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香合让梅为最，阳艳丛中许牡丹”［!］!

———唐咏牡丹诗与宋咏梅诗的比较

李 凌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

摘 要：所谓“国花”，即是指受到全民喜爱并成为本国象征的花卉，以这种标准来判断，唐时

的牡丹和宋时的梅花都是独领风骚，可以称为一朝之国花了。这种全民性的观赏兴趣表现在

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便是唐代咏牡丹诗和宋代咏梅诗的兴盛。论文分别讨论咏牡丹诗和

咏梅诗盛行的物质基础，时代心理对咏花诗的选择性审美，以及这两类咏花诗在被审美观念

选择的同时，对大众审美文化产生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使得牡丹与梅花融入了中华民族精

神深处，影响深远。

关键词：牡丹；梅花；咏牡丹诗；咏梅诗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 #$+"（"$$,）$- * $$," * $#

“牡丹为性疏南国”与“江南此物处处有”

一类咏花诗歌的盛行往往有多方面的原因，

包括社会心理、审美文化、生物习性等等，而花卉

本身的生物性质应该是最基本的条件了，牡丹能

在唐代经济文化发达的北方顺利地生长繁殖。而

梅花的习性，也适应了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

———江浙一带。而占有社会文化资源的统治阶层

的大力提倡也是咏牡丹诗和咏梅诗繁荣的一个重

要条件。

明薛凤翔《牡丹史·栽二》曰：“江北风高土硬，

平地可载；江南卑湿，须筑台高三尺许。”《忌八》又

说：“忌久雨溽暑蒸薰，根渐朽坏。”唐代的政治经

济文化发达地区是在以两都为中心的北方黄河流

域，这个地区的气候和地质显然非常适合牡丹的

生长和繁殖。而南方湿润闷热的气候对娇弱的牡

丹而言几乎是致命的。这一点在唐诗里就有所表

现，孙鲂《主人司空后亭牡丹》诗写道：“怕风惟怯

夜，忧雨不经旬”［"］；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其二

说：“寂寞萎红低向雨，离丕破艳散随风”。南方多

淫雨、烈日，是以在长安牡丹开放了一个半世纪左

右这一期间内，南方尚无牡丹。李咸用《同友生题

僧院牡丹花》诗便说：“牡丹为性疏南国”；徐凝《题

开元寺牡丹》诗说：“此花南地知难种”，可为一证。

有了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皇室的大力

扶持及豪门大族的追捧，牡丹很快就流行开来，受

到了举国上下一致的欣赏。牡丹的审美价值在隋

朝还没有被认识，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

!+ 说：“牡丹，前史中无说处。’ ’ ’ ’ ’ ’ 隋朝花药中

所无也。”直到唐高宗时，皇后武则天移植汾州牡

丹于京师长安，皇宫中才开始大量种植珍贵的牡

丹。《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卷下说：“玄宗在华清宫

‘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药’”，还命李白作《清平乐词》

助兴，留下“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之

句。段成式《酉阳杂俎》说：“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

牡丹，及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上

每睹芳盛，叹"人间未有’。”资料表明，唐代一直在

宫中种植牡丹珍品，而皇室的这种审美倾向引起

了高门权贵的争相效仿，杨国忠在家中造四香阁，

“每于春时木芍药盛开之际，聚宾友于此阁上赏花

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卷下）。木芍药即牡丹。

徐铉《严相公宅牡丹》：“但是豪家重牡丹，争如丞

相阁前看”，私人种植牡丹之风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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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的提倡使得赏牡丹慢慢的成了整个社会

的风尚。《唐国史补》卷中《京师尚牡丹》条：“京师

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

耽玩为耻。”《南部新书》丁云：“长安三月十五日，

两街看牡丹，奔走车马。”在赏牡丹的季节，车马若

狂，人们争相观赏牡丹。这种近乎疯狂的情景，在

许多咏牡丹诗中都有描绘。如崔道融《长安春》：

“长安牡丹开，绣毂转晴雷。若使花常在，人应看

不回。”徐凝《寄白司马》“三条九陌花时节，万户千

车看牡丹。”白居易《白牡丹（和钱学士作）》诗说：

“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王睿《牡丹》“牡丹妖

艳乱人心，一国如狂不惜金。”这些诗句反映的情

况是：每年三月的牡丹花季，长安人士争赏牡丹，

处处弥漫着狂热的情绪。这种全城轰动的赏花在

后世是罕见的，它为咏牡丹诗的盛行创造了基础：

一方面它为诗人创作咏牡丹诗提供了很多欣赏牡

丹的机会；另一方面，虽然大多数人赏牡丹没有歌

咏，但这一举国若狂的情景，却也极大地激发了诗

人的激情，诗兴喷薄而出，亦是咏牡丹诗的繁荣的

原因之一［!］。

宋朝的经济中心已经南移，尤其南宋王朝偏

安一隅，经济政治文化中心都汇集到了以现在杭

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而生长习性与牡丹南辕北

辙的梅花恰恰迎合了两宋之际全国中心的南移，

再加上五代十国时期，盛产牡丹的北方饱受战乱，

几成废墟，梅花最终取代牡丹成为了新的国花。

梅树花期虽然早，但它宜暖宜润不宜寒，很难在零

下 "# 度存活，因此野生梅树多见于淮河、秦岭以

南，尤以长江和珠江流域为盛。梅花的成活比较

容易，是以“江南此物处处有，不论水际和山颠”。

梅花的普及为咏梅诗的兴起提供了最基本的条

件，梅越多，赏玩之风越盛，诗作也越多。

而且，宋朝民风逸乐，一种风流儒雅、闲适柔

美的文化意味渐渐弥漫了全社会。梅花早馨凌

寒、幽姿淡雅的独特形象契合了宋代的时代背景，

正是“剩山残水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因

而被当时的精英阶层，即文人士大夫阶层所推重。

在宋室皇宫中，就有专门赏梅的萼绿华堂、春信

亭、香玉亭、凌寒亭、雪径亭、梅亭、梅冈园、集芳

园、冷泉堂等多处，《武林旧事》卷七“乾淳奉亲”条

记载：“太上留坐冷泉堂进泛索讫，至石桥亭子上

看古梅。太上曰：‘苔梅有两种，一种宜兴张公洞

者，苔藓甚厚，花极香；一种出越上，苔如绿丝，长

尺余。今岁二种同时著花，不可不少留一观’”，可

见皇室对梅花的了解和欣赏。至于民间赏梅的湖

山胜迹更是数不胜数，有名的如梅坡园（杨郡王

园，又名“总秀”）、施梅川墓（吴人，能词，$ $ $ $ $ $树
梅作亭以葬）等等［#］。

由于梅花的成活率高，宋代文人种植梅花非

常普遍，范成大《笔记六种·梅谱》所谓“梅，天下尤

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

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重轻。”

梅花以风土之利兼得人气之旺，其赏玩游乐于是

蔚然成风。《武林旧事》卷十“张约斋赏心乐事”条

记录，从十一月仲冬至二月孟春，就有味空亭赏腊

梅，孤山探梅，绮互亭赏檀香腊梅，湖山探梅，玉照

堂赏梅等九个活动，这类活动很多是文人聚会，于

是出现了十咏、百咏的咏梅组诗。如苏轼有《次韵

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

《宋史·艺文志》著录彭克《玉壶梅花三百咏》。从

现存的宋代诗歌作品看，咏梅诗有很多都是探春

赏梅活动的直接产品。歌咏内容包括了梅花的各

个方面。《四库全书·（梅苑）提要》说：“昔屈宋遍

陈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篇什亦寥寥可数，自

宋人绝重此花，人人吟咏 $ $ $ $ $ $ 虽一时至数百阙

或不免窠臼相因，而刻画形容亦各出新意，因倚声

者之所采择也。”在这样普遍钟情于梅的时尚风气

中，咏梅之繁荣就是极其自然而然的事［%］。

“一枝红艳露凝香”与“疏影横斜水清浅”

一种花卉的流行引起了一类咏花诗的流行，

其中花卉的生物特性以及观赏活动的举行，都只

是流行的基本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个时代主

流的文化精神。唐代文化精神大致是“复杂而进

取”的，宋代则是“单纯而内敛”的。因此，尽管咏

牡丹诗和咏梅诗的对象都是一国之国花，然而文

化精神、审美理念的南辕北辙使得两类诗歌有了

截然不同的风格。

唐朝国力强大，文化先进，四夷臣服，包容天

下，是古代封建史上最为恢弘的时代。当时社会

的风气是意气风发，灵动飞扬的。人们欣赏一切

浓烈、辉煌、繁华，奢靡的人或事物，对成名的渴

望，对不羁生活的向往是整个时代的追求。牡丹

姿态端庄，花形丰盈，色彩艳丽，香气浓郁，迎合了

时人的审美理想，因而在上层提倡后受到了全社

会的崇尚。这一文化精神本质决定了唐人对牡丹

的赏玩颂扬，基本上集中在色、香二字上，因此咏

牡丹诗许多都是描写得非常华丽，而且感情奔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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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烈。《唐诗纪事》卷 !" 记录：文宗问起牡丹诗谁

写得最好，有人以李正封的一联“天香夜染衣，国

色朝酣酒”答之，“国色天香”描绘出牡丹喷薄而

出、摄人心魄的美。再如白居易《新乐府（牡丹芳·

美天子忧农也）》：“牡丹芳，牡丹芳，黄金蕊绽红玉

房。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点灯煌煌。”非常精

致描绘了花蕊和花瓣，“黄金”、“红玉”，想象艳红

的花瓣烘托出金黄的花蕊，如此鲜艳的色彩，形成

极强的视觉冲击力。随后两句中的“烂烂”、“煌

煌”，牡丹花海如同彩霞般光彩夺目，点缀其中的

金黄花蕊耀眼非常，一个五光十色的牡丹世界就

这样呈现在眼前。这种华丽的描写虽看不出什么

深层的含义，但对牡丹花艳丽鲜活的色彩作了精

致、夸张的赞美。牡丹的习性及上层社会的影响

只是给咏牡丹诗歌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而时代的

审美理想则对选择牡丹作为美的典范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咏牡丹诗歌的风格。

也正因为如此，只有艳丽的牡丹才能算是唐

朝美的典范，色彩素淡的牡丹往往被认为是下品，

甚至不被承认为牡丹。所以白色的牡丹并不受人

欢迎。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牡丹以色丹者为

上。”色彩素淡的白牡丹远不如深色的贵重，白居

易有诗说：“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深色的牡

丹花，如红色，紫色，都是价格昂贵的。同样是白

居易，也写了《白牡丹》诗：“白花冷澹无人爱，亦占

芳名道牡丹。”白色牡丹的色彩太素，不能给人热

烈的感觉，所以没人喜爱。张又新《牡丹》诗：“牡

丹一朵值千金，将谓从来色最深。今日满栏开似

雪，一生辜负看花心。”深色牡丹价值千金，雪白牡

丹却无人眷顾。到了中唐，有一些诗人为白牡丹

叫屈正名，最著名的大概是裴士淹的《白牡丹》：

“长安年少惜春残，争认慈恩紫牡丹。别有玉盘承

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然而这并没有成为主流

的观念，当时社会的审美理想依然是浓烈而非素

雅，唐人所欣赏的是牡丹富丽堂皇、热情奔放的

美，所以清雅素淡的白牡丹无人喜爱。

宋人的文化精神与唐人有很大的差异，唐人

浓烈的情感选择了同样浓烈的牡丹，而梅花则是

迎合了宋人的审美理想。宋人所崇尚的是平淡隽

永、清癯苍劲之美。梅花姿峻花娇，香气淡雅，充

分体现了这种刚柔并济的美。

宋人对内敛闲雅之美的追求同样也决定了它

的咏梅诗的角度与前朝不同。咏梅诗在宋之前已

有很多，但惯用的主题多为伤时、迎春、自怜等闺

怨类作品，如南宋陆凯的《赠范晔》：“折梅逢驿使，

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就是借

梅花表达迎春的意义。南朝大量的咏梅诗都把梅

花演绎成伤春惜逝、绮怨凄美的闺怨形象。而宋

代的咏梅诗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梅花的色雅香幽、

野逸疏朗的风神上，在诗歌的写作中，不仅将梅枝

纳入描写范围，也把梅与雪并列，体现出宋人含蓄

淡泊的审美理念。描写梅枝的诗最初有林逋的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影是疏影，

香是暗香，不是先声夺人的美，而是一种慢慢渗透

至人内心的含蓄的美。后有陆佃《依韵和查许国

梅花六首（之三）》：“池台直下疏疏影，帘箔中间淡

淡香。”张耒《偶折梅数枝置上盎中芬然遂开》：

“清香浸砚水，寒影伴书灯。”田亘《江梅》：“暗吐

幽香穿别院，半奇攴斜影入寒塘。”此成为宋代咏梅

诗的特色之一，即超越梅花本身这个欣赏视角，着

重描写感觉中的香气和虚幻的树枝阴影。

宋咏梅诗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梅和雪的并列描

写。典型的有卢梅坡《雪梅》之一：“有梅无雪不精

神，有雪无梅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

十分春。”《雪梅》之二：“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搁

笔费评章。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韩氵虎《梅雪》：“雪固以水清，梅自惟花洁”。诗人

从主观上将雪与梅相类比，极力烘托梅花的格韵，

雪之质即梅之神，此类的描写避开了梅花的形，而

抓住了梅花的神，体现了对梅花审美意义的深刻

认识。梅枝的描写和梅雪的映衬，亦充分反映了

宋人的审美选择。

“人间偏得贵相宜”与“花中有道须称最”

上面分析了时代的文化精神对咏花诗歌风格

的决定性影响。同时，咏花诗歌的流传吟唱也反

过来影响了那个时代以及随后各个朝代的文化精

神，在民族情感上产生了一种审美召唤。唐代的

咏牡丹诗使得牡丹与富贵的联系进入了民俗的层

次，而变成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宋

代的咏梅诗影响更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内

涵，在宋及以后的各个朝代，梅花都成了儒家完美

人格的象征。

与宋代的含蓄隽永大相径庭的是，唐人推崇

奋发跃进的热烈精神，鼓励追求一切美好热烈的

东西，即使只是刹那的辉煌。受此种时代精神的

感召与熏染，唐代诗人于群芳中选择了牡丹来歌

咏，而此类咏牡丹诗在反映唐人审美理想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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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牡丹文化，将牡丹的美进行

了升华，反过来拓宽了时人的审美内涵。牡丹盛

开之时极致华艳，富丽堂皇，被誉为“国色天香”，

隐隐有富贵大家的气象，这是它本身的条件，而唐

诗人的生花妙笔则明确描写并强化了牡丹的这种

富贵气象，最终建立了与富贵之间牢固的审美联

想。例如，归仁的《牡丹》：“三春堪惜牡丹奇，半倚

朱栏欲绽时。天上更无花胜此，人间偏得贵相

宜。”花中的牡丹对应于人间的贵人，大有雍容华

贵、超凡脱俗的气派。咏牡丹诗的不断繁荣，名作

迭出，使得牡丹与富贵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到后

来，几乎是等同了。如薛能《牡丹四首》中就说：

“迥秀应无妒，奇香称有仙。深阴宜映幕，富贵助

开筵”，“苏息承朝露，滋荣仰霁天。压栏多尽好，

敌国贵宜然。”至于用国色、红霞、仙家、洛女、锦绣

等富丽堂皇的词修饰牡丹的例子则数不胜数了。

当然，唐代的咏牡丹诗歌中也有很多感伤之

作，诗人对姹紫嫣红的牡丹转眼就盛极而衰的情

况大为感慨，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其实也是唐人对

富贵荣华转瞬即逝的感慨。在这些咏牡丹诗中，

就流露出诗人及时行乐、不负年华的思想。徐夤

《郡庭惜牡丹》：“肠断东风落牡丹，为祥为瑞久难

留。青春不驻堪垂泪，红艳已空犹倚栏。”所谓花

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牡丹虽然富贵祥瑞，但这

等繁华总是短暂得让人“垂泪”“肠断”。又如杜荀

鹤《中山临上人院观牡丹寄诸从事》：“闲来吟远牡

丹丛，花艳人生事略同。半风半雨三月内，多愁多

病百年中。”花开花落，就如同人生有起有伏，美

好的一切，总禁不住风吹雨打。不论华丽还是感

伤，咏牡丹诗的联想都同荣华富贵紧紧联系在了

一起，在后世的咏牡丹诗中，两者基本已经融为一

体了。在唐朝发展繁盛起来的牡丹文化一直保留

在了中国传统的民俗思想中，在以后的中国文化

中，牡丹又称为富贵花，百两金。至今在一些图画

和绣品上，牡丹还常常和孔雀连在一起，前者代表

富贵，后者代表荣华。

宋代文化总体上是趋于内敛的士大夫雅文

化。梅花则是这种“雅”的代表。如果唐代的牡丹

诗歌的兴盛反映了一种积极入世的姿态，那么宋

代咏梅诗的风行就体现了一种遗世独立的隐士姿

态。从北宋中后期开始，咏梅诗中出现了以梅象

征清贞人格的迹象，咏梅诗逐渐发展成了对儒家

完美人格的歌颂，与唐代的咏牡丹诗相比，宋代

的咏梅诗在梅文化的形成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它

对宋代人以及后世的审美思想的升华作用更加明

显和深刻。

林逋对宋咏梅诗的兴起有突出的贡献，将隐

逸之调引入其中。《四库全书总目》说：“离骚偏撷

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

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

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

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其后晁端友《梅

花》：“故应不属东君管，冷艳孤芳取次成”，陈亮

《梅花》：“疏枝横玉瘦，小萼点珠光”，还有陆游《梅

花》：“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层冰积雪时”，李复

《雪中观梅花》：“ 幽芳不载蔚宗谱，绝俗韵高吾最

许”，无一不是清冷孤高的隐士笔调。

北宋中后期以来，理学兴起，诗人在自然审美

过程中普遍有“比德”的倾向，梅花的许多方面都

被明确地理解为气节德性的体现，梅花的品格也

逐渐被赋予了儒家伦理精神，演绎出理想的清贞

人格。试举几例加以说明。陆游《园中赏梅》：“人

间商略谁堪比，千载夷齐伯仲间”，以梅花比拟先

秦的伯夷、叔齐两个儒家的君子形象。朱服《梅

花》：“幽香淡淡影疏疏，雪虐风飞亦自如。正是花

中巢许辈，人间富贵不关渠”，梅花正是花中的高

士，不为富贵名利所动。范楷《咏梅》：“平生自抱

冰为骨，莫待趋炎附热时”，张道洽《梅花》：“雅淡

久无兰作伴，孤高惟有竹为朋”，“玉色独钟天地

正，铁心不受雪霜清”，梅花此时就是先秦孟子所

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

丈夫形象。从独善其身的隐士到兼济天下的大丈

夫，咏梅诗将梅花的内涵一步步衍伸，形成了儒家

的完美人格。

在花的内涵的开拓上，梅花走的要比牡丹远

的多。唐代咏牡丹的诗歌很多只是在描绘牡丹的

外形艳丽，较深刻的也只是对人生的感悟。而宋

代的咏梅诗则没有停留在人生感悟的层面，更将

花格衍伸为人格，咏花即是对生命价值的品评。

将咏梅诗中的梅花从传统自然性意象、情感性意

象上升到文化意象，这也正是宋人对于咏梅诗的

巨大贡献。

据统计，《全唐诗》收近!!" 首咏牡丹诗（不包

括重篇和五代作品），《全宋诗》中梅花题材之作有

#$"" 多首（包括梅花园林等题咏），不仅出现了很

多传世之作，也深深影响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其后的发展。自唐以后，牡丹被公认为富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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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一部分。而宋代的咏

梅诗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咏牡丹诗的影响。梅在

当时就成了宋朝的象征，宋亡后，宋室幼主在元京

都作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

应是不归来”，蕴涵了家国沦陷的凄楚。自南宋以

后，便有了梅兰竹菊四君子之说，有了松竹梅岁寒

三友之说，梅成了完美人格的象征。时至今日，无

论唐代的咏牡丹诗，还是宋代的咏梅诗，其审美理

念依然与我们的意识深处相联系，并在不经意中

一一流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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