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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李白「橫江詞」之背後意涵 

──淺析藝術手法與儒道美學 

翁如慧 

摘 要 

《橫江詞》一般讀者的印象大都只停留在山水風景圖，但實際上背後卻隱

含了其內在意義；對照唐朝當時的時代背景來看，我們可以發現天寶末年的某些

歷史片段，進而了解詩中所以指涉的某些意涵和喻意。而根據三入長安考，更可

以發現詩人作此詩的時間是在天寶末期；透過步步剖析《橫江詞》，可以清楚知

道長安山水下所寓含的唐朝政局局勢以及詩人心境變化。 
 
 
 
 
 
 
關鍵詞：李白 太白詩 橫江詞  藝術手法  儒道美學 長安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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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韓愈曾經說過：「李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李白的詩歌在詩壇上的地位

與杜甫同列，並且帶給後代詩人的影響力更是源遠流長。王安石在評李白的詩曾

說太白詩歌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具有自然清新之特質，「真實情感

的自然流露」是李白詩歌的特色之一，他的詩歌並不是單用某個面向角度去解析

或以某一理論就能解說齊全、闡釋完整的。而在李白的詩作中，我們可以看見隱

藏於詩意後詩人形象的化身，每一首詩都代表著詩人當下自身的情感投射。 

    李白描繪山水的作品很多，但對其作品的情感意涵也不盡相同；這六首橫江

詞依據安旗的說法來看，應是李白在天寶十二年以後的作品。而楊慎的《李詩選》

曾說：「太白橫江詞六首，章雖分，意如貫珠。俗本以第一首編入長短句，後五

首編入七言絕，首尾衝決，疏失作者之意，如杜詩秋興八首之分為二處。余特正

之，凡古人詩歌不可分，類似此。」由此段話我們可以看出橫江詞雖然詩體不同，

第一首為長短句，後五首為七言絕句，但以詩意整體情感的陳述來看，六首實是

一組不可分割之情感體現。藉由這六首橫江詞，我們透過李白筆下不僅僅看見長

江水勢之惡，也察覺在這組詩的背後，寄託著詩人內心失意的情緒和對當時政局

的憂心。 

    橫江詞這組詩歌，一般賞析者大都通過藝術手法、民歌樂府的文學特色等部

份來加以闡釋，抑或是在詩歌的表現形式上加以解說；對於這組詩歌的背後意涵

較少碰觸，筆者通過時代背景、《橫江詞》的內在意涵以及藝術手法等來一步步

加以論述這六首橫江詞。 

一、《橫江詞》隱含的時代意識 

    所謂的時代意識是指在所處的時代中，所透露的歷史觀點；是指在置身於時

代的洪流中，從關乎歷史發展的出發，而所擁有的時代歷史觀點和人文意識。而

此《橫江詞》所富含的歷史意義，正是記下那時唐朝天寶末年的有利證據。 

    這組詩正好介於天寶十四年－安祿山叛變前夕，透過天寶十二年李白所做的

這組《橫江詞》，正可以稍微窺伺唐朝實力由盛轉衰的現象；而在安祿山所引發

的案使之亂後，唐朝江山繁榮景象已不復在，民生困苦、山河殘破不堪的景象所

體現在詩人眼中的則是「奔亡道」此詩所描繪的。 

 



論李白「橫江詞」之背後意涵 
─ 淺析藝術手法與儒道美學 

 - 63 -

根據安旗的〈李白三入長安別考〉1與《李白研究》2可以推論出李白曾經三

度入長安，而在他第三次入長安的時候，是天寶十二年春；而《橫江詞》是於天

寶十二年秋3，李白南下宣州途中所寫下的 6。此組詩歌不應只以一般的風景詩來

評析，而是須配合李白當時所處的政治情勢，和當時的歷史環境來看，所構築出

來的是一幅冨含人生經歷之長江天險圖。 

橫江4在《太平寰宇記》卷一二四裡有記載：「橫江浦在縣東南二十六里。……

對江南之採石，往來濟渡處。隨將韓擒虎平陳自采石濟，亦此處也。」可以發現

表明了「橫江」即是「橫江浦」，但這說法並沒有確實的證據；根據李白詩歌的

本文來看，「海潮南去過潯陽」以及「橫江西望阻西秦」等句，都可清楚地說明

《橫江詞》寫的是長江的一段，而不是長江西岸的橫江浦5。應該說，根據詩歌

內容所描寫的大都是水勢等江上之事，而非直寫橫江浦這塊地方的風土民情，所

以《橫江詞》所描寫的應是「橫江浦外緣所處的這段長江，而非此地。」此段水

勢風水之惡、海潮洶湧，恰好與太白心中徬徨、情感奔騰互相呼應；因此詩人藉

由描寫大自然的風水，也順道將自己憂慮悲憤的心情帶出。 

    天寶十二年春，李白因為幽州之行而了解到幽州地區的真實景狀，預知到叛

亂有發生的可能，國家也將面臨亡國的危機。但在當時誰也不敢對上稟報，因為

玄宗相信安祿山，誠實稟報者更可能遭殺身之禍；詩人在無奈之餘只好南下宣

州，而在途中來到了橫江此地。詩人此行經過這裡，當時的心情正好符合橫江之

地的特性：風浪險惡、水面雲波迅速變化、雲霧不開等特徵，皆正好和李白此時

愁雲慘霧的心情相似。從寫景帶出詩人之情，也透露出當時的時代背景和李白的

政治意識。 

    李白因小人讒言6而漸遠離政治的中心，在三入長安之前他對於玄宗還是抱

                                                 
1 見《20 世紀李白研究論文精選集》，中國李白研究會、馬鞍山李白研究所合編，西安太白文藝

出版。 
2 《李白研究》，安旗著，西北大學出版社出版，1987 年 9 月初版。 
3  參考安旗所著的《李白研究》的「《橫江詞》發微」，P174-184。 
6 《橫江詞》創作年代一直有很多版本，在中國李白網何慶善的「談《橫江詞》的寫作背景—兼  

與李協民同志商榷」此篇提及它的創作年代應是這兩種：一是黃錫圭《李太白編年詩集目錄》

將此詩係於天寶十四年；二是上海復旦大學及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先後出版的《李白詩選》均

依詩中“郎今欲渡緣何事”一句，認為“郎”是古時對年輕男子的稱呼，因此推定此詩為開元十四

年李白初出蜀時所寫。 
4 根據《李白集校注》P515，瞿蛻園等校注，台北里仁書局出版，1981 年 3 月。 
5 依據中國李白網李協民所發表的「關於橫江詞的兩個問題」所推論整理。 
6 在天寶元年時，李白被玄宗召入長安，受到玄宗的寵愛與禮遇，但在某一次喝醉酒後命高力士



文學前瞻第八期 

 - 64 -

有一絲企盼，但到了三入長安後，寫下的詩歌漸漸透入出他對朝廷的失望，在詩

中更將玄宗暗比作楚懷王，把自己比喻為屈原。而這《橫江詞》既是在三入長安

後、安使之亂爆發前所寫下的，詩人所看見的景象和憂慮更是不可言喻的，所以

他只好在詩中將自我的憂慮和對國家的危機比喻為狂暴險惡的長江山水圖。透過

解析，我們可以了解到安史之亂前夕的時代背景，和李白當時幽微的心情，將此

山此水放大來看，可以強烈的體會到當時的時代背景和歷史意義。  

二、《橫江詞》的內在意涵 

    在探討此組詩的內在意涵之前，需先了解李白寫作的動機和詩人當人所處的

環境。李白年少時即飽讀詩書、遊歷富廣，但回顧他求仕的境遇和過程，卻不太

得意，使得他實現理想抱負的狀志無法實現。在第一次入長安時是為了仕途，而

第二次進入長安則是為被唐玄宗徵召入京，兩次欲實現政治理想都失敗而歸；第

二次歸返的原因則是被小人排擠，觸怒了楊貴妃和當時得勢的太監高力士，而被

玄宗「賜金還鄉」。詩人當時的處境如此不堪，而內心的煎熬可想而知，寫者組

詩正是安使之亂爆發之前，許多民生險惡、政局混亂的景象一一入詩人眼中，遂

寫下了這組詩預警告朝廷（唐玄宗）。 

《橫江詞》共有六首，此組詩串聯著同樣的情感與思緒，分割掉哪一首來論

都會顯的整體感不足；我們可以先從外在的解析來逐步探究《橫江詞》的內在意

涵。首先從第一首來看： 

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惡。一風三日吹倒山 7，白浪高於瓦官閣。 

    從這一整首詩的語言來看，沒有精細的雕琢，語言質樸無華，充滿了地方的

色彩；例如「儂」這個字，是吳人所自稱為「我」的意思，李白不用「吾」而用

「儂」這種口語性的字眼，相當具有民間的生活氣息。從前後來看，此詩語言對

稱，用詞具有誇張性，富有民歌的特色；在一抑一揚這種自然流暢的語調中，流

露出真摯輕快的情緒。由前兩句而帶出後兩句：「一風三日吹倒山，白浪高於瓦

                                                                                                                                            
幫他脫靴，使得高力士對李白懷恨在心，並向貴妃讒言，楊貴妃後誤會李白而有所恨；此後，

唐玄宗屢次想認命李白為有實權的官職都被阻止，漸漸地也對李白傲然不羈的性格冷淡，而李

白因不能實現自我的理想報復，故只有辭職回鄉。此次是李白第二次上京，因得罪權貴而被小

人讒言，後來二出長安的原因。 
7 《李白詩校注》在此詩後有注寫道：「此句兩宋本、繆本俱注勻：一作猛風吹倒天門山。英華

作猛風吹倒天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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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閣。」點出了長江此段的平日風浪之景，大風一連三天的吹著，狂風大的好似

就能把山吹倒；如此形容也還說不出風勢的誇張，所以又帶出最末句，如此強烈

的風勢將浪捲起，捲起之強浪也能高過二十五丈的瓦官閣 8。 

    若從詩的內在意涵來解析，我們可以把「橫江」替換成「安祿山」，若依此

比喻，映著歷史背景，順著情理也可以解釋的通了；替換過來句子是：「人道安

祿山好，儂道安祿山惡。」若玄宗給予安祿山權力，是因小人讒言而不相信局勢

已經如此險惡，更導致知道事實者卻不敢進言。那麼我們可以了解安祿山的好是

因被讒言所掩蓋的不實，也暗指政局被雲霧壟罩，久久不散的局勢；所以李白以

自己之口點出了這個事實，別人口中所謂的好，事實上卻是惡。後兩句「一風三

日吹倒山，白浪高於瓦官閣。」這風水之險惡，正似安祿山之勢一樣，氣焰之高

可能會掩蓋過位處長安的玄宗。 

    經過第一首詩描寫橫江之水的整體情形，第二首詩透過「詩人站在江頭上望」

來進一步的指出：洶湧的江水正如朝廷此時的局勢一樣，暗潮洶湧。 

海朝南去過尋陽 9，牛渚 10由來險馬當 11。橫江欲渡風波惡，一水牽愁萬里

長。 

前兩句描寫波濤之壯烈，洶湧澎湃的海潮南向流去，而牛渚附近的水流湍急， 

更比馬當山還要險惡。後兩句依著詩句的脈絡，帶出了橫江之水一處比一處還要

險峻，風波之險也透出自己未來命運的隱憂，牽引出李白的愁緒正如江水一般的

萬里悠長。 

    站在江頭上望著急流之水勢，使詩人的心裡興起了萬般思緒，心中的煩悶之

情透露出他對現實理想的失意與對朝廷未來局勢的憂慮。牛渚水勢之險和往來多

覆溺的馬當山相比，更是要危險的多；正如詩人目前的處境一樣，所遭遇到的困

難一次比一次要更艱難，而心中的憂悶更是不能排解，不停流息的江水正如自己

的愁緒，只能不停的將悲哀化作詩句來一解煩惱痛苦的折磨。 

                                                 
8

瓦官閣乃是健康的瓦官寺，梁朝所建，高二十五丈。 
9 尋陽：即潯陽，今江西九江縣。 
10 牛渚：山名，在今安徵當塗縣西北。 

11 馬當：山名，在今江西彭縣東北。根據元和郡縣志：馬當山在江州彭澤縣東北一百里，橫入大

江，甚為險絕，往來多覆溺之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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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江西望阻西秦，漢水 12東連揚子津 13。白浪如山那可渡，狂風愁殺峭帆

人。 

    站在江邊西望，只見千山惡水阻隔了他遠眺西秦的視線。西秦是唐代首都長

安的所在地，詩人站在江邊眺望玄宗所處的長安，卻看不見長安在哪裡，心中的

鬱悶多於煩憂；詩人從長安離開，帶著失意的心情想著自己已不能再回去玄宗的

身邊了。這個「阻」不僅代表著山川艱難，也暗指著李白的仕途崎嶇。白浪打的

如山高，狂風之暴讓船伕也不免愁苦起來。這暴風狂浪也正呼應李白的心情，暗

喻再入長安之望微乎其微。 

    以上第二、三首是站在江的上游眺望，思緒感慨萬千；而第四、五首則是眺

望下游，詩句聯想紛飛，正符合李白浪漫又狂的特質。 

海神 14東過惡風迴，浪打天門石壁開。浙江八月何如此 15？濤似連山噴雪

來。 

橫江館 16前津吏 17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不可

行。 

第四首前兩句的描寫很生動，因為海神東過，所以白浪被海神帶來的風勢掀

起，掀起之浪把原本完好的天門山石壁給劈開來。而且這裡所寫的「海神」根據

《史記‧秦始皇本紀》裡所指的海神是由蛟所化，所以是惡神，其所刮起的風也

是惡風，此海神暗指「安祿山」，「天門」指的即是天朝的大門，順著詩意而下，

即是說：安祿山所帶來的險惡，會使唐朝原本平靜無波的局勢興起一場戰亂。「浙

江八月何如此？濤似連山噴雪來。」浙江是錢塘江的別稱，在八月錢塘江潮是漲

最高的時期，波濤就好像山上積了大量的厚雪，因重壓而如水般的噴出來，比喻

江水急險，波濤之大。安祿山之惡正似漲朝的錢塘江，正急切的想要覆蓋住朝廷，

掌握權勢。第五首藉由自然氣候來寫當時的政治情況，津吏對於當時的氣候有所

經驗，所以判斷出在如此險惡的風浪下是不可出海的。「橫江館前津吏迎，向余

                                                 
12 源出險西南部，在武漢市入長江。 
13 古時長江著名古渡口，在今江蘇揚州市西南。 
14 《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狀。問占孟博士，曰『水神不可見，以大魚

蛟發為形。…而有此惡神，當除去…』 
15 引用秦始皇的故事，以秦始皇的末日暗喻唐玄宗的末日。 
16 唐朝的橫江館在今安徽當塗縣北采石鎮。 
17 根據《唐書百官志》：「津吏掌舟梁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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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指海雲生。」掌管渡口的小吏向詩人說明了有更大的風波將要來襲，這時候應

避免船行；「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不可行。」點出詩人急於渡江，所以在

津吏還未開口說明之前，早已表明來歷，比喻詩人因為在幽州所看到的真實之

景，急於向朝廷吐入事實。在藝術上運用了民歌的口語入詩，語言明白流暢。 

    最後一首寫當時的政治情勢，更進一步寫詩人心中對政局的不詳預感。原文

如下： 

月暈天風霧不開，海鯨東蹙百川迴。驚波一起三山 18動，公無渡河歸去來。 

    「月暈天風霧不開」表面上是寫橫江渡口的景象，濃厚的濁霧佈滿在月亮的

周圍，使月亮像潑墨般的在天空暈染開來，天色慘淡；實是寫當時天寶末年的唐

朝。「海鯨東蹙百川迴」表面寫江流的波濤洶湧，就好像海底裡有大鯨魚在翻騰，

使得江水倒流；這裡的「海鯨」即是第四首裡的「海神」皆是暗指「安祿山」，

「蹙」之意是驚懼不安貌。前兩句現實中的意涵是說朝廷的政治氣候現在就像是

被雲霧遮蔽的天空，我們也可以推測出月亮代表的就是「唐玄宗」；而海鯨東蹙

百川迴則暗喻即將會爆發叛亂的可能，詩人為此亂相所苦。因為地底海鯨的翻

騰，使得海中的三神山也不得安寧，此三神山實指「朝廷」；「公」暗比詩人自

己，而「公無渡河」之原因正是呼應前面的「郎今欲渡緣何事」。因此惡勢無法

挽回，所以詩人只好無奈歸去，在這也說明了李白為何自長安離來當小老百姓的

原因。 

    《橫江詞》從一開始描寫整體局勢，到最後點出李白歸隱的原因；這六首詩

歌結合在一起的詩意飽滿，富含象徵性。這整組詩歌，是李白對社會、國家的反

抗之音，雖然安史之亂最後還是爆發了，但詩人卻為此時代的政治及社會環境記

下了一個深刻的歷史紀錄。從這六組詩來看，詩人絲毫沒有因政治毀敗而有歸去

之意，詩中處處透露著李白心中不能阻止局勢的無奈和想上京諫言的慾望。 

三、淺析《橫江詞》中所使用的藝術手法 

    從上述來看，我們可以知道李白利用了大量的隱喻來說明當時政局的變化，

說明了小人得勢，君子失寵的無奈不滿；詩人表面雖寫長江風水，實寫當時的政

                                                 
18 三山：在南京市西南長江東岸，因三峰併峙得名。又另一個說法：四曰海神，五曰海雲，六曰

海鯨，故此三山直指海之三神山，而三神山又指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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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情勢，而詩歌中所使用的藝術手法更使詩歌裡的隱含意義再深度化。所以筆者

從藝術手法來淺論，嘗試再進一步剖析《橫江詞》。 

   李白藉著《橫江詞》來寫山水等大自然景物，實際上卻在寫自己與自身的情

感思緒；詩中有畫，畫中有人。而所謂藝術會使人感動的原因，是因主體與客體

的情感相通，讀者從作者的作品裡感受到想同的觸動思緒，擁有共通的情感鳴

動。也就是說，真正的藝術，是要在描繪客觀世界中體現作者的主體意識；使人

在讀作品時，達到一種共感的交互作用，使主體心靈與客觀世界的景物合一，不

僅讀者與外物有所感通，即便是與作者情感上也有所感通。19我將分成二個部份

來淺談李白詩所用的藝術手法：  

(一) 即景比興，託物言志。 

    對比興的闡釋，朱熹在《楚辭集註》有扼要之說明：「比則取物為比，興則

托物興詞。」對照著李白《橫江詞》裡的詩句，如：「橫江欲渡風波惡，一水牽

愁萬里長。」以流水比喻愁緒，以物來言情；又如「海神東過惡風迴」這句，風

原本是沒有好壞之分，但李白卻將自我的情緒加於風之形容上，成了「惡風」。

託物言志，是作者由外物來闡發個人心志的一種藝術手法，又稱感物抒懷；託物

言志的詩，又稱為寫物詩。李白藉著詩中的景象、外物來表達自己心胸之情志，

如：「月暈天風霧不開，海鯨東蹙百川迴。」和「橫江欲渡風波惡，一水牽愁萬

里長。」等句皆是。 

(二) 運用誇飾，虛實結合。 

    李白的詩句中常使用誇張奇特的想像，也運用許多神話、古代的典故；所謂

的「實」是只指現實中可以觸摸到、聽到、看到的真實，而「虛」則指詩詞中所

表現出來的虛幻，譬如《橫江詞》第四首：「海神東過惡風迴，浪打天門石壁開。

浙江八月何如此？濤似連山噴雪來。」由海神寫到海底的天門山，再寫到現實中

的浙江，這一連串的現實與虛幻相結合，使詩的畫面有如天馬行空般地馳騁想

像。又李白的詩總隱含著一股豪放氣勢，胸中之情有如洪流般的噴洩而出，使得

他詩中所用的誇張手法如此之多；誇張的用法有幾種：時間誇飾、空間誇飾、反

向誇飾等，而「一風三日吹倒山，白浪高於瓦官閣。」是屬於空間範疇的誇張，

將強風形容的更為強壯。 

    文學作品的藝術手法指的是：作家運用語言來塑造藝術形象所採取的各種表

                                                 
19 此段參考安旗所著的《李白研究》，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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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手段，李白通過藝術手法來表現自我的獨特風格。而藝術手法使用的當更會使

作品的意象豐富化，意義也更深度化。 

四、淺論《橫江詞》中的儒道美學成份 

    我們可以知道李白的思想受到各種不同的宗教、哲學、儒道等各家理論的影

響，可以說是十分的複雜，但在其複雜的思想裡，卻又有其統一性的存在；這個

統一性即是他對自己理想抱負的期許、雄心壯志。我們可以在《橫江詞》中發現

李白地精神及思想如何，李白的儒道應用，表現在他的入世與出世上；並不是李

白的思想儒道各占一半，也不是入世與出世精神成分各占一半，應該說兩種思想

以及精神，都隨著政局局勢和處事的運用上轉。正如安旗在《李白研究》裡寫到：

「總的來說，開元時期李白的出世思想較淡，天寶時期較濃，天寶末期最濃。每

一次從政治動之始，他意氣昂揚，精神煥發，出世思想就消失的無影無蹤。隨著

情況的轉折，出世思想又來到他的心裡，隨著情況的轉折，出世思想又來到他的

心裡。失敗成為定局，沉重的打擊降到他的頭上，出世思想就似乎充塞他整個心

靈。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常常說著隱居出世之類的話，卻又不甘於隱居出世。」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李白的思想常呈矛盾狀態，但是卻到在矛盾中不偏至荒唐而

有統一性。筆者將試從《橫江詞》來淺談其中的儒道思想以及關於儒道美學的部

份。 

    根據李澤厚在《美學四講》裡有提及美學的定義：「所謂美學，大部分一直

是美的哲學、審美心理學和藝術社會學三者的某種形式的結合。」以及「美學—

是以美感經驗為中心，研究美和藝術的學科。」而李澤厚也曾經提及：「如果說

儒家學說的『美』是人道的東西，道家以莊子為代表的『美』是自然的話，……。
20」我們從這些話裡可以初步的了解美學的概要。若以曾昭旭先生在《充實與虛

靈─中國美學初論》裡的說法，中國美學是以人為本、以文為末的，所謂的儒道

兩家其實是互通有無，甚至在最高精神是通暢一體的；兩者皆強調人因為生命的

自然流露而使得我們有了道德內涵、德性之存在，順著那自然而去體會生命中每

一個美感的瞬間，也就是所謂的「即用見體」。 

    而我們從《橫江詞》來看，首先從一開始即表現了濃厚的儒家精神，第一首

寫出了李白對於長江的總體觀感，也帶出了他對於看見幽州真實景象後，所預知

                                                 
20 參考《關於中國美學史的幾個問題》一文，1981 年。 



文學前瞻第八期 

 - 70 -

到的未來；接連著其他五首看下來，我們可以發現李白對於世事的忿恨不平，以

及對自身滿懷壯志卻無處可發的失望，皆在詩中顯露無疑。一直到第五首詩中都

還暗喻著詩人有著入世的期待，對於政局那股不平的儒家情懷；但在第六首卻突

然轉折而下，詩末卻以「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來」來結尾，將儒家的

入世轉為含有道家放下的出世了。雖說以這樣來分儒道兩家精神，但其實在中國

美學上，儒道兩家是不分的。順著詩意而來，我們可以知道李白的生命最終回歸

到了通暢的境界，所以後人才說李白的生命有所謂「曠達」之情趣。也就是說，

在《橫江詞》所表現的境界裡，我們可以發現李白他很自然的流露出自身的本體

情趣，他的內在生命精神與萬物〈所描寫之物〉達到了同體合一的境界；而作品

之所以有藝術價值，也就是因為讀者從詩人的作品中體會到了「物我交融」的同

體感，也就是「道德性的觸動」21。《橫江詞》在詩中讓讀者看到了兩層不同的意

義角，而我們從這情景交融的長江山水圖中，看見了李白自然流露出的生命精神。 

五、結語 

    《橫江詞》的寫作背景應是因為李白在天寶之時，幽州之行後、宣州之行前

所寫下的一組詩，而李白當時的心情在經歷幽州之行後，其實是因為戰亂將發生

而感到嚴重性和急迫性，而在期間的反覆心情則是：欲上京獻策開展長才，但因

獻策被拒所以落魄失意。《橫江詞》的懷傷之情，對叛變在睫的憂慮和不能為朝

廷奉獻一己之力的失望，這種種的情緒和背後的意函，皆和山水景物融會在一個

畫面裡，在這畫面的背後，隱藏著詩人一生仕途的坎坷，也描繪出詩人對安史之

亂前的一個記載與隱憂。 

    透過藝術手法的淺析，我們也可以清楚知道《橫江詞》裡的虛實部份，以及

更深入的了解詩背後的內在意涵。李白的思想有其矛盾性，也因受很多哲學等思

想地影響，所以作品呈現出多元的藝術色彩。李白再寫了這組詩後，就南下宣州

隱居，一直直到安史之亂爆發之時。李白的詩風大都有清新之意，這六首詩也一

樣，在李白所有的一千多首詩作裡，或許《橫江詞》只是一個小小的作品，但其

內在意涵卻帶給我們深刻的印象，有其歷史意識和詩人仕途的心路歷程；透過這

一組詩歌來放大看李白的作品，我們皆可知道詩人筆下的每一個詩作，都是豐富

多彩，喻意無窮的。 

                                                 
21 參考《充實與虛靈─中國美學初論》一書，曾昭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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