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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这个字，特有意思。
　　从旧时繁体字的“爱”到现代简化字的“爱”，刚好少了一颗“心”。
那是否就是说现代人的爱少的就是一颗真心与一份真情呢？
　　您还真别说，我寻么着还真有这可能。
不信，咱们可以从字源的角度来分析一下。
　　汉字讲究象形会意，字里行间藏着说不尽的内涵、嚼不尽的滋味。
“爱”的“采字头”原是双手合捧之状，捧着什么呢？
当然是那颗被“丢了”的“心”呗。
“心”以下的部分，有人称之为“冬字头”，它原是“足”的意思，也就是走动，“冬”就是走在冰
上的会意。
这样，“爱”的大意也就明确了，就是——捧着一颗心走来！
　　问题是走到谁身边呢？
我们现代人当然会想——当然是走到所爱的人身边来喽！
那么远古时，谁才是人们最爱的人呢？
　　不是人！
　　是神！
　　秃宝盖与宝盖头一样，都是指最早的建筑。
“家”与“冢”，一个是阳宅，一个是阴宅。
但最早应是先有“家”，后来才有“冢”的。
“家”字在殷商时就出现了，当时并不是独门独户的地儿，而是部落群居的地方，不仅供部落群居，
还是部落公共祭祀的地方。
大概殷商之前，野猪最能代表勇力，也是当时主要的狩猎对象，所以指代凶猛走兽的“反犬旁”就是
由象征野猪的“豕”演化而来的。
这样，祭祀中野猪就成了献给充满了神力的部落神的最好的祭品。
于是，“家”里就有了一头猪！
(暴想：现代的“家”里，谁才是那头猪呢？
)而“家祭”就成了早期部落祭祀的一种行为。
陆游的诗里不还说吗——“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样，在“秃宝盖”下“捧着”“一颗心”“走来”的“爱”字就有了明显的象征意义：　　爱
，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
　　爱，是一种最诚挚的信仰！
！
　　爱，是一种献给神的牺牲！
！
！
　　这就是汉字的“爱”，我们中国人的爱，我们祖先的受！
　　可现代人“简化”了的“爱”呢？
没了“心”的“爱’’字的根底变成了“友”字，处“朋友”一样的处“爱”！
因为泛滥，所以糜烂。
大家都标榜是“性情中人”，一点儿不假——要么性泛滥，要么情泛滥。
“二奶”是过气的词儿，“小三、小四⋯⋯”才正流行。
怕不真的有些人丢了那颗“爱”里的“心”？
　　印第安人有句名言，叫“停下来，让灵魂跟上”。
行色匆匆的现代人，让我们停下来，歇会儿，回过头，看看——宋元明清的那些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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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元明清那些爱》作者郦波，我们一口气细数了宋元明清那些爱，但千年的时光何其漫长，谜
一样的爱情传奇又岂止这些！
当我们用探索的目光去重新审视这片热土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们会发现，其实无数美丽的爱情故事
都体现出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人性的力量赋予了爱情吸引我们的力量，是命运的力量赋予了爱情
震撼我们的力量。
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每一场经典的爱情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是一种丰富的人生，一种深刻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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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郦波，(1972-)，祖籍江苏丹阳。
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专业博士，汉语言文学博士后，现为南京师范大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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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经典爱（代序）郦波引言第一回 回首向萧瑟处，几番风雨几多情第二回 金风玉露不相逢，空余人间
恨无数第三回 一路青山携绿水，琴瑟款款两温柔第四回 伤心桥下春波绿，疑是惊鸿照影来第五回 若
于真情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第六回 痴情若以深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第七回 清官莫断家务事，
熟美未负秦香莲第八回 但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第九章 红杏枝头春意闹，肯爱千金轻一笑
第十回 阴睛圆缺旧时月，悲欢离合故人情第十一回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第十二回 男儿
意气谁似我？
丈夫胸襟怎如君第十三回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第十四回 难将心事和人说，说与青天与
明月第十五回 怎如一顾倾人城，回眸一笑百媚生第十六回 山河满目空破碎，冲冠一怒误经颜第十七
回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第十八回　舞低杨柳楼心月，唱尽桃花扇底歌第十九回 潇潇暮
雨洒秦淮，脉脉春情与谁猜第二十回 世间何事堪扼腕，浮生写罢爱如磐第二一回 笔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第二二回 忽闻河东狮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第二三回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
月第二四回 莫以伤心话旧事，总因无奈转成空第二五回 人生不论朝与暮，世间惟有情难诉后记附录
：郦波爱情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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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回首向来萧瑟处，几番风雨几多情——苏轼和他的三个女人　　我们一般称北宋大文豪苏轼为
苏东坡，因为他的号叫东坡居士。
可是苏轼这么大的才学，为什么会给自己起个“东坡”这样通俗的名号呢？
若有人叫张西坡、刘北坡，你会觉得这名字俗不可耐。
　　原来，苏轼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的时候，喜欢上了干农活。
他在他家东面山坡上开垦了一片荒地，又因为白居易的一句“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的
诗，苏轼就号东坡了。
　　那么苏轼干过最多的农活是什么呢？
　　是种树！
他曾经持续不断地在一座山上种了三万棵雪松！
　　苏东坡为什么要种那么多树呢？
是为了响应国家植树造林的号召吗？
还是意识到绿化与环保是一个新兴的朝阳产业？
事实上都不是。
原因你恐怕很难想到，他竟然是为了一个女人种了这么一大片的雪松！
　　提到这个女子，就不得不提到大家都很熟悉的那首千古悼亡之作《江城子》。
这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首词，连半文盲杨过都很喜欢它。
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里说，杨过一生潜心武学，对文学全然不通，之所以认得两个字还是小时候
在桃花岛上黄蓉教他读《诗经》、《论语》时认得的。
而杨过在后来浪迹天涯的过程中，在一家路边小酒店的墙壁上偶然读到这首词，“一读之下便也牢牢
记住”。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这首词一是特别容易懂，二是特别感人，所以它才成了杨过这个半文盲也能牢记的文学作品，
才被后人评为“千古悼亡之首”。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号称“千古悼亡之首”的《江城子》到底好在哪里？
　　词曰：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千里孤坟，何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
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
料来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也就是公元1075年，当时苏轼被贬在山东密州任知州。
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用的标题只有两个字，叫《记梦》，也就是说，他这首词写的是一个梦。
那么他做了一个什么样梦呢？
　　词里说梦到一个女子，在窗边梳妆，而苏轼自己与她默然相对，泪流满面，这其中既有相逢的浪
漫，又有无奈于命运的悲伤，所以梦醒后，苏轼才说这样的情景足以让他“年年断肠”。
　　那么这个让苏轼断肠的女子到底是谁呢？
　　答案很多人都知道，她就是苏轼的第一任妻子——王弗。
正是在词中所说的“千里孤坟”旁，也就是在王弗坟墓所在的山坡旁，苏轼亲手种下了三万棵雪松，
以此来纪念自己的亡妻，可见苏轼与王弗的感情之深。
　　但是我发现这首《江城子》还有一个小小的谜团，那就是苏轼既然渴望与亡妻相会，怎么又会说
“纵使相逢应不识”呢？
　　“纵使相逢应不识”应该是一句很白的话，就是说恐怕我们见了面你也认不得我了。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后来又说“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呢？
难道是因为王弗认不出站在对面的苏轼，才让东坡先生伤心到“泪千行”的地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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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未免太过荒唐可笑。
　　所以真正的解答应该在于，词的标题虽然是《记梦》，但词中真正记梦的应该只是下阙，而上阙
说的并不是梦，而是苏轼这十年以来的心态。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
　　在“纵使相逢应不识”的前面，苏轼说“不思量，自难忘”。
也就是说不去想却已刻刻难忘，这说明这种意识已经成了一种刻骨铭心的存在，用心理学词汇准确地
说也就是成了一种自觉的潜意识。
随后的“纵使相逢应不识”的感觉其实也应该是这样的。
那么苏东坡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不被王弗认识的直觉呢？
　　其实，苏轼自己在词中也给出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尘满面，鬓如霜”。
　　一般的解读只停留在字面意义上，认为是尘土满面、星鬓如霜让苏轼自觉难以面对自己的妻子。
也就是苏轼觉得，即使这时妻子王弗真的再看到自己，也会认不出年华老去的苏轼了。
但苏轼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这是不是只是一般人的年华老去之感呢？
　　我们知道王弗16岁嫁给苏轼，死的时候刚好26岁。
他与苏轼结婚的这十年，正是苏东坡一生中最锐意进取，也最春风得意的十年。
这十年里，苏轼与苏辙兄弟高中进士，名满天下，被授官职，层层提拔，那叫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
”啊。
可自从王弗死去到苏轼写下《江城子》后的这十年呢？
苏轼卷入由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新旧党争。
前面新党得势的时候，他由于反对新政，被王安石这一派排挤；后面旧党得势的时候，他又强调王安
石变法中也有可取的地方，结果又被司马光这一派排挤。
结果是不论新党得势还是旧党得势，执着于自己理想与坚持个人主张不趋炎附势的苏轼都倒霉得很。
这段时间，在政治上他经受的最多的事儿就是贬官，一贬再贬，那真的是叫“宦海沉浮”了。
　　此后的数十年，苏轼也一直没能摆脱这种仕途上的险恶命运，就在他写完这首《江城子》后的第
四年，爆发了宋代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东坡他老先生锒铛入狱，差点儿就性命不保。
所以这时候的苏东坡，十年间历尽宦海沉浮，对年青时的政治理想即使不是心灰意冷，也在个人情绪
上产生了重大的改变。
我认为就是这种改变导致一个文化史上的巨人而不是政治史上的巨人开始脱颖而出。
　　所以这个地方的“尘满面，鬓如霜”要和前面的两个字合起来读，那就是那个“十年生死两茫茫
”的“茫茫”。
其实不只是生死间的茫茫隔世，也是人生的旅程的“路漫漫，夜茫茫”。
正是这种对人生政治理想的“茫茫”之感，让苏东坡将心血与精力放到人文生活的层面上来，放到烧
菜与饮酒上来，放到养生与练瑜伽上来，放到诗词歌赋上来，放到男女情感上来。
以苏东坡的才学与天赋，当他把全副精力都放到文学艺术上来的时候，那么宋代就幸运地诞生了一个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文化巨匠。
　　理解了这种情绪，我们就会理解苏轼为什么会在这段时期特别思念前妻王弗。
　　要知道，苏东坡写《江城子》的时候，现任的妻子是王闰之，就是王弗的表妹，而且是一个极贤
淑的女子，是当时有名的贤妻良母。
她病逝的时候，苏东坡自称是“泪尽目干”，也就是眼睛差点儿要哭瞎，由此可见两个人的感情是相
当深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夫妻不合，苏东坡才份外思念前妻的。
　　还要知道，苏东坡写《江城子》的时候，他后来的第三个妻子，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子
王朝云已经来到他的身边。
朝云12岁被苏东坡发现、赏识并收为侍女，后来苏夫人也就是那位王闰之劝东坡把她立为妾，成了最
终与苏东坡一生能共患难、深知情的女子，也就是说此时的苏东坡也并不是缺乏情感的慰藉。
那么，他为什么在这个贬职黄州期间就特别地思念王弗呢？
　　这就要说到他和王弗这段婚姻的特色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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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弗的父亲是四川的一个乡贡士，在古代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家庭了。
王弗自幼就知书达礼，我们不知道王弗的才学到底怎么样，当然，要赶上苏轼肯定有点困难，但苏轼
自己就在文章里记载过，说有一次自己夜里读书的时候，被旁边“红袖添香伴读书”的王弗指出了一
个错误，这让一肚子学问的苏东坡大为佩服。
我想，要指出苏东坡读书中的错误，那一般的知识积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王弗的才学那肯定是不一
般的。
　　王弗不仅天天陪着丈夫读书学习，而且她对丈夫的仕途也很操心。
史书记载王弗有一个爱好，就是苏轼做官之后，家中凡有苏轼的同僚、下属来拜访，苏轼在前厅接待
、攀谈，王弗就在帘子后面悄悄地听。
客人走了之后，王弗就凭自己女性特有的直觉为丈夫分析谈话的内容与谈话的人，据说苏轼往往是大
受裨益。
　　比如说章惇未发迹的时候来拜访苏轼，走了之后，在帘后偷听的王弗就对丈夫说，这个章惇一定
是个大奸大恶之人，不可不防。
苏轼不以为然。
后来这个章惇仕途得意之后果然是个极阴险的小人，苏轼、王安石都栽在他的手里，以至于苏轼这么
豁达的性格都咬牙切齿地说就是做鬼也不愿再碰到章惇这个小人，并感慨说还是王弗看人看得准。
　　这就可以看出王弗“贤内助”的贤妻特色了。
苏轼在《亡妻王氏墓志铭》中就明确地称王弗是个贤内助。
苏轼他爹也很喜欢这个儿媳，王弗死的时候，苏洵也就是王弗的公公提出来，要苏轼把王弗送回四川
故乡与苏轼的母亲也就是王弗的婆婆程氏安葬在一起的。
可见这个儿媳在苏洵的眼中是多么的称职了。
　　但是我想，苏东坡作为一个男人，会喜欢一个在帘子后面偷听自己跟同事谈话的老婆吗？
　　我想，碰上这样的情况，中国的大多数男人是不情愿的，这要让同事和朋友们知道，一定会笑这
男人是“妻管严”嘛！
但放在苏轼身上则不然。
　　首先，王弗只是帮着苏轼出主意，并不是什么事儿都管着他。
苏轼是个天性豁达、不拘小节的人，也就是说是个心机不深的人，所以他在仕途上才屡屡受挫。
而这样一个关心其仕途命运的老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出谋划策，倒是那些希望能在政治上有一
番作为的男人的好依靠。
　　这一点很容易理解，男人们说起来是“妻子岂应关大计”？
可事实上，在中国历史里，“妻子关大计”的情况又何尝少呢？
秦桧风波亭害死岳飞，不就是和他老婆王氏在东窗下商量出来的吗？
所以有个成语叫“东窗事发”，指的就是他们夫妻合谋。
要不然，杭州岳王庙里跪在岳飞面前的就不会是秦桧夫妻俩了。
所以，说起来秦桧这个家伙大奸大恶，但我觉得至少还有一点可取之处，就是他挺尊重他老婆的。
只是可惜的是，他老婆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要不，说不定历史会因为一个善良的女人而变得温柔一
些。
　　另外，这样一个在仕途上全力支持苏轼的知识女性也更容易让苏轼所接受。
这就要说到苏轼的成长背景了，苏轼最敬爱的母亲程氏恰好也是这样的一个知识女性。
　　《宋史·苏轼传》记载“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
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
’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　　这段记载是说，苏轼十岁的时候，父亲苏洵那两年不在家，苏轼的母亲程氏亲自教苏轼、苏
辙兄弟俩读书。
说有一天读到《后汉书》中的《范滂传》，因为范滂是古代忠直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他被奸党抓走时
，他的母亲大义凛然在为他送行。
苏轼读到这儿就问程氏：“如果我以后以范滂为人生的榜样，母亲会同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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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苏轼十岁的时候就有舍生赴义的理想，绝对是不容易的，但更绝的是程氏听了这话放下书毅
然决然地回答：“如果你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就不能成为范滂母亲那样的人吗？
”　　这件事对年幼的苏轼影响很大，这也可以看出程氏在人生志趣与人生理想上对苏轼的影响。
从某种角度上说，程氏的这种人格魅力与知性气质毫无疑问会给苏轼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从男人普遍具有的恋母情结的角度上看，对于接近于程氏这种性格与气质的女性，那毫无疑问也是
苏轼最理想的伴侣。
而王弗正是这样的一个理想人选。
　　所以苏轼才会由衷地说王弗是个贤内助，所以连老学究苏洵也对这个儿媳妇称赞不已，所以苏轼
最终才会按父亲说的在王弗逝世一年之后，又将王弗的棺椁运回四川葬在自己母亲的墓旁。
因此，从儒家的角度上看，苏轼与王弗的婚姻就是儒家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的最理想的“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齐家”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仕途上历尽“路漫漫、夜茫茫”的苏轼，在政治信仰与文化信仰面临拐点时最为
痛切地思念起王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那么，既然苏轼与王弗的婚姻如此的理想，我们为什么又会说王朝云才是他一生最钟爱的女子呢
？
　　请注意，我们用的是“钟爱”这个词。
我认为苏轼对王弗的感情更多的则是“敬爱”。
　　在王弗这个贤内助死后，王弗的堂妹王闰之嫁给了她早已暗恋了多年的堂姐夫。
王闰之是个绝对的贤妻良母，虽然她在才学上不如她的堂姐，在艺术才情上也不如后来的王朝云，但
她却是苏轼生命中最为嘘寒问暖的人。
她无微不至地关怀苏东坡，关怀三个她亲生和不是她亲生的孩子，这一切都让苏轼很感动。
元稹怀念妻子韦丛的时候说“贫贱夫妻百事哀”，王闰之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随苏轼贬官流放，所
以她和苏轼应该是一对最纯真质朴的“贫贱夫妻”。
　　但严格地说，虽然苏轼与王闰之感情很深，但王闰之并不是一个完全了解苏轼的人，她是他的贤
妻，却并不是他的知音。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被抓进狱中，王闰之因为害怕，把家中苏轼的诗稿付之
一炬，不能不说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儿。
当然，乌台诗案本质上是一场文字狱，苏轼得祸也确实是因为写诗而起，但王闰之的反应表现出她更
看重的是老公苏轼的生命，而不是他的才情与成就。
　　但也正因为如此，当真正的知音来到身边时，苏轼就表现得特别钟爱，特别珍惜，这个知音就是
苏轼最后深爱的女子——王朝云。
　　首先要问一个问题，王朝云来到苏轼身边的时候才12岁，而此时苏轼已经37岁了，两个人之间会
产生所谓的爱情吗？
　　我们当然不否认人与人之间有“忘年交”，同样男女之间也可以有“忘年恋”，就像杨振宁先生
与翁帆女士一样。
但王朝云这时候的年龄毕竟太小了，就算古人结婚时间早，恋爱的岁数也比较小，但再小也不应该小
到12岁这个年龄。
所以苏轼一开始将王朝云带回家中，无疑是看中了她的艺术气质与艺术才华，应该不存在男女之间的
那种情愫。
所以，可以这么说，苏轼与朝云开始在一起的那些日子纯粹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态”，是不带有
半功利性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将身为歌女的朝云带回家中，教她读书写字，教她音乐舞蹈，教她诗词歌
赋，他们之间是以师生的身份开始了这段旷世情缘的。
也正因为这样，这段情就显得特别的浓郁，苏轼对朝云的怜爱与朝云对苏轼的崇拜都加重了这份浓郁
。
这份情发展到极致，就使当事人产生了强烈的“知音”、“知己”之感。
　　据宋代费衮的《梁溪漫志》记载，天性豁达的苏轼虽然在朝廷里受了一肚子的气，但他却喜欢以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宋元明清那些爱>>

有趣的方式来宣泄。
有一天下班后，他回到家拍着自己的肚皮问家中的侍女说，你们猜这里面是什么？
一个丫环想也不想就说当然是中午刚吃的饭呗。
苏轼摇摇头。
另一个聪明的丫环说，一定是满腹文章。
苏轼又笑着摇摇头。
又有一个丫环说，这还不简单，苏大学士满腹都是聪明才智，难道还能是一肚子草包？
苏轼听了哈哈大笑，却依然摇摇头。
　　所有的人都呆了，大家面面相觑，苏轼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朝云，朝云笑了一下，又叹了口气道
：“这里头啊，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
”苏轼听了放声大笑，捧着肚子，只顾点头。
所以后来苏轼在朝云墓址所在的惠州西湖曾为了纪念朝云建过一个六如亭，亭子上他亲笔写的一幅对
联就是：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里说的“惟有朝云能识我”就是将朝云引为平生唯一的知音了。
也就是说在苏轼看来，连那个与他“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感情深厚的弟弟苏辙，在“懂你”
“懂我”这一点上，也是不如王朝云的了。
　　我们说朝云是苏轼的知音，那反过来，苏轼对王朝云又是怎样呢？
　　苏轼被贬官到海南，那时的海南不像现在的特区，经济发达，灯红酒绿。
那时的海南是有名的瘴疠之地，在古代是环境最恶劣的流放之地，派到那儿的官就等于是发配充军，
别想活着回来了。
就连天性乐观的苏东坡也不能满怀生还中原的信心，所以他在临去之前遣散家人，尤其是把家中侍女
姬妾都另作安顿。
朝云这时候已经是苏轼的妾了，别人都散去，可她却执意要跟着苏东坡去“天涯海角”，死也不肯离
去。
到了今天的广东惠州一带，苏轼一家终于安顿了下来。
有一天，朝云又唱起了她特别喜欢唱的苏轼的一首《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
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根据史料记载，朝云唱到一半的时候，“歌喉将啭，泪满衣襟”，苏轼就问她怎么了，朝云回答
说：“奴所不能歌，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
”原来，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让朝云泪满衣襟，唱不下去。
据说不久朝云就病死了，而苏东坡终其一生，再也不听这首词了。
　　那么，朝云为什么唱到这一句就泪满衣襟唱不下去了呢？
而苏轼又为什么将其视为人间绝唱，再不听这首词了呢？
　　我们大多数人读这首词的时候，一般读出来的都是一种豁达甚至是有些欢快的情调。
你看，墙里的秋千上有佳人的笑声，墙外的有心人虽然空留遗憾，但终究有着“天涯何处无芳草”的
洒脱。
尤其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那种洒脱的境界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认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一句
常用的俗语了。
这么洒脱的一句话，怎么会让朝云泪满衣襟，甚至难以为继呢？
　　这就要说到“天涯何处无芳草”这句词里所用的典故了。
这句话是从屈原《离骚》中的一句化来的，原句是“何所独无芳草兮，又何怀乎故宇？
”什么意思呢？
屈原是在宽慰自己说，天下到处都有香草，你又何必只怀念着故国。
我们知道，香草美人在屈原《离骚》中只是一种比喻，一种象征，是说人生的理想既然在自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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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实现，你可离开故国呀！
但屈原这样说，是为了反衬自己离不开自己的祖国，离不开自己的理想与事业。
既离不开又这样说，才分外能表达出这其中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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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元明清那些爱》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评点远古到民国时期情爱的完全读本。
江苏电台“小百家讲坛”——《万家灯火》节目《传世经典·倾城之爱》系列。
　　他惊世骇俗，幽默诙谐。
他语出惊人，掷地有声。
他被称为电视讲坛之”鬼才“，人气如日中天。
郦波：从大学讲台跃入电视讲坛的一匹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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