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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作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思想结晶,千百年来一直

广为流传。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减损它的魅力，反倒增加了它的

历史厚重感，给予它旺盛的生命力。它如一杯茗茶，常沏常新；如

一首老歌，时时唱响在人们的心头。

从最早对《离骚》作出全面评价的淮南王刘安到其后的班

固、刘勰及后来的李白、苏轼，几乎历朝历代的文人都醉心于《离

骚》。正是从《离骚》中，我们看到了屈原的痛苦与欢乐、执着与

犹豫。前苏联科学院院士H•T费德林教授在其《论屈原诗歌的独特

性与全人类性》一文中说：“屈原以一个真正思想家的洞察力，一

个伟大艺术家的敏感，觉察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人以及整个人类

命运之间的极其深刻的矛盾。可是他的作品中没有宿命论，没有绝

望以及盲从命运的痕迹。就是他那些最富悲剧性的作品，也是充满

了斗争精神的。”可以说，正是屈原身上所展现的“极其深刻的矛

盾”引起了每一位读者的强烈共鸣。无论是他积极实践的表里如

一，刚柔相济的美学思想还是其无法协调的理想与现实，此我与彼

我分裂的矛盾，都深深震撼着我们，让我们在某一刻，仿佛看到了

相似的自己。

一、内美与外美
《离骚》开篇便讲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

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 作者追溯自己的远祖，说明本身

有着高贵的血统；在寅年寅月寅日降生，代表着出生的不平凡；

依据卦象得到好名字，更显示出与生俱来的中正气质。王逸注云

“正,平也。则，法也。”《文选》李周翰注：“灵，善也；均，

亦平也。言父观我初生时日法度，能正法则，善平理。故思善因

而名之，以表其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的确具有先天的

禀赋之美。姜亮夫先生在《屈原思想简述•论屈原人生观》一文中

写道:“凡不为曲说、诡行、诈伪者，其人必中正，此正屈子之人

格也，故自状曰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矣。……中正之德，虽本之于

天，而必由善行以保抱之，故文中乃有一原则性、理论性的词语曰

修。修字在屈文中乃一教育意义之道德条理。……总而言之，屈子

言公德，不言私德，言道德之原理，亦言道德实践之教，且一一分

别社会关系，为之定则，此耿介、忠贞、中正之所以有所属矣。”

而在后天，诗人也并没有放弃锤炼品格，“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

重之以修能。

二、圣主与贤臣
在屈原的政治理想中，“圣主与贤臣”是他追求的终极目

标。这点“既体现为一种与生俱来的‘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

武’的角色意识，又展现为‘乘骥骥以驰骋，来吾道夫先路’的热

情。”在作者看来，自己完全有可能成为辅佐君王的贤臣，理由有

三。其一，屈原出身高贵，良好的家庭氛围及屈氏世系中的一系列

杰出人物，“给屈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如屈重的能托以大事，屈

完的不辱君命，屈荡直言规君，屈到、屈建父子的入则与王图议国

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大心的视死如归及屈

庐、屈固的临危不惧，以卫社稷、救君王，屈宜臼的以民为本，追

求善政等，在屈原的头脑中都形成了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其二，

屈原本身即拥有平正、善良的优秀品质，又在后天不断努力，这使

他有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其三，怀王十年，屈原被任命为左

徒，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

侯。王甚任之。”因此，屈原更有责任尽全力辅佐君王。

三、此我与彼我
面对沉重的现实打击，屈原不禁感到矛盾与彷徨，他的内心终

于分化为两个自我，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第一次是女嬃对作者的严辞厉语：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夭乎羽之野。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

独有此姱节？ 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

孰云察余之中情！ 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 
我认为在此我们不必探究女嬃是否确有其人，与屈原是何种

关系。我们完全可以将她看做屈原内心另一个自己，另一个感性的

自己。屈原清楚，甚至比女嬃更清楚自己的处境，可就算走到穷途

末路，他依然不忍，也无法丢弃自己固有的品质及对圣主贤臣的追

求。第二次是灵氛的劝告：“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

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是呀，为什么要固守在楚地

呢？何不去寻找另一片天地，去实现“我”的报复呢？此时，理性

的“我”似乎占了上风。屈原起初“心犹豫而狐疑”但还是选择离

开。就在他要踏上新的征程时，突然瞥见了故乡，顿时“仆夫悲余

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人畜同悲，作者也无可奈何。表面看

来，似是“仆夫”与“马”的不舍，但是否也有“我”的因素在内

呢？回答是肯定的。“转投他国的选择在楚国也是较为普遍的，

‘楚材晋用’‘朝秦暮楚’者即是。”正是对于旧乡的怀念和一种

对楚国的忠诚使作者无法选择离开，因而这种人畜同悲的描写，正

映照了“我”充满矛盾的内心。

王富仁先生在《与主体的神秘互渗自我意识的痛苦挣扎——

《离骚》的或一种解读方式》一文中也谈到：“女嬃和舜实际也是

屈原意识中的两个不同的自我。一个自我像女嬃一样，是把自我的

道德本体与生命本体分裂开来加以意识的，另一个自我是把自我的

道德本体作为自己的生命本体来意识的。”因此，从一次次的“自

我对话”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屈原内心激烈的斗争及其所面对

的巨大矛盾。

四、优美与壮美
优美与壮美这两种美其实相当于中国传统审美中的“阴柔之

美”和“阳刚之美”。桐城派大师姚鼐对之论述得颇为生动形象:
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

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曰，如火，如金谬

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

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

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鹤之鸣而入寥

浅议屈原思想的对立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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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由《离骚》对后世的影响谈起，分析了作者思想中统一的一面，即内美与外美的有机统一及优美与壮美的和谐共存。同

时，屈原身上更存在自身无法协调的一面，即他因圣主贤臣的理想破灭而最终选择投江自尽。矛盾的思想使他的一生充满着摄人心魄的悲

壮美。 
关键词：屈原思想；《离骚》；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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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缺省成分通常可以在语境中找到。于是，省略便利用词项空

缺的方式达到上下文衔接的目的。替代（Substitution）指的是用替

代形式取代上下文所出现的词语，以简约达意、避免重复。省略和

替代都是为了更好地衔接上下文。在此演讲中，有很多地方使用了

省略，某些地方也使用了替代。

1.3连接

语篇中的连接概念专指相邻句子（群）之间的连接关系。

Halliday和Hasan曾经对语篇中连接成分（conjunction）的特征及衔

接功能做过如此阐述：“语篇中的连接成分本身就是具有明确含义

的词语，通过连接性词语，人们可以了解句子之间的语义联系，甚

至可以经前句从逻辑上预见后续句的语义。” 对于连接的分类，

韩礼德和哈桑在不同的时期分类方法也有所不同，根据韩礼德和哈

桑的在《英语中的衔接》的分法，把连接分为四种类型，即“添

加”（additive），“转折”（adversative），“因果”（causal）
和“时间”（temporal）。在奥巴马北京演讲中，用and, also, or和
in the same way表相邻句子之间的连接关系，but和on the other hand

表示转折关系，finally表示时间关系。

2. 结语
本文结合具体实例，基于Halliday & Hasan的衔接理论，从照

应、省略替代和连接角度对奥巴马的北京演说辞进行了语篇分析，

探讨了衔接手段在演说中的体现。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衔接可以从

语篇的各个层面上反映作者或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强化语篇主题，

对语篇的连贯起着重要作用。正如韩礼德和哈桑所说，语篇是一个

语义单位，它具有整体性，而衔接正是在构成语篇的整体性中起着

重要作用。我们在分析语篇时，要从整体出发，通过各种衔接手

段，实现语篇的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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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其于人也，谬乎其如叹，邀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

如悲。 (《复鲁絜非书》)
一般说来，优美的审美客体具有小巧、柔和、轻缓、雅静等特

点，其审美感受一般是松弛、舒畅、平静、和谐等。而壮美的审美

客体一般具有巨大、刚强、急速、剧烈等特点，其审美感受一般则

是惊叹、豪放、振奋、畅快等。

在《离骚》中，有着大量充满浩然之气的男儿宣言，如既有

“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的磊落坦荡，又有“亦余心

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忠诚耿介；既有“阽余身而危死

兮，览余初其犹未悔”的坚定执著，又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

生之多艰”的博爱仁义。除了这些描写，文中还不经意的插入几位

女性形象的描写，为作品平添了几分阴柔的美感。比如诗人自比拥

有美好容貌的女子，却遭到别人的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作

者又自比为忠诚的妻妾，但君王却违背当初的诺言，“后悔遁而有

他” 。可以说，《离骚》的抒情线索不是单一的，而是阴柔与阳

刚二线明暗交织，二者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

在游历幻境时，作者重新转回到男性视角，并亲身经历了三

次“求女”的过程。第一次作者令丰隆驾云，求宓妃所在。然而其

“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接着作者游历人间，“见有

娀之佚女”，但作者又“恐高辛之先我”，于是放弃了。第三次作

者想要追求“有虞之二姚”，但遗憾的是，因为“理弱而媒拙兮，

恐导言之不固”，作者最终还是失败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

理想的女性既有姣好的外貌也有忠贞的品格。而在一定程度上，

“她们”还象征着作者的美政理想，最终其悲剧结果亦意味着作者

美政理想的破灭。从写法上讲，浑厚阳刚与细腻阴柔的语言之美互

相交融，形成一种张力，强化了作品的悲剧色彩。

可以说，屈原在游历虚幻世界时的恣意正反映了他在现实世界

中的失意，两个世界相互映证，互为补充。

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在屈原身上“同时含有矛盾两极的思想，

彼对于现社会极端的爱恋，又极端的厌恶，彼有冰冷的头脑，能剖

析哲理，又有滚热的感情，终日自煎自焚……彼两种矛盾日日交战

于胸中……”其实，在屈原的思想中也有统一的一面。纵览全篇，

诗人既有对自己内在品质的努力锤炼，也有对其外在之美的不断追

求；既有温婉的女子柔情，又有豪放的男儿本色。可以说，在诗人

身上，内美与外美，优美与壮美得到了很好的融合。但由于历史条

件的限制，诗人无法实现其圣主与贤臣共存的政治理想。正是由于

这种自身无法协调的矛盾导致诗人出现此我与彼我分离的情形，最

终选择投江自尽。因此，诗人最后的悲剧亦在人意料之中。

“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斯人已逝，

但他赤诚的忠心却可昭日月，感天动地，即使在千年之后，依旧令

我们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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