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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诗十九首》作为五言诗的成熟标志，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历史地位，

而《古诗十九首》究竟有哪些审美价值，以至赢得众人极高的赞誉是本文的研究

动机。本文主要以意象作为研究的角度，从意象不同的类别、组合方式、所承载

的意义各方面进行分析，以探析《古诗十九首》蕴含了哪些审美价值。论文第一

章以抒情主体意象（思妇与游子意象）、时间意象、空间意象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论述三类意象中，分别蕴含了含蓄美、哲理美、形象美三种审美价值。第二章主

要探讨《古诗十九首》意象之审美价值与汉乐府民歌之间的关系，发现《古诗十

九首》在学习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更精进了艺术技巧，展现了富有深厚内涵的

“本色美”。第三章则先论析意象于古诗教学中的美育价值，并总结出《古诗十

九首》意象之审美价值可积极作用于提升内在品格修养、重视生命意识、激发创

造力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意象、审美、古诗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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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古诗十九首》（为行文方便，下文将简称为《十九首》）最早出现在，南朝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中，是无名氏创作的十九首五言古诗。关于《十

九首》的作者和产生时代，学界尚无定论，东汉末年说、建安说、两汉说都各有

支持者。刘勰认为：“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1锺嵘则说：“旧疑是建安中曹、

王所制。”2萧统没有说明成作时代，对作者疑不能明。徐陵提及其作于两汉，有

八首是枚乘的杂诗。3李善也说：“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4如今，

学界普遍认同《十九首》是东汉末年的失意文人所作，这一说法虽还有探讨的余

地，但与《十九首》展现出的思想内容是较相合的。另外，《十九首》的思想情

感、艺术特色、抒情成就也展现了独特的魅力，“它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的最

高成就”5，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 

由此，《十九首》何以在文学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以至赢得众人极高的赞

誉，进而引发了笔者欲探究《十九首》审美价值的动机。本文主要以意象作为研

 
1
 刘勰著，范文澜注，〈明诗第六〉，《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卷 2， 

页 66。 
2
 [南朝梁]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诗品上，页 75。 
3
 曹旭撰，《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 2。 
4
 [南朝梁]萧统选，李善注，《文选》（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 29，页 409。 
5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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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角度，从意象不同的类别、组合方式、所承载的意义各方面进行分析，并据

此与汉乐府民歌作对比，以肯定其成就。最后再将研究所得结合现代古诗教学，

借此探析这一价值可带来哪些积极的影响。 

意象是指，“那些被诗人主观情感化了的个别物质的形态与特征。它与形象

的不同点在于，形象主要用来指称‘意象’中的‘象’，运用范围也不局限于个

别事物。”1以审美心理角度来说，则是指作者在感知表象后，经过想象的作用，

使其被再造、重组，并渗入主体的情思、融入主体的理解。2简言之，“它是作家

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相融合的产物。”3 

《十九首》是靠着“本色”吸引人的“本色诗”，而“本色”便是指它所展

现的“不假雕琢，工极天然”4，不靠华丽技巧装饰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此论文

的研究意义在于，探析“不假雕琢”的《十九首》意象究竟有哪些审美价值，可

在古诗教学中对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学界对意象的内涵意蕴虽有丰富研究，但进

一步研究审美价值的却不多，故笔者也希望能通过此论文，为《十九首》意象的

审美价值研究作一些微小的贡献。 

 

第二节 研究综述 

 

经查阅《十九首》的相关资料可发现，学界早年的研究焦点多集中探讨《十

九首》的成作年代及其作者，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近年来，学界的关注点逐渐

 
1
 徐有富著，《诗学原理》（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页 101 
2
 汪裕雄著，《审美意象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页 8。 
3
 唐正序、冯宪光主编，《文艺学基础理论》（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页 66。 
4
 [明]胡应麟撰，《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卷 2，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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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十九首》本身，关于内容思想、主题情感、艺术特色等的研究日渐丰富。

其中，意象课题也有不少学者研究，而学界的相关成果多关注意象的内涵意蕴，

对于意象的审美价值，还留有可研究的空间。 

于专书部分，张清锺学者以整体分析的方式，略析诗中部分意象的意义，但

此部分总体着重于《十九首》所展现的风格面貌，对意象的探究并不深入。叶嘉

莹学者的《汉魏六朝诗讲录》，也不乏对一些意象的意蕴内涵进行深刻解析，但

此书为授课讲录，而书中对意象的分析，并不全面。 

于期刊论文部分，刘迪才对《十九首》意象的内涵意蕴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

指出这些意象是诗人审美观照的一种反映1，其观点有助于笔者认识及把握意象

中的审美内涵。王晓玲则将《十九首》意象与楚辞汉赋对比，突显了《十九首》

意象自楚辞到汉赋的嬗变。由此延伸至《十九首》意象中所蕴含的，个体的喜怒

哀乐使其构成特有的唯美倾向，形成了思深而意广的特色。2 另外，韦金诚锁定

思妇意象，指出《十九首》中的思妇形象“其内容远远超出了男女相思，具有明

显的时代特征，开创了魏晋人觉醒的先河”。3李辉则以游子意象，提出了诗人因

清醒的人格意识而感受到孤独，为倾诉自身内心的孤苦，选择以男子作闺音的形

式来抒发他们痛苦的人生体验，这是反映了文人生命意识的觉醒。4 这两者虽然

对意象的内涵作了深入的解析，但并没有触及审美价值的分析，故此笔者认为可

在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1
 刘迪才，〈《古诗十九首》的审美意象〉，《学术论坛》1992 年第 5 期，页 63。 
2
 王晓玲，〈《古诗十九首》审美意象特点与嬗变〉，《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 年

第 6 期，页 43-44。 
3
 韦金诚，〈《古诗十九首》思妇形象的审美感应〉，《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7 年

第 1 期，页 164-165。 
4
 李辉，〈古诗十九首中的孤独游子形象分析〉，《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 

第 1 期，页 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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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十九首》中的空间与时间意象也非常具有研究价值。其中，张

红运学者以时间意识和空间表现手法分别探讨时空意象1，其观点分析有效地体

现了意象中深刻的内涵意蕴，以此启发笔者可对时空意象的特点和价值进行研究。 

于学位论文部分，学界目前针对《十九首》意象的专题研究较少，学者们大

多将意象列为课题中的一环来讨论。王锋的硕士论文，论述了诗人对意象的塑造

与创新，突显出诗人在意象选择上为抒情服务的目的。2海风的硕士论文，则锁定

女性形象——痴女、怨女、商女来进行解析3，其研究重点仍停留在形象的内涵分

析，并没有更多深入。 

《十九首》与汉乐府民歌的对比讨论，学者多从内容、情感、形式、艺术特

色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单朝辉就二者的女性形象作对比，点出汉乐府女性形象

所构成的多重社会性主题意蕴与《十九首》思妇抒相思之情，展现个体生命意识

的差异。4 

《十九首》教学相关研究大多围绕教学策略、技巧来展开，且大多为期刊论

文。其中，胡玉兰提出了，教师可根据物象（感物）、情感（言情）、四时（叹时）

三项元素归纳，把零散的内容系统化，接着再讲解其中的情感内涵。5詹玉梅则指

出教学可从《十九首》富于形象的比兴和家常化的语言等抒情技巧入手。6 

综上所述，学界目前关于《十九首》意象的研究，多着重于情感内蕴的探讨，

 
1
 张红运，〈《古诗十九首》时空意象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 

第 1 期，页 246-248。 
2
 王锋，《〈古诗十九首〉的言“情”艺术》（陕西：西北大学硕士论文，1999），页 21-22。 
3
 海风，《〈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北方民族大学硕士论文，

2020），页 6-18。 
4
 单朝辉，〈汉乐府与《古诗十九首》中的女性形象比较〉，《文教资料》2009 年第 19 期， 

页 7。 
5
 胡玉兰，〈论《古诗十九首》的课堂教学策略〉，《中国民族博览》2021 年第 11 期， 

页 63-64。 
6
 詹玉梅，〈试论《古诗十九首》教学中抒情技巧的把握〉，《语文教学之友》2015 年第 2 期， 

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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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象的审美价值及其在古诗教学中的运用，还留有研究空间。由此，笔者欲

以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十九首》意象的审美价值作进一步探析，以为《十

九首》课题研究尽微薄之力。 

 

第三节 研究方法 

 

    论文欲采用“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论”为主要研究方法。此方法源自王友胜学

者《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论》一文对古典诗歌意象所展开的讨论。1 

学者认为意象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争论较多，意蕴复杂的美学范畴，当意

象分开来说时，“意”便是指诗人的思想感情，“象”则是指自然之物，当合在一

起说时则是指寄托着诗人内心情感的客观物象或是凝聚在自然之物中的诗人的

主观情愫。只有诗人将自己的审美感受寄托在物象之中，才能表达出心中复杂强

烈的思想感情。据此，诗人需运用自身的审美经验来筛选符合自己美学趣味的物

象，而当诗人选取了自然对象并加诸情感时，意象便成为融进审美主体主观情感

的审美意象，形成带有审美意义与文化学意义的特点，即情感内容长期积淀而成

形式的积淀性；随文化背景、诗人审美心境变化、意象自身多种属性而增生含义

的再生性；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诗人所导致的差异性；民族审美心理制约

诗歌意象，而审美意象反之影响人之心理品格的双向建构性。 

王友胜学者就古典诗歌意象中“意”与“象”的融合来展开讨论，指出了意

象与作家创作心理的关系，故此理论将有助于笔者系统地和逻辑地探究《十九首》

 
1
 王友胜，〈中国古代诗歌意象论〉，《咸宁师专学报》1998 年第 4 期，页 29。文中所述观点皆

来自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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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之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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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诗十九首》意象之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十九首》作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其特出的艺术成就收获了历代诗论家的

极高赞誉。锺嵘说：“文温以丽，意悲而远”1，由此可见《十九首》的抒情特色。

刘勰则说其：“实五言之冠冕也。”2胡应麟则更具体地针对了“象”和“意”来作

评价提出“兴象玲珑，意致深婉”3，指出了《十九首》意象与诗人情感的自然融

合与委婉幽约的审美内涵，故笔者以此为启发，将意象作为分析《十九首》审美

价值的切入点，以观其美之所在。 

《十九首》所含意象丰富按照类型可将其区分为，人物意象（多为思妇游子）、

自然景物意象、建筑意象、时间意象等。徐有富先生就意象组合角度，提出单纯

意象无法独立存在，须与复合意象组合才能构成诗句，因此在分析意象时“必须

考虑意象组合问题。”4据此，《十九首》可称作是意象有机组合的成果，而意象组

合的主要功能便是将抽象变为具体。5在《十九首》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思妇与游

子意象，便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功能性。如《行行重行行》中，“道路”“衣带”

“浮云”等意象组合出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思妇之“主意象”，而梁思影学者认

为这些“主意象”正是诗人情感的聚集点。6思妇与游子意象作为诗人情感的主要

载体，成了串联起《十九首》整体思想情感的“主意象”，扮演着“抒情主体”

 
1
 [南朝梁]锺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诗品上，页 75。 
2
 刘勰著，范文澜注，〈明诗第六〉，卷 2，页 66。 
3
 [明]胡应麟撰，《诗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卷 2，页 25。 
4
 徐有富著，《诗学原理》（第二版），页 122。 
5
 徐有富著，《诗学原理》（第二版），页 123。 
6
 梁思影，〈《古诗十九首》意象类型分析〉，《作家》2011 年第 22 期，页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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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角色，而动植物意象与建筑意象则作为组合与突出主意象的“配角”发挥

着其作用。 

本章将以抒情主体意象、时间意象、空间意象，三个《十九首》所具有的特

殊角度来探析其审美价值。其中，抒情主体意象包括了思妇与游子意象，时间意

象则主要以动植物意象为探析对象。 

 

第一节 抒情主体意象之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十九首》的基本内容主要是游子的羁旅愁怀和思妇的别离相思。马茂元先

生认为，这两类题材“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即二者都是汉末文人苦闷失

意的内心世界展现。由此，思妇和游子意象成了诗人寄托自身情志的抒情主体，

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内涵，下文将着眼于思妇与游子之抒情主体意象，分析其审美

特点及价值。 

 

一、抒情主体意象之特点 

 

付思敏学者在其硕士论文所提出“《十九首》实现了诗歌的自觉抒情”的观

点与笔者不谋而合。由此，笔者认为《十九首》是诗人有意识地选取及组合意象，

从而建构由抽象到具体的抒情主体（思妇和游子意象），用以抒发“言己”抒情

需求的结果。 

 

 
1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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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妇意象 
 

《十九首》中有八首诗作蕴含了思妇意象1，而其所欲表达的核心情感，可概

括为与游子别离相思及渴望夫妻团聚的哀怨之感。其中，思妇意象是以各类意象

组合及单一意象组合，两种组合方式所勾勒而出的，从抽象到具体的人物意象。 

首先，由各类意象组合而成，从抽象到具体的思妇意象。2如〈行行重行行〉

全诗，并没有思妇形象的具体所指，而是通过人物的心理刻画及“天一涯”“道

路”“衣带”等意象组合出“具象化”的思妇形象。其中，“天一涯”“道路阻且

长”“衣带”以白描手法直接点出思妇与丈夫间遥远的物理距离和重重阻碍，以

“衣带”补充说明了使人消瘦的思念之深。此外，诗人也以北方的“胡马”和南

方的“越鸟”表示禽类恋乡的情感本能，展现了思妇对游子归家的期盼。于中国

传统社会而言，“君臣之间的关系和夫妻之间的关系，在观念上是统一的”。3思妇

之词，其实是文人的代拟之作，故诗人以“浮云”“白日”的表层意义，即思妇

担忧丈夫在外另有新欢，来暗喻君王贤臣遭佞臣谗害之意，使游子不得顾反。此

处诗人关注的是意象的抒情隐喻，而不是意象的生活特征。4由此，诗人运用意象

组合，使抽象的情感逐步具象为鲜明立体的“思妇”，抒发了对远方丈夫的思念，

而“努力加餐饭”的积极自勉之言，也表现了古诗情感的温柔敦厚处。5  

其次，针对一人一物之意象组合，建构而成的思妇意象。〈迢迢牵牛星〉全

诗围绕“织女”展开刻画，从织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的劳动形象展现

 
1
 〈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孟冬寒气至〉

〈客从远方来〉〈凛凛岁云暮〉等八首诗皆展现了思妇意象。其中，〈青青河畔草〉〈迢迢牵牛

星〉〈庭中有奇树〉是针对单一意象组合建构而成的思妇意象，其余则为各类意象组合而成。 
2
 由各类意象组合而成的思妇意象还有其他，如〈凛凛岁云暮〉和〈孟冬寒气至〉用寒冬萧瑟

之自然景物意象组合；〈冉冉孤生竹〉则以植物意象组合勾勒出具体的思妇意象。 
3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150。 
4
 赵忠，〈《古诗十九首》意象描写的唯美化及抒情隐喻研究〉，《黑河学院学报》2017 年第 8

期，页 171。 
5
 叶嘉莹著，《汉魏六朝诗讲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页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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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织布劳作的熟悉，后以“不成章”的织品写织女终日心有所思，因而涕零如

雨。诗人以天上织女的悲伤来反映人间思妇与丈夫“生别离”的悲愁。〈庭中有

奇树〉则是以“庭中”绿叶华茂的“树”，引起久居深闺的思妇对丈夫的想念。 

由此，《十九首》“以多意象组合成抒情整体”1，结合“与君生别离”的内心

情感，刻画出了具有鲜明相思别愁、具象化的思妇意象。诗人通过思妇意象反向

展现自身牵挂的“代拟抒情”，是对他们所经苦难与愁苦心灵的一种安慰。2 

 

（二）游子意象 

 

游子意象所蕴含的思想情感不仅有思乡别离之愁，更有失意和忧虑人生无常

之感，相较于“代拟”而成的思妇意象，游子意象直接从诗人主观视角体现出“言

己”之情。 

首先，游子思归不得之作。〈明月何皎皎〉中诗人因“明月”的皎皎，而引

发不能寐的“忧愁”，其“徘徊”“彷徨”“泪下”的举动展现了欲归家而不得的

矛盾内心。〈涉江采芙蓉〉则以“芙蓉”“芳草”旧乡”“长路”意象引出诗人欲

遗所思，可所思之人却在“远道”的无奈与思归不得之感。最后指出诗人虽与爱

人“同心”，但却不得“离居”的客观事实是其“终老”的忧伤所在，以此表达

诗人不能同爱人团聚的悲愁之感。 

其次，感叹人生短暂无常之作。〈驱车上东门〉以“郭北墓”“白杨”“松柏”

等死亡意象，联想至“年命如朝露”的短暂现实人生，由此抒发不如“饮美酒”

“被服纨素”的及时行乐之想。〈回车驾言迈〉则以“回车”“长道”“东风”“百

 
1
 赵忠，〈《古诗十九首》意象描写的唯美化及抒情隐喻研究〉，页 171 
2
 成东建，《〈古诗十九首〉与汉末士文化》（甘肃：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7），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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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等客观景物意象寄托了诗人内心的失意，表达了对前程茫茫无望，无处可去

的哀愁。诗人因内心郁闷失意，故像“东风摇百草”的春意盎然之景，却使他感

到生命的流逝与短暂，从而发出苦“立身不早”的失意慨叹。此处诗人对生命的

短暂无常之感是透过时间意象来展现的，这一点将在下节作进一步论述。 

总括而言，《十九首》是“言己”的抒情之作，其已不同于《诗经》中抒发

政治理想抱负的“诗言志”，走向了抒发自身主观情感的“诗缘情”，将目光集中

在抒发“小我”的内心情感上。东汉末年，正统观念的崩溃与政局变化导致士人

对政权的疏离，使士人从固守大一统的心态中解放，走向对自我价值的思考。1由

此，“言己”抒情的表达也是文人对自我生命价值思考的结果。 

鉴于此，思妇与游子意象是诗人“有意选取的，与他们自身的生活角色密切

相关、又不至于局限于个人格局的‘言己’视角。”2诗人自觉地将主观情感融合

在意象中，使其蕴藏了含蓄幽婉的审美内涵。 

 

二、抒情主体意象之审美价值 

 

“意致深婉”是《十九首》的抒情特色之一，陈祚明：“《十九首》善言情，

惟是不使情为径直之物。而必取其宛曲者以写之，故言不尽，而情则无不尽。”3

方东树评：“古人用意深微含蓄”。4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诗人有意识地选取“象”，

“意”与“象”自然融合从而使象中之“意”含蓄温婉。 

 
1
 罗宗强著，《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页 1。 
2
 付思敏，《论〈古诗十九首〉中诗歌自觉抒情的实现》（吉林: 长春理工大学硕士论文，

2020），页 13。 
3
 [清]陈祚明评选；李金松点校，《采菽堂古诗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卷 3， 

页 81。 
4
 [清]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卷 1，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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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由各类意象组合而成的思妇游子意象，不仅构建出了二者的“形

象”，同时也将诗人的“象”中之“意”委婉含蓄地表达了出来，如思妇以衣带

越鸟；华茂奇树，游子以芳草长路；明月等意象寄托了悲愁孤寂的思念之情。诗

人寄情于物，使抒情主体意象成为与读者沟通的媒介，蕴藏了婉曲幽深的情感内

涵，读者只有通过解读“象”才能领会其意，以此达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

的审美效果。由此，“《古诗十九首》的感情是温厚缠绵而且含蓄不尽的”。1  

抒情主体意象情感含蓄的审美价值不仅通过“意”，同时还结合了语言来展

现。诗人在有意识选择“象”的基础上，同时注意语言的使用，如〈迢迢牵牛星〉

中就以“迢迢”“皎皎”“纤纤”“札札”“盈盈”“脉脉”等叠词丰富了意象的刻

画，使织女的思念更加幽深委婉。《十九首》的语言表面朴实无华，实际却是凝

练净化的诗的语言。2 

《十九首》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抒发，其中也不乏有悲哀孤苦、及时行乐、直

率如“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思想情感，但这些作品在《十九首》中占少

数。部分诗中哀怨凄苦的悲情在意象的作用下也体现出有了节制的效果，故笔者

以此归纳出含蓄温婉的情感来作为抒情主体意象的审美价值。朱自清先生对此有

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

代表。”
 3 
 

 

 
1
 崔玲，《〈古诗十九首〉的美学特色》（甘肃：兰州大学硕士论文，2006），页 18。 
2
 崔玲，《〈古诗十九首〉的美学特色》，页 21。 
3
 朱自清，《古诗歌笺释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页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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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时间意象之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十九首》中诗人以“金石”“白露”“秋蝉”“秋草”等带有时间意识性的

意象，展现了对生命的思考，由此形成了《十九首》特有的时间意识。其中，诗

人以象征寿命永固的“金石”意象或有生命盛衰的动植物意象来表达生命易逝，

而“自然物象的荣衰盛枯便与生命的短暂构成了时间意象的关联”1，故此节将选

用与人的生命一样拥有盛衰兴旺的动植物意象作为对象，来分析其特点与审美价

值。 

 

一、时间意象之特点 

 

首先，诗人以时间意象中具有盛衰枯荣的动植物意象，展现了自身的生命意

识。如〈冉冉孤生竹〉中“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对植物意象“生命”的刻画，表达了思妇以花自比，哀伤自身年华易逝，而丈夫

却迟迟不归的感叹。此处，诗人以花旺盛的生命力来比喻思妇正值花样年华。“过

时不采”则点出了“花”的限时性，表示其将随着“秋草”之“秋”的季节变化

和时间流逝而枯萎，以此比喻人的生命也会有生老壮死。由此，诗人借有盛衰兴

亡的植物意象，表达了思妇从花的生命流逝感受到青春短暂易逝，可丈夫却久别

不归，自己的美好年华无人怜惜的悲哀。诗中展现的生命意识体现了诗人对自我

生命价值的关注与思考。 

据此，笔者归纳出动植物意象蕴含——旺盛的生命力；季节变化和时间流逝

 
1
 张红运，〈《古诗十九首》时空意象论〉，页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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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并共同指向生命短暂无常的感慨。其是以意象组合或约定俗成之意，展

现了诗人的生命意识。 

其一，以动植物意象组合形成的生命意识。首先，以植物旺盛的生命力来比

喻人的生命。如〈庭中有奇树〉以家中树木绿叶之“华”和攀条之“荣”展现了

树木的茂盛，从此反映出思妇的美好芳华；〈青青河畔草〉中描写草之青青，柳

之郁郁的用意也是如此。〈青青陵上柏〉则以松柏的常绿，对应“碱中石”的永

固，由此引发诗人感叹人生不如外物的无常变化。其次，以季节性变化表示人的

岁月流逝。这一类别在动植物意象中占比较多，反映出了诗人敏感于时序变化的

意识。如〈明月皎夜光〉与〈东城高且长〉，以“促织”“秋蝉”“玄鸟”“晨风”

“蟋蟀”“白露沾野草”“秋草萋”等秋天意象相互组合，用来表示季节更替，以

此展现时间的流逝。诗人由此抒发了岁月消逝，可却无法获得功名的失意之感，

或是用来表达思妇哀怨青春易逝，而游子却不回家的相思别离之情 

其二，约定俗成的植物意象所展现的生命意识。〈驱车上东门〉和〈去者日

以疏〉二首通过“松柏”“白杨”之死亡意象，表达了诗人对生命无常的思考。

在古时候，松柏和白杨“皆为墓地上之树木。”1二者在古代社会中具有着象征死

亡的共识性，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意象。诗人通过二者的意义，以死亡的必然

来对比生命的易逝，从而突显出人生的短暂无常。如〈驱车上东门〉中以白杨松

柏所代表的亡者之死，衬映出生者年岁如朝露易逝的生命无常之感。〈去者日以

疏〉对于生命的感受也和前者一样，不过其以“古墓犁为田，古柏摧为薪”展现

了人的归宿也有“去者”和“来者”的古今更替。2另一方面，“萧萧白杨”则更

加深了诗人自这种更替所感到的哀愁，突出了其归乡不得的悲苦。由此，二者都

 
1
 张清锺著，《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页 85。 
2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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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死亡含义的白杨和松柏意象，展现了诗人感慨人生无常的生命意识。 

综上，动植物意象以旺盛生命力、时序变化之时间流逝、约定俗成的死亡象

征性，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短促无常的感慨。由此可见，诗人将自身情感投射在这

类具时间性的动植物上展现了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思考，并以此抒发了叶嘉莹先生

所提出的，离别之感情、失意之感情、忧虑人生无常之感情，这三类人类情感之

“基型”或“共相”。1  

 

二、时间意象之审美价值 

 

由上可知，时间意象蕴含了诗人的生命意识，而想要解析其与审美价值的联

系，则可从诗人的表现手法来切入，故下文将以意象选择和语言使用两个角度来

分析生命意识中所含有的审美性质。 

于意象选择而言，诗人有意识地选择带有季节性特征的意象来寄托自身对于

生命的思考。其中，以象征秋天的动物意象最具代表性，如“促织”和“蟋蟀”

为同物，而“蟋蟀的鸣声标志着秋天的到来”2；“秋蝉”之“秋”则直接点出了

季节；“玄鸟”在诗中被用以点明仲秋八月。3诗人在此强调了动物的季节性，并

以虫类生命的短促来对比人的生命短暂。再者，萧瑟悲凉的秋意也为这些短促的

生命增添了忧愁之感，使诗人容易感伤于人生的无常易逝。由此可见，诗人是有

意选取这些物象来抒发情感的，而其余的时间性动植物意象也是如此。 

于语言使用而言，诗人注重以语言来丰富意象的形象与内涵。“白杨何萧萧”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之“萧萧”，便是通过白杨的特性，将诗人自死亡

 
1
 叶嘉莹著，《汉魏六朝诗讲录》，页 66。 
2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99。 
3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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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感的悲哀都寄寓其中。〈驱车上东门〉将“郭北墓”凄凉萧瑟之景，通过因风

吹过，而发出萧萧声响的白杨之“声”和生长在墓道两旁的松柏之“形”，形象

地表达了出来。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提到“‘萧萧’两字，处处可用，然惟

坟墓之间，白杨悲风，尤为至切，所以为奇。”1 

东汉末年政治的崩坏，使文人冲破经学束缚，走向人的解放。诗人通过自我

价值的反思使受梏于儒学的思想得到解放，从而转向对自我的抒发。此时，文学

的主题已从被规范的群体之志走向个体情感的抒发2，因此诗人是有意识地创作

诗歌，选择意象以抒发被压抑了许久的所思所感。由此，人生哲理的揭示使诗歌

在呈现温婉意象时也蕴含了对自我生命价值思考的深邃意蕴，使诗歌饱含哲理之

美。3 

 

第三节 空间意象之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在《十九首》中，诗人有意识地对城市、高楼、宴会等空间意象进行刻画，

而空间意象主要指能突出“我”与外部世界空间的对立和关联，并寄托着“我”

特定情感体验的具体空间形式4，使空间意象具有了独特的空间感。故这一节将集

中于特定空间意象的刻画和涉及空间转换的意象两个角度，来分析其特点及审美

价值。 

 
 

1
 陈应鸾著，《岁寒堂诗话校笺》（成都：巴蜀出版社,2000），页 24。 
2
 张琳，《〈古诗十九首〉的人本转型——从“诗言志”到“诗缘情”》（吉林：吉林大学硕士论

文，2006），页 18。 
3
 张莎莎，《论〈古诗十九首〉表现的生命意识》（云南：云南大学硕士论文，2012），页 38。 
4
 简显鹏，〈空间与诗：试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空间体验〉，《文教资料》2009 年第 18 期， 

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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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空间意象之特点 

 

其一，于特定空间意象，诗人细致且有意地铺排意象创造空间感，以寄托丰

富的情感内涵。笔者认为〈西北有高楼〉是印证这一说法的最好例子。诗中以西

北边“与浮云齐”的“高楼”起兴，“予人可望不可即之感”1，诗人还细致地刻

画了高楼“交疏结绮”的精致华美及“三重阶”的精心建设，以此暗示高楼“且

知其为权贵之家”。
2
由此，诗人以具象化的高楼引出了在楼上不可看见的弦歌者。

对于弦歌者的形象，诗人只能从自身所接触的，与弦歌者有关且足以说明和表现

她的外围事物着笔。3这使诗人只能从高楼听到的音乐，展开对弦歌者的想象。

“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之“上”显示了诗人与弦歌者通过高楼、绮窗、三

重阶所形成的空间阻隔，此处“楼”扩大了诗人与“所望之物”的空间距离4，所

以诗人只能以他所听见随风而发的“清商”和徘徊往复的“中曲”，如此哀愁的

音乐去刻画弦歌者的形象。最后，歌者所奏之乐的苦闷悲哀也与诗人的内心所感

产生共鸣5，使诗人被这“慷慨有余哀”的悲哀之音感染，感伤知音难遇，以此抒

发在黑暗时代中下层被欺压者的郁闷与悲愁。 

〈青青陵上柏〉则以失意之士所见的洛阳繁华之景，来抒发个人对现实的愤

懑不平之感。诗中“游戏宛与洛”的“游戏”二字，便显示了诗人不会长久停留

洛阳，暗示了诗人求取功名的无望，“洛中何郁郁”以下八句对洛阳场景的刻画

则揭示了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郁郁”二字，形容洛阳的热闹气象6，可诗人却

 
1
 张清锺著，《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页 35。 
2
 张清锺著，《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页 35。 
3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87。 
4
 简显鹏，〈空间与诗：试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空间体验〉，页 13。 
5
 张清锺著，《古诗十九首汇说赏析与研究》，页 36。 
6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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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等繁华中揭露了贵族间“自相索”的相互勾结。此外，诗人也更细致地去写

洛阳城街巷中的王侯宅邸、两宫、双阙，从而刻画出一幅洛阳场景图。此处诗人

并不将宅邸和宫阙当作单纯的建筑物，而是通过空间的刻画使其成为意象，揭示

了洛阳这一空间的建筑景物实际是宦官贵族吸食民脂民膏的罪恶写照。诗人以贵

族的“自相索”和失意文人的“斗酒相娱乐”，贵贱两相对照，从自身的遭遇发

出不平之鸣，刻画出当时候洛阳社会之黑暗的空间“形象”。 

其二，以空间转换创造空间感，张红运学者称其为“在人物的行动里移步换

景”的表现手法。1〈明月皎夜光〉中便有这一手法的直观体现，明月作为引起诗

人思归的意象起到了贯穿全诗的作用。诗人因照在床帏的皎皎月光，而引发了“不

能寐”的深深愁思，所以只能“揽衣徘徊”，并由此发出盼早日归家的感叹，但

诗人的怀愁之深靠着徘徊已经无法消除，最终只能“出户”企图靠着开阔的户外

来缓解忧愁。但是，室外的空旷无人昭示着诗人的哀愁没有人能够倾听，因此他

只能“还入房”独自消解归家不得的悲哀。由此，空间随着人的移动而转换，体

现了空间感，而空间不断变换，是行动的徘徊，更是诗人内心愁思的徘徊。2〈青

青河畔草〉则是以窗外的河畔草、园中的柳树、窗内的楼上女的美好容貌刻画，

由茂盛的草木衬映思妇年华的美好，展现了窗外至窗内的空间转换，同时反映出

思妇在这一空间中是被禁锢在窗牖之后的楼阁里的，由此加深其“空床难独守”

的感叹。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空间意象的呈现也是由各意象的相互组合来构成，意象

组合的自然融合与搭配使《十九首》的场景画面形成了特有的空间感，丰富了空

 
1
 张红运，〈《古诗十九首》时空意象论〉，页 248。 
2
 施春晖，〈非常情感的传达——浅谈《古诗十九首》的空间艺术〉，《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1 年第 3 期，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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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意象的内涵。 

 

二、空间意象之审美价值 

 

“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特点是通过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思想感情。”1笔

者认为空间意象的审美价值就在于其所展现诗的形象之美，此处诗的形象是指空

间意象通过诗所呈现的“完整而鲜明的活的艺术形象”。
2
 

徐有富先生说到“所谓形象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所能感受到的物质

的形态与特征”3，而《十九首》的空间意象正是透过其中的“眼、鼻、身”三种

感官来丰富内涵，从而展现出鲜明的诗的形象。其中，〈西北有高楼〉〈今日良宴

会〉二首便是以独具特色的听觉形象——音乐来刻画“高楼”“宴会”的特定空

间意象。就如诗人自高楼传来的弦歌声之“音响一何悲”“中曲正徘徊”，让本来

不可视的弦歌者通过高楼之实和音乐之虚的虚实结合手法，展现出其压抑哀愁的

歌者形象。〈青青陵上柏〉则以对洛阳建筑物的细致刻画，通过视觉形象即对“长

衢”“罗巷”“王侯第宅”“两宫”“双阙”的描绘，揭示了隐藏在繁华洛阳这一艺

术形象之下达官贵族相互勾结，致使百姓生活没有出路的黑暗现实。〈明月皎夜

光〉更是通过视觉和触觉形象的融合，即游子眼前所见的月亮和夜晚的寒冷，刻

画出忧愁难解欲归不得的游子形象。 

鉴于此，诗人通过对意象的铺排及感官形象的结合，使空间意象蕴含了完整

而丰富的艺术形象，或称诗的形象，“空间与诗有着天然的亲缘性，形象就是那

 
1
 徐有富著，《诗学原理》（第二版），页 328。 
2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38。 
3
 徐有富著，《诗学原理》（第二版），页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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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联系二者的纽带。”1在感官形象的作用下，其将透过想象力的指引，使读者重

新建构属于自己想象中的形象，以此来领略蕴含其中的形象美。 

综上所述，《十九首》是诗人有意识地选择及组合意象，并用来表达自身情

感的成果，由此使诗中的抒情主体意象、时间意象、空间意象，个别蕴藏了含蓄

美、哲理美、形象美三种审美价值。下文将以《十九首》与汉乐府民歌作对比，

以分析其审美价值的独特之处。 

 

 

 

 

 

 

 

 

 

 

 

 

 

 
1
 简显鹏，〈空间与诗：试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空间体验〉，页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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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民歌之对比 

 

 

“五言诗作为一种形式，其孕育与生成，都源自汉乐府民歌”。1汉武帝设“乐

府”使地方民歌得以流布于朝廷，而五言诗便蕴藉其中。汉乐府的兴起牵引着文

人对它的重新审视及发展，从而使初成长的五言诗形式迅速扩展，并引起了文人

学习的兴趣，最终确立了这种新的诗歌形式。2由此可见，《十九首》的产生和汉

乐府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从〈生年不满百〉中可看到《十九首》对汉乐府的学习

与发展，诗开头四句“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便是对〈西门行〉诗句的直接化用。3在此基础上，《十九首》还以“王子乔”的

神仙意象来表达人生苦短应及时行乐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十九首》有别于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转向了“缘心而发”的抒情方式。4下文

将以《十九首》与汉乐府的意象和表现手法作对比，以探析《十九首》相对于汉

乐府有哪些改良与进步。 

 

 
1
 吴小平著，《中古五言诗研究》（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页 34。注：有关《十九首》

与汉乐府的密切关联，可参看此书中吴小平先生对五言诗的孕育、发展、兴起所作的详细说

明。 
2
 吴小平著，《中古五言诗研究》，页 65。 
3
 余冠英著，《乐府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页 28。〈西门行〉原文：“出西门，

步念之：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逮为乐！逮为乐！当及时。何能愁怫郁，当复待来兹？酿

美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

烛游？游行去去如云除，弊车羸马为自储。”  
4
 李颖轩，《〈古诗十九首〉美感解析》（湖南：中南大学硕士论文，2013），页 24。注：“缘心而

发”的说法来自此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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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民歌意象之对比——主体意识存在 

 

前文提及《十九首》中的思妇与游子是诗人有意选择用来体现“言己”需求

的结果，而汉乐府重叙事的本质则使诗人从现实中来，写现实中事。1日常生活中

的具体事件激发了汉乐府诗人的创作灵感来源2，表现了当时人们所普遍关心的

生存问题。由此，汉乐府反映的是物质生活；古诗反映的是精神生活。3诗人对生

活的关注反映了其主体意识的存在，只不过汉乐府是以叙事来抒情，《十九首》

则已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意象以抒情。 

汉乐府用叙事反映社会生活，故多以下层人民的生活为对象，其中就有思妇

和游子题材。游子思乡是汉乐府的重要题材之一，在战争频繁大批人士流落他乡

的情况下具有典型意义。由于它十分契合文人的仕宦生活4，所以深刻影响了后代

诗人的创作，而《十九首》中便是以思妇和游子作为主要抒情载体。由此，笔者

以二者中的思妇与游子题材，来探析其中主体意识的异同。 

首先，汉乐府表达的是社会生活现象，“‘事’是源头，是第一要素，主宰着

诗歌情感的抒发。”5诗人在叙事中夹杂着抒情，如《饮马长城窟行》：“远道不可

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着重通

过思妇与丈夫分离之“事”表现“思”的由来，再以“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承接远方客送鲤鱼之“事”表达了丈夫对妻子的挂念。诗人通过对这两件“事”

的细致描摹，以“事”抒情。由此，读者所能感受到的主人公的情感是源于这个

 
1
 吴小平著，《中古五言诗研究》，页 121。 
2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页 248。 
3
 吴小平著，《中古五言诗研究》，页 183。 
4
 吴小平著，《中古五言诗研究》，页 124。 
5
 李颖轩，《〈古诗十九首〉美感解析》，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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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发展动态以及作者在叙述中夹杂的抒情表达。1《艳歌行·翩翩堂前燕》则

以游子在异乡所遭他人误会之“事”，抒发了“远行不如归”的思乡之情。诗以

冬藏夏来的“堂前燕”对比“流宕他县”的游子，由此引出女主人帮忙修补游子

破损衣服却引来丈夫误会的叙述，而对此游子只能以“水清石自见”自白，表达

客于他乡的无奈与委屈。《东光》则以从征南方的游子对“仓梧多腐粟，无益诸

军粮”之“事”的叙述，抒发了因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使人民被迫离乡征战的哀

怨之情。 

乐府中对生活的关注与广泛生活题材的选择，如弃妇诗、思妇诗、游子诗等，

反映了诗人主体意识的存在，但诗人抒发的并不是自己内心的情感，而是眼前所

看到的“事”。如上文的《艳歌行》中诗人写丈夫看见自己的妻子为游子修补衣

物，而“斜柯西北眄”的叙述就像高明的摄影师，将流浪汉、女主人、丈夫三人

间的矛盾与尴尬记录了下来。2由此，诗人扮演的只是记录者的角色，他抒发的是

事件中的人物的情感，而不是自己的主观情感，但汉乐府诗并非不要抒情，只是

“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3 

相反地，《十九首》中的诗人则是有意识地选择意象以寄托自身情感。如从

〈孟冬寒气至〉中“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可以看出《十九首》对汉乐府的

学习，但是诗中思妇形象的构成却不同于汉乐府的直接叙事。诗以寒冬萧瑟的“孟

冬”“寒气”“北风”“夜长”“明月”等自然景物意象，组合出孤寂凄凉的思妇形

象，并刻画了其因为对游子的思念，而感到孤寂的内心感受，此处“人物内在心

 
1
 李颖轩，《〈古诗十九首〉美感解析》，页 25。 
2
 吴小如、王运熙等撰写，《汉魏六朝诗歌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 

页 100。 
3
 李保华，〈汉乐府诗与《古诗十九首》艺术特征的异同〉，《南都学坛》2007 年第 1 期， 

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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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及其外在表现完全是通过季节环境的气氛烘托出来的。”1此外，诗人有意选择

“书札”作为“远方客”所送的信物是因为“书札”本身就是传递信息的工具，

最适合寄托夫妻二人的相思。妻子贴身携带极度珍视书信的反应，则展现了她对

丈夫坚定不移的爱意。由此可见，诗人以“书札”之“象”寄托了相思之“意”。

〈客从远方来〉中也有类似的描写，诗人借“客”所送来的“绮”点出了远方丈

夫“故人心尚尔”的真心，而绮上象征夫妻会合同居的“双鸳鸯”，则使思妇更

肯定了丈夫对她的爱意与思念，使她有了“裁为合欢被”的举动。此处“合欢被”

是指把绮裁成表里两面合起来的被，具合欢之义，象征着夫妻同居的愿望。2于此，

“鸳鸯”与“合欢被”之意象的象征性，使诗人在其中寄寓了对夫妻团圆的向往。 

《十九首》的思妇之词虽是诗人的拟作，但反映的便是当时文人的内心所感，

是诗人“言己”的体现。于此，诗人有意识地组合意象以构成思妇与游子意象的

举动，展现出了《十九首》更具有诗人之“我”的主体意识，相较于汉乐府叙事

以抒情的社会生活“记录者”的角色，《十九首》提升了诗的抒情性与艺术成就。 

 

第二节 《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民歌表现手法之异同 

 

《十九首》虽有向汉乐府学习的地方，但经自身的改良与发展，其在创作艺

术上已与汉乐府有很大的不同，故这一节将分析二者表现手法的异同，以探析《十

九首》相较于汉乐府在表现手法上有了哪些进步与扩展。  

 

 
1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205。 
2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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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辞之美 

 

汉乐府至《十九首》的语言发展，是从口语到书面的逐渐雅化过程，而汉乐

府口语化的语言特征，在〈江南〉中有着最直观的体现，诗以鱼戏莲叶东、西、

南、北的日常口语，描绘了在美景中嬉闹的乐趣；〈孤儿行〉中“孤儿生”“不如

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等说明孤儿遭遇的语句，也是汉乐府语言口语化的证明。除

口语化的叙述外，汉乐府也将日常对话的语言形式纳入诗歌中，如〈东门行〉妻

子为阻止丈夫做坏事而劝告到“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餔糜烂”，可丈夫听

后却不为所动只回答她“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坚定了为非的

想法。诗中通过两人的对话，揭露了下层人民长期食不果腹的疾苦生活与在走投

无路的情况下决意做坏事的复杂心境。 

与汉乐府有着密切关系的《十九首》自然也学习了它浅显易懂的语言特点，

形成了“直而不野”的语言风格。比如“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

各在天一涯”这种自然质朴的语言，就像“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1这些语言

虽然质朴，但却是“不野”的意思便是指语言虽然不加雕饰，但却不粗俗，“反

而给人一种平淡自然之美。”2此外，《十九首》的语言在质朴中还有些含蓄节制，

如“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便是以织女终日没有成果的表现来表达她无可

抑制的哀伤。相较于乐府完全口语化的语言，《十九首》一定程度上走向了雅化

的书面语言，而其表现方式有：其一，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十九首》善用比

兴手法使诗人的情感得以“附物切情”，如〈冉冉孤生竹〉便运用了将思妇与丈

夫比作“孤生竹”“泰山阿”的比兴手法，奠定全篇妇人需要依靠丈夫来生活的

 
1
 [明]谢榛著，《四溟诗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卷 3，页 39。 
2
 徐若妍，〈浅析《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汉字文化》2021 年第 18 期，页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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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其二，用典。〈迢迢牵牛星〉便是全诗用典的成果，诗人以传说中牛郎织

女终日相隔两地不得相见的典故，来写人间的游子与思妇相思别离的现实生活。

此外，“晨风”“蟋蟀”“王子乔”“洛浦”“同袍”等也是诗人用典的表现，显示

了诗人对典故的掌握及驾驭语言的能力。1由此，比兴手法与典故的运用凝炼了诗

人的语言，形成了富有诗人情感的意象，并且使《十九首》的意象更为精炼，而

这一点将在下文作进一步论述。 

另一方面，《十九首》的语言形式也走向更为凝练的境界，故有“一字千金”

的赞誉。其从汉乐府“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的

数句一意，走向了“凛凛岁云暮，蝼蛄夕鸣悲”的一句一意。此外，叠词的大量

运用也使《十九首》的语言产生了音乐美。如“郁郁”“冉冉”“脉脉”“萧萧”

等叠词，本身就具有朗朗上口的音乐性与节奏感2，而音节的互相搭配与变化也产

生了音乐效果。 

 

二、意象之美 

 

汉乐府“重叙事”的抒情艺术使其多用“事象”来表达诗人情感，而《十九

首》在学习汉乐府以“事象”抒情的基础上，也有意识地将焦点转向对“物象”

的关注。同时，《十九首》语言的凝练也使得诗人能更精炼地将情感投射到意象

中，提升了《十九首》的意象成就。 

汉乐府对“事象”的运用，可从〈妇病行〉病妇托孤一事看出。病妇临终前

对丈夫说到记得要疼惜孩子，别让孩子受寒挨饿的嘱咐还有诗中对丈夫为了抚育

 
1
 吴小平著，《中古五言诗研究》，页 186。 
2
 吴小平著，《中古五言诗研究》，页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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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而到处奔波的描述，便是病妇将孩子托付给丈夫，这一“事象”的体现。〈东

门行〉中也有这种“事象”的表现，诗写男子因家中贫困，而不顾妻子劝阻想要

做非法的事。诗人以男子“出东门，不顾归”，回家而视家中空无一物的举动，

描述了他想要做坏事的原因，再加上男子与妻子间的对话，刻画了男子从犹豫不

决到坚定为非的这一“事象”。这两个例子所叙述的“事象”都是当时社会生活

的体现。  

在《十九首》中也可看见对“事象”的运用，如〈客从远方来〉便是对思妇

收到远方客所送来的故人之礼，这一“事象”进行了描绘。此外，《十九首》诗

人也开始转向将自身情感寄托在“物象”中，从而形成了多元的意象组合，并以

此建构出贯穿《十九首》整体思想情感的思妇与游子意象。如〈冉冉孤生竹〉运

用比兴手法，以植物意象组合——“孤生竹”“菟丝”“女萝”“蕙兰花”“含英”

“秋草萎”，利用植物本身蕴含的特性来寄托诗人之“意”。诗人以需要依附他物

生长的菟丝与女萝，来比喻思妇与丈夫新婚久别的无依无靠；用“含英”“秋草

萎”比喻思妇花样年华及岁月易逝，从而精炼地以意象组合建构出悲丈夫久而未

归的思妇形象。其中，具时间性的植物意象，展现了诗人感人生短暂的生命意识，

动物意象如“蝼蛄”等生命短促动物之“鸣叫”也是诗人对天地变化无穷而生命

有限的感伤与概叹。
1
这便是汉乐府中以“薤上露，何易晞”来表示生命意识的进

一步提升，相较而言《十九首》更积极地发展意象，扩大了意象的情感内涵。 

意象内涵的扩展还体现在空间意象上，如《十九首》通过对抽象音乐的描写

强化和渲染了空间感。〈今日良宴会〉以宴会的基础视觉形象，加上“弹筝奋逸

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其真”，弹琴和唱言等听觉形象营造出了

 
1
 卢珂，〈《古诗十九首》的感伤情怀及相关审美意象〉，《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 年

第 5 期，页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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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空间意象。这场宴会中“诗人关注的是宴会体验而非宴会本身。”1其中，

“新声”是当时民间流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歌曲2；“高言”则是指美好的德行

和理想3，而反映当时社会的民歌和曲中的“真意”正是引起诗人心中想要谋取功

名却不得，因此无奈痛苦的关键所在。 

《十九首》作为五言诗刚发展成熟的阶段，其改良了汉乐府以“事象”抒情

的方式，转而以“意象”寄托诗人的内心情感，由此构成诗中意象组合式的“形

象”。另一方面，《十九首》的意象技巧相较于汉乐府已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代

表了五言诗在意象创作上的阶段性成功。 

 

三、情感之美 

 

汉乐府取材于社会生活，集合各类生活题材的特点，使其有着不同的情感内

涵。其中就有不少抒发乡愁别绪的游子诗，而与之相对的，抒发相思离愁的思妇

诗则数量较少。由此，《十九首》虽和汉乐府在题材内容上有着相近的地方，但

二者在情感的表达上却有着深浅的不同。 

汉乐府的《悲歌行》便是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抒发了游子思念故乡的哀愁。诗

歌以直白的语言抒发了游子欲归不得的悲哀心情，主人公开头便说，用唱一首悲

歌当作哭泣，用遥望远方当作回到了家乡，只能“用想象来宽慰自己。”4这是因

为家中亲人与交通工具是他“思归，然归的条件”5，可他如今的家中已没有人，

可以渡河的船也没有了，所有回家的条件都不存在。心中因想回家而引起的苦闷

 
1
 简显鹏，〈空间与诗：试论《古诗十九首》中的空间体验〉，页 13。 
2
 马茂元著，《古诗十九首初探》，页 73。 
3
 叶嘉莹著，《汉魏六朝诗讲录》，页 84。 
4
 田歌，《汉乐府民歌与文人五言诗对比研究》（辽宁：辽宁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页 20。 
5
 曹旭撰，《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选评》，页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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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愁也因此浓烈得无法说出，就像肠中有车轮在转动，将主人公的愁思直接地抒

发了出来。 

《十九首》在表达思念之情时，则是通过将情思寄托于意象中展现，如〈凛

凛岁云暮〉中的思妇便以“凛凛”“云暮”“蝼蛄悲鸣”“凉风”等眼前寒冬萧瑟

之景，联想到远方的“游子无衣”。思妇在长期独宿中累积了思念，可最终只能

通过“梦”的方式与丈夫相见，在梦中追忆二人从前的美好，结果梦醒而良人依

然不在身边的现实，使其倍感哀伤，只能遥望远方以寄托相思。 

由此可见，汉乐府在情感的表达上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将心中的所思

所想直接地表达出来，《十九首》则将情感寄托于意象之中，更含蓄内敛地表达

了出来。 

总括而言，《十九首》——文辞之凝练，意象之精炼，情感之含蓄，于创作

艺术上较汉乐府有着更进一步的发展，其在学习汉乐府的基础上，与汉乐府同样

有着不加雕琢、质朴的“本色美”，但却又能就文辞、意象、情感精进技巧，展

现了比汉乐府更具深厚内涵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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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古诗十九首》意象之审美价值与古诗教学之运用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借助美的感性形象、情感感染和超越功利的特点，来

培养学生的美感和审美能力，并树立良好的审美价值观，从而完善心理结构与塑

造健全人格，达到使人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的。1古诗作为艺术作品自然也属于美

育的一环，而在古诗教学中，意象作为诗人主观之“意”与外界客观之“象”的

融合寄寓了丰富的情感内涵，使其内涵之“美”具有美育作用。由此，《十九首》

意象的审美价值也可在美育中为学生的人格发展带来帮助。下文将以意象的审美

教育价值切入，从而探析《十九首》的审美价值可如何作用于古诗教学中。 

 

第一节 意象于古诗教学之审美教育价值 

 

意象作为审美客体，其审美形象将引起审美主体——学生的审美经验，即主

体的自由感受，并以情感态度对客体的美做出判断2，从而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在古诗教学中，意象的审美价值对学生的审美经验培养有着重要的美育作用。 

首先，解读意象是学生掌握诗歌内涵的重要方法。意象作为诗人情感的主要

载体，是古诗的重要组成材料，学生只有走进意象的世界，才能掌握诗歌的深层

 
1
 黄卫星著，《审美价值观的传播与建构：当代美育中的对话与交往》（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页 5。 
2
 汪裕雄著，《审美意象学》，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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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蕴。当“象”与诗人之“意”自然融合后，便会产生超越作品内容的象外之“意”。

如李白《将进酒》借“酒”意象发出怀才不遇的感叹，并展现了其桀骜不羁的个

性，这便是诗歌的深层意蕴，故“意象是把握诗歌深层意蕴的基本点”。1这将使

学生感受到诗人积淀在意象中，独具自我个性的丰富意涵和人文精神，使学生通

过“感悟意象之意蕴美”2，寻找与诗人的情感共性。 

其次，意象是构筑意境的组成要素。意象的形象性有助于场景画面或艺术形

象的形成，使学生能够利用自身经验结合想象力，在脑海中重构意象。此时的意

象已不完全是诗人当初所创造的意象，而是融入了学生的审美趣味、人生经验、

情感态度，由“欣赏者与原作者心灵的对话”而成的意象。3但是，古诗鉴赏不能

只关注单个意象，而需其放在整体来看，使学生领略诗人主观情感与外界客观事

物融合而成的“意境”，如此才能完整把握诗歌的情感内涵，提升审美鉴赏能力。 

再者，意象使诗人的情感能够含蓄婉转地表达，有助于陶染学生的情绪，提

升内在涵养。古诗含蓄凝练的特点与中华民族传统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4，而意象

便是形成此特点的主要因素。意象是诗人根据主观审美经验及情感选择加工而成

的，因此只有结合“象”的特性进行解读才能体会诗人寄托其中的“意”。由此，

读者需要通过自身经验去感受诗中所蕴含高尚情感，从而摒弃自身的卑劣情欲，

继而重塑情感结构及人格特质。
5
 

最后，意象因其传承性，而蕴含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故能使学生认识意象

 
1
 王娟，〈意象在古诗教学中的作用〉，《语文学刊》2013 年第 15 期，页 116。 
2
 许丹，〈意象在古诗教学中的审美教育价值——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李白诗歌的解读为

例〉，《课程教材教学研究》(中教研究)2021 年第 1 期，页 16。 
3
 汪裕雄，《审美意象学》，页 11。 
4
 汤静，〈抓住意象教学古诗——以《春江花月夜》为例〉，《语文建设》2018 年第 21 期，页

22。 
5
  汪裕雄，《审美意象学》，页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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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型意义及传统内涵，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同时，也能作为鉴赏诗词的古典

知识储备，提升审美能力。 

古诗深厚的审美内涵是进行美育的最佳对象，而意象作为诗歌组成要素所具

有的审美性则非常适合作为美育的切入点，使学生达到完善自我人格的目的。 

 

第二节 《古诗十九首》意象之审美价值于古诗教学运用 

 

笔者考察 CNKI 中，大马与中国的古诗教学情况研究发现，大马的相关研究

成果只有三篇，集中讨论《十九首》教学的文章则更少见。其中，大马方面的研

究多以古诗教学的整体现况来谈；中国方面则已深入细节，围绕意象对古诗教学

的重要性来探讨。但是，两国的教学存在一些共同问题，如部分教师在教学时，

没有把握意象的文化内涵或是把意象肢解只作片面解释，忽略了“情感体验的教

学”。1此外，教师将自己作为讲授者，学生也惯性地单方面吸收老师所讲，而不

懂得自主体会诗中的美。笔者认为，这两点问题指向了快餐时代的功利性主义，

使古诗教学从原本的“美育”走向了应试教育，从而忽视了学生的审美体验，背

离了美育的初衷。由此，古诗的美育作用应当被重新重视。下文将结合上述研究

所得，来探析《十九首》意象的审美价值对古诗教学的美育作用。 

前文提及《十九首》有着质朴、不加雕琢、无华丽技巧修饰，但却蕴藏深厚

内涵的“本色美”，就如张戒所言《十九首》“咏物之工，卓然天成”。2笔者认为，

 
1
 徐贤松，《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华文古诗文教学现状调查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

论文，2022），页 29。 
2
 陈应鸾著，《岁寒堂诗话校笺》，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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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首》意象相对于精致的唐诗意象，为学生提供了另一种审美价值。笔者参

考，小学华文课本 KSSR（2016-2022）、国中华文课本 KSSM(2016-2020)、独中华

文课本——初中（2019-2021）、高中（2011-2014），发现《十九首》仅在国中课

本出现两首——中三〈迢迢牵牛星〉；中五〈行行重行行〉，独中课本出现一首—

—高一〈行行重行行〉。由此可见，相对唐诗而言《十九首》并不是主流教学对

象。笔者认为《十九首》虽不是主流审美，但它独特的“本色美”反而提供了别

样的美育价值。 

美育是蔡元培先生重要的教育观，其美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一样兼收并蓄。其

中，包含了“普通美”“特殊美”“优美”“壮美”“悲剧美”“滑稽美”等思想，

指导了他的美育实践进行。由此，美育不应只关注“崇高”、“优美”等审美追求，

从而忽略了古诗中“隐秘”的审美价值1，而是应该培养学生欣赏与接纳如《十九

首》的“本色美”一般不同和多元化的美。在生活中，人们其实较少接触《十九

首》的“本色美”，所以美育不应摒弃这类小众审美，反而应该深入开拓，引领

学生认识、体会、欣赏不同的美，以达到“兼容并包”的美育目的，从而提升学

生的审美水平与眼光，保持开放包容的审美心态。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中小学课纲中对《十九首》的收录情况，显示了《十九

首》的“本色美”对受众有着年龄要求。小学生因处于知识启蒙期，生活认识与

知识积累尚且不足，所以还不懂得欣赏《十九首》没有华丽语言修饰的朴素美，

但如〈迢迢牵牛星〉般有关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或许较容易引起他们对古诗的关

注。相对而言，具备自主思考能力且有一定生活经验的中学生，则更能领悟《十

九首》的“本色美”，因为这种美需要人生经验的帮助才可被体察。有些人虽没

 
1
 曹利月，〈在古诗教学中注重儿童的审美体验〉，《教育科研论坛》2009 年第 8 期，页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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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与诗中相似的经历，但《十九首》中相思别离的“本色”情感，却可沟通古人

与今人的内心所感，让学生感到古诗并不存在于遥远的时空，而是贴近自身的生

活。由此，中学阶段更可突显《十九首》的“本色美”价值，故下文将锁定中学

年龄阶段来谈“本色美”对学生所能起到的美育作用。 

其一，抒情主体意象的含蓄美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提升人格修

养。《十九首》抒情主体意象总体而言呈现了，“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含蓄

情感内蕴。由此，《十九首》诗人因移情作用1，而所外射在“物”中的情感是有

节制的，所以当学生欣赏作品时，这种情感也将被他们所感受。这是因为“欣赏

一首诗就是再造一首诗”2，学生对诗进行审美体验的过程，便是对诗人所描写的

形象的再创造，而学生也将由此产生属于读者的、自我的移情作用。“移情作用

不但由我及物，有时也由物及我”3，二者是双方面的，使学生能够将自身从诗中

之“物”所体验的含蓄情感，重新外射到自己所创造的“物”中（即学生再创造

的诗），从而与诗人发生情感共鸣，开展和诗人跨时空的对话。由此，《十九首》

含蓄温婉之美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情感内涵，教师也可就此引导学生以有

节制，不偏激的方式合理抒发情感，从而孕育学生良好的品德修养，使他们多关

怀周遭的人、事、物，共同建设和谐的社会。 

其二，时间意象的哲理美有益于引发学生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发觉生命意识，

达到完善自我价值的目的。现今社会的功利化和实用主义化，逐渐掩盖和弱化了

学生的生命意识，使不少学生出现了，如抑郁症、躁郁症、自杀倾向等的生命问

题。另一方面，青少年阶段容易陷入怀疑自我价值的迷茫期。他们容易对生命意

 
1
 朱光潜著，《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页 37。注：移情

作用是指“把在我的知觉或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去。”  
2
 朱光潜著，《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页 56。 
3
 朱光潜著，《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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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感到失落，从而失去了对生命的信仰与尊重，开始漠视生命。1由此，生命教育

对当今学生来说十分重要，而“美育是陶养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2，故

美育与生命教育可结合推行，使学生在审美体验中重新发掘生命意识。《十九首》

中表示人生短暂无常的时间意象，是以死亡意识教育展现了诗人对自我生命价值

反思的哲理美。通过审美体验，学生可从中体会到人类无法回避死亡的必然结果

及感受生命不得重来的真相，因为教师引导学生进行的审美体验，实际上就是引

导学生“通过审美直达生命的本源，体悟生命的存在感和价值感”。3以此让学生

意识到生命的宝贵，从而让他们更懂得珍惜生命，增进与发挥自我价值，善待世

上的每一条生命。 

其三，空间意象的形象美可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联想力，有利于创造力的培

养。《十九首》的空间意象以感官形象的“通感”效果，造就了鲜明生动的形象

美。在学生的审美体验中，用视觉形象、听觉形象、触觉形象调动他们的感官，

联系他们的感受，使学生结合生活经验与先前所累积的审美经验，发挥想象力来

重构，即“再创造”自感官刺激而生的“画面”，由此激发他们的想象力，使其

成为创造力的丰富养料。在课堂上，教师也可借小故事的方式讲述诗歌当时的社

会背景，引领学生走入当时的情境，丰富学生的想象材料。 

     综上所述，意象是古诗教学的重要切入点，并在美育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而《十九首》意象所展现的审美价值虽是不符合主流审美的“本色美”，但其独

特的含蓄美、哲理美、形象美却能以另一种角度作用于美育。于此，在课堂中教

师应起到充分的引导作用，注重学生的审美体验，如此才能使古诗教学发挥美育

 
1
 张剑，《生命教育视野下的高中古诗词教学研究》（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20），页 13。 
2
 唐斌、楼冰洁、王景宣，〈陶养生命的学校审美教育〉，《当代教育科学》2016 年第 19 期，页

27。 
3
 唐斌、楼冰洁、王景宣，〈陶养生命的学校审美教育〉，页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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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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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十九首》标志着中国诗歌正式走向“诗缘情”的发展。东汉末年，政治崩

坏，人的思想解放，使文人开始有意识地关注自身与周遭事物变化，为内心积压

已久的情感寻求出口，实现自觉抒情。由此，诗人开始有意识地选取“象”来寄

托情感。《十九首》中的抒情主体意象、时间意象、空间意象，便是在诗人的“有

意为之”下而生，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内涵与审美价值。 

诗人有意识地组合意象，从而建构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抒情主体意象，并透过

寄寓在意象中有节制的情感展现了“温柔敦厚”的含蓄美。于时间意象，诗人则

以具有生命力的动植物意象，通过蕴藏于“象”中旺盛的生命力与时间流逝两个

特征，引发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思考展现了哲理美。空间意象则是通过感官形象来

引发读者的联想，从而建构出富有想象性的形象美。 

于此，《十九首》较汉乐府而言其意象的审美价值，体现在文辞之美、意象

之美、情感之美三方面。《十九首》学习了汉乐府质朴的口语，却在其基础上更

进一步提升了语言的凝炼度。此外，诗人还将目光集中在“物象”上，使情感得

以更为精炼地寄托于“物象”中。诗歌中所抒发的情感之含蓄也与汉乐府的直抒

胸臆有了情感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据此，《十九首》学习了汉乐府不加修饰的“本

色”，可其却在技巧上更为精进地展现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本色美”。 

由此可见，《十九首》的意象具有着一定的审美价值，并且还可以将它运用

到古诗教学中，以发挥美育的作用。在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生针对含蓄美、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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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美、形象美的审美价值来进行审美体验，从而提升及改变学生的内在品德修养，

并以此来建构学生健全的人格发展。较为可惜的是本文未能实地考察或与有经验

的相关人士联系，以取得《十九首》教学实践的相关资料，所以无法切实探究《十

九首》意象的审美价值对于古诗教学的美育作用和可能产生的相关问题。笔者认

为这点不足是本文日后可以扩展及补充的地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会应该给予《十九首》之“本色美”这种多元化的美

一定的包容与关注，使这类小众审美不被遗忘，同时可以让它尽自己所能地发挥

价值，并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由此，便需要社会的推广以吸引更多人想要了解

的兴趣。笔者对此的建议是可将《十九首》某些具有音律特点的作品融入音乐，

把它制作成音乐作品，并配合歌唱的方式来推广，以这类通俗的方式引起人们的

兴趣，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引导人们发现它的“本色美”，让如《十九首》

这类的“本色诗”能够走入人们的生活中，并发挥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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