势力。二是他自身

的努力。对事情有自己独特的眼光,能剖

析事情的原委；加上对功名的追求,对丽

娘的用情至深。 

3 柳梦梅的至情人格魅力 

汤显祖的至情思想形成与时代关系

联系紧密,明代晚期,社会变革牵动了文

学风气的变化,在哲学思潮中对人的思

想给予肯定。汤显祖提倡有情人生的最

高层次是“至情”,提倡追求自由与个性

解放。 

柳梦梅在文学史的意义是与众不同

的,如张生,许仙等名剧里的男主角,都

有文弱的一面。但柳梦梅的胆识和气度

和他人是不同的,柳梦梅将情感放在比

礼法更高的位置。杜丽娘要求他掘墓帮

她复活时,他不惧杀身之祸,请石道姑帮

忙盗墓,将生命放在第一的位置。如果说

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梦而亡,那么是柳梦

梅的至情让杜丽娘顺利的复生,让两人

的感情有了更好的结局,留给后人一段

佳话。 

至情论是一种文学理论,集中体现

了汤显祖的创作思想。在汤显祖的笔下,

柳梦梅是个敢于反抗的、勇敢的人物,

他反对以杜宝为首恪守的“理”的束缚,

将人性的最真实,最自然的感情放在第

一位,追求善良单纯的内心世界,也是作

者创造人物时的初衷,更能将至情思想

体现的淋漓尽致。 

4 结语 

汤显祖的一生都在追求“至情”,

《牡丹亭》是他对至情最完美演绎。作

品中柳梦梅是汤显祖的情感寄托,虽没

有摆脱封建的牢笼。但柳梦梅的身上,

拥有汤显祖对时代的感叹、对至情的强

烈追求和对封建女子的同情与尊重,体

现了汤显祖勇于反抗,性格刚强的高尚

品质。首先柳梦梅是属于作者的,其次

才是杜丽娘的情人。作者塑造了柳梦梅

与众不同的人格,让更多学者去深度解

读与思考。柳梦梅虽然有世俗的一面,

但更多展现给我们的是真、善、美。让

读者不仅仅把至情局限在杜丽娘一人身

上,同时对探索汤显祖至情思想增加了

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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