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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商隐诗歌的艺术特色，学者多有研究。然结合其创作细致分析，其最大也是最根本的特色可

称为“隐伤”。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其经历是分不开的，同时也是李商隐对中国古典诗歌杰出贡献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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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谈及李商隐，总会不约而同想到他的

《锦瑟》一诗：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公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北宋年间的苏轼起，这首诗就引起了人们

浓厚的兴趣和关注，而且历朝历代，持续不衰。“对

一首诗的关注竟然如此奇迹般地庚续下来，这在

中国诗歌史上实在是件有意味的事。”[1]

清人王士祯曾拍案而叹：“一篇《锦瑟》解人

难！”[2]不少学者对此诗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大

致有以下几种观点：其一，悼亡说。持此说的有清

人朱鹤龄、姚培谦、何焯、朱彝尊、毕沅，近人张采

田、孟森等，尽管具体解释还略有不同。其二，艳情

说。持此说的有宋人刘攽、计有功，清人纪昀等。其

三，自伤说。持此说的有清人汪师韩、薛雪、岑仲勉

等。此说可以说是对艳情说的一个有力反拨，如薛

雪愤然批评：“此是一副不遇血泪，双手掬出，何尝

是艳作？”[3]除以上三种较为通行的观点外，尚有映

射说、诗序说、咏物说等等，不一而足。
时至今日，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

捧读此诗，总会被其隐约迷离的意境和哀婉伤感

的情调所征服，所迷恋，沉浸其中，三月不知肉味。
由此可见，《锦瑟》之所以千百年来吸引着不少读

者、学人，最主要的就在于这首诗的隐伤风格。大

多数诗人的伤感之作，总是免不了“抽刀断水水更

流，举杯浇愁愁更愁”式的直接渲泻，就连以苦吟

著称的孟、贾之辈，也只不过是“席上印病纹，肠中

转愁盘”式的“物不得其平则鸣”而已，只是一种袒

露无遗、搜肠刮肚的伤，而真正能做到既伤又隐

者，唯义山一人！

一、李商隐诗歌的“隐”

李商隐诗歌的“隐”之特是怎样体现出来的呢？

首先，是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比兴寄托，是

古代诗歌悠久的艺术传统。早在《诗经》中就有：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比兴寄托，《离骚》更是

“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李商隐一生

思想较为复杂，备尝人世的艰辛，有不得已的苦衷

郁结于内。正如他比方的，就像一只鸟儿：“流莺飘

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本无意，良

辰未必有佳期。”（《流莺》）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

题：第一，他深感命运的不能主宰，有一种无可奈

何的失落感和绝望无助的幻灭感。第二，其所作只

能发而为“巧啭”，又大都是有“本意”的。
作为一个内向兼伤感型的诗人，李商隐用来

比兴寄托的载体大多为纤弱细小的事物，虽然或

高洁或美丽，然而共同的是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

运。如为雨所败、先期零落的牡丹，香嫩可口却被

剪掉凌云寸心的幼笋，先苦后荣、在斜阳暮蝉中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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曳的衰柳，身世悠悠、飘荡参差的流莺、孤鸿，暗夜

强笑、非时早秀的李花、梅花，“高难饱”、“恨费声”
的秋蝉，乃至“无端五十弦”的锦瑟，无一不是诗人

身世、命运的一种象征，浸透着身世之感和人生感

慨，在艺术上也达到了人、物浑然一体的完美境

界。如《蝉》：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此诗托物寓怀，形象地展示了诗人凄苦欲绝的

心声和所处环境的冷酷，实为诗人自己悲剧性命运

的写照。全篇在将蝉人化的同时也达到了一种人、
物一体的“无际传神”的完美境界，令人叹为观止！

这方面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深受屈原的

影响。朱鹤龄曾经在《李义山诗集笺注》中论述到：

“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盖得子美

之深而变化出之者也。”这是颇有识见的。李商隐

诗歌中，古今的兴衰更替和事物的比兴寄托往往

融入神话传说的浪漫境界中，以抒发自己的思想

感情，表达自己的理想追求。这类诗作占了其诗歌

的很大比重，是对屈宋“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

喻君子”的传统比兴寄托手法的进一步运用和发

展，更富于隐约性、暗示性，也更耐人涵咏玩索。这

也是李商隐对中国古代诗歌的一大贡献，难怪有人

推其为朦胧诗的鼻祖。试以《重过圣女祠》为例：

白石岩扉碧藓滋，上清沦谪得归迟。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
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
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

此诗借慨叹“圣女”的“沦谪”遭际，抒发自己

的身世之感。但本诗的高明处在于通篇不从正面

着笔，也丝毫不出现诗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而是全用一种凄厉神秘的环境气氛进行烘托，曲

折婉约地流露出诗人的惆怅迷惘、落寞无奈，更使

全诗情味隽永。
李商隐对传统比兴寄托手法的学习和借鉴是

成功的，但也挟裹着不少弊病。给人的感觉是过分

追求深邃或所谓言外之意，但又囿于本人生活面

的狭窄和美学理想的局促，造成了意和辞之间不

能很好配合的矛盾，意深而辞礩，过犹不及。从他

本人所感叹的“非关宋玉有微辞，却是襄王梦觉

迟。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有

感》）来看，就在作者同时代，已有不少人对其诗的

比兴寄托有所疑问，以致诗人自己不得不极力申

辩，然而也正如诗人自己所言的“巧啭岂能本无

意”，其大量诗作确实有寄托，也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是典故化意手法的运用。李商隐也是极

富艺术敏感的诗人，生活中的风风雨雨、是是非

非，无不击打着诗人多愁善感的心灵，使他能够设

身处地、体贴入微地揣摩生活和事物，在此基础上

借助典故，使得不便言明的得以隐约曲折地表达，

也使原本平淡的显得清新且富有诗意，同时有神

无迹，浑然天成，丰富了读者的联想，扩大了诗歌

的内蕴，对诗歌艺术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梦泽》
一诗：

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

此诗进一步从现实生活感受的基础上，重笔

渲染并揭示出楚灵王的荒淫冷酷及宫女们被害而

又自戕的愚昧，给读者以思想上、心灵上的极大震

撼。更由于诗人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了这种为腐朽

世风所左右而又心甘情愿、愚昧盲目地走向坟墓

的悲剧的内在本质，概括了与之类似的无数不幸

历史和仍在现实生活中继续上演的活生生事例，

巧妙地赋予已逝的典故以具体可触的生活实感，

从而使得这首小诗不论在典型性上，还是在普遍

性上，或是在现实针对性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

强烈艺术效果！

如果说，借用类似的典故，以“好对切事”直书

其事，还不足以“巧啭本意”，达到其诗的“隐”，“若

从发展构思和表现艺术的角度来衡量，这种手法

中新因素却不很多。”[4]那么，李商隐的一些故意错

易典故，极尽曲折委婉之作，则更能体现出诗人的

独创性。如《富平少侯》：

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
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
綵树转灯珠错落，绣檀迴枕玉雕馊。
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

此诗内容与题面不相涉，所咏与张放的具体

行事无关。林外抛弹，用的是韩嫣事迹，已经为张冠

李戴，末尾用莫愁佳人，更属后世典故[5]。作者故意

错易典实，极尽曲折地隐约迷离地透露出托古寓讽

的蛛丝马迹，可谓隐而又隐，煞费苦心！此类诗作虽

然数量很少，但有其开创之功。然而，“李商隐为文，

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鱼’。”[6]“其实不过

是没有灵魂的躯壳。”[7]对于李商隐在用典化意方面

处理上的弊端，我们同样不能轻易掩盖。
再次，是雾里看花式的朦胧造境。往往是心底

涌动着强烈的感情，但又吝于表达，只是示以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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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某些片断，且在这一系列的片断组合上，

又是随感而设，支离破碎，其内在逻辑没有明确交

代，显得雾里看花般朦胧隐约。而李商隐诗歌的

“隐”，最为迷人的，最为耐人寻味的，即在此。如千

百年来聚讼不已的《锦瑟》一诗，要想下一个明确

结论恐怕是不太容易的事，“以后亦难作出结论”[8]

并非武断之辞。此诗除末联直抒胸臆地抒发了一

种无可奈何的叹息外，前三联是一系列并无明显

逻辑关系的意象组合。首联以锦瑟发端，笼罩在

“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悲愤倾诉的隐约气氛中，也

为全篇奠定了怅惘迷茫的气氛基调。颔联、颈联叠

用了四个意象，但又都可作不同的解释，令解者难

以窥其端倪。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它们的明确含义

和内在逻辑，正如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所

言：“心理症的病人居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这个

世界只有像他那样的语言方式才能通行无阻。”他
如《重过圣女祠》、《无题四首》、《无题二首》、《春

雨》、《曲江》等大量诗作，成为李商隐诗歌的一个

不小焦点和疑案，难怪有人惊呼，李商隐是一个制

造诗谜的专家！

二、李商隐诗歌的“伤”

李商隐诗歌的伤感倾向，董乃斌先生在《唐代

文学史》中从时间的延续性和空间的广阔性两大

方面给予了中肯分析和评价。综观李商隐诗歌，其

格调明朗活泼、轻快矫健之作可以说寥寥无几，大

多数则是被一种无边无际、隐约迷离的伤感情调

所笼罩，也是不争的事实。李商隐诗歌的“伤”，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同病相怜伤更伤。也许因为李商隐生

活遭际的磨难，由此而带来的难以愈合的心灵创

伤，使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关注一些体态弱小、情

调衰飒的风物来寄托自己的不幸，显现出一种黑

格尔所称的“神经衰弱的美”式的感伤。
李商隐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但一生穷困潦

倒，如同泛梗，甚至只能借改葬迁办亲属之墓来慰

藉心灵，内心隐痛之切就可想而知了。且看《十一

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

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
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
赠远虚盈手，伤离适断肠。
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

梅花在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的笔下，都是

作为一种笑傲霜雪的人格象征。然而，在李商隐眼

中，只是徒增伤离断肠之情罢了。“为谁成早秀，不

待作年芳”，寄寓着诗人自己虽才名早著而所遇非

时的无限慨叹！经历了凄风苦雨而憔悴惨淡的残

花，更让人倍感凄楚无奈、伤感绝望至极了！试看

《花下醉》：

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诗人面对零落破败的残花，更有一种同病相

怜的情意。虽屡称自己“我系本王孙”，但残酷无情

的现实却给诗人的心灵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痛，

只能在客人散尽之后，抚遍每一片花瓣、每一缕花

丝时，孤独地倾诉，何况更兼是在“酒醒深夜”！
第二是迷惘彷徨伤断肠。在李商隐许多诗作

中，经常看到希望与失望、聚合与别离、现实与幻

境、千里和咫尺的萦回往复、迷茫不可期的感伤。
如《银河吹笙》：

怅望银河吹玉笙，楼寒院冷接平明。
重衾幽梦他年断，别树羁雌昨夜惊。
月榭故香因雨发，风帘残幕隔霜清。
不须浪作缑山意，湘瑟秦箫自有情。

这首诗写一位女冠孤孑凄楚的处境和心情：

天色欲明未明，月冷清寂，一阵阵凄婉而又彻骨的

玉笙响起，使人倍感悄怆幽邃。这时，主人由当前

的怅望回溯不久前的“梦断”，不禁打了一个激灵，

回想重衾幽梦之欢，早望断于他年不复能追寻，更

兼悲鸣惊梦，魂断香消，就更徒有无限凄楚了。全

诗将那种入道后对人间爱情不能自已的顾慕但又

不可期的怅惘伤感的微妙心理刻画的如泣如诉，

一唱三叹！

又如《无题四首》其一：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浓未干。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香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此诗写一位男子对远隔天涯的心上人的强烈

思念，缠绵反侧、荡气回肠。梦自恍惚，梦醒之时，

月斜西楼，一片寂静，只听见远处传来令人心惊肉

跳、悠长而凄清的晓钟声，回荡在漫漫黑夜，敲震

在主人心头，勾起了无限的愁绪。而眼前的翡翠屏

风，芙蓉被褥，更是由触物皆惊而唤起了诗人内心

难以言喻的思念：烛光半笼，或明或暗，恍惚犹在

梦中，而麝香微度，更疑所爱的人刚刚还真的来过

这里，还流洒着依稀的余香！然而，冰冷的现实残

酷无情地击碎了诗人的一切奢望，惟余一阵阵不

可遏制的揪心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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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商隐诗歌“隐”“伤”风格的成因

李商隐诗歌的“隐”和“伤”，实际上是不能截然

分开的。隐中有伤，伤溢于隐，即“隐伤”是其完整的

独特风格，也是其总体风格。那么，这种风格的根本

成因是什么呢？

有人从诗人所受前辈诗人的影响上分析，认

为这是受屈宋、六朝诗人、杜甫、李贺等的泽被；也

有人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的制约下分析，认为

根植于晚唐那样一个衰颓没落、风雨飘摇的时代

土壤……
李商隐三岁就跟随父亲漂泊天涯，十岁不幸

丧父，从此开始了孤苦无靠的生活。少年时代的辛

酸生活，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无疑给诗人的

心灵长期笼罩上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几乎成为他

青少年时代乃至一生中沉重的精神负荷！

后来，不幸的事接踵而至，仕途蹭蹬，几度沉

浮，又夹在牛李党争的缝隙中苟延残喘，一直郁郁

不得志，这就使他本来极为脆弱的心灵更为敏感，

更为伤感，以致不得不在居母丧其间，将营谋“窀

穸之安”看作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虔诚地全力以

赴，用宦囊积蓄和“父亲馈遗，朝暮 饘餬，收合盈

余，节省费耗”（《祭裴氏姊文》） 所得，大办迁葬

之事，一共办了五起，上自曾祖母、下竟至殇婴，还

旁及堂叔。了结了其平生一大桩心愿，他的心灵也

就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还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说得好：

“一个人生活的整个结构，如果因有创伤的经验而

根本动摇，确实可以丧失生气，对现在和将来都不

发生兴趣，而永远沉迷于回忆之中。”李商隐正是

如此，也是其感伤诗风形成的一个根本内因。
至于其“隐”的诗风的形成，则是其人生的悲

哀，更是时代的悲哀！李商隐少年时代便“以古文

出诸公间”（《樊南甲集序》），但后来又改习骈文，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本来，少年成名的李商

隐，本可借一技之长以求登第进士，重“立门构”
（《集裴氏姊文》）为什么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偏偏去改习骈文呢？显然，这里有作者

不得已的苦衷，那便是受“速拟青云上”（《商於新

开路》）、光宗耀祖的潜在思想意识的支配！这能否

象有些学者那样冠之以“庸俗”二字？恐怕不能。而

骈文之中的华丽典雅、切事用典，对其“隐”的无疑

有很大的影响。表面看来，这纯属一种“创作自

觉”，实际上，深层次的原因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

而为之，这真是人生莫大的悲哀！至于后来一步步

地、不自持地无端被夹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中，以致

一生羁绊沉浮，处在一种不得不“几欲是吞声”的

逼仄环境之中，有苦难言，有痛难诉。也正如弗洛

伊德在《论创造力和无意识》中所言：“人生就像弈

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真是令人悲哀的事；而

且人生还不如弈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

棋。”这又是重压在诗人心头上的苦不堪言的另一

阴影，也是诗人一生卸不下的精神重荷！因而，诗

人只能在自己所唯一能够依靠的朋友———诗歌中

浅斟低唱，而又生怕别人知道自己的心迹。于是万

端心绪，郁结于心，不易袒露；思虑层深，而往往又

欲语还休，造成了其诗风的隐约迷离。
伤而隐，诗人已无逃遁之地！诗到此，已真正

成了山穷水尽，而无复有柳暗花明，李商隐的诗，

遂成为本质意义上的唐诗之绝响！最终，我们知

道，唐诗始于宫廷，又复入宫廷，走了一个“圆满”
的怪圈！

伤而又不得不隐，人生之痛莫有过于此者。于

是，只好逃到诗的王国来寻求心灵的慰藉，才找到

了平衡心理的支撑点，才找到了医疗隐痛的救命

方！这也许正是其总体风格形成的内在动因，也是

根本动因。“为了生活的目的，审美态度稍微防卫

了痛苦的威胁，它提供了大量的补偿。这种美的享

受具有一种感情的、特殊的、温和的陶醉性质。”[9]

这很能说明问题。这种风格，正是李商隐对中国古

代诗歌艺术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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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议采取开放式的教师招录方式，走出去，

到省内外的高等院校引进本、专科师范毕业人才，

形成多元文化，有利于学生的能力培养和学校的

发展。
4.建立鼓励大专院校师范类毕业生到乡村支教

的奖励机制，明确其培养计划及一系列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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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of the teacher's situation and the student distribution in classes from the six repre-
sentative country and town primary school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min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inority re-
gions of western Hu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alanced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dvocating that the quality education should start with a balanced distribution of teachers and cla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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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ACase Study of Xinhuang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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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ny scholars have closely observed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 Shangyin. However, combined with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his creation, the greatest and most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called "Yin and Shang."
The formation of this style is inseparable with his experience and it is also Li's great contribution to Chinese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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