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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鲍照乐府组诗《拟行路难》的戏剧性 
韦晖 

（河池学院  广西河池  546300） 

摘要：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诗歌和戏剧具有历时同源性。由源溯流，上古时代的巫之舞、战国末期的楚辞《九歌》、
汉代乐府民歌等作品兼具有戏剧性的特点。南朝著名诗人鲍照的乐府诗创作接受汉乐府诗的影响，其乐府诗代表作《拟行路难》十
八首组诗颇具鲜明的戏剧性。论文主要从诗歌接受和诗歌阐释的视角，在冲突建构、情境创设和话语书写等三个角度对《拟行路难》
十八首的戏剧性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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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古时代，文学并非是独立的存在，往往是诗、乐、舞三位

一体。据《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上古一个名“葛天氏”的原始

部落歌舞祭祀活动：“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一曰‘载民'，二曰‘玄鸟'，……八曰‘总禽兽之极' ”[1]71，其描

述就带有很强的戏剧性。何谓戏剧性？文艺理论界普遍认为是矛盾

冲突、语言的动作性和潜台词等，其基本特征是：浓缩地反映现实

生活、集中地表现矛盾冲突、以人物台词推进戏剧动作等[2]172。上

古歌舞、宗教祭祀和巫师作法等被看作是诗歌、戏剧的共同起源，

由此看来诗歌和戏剧很早就相伴而生，具有历时同源性，诗剧同质，

在表现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承继其影响，战国末期的楚辞《九歌》、

汉代乐府民歌等作品兼具有戏剧性的文学特点。 

鲍照是南朝文人乐府的第一大家，其乐府诗大多贴近现实生

活，渗透其对人世浮沉和人生的感知、感受与感慨。鲍照又热衷追

求功名，但却又“才秀人微”，故其诗作中多愤慨激昂，情感强烈，

矛盾冲突明显，具有相当鲜明的戏剧性。鲍照存诗 200 多首，其中

乐府诗 80 多篇，除《吴歌》3 首、《中兴歌》10 首为当时流行的五

言四句外，其余均是古调，大都是模拟汉乐府来抒写自己的理想追

求和人情世故。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认为“明

远（鲍照）乐府，其意识体裁，皆与两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

者为近。”[3]268 同时又云：“其感人之深，影响之大，跌宕悲凉，驰

骋纵横，如骅骝之开道路，鹰隼之出风尘者，尤当推明远少作七言

《拟行路难》十八首” [4]264 因此，本文即择取颇具戏剧性特质的鲍

照乐府诗代表作《拟行路难》十八首为对象，主要从诗歌接受和诗

歌阐释的视角，在诗歌的冲突建构、情境创设和话语书写等三个方

面进行探讨。 

一、诗歌戏剧性冲突的建构 
鲍照在《拟行路难》十八首矛盾冲突的营构上相当突出鲜明，

据乐府解题云：“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悲伤之意，多以‘君

不见’为首。” [5]225 点明了作品充满强烈的矛盾冲突和戏剧特征。
巵 瑇组诗的第一首开篇即写“奉君金 之美酒， 瑁玉匣之雕琴，七彩

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

通过对人生荣光显达却最终悲哀落幕进行了强烈的对比描写，随后

用“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一句陡然转折，鲜明突出

世事无常、盛极难继的人生幻灭，那么就请读者诸君听我唱一唱“行

路难”吧！如此看来，第一首诗相当于本组诗的序幕，领起后面的

17 首诗篇，人生林林总总的世路艰难和矛盾冲突纷纷登场，似乎是

一幕幕人生短剧在轮番上演，产生了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戏剧性

效果。 

经过梳理不难看出，《拟行路难》组诗主要呈现出四组矛盾冲

突：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如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

流”写无法把握命运的矛盾，其五“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

皇天”写才秀人微与无力改变现实的矛盾，其六“自古圣贤尽贫贱，

何况我辈孤且直”写贤良与不肖命运倒挂的矛盾，其七“念此死生

变化非常理”借杜鹃鸟呼唤望帝的古事写命运无常的矛盾，其十“君
蕣不见 华不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写人世盛极难继的矛盾等。二

倐是人生迟暮与事业无成的矛盾，如其十一“人生 忽如绝电，华年

盛德几时见”写岁月易逝与人生蹉跎的矛盾，其十五“君不见柏梁

台，今日丘墟生草莱”叙写繁华与幻灭的矛盾，其十六“年去年来

自如削，白发零落不胜冠”与其十七“日月流迈不相饶，令我愁思

怨恨多”均突出人生苦短与功业无成的矛盾。三是夫妻爱恨情仇的

矛盾，如其二以“君心一朝异”借闺怨慨叹人心意变的矛盾，其三

“含歌揽涕恒抱愁”与其八“床席生尘明镜垢，纤腰瘦削发蓬乱”

均反映为求取功名而以牺牲家庭欢乐为代价的矛盾，其九“今日见

我颜色衰，意中索寞与先异”写夫妻色衰爱弛的矛盾，其十二“膏
鬖沐芳余久不御，蓬首乱 不设簪”写戍卒之妇无法为“悦己者容”

羇 羇的矛盾。四是人生 旅、漂泊无方的矛盾，如其十三“但恐 死为

鬼客……又闻暮思泪沾裳”写归乡不得与夫妻别离的双重矛盾，其
窅窅十四“故乡 日夜隔，音尘断绝阻河关”写乡愁却又难归的矛盾。

最后的第十八首“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对酒叙长篇，穷途

运命委皇天。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得优游卒一岁，

何劳辛苦事百年”，以无奈且强作宽慰的口吻，勉强为无解的人生

矛盾找到暂时舒解宽慰的办法，即借酒消愁以暂时忘却现实的烦

恼。然而，跟本组诗前十七首所呈现的人生世事之种种矛盾相比，

后面的宽慰实在是无足轻重和苍白无力，组诗戛然而止但诗意依然

延宕萦绕，绵延不尽的人生悲叹穿越漫长的历史，依然长久激荡在

现实读者的心灵之中！ 

二、诗歌戏剧性情境的创设 
戏剧情境是作品人物特定动作表演的客观环境，只有在特定的

环境中人物活动才有独特的意义。戏剧理论家谭霈生概括了戏剧情

境构成的要素为：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对人物发生影响的具体事

件和特定的人物关系[6]120。而“情境”的提出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

在《诗格》中提出的，认为诗歌的意境分为“物境”“情境”和“意

境”三个类型，“情境”则是指以抒写诗人情感状态来构成的意境[7]。

因此，诗歌的意境建构与戏剧的情境创设形成了异质同构关系。鲍

照《拟行路难》十八首，作为组诗则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安排，主要

体现在整体性情境的营造上，集中反映在组诗的第一首： 
巵 瑇奉君金 之美酒， 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

萄之锦衾。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愿君裁悲且减思，

听我抵节行路吟。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 

这组诗歌属于歌行体诗歌，其与音乐关系密切，有一种类似现

代评弹、说唱等戏剧的形式[8]。作为组诗的第一首，具有整体定调

的作用，即要营造一种整组诗推演的戏剧性情境。鲍照要把“世路

艰难、离别悲伤”主题以多元的形式表现，第一首诗要发挥好总领

作用：诗歌首先使用排比铺陈这样一种赋体文学的表现形式，对金
巵 瑇美酒、 瑁雕琴、芙蓉羽帐、蒲萄锦衾等四种典型具象来对人生

显达奢华进行一番极力渲染铺排，以此呈现人生的巅峰状态。随后

诗笔陡然直下写到“红颜零落岁将暮，寒光宛转时欲沉”，诗歌以

“天上人间”般的巨大落差把读者带入一种红颜凋落、岁月流逝、

寒意逼人、人生萧瑟的特定氛围中。接着用一种说唱文学的特有的

话语形式“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顺势告诉读者或

听众，那就让大家听听我来唱唱人生多艰、命运多舛的“行路吟

（难）”吧。最后以“不见柏梁铜雀上，宁闻古时清吹音”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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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告诉听众即便是历史上辉煌无比的汉武柏梁台和曹魏铜雀台

如今都湮没在岁月的尘埃之中，再也听不到那歌舞喧天的鼎盛场面

了，就连那威风显赫的帝王将相也摆脱不了人生终将落幕的命运，

这是人生无法改变的规律，把“行路难”的戏剧情境作了再次强化，

营造了一种深厚沉重的悲剧性气氛，为下列的十七首诗歌表现人生

种种艰难苦厄作了充分的铺垫和情感蓄势准备。 

在整体情境设置的基础上，鲍照为了表现“世路艰难及离别悲

伤”这一“行路难”主题，其余的十七首诗歌根据表现侧重点的需

要，各首诗歌作为相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组成部分，分别设置了各自

阶段性的戏剧性情境，推动戏剧化人生的演进和发展。这些阶段性

的情境设置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 

1.即景性情境。诗歌主要采用眼前相关的景物营造诗歌的特定

情境，推动诗歌主题的表达，如《拟行路难》其五“君不见河边草，

冬时枯死春满道。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诗

歌就是即景造境，用草的荣枯、日的起落，触发了对生命易逝、苦

多乐少、功名成败的思考，表现了生命的脆弱性与现实压力的难以

抗拒性的强烈对比，最终化为绝望的人生呼号“功名竹帛非我事，

存亡贵贱付皇天”，使诗意表达获得了特定的典型意义！此外，《拟
蕣行路难》其八“中庭五株桃，一株先作花”，其十“君不见 华不

终朝，须臾淹冉零落销”，其十二“今年阳初花满林，明年冬末雪

盈岑”等诸诗，均属于此类情境的设置类型。 

2.即事性情境。诗歌主要采用与诗歌主题相关的事件来营造诗

歌的特定情境，如《拟行路难》其十三“念我旧人多悲声，忽见过

客问何我”，诗歌通过一个长期漂泊异乡的游子与来自家乡且熟悉

自家情况来客的偶遇之事，突破时空限制呈现游子的妻子在家乡孀

居独守、朝夕悲哭、形容憔悴的酸楚状态，从而激荡起了游子内心

的情感大潮，最后借客人之口说出“见此令人有余悲，当愿君怀不

暂忘”之句，把世间多少夫妻悲欢离合之情表现到痛切削骨的状态。
剉《拟行路难》其二“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其九“ 蘖染黄丝”、

其十四“君不见少壮从军去”等诗歌，也采用了即事设置诗歌情境

的方法。 

3.即情性情境。诗歌主要以自己内心的情感宣泄的方式来造境，

使表达中弥漫着强烈的抒情性和主观性，如《拟行路难》其六“对

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通过“不能食”茶饭不思的情绪和

拔剑叹息的情绪化举动，为诗歌表达主题极力造势，直至诗歌主旨

句“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脱口而出，产生一种不吐

不快、震撼人心、感情潮流奔涌不息的艺术效果。即情造境法的诗

歌作品，还有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其十五“君

不见柏梁台，今日丘墟生草莱”，其十八“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

人”等作品。 

当然，诗歌毕竟不等同于戏剧作品，但诗歌其与戏剧文学在情

境创设上产生异质同构关系，从而使包括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

等在内的那些贴近现实生活、矛盾冲突尖锐的诗歌，客观上具有了

戏剧文学的某些特质，既丰富了诗歌的表达，也拓展了诗歌接受后

来读者的阐释解读空间，提高了诗歌内涵和蕴味。 

三、诗歌戏剧性的话语书写 
诗歌作为抒情文学，大多数情况下是诗人内心情志的独自吟

唱，多用第一人称进行书写。而那些兼具戏剧性特征的诗歌，则打

破个人表现的局限，以戏剧的角色化话语书写，通过戏剧台词推进

戏剧动作的发生来表情达意[9]。诗歌的抒情主体由第一人称扩展到

第二人称、第三人称，让目的性不同的人物角色在特定场域中形成

各种各样的冲突，造成多声部合奏的艺术效果，从而使诗歌解决了

直线式表现主观情志的不足，藉由戏剧曲线式的表达以具体化、客

观化来表现，极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也大大拓展了诗歌表达视

野和生活向度。 

鲍照《拟行路难》组诗，聚焦抒写世路艰难、离别悲伤，虽然

每一首都不免弥漫着诗人个人命运与遭际的影子，但是因为有了戏

剧性的角色化话语书写，从而获得了人世间普遍性的人生经验或规

律意义，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揭示了戏剧潜台词背后深刻的

人生意义。其戏剧性话语书写主要有三种形式： 

1.对话体书写。比较典型当属《拟行路难》其六： 

春禽喈喈旦暮鸣。最伤君子忧思情。我初辞家从军侨。荣志溢

气干云霄。流浪渐冉经三龄。忽有白发素髭生。今暮临水拔已尽。
羇明日对镜复已盈。但恐 死为鬼客。客思寄灭生空精。每怀旧乡野。

念我旧人多悲声。忽见过客问何我。宁知我家在南城。答云我曾居
羇君乡。知君游宦在此城。我行离邑已万里。今方 役去远征。来时

闻君妇。闺中孀居独宿有贞名。亦云悲朝泣闲房。又闻暮思泪沾裳。

形容憔悴非昔悦。蓬鬓衰颜不复妆。见此令人有余悲。当愿君怀不

暂忘。 

显然，诗歌要表达的主题是“君子忧思情”，那么忧思的具体

内容是什么呢？诗歌首先采用第一人称“我”陈述自己辞家从军多

年，如今已然是白发滋生，最大的担心怕是要客死他乡成为孤魂野

鬼，思乡的情感尤其显得十分强烈，不由得感叹“每怀旧乡野，念

我旧人多悲声”。诗歌若到此便嘎然而止，尚属于个人咏叹的范围，

纵使动人也还是局限于个体化的情思维度上。但是诗歌接着忽然一

转“忽见过客问何我，宁知我家在南城？”一个来自家乡的过客，

以第三人称切入诗篇，主动询问我是否住在南城。从“答云我曾居

君乡”一句，可以看得出 “我”肯定会奇怪地询问来客：“你是怎

么认识我家情况的？”交流中知道来客确知家乡之事，话匣子即刻

打开，第一人称、第三人称的对话式话语书写，把“游宦之城”与

“乡邑之家”联系起来，两个遥远的空间得到同时呈现，画面比先

前更立体、更阔大。来客告知“我”家中之妻子依然对我不离不弃、

坚贞独守，整日过着以泪洗面、形容憔悴、无心梳妆痛楚孤寂的生

活，听到此处哪怕就是铁血男儿也不禁为之动容，情感上爱怜、痛

苦、内疚、无奈等诸般复杂情绪顿时涌上心头，使诗篇开头着眼的

主旨“最伤君子忧思情”得到集中的、客观的、具体的呈现。最后

以来客“见此令人有余悲，当愿君怀不暂忘”的告诫之语作结，引

起珍惜人伦亲情和爱情普遍的强烈共鸣，诗歌的戏剧性得到凸显，

诗歌的主旨得到丰富的表达！《拟行路难》其八“初送我君出户时，

何言淹留节回换”写西家思妇与临别夫君的对话，其九“昔我与君

始相值，尔时自谓可君意。结带与我言，死生好恶不相置”则截取

热恋中男女的情话对白等，均采用戏剧性的对话体推进诗歌的延

宕，恰如一幕幕独幕剧，人物、地点、场景、对话以及伴随对话展

开的动作形态，使诗歌中的人物关系、情感波澜、矛盾冲突等方面

历历在目，鲜活生动。 

2.独白体书写。《拟行路难》组诗中的不少诗篇，根据表达主题

的需要，选择一个具有特定角色化的抒情主体进行情志抒发，反映

特定的主题。如其六 ：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蝶躞垂

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侧。弄儿

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这首诗歌是鲍照一首典型的戏剧性独白体诗歌。传统的抒情诗

歌，也常使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来表情达意，而与通常的心理独白相

比较，戏剧性的心理独白更富于动作性，即它必然伴随动作，或者

引发动作的产生，从而推动情节的发展[10]。本诗的抒情主体是一

个志向不凡却遭受命运不公的男子角色，开篇从“拔剑击柱”一个

深深的叹息动作开始进行独白，接下来的垂羽翼、罢官去、还家休

息、朝出暮还、弄儿看妇等一些极富动作性的话语，表现了抒情主

人翁内心不堪沉沦且又不得不远离世俗官场的生活情态，进而又尝

试借助家庭温馨的生活排解其内心的苦闷，但是家庭人伦亲情始终

无法忘怀和弥补其胸怀大志、欲施展抱负的强烈愿望，最后“自古

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一声呐喊脱口而出，激荡千古读者

的心灵。诗歌从叹息开始，以呐喊结束，中间伴随一系列戏剧性动

作书写，使抒情主体的主观情志以具体可感的方式、极富动作情态

的方式表现出来，使理想与现实撞击中实现了诗歌厚重感。组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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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传统美德与经典文学当中流传下来的正确思想传承下去，这
才是每一位辅导员应尽的职责与任务。 

四、文学素养及其日常生活的关系. 
文学所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书面的知识，它更是一种精神层次

的提升。对于我们的行为有着更好的约束作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与困难。我们应当用正确的方式去处
理这些问题，将经典文学作品当中的正确价值取向去处理问题。 

文学作品给我们所带来的思想取向是积极的、正向的。所谓的
思想倾向，也就是道德取向，也是思想导向。它引领着我们的思想
走向正确的方向，规范着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行为。它包含着作家
的人生理想和理性追求，体现着作家们的思想道德观念与世界观、
人生观以及价值观念，在这些引导下对人生的思考与期盼。我国古
代“诗严志”的说法就表现出对于我国文学表达情与义的思想内容
的重视。我国“寓教于乐”、“文以载道”的说法就体现出文学教育
的意思与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从小到大，每个人所读过的经典文学
作品不在少数，例如《官场变形记》当中让我们明白了在官场上的
尔虞我诈和阴暗的社会背景、曹雪芹的《红楼梦》当中的家族从兴
旺到衰败的一段历史、朱自清的《背影》当中父亲对于儿子细微而
又不善言辞的爱。这些文学作品当中不仅体现了家庭的小爱，也有
着关乎家国情怀的大爱。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思想。我们也应当取
其精华，在日常生活当中，将文学作品当中所传颂的思想精神作为
航向标，用这些精神来指引我们的日常行为，指引我们走向正确的
人生道路。 

五、教育理念以及管理所需的人文情怀. 
做教育就要有“人文、情怀”。可能有人会问，情怀归于哥人

文具体是什么？其实人文指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这样就只
得以学生为本，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来解决问题。情怀，我记得是你
的教育这份事业的一个热度，以及各奉献度。亦师亦友、这是一个
非常完美的教育状态，跟一个学生相处以及在教学弄不上地处理这
种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如果你做就不同人文风情
怀两个角度出发，只追求功利的话，那么这样的教育注定是失败的。
所以，作为当代的高校辅导员，应当注重学生们文学素养的培养，
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关心与理解学生们的心理状态。用爱的形式来感
化学生们，这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高情商、高学历、对于社会有

用的当代大学生。有了这样的教育理念，人文素养在辅导员和学生
们的心中留存得久了，就会变成本身的性格以及自身的一种本能。
这也正是我们常觉得文人都很有气质的原因。 

总结：“腹有诗书气质华”，我们不管作为学生们还是当代高校
的辅导员，都应当多学习、多读书、领悟经典文学作品当中所传达
的人生导向与人文精神。当代高校的辅导员们是大学生在人生道路
上的指路人与方向标，是他们在成长道路上的重要航标之一，辅导
员们应当将自身的人生经验以及文学修养正确的传达给学生们。本
文以文学对于当代高校辅导员的启示与目标作为深入探究，对于文
学本身的精神来展开思考与摸索。我国的文学发展在不断地进步，
我们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去思考，如何将经典的文学作品
与其传达出来的精神传承下去。文学作品是思想传播的一种重要媒
介与途径，高校辅导员们应当引领学生们阅读更多的文学作品，并
展开思考与学习。在辅助学生成长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注重学生们
的学习成绩，也要有更加系统的教育计划于成熟的理念，照顾到每
一位学生。将文学所带给我们的精神进行一定的沉淀，潜移默化地
影响学生们的为人处世，将文学作品的精神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地弘扬中华文化，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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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如此类的独白 巵体话语书写，尚有其一“奉君金 之美酒”对繁华
落尽人生悲歌的诉说，其四“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对命
运无法把握的倾诉，其十二“我君边戍独稽沉，执袂分别已三载”
拟写戍边战士妻子对夫妻别后生活状况的哭诉，其十八“诸君莫叹
贫，富贵不由人”对人生命运妥协无奈的悲叹等作品，其内心独白
话语书写也极富戏剧性和动态性。 

3.旁白体书写。戏剧旁白通常有两种形式:一是画外音或由非演
员的剧务人员向观众对剧情进行介绍或说明；二是既是戏剧演员身
份又兼剧情介绍人员对相关剧情进行陈述或评说。鲍照《拟行路难》
组诗主要采用的是第二种旁白形式，诗人时而由抒情主体变成旁观
的陈述者，这类作品比例较大，主要包括其二、三、五、七、十、
十一、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 10 首诗歌，差不多占了六成的
比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10 首旁白体有 7 首诗歌开头均以
“君不见”作为发语词，这一写法是鲍照的创造，后来被唐朝诗人
发扬光大。“君不见”是一个旁白型典型的提示语，此刻诗人置身
成为旁白的角色或“局外人”的角色，对诗歌要表达的内容或主旨
进行冷静客观的陈述。如其十五： 

君不见柏梁台，今日丘墟生草莱。君不见阿房宫，寒云泽雉栖
其中。歌妓舞女今谁在，高坟垒垒满山隅。长袖纷纷徒竞世，非我
昔时千金躯。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 

诗歌前六句以旁白形式陈述显赫一时的汉武柏梁台、秦皇阿房
宫及其歌妓舞女被岁月和荒芜湮没的历史事实，为后面“我”随酒
逐乐、时不我待的抒情作了极力的铺垫，产生强烈的戏剧化效果。
综合起来，这些旁白体话语书写形式，主要包括对历史与现实（其

七、十五、）、时光与荣衰（其二、三、五、十六、十七）、生存与
死亡（其十、十一）、离别与思念（其十四）等内容的旁白陈述，
对突出诗歌主题、增强诗歌的感染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也恰是
诗歌戏剧化要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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