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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诗宋词中的蝉意象 
杨州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541001） 

摘要：在中国的文学中，最开始咏蝉的诗文出现在《诗经》里，从春秋战国时期到魏晋时期的，“咏蝉文学类”
得到的快速发展。但从晚唐到宋代灭亡，具备蝉意境之诗文骤增，这当中回味无穷。在中国唐宋时期，蝉凝聚了文人
的情绪体验，变成表达他们个人情感的一个重要媒介。在这一时期，文人骚客通过咏蝉，进而表达不同的情绪。在各
种文人诗歌中，有些咏蝉为的是表现高尚飘逸的人格特质，有的是为了能表达苍凉凄婉之心，有的是表达对岁月稍纵
即逝传出的感慨，有的是为了能表达自身艰辛的家世。因而，通过对唐宋时期文人墨客写蝉著作中蝉意境的分析，进
而获得文人的情绪内涵，这样有利于提升古诗词的审美能力，能够更多掌握中国文化精神实质，并且可以大概研究古
代文人墨客思想上的价值观念。 

关键字：古典诗词；蝉意境；抒发感情；唐诗宋词 
 
1.高尚飘逸的人格特质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里，出现许多赞扬蝉之高尚品的

古诗词，它寄予了诗人们优雅的情结。古代人认为蝉是

餐风饮露，因此把蝉视作高尚的象征，并将自己比成这

些具备高尚品德的人。最开始把蝉作为高尚品质开展咏

唱的是在魏晋南北朝阶段，在这个动荡的阶段，诗人们

为了表达自身做事众人皆知的品性，把蝉的高尚品质带

到诗文里，因此这一时期产生了很多的咏蝉诗。李世民

作为一名当权者，出现了一首清新淡雅咏蝉诗：“散影玉

阶柳，含翠隐鸣蝉。微形藏叶里，乱响进风口前。”李世

民做为唐朝建立的开创者之一，也起到了开头的作用，

但他的这些众臣后来还有一些关于咏蝉的诗文，如李百

药的《咏蝉》：“净心自饮露，哀响乍吟风。没上华冠侧，

先惊翳叶中。”从这一君一臣这首诗中隐隐约约看的出，

他们已具备高尚的崇高品质，再看这两首诗中常用到的

词，“玉阶柳”、“含翠鸣”、“净心”、“华冠”，他们从表

面看来是写蝉，而事实上，他们则在自我标榜，进而表

达自己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 

蝉的高尚品性大量的是一种我自岿然不动的独悲的

心。此类心理状态最早使用在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的《在

狱咏蝉》中：“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那堪玄鬓影，

来对白头吟。”从这首诗的题目来说，讲的的在监狱里开

展咏蝉的，因此就可以知道骆宾王那时候的境地。在这

首诗中，没有一个字不是在咏蝉的，也没有一个字不是

在说他自己的。在诗人年轻时，他是有心中的梦想，他

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去建立一番事业，报效祖国。

但是有很多事情总是事与愿违的，年少时的豪情壮志却

随着时间推移而越磨越平。而到诗人写下笔写出这一首，

已是满头白发，这时的他不仅一时无成，反而因为被别

人诬陷而坐牢。“露重霜想进，风多响易沉。”在这儿，

“露重霜”描述的是这些污秽的人。蝉这般人在这种世

间下存活，确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无人信高洁，谁为

表予心”其实是对蝉的反诘，与此同时是对自己不平等

待遇的控告。换句话说，在当今社会上，早已没人坚信

高尚，谁又可以理解我此时的心情。在骆宾王的书中，

蝉变成他本人表达对这个社会现象低沉感受与对这社会

现实生活的恼怒。在这儿，他用“蝉”来发泄自己的情

绪，从而使得诗最本质的气魄更为慷概高昂，他在这类

无尽悲痛的情绪中展现了本人顽强反抗的精神实质。在

骆宾王的诗歌中，蝉不单单是品行高洁的化身，并且把

自己苦难的运势与满怀的恼怒引入其中。实际上，在因

为那个污秽的社会上，高尚的品性一般是与自己孤独心

境息息相关的，毕竟在这样的事情，他的淡泊没有得到

更多的器重，也无人能理解，缺乏知已，陷入一种深深

地痛楚当中而不能自拔，也成为了很多有志之士较为普

遍的态度。因而，他们这类高尚的贞操变成社会公众所

抵触的目标。在这，蝉变成高尚品质的代表。 

之上几首歌诗全是唐宋时期咏蝉的佳作，尽管他们

都是用蝉来表达高尚的品格，但是由于这三位诗人的处

境、境遇、气场不一样，所寄意的观念情绪也不尽相同，

这也是这些人在表达里的特别之处。 

2.表达凄凉凄婉之心 
“闻蝉悲愁”是咏蝉诗中常用的主题风格。秋季一

直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它非常容易渲染出一种凄凉的

氛围。“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季一直给人一种苍凉、寂

寥的感觉。在这个落叶凋零的季节里，天地万物慢慢走

向结束。在这个秋叶发黄，秋风瑟瑟的季节里，恍惚间

也有蝉的鸣叫声，但这时的蝉叫已经不再是夏季里的那

一种蝉叫，不再代表着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色。秋季之蝉，

代表的是一种凄凉。唐代著名的塞外诗人王昌龄在《塞

上曲》写到：“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出塞进塞寒，

随处黄芦草。几乎幽并客，皆向战场老，莫学游侠儿，

矜夸紫骝好。”这首诗写的是这首诗描绘的边塞风光，诗

中的第一句写到的蝉鸣声一次，表现本诗要以蝉鸣声入

题，而“塞寒”、“黄芦草”两词，写的是出塞时的画面，

也说出了“蝉”唱出秋日里的苍凉。“古来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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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表达了古时候战争的残酷性。此诗中以“蝉”写的

诗秋是一种凄凉凄婉之心。宋朝名儒王夫之的《宿寺闻

蝉作》写道：“落叶经夏暗，蝉鸣声今昔闻。已惊为客意，

更值落日薰。”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落日里的蝉显得非

常的苍凉，更加凄婉。斜日已去，没了白天，四处一片

灰暗，但在这样的画面下，一只蝉在如此凄寒的夜晚独

自一人哀嚎，这怎会不令人感到悲沧呢？王夫之在这首

诗中将个人羁旅之心寄托在蝉的身上，作为日常生活的

每一个普通人，在面对自然之际展现出的一种无可奈何

之意，充分体现了个人的渺小。 

在国内的先辈中便已意识到蝉是一个感应季节与物

候现象的动物。大自然的春秋季代序，气侯的改变，大

家早就有所启发，那么作为诗人，对这一块的感受更加

比较敏感。白居易的这一首《开成二年夏闻新蝉赠梦得》

中的“十载与君别，常感新蝉鸣。今年共君听，同在洛

阳城。噪处知林静，闻时觉景清。”再看一遍刘禹锡的回

礼所作《酬乐天闻新蝉见赠》中“碧树鸣蝉后，烟雨改

容光。瑟然引秋气，萋萋日夜黄。夹道喧古槐，临池思

垂杨。” 

白居易和刘禹锡全是那时候社会上的进步人士，他

们也都敢于积极的投身政治改革当中，但很多事情一直

不尽如人意的。这些人在永贞革新的道路上只实行了大

半年便以不成功的悲剧收场。此次改革，刘禹锡贬官为

远州司马，此后开始了他的颠沛的被贬生活。尽管白居

易当初虽没被贬谪，但十年后的元和十年，也由于被别

人诬陷而贬官为江州司马，进而也开始了他的五年贬官

之路。因为他们才会有后来写下的《琵琶行》，才有：“要

说这里当中谁流的泪水较多？我江州司马眼泪湿漉漉一

袭白衣衣衫。”的名句。白居易与刘禹锡，一个是“诗魔”，

一个是“诗豪”，他们拥有兼善天下的心性，但是因为运

数不如意，人生坎坷，同为唐朝时期的诗人，由于拥有

相近的运势而密切联系在一起，提及他们，就会逐渐的

想起“患难之交”一词。从而就可以知道两人之间的深

厚感情。 

在古典诗词中，有很多诗人闻蝉而愁是由于诗人心

中有愁。如同王国维《人间词话》里所讲的一样“就我

观物故物皆著我之颜色。”宋朝的诗人柳永写到：“寒蝉

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还没直接描写分离，但是

这种悲惨的离别之心却十分深切的表现在诗里，进而可

表达出一种离别忧愁之心，创作者也因为离别而忧伤，

因离别而愁。因蝉鸣声为之离别感伤的也有唐朝诗人元

稹：“红树蝉声满夕阳，白头相送悲相伤”。古时候的一

些文人墨客，蝉表达的是一种凄凉凄婉之心，而表达苍

凉凄婉的方法就是以秋蝉为题材来展开的。秋季之蝉，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具备一种离别、思念、羁旅之悲。

从离别到羁旅再从思念，进而表达一种凄凉的心境。 

3.对岁月稍纵即逝传出的感慨 

蝉的生命是很短暂，但是在它短暂的一生中，却凝

聚了我国古代文人的情绪。蝉的短暂一生，也成这种文

人墨客叹时伤逝的对象，岁月稍纵即逝，能从蝉的生命

之短暂能够显现出来。蝉生于炎夏之时，而到初秋就需

要离开这世界。所以才有充符在《逍遥游》中说的“螅

蛄不知春秋”，显而易见，蝉的一生是短暂性。其实对于

我们个人而言，蝉的生命与人类也是有着相似的，因为

人生命也只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罢了，是因为拥有相似度，

因此我们才会对蝉拥有深深的归属感。当我们在这个初

秋的季节里听见高枝上那一声声的蝉鸣声，就会非常容

易感受到蝉鸣声已经是生命的结尾曲，进而引起人们无

限大寂寥的感觉。实际上，我国的古代文人本就对一个

人短暂的一生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在这一方面是理智的，

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一生已踏过了一大半时，又很一事

无成之际，这不由自主引起他们对生命的悲叹，对生命

稍纵即逝所展现出的一种深邃痛苦与痛惜。 

提到蝉的生命易远去，就比如杜牧的《闻蝉》：“火

云初似灭，晓角欲微清。却忆行千里，新蝉忽数声。”杜

牧所写的这首古诗，实际上表述的是对生命短暂的感慨。

诗中的许多词句都和生命的短暂相关。第一句里的“火

云初似灭，晓角欲微清。”火云好像发生的那一下子就灭

掉，而后出现的是天空中的一片清明，不难看出火云消

退如此之快，其生命显得十分短暂。“却忆行千里，新蝉

忽数声。”根据这一句，能够得知诗人走动在这块从前的

故乡上，遍地都是蝉鸣声，而现在的国家已不再完整，

自身从前的故乡已经被北方少数民族所攻占。伴随时间

的远去，想要收复失地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经行仍好

像，度日更明晰。”说的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时间照样会

远去。最后一句“不敢频倾耳，唯忧白产生。”说的是诗

人本人不愿去考虑过多，因为他们会担心自己又老了许

多。从这首古诗来说，没一句话不和时长相关，进而展

现生命的短暂。 

4.隐喻艰辛不幸运艰辛家世 
蝉诗作品里通常会融入一种文人墨客贬官以后的凄

怆情结。借蝉以言表官运的艰难和人生的无奈，这也是

蝉诗内容的又一大特点。韩愈在《梅圣俞诗集序》中写

到：“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

巅水涯之外。”等等诗句表达的就是，通常一些诗词名句

优秀作品全是作者在时运不齐、命运多舛的生活遭际下

写作的。其实就是司马迁史记所讲的“皆意有所郁结，

不得通其道，发愤之所为作也。” 

就比如从唐朝几首歌咏蝉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贾

岛有一首《病蝉》：“病蝉飞不可，向我掌上行。折翼犹

能薄，酸吟尚极清。”贾岛的一生贫困潦倒，并以病蝉来

描述自身，这也是对自己人生坎坷的感慨。文章中的“折

翼”、“酸吟”揭露了贾岛一生命运的艰辛与穷苦。他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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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生活中贫苦，但是他的精神实质不贫穷，他不以生

活贫困而自薄，不坠落污秽的深渊而自清，可他便是在

那样的生活状态下活得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他为什么

活得那样累，其主要原因是有“黄雀”和“鸢鸟”这两

个凶险的“队伍”阻拦他前进的步伐，进而活的这么穷

困潦倒，那样的艰辛。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人心里已

是不可动摇。在儒家思想的推动下，古代文人们一开始

一直实施了积极入世、出世的心态，他们以天下为已任，

不断进取，有较强的责任感以及社会责任感，但是到了

生命的中后期，这些人在前行的路上由于官运的不顺及

残酷的社会现实，他们追梦赤子心一直处于不得志的状

态，构成了非常大的落差感，从而出现他们只想说心灵

深处的焦虑。因而，他们往往寻找外在美的事情和自身

境况和生命感受的某类切合，并且通过文学著作表现出

来。在这样身处困境或远大抱负难以实现而烦闷郁结的

情形下，他们对蝉寄予着真切的怜悯，则在生命观念的

深层次，他们与其同病相连，相知相惜，具有了更多的

归属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便生发出各种文学大家在各

个境况中的思想表达。 

5.结束语 
总而言之，蝉诗的韵致，曾转动很多文人雅士的心

灵，他们颂称蝉为“大自然的歌手”，并留有很多耳熟能

详的咏蝉诗句。蝉在中国古典诗词里会有不同的意象特

点，他们千姿百态，但是都精妙绝伦。古代文人墨客凭

借蝉所表达的不一样意象，在各种唐宋文人诗歌中，或

表述高尚的品行，或表达凄凉凄婉之心，或感叹岁月消

逝，或对自身艰辛人生命运的悲痛，不论是娱情或是抒

愤，恰好是这只小小的蝉，唱响着中国古典诗词那意境

唯美的风韵。因而，通过科学研究唐宋诗词里的蝉意象，

讨论诗歌其中大众的精神价值。在各种中国古典诗词中，

可以通过文人的个人情绪表达，对周边一花一世界的感

受，根据诗人的情绪，来发掘古诗中蝉意象的意义所在，

进而具有提高自身的效果，并唤起大众的审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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