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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白居易美学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唐时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阶段，刚经历过多

年战乱的社会动荡不安，与彼时的开元盛况相比经济、

政治和文化都处于低迷的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一部分文人士子的心态开始发生变化，他们极力尝试寻

找一种新的诗题文风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意图挽救

日渐衰微的国势。于是以白居易为首的一批文人举起了

区别于乐府古体诗的“新乐府”旗帜，历史上也称作新

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主张用诗歌创作反映时事，从而发挥诗

歌“补察时政”，促进政治改革的功用。提出这样的主张

是基于白居易对“采诗制”的认识，所谓“采诗制”是

指周朝以来施行的一种政治文化制度，据《左传》、《国

语》载周朝君王曾下令大臣献诗，借诗歌考察民情风俗

与政治得失，从而作为行政的参考。但行至唐代，这样

的制度已经废止，白居易对此制度十分钟情，在他的

诗作《采诗官》中言“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

字”，以此表达内心对于采诗制度废用的懊恼，同时白居

易也积极将诗作与政治相联，在文学创作中展现出鲜明

的指向性。从诗歌风格来看，新乐府诗歌相比古乐府的

创作，特点有三，其一打破以往写时事只借用古题的传

统，多以新题述当下时事。其二，既重视诗歌的格律词

韵，更要求具备社会实用性，以讽喻诗风揭示政治与社

会中出现的问题。其三不以入乐作为乐府诗的评判标准，

赋予诗文内容更高的地位。正如白居易在《新乐府序》

中所言“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

作，不为文而作也”。白居易便在新乐府运动的实践中逐

渐总结出大量文学理论，最终形成了一套独有的美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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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后唐代文学艺术的又一座高峰，是中唐时期诗坛的代表人物。白居易的是唐朝文人

中留存诗量最多的诗人，在这些诗作中包含着大量诗人在文艺创作上的思想，白居易美学观便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

上形成的一套系统的美学理论。本文将立足于白居易美学观浅谈其形成的原因，并通过诗人的诗词和理论著作分析

归纳美学观里的核心理论。凭借理论内涵寻找其在现代文学中的身影，进一步探究白居易美学观对现代文学产生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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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i Juyi is another peak of the literature and art of the Tang Dynasty after Li Bai and Du Fu, and he is a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poetry circle in the Central Tang Dynasty. Bai Juyi is the poet with the most retained poems 

among the Tang Dynasty literati. These poems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poets 'thoughts on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Bai 

Juyi's aesthetic view is a set of systematic aesthetic theories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se thought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reasons of Bai Juyi's aesthetic theory, and analyze and summarize the core theory of aesthetic theory through the poet's poems 

and theoretical works. Relying on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to find its figure in modern literature, and further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Bai Juyi's aesthetic view on modern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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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白居易美学观的内涵

2.1 倡导诗歌反映现实

白居易根植于现实主义创作的沃土，在新乐府运动

时期时政贯彻着对诗歌实用化的挖掘。他认为，“文章合

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无论是诗歌还是行文，都

是作者个人情感意志的表露，而这种表露不能单单停留

在无病呻吟的状态下，应该从现实生活中寻觅，反映真

实发生的事情。事实上，白居易文学创作反映的现实通

常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或者说其倡导的现实反映本

意上便是减少个人意志的干扰，使文学创作能成为社会

改革的手段和工具。譬如其叙事诗《琵琶行》中写出的

琵琶女形象，她是白居易贬官江州时于浔阳江畔所遇，

诗人通过对琵琶女高超的琴技和不幸经历的描述，揭露

出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的社会现状，同时巧用同是天涯

沦落人将自身与琵琶女相连，述出贬官后的种种窘境，

以相同力度却是不同的高度揭示了官场的腐败黑暗，无

形之中透露出被贬官的不公。白居易将现实反映和讽喻

的思想融入进了文学作品当中，发挥出了文学应有的教

育作用。而且这种以讽喻为主的诗文在当时的确产生了

较强的政治影响，《与元九书》中写道：

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

《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

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

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

齿矣!

或许这可能是他被贬谪的原因，但无疑白居易的诗

作对当时黑暗的政治现状起到了敲山震虎的功效，令腐

败者望而生畏，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元

九书》中白居易曾言：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

肖，常师此语……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

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

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可见白居易确实是孺子，恪守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

的本色，但从中不难领略他恪守本色的手段仍是诗文，

将他创作的讽喻诗谓之兼济天下之道，而闲适诗则是独

善其身的印证。正因如此他才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将这

种思想贯彻在创作当中。

2.2“美刺比兴”观点

“美刺比兴”是白居易美学观中的重要理论思想，形

成于《毛诗序》中对于诗六义的论述，“诗有六义焉：一

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六

义当中风、雅、颂指诗的内容，赋、比、兴指诗的表现

手法，《诗品》序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

事，喻言写物，赋也”，《诗品》中的揭示认为比就是比

喻，兴即托物言志，“比兴”的手法往往又运用于讽刺，

于是白居易便将“比兴”代表“六义”。为了正名其讽

喻诗的社会价值，达成诗歌补察时政的抱负，将美刺与

比兴相结合，相比于前代将“美”、“刺”并列看待，白

居易更重视“刺”在诗歌当中的作用，即揭示社会现状，

讽刺讽喻政治上出现的问题。如《过昭君村》中前四句

诗人采用比兴手法描述路过昭君村时的印象，后又开始

论述王昭君被选中与匈奴和亲的事情，且边论述边抒情，

明面上赞颂了昭君的俊俏容颜和她迫于和亲的无奈，将

责任归咎于宫女画工的利欲熏心。但诗末笔锋急转道：

村中有遗老，指点为我言：“不取往者戒，恐贻来者

宽；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

当论述毕王昭君的故事后，紧接着真实描绘出了

一个骇人听闻的场面，向诗人诉说着为了不入皇宫步

昭君后尘，女子灼面毁容以示决心。其暗讽国家政策的

残酷，和宫中女子的不幸以至于民间女子毁容抗拒，流

露出对这些妇女的同情。白居易在诗文的前半部分重写

“美”，但写美的目的不仅在于单纯的表现是历史事件，

而在于最后的“刺”，借古讽今，以前人的故事警示当

权者的所为。

2.3 使用质朴自然的文风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讽喻诗以真实的事件反映社会

问题，正因如此他力求用质朴易懂的语言形式代言出思

想主张的内涵，李渔曾对戏剧文学的论述中将之分为三

类，其一“心口皆深”，即文学内涵与语言表达并重，其

二“词浅意深”，即文字易懂但需留有深意，其三“词浅

意亦浅”，并且李渔最为推崇第二种，因为它既不失语言

之美也可令思想主张脍炙人口，以达“其辞质而径，欲

见之者易谕也”广泛传播的功效。《与元九书》中记：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

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

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

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

咏仆诗者。

离去长安三四千里仍流诵白诗，“欲聘倡妓，妓大

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

价。”甚至在当时娼妓都以能诵白居易的诗作为荣，足见

白居易的诗流传之广，影响范围之大。白居易做到了将

诗文的语言形式与内涵相统一，在他的美学观念中，对

诗的评价是，“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

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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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诗歌的情和义是属于诗歌的内容，而声与言是形式

上的表达，情作为一切文学作品的根本是创作的出发点，

而义则是表达创作者思想的落脚点，白居易的创作多以

现实问题为情，借情表义，这才形成了讽喻诗的风格，

言与声作为外在的形式，韵齐言顺更符合文人士子们的

审美需求，但在白居易看来情真意切，与读者建立起更

广泛的情感共鸣更加重要，韵律优美的同时应保证语言易

懂易上口，他在文风上提倡质朴自然，不加难懂的辞藻雕

琢，这也助于他的诗歌叙事、抒情与讽谏意味的传播。

3　白居易美学观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3.1 文学作品反映现实生活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

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四类，其中历代文人对白居易

的新乐府、讽喻诗的评价最高。进入现代，讽喻诗的价

值和作用尤为受到重视。民国学者陶愚川认为世人读白

诗多是《长恨歌》一类的“描美”诗，而忽略如《秦中

吟》、《卖炭翁》类的讽喻诗。彼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诗

量虽不减但多是与现实背离的内容，诗文成为了创作者

粉饰太平，逃避现实的工具。陶愚川对此痛斥，随之大

赞白居易美学观中的思想，提出“要以文学作照妖镜，

照出社会上的形形色色，将文学从少数阶级手中夺过，

使之成为平民生活的写实”的主张，与白居易相同创作

鲜明指向性的文学作品，暴露出时代下政治的黑暗和人

民的苦难。无论是反应现实还是美刺比兴，在这种思想

下创作出的作品本意都是想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

故社会产生较大动荡的时期时白居易美学观往往就会成

为引导文学创作的主流观点。

诸如此类的思想从余华的作品中也可窥知一二，白

居易的美学观在时代的变化中无形的融入进了文学作品

当中。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在市场、文化、经济全面

开放的同时，也因为“速度”过快导致思想与物质矛盾

的产生，进而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在过度自由和极端

利己主义的指引下，原本社会中建立起的道德秩序不断

受到挑战，强烈浮躁的社会之风也在 80 年代多次引发社

会的动荡。余华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当中意识到针对现代

中国的现实写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书写能够穿

透社会繁华的表象，直面社会矛盾所在，探寻出文革结

束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他开始做

社会的“观察者”，在这一过程当中创作出了《兄弟》、

《第七天》等反应社会热点、真实事件的作品，以极具

冲击力的语言和令人瞠目结舌的情节还原真实，表露出

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3.2 精炼易懂还原思想主张

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将通俗易懂贯彻在文学当中，

白话文的倡导者胡适且抛开了白话与文言的差异，从思

想主张上肯定了白居易讽喻诗的批判理念评价白居易，

其和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

张翻译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的文学。并就此

对白话提出了“八不”，其中不无病呻吟、不滥调套语反

映出了了两个时代文学革新的共通，都以通俗易懂的文

化风向代替受制于教条规则的旧文学。并且对于文学的

语言形式上白花纹的主张也与白居易美学观相贴合，胡

适称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社会的利器。上可“能补察

时政”，下可“泻导人情”，直言非这样的文学作品是言

之无物的空谈。“欲善其事，必利其器”，白话文推广既

是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更是要通过白话文传递出创作

者们的思想主张。《尝试集》是胡适所著的白话文诗歌

集，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位白话文诗人，这部作品在文

学史上的价值要高于其内容本身，但实际上这部文白混

掺，看似不成熟的文学作品中却饱含了作者对白话语言

形式未来发展的信心。胡适在书中认为文言绝不可能成

为未来文学发展的主流，尝试以白话做诗歌如同明清小

说用白话表达，故取诗集名“尝试”。在内容方面诗集共

分为三篇，大多用以白话书写，宣传其自由的人生感悟

或是对社会黑暗统治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在音韵和诗体

均打破传统诗束缚，采用自由体。内容浅显易懂，文字

朗朗上口，符合白居易美学观中文学作品的一贯风格。

白居易的美学观从现实出发，从内容指向到语言形

式均有理论的支撑，层次清晰的为文学创作另辟蹊径，其

美学观中独特的美学思想潜移默化地对后世文人产生影

响，对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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