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李清照与陶渊明诗词中酒的意象
*

郭婉蕴

南阳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摘 要:中国文人大都崇尚诗酒人生，李清照与陶渊明，分别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以诗酒著称的几位诗人之一，他们之间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却都爱酒，

他们的每首作品都有着诗酒话人生的真意，不管是借酒消愁也好，借酒祝乐也罢，酒是他们人生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在诗词中也喜欢用酒这个意象
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本文主要从他们的诗词中探讨这两位嗜酒文人精神内涵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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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清照词中酒的意象

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女词人，从她现存的 45 首词作来
看，竟有 23首涉及饮酒，占总词量一半之多。李清照引酒入词，借酒抒
情，表现自我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我们从其中
不仅可以读出她的天真烂漫，也能看到她的孤独寂寞，还能看到她的苦
痛之愁。这一切情感的变化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其个人的生活经历
是分不开的。

李清照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早期家庭生活条件优裕，教育开明宽
松，于是她饱读诗书，较少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造就了她率性自然的风
格，使得她这一阶段的词作语言轻松活泼，主要表现其快乐与闲适的生
活。这可以通过她的酒词反映出来，例如: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如梦令》)
作者醉酒醉得逍遥自在，找不到回家的路，误入了荷池，惊起了鸟儿

词中充分体现出李清照性情中真实的一面，整首词充溢着活泼、欢愉的
情趣。又如另外一首: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如梦令》其二)
作者看见风雨起，酒意一来就喝上了，早上刚醒，丫鬟来卷帘子，不

关心别的，却只为“雨抒风骤”、“绿肥红瘦”。足以看出词人对花的惋惜
和为花而醉，体现了其纯净的心灵和娇憨的小女儿情态。

李清照在她十八岁时嫁给太学生赵明诚，婚后与赵明诚志同道合，
生活舒心顺意，但是好景不长，赵明诚结婚不久就要外出求学，李清照不
得不与丈夫分离，于是便将一腔相思之情寄予酒，借酒来减轻自己的孤
独寂寞。此时的词作便多了一丝淡淡的忧愁，例如:

夜来沉醉卸妆迟，梅萼插残柳。酒醒熏破春睡，梦断不成归。
人悄悄，月依依，翠帘垂。更挪残蕊，更拈馀香，更得些时。(《诉衷

肠》)
酒在这时对李清照而言已成为她的伴侣，深夜醉酒，迟迟没有卸妆，

对丈夫的相思，造成李清照的独处时的寂寞。又如:
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需闭。宠柳娇花寒食近，
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愁滋味，
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楼上几日春寒，垂帘四面，
玉栏杆慵倚。被冷香消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
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 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 (《念奴娇 `春

情》)
这首怀人之作的对象便是作者的丈夫赵明诚，作者醒来后的先是觉

得景色萧条，想通过作词排解心中的苦闷，却又招来闲愁，本来是想倚栏
杆的，此时栏杆也懒得倚靠，被子变冷了，香炉中的香也已烧尽。总之作
者酒醒之后，一切都觉得无聊，原因就在于丈夫在别处，充分显示出作者
想要借酒来表达闺中孤寂的幽怨，酒成了她缓释心中忧愁的一味良药。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宋氏南渡，这一系列人生命运的剧变，彻底改
变了李清照的生活，特别是赵明诚的死，给了她沉重的打击。经历了国
破家亡，颠沛流离的痛苦，李清照更是把酒当成了心灵的慰藉，不过这时
的酒，更多包含了她对现实的不满，对苦难的斗争，不再一味的把心思全
部沉浸在闺阁的哀乐上。这时的词作如:

风柔日薄春犹早，夹衫乍著心情好。睡起觉微寒，梅花鬓上残。故
乡何处是? 忘了除非醉。沉水卧时烧，香消酒未消。(《菩萨蛮》)
重重灾难使得李清照一个弱女子孤独无依，只有借酒来自勉，自励。

作为一位坚强，豪放的女子，她将自己的身世、感情融入酒中，渗透进词
里的每一个字。

李清照的一生都未离开过酒，她将自己的内心情感与命运变迁结合
在一起，酒不仅是词人心中情感的寄托，更是她的心理写照，酒这一意象
在李清照的词中具有独特的艺术美。

二、陶渊明诗歌中酒的意象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将酒这一意象融入诗中的诗人，平生
嗜酒，且一饮必醉，从他现存的一百四十二首陶诗中，提到酒的就有五六
十首，并且他还作了《饮酒》组诗，由此可见，酒对陶渊明的人生也有着重
要的影响。

陶渊明生活在一个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的时代，少年时家境败落，而
当时社会又非常重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制度，所以他很
难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他于二十九岁进入官场，曾出任江州司马，镇军参
军，彭泽令等，都是一些官职较低的职位。他早年所作的诗篇便强烈表
现出对当时世俗社会的憎恶之情，如:

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
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
寄言酣中客，日没烛当秉。(《饮酒十三》)
这首诗以醉者同醒者做比较，表现出两种对人生不同的态度，在对

比中，诗人愿醉而不愿醒，体现了诗人对现实的不满与心中的激愤之情。
陶渊明出仕时看到黑暗腐朽的社会，满腔抱负得不到施展，正直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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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的性格使他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辞职不再为官。他
人生的这一阶段便有了借酒寓言的诗作，例如: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扶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饮酒》其八)
诗人松树旁饮酒，看到东园里的青松在凝霜前后的境遇，本是非常

普通的自然现象，却使诗人联想到了门阀士族统治下社会黑暗的现实，
表达了自己归隐乡间的愿望。

陶渊明在归隐田园后，过着怡然自得，诗酒自娱的生活，这个时候他
的生活仍然离不开酒，例如: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
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
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

海经》其一)
诗人居住在偏僻遥远的乡村，不与外界互相往来，他高兴地自斟自

酌，采摘自己园中种的果实来吃。没了尘世的喧闹和烦扰，生活自在又
自得。陶渊明这一时期的饮酒诗中还有不少表达与乡邻朋友之间真挚
情谊的诗作，如:

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此理将不胜? 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

二》)
诗人有酒招引邻人，没有官僚阶层之间邀请拜会的虚礼，语言纯粹

质朴，生动地写出了其与友人之间兴致勃勃、无拘无束的生活情景。
陶渊明晚年的躬耕生活困苦潦倒，精神上的痛苦，只好通过饮酒赋

诗来排解。例如:
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南圃无遗秀，枯条盈北园。
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诗书塞座外，日昃不遑研。
闲居非陈厄，窃有愠见言。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
这首诗便是陶渊明晚年饥寒交迫生活的真实反映，这时酒便成了他

的心灵寄托，诗人渴望在沉醉中求得片刻的快乐。

陶渊明的咏酒诗与他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是分不开的。酒对陶
渊明的诗歌创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诗人悲时饮，喜时亦饮，借酒言
志，既有愤世嫉俗的情感，又有怡然自得的情怀。

三、李清照与陶渊明诗词中酒意象的同与不同

李清照和陶渊明作品中涉及酒的词作大约占总数的一半，两人都是
借酒来抒发内心的情感。李清照作为一位大家闺秀，没有受到封建礼教
对女子情感的束缚，她的酒词大胆吐露自己的真实情感，如:

暖雨清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
酒意诗情谁与共? 泪融残粉花钿重。
乍试夹衫金缕缝，山枕斜萁，枕损钗头凤。
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蝶恋花》
读者可以从中读到饱满而真挚的感情。体现出她词作特有的抒写

心理细腻，敏感的特点。陶渊明则用酒来追求心灵中的一片净土，在酒
中可以摆脱一切名利的束缚，回归本真，例如: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欢。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恋，酒中有深味。(《饮酒》十四首)
陶渊明在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中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与酒融

为一体，表现出自我情感之真。这是两位作家词作中的相同之处。
总而言之，李清照和陶渊明的词作中都充满浓浓的酒意，这与他们

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清照由于生活环境宽松，不
受社会礼教束缚，借酒来表达情感便酣畅淋漓，使我们看到一位真实的
古代才女的形象。陶渊明浓重的政治情结使他总要借酒来对政治现实
发表意见，所以表现的较为隐晦，将酒融入自己的诗文中，体现了他独特
的审美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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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永远上涨也不会永远下跌，总会在它的极限范围内反复波动。同
理，在讲货币时引入经济学和财务管理学，讲社会制度时引入政治学、民
族学，讲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时引入管理学、领导学、心理学，讲普遍联系
时引入组织行为学、数学等。以思政大平台为根基，以发散性交叉为方
向，在延伸思政原理的同时，使学生学习到更多交叉学科的知识，而返回
性的加强了对思政原理的信服和接受，提高课堂兴趣，抓住学生注意力。

(三)校企师资交叉
当前大学教育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学生动手能力差，究其原因

是因为面对生产实况的实践实习很少。尤其是本科生在这方面情况尤
为严重，以至于用人单位宁愿要以职业教育为主导的专科生而不愿要理
论一大堆而实践能力几乎为零的本科生。基于这种情况，将企业师资引
入课堂成了我们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虽然在具体操作上还存在着诸
如待遇设定、企业认同、师生关系和道德认同等方面一系列的问题，但毕
竟这些都可以逐步细化和解决，真正让企业走入课堂，或让学生走入企
业才是当务之急和决定性环节。不妨让一线的实际工作经验的校外师
资走进来按照学校既定教学大纲客串性教学，既维护了方向的准确性，
又增加了课程的受用性和实用性，以一线优秀人才的现身说法让学生明
白，原来任何工作都可以用思政理论来指导，加强对思政理论深化挖掘

的兴趣。
(四)课堂内外交叉
古代先贤们经常讲学于阡陌松石，而当代大学生已经在课室里呆了

十几个年头，如今依然还是被限制在课室里。“人无常态，水无常形”，这
对于人的学习心理而言也是不科学的，应适当改变教学环境，走出课堂。
在这学期的思政教学中，我利用一节课的时间把学生们领出课室，在学
校景观湖边的草地上大家席地而坐，开展了一次很有意义的授课，期间
形式灵活，讨论热烈，学生们只是因为一个环境的小小改变便空前的解
放了思想，对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有了头脑风暴般的效果。

在一学期的思政教学后，通过初步实践交叉型教学方法，思考更深
入的交叉教学模式，我对“交叉”这两个字有了惊喜而又深沉的领悟。这
只是一个作抛引之用的开始，在今后思政教学的创新中可以大有所为。
思政课不应该成为照着教案念的“催眠咒”，更不应该成为学生谈之色变
的“洗脑经”，思政课本就应该成为指导学生学习一切课程的“万能手
册”，成为引导学生人生奋进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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