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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菅家文草·后集》中“月”

意象的变化发展 ①

杨冰滴
（吉首大学 师范学院，湖南 吉首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菅家文草·后集》中月意象的变化发展，揭示出菅原在继承传统上的新发展，以及月所体现出的菅原思想
的变化。“月”从传统的时间意象到自然的审美意象，再到“意”“象”化合的情感意象逐步深入发展，但随着诗人情感的

极端化，月意象又从情感寄托物回归到了其初始的自然意象。“一轮明月，几多情怀”，菅原把外在的语言表现与内在的

情感思想有机结合，使诗文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开拓了与既往作品截然不同的崭新的诗歌境界。

关键词：《菅家文草·后集》；时间；风月；情感；复合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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菅原道真被日本人尊为“天神”“学问之神”，生于世代学者之家，汉文学开始衰退与和文学开始兴起

之时，是日本古代政坛上屈指可数、以才情博得副宰相职位的文人政客［１］９８。菅原曾参与编撰了《类聚国

史》《日本三代实录》《新撰万叶集》等书目。不过，凝聚了他更多的心血、更能体现其卓绝才情的却是汉诗

的创作，主要收录于《菅家文草》《菅家后集》中。关于菅原道真文学的研究，情感表现和诗文主题一直是

学者研究的重点［２］。然而，欲求全面了解诗人的文学特征，从变化发展的角度对其诗文进行研究是十分必

要的。一首诗从字面看是词语的联缀；从艺术构思的角度看则是意象的组合。因此笔者从发展的角度探

讨《菅家文草·后集》中月的意象表现，以点带面，揭示出菅原诗歌在继承传统上的新发展。

意象是构成诗歌境界不可或缺的元素，是诗人主观情感与外界客观之物融合所产生的情景交融的

艺术形象。《菅家文草·后集》中有１０４首诗中出现“月”，其中又有一首当中含有几处“月”的情况。
《菅家文草·后集》汉诗中的月意象如表１所示。

表１　《菅家文草·后集》汉诗中的月意象

卷号 时间意象 自然意象 复合意象 情感意象

《文集》卷一 ２，３，４，１３
１，６，８，１２，３０，３６，３７，３９，
５２，６５，７５，７６

１７ ６４

《文集》卷二 ７８，８１，１００，１２８，１４７，１７３
１０７，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４，１２６，
１５２，１７０

９２，９４，１２９，１７８ １１９

《文集》卷三 １９６ ２１０，２４１，２２５ １９２，２２４，２２１ １９３，１９５

《文集》卷四 ２６２，２６８，２７４
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９，３１３，３１８，
３２４，３２８

２６３，２９８ ２７５，２８４

《文集》卷五 ３４１，３５４（月华），３６３
３４９，３６５，３７３，３７６，３８５，
４１２，４０８（扇）

３４４，３４７，３６９，３７８，４１１，
４１２，４２０，４２４

３４２，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５，３５８，
３６１，４２６

《文集》卷六 ４３０，４５１，４４８ ４３７（乘月）（风月） ４３７，４４３，４３６，４４１

《后集》
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４，４８６，４８８，
５０４，５０５

４６９，４８４（空观月），４９８，５０６ ４７８，４８５，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１

　　注：列表中的编号为川口久雄校注《菅家文集·后集》中的诗文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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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时间意象
月作为最显著的自然天体之一，其升落及明暗圆缺的变化最能引起先人的注意。于是月就成了人

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认识时间和天气的实用工具。这种“月”并无主体感情可言，只是作为一个时

间名词与数词、代词等连用，用作时间的标示或衡量时间的长短。从后世对意象的定义来看，这类“月”

似乎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意象，但因其在菅原的汉诗文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所以不能避而不谈。

《菅家文草·后集》中“月”的时间意象可分为三类：一表月令，如“腊月”“十月”；二是根据其明暗

圆缺指示具体时间，如“月明前”“月尽”；三表时间的长度，“三四月”“三月余”。月的时间意象是继承

了传统文学中固有的月意象。除了单纯标示时间，《菅家文草·后集》中也有“２６２下车三度月光圆”
“４８６周环多日月，重复几山水”等略带叹息时光流逝之意的诗句，但写实性强而主观情感较淡薄，因此
笔者也将其归为时间意象之列。表示时间的月意象，诗人侧重于它的实用功能，其在诗中主要是标示

时间。

２　自然意象
在菅原的意识中，月很早就成为了审美的对象。如《月夜见梅花》：

月耀如晴雪　梅花似照星
可怜金镜转　庭上玉房馨
根据菅原自注，这是他所创作的第一首汉文诗，时年１１岁。月光照耀如晴天的雪，梅花盛开似闪烁

的星，金黄的月光洒在庭院中，玉白的花房散发出梅花的馨香（笔者译）。像这样月与花组合的诗句，在

菅原之后的诗文中屡屡出现，波
#

冈旭将其称为“花前月下”诗：如：“５２殷勤欲趁花间醉，约略应荣月
下吟”、“６５春游莫弃开花处，夜宴当饶月满时”，“３７６随处有梅总可怜，不如对立月明前”、“４１２月满花
开处，吟诗得用专”。菅原用月与花的组合构造出“花前月下”的典雅艳丽之美。此外，还将“云与月”相

连，勾勒出云绕月迷的朦胧凄楚之美，将月置于高空，与地上的景物相连，时而缔造出雄浑高古之美，时

而描绘出恬淡宁静之美。

除了单纯刻画自然景色，月还被作为诗文叙事抒情的背景，与创作主体的感情相连，但月本身的情

感意味并不很浓厚。这类月意象可以说是自然意象的延伸。如：“１５２日暮归时明月下，
$

头更畏戴皇

恩”、“１０７举眼无云霭，窗头玩月华”、“２４１月色犹迷腊雪残，自知春浅我心寒”、“２２４在远相思一故人，
花前月下海边春”，“３１８故人诗友苦相思，霜月临窗独咏诗”。

菅原的诗文中，这类表示自然意象的“月”作为审美的对象，多是与其他事物相组合，共同构造出诗

的自然意境，因此其在诗文中的作用还只是附属性和点缀性的。

３　复合意象
与自然意象中的月不同，这里的月与其他事物组合后，脱离了月本身的自然属性，形成了新的特定

意象。如“１７笑傲松乔知耳热，爱嘲风月欲兴狂”中的“风月”、“９４应醒月下徒沈醉，拟噤花前独放歌”
中的“月下沈醉”、“２６３君先罢秩闲多暇，日月烟霞任使命”中的“日月”、“４９８扶持无处游花月，抛弃有
时倚竹篱”中的“花月”，都是风流韵事的代名词。“２９８菅家故事世人知，玩月今为忌月期”中“玩月”指
中秋赏月的风俗；“３４４过凤凰女妆相似，迎月龙花树不知”引用典故，此处的月指代弥勒。再如“４８４皎
洁空观月，开敷妙法莲”，“５０６未得香花亲供养，偏将水月苦空观”中描绘月的用法，都是佛教用语，比喻
虚幻的景象。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复合意象的词语，已经拉近了人与月亮之间的距离。诗人对月的认识，已经从

单纯的自然审美转移到了人与月的情感互动。

４　情感意象
“６４秋月不知有古今，一条光色五更深”、“２８４此夜应同新月色，他乡不似旧年心”，万古长存的月

是人生缺陷的对照物。“１９５一生不见三秋月，天下应无断肠人”，清冷孤高的月是相思忧愁的象征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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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馋舌音声竽尚滥，后颜脂粉镜知媸”、“４３６穿云明月应能照，何更人前事事谈”，澄澈空明的月是事
实真理的见证物。“４４１秋桂一只度天存，下照千家不定门；圣主何怜三五夜 欲将望月始临轩”高耀万
物的月是君德盛明的指示物……

这些诗句中的月已由独立的客观景物内化为人类情感的组成部分。诗人开始自觉地把月亮意象作

为情感的载体，使它成为一种真正的富有象征意义的诗歌意象。

５　月意象的回归
从月意象的分布列表看，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菅原与月情感的结合更加紧密，月逐步脱离了其自

然属性、成为诗人情感的载体。然而，诗人对月的这种依托，并非越演越烈，随着诗人处境的变迁，月意

象也发生了变化。

从菅原的叙月诗中可以了解到，在菅原的思想中，月具有破除邪恶、还原真相的能力：“穿云明月应

能照 何更人前事事谈”。“月”是明鉴真理之物，因而在遭受污蔑、诋毁时，菅原常常把月当成鉴其清

白、诉其忠心的对象。然而，这种依靠和信任却随着诗人贬谪时日的增加逐步动摇、瓦解。４８５《秋夜 九
月十五日》中，菅原这样写道：“月光似镜无明罪，风气如刀不破愁。”“月亮看似如镜，却不能剔除罪恶。

秋风看似如刀，却不能斩断愁苦。”从中不难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怨愤。此时所表现出的意象，与之前明

忠奸鉴真理的月意象已大有不同了。

进而，诗人在人生的最后阶段，问月道：“为问未曾告终始，被浮云掩向西流。”《５１０问秋月》“秋月
啊，至今为止你都遵循规律绕天运行，又是因为何故，乌云遮蔽流放西边了呢”（笔者译）。接着，诗人代

月答道：“冥发桂香半且圆，三千世界一周天。天回玄鉴云将霁，唯是西行不左迁。”（《５１１代月答》）“玄
妙的神镜一转，遮挡我的乌云就会消散，我只是向西环行，并不是左迁”（笔者译）。

一直以来，月在诗人心中都是明辨善恶的神明，是自己鸣冤诉苦的对象，但是，从这组对月的问答

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笔下的月虽仍具有明鉴真理的神力，但却与诗人产生了区别，月和自己已非同道

中人。可见，常期处于远迁中的菅原，对月的情感不是越来越深，而是渐行渐远。到最后，诗人对月的认

识，又回到了它的自然属性———悬于高空中的自然星体。

月独特的阴晴圆缺的自然规律，所呈现出形态各样的美，在视觉上就满足了诗人赏美的需求。因

此，月亮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同诗人自由地俯仰上下，互通款曲。同时这种特殊的变化规律，也常常在

不同的场景中，触动诗人内心的情感，诗人对其赋予不同的情思。在菅原的诗文里，“月”从时间意象到

自然意象，继而到情感意象，不断地得到深入的发展。然而，物极则反，寄托的情感越多，诗人产生的失

望之情越深。久而久之，诗人对月的情感逐渐淡化，月从感情的寄托物又回归到其本质的自然意象。

６　结语
菅原道真在他不到六十年的生涯中，留下了六百多首诗文。如此庞大的创作数量，在他以前无疑是

闻所未闻的。本论文着力分析菅原诗文中月的表现，从发展的角度探讨《菅家文草·后集》中月意象的

变化发展，以及月所体现出的菅原思想的变化。在菅原的诗文中，“月”从传统的时间意象到自然的审

美意象，再到“意”“象”化合的情感意象逐步深入发展，但随着诗人情感的极端化，月意象又从情感寄托

物回归到了其初始的自然意象。“一轮明月，几多情怀”，菅原把外在的语言表现与内在的情感思想有

机结合，使诗文成为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式，开拓了与既往作品截然不同的崭新的诗歌境界。菅原在繁

花锦簇的平安文坛树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日本汉诗史乃至整个日本文学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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