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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譯注】

鳳尾香羅薄幾重 1？	 鳳尾香羅薄薄的有多少重？

碧文圓頂夜深縫 2。	 碧綠紋的圓頂帳深夜密縫。

扇裁月魄羞難掩 3，	 扇形如圓月難掩羞愧的臉。

車走雷音語未通 4。	 一語未通車輪遠去聲隆隆。

曾是寂寥金燼暗 5，	 蠟燭成燼度過寂寞的夜晚，

斷無消息石榴紅 6。	 石榴花已開卻收不到來鴻。

斑騅只繫楊柳岸 7，	 雜色的馬只繫在楊柳岸邊，

何處西南待好風 8？	 去哪裏才能等到西南好風？

1	鳳尾：鳳尾的花紋。鳳，即鳳凰，傳說中的鳥王，有美麗的尾巴。香羅：絲織

品的一種，這裏指香羅帳。重：層。因為是複帳，所以說幾重。

2	碧文：青碧的花紋。文，同紋。此句是倒裝句，實際應為「深夜縫碧紋圓頂

（帳）」。

3	扇裁月魄：扇子裁成圓月形。月魄，月亮。道家以日為陽，故稱日魂；以月為

陰，故稱月魄。班婕妤《怨歌行》有「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之句。班婕

妤是西漢女文學家，多才善辯，漢成帝時被召入宮，立為婕妤（受皇帝寵愛的

嬪妃的稱號），後來失寵，在長信宮侍候太后，寫了《怨歌行》抒發內心的哀

傷。羞難掩：形容半遮半掩的嬌羞神態。

4	車走雷音：車輪在地上轉動發出如雷的隆隆聲。

5	曾是：已經是。金燼：華麗的蠟燭燃燒後遺留的餘燼。

6	石榴紅：石榴五月開花，花呈橙紅色，此處借指夏季五月。

【題解】

這兩首詩寫於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那時東川節度使（治所在

今四川省三台縣）柳仲郢聘商隱入幕府，他不想去，求令狐綯推薦他入朝

廷為官，綯因與商隱的舊交情，留他在家裏居住，但對商隱投身屬於李黨

的王茂元，並娶其女為妻耿耿於懷，認為他背恩，不肯推薦他，因此商隱

逗留綯家期間寫了這兩首詩，他自比待嫁女，希望得到綯的薦介，但綯不

允，於是便隨柳仲郢去東川。

無
題
二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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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夏季到來，綯仍無回音。他知道綯不想推薦，只好接受柳仲郢的聘

請，乘西南風去東川了。

這首詩的五、六句「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十分有名，

這是因為這兩句詩使用了「情思外化」的象徵手法。「金燼暗」是女主人

公「蠟炬成灰淚始乾」與「一寸相思一灰」的對愛情至死不渝的情感的外

化，「石榴紅」則是對青春在無望的等待中逝去的悵惘的外化，於是本來

是抽象不可把捉的情思遂透過具體的客觀事物轉化為鮮活的意象呈現在讀

者眼前。

其二

【譯注】

重幃深下莫愁堂 1，	 層層帳幕深垂在莫愁閨房，

臥後清宵細細長 2。	 臥牀不能寐靜夜悠悠漫長。

神女生涯原是夢 3，	 巫山神女生涯原來是場夢，

小姑居處本無郎 4。	 姑娘獨居至今仍沒有情郎。

風波不信菱枝弱 5，	 風波偏去摧殘柔弱的菱枝，

月露誰教桂葉香 6。	 月露並不滋潤使桂葉芳香。

直道相思了無益 7，	 即便說相思真是全然無益，

未妨惆悵是清狂 8。	 亦不妨做個情癡終身惆悵。

1	莫愁：古樂府中女子的名字，六朝時人。聰明、美麗，能歌，又善針黹，這裏

用以比喻詩中的女主角。可參看《馬嵬二首》其二注解8。

2	細細長：形容靜夜漫長，時間過得緩慢，彷彿一點一點地過去。

7	斑騅：毛色青白相雜的馬。

8	西南風：化用曹植《七哀詩》中「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之句，意思是冀

盼有一陣西南風，把自己吹入情人的懷中。

【賞析】

這首詩寫愛情受到挫折的女子的苦悶，其中寄託了作者的身世之感。

表面上是寫待嫁的女子，實際是寫詩人自己。

首兩句寫那位女子深夜仍在縫製羅帳。羅帳乃是唐人婚禮時所用，可

見她正期待着出嫁。第三句是寫女子裁製團扇時嬌羞神態，以示她嬌美的

姿容。第四句寫她等待男子的到來，可是男子只是路過而不入，連一句話

都未說就走了，只聽到車聲如雷隆隆而過，說明她在靜夜傾耳諦聽時內心

引起的震動，由此可以想像女子的失望與懊喪。用班婕妤的《怨歌行》的

詩句既比喻女子有才華，亦暗寓像班婕妤被拋棄。五、六句寫女子無望的

等待：已經是夜夜蠟燭燃盡，寂寞伴身，春天過去，到了石榴花開的夏

季，仍然音信杳杳，「斷無消息」的「斷」字表現了音信傳到的無望。第

七句想像男子現在正把斑騅繫在垂楊邊，準備繼續前行遠去，並無歸來之

意，這句可能暗用樂府《神弦歌．月下童曲》中「陸郎乘斑騅，……望門

不欲歸」的句意。末句表示急切與男子相晤的心情，希望西南風能幫忙把

她吹到他的懷抱中。

結合「題解」也可以作如下解釋：作者把入朝作官比喻女子待嫁。令

狐綯留他在家，他希望綯能推薦他入朝為官，有如女子縫製出嫁用的碧文

圓頂帳等待出嫁，他說自己像班婕妤那樣美麗而有才華，但每天聽到綯上

朝歸來的車聲，卻並未與作者通一語。他只有繼續日夜焦急地等待，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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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化的詩句，道出對愛情的認真態度，完全是出自內心，脫口而出。

也可以說此詩有如下的寄託：寫他在令狐綯家中徹夜難寐，想起年輕

時令狐楚（綯父）曾愛護他，推薦他考中進士，而今一切有如一場幻夢，

綯對他入朝為官一事，十分冷淡，毫無推薦之意，但他內心還是抱着希

望，對令狐家的感情始終未變。

在中國古代作品中，把自己比作美人以寄託理想與追求的表達方式是

較常見的。最早使用者是屈原，他在《離騷》中以香草喻美人，又以美人

自比，更以男女關係比喻君臣的關係，這一手法後來不斷為歷代詩人所運

用，其中最著名的有唐朝朱慶餘的《閨意》（又題《近試上張水部》）：「洞

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意思是洞房昨晚花燭徹夜高照，天亮到堂前拜見公婆，化妝完畢低聲問夫

婿，眉毛畫的濃淡是否適合公婆的心意。作者是在考進士前寫此詩給主考

官張籍，問他「我寫的這篇文章是否符合標準？你是否喜歡？」從表層看

詩已寫得十分生動，把媳婦見公婆前和丈夫說話的嬌羞神態描繪得入木三

分，從深層看作者希望主考官喜歡他的文章並得以錄取的心情也描繪得貼

切傳神。

李商隱的兩首無題詩亦有同樣的特點，這是讀中國詩的人不能不知的

表現技巧。

3	神女：指巫山神女，傳說她曾與楚襄王在夢中歡會。生涯：生活。

4	小姑：未嫁少女，原注：「古詩有『小姑無郎』之句」。古樂府《清溪小姑曲》：

「小姑所居，獨處無郎」，意謂少女一人獨居，還沒有情郎。

5	菱枝：菱的根莖。菱，一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池沼中，根生在泥裏，葉子浮在

水面，略作三角形，邊緣略有鋸齒，花白色。這句是說風波不相信菱枝柔弱，

使之遭到摧殘，可見風波的橫暴。

6	月露：月下的露水。這句意謂誰又能使月露滋潤桂葉而發出芳香，這是反問

句，說明月露的無情。

7	直道：即使說。了：完全。

8	清狂：不狂似狂，故曰清狂，即今人所謂白癡，這裏是情癡（為情而癡）的

意思。

【賞析】

這首詩緊接上首，寫那位待嫁的女子臥輾轉反側無法入睡，閨房帳

幕低垂，長夜漫漫，往事一件件浮上心頭，回想甜美的愛情生活，原來像

一場夢幻，自己現在是小姑獨處，孤零零的，沒有情郎為伴。她希望得到

周圍的幫助，但是她像水中的菱枝，明擺着柔弱無力，巨風大浪卻偏偏不

信，橫蠻地加以摧殘。又像桂葉得不到月露的滋潤，因而不能散發芬芳，

但是她並沒有放棄對愛情的堅貞，認為即使相思不會有任何回報，但她卻

不後悔，而是將懷抱一片癡情，在惆悵中度過此生。

詩的三、四句用了兩個典故，但用得貼切自然，達到了使事無跡的地

步。兩句中的「原」、「本」二字用得頗見心思，前者說明她在愛情方面曾

追求過，但均成泡影；後者暗示她從未得到真心實意的愛情。末兩句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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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注】

本以高難飽 1，	 本來因為樹高而難獲一飽，

徒勞恨費聲 2。	 怨恨白費工夫整日鳴不停。

五更疏欲斷 3，	 黎明時分聲音疏落力已竭，

一樹碧無情，	 滿樹青翠碧綠太冷酷無情。

薄宦梗猶汎 4	 官職低微如桃梗漂泊不定，

故園蕪已平 5。	 家園荒蕪雜草遮蔽了路徑。

煩君最相警 6，	 蟬啊，勞駕您常把我提醒，

我亦舉家清 7。	 我也和你一樣全家皆潔清。

1	以：因為。高難飽：《吳越春秋》：「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擺動），

長吟悲鳴。」故云。此句含有品格高潔，缺乏知音，得不到共鳴之寓意。

2	恨費聲：怨恨自己終日不停地鳴叫徒勞無功。

3	五更：天將亮未亮之時。疏欲斷：蟬聲稀疏，聲嘶力竭，唱不下去了。

4	薄宦：官職低微。宦，做官。李商隱一直在高官幕府任職，官位卑微。梗：樹

枝。汎：漂流。這裏用《戰國策．齊策》裏的典故，齊孟嘗君想到秦國去，蘇

秦（《史記》作蘇代）勸阻道：「今天我來這裏的時候，路過淄水（今山東省淄

河）上，聽到土偶人對桃梗人說：『你本來是東國的桃枝，把你刻成人形，大

雨降落時，淄水洶湧而至，你將漂流到哪裏去呢？』」此句用此典故，比喻詩

人漂泊不定的作官生涯。

5	故園：故鄉的田園。蕪已平：荒蕪一片。平，形容到處長滿了野草荊棘，已分

不清田地與道路。這裏用陶淵明《歸去來辭》的句子：「田園將蕪，胡不歸？」

意謂田園將要荒蕪，為什麼還不歸去呢？這裏用此典故，是說陶淵明在田園將

蕪之時返回故鄉，而自己已知田園荒蕪，卻身不由自主，歸去不得。

【題解】

此詩寫作年代不詳。馮浩把它編入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

詩人四十歲時，但根據不足。

蟬，昆蟲名，種類很多，雄的腹部有發音器，能連續不斷發出悠揚的

聲音，亦叫「知了」。在古詩中，蟬被賦予的形象是高潔的，都說牠棲止

高枝上，餐風飲露，遺世獨立。

這是一首詠物詩，它使用「託物寓意」的寫法，表面寫蟬，實是寫

人。其中寄託身世之感。

蟬



168 169中學生文學精讀．李商隱 中學生文學精讀．李商隱

【題解】

這首詩可能是唐宣宗大中五年（公元 851 年）冬天，詩人應東川節

度使柳仲郢之聘入蜀，途中見道旁梅花有感而作。

扶風，郡名，治所在今陝西省鳳翔縣。

這是一首詠物詩，其中卻糅合了詩人無限的身世感慨。此詩要與下面

的《悼傷後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及《憶梅》並讀，以加深理解。

【譯注】

匝路亭亭豔 1，	 環繞道旁亭亭玉立豔射四方，

十
一
月
中
旬
至

扶
風
界
見
梅
花

6	煩君：勞煩您。君，指蟬。警，警醒，警誡。最相警：最能誠懇的警醒。

7	舉：全。清：清白，品德高潔。

【賞析】

「託物寓意」的詩是作者透過物的形象來表現自我的感情形象，首先

是表面上有相似之點，然後才能進入兩者精神的契合。中國有許多「託物

寓意」的詩，是與中國「人天合一」的人生哲學有關。

讀完這首詩的第一句，我們會搞不清楚詩人是在寫蟬還是在寫人，是

蟬托身高枝，餐風飲露難得一飽，還是詩人志行高潔，不肯同流合污，以

致到處受排斥，生活陷入困境呢？二至四句亦有類似的情況：蟬的整日徒

勞無功的悲鳴，直至五更，聲嘶力竭，而碧綠的大樹對此卻無動於衷，不

假援手，是不是詩人拚盡全力，呼援求助，卻得不到人們任何回應呢？自

然界和人間都是如此無情的啊。

這四句之所以成為金句，除了能臻物我契合的境界之外，在寫作技巧

上還使用了強烈的對照：蟬的「清高」與「難飽」以及蟬鳴的「疏欲斷」

與一樹的「碧無情」的對照。這種對照把蟬與人的不幸命運生動地展示

出來。

第五、六句回到詩人自身的申訴，具體寫出自己當前的遭遇，官職卑

微，為仕宦到處漂泊，像桃梗隨水逐流，行止均不由自己決定，命運遠不

如陶淵明，即使田園荒蕪，想歸家亦不可得。最後兩句詩人把蟬當作朋友

對牠傾訴，感謝牠的警誡，使他醒悟到自己全家人與蟬相同：志行高潔，

不會同流合污，與首句的「高難飽」相呼應，使詩變得完整無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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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析】

詩中除了五、六句是直接抒情外，其餘六句都是明寫梅花、暗寫自

己，可是看不出痕跡，可以說糅合得天衣無縫。李商隱許多詠物詩均是

如此。

一、二句寫梅花的美豔與芳香，用「非時」二字寫本應初春開放的

梅花卻在頭一年的十一月中旬開遍，比喻自己的生不逢時，以致難展抱

負，而抑鬱平生。三、四句「素娥」與「青女」對花的態度，暗寓自己得

不到高位者的賞識與愛護，卻遭到謗譭與排擠。五、六句直抒詩人傷離的

斷腸，想贈花已無人承受。末兩句寫花早秀等不到第二年開花吐香，比喻

自己也是早年才華橫溢，卻不料陷入黨爭之中，光芒盡掩，與第二句中

的「非時」相呼應、相補充，自傷身世之感由此托盤而出。不同的是第

二句是直述句。而末兩句用的卻是設問句—不用對方答，也無法作答

的設問句，兩句要一氣讀下：「你是為了誰早開花而不等到第二年才吐香

呢？」將兩句作完整的理解。許多注本將問號置第七句，我想還是置第八

句較佳。

非時裛裛香 2。	 開放非時散佈着襲人的芬芳。

素娥惟與月 3，	 嫦娥只是知道把清輝贈明月，

青女不饒霜 4。	 青女也不會同情而減少雪霜。

贈遠虛盈手 5，	 折花贈遠方親友卻無人接受，

傷離適斷腸 6。	 別離的傷悲適足使自己斷腸。

為誰成早秀 7，	 為了什麼人你早早把花開放，

不待作年芳 8？	 不肯等到第二年才開花吐香？

1	匝：環繞。亭亭：亭亭玉立，形容花木形體挺拔，常用以形容美女身材修長的

樣子。

2	非時：不合時宜。這句是說梅花開放吐香不是時候。

3	素娥：即嫦娥，因為嫦娥奔月，月色白，故稱素月。這句是說嫦娥只把清光給

予月亮，並不給梅花什麼，梅花的姿色是自身所有的。

4	青女：司霜的女神。饒：饒恕。這句是說青女降下霜雪並非為了使梅花能表現

出其耐寒的品格，而是為了要摧殘它，因此不會因為梅花已開放而饒恕它，即

少下霜雪。

5	贈遠：贈送給遠方的親人，可能是指妻子，這時妻王氏已故。手中滿把鮮花，

但想贈的人卻已逝去，白白摘了。虛：徒然，白白。此句化用以下典故：《荊

州記》：「陸凱（南朝宋人）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到）長安與曄，

並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即隴山，在陝西，指代長安）人。江南

無所有，聊贈一枝春。』」

6	傷離：為與妻死別而悲傷，也為自己離開京都、離開兒女（他把兒女寄居京都）

而哀痛。斷腸：形容悲哀痛苦到了極點。

7	秀：植物抽穗開花，多指農作物，這裏指開花。梅樹多在初春開花，現在十一

月中旬開，所以說「早秀」。

8	芳：本指芳香，這裏指梅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