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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与文人心态
’

花志红

(西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 15 0 2 2)

【摘 要】 中国古典诗词 中始终笼罩着浓郁的悲愁情调
,

这种悲愁情调 的背后所蕴涵 的是文

人对生命 的意识以及身世悲凉之感
,

为 了摆脱忧愁
,

文人们常通过饮酒和流连 山水以寻求解脱
,

但

通常又陷入更大的悲愁
。

本文试从古典诗词中的悲愁情调所反映的文人心 态来作分析
。

【关键词】 悲愁 ; 文人 心态 ; 生命意识 ; 身世之感

[ 中图分类号 ] 12 0 7
.

2 2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1 1X() 8一6 307 ( 2 (X又 )0 3一X() 1 3一0 3

诗歌是诗人情感
、

性情的写照
。

中国文学由于受

到风骚传统的影响
,

以情感表现擅长
。

但纵观古代诗

词
,

当中多表现出一种悲愁情调
,

总有一种不可排遣

的优思
,

真可谓
“
问君能有几多愁

,

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
。 ”

草木的荣枯
、

人生的聚散
、

国家的盛衰
、

功业

的成败以及 自然界的时序变迁带给诗人的总有一种

郁闷之情
。

各个时期 的文学虽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

但

在同一文化氛围之下成长起来的文人在精神上却有

很多相同之处
,

其间悲愁情调在每个时代的文人笔

下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

可以说
“

古代文人常用

荣时优枯
、

枯时悼荣之慨审视 自然万物 ; 在伤春悲

秋
、

由物及我的情感线索中建立生命化了的自然与

自然化了的人生间联系 ; 用聚时优分别时忆见之痛

对待人事交往
, · ·

…
”

叭寸于这种现象
,

人们常用
“

诗人

多穷
”

来加以概括
,

韩愈明确指出
: “ 夫和平之音淡

薄
,

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
,

而穷苦之言易

好也
。 ”

(《荆潭唱和诗序 》 )
“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 ·

一人之于言亦然
,

有不得己者而后言
,

其歌也有

思
,

其哭也有怀
,

凡出于口而为声者
,

其皆有弗平 者

乎 ?
”

(《送孟东野序 》 )佗漳韦愈从艺术的角度指 出了中

国诗歌中以悲愁为美的艺术心理
,

即所谓
“

穷苦之言

易好
”

和
“

不平则鸣
” 。

要领略古典诗歌中渗透出的悲

愁意味
,

更重要的是考察抒情主体的心态
,

因为诗的

形象无疑是诗人心曲的外现
。

古诗中的悲愁情调首先表现出诗人对生命的意

识
。

生命可贵但人生有限
,

一直以来困扰人类心灵的

是一个永恒的难题— 如何度过有限
,

如何超越无

限
。

基于这种心理
,

在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主要通过

以下几种形式来表现
:

其一
, “

人生忽如寄
”

的悲哀
。

东汉时代常被人

称为是生命的 自觉时代
,

当时的人们已经开始对生

命本身进行反思
,

《古诗十九首》 中就有很多这样的

诗句
: “

人生天地间
,

忽如远行客
” “

人生寄一世
,

奄忽

若飘尘
” “

人生忽如寄
,

寿无金石固
” “

人生非金石
,

岂

能长寿考
” ,

诗人感叹自己的渺小与人生的短促
,

慨

叹宇宙天地的永恒与至大
。

唐代诗人陈子昂更是唱

出千古绝调
“

前不见古人
,

后不见来者
。

念天地之悠

悠
,

独枪然而涕下
。 ”

面对茫茫宇宙天长地久
,

想到个

体生命根本不可能与时间抗衡
,

陈子昂体味出了时

空寂寞
,

不禁悲从中来
。

即便是太平盛世的晏殊与宋

祁在歌宴酒席之中也会发出
“

无可奈何花落去
,

似曾

相识燕归来
” “

浮生长恨欢娱少
”

的慨叹
。

其二
,

伤春悲秋之情
。

人类面对星移斗换
,

花开

花落等物序的更替同样也沉浸于独特 的悲剧意味

中
。

春天鲜花开放
,

盛而易衰
,

秋天夭地肃杀
,

万木凋

零
。

春和秋象征了繁华的逝去和残酷的现实
,

它们所

引发的都是浓重的伤感
。 “

春风不为吹愁去
,

春日偏

能惹恨长
”

(贾至《春思 》 )
“

行吟坐啸独悲秋
,

海雾江

云引暮愁
”

(陈子龙 《秋 日杂感 》 )感物咏怀常与悲慨

人生苦短
、

不得尽欢的磋怨相结合
,

伤春与悲秋不仅

仅是对 自然变化的伤感更多的是寄寓了诗人们观物

反思
,

对社会人生的广泛思考
。

其三
,

离别的哀思
。

生命短暂
,

已经使人们感受

苦闷和忧患
,

在短暂的生命中还要再经受别离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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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更是苦不堪言
, “

同心而离居
,

忧伤以终老
”

的遭际

只能使人愤恨
。 “

莫辞送别青春满
,

会是相逢白发生
”

(张来 《送杨念三监簿侍赴鄂诸》 )
, “

若教眼底无离

恨
,

不信人间有白头
”

(辛弃疾《鹤鸽天》 )
。 “

白发
” “

白

头
”

都是离别所造成的结果
,

生命可贵而短暂
,

人们

多希望多一些圆满
,

少一些缺憾
。

其四
,

爱情的苦 闷
。

爱情是每个时代的文人都在

吟咏的主题
,

但在爱情篇章中
,

写欢娱爱情者极少
,

大多沉浸在一派悲剧色调中
,

爱情主人公大多是望

夫女
、

闺中妇
、

失恋人
、

孤独者
,

都是一些带有内心创

伤的悲剧人物
,

她们深处闺中
“

终 日思君君不至
”

(冯

延 巳《渴金门》 )
,

每日
“

寸寸柔肠
,

盈盈粉泪
”

(欧阳修

《踏莎行》 )
,

拥有的只是痛苦的煎熬和无期的等待而

发出
“

无计留春住
”

(欧阳修《蝶恋花 》 )的感慨
。

大多

数的爱情篇章中
,

所伴随而来的同样是对生命的意

识
,

即啃叹红颜易逝
,

韶华不在
,

是青春难驻的忧伤
。

在 《古诗十九首 》中就有这样的诗句
“

思君令人老
,

轩

车来何迟
。

伤彼蕙兰花
,

含英扬光辉
。

过时而不采
,

将随秋草萎
。 ”

兰蕙随秋草而衰
,

丈夫总是迟迟不归
,

自己的青春同样
“

将 随秋草萎
” 。

林语堂说
: “ `

爱
’

在

中国人的思想中因而与眼泪
,

愁惨
,

与孤寂相揉和
,

… … 在中国一切诗中
,

掺进 了凄惋悲忧的调子
。

唐以

后
,

许许多多情歌都是含着孤零消极与无限悲伤
。 ’ ,③

中国的恋爱诗歌是吟咏些别恨离愁
,

无限凄凉
,

夕阳

雨夜
,

空闺幽怨
,

秋扇见损
,

暮春花萎
,

烛泪风悲
,

残

枝落叶
,

玉容憔悴
,

揽镜自伤
。 ’ ,④

悲愁情调的另一表现是文人在作品中表现出的

身世之感
。

儒家讲积极用世
、

自强不息
,

文人们大多烙守
“

学而优则仕
”

的古训
,

跃跃欲试希望在政治舞台上

有所作为
,

建功立业
。

李白的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

书》可以说是整个文人心态的写照
。

文中写道
: “

达则

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一身
。

安能餐君紫霞
。

映君青松
,

乘君鹤鸯
,

驾君虫L龙
,

一朝飞腾
,

为方丈蓬莱之人耳 ?

此则未可也
。

乃相与卷其丹书
,

匣其瑶瑟
,

申管晏之

谈
,

谋帝王之术
,

奋其智能
,

原为辅弼
,

使寰区大定
,

海县清一
,

事君之道成
,

荣亲之义毕
,

然后与陶朱
、

留

候
,

浮五湖
,

戏沧州
,

不足为难矣
。 ”

尽管李 白的一生

傲岸不羁
,

追求 自由解放的精神但政治上的进取精

神贯穿了李 白的一生
,

他为 自己设计了一条
“

功成身

退
”

的道路
,

而人生的最大理想是功成
,

这是李 白同

时也是大多数中国文人士大夫共同心态
。

所 以哪怕
“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屈原也会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信念

“

吾将上下而求索
” ;所以

“

致君尧舜上
,

再使风俗淳
”

是杜甫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
。

并且大多数中国文人

以天下之士 自许
,

企图尽一人之才而尽天下大事
。

但事实怎么样呢 ?屈原上下求索而无所得
,

宋玉

也感叹着穷困失意的悲哀
。 “

坎凛兮贫士失职而志不

平
”

(《九辩 》 )
。

政治黑暗
、

君主昏庸
、

人情 的伪善机

巧
,

使多情敏感的诗人难以适从
。 “

达则兼济天下
”

的

人生格言在现实面前受到撞击
,

欲
“

达
”

的主观愿望

与可
“
达

”

的客观现实往往互相冲突
。

因此抒写
“

兼济

之志
”

的文人不能不同时表现壮志受挫的悲愤和不

满现实的牢骚
。 “

奈何偶昌运
,

独见遗草泽
”

(孟浩然

《山中逢道士云公》 )
, “

大道如青天
,

我独不得出
”

(李

白《行路难 》 )
, “

明时未得用
,

白首徒攻文
”

(岑参 《送

王大昌龄赴江宁》 )
,

文人感慨着才华横溢却不被君

王垂爱
,

空有安邦定国之志却沉滞下僚
,

壮志难酬
,

报国无门
。

生不逢时
、

时不我待之情在作品中表现得

尤其明显
。

再者
,

中国文人常把自身理想化
,

把 自己

看作是正直
、

善 良
、

高尚
、

廉洁等美好品德的化身
,

在

一个不公平
、

清与浊相冲突的社会中
,

忠贞之士遭谗

被疏
,

秀色超群同样被压抑埋没
。

所以他们感慨
: “

众

女嫉余之蛾眉兮
,

谣琢谓余 以善淫
”

(屈原 《离骚》 ) ;

“

世 胃摄高位
,

英俊沉下僚
。

地势使之然
,

由来非一

朝
”

(左思《咏史 》 ) ; “ 世味年来薄似纱
”

(陆游《临安春

雨初雾 》 ) ; “

蛾眉曾有人妒
,

千金纵买相如赋
,

脉脉此

情谁诉 ?
”

(辛弃疾《摸鱼儿 》 )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世

风浇薄的失望
,

其哀怨沉痛
、

悲愤之情了然可见
。

但

他们又不愿随波逐流
,

变心以从俗
,

屈服于现实
。 “

安

能催眉折腰事权贵
,

使我不得开心颜 !
”

(李白《梦游

天姥吟留别》 )于是郁闷
、

忧思
、

沉郁如茧抽丝般充溢

其间
。

既然现实苦恼太多
,

那么
,

如何得以解脱呢 ? 生

命本身是如此令人不如意
,

就要努力寻找摆脱苦闷

与忧患的途径与方法
。

首先
,

自然是饮酒
。

李 白说
“

古来圣贤皆寂寞
,

唯

有饮者留其名
”

(《将进酒》
。

当现实生活中理想遭受

挫折时
,

文人便借酒来消解痛苦
。 “

何以解忧
,

惟有杜

康
。 ”

(曹操 《短歌行》 )
,

酒与文人之间就有了千丝万

缕的联系
。

酒是苦闷的象征
,

酒是心灵的慰藉
。

现实

令人焦灼痛苦
,

让人迷惘苦闷
,

饮酒自然是心理调节

的一种方式
。 “

不如饮美酒
,

被服纵与素
” , “

斗酒相娱

乐
,

聊厚不为薄
” 。

(《古诗十九首 》 )陶渊明写过 《饮

酒》诗二十首
,

在诗序中他说
: “

余闲居寡欢
,

兼比夜

已长
,

偶有名酒
,

无夕不欢
。

顾影独尽
,

忽焉复醉
”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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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

闲居寡欢
“

于是
“

顾影独尽
”

而求得
“

忽焉复醉
”

的

效果
。

从他的《饮酒 》第一首我们能看到在饮酒行迹

背后内心世界的袒露
: “

衰荣无定在
,

彼此更共之
。

邵

生瓜 田中
,

宁似东陵时
。

寒暑有代谢
,

人道每如兹
。

达

人解其会
,

逝将不复疑
。

忽与一筋酒
,

日夕欢相」夺
。 ”

陶渊明认为面对人生衰荣
,

变化无常
,

还是做
“

达人
”

最好即随遇而安
,

以平常心对待一切
,

所以欲达观处

之
,

只有 日夕饮酒
,

欢然面对人生
。

字面上的通脱与

超然
,

实则是内心愤激的显现
。

萧统《陶渊明集序 》说
“

偶疑陶渊明之诗
,

篇篇有酒
,

吾观其意不在酒
,

亦寄

酒为迹也
。 ’ ,
雹酒能解愁亦能添愁

,

文人想在酒中得到

解脱 以求得心灵的宁静
,

但他们同时也知道
,

酒醒之

时还要面对现实
,

只能是
: “

抽刀断水水更流
,

举杯消

愁愁更愁
。 ”

(李白《宣州谢用匕楼饯别校书叔云》 )

其二
,

在宁静的田园和悠远的山川中释散郁闷
、

排解忧愁
。

轩冕之志与皋壤之趣是古代文人心理的

两极
。

当其轩冕无望或仕途遭变时
,

自然会流连山水

之间
。

李 白有一首《独坐敬亭山》
“

众鸟高飞尽
,

孤云

独去闲
。

相看两不厌
,

只有敬亭山
。 ”

作这首诗时李

白从长安赐金放还已十年
,

清高傲岸的性格使他不

被现实所容
,

于是在大自然中寻觅知己
,

寻求心灵的

安慰
,

敬亭山与诗人合一了
。

经历了仕途道路的坎坷

和宦海风波的险恶之后
,

神往清静之界是士大夫文

人的重要心理内容
。

再看柳宗元的《渔翁》
“

渔翁夜傍

西岩宿
,

晓汲清湘燃楚竹
。

烟销 日出不见人
,

效乃一

声山水绿
。

回看天际下中流
,

岩上无心云相逐
。 ”

看

起来一位渔翁悠闲自得
,

独来独往
,

但当中亦透出孤

独寂寞之情
。

就象李 白与柳宗元的诗一样
, “

静
”

与
“

寂
”

的是山水
,

也是心态的具体反映
,

清丽幽静的景

物背后往往是诗人的悲情
,

表面的闲适而悠然是内

心更大的苦痛
。 “

身在江海之上
,

心居乎魏胭之下
,

奈

何 ?
”

(《庄子
·

让王 ))) 身心的不一致是痛苦的根源
。

大

用天下
,

大济苍生那才是平生所愿
,

栖身于山水也不

过是另一种 自我排遣的方式
。

纵观中国古典诗词
,

悲愁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

精神
,

真可谓
“

剪不断
,

理还乱
” 。

鲁迅曾有
“

悲凉之

雾
,

遍被华林
”

的感叹
,

梁启超也说过
“

千余年来中国

文学
,

都带悲观消极 的气象
。 ’ ,

⑥这种悲愁情调凝聚在

作为文化主要载体的文人身上
,

并在其诗歌创作 中

得到深刻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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