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蝴蝶意象在李商隐诗中的多重涵义

吴 晶

提要：李义山诗境的朦胧往往源自意象的微妙与多义。而“蝶”意象在其中又极要紧，豫喻

着难言的感情和人生际遇，构成耐人寻味的诗谜。义山常以“蝶”喻心仰恋人又自比，融人生感

慨于情爱写照之间，又以“韩凭化蝶”和“庄生梦蝶”之类典故向“外”、“内”两极延伸，写出人间悲

剧和自我意识，企图消解平庸黯淡之现实与梦中自由的对立。“身无彩风双飞翼”、“粉蛾帖死屏

风上”、“春蚕到死丝方尽”之类的殉情式绝唱，道出其柔弱爱情及理想的坚忍。义山诗形式的精

致、意象的优美、想象的微妙、情思的隽永，也与蝶姿缥缈、蝶粉多彩、蝶翅扑朔、蝶身蜕化之类意

象想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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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李义山诗，觉其诗中有一“蝴蝶魂”。义山咏物诗

颇多，植物以柳为最，动物以蝶为多。义山诗直接提及

“蝶”的约计有29首：《锦瑟》、<蝶》(初来小苑中)、<蝶》(飞

来绣户阴)、(蝶》(叶叶复翻翻)、《蝶》(孤蝶小徘徊)、《柳枝

五首》之一、<樱桃树下》、<春日》、<闺情》、《当句有对》、《回

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一、<即Et》、<青陵台》、<蜂》、《偶

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月二日》、《：秋日晚思》、《属

疾》、<锦瑟》、《无题》(幽人不倦赏)、《小园独酌》、<柳》、《独

居有怀》、《酬崔八早梅有赠兼示之作》、《河阳诗》、《镜槛》、

《清河》、<蝇蝶鸡麝鸾风等成篇》、《俳谐》。此外，<日高》末

句“粉蛾帖死屏风上”之“粉蛾”也与蝶相类。《无题》(相见

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含有蚕蛾意象。<无题》

(昨夜星辰昨夜风)“身无彩凤双飞翼”中之“凤”一解为“凤

子”，一种彩纹大蝴蝶。崔豹《古今注》有云：“蛱蝶大如蝙

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为凤子，一名凤车。”(据黄世中《<

锦瑟>悼亡说新笺》考证)《锦瑟》是义山最著名的诗，颔联

即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可见，“蝶”是

义山诗极要紧的意象。

历代咏物诗大致有借物托喻和单纯咏物两类，但所咏

“物”皆较实。义山诗兼采两类，但咏“物”偏虚，直接将

“物”虚化，“物”似不借托即成“心”本身。义山咏柳多，柳

身形变幻无定而缠绵，全如他对少年所爱柳枝的情丝，也

是最能拉开想象的诗弦。义山的咏史诗也善以信证之

“实”作“虚”，表面看来虽不如李贺<秦王饮酒》一类那样一

实九虚，实则他的实处即是虚处，精当的用“史”成为恰如

其分的“情”。如“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

池》)、“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齐宫词》)。

但是，“蝶”意象似为义山最痛快和淋漓尽致的笔墨。蝶生

命短促且脆弱，却历最奇特的身形变化，又拥有世界上最

美丽而迷幻性的花斑、色彩，很难有一种喻体比“蝶”意象

更迷离无定和幽微精致。人之欢、喜、悲、美、变、迷、障种

种，尽可收入。义山作“蝶”意象诗多用其首创的无题和准

无题诗。以“无题”名之，可况难言、无名。

义山“蝶”意象诗在意脉上约分情爱咏、世情咏和人生

咏三等，从不同面上将人生睽隔和艰阻剖解出来。其中显

示的纤柔委婉又回环往复而达于坚厚重之至的感情，乃义

山诗最能感人之处。而其恍惚飘渺之思、可望不可即之

感、是耶非耶之理，又恰是义山诗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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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程梦星笺云：“义山尝有‘紫蝶黄蜂俱有情’之句。

故好以蜂、蝶比美人。”前人诗以蝶比兴美人、情爱的写法

固已早有，如“蝴蝶飞南园”(西晋张协<杂诗》)、“花坞蝶双

飞，柳堤鸟百舌”(南朝梁武帝《子夜吟》)、“八月蝴蝶黄，双

飞西园草”(李白<长干行》)皆是。而义山写蝶，多极力摹

画“妖娆”、“殷勤”，突出“有情”。如“露花终泡湿，风蝶强

娇娆”(《：无题》(幽人不倦赏))、“天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

(《即日》)、“秋蝶无端丽，寒花只暂香”(《属疾》)、“但觉游

蜂绕舞蝶，岂知孤凤忆离鸾”(<当句有对》)、“舞蝶殷勤收

落蕊，佳人惆怅卧遥帷”(《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之一)。

“佳人”与“我”藉“蝶”而一身同体，然而在含情蝶舞的描写

之间，我们看到的又分明是反衬得十分强烈的不可见、未

可得佳人的焦虑和“佳人”与“我”的离间、无限阻隔。义山

有四首直接以《蝶》为题的诗。其～云：

初来小苑中，稍与琐闱通。

远恐芳尘断，轻忧艳雪融。

只知防皓露，不觉逆尖风。

回首双飞燕，乘时入绮枕。

何焯<义门读书记》称：“此必所咏之人小字为蝶，非必赋蝶

也。”而姚培谦云：“此为无媒自通者言，而叹其不如乘时得

意之徒也。弱质翩跹，芳心岂能遽达?况泡露逆风，易成

间阻，岂能如飞燕乘时入室之易耶!”《道藏经》云：“蝶交则

粉退。”“粉”即“蝶粉”、诗中所说的“艳雪”。义山少年曾学

道，熟谙道藏，作诗屡用其中典故。他以“艳雪”比爱人为

纯洁的蝴蝶，又幻想“我”化身为蝶，飞越重楼深院的阻隔，

既恐芳尘断绝、不得亲近佳人，又惧时序太久、红颜老去。

蝶美艳而生命周期极短，绝似爱情的命运。“轻忧艳雪融”

即“但愁云鬓改”，是对睽隔深重——深深庭院和重重时序

即时空阻断的深重忧惧。此类带有“情爱”色彩的“蝶”非

是某种境中之物，而是诗“境”之本身。义山“蝶”意象诗大

多以“我”入之，表现出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而实则此

“我”是“蝶”，“我”(蝶)又是“她”(它)、“景”(“爱人”或“世

情”)或“境”，以蝶托我，以蝶托它，又蝶又我，又蝶又它，所

以又是无我之“我”、无我之境。物性特征和心性特征的消

解反过来凸显了心和情的裂痕，义山以“年年芳物尽，来别

败兰荪”(<蝶》(叶叶复翻翻))、“流莺舞蝶两相欺，不取花

芳正待时。他日未开今日谢，嘉辰长短是参差”(《樱桃树

下》)等大量诗句，不断写出若幻若失、失之交臂的错过感。

“秋蝶无端丽”、“风蝶强娇娆”，是对“爱”的面对面诘问和

对“存在”的提示。

时空阻隔可惧，而更可怕的还是心灵隔膜。此为更痛

苦的难言隐题。表现“心”之幽禁隔绝是义山诗最重要和

最深刻的意蕴。其(日高》诗云：

镀环故锦縻轻拖，玉芪不动便门锁。

水精眠梦是何人?栏药日高红爱鬟。

飞香上云春诉天，云梯十二门九关。

轻身灭影何可望，粉蛾帖死屏风上。

诗写一娇艳贵家女子，El高尚酣卧未起，而水晶帘外

窥视之“我”，则徒怀想而不能亲近。陈贻掀以为“飞香”、

“粉蛾”象征无法遏制的春情和绝望的相思(陈贻锨《谈李

商隐的咏史诗和咏物诗》)，姚培谦则评断：“此叹两情之不

易通也。”义山素来同情女子的幽闭不通，这在《别令狐拾

遗书》等文中有直白的表达，许多诗篇特别是无题和准无

题诗里传达更多，“花房与蜜脾，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

类，那复更相思”(《柳枝五首》之一)、“红露花房自蜜脾，黄

蜂紫蝶两参差。春窗一觉风流梦，却是同衾不得知”(《闺

情》)，此情此事虽可同情，也是难堪。以致“春心莫共花争

发，一寸相思一寸灰”。但义山时以绝望为希望，明知“相

思了无益”，而仍旧“我为伤春心自醉”，幻想“身无彩风双

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身

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可解作虽然没有蝴蝶的

翅膀借以传递爱情，但灵魂的颤栗早已尽通款曲。历来评

论者孙洙、冯浩、章燮等人解为形影相隔而心无阻隔，此境

殊不易达。姚培谦评断：“果系有情人，何必同时!生生世

世当相值耳。”在《代魏宫私赠》中，义山用了喜用的宓妃和

曹植的典故：“知有宓妃无限意，春兰秋菊可同时。”在小序

中义山称这段情事“已隔存殁、何必同时”。《日高》更表达

了一种壮烈：情至极处，便以道家的轻身灭影法术，化身粉

色的蛾蝶飞近佳人，不惜贴死屏风上。写爱的困境乃至绝

境如此，一个柔弱者又如此坚忍无悔，舍义山何人?

义山“蝶”诗中又用了许多韩凭化蝶之类的典故发社

会感慨，讽慨悲剧性的现实际遇。义山受杜甫、宋玉、李贺

的感伤主义文学传统影响较重。他们都有类似的人生际

遇，但所处的时代和个人气质又差距较大。李白慨而不悲

式的社会感慨是盛唐时代的主音调。老杜将飘荡乱世的

种种人间故事一一数落，于普众的命运写照夹入个人困

顿，集历史、社会、个人的感慨为一炉，苍凉、沉郁、厚重。

李贺颇多哀愤孤激，却显偏狭、颓放。义山没有杜甫那种

大气滂沱的世俗情怀，却有与他一般明亮的眼腈；有李贺

的内心化倾向，却不失豪放和阔远。义山论诗，标举怨刺

与绮靡二端，与宋玉最近。他与宋玉不仅身世境遇、思想

性格相似，诗的题旨也颇多相合，多士志不平、悲秋伤春，

而且以艳情绮思为基本切入点。但宋玉诗较单纯，按杨守

敬、纪昀的说法，义山诗则触绪纷来，多迟暮之感、沉沦之

痛，悲凉无限。谓之伤时世可，谓之悲身世亦可。“情”是

义山诗的原点，义山言情绝非仅只言情，而是以杜甫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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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与李贺式的“内”向两端分叉。韩凭化蝶托寓的是向

“外”即社会的一极。

韩凭化蝶典用于<蜂》、《青陵台》、‘蝇蝶鸡麝鸾凤等成

篇》、<相思》等多首诗。此典见于(搜神记》：“宋康王舍人

韩凭娶妻美，康王夺之，凭怨，王囚之，凭遂自杀。妻乃阴

腐其衣，王与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

遗书于带日：‘愿以尸与凭合葬。’王怒，使埋之二冢相望，

日：‘尔夫妇相爱，能使冢合，则吾弗阻。’宿营便有文梓生

于两冢之端，旬日而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

又有鸳鸯雄雌各一，恒栖树上，交颈悲鸣，宋人哀之，号其

木日相思树。”<列异传》：“宋康王埋韩凭夫妻，宿昔文梓

生，有鸳鸯雌雄各～，恒栖树上，音声感人。或云：化为蝴

蝶。”<寰宇记》：“济州郓城县韩凭冢，引<搜神记》云：左右

揽之，着手化为蝶。”<山堂肆考》：“俗传大蝶必成双，乃韩

凭夫妇之魂。”韩凭夫妇的悲剧不是时空阻隔、心灵阻隔造

成的，而是人为的社会性悲剧，在强大的社会屏障面前，纯

美的爱情总是脆弱的。义山有种种类似的现实遭遇。他

一生多情却总隔绝不遂，恨事频频，或因身位悬殊而鸳盟

难谐(“蜂雄蛱蝶雌”)，或因人事阻隔错过(“黄蜂紫蝶两参

差”)，或虽艰难地成就姻缘，却因仕途不平而聚少离多乃

至生离死别(“流莺舞蝶两相欺”)。爱情只是个缩影。一

个现实的社会的人坎坷、艰辛数不胜数，它们的成因和路

数与爱情的灾难相类。与韩凭化蝶相类的故事在中国古

代很多。<焦仲卿妻》(<孔雀东南飞》)和梁山伯和祝英台

故事都讲殉情和化身复活。《焦仲卿妻》结尾说：“两家求

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

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

夜夜达五更。”义山说着一个普泛的中国故事，但说得精

微。

义山追求人事“圆合”的情结，也缘自其切身的爱情体

验。义山一生为柳枝、宋华阳为写过许多相思诗，更为妻

子王氏小蝶写过叠叠离恨诗、悼亡诗，常幻想亡妻复活、阴

阳相聚或生离死聚。“青陵粉蝶休离恨，长定相逢二月中”

(<蜂》)、“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青陵台》)，

诗人对生离的妻子和死别的妻子总在相约。何焯引<古子

夜歌》“春蚕易感化，丝子已复生”解释“春蚕到死丝方尽”：

正是因为“思不尽”才一念不灭、化蝶复生，求得最平凡朴

素的双宿双栖。引用韩凭化蝶双飞的典故是义山诗情爱

主题的一声绝唱，是他“捣麝成尘香不灭，拗莲作寸丝难

绝”(温庭筠<达摩支曲》)的激烈而极端的情感态度的表

达。“生离死聚”之情事又是古代中国式理想的绝好象征。

在现实的生存境遇中，中国人许多时候只能将现实中无法

得到的爱情自由和人生欢聚寄望于幻想和梦境。韩凭夫

妻可以化蝶重生再会，相望而不相通的树可以根枝交错相

就，树上更有鸳鸯交颈，“春蚕到死”、“蜡炬成灰”的深情终

究能超越苦难和艰阻，乃至生冥界限。人生夙愿和纷乱人

事也不会简单地化为粉末和灰烬。

西方也有关于爱情和蝴蝶的典故。希腊神话中的丘

比特和普叙赫故事即是个“变形记”。仙凡两人相恋，丘比

特让妻子发誓不许看见他的真面目，猜疑带来了心的隔

阂，终于导致了悲剧发生。普叙赫化身为蝶，身形变异彻

底隔开了这对情人。这种重现世不重来世的“圆满”及其

折射的人生理念，与中国传统大相异趣，乃不同社会境遇

之反映。

爱之障又是人生睽隔的集中体现。义山生当破败之

晚唐，因举第不顺、卷入党争而十寄使府、寄人篱下，又家

庭离合多变，与命运的抗争屡遭失败，而他是个极其敏感

和善内省的人，故多人生感慨和内心积淀。义山的“蝶”诗

多用“庄生梦蝶”典故。《锦瑟》诗历来争论纷纭，各家对颔

联中“庄生晓梦迷蝴蝶”一句的笺释，较有代表性的有悼亡

说、自伤身世说和诗序说。悼亡说有三解。朱彝尊、陆昆

曾以为梦蝶是“物化”，化蝶乃妻子去世；程梦星则谓喻存

者展转结想、往事难寻、竟同梦蝶；屈复以为庄生即蝴蝶，

蝴蝶即庄生，喻夫妻双栖共一身，是为“情厚”。庄生迷于

蝴蝶，两人心如一，是“换我心为你心，即知我相思深”。义

山用典喜欢反其意或断章取义，此处用典是于人生迷幻凸

显爱情迷幻，以爱情迷幻提示人生迷幻，使人生迷幻显得

更炽。庄生梦蝶旬的下联“望帝春心托杜鹃”、颈联下联

“蓝田日暖玉生烟”，又取了古蜀望帝为一段孽缘忏悔而化

杜宇、秦王小女紫玉恋慕韩重而化轻烟两则化身情缘的故

事。此类故事中国文学典籍比比皆是。《聊斋·陈宝》中书

生孙子楚痴心一片，化身鹦鹉进人心上人闺房得谐一段美

满姻缘。元人郑光祖由唐传奇《离魂记》本事敷衍杂剧<倩

女离魂》，写张倩女“灵魂出窍”追随情人。但它们都不及

义山写来的空灵飘渺。要说庄生句言悼亡，似为众生的大

悲悼。

自伤身世说认为，义山以庄生梦蝶、化蝶无踪喻年华

逝去、恍若春梦，乃直解人生迷梦，寓有困居秋斋、抱负成

空的人生感喟。“枕寒庄蝶去，窗冷胤萤销”(《秋日晚

思》)，“怜我秋斋梦蝴蝶”(《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

舍》)，“晓梦”是白日梦，“秋斋”、“寒枕”是每一个苦寒寂寞

书斋梦想的开端，也是悲剧的开端。晓梦春心中有温馨可

喜的前尘往事、美轮美奂的幻境梦想，如新婚时那种“云路

招邀回彩风”(《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佳兆联

翩遇凤凰”(<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雾夕咏荷

蕖，何郎得意初”(《漫成三首》)的甜蜜，少年进士登科蟾宫

折桂“桂花香处同高第”(《赴职梓潼留别畏之员外同年》)

的踌躇满志，但它们都恰似“空记大罗天上事”(<留赠畏

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只会剩下秋

·-——
126—·——

 万方数据



论蝴蝶意象在李商隐诗中的多重涵义

斋、寒枕等等无情冰冷的现实。美丽的蝴蝶来自于丑陋的

毛虫，从悲中来；当它努力地开始美丽的时候。又开了死亡

的头。人迷恋蝴蝶般的美丽，也就是迷恋死亡。人开始为

人、人开始用思想编织美丽，悲剧与死亡俱来。“古来才命

两相妨”((有感))。“梦寐几回迷蛱蝶，文章应广畔牢愁”

(杜牧(寄浙东韩X评事>)，义山用纤幽冷艳风致的笔、幽

眇纤微的人生，谱写着“庄周梦蝶”式的人生惘然、变幻、迷

乱。

以诗抒写人生感慨的传统由来已久，唐以前的诗较多

人生苦短的喟叹，唐以后较多感慨人生困顿与离散聚合、

盛衰变化。义山的人生感慨形成得特别早。持续的时间特

别长，“先期零落”的悲慨几乎贯穿整个创作历程。因为

“沦贱艰虞多”的身世境遇和敏感纤细的性格，在屡寄异

乡、无所成就的漫漫长夜之间又多时间思考，使义山对人

生悲剧有极为独特的、精细的深刻体验。中国古代几乎所

有的人生感慨诗基点都是官场、伦理、情欲，义山于此却有

一瞬的忘却，而有进入内心的欲望。其托物寓志之意绪做

得极个人化、内在化。具有真实、多相、精微而强烈的自我

意识。“秋蝶无端丽”、“锦瑟无端五十弦”之“无端”言“无

理”，这“无理”却又是至情至性之悟。“普叙赫”在希腊文

中的词意是蝴蝶，另一意思是灵魂。蝴蝶在坟墓般的幽

昧、黑暗的重茧里经过痛苦、不幸的净化，忽然生出了翅

膀，翩跹地飞舞在明媚的阳光下，达到纯粹、终极的重生和

幸福、宛然就是灵魂涅檠的写照。义山与古希腊思想不谋

而合，在不自觉间抓住了“灵魂”(蝴蝶)，内心的爱欲、苦难

和希望都为之涵载。义山不是庄子式的哲学家，却将“庄

周梦蝶”的哲理化变为充满灵性的诗意。这是义山作诗的

谜底。

前人程湘衡和邹驶的(三借庐笔谈)等以为，<锦瑟>不

啻是义山作诗集的自序，其中次联言义山作诗之旨，隐喻

于蝶、鹃。此说颇得要领。同是来自庄子，李白诗歌的想

象如大鹏鸟的翅膀般宏大、飘摇，义山的想象则如蝴蝶的

翅膀轻盈飘渺，闪着幽微的泪光，是“珠有泪”、“玉生烟”。

义山诗的多义往往源自意象的朦胧。其中多有情思寄寓

蝶、蜂、流莺、杜鹃(子规、杜宇、鹃j}鸟)、凤鸾、孤鸿、鸳鸯、孔

雀等虫鸟之物，而“蝶”之意象构成难解的诗谜，也构成义

山诗朦胧微妙和厚重多姿的特色。义山常以“蝶”喻心仰

恋人和自比。融人生悲慨于情爱写照之间，又以“韩凭化

蝶”和“庄生梦蝶”之类典故向“外”、“内”两极延伸，写出人

间悲剧和自我意识，企图消解平庸黯淡之现实与梦中自由

的对立。“身无彩凤双飞翼”、“粉蛾帖死屏风上”、“春蚕到

死丝方尽”之类殉情类绝唱，道出了柔弱爱情及理想的坚

忍。而义山诗形式的精致、意象的优美、想象的微妙、情思

的隽永，也与蝶姿缥缈、蝶粉多彩、蝶翅扑朔、蝶身蜕化之

类意象的想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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