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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象”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意象”是中国古典文学对世界美学的一个重

要贡献。因为“意象”一词不仅是由我国古代文人

创造的，而且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运用。“意象”一

词，最早出现在《论衡·乱龙》里：“夫画布为熊麋之

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1]刘勰《文心

雕龙》也说道：“然后使玄觧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

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2]此意象即表意之象，借助

一定的形象来传达一些意义。其目的有二，一是化

具体为抽象。比如，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为勤劳勇

敢、智慧坚韧、明礼诚信，这些词语所传达的意义很

明确。但是，我们的祖先却虚构出“龙”的意象来把

所有的具体意思统一起来，从而在抽象的基础上塑

造出一种伟大与崇高。这种意象就具有统摄各种

“意”的作用，是化实为虚。另一个目的则是化抽象

为具体。人的主观情感多是不可捉摸、不易形象描

述的，为了准确而生动地传达出这种情感和思想，

古人就想出了“借象表意”的方法。比如思念故乡，

古人常借“月”来抒发情感，杜甫的名句“露从今夜

白，月是故乡明”即是。

意象的出现有以上的文化背景，但它的发展和

完善却经历了很长的过程。首创期的诗人们通过

起兴手法，简单地列出形象，却并未深刻地考虑它

同主观意义的联系。如《诗经》中的“蒹葭”、“雎鸠”

等。虽然后人给予了一定的合理解释，但这种解释

多是从事物本身的相似性出发，当时的作者是没有

仔细考虑这些的。不过，这种风气一流传开来，中

国诗词就开始广泛使用意象来表达情感了。

意象的运用有两种情况。一是比较鲜明的独

特的意象在经常用于表达某种情感后就逐渐固定

下来，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有机部分，不再仅仅具有

文学上的意义了。如“柳”作为惜别和留恋的象征，

“月”作为故乡和思乡的表征，“乔木”作为故国的象

征等。这些意象在长期使用后，就已经符号化了，

缺乏审美个性，不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因而，

另外一种运用意象的情况就应运而生。那就是将

典型的传统意象与自己的独特个性结合起来，于传

统中含新义。比如，余光中的《夸父》中用象征岁月

流逝的“落日”来象征逐渐落后的西方文明[3]；苏轼

的《卜算子》中用表示秋季、战乱、孤单等传统含义

的“孤鸿”来象征高贵、孤独的自己。这种创新，主

要是因为诗人们选用的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形象具

有多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其代表多层含义提供

了物质载体，而每一种具体含义的关联与交叉又为

表现更深层、更复杂的含义提供了理念基础。下面

我就苏轼《卜算子》中的“孤鸿”来谈谈相关问题。

二 苏轼《卜算子》中的“孤鸿”与作者自己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卜算子》为宋神宗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初贬黄州、暂居于定慧

院时所作：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

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这首词运用了许多意象：缺月，疏桐，（滴）漏，

孤鸿，寒枝，沙洲。其中有些意象具有传统意义，但

作者并未运用这些典型意义。如，月虽代表故乡，

但在这里用一个“缺”字修饰，只是起到交代时间和

环境的作用；孤鸿一般表达孤独、象征秋天以及比

喻战乱时的流民，但这里却具有崭新的意义——象

征自己的高尚人格。

词的一、二句，写夜深人静时，一弯缺月挂在枝

叶稀疏的梧桐树上。用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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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景：月是挂在天空的，但透过梧桐的枝叶看去，

却觉得月亮是挂在枝头上。这就暗示：本来自由的

月被挂在枝头，就像本来自由的作者被贬谪，固定

在偏僻的黄州。而月之“缺”象征不圆满，恰好表示

作者的不如意，桐之“疏”则暗示了黄州的偏僻。作

者在“漏断”之时还未眠，明写自己的愁绪。三、四

句最有意味。其中的“谁”在许多版本中都作“时”，

在意思上和情景上都不好讲，《苕溪渔隐丛话》作

“谁”，深合东坡原意。在这两句中，出现了两个看

似独立实际上却相关联甚至统一的意象：幽人，孤

鸿。“诗无达诂”，我们且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作分

析。

“谁见幽人独往来？”此处“幽人”是有着愁绪的

人，并用一个“独”字明写出幽人的孤独。此句发问

突兀。字面意思有二：一是在这个人们都熟睡的漏

断时刻，还有谁看得见幽人孤独地往来？强调幽人

的孤独，语气重心在“谁”字上。与此对应，下一句

就该讲为：只有缥缈的孤鸿能看见“幽人”的孤独。

两句就构成问答之势，幽人与孤鸿成了相对立却相

关联的具体意象。这种解读从客观上强调了幽人

的孤独、忧愁，用孤鸿来作侧面烘托。二是将语气

重心放在“幽人”上，义即在这月光黯淡的深夜，谁

能够看见在暗夜来往的人呢？“幽人”即在暗夜往来

的神秘之人。和下一句联系起来，就是说在这深

夜，是看不见来往之人的，只能看见夜空中飘渺的

孤鸿之影。两句构成转折关系。这样，幽人的意象

就基本消失，作者自己就成了孤鸿的原像。这样解

读，从主观方面读出了作者的孤独：他看不见其他

的来往之人，只能看见夜空孤鸿的影子，“这孤鸿的

影子怕就是‘我’自己的影子吧”！

下阙“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

肯栖，寂寞沙洲冷。”前两句既是写孤鸿之“恨”，也

是写作者之恨。孤鸿恨什么？非恨自己不听首领

的话而导致如今离群索居，这从后面的高洁形象可

以看出。它是恨自己同伴的背弃、排挤。而这种恨

在孤单一人之时，是无人了解、宽慰的，故云“有恨

无人省”。这和作者自己受新党、旧党的排挤，孤独

愁闷无人了解完全相同。最后，孤鸿“拣尽寒枝不

肯栖”实际上就是作者高洁品质和迷茫情绪的综合

体现。孤鸿这么晚了为什么还不歇息？还要拣尽

寒枝？就因它太高贵，思想上太卓尔不群。在深夜

都无处可栖的孤鸿实际上也是悲观迷茫的——找

不到归宿啊。所以，这和作者的主观情绪完全吻

合。最后一句，意义深远。可以作“拣尽寒枝不肯

栖”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个寂寞冷清的沙洲根本就

不是高洁的“孤鸿”所向往之地，偏僻的黄州也不是

苏轼大展宏图之地！也可以作一句宽慰之词——

为何“拣尽寒枝不肯栖”？沙洲寂寞又冷清，你就随

便找个枝头栖息吧，天明了再追逐你的理想。前一

种解释可以看出作者的高洁、忧愤，后一种解释可

以看出作者的超脱、旷达。而这两种解释对于苏轼

来说，都是合理的，合乎其性格，能够综合理解最

好。所以，在这里，孤鸿与作者本人已经完全融合

了。

三 传统意象幻化新义
“孤鸿”作为一个曾被广泛使用的传统意象，内

涵是相对稳定的。一是表达孤独的情绪，从“孤”字

就可以明显看出。如唐钱起《七盘岭阻寇闻李端公

先到南楚》“阮肠暗与孤鸿断，江水遥连别恨深。”[4]

二是表达时间概念——深秋，秋季大雁成群南飞，

孤鸿出现的时候一般都是深秋了。如唐贾至《初至

巴陵与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三首》之一“明月

秋风洞庭水，孤鸿落叶一扁舟”。[5]三是传达哀伤的

情感，孤鸿落伍有性命之虞，故孤鸿多“哀鸣”。如

唐鲍溶《悼豆卢策先辈》“远客迷畏途，孤鸿伤一

翼”。[6]四是表达高傲品质和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的

志向。如陆游《剑南诗稿》卷四十七《秋怀十首以竹

药闭深院琴樽开小轩为韵》之九“登览不可迟，去若

孤鸿矫”。[7]当然也有纯粹作景物点缀，寓意不很明

显的。不过，我们通过对苏轼的诗词里关于“鸿”、

“孤鸿”的词句进行统计和分类，发现苏轼对于“鸿”

这个意象的传统含义也是广泛使用的。

（一）鸿作为自由的象征

《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

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8]

（第20页）

《单同年求徳兴俞氏聚远楼诗三首》之三：“幽

人隐几寂无语，心在飞鸿灭没间。”（第137页）

《人日猎城南会者十人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

人呼”为韵得“鸟”字》“放弓一长啸，目送孤鸿矫。”

（第213页）

《襄阳乐》“北人闻道襄阳乐，目送飞鸿应断

肠。”[9]

《次韵马元宾》“塞鸿正欲摩天去，垂老追攀岂

可期？”[10]

《睡起》“松风梦与故人遇，自驾飞鸿跨九州。”[11]

《水调歌头》“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

杳没孤鸿。”（第601页）

《永遇乐》“一尊饮罢，目送断鸿千里。”（第6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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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用例都突出了鸿雁的自由，它们拥有

翅膀，可以自由来去，并且，它们有广阔的天地可供

自己翱翔，连猎人的弓箭都无可奈何（“放弓一长

啸，目送孤鸿矫”）。这样，老是受到排挤、流放的苏

轼，当然对这天地间的自由精灵艳羡不已。而他自

己更有跨着飞鸿远离尘世的理想——“松风梦与故

人遇，自驾飞鸿跨九州。”

（二）鸿作为归乡、相思的象征

《送刘道原归觐南康》“朝来告别惊何速，归意

已逐征鸿翔。”（第59页）

《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三“何人织

得相思字，寄与江边北向鸿。”（第128页）

《郭熙秋山平远二首》之一“日尽孤鸿落照边，

遥知风雨不同川。”（第354页）

以上用例多借鸿雁迁徙的特性来抒发诗人思

念故乡的心情，这种含义也是历代文人用得比较广

泛的意义之一。

（三）借鸿雁的漂泊流离寄寓自己的伤感情怀

《杭州牡丹开时仆犹在常润周令作诗见寄次其

韵复次一首送赴阙》“天静伤鸿犹戢翼，月明惊鹊未

安枝。”（第129页）

《与子由同游寒溪西山》“我今漂泊等鸿鴈，江

南江北无常栖。”（第248页）

《送陈睦知潭州》“有如社燕与秋鸿，相逢未稳

还相送。”（第331页）

《与程正辅游碧落洞》“孤鸿方避弋，老骥犹在

坰。”（第483页）

《老人行》“故国日边无信息，断鸿空逐水长

流。”[12]

《袁公济和刘景文登介亭诗复次韵答之》“秋风

起鸿鴈，我亦继华躅。”（第390页）

以上用例突出了孤鸿、哀鸿的伤感，同时也寄

托了作者的伤感情绪。

（四）用鸿雁来象征品格的高贵

《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腐鼠何劳吓，髙鸿本自

冥。”（第73页）

《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一：“共为竹林

会，身与孤鸿轻。”（第402页）

通过以上例句，我们可以发现，苏轼诗词中的

鸿雁意象经常传达的是孤独、凄清、思乡、高洁、自

由等寓意。苏轼在单独使用“鸿”这个意象时所蕴

含的意义都有这么多种，则他能够将这众多的含义

整合起来，赋予“孤鸿”一些更复杂的象征意义也很

容易。那么，《卜算子》中的“孤鸿”意象有哪几层含

义呢？

苏轼在这里综合了几种意义并结合自己的身

世，赋予孤鸿一个崭新的形象。首先有“孤独”的情

感，从字面上看，“鸿”的修饰词“孤”很明显地表达

了这一点。而整首词也在环境烘托方面强调了这

一点，“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从时间上和环境

描写上都告诉了我们这只鸿的出现背景。其次，

“孤鸿”和“疏桐”一起暗示了季节为深秋，而“悲秋”

又是文人诗作中的一大情感主题，所以，作者轻易

地就奠定了词作忧伤的感情基调。再次，孤鸿意象

在传达了哀伤、寂寞的感情（有恨无人省）外，还从

侧面透露出了诗人对现实的愤懑和不满，正是因为

新党与旧党的排挤，才使得苏轼被贬黄州，成为了

一只“孤鸿”。最后，孤鸿的意象还象征了诗人高洁

的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志趣，从“拣尽寒枝不肯栖”

一句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这一点。所以，苏轼是全面

运用了孤鸿意象的各种内蕴，综合而成笔下的“孤

鸿”。

四 苏轼个人经历在“孤鸿”身上的投射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卜算子》中的孤鸿有苏轼自己的影子。那么，

苏轼又是怎样把自己人生经历与情感投射到这个

“孤鸿”的意象上的呢？我们先来看看苏轼一生的

主要经历。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

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

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

赏识，高中进士。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

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

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

还朝，仍授本职。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

许多师友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宰相王安

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

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

不利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唯一结果，便是像

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

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

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

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

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

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文字毁

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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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牢103天，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

赵匡胤当朝时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

过一劫。

出狱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这个职

位相当低微，苏轼经此一狱也变得心灰意懒，公事

之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

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

由此可知，苏轼作为一个大文豪，虽然才华横

溢，但在仕途上却偃蹇多舛。更令他不平的是遭到

陷害，这让一个正直的文人在思想上和尊严上受到

了沉重打击，故有学者认为苏轼思想中的放达一面

其实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宽慰。苏轼在黄州期

间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都不怎么好。这自然就

引起了他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感叹。

于是，在《卜算子》中他把孤鸿与自己的境遇进

行了比较、联系，给单纯的孤鸿形象灌注了全新的

生命力。“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一语赋予了鸿鹄志向

远大、品质高洁的特点，作者便从这里找到了自己

与“鸿”的相似点。而作者的孤独寂寞、无人了解、

无人宽慰又契合了“孤鸿”之“孤”。当作者在这个

深秋之夜愁苦无眠时，他和孤鸿之影的巧遇，便从

客观上促成了这首词作。词中的孤鸿具有的孤独、

高洁、凄冷，与作者自己的主观感受完美结合，自然

而然地把作者化成了孤鸿的形象。而下阙的“惊”、

“恨”、“不肯”等字眼，更是形象地说明了作者心惊

肉跳的后怕、无人理解的惆怅和坚持己见的个性。

而“拣尽寒枝不肯栖”更成了苏轼晚年辗转漂泊的

恶谶。所以，这个“孤鸿”与传统的“孤鸿”是有明显

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它成了苏轼个性形象的化

身，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

和余光中《夸父》诗的完全翻新不同，苏轼是在

既有基础上进行综合。这种综合的基础就是作者

的主观情感与意象所蕴涵的意义的完美契合。相

比而言，那些只注重某个意象某一方面意义的诗人

的确略逊一筹；但缺少苏轼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是

不能勉强为之的。所以，是苏轼的人生经历成就了

这首《卜算子》和其中的“孤鸿”形象。这也是“意

象”这一概念“以象尽意”的宗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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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Lonely Wild Goose”Imago

——Taking the BuSuanzi: The work at Huangzhou Dinghui Garden as an Example

AI Mao-li1，WANG Bin2

（1.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8；2.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

Abstract: The imago is the perfect and organic combination of the“meaning”that the author intends to express
and the“image”that the author recurs to. In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re are two kinds of usages of the imago. One
is plain, which has already been a long-range and abundant usage, forming some regular aesthetics connotation; the
other one contains stationary intension in specific works, being endowed with profound and particular connotation
and distinguished with the function in normal usages. The“the lonely wild goose”imago in Busuanzi by Sushi
should be classified to the latter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Imago；The Lonely Wild Goose（孤鸿）；Sushi（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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