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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孟郊詩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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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孟郊詩有一種獨特的表述方式，即統分結合，意象裂變；這種表述方式能給

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但也剝奪了讀者的想像空間；這一表述方式既是孟郊性格

使然，也是體現了韓孟詩派的審美追求；這種表述方式既是對樂府詩表述方式的

繼承，也可能受到了元結詩的啟發，對同派詩人以及晚唐詩人都有影響，宋人更

把這一表述方式當作「孟郊體」的重要內涵。 
 

關鍵字：孟郊、表述方式、意象、裂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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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韓孟詩派的代表人物，孟郊詩歌有著鮮明的個性，而其中最為獨特之處

就是他採用了一種統分結合，意象裂變的表述方式。這種表述方式不僅使其詩歌

風貌迥異於他人，也對同派及後來詩人產生了深遠的影響。但對於這一表述方

式，古代詩評家沒有置評，當代學者也沒有論列。賈晉華《論韓孟詩人群》曾以

「發端古樸突兀，或以比興，或以格言，或以疊詞，或以排比，尤以排比為多見，

也常用於詩篇的中間部分」，「多用頂針格和複遝、重疊、連綿、疊韻之格」1來

概括孟郊詩的特點，但她沒有把這些特點上升到表述方式的高度進行深入研究。

其實這些特點正是他表述方式的外在顯現。有鑒於此，本文擬對孟郊詩歌的表述

方式進行集中考察，以求對孟郊詩歌的認識有所推進。 

壹 

孟郊詩中經常使用排比、複遝、重疊、連綿、頂針、轆轤等修辭格式，其實

這些特點都是其獨特的表述方式的外在表現。他的表述方式歸納起來有兩個特

徵：一個是統分結合的邏輯展開；一個是核心意象的無限裂變。 
孟郊詩經常採用演繹的方法，先提出一兩個結論性命題，後面將這些命題展

開分析，形成由總到分，由一到多，層層深入的表述格局。如《偶作》寫道： 
 
利劍不可近，美人不可親。利劍近傷手，美人近傷身。道險不在廣，

十步能摧輪。情憂不在多，一夕能傷神。2 
 
詩中首先提出了「利劍不可近，美人不可親」兩個命題，然後對這兩個命題

的原因進行揭示：「利劍近傷手，美人近傷身」。而後面四句則更進一步舉例說

明「近傷」的可怕後果。 
孟郊詩還經常採用歸納的方法，先羅列各種現象或道理，最後歸結為一個結

論，形成由分都到合，由多到少，逐漸收攏的表述格局。如《勸學》： 
 
擊石乃有火，不擊元無煙。人學始知道，不學非自然。萬事須己運，

他得非我賢。青春須早為，豈能長少年。3 
 
詩中列舉了石擊才能生火、人學才能知道、萬事必須靠己、時光易於消逝四

個理由，最後歸結到對少年立志讀書的勸導。 

                                                 
1 《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年版），頁 502-503。 
2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89。 
3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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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郊詩經常把意志和情感凝結在一兩個意象上，並以這些意象為核心，形成

無限裂變的表述格局。如《征婦怨四首》其二、二就把情思凝結在「羅巾」、「路

塵」兩個意象上：「良人昨日去，明月又不圓。別時各有淚，零落青樓前。」「君

淚濡羅巾，妾淚滿路塵。羅巾長在手，今得隨妾身。路塵如得風，得上君車輪」；
4其三、四把情思凝結在「漁陽」一個意象上：「漁陽千里道，近如中門限。中

門逾有時，漁陽長在眼。」「生在綠羅下，不識漁陽道。良人自戍來，夜夜夢中

到」；5而《遊子》則把情思凝結在「萱草」上：「萱草生堂階，遊子行天涯。

慈親倚堂門，不見萱草花。」6詩歌情感的整個展開過程終伴隨這些意象，整首

詩仿佛就是由這些意象的裂變組成。 
核心意象無限裂變就會造成排比、複遝、重疊、頂針、轆轤等現象。如《結

愛（一作古結愛）》： 
 
心心複心心，結愛務在深。一度欲離別，千回結衣襟。結妾獨守志，

結君早歸意。始知結衣裳，不如結心腸。坐結行亦結，結盡百年月。
7 

 
10 句當中不僅重複使用了 8 次「結」字，其中 4 句以「結」字開頭，1 句以

「結」字結尾，重疊、排比、複遝、頂針、轆轤等修辭格同時具備。再如《求友》，

多次重複「求友」這一意象，從而形成了轆轤體：「求友須在良，得良終相善；

求友若非良，非良中道變。欲知求友心，先把黃金煉。」8再如《秋懷》其十四： 
 
黃河倒上天，眾水有卻來。人心不及水，一直去不回。一直亦有巧，

不肯至蓬萊。一直不知疲，唯聞至省台。忍古不失古，失古志易摧。

失古劍亦折，失古琴亦哀。夫子失古淚，當時落漼漼。詩老失古心，

至今寒皚皚。古骨無濁肉，古衣如蘚苔。勸君勉忍古，忍古銷塵埃。
9 
 
詩由「古」這一意象裂變而成，其中 6 個「失古」、3 個「忍古」、3 個「一

直」就是裂變的結果，而重複、排比、轆轤、頂針等修辭格式在這詩中也同時出

現。 
再如《傷時》詩云： 

                                                 
4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1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45。 
5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1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45。 
6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3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113。 
7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1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30。 
8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3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115。 
9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4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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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聞貧賤士之常，嗟爾富者莫相笑。男兒得路即榮名，邂逅失途成不

調。古人結交而重義，今人結交而重利。勸人一種種桃李，種亦直須

遍天地。一生不愛囑人事，囑即直須為生死。我亦不羨季倫富，我亦

不笑原憲貧。有財有勢即相識，無財無勢同路人。因知世事皆如此，

卻向東溪臥白雲。10 
 
詩中從第五句到第十四句，都是通過重複的意象不斷鏈結而成。類似這樣的

句子在孟郊的詩中隨處可見。如《感興》云：「昔為連理枝，今為斷弦聲。連理

時所重，斷弦今所輕。」11《春日有感》云：「雨滴草芽出，一日長一日。風吹

柳線垂，一枝連一枝。」《隱士》云：「顏貌歲歲改，利心朝朝新。孰知富生禍，

取富不取貧。寶玉忌出璞，出璞先為塵。松柏忌出山，出山先為薪。」12《遣興》

云：「弦貞五條音，松直百尺心。貞弦含古風，直松淩高岑。」13 
孟郊詩歌這種表述方式使他的詩歌別開生面。優點是能緊緊地抓住讀者，給

讀者留下深刻的印象，有時還顯示出一種特別的理趣；缺點是容易造成對讀者的

壓迫，剝奪讀者想像品味的空間，使詩歌失去含蓄的韻味。 

貳 

孟郊這種表述方式既是他表述習慣使然，也反映了在詩歌藝術上的審美追

求。 
孟郊生性執著，一旦專注於某一事物，非到究竟，不願放手，因此常能在同

一事物中比別人發掘出更多的內容。例如唐代有許多詩人都曾感歎科舉失利，唯

獨孟郊的感歎給人的印象最為深刻，好像他是唐代參加科舉考試者中最不順利的

一個。其實他只有兩次失利，第三次就考中了，比起晚唐詩人動輒十幾次幾十次

失利根本算不上什麼，而孟郊偏偏把這件事情看得很嚴重，心理好像受到了莫大

的傷害：「棄置複棄置，情如刀劍傷」（《落第》），仿佛整個天地之間都沒有

了自己的出路：「萬物皆及時，獨餘不覺春」（《長安羈旅行》），「出門即有

礙，誰謂天地寬」（《贈別崔純亮》）。這種執著的性格反映在創作上就形成了

「揪住不放」的特點，直到把話說盡，把理講完為止。 
這一特點從其散文寫作中可以得到印證。孟郊現存兩篇文章都採用了這種表

述方式。如《上常州盧使君書》就採用了層層展開的演繹之法：第一層，提出「道

                                                 
10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86-87。 

11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93。 

12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83。 

13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2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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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仁義，天地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將無人主張之乎」14這一問題；第二層，

提出「賢人君子」在其位能使道德仁義周行天下，不在其位只能周行其身；第三

層，孔子由於著書立說，不僅使仁義道德周行天下，而且周行萬古；第四層，盧

使君的文章由於載有道德仁義，已經周行天下，也將周行萬古；第五層，作為人

臣本來就應該以道德仁義事其君、養其親；第六層，自己願意隨奉盧使君左右。

這封信一共 422 個字，「道德仁義」四個字出現 10 次，「周」字出現 11 次，「萬

古而行」4 次，「天下」6 次。其《又上養生書》的表述方式也是如此。文中先

提出了「天之與人，一其道也，天地不棄於人，人自棄於天」的命題，然後從各

個方面展開分析，如云： 
 
所以君子養其身，養其公也；小人養其身，養其私也。身以及家，家

以及國，國以及天下。以公道養天下，則天下肥也；以私道養天下，

則天下削也。養身之道豈容易哉！養其公者，天道養也；養其私者，

人情養也。以天道養其人，則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則不合天矣。

以人情養其人，自棄矣。天道質也，人情文也；天道靜也，人情動也。

質者生之侈也，靜者生之得也，動者生之棄也。文不以質勝之，則文

為棄矣；動不以靜制之，則動為棄矣。15 
 
從公私、動靜、文質等各個角度，論述養生與天道之間的關係，不厭其煩，

不厭其細。可見孟郊詩歌的表述方式是他的表述習慣，這種習慣正是其執著的性

格所致。 
孟郊的表述方式與其追求奇特的審美目標是一致的。韓孟詩派為了追求奇

特，有意識地打破了盛唐人興會的作詩方式，在處理「意」和「象」關係時有意

識地朝著極重視「意」和極重視「象」的兩個方向同時偏至，16孟郊這一表述方

式就是極重「象」的結果。他把整首詩集中在少數意象上，並以這少數意象為核

心不斷向外擴散，形成無限裂變的格局，這就是重「象」一個典型的表現。盛唐

詩歌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興象玲瓏，言有盡而意無窮。孟郊詩的表述方式，如論是

統分結合，還是意象裂變，都窮盡了言語的表達，不給人讀者留下任何回味的餘

地，它的出現，標誌著中唐詩歌徹底拋棄了盛唐詩的這一風格。 
孟郊的表述方式也是對前人借鑒的結果。重複、排比、轆轤、頂針等本來是

樂府詩中經常使用的修辭格式，唐代詩人在樂府詩的創作中也借鑒了這一手法。

劉希夷樂府詩經常使用重複的句式。如《代悲白頭翁》： 

                                                 
14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10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513。 

15
華忱之、喻學才，《孟郊詩集校注》，第 10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年版），頁 516。 

16
參見拙作，〈論盛中詩人構思方式的轉變對詩風新變的影響〉，《首都師大學報》，第 3 期（199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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洛陽城東桃李花，飛來飛去落誰家。洛陽女兒惜顏色，坐見落花長歎

息。今年花落顏色改，明年花開複誰在。……古人無複洛城東，今人

還對落花風。年年歲歲花相似，歲歲年年人不同。17 
 
不僅使用重複的句式，而且重複同一意象，藉以強化韶光難留、年華易逝的

主題，給讀者留下難以磨滅的記憶。再看《公子行》：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可憐楊柳傷心樹，可憐桃李

斷腸花。此日遨遊邀美女，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女鬱金香，飛來

飛去公子傍。的的珠簾白日映，娥娥玉顏紅粉妝。……傾國傾城漢武

帝，為雲為雨楚襄王。……願作輕羅著細腰，願為明鏡分嬌面。與君

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棲共一身。18 
 
或為轆轤體，或為頂針格，或疊用一字，或在一句中間反復，重複的修辭技

巧在這裏已經運用到了極致。重複本是歌詩的藝術特徵，既可以滿足歌者對唱和

記憶的需要，也可以滿足讀者的心理期待。孟郊有許多樂府詩的寫作，他的表述

方式很可能是借鑒前人樂府詩的結果。除了前面所舉的《征婦怨二首》、《結愛》

以外，其《雜怨三首》、《湘弦怨》、《望遠曲》等樂府詩也採用了這種表述方

法。 
孟郊的表述方法還可能是受到了元結的影響。元結詩也經常使用重複的句

式。如《漫酬賈沔州》中的「漫醉人不嗔，漫眠人不喚。漫遊無遠近，漫樂無早

晏。漫中漫亦忘，名利誰能算」，19《漫問相里黃州》中的「東鄰有漁父，西鄰

有山僧。……相里不相類，相友且相異」，20《酬孟武昌苦雪》中的「知公惜春

物，豈非愛時和。知公苦陰雪，傷彼災患多。……何時不發卒，何日不殺牛。耕

者日已少，耕牛日已希。……山禽饑不飛，山木凍皆折。……出門望天地，天地

皆昏昏」，21既有句式上重複，也有意象上的重複。元結的性格和創作都很受韓

孟詩派的推崇。韓愈《送孟東野序》中提出了著名的不平則鳴的理論，舉唐代善

鳴者六人，其中就有元結。孟郊曾作《吊元魯山十首》，把元德秀當作道德楷模，

而元德秀是元結的從兄兼業師。所以孟郊完全有可能是從元結那裏得到了啟發，

才建構自己的表述方式的。 

                                                 
17
《全唐詩》，第 82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885-886。 

18
《全唐詩》，第 82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885。 

19
《全唐詩》，第 241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2710。 

20
《全唐詩》，第 241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2709。 

21
《全唐詩》，第 241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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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孟郊的表述方式也影響到了同派其他詩人，如盧仝就曾學習他這種表述方式

作詩。其《寄男抱孫》中有句云： 
 
兩手莫破拳，一吻莫飲酒。莫學捕鳩鴿，莫學打雞狗。小時無大傷，

習性防已後。頑發苦惱人，汝母必不受。任汝惱弟妹，任汝惱姨舅。

姨舅非吾親，弟妹多老醜。莫惱添丁郎，淚子作面垢。莫引添丁郎，

赫赤日裏走。添丁郎小小，別吾來久久。脯脯不得吃，兄兄莫撚搜。

他日吾歸來，家人若彈糾。一百放一下，打汝九十九。22 
 
任意重複，任意鏈結，完全是孟郊的表述方式。 
孟郊的表述方式對後來詩人也產生了深遠的影響。晚唐有許多人學習孟郊作

詩，孟郊的表述方式也是他們學習的重要內容。如邵謁對孟郊非常推崇。其《覽

孟東野集》詩有句云：「蚌死留夜光，劍折留鋒鋩。哲人歸大夜，千古傳珪璋。」
23孟郊在詩中感歎「餘獨不覺春」，「棄置複棄置，情如刀劍傷」，他在《下第

有感》詩中也寫道：「我行三十載，青雲路未達。……誰知失意時，痛於刃傷骨。

身如石上草，根蒂淺難活。人人皆愛春，我獨愁花發。」24他還努力學習孟郊的

表述方式。如《古樂府》：「對酒彈古琴，弦中發新音。新音不可辨，十指幽怨

深。妾顏不自保，四時如車輪。」25《妓女》：「天若許人登，青山高不止。地

若許人窮，黃泉深無水。」26《覽鏡》：「一照一回悲，再照顏色衰。日月自流

水，不知身老時。昨日照紅顏，今朝照白絲。白絲與紅顏，相去咫尺間。」27一

如孟郊統分結合、核心裂變、無限鏈結的敍述模式。蘇拯也有意學習孟郊，其《醫

人》寫道：「古人醫在心，心正藥自真。今人醫在手，手濫藥不神。我願天地爐，

多銜扁鵲身。遍行君臣藥，先從凍餒均。自然六合內，少聞貧病人。」28表述方

式也沿襲了孟郊的方式。 
宋人在學習孟郊時提出了「孟郊體」這一概念，孟郊的表述方式也成了「孟

郊體」的重要特徵。如梅堯臣《依韻和歐陽永叔秋懷擬孟郊體見寄二首》其一有

                                                 
22
《全唐詩》，第 387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4389。 

23
《全唐詩》，第 605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6993。 

24
《全唐詩》，第 605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6993。 

25
《全唐詩》，第 605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6994。 

26
《全唐詩》，第 605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6996。 

27
《全唐詩》，第 605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6996。 

28
《全唐詩》，第 718 卷（中華書局，1960 年版），頁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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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云：「一聞離騷篇，寫盡楚客胸。胸懷如寶匣，夜夜吼生銅。」29歐陽修《秋

懷二首寄聖俞（原校：一本作擬孟郊體秋懷 慶曆七年）》有句云：「隆陰夷老

物，摧折壯士胸。壯士亦何為，素絲悲青銅。」（其一）30「巉岩想詩老，瘦骨

寒愈聳。詩老類秋蟲，吟秋聲百種。」（其二）31都使用了孟郊的表述方式。謝

翱《效孟郊體七首》中有多首使用了這種方式，如云：「今雨落葉處，可數還在

樹。不愁繞樹飛，愁有空枝垂。」（其四）32「木奴重逾淮，愛爾巢其枝。巢枝

不食實，中有二老棋」（其五）33尤其是第六首，最為典型： 
 
弱柏不受雪，零亂蒼煙根。尚餘粲粲珠，點綴枝葉繁。小榻如僧床，

下有莓苔痕。對此莓苔痕，三年不敢言。莓苔儻可食，咽雪待朝暾。

豈無柏樹子，不食種在盆。閨中玻黎盆，貯水看落月。看月複看日，

日月從此出。愛此日與月，傾寫入妾懷。疑此一掬水，中涵濟與淮。

淚落水中影，見妾頭上釵。34 
 
詩中或意象重複，或句式重複，一如孟郊詩歌的敍述方式。 

肆 

綜合前述，結論如下：孟郊詩有一種獨特的表述方式，即統分結合，意象裂

變；這種表述方式能給人以清晰深刻的印象，但也剝奪了讀者的想像空間；這一

表述方式既是孟郊性格使然，也是體現了韓孟詩派的審美追求；這種表述方式既

是對樂府詩表述方式的繼承，也可能受到了元結詩的啟發，對同派詩人以及晚唐

詩人都有影響，宋人更把這一表述方式當作「孟郊體」的重要內涵。 

 

                                                 
29
《全宋詩》，第 261 卷（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版），頁 2526。 

30
《全宋詩》，第 302 卷（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版），頁 3611。 

31
《全宋詩》，第 302 卷（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版），頁 3611。 

32
《全宋詩》，第 3690 卷（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版），頁 44316。 

33
《全宋詩》，第 3690 卷（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版），頁 44316。 

34
《全宋詩》，第 3690 卷（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 年版），頁 44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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