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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旧解概述

《行路难三首》被视为李白表达情感的代表性诗篇，

一直以来都备受古今学者的关注。然而，正如李白自己所

言“语多率然而成者”，这首诗的主题和含义常常存在多

种解读，导致其意义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解

释《行路难》（一）的末尾两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

云帆济沧海”时，不同的解释观点纷至沓来。目前流行的

解释观点大致分为两类，一种是“助人济困”观点，另一

种是“取得成功后退隐”观点。

"大济苍生"的观点通常表达为以宗悫为例，强调"长

风破浪"的不懈追求，同时认为在克服各种困难之后，理

想终将实现。《历代文学作品选》阐释这一观点为坚信梦

想和抱负最终会得以实现，充满着积极和乐观的信念。同

样，《唐诗鉴赏辞典》也解释说，尽管前途充满重重阻

碍，但仍然相信会像宗悫所述那样，充满决心地挑战困

难，乘风破浪，航向理想的彼岸。余恕诚先生则认为，这

两句诗表达的意义是在一系列曲折之后，终于找到了高昂

乐观的节奏，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终将成真。一些文学史

教材也多引用这类解释来说明此两句表示李白仍旧对未来

充满信心。

"功成身退"的概念可以在赵昌平先生的著作《唐诗三百

首全解》和《李白诗选评》中找到，他解释了这两句诗的

含义。赵昌平先生认为，"浮海"一词可以追溯到《论语·

公冶长》的第五篇，其中提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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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史记中的鲁仲连列传中也记载了鲁伸连在齐国将田

单收复聊城后逃隐海上，并说："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

贱而轻世肆志焉。"这句话的用意是，他宁愿贫穷而追求内

心的志向，而不是追逐富贵而受制于他人。这两个例子都

表明，一旦一个人能像宗悫那样取得成就，他就应该像孔

子和鲁连一样，乘舟浮海，退隐山林。

上述两种解释主要从积极主动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

认为，李白虽然在表达政治道路上的困难时承袭了乐府的

传统，但由于诗人的个性以及李诗政治抒情的倾向，往往

会留下一丝希望的线索。因此，对于“直挂云帆济沧海”

的诗句，他们总是试图表现出一种乐观和自信的态度。然

乐府原旨本是“感叹世路艰难”，胡震亨认为：“《行路

难》，叹世路艰难及贫贱离索之感。古辞亡，后鲍照拟作

为多。白诗似全效照。”《行路难》（其一）既是效仿鲍

照沿用乐府原旨，那么将“直挂云帆济沧海”解为“大济

苍生”抑或“功成身退”的积极奋进似与原旨相背离，笔

者以为从积极进取的角度来解说不甚妥当。

2　旧解不妥之处与个人观点

2.1“沧海”何解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直挂

云帆济沧海”这句话。这句话实际上可以被解释为，通过

冲破各种困难和风险，实现自己的理想，从而造福于广大

人民。这种强制性解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错

误地将“长风破浪”与“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两句话视为

具有相同含义，而这种混淆解读又源自对“沧海”一词的

误解。

在诗歌中，"沧海"经常出现，最初用于指代东海或广

阔的海洋。首次出现于王逸的《九思·怨上》中：“危

险的东海啊，我在你的茫茫大海中游荡，沐浴在天空之

池。”它的最初意义仅仅是指东海或大海。然而，在魏晋

南北朝时期，这个词汇的意象开始演变，超越了最初的基

本含义，产生了新的含义。从古代传说中的"海上三仙山"

到葛洪所著的《神仙传——王远》，其中描述的"沧海桑

田"典故赋予了"沧海"这一意象新的含义，即仙境之所在。

例如，庾阐在《游仙诗十首》中的第四首写道：“轻举观

沧海，眇邈去瀛洲。”而鲍照在《代别鹤操》中描绘了双

鹤在沧海之间翱翔的场景。这些诗句将"沧海"视为神仙之

居所，充满神秘色彩。而在《晋书》中，王尼的传记中提

到，王尼常感叹：“沧海横流处，不安也。”这进一步

赋予了"沧海"这一象征社会或人世间的意象新的内涵。因

此，我们可以看到，"沧海"在不同文学作品中被赋予了不

同的象征意义，既代表了仙境，又可用来隐喻社会世界。

在《讲席将毕赋三十韵诗》中，萧统表达了“沧海”的变

化，而李益在《喜见外弟又言别》中则提到了与“沧海”

无关的事情，这也是在天将黑暗降临之际的时候。需要注

意的是，李白在他的诗歌中不仅在《行路难》中使用了“

沧海”的意象，还在其他十一首诗中出现过，还有一次是

在《南奔书怀》中，尽管有争议，但有人认为这是伪作。

千岩烽火连沧海,两岸旌旗绕碧山。(《永王东巡歌十一

首》其六)

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送蜀

僧晏入中京》)

鸟爱碧山远,鱼游沧海深。(《留别王司马嵩》)

一鹤东飞过沧海,放心散漫知何在?(《怀仙歌》)

谓言挂席渡沧海,却来应是无长风。(《东鲁见狄博

通》)

惟有安期舄,留之沧海隅。(《赠张相镐二首》其二)

举身憩蓬壶,濯足弄沧海。(《酬崔五郎中》)

缅思洪崖术,欲往沧海隔(《日夕山中忽然有怀》)

感激黄石老,经过沧海君。(《送张秀才谒高中丞》)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

在前三句中，"大海"表示广袤的海洋，而在后两句

中，"沧海"代表了沧海君，《汉书·张良传》中有记

载：“张良曾经在淮阳学习礼仪，他曾在东方遇到了沧海

君，并得到了一位强壮的壮士，一起帮助他举起了一根

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椎。秦始皇东巡至博浪沙中，张良

与他的伙伴们阻止了秦始皇的前进，不小心击中了他的副

车。”在典故中，沧海君通常被称为"海神"，因此"沧海

君"成为了仙界神明的代名词。在接下来的五句中，我们可

以看到，“沧海”这个词被用来指代神仙的境界。此外，

在李诗中，还有一些与“沧海”意思相近的词汇，如“沧

溟”、“溟海”、“蓬海”、“东海”、“溟渤”等等，

但它们都没有代表理想或社会方面的含义。从上述分析可

见，无论是在李诗中还是在其前期诗歌中，词汇"沧海"主

要用于指代大海、神仙、以及神仙居住的世界。因此，可

以断定，"济沧海"并没有象征着"实现理想，造福众生"的

含义。通过对比"谓言挂席渡沧海，却来应是无长风"和"长

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两句话，我们可以发

现它们在表达主题上高度一致，只是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微

妙的差异。因此可以理解，“直挂云帆济沧海”中的“沧

海”一词，更可能象征着神仙境界，而“济沧海”的含义

则是追求超脱世俗生活。即便我们将“沧海”解释为大海

而非神仙境界，“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表述也不能被理解

为“克服困难实现理想，造福众生”的意思，因此对于“

造福众生”的解释显然与诗歌的意图相悖。

除了上述原因，解读“直挂云帆济沧海”还与诗文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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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的意义表达紧密相关。《行路难三首》是属于歌行体诗

歌，但由于作者李白生活在近体诗完全成熟的年代，因此

他的诗歌创作受到了近体诗的影响。在内容表达方面，近

体诗避免了 "合掌" 的情况，这种 "合掌" 可以分为两种

形式：一种是使用同义词表达相似意思；另一种是虽然不

使用同义词，但上下两句表达了相同的含义在《汉语诗律

学》中，王力先生进行了对《全唐诗》的详细统计，结果

显示在这部包含四万七千多首诗的巨作中，只有一例涉及

到"合掌"忌讳的诗歌。这发现表明，李白在他的诗歌中很

少采用上下两句来重复表达相同的意思。

2.2《行路难》与李白

2.2.1《行路难》（其一）主旨探析

李白的诗歌创作极为多变和复杂，因此要深入了解诗

歌的内在，以领悟其中微妙的心理变化。在他的作品《经

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他

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其中有几句表达了这一情感：时命乃

大谬，弃之海上行。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剑非万人

敌，文窃四海声。儿戏不足道，五噫出西京。

《庄子·缮性》一文中提到了“时命”，强调古代隐士

之所以隐居并非出于自愿的隐匿，不是因为他们故意隐藏

身形，也不是因为他们刻意保留言辞，更不是因为他们有

才智却不展露，而是由于时运不济。这句话说明了隐士之

所以隐匿，是因为他们在适当的时机没有得到机遇而被迫

过上了隐居生活。那么，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李白感叹自己“时运不济”，只好抛弃了追求权势的

志向，选择了在江海间流浪。李白进一步解释，他曾努力

学剑术，但却被人嘲笑；他也努力追求文学，但最终未能

取得成功。他发现，他的剑术并不能胜任千万人的竞争，

而他的文学作品也未能在四海间广受欢迎。

此外，李白在其他诗作中多次表达了他渴望远离世俗

之情。例如，《纪南陵题五松山》是在天宝十三年（公元

754年）创作的，郁贤浩在注解中指出：“这首诗并非以写

景或游玩为主要目的，而是一首怀古寄托情感的诗篇。” 

在回顾了自己前往圣达之旅的经历后，他在诗的结尾深感

时运或许是巨大的谬误，类似仲尼那样的伟大人物也将不

知如何应对。在《古风》（第二十九首）中，李白表达了

仲尼欲涉足海洋的愿望，将其与自己祖辈的沙漠流浪相

提并论。朱馔则称这首诗表达了对逆境时代的悲叹，他

说：“太白虽然拥有罕见的天赋，却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

代，他的文学无法安抚国家，他的武力无法稳定国家。” 

奸臣当道，外戚弄权，纵欲迷志于国文，却遭毁誉之声，

这使得李白深感不满。这也表明，他在天宝三年谪去朝廷

这一事件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因此，他选择远离尘世，

追求遁世生活，与他在天宝三年离开朝廷的遭遇密切相

关。笔者认为，李白在《行路难》（第一首）中所描述的

情节，与《纪南陵题五松山》、《古风》（第二十九首）

，以及《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

宰》中的"时命"段落非常相似。这些作品都涉及到天命三

年谗言导致离开朝廷的事件，表现了对世事的无奈和对远

离尘世的渴望。

就《行路难》（其一）诗歌而言，本诗开篇四句描绘

了一副宴饮的场面，美酒珍馐，金樽玉盘，诗人本该开怀

畅饮，然而他接下来却化用鲍照《拟行路难》“对案不能

食，拔剑击柱长叹息”来表达内心的愤懑和彷徨，于是他

推杯撂箸，压抑、愤懑的情绪裹挟着他，促使他拔剑欲搏

来宣泄内心的情绪，然当他拔出宝剑，举目四顾，心下却

一片茫然。复杂纠结的心情拉扯着诗人，促使他一度想要

冲破重重阻碍，于是他用两个比喻来暗示自己所遇到的艰

难险阻：想要横渡黄河可是寒冰堵塞了河道，想要登上太

行山却又遭遇大雪漫天封住道路。这两句也间接回答了前

面“心茫然”的原由，点明题目主旨“世路多艰”。艰难

险阻难以冲破，诗人霎时间陷入迷茫，手足无措，“只得

垂钓闲居，但闲居中他想着的仍是建功立业的壮志未酬，

以至积想成梦，效吕尚而梦伊尹”，在这里诗人用了两个

典故：姜太公闲来垂钓，却遇周文王，从而官运亨通；伊

尹夜梦日边，居然真的受到商汤的赏识，从而大展宏图。

然终究只是黄粱一梦，梦醒后依旧是歧路难行，于是诗人

连呼“行路难，行路难”以强调自己对世路多艰的慨叹，

又用“多歧路，今安在”来加强自己前文所提及的“心茫

然”。故而诗人在诗歌的末尾虽仍以宗悫的典故“长风破

浪”来表达自己执着的政治追求，但奸佞当道，嫉贤妒能

之人仍在，纵然他想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也十分困难。念

及此，诗人以“直挂云帆济沧海”收束全篇，效仿夫子“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表达自己忧谗畏讥、放达自任的

弃世归隐之意。

组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形式，其概念的形成有

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目前关于组诗的说法大致有如下

四种：

1、组诗有两个特点：一是由几首诗，乃至几十首诗构

成一组，有共同的诗题，共同的诗旨，共同的抒情核心；

二是有铺有叙，互相呼应。

2、这一系列的诗歌是作者在同一题材下聚焦创作的，

它们具有一致的形式，共同传达着统一的思想。

3、组诗是诗人在特定的环境和心境下所写出来的，作

品间有一定的联系，其情感指向相对集中、单一。其传播

情形有二：一是自辑而成，二是他辑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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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诗指在同一诗题下，作者集中创作的表现同一思

想，内容相关的一组诗。

根据上述四点关于组诗的说法，大致可以总结出组诗

的三方面特点：第一、组诗有共同的诗题；第二、组诗

有共同的主旨；第三、组诗中每首诗之间有一定联系。

故而，从组诗的整体结构来看，“直挂云帆济沧海”所

表达的意思既不应该与“长风破浪会有时”相同，也不

应表达与《行路难》组诗主旨想要表达的“弃世归隐”

的意思相反。

将三首诗对读我们可以发现，三首诗表达的思想感情

一以贯之，《行路难》（其二）在思想上继承第一首诗

人陷于迷惘不能自拔的脉络，将梦幻的憧憬转换为对历

史人物的追忆，韩信、贾谊等人虽历尽磨难并得以重用，

但大多难以善终，这正印证了他“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

不退皆殒身”观点的。这些史实是一面镜子，让李白感到

痛苦，感到没有出路，以至发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

出”的呐喊。《行路难》（其三）则是纯言退意，而其二

与其三思想内容表达又比较集中，联系较为密切。根据前

面所述组诗的特点，组诗的第一首在一定意义上应当起到

统摄其余诗篇的作用，如果其一既表达诗人怀才不遇的激

愤之情，又表现出诗人相信政治理想得以实现的坚定信

念，那么第一首就无法和第二首、第三首在思想内容上产

生内在联系，整体结构上三首诗便成了相互独立、互不关

联连的个体，故而应该将“直挂云帆济沧海”解读为归隐

江湖之意。

2.2.2李白与《行路难》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诗人在写下“直挂云帆济沧海”

一句时对其理想抱负能否实现抱的并非是极其乐观的态

度，而是较为悲观，或者极端点说是绝望的态度，关于这

一点，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论证。

其一，李白是一个情感充沛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为人

率真，个性鲜明，在诗歌中表现为强烈的个人色彩和起

伏波动极大的情感抒发。同是表达归隐之意，一说“仲

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圣人共沦没，临歧胡咄嗟？”

（《古风·二十九》），另一则说“我本楚狂人，凤歌

笑孔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前者化用孔子

乘桴浮于海之典，借孔子的遭遇来表达自己的不平，隐隐

流露出对孔子的赞赏之情，后者诗人则自比陆通，嘲笑孔

子痴迷于做官，表现对政治的不满，要像他那样游览名山

过隐居的生活。他曾在诗中多次以孔子自喻，却也多次

嘲笑孔子，复杂矛盾的心理恰是李白内心思想的统一：对

社会的失望以及个人前途的悲观，也正因为如此，有人认

为李白有点偏激。李白在政治抱负得以实现时可以高兴地

大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么，在

失意激愤之时说出“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归隐之词也就可

以理解了。李白的思想在复杂性中有它的单纯性，在矛盾

性中有它的统一性，在他形形色色的思想中自有一根巨大

的红线贯彻始终。这就是封建盛世激发起来的雄心壮志：

要实现伟大的抱负，要建立不朽的功业。一念之贞，终身

不渝。也正因为如此，无论何时都不忘自己远大理想的李

白，在失望之时说出激愤之词才真正的表现出诗人复杂矛

盾的内心世界。

其二，李白受道教影响极深，青年时期就形成了特有

的一种追求自由生活的方式：求仙学道。关于李白少慕神

仙之事亦屡见于诗文之中，在其《感兴八首》（其五）中

写道：“十五学神仙，仙游未曾歇。”可知在李白十五岁

左右就已经受到道教的影响，同时在李白年少时期的代表

作《访戴天山道士不遇》中亦可看出李白在少年时期即

好与道教中人交往。根据《彰明纪事》所记载，李白在弱

冠之前曾赴梓州向赵征君学习长达一年余。赵征君实际名

为赵蕤，他以博学韬晦、精通经世而著称。此外，他亦

具备任侠之气，擅长于纵横之道，因此在当时享有盛誉。

多次受唐玄宗征召，然而每次他均谢绝职位，选择隐居

生活。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诗人追求仙学道是出

于“养望待时”的初衷，然而经历“还山”后，他们的仙

学道追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转向反抗黑暗势力，追求

自由与隐逸生活。由于政治上的挫折，他不可避免地带着

更多的负面情感。在离开长安后，这位诗人表达了自己的

消极和愤怒情绪，而不仅仅是在《行路难》这首诗中。天

宝五载，他辞别家乡，向南游越中，即将踏上游历名山之

前，他创作了《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在这首诗中，

他写道：“且让那白鹿自在山谷间游荡，我必须前往访问

名山。我不愿意屈服于权贵的压力，让他们让我失去开心

的笑容。”白鹿是仙境的象征，名山则是仙人和隐士的居

所，对于李白这位不愿屈从于权贵的诗人来说，这两个象

征成了他远离世俗的恒久图像。由于政治挫折的经历，他

自然而然地携带着更多负面情感。在他离开了长安之后，

这位诗人在不仅仅是《行路难》一首诗中表达了他的消极

和愤怒情绪。天宝五载时，他告别故乡，朝着南方的越中

地区启程，即将开始游历著名的山川名胜之前，他创作了

《梦游天姥吟留别》这首诗。在这首诗中，他写道：“

就让那白鹿在山谷间自由漫游吧，而我则必须前去拜访这

些名山。我决不愿屈从于权贵的压力，让他们剥夺我快乐

的笑容。”白鹿代表着仙境的神秘，而名山则象征着仙人

和隐士的避世之地，对于李白这位不愿受权贵左右的诗人

来说，这两个象征成了他坚守超然世俗的永恒符号。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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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都是诗人在曾一度感到对世事失望时所真实表达的情

感。《历代诗评注读本》中提到：“仔细品味诗的前半部

分，似乎并非是真正放弃世俗情感的表现，只不过是因为

世道艰难，才下定决心隐退。但如果我们从诗歌的笔法来

看，前半部分特别强调了旅途的困难，而这只是为了积蓄

力量。因此，不能说他早早就放弃了对世事的感情，也可

以理解为他暂时把世事放在一边。”我认为，这里所提到

的“下定决心隐退”和“暂时把世事放在一边”不仅准确

捕捉了《行路难》的情感基调，还对“直挂云帆济沧海”

这一句进行了间接解释。这种解释既不与诗人的政治思想

相矛盾，也与诗人当时的思想相契合。

3　小结

李白的政治抒情复杂而多变，并非时时都拖着一条“

光明的尾巴”，理想和现实、出世与入世时刻拉扯着

他，《行路难》（其一）在“弃世远遁”的主旨中潜含

着李白复杂的思想感情，他既做不到现实中的“功成”

，亦做不到心灵上的“身退”，无论现实给予他什么样

的打击，他都无法忘却自己的远大理想，也正因如此，

失望之时说出激愤之词才真正体现诗人复杂矛盾的内心

世界，故而将“直挂云帆济沧海”解为激愤的归隐之词

至此即可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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