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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李白笔下诗歌1054首，出现“海”字词汇有292次。其《古风五十九首》中有20首使用

海意象。其诗歌中的海意象大多借海的外在物象与其内在情感意象想构建，展现“言在意

外”之美。李白笔下的“海”有一部分是临海而作，有感而发，但大部分多“虚拟的海”，

借助典故加以大胆的想象与夸张幻化出来的自己心中的海。或宣泄个人胸中之块垒，或是对

人生际遇发出感慨，亦或是借典借神仙大海来表达自我情感。其笔下的大海的形象，正如其

自己，诗人在描述海，表达海的同时，更像是在表达自我，抒发自我。在风格与创作的原则

上，李白继承了《离骚》中的“自我”与《诗经》的“风雅”、“美刺”、及“现实”精

神。此篇以《古风五十九首》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海意象的生成、组合和表达，透过诗人对

海意象的构建分析其审美特色以及承载的诗人内在情感、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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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 论 

李白以“古风”为题创作的《古风五十九首》是其独立创作的一组诗。李白的诗歌虽

在其诗歌创作的早期就表现出一种“天才恣肆”之风格，但其体制与风格格律与辞藻皆

美，不能单纯的认为李白因个性豪放，诗情蓬勃，其创作就天马行空不拘格律与章法。实

际上，李白在创作初期，其诗歌创作是从有章有序开始的。宋人计有功在其《唐诗纪事》

中记载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中说到李白早年创作情况有一段论述：“时太白齿方少，

英气溢发，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

弱，然短羽褵褷，已有凤雏态。”1)元代的方回在其《瀛奎律髓》中也评价“太白负不羁

之才，乐府大篇，翕忽变化，而此一律诗乃工夫缜密如此，与杜审言、宋之问相伯仲

。”2)

唐朝是一个“诗的时代”，美国诗人T.S.艾略特称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为

当代发现了中国诗的人”，他“发明”了什么，即“意象”与“意象经营”这个以唐诗为

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高超的艺术表现形式，并由此创立“意象派诗歌”，开辟了英美现代

诗歌的先河。而庞德的“意象派诗歌”也只是学到了“意象”的皮毛，并没能真正理解

“意象”的聚合、连接与整体意境的构建这个“意象经营”的艺术手法与构思方式。

“意象”最早出现在《周易·系辞上》中“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

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

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3)此观点明确指出如何解决“书不尽言，言不尽

意”的问题，不能完全靠“言”的表达，而是要通过具体“象”来进行佐证和说明。这的

“象”是“卦象”，泛指可见的迹象和征兆。“象”是以具体事物为主体构成的象征符号

的集合。意象作为到文艺理论的概念第一次是出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中说：

“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

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

之首术，谋篇之大端。”4)刘勰提出“象”乃意念中的形象，而“意”则为主观想象，

“象”经过诗人的择取与想象和加工后，带有了主观色彩后，进入到诗歌中，带有了诗人

的审美理想与人格特征，才富有新的灵魂。这里的意象，指的是构思谋篇，属于构思阶段

的想像经验。只有窥探了物之表现、心之意象，方能举重若轻，谋篇驭文。

1) 计有功撰，王仲镛校笺，《唐诗纪事校笺》(卷18)，中华书局(第2册)，2007，p.600。

2) (元)方回，《瀛奎律髓》，《四库文学总集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p.506。

3) (清)阮元，《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国书局，1980，p.82。

4)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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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象的界定，有很多的说法，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袁行霈先生的论述：“意象是融

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5)其旨在说明

意、象二者之间的关系。学者蒋寅则对众多的意象定义加以分析后认为“意象是经作者情

感和意识加工的由一个或多个语象组成、具有某种意义自足性的语象结构，是构成诗歌本

文的组成部分。”6)自然物象是诗人们创作时借以表达情感的一种客观事物，当诗人通过

艺术创作把他带入到作品中，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情感、人格趣味的时候，它才成了意象。

关于“意象经营”，《诗经·大雅·灵台》中有“经始灵台，经之营之”7)的诗句，

这里的“经”是度量，“营”为筹划。后“经营”一词在艺术创作中常用来指谋篇布局与

艺术构思。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丽辞》：“至於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

劳经营。”8)这里指遣词排句、构想营想。唐代杜甫《丹青引》：“诏谓将军拂绢素，意

匠惨淡经营中。”9)谢赫提出“六法论”：“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也；二、骨法用笔

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

也。”10)这里的经营指构图谋篇。清代周亮工《题王东皋画卷》：“故昔人作画，有登

百尺楼犹缀其梯级者，期于绝远嚣繁，始能经营尽意。”11)这里的经营指布局谋篇。

蒋寅先生认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意象是由不同的意和象结合而成的，意象形成的关

键是意识的作用。12)正如裴斐先生所说：“客观存在的月亮只有一个，诗中出现的月亮

千变万化。物象有限，意象无穷。”13)一个物象通过不同的创作，融入不同诗人的不同

的情义，其构成的意象特征也自是不同。“意象”翻译成英文是“image”，但正如蒋寅

先生所述“西洋诗‘image’指称表达的对象，而中国诗的‘image’则经常充当表达的媒

介。以自然物象充当表达的媒介，也就是意象化——借助于意象的方式来表达。”14)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及大部分古乐府的创作，大多集中在四十岁左右的一段时间，

集中写作古体。李白创作《古风五十九首》并未沿用前人“咏怀”、“感遇”、“拟

古”、“古意”之类的主题。其古风五十九首内容上以讽喻居多，较少雅颂的内容，托名

为风诗，取“拟古”、“古意”之意，题为《古风》。

据詹锳主编《李白全校注汇释集评》统计李白笔下诗歌与“海”相关诗歌高达254

5)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53。

6) 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p.74。

7) 朱一清注评，《诗经》，黄山书社，1997，p.162。

8) (南朝梁)刘勰著、 (清)黄叔琳注、 (清)纪昀评，戚良德辑校，刘咸炘阐说，《文心雕龙》，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5，p.209。

9) 肖占鹏主编，《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下)(修订版)，南开大学出版，2015，p.1579。

10) (南齐)谢赫撰，《古画品录》(影印本新1版)，中华书局，1985，p.1。

11) (清)周亮工撰，《赖古堂集》(第5册，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2) 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p.71。

13) 裴斐，〈意象思维刍议〉，《诗缘情辨》，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p.109。

14) 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p.75。



432 ․ 中國學 第73輯 (2020.12.31)

首，“海”是李白在其《古风五十九首》中所发感叹“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的一种

艺术手段，在风格与创作的原则上，李白继承《离骚》中的“自我”与《诗经》的“风

雅”、“美刺”及“现实”精神。

2. 《古风五十九首》中的海意象

海洋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宇宙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阮憶、梅新林在其文章〈海洋

母题与中国文学〉一文中阐述中国海洋文学发展演变，指出明以前对海的感受尚处在神秘

朦胧的未发现阶段，但也说到六朝以后，佛道勃兴，凭主观玄想，将那些可望不可及的理

想追求寄托于大海之中。15)

“海”大多借海的外在物象与其内在情感意象相构建，展现“言在意外”之美。李白

笔下的“海”有一部分是临海而作，有感而发，但大部分多“虚拟的海”，借助典故加以

大胆的想象与夸张幻化出来的自己心中的海。或宣泄个人胸中之块垒，或是对人生际遇发

出感慨，亦或是借典借神仙大海来表达自我情感。其笔下的大海的形象，正如其自己，从

这个角度上看，海所蕴含的意象更像是“物化的诗人自己”，诗人在描述海，表达海的同

时，更像是在表达自我，抒发自我。

本文将集中分析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海”这一核心物象，凡《古风五十九首》

中有“海”及海古今易名，如“东溟”等也包括在内，凡典故中出现的海、海神，如紫泥

海也包含在内，另外还包括与海相关构词，如海日、海月、海鸥、跨海、大鹏等。李白的

『古风五十九首』中海意象相关诗歌将典故、神仙传说、自然物象等融入到其整体诗歌意

境之中，上天入地，信手拈来，毫无堆砌之感。其诗歌往往呈现出仙境奇幻，诗人将幻想

与现实、看不见的世界与看得见的世界、过去与现在混同起来，经常呈现时空错杂，现实

与虚幻无法分辨的整体意境。

1) 海意象之生成

(1) 借“典”创意之神仙典故

陈铭在〈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味〉中讲到“意象讲究有形的形象和虚构的

形象。”16)另一研究者王立也在其文章谈到：“按照有无现实对应体的尺度，可粗略分

15) 阮憶、梅新林，〈海洋母题与中国文学〉，《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2，pp.6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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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现实的与虚幻的。”17)他常常将主观想法投射于神仙意象中，用神仙题材来表现内心

的情感。晋代的郭璞也创作了大量的游仙诗，而李白的游仙诗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将自

身化为游仙诗里的主人公，“人生现象仙格化”李白借望海游仙、海外仙山世界，将自己

内心的苦痛与梦想、对生命的追求与热望都通过辽阔蓬勃的大海表现出来，热爱生活的作

者与富有强烈生命力的大海是最完美的契合。

“对于才气横溢的人来，尘寰的缺陷、生活的短促，最难逃过敏感的心灵，他们那无

比的生命力与活力迫使他们对完美、充实有更强烈的求至善的欲望，当这一切无法在人间

实现时，他们就会蔑视既得的一切而求超越、求解脱与这种种有限。”18)神仙具有超人

的力量，更能展现出人类摆脱生命局限的企盼，希冀在仙境中达到绝对的自由。朱光潜曾

说：“论游仙诗，古今真正伟大的只有两人，在《楚辞》体中是屈原，在五言古风中是阮

籍。”19)李白古风中海意象诗歌继承屈原游仙诗的情感内核，以浪漫主义的想象驱使神

话素材，为其表情达意做桥梁。六朝时期游仙诗盛行，阮籍的游仙诗致力于对生命意义的

追寻与对时光流逝的感伤，表达对生命的珍视。李白的五言古风，承继两人风格，寄望海

游仙而大发其心中愤慨，讽古刺今又不失其气魄与胸怀，且更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他借海

神话与神仙传说不仅仅是为了其意象神化，而是为了追求一个更辽阔，更自由的世界，用

来关照人间生活与现实政治，关照人的生命本身的。

其〈古风其四十三〉“西海宴王母”，使用了周穆王宴请王母的传说。《列子•周穆

王》中记载：“王大悦，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遂宾于西王母遂宾于西王

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20)除此之外，还有汉武帝

邀上元夫人的传说：“汉孝武帝好神仙之道。……西王母将于汉宫。……王母复坐，乃命

侍女郭密香，邀夫人同宴于汉宫。”21)

周穆八荒意，汉皇万乘尊。淫乐心不极，豪安足论。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瑶水

闻遗歌，玉怀竟空言。灵迹成蔓草，徒悲千载魂。

周穆王心怀漫游八荒之意，汉武帝空有万乘之尊，可惜的是在瑶池之畔只遗下了周穆

王与西王母的赠答之歌，汉武帝饮玉杯承甘露以成仙的说法也只是一句空话。李白透过这

首诗，用了二个神话传说的典故，而所选择的时代与帝王都曾经极度辉煌而又极度衰败的

16) 陈铭，《意与境——中国古典诗词美学三味》，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p.62。

17) 王立，《心灵的图景——文学意象的主体史研究》，学林出版社，1999，p.8。

18) 唐亦璋，〈神仙思想与游仙诗研究〉，《淡江学报》（文学部），1976.14，p.161。

19) 朱光潜，《艺文杂谈》，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p.224。

20) (周)列御寇撰，(晋)张湛注，(唐)卢重玄解，(唐)殷敬顺、(宋)陈景元释文，陈明，《列子•周穆

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57。

21) (宋)李昉编，《太平广记》（第1册卷56〈女性—上元夫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p.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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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诗人在典故的对比中表达对现实现世的感慨。从诗人的审美观照或哲学判断来看，

这正是一种对人生短暂而宇宙却无穷的思索。

另有〈古风其四十一〉“朝弄紫泥海”。紫泥海，意为传说中海名，为仙境。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挥手折若木，拂此西日光。云卧游八极，玉颜已千霜。飘

飘入无倪，稽首祈上皇。呼我游太素，玉杯赐琼浆。一餐历万岁，何用还故乡。永随长风

去，天外恣飘扬。

诗人在这里使用了“紫泥海”的典故，这个典故指东方朔成仙的故事。根据《洞冥

记》卷一记载：邻母忽失朔，累月暂归。母笞之。后复去，经年乃归。见之大惊曰：“汝

行经年一归，何以慰吾?”朔曰：“儿暂之紫泥之海，有紫水污衣，乃过虞泉湔浣，朝发

中还，何言经年乎?”22)东方朔是李白崇拜的偶像，与之在智慧、性情各个方面都很相

象。李白也希望和东方朔一样，一样能乘长风，破万里浪，在广阔的天地里恣意纵横。

李白在这里描绘了仙人朝弄紫泥之海，晚披丹霞之裳的朝夕迅忽与往来无踪。仙人挥

手折木，拂拭日光，坐卧云端，来往四方八极之处。即使是与他人使用相同的典故，李白

也经常能创造性展示出一种奇幻的神仙世界，有序排列组合成整体的意象，构成了全诗的

思维结构。即使是在用“古风”写古题材，借古典写新篇，李白也不失其“天才”的气魄

与精神。

(2) 借“典”创意之神仙典故

“在创作中，作家个体的主体性首先体现在它必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在他创作的艺术

形象中注入自己的审美意识、审美趣味、注入他的价值观念和情感尺度。这一方面体现为

每个作家都有他熟悉亲近的审美视野，另一方面更体现于他要从主体出发去观察生活、采

集原型、塑造形象，在再现生活的同时表现自我。”23)

“秦皇按宝剑”是李白创作的组诗《古风五十九首》之四十八。此诗借历史事实“始

皇事”、加以神话传说，又征用典事灵活，扑朔迷离，极富浪漫色彩。《史记·封禅书》

记载渤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岛，望之若云，上有诸仙人及不死药。后人多使用蓬莱

这个意象代替仙人、仙境。

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征卒空九宇，作桥伤万人。但

22) (汉)郭宪撰，《洞冥记》卷1(光绪记元夏月湖北崇文书局开雕，见善本室)，p.1。

23) 唐正序、冯宪光主编，《文艺学基础理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p.201。



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海意象 / 黄玥明·金昌庆 ․ 435

求蓬岛药，岂思农鳸春。力尽功不赡，千载为悲辛。

“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两句从江淹《恨赋》“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

下，同文共规”衍化而来。本来，凭借国家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凭借封建社会处在上升

时期的大好势头，凭借秦始皇个人的才能和威严，秦朝统一中国之后，完全可以采取休养

生息和比较宽和的政策，促进社会繁荣和社会安定，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是秦始皇

却大施暴政，筑阿房，拓驰道，修骊山陵，求不死药，冀见神人，不恤民力，在刚刚建立

的统一政权中就埋下严重的危机。所以，首二句虽然把秦始皇写得煊赫、威严，联系他即

帝位后的所作所为，联系下文的逐日驱石，征卒作桥，求药伤农，其实是似扬而实抑，既

富有漫画式的讽刺意味，又带有某种惋惜遗憾之情。

〈古风其六〉“代马不思越”，借用“飞将军李广”的典故，表达其反对战争安居乐

业思想。

代马不思越，越禽不恋燕。情性有所习，土风固其然。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惊

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虮虱生虎鹖，心魂逐旌旃。苦战功不赏，忠诚难可宣。谁怜李飞

将，白首没三边。

此诗为大约作于天宝年间唐玄宗大肆发动战争，劳民伤财的时候，反对战争的情绪是

很明显的。诗分两段。前四句是一段比兴文字。盖言故土之恋，物犹如此，离家远戍，人

何以堪。其余为第二段。是主文部分。写尽苦战功不赏。这一段又分为两层。“惜别”六

句写苦战。前二句言调遣频繁。中二句言环境恶劣。后二句谓苦战不已，赤心不改。末四

句谓立功不赏，忠心无以宣示。“谁怜”二句用形象概括“苦战功不赏“，诗人借此来表

达反战思想。

2) “海”意象之组合

李白诗中意象的组合比较舒朗，好像疏体的写意画，三两传神之笔可能胜过满纸的勾

画。没有这种舒朗之气，也就不会有飘逸之风。李白不肯在诗中堆砌过多的意象，不少诗

是一句一个意象，或两句合起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意象，读起来疏疏郎朗，没有沉闷壅塞

之感。而每一个意象又总是力求鲜明，耐人寻味。24)意象经营的主要表现在于意象选取

与意象的组接，诗人根据不同的需要把各个意象单位组织连接在一起，构成整体诗歌意境

以表情达意。

24)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p.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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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与“日、月、星辰”

“李白先天的资质秉性，有一种对光辉明亮事物憧憬、追求的本能。”25)〈古风五

十九首其十一〉：“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中“黄河东

流”与“白日西落”二个意象的动态叠加，时间与空间似乎也瞬间叠加在一起，时光易逝

之感反而在这无限广袤的宇宙掩盖了，没了感伤与落寞，心胸也顿然开阔起来。在这里

“黄河”是动态的，奔腾不息的，与之相对的“白日”也是流转的，“东溟”对“西

海”，给原本就广阔与博大的意象添加了一个更辽阔无边的大背景，顿时宇宙无边之感！

李白深知生命有限，价值无限的道理，把人生从头到尾看了个通透。黄河之水、镜中

白发，都引起他对生命对人生的深刻思考。而其思考，并非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对时光匆

匆流逝及人生短暂的哀叹惋惜，而是在更高层面关注着自我存在的价值。“对酒当歌，人

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如果说曹操把其感叹和忧思浓缩在一滴朝露上，那么李

白则是将之寄托于江海。任何个人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土，区别只在于

你在这条道路上留下的足迹的深浅。人既然存在，他就不得不存在。人既然活着，他就不

得不活着。既然存在，既然活着，就应当做点什么吧。在李白看来，这正是其自我存在的

价值所在。因此，可以说李白是一个具有历史情怀的人。他的思考和忧虑，不仅仅是针对

个人，还针对每一个个体。

〈古风其三十二〉“蓐收肃金气”中，诗人感物而发思，物即“秋风”、“秋月”、

“秋蝉”、“星辰”、“大海”与“月亮”。诗人的情感因所描写的物象而生发。良辰苦

短、人生易老、春秋代谢、斗转星移，唯以歌遣怀。

蓐收肃金气，西陆弦海月。秋蝉号阶轩，感物忧不歇。良辰竟何许，大运有沦忽。天

寒悲风生，夜久众星没。恻恻不忍言，哀歌逮明发。

整首诗都放在“秋分季节，西边的海天上挂着的一轮弦月”这个大的背景上，各个意

象统一在这个大的背景环境下，虽慨叹时光易逝，“大运”句一出，整体诗歌仍不失诗人

主体的人生观与宇宙观的精神，他的自我是“大我”，是直接与时空、大海、宇宙相关照

的。

(2) “大鹏”与“海路、海运、海客”

25) 松浦友著，刘维治译，《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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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善于各种自然意象，相互叠合，加以其“无边无际”的想象，铺排出宏大的整

体风格。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虽然可以直接拼合，意象之间似乎没有关连，其实在深层上

却互相钩连着，只是那起连接作用的纽带隐蔽着，并不显露出来。这就是前人所谓峰断云

连，辞断意属。也就是说，从象的方面看去好像是孤立的，从意的方面寻找却有一条纽

带。这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联系。意象之间似离实合，似断实续，给读者留下许多想像

的余地和进行再创造的可能，因此读起来便有一种涵咏不尽的余味。“26)《庄子•逍遥

游》写鱼要跨海迁徙，是要变成展翅飞翔的大鹏的，少不了“海陆”、“海运”。此意象

表现昂扬向上，无所依傍却又无比潇洒自由的状态。自庄子始，鲲化大鹏扶摇而上的形象

多被后世使用，表现志向高远，气势磅礴之意义。

李白〈古风其三十二〉“北溟有巨鱼”中“海运”意指海水汹涌，海水翻动，与《庄

子•逍遥游》中的“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中大鹏鸟在海面上振翅高飞时使海水汹

涌奔腾的意义相同。〈古风其四十〉中的“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则将自己化身为

大鹏鸟，有“我欲展翅归飞”之感。

〈古风其四十二〉“摇裔双白鸥”中的“白鸥”与“海客”，互相应证，“海客”乘

船随风漂泊，正如同云中飞鸟。

摇裔双白鸥，鸣飞沧江流。宜与海人狎，岂伊云鹤俦。寄形宿沙月，沿芳戏春洲。吾

亦洗心者，忘机从尔游。

“摇裔双白鸥”中“白鸥”的典故出自于《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

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

来，吾玩之。’明日至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27)此诗“前六句写双鸥之乐，鸣飞沧

江，嬉戏春洲，寄宿沙地，与海客相亲，不与云鹤为俦。后两句言自己倾慕双鸥之乐，欲

与同游。萧士赟云：‘此太白托兴之诗也。……云中之鹤，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

鸥，……以喻闲散之人也。’意趣得之。”28)

李白笔下的海鸟、海鸥，皆为自由且无私心杂念、淡泊逍遥意趣之代表，与“大

海”、“海路”、“海运”、“海客”等想呼应，创设出整体的海意象，表现其一心想拥

有精神上的自由，却又无法彻底放弃对现实社会的关照的矛盾心理。其有求所，有所待，

故注定一生经历如海。林克欢在其《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一书中认为，“雷纳•韦勒

克（Rene Wellek）和奥斯汀•沃伦（AustinWarren）在《古文学理论》中，将意象与隐

26)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58。

27) (周)列御寇撰，(晋)张湛注，(唐)卢重玄解，(唐)殷敬顺、(宋)陈景元释文，陈明校点《列子•黄

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78。

28) 郁贤皓主编，《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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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象征、神话（Myth）并列在一起，认为它们所指的都属于同一个范畴。但也认为意象

是文学作品整体中的一个要素，是句法结构或者问体层面的一个组成部分。”29)

3) “海”意象之表达 

(1) 不羁的想象与夸张

李白的诗歌，通过意象的创作、架构与编织，打破时空的局限，在广阔的背景下抒发

感情，并能唤起读者的情思，产生巨大的情感共鸣。“由于审美想象的自由创造，可以突

破现实时空的限制，使表象自由联结、组合，开辟了审美的无限可能性。它包含着无意

趣，非理性因素，创造出现实中不能存在的怪异、变态、虚幻的意象，有的却是超验的，

这虽不符合理性要求，却无碍于审美。”30)

“想象通常有二种含义，一是指对于不在现场的事物想象出它的具体形象，二是心理

学上指在知觉材料（即表像）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改造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

。”31)李白的想象与夸张似乎是无根基的，随心所欲的，然而表现组合构建出来的意象

却又与整体意境浑然一体，甚至是画龙点睛，浓墨重彩。

〈古风其四〉“凤飞九千仞”此诗为《古风五十九首》组诗的第四首。

凤飞九千仞，五章备彩珍。衔书且虚归，空入周与秦。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吾

营紫河车，千载落风尘。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时登大楼山，举手望仙真。羽驾灭去

影，飙车绝回轮。尚恐丹液迟，志愿不及申。徒霜镜中发，羞彼鹤上人。桃李何处开，此

花非我春。唯应清都境，长与韩众亲。

从诗意看，此诗有可能是公元744年（天宝三载）离开长安前后所作。诗人不满自己

当时所处的环境，想离去，而借炼丹求仙曲折地表达出自己的这种心思。诗分两段，“未

得邻”以上是一段比兴文字。诗人自比于凤凰，抒发自己卓然不群，超然物外的胸怀。自

己羡慕神仙，不恋红尘，想及时炼成丹药，好早早仙去。这一段又可分为三层。“清溪

滨”以上为第一层。写自己采药炼丹。“鹤上人”以上为第二层。写自己登上大楼山，见

仙人驾鹤不返，深恐自己丹药迟成，成仙的志愿不能实现，身老发白，见仙人而自羞。末

四句谓人间繁华，无意留恋，只想去仙境而与仙人共处。这首诗运用“比兴”的手法，多

29) 林克欢，《戏剧表现的观念与技法》，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p.142。

30) 杨恩寰，《审美心理学》，东方出版社，1991，p.81。

31) 王长俊，《诗歌意象学》，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p.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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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典故”，以“凤凰”与“九千仞”高起笔，活用各种仙人词汇，抒发纵横“四海”之

心愿。

把自己想象并自比为“凤凰”的恐怕只有李白这个诗人了，“横绝历四海”与“千载

落风尘”又是何等的大气与自信，时间、空间、宇宙都挥洒在诗人笔下。另外一首〈古风

五十九首其十〉，诗人用“黄河走西溟，白日落西海”写时光之流逝，无一息之停歇。海

意象想象大开大合，虚实相间，气势雄浑，感情真挚且不矫情虚饰，皆由本心生发，夸张

却不虚妄。

(2) 整体意境之构建

一首诗的意象不仅仅是通过一个词，或者一个物象创作出来的，一首诗歌常常是由多

个意象组合构建形成一种意境形式的，或者是由主体意象搭建，或者是辐射式、并列式，

共同形成诗歌整体意境。意境是各种意象的总和。32)诗的价值不在于表面的词汇多少与

是否高级，而在于是否突破程式化的束缚，以主体的生命体验投射到其诗歌创作中。

李白诗歌向以浪漫主义著称于世，其〈古风其三十四〉“羽檄如流星”运用传说、夸

张及想象方面，体现出来了这些特点，但基本上是以写实为主，并运用对比、问答手法，

将描写、议论、抒情等巧妙地融合起来，将多意象完美组织在一起，形成整体特色，更加

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偃武修文、实现清明政治的美好愿望。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

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

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

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此诗的开篇四句，用“羽檄”、“虎符”、“边关”、“群鸟夜鸣”四个意象描绘出

成一场战事，渲染了全国各地被紧张、恐慌的气氛所笼罩的氛围，在这种紧张的战争气氛

中，人们都在惊惧不安。尽管没有描写刀光剑影相互拼杀的战斗场面，没有具体叙述官吏

随便抓兵拉夫的情景，但却把紧张慌乱形势下，人们的惊恐之状和难以承受的心理负担和

盘托出，起势有力，文辞奇挺，扣人心弦。而后四句“白日”、“紫微”、“三公”、

“四海”所表现出的整体意境却是在颂扬以往太平的景象。

诗人运用“长号”、“困兽”、“穷鱼”、“猛虎”、“奔鲸”多意象组合，表现出

征战士被迫离家时的悲惨情景，充满感情色彩，从听觉视觉上造成强烈效果，展现了这种

32) 参见：蒋寅《大历诗风》中〈意象与结构〉1章，1992，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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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离死别惨绝人寰的意境，引发读者共鸣。诗末“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用典，与前

“白日”相呼应，结构巧妙，意象营造与诗歌整体意境表达前后勾联、浑然一体，亦可见

诗人艺术构思上的独到之处。

李白的诗歌，着眼于构建浑然一体的意象美，却又超越意象，重在整体意境与精神。

“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

意创造，却都是这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可

模仿的节奏音调……。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

（《最录李白集》）尽管时代的原因使李白缺乏庄周的思辨力量和屈原的深沉感情，但庄

的飘逸和屈的瑰丽，在李白的天才作品中确已合而为一，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诗

的极峰。”33)

“意象与意境的关系，就是局部与整体，材料与结构的关系，若干语象或意象建构起

一个互换性的本文就是意境。……诗人的审美经验通过艺术思维完成意境营造的过程，实

质上就是将诗性经验意象化的过程，所谓‘窥意象而运斤’是也；读者的鉴赏则相反，是

通过还原诗人的审美经验（当然是有所改造的）。”34)意象作为诗歌整体意境的组成单

位，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组合，以及组合构建的方式都需要诗人具有极强的艺术创作能力，

而李白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其“古风”体组诗中还能如此地运营自如，不受题材与诗歌样式

的约束，依然保持自身独特的风格。

意象承载着诗人的情思意趣，意象的酝酿、构思、生成过程即体现了诗人个体的感

知、思考要升华的过程。

3. 《古风五十九首》中海意象之审美特色 

沈谦先生在《文学概论》中说到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提到了六点：“一、文艺创作

以主观的理想为出发点，不再重視客观的真实；二、破除传统的桎梏局囿，主张人性解

放，提倡新鲜泼辣的人生；三、重视感情，着眼个人的创造与发展；四、以自我为中心，

崇拜英雄，轻视社会；五、富強烈的民族性，显示地方色彩；六、喜爱淳朴未凿的大自然

的神秘和变化。”35)

李白笔下的“海”是理想化，浪漫的、个性化的海。其笔下的海意象诗歌一扫前代海

意象诗歌中借海的“神秘莫测”表现悲哀、怨恨、阻隔、伤怀等低沉的感情基调不同，其

33) 李泽厚，《美的历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p.137。

34) 蒋寅，〈语象•物象•意象•意境〉，《文学评论》，2002，p.74。

35) 沈谦，《文学概论》，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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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意象诗歌，更多的洋溢着积极乐观的精神，追求自由的价值观展示自我人格与人生价

值，读其诗旷达大气、直率疏阔之气扑面而至。无论是顺途、逆境，甚至是曲折愤懑都在

在广阔的背景下毫无保留地倾泻而出，令人振奋，颇有醍醐灌顶，振臂一呼的效用。“李

白是明月魂，赤子心，玻璃魄。他胸无城府，襟怀坦白，不躲不藏，无遮无拦。”36)

1) 大开大合气势之美

“许多自然界的景物，前人曾不止一次地吟咏过，但在李白的笔下又有了新的创造、

新的生命，成为新的意象。明月，是经过李白的再创造，才变得格外富有诗意。还有一些

自然界的景物，前人似乎忽略了，没有形成饱满的诗歌意象。李白却有新的发现，咏之于

诗，成为独居特色的意象。例如海就是这样。自《诗经》开始，写江写河的佳句不胜枚

举，写海的除了曹操《观沧海古》之外，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不多了。王均的《早出巡行

瞩望山海》，隋炀帝《望海》、李峤和宋之问的《海》，都不曾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写海

而能写出海的气魄的，还是要推李白”37)

“海”的形象巨大、量大、深广无边、无拘无束，因此与海自结合的词汇，多带有宏

伟巨大之意。李白海意象诗歌充满了阳刚气息，给人汪洋恣肆浩浩汤汤之的宏大之美。

在〈古风其三十三〉诗人以鲲鹏形象来展示远大的抱负。整首诗歌所营造的背景就是

极其辽阔的“北溟”，极尽夸张与想象的“身长数千里”，又“千里”这个长度来形容

“鱼”的长度，恐怕除了李白，也很难找到其他人了。他的想象就是如此的毫无边际之

约，包括后面的“三山雪”、“百川水”，这是何等巨大的鱼，又是何等浩瀚的海能承

载。

北溟有巨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凭陵随海运，燀赫因风起。吾

观摩天飞，九万方未已。

诗歌上半部分总写其大，后半部总写其神。即为鱼，却化身大鹏，随着大海的波澜，

借着大风，冲天而起。看它升腾直上，一直到了九万里高空，好像永远都不会停止。

诗人的〈古诗其三十九〉“登高望四海”，开篇即以大气包举、征显气吞六合之势，

不仅展现出宇宙的广大无边和诗人的博大胸怀，而且也隐寓着诗人政治上的高瞻远瞩和傲

岸不屈的气概，为下文抒发登高的所见所感做铺垫。

36) 白静，〈超越世俗的高远——李白个性在其诗歌中的显现〉，《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01，

pp.29-30。

37)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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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荣华东流水，万事皆波澜。白

日掩徂辉，浮云无定端。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且复归去来，剑歌行路难。

另外一首〈古风其三〉中出现的“长鲸”。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二十八年），齐人

徐芾说海上有蓬莱等三神山，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药，于是始皇遣徐芾带童男女数千人入海

追求，数年无结果。此即“采不死药”事。然徐芾诈称求药不得，是因海中有大鱼阻碍之

故，于是始皇派人运着连续发射的强弩沿海射鱼。此节文字运用浪漫想象与高度夸张手

法，把猎鲸场面写得光怪陆离，有声有色，惊险奇幻：赫然浮现海面上的长鲸，骤然看来

好似一尊山岳，它喷射水柱时水波激扬，云雾弥漫，声如雷霆，它鬐鬣张开时竟遮蔽了青

天。如此大胆的描绘，使诗篇增添了一种惊险奇幻的神秘色彩。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鬐

鬐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此诗开篇借“史”写“实”，中间对“海鱼”、“长鲸”的摹写，一为夸大现实的

“困难”，另也表现出求仙问丹的“荒诞”。叙事与议论、抒情结合，欲抑故扬，跌宕生

姿，既有批判现实精神又有浪漫奔放激情，是为李白《古风》中的代表作。“李白那种大

容量的语言符号与其充塞六合的宏伟感情正相一致，而其感情本身则如江河之大波，带着

一股冲击力，奔突驰骋，翻腾不息。”38)

2) 奔腾恣肆生命之美

李白个性张扬，偏爱宏伟巨大、不同凡响的自然形象，而在这些形象中又流露出博大

的的口气，焕发着这样大的力气和才气。这是诗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的个人形象。正如“尼采（Friedrich Wihelm Nietzsche，1844-1900）认为世界是创造

的，创造世界的不是上帝，而是冲创意志（The Will Power），它是人类个体都具有的巨

大潜力，是向着更高、更远、更复杂目标发展的冲动力，是一种自我超越的意识。”39)

李白的诗歌纵横捭阖充满了生命之美，他的诗总是给人一种如惊涛拍岸的力量。他的

生命是自由、奔放甚至是张扬恣肆的，他的诗歌意象中充满了生命力。他用诗歌将生命的

不同侧面都呈现了出来，读他的诗，就如同在体验他的生命历程。你无法预设，他的意象

38) 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p.208。

39) 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p.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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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拘泥的，不设限的，是活着当下的。李白诗歌中有一种强烈的征服的力量，“他能替

我们把遭受压抑、委屈的人性需求说出来，而且是把‘最紧要，最根本，最普遍’的要求

说出来。他不受世俗的约束，没有人事的顾虑，甚至不经过理智的思考，他表达自己的人

性需求时，只是一任真性的宣泄。”40)

李白〈古风之其三〉“黄河走东溟”，浩荡黄河，滚滚东去，一刻也不停留，太阳东

升西落，何时慢下过它的脚步？时光就如同这东去的黄河，西落的日头，匆匆忙忙地奔走

我也不再年青，春花萧瑟，已经到了秋后，只有白发如霜撒满头人啊！怎么可比劲松？年

年常绿，青春难以挽留。我欲乘飞龙而去，吸取日月的光华，让青春永放光彩。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发已衰改。人

生非寒松，年貌岂长在。吾当乘云螭，吸景驻光彩。

在李白的心中，无论是风华正茂还是已生白发，回报社会有所作为，开刀阔斧大展宏

图都是他永远不改的情怀，诗歌前四句言时光易逝。“走东溟”与“落西海”巧妙地将

“海”赋予了时光的流动性，并与发“逝川“与“流光”组合成了符合的意象，时间的流

水因为奔腾的“海”加持，更具生命之美。“接言年貌易改，而后末二句却又可以突发奇

想——阻挡日光前进。李白的诗，就是这样处处转折跌宕，处处出人意表，而又充满力

量。

“他们（唐人）面向着前方。人生将会怎样的遭到命运恣意的摆布，他们对此并非不

知。从前代诗哀叹吟咏中，洞悉其情，深有感触。尽管如此，他们依然认为人类是要前进

的。所谓前进，不仅是个人的前进，更重要的是社会整体的前进。至少在杜甫那里，就是

这样。诚然，杜甫的诗中，有着悲哀忧愁的一面，但那种悲哀和忧愁，是尽管相信个人与

社会都会前进，而这种进步却受到阻碍，由此而产生出的愤懑和忧愁。李白的诗，仿佛多

咏唱快乐，但他咏唱的快乐，并非像前代的诗人那样，至少出于逃避现实这种消极的理

由。（也不能说没有这种情况）但更重要的是，则有着把快乐视作对人生充实的积极一

面。这种积极的态度，与杜甫是相通的。”41)李白的诗中表现朝气活力，充满建功立业

的壮志与坚信未来的自信，呈现出强烈的冲创意志。

3) 心怀天下博大之美

40) 薛天纬，〈生命与生活之歌——解读《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中国李白研究》（2006

-2007年集），黄山书社，2007，p.5。

41) (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p.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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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王国，诗的精神与气质已深刻地渗透到这个民族的每

一个细胞。所以林语堂说，“中国诗人之透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中国文人，人人都是

诗人，中国的诗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任务，中国人在诗里头获得了一半民族在宗教中才能获

得的灵感与活跃的轻松”。42)中国人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政治理想与人生抱负大多

是依靠诗歌来表达的，诗歌不仅表情达意，更主要的是赋予着“诗言志”的功能。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较多地体现出诗人的“忧患意识”。牟宗三先生说：“天

命、天道乃通过忧患意识而步步下贯，贯注到人的自身，使之作为人的主体。因此，我们

的主体并未投注到上帝那里去，我们所作的不是自我否定而是自我肯定。”43)

〈古风之其五十四〉“倚剑登高台”一诗借“凤鸟”、独自鸣叫于“西海”，想以一

己之力“集珍木”之意象表达诗人对朝政之关心及对世事之忧虑，此忧虑既是诗人个人之

悲叹，亦是天下士人之悲叹。

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鸒

斯得所居，蒿下盈万族。晋风日已颓，穷途方恸哭。

全诗以“倚剑登高台，悠悠送春目”作引子，中间景物描写上承登台之所见，又比君

子失路、小人得道之现实，这是全诗的主旨所在，也是诗人情感之所在。语言古朴，情深

意婉，大有《诗》《骚》之遗风。萧曰：“三四（苍榛蔽层丘，琼草隐深谷）比小人据高

位，而君子在野。五至八句（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鸒斯得所居，蒿下盈万族。）谓

当时君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无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俦引类，至于万族

之多也。末句（晋风日已颓，穷途方恸哭。）借晋为喻，君子道消，风俗颓靡，若阮籍途

窮恸哭，毋乃见事之晚乎！”44)

“忧患意识的产生即是人类精神上开始了的自觉。每一个人的自身，即是一个宇宙，

即是一个普遍，即是一个永恒，可以透过一个人的性、一个人的心，以看出人类的命运，

掌握人类的命运，解决人类的运用。”45)

李白虽个性豪放，不羁世俗却心怀天下，有着积极地入世意识与经世之志，希冀余

“平交王侯”、“一匡天下”，得帝王青睐建功立业而后翩然归隐是其完美人生之追求。

〈古风五十九首其十〉“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通过赞

颂“鲁仲连”来表达其个人的人生追求。另外在〈古风五十九首十二〉“松柏本孤直，难

为桃李颜。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中赞颂“严子陵”，表达的都是诗人心怀天下之

42)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p.283。

43)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p.112。

44) 詹锳编著，《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p.163。

45) 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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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志、为天下、为苍生造福而并不慕名利功成归隐之人生理想。

4. 结 语

对于内陆国家的诗人而言，“海”是浩瀚辽阔又博大深邃的、是永恒又雄壮的。其波

澜壮阔，又凶险不测。人们对其充满了向往、好奇与想象。这一观念常常通过浩浩、茫

茫、荡荡、洋洋、无际涯、不可极、吞吐日月等词语来直接表达，也常常用鲲鹏、长鲸、

巨鳌、大鹏、惊涛骇浪等意象来形象描述。中国古代文人对海洋的认知更多的是精神层

面，而非物质和现实层面，他们赋予了海以博大、包容、力量、自由等人文精神。对大海

的歌颂，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自由豪迈的气质、远大的志向和广阔的胸怀。

中国号称“诗国”不是因为诗经、楚辞、汉赋，而是因为有唐诗，唐诗的伟大在于它

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唐代”不仅仅是中国的，甚至是“世界”的。唐代的都城长安是

当时世界经济与文化中心，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来往，住唐人口有二三万，“留

学生”更多，以至于朝廷特设“宾贡科”和“四方馆”。公元8世纪的长安已经是一个人

口过百万的城市，世界贸易发达。其他二三线城市如扬州、泉州、明州等地凭借着海运与

漕运的发达，也很繁华。经济繁盛，精神自由，儒释道三大思想流派并行，唐代是一个伟

大的时代，造就了众多伟大的诗人。从某种角度上讲，只有在唐朝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下，

才能孕育出李白这样的诗人，换句话说，李白也只有成长在唐朝，才能如此大放异彩。

“李白是那个时代时代精神的感召下培养出来的骄子，在他的身上最集中的体现孕育在那

个时代的人们心中的骄傲与自豪。”46)

本文以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海”意象诗歌的创作为例，从意象的生成、意象的组

合、意象的表达三个层面分析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海意象的经营过程，分析其意象经

营的过程即再现诗人诗歌生命体验的过程，其丰富的知识内涵，自由的思维方式、不羁的

审美建构以及奔放的表达共同构建出其组诗的整体特征。李白诗歌中的海意象是最具有生

命力的，诗人通过其诗歌，将生命的不同侧面都呈现了出来，诗人赋予了海意象以生命的

特征。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的海意象诗歌，展现了其四溢的才华、博大的心胸、狂放的

性格以及对生命的热爱与不懈的追求，也揭示出新的宇宙观与生命观，赋予了海更多的文

化意蕴，丰富了海洋文学。

46) 陈昌渠，〈李白创作个性略说〉，《李白研究论丛》，1987，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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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海意象诗句

创作时间 篇目47) 诗句 海意象

开元13年

(725) 25岁

33〈古风其三十三〉

(北溟有巨鱼)
凭凌随海运，燀赫因风起。

海运：海水翻动的样子

『庄子·逍遥游』

开元23年

(735) 35岁

18〈古风其十八〉

(天津三月时)

鸡鸣海色动，谒帝罗公侯。

月落西上阳，馀辉半城楼。

海色

天宝2年

(743) 43岁

13〈古风其十三〉

(君平既弃世)
海客去已久，谁人测沉冥。 海客

39〈古风其三十九〉

(登高望四海)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

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 

四海：天下

43〈古风其四十三〉

(西海宴王母)

西海宴王母，北宫邀上元。

瑶水闻遗歌，玉怀竟空言。

西海

瑶池：神仙典故

天宝3载

(744) 44岁

40〈古风其四十〉

(凤饥不啄粟)
归飞海路远，独宿天霜寒。 海路

42〈古风其四十二〉

(摇裔双白鸥)
宜与海人狎，岂伊云鹤俦。

海客

白鸥与海客之典，见于《列子》

56〈古风其五十六〉

(越客采明珠)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

清辉照海月，美价倾皇都。
海月

天宝4载

(744) 45岁

41〈古风其四十一〉

(朝弄紫泥海)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 紫泥海：指东方朔成仙事。

天宝6载

(747) 47岁

3〈古风其三〉

(尚采不死药)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鬐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海鱼

蓬莱：仙人典故

48〈古风其四十八〉

(秦皇按宝剑)

秦皇按宝剑，赫怒震威神。

逐日巡海右，驱石驾沧津。
海右：海边

天宝8载

(749) 49岁

6〈古风其六〉

(代马不思越)

昔别雁门关，今戍龙庭前。

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

海日

天宝10载

(751) 51岁

34〈古风其三十四〉

(羽檄如流星)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

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四海：天下

天宝12载

(753) 53岁

29〈古风其二十九〉

(三季分战国)
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 

浮海：孔子典『论语·公冶长』：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海。”

32〈古风其三十二〉

(蓐收肃金气)
蓐收肃金气，西陆弦海月。 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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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詹锳编著，《李白诗文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pp.154-164。

创作时间 篇目47) 诗句 海意象

36〈古风其三十六〉

(抱玉入楚国)
东海沉碧水，西关乘紫云。 东海

天宝13载

(754) 54岁

4〈古风其四〉

(凤飞九千仞)

横绝历四海，所居未得邻。

……

药物秘海岳，采铅青溪滨。

四海：天下

海岳：大海和高山

54〈古风其五十四〉

(倚剑登高台)

凤鸟鸣西海，欲集无珍木。

鸒斯得所居，蒿下盈万族。
西海

不详
〈古风其十〉

(齐有倜傥生)
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曜。 海底

晚年

具体不详

11〈古风其十一〉

(黄河走东溟)

黄河走东溟，白日落西海。

逝川与流光，飘忽不相待。

东溟：东海

新创词汇：走东溟指河川入海

奔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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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age of “Ocean” in Li Bai’s Fifty-nine Ancient Style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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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mage of “Ocean” in Li Bai’s poems is mostly constructed from the 

external images of the ocean and his inner emotional images to show the 

beauty of “words beyond the meaning”. Some of Li Bai’s poems about “ocean” 

were written near the ocean based on his feeling, but most of them were about 

“virtual ocean”, which was the illusory ocean in his mind through bold 

imagination and exaggeration based on the allusions. Some of them expressed 

his depression or his perception about life, or expressed his feelings through 

allusions and the ocean of immortals. 

  The image of the ocean in his works was just like himself.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image of the ocean is more like “materialized poet himself”. While 

describing and expressing the ocean, the poet was more like expressing himself. 

Li Bai sighed in his The 35th Ancient Style Poem that “Thinking of Emperor Wen 

of Zhou Dynasty in reading Taiga, and the influence of Song have collapsed for 

a long time." On the principle of style and creation, Li Bai inherited the “self” in 

Li Sao and the “elegance”, “beauty” and “reality” spirits of the Book of Songs. 

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text of Fifty-nine Ancient Style Poems as the 

subject, and starting from the “image of the ocean” involved in it, analyzes the 

poet’s inner feelings and inner mind through the “image of the oc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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