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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爱情悲剧和攻击型传奇作品的5霍小玉传6 
方坚铭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 � 浙江杭州 �������� 

摘要 � 当代文史专家认为 � 5霍小玉传6是一部早期/ 牛李0党争产物 ∀作者在此基础上 � 确定其创作时间为长庆四年 

二月前 � 同时进一步确定了蒋防此传的创作意图 � 即间接打击牛党 �美化李党 ∀论述了本传中两大层次的对比 � 一 

是以霍小玉的挚情与李益的薄情作对比 � 二是以李益作为进士的浮浪 !薄幸与山东士族的礼法 !恩义 !豪侠作对比 � 

这两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爱情悲剧经典和/ 攻击型0传奇作品 ∀ 

关键词 � 5霍小玉传6 � 爱情悲剧经典 � / 攻击型0传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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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霍小玉传6并非仅仅是一篇凄美的爱情悲剧小 

说 ∀经当代文史专家如卞孝萱 ≈� !王梦鸥 ≈� !傅锡 

壬 ≈� 诸先生发覆 �此文为早期党争产物 ∀诸文史专 

家考证思路不外二种 �一者 �自本传的结构 !布局而 

致诸疑 � 由文本之破绽入手探究作者之本意 ∀二者 � 

自作者蒋防与被攻击者李益各自的人际关系进行考 

察 � 得出蒋防与李绅 !元稹善 � 属于李党 � 李益与令狐 

楚善 � 属于牛党 ∀在这些文史专家考辨的基础上 � 笔 

者的着眼点和兴趣是从文本入手 �进一步阐发其作 

为爱情悲剧经典和/ 攻击型0传奇作品的重要特征 ∀ 

一 ! 5霍小玉传6的创作时间和 

创作意图 

�一�  5霍小玉传6当作于长庆四年�公元 ��� 

年�二月前 

卞孝萱先生认为此文作于长庆初年 �傅锡壬先 

生则认为作于大和六 !七年李德裕入相之时 ∀ 本文 

比较认同卞孝萱先生以本传作于长庆初的看法 �又 

小有修正 ∀今简单论之 � �� 元和末长庆初为李逢吉 

之党 !令狐楚与裴度 !李绅等李党成员展开激烈斗争 

的时候 ∀从长庆年间权力动态分布的角度看 �虽然 

李逢吉之党和令狐楚等人在这段时间内得势 �然李 

党党魁亦非束手就缚者 ∀ 长庆初元稹一度入相 �而 

裴度亦元勋大臣 � 李绅作为翰林学士亦为穆宗所宠 

幸 ∀在长庆四年二月李绅被贬端州 !蒋防亦随之被 

贬为汀州刺史之前的这一段时间里 �蒋防完全有可 

能写作这样一篇传奇以攻击政敌 ∀故不必论定在长 

庆初 � 亦不必论定在大和六 !七年李德裕入相之时 ∀ 

�� 卞孝萱先生以为 �元和末 !长庆初 �元稹 !李绅乘 

令狐楚贬谪在外 �李益孤立无援的时候 �排挤李益 � 

蒋防为文以攻击之 ∀而且 � 还有一个理由是 � 长庆初 

元稹 !李绅 !蒋防三人同在朝 � 长庆二年六月 � 元稹罢 

相出为同州刺史 � 故当三人在一起的时候蒋防作此 

传的可能性最大 ∀此说未免过于落实 ∀因为党争为 

公开的 !激烈的 � 蒋防既欲攻击牛党 �何必待令狐楚 

贬谪之后方为之 � 亦何必待与李绅 !元稹同在一起方 

为之 � 处于上风时固可攻击政敌 �而处于下风时尤 

可借小说以泄恨 � 甚或挽回情面 ∀ �� 傅锡壬先生认 

为 � 本传当作于李益死后 ≠ ∀ 笔者认为 � 既为攻击政 

敌之作 � 何必待李益死后方为之 ∀ 5周秦行纪65牛羊 

日历6等/ 攻击型0作品 � 皆当牛僧孺 !杨虞卿在世 � 且 

权重之时为之 ∀李益元和十五年任右散骑常侍 �大 

和元年以礼部尚书致仕 �并非重臣大僚 ∀ 蒋防仗李 

党魁首之势力 � 欲攻击李益而间接攻击牛党 � 有何不 

可 � 且蒋防若于李益死后大和七 !八年方为之 � 乃以 

晚年老境而为此等风月之作 � 有之乎 � 

�二�  蒋防的创作意图 

蒋防跟李绅有着亲密的关系 ≡ � 属于李党成员 ∀ 

这篇作于长庆四年之前的传奇 �跟当时的党争动态 

应该是有很大关系的 ∀ 在早期党争史中 �即元和末 

收稿日期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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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庆宝历年间 �以李逢吉之党与令狐楚 !牛僧孺 !李 

宗闵为首的党派组合一个普泛的同盟 � 与以裴度 !李 

德裕为首的党派之间展开斗争 ∀这时候政争的焦点 

往往围绕着淮西用兵之争和相位之争 ∀ 这段时间也 

是变故屡兴 !闹剧纷纭的时期 ∀ 穆宗即位 �时李绅 ! 

李德裕 !元稹同在翰林 �号为 / 三俊0 ∀ 三人才力相 

当 � 政治观点比较接近 �又同在翰林 �故为李逢吉之 

党所忌 � 元稹为令狐楚草衡州制 �极尽诋毁之词 �而 

李逢吉之党费尽心机倾轧裴度 !李绅等 �发生了于方 

案 !谋立深王案等 � 长庆元年发生了牛李党争史上具 

有标划党派界限意义的科场案 �二年发生了牛李二 

大党魁的相位之争 ∀ 以传奇作品为攻讦之工具 �以 

牛党非核心人物李益为靶子 � 间接打击牛党 � 同时美 

化李党 � 是很有可能的 ∀ 这也是蒋防创作本传的一 

大意图 � 也是我们理解本传的一个切入口 ∀ 

蒋防为什么会选择写李益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 

思的问题 ∀从目前的材料来看 �还没有史料说明蒋 

防与李益之间有个人恩怨 �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使他 

写这篇丑化李益的作品 ∀一般的说法也是以李益属 

于牛党 � 蒋防属于李党 �故蒋防在元稹 !李绅的授意 

之下 � 以李益为靶子写出这部作品 ≈� ∀ 

尽管不排除这种李党魁首授意蒋防写作的可能 

性 � 但是像5霍小玉传6这种优秀的文艺作品 � 仅仅认 

为是秉承某种意旨而作未免简单化 ∀ 这部作品形成 

的过程是复杂的 � 既来自于某种灵感的激发 � 又是一 

定的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 �同时作者在行文中精心 

地安排自己的主观意图 ∀由于作者具有高超的文学 

技巧 � 从而使作品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意蕴 � 取得了很 

高的文学成就 ∀ 

笔者认为 � 李益的猜忌事迹可能是激发蒋防创 

作5霍小玉传6的重要因素 �而唐代士人与娼妓经常 

发生的悲剧爱情故事 �又为蒋防的创作提供了丰富 

的生活经验 ∀ 李益的猜忌事迹 �在蒋防写这篇传奇 

之前 � 当为众所周知 ∀ 5新唐书6卷 ����5旧唐书6卷 

����载 � / 少痴而忌克 � 防闲妻妾甚严 � 世谓妒为李益 

疾 ∀ 0 

在本传结尾 �作者用了一大段的文字来描写李 

益受到霍小玉冤魂的报复 �成了一个/ 心怀疑恶 �猜 

忌万端0的人 ∀这段作为文章结果的内容 � 在实际创 

作中可能是作者创作的激发因素和出发点 ∀也就是 

说 � 作者其实是拿李益的猜忌作文章 � 为其之所以猜 

忌安排了一个原因 �即李益的负情负心 ∀ 而这个原 

因的铺陈 � 则成了一段凄婉感伤的爱情悲剧故事 ∀ 

单从艺术角度和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 �最后 

那一段纯粹是画蛇添足 �或可称之为败笔 ∀ 这段写 

悲剧爱情故事之/ 果0的文字 � 在作者的意识中 � 却是 

不可或缺的 ∀ 如前所述 �甚至可能是作者创作的起 

点和激发因素 ∀ 同时 �也规定了前面一大段悲剧爱 

情故事的基调 � 即使前面一大段为/ 因0的文字 � 在文 

字的运行过程中 � 将种种意思和头绪汇集在一起 �犹 

如条条河流一样 � 归向这个最后的/ 果0 ∀ 

二 ! 作为爱情悲剧经典的5霍小玉传6 

以霍小玉的挚情与李益的薄情作对比 �这种对 

比奠定了本传之为爱情悲剧经典的基础 ∀ 霍小玉之 

所以心许李益 � 是因为早知李益的名字 � 平时就爱念 

其/ 开帘风动竹 �疑是故人来0之句 ∀ 而李益初次见 

霍小玉 � 回复她的/ 见面不如闻名 � 才子岂能无貌0之 

语 � 则曰 � / 小娘子爱才 �鄙夫重色 ∀ 两好相映 �才貌 

相兼0 � 正是他的情爱观的直白 ∀霍小玉爱慕李益之 

才 � 而李益不过贪图霍小玉之貌 � 从而酿就了这起爱 

情悲剧 ∀ 

李益与霍小玉初次欢会之时 � 李益便轻许誓约 � 

/ 中宵之夜 � 玉忽流涕观生曰 � −妾本倡家 � 自知非匹 � 

今以色爱 � 托其仁贤 ∀ 但虑一旦色衰 �恩移情替 �使 

女萝无托 �秋扇见捐 ∀ 极欢之际 �不觉悲至 ∀ . 生闻 

之 � 不胜感叹 � 乃引臂替枕 � 徐谓玉曰 � −平生志愿 �今 

日获从 ∀粉骨碎身 �誓不相舍 ∀ 夫人何发此言 � 请 

以素缣 � 著之盟约 ∀ . 玉因收泪 �命侍儿樱桃 �褰幄执 

烛 � 授生笔研 ∀玉管弦之暇 � 雅好诗书 � 筐箱笔研 �皆 

王家之旧物 ∀ 遂取绣囊 �出越姬乌丝栏素缣三尺以 

授生 ∀生素多才思 � 援笔成章 � 引谕山河 � 指诚日月 � 

句句恳切 �闻之动人 ∀ 染毕 �命藏于宝箧之内 ∀ 0 可 

见 � 霍小玉既知己为娼妓身份 �非/ 门族清华0 !进士 

出身的李益之匹 � 亦知李益对自己是一种/ 色爱0 �故 

虽初夜缠绵 �而发此等乐极生悲之语 ∀ 而李益本为 

重色者 �他的轻许誓约 �不过骗取霍小玉的芳心而 

已 ∀ 

霍李相守二年后的春季 � / 玉谓生曰 � −以君才地 

名声 � 人多景慕 � 愿结婚媾 � 固亦众矣 ∀况堂有严亲 � 

室无冢妇 �君之此去 �必就佳姻 �盟约之言 �徒虚语 

耳 ∀然妾有短愿 �欲辄指陈 �永委君心 �复能听否 � . 

生惊怪曰 � −有何罪过 �忽发此辞 �试说所言 �必当敬 

奉 ∀ . 玉曰 � −妾年始十八 �君才二十有二 ∀ 迨君壮室 

之秋 � 犹有八岁 ∀ 一生欢爱 �愿毕此期 �然后妙选高 

门 � 以谐秦晋 � 亦未为晚 ∀妾便舍弃人事 � 剪发披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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夙昔之愿 � 于此足矣 ∀ . 生且愧且感 �不觉涕流 �因谓 

玉曰 � −皎日之誓 � 死生以之 ∀与卿偕小 �犹恐未惬素 

志 � 岂敢辄有二三 � 固请不疑 �但端居相待 ∀ 至八 

月 � 必当却到华州 � 寻使奉迎 � 相见非远 ∀ . 更数日 � 生 

遂诀别东去 ∀ 0霍小玉的/ 短愿0可谓极凄惨之语 ∀其 

所求者 � 不过希望能在短期内�八年�获得李益的爱 

情 � 以其一生为押注 ∀揆之当时社会风俗 � 当时士子 

虽无可能与娼妓结成姻亲 �故元稹之于崔莺莺始乱 

终弃 � 乃为时人所认可 ∀然霍小玉之短愿 � 要求并非 

太过 � 若是有心的男子 � 要做到也不是不可能 ∀李益 

又一次脱口而出 �轻许誓约 �并许以/ 八月之约0 �而 

终弃之蔑如 � 以其仅为一种/ 色爱0 � 本不存与之偕老 

之念也 ∀ 

李益别霍小玉后 � 马上负约了 ∀ 其原因 � 是为了 

与表妹卢氏结婚 ∀ 为求筹备聘财 �/ 便托假故 �远投 

亲知 � 涉历江 !淮 � 自秋及夏 ∀ 0而八月之约早已成空 � 

且有意避开霍小玉 �不通消息 ∀ / 生自以孤负盟约 � 

大愆回期 � 寂不知闻 �欲断其望 ∀ 遥讬亲故 �不遣漏 

言 ∀ 0 

而霍小玉却一往情深 � 欲求一见李益 � 以至于身 

染沈疾 ∀ / 玉自生逾期 �数访音信 ∀ 虚词诡说 �日日 

不同 ∀博求师巫 �遍询卜筮 ∀ 怀忧抱恨 �周岁有余 � 

羸卧空闺 � 遂成沉疾 ∀虽生之书题竟绝 �而玉之想望 

不移 ∀赂遗亲知 �使通消息 �寻求既切 �资用屡空 ∀ 

往往私令侍婢潜卖箧中服玩之物 �多讬于西市寄附 

铺侯景先家货卖 ∀ 0 

李益入长安欲就婚卢氏 � 也是刻意躲开霍小玉 � 

即或在知晓霍小玉/ 疾候沈绵0后 � 依旧如此 � 益显其 

人之刻薄寡恩 � / 生自以愆期负约 � 又知玉疾候沉绵 � 

惭耻忍割 � 终不肯往 ∀晨出暮归 � 欲以回避 ∀ 0可见他 

当时已下决心攀结高门 � 蔑弃小玉 ∀ 

霍小玉之短愿既不就 �最后连见李益一面都几 

不可能 ∀后在黄衫丈夫的帮助之下 �终于见到了李 

益一面 � 饮恨而终 ∀ 而此时的霍小玉 �满腔爱意 �已 

为怨愤所填满 ∀故最后一番话 � 即是她的极伤心 !极 

怨愤之言 ∀文云 � / 玉乃侧身转面 � 斜视生良久 � 遂举 

杯酒酬地曰 � −我为女子 �薄命如斯 �君是丈夫 �负心 

若此 ∀韶颜稚齿 �饮恨而终 ∀ 慈母在堂 �不能供养 ∀ 

绮罗弦管 � 从此永休 ∀征痛黄泉 �皆君所致 ∀李君李 

君 � 今当永诀 � 我死之后 �必为厉鬼 �使君妻妾 �终日 

不安 ∀ . 乃引左手握生臂 � 掷杯于地 � 长恸号哭数声而 

绝 ∀ 0 

观李益在霍小玉死后之表现 �可谓尚有/ 余情0 

�霍小玉冤魂评李益语�者 ∀ 作者安排这一段 �是要 

令李益知愧 �感哀 �以显霍小玉之真情 �皎然不可夺 

者 � 同时益显李益之可悲 �终其一生 �不懂珍惜霍小 

玉之挚情也 ∀ 

李益经此一番遭遇之后 � 转成一猜忌成性之人 � 

对妻妾 !侍婢媵妾 !名姬 � 皆横加猜忌 � 刻意提防 ∀ 此 

其恶果报也 ∀ 故霍小玉与李益互为因果 ∀ 始者 �李 

益令霍小玉备尝爱情之悲哀 � 终者 � 霍小玉之冤魂令 

李益常现猜忌之丑态 ∀ 

何以言这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爱情悲剧经 

典 � 首先 � 由于以这种强烈的 !鲜明的对比贯穿于全 

文始终 � 使本传获得了一种内在的深度 � 情感的冷热 

轻重 !情节的变化曲折 !期翼与冷淡 !希望与失望 �均 

杂糅在这种富于张力的对比之中 ∀且故事情节由前 

部分的轻缓向后部分的急促过渡 �不但使原本简单 

的故事情节产生一种摇曳多姿 !变化多端之美 � 而且 

也形成了一种情感的梯度 �即由前部分的清丽婉转 

转入后部分的凄厉悲楚 � 从而产生强烈的悲剧效果 ∀ 

其次 � 这种对比同时也是情节发展 !内在情感变化的 

驱动力 ∀当霍小玉的钟情与李益的薄情之色差愈加 

明显的时候 � 故事也被推向高潮 � 即霍小玉痛斥李益 

并气绝身亡 ∀最后 � 这种对比是丰腴的对比 � 而不是 

干瘪的对比 ∀每一次的对比 �都是在一种/ 氛围0中 

进行的 �那些明丽清新的刻划 �那些哀婉伤心的对 

话 � 那些沉重而悲凄的场面 �往往营造成一种凄婉 ! 

凝重 !深沉的氛围 �产生丰富的情韵 �从而颇具艺术 

感染力 ∀整篇传奇的行文运笔体现了作者高超而独 

到的艺术才华 �从而使本传辐射出幽幽而弥满的光 

亮 ∀明胡应麟云 � / 唐人小说纪闺阁事 � 绰有情致 �此 

篇尤为唐人最精采动人之传奇 � 故传诵弗衰 ∀ 0 ≈� 

三 ! 作为/ 攻击型0传奇作品的 
5霍小玉传6 

以李益作为进士的浮浪 !薄幸与山东士族的礼 

法 !恩义 !豪侠作对比 � 这种对比奠定了本传之为/ 攻 

击型0文学作品的基础 ∀所谓/ 攻击型0文学作品 �是 

本人自拟的一词 � 用来指称党争过程中出现的 !以政 

敌为攻击目标的 !具有攻讦 !诽谤作用的文学作品 ∀ 

唐代党争过程最早出现的攻击型文学作品 �或许是 

柳郢作的5上清传6 �这是贞元年间窦参与陆贽之争 

的产物 � 柳郢欲借此以攻击陆贽及其门生 ∀ 及牛李 

党争渐兴 �以攻击政敌为目的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多 

起来 ∀这种攻击型文学作品 � 主要有两种形态 �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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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是传奇作品 �这类作品往往具有复杂性 !层深 

性 � 且往往以爱情小说的面目出现 � 非深入探析不能 

明其本旨 � 其尤著者有5霍小玉传65李娃传6等 ∀ 然 

亦有攻讦 !诽谤政敌 �略无避嫌者 �如署名为牛僧孺 

实则为李党成员韦 ↑ 所著的5周秦行纪6 ≈ � 即直接攻 

击牛僧孺也 ∀其他还有5大水辨65真珠叙录6等 ∀另 

一种形态 � 是指其他体裁的作品 � 如笔记体 � 则有5牛 

羊日历6 5续牛羊日历6等 �议论体 �则有5周秦行纪 

论6等 ≈� ∀ 

唐代士族出身 !以礼法自持者 � 自是鄙薄进士浮 

浪之风习 �此屡见于李党魁首之言论 ∀ 5新唐书6卷 

��5选举志上6载 � / 是时 � 文宗好学嗜古 �郑覃以经术 

位宰相 � 深嫉进士浮薄 � 屡请罢之 ∀ 0又5旧唐书6卷 �� 

上5武宗本纪6会昌四年十二月条载 � / 李德裕对曰 � 

−郑 肃 !封敖有好子弟 � 不敢应举 ∀ . 帝曰 � −我比闻杨 

虞卿兄弟朋比贵势 � 妨平人道路 ∀ 昨杨知至 !郑朴之 

徒 � 并令落下 �抑其太甚耳 ∀ . 德裕曰 �−臣无名第 �不 

合言进士之非 ∀ 然臣祖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 �勉强 

随计 � 一举登第 ∀自后不于私家置文选 �盖恶其祖尚 

浮华 � 不根艺实 ∀ 然朝廷显官 �须是公卿子弟 ∀ 何 

者 � 自小便习举业 �自熟朝廷间事 �台阁仪范 �班行 

准则 � 不教而自成 ∀ 寒士纵有出人之才 �登第之后 � 

始得一班一级 � 固不能熟习也 ∀则子弟成名 � 不可轻 

矣 ∀ . 0 

陈寅恪先生论党派分野云 � / 唐代士大夫中其主 

张经学为正宗 !薄进士为浮冶者 � 大抵出于北朝以来 

山东士族之旧家也 ∀其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 

称者 � 多为高宗 !武后以来君主所提拔之新进统治阶 

级也 ∀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 �而放浪才华 

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 �则因旧日之士族既已 

沦替 � 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 � 而新兴阶级虽已取得 

统治地位 � 仍未具旧日山东旧族之礼法门风 � 其弟子 

逞才放浪之习气不能改易也 ∀ 0 ≈� 牛李两派分野大致 

不出先生此论之范围 �本传李益进士浮浪风习与山 

东士族风标之对比亦可据先生之论以阐发之 ∀ 

蒋防既与李绅亲善 � 属于李党 � 则李党的这种政 

治观念和政治文化自是接受的 ∀且本文之主观意图 

既为攻击牛党所作 � 故在本传中 � 处处透露出其贬斥 

李益的进士浮浪风习 �赞赏山东士族或亲近李党者 

的礼法 !恩义 !豪侠的消息 ∀ 以这种对比之故 �奠定 

了本传之为/ 攻击型0文学作品的基础 ∀ 

好色可谓是进士浮浪风习的一大重要表现 ∀本 

传对李益的 / 好色0重加渲染 �这也是党争中/ 攻击 

型0文学作品常用的惯伎 ∀ 李益/ 每自矜风调 �思得 

佳偶 � 博求名妓 �久而未谐 ∀ 0托媒于鲍十一娘 ∀ / 常 

受生诚托厚贿 �意颇德之 ∀ 0初闻鲍十一娘介绍霍小 

玉 � / 生闻之惊跃 � 神飞体轻 � 引鲍手且拜且谢曰 � −一 

生作奴 �死亦不惮 ∀ . 0 又其情爱宣言云 �/ 小娘子爱 

才 � 鄙夫重色 ∀ 0其人为色所役 � 可知矣 ∀正是因为为 

色所役 � 所以能/ 诚托厚赂0鲍十一娘以求美人 � 所以 

能轻许誓约 � 以骗取霍小玉之芳心 � 所以又能弃绝霍 

小玉 � 略无惭愧 ∀ 

攀附高门 � 以求腾达 � 亦是进士浮浪风习的一大 

表现 ∀李益本与霍小玉为八月之约 �其母为其婚约 

表妹卢氏 � 可谓门当户对 ∀ / 卢亦甲族也 �嫁女于他 

门 � 聘财必以百万为约 �不满此数 �义在不行 ∀ 0李益 

对此婚事可谓非常积极 ∀ / 生家素贫 �事须求贷 �便 

托假故 � 远投亲知 �涉历江淮 �自秋及夏 ∀ 0为筹足聘 

财而费尽心机 ∀ 像李益这种情况 �正合乎陈寅恪先 

生所讲 � / 其间山东旧族亦有由进士出身 �而放浪才 

华之人或为公卿高门之子弟者 �则因旧日之士族既 

已沦替 � 乃与新兴阶级渐染混同 ∀ 0李益出身于陇西 

李氏 �/ 家素贫0 �为衰落的士族 �而攀附山东甲族卢 

氏 � 无疑会给自己的仕途带来说不尽的好处 � 此又为 

众所知也 ∀ 

同时 � 在本传中 � 蒋防安排了崔允明 !韦夏卿 !黄 

衫丈夫等好几个山东士族出身 �或者亲善李党的人 

物 � 以他们的礼法 !恩义 !豪侠 � 来衬托李益这个进士 

浮浪子弟的丑陋形象 ∀ 

总之 � 5霍小玉传6并不仅仅是爱情悲剧经典 �也 

不仅仅是党争过程中产生的/ 攻击型0传奇作品 �而 

是具有丰富内涵的 !将这两方面水乳交融在一起的 

传奇小说 ∀当我们透析作者创作思路的时候 �我们 

感受到他的/ 机心0 �他的创作意图 �即间接打击牛 

党 !美化李党 ∀一方面 � 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典型环境 

的刻划 � 巩固了他的创作意图 � 使他更加有效地攻击 

政敌 � 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 ∀ 但是另一方面 �文学作 

品的自律原则 � 霍小玉爱情悲剧的深刻性 � 以及对比 

手法的成功运用 �使之远远地超越了党人攻击之作 

的浅薄 !苍白 � 也超越了庸俗化的士人与娼妓的悲剧 

爱情故事 � 从而产生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 

注释 � 

≠ 李益和蒋防为同时代人 ∀李益 � 生于天宝七年�公元 ��� 年� � 卒于 

大和元年�公元 ��� 年� ∀蒋防 � 生年不详 � 卒于大和五年至开成元 

年间 ∀ 

≡ 在蒋防青年时期 � 李绅曾即席命赋5鞴上鹰6 ∀ / 荐之 � 后历翰林学 

士 !中书舍人0�5咸淳毗陵志6卷 ��5人物 # 宜兴 # 唐6� ∀ 长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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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李绅受到李逢吉集团的排挤 � 他也受到了牵累 ∀ 5旧唐书6卷 �� 

上5敬宗纪6云 � / �长庆四年二月�癸未 � 贬户部侍郎李绅为端州司 

马 ∀ 丙戌 � 贬 , ,翰林学士 !司封员外郎 !知制诰蒋防为汀州刺史 � 

皆绅之引用者 ∀ 0 

≈ 此据李剑国先生之说 � 见5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6 � 第 ��� ��� 页 ∀ 

… 卞孝宣先生认为 � / 长庆时 � 李益罢右散骑常侍 � 为太子宾客 ∀李益 

仕途上的这一挫折 � 或与5霍小玉传6对他的攻击有关 ∀ 0见5 � 霍小 

玉传 � 是早期/ 牛李党争0的产物6一文 � 所论可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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