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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月亮，不同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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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同样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雪莱的诗歌中都出现了很多月亮意象，表现了“美丽、和谐、宁静”等文 

化内涵，但由于不同民族的审美心理，他们诗歌中的月亮意象又表现出不同的意蕴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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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我国的“诗仙”；雪莱被誉为英国诗坛的“天才的 

预言家”。李白终生都怀着济世、辅助朝纲的志愿却受尽奸 

臣宦党的排斥；而雪莱因无神论主张早在 19岁就被赶出了 

上流社会。他们都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用尽毕生的精力 

在为人民呼吁，同反动势力斗争。他们既是积极的出世者， 

同时又因受挫而消极着——李白求仙问道、借酒行乐，雪莱 

孤独抑郁、顾影自怜。积极人世的思想形成了他们诗歌中的 

崇高和明亮；不幸的遭遇又导致了他们某些诗歌的颓废和消 

极。本文仅借他们常用的月亮意象，来探讨中英诗人对同一 

意象的审美心理及其表现的意蕴内涵的异同。 

月亮作为古往今来世人同享的景观，自古就产生了很多 

神话故事。中国有月神嫦娥，代表“生命、辅佐和柔美”；西方 

有关月亮的神话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 Artemis和古罗马的 

Diana，她们代表着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力量。古今中外，人们 

对月亮女神都表现出深深的崇敬和依恋。而在诗歌领域中， 

月亮更是诗人们歌咏的对象。在李白和雪莱的诗歌里，出现 

了很多月亮意象，尽管由于文化差异表现出不同的妙趣，但 

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表现了月亮和谐、宁静、美丽的特点。 

如李白的“琴清月当户，人寂风入至”(《赠崔侍御》)，“萝月挂 

朝镜，松风鸣夜弦”(《赠嵩山焦炼师》)，“山明月露白，夜静松 

风歇”(《游泰山六首》其六)，“流目浦烟夕，扬帆海月生”(《荆 

门浮舟望蜀江》)，“渌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十七 

首》其十三)，“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 

青云端”(《古朗月行》)。雪莱也吟“整个大地和天空，都和你 

共鸣，有如皎洁的夜晚；有一片孤独的云；月亮流出光华，光 

华溢满了天空”(《给云雀》)，“朦胧的半圆月低垂在地平线 

上，一片光海溢满山峦”(《阿拉斯特》)，“还有花斑鹿会卧在 

我们面前，在清幽的月光下安详地睡眠，它们呼吸流入迂缓 

的静夜”(《心之灵》)。这一共同的意蕴表现了人类对大自然 

的赞美和崇敬。 

但由于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审美心理，他们诗歌中的月亮 

意象呈现出不同的表现手法和意蕴内涵。其主要表现在情 

与景的关系和不同情感内涵上。 

他们的诗歌在描写自然景物时，在审美方面最大的不同 

是一一个侧重客观写实，一个突出主观心灵。欧洲的文学源 

头来自古希腊，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提 

出了模仿论，认为艺术的本质是对世界的模仿。亚里士多德 

在其《诗学》中明确提出：“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 

部分双管箫乐和竖琴——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模仿，只是模仿 

的工具不同，对象不同，方式不同。”模仿论的传统导致了西 

方文学家在描写自然景物时多用主客二分的方法，即工笔写 

实地刻画客观世界的美。这一传统表现手法在雪莱的诗歌 

中处处可见，如：“太阳和恬静的月亮跃出空际，燃烧的星斗 

布满了苍穹”(《自由颂》)，“他最后看见弦月在西天的边际， 

它那暗淡的光辉似乎已和幽黑融为一色了。过了一会 ，它落 

在参差的峰峦上；等它逐渐沉没；那总是与自然的变化一起 

共鸣的诗人的血液也逐渐衰退；而当月亮沉落的只剩两端的 

微光时，他微弱的气息连着迟滞的夜都颤动不起来：但他的 

脉搏和月辉一样弥留着。”(《阿拉斯特》)“神圣的生命之光 

颤动地流过她的四肢，有如月亮 在夜雾的包围下散发一轮 

光晕，独自运行在云月平静的天空：优美绝世，周围是灿烂的 

星体 放射光明”(《心之灵》)，“啊，冰洁的月光，灿烂之星群 

的皇后，凡受你照临的都变为美丽，你运行的神龛，充满了柔 

情而冰冷的火焰，万变而有恒，只照耀而不发热”(《心之 

灵》)。而在中国，诗歌最早的创作主张是“诗言志”，后来陆 

机又在其《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刘勰则认为志与情不 

可分，因而在其《文心雕龙》里统一了这两种主张提出了“情 

志说”，认为诗歌应表现情感和意志。这些创作主张渗透到 

诗人的描绘自然的方法里，则表现为一切景物皆是为抒发感 

情服务一即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物皆着我之颜色。而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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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积极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常用奇特的想象、 

大胆的夸张把自然景物融合在自己的主观感情里，因而其诗 

中的月亮意象表现出了耐人寻味的广阔意境。如表现对征 

夫的同情：“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豫章行》)，“画角悲 

海月，征衣卷天霜”(《出自蓟北门行》)，“明月初天山，苍茫云 

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百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关山 

月》)。又如表现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慨：“越客采明珠，提携出 

南隅。清辉照海月，美价倾鸿都。献君君按剑，怀宝空长吁。 

鱼目复相哂，寸心增烦纡”(《古风》五十六)，“孤兰生幽园，众 

草共芜没。虽照阳春晖，复悲高秋月。飞霜早淅沥 ，绿艳恐 

休歇。若无清风吹，香气为谁发?”(《古风》三十八)；及表现 

自己饱受流离的孤寂：“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长相思》)，“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鹦鹉 

洲》)，“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夜泊牛渚怀古》)。又如 

抨击权奸和昏庸奢淫的统治者：“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玉山 

自倒非人推”(《襄阳歌》)，“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 

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 

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乐奈何?”(《鸟栖曲》)。更有甚 

者，李白时而把月亮当作有灵性的主体，以拟人的手法表现 

出人月两相宜的惬意与和谐：“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 

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影，影徒随我身。暂伴月 

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月零乱。醒时同交欢， 

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月下独酌》)；时而 

把月亮当作物体把玩：“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洒白云边” 

(《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五首》其二)，“暂 

就东山赊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送韩侍御之广德》)；以及 

借月亮对宇宙人生作哲理性的思考：“青天明月几时来?我 

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皎若飞 

镜临丹阙，绿烟灭尽青辉发。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问云 

间没。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如流 

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 

(《把洒问月》)，“旧苑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只今惟 

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苏台怀古》)。“地拥金陵势， 

城回江水流。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三国生春草，王宫 

没古丘。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洲”(《金陵三首》其二)。主 

客二分和主客一体的表现手法使雪莱和李白诗歌中的月亮 

意象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韵味，这一特点表现了中西诗歌在描 

绘自然景物时不同的审美心理。 

当然，主客二分和主客一体是对其诗歌总体特征的描 

述 ，雪莱的月亮意象也有渗透着主观感情的，但他所表达的 

感情又与李白大相径庭。雪莱诗歌的月亮多与情爱有关， 

如：“阳光紧紧地拥抱大地，月亮在吻着海波：但这些接吻又 

有何益，要是你不肯吻我?”(《爱的哲学》)，“这时呵，象日午 

的光霞，突然闪出我的救星。一个人站在我的途中，有如我 

所梦见的光辉的倩影；她象天空的明月，盈亏变化都由于永．， 

明的太阳的光华”(《心之灵》)。而李白的则多与家国、人民、 

友人和理想相连。如他反映劳动人民的疾苦：“长安一片月， 

万户捣衣声。秋月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 

罢远征”(《子夜吴歌》)，“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 

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 

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荀媪家》)，“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 

烟。郝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其十四)。如他对 

故乡的思念：“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 

思故乡”(《静夜思》)，“天借一明月，飞来碧云端。故乡不可 

见，肠断正西看”(《游秋浦白长竹坡二首》其二)。他对友情 

的歌颂：“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 

迁龙标遥有此寄》)，“寒月摇清波，流光入窗户。对此空长 

吟，思君意何深”(《望月有怀》)，“白日行欲幕，苍波杳难期。 

吴洲如见月，千里幸相思”(《送张舍人之江东》)。对自己的 

伟大抱负的抒发：“俱怀逸心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谢 

月眺楼饯别》)。这种感情内蕴的差异与中英文化传统有很 

大关联。英国的文学传统深受古希腊文学、骑士文学和文艺 

复兴时期文学界的影响 ，在爱情方面歌颂得比较大胆直露 ， 

爱情很早就已经成为文学(尤其是诗歌)的一大歌颂主题。 

雪莱作为 19世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作品中有不少情 

诗，更有对与前妻海瑞特·威斯特布鲁克、第二任妻子玛丽· 

雪莱及修女爱米丽等女性感情纠葛的直接描述。而中国，由 

于儒家思想的教化，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自由爱情都处于沉 

眠状态，而象李白这样的士大夫文人也多以国家天下为己 

任，所以其诗歌很少表现爱情。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李白和雪莱的诗中，月亮意象 

既有相同也有各异的意蕴，从这些相同和不同之处表现了人 

类对同一物象的不同体验，以及中英两民族不同的审美心理 

和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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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CP：Complementizer Ptu'a~e．标句语短语的缩写，即指 

标句语 C的最大投射，cP是生成语法理论语法分析的最大 

单位。 

②IP：hd]ectional Phrase屈折短语的缩写，是 CP的补足成 

分。 

③Syllogisin．三段论法，即从两个前提得出结论的推理 

方法。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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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BE’or not Two ‘BE’ 

The analysis of the copula b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grammar 

HE Li—ping 

(Huru~ Universio‘ofScience and Engineering，Yongzhou 425100，China) 

Abstract： “two‘be”’analysis claimed that be in identity copular sentence is a true transitive lexical verb，assigning two theta—mles
．  

one to its subject and the other to object．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analysis is inadequate empirically and theoretically．The copula bes in 

identity copular sentences and in predicational copular sentences bear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The copula be,is a semantically null element． 

performing grammatical function．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raising verb，assigning no extemal theta—role or accusative case
． An d the two be 

in both the pmdicational and identity copular sentences bear the salYle characteristic． 

Key words： “two‘be ’”analysis； raising verb predieational； identity； refer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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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lle Same M oon with Different Connotations 

CHEN Ding—hong 

(胁埘伽 Biology Mechanoelectronic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Cha~sha 410000，Ch／na)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mages ofthe moon in LiBai’s and Percy Byssche Shelley’s(they are both as great romantic poets)poems． 

All these images reveal the similar cultural connotations such as beauty、harmony and peacefulness and SO on
． But because of the differlence of 

their time and background，and their psychology of aesthetic appreciation，these images show various meanings and connotations
．  

Key words： LiBai； Percy Byssche Shelley； the image of the moon； conno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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