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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屈原的人生经历、思想主张出发，结合《离骚》
的文学地位、内容和主题思想，从文章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
上的特征、结构上的特点、语言特色等方面，对该作品的艺术
特色作了浅显的分析与解剖。并在浅析的过程中夹杂了自己
品茗屈原和《离骚》的一些认识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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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一 位 真 挚 且 有 内 涵 的 爱 国 主 义 诗 人。他 出 身 宗

室，年少时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卓越才能和丰富学识。年青时

曾任左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

客，应对诸侯”。【１】但 后 因 楚 怀 王 听 信 上 官 大 夫 的 谗 言 而 被 疏

远，政治地位几 度 丧 失，政 治 主 张 得 不 到 实 现。怀 王 死 后，顷

襄王 即 位，屈 原 却 仍 被 放 逐。流 亡 中，他“行 吟 泽 畔，颜 色 憔

悴”，却依旧心 系 祖 国 安 危，哀 叹 民 生 多 艰，写 下 了 大 量 的 诗

篇。
虽然仕途不顺，一生艰辛坎坷，但屈原却坚持做着最真实

的自己。在那个连渔夫 都 劝 其 逐 流 的 社 会 环 境 里，屈 原 的 思

想如那初出淤泥的芙 蓉，绽 放 着 熠 熠 光 辉。屈 原 主 张 举 贤 任

能，积极吸取儒家思想；主张修明法度，积极吸收法家思想；主

张“连齐抗秦”的政治军事策略；坚持追求“美政”的理想，追求

明君贤臣的理想社会。屈 原 这 些 积 极 进 步 的 思 想 主 张，无 疑

是给了楚国昏庸的君主和谄媚的 大 臣 们 深 深 地 一 击，但 他 的

进步思想也因此被注定无法得到实现。
屈原这一崇高的思想理论主张、真挚与忠贞的人格魅力，

在其代表作《离骚》中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

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２】《离骚》是屈原的代

表作，为我国 古 代 最 长 的 政 治 抒 情 诗，它 作 于 诗 人 放 逐 汉 北

时，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全诗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发诗人的身世抱负，忠

而被疏的痛苦心情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主要是

对往事的追忆。第二部分从“女嬃之婵 媛 兮”至“余 焉 能 忍 与

此终古”，以历访神妃等情节的 描 写，来 表 现 诗 人 政 治 理 想 破

灭的感伤。以及在困境 中 仍 旧 坚 持 美 政 理 想 的 无 限 执 着，体

现出了自己不畏现实、坚持不懈的崇高品质。第三部分从“索

琼茅以筳篿兮”到结尾，作者借令氛、巫咸的劝己远行，把现实

的残酷同幻想的唯美有机结合起来，既表达了对现实的不舍，
又表达了对美好幻想的渴望与向往，诗人去留的矛盾心理，进

一步揭示出了现实的浑浊与自己不得施展抱负的愤懑。
《离骚》包含着极为 丰 富 的 内 容，既 揭 露 了 楚 国 政 治 的 黑

暗，又抒写了作者的自我抱负，现实的刻画与幻想境界的描绘

和谐的融合在了一起。美人香草把文章点缀成了一幅光彩亮

丽的人生图画，令人炫目使人震撼。而文章中所抒发的情感，
“又是‘哀 乐 之 极，笑 啼 无 端；笑 啼 之 极，言 语 无 端’（陈 继 儒

语），令人难以琢磨。但只要理清诗人情感起伏变化的层次脉

络，便会感到‘其言甚长、其 思 甚 幻、其 文 甚 丽、其 旨 甚 明’（鲁

迅语）。”【３】

“屈平之作《离骚》，盖子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４】《离骚》有着鲜明

的主题思想，表 达 了 诗 人 政 治 革 新 的 要 求，以 及 对“举 贤 授

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表达了诗人热爱国家、关

心民生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展示了诗人坚持正义，反对奸邪

的高尚情操和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是我国古代 文 化 史 上 悲 剧 美 的 最 早 典 范，它 成 功

地塑造了一个既典型又完美的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屈原

以“惟 草 木 之 零 落 兮，恐 美 人 之 迟 暮”【５】等 词 句，表 达 了 自 己
“心系怀王”的主张，但自己的一腔热情却换来“曰黄昏以为期

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６】这样

被君主疏远的结果。“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既

干进而务入兮，又 何 芳 之 能 祗。”【７】表 现 了 作 者 对 误 国 误 民 的

奸佞小人们的深切憎 恨。虽 然 自 己 有 满 腔 热 忱，却 不 被 君 王

重用，眼睁睁看着小人当道，只能发出“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

怀乎故都！既莫 足 与 为 美 政 兮，吾 将 从 彭 咸 之 所 居。”【８】的 感

伤与叹息。
有人说，楚怀王造就屈原悲剧的同时也成就了屈原，我觉

得这种说法颇欠妥当。屈原的悲剧是由整个昏暗的社会造成

的，楚怀王作为统治者只是代表封 建 黑 暗 的 楚 王 朝 对 屈 原 行

驶了刽子手的职责，屈 原 的 不 遇 是 整 个 国 家 的 问 题。发 愤 著

书，屈原的成就无疑与其不幸遭遇有关，但我觉得更与屈原自

身的品德与思想修养有关，如果屈原自身不坚贞伟大，那他怎

会没有同流合污。作为屈原自 传 式 的《离 骚》，让 我 们 认 识 到

了一个鲜活而典型的屈原的形象。
在表现手法上，《离骚》最大的特色是比兴、象征手法的运

用。它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比 兴 的 手 法，将 本 体 和 喻 体 水 乳

交融，并将这种表现手法扩展到诗篇的整个艺术构思上，借以

塑造出一组组富于象征性色彩的意象群。开创了“美人香草”
式的寓意表现手法，对后世陶渊明、李白等文人的文学创作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结构方面，《离骚》运用大量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发

挥独特的想象，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讽喻现实，连

香草美人都被赋予了 人 格 意 义，充 满 了 奇 幻 之 感。朱 自 清 所

谓的“比体诗”的四大类———咏史诗、游仙诗、艳情诗、咏物诗，
都可以从《离骚》中找寻到源头。

就风格上而言，《离 骚》具 有 浓 郁 的 楚 国 地 方 特 色。黄 伯

恩《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 楚 语，作 楚 声。”给“美 人 香 草”
赋予象征意义来抒发感情，既是屈原的创造，同时其也与楚国

地方文化相关联。《离骚》对楚国方言、口语和物称等的运用，
使全诗具有鲜明的楚国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屈原在风格上

的这一创造，对以楚国民歌为基础 的 楚 辞 的 形 成 具 有 重 大 意

义。
《离骚》语言 极 富 文 采。如 远 游 场 面 的 铺 陈 描 写，开 创 了

汉赋的先河。全篇大 量 运 用“兮”字，使 语 言 具 有 音 乐 美。文

中广泛运用对 偶 句，并 适 当 采 用 了 正 对、反 对 等 多 种 对 偶 形

式，对骈体文的产生也 有 一 定 的 影 响 作 用。该 诗 还 开 创 了 三

字连绵的新格局，不仅利于情感的表达，还增加了文章语言的

声韵美。
《离骚》另一伟大成就在于它开创了一种新的诗歌题材形

式，即“骚体”。它 突 破 了 四 言 为 主 的 格 式，以 六 言 为 主；在 结

构上，长篇巨制，结构恢弘。“离骚者，犹离忧也。”【９】屈原式的
“骚怨”情绪，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著名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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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感，读者在阅读木心作品时还得备一本古汉语词典，学者

们或许通读无碍，普通 读 者 却 有 些 困 难。木 心 作 品 中 现 代 的

苦闷、人类的焦虑与智者的豁达并存，用世界性的眼光评鉴各

色文化，遵循美学的原 则 机 智 幽 默 地 品 评 中 外 文 学。所 以 要

研究木心，不仅要求学者清楚中国 文 学 从 古 代 到 现 当 代 的 流

变，还需兼具丰厚的外国文学修养，这对学科专业日益细化的

当今学术发展趋势来说确实增加了研究难度。
此外是木心研究的意义尚未得到重视。不论木心是否称

得上是大师，他所从事 的 是 纯 文 学 的 创 作 无 疑。现 当 代 文 学

的多样化生态首先应该从对不同风格作家的肯定来生成。陈

丹青引进木心的原因之一也是认为当今大陆文学没有类似风

格的作品，木心的作品提供给我们一个思路，汉语言文学或许

可以这样发展。木心的创作包括诗、散文、小说乃至文学史的

讲义，他是个全 面 的 作 家。除 此 之 外，木 心 还 是 画 家，大 量 的

创作，以及木心独特的 生 平 经 历、其 与 林 风 眠、席 德 进 等 画 家

的交游都值得我们从文学、艺术和 文 化 的 角 度 去 研 究 木 心 的

作品，考察木心式的文艺工作者参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过程。
木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木心为反思五四文学革命提

供了一个契机。木心并 不 是 五 四 的 继 承 者，他 反 倒 有 些 类 似

学衡派，虽然言语刻薄思想却中庸守正，不似王国维般怀古恋

旧也不像胡适摧枯拉朽。“白话文运动”在展开之时即出现了

语言浅白、生涩的弊病，发展到今天，现代汉语已然优美流畅，
然而木心作品的出现却给现代汉 语 更 增 一 层 神 韵，即 是 继 承

传统的神韵。中国是诗的王国，追求语言的至精至美，五四文

学革命在求新求变之时难以避免地抛弃了古代文学的所有形

式和旨趣，以致中国文学在西化的 潮 流 中 至 今 也 没 有 找 到 适

合自己言说 的 方 式。木 心 在 语 言 和 意 旨 上 却 做 到 了 融 汇 古

今、交揉中西，他给读者 一 个 眼 光 看 文 学 看 人，同 时 读 者 还 有

一个自己的眼光看他。
木心研究现阶段 应 先 从 文 本 分 析 研 究 入 手，再 拓 展 到 文

学史研究、文化研究等领域。即便是文本分析研究成果，目前

也乏善可陈，作为一个创作丰富的 作 家 理 应 得 到 学 术 界 更 多

的关注和讨论。
【注释】

①孙郁 游走于世界的狂士———与孙郁谈木心的创作 北京文学·中篇小
说月报２００７　０３　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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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孙郁，木心之旅［Ｊ］．读书，２００７（７）：１１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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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所信奉的治民原 则 为 萌 芽 于 夏 商 周 时 期 的“礼 乐

刑政，综合为治”。《史 记？乐 书》中，他 明 确 提 出：“故 礼 以 导

其志，乐以和其声，政 以 一 其 行，刑 以 防 其 奸，礼 乐 刑 政，其 极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

之，刑以防之。礼乐 刑 政 四 达 而 不 悖，则 王 道 备 矣。”［９］意 为

用礼来引导民众志向，用乐来和谐民众的声音，用政来规范民

众行为，用刑法来预防民众犯罪，四者共同的目的是使民众同

心同德，行为不逾矩，从 而 达 到 治 理 国 家 的 目 的。在《循 吏 列

传》中，司马迁首先发表意见，“法 令 所 以 导 民 也，刑 罚 所 以 禁

奸也。”如若居官者奉公尽职，依法办事，民众就会以他们为榜

样来约束自 身。《酷 吏 列 传》进 一 步 阐 述 了 这 一 思 想，“孔 子

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 以 礼，

有耻且格。”他评价汉初 改 革 严 苛 的 秦 律 之 后，官 员 们 治 绩 纯

厚美盛，不至于做出奸邪之事，百姓也都平安无事。由此导出

并非酷吏就能治理好国家的观点。
汉初实行的休养生息政策使得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但“黄

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治民方法逐渐脱离了社会实际，汉武帝

利用多与他关系亲近的酷吏来打击豪强，收敛社会财富，进而

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从对酷吏的

叙述中可以看出，他肯定了酷吏中郅都等人的优良品质，但也

以秉笔直书的史官精神，批判了他 们 当 中 某 些 人 阴 奉 阳 违 的

卑劣品格，如实揭露了他们违法乱纪的丑恶行径，并同时记录

了大部分酷吏的悲剧 性 结 局。他 还 以 春 秋 笔 法，隐 蔽 地 将 投

枪和匕首指向当朝最大的酷吏———汉武帝，从而提出自己“礼

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民思想，对 于 历 届 执 政 者 的 施 政 实 践

乃至今天的社会管理，都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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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宋初说：“《离 骚》为 辞 赋 之 祖，后 人 为 之，如 至 方 不 能 加

矩，至圆不能加规。”他的意思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崭

新的文学领域，而且还创造了一个 中 国 后 世 辞 赋 遥 不 可 及 的

典范。
汤炳正先生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认为：“司

马迁对屈原虽深表同情，但却同意 贾 谊 的 观 点 而 责 怪 屈 原 应

远逝他国，不应轻生沉渊。”【１０】这一思想影响较大。从屈 原 生

平和其代表作《离骚》的解 读，我 并 不 赞 成 这 一 观 点。屈 原 的

死是因为现实与梦想的强烈碰撞，他的死并非“轻生深渊”，而

是极具勇气，死得决绝与伟大。他宁可毅然死去，也不愿向污

浊的现实卑躬屈膝，他用死来诠释了自己一生的高洁。
在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闲时偶品《离骚》，定对我们作文

和为人有所帮助。就如李白在《江山吟》中所说的那样：“屈平

辞赋悬明，楚王台榭空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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