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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世居河东（今山西永济市）。
　  柳宗元的高祖柳子夏，唐初任徐州长史。
柳子夏的叔伯兄弟柳爽，贞观时为中书舍人，高宗李治朝做过宰相。
他的外甥女王氏，就是李治的皇后。
仅高宗一朝，柳氏家族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二十多人。
    柳宗元祖父柳察躬，曾任湖州德清（今浙江德清县）令。
父亲柳镇明经及第，母亲卢氏出身于名门望族的范阳卢氏。
官场上的柳镇为人正直，一生为仕途奔波，不过大多是做参军、县令之类府、县僚佐而已。
五十岁时，柳镇才调到长安做殿中侍御史，但在处理复杂而棘手的卢岳遗产案时，耿直的柳镇因秉公
办理，得罪权臣窦参，被贬为夔州司马。
三年后，名臣陆贽出任宰相，柳镇才被召回官复原职。
　　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从总体上讲具有冲淡、幽独、流动的三大审美特征。
其“冲淡”，是以“形象直觉”、“玄览”、“游心”为主要审美方式，从心理上拉开与现实社会不
即不离的距离作为前提；其“幽独”，运用外化心灵和移情、寄情的方式，借以展示审美情趣所蕴藏
的幽独内涵和鲜明的形象；其“流动”，则跨越时距，“观古今于须臾”，“挫万物于笔端”，充分
发挥联想的审美功能，使自己和欣赏者通过有限的篇幅，反映出或领略到广阔、深厚、独特的意蕴和
回旋跌宕的美（李育仁《论柳宗元诗歌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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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诗　　江雪　　题解　　这是一首押仄韵的五言绝句，是柳宗元的代表作之一。
作于诗人因参加“永贞革新”而被谪永州（今湖南永州）期间。
诗中运用简洁的描绘，勾画了一幅漫天皆白的寒江独钓图，借刻画不畏严寒仍然坚持垂钓的渔翁，来
寄托自己清高而孤傲的情感，抒发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和郁闷。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新解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诗歌一开始，便渲染出一幅既不见任何飞禽走兽，也没有
丝毫人的踪迹的清冷寂寥、广袤无垠的雪景。
这背景显得异常阔大，所写景色也显得异常严酷、凝定甚至有点死寂。
要弄懂这两句诗，必须先了解柳宗元当时的处境：唐宪宗即位后，出于个人恩怨，对参加“永贞革新
”的人极力打击，几乎所有的士大夫阶层，唯皇帝马首是瞻，对“刘柳”为首的八司马痛恨唯恐不切
齿，指责唯恐不出格，迫害唯恐不到位，以至有“纵有恩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本纪》
）的苛刻规定，可知柳宗元当时的处境是何等的艰难，诗中所刻画的天寒地冻、看不到任何生气的画
面，正是柳宗元当时遭遇的形象而真实的写照。
绝，尽也。
人踪灭，此处指的是行人断绝。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这两句中，诗人运用类似电影中的特写镜头，由上两句所刻画的
大背景逐步推进，最后将画面定格在江中一只孤零零的小舟上，舟上正蹲着一位身披蓑衣，头戴斗笠
的渔翁。
虽然已是冰天雪地，但他仍然全神贯注地垂钓于寒江。
很显然，这个不畏严寒的渔翁，写的正是诗人自己！
　　新评　　此诗在艺术上很值得我们琢磨。
李瑛在《诗法易简录》卷十三中说：“前两句不沾着‘雪’字，而确是雪景，可称空灵。
末句一点便足。
”的确，此诗通篇写雪景而前三句不见“雪”字，纯用烘托之法，空灵之至，待结句道出“雪”字后
，再回视前三句，便知“千山”、“万径”、“孤舟”、“渔翁”，全笼罩在大雪之中，因此可以说
，“寒江雪”三字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是此三字把全诗统贯起来，呈现出一幅“读之便有寒意”
的图景，同时也突出了渔翁特立独行的形象。
此外，诗中的“绝”“灭”“独”“孤”四字相互照应、映衬，通过“意不在鱼”的渔翁形象，既表
达了作者被贬之后孤独冷落的寂寞情怀，又反映了作者不媚世俗的铮铮傲骨。
整首诗前后贯通，气势宏大，意境深远，不愧为千古绝唱。
宋代范唏文《对床夜语》甚至这样评价：“唐人五言绝句，除柳子厚‘钓雪’一诗之外，极少佳者。
”　　此诗值得称道的还在于：柳宗元刻意将暗淡的冷色调覆盖在广袤无垠的荒野、河流和群山之上
，通过多层渲染，运用峻洁、瘦硬的语言，形成了清峭、幽冷，近乎凝定而又一尘不染的诗境，表达
了一种倔强而又高洁的生命情调。
换句话说，柳宗元通过渔翁那孤直兀傲、不媚世俗的独特个性传达出自己无论遭受何等政治迫害，始
终坚持理想，决不向迫害者低头的倔强性格。
　　渔翁　　题解　　本篇仍为柳宗元在永州贬居时所作。
作者在诗中以清新自然的笔调，描绘了日出前后湘江上神奇变换的景色，突出刻画了与上首迥然不同
的渔翁形象：流露出他在被贬谪之后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之情。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新解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在此两句中，汲的意思是从井里或河里打水。
清湘，澄清的湘水。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柳宗元集>>

据《太平御览》引《湘中记》中的记载说：“湘水至清，虽深五六丈，见底。
”这首诗歌从东方熹微时写起，交代了渔翁昨晚泊船的环境和清晨汲水煮饭的举止，看起来平平道来
，并无深刻的含义，但诗中所用的意象，比如那壁立万仞的西岩，清澈甘洌的湘水以及含义深远的修
竹，都给读者一种高远的联想和暗示。
正如有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此渔夫绝不是明人孙承宗笔下那个“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
。
画家不解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渔家》）的为衣食而拼命忙碌的普通渔夫。
　　烟销日出不见人，歙乃一声山水绿——此两句，描写日出之后的画面，意境深远而优美，在峻伟
群山环绕中的辽阔江面上，青烟般的晨雾随着旭日的冉冉升起而渐渐消退，呈现出山绿水清、水天一
色的奇特美景。
再看西岩之下，已不见渔翁的踪影，正当诗人举目四望，竭力在水面搜寻渔翁的小舟而不见时，青山
绿水之间传来并回荡起悠扬的渔歌。
宋人惠洪的《冷斋夜话》引苏东坡的评论说：诗歌“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之，此诗有奇
趣”。
可见这两句含义之深邃，描写之传神。
“歙乃”（ǎinǎi，一读ǎoǎi）一词，指棹歌声。
一说指摇橹的声音，亦通。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这两句写得同样开阔奇特，意境独到：渔歌声仍然不绝于
耳，山水依旧绿色满目，渔舟却已渐行渐远，此时，只见渔翁回望昨晚泊舟的西岩，山岩上空的白云
在悠哉悠哉地飘动⋯⋯此句化用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意思，用
浮云比拟自由自在的渔翁。
苏轼对这两句大不以为然，他批评说：“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
”后人多赞成苏轼的说法，但也有不同意苏轼观点者，孙月峰在《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三中说：此
诗“是神来之笔，句句险绝，炼得浑然无痕。
后两句尤妙，意竭中复出馀波，含景无穷”。
此话不无道理，假若删去后两句，作者借物言志，寄情于景的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
　　新评　　这首诗看似写的是秀美的青山绿水，表达的是渔翁的无拘无束的生活和怡然自得的心境
，实际上，只要稍微与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状况联系，我们就会深刻体会出作者对山水、渔翁
等意象是寄有深意的。
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被贬到偏僻荒凉的永州，这是柳宗元一生中最失意的时候，虽然他坚信自己
并没有做错，始终不肯向迫害他的人低头，但长期被变相编管的现实，使他不免产生了一种悲观失落
、愁绪难解的心情，进而会萌发一种退隐青山绿水之间，摆脱官场尔虞我诈，过一种无牵无挂、逍遥
自在的隐士生活的愿望和冲动。
可以说，这是魏晋以来士大夫们在宦途失意后“独善其身”的精神疗法，柳宗元当然也不例外。
他这位在现实争斗中失败的正直的士大夫，为自己主观心造了一块圣洁无比的心灵栖息地。
把此诗和上首诗歌合起来看，上首所表现的是一种独立和对峙的倾向，此首中所表现的是一种逃遁和
归隐的意向。
上首表现他不甘屈服、积极抗争，虽有无力回天的痛苦，但绝对不改自己洁身自好、遗世独立的人格
；此首是经过长期的对峙之后，他感到疲惫，感到心灰意冷，于是他渴望得到一个清静的环境使自己
过于痛苦的心灵得到暂时的休憩。
　　此诗的艺术特色亦值得称道：诗人用平实质朴的语言，勾画出一个色彩雅活、意境旷远的湘水春
晓图，与这如画般美景相配合的是一位淡泊闲适、悠闲从谷的渔翁。
文笔清淡，并不刻意修饰雕琢，但诗意浓郁，寄托深远，借用苏东坡评论，可谓是“外枯而中膏，似
淡而实腴”。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题解　　此诗作于诗人贬谪永州之后，具体的创作时间无法确定，然据
诗意推测，很可能是诗人居住在永州龙兴寺时所作。
柳宗元在着意刻画月夜景致的同时，将自己遭贬后的孤寂落寞之情贯穿于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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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夜，半夜。
值月上，正好遇见月亮升上来。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新解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诗歌从半夜写起，诗人睡醒后再也无法入睡，百无聊赖中
，他甚至连露水滴落的声音都能听到。
一般说来，露水坠落的声音非常微弱，是不容易听见的，柳宗元之所以说他听到露坠声，且不是一两
声，而是“繁露坠”，一是想说明此时的夜是何等的静寂，二是以此来表达自己遭贬后的心事重重，
难以入睡。
既然睡不着，与其辗转反侧、忍受失眠的折磨，不如索性起来走走，于是，他打开门来到西园的边上
。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这两句大意为：此刻，恰值月亮刚刚升上东岭，在月光的映照下，
涓涓的溪水冲刷，梳理着竹根，发出清幽的声响。
前句写月亮，从视觉角度写出月光的清冷；后句写月景，又有意从听觉效果着笔，强调“泠泠”的流
水声。
“疏竹根”，有注家以为指稀疏的竹根，但从诗意推测，似应解释为动词才是，故我以为此处的“疏
”应通“梳”，引申为冲刷、梳理。
骆宾王《游灵公观》诗曰“断风疏晚竹，流水切危弦”，其义同此。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逾，更加。
喧，本指声音杂乱，这儿指鸟鸣声。
“远逾响”三字，暗示从石上流出的泉水不断汇聚，愈远愈汹涌，于是，远处传来了更为响亮的流水
声；下旬写山中的宁静偶尔被飞鸟的叫声打破，但鸟呜消失后复归于更为深沉的静谧。
在以上几句中，柳宗元调动了多种表现方法，把深秋的夜晚写得异常静寂。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楹，柱子。
诗人就这样靠着柱子不断地观看、谛听、沉思着，居然从半夜一直站到天亮，心里的孤寂落寞不知要
用什么语言来表达？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柳宗元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