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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李白的自我形象在诗中的表现

— 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创作特征之一

何 念 龙

谈到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创作特征
,
人

们常常津津乐道于李诗中丰富新奇的想象
、

惊人骇俗的夸张
。

诚然
,

这些是李诗的突出

特征
,

但是我们如果对李诗的认识仅仅停留

于此
,

则未免失之片面
。

我们认为
,

李白诗歌

娘漫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鲜明的自我表

现
。

本文试就此进行一些分析
,

以就教爱好
一

与研究李白的同志
。

我们知道
,

从文学创作方法总的特征看
,

主要不外有两种
,

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

创作方法
。

这两种创作方法尽管千差万别
,

但最根本的差别在于
: 现实主义着重于对客

观世界具体如实的描绘
,

现实主义作家在我

们面前展现的常常是一幅幅现实生活的真实

生动的图画
。 《诗经》

、

汉代乐府和唐代杜甫

的诸作中便不乏其例
。

浪漫主义却非如此
。

一

尽管对于什么是浪漫主义学术界目前尚有不

祠的看法
,

然而在众说纷纭中有一点是为大

多数同志所认可的
,

即浪漫主义作家往往侧

重于直接表现 自己的主观世界
。

充分揭示作

者 自我的精神面貌
,

抒发内心强烈丰富的生

活感受
,

这是古今中外浪漫主义诗人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共同点
。

对于浪漫主义诗人来说
,

诗人的主观精神世界就是他歌咏的主要直接

对象
,

诗人的激情就是他诗歌生命的脉搏
。

屈原如此
,

李贺如此
,

而李白在这方面更是

如此
。

可以这样说
,

李白在用诗歌充分地表现
一

“

诗人自我
”

方面
,

无论是与他同时代的诗人

相比
,

还是和我国文学史上其他杰出的浪渔

主义诗人相较
,

他都显然超乎寻常地居于领

先的地位
。

在他的诗中
,

诗人主观世界的各

方面都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

各种情感得到最

充分的抒发
,

自我形象异常鲜明突出
。

(一 )

李白的主观世界是异常丰富多采的
,

而

他的诗歌正是反映他主观世界各方面的一面

镜子
。

在他的诗中
,

有美好的社会理想
: “

万姓

聚舞歌太平
,

我无为
,

人 自宁
。 ”

①有宏大非

凡的志向
: “

如逢渭水猎
,

犹可帝王师
” 、

②
“

试

涉霸王略
,

将期轩冕荣
” 。

③有开阔高远的怀

抱
: “

东山高卧时起来
,

欲济苍生应未晚
” 、

④
“

暂因苍生起
,

谈笑安黎元
” 。

⑤有高尚正直的

品格
: “

松柏本孤直
,

难为桃李颜
” 、

⑥
“

耻与鸡

并食
,

长与凤为群
” 。

⑦同时他还用诗言好尚
:

“ 云卧三十年
,

好闲复爱仙
” 、

⑧
“

一生好入名

山游
” 。

⑨明爱僧
: “

令人惭漂母
,

三谢 不 能

福
” 、

0
“
孔圣扰闻伤凤麟

,

董龙更 是 何 鸡

狗
” 。

0 发感慨
: “

倚 剑 增 浩 叹
,

扣 襟 还 自

怜
” 。

0

有人把浪漫主义的诗称为理想的诗
,

它

把现实提升到理想加以表现
,

它所描绘的往

往是诗人们所愿望或可能的东西
。

李白的诗

正表现出他对美好理想的热烈追求
。

不要说

那些对奇幻绚丽的神仙梦境的描写
、

对雄奇

多采的大自然歌咏的诗篇
,

都表现了诗人由

于对污浊现实的厌弃而产生的对自由美好的

理想境界的热烈向往和追求
,

就是那些一般

直接反映现实题材的作品
,

李白也常常把它

们上升到理想的高度加以表现
。

试比较李白



的《 t .夜 笑歌
·

;` )) : .和杜 甫的《找衣 )) .

李诗
:

长安
·

片月
,

,,’ 户妈衣声
。

伙风吹 不尽
,

总是玉关情
.

何 日平胡虏
,

曳入里远征 ,

全t诗
:
亦知虎不 返

,

杖至试 .f 砧
。

已近苦寒月
,

况经长别心
。

宁辞摘熨佑
,

一寄斑坦深
。

用尽阅中力
,

活听 空外奋 I

这两首诗胭材完全相同
。

李 资人处粉吧
,

境界开阔
,
杜诗细徽具体

,

精替深刻
。

此外

:’. 诗还有一个很大的不 同
,

李诗把现实升华

到理想的高度
: .

何日平胡虏
,

良人罢远征 ?
”

这种发自思妇内心的问话
,

是她们的良好愿

望
,

也是诗人平边息
、

安人民的和平理想
。

而杜诗的笔触始终没有离开真实的描述
。 “

用

尽闺中力
,

君听空外音 !
”

仿佛进一步唤起人

们对戍妇的深切 同情
: 你听吧

,

那响彻天外

的阵阵摘衣声是戍妇们用尽了气力发出来的

啊 l 曲婉动人
,

含蓄深厚
,

诚可谓
“

动 魄惊

心
” ,

但仍然是提醒人们注意的写实笔触
。

又如杜甫的《 兵车行》描绘的是一幅凄楚

感人 的征人哭别图
,

最后以阴雨凄冷
、

鬼魂夜

叫增强诗歌的感染力
。

李白的《幽州胡马行》

同样表现了征战之苦
。 “

名将古是谁 ? 疲兵 良

可叹
” ,

诗人对广大士卒深表同情
,

但他没有

停留于此
, “

何时灭天狼
,

父子得安闲 ?
”

从眼

前的征战
,

幻想未来的平患安居
。

李白在描写

这类题材时常常表现了一种超越现实的安边

平患
、

宁静和平的美好愿望
: “

何当破月氏
,

然

后方高枕
” 、 “

愿将腰下剑
,

直为斩楼兰
” 、 “

横

行负勇气
,

一战静妖氛
” ,

0 确是理想的乐章 !

当然我们不能说杜诗就没有表现理想
,

但和李白比较起来
,

杜诗中的理想多是通过

对客观现实的深刻描写
,

从严格的生活逻辑

中体现出来
,

理想常常隐藏在现实的后面
,

不象李白那样时时见于言表
,

甚至是发为呼

喊了
。

在李诗中
,

诗人主观世界表现得十分突

出的另一方面是他志向抱负的抒发
,

这是反

复出现的主题
。

那些直接咏怀的作品勿需多

说 (如《梁甫吟》
、

《东武吟 )))
,

就是赠答留别
,

他也总要把 自已的心迹志向表自~ 舟
,

共热

烈程度 , , f l介前无古人
:

有时忽佣怅
,

国坐瓜夜分
.

平明空喃咤
,

思砍

娜世粉
。

心随长风去
,

吹徽万里 云
。

众作济南

生
,

九十目古文
。

不然娜创起
,

沙滋收奇助
.

老死叮陌间
,

何因扬演芬
。

夫子今愉乐
,

英个

冠三军
。

接与两出处
,

岂将沮翻群
。

((( 口何 七

月官画挤 )})

此诗确是
“

一片奇
渔
扩

、 “

志愈英迈
” 。

帅

深夜正坐
,

平明 长啸
,

都是诗人徽昂难平的

表现
,

为什么呢 ? 因为他愿
“

乘长风破 万 里

浪
” ,

他愿象每连那样为社会排难解纷
,

甚至

宁可效命粗场也不皓首穷经
。

诗人的用世之

心是多么强烈
,

难怪他啸咤惆怅而不能 自己

啊 1 在李诗中
“

济苍生
” , “

安攀元
”

这样 表 明

用世之志的话俯拾即是
,

特别是安史之乱爆

发后
,

平患靖乱又成了他诗中突出的主题
:

“

誓欲斩鲸貌
。

橙清洛阳水
” 、

0
“

安得异善射
,

一箭落鹿头
” ,

0 可谓反复歌咏
,

萦系于怀
。

在

李诗中诗人表现的志向还是相当广泛的
,

但

最为他津津乐道的还是其
“

济代
”
之志

。

具有

宏伟的抱负
、

建功立业的慷慨气概
,

这是盛

唐时代许多诗人的共同之处
,

然而象李白那

样时时滋于言表
,

表达得十分鲜明突出
、

急

切热烈确是十分罕见的
。

由于大家对此较为

熟悉
,

我们就不多引证了
。

深刻反映诗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

剧烈矛盾
,

表达他内心极端痛苦愤慈的心情
,

这是李诗表现其主观世界方面又一十分突出

的内容
。

积极浪漫主义诗人对生活总是怀有

美好的理想
,

而在过去的时代里
,

现实的黑

暗与腐朽使这些美好的理想终究只能成为梦

幻泡影
,

他们的一生也往往只能成为一 曲激

昂壮烈的悲剧
,

屈原便是明证
。

同样尽管李

白常有开朗奔放
、

意气豪迈的高歌
,

而污浊

的现实
、

主客观之间不可调合的矛盾
,

使他

也有痛苦愤慈
、

激昂不平的谊泄
。

特别是在

长安三年
“

赐金放还
”

之后
,

这种难以抑止的

债慈更是象烈火一样嫩烧起来
。

《行路难》三



首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

现看其二
:

大道如青天
,

我独不得出
。

羞逐长安社中儿
,

赤鸡白狗赌梨果
。

弹剑作歌奏苦声
,

曳裙王门

不称情
。

淮阴市井笑韩信
,

汉朝公一忌贾生
。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晚
,

拥带折节无嫌猜
。

剧

辛乐毅感恩分
,

输肝剖胆效英才
。

昭王白骨萦

艾草
,

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
,

归去来
。

诗一开始就爆发出不平的呼喊
,

壮夫被

轻
,

有才遭忌
,

古人的遇合终成过去
,

而
’

自

己生在 , 个
娜
无人贵骏骨

”

的时代
,

愤做之情

溢于字卿行间
,

和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相较
,

更为激荡澎湃
。

耽外如著名的《古风
·

燕臣昔幼哭》
、

《古

风
·

倚剑登高台》
、

《鞠歌行》
、

《答王十二寒夜

独酌有怀》
、

《雪谗诗赠友人》等都是揭示主客

之间的剧烈矛盾
、

渲泄内心极端痛苦之情的

代表作
。

(二 )

强烈的抒情性是李诗鲜明充分地表现自

我的另一突出特征
。

李白的诗之所以具有撼

人心灵
、

动神荡情的巨大艺术感染力
,

其中一

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诗歌强烈的抒情性
。

他

的诗歌有着最充沛
、

最饱满的情感
,

李白最充

分地利用诗歌抒情
。

读他的诗
,

我们可以直觉

到诗人情感脉搏的跳动和变化
,

喜怒哀乐
、

长

吁短叹无一不可见可感` 他时而振奋
: “

抚剑

夜吟啸
,

雄心 日千里
” 。

0 时而消沉
: `

处世若

大梦
,

胡为劳其生
,

所以终日醉
,

颓然卧前

楹
” 。

0 时而大笑高歌
: “

高歌振林木
,

大笑喧

雷霆
” 。

O 时而呼天痛哭
: “

揽涕黄金台
,

呼天

哭昭王
, 。

O 时而充满欢悦
: “

高歌取 醉 欲 自

慰
,

起舞落日争光辉
, 。

@ 时而烦恼苦闷
: “

怀

宝空长吁二寸心增烦纤
” 。

0 时而心境 宁静
:

“

相看两不厌
,

惟有敬亭山
” 。

。 时而感 慨 不

平
: “

珠玉买歌笑
,

糟糠养贤才
” 。

O从上各例

中
,

我们不难看到李白诗中情感的三个特点
:

第一
,

各种情感在他的诗中都得到了充

分的表现
,

这说明他诗中情感的方面是广泛

的
。

这种情感的广泛性和屈原
、

李贺相比就

更觉突出
。

屈原是一位情感热烈的伟大爱国

主义诗人
,

他的诗也表现了他对绚丽理想的

追求
、

对楚国昏庸统治者的债怒
,

饱含着忠

愤之情
。

但从《离骚》
、

《九章》等主要作品看
,

它们所表达的主要还是诗人忠而见嫉
、

优念

国家的痛楚之情
,

不象李白这样在诗中把自

己情感的各方面表达得如此广泛
。

而李贺的

诗歌则主要是抒发其郁塞寡欢
、

落魄困顿的

凄苦之情
,

总的说来
,

贺诗中所表现的情感

方面就远不及李白诗中的广泛丰富了
。

第二
,

李诗中的情感还是多变的
。

不仅

综观如此
,

就一首诗看也不例外
。

如著名的

《梁甫吟》时而高昂
、

·

时而感慨
、

时而债激
,

最后归之期待
,

情绪波澜起伏
,

变化莫测
。

第三
,

李诗中所表现的情感往往是极度

强烈的
。

声振林木的高歌
、

响如雷霆的大笑
、

呼天抢地的痛哭
,

都是很好的说明
。

此外李

诗中那些高度夸张
,

看起来十分不合理的奇

语 (如
“

白发三千丈
”
)
、

那种
“

捶碎黄鹤楼
” 、

“

倒却鹅鹉洲
” 。 的惊人奇想

,

也正是他极度

强烈情感的表现
,

它们虽然不合常理
,

但却

非常合情啊 ,

由于诗人的情感是如此丰富热烈
,

以至

他所描绘的一切都注入了诗人强烈的情感
,

成为一种高度抒情的浪漫主义
。

李白无论写

哪种题材都显得情感饱满丰厚
,

即使是那些

被人认为组藉深远
、

比兴寄意的《古风》五十

九首亦不例外
。

他以情染物
,

移情于物
,

这

样他所歌咏的人
、

物
、

事都带有强烈的感情

色彩
。

这里仅就咏物小诗看看这种特点
。

落现辞金段
,

孤呜托绣衣
。

能育终见弃
,

还向

陇西飞
。

仪咏壁上鹅鹉 )})

渐君能卫足
,

叹我移远根
。

白 日如分照
,

还归

守故园
。

((( 流夜郎题葵叶劝

前一首借鹅鹉抒发诗人在长 安 能 言 见

弃
、

踢金放还的不平之情
;
后一首更以葵叶反

衬出人不如物
、

流放夜郎的无限哀思
。

两首诗

都深深织进了李白的身世之感
。

诗人将其内



心的漱荡之悄徽住子物中
,

达到物我
, ·

体
、

主

客交融的境界
,

这样又更增强 r 情感的表达
。

这种高度扦悄的浪拱主义特征也农现在

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上
,

这就是更多地通过强

烈的主观情感的抒发来反映时代的面貌
。

前

而我们说过
,

浪漫主义诗人往往是以自己的

主观世界为直接衰现对象
,

因此他对客观现

实的反映就不会象现实主义诗人那样宜接具

体
、

深入细徽地描绘出一幅幅生活的图画
,

而是通过现实世界给予诗人的主观感受的抒

发表达出来
,

从诗人衰现的思想情感里
,

我

们可以粉到社会的面貌
,

感受到时代的脉搏
,

尽管这种情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在现实世界

中产生的
。

李白诗中感情的时代特征尤为鲜

明突出
,

透过他诗中的大笑
、

高歌
、

痛哭
、

愤概
、

苦恼
,

我们可 以清楚地看到产生这一

切的时代
。

试粉《古风
·

三十七 l))

燕臣昔愉哭
,

五月飞秋箱
。

庶女号苍天
,

展风击

齐盆
。

精城有所感
,

造化为悲伤
。

而我竟何事
,

远身金段旁
。

浮云蔽萦阔
,

白 日难回光
。

群沙秽

明珠
,

众草凌孤芳
。

古来共叹 息
,

沈泪空沽襄
。

诗中的情感是多么激愤沉痛 , 这一切是

怎么产生的呢 ? 难道读者不能从诗中激昂回

荡的情绪中感触到诗人所处时代的黑暗污浊

吗 ? 安旗同志在谈到李诗中情感的时代特征

时曾说
: “

我
,

就是现实的血肉 , 我
,

就是时代

的摘子
,

我虽然没有带给你们我父母的肖像

画
,

请着我的容颇
,

听我的声音吧 l 当我向你们

敞开我的心灵时
,

生育我的那个时代也就复

活在你们的面前了
。 ”

O这段话说得多好啊 !

当然李诗中并不乏直接反映当时社会现

实的篇章
,

然而即使在这些诗中
,

诗人的褒

贬之情也往往不可抑止地流屏出来
。

比如《古

风
·

绪蛛薄太清》运用比兴手法影射玄 宗 废

王皇后事
,

@尽管前面
“

皆作险语
” ,
公 但诗人

最后禁不住涕下沾衣发出深沉的浩叹
: “

沉叹

终永夕
,

感我涕沾衣
” 。

这一情况可以和杜甫

稍作 比较
。

如李白的《古风
·

大车扬飞尘》和

杜甫的《丽人行》 ,

这两首诗同是揭露统治者

桥 f 涅逸的 且恶面日
。

李涛在夸张地描趁 了

得势小人的燕天
漪

〔焰后
,

抑止 不峨l:润胶的愤

做
. “

世无洗耳翁
,

谁知尧与断 ? ”

社会简直风

睛列
’

r 极点
,

许由那样的人没有
’

r
,

谁还分币.

清好坏呢 ? 从这种立接的议论感慨之
`
!

,

可 见

李白的鲜明态皮
。

杜甫却不发议论
,

只尽悄

揭礴事实
。

前人说此诗
: “

前半竭力形容杨氏

姊妹之游冶淫佚
,

后半叙国忠之气焰通人
,

绝不作一断语
,

使人于意外褥知
,

此诗之善

讽也
” 。

O 这种分析深中肯萦
。

此外象杜甫的

《石蜂吏》 ,

诗人也仿佛是一位冷静的旁观者

在进行不动声色的记录 , 而李白对于人民在

安史之乱中所道受 的不幸却忍不 住大 声 质

间
: “

白骨成丘山
,

苍生竟何罪 ?
”
O 从这些我

们不难看到
,

象杜甫这样伟大的现实主义诗

人据事直书
,

让事本身去说话
,

所谓离主于客
.

而象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总免不了要把
自己的主观感受直接抒发出来

,

以情动人
。

(三 )

自我形象的丰富性和鲜明性是李诗自我

表现的又一重要特征
。

李 白爱酒
,

希望长醉

而不健
,

可终究是
“

举杯消愁愁更愁
, ; ⑧他求

仙
,

从十五岁开始一直追求不歇
,

可是终感到

虚无双渺
,

所以他说
: “

仙人殊恍忽
,

未若醉中

真
” 。

@ 而只有在诗歌这个王国里
,

他才可 以
.

纵横裨网
、

自由挥洒
、

喜笑怒骂
,

充分表现

出自我
。

读李白的诗
,

我们几乎处处可以看

到他那丰满复杂
、

绚丽多姿
、

鲜明突出的动

人形象
。

现看《行路难
·

其一 :))

金橄美洒斗十千
,

玉盘珍谧值万钱
。

停杯投粉

不能食
,

拔剑四顺心茫然
。

欲渡黄河冰塞川
,

将登太行雪暗天
。

闲来垂钓坐澳上
,

忽复乘舟

梦日边
。

行路难
,

行路难
,

多歧路
,

今安在 ?

长风破浪会有时
,

直挂云帆济枪海
。

面对价值千金万钱的美栖佳肴
,

诗人却

停杯投著
,

为什么呢? 现实太黑暗了
,

他接

到无路可走
。 “

拔剑 四顾心茫然
” ,

这是一位

壮志凌云
、

意气豪迈
、

内心又充满压抑痛苦



的志士形象
。

黄河冰塞
,

太行雪暗
,

他只能

在梦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

而眼前的人生道路

却依然充满艰险
,

但诗人坚信
“

天生我材必有

用
” ,

(同⑧ )所以他不悲观
、

不颓丧
, “

长风 破

浪会有时
,

直挂云帆济沧海
” ,

这是充满 信 心

的豪言壮语
。

读罢此诗
,

我们不是看到一位

在黑暗的封建社会里感到无路可走
,

内心极

为苦闷而又保持着昂扬意气的志士形象么 ?

诗人的 自我表现得形神兼备
、

栩栩如生
。

又如著名的《宣州谢眺楼饯别 校 书 叔

云》 ,

无法排遣的痛苦
,

深沉高远的壮志
,

永

远斩不断的愁绪
,

这一切都体现在
“

明朝散发

弄扁舟
”

这一狂放不羁的形象中
。

这是一个眸

晚一切
、

抗争现实
、

坚持贞操
、

追求解脱
、

不甘

同流合污的高士形象
。

由于李诗绝大部分是

直接抒发他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强烈感受
,

所以象上面这样充分表现自我形象的诗不胜

枚举
,

如《襄阳歌》 、 《南陵别儿童入京 》
、

《上

李琶》
、

《玉壶吟》 、 《梁园吟》 、 《梁甫吟.))
· ·

…

概括地说
,

在这些诗中塑造了一位封建社会

中有理想
、

有才能
、

有激情
、

有着独特个性

和浪漫气质 (追求个性自由
,

企图摆脱一切羁

绊)
、

而又遭受沉重打击
、

一命不君
、

内心痛

苦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

李诗就正是这种诗人

自我形象的充分展现
。

然而这个自我形象毕竟又是 绚 丽 多 姿

的
。

他时而是狂人
: “

我本楚狂人
” ,

O 时而 是

神仙
: “

驾虹凌紫冥
” ,
匆时而是豪爽的侠 士

:

“

感君恩重许君命
,

泰山一掷轻鸿毛
” , 。 时而

是不 同寻常的隐士
: “

世人不识东方朔
,

大隐

金门是滴仙
” 。 。 此外酒徒的狂放

、

道士的超

远
、

纵横家的辩才
、

僧人的彻悟
、

逐臣的眷

怀… …各种不同的气质
,

纷繁多姿的形象都

在他的诗中表现出来
。

我们检读他同时代诗

人的作品
,

可以说没有谁能描绘出这么丰富

的自我形象 , 而在运用同一创作方法的浪漫

主义诗人屈原
、

李贺的作品中也没有
。

屈原

的诗歌主要塑造了一位忠而见谤的执着的忠

臣爱国之士的形象 , 李贺的诗描绘的主要是

一位
“

一心愁谢如枯兰
” 、 “

衣如飞鹑马如狗
”

`

。 的不得意文人的典型
,

就自我形象的丰 富

性说来都不及李白的诗歌
。

有趣的是
,

这么多不同的形象
,

这么多

复杂的思想性格
、

气质特征都完美和谐地统

一在诗人的
“

自我
”

中
,

这个
“

我
”

由斑烂多采

的各种色素协调而成
。

有些诗人的 自我形象

可以用某一类型来概括
,

或是用一句诗
,

甚

至是一个字
。

象苏东坡所说的
“

郊寒岛瘦
”

确

实非常精当
。 “

冷露滴梦破
,

峭风 梳骨 寒
”

@,

二句既可代表孟诗风格的主要特征
,

其实又

何尝不是孟郊穷愁潦倒
、

凄苦寂寞形象的自

绘
。

然而对李白来说
,

我们却很难简单地把
_

他看成某一典型
,

因为仅就诗中的自我形象

看就是五彩缤纷
、

千姿百态的啊 ,

不仅如此
,

李诗中的
“

自我
”

非常突出
,

它仿佛成了世界的中心
,

一切都围绕在
“

我
”

周围
,

一切都可为
“

我
”

所用
,

一切都服从于
“

我
” 。

请看下面的诗句
:

太白与我语
,

为我开天关
。

(《登太白峰》 )

夜台无李白
,

沽酒与何人? ((( 哭宣城善酿纪史》 .)

口 衔云锦书
,

与我忽 飞去
。

((( 以诗代书答元丹
-

丘》 )

遥传一掬泪
,

为我达扬州
。

({( 秋浦歌 )})

北斗酌美酒
,

与龙各一筋
。

((( 短歌行》 )

吾当乘云摘
,

吸景驻光采
。

((( 古风
·

十一 》 )

这里
“

我
”

成了主宰
、

核心
。

天上地府
、

星辰龙云
、

江河鸟类都能为他所用
,

都要听
-

凭诗人的意志
。

在我国文学史上很少有人在
_

诗中把 自我表现得如此鲜明突出
。

李白无论
写什么题材

,

总没有忘记把
“

我
”

置身进去
。

不容置嚎
,

那些直接表明志向
、

发泄愤滋
、

感叹不遇的诗作必然如此
,

就是那些记叙游
·

踪的诗也常常是
“

我
”

字 当头
:

我行巫山诸
,

寻古登阳台
。

((( 古风
.

五十八补

我浮黄河去京圈… … ((( 梁园吟 }})

我来竟何事
,

高卧沙丘城
。

((( 沙丘城下寄杜甫》 )
·

我来扬都市
,

送客回轻劫 ((( 送当涂赵少府》 )

如此种种
,

举不胜举
,

可谓以
“

我
”

领篇
卜



开门见一 I一
。

据我们 特 t略统计
,

竹:李诗中 六摘

提到
“

我
”

(包括
“

产千
, 、 “

佘
. 、 “

卜
” 、 “

李自
.

静 )

的 i寺篇就 . 11李染半敬以
.

..1
,

这种情况在我闪

诗史
.

L楚极为罕见的
。

正山于诗人耍在诗
,! ,
鲜明地段现 自我

,

闪此
,

即使是那些描绘祖国山水
,

欣咏历史

人物
、

游侠未杰
、

反映妇女生活
,

凭吊怀古
,

咏物题姗的诗作中
,

我们都时时可见李自自

己的形象
。

一句话
,

他所描绘耿咏的一 切都

是个性化
、

主观化
、

自我形象化了的
。

这里

仅就李白描绘润崔湖的一首短诗为例 说明
,

J〔它方面限于篇幅
,

只得从略
。

划却君 山好
,

平铺湘水流
。

巴睦无限材
,

醉杀

洞庭秋
。

((( 陪侍郎叔游润庭醉后》 )

摆脱 眼前景物的束缚
,

充分发挥诗人的

主观想象
,

表现出诗人鲜明的个性特征是这

首诗显著的特色
。

君山在一般人看来正是洞

庭湖的美好点缀
,

然而在诗人看来
,

它却是

阻塞湘水使之不能畅流的障碍
,

还是划去的

好
。

这两句诗寓有深刻的现实牛活之感
。

后

二句更是以诗人的醉眼来看待洞庭湖上的景

物
:

浩瀚的湖水犹如香淳的美酒
,

洞庭湖旁

的枫木在深秋一片火红
,

仿佛醉人的容颜
。

这里我们也似乎看到了诗人酣醉 淋 滴 的形

象
,

他的胸襟是那么坦荡广大
,

情感又是那么

激昂
,

没有什么可以阻塞
。

诗中的景物完全

是个性化
、

自我形象化了的
。

这使我们联想

起孟浩然和杜甫的《望洞庭湖赠张示相 》
、

《登

岳阳楼》
。

这两首诗都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

名作
,

它们同样写 出了洞庭湖的磅礴浩大的

气势
。

从表达的情感看
,

孟诗主要表现的是
“
欲济无舟

” 、 “

徒羡垂钓
”

的身世之感
;
杜作则

主要抒发的是忧时念乱的家国之痛
。

二诗都

是从景到情
、

触景生情的写法
,

显然没有象

李白那样以主驭客
,

一开始就以强烈的主观

色彩去涂 抹 客观 景物
,

改变客观景物
。

我

们不能简单地在艺术上妄加轩软
,

然而它们

具有迥然相异的特点却是不言而喻的
。

综上所述
,

我们认为李白诗歌浪役主义

的娜一 个突 lf1 的特 征是鲜明的自我袅现
,

他

的诗是其
.

1屯观 1tt 界 齐方而的充分反映
,

ll(j 高

度的扦情性
、

r !我 形象的丰富
.

与鲜明更是其

他诗人难与并驾的
。

一句话
,

李 I’I 诗欣的浪

没主义是一种高度自我表现的浪漫主义
。

浦要指出的是
,

我们说李诗充分衰现 了
.

自我
” ,

这只是就 其诗歌所反映的主要方而

而 .飞, iill 时我们认为这个
“

自我
”

是深深植根

于现实生活的 : ..f城中
,

是当时社会环垅等各

方面的产儿
。

一个真正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

总是和他生活的社会现实的各方面有朴不可

分俐的联系
。

这正如巴尔扎克所描述的
: “

他

的心灵始终飞翔在高空
,

他的双脚在大地上

行进
。 ”

0 因此
,

当李 白用诗歌 充 分表 现 出
“

自我
”

时
,

也就同时反映了那个孕育
“

自我
”

的时代的脉搏
。

对此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 已

有所闸明
,

这里不再赞述了
。

注释
:

① 王琦《李太白全集
,

春日行 ))( 下面只 注 篇

名 )
。

《 口钱徽君少 阳》
。

LL 《增江夏韦太守良宰.))
《梁园吟》 。

《书情腾蔡舍人雄》 。

《古风
·

十二》
。

《口郭季鹰》
。

《寄刘侍御给》
。

《庐山谣 })o
《宿五松山下 》

。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o
《那门秋怀 ))o
均见《塞下曲 }}o

吴汝纶语
。

《唐宋诗举要》引
。

《劝张相摘 )}o

LL
。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L@000

《春日醉起言志》
。

《献从叔当涂宰冰 .))
《南使别儿童入京 .)}
《古风

·

五十六》
。

《 独坐敬亭山 ))o
《古风

·

十五 ))o
《江夏脂韦南睦冰》 。

《与
“
卑残者

,
同呼吸共命运

—
李白的 妇

0@0吻⑧@。00⑧

@O公⑧O必@⑧。舍。
女诗 }) (见 (( 酉北大孕掌报》 1 9 8 0

.

1
·

)
。

⑧ 对此诗解释
,

我采取旧说
。

详见王注
。

沈德借《启诗别裁》
。

施均父《规佣说诗 .))

《将进树》
。

《拟古 o))
《古风

·

十九 .))
《结袜子 o))
《玉壶吟》

。

李贺诗《开愁歌》
.

孟郊诗《秋怀 o))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 10 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