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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寄情： 古代文学作品中“月” 意象的情感表达

——以苏轼作品为例
◎胡芳洁

（黄冈师范学院 湖北 黄冈 438000）

一、“月”意象的文化背景与发展演变

（一）先秦两汉时期的“月”意象——日月并举，实用

为主

最早将月亮与人的感情相联系的是《诗经·月出》：“月

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纠兮，劳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懰

兮。舒忧受兮，劳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绍兮，

劳心惨兮。”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月亮与对美人的爱恋相联

系。但是这种联系只不过是简单的描写景色，附会感情。月

亮并没有直接成为感情的寄托物。这首诗，可以说月亮是

和感情联系在了一起，也可以认为月亮只不过是描写时间流

逝的工具罢了。

最早赋予明月以象征意义的是宋玉的《九辩》：“卬明月

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极明。”古人善于比德。明月皎洁无暇，月

光清冷似水，月亮温柔而缓慢，不骄不躁，不正象征着士人

高尚的品德与高洁的志趣吗？全文中的月亮大都以“明月”称

呼，以比喻自身的美德。但是，这时候只不过是简单的比喻，

并没有发展到后世明月已经是一个固定化的象征物了。

《古诗十九首》里面的《明月何皎皎》是汉代比较有代

表性的涉月诗，借此烘托氛围：“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

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

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相比较于

《诗经·月出》，这里的月亮就更加“进步”，实用的功能更加

淡化，但是对月亮进行了单独的描写。

（二）三国魏晋时期的月亮意象——悲伤忧愁，独立

描写

魏晋时期比较有名的涉月诗，有曹操的《短歌行》：“明

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又如嵇康的《四

言赠兄秀才入军诗》：“闲夜肃清，朗月照轩。”这两首诗其

实都是借月烘托忧伤的氛围。

【摘要】“月亮”是文学作品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意象，它常被用来寄托人们的情感、思想和哲学思考。在古代

诗词中，月亮也是经常被描绘的景象之一。本文以苏轼作品为例，探讨了古代文学作品中“月”意象的情感表达。

通过对苏轼诗词中“月”的形象、寓意和象征意义的分析，揭示了“月”在苏轼作品中所承载的丰富情感。通过

对苏轼作品的深入解读，展示了“月”意象在文学创作中的独特魅力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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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月亮做背景烘托的大多数是悲伤忧愁，思念的

情感？

在三国魏晋时期，战乱的频繁，政治的高压，统治者

对士大夫的苛求甚至迫害，可能让文人有更多的念头去隐

晦地将自己的不满、哀伤、忧愁寄托在事物上，归隐田园，

耽于游乐是他们麻痹自己的方法，更给了他们研究月亮的条

件。而战乱的频仍，不仅百姓流离失所，士人们也颠沛流离。

在交通、通信极其不便利的古代，可能一旦分别就是永别。

而月亮这个最常见的事物正是一个最合适地表达自己不满

与哀伤的载体。

所以在“竹林七贤”的那个时代，用月来寄托忧愁感

情的诗句在增多，当然，月只是寄托载体的一种，月亮在里

面并不突出。而且这个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将月亮的圆缺

与悲欢离合联系在一起。

晋的南渡，士大夫的消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东

晋的士大夫麻痹自己，不去想恢复中原的大业，远离云谲

波诡的政治，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谈玄”。而这个时期，月

亮那冷淡皎洁、不紧不慢的气质正好符合东晋士大夫“玄”

的气质，东晋士大夫所谈的“玄”，虽大多数是哲学，但总

的看来，其中确实有一种消极悲观，逃避现实的“黄老”思

想。所以说这个时期对月亮皎洁冷淡的特征描写的比较多，

而这种冷冰冰的景色烘托的自然也是忧伤。

（三）晋南北朝隋时期的月亮意象——多姿多彩，托物

言志

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

朝代更替频繁，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激烈碰撞，造成了这

个时期独特的文化现象。涉月诗的改变当然也不能缺席。这

个时期对月亮的描写，不再局限于过去的“明月”“皓月”之

类的称呼，出现了“新月”“素月”“孤月”等各种形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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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间、不同地点月亮的新的表述。而且这个时期的涉月诗

特别是其中的咏月诗远超前人的数量。

这个时期的月亮所代表的情感也开始固定化，寓意有

了扩展，情感也开始渗透。从前朝宽泛的渲染悲伤之情，到

这时固定化，这种现象不是前朝那样的个例出现，而是大

规模的出现。

南朝是咏月诗真正正式出现的时候，“真正确立咏物诗

在史诗上地位的是六朝，不但作品大量涌现，而且托物言志，

借物抒情达到了新的水平”（赵红菊，《南朝咏物诗研究》）。

这个时候的月在外形描写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但与传

统咏物诗不同的是，这时的咏月诗大多并没有深入挖掘隐藏

在外表下面的象征感情，而只是追求外在的“形似”罢了。

（四）唐朝的月亮意象——无所不包、彻底成熟

月亮这个时候更加不仅局限于几种情感，月亮的阴晴

圆缺，各种状态，诗人都能够从这之中找到与之契合的那

个点。月意象几乎出现在唐诗的每一种题材之中：边塞、送

别、羁旅、闺怨、悼亡、隐逸、咏史怀古、哲理思考、禅悦幽

趣、奉制、宴饮等题材中都出现了大量的月意象。月出现的

次数是前朝的上百倍，咏月诗的数量也是前朝的十几倍。

唐代的月意象不仅是数量上的飞跃，而且在质量上

也不是前朝所能相比。唐代的涉月诗的内涵更加的深沉

博大，韵味悠长，情感与意象结合得更加有迹可循，诗人

们总是能找到“情”与“景”之间的最合适、最直接的契

合点。

诗歌中月意象在唐朝与前代比较突破性的发展，一是

诗人们开始通过月亮启迪人们对于宇宙、人生、历史的思索

与领悟；二是诗人们开始将月拟人化，赋予月亮以人的情感。

古代先哲文人看到月亮的这种永恒,再对比自己的生

命,便生出哀叹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的怀古之情,月亮隐喻

怀古之情便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人生是多么

的短暂，宇宙是多么的广大！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

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

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一句道出了人生与宇宙的哲

理，这是前人所不敢思考的，这里的月亮已经褪去了远古的

神秘色彩，消弭了人对日月星辰的恐惧，留存下来的只有客

观的哲理。李白的《把酒问月》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句,“今人

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旨

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搏里”。

宋代继承了唐代的文化遗产，虽然诗歌主体形式上由

诗变为词，但内容还是无大变化的，之后的元明清也大致

如此，故不再赘述。下面将以苏轼诗词作品中的“月”意象

为例，探究“月”在诗人笔下被赋予怎样的感情。

二、苏轼诗词中“月”意象所蕴含的情感内涵

苏轼一生坎坷，虽然有过得意与失意，但其人生经历

和创作大多与“月”这一意象有着密切联系。苏轼对月的描

写多达两百余首，他从不同角度对“月”进行了描写，这些

描写既有对“月”意象的描绘、咏叹、感悟，也有思考、寄

托、想象。

正是因为苏轼对“月”意象发自内心的喜爱，所以苏轼

的诗词中不乏“月”这一意象，其笔下的“月”意象传达出

的情感内涵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月之咏怀

月亮在诗歌中是咏怀的重要意象之一，常用来表达思

念亲人的主题。在苏轼的作品中，通过借助月亮来表达思念

之情占据了很大篇幅。亲人团聚的美好期望被寓意在了月亮

之中，因此自然而然地将月亮与故乡联系在一起，成了思乡

咏怀的象征。一提到思念亲人，人们首先会想起苏轼的《水

调歌头》。诗人通过描写月亮与人之间的离散和团聚之感，

表达了与弟弟子由无法相见的无奈。然而，皓月当空也同样

充满了对经历离别之苦的亲人的美好祝愿。

（二）月之感伤

在苏轼的诗作中，“月”这种意象还常常表现了生命的

短暂和人生的无常。苏轼才华横溢，但命运坎坷，进入官场

后，他的生活充满了坎坷、有去国怀乡、有亲人离别、有妻子

早亡、有壮志未酬、有乌台诗案、更有苏轼对世事无常有深

刻的体会。因此，他对月亮的阴晴圆缺、对生命的感悟，都有

一种良辰已逝、世事无常的感叹。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

二十日夜记梦》：“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站在

松冈上，皎洁的月光洒在身上，苏轼心如刀绞，思念已逝的

爱妻。诗人巧妙运用夜色中的“明月”，创造出一种凄凉寂寞

的氛围，使人感受到心灵的悲哀和痛苦。

（三）月之洒脱

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

月”，词人期望把自己的弓箭拉得像满月一样，在西北战场

上与敌人作战，表现了他的豪情万丈和乐观自信。苏轼长年

在外，与江河为伴，面对着这一片澄澈的天地，他忘却了世

间一切烦恼，以一种超然脱俗的心境，将内心的郁积之忧化

解于无形。可以说，苏轼超越了生命的困境，在险恶的政治

困境中，形成了一种超然自在的个性，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

胸襟。

（四）月之超然

《赤壁赋》中作者以水月为喻，以景喻人，宇宙在“变”

与“不变”之间轮回，浩瀚无垠。沧海桑田，时光流转，唯

独天空中，那一轮永远高悬的明月在夜空中散发出迷人的

光芒，令人陶醉。它的光芒柔和而温暖，仿佛能够驱散所

有的黑暗和痛苦，让人们感受到无限的希望和美好。作者

借“明月”引出对世事变迁和人生哲学的思考，以化解心中

的伤感。经过一次次灵魂的洗礼，苏轼越来越感受到这种

澄澈。苏轼对于人世变迁和人生虚幻的观察，以及对于出离

世俗和投身世事之间困惑心情的整理，始于他的人生经历。

他对于人生价值取向的观察最终变成一种较为深刻的哲学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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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意象暗含苏轼的内心变化

在诗人的眼中，明月高高在上，总是随人千里。苏轼词

中的“月”，是东坡孤独时的相伴，是迷茫时的启蒙，是思

乡时的慰藉。东坡之于月，与之相依，月之于东坡，亦有其

特殊性。苏轼的人生总是在消极和积极之间徘徊，而《赤

壁赋》中的明月则成为他积极与消极之间的调和者。本文

以苏轼《赤壁赋》中的“月”意象为例来探寻作者的情感

变化。

（一）乐：看月是月

苏轼开篇便提到“月出于东山之上”。宛如一位温婉的

女神，在夜幕的映衬下，轻盈地跃上天空。微风徐徐，轻抚

着面庞，带来一丝丝凉爽的感觉。河面平静如镜，无波无澜，

仿佛是一面巨大的银盘，映照着天空中的圆月。圆月正自东

山冉冉升起，它盘旋于天际，散发着柔和的光芒。河面上弥

漫着水雾，月色如水，仿佛一层轻纱笼罩着整个世界。月光

下，浮光跃金，水影相映，美不胜收。作者陶醉于这如诗如

画的美景之中，仿佛进入了“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

仙”的境界。他举杯高歌，任一叶扁舟在茫茫江水中漂流。

此刻，他独占无尽风光，仿佛成了天地间的主角。冯虚御风

而行，抛开了一切杂念，心境变得澄澈而空灵。他与自然融

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魅力和力量，感叹着“饮酒乐甚”

的愉悦，忍不住扣弦而歌，让美妙的歌声在江面上回荡。《赤

壁赋》开头月下泛舟的场景，此时的“月”正蕴含着“乐”的

意味。它象征着美好、宁静和愉悦，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美

好和无限可能。在这一刻，作者与月亮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

一幅宁静而美好的画面，令人陶醉其中，流连忘返。

（二）悲：看月不是月

“文似看山不喜平”。起初，作者描写了自己在秋夜泛

舟、畅饮畅歌中快乐至极的情景，这种“乐”是否能够一直

延续呢？在文章中，描述了客人之“悲”，而这种“悲”从三

个方面产生：一是赤壁一带的山水景色唤起了他对历史上

英雄人物的思念，曾经的英雄们如今又在何处；二是看到

江水无穷无尽，让他思考人生短暂如同沧海一粟；三是他

想要逃离现实境遇，渴望能够“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

终”，但却明白这是无法实现的。赋写“客人”的生悲之因，

实为下写苏子的开导之词蓄势。经历“乌台诗案”的苏轼曾

含冤入狱，几度濒死。出狱后，他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

使，遭受冤屈而无法申辩，壮志未能实现，倍感伤痛。事实

上，在这里苏轼是通过客人的角色，将自己在政治上的挫

折、命运的坎坷以及对人生困惑的感受比作汹涌澎湃的江

水，将他的“悲”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月亮也随着

苏轼心情的变化变得清冷而凄婉。

（三）旷：看月还是月

面对客人带给自己的悲伤，苏轼并没有如客人那样悲

观。他首先从“水与月的变与不变”出发，指出：“物于我皆无

尽也。”佛谓命终生死，犹月一圆缺也。故苏轼认为，千百年

来，河流昼夜不息，永无休止；月亮阴晴圆缺，生命也就循

环不止，这就是所谓的“变中有恒”。其次，他从对待万物的

态度出发，认为若不属于自己，便毫不迫求，这也体现了对

得失荣辱的超然和宽容。江上的清风和山间的明月使苏轼感

受到自然之美，因此他劝告客人不妨与他一同把握眼前的美

好，更加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最后，客人由悲转喜了，但此

时的“喜”已不再是刚开始单纯的山水之乐，而是对人生的

旷达的悟，这种旷达比之前的喜乐更稳定、更持久，更深刻。

对于心胸开阔的苏轼来说，这时的月亮代表着超然的意境。

《赤壁赋》中“月”这一意象贯穿始终，表现了作者由

喜乐、悲伤转而获得超然旷达的心路历程，最终达到了全文

诗情画意与议论理趣的完美统一。人们常说苏轼是一位旷

达的诗人，他的旷达正是源于他对生命的无限眷恋。对于人

如蜉蝣般渺小的现实，苏轼想到的是“吾与子之所共适”；

其于挫也，他选择的是“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

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合于悲离，他表达了“但

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愿望，此既可以及人，又独

属东坡一人。

综上所述，通过对苏轼作品中“月”意象的研究，可以

看出“月”在古代文学中具有丰富的情感表达和象征意义。

它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和表达。苏轼以

其独特的艺术视角和深刻的人生感悟，赋予了“月”更多的

内涵和美感。同时，“月”意象的研究也为大家理解古代文

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它揭示了古代文人对自然、人

生、情感的思考和感悟，也反映了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传统

和审美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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