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2卷第1期
2025年1月
Vol 

 

52 
 

No 
 

1
January 

 

202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李商隐诗技形成的社会文化考察
张浅吟

  摘要: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李商隐诗技形成的原因,可以发现李商隐的历史处境与文学创作之间有更深层次

的关联:其诗堆积典故,来自当时社会由上而下的“以知识为外饰”的好尚,李商隐以写作幕府公文为出路,亦有追

随公共风气的必要,这也影响了他的诗作;其诗辞藻精美,是因为李商隐以结撰文辞的才华在幕府立足,有着钻研

文字技巧性与游戏性的需求;而诗的曲折表意,和科举以诗取士“表意清晰”的创作要求相悖,体现着他在社会进取

道路以外寻求的自我排遣。从社会文化视角考察诗人特定诗歌技艺的形成,可以关注到宏大历史中的个人境遇,

进而对经典作品获得更加立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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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的诗技与他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在以往研究中很少被联系起来考察。学者们或是对李商隐的

用典、对偶、句法等诗技作审美分析和诗学溯源①,或是从李商隐所处的时代环境分析其诗歌,侧重于考察外

界因素如何影响了他的诗“写什么”,譬如他的诗是否反映了“甘露之变”、牛李党争等大事件,而未见把李商

隐诗的技艺“怎么写”与社会文化相联系的思考。
这种思考的空白也带来了一些疑问。譬如有学者曾提出,李商隐虽然出身于低级官僚家庭且曾为生计

挣扎,但诗竟然都写得富丽雅致②。然而,诗人的出身、处境和诗的“富丽雅致”一定存在冲突吗? 它们在当

时的历史语境中会不会存在某些深层次的联系? 本文将从晚唐的社会风气、铨选制度、文学创作需求等方面

着眼,结合李商隐的经历,考察其诗堆砌典故、辞藻精美、表意曲折的技艺的形成原因,以期获得一个新的观

照其诗歌文本的视角。
一 堆砌典故:社会风气与个人出路

李商隐诗以多用典故为特色。以往对李商隐的知识储备与创作关系的认识,是一种稍显简单的联

系———读书多则创作中引据多;而且,这种判断与晚唐社会情况、李商隐的人生经历未作充分结合。中唐以

后,随着书籍积累与流通的渐多,对知识储备的追求成为士人的一种普遍趋向③。而在李商隐的诗文中,有
一条关于“书籍”、“知识”认知变化的线索。循此线索,结合唐末科举、官制等因素,可以更好地理解李商隐的

知识储备作用于其诗歌创作的理路。
线索上的第一个环节,是李商隐早年的读书求知心态,集中见于《上崔华州书》。他自言“五年读经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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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弄笔砚”,并思齐于古人:“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 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因为“行道不

系今古”,他明确表示在创作中“不爱攘取经史”①。可以说,李商隐看重的是知识对自身修养、社会实践的意

义,故不屑以前人之见为束缚,更遑论以前人语为装潢,这与他后来“鳞次经史”、“好积故实”的做法迥然不

同,也说明他大量引据的作风背后有更复杂的原因。
线索上的第二个环节,是李商隐在进取不顺中的心态变化。李商隐于开成二年(837年)初次及第,却主

要是因令狐绹举荐②。在作于开成五年(840年)的《与陶进士书》中,他表明了一段对博学宏辞科的看法:
夫所谓博学宏辞者,岂容易哉! 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皇王之道尽识矣,圣贤

之文尽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开会,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 恐犹未

也。设他日或朝廷或持权衡大臣宰相,问一事,诘一物,小若毛甲,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则号博学

宏辞者,当其罪矣!③

这段文字在以往研究中多被当作反映唐代博学宏辞科“难度巨大”的史料④。但它的表达重点,应是李

商隐结合自身经历与读书观念,借“博学宏辞”之名反讽其弊;所谓“难度”只是出于反讽而作出的偏重与夸

张。其一,是“博学宏辞”之名与实的龃龉。博学宏辞科所试项目,更偏重“辞”而非“学”,或者说即使有“学”,
也须反映在“辞”中,而后者才是铨选人才的标准:“词美者,得不拘限而受职。”⑤从“博学”到“词美”,知识对

文辞发挥的主要是修饰作用,知识储备必须明显地作用于藻采等外在因素,而不能作为思索后的观点沉淀于

字里行间,而这并非李商隐所看重。在这段叙述前,他回忆自己早年读书经历:“盖尝于《春秋》法度,圣人纲

纪,久羡怀藏,不敢薄贱,联缀比次,手书口咏,非惟求以为己而已,亦祈以为后来随行者之所师禀。”⑥这显然

是指“读经书”、“弄笔砚”的岁月,求知是作用于思想的提升。但他四处投献著述,都得不到对方的认真阅览,
“故自大和七年后,虽尚应举,除吉凶书,及人凭倩作笺启铭表之外,不复作文”⑦。可见李商隐的“宏辞”之业

虽未曾辍,但并不以此为重,因为他更看重知识对思想的价值。同时,李商隐将博学宏辞科之“博学”描述为

“小若毛甲”亦知的状态,可能是夸张所试知识没有实际意义,这也是针对当时科举考试的弊端———随着“日
月浸久”、“来者益众”,考试“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⑧,知识已经沦为控制选官人

数的工具。其二,是门第关系对博学宏辞科取士的影响。李商隐时代的博学宏辞科,性质是“科目选”而非

“制科举”,更多是为专门才能而设,以作朝廷选人的补充途径⑨。它由吏部掌控,也容易被权要干预。李

商隐在开成三年参加博学宏辞科考试,但“中书长者”看到名单后说“此人不堪”,遂将他的名字抹去,程序

选拔结果竟废于权贵一言。因此,虽然博学宏辞科设置的初衷、立名都着眼于具体才能,但实际仍深受门第

关系影响。李商隐用“权衡大臣宰相”提问怪罪的例子,也是在隐晦地表达权贵之势对士人进取的苛刻。他

在后文又云:
始至官,以活狱不合人意,辄退去,将遂脱衣置笏,永夷农牧,会今太守怜之,催去复任。迳使不

为升斗汲汲,疲瘁低傫耳。然至于文字章句,愈怗息不敢惊张。尝自咒愿得时人曰:“此物不识字,
此物不知书。”

李商隐由不满官场而至于自咒“不识字”、“不知书”,鲜明地体现出他“读书目的在于经世”的想法。他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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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还有一首题为《自况》的诗,云“陶令弃官后,仰眠书屋中。谁将五斗米,拟换北窗风”①。《自况》希望回到

书中寻找精神慰藉,《与陶进士书》却愤慨地表示宁愿“不知书”。这可能因为前者是诗,在唐代公共性较强,
故有一定的自塑色彩(诗题“自况”分明有此意味),而后者作为私人书信,是更加真实的情感表达。这也说

明,李商隐此时虽然认识到朝廷铨选、官场运作的弊端,认识到满腹经纶只能饰于文辞的现状,但对于求知明

道的可能性还未完全失望,尚处在一种动摇、怀疑的状态。
线索上的第三个环节,是李商隐久不得志、漂泊辗转后,对在秘书省任官经历的回忆。李商隐一生除了

供职幕府,两次在朝廷做官都是在秘书省校书,“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②。他的回忆充满了忧愁的情

绪,且凸显了“书”在其中的位置。如他回忆自己任秘书省正字时:“我时憔悴在书阁,卧枕芸香春夜阑。”③春

夜本来美好,诗人却伴着书的气息难眠。他这样书写自己第二次秘阁经历:“典籍将蠡测,文章若管窥。图形

翻类狗,入梦肯非罴。自哂成书簏,终当咒酒卮。”④这种愁怨之情并非李商隐做官时所想,而是他后来的赋

予。他第一次任官秘书省时,即言“此中兼有上天梯”⑤,因为唐代校书郎官阶虽低,却是晋升正途⑥。但他

初为校书郎不到一年便被调任弘农尉,第二次任秘书省正字不久又因丧母回乡。可以看到,李商隐经历世事

后再回忆秘书省任官经历,颇感忧愁,且情绪集中在“书”上(“芸香”、“书簏”),他此时已经完全断绝读书求

道、知识用于实践的幻想;“书”曾是他跻攀中依赖的资粮,最终却成了踬仆后无用的本领。
以上梳理了李商隐关于“书”、“知识”的认知变化,大致也可以看到晚唐社会的一个侧影:社会书籍流通

增多,私人也有藏书条件和阅读基础,知识能够为更多人所获取;但朝廷铨选与官职运转制度并没有随着典

籍的丰富、士人知识的增多而改变,且不减对门第、私人关系的注重,“知识”既无作用于思想提高的空间,也
缺乏改变社会现实的意义。同时,李商隐的性格消极而犹豫,既为现状痛苦,又不能超越其上,丰富的知识积

累遂以一种“外化”的形态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中。
李商隐在幕府创作公文多用典故,《安平公诗》云:“公时受诏镇东鲁,遣我草奏随车牙。顾我下笔即千

字,疑我读书倾五车。”⑦这也说明,“以知识为饰”的创作方式在当时的藩镇文书往来中是非常被需要也极受

认可的。为了进取,李商隐也顺应了这种模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他曾撰类书《金钥》以为公文创作

之资:“分四部,曰帝室、职官、岁时、州府。大略为笺启应用之备。”⑧据学者考论,这本书应作于大中五年

(851年),与李商隐大半生的公文创作用典经验息息相关,可以视为他对自己一直以来公文创作中用典心得

的一个总结⑨。这也深刻影响了李商隐的诗作。关于其典故繁多的特色,前人已有很多精妙研究。此处补

充的是,李商隐用典多,原因不仅仅是“读书多”,也不一定是出于个人偏好,而关系到他的读书不能用于改变

社会的实践,而社会某些文学活动又需要知识装饰,遂造成了一种知识“溢于表面”的创作形态。
二 辞藻精美:以结撰文辞才华为晋身之资

李商隐诗技巧精美,辞藻华丽,乃古今读者共识。对于这些辞采上的特色,学界的讨论基本上都从文学

内部着眼。而他为什么会这样写? 背后有怎样的现实需要? 这些问题尚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李商隐早年从其叔父学古文,叔父“注撰之暇,联为赋论歌诗,合数百首,莫不鼓吹经实,根本化源,味醇

道正,词古义奥。自弱冠至于梦奠,未尝一为今体诗”。他不作今体诗,背后是韩愈等人“文以载道”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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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响,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教。然而李商隐丧父之后,“内无强干,外乏因依”,需要投靠权贵,便转向了“今体”
文章(即骈文)的创作①。

从“古文”到“今体”,不只是文体观念的转变,还是李商隐所凭借的进取资本的转变,背后有两大社会因

素。一是士人才能偏重的变化。武后、玄宗时,外廷士大夫多以文词科举进身②,这里面核心的能力便是为

上位者草诏的才华。比起具有思想性的“政论”,读书人结撰文辞的技巧在科举考试、进取中都更为重要③。
二是权力形势的变化。中唐后藩镇权力巨大,在人才选拔上也有相当大的自主性,“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

府为盛……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④。虽

然李商隐早年“不喜偶对”,对今体的价值判断明显受叔父影响,但依托幕府作文却是他进取的最可行途径。
而且,其依附的令狐楚富有创作骈体章奏的才华⑤,也对李商隐形成了引导。

幕府文书写作的本质,是“有文采的代言”。虽然这些文书关系着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但并没有作者

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空间。一方面,作者需要根据事件性质、府主身份、文章作用的场合,申明府主之意;另
一方面,在为府主代言的同时,也必须对其加以装饰,实现辞藻的华美与表达的感染力。李商隐的幕府公文

就融合了这两方面特点,体现出高度的规范性和技巧性,不仅“流弊极少,轨辙易循”⑥,且“其声切无一字之

聱屈,其抽对无一语之偏枯”⑦。这种创作要求、习惯也影响了他的诗作。
李商隐入幕前所作诗歌现存数量很少,难以说明他的诗作受公文创作影响的程度,但他入幕后有些诗

作,是在意旨确定的情况下进行言辞的结撰,这和幕府文书写作思路相通,是考察的较佳素材。譬如《题僧

壁》中二联云:
大去便应欺粟颗,小来兼可隐针锋。蚌胎未满思新桂,琥珀初成忆旧松。⑧

四句写的是佛教中的芥子纳须弥、过去未来相通的义理,意思是现成的,但李商隐在语言选择与安排上

十分精心,以“粟颗”、“针锋”、“蚌胎”、“新桂”、“琥珀”、“旧松”等常见物或者唐诗中常用的意象来承载这种义

理。如果从音韵的角度考察,则更能看出李商隐组织语辞的精巧细腻。“大”是一等韵,开口洪大,“粟颗”接
连两个入声,收得急促,如同当头棒喝;“小”是三等韵,发音细小,“针锋”接连平声,收得和缓,归于平常境界。
而“蚌胎”一联,中间两个连接字“未满”、“初成”都是双声(“未”是微母,“满”是明母,俱属双唇音,只有轻重之

别;“初”是穿母,“成”是禅母,都是正齿音),就使句意过渡平滑流畅,诗意重心落在几个名词上,“蚌胎”与“新
桂”、“琥珀”与“旧松”的联系也更紧密。佛教典故经过这样的组织表达,意义更加显豁。这也体现了李商隐

在意旨确定的情况下结撰语辞的极高能力。
除了以写作文书为基本立足点,李商隐还需以诗歌技巧在幕府宴乐中助兴。在长庆年间,丁公著就指

出,“国家自天宝已后,风俗奢靡,宴席以喧哗沉湎为乐。而居重位、秉大权者,优杂倨肆于公吏之间,曾无愧

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⑨。而到了李商隐的时代,公私宴乐更加密集,且是幕府生活的重要内容。可以

看到,李商隐在干谒尺牍中,给对方展示的一己价值,大多是在宴饮中发挥诗才。譬如回忆过去,“继兔园赋

咏之余,不有博弈;蹈漳渠宴集之暇,以挹酒浆。优游芳辰,保奉全德。伏思昔日,尝忝初筵”,点明自己“宴
集助兴文人”的身份。李商隐想入幕,也是想象了这样的场景:

政令既明,欢娱多有。投壶雅宴,祭遵岂以为妨;望月登楼,庾亮只应不浅。载怀往岁,屡奉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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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1423页。

 

刘昫等《旧唐书》卷16《穆宗本纪》,第485-486页。

 

参见: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3-520页。

 

李商隐《上令狐相公状三》,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102页。



筵。今则贫病相仍,起居未卜。远思邹、马,方陪密雪之游;遐望荀、陈,尚阻德星之会。①

从前半段也可以看出,府主在一方势力稳定后,享乐便是常见且合理的;而李商隐这类文人的诗才,就是

这种享乐中的点缀。
这样的作诗场合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是丰富其缀辞法而非思想价值,要求文字富于“观赏性”。王梦鸥曾

对初唐诗歌形式技巧发展的原理有精妙的说明:“大抵生活优裕者,富有余力从事缀辞游戏,而此游戏,初不

因心有郁陶,一吐为快;而唯有从日臻细密之缀辞法则中猎取先难后获之乐趣。”②晚唐诗歌技巧发展的规律

亦同此原理,读书人进取不易,便在文字游戏中娱心。因为唐代诗歌规范在开元、天宝时期已经定型,“缀辞

法则”所能继续发展的向度,就不再是建立、完善诗歌的法度,而是在已有规范的基础上,探索文字组合的更

多可能。李商隐有诗题为“当句有对”③,诗中每一句五言都是首二字和末二字成对。虽然这种一句之内成

分相对的写法颇有渊源④,但到李商隐才第一次为之命名,并作为诗题,全诗皆如此作,纯为语言形式的实

验。这也说明,唐代诗人对形式技巧的探索,已从一篇之内细化到一句之内。本来对偶是两句之间的关系,
唐代诗格中有许多对对偶类型的划分,但缩小到一句之内,说明诗歌形式技巧已经在穷竭中走向琐碎。

李商隐的《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其实正透露出“文字游戏”的信息。这首诗历来是其难解之作的代表,
但它很可能是宴乐创作的产物。此诗以物名连缀为题,一句写题中一物,历代评家都认为它从题目开始就

“不可解”。张采田于《李义山诗辨正》中指出:“当时自有此一体,白香山集中可证。”⑤对于这一观点,学界未

有进一步讨论。观白居易集中,有《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谈氏外孙生三日喜是男偶

吟成篇兼戏呈梦得》⑥,而李商隐还有《魏侯第东北楼堂郢叔言别聊用书所见成篇》⑦———这些诗与《蝇蝶鸡

麝鸾凤等成篇》,应俱属张采田所谓“当时体”,这是一种题材、创作场合俱有所限定且题中含“成篇”二字

的诗。
诗以“成篇”为题,现存文献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后期的宫廷唱和诗。陈叔宝有多首题名“成篇”之诗,如

《立春日泛舟玄圃各赋一字六韵成篇》、《上巳玄圃宣猷嘉辰禊酌各赋六韵以次成篇诗》等⑧。从这些题目可

以推断,南朝陈以“成篇”为诗题,意在“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⑨,正是宫廷唱和的一种风气,即一人作限

韵的几句诗,它们构成一个意义单元,再将这些意义单元连缀成一首完整的诗篇。因此,以“成篇”为题的诗,
就其始源而言,诗歌素材是即时现成的,诗意组合方式是平行并列的。至于唐初,陆敬、沈叔安、何仲宣、许敬

宗等宫廷诗人进行唱和,各作《七夕赋咏成篇》,这些诗并非多人联句而各出一手,但是中二联一定是并列的

景物铺排,首尾只是套路。宫廷唱和之外,“成篇”诗题本来蕴含的“即刻赋咏”性质也保留在诗人们的日常创

作中,如刘禹锡有两首诗,都以“某某事件+因成篇”的形式制题,明言其诗乃即事而书、挥笔而就。而白居

易自写闲适生活,以“成篇”为题,意在将自己日常生活中某一特定时刻的感受率尔表达出来。李商隐在宴饮

享乐的场合,诗作为当筵助兴之具,亦有即刻赋咏的必要,这更像是对南朝末至唐初宫廷唱和传统的接续。
因此,《蝇蝶鸡麝鸾凤等成篇》从命题上看,应非有所寄托之作,而是即兴游戏之笔。

李商隐对自己缀辞之业的“被动依附”性质一直有着清晰的认识,他在科举登第后云:“伏思自依门馆,行
将十年。久负梯媒,方霑一第。仍世之徽音免坠,平生之志业无亏。”可见,他认为只有中举才不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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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诗题名是:《贞元中侍郎舅氏牧华州时余再忝科第前后由华觐谒陪登伏毒寺屡焉亦曾赋题于梁栋今典冯诩暇日登楼南望三峰浩然生思追

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题旧寺》,《和仆射牛相公追感韦裴六相登庸皆四十馀未五十薨殁岂早荣枯之义今年将六十犹粗强健因亲故劝酒率然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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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辗转幕府多年后,应人之请将自己的公文编集,于《樊南乙集序》中,云“此事非平生所尊尚,应求备卒,不足

以为名”①。李商隐还表达了对自己一生唯务辞章、靠辞采取悦于人的感叹:“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

襄王。”②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他“一生”的文学才华几乎都体现在这种精美而缺乏思想的缀辞技艺之中了。
三 曲折表意:规范创作道路以外的自遣

李商隐诗表意委婉曲折,这往往被认为是他的独特性格、心态的体现。如果从更广大的视角着眼,把这

样的写法与唐代科举应试诗的要求相对照,则它可以被看作一种对“规范”的叛逃。
罗兰·巴特提出,文学作品有两条“边线”,一条是“正规、从众、因袭的边线(着重摹写处于典范状态下的

整体语言结构,譬如由学校、规范用语、文学、文化所确立者)”,另一条则是“变幻不定,空白(可采用任何外

形)”③。唐代以诗取士,而应试诗的基本要求是形式规范和表意清楚:声律、句度都有定规,主题因为已有限

定,诗作就须清晰表达出该意义。这种创作的规范性,与进取之路的规范性存在着某种一致,就好像唐诗创

作的一条“边线”。从这个角度看,打破正统的创作规定,不拘格套,或是以曲折的写法不直白表意,正是诗人

在社会规范道路之外的自我排遣。
笺释者聚讼纷纭的《燕台四首》可为例证。李商隐作《燕台四首》,被其兄让山在商贾之女柳枝面前背诵,

柳枝叹赏不已④。然而《燕台四首》诗意非常幽微难解,那么,柳枝何以感动? 她依靠“听”,是否存在着和

“读”不一样的诗意理解方式? 宇文所安把《燕台四首》置于“公开流传的文化语境”中,将问题重点放在“柳枝

听
∙

到了什么”⑤,这是很值得注意的思考角度,但他未结合诗歌技艺进行详论。
《燕台四首》以季节分章的构思,上承汉乐府歌辞《子夜四时歌》,而它的具体写法则明显受李贺《河南府

试十二月乐词》影响⑥。这种创作渊源可以为理解《燕台四首》的表意特色提供一条线索。李贺的组诗虽题

为“府试”,但正如林同济所言,从其体式和情调来看,都不是试帖诗,而是李贺应试前自行尝试之作⑦。可以

说它的写法正是对府试诗要求的反叛。而这种反叛的依据,是把乐府诗由音乐性带来的体式特征移植到了

书面文本中。李贺这组诗虽题为“乐词”,但应该不是先有音乐之后的制作。古乐府中本无“十二月乐词”之
题,历代批评家想要追溯李贺此作所本,多得出它乃仿《豳风》或者前代写四时景象的乐府而来⑧,但这只是

内容安排上的相似。这说明,李贺此组诗很可能并没有音乐基础;然而,它却大量吸取了乐府诗由音乐性带

来的文本特征。它单句押韵,其中《二月》、《四月》、《十月》三首都是奇数句,即基本以两句一韵,但在某些段

落又“多”出一句;这种“多”一句的现象常见于《白纻舞辞》⑨;句数多少的区分,正体现了音乐的缓急之别。
另外,《六月》、《闰月》都采用了三言句,也与乐府诗的可歌性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李贺诗对乐府的模仿,
影响了诗歌的句式、节奏,形成了腾挪跳跃的创作特色。

《燕台四首》虽无奇数句成篇、三言句出现的现象,但李商隐正模仿了《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最核心的用

意脉变换以模仿音乐节奏变化的写法。例如《秋》的前半部分:
月浪衡天天宇湿,凉蟾落尽疏星入。云屏不动掩孤嚬,西楼一夜风筝急。欲织相思花寄远,终

日相思却相怨。但闻北斗声回环,不见长河水清浅。金鱼锁断红桂春,古时尘满鸳鸯茵。

对于这几句诗,如果从字面的含义出发则较难理解,但其意脉安排中却有着节奏的奥秘。开头四句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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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同济《李长吉歌诗研究(林同济遗稿)》,《中华文史论丛》第1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2页。

 

吴企明《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4-45页。

 

参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55,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01-805页。

 

参见:周仕慧《乐府诗体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页。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增订重排本),第85-86页。



种物象出现,它们之间并没有很强的逻辑关系,且存在着突然的场景、时间转折,使人无暇对上一物象停留解

读就进入下一物象,这就构成了密集的意义节奏。而“欲织相思花寄远,终日相思却相怨”两句又十分明白流

畅,且下句对上句有部分语辞的重复,进入了舒缓的表达。“但闻”二句形成对仗,节奏又开始加紧。“金鱼锁

断红桂春,古时尘满鸳鸯茵”,又回到了开头几句物象密集出现、时间场景突转的节奏。要之,李商隐所模仿

李贺者,正是借鉴音乐及其转移至书面文本的“可听性”,将音乐的轻重缓急,落实到诗歌内容的奇异组合、延
续与转折中。

除了音乐对书面文本意脉的影响,诗歌的曲折表意还有一个社会因素,即与宗教相关,这在李商隐之前

就有较成熟的创作典范。譬如李贺并没有完全信服某一宗教,他的信仰非常多元甚至矛盾,但那些关于虚

幻、空无的思想都使李贺在诗中对现实世界进行变形①。贾岛有一些诗也难以理解,但如果结合佛教则有助

于体会。譬如《送无可上人》中的“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堪称难解,其实是把佛教“性空”观念、坐禅修行

的实践嵌套进了送别诗原本的写作模式中②。这些诗人把宗教思想变成了诗歌中曲折表意的技法,使之成

为了文学层面的元素。
学界对于李商隐道教信仰与诗歌的关系已有很多研究,此处与其具体的缀辞技艺联系起来讨论。前文

论及李商隐《当句有对》,说明诗人对技巧的关注,已从两句之间的关系缩小到一句之内各成分的关系,而这

种思维与李商隐接受道教思想的理路有着某种契合。
首先,“不论道教的教义及道术多么庞杂,其教义的核心仍是神仙信仰”③。道教所信仰之神仙,除了远

古神话中的,还有现实万物的化身;而神仙信仰之场所,本来依托于神话中的场所,如姑射山,渐渐演变为指

向现实中自然界的山水胜境。道教有“洞天福地”的讲究,即是以人世间秀美的山水作为神仙居住的场所,山
岳江河都是人们想象得道成仙的地方,虽然神话缥缈,但处所无非云雾风雨、亭台楼观,都是现实可见之

物④。而道教的故事应验,也多依托于客观世界的现象。譬如在对李商隐及唐人影响巨大的《真诰》中,仙女

下凡,乃呈现为自然界的起风、降雨;爱情之象征,也往往是自然界的“芝”等物⑤。因此,从道教的教义核心

而言,就与实际的自然景观关系密切。而唐代皇帝将道教作为主流宗教,修筑道观、供养道士,道观是实际存

在的建筑,又是神话发生的场域,更加强了真幻参半的特色。
其次,李商隐之崇道教,也是在俗世求而不得的自我解脱,并未完全皈依于它。他既不能忘记现实的无

奈,又无法戒除幻想的逸乐⑥。因此,道教幻俗参半的性质、李商隐梦醒交织的心态,再结合“着眼于一句之

内成分关系”的缀辞法,道教元素往往就变成了一句中的一部分。如《重过圣女祠》中“一春梦雨常飘瓦,近日

灵风不满旗”,黄周星的评价敏锐地指出了这种真与幻的组合:“‘梦雨’‘灵风’犹可解,梦雨何以常飘瓦? 灵

风何以不满旗?”⑦其实也可以说“雨常飘瓦”、“风不满旗”犹可解,但“梦雨”、“灵风”如此却不可解,因为“梦
雨”、“灵风”为幻,“常飘瓦”、“不满旗”却是真。又如《碧城》第一首:“碧城十二曲阑干,犀辟尘埃玉辟寒。阆

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精

盘。”⑧“碧城”喻指道观,前六句每句都有与建筑有关的词,但都呈现出实景与幻境相半的情形。如果说《重
过圣女祠》和《碧城》都与道教因缘密切的话,李商隐显然把这种一句之内真幻相半的写法扩大到更多题材的

诗作中,如“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⑨,也是上四字“沧海月明”、“蓝田日暖”是实景可解,下三字

却是幻想。李商隐是将道教对自然界的想象,嵌套进诗句的描绘或者叙事中,这些诗句的真幻结合正是道教

文化与诗人心态结合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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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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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李贺和李商隐诗都以表意曲折为特色,但无论《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词》还是《燕台四首》,
都是两位诗人比较早期的作品,而它们的表达方式,却与二人经历世事悲辛后自成一体的曲折隐晦有极大相

似性。这说明,我们也许不需要赋予他们的曲折表意太多个性色彩和生命体验,认为这必然是沉醉幻想、愁
肠百转的表现;同样,虽然前文也论述了宗教因素与诗歌表意曲折的关系,但也无须过于放大宗教因素对个

体诗人心灵的影响,而可以从更广阔的社会层面进行观照。
唐代以诗取士,应试诗的创作规范性与士人进取之路的规范性存在着一致性。而随着科举制度、铨选制

度的积弊,入仕之途愈窄而门外之人愈多,同时游冶之风盛行,宗教兴盛,于是一部分人耽于红尘逸乐,一部

分人生起方外之思。虽然世俗的享乐与遁世的清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但它们反映在诗歌写法上却有

一致之处,就是对规范表达的叛逆:不拘形式,或是以曲折的写法表意。这种“曲笔”,是开放、多元的社会环

境中,诗人在规范道路之外的自遣。
四 结语

在李商隐一生留下的诗歌中,
 

反映社会现实的内容主题占比不大;
 

但其诗之技艺,
 

其实蕴含着深刻的

社会影响。李商隐诗堆砌典故,
 

背后有一条他从有志于读书经世到遭遇挫折的线索。当时多数公共性的文

学活动存在“以知识为饰”的好尚,
 

依托幕府晋身的李商隐需要常常从事公共性的文学创作,
 

故形成了外化

展现自己读书所得的创作习惯,
 

这也影响了他的诗作。李商隐诗对偶工稳巧妙、语辞精美,
 

因为结撰文辞

的才华是当时士人被看重的能力,
 

也是李商隐在幕府中立足、晋身的主要凭借。他的诗的表意曲折,
 

和唐

代以诗取士的“表意清晰”的创作要求是相悖的,
 

这是他在社会规范道路以外,
 

进行个人化表达的一种

方式。
目前学界对古代诗歌技艺的研究,

 

基本是在审美层面考察其价值,
 

或是在诗学谱系中追溯其成因。至

于对诗人所处时代社会文化对创作影响的研究,
 

亦侧重于内容、情感等方面。
 

在学界“回归文学本位”的呼

吁下,
 

对文学技艺的考察无疑更有利于文学本位的坚守,
 

避免使文学作品沦为社会、历史的“反映”甚至附

庸;
 

但若仅停留在对技艺本身的讨论,
 

也可能会使复杂、立体的文学作品趋向单薄。因为,
 

技艺并不仅是文

学内部的继承与创新,
 

还是作者在特定历史境遇下形成的写作策略。从社会文化、诗人处境来考察某些特

定诗技的形成,
 

不仅可以对经典诗作获得更加立体的认识,还是一种从对历史的宏观把握转向关怀“具体的

人”的努力。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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