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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主题再研究  

王子琪  

 

摘要：	本文在于重新梳理《长恨歌》的主旨内涵，并在结合作者白居易自身情感经历的同时运用对比的方法，对

爱情说与讽喻说进行辩误，以期发掘《长恨歌》更为准确的意旨内涵。	 

关键词：《长恨歌》，李杨爱情，情感独白 

一、 前言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1 

会昌六年，唐宣宗写下这首追悼白居易的诗篇，从中不难看出皇帝对这位老臣的悼惋之切。除

此之外，这首诗也体现出了白居易诗篇的影响力之大。正如诗中所言，其代表作《长恨歌》与《琵

琶行》在当时已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名篇，而千百年来，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地反复品读、研究白诗，

是为温故而得新。 

《长恨歌》所叙述的是盛唐开元年间玄宗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始末，其创作动机并不复

杂，但后世对于这首诗歌主题的理解却颇有分歧，“诸说之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讽喻规正’说和

‘歌颂爱情’说……介于二说之间，又有影响较大而近来不甚流行的双重主题说。”
2
 

笔者认为，白居易所要借助《长恨歌》实现的，应当不只是对政治的讽喻，也不只是对爱情的

赞扬，而双重主题说又有一种明显的委曲求全之感。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重新梳理《长恨歌》的

主旨内涵，并在结合白居易自身情感经历的同时运用对比的方法，对爱情说与讽喻说进行辩误，以

期发掘《长恨歌》更为准确的意旨内涵。 

二、《长恨歌》内容简述 

《长恨歌》主要讲述了李杨的爱情始末，根据故事情节可以将这首诗大致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诗篇首句开始，至“尽日君王看不足”
3
结束。这一部分重点书写唐玄宗对杨玉环

的专宠。“汉皇重色轻思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4
开篇二句便以略带讽刺的口吻点出唐玄宗欲求佳

人多年而不得的境况，恰好此时“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5
的杨玉环来到了唐玄宗身

 

1 [唐]李忱：《吊白居易》，《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2 金学智：《<长恨歌>的主题多重奏——兼论诗人的创作心理与性格悲剧》，《文学遗产》，1993 年第三期。 

3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4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5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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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于是便有了“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6
的盛况。不仅如此，唐玄宗作为帝王不惜

行使权力给予了玉环的家族“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7
的无上恩宠。因此，这种荣宠

也在民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到了“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8
的地步。由此可见，

在此节中作者主要是以唐玄宗的视角来描写，“贵妃”则只是一个被观察的客体对象，其内心的想

法、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皆无从体现。因此，此时二者之间的感情很难被定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爱

情，“用现代眼光来看，李杨之间的关系更倾向于是一场帝妃之间的权色交易”
9
，这种关系在父

权制宫廷中极为常见，但却并非会一直维持着稳定的状态。 

《长恨歌》第二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
10
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

11
结束。战争的爆发打

破了大唐的平静，同时也击碎了帝妃之间稳定的关系，“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12
，

当皇权受到威胁，而贵妃是唯一破局之法时，玄宗选择了舍弃。但贵妃的殒命并没有换来政局的安

稳，权力的凋敝已成定局。 

当皇帝发觉自己当真成了孤家寡人，思念乃至悔恨的情绪便油然而生。“归来池苑皆依旧，太

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13
待回神之时昭阳宫已是物是人非。在孤独

煎熬的过程中，皇帝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由“汉皇重色思倾国”
14
转变成了“圣主朝朝暮暮情”

15
。

他开始看清自己的内心，意识到自己对玉环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美与色的需求，而是在不知不觉中化

成了一份独特的思恋，于是便开始了“升天入地求之遍”
16
的苦苦追寻。 

诗篇的第三部分由“临邛道士鸿都客”
17
起，至结尾“此恨绵绵无绝期”

18
结 束。这一节以幻

境的形式给了玄宗与杨玉环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同时也从杨贵 妃的视角写出了她的真情实感。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19
，贵妃 此时的含情脉脉与皇帝当初的朝暮思念遥相呼应，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 日月长”
20
，当摒弃了世俗的杂念，此时李杨二人只剩下了最单纯的

爱恋。虽然诗歌最后没有让皇帝与贵妃突破生死相依相守，但依然让他们留下了“比翼鸟” 与

 
6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7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8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9 常思礼：《情爱淬炼与伤情自白——对<长恨歌>主题的再思考》，《国学研究》，2019 年。 

10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1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2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3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4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5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6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7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8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19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0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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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理枝”的千古誓言，这摆脱了中国古代诗词文章千篇一律的“大团圆”结局，在不落俗套的同

时也暗合了“长恨”的主题。 

三、“讽谕说”偏误 

从上文的叙述来可以看出，《长恨歌》中带有讽谕的句子占比相对较少，只有在第一部分中有

所体现，故而将《长恨歌》主题诠释为讽喻的观点有一定的偏差。 

《长恨歌》“讽谕说”始于唐代陈鸿，他在《长恨歌传》中写道:“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

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空乱阶，垂于将来也。”
21
, 

后世遂将“讽喻规正”看为了《长恨歌》的主题所在。但王中用先生曾针对此二者梳理出七个

方面的差异，他提出“两篇作品不仅内容上差别甚大，而且作者的创作动机也有天壤之别，白居易

的动机是感伤，而陈鸿的创作动机却是‘惩尤物、空乱阶，垂于将来也’”
22
, 这一点也可以通过

白居易对自己诗作的分类加以佐证。乐天曾将自己的诗作分为“闲适”“讽喻”“感伤”“律诗”

四大类，其明确地将《长恨歌》划入了“感伤”类作品中。除此之外，白居易曾经在《编集拙诗，

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一诗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23

《秦中吟》是白居易讽喻诗的代表，在这一句诗中，《长恨歌》出现在与《秦中吟》相对的位置上；

同时，“风情”一词，也与“正声”相对。“正声”原本指诗经中的雅诗，《诗大序》云:“雅者，

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兴废也”
24
, 这与白居易所说的补察时政的政治讽刺诗意义相当。而对于“风

情”的理解，则可以对照作者其他含有“风情”的句子，如“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

销”
25
以及“年少风情长，官高俗虑多”

26
等。显而易见，白居易对“风情”一词的理解大致体现为

一个美好的心境，并没有“教化”之意。此外，李杨爱情作为一个脍炙人口的题材，经常被诗人们

运用于自己的诗篇，如李商隐《马嵬》（其二）：“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27
, 强烈对

比之下诗句讽谕的意味不言而喻。再如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其一）中：“一骑红尘妃子笑，无

人知是荔枝来”
28
一句的讽刺意味更浓，通过送荔枝这一典型事件，批评了玄宗与贵妃骄奢的生活。

而白居易的《长恨歌》与上述两首诗相较，其讽谕意味可谓是微乎其微了。因此，将《长恨歌》的

主题归为“讽谕”未免会存在偏误之处。 

四、“爱情说”未全 

一般说来，爱情题材的诗作应该更多的表现男女双方的情感互动，而《长恨歌》绝大部分都是

 
21 [唐]陈鸿：《长恨歌传》，《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22 王中用：《白居易初恋的悲剧与<长恨歌>的创作》，《西北大学学报》，1997 年第二期。 

23 [唐]白居易：《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赠元九、李十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24 [西汉]毛亨：《毛诗传笺》，中华书局出版社，2018 年。 

25 [唐]白居易：《三月三日怀微之》，《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6 [唐]白居易：《忆梦得》，《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7 [唐]李商隐：《马嵬》（其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28 [唐]杜牧：《过华清宫绝句》（其一），《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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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玄宗的视角出发。如上文所言，诗歌第一部分单写了他作为君王对玉环的喜爱以及专宠，而玉

环对玄宗的感情并没有较为直接的体现。第二部分开篇即为玉环身殒，此后作者对她的着墨就更加

微少，而是运用大量篇幅来表现马嵬兵变时唐玄宗的悲痛与无奈，以及玉环死后他痛彻心扉的思念

与愧疚。只有在诗歌的第三部分，作者的描写角度有所转变，以幻境的形式让玉环对玄宗的思念有

所回应，但就整篇诗词中的玉环形象而言这一处的感情转折难免显得有些许突兀，实际上这反映的

还是唐玄宗晚年痛苦中的一种自我的情感意愿,他希望玉环能理解自己作为君王的无奈，希望玉环

不要因为当年的马嵬之变而心存怨恨，希望她还保持着生前对自己的专情与深爱。因此，将《长恨

歌》的主题泛泛归为“爱情”未免有些武断。 

此外，李杨爱情作为中国文学传统的热点题材，很多文人都有所涉笔。典型的作品如《长生

殿》，这部作品充分展现了李杨二人的爱情过程以及两人的双向情感互动。《长生殿》开头就

说:“今古情场，问谁个真心到底?但果有精诚不散，终成连理，万里何愁南共北，两心那论生和死。

笑人间儿女怅缘慳，无情耳。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垂青史，看臣忠子孝，总由情至……借太

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
29
开门见山地点出其作品主题在于李杨两人“感金石，回天地，昭白日，

垂青史”的真情。正文更是用五十折的篇幅，细致地陈述了李杨的爱情历程，如第二出定情、第八

出献发、第十八出夜怨、第二十二出密誓等情节，都大量体现了杨玉环对唐玄宗的情感；第五出褉

游、第七出恩幸、第九出复召等情节，也写出了唐明皇对杨玉环一步深于一步的恩宠。不同于《长

恨歌》较为单一的叙述视角，《长生殿》全文突出表现了二人在交流互动中感情不断加深的过程，

这也使其更能凸显出“爱情”这一主题。 

五、自身情感独白 

从《长恨歌》文本中不难看出白居易在创作时有一个很明显的情感变化，即从“讽刺”到“同

情”的转变。诗歌开篇处“汉皇重色轻思国”
30
一句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借古讽今”手法，此种

“以汉喻唐”的手法在当时十分多见。而到诗歌的后半部分，白居易则更多的表现出对李杨的同情，

并通过“临邛道士鸿都客”
31
让二人再度相见，并达成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32
的

誓言。 

白居易与唐玄宗有着相似的感情经历，他对玄宗在爱情中的无奈与痛苦深有体会，对李杨的爱

情悲剧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这也是《长恨歌》前后情感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故而从“知人论世”

的角度来看，将《长恨歌》的主题泛泛说成是对当时统治者的讽刺或李杨爱情的讴歌，都无疑忽视

了作者的自身经历以及其独特的创作心境。 

创作《长恨歌》时，白居易已经三十五岁，然而他还并未婚娶，只因他在等一个叫作湘灵的女

孩。白乐天早年便结识了邻家女子湘灵，在长期相处中两人逐渐互生情愫，十九岁前后，白居易曾

作《邻女》一诗表露了这种恋情。但由于封建门第观念的制约，他们的爱情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但

种种阻挠之中，两人依旧决定为坚守爱情而不嫁不娶。此后，在多年的辗转求学与谋生期间，白居

 
29 [明]洪昇：《长生殿》，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 年。 

30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1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2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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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先后写了《寄湘灵》《寒闺夜》《长相思》等多首诗作来表达对湘灵的思念。贞元十六年至二十年，

白居易先后两次求娶湘灵均未果，直至元和三年，他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被迫与他人完婚，《夜雨》

《感镜》等诗作深切的表达了白居易的悲痛以及对湘灵的思念。元和十年，白居易在贬往江州的路

上与湘灵相遇，而此时已经四十岁的湘灵仍然坚守爱情未嫁，两人深情依旧，白居易遂作《逢旧》

一诗感怀此事。长庆四年，五十四岁的白居易再度绕道徐州查问湘灵的情况，但故人已不知所终，

白居易悲痛之余以一首《涌桥旧业》为这场持续了四十多年爱情悲剧画上了句号。对比《长恨歌》

与白居易为湘灵所作的诗歌，可以发现几近相同的韵调词句与创作情感。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33
（《长恨歌》）“为惜影相伴，通宵不灭灯”

34
（《寒闺

夜》），同样是孤独的长夜，同样独守着一盏凄幽的灯火，诗人与唐玄宗的孤寂的心情与处境也如此

的类似。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35
（《长恨歌》）“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

木，枝枝连理生”
36
（《长相思》）“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

37
（《潜别离》），“比翼鸟、

连理枝”的意象，白居易在与湘灵爱情的盟誓中也出现过。如出一辙的比喻手法，表达的是抒情主

人公相近的情感。 

此外，在《长恨歌》细腻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对于“贵妃”这一形象抱有特殊的爱

护心理，对比陈鸿的传奇小说以及李商隐的《龙池》，白居易在刻画杨玉环的形象时刻意抹去了她

“寿王妃”的身份，以“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38
开篇，意在体现她的纯洁与美好。

从“知人论世”的观点出发，不难看出作者写贵妃时情不自禁地将其代入了湘灵，因此在描写中带

有着不自觉的爱护倾向。而白居易也将自己心中长久的思恋与遗憾借玄宗之口倾诉而出，故而使得

玄宗的情感十分真挚，那孤灯挑尽、长夜难眠的形象未尝不是诗人自身的真实写照。最后，《长恨

歌》中玄宗与贵妃并非是传统的“大团圆”结局，而是以“此恨绵绵无绝期”
39
作结，这也恰如现

实中的白居易与湘灵散落茫茫人海的悲憾结局。 

湘灵是白居易终身难忘的情殇，或许诗人在创作之初意欲讽谕当下统治者，但在写作过程中，

与自身情感经历几近吻合的李杨之恋使得诗人心中这份长久且浓烈的情感不可抑制地喷薄而出，不

自觉地化入了笔端。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长恨歌》实际上更像是一篇诗人内心的独白，是一

种对过往情感经历的反思与怀念。它不仅在题材上没有拘泥于“讽谕”或“爱情”，在情感表达上

更是超越了空间与时间。它表面上讲述的是宫廷之内的帝妃之恋，却在当时就已经流传于民间，成

为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而千百年来，它的传唱从未终止，以其为底本所形成的文学作品或文创产品

更是数不胜数。究其根本，或许是因为《长恨歌》的情感与思悟让无数读者产生了共鸣，这使它跨

 
33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4 [唐]白居易：《寒闺夜》，《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5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6 [唐]白居易：《长相思》，《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7 [唐]白居易：《潜别离》，《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8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39 [唐]白居易：《长恨歌》，《全唐诗》（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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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宫闱，跨越了时代，成为了一代文学典范。 

 

参考文献 

[1]马萌：游戏与自伤的复合——论《长恨歌》的创作心理和主题[J].名作欣赏.2007（08） 

[2]田进：《长恨歌》主题新探[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08） 

[3]宋媛媛：杜牧咏史诗的情感内容[J].吉林教育.2008（34） 

[4]张悦：一篇长恨有风情——《长恨歌》的主题探究[J].文教资料.2017（21） 

[5]杭勇、王兰婷：《长恨歌》主题新探[J].学术交流.2019（05） 

[6]常思礼：情爱淬炼与伤情自白——对《长恨歌》主题的再思考[J].国学研 究.2019（09）。 

 

                                                         作者：王子琪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