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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柳宗元诗歌中的激愤意识

龙坚毅
(厦门大学 中文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柳宗元的许多诗歌作品蕴含了强烈的激愤意识。作者往往借助于历史神话 、山水景物对

其加以表现。同时代的韩愈 、刘禹锡也有类似的激愤意识 ,由于他们的生活背景 、心理机制以及审美

追求不同 ,表现在创作上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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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的诗歌一向以萧散冲淡 、温丽精深著称。后人常

以韦柳 、韦陶并称 , 有人甚至说:“学韦 、柳诗 , 须先养其性气 ,

倘峥嵘之气未化 , 豪荡之性未除 , 非但不能学 , 且不能读。”

(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三十二)但是柳宗元的诗歌果真峥嵘

之气已化? 豪荡之气已除? 事实并非如此。许多诗论家之

所以把柳宗元和陶渊明 、韦应物相提并论 , 只是因为他们看

到三人的某些诗作在题材 、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 , 而没有看

到在文字下面蕴含着不同的精神实质 ,虽然柳宗元大多数诗

歌读起来让人感到简洁清新 、恬淡自如 , 但其含义深沉委婉 、

扣人心弦 ,常给人一种高秋独眺 、霁晚高吹的悲怆。正如他

自己所说:“嘻笑之怒 , 甚于裂 ;长歌之哀 , 过于恸哭 , 庸讵

知吾之浩浩 ,非戚戚之尤者乎?”(《对贺者》)可见 , 作者表面

上的达观开朗 ,实际上是痛苦之至的表现形式。在创作中 ,

那些表面看起来疏朗恬淡之作往往蕴含了强烈的激愤之情。

在柳宗元的诗歌中 , 他的激愤意识很少直接抒发 , 而是

采取曲折的方式 ,让读者在字里行间去体会 。在《哭连州凌

员外司马》中“我歌诚自恸 ,非独为君悲”这句诗 ,表明诗人不

只是表达对永贞革新派———凌准的同情 , 更多的是抒发“同

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以及对“废逐人所弃 , 遂为鬼神欺”的

现实的不平与愤懑。除了借现实中的人和事寄托个人身世

感慨 ,诗人还借助历史神话 、山水景物来曲折表现这种情绪。

《行路难》就借助夸父追日的神话 ,赞颂了永贞革新的惊天动

地的壮举以及革新派的大无畏精神。诗中“须臾力尽道渴

死 ,狐鼠蜂蚁争噬吞“则表现了政敌们蜂涌而上 ,对革新派落

井下石的现实 ,而“北方 人长九寸 ,开口抵掌更笑喧“刻画

了得志小人的丑态 ,表达了作者对他们的鄙夷之情和对这种

现实的愤怒之情。《笼鹰词》《 乌词》《放鹧鸪词》等诗歌借

禽鸟自况身世 ,也是类似的寓言诗。诗人的咏古诗同样托古

讽今 ,《咏史》借乐毅的历史故事自比 , 讽刺了宪宗迫害打击

革新派的行径。《善谑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 、《咏三良》也

是类似作品。此外 ,作者寄情景 , 在写景状物中曲折表现他

内心的激愤意识。“投迹山水地 , 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

叙志七十首》)。可见 , 在他纵情山水时 , 却深藏着和屈原一

样的愤愤的情绪。“惊风乱 芙蓉水 , 密雨斜侵薜荔墙”(《登

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描写的不仅是大自然中的暴风

雨 ,更是政治斗争中血雨腥风的反映 。《江雪》通过漫天飞

雪 、人鸟绝迹 、孤舟独钓的景色曲折地反映了诗人那种孤高

不徇俗流而又倍感寂寥的心境 。《入黄溪闻猿》中“孤臣泪

已尽 , 虚作断肠声” ,欲哭无泪 , 这里面蕴含了诗人多少悲苦

和怨愤。大多数时候 ,诗人出语平淡 , 但就在平白如话的叙

述中 , 我们同样可以体会他心中的愤慨。如《再上湘江》“好

在湘江水 ,今朝又重来 。不知从此去 , 更遣几时回。”诗句短

小 ,语言浅显 , 但联系诗人当时的处境 ,我们就能体会其深刻

的含义。当年贬谪永州 ,作者曾经过这里 , 一贬十一年 , 好不

容易被召回长安 ,却很快被贬到更远的柳州。本来满怀希望

与欣喜被严酷的现实击得粉碎。当再次经过湘江时 , 作者似

乎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如同眼前的湘江水 , 一去再也回不来

了。“今朝又重来”中“又”字我们可以读出作者的失望 、怅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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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愤懑。

“穷而后工”“不平则鸣” ,柳宗元诗歌中强烈的激愤意识

的出现与他的坎坷的经历有关。宋代葛立方在《韵语阳秋》

中概括了他坎坷的一生:“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永贞之

初得一礼部郎 ,席不暇暖 , 即斥去为永州司马 ,在贬所历十一

年。至宪宗元和十年 ,例召至京师 , 喜而成咏……即至都 , 乃

复不得用。以柳州云 ,由永至京 , 已四千里;自京徂柳 , 又复

六千 ,往返殆万里矣。子厚之穷极矣! ……然竟不得生还 ,

毕命于蛇虺瘴疠之区 , 可胜叹哉!”可见由于诗人一贬再贬 ,

久弃边荒 , 沉冤难申 , 壮志难酬 , 长期郁积在胸中的激愤之

情 ,“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 ,蓄极积久 , 势不可遏 ,一旦见景

生情 ,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 , 浇自己之垒块 ,诉心中之不

平 ,感数奇于千载” 。(李贽《焚书》)诗歌贵在风骨 ,而柳宗元

诗歌的“风骨”就在于他的激愤之情。正是他内心的这种感

情 ,使他和陶渊明 、王维 、韦应物等山水田园诗人区分开来 ,

形成了自己清峻迥拔的独特风格。

“愤怒出诗人” ,许多诗人都有因身世坎坷而激发出来的

愤懑情绪。比如唐朝的李白 、韩愈 , 宋朝的欧阳修 、苏轼等著

名文人和柳宗元一样都曾有过贬谪的经历。怀才不遇的“激

愤应该是许多文人共同的情绪 ,但作品呈现的风格却各不相

同。柳宗元为什么独独呈现萧散冲淡 、温丽精深的风格? 这

与个人经历 、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现以韩愈 、刘禹锡

与柳宗元为例 ,三者生活时代相同 , 皆有贬谪生活的经历 , 并

在作品中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对现实的不满及愤懑之情 , 但

他们的诗歌呈现的风格却大不一样。现将他们各自的生活

背景 、心理机制及审美追求等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 来探

寻柳宗元诗作呈现萧散冲淡风格的成因。

首先 ,他们的生活背景不同 。韩愈虽有科场屡败 ,
三次贬谪的经历 ,但终其一生 , 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顺利的。

柳宗元则不同 ,他是永贞革新的骨干力量 , 以宪宗为代表的

保守势力对他的打击是严酷而无情的。“二王八司马”除了

王叔文赐死外 ,其余的皆贬谪边远的地方。柳宗元曾希望能

重返京城 , 再展抱负。但朝廷多次大赦 , “八司马”均不在宽

赦之例 ,于是贬谪永州十一年 , 以后又再次贬斥柳州 , 最后死

在贬所 ,再无出关之日。刘禹锡虽同属被贬之列 , 在宪宗统

治时期他也一直受贬 ,但在宪宗之后 , 他的境遇有所好转 , 曾

作过太子宾客 、检校礼部尚书之类的高官。 通过三人比较 ,

只有柳宗元始终生活在深重的政治压迫之下 ,政敌们皆欲置

之死地而后快 ,柳宗元终日如履薄冰 , 只好将满腔的愤怒深

藏在诗歌的字里行间 , 只有当我们反复吟咏他的诗句时 , 才

感觉到他诗中浓厚的郁闷之气。

其次 ,他们的心理机制不一样。韩愈好奇尚险 , 率
直外向 ,而柳宗元则从容恬淡 , 谦逊含蓄 ,比如对待“为人师”

的态度 , 韩愈不顾世人讥议 , 抗颜为师 , 并作《师说》昭示天

下;而柳宗元虽也奖掖后进 , 但却竭力去“师名” , 以免引起

“群怪聚骂 , 指目牵引”(《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刘禹锡祖先为

胡人 ,性格豪放 , 少时博览“九流”“百家”之书 ,思想上强调人

的主动性 ,常常以辛辣的笔调回击政敌 ,如:“紫陌红尘拂面

来 ,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 , 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城赠看花诸君子》)“百亩庭中半是

苔 ,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 前度刘郎今又来。”

(《再游玄都观》)等诗极尽嘲弄之语。柳宗元崇信佛教 , 佛学

思想不知不觉地渗透了他的言行中 ,如:“然后知其动而无不

虚 ,静无不为 , 生而未始末 ,殁而未始往也。”(《南岳云峰寺和

尚碑》)正因有了这样的思想影响 , 所以柳宗元在为人处世 、

写诗作文方面都竭力“内敛” 。面对政敌的迫害 , 柳宗元的

《 乌词》写道:“无乃慕高近白日 ,三足妒尔令尔疾? 无乃饥

啼走路旁 ,贪鲜 肉人所伤? ……支离无趾犹自免 , 努力低

飞逃祸患” , 诗中以一种避祸求全的口吻表现了他对黑暗现

实的激愤之情。由于柳宗元这种内敛的心理机制 , 使他的诗

歌风格没有因为激愤走向险怪豪放 ,而着意选择了疏朗恬淡

的模式 ,呈现出与韦 、陶相似的风格。

第三 ,诗人的审美追求不同。韩愈推崇李白 、杜
甫 ,在诗歌中多次表达他的钦慕之情 , 如“李杜文章在 , 光焰

万丈长”(《调张籍》 ,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 , 长恨二人不相

从”(《醉留东野》 。可见韩愈渴望在精神上与他们交流 , 在创

作上能向他们学习。李白诗歌的清雄豪放 、杜甫诗歌的沉郁

顿挫深深地影响了韩愈的创作。在此基础上 ,韩愈开辟了一

条奇崛险怪的诗歌道路。 刘禹锡虽有学屈原 、阮藉之作 , 但

他受民歌影响较大。刘禹锡现存的大量诗文 ,多是贬谪以后

写的。而他被贬谪的地方 ,无论是“武陵溪洞” , 还是“巴山楚

水” , 都盛产民歌。这些民歌引起了刘禹锡极大的兴趣。他

仿效民歌 ,创作了《竹枝词》《杨柳枝词》等一系列民歌。民歌

中淳朴健康的情调 、天真自然的语言对刘禹锡的豪放清峻的

风格影响较大。柳宗元深于骚学 ,出入陶谢 , 他的“平野青草

绿 ,晓莺啼远林。日晴萧湘渚 , 云断岣嵝岭”(《零陵春望》);

“菡 溢嘉色 , 遗清班”(《构法华寺西亭》);“雾暗水连

阶 ,日明花覆牖”(《法华寺西亭夜饮》)等诗句 , “其律全似谢

临川”(《笔墨闲录》), 而他的《田家》 、《饮酒》也绝有渊明风

味”(《笔墨闲录》)。陶谢二人 , 一为婉丽 , 一为简淡 , 虽相反

实相成。柳宗元深受二人影响 , 所以他的诗歌“收纤 于简

古 ,寄至味于淡泊” 。

通过三位诗人比较 ,我们了解了柳宗元诗歌虽然以萧散

冲淡 、温丽精深的风格出现 , 但是却深藏着强烈的激愤意识。

而作者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风格 ,与他的生活背景 、心理机

制以及审美追求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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