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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与李白诗歌酒意象之比较

张美乐

(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从意象角度出发，探究陶、李二人饮酒诗中酒象的异样性，进一步分析两人于各自创作中形成了
怎样的诗酒风格、审美情趣和美学理想。同时，对二人诗歌酒象的形成原因进行了比较说明。二者均豁达开
朗，追求自由境界。陶诗酒象平淡冲和，李诗酒象隽永飘逸;陶饮酒诗具有现实性，李饮酒诗具有浪漫性。由
此，认识两者在追求诗意人生时所持的不同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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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上，诗酒不分家。关于酒的来源我们说
法不一。一种即仪狄造酒说，《吕氏春秋》言: “仪狄作
酒。”《战国策》继之则言: “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
……”一种即杜康造酒说。杜康“有饭不尽，委之空桑，郁
结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代，不由奇方。”相比而言，人们
最为熟知的是杜康造酒的故事，且最终将“杜康”作为酒
的代名词。自魏晋始，饮酒成为文人墨客的闲时雅兴与
风度象征。或以酒助兴，表达豪放不羁之情; 或借酒浇
愁，抒发惆怅哀怨之情。当文人经历世间沧桑，酒作为一
种客观物象，便与之产生契合和共鸣。文人借饮酒，将郁
积内心的苦闷牢骚和悲怨失意转化为创作动力，表现在
文学作品中，且赋予酒象各种复杂的情愫与意志。尤其
地，在东晋陶渊明与盛唐李白的诗作中，酒更是与诗如胶
似漆，形影不离，为主体抒情达意开拓了敞阔的视野。以
下从意象角度出发，探究陶、李酒诗中酒象的异样性，进
一步分析各自创作中形成的诗酒风格、审美情趣和美学
理想。同时，对二人诗歌酒意象的形成原因进行比较说
明。

一 陶渊明诗歌酒象及其文化诗学的建构
现存陶诗有 125 首，四言诗 9 首，五言诗 116 首。

( 《陶渊明集笺注》) 陶诗歌范围广，涉及咏怀、田园、饮酒
三类。其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饮酒诗的
诗人，有《饮酒》、《述酒》和《止酒》。其于《五柳先生传》
叙述了自己爱好饮酒，豪放洒脱的胸襟:“性嗜酒，而家贫
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
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惜去留。”萧统《陶渊明传》言:
“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
之。”沈约《宋书·隐逸传》载: “( 渊明) 为彭泽令……乃
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杭。”
“物象是客观的，它不依赖人得存在而存在，也不因

人的喜怒哀乐而发生变化。但是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构
思，就带上了诗人主观的色彩。这时它要受到两方面的
加工:一方面，经过诗人审美经验的淘洗与筛选，以符合
诗人的美学理想和美学趣味;另一方面，又经过诗人思想
感情的化合与点染，渗入诗人的人格和情趣。经过这两
方面加工的物象进入诗中就是意象。诗人的审美经验和
人格情趣，即意象中那个意的内容。”( 《中国诗歌艺术研
究》) 陶诗酒象具有丰富内涵，它真实再现了诗人志不
达、意不畅时的挣扎与苦闷，矛盾与抉择; 也抒发了诗人
于安逸静谧的田园风光下豁朗舒坦的心境。他写有《饮

酒》二十首，“顾影独尽，忽然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
自娱。”( 《饮酒》序) 临死又言: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
足。”( 《挽歌诗》其一) 这组诗表面以饮酒为题材，却意不
在酒。“所谓酒中即是自然，一种在冥想中超脱现实世界
的幻觉。”( 《文人与酒》)

陶饮酒诗有的极为消沉，凸显其对现世的憎恶之情，
如“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 《己酉岁九月九日》) 其
《饮酒》诗以醉翁的语气，暗暗指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
人皆醉我独醒”的黯然心境，并对当时是非颠倒的社会境
况表示了愤慨。如“一士常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
笑……”( 《饮酒》第七)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 《饮酒》第十四)

有的借酒象写诗人向往田园，厌恶被世俗所羁绊束
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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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
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饮酒》第五)

有的借酒象反映仕途的艰难险恶，如:“子云性嗜酒，
家贫无由得。时赖好事人，载醪祛所惑。觞来为之尽，是
谘无不塞。有时不肯言，岂不在伐国。仁者用其心，何尝
失显默。”( 《饮酒》第十八)

有的借工笔画手笔，将酒象渗透在自己诗中，描绘出
一幅冲淡祥和的田园生活和墟里风光，抒发自己退隐官
场后的怡自得醉、恬淡静穆与平和欣喜，为诗歌开辟了全
新的境界。如:“一觞聊独进，杯尽壶自倾……啸傲东轩
下，聊复得此生。”( 《饮酒》第七) 再如: “过门更相呼，有
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 《移居》其二)

有的借酒之名，表达诗人对社会现实的关心。如: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 《饮酒》第二十) 方东树评此诗: “举世皆非，不得一真。
欲弥缝之，道在六经，崇尚乎此，庶可以反性情，美风教，
成治化，著诚去伪，反朴还淳，无如世竟无一人问津，此其
可痛可恨，而己之所怀，则愿学孔子，从事于此，亦欲弥缝
斯世，而有志不获，惟有饮酒遣此悲怀也。”( 《昭昧詹
言》)

逯钦立《关于陶渊明》中评陶《述酒》诗，言:“以酒的
制造和重酿，比桓玄、刘裕相继篡夺，愈演愈烈。”诗人婉
转地表达了对王朝覆灭的哀惋。还有，陶《止酒》诗连用
18 个“止”，意虽在戒酒，实寄酒为迹。萧统云: “有疑陶
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

二 李白诗歌酒象及其文化诗学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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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题材多样，今存 900 多首。( 《李太白集》)
李白身上呈现着盛唐文人积极自信的风貌，其诗主浪漫，
飘逸且洒脱。其“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尝沉醉
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 《旧唐书·李白传》) 其诗多
是酒后而作，杜甫诗云:“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
眠。”( 《饮中八仙歌》) 又言:“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 《不见》)

李白生性好自由，其多在诗中借酒象追求豪放不羁、
潇洒飘逸的情调，给人一泻千里、势不可阻的盛唐气势。
同时，借酒象抒发了人生短暂，须及时行乐的思想。如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
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
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呼儿将出换
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将进酒》) “百年三万六千日，
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酦醅。
此江若变作春酒……”( 《襄阳歌》) “金樽清酒斗十千
……”( 《行路难》其一)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
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月下独酌》其二) “醉后失天
地。”( 《月下独酌》其三) 可见，诗人借酒象将其怀才不遇
的哀怨之情及生活中百般无奈与忧结形象地表达了出
来。其悲亢中不乏自信，失落中又点燃了光亮。

李白借酒象表达其对生活的热爱，流露出豁达开朗
的心智。其诗舒缓宁静，少了豪放，多了丝浪漫。如“对
酒不觉瞑，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
( 《自遣》)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下终南山过斛
斯山人宿置酒》)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 《把酒问月》) “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
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 《山中与幽人对酌》)
“手持锦袍覆我身，我醉横眠枕其股。”( 《忆旧游寄谯郡
元参军》) “且饮美酒登高楼。”( 《梁园吟》) “且醉习家
池，莫看堕泪碑。”( 《襄阳曲》四)

李白借酒象表现不甘寂寞的怅惘之情。如“抽刀断
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宣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
云》) “北斗酌美酒，劝龙各一觞。富贵非所愿，为人驻颓
光。”( 《短歌行》)

三 陶、李二人诗歌酒意象的形成原因之比较
陶、李不同情调的饮酒诗形成了各自的意象风格。

朱光潜说陶诗由“冲突达到调和”。( 《诗论》) “从诗风和
审美范畴看，李白诗歌存在壮美和柔美两个方面。”( 《李
白“清真”诗风探源》) 所以，李诗酒象主浪漫豪放，夹杂
着青春的热情;陶诗酒象主淡泊静谧，洋溢着沉稳平和的
心志。这里对二人诗歌酒意象的形成原因进行比较说
明。

首先，所处的时代环境不同，加之其对政治的态度不
同。陶处于东晋衰乱之世，军阀为了权利相互争夺，致使
民不聊生，社会充满肮脏和血腥。身为贵族后裔的陶渊
明厌恶了官场的明争暗斗，鄙视门阀士族，辞官归隐。其
《归去来兮辞》表明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因而，其
诗酒象冲和平淡，试图在饮酒中找到乐趣与情志，以颐养

性情，开掘诗歌的自由矿藏。而李白才高志大，唤出“方
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然其一生未能如愿以偿，士不
遇的苦闷之情致使其更加自负不羁。所以，其酒象较洒
脱，思想奔腾，跳跃性大，令人匪夷所思，读之使人酣畅。
“酒，作为一个诗词意象，不但具有跨越时空，贯穿古今的
活力，而且具有变幻无穷、不断出新的魔力。”李白的酒
诗，吸取了传统酒文化的精华，又创造了属于盛唐时代的
酒风格以及属于自己的酒文化特色。他将酒象作为抒发
情感的方式，将其融入到诗中，创造了新一代诗歌意境的
美学理想。酒象成为诗人创作的动力，形成了酒象表现
诗人，诗人用酒达意的模式。

其次，家庭背景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其人生态度的
不同。陶是贵族后裔，自幼受儒家经典的熏陶，“少年罕
人事，游好在六经”，且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
志向。这为其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
是，现实的不如意终让他挣扎于仕与隐的矛盾中。虽曾
做过小官，但最终厌恶官场而选择隐逸。李白家世虽没
有陶渊明显赫，但一生遍览天下。其一生壮志难酬，大胆
抨击权贵。晚年流放夜郎，更加刺伤了其忠君报国的赤
诚之心。不过，苦难却成就了一代诗豪。其将酒象信手
拈来，并赋予其深刻的内涵，在诗中彰显其任侠的个性与
情志。

还有，两者审美情趣不同。陶诗酒象具有尚实性，李
诗酒象具有浪漫性。东晋末年，士族文人普遍受到归隐和
追求自由风尚的影响，陶作为士族一份子，自然也不例外。
当时虽推崇玄谈风流，但实际重实，加上当时乱世环境对
其的打击，致使他摒弃官场，崇尚自然，追求安宁及至真至
实的人生观。所以，其酒象质朴淡然。如“悠悠迷所留，酒
中有深味。”( 《饮酒》第十一) 李想象丰富，注重感性愉悦，
善于在激情饮酒后挥发笔端豪气。如，《将进酒》《行路
难》等。李白饮酒诗给人不同于陶渊明田园饮酒诗的独特
享受，真诚再现了诗人的进取之心和侠骨柔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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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of the Image of Wine Created by LiBai and TaoYuan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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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explored the image of the wine in the poetries created by TaoYuanming and LiBai，and analyzed how
the two poets formed their unique writing style，aesthetic taste and the aesthetic ideal．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reasons how the
image of the wine is formed． Hence，we can saw their different aesthetic id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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