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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论李煜和李清照词的亡国书写 

学生姓名：罗佩妮 

指导老师：林良娥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李煜和李清照词在词的发展史内都占有重要地位。二李虽生于不同的时代，但其人

生境遇却有相似之处。李煜原为一国之君，却沦落成阶下囚；李清照原为大家闺秀，却沦

落成孤苦无依的妇人。二李的一生同样饱受磨难，又因为这种磨难才能写出这种深入人心

的作品。李煜被虏与李清照家破国亡的经历成为了二李词作走向巅峰的转折点，因此本论

文将会以二李亡国后的词作为主，分析与比较二李亡国后词作中的意象、情感内涵以及书

写方式，从而了解沈谦所说的“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即是当行本色”的说法依据。 

 论文第一章将会介绍研究背景、研究动机与目的、前人研究回顾、研究方法以及研

究难题。接着将会整理历代学者对二李词的研究，研究方法以及在处理这个课题时遇到的

难题。第二章将以二李词中的亡国意象如“梦”、“花”以及“水”来切入探讨，以便窥

探二李是如何将亡国的伤痛寄托在事物上。了解了二李词中的亡国意象后，第三章将会对

比与分析二李亡国词的情感意蕴。经过分析可以看到二李在词中抒发的情感是存在差异的，

如李煜的情感是悔恨与无奈；而李清照是悲怨与孤寂的。第四章将会探讨二李亡国词的书

写方式，李煜抒发亡国的悲痛都是直抒胸臆的；反之李清照则是婉转悠长的。虽然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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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方式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以致的，那便是情真。在他们的词作中不作无病呻吟，不雕

琢，以最自然的方式，将愁绪宣泄出来，一字一句都流淌着血和泪。因此称之为“当行本

色”并不为过。 

 

【关键词】李煜、李清照、亡国书写、意象、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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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四年的中文系生涯说长也不长，说短也不短，让我唯一感到遗憾的便是那长达两年的疫情。

作为一个中文系学生，“读中文系，以后你要做什么工作呢？”、“你读中文系以后是要做老师

吗？”，这些问题听的已经长出茧子了。回忆起刚从中学毕业的我，前途渺茫，看着身边的人逐

步有了明确的志向，我就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不已。在报读拉曼大学时，看着那厚厚一叠的科系

列表无从下手。在我迷茫之际，我的哥哥不经意的一句话“不如去读中文系？”，也就是这句话

开启了我这四年的中文系生涯。 

 在这四年的大学生涯中，自然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才能让我从懵懵懂懂走到了现在。首

先我最想要感谢的是我的毕业论文导师，林良娥老师。在这四年的中文系，我也逐渐找到了自己

感兴趣的领域——诗词曲。因此，在选择毕业论文课题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宋词”。在

写作毕业论文时候，林良娥老师也为我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如在为毕业论文研究方向迷茫的时

候，她给予了研究方面的建议；又或者是在面对庞大数量的参考资料无从下手的时候，她给与了

我资料选用的建议。在林良娥老师的帮助下，我才能顺利地完成这份毕业论文。 

 其次我也必须要感谢在大学认识的朋友们。首先我要先感谢我在先修班结识的朋友，洪昭

芬、吴雪恩、袁一由以及郑艾珍。这四年的大学生涯少不了他们的陪伴。他们作为我初入大学的

伙伴，又是成了我在升上本科后的前辈。在我写作毕业论文之际，愿意为我解答困惑，也积极地

把经验授予我。另外，我也要感谢我在升上本科后的同伴，刘韵诗、蔡欣盈以及黄洺舴。在他们

的陪伴与帮助下，我才能在这三年的学涯中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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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自然要感谢我的家人，感谢他们这四年来对我的支持，能够让我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

道路。当我在学习的路途中遇到挫折，他们都能成为我的避风港。由此，不管在精神上还是物质

上，他们都能够默默的给予我支持以及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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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词属于韵文的一种，而韵文指的是有韵律的“音节文字”。诗词都可归为韵文体裁，

但两者在情感的抒发以及深度方面却有着差别。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到“词之为体，

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言尽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词相

对诗而言，其意境体现的更为狭窄，反之诗所涵盖的更为宽广、辽阔，但词所言之事更为

细腻，语言用字也柔婉，韵味更深长。这也体现了词中所抒发的情感层次更生动感人，就

如杨海明所撰写的《唐宋词史》中所述词主要以抒发情感的“深度”来发展，因此他才能

把埋藏在人类心理最深处的某些情感内容，以细腻的意境将其宣泄出来，因此它感人的艺

术魅力才能愈发深厚。2词所表现的是阴柔含蓄的，而诗则是阳刚豪放的。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宋词的发展主要从晚唐五代时期开始，然而兴起的因素主要是当时社会景气与经济有

关。隋朝经济发达，城市繁荣，胡夷里巷之乐盛起，文人开始结合燕乐，创作出一种新的

韵文形式——词。3由此可见，文体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当时兴盛的社会风气更

是为其提供了更多创作灵感，从而推进了词的发展。根据袁行沛《中国文学史》中所述，

晚唐五代时期，词盛行于当时的西蜀和南唐。其中记载道“前蜀王衍、后蜀孟昶，皆溺于

 
1 王国维，《人间词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页 24。 
2 杨海明著，《唐宋词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页 6。 
3 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北京：中国书店，2003），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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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君臣纵情游乐，词曲艳发，故词坛兴盛也早于南唐。”
4
西蜀主要词派为花间词派，

后蜀赵崇祚编成了《花间集》收录了 18 位词人，其中包括温庭筠、皇浦松、韦庄等词人，

其中主要抒写妇女以及男女相思离别，也被称为“西蜀词派”。而南唐主要词派为南唐词

派，其中重要作家有冯延巳、李璟和李煜。其中李煜对词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王国维

评价到“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巨深”5。 

    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号钟山居士、中锋影者、白莲居士等，嗣主李璟第六子，

也是南唐的末代皇帝。据《江南别录》中提到“后主独以典籍自娱，未尝干预时政”6，

体现了李煜虽生于帝王家，但相对国家政治而言他更擅长于书画乐理，有着强烈的书生气

息。建隆二年（961 年），李煜登基为王，但因“奢侈耽声色，不卹民困，卒以亡国” 7。

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被宋太宗赐死，享年四十二岁。南唐的灭亡也就是李煜词走向巅

峰的一个转折点。 

    与李煜有着相识背景的宋代词人即是人人皆知的李清照。靖康二年（1127 年）靖康

之变的发生，金人南侵，虏获宋微宗、钦宗父子，最终北宋朝廷走向灭亡。后来宋朝南迁，

驻于南京，改元建炎。由于时代背景的影响，词的风格又再一次进行了转变。李清照，自

号易安居士，李格非之女。据陈祖美《李清照评传》中所述，李清照的父母皆为博学多才

的文人，同时父母的开明，允许身为女子的李清照进入书房，而不是将其关进闺房之中。

8由此，自幼耳濡目染自的她“少有诗名，文章落纸，人争传之。”9后来十八岁嫁给了太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482。 
5 王国维，《人间词话》，页 5。 
6 陈鹏年撰，〈江南别录〉，《全宋笔记·第一编 四》，（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页 206。 
7 夏承焘，〈南唐二主年谱〉，《夏承焘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页 75。 
8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页 43。 
9 [宋] 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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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赵明城。但好景不长，在出嫁第二年，父亲因被诬陷为元祐党籍被罢职。后赵家被诬

陷，赵明诚失去官职，因此与赵明诚屏居青州。10不久，金人包围汴京。京城失陷，赵明

城因母亲逝世南下金陵奔丧，李清照携“十五车”随即南下。11建炎三年，赵成明因“缒

城宵遁”之事被罢官。同年，赵明城不幸“冒暑感疾，终告不起”12。由此可见，李清照

经历了国破家亡，同时失去国家，丈夫和家人的经历令他痛苦不堪。李清照后期的词作诉

说的都是他的亡国之痛与颠沛流离的孤独生活。她作为一位女性词人，更是以女性独有的

细腻真切地展现出了在女性的视角下，经历国破家亡的痛苦。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李煜与李清照在中国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沈谦在《填词杂说》中提到“男中

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即是当行本色”13，“本色”即可理解为本来的面貌，或者是原有

的性质，因此二者并称“二李”14。李煜与李清照虽所生的时代不同，但其同为身处乱世，

而作词成为了他们抒发内心悲愤的渠道之一。两人在生活上都同样经历了极大的转变。李

煜原是南唐末代皇帝，但却沦落到成为俘虏；李清照原为大家闺秀，本该与丈夫过着幸福

生活，但最终却国破家亡，过着颠沛流离的孤苦生活。这种大起大落的生活磨难更是让他

们的词作到达了不可超越的境界。就如王国维对李煜评价到“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

 
10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页 60。 
11 陈祖美，《李清照评传》，页 78。 
12 黄文吉，《宋南渡词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页 129。 
13 [清]沈谦，《填词杂说》, “二李当行本色”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6），页 631。 
14   [清]沈谦，《填词杂说》, “二李当行本色”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页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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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手，是后主为人君子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之处”
15
。由于李煜生于深宫之中，所接

触的世事并不多，因此他的内心与表达更为天然和纯粹，从而为他的词作增加了一种“真”

的美感。 

    况周颐《蕙风词语》有云“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作必佳，且亦脱稿。”16两

位词人在词中所写都同为亲生经历，不无病呻吟。李煜对自己的亡国之痛与过往的怀念以

不做作、不修饰的方式写进了词作中；李清照将痛失家人，丈夫，国家后被迫漂泊孤零的

生活，痛快淋漓地宣泄在词作中。这也对应了王国维所说的“真所谓以血书者也”17，字

句中都透露着真情与血泪。词作中无法超越的真情，结合他不同于常人的悲惨遭遇以及过

人的文笔，为他的词作增贴了真实与美感，句句打动人心。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18，亡国的经历成就了他们词作，但两者

即在时代、身份、性别、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有所不同，那么在这种不同的因素影响下，两

者在亡国的情感书写上又会出现怎么样的异同呢？故，本论文将会以两位词人的后期词，

分析二者对于亡国书写的异同。 

  

 
15 王国维，《人间词话》，页 5。 
16 王幼安校，《蕙风词话人间词话》，（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页 6。 
17 王国维，《人间词话》，页 6。 
18 赵翼撰、曹光甫校点，《赵翼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页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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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历代以来，对于词中二李的研究比比皆是。本论文将会先将前人对词中二李的研究进

行一个回顾与整合。首先，这里将会先以 CNKI 中国知网为资料库，收集以及归纳前人对

二李的研究，其中的期刊论文可以将其分成几方面的研究。其一、比较二李在词作中的情

感抒发。这一类研究占比利最多，其中最多的是比较两者词中对于“愁”的书写。例如高

秋兰和马金龙《文章千古事 愁思各不同——李煜<虞美人>与李清照<声声慢>中的“愁情”

异同比较》、施建立《李煜、李清照写“愁”之异同——<虞美人>、<声声慢>文本的比较

阅读》、李明《李煜和李清照愁情词的比较》、同样都讨论了二李所“愁”之别，以及二

者对于愁绪的表现手法，但高秋兰，马金龙和李明谈到了其差异之成因。林国莉《深广、

凄绝两由之———从《虞美人》和《武陵春》看李煜和李清照的愁》与前者不同的是以

《虞美人》和《武陵春》作对比，虽其中同样也是在讨论二者“愁”之别但是却从两首词

的艺术风貌，人性和审美的角度去深入分析。仲瑞红《李煜李清照“愁”词探析》其中将

二李词中之“愁”分成三个程度的愁，即轻愁，悲愁和愁恨、赵戎《一条缠绵藤 两朵凄

婉花———试论李煜、李清照词中愁绪的消解因素》中提出李煜以“梦”消愁而李清照以

“酒”消愁一说，而其中的因素主要是二者的性格，思想文化以及人生遭遇形成不同、谢

皓烨《论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作中悲剧体验的差异》提出了李煜悲愁是把人放在永恒宇宙

的对立面时而经历的悲惨命运，从而感到感慨，反之李清照所展现是对未来的焦虑，透过

天气描写和社会来反映乱世的现实状态、董武《异代同抒 异曲同工——李煌、李清照词

中之“愁”比较谈》表示人生悲剧是“愁”的土壤，而这种悲剧让他们从个感伤个人境遇

中挣脱出来，把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命运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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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比较二李书写方面的差异，其中包括意象、艺术手法与词风。在意象的研究方

面有密士力《李煜和李清照词的意象表达策略比较》、密士力《李煜和李清照词意象比

较》。前者分别以两者意象的时空处理方式以及意象表达策略成因的角度论述之，后者认

为二者在意象上的转变是可以以分期方式来看，二者前后期的意象特色大有不同的。刘晓

珍《“流水落花”二李词》以二李词中“落花流水”之意象切入，探讨二者的词作方式、

寄托之物以及因素。在词风与艺术手法方面的研究有孙鑫《李煜与李清照词之异同比较—

—以<虞美人>和<声声慢>为例》、邓江涛《婉约派的双子星座——李煜与李清照词之比

较》、于冰洁《李煜与李清照词艺术特色对比研究》等等都谈到了二者都是以白描以及修

辞的创作手法，但在杨琳琳的《婉约词中的“双子星”——浅析李清照词与李煜词在创作

手法上的异曲同工之妙》中却多提出了“赋法”的创作手法。王强力《从“当行本色”反

思李煜与李清照词》中以缪钺先生的四端：“其文小”、“其质轻”、“其经狭”和“其

境隐”验证“当行本色”一说，并且以词体、词的题材、词之做法的角度对比二李词。其

他的比如说于鹏《李煜和李清照追求思想自由的对比》以二者追求思想自由的角度来解释

词中的真情流露、付湘虹《论李煜和李清照后期词作视角维度的差异性》中提出了二者在

物象呈现的厚度，意象渲染的色彩和意境铺展的广度三个层面的差异以及其成因。 

    本论文将会专注与词中二李的亡国情感书写。根据前人研究的收集，有关亡国书写研

究的有宋颖君《李煜与李清照亡国失家后的梦》、曾萍萍《国破诗幸 家亡词工——李煜

与李清照的人生与词》。宋颖君学者提出了李煜与李清照作品中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

会借“梦”的意象来表露出经历了亡国失家后，对于故国和往事的眷恋与怀念。曾萍萍学

者则是探讨了李煜和李清照的悲惨的人生与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之间的关系，她认为就是

因为这些不幸的遭遇，成就了他们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如果生活顺风顺水，文学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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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中之帝”和“婉约之宗”可能就不复存在了。高燕《自由吟唱：李煜和李清照“故国

之哀”词作比较》认为二者因为有共同自由思想，因此在创作上才能坦然直率地将情感宣

泄出来。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以文本研究法和分析比较法。根据《文学批评导引》中所述，

文本的意义是内在固有的，因此语义分析是文本批评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极力研究文学

语言意义的多重性，透过对文本意义的阐释，揭示其丰富的内在意义。19批评者必须对诗

歌的中心词的内涵和意义相当敏感，比如要理解其中含混和反讽之意，同时了解词中的神

话、历史和典故。20本论文研究方向主要是以词中二李后期词作为主。历代以来各代学者

都有为两位词人的词集作校注和注释。由此，本论文将会以中华书局出版王仲闻的《南唐

二主词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杨敏如《南唐二主词新释辑

评》，叶祖美《李清照词新释辑评》，高兰与孟祥鲁《李后主评传》，陈祖美《李清照评

传》以及唐圭璋《词话丛编》为主要文本。历代学者对词作的研究，得以辅助理解作品中

一些复杂的词语，从中理解作者所言之意，探讨二李对于亡国的抒情书写的异同。 

    其次，本论文也将使用了对比分析法。在刘锋杰主编的《文学批评学教程》中所述，

其研究方法称为“比较文学”，而本论文属于平行研究。文中解释到，平行研究就是将

 
19 王先霖，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76。 
20 王先霖，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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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类似”但没有直接联系的两个民族文学或两者不同民族的国家，研究其异同，

并导出有益的结论。21如果以人物为重点的平行研究来看，主要从其身份、社会地位、性

格、情感、心理等角度切入对比。22顺推，如果放在诗词文体上，即可从词的意象、语言、

情感、词牌等等来作对比。本论文主要对比二李在后期词作中对于亡国的抒情书写有何异

同。因此，笔者将会以李煜和李清照的生平背景进行对比，另外就是从李煜和李清照后期

词中的意象，语言，情感来切入分析，探讨两位词人如何去抒发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以及

经历了国破家亡后的悲痛之感。 

 

第五节 研究难题 

 

    在研究二李的词作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两者在文学史上名声较大，历代以来对

两位词人的研究不计其数。因此，在决定以二李作为研究对象时，在寻找研究的角度上会

将会受到非常大的局限。前人对二李的词作研究，比如意象和情感等都已经有足够的讨论，

所以在这方面的研究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口。因此在寻找研究的切入角度前，将会先将前人

对二者的研究先做一个大概的划分，从中找出可以补充或者有不同角度的见解。除此之外，

二者的资料数量甚多，因此资料的筛选和取舍都要非常谨慎。 

  

 
21 刘锋杰，《文学批评学教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页 292。 
22 刘锋杰，《文学批评学教程》，页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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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李煜和李清照词中亡国意象书写之对比 

 

 

         意象是诗词创作中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刘勰《文心雕龙》中对意象的解释为“神

与物游”精神与物体相结合，透过耳目与语言将事物描绘出来。23王国维《人间词话》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24”词人可以借助意象来

抒发更深层的情感，与读者产生共鸣，从而达到深入人心的效果。李煜与李清照同样经历

了家破人亡之苦，在词作中也借用了各种意象来宣泄他们的悲痛。二者在亡国后的词作中

同样使用了梦、花以及水的意象来抒发他们得愁绪。本章将对比两者对上述意象得运用以

及探讨其异同。 

 

第一节 梦的意象 

 

 “梦”在宋词中的使用较为普遍，如苏轼的《赤壁怀古》又或者是陆游的《夜游官》

都运用了“梦”来述说自己的意志。“梦”是虚构且不真实的，作者借助“梦”的意象带

出他的心理活动，对美好的期盼与幻想，借此构建一个符合内心的精神世界。当时政局动

荡不安，战争连绵不断，人民安居乐业的生活自然只能存在幻想之中。对于同时经历过太

平盛世和家破人亡两种极端的二李来说，前期的安定生活自然就成为了他们不堪回首的

 
23 刘勰著，孔祥丽、李金秋、何颖注释，《文心雕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页 175。 
24 王国维著，《人间词话》，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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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因此在他们的词作中， “梦”的意象对于他们在抒发亡国的情感来说是必不可

少的。亡国的悲痛让“梦”成为了他们唯一的精神寄托。 

         李清照《渔家傲·记梦》就以“梦”为主题，借仙境的情景抒发渴望自由之身的情

感。夏承焘认为这一种对于李清照来说是现实中不可能完成的愿望，因此只能寄托在梦中

的虚无飘渺，借此寻出一条生路。25 李清照写道“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

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九万里风

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26 ” 此词作于建炎四年庚戌，当时的李清照正在经

历着到处奔波流离的生活，这首词所写的就是她在航程中的生活。27首句主要写景，营造

出仙境的景象。词人运用了“仿佛”和“梦魂”字，将这种虚无缥缈的感觉体现的淋漓尽

致，分不清现实与梦境。当遇到了殷勤的“天帝”，与其对话，面对突如其来的温柔与关

心，词人忍不住向他倾诉自己的悲惨遭遇以及自己的期盼。“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

惊人句”词人借屈原《离骚》中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欲少留此灵

琐兮，日忽忽其将书”， “路长”“日暮”二字带出词人自己坎坷的一生，结合后句

“学诗谩有惊人句”表示自己空有一身才华却无施展之所。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

蓬舟吹取三山去。”词人将自己的夙愿寄托在一缕清风之上，祈求风将她吹往自由自在的

三神山。这是一首较为特别的梦词，周笃文评价这首词与李清照以往的词作风格不同，拥

有粗犷的笔触以及奇谲的想象。整体的构思层次鲜明，以分片的角度看则达到了“跨片之

格”，错综其娇而不呆板的美感。28从整首词来看，李清照以 “梦” 的方式来抒发她颠

 
25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页 70-71。 
26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 127。 
27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 128。 
28 周笃文，<雄桀、恢奇、闪光的梦境——李清照《渔家傲》小析>，《唐宋词鉴赏集》（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83），页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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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流离的生活，从而感叹身世的悲苦。《蝶恋花》“独抱浓愁无好梦”，《诉哀情》“酒

醒熏破春睡，梦断不成归”中都展现出了词人对梦境的向往，渴望沉醉在那梦中，从而得

到占时的解脱。 

        李煜在词作中大多都是以对故国的眷恋以及悔恨的情感，“梦”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

折磨。以《望江南》其一作为例子“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

如龙，花月正春风。
29
”词人心中无法衡量的悲恨来源于昨夜的梦，“还似”带起梦中旧

时的游乐盛况，绵绵不绝，而这种美好反而带来了数不清的痛苦与愁恨。往昔的繁华鼎盛

只留在了梦境里，从而衬托出现实的凄惨。《望江梅》二首首句都以“闲梦远”作为开端，

引出往昔江南春秋季节的美好。“闲”字带出了一种无奈感，“远”字则反映了往昔的江

南再无重逢。30仅仅三个字即流露出词人对现实的无奈，以及看清了现实的残酷。这一点

在《子夜歌》中更为明显，“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

垂。 高楼谁与上，长记秋睛望。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31” 唐圭璋评价到“上言梦

似真，下言真似梦也”32，词中运用到了两个“梦”，前者表示只能透过梦境才看到往昔

的故国，那是多么的真实，醒来后对其恋恋不舍，无法释怀。后者则表示不愿再梦回往事

了，梦醒皆为空，多希望这也是一场梦，这对词人是个多么残酷的现实。悔恨让他认识到

了世事变化万千，悟出了世事皆为“空无”。33如《浪淘沙》中写的“梦里不知身是客，

一响贪欢。34”只有在梦境中词人才能拥有这“一响”的欢乐。 

 
29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 24。 
30杨敏如编著，《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页 96。 
31 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页 17。 
32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页 48。 
33 张娟，<浅析李煜的梦词>，《剑南文学》2011 年第 4 期，页 48。 
34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页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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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作对比，二李在词作中所运用的“梦”同样都是美好的幻想，往昔的故国、自

由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已成了不堪回首的“梦”。但是在面对“梦”的心境上却是恰恰相

反的。李清照的“梦”是她唯一能得到释放的办法，也是她逃避现实唯一的去处，相反的

李煜虽然在梦境中也得到了一时的“贪欢”，但活在现实中的他认为这种短暂的快乐只会

让生活更加的痛苦，徒增伤悲。 

 

第二节 花的意象 

 

         花虽美，但其生命周期却是短暂的，如二李的前期的生活一般，原是那么的美好，

却又那么的短暂。宋词中花的意象非常普遍，所谓创作来源于生活，那么这种现象自然与

当时的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根据《探析宋词花意象与宋代社会之渊源》中所述，宋人喜

爱饮酒赏花，再加上当时社会较为稳定繁荣，人们都过着较为悠闲的生活，因此就需要精

神上的满足。由此在当时园林大肆兴建，文人骚客借景抒情，所以就有了众多咏花词的出

现。35由此可见，赏花已成宋代文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对“花”的描写却各有

不同。 

        在李清照前期的词作中大多引用了“梅花”的意象。张彩霞与宋世勇《论李清照词花

意象》中就详细的列出了李清照此作中花意象的统计，梅花在 35 首花词中就占了 11 首之

多。36由此可见，梅花对李清照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前期的作品中 ，“梅花”作为主

 
35 高涵博，<探析宋词花意象与宋代社会之渊源>,《文学教育(上)》2010 年第 1 期，页 111。 
36 张彩霞、宋世勇，<论李清照词花意象>,《惠州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22 卷，页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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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词都是在述说闺情，但在后期的词作中，“梅花”的意象又有了转变。《清平乐》这

首词可以非常好的解释这一点。词中写道“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尽梅花无好意，赢

得满衣清泪。今年海角天涯，萧萧两鬓生华。看取晚来风势，故应难看梅花。37”这首词

创作于李清照晚年时期，整部作品可以看到三个时期李清照赏梅时心情上的变化。词人以

梅花作为主题，先是讲述了少女时期赏花时的陶醉，后中年时期经历的家破人亡，以致

“梅花”令她触景生情，怅然若失。如今颠沛流离了半辈子，年华已逝，看着当时候南宋

的形势恶劣，应该也无心赏玩。由此可见，往昔与今昔赏梅时的心情作出了强烈的对比，

层层渐进地讲述人生的哀怨。平慧善也评价道李清照将对家国的担忧与梅花联系在一起，

将词作的境界提高到更高的境界。38 

        相对于李煜在词作中使用更多的是春花。春天是个百花齐放的季节，世间万物苏醒充

满生机。在李煜亡国前的词作中，使用的花的意象到多指的是在朝廷中的男女之情，仍然

保留花间词的词风。但李煜在亡国后的词作中，“花”已经走向凋零，而其中寄托的更多

的是悔恨之情。比如说《相见欢》中写道“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林子里的红艳的花

已经凋谢，“太匆匆”三个字就将这种美好易逝的残酷揭露出来，再加上  “朝来”、

“晚来”风雨的摧残， “无奈”之情涌上心头，而这种意识到自己的无力感而产生的恨

就如水一般无止境地向东流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春花秋

月”对人们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事物，但对于李煜来说却恰恰相反，这只会让他想起那徒添

伤悲地往事。后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此处的“又”即对应了前

面的“何时了”，这种永不终止的哀愁就如“春水”一般滔滔不绝的向东流。 

 
37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 126。 
38平慧善，《李清照诗文词选译》（四川：巴蜀书社，1990），页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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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水的意象 

 

         李煜和李清照在亡国后在词作中多使用了水的意象来抒发哀愁之情。此节所要探讨

的“水”指的是李煜词中的 “流水”以及李清照词中的 “舟”和“雨”的意象。“水”

经常给人一种绵绵不断的观感，正如二李经历了家破国亡后的忧愁，如白居易《长恨歌》

中所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此小节将探讨二李在词作中如何以“水”

来抒发他们心中的愁绪。 

         李煜在亡国后，将心中滔滔不绝的愁绪寄托到了“流水”或 “东水”之上。比如说

《乌夜啼》“世事漫如流水” 和《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两首同样都

是运用到了“流水”，但。《乌夜啼》中词人似乎已经看清了这世事无常的真理，却又并

未完全清醒。反之《浪淘沙》中“流水 ”、“落花”，“春去”，甚至人也将去。39由此

可见这种残酷的现实让他不得不接受了亡国的事实，可谓“肝肠断绝，遗恨千古”。40

《相见欢》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和《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都共同使用到了“东流”的意象，所谓“东流”意指不可复返的事物，而李煜的愁

恨就如这春水一般无止境地向东流去，从而表达出他心中滔滔不绝的哀愁。相对李清照词

作中运用到“水”的意象如《渔家傲》中的“千帆”以及《武陵春》的“双溪”和“舴艋

舟”，以上的意象并不是“水”，而是以水而生“舟”。如果说李煜的愁绪如流水般滔滔

不绝，那么李清照心中的愁绪已经凝聚成了一艘船，把这种家破人亡的哀愁推上了更高的

境界。李清照将自己的愁绪寄托在“轻舟”上，将愁绪实体化，才写出了“载不动、许多

 
39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页 52。 
40 唐圭璋，《唐宋词简释》，页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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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这样生动人心之作。正如沈祖棻所说的“李煜将愁变成水，秦观将愁变成随水而流的

东西，而李清照又进一步把愁搬上了船”。41 

         在李清照的词作中除了“舟”可以表达他心中的哀愁以外，还有一点与“水”有关

的那便是“雨”。相对李煜词中的“雨”而言，李清照所言的“雨”的意涵更为丰富。在

李煜词中有运用到“雨”意象的词作如《乌夜啼》“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声”、《浪

淘沙》“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乌夜啼》中“雨”的作用主要在意境的烘托。李煜

亡国后沦为囚徒的生活，这种不见天日的囚居，只能听见外面风雨飒飒的声音。相对《浪

淘沙》而言略微不同的是它虽写景，却又不仅仅在写景，而是梦醒后惆怅难眠的心情。

《相见欢》中“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中的“寒雨”则是来表示对这种这种命运般的摧残

无能为力的无奈。了解了李煜词中的“雨”再来看李清照词中的“雨”。李清照《永遇乐》

“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次第岂无风雨”中的“风雨”与李煜《相见欢》中的“寒雨”有

着相似之处，皆用作比喻摧残平静生活的灾难。在《浅析李清照词作中的雨意象》中提到

了李清照在南渡后的词作中，因为南北生活的差异，便将这种凄苦之情寄托在“雨”上。

42这一点可以从《添字丑奴儿》“伤心枕上三更雨”中看到。这首词写于李清照刚到江南

不久之作，初来乍到所以对雨打芭蕉叶上的声音感到陌生。43枕头上的人听着夜雨敲打在

芭蕉叶上，就如敲打在“愁损北人”的心上，似乎在时刻提醒着她故国已不复存在，令人

辗转难眠。 

 
41 沈祖棻，《宋词赏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页 146。 
42 罗雪莲，<浅析李清照词作中的雨意象>，《青年文学家》2022 年第一期，页 218。 
43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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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意象主要作用就是将一些抽象的事物如情感或思想形象化，为读者提供联想空间。在

经历了亡国后的二李，心中的痛苦并不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因此为宣泄这种混乱的愁

绪，只能将它寄托在某一件事物上。经过分析发现，“梦”，“花”与“水”这三个意象

与前期寄托的情感有着明显的转变。其中，“梦”和“花”最为明显。比如说李煜前期的

花都是繁华富贵的象征，而后期花却变成了美好已逝的象征。又或者是“梦”本事积极的

意象，但亡国后却变成了逃避现实的唯一去处。“水”本是愁的象征，亡国之愁恨与这水

流一般绵绵不断，无影无形、无止无终。但李清照却能够从中创新，将愁绪搬上了“轻

舟”，让着本无形的愁恨有了形状与重量，感人至深。另外，从对比上来看，不难看出李

清照对于事物的描写与勾勒会比李煜来的细腻，比如说对于“花”的意象，由“花”一层

一层得去铺叙，由外到内，由浅至深的带出内心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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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李煜和李清照词中亡国情感之对比 

 

 

         李煜和李清照亡国后的词述可谓是 “亡国之音”。词中文字承载着他们那“舴艋舟”

也载不动的哀愁以及流水般涛涛不绝的忧愁。虽两者的词作的情感皆为伤春悲秋，但在社

会身份与地位的影响下，对亡国的情感还是有略微的区别。李煜作为一国之君，而李清照

只是束缚于封闭礼教下的女性。亡国后李煜被虏成为阶下囚；李清照则是成为无家可归的

妇女。这样一对比，两者在词作中抒发的情感与思想都受到了这些经历的影响，并产生了

差异。因此，本章节将从其词作中分析与对比两者在词作中对亡国的情感，并探讨其异同。 

 

第一节 悔恨与悲怨 

 

         李煜作为一国之君，曾享尽荣华富贵，亡国后江山皆失，沦落为阶下囚，对他来说

是多么大的耻辱。《破阵子》中写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

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

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44”四十年来的山河与甚至国君之座在弹指间便消散得无影无终。

“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李煜面对这突如其来得剧变，只能道出一句 “几曾

识干戈？”。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对李煜的评价“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不恤

政事”45。李煜前期只甘于沉浸在醉生梦死之中，不理朝政事物，待真正失去这一切的时

 
44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页 63。 
45 [宋]欧阳修撰, 徐无党注，《新五代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页 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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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后悔已为时已晚。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揭开

了他最深处的伤疤，那便是城门破守，降于宋人的那一天。被虏前，李煜似乎听到了教坊

传来别离的哀乐以及宫女们。这里的“犹”更是点睛之笔，将这种亡国的凄惨体现的淋漓

尽致。在这个时刻，李煜才意识到自己的懦弱，心里感到深深的自责，悔恨不堪。 

         相对李煜来说，李清照在靖康之乱后经历的丧夫之痛、家国之恨、漂泊之苦，各种

灾难都落在了一个女性的肩膀上，生活可谓是苦不堪言。因此，李清照只能借词来将心中

的幽怨宣泄出来。比如《渔家傲》便是以“梦”的方式，一句“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

有惊人句”将心中的悲愤宣泄出来。除此之外，以最为经典的《声声慢》作为例子：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

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46 

首句直点出家破国亡后的失望与悲凉之情。“乍暖还寒”的天气、独自一个人借酒消愁、

旧时的雁、散落满地的黄花，在这种物是人非的情景下将词人心里的惆怅与忧伤拉到极致，

正如《南歌子》中所言“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时”。在这样的意境烘托下，

对亡夫的思念，亡国的乡思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独自一人地词人要怎样才能熬到天黑呢？

后句，好不容易到了黄昏，却又下起了绵绵细雨，可谓是愁上加愁。词人每日每夜饱受这

种煎熬难耐的孤寂与哀愁的折磨，心中的幽怨一个“愁”字根本说不尽。 

 
46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 16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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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无奈与孤寂 

 

         李煜在《浪淘沙》中写道“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亡国与自己已成阶下囚已成

事实。词作中虽然还是多有写故国的美好以及眷恋之情，但在他心中其实清楚明白这些不

过他的“梦”。在《乌夜啼》中写道“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以及《子夜歌》

“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即可看出， 在每日每夜的自责与悔恨中，对这种世事无常

的现实做出了人生的总结。被虏期间，将往昔美好与思念寄托在梦境之中，虽然可以从梦

境中享有占时的愉悦，但每当梦醒时却反之其效，反而陷入更深的深渊。他清楚明白梦醒

皆为空的事实，但失去自由的他，只能已这样方式来消愁，可谓“别时容易见时难”，让

他深感无奈。《相见欢》中“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不管是故国还是他自己都如这林中

的红花一样，面对这宿命般的风雨束手无策，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道出人生注定

与愁恨共生的无奈，只能叹道“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李清照晚年时期避于临安，不仅要适应时地变迁，还要面对年华已逝之愁。《永遇

乐》中词人以在临安与汴都元宵时的情境作对比。临安的元宵景色好，春意动人，而在这

样的良辰美景下，词人反而担心“风雨”再次将这种美好摧毁。她回忆起在汴都时妇女们

浓妆艳饰的盛况，而 “如今憔悴，风鬟霜鬓”。她也无心去赏灯，不如呆在帘下，听外

面的人欢声笑语。家破国亡的经历似乎让他明白了美好易逝的真理，心理上下意识会认为

现在的美好终有一天也会走向终结。这种剧烈的转变让他感受到物是人非的痛苦，因为留

给她的只有永无止境的孤寂。除此之外，《孤雁儿》中的孤寂之情更为浓厚。“小风疏雨

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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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寄”
47
，这首词作于建炎三年的咏梅词，借梅悼人。

48
词中写道人去镂空，那如断肠般的

幽怨再无人倾诉。所谓 “折梅寄相思”，但词人即便折了一支梅枝却无人可赠，心中的

思念之情已无处可寄。“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直道出了词人的孤寂。 

 

小结 

 

         李煜和李清照在亡国后所写的词皆为春伤秋悲的情调为主。因二者所处的社会地位

与身份有差异，因此他们词中的情感还是存在差异的。二李词中讲述的忧愁皆发自内心深

处，可谓是句句血泪。但在这样对比下，李清照所经历的愁绪更为长绵。这一点主要体现

在亡国之后二李卒年。宋兵自宋开宝八年（975 年）攻破金陵，李煜被虏，南唐正式灭亡。

三年后 978 年，李煜逝世。由此可见李煜自亡国到逝世只有三年，这也表示他所经历的亡

国伤痛只持续了三年。但对比李清照，自 1127 年靖康之变到至 1155 年逝世，她所经历的

痛苦持续了约二十八年之久。由此可见，李清照晚年词中的幽怨比李煜来的深邃，孤寂之

情也更强烈。 

  

 
47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 123。 
48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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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李煜和李清照对亡国书写方式对比 

 

 

         李煜和李清照词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显赫的地位。王国维评价李煜，“词至李后主而

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49”李清照也被誉为“婉约词宗50”，

可见二者的词作对宋词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力。那么二者在亡国的书写方式方面又有何

异同呢？此章节将探讨二者对于亡国之情的书写方式之特色与异同。 

 

第一节 直抒胸臆与婉转悠扬 

 

         李煜和李清照词中皆为本色，但两者再书写的方面还是略有差异。李煜对于亡国的

悲痛描写都是直抒胸臆的。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总评》“尤其后主晚期，自抒真情，直用

赋体白描，不用典，不雕琢，血泪凝成，感人至深”，其词“直言本事，一往情深” 51在

李煜的词作中，并没有过多的修饰或者典故来述说这种悲痛，而是以直白的方式将这种情

感宣泄出来。因此，词中的情感就如周济所言“如生马驹，不受控抓”52。举个例子，

《相见欢》中写道“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

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53
”词人在 “月”、“梧桐”、“深院”这种意境的烘托下，

孤独与愁闷之情滔滔不绝涌上心来，以致词人心里五味杂陈。整首词并没有特意用典故雕

 
49 王国维，《人间词话》，页 5。 
50 [清]王士禛，《花草蒙拾》，“婉约与豪放二派”，唐圭璋，《词话从编》，第一册，页 685。 
51 杨敏如编著，《南唐二主词新释辑评》，页 135。 
52 [清]周济撰，《介存斋论词杂著》， “李煜词” ，唐圭璋，《词话从编》，第二册，页 1633。 
53 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页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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琢，直白的语言却能感受到词人心里的百感交集。那种混杂且无可言喻的愁苦，一句“别

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写尽了血和泪。李煜作为亡国之君，他的愁苦并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

就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何况的别人呢？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人生

免不了愁恨，但他的愁恨又有谁能体会呢？他的词作都是白话，结构简单，也没有隐晦之

意，而是平铺直叙的，体现了一种自然直率的效果，他的情感就“马驹”一般奔放直白，

深入人心。 

    反之，李清照词对于亡国的悲痛更加婉转悠扬，与李煜不同的是她的描写方式更含蓄

委婉。在她的词作中可以看到，词人抒发情感都是一层一层地去铺叙，逐步递进的方式来

描写。如《声声慢》中开头的十四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很直接

的带出了词人的凄惶的心情，寻寻觅觅，到头来皆为一场空，怎教人不愁呢？后续借景象

来抒发愁情。词人一开始先是以平缓的情调，如“淡酒”，“晚风”，“雁”等。接着，

满地的残花、梧桐树与细雨，黄昏等等的景象，让情感逐渐强烈起来，一句“独自怎生得

黑”将这种凄凉提升到更高的境界。另外，从“三杯两盏但酒，怎敌他、晚来风急”、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两句可以看到时间的变换。词人的愁闷之情并不

是局限于限定的时间里，而是由早至晚绵绵不断的涌现出来，一整天都被囚困在愁绪之中，

令人深感同情。从整首词来看，它是层层渐进的，情感也是由浅至深，让这种家破国亡后

孤独与凄惶的情感更加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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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在词的结构上，李清照词相对来说也较为复杂，比如说在词作中会运用到

典故和修辞手法。根据《词论》中所言，李清照主张词必须要有“铺叙”， “典重”, 

“故实”54，由此在她的词作中都会运用到这类创作手法。以《忆秦娥》作为例子： 

临高阁，乱山平野烟光薄。烟光薄，栖鸦归后，暮天闻角。断香残酒情怀恶，西风

催衬梧桐落。梧桐落，又还秋色，又还寂寞。55 

这首词这里词人运用到了顶真手法，营造出一层接一层的视觉效果。这首词不禁让人联想

到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同样都是在高处观景，借景抒情。这样一作对比，

可以看到李清照对于景物的观察与描写更加细致。以情感抒发的角度来看，李煜词的情感

是很直白地说出来，而李清照则是用含蓄的方式来诉说。李清照并不直叙自己的愁情，而

是以写秋景来烘托出自己的国破家亡后，颠沛流离的孤寂与凄苦之情。 

 

第二节 本色 

 

         清人沈谦《填词杂说》中提到“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即是当行本色”56。李煜

和李清照的词，不管是前期的富贵荣华还是后期的家国愁恨，写的都是他们的真情实感。

所谓本色即事物最原始的模样，没有过度美化，遵循自然而生。李煜和李清照词之所以誉

为“亡国之音哀以思57”，主要因为在于他们纯真的“心”。《礼记·乐记》记载“凡音

 
54 柯宝成编注，《李清照全集》，页 148。 
55 [宋]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页 51。 
56  [清]沈谦，《填词杂说》， “二李当行本色”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页 631。 
57 [清]冯金伯辑，《词苑萃编》， “李煜乌夜啼” ，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页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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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58 他们的词作之所以能如此凄

婉，因为这都是他们真实的遭遇，一字一句都是发自肺腑的倾诉，不无病呻吟，句句血泪。

如刘毓盘说李煜词“于富贵时能作富贵语，愁苦时作愁苦语，无一字不真，无一字不俊”

59。李煜作为一国之君，肆无忌惮地写出“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

箫鼓奏”60 的词句来揭露他侈纵的宫廷生活。李清照前期主要写少女情怀或丈夫思念之情，

如《怨王孙》（湖上风来波浩渺）又或者是《浣溪沙》（淡荡春光寒食天）。词中的意象、

景物又或者格调都如此清新，正符合一个少女的内心世界。二李失国后，从“别殿遥闻箫

鼓奏”到“教坊犹奏别离歌”；从“卖花担上，买的一支春欲放”到“一枝折得，人间天

上，没个人堪寄”，词风由欢乐转为悲凉。虽亡国后的作品与前期有着两种极端的转变，

但唯一不变的便是“真”。况周颐认为 “ ‘真’ 字是词骨， 情真， 景真， 所作必佳。

61”所谓“乱头粗服，不掩国色62”，二李词中所注入真挚的情感，将自我体验转为文字，

成功体现了一种自然之美。 

         除此之外，从李煜和李清照的词作中，浅白通俗的语言让“本色”更为鲜明。在他

们两人的词作中可以发现，其中没有华丽的辞藻、阅读的过程中也不会感到晦涩难懂。

《填词杂说》中提到“白描不可近俗，修饰不得太文，生香真色，在离即之间，不特难知，

亦难言。63白描的写作手法之所难是因为它必须要朴素又能传情，而李煜和李清照却做到

了这一点。如李煜对于失去那“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伤痛，仅仅一句“别是

 
58 钱玄注释，《礼记》（长沙：岳麓书社，2001 ），页 494。 
59刘志庚著，《词史》 （台北：盘庚出版社，n.d），页 36。 
60 王仲闻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页 38。 
61 王幼安校，《蕙风词话人间词话》，页 6。 
62 [清]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李煜词”，唐圭璋，《词话从编》，第二册，页 1633。 
63 [清]沈谦，《填词杂说》， “白描与修饰” ，唐圭璋，《词话从编》，第一册，页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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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番滋味在心头”即言尽了他心里的无奈与凄凉，又或者是李清照一句“这次第，怎一个

愁字了得”就把她这一生颠沛流离的凄苦倾诉在一句话之间，可谓“深妙稳雅，不落蒜酪，

亦不落绝句，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64。二李白描的词句能够如此触动人心，主要在

于他们的“真”性情。二者的情感都是尊崇本心，由内心深处喷涌而出。《西圃词说》 

“填词亦见其性情，性情豪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性情婉约者，强作豪放语，

不觉婉态自露。故婉约自是本色，豪放亦未尝非本色也”65。由此，二李词贵在于他们的

情真与自然，评其“当行本色”并非无道理。 

  

 
64 [清]刘体仁撰，《七颂堂词绎》  “易安词本色当行”，唐圭璋，《词话从编》，第一册，页 622。 
65 [清]田同之撰，《西圃词说》， “填词见性情” ，唐圭璋，《词话从编》，第二册，页 1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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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李煜和李清照虽然处于社会背景不同，身份，性别，地位等等都有极大的差异，却又

被学者并称为“二李”必然有其共同之处。二李同样处于乱世时代，同时经历国荣华富贵

和家破国亡两种极端的生活。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更是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才能，真是

对应了那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66。二李亡国后的作品更生动人心，主

要原因在于从词作中可以感受到他们真切的、发自内心的情感，由大富大贵的侈纵生活到

身不由己囚徒生活；由家庭圆满的大家闺秀到孤苦无依的沧桑少妇，这种强烈的转变让他

们的词作凄婉动人。意象、情感以及书写方式的角度来对比二李亡国后的词作的异同。 

    通过分析发现在二李都把亡国的伤痛寄托在“梦”、“花”以及“水”的意象上。而

这三种意象与前期所寄托之情有着非常大的变化，比如说李煜前期的“梦”指的都是宫廷

的繁华生活如梦一般美好，而亡国后的“梦” 则变成了他思念故国的唯一寄托。李清照

前期对于“花”的书写都是清丽动人的，亡国后心里已被忧愁填满，无心赏玩。从这三个

亡国意象的对比来看，李清照对于事物的描写会比李煜来的细腻，她所观察到的细节更多，

因此在她的词作中能看到层层渐进的视觉效果。 

    此外，二李亡国后的词作中同样都是以伤春秋悲的情调为主，但是在情感的抒发上却

还是有存在一些差异的。李煜亡国后词作中所蕴含的情感是无奈与悔恨的，他对于过往沉

浸在醉生梦死之中感到悔恨不已，但为时已晚。对于这种结果他也只能接受，心感无奈，

 
66 赵翼撰、曹光甫校点，《赵翼全集》，页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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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说他生不逢时。而李清照词则是体现出悲怨以及孤寂之情，作为女性词人本该享有幸

福生活的她却过着颠沛流离，家国皆亡的孤苦生活，心里有着说不尽幽怨。晚年的孤苦无

依的生活让她词作更加的凄凉。在这样的对比之下，李清照的所经历的愁情比起李煜来的

缠绵。从生卒年来看，李煜从亡国后到逝世只有短暂的三年，相比李清照在赵诚明逝世后

直到七十三岁左右才悄然逝世。由此可见，李清照所得孤寂与悲愁比李煜来的长绵。 

    二李在亡国词作的书写方式也略微不同。李煜对于情感的书写是直抒胸臆的；而李清

照是以婉转悠扬的方式来书写。李煜的词作中言情都是以直白的方式书写，相比李清照词

中会运用到典故或者修辞手法来书写。但二者唯一不变的那就是都体现了本色之美。在他

们词作中不管是以直抒胸臆的还是婉转悠扬的方式书写，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抒发的情感都

是发自内心，不做无病呻吟。在语言的运用上也是以浅白易懂的白描手法来书写，虽朴素

却又能传情，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真所谓以血书者也”67。 

    总的而言，二李词之所以能如此触动人心，正是因为他们的情真。亡国对大多数人来

说较为模糊，但在阅读他们的词作时却能如临此境，与他们经历着这种伤痛。浅白的语言，

生动的描写，结合他们不同于常人的坎坷经历，怎让人不感同身受。李清照生于李煜之后，

从对比来看李清照词对于李煜词来说更为细致与成熟，不管是在情景的描写还是对事物的

勾勒，相对李煜来说都更为细腻，这也证明了词正逐步走向成熟。 

   

 
67 王国维，《人间词话》，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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