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１８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３年８月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１８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１３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１１７Ｘ．２０１３．０４．０２４

浅议王昌龄诗中“峻”的表现 

索祖翠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中文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　要］殷等人对王昌龄诗歌评价时都用到了“峻”字，“峻”在王昌龄的诗歌创作中表现为命意遣材能迥出常众，思人所
不能思，道人所不能道，其具体表现在深刻反映现实和抒写诗人内心情性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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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在《河岳英灵集》说：“元嘉以还，四百年
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顷有太原王昌龄、鲁

国储光羲颇从厥迹，且两贤气同体别，而王稍声

峻。”元人辛元房的《唐才子传》卷一评王昌落龄诗

则径用“峻”“奇”字来把握其艺术特质：“王声稍

峻，奇句峻格，惊耳骇目。”清人毛先舒《诗辩坻》也

说：“龙标七言古，气势太峻而才幅狭，然迅快流爽，

又一格也。”这些评论当中都提到了“峻”字。峻，

是形容山高，是一种气势。这种山势本身就蕴涵着

一种大自然的创造力，给人一种挺拔峭丽的美感。

前引对王昌龄诗歌评价时的峻指一种气骨，气骨因

为表现有力，所以往往与奇峻相连。气本是中国古

代哲学上一个常用的概念，意为宇宙万物之本的元

气，但它也往往用作人的主观力量，如孟子所说的：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浩然之气就是一种崇

高的人格力量的基本元素。殷与盛唐时人也是

从人的精神来理解和运用这一术语的，并把它与传

统的“风骨”“气骨”联系起来，要求诗歌有一种前

所未有的骨力或风力。殷认为王昌龄是继承建

安风骨、扭转齐梁风气的人。他在《河岳英灵集》中

说：“元嘉已还，四百年内，曹、刘、陆、谢风骨顿尽，

今昌龄克嗣厥迹”，并誉之为＂中兴高作＂。他列举
了好几首王昌龄的诗句，最后总结一句：“斯并惊耳

骇目。”这就是他给风骨或气骨的一个形象描绘。

这里的“气骨”与“风骨”并提，则意义可相通。气

骨或风骨作为一种表现力量之美，它不是社会或人

的思想而孤立存在的，它往往与作家的抱负相连

系。当诗人的这种抱负不得展现，就发而为抑郁不

平，产生一种怨愤。王昌龄一生才高位卑，“孤洁恬

澹，不矜细行”。他的这种不快更需要用强烈的艺

术力量表现之。“峻”在王昌龄的诗歌创作中表现

为命意遣材能迥出常众，思人所不能思，道人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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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祖翠：浅议王昌龄诗中“峻”的表现

能道，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对现实的深刻反映

王昌龄的诗异常深刻地呈现了当时的社会矛

盾，并对上层统治阶层的揭露与讽刺。如他在《塞

上曲》中揭露军营里是非颠倒，赏罚不分，同情广大

戍卒的悲惨遭遇，愤愤不平地揭示出“功多翻下狱，

士卒但心伤”的冷酷事实。在一首《塞下曲》中，他

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功勋多被黜，兵马亦寻分。

更遣黄龙戌，唯当哭塞云！”这是义正辞严地指控朝

廷残害忠诚将士，大肆削弱守边实力。诗人把一片

沸腾的民怨，鲜明地摆到了最高统治者面前，许多

盛唐诗人对边塞战争阴暗面揭露的诗歌既少，笔力

也较柔弱。李颀有“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

汉家”［１］的描述，李白有“乌鸢啄人肠，衔飞上挂枯

树枝”的描绘和“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２］的

诘问；高适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和“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尘埃”［１］的感叹。岑参有

“战士常苦饥，糗粮不相继。胡兵犹不归，空山积年

岁”［２］的隐刺等等。王维有“关西老将不胜愁，驻

马听之双泪流。身经大小百余战，麾下偏裨万户

侯。”［２］平心而论，王昌龄最能以直面人生的大无畏

精神深入体察围绕着战争而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社

会矛盾。又如《代扶风主人答》一诗，借“扶风主

人”的泣泪慨叹：

十五役边地，三回讨楼兰。边年不解甲，积日

无所餐。将军降匈奴，国使没桑乾。出时三十万，

独自还长安。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乡亲悉零

落，冢墓亦摧残。仰攀青松枝，恸绝伤心肝，禽兽悲

不去，路旁谁忍看？

唐汝洵评此诗说：“此夜宿扶风述舍主人之辞，

以刺明皇之黩武也。”（《唐诗解》卷七）钟惺、谭元

春评曰：“长诗感事惟少陵（杜甫）独得风剌之妙，

比作近之。”（《唐诗归》卷十一）他们都指出这首诗

描写老兵的悲惨遭遇，意在揭露兵役制度的残酷和

统治阶级的罪恶。这首诗对鲍照的《代东武吟》有

所继承和发展，并影响到杜甫的《无家别》等诗。另

一方面，这首诗也揭露了某些将军的投敌变节所造

成的惨重结局。此外，《代扶风主人答》还反映了许

多经过数年战争侥幸生还的士卒孤独无依、茕茕孑

立的处境，充分表达了诗人对无休止战争的控诉和

对老兵的同情。

王昌龄与同时代的李益相比，他们的边塞诗中

都有不少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内容，从最高统治集

团到边庭庸将都为诗人笔锋所指。王昌龄一些绝

句如《出塞》等是写得怨圣而不怒的，但更多的则是

执戟挥戈、大胆直切。如《塞下曲四首》之三下半

首，用皇宫的奢侈对比战场的险恶：纷纷几万人，去

者全无生。臣愿节宫厩，分以踢边城。李益从戎之

时，战祸更重，唐军屡屡失利，对此，任何清醒者都

不能不引起深思，在《赴渭北宿石泉异南望黄堆烽》

中，诗人揭露了在强敌“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时，君

臣还想无为而治：边城已在虏尘中，烽火南飞入汉

宫。汉庭议事先黄老，麟阁何人定战功。两位诗人

的这类诗充分显示出他们在戎旅生涯中比较深入

地接触了社会实际，体验了边塞生活后所达到的思

想深度。但在情感表现上也有不同之处：前者在揭

露中蕴藏着呼吁和抗争，在节制感情的诉说中孕育

着奔突、爆发之势。后者在揭露中饱含着怨忿与

不平。［３］

王昌龄在诗歌中对广大下层人和弱者的遭遇

与苦难给予极大地关注。他满怀强烈的主观感情，

极写边塞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表现对广大兵士的关

切。如《塞下曲》四首之一：“蝉鸣空桑林，八月萧

关道。出塞入塞寒，处处黄芦草”写出了 边塞的寒

苦与荒凉。又如《胡笳曲》：“听临关月苦，清入海

风微。三秦高楼晓，胡人掩泪归。”一支小小的金

笳，骤然打开了众人感情潮水的闸门，牵动起全体

血战者的满腹愁苦。又如《从军行七首》之四：“黄

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唐汝洵说：“苦战

久矣，然不破楼兰，终无还期，悲何如耶！”（《唐诗

解》卷三十六）这道出了诗人创作的旨意。连绵的

战争所造成的士兵离乡背井，不得与家人团聚的痛

苦，在王昌龄笔下表现得更为充分，王昌龄也借边

塞表达了征夫思妇的痛苦。如《乌栖曲》：“白马逐

朱车，黄昏入狭邪。柳树鸟争宿，争枝朱得飞上屋。

东房少妇婿从军，每听乌啼知夜分。”诗中少妇自夫

婿从军，她夜夜孤眠，已够凄清了。再听着哀怨的

乌雀夜鸣，叫她如何能熬到天亮！又如《从军行七

首》之一“更吹羌笛《关山月》，兀那金闺万里愁。”

诗人不直接写自己思念妻子，而是掉转笔锋，反写

妻子思念自己，把征夫思妇互忆互念的痛苦心里写

得哀婉动人。

王昌龄的作品中反映下层军官和士卒的生活

的作品较多。因此，基本倾向是现实主义的。尽管

其作品中也不乏赴边建功立业的积极追求，有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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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精神的感染而产生的时代豪情，但其主要创作倾

向与同时代很多诗人又有着显著区别，这就是冷峻

的现实主义倾向。

王昌龄在诗歌中不仅刻画边塞将士及征人之

妻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情感，他还以悲天悯人的人

道主义精神抒写了宫女们的悲哀愁怨，揭示其内心

世界的痛苦。少女们一旦进入宫中，其得幸与失宠

完全取决于至高无上的皇帝一时的好恶，“平阳歌

舞新承宠，帘外春寒赐锦袍。”（《春宫曲》）写出了

新人受宠之深，也反映旧人失宠之重。如《长信秋

词》其四：“真成薄命久寻思，梦见君王觉后疑。火

照西宫知夜饮，分明复道奉恩时。”写出了一个得

宠而又失宠的宫女形象。这些失宠或从未得宠的

宫女仍在痴情望幸。于明月空悬的夜晚倾心待君

王。如《西宫秋怨》：“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

珠翠香。谁分含啼掩秋扇，空悬明月待君王。”毫无

疑问，这些深锁宫中的宫女，终日陪伴她们的只能

是孤独，冷寂的凄清。如，《长信秋词》其一：“金井

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

卧听南宫清漏长。”不仅如此，她们在孤独寂寞中充

满了怨愤，如《长信秋词》其三：“奉帚平明金殿开，

且将团扇暂裴回。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

来。”以失宠宫女口吻写出了她们心灵深处凄惨的

声音及愤怒的呼号。”作者一方面描绘了宫女的处

境，另一方面通过写宫女的生活和心理间接地讽刺

统治者滥征宫人，耽于声色，弄得民间怨声怨道。

唐代另一位诗人王建也写过许多宫词，但两人

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两人虽都于诗中描写了宫女妃

嫔，但她们的情感心理却显有区别，从以上诗歌可

以看出王昌龄突出表现的是宫女之“怨”，而王建突

出表现的则是宫女之“乐”，其或“宜春殿里按歌

回”（《官词百首》其七），或“得宠人来满殿迎”

（《宫词百首》其七十一）等等。总之，“石榴花里笑

声多”（《宫词百首》其二十九）之类的赏心乐事与

欢声笑语处处可见。

在宫怨诗中，王昌龄写了那些被选进宫的少

女，她们过着与亲人别离、寂莫孤独的生活。宫女

们即使偶得恩宠，也在皇帝的淫威、后妃的倾轧中

动辄得咎、朝不保夕，甚至还会招来杀身之祸。她

们的不幸，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王昌龄任

校书郎期间，耳闻目睹了唐玄宗治下的宫女们的凄

命苦运，对宫女们的生活和情感十分了解和同情，

他的宫词无一不是这样表现着帝王嫔妃们的不幸

和哀怨。在封建统治男尊女卑的社会里，王昌龄能

够担当她们的代言人，表达出她们的心声，可以看

出诗人有着进步的平等民主的思想。

王昌龄在诗歌中刻画了一些江南水乡劳动妇

女的形象。如《采莲曲二首》其二：“荷叶罗裙一色

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

有人来。”写出了她们健美活泼的风姿，给人真实自

然地美感。又如《越女》：“越女作桂舟，还将桂为

楫。湖上水渺漫，清江不可涉。摘取芙蓉花，莫摘

芙蓉叶。将归问夫婿，颜色何如妾？”诗人由衷地赞

美了这些水乡女子的美丽聪明，勤劳能干。

李白与王昌龄同为写七绝高手，李白的题材，

往往以描写山水景色，表现友情、羁旅生活居多，主

观色彩比较浓。王昌龄却大多描写边塞战事，闺妇

哀怨，深刻反映了各种社会现象和时代面貌，客观

性较强。［４］

综上所述，峻主要表现在王昌龄对现实关注。

他的笔墨更多集中在弱势群体，对他们生存状况的

反映。

　　二　书身心，序愤气

据《文镜秘府论》载，王昌龄曾说：“皆须身在

意中，若诗中无身，即诗从何来？若不书身心，何以

为诗？是故诗者，书身心之行李，序当时之愤气。

气来不适，心事或不达，或以刺上，或以化下，或以

申心，或以序事，皆以中心不决，众不我知。”［５］这

里，我们很容易看出，王昌龄继承了《诗大序》的

“言志说”，并在此基础上又加以发展，提出了抒一

己“当时之愤气”的“申心说”。他认为：诗人若“气

来不适，心事或不达，中心不决，众不我知”，故须

“申说之”。此与司马迁的“意有郁结”、“抒其愤

色”、“垂空文以自见”［６］的观点一脉相承。王昌龄

所谓“书身心”“序愤气”，就是诗歌要抒发诗人内

在的情感，特别要抒发自己抑郁惆怅、“中心不决”

的“愤气”。王昌龄把主要表达哲理和史观的传统

儒家学人诗称之为“北宗”，而把贾谊所启动的新诗

称为“南宗”。［７］王昌龄在诗歌中真实地写出了自

己内心的情感。这种情感是建立在现实生活基础

之上，非无病呻吟之语。

从王昌龄作品中，我们可以感到是他有着强烈

的进取之心。登第之前，曾上书礼部侍郎李元?，

“请攘袂先驱，为国士用”（《上李侍郎书》，《全唐

文》卷二。）入仕后，献策于朝堂的热情很高，在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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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祖翠：浅议王昌龄诗中“峻”的表现

屡有表现。如《赠冯六元二》：“云龙未相感，干谒

亦已屡。”。”《从军行》中有“虽投定远笔，未坐将军

树。”《沙苑渡》中有“孤舟未得济，入梦在何年。”直

到晚年，已历尽坎坷，依然是“平明孤帆心，岁晚济

代策”《岳阳别李十七越宾》，以从未展怀抱引为

遗憾。

诗人是一个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环

境中成长的，他具有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知识分

子共有的积极进取精神，即使遭受挫折与打击，仍

不改初衷。如《别刘》：“天地寒更雨，苍茫楚城

阴。一尊广陵酒，十载衡阳心。倚仗 不可料，悲欢

岂易寻。相逢成远别，后会何如今。身在江海上，

云连京国深。行当务功业，策马何鎔鎔。”诗人“十

载衡阳心”也始终不忘“行当务功业”，尽管“身在

江海”，却心连“京国深”。又如《送崔参军往卢

溪》：“龙溪只在龙标上，秋月孤山两相向。谴谪离

心是丈夫，鸿恩共待春江涨。”诗人对未来充满

信心。

王昌龄一生命运多舛，屡遭贬谪，心中时常有

怨愤与悲戚交织。在《旧唐书·文艺传》王昌龄本

传中记载：“不护细行，屡见贬斥。”《河岳英灵集》

载：“奈何晚节不矜细行，谤议沸腾，垂历遐荒，是知

音者叹息。”诗人在现实中却一直受挫，多次被贬，

心中不免生出怨愤。如谪迁龙标时期所写的《寄穆

侍御出幽州》：“一从恩谴度潇湘，塞北江南万里长。

莫道蓟门书信少，燕飞有得到衡阳。”作者是死罪流

岭南，却反语说恩谴，这是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不

平胸臆，对与之同病相怜的友人吐出他的愤愤不平

与满腔牢愁。

不幸的命运在他诗歌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有

些诗中流露出一种悲凄的意绪。如在流谪岭南时

期的《送张四》：“枫林已愁暮，楚水复堪悲。别后

冷山月，清猿无断时。”诗中的景物字字折射出诗人

流放后心境的凄凉。又如《送人归江夏》：“寒江绿

水楚云深，莫道离忧迁远心。晓夕双帆归鄂渚，愁

将孤月梦中寻。”写出了贬谪后流放生活的凄苦，许

多诗歌写出了诗人对友人、对自认景物抒发心中那

份凄苦与悲凉。自认景物中写得最多的事月亮，他

所写约１８０首诗中，其中写月亮的占了三分之一左
右，作者与月亮可谓惺惺相惜。

王昌龄心中除了有积极入世的一面，也有隐逸

的情结。诗人早期在开元七年漫游河南以前，即他

２４岁以前在家乡灞上芷阳村度过的渔耕生涯具有
一种避世远祸的道家情愫。如《独游》：“林卧情每

闲，独游景常晏。时从灞陵下，垂钓往南涧。手携

双鲤鱼，目送千里雁。悟彼飞有适，知此罹忧患。

放之清冷泉，因得省疏慢。永怀青岑客，回首白云

间。神超物无违，岂系名与宦。”又有《题灞池二

首》其二：“腰镰欲何之，东园刈秋韭。世事不复论，

悲歌和樵叟。”特别是诗人看清了当时社会，多次遭

贬之后，诗人更加深化他的出尘之想，其《谒焦炼

师》：“中峰青苔壁，一点云生时。岂意石堂里，得逢

焦炼师。炉香净琴案，松影闲瑶墀。拜受长年药，

翩翻西海期。”他渴求长生药，幻想羽化登仙，以脱

离黑暗的社会现实。不仅如此，他还虚心求道，不

怕困难，勤于习道，如《就道士问周易参同契》“仙

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时余采菖蒲，忽见嵩之阳。

稽首求丹经，乃出怀中方。披读了不悟，归来问嵇

康。嗟余无道骨，发我入太行。”诗人一片斋心终于

感动了天帝，最后得以羽化成仙，可以看出作者在

诗中表现出超然物外、避世隐居的那种仙风道骨般

的飘逸之气。

总体来说，王昌龄诗歌中对现实的批判与揭露

异乎寻常的深刻，流露的情感皆是其郁结愤气的

抒发。

参考文献：

［１］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１册［Ｍ］．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４６－５６．

［２］曹　寅，彭定求．全唐诗［Ｍ］．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９９：卷１７，卷１９８，卷１８．

［３］罗时进．王昌龄与李益边塞诗的比较探析［Ｊ］．苏州大
学报，１９８７（１）：３．

［４］陈　静．李白、王昌龄七言绝句比较［Ｊ］．兵团教育学
院学报，２００１（１）：２．

［５］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
［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３：５６．

［６］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１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１９７９：８３．

［７］李珍华．王昌龄研究［Ｍ］．陕西：太白文艺出版社，
１９９４：１２０．

责任编辑：李　珂

５１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