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 “深情绵渺”著称的李商隐，在妻子王氏

死后，竟潜心于佛事， “三年已来，丧失家道。

平居忽忽不乐，始克十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

清 凉 山 行 者 ” 《樊 南 乙 集 序 》 。 这 看 似 有 点 突

然，细细追究起来，李商隐与佛教其实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义山接触佛教甚早， 《上河东公启

二 首 》 其 一 云 ： “ 《妙 法 莲 花 经 》 者 ， 诸 经 中

王，最尊最胜，始自幼童，常所护持”。在幕府

期间与智玄、僧彻等僧人有较深入地接触，并经

常听讲经，佛教义理对其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自然而然地流露在诗歌之中。特别是他的爱情诗

与佛教义理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契合，笔者认

为这种契合或许不是非常清晰的，但在精神感悟

层面上可谓是相通的。

建国以来特别是 !" 年代以来，关于李商隐的

研究取得了显著进步，有对李商隐诗歌进行疏注

集解的、考证辨证的、重新解读的，有对其从中

外文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但从佛学的

角度来研究李商隐却很少，著名学者吴言生!、夏

广兴"、陈引驰#、等初步探讨了李商隐诗歌与佛

教的关系，这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据陈贻

先生的考证，义山可考的感情生活共有三次：与

宋华阳的道山仙梦，与柳枝姑娘的难圆情缘，与

妻子王氏的伉俪情深。佛教的基本教义和核心思

想是 “四圣谛说”，即苦、集、灭、道四谛，这

是佛教人生观的基石。在佛教看来，人的一生是

茫 茫 苦 海 ， 最 重 要 的 是 生 、 老 、 病 、 死 、 怨 憎

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盛等八苦。笔者认为义

山对佛教所说的求不得苦、爱别离苦等佛教真谛认

识较深，其爱情诗的思想基调即与此关系甚深。

“求不得苦”指人生中总有很多的欲求和愿望，

然而诸法无常，真正能够实现的却少之又少。 “爱

别离苦”是相互喜爱的人希望能够常相厮守，但是

人生偏偏充满悲欢离合，由于现实的因素却不得不

分离。本文就试图从佛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李商隐

的爱情诗。

一 蓬山万重梦依稀——— 爱情的幻

义山在玉阳山学道与女道士宋华阳发生了没齿

难忘的仙梦之恋，而这种仙梦之恋是不容于道规

的，事情终因女方的怀孕而败露，结果两个死死相

爱的恋人被迫拆散。这种求不得的初恋之苦，非但

不会因为双方的拆散而消亡，反而会愈燃愈烈，生

命之烛不熄，爱情之火不灭。 “来是空言去绝

踪” （《无题》），来去飘忽不定，虽有短暂欢娱

的美好时光，但更多的则是 “如何雪月交光夜，更

在瑶台十二层” （《无题》）的怅然若失。自己所

希冀得到的，似在眼前，忽焉飘远。对义山来说，

希望的幻灭几乎是他的宿命，佛教认为一切都是无

常，世间的一切有为法都是众缘和合而成，没有一

成不变的。诸缘之合无自性，故无生成，只有空

性。 《金刚经》云：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如雷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佛教拒绝自我的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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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根除幻执，避开陷入生死的无际苦患。提

倡无我说，就是要使人获得一种把握超越情爱生

死 的 智 慧 ， 自 觉 而 为 。 在 义 山 的 诗 中 反 复 出 现

“望 ” 、 “隔 ” 等 字 ， “望 ” 是 充 满 期 待 和 盼

望， “隔”字是所期盼的总是在山的那头。 “一

片 非 烟 隔 九 枝 ， 蓬 乱 仙 仗 俨 云 旗 ” （ 《一

片 》 ） 、 “才 闻 飘 回 路 ， 旋 见 隔 重 城 ” （ 《咏

云 》 ） 、 “星 沉 海 底 当 窗 见 ， 雨 过 河 源 隔 座

看 ” 、 “刘 郎 已 恨 蓬 山 远 ， 更 隔 蓬 山 一 万 重 ”

（《无题四首》）⋯⋯自己所企慕的美人犹如镜

中花、水中月 ，追攀不得，企及不得。即使得到

又为如何？义山对无偿幻灭的人生体验，对 “求

不得苦”的体证尤为刻骨。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无题》），别离固然值得

叹息，但短暂的团圆更加值得怨嗟，相聚的本身

就意味着分离。 “寄问钗头双白燕，每朝珠馆几

时归” （《圣女祠》），片刻的欢聚随之而来的

则 是 无 穷 无 尽 的 相 思 苦 ， 这 是 经 论 所 讲 的 “生

苦” 谓贪爱必然产生痛苦。 《中阿含经》卷五九

《爱生经》佛言 “若爱生时，变生愁戚啼哭、忧

苦烦惋、烦恼”。 “归来辗转到五更，梁间燕子

闻长叹” （《无题四首》之四），所爱之人求之

不得，只有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种贪爱像植

物生长那样不可抑制，感情是越陷越深的，彻底

绝望的痛远比充满希望的痛来的实在一些，绝望

的痛是一刹那的，而希望的痛则是无期限的。义

山追忆过去，哀吟现境，执迷不悟；希冀未来，

销蚀自我，至死不渝。他明明知道 “直道相思了

无 益 ” ， 却 还 “未 妨 惆 怅 是 清 狂 ” （ 《无 题 二

首》其二）。初恋是美好的，纯洁无暇的，义山

为之付出了全部的真诚。特别是在封建礼教下，

森严道规下，这种自由的恋爱既为他们带来无比

的欢乐，又使他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义山的初

恋诗于意境朦胧中表现了炽烈的情感，于迷茫阻

隔中表现了无比的执着。义山明了一切终究还归

于 虚 幻 ： “春 心 莫 共 花 争 发 ， 一 寸 相 思 一 寸

灰。” （《无题四首》其二）， “春心”如春花

之萌发而不可抑制， “相思”之情亦如春花之竞

发，然终如香销成灰，由情感的极端投入而后深

悟一切都是空幻虚妄，或许印证的正是佛家的道

理，照朱鹤龄的说法：

春心之荡漾之极矣。迨乎香销梦断，丝尽泪

干。情焰炽然，终归灰灭。不至此，不知有情之

皆幻也。乐天 《和微之梦游诗序》谓曲尽其妄，周

知其非，然后返乎真，归乎实，义山诗即此义。 !

二 浮世聚散情难圆——— 爱情的空

如果说与宋华阳没有结果的爱情，给李商隐留

下锥心的痛，直到晚年他还对这段恋情念念不忘。

那么对于柳枝姑娘的爱恋却失之交臂，则让义山抱

憾终身。他与柳枝的相识是 “以诗为媒”， 《柳枝

五首序》中交待的很清楚：

柳枝，洛中里娘也。⋯⋯余从昆让山，比柳枝

居为近。他日春曾阴，让山下马柳枝南柳下，咏余

燕台诗，柳枝惊问： “谁人有此？谁人为是？”让

山谓曰： “此吾里中少年叔耳。”柳枝手断长带，

结让山为赠叔乞诗。明日，余比马出其巷，柳枝丫

鬟毕妆，抱立扇下，风鄣一袖，指曰： “若叔是？

后三日，邻当去溅裙水上，以博山香待，与郎俱

过。”余诺之。会所友有偕当诣京师者，戏盗余卧

装以先，不果留。雪中让山至，且曰： “为东诸侯

取去矣。”

也许正是对艺术有着共同的爱好，架起两人心

灵相通的桥梁。一场戏谑的玩笑，拆散了有情人。

东风恶，欢情薄，因势夺情，多感的诗人心灵再次

受到了创伤。浮世的无常，人生的聚散，谁人也无

法把握。时光流转，再聚首，物是人非，昔日的情

人已为他人妻，空余自己常悲叹。于是义山怀着茫

然的心情写下了 《柳枝五首》，

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那复

更相思？

本是丁香树，春条结始生。玉作弹棋局，中心

亦不平。

嘉瓜引蔓长，碧玉冰寒浆。东陵虽五色，不忍

值牙香。

柳枝井上蟠，莲叶浦中干。锦鳞与绣羽，水陆

有伤残。

画屏绣步障，物物自成双。如何湖上望，只是

见鸳鸯。

诗传达出他对柳枝的深深思念，悉心体贴，为

她的命运而担心，并为自己不能与她结合而感到无

尽的遗憾。第一首 “同时不同类”，在以王孙自居

的李商隐看来，柳枝这个商人的女儿算不上 “门当

户对”难以论婚，这种佛经所谓 “污染的有待的

爱”即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的爱，因双方社会地位

张粉瑞：李商隐爱情诗与佛学义理的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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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而不能遂愿。爱既然依赖一定的条件才会

有，便具有一切因缘所生有为法必然无常坏灭的

本 性 ， “本 是 丁 香 树 ” ， 有 情 人 却 不 能 终 成 眷

属 ， “水 路 有 伤 残 ” ， 《长 阿 含 经 》 卷 三 佛 谓

“恩 爱 无 常 ， 和 会 有 离 ” 。 有 缘 则 合 ， 无 缘 则

离，也就没有必要相思，但还要空叹人不如物：

“只是见鸳鸯”。

如果说与宋华阳热烈的初恋是懵懂年少不成

熟的表现，那么这次与柳枝姑娘失之交臂则造成

了义山心灵沉痛的创伤，进一步加深了他感伤的

气质。

三 此情可待成追忆——— 爱情的灭

义 山 有 据 可 考 的 前 两 次 爱 情 生 活 都 无 果 而

终，就婚于王氏则是一生中颇感满意的事# 引为平

生知己。谁知却陷入了党争的旋涡，对于仕途不

顺的义山来说，想在温柔乡里寻求一点慰藉也是

妄想。义山为着功名与利禄不得不在婚后一次又

一次地离别爱妻，辗转各地幕府。旅幕期间写的

寄内诗无一不是对 “爱别离苦”的感叹，而这又

无一不是深心之语，血泪之篇。 “遥知沾洒意，

不减欲分襟” （《摇落》）想象着远在京城的妻

子 为 思 念 自 己 泪 洒 衣 襟 ， 就 像 当 年 分 别 一 样 。

“远书归梦两悠悠，只有空床敌素秋” （《端

居 》 ） 宦 游 他 乡 ， 怅 惘 若 失 ， 只 有 “远 书 ” 及

“归 梦 ” 也 许 能 派 遣 游 子 的 寥 落 。 “生 归 话 辛

苦，别夜对凝红” （《因书》）旅途的艰辛一言

难尽，待返家后再与你细讲，今夜我孤苦伶仃，

只能面对孤独的灯光。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

夜 雨 涨 秋 池 。 何 当 共 剪 西 窗 烛 ， 却 话 巴 山 夜 雨

时” （《夜雨寄北》）， “以目下之落寞，作他

时之佳话”!给今日凄清之心灵带来些许温煦⋯⋯

这些寄内诗没有初恋时强烈狂热的感情，没有震

人心魄的激情，更多的则是狂潮退后的安宁与平

静。朴实无华的语句中传达出了夫妻之间浓烈的

感情，读之无不为之动容。就在妻子临终前，义

山也未能为之送别，在以后形只影单的日子中创

作了感人至深的悼亡诗以祭奠妻子。 “忆得前年

春 ， 未 语 含 悲 辛 。 归 来 已 不 见 ， 锦 瑟 长 于 人 ”

（《房中曲》），如今归来，爱妻已不在，不由

得 感 叹 “多 情 真 命 薄 ， 容 易 即 回 肠 。 ” （ 《属

疾》），倍增凄凉之感，人去楼空，而今只能孤

身徘徊于深廊迥阁，夜深人静，孤枕独眠。如果说

寄内诗还有一点亮色的话——— 团聚的愿望经常在心

头燃烧，那么悼亡诗看到的则是死灰般的沉寂。仕

途的不顺，暮年的沦落，爱妻的早逝，年幼儿女的

嗷嗷待哺⋯⋯一股脑地袭上诗人的心头，一切的心

酸和哀楚转化成句句血泪，凄凉深沉，催人泪下。

回忆着妻子生前的音容笑貌，回忆着妻子生前所用

的锦瑟⋯⋯然而所得仍不过是无常和幻灭。释道源

为义山诗作注，也传达了同样的意思，或许也可以

作为义山诗与佛教义理契合的又一份证词：

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情世界也。欲火不烧

燃则不干，爱流不瓢鼓则不息。诗至义山，慧极而

流，思深而荡，流旋往复，尘影落谢，则情澜障而

欲薪尽矣。 （钱谦益 《有学集》卷十五）

“则情澜障而欲薪尽矣”，义山在爱妻早逝后

可谓体悟深刻。 《七月二十九日崇让宅宴作》：

“露如散霰下前池，风过回塘万竹悲。浮世本来多

聚散，红蕖何事亦披离？悠扬归梦惟灯见，劐落生

涯独酒知。岂有白头长只尔？嵩阳松雪有心期”。

时当深秋，露冷月寒，秋风萧瑟，草木衰败。

人间聚散无常，红蕖为何亦披离凋零？爱妻已去，

物化于世间， “西窗”蜡 “烛”依在，却无人 “共

剪 ” 。 落 魄 生 涯 ， 于 “巴 山 夜 雨 ” 之 “时 ” ，

“却”无人共 “话” （《夜雨寄北》），惟诉诸于

酒杯。此梦此生，作何归宿？痛定思痛，纵观来时

路， “世途之乐已尽，惟有空山长住，趋向无生而

已。” "当情感耗尽义山生命的能量之时，才幡然

醒悟，此世界既然为有情世界，那么无明爱欲必然

与生俱来， “要证得菩提智慧，就不妨纵身欲望之

流，让情欲之火彻底焚毁自己，让爱欲横流，肆意

泛滥。等到情爱之薪成灰，情爱之河涸断，就自然

而然地发现无明爱欲只不过是空花而已”。#但是

义山到了薪尽河干的境地，仍执着于爱的追求。

义山一生总结性的诗篇的 《锦瑟》 “锦瑟无端

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

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来阐释，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篇 《锦瑟》解人难，成为

诗界千古难解之谜。六祖慧能不识一字，而悟佛

法，成就禅宗，光大佛法，空前绝后。我们秉此参

诗，则真如自现。锦瑟年华是时间的空，庄生梦蝶

是四大的空，望帝鹃啼是身世的空，沧海遗珠是抱

负的空，蓝田日暖是理想的空，已惘然的此情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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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空⋯⋯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心经》，

现实世界的一切现象只不过是各种虚幻的缔结，

“一 切 诸 相 ， 即 是 非 相 ” 《金 刚 经 》 。 所 言 事

物 ， 皆 为 虚 幻 ， 菩 提 非 树 ， 明 镜 非 台 ， 以 情 执

之，必耽其中，若以禅破之，则豁然开朗，如大

迦叶之正法眼观如来佛祖之拈花而笑。千年来的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元好问

《论诗绝句》）的概叹，将成为 “春到枝头已十

分”的喜悦替代。 《锦瑟》一诗可以作为义山精

神实质与佛学义理契合的生动注脚。

义山爱情诗歌某种程度上演绎了佛教的真谛，

诗禅本来是不相通的意识形态，但诗人却能够在诗

与禅之间开辟出一条奇异而又充满生机之路。禅宗

认为禅理只可意会，靠自心的妙悟，所谓的妙悟，其

实是一种内心的体验与感悟，这对于有内倾性格的

义山来说，则是最佳途径，使之爱情诗歌充满了佛学

意趣，义山爱情诗歌与佛学义理的契合是他人生体

验和精神感悟层面的契合，而不是理性层面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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