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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代表着一种美，赠人以荷花代表

着亲近或爱恋的感情，汉末《古诗十九

首》中就有“涉江采芙蓉”欲以赠友的诗

句，李白《折荷有赠》“攀荷弄其珠，荡漾

不成圆”，最见他的童心童趣！李白虽

然化用了汉末以来赠花传情的诗歌构

思方式，但是，他也有可能还采用了楚

辞香草美人比喻君臣关系这一诗歌表

达惯例，其实是借采花相赠的失落，表

达自己政治上不被重视、不受重用的失

意。

（吴怀东，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折荷有赠》：借花传失意

季羡林先生在这篇文中的结尾写

道：我为我的“季荷”祝福。我相信读过

此文的人，又有谁不会从心底里道一声

祝福呢？

当今世界，一切都变得快捷，连自然

界的生物也在人工的力量下提速再提

速，就如那些大棚蔬菜，那些瓜果茎叶，

原本需要百多天的成熟期，而今几十天

就可以上市，一切皆快，人心当然也停不

下来了，“一日千里的今天，谁还有精神

的故园？”可是偏偏就有这样的一位老

人，他为了一方水塘，几粒莲子，可以连

续几年在原地逗留、观察，一年，两年，三

年，直到第四年，他才等来了他的美丽。

这需要多么大的耐心？这又是怎么样的

一份从容？（余同友，省文联签约作家）

《清荷塘韵》：祝福“季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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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以莲花作为真、善、美这一综合体的象征。因此，莲花的不染、不妖、不蔓、不枝，中通外直，香远益清的人

格化了的气质，成为古今诗人寄托的意象，吟咏的主题。

荷花入诗，情彩飞扬，雅俗共赏，有人借荷香淡淡抒发清闲散淡情怀，有人借荷花艳艳展示生命意趣，有人借荷花生死倾诉相

思苦情……凡此种种，多姿多彩，荷为人而生，文因荷而贵，人荷相映，演绎了一首首洋溢着生命情愫的华彩诗章。

本版，我省著名作家陈家桥、余同友和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吴怀东都对古今中外描写荷花的名篇，作了精确的解读。张亚琴

我猜想，元代诗人丁鹤年大约是一

位爱莲的人，他的《采莲曲》一写就是十

首，不过这十首诗中最有名还是这一首：

“莲开花覆水，莲谢藕在泥。不学青

萍叶，随波东复西。朝采并蒂莲，暮绾同

心结。不学杨柳枝，含颦送离别。”

为什么是这一首？其实这首诗字

面意思非常好懂，但在浅显的背后却意

蕴丰富，所谓“诗无达诂”，不同的人从

中读出了不同的况味。丁鹤年是元末

明初人，元亡后，他谢绝了推荐、邀请，

不做明朝的官，决心做一个元朝的“草

泽遗民”，于是，再读此诗，当然会有人

认为他这是以莲自喻了，表达自己的气

节情操；而如果是一个正当年的处在爱

恋中的女子，又怎么能不从中读出爱情

的滋味呢？至于我本人呢，在这个酷热

的季节里与这首诗相遇，我读出了一份

坚定与宁静。扎根于泥土深处，不为外

界的诱惑所动，默默地，修养着自己成

就着自己。

（余同友，省文联签约作家）

《采莲曲》：坚定与宁静

《荷塘月色》一文是现代散文的经

典之作，朱自清对荷花的描写借助了另

外一个意象，月亮。荷花和月亮虽然具

有阴柔，空灵，流水，这比较委婉的气

息，也极容易回到那种古典文人对那种

近乎病态的古典美追求中，但是朱自清

在这篇文章里却更多赋予了某种积极

的明快的甚至是亢进的气质，并给予荷

花更为贴切人性的关照。我不认为，对

这篇文章的阐释应该像某些理论家指

出的那样，是朱自清对于个人情绪的另

外宣泄。这篇文章恰恰是统一在一个

他本人特别完整的观念世界里，通篇文

章至少在字面上看不到任何对于时代、

外观世界以及他人的任何直接的描写，

那么我们也不用去过度地猜测文章另

外的追求。

（陈家桥，著名作家）

《荷塘月色》：统一在完整的观念世界

李商隐的诗题是“荷花”，实际上全

诗是以花喻人，描述了在和自己所喜爱

的美人交往中所感受到美人的俗艳之

美。

诗歌一开始就用荷花花色的华艳、

花香的浓重来比喻美人的世俗性感，然

后写夏日黄昏美人盛情相邀，美人在自

己面前展示出体态轻盈、顾盼生姿的柔

媚。作者还设想离别后的孤独和沧桑

——这更见出诗人对于男女爱情的刻骨

体验。如果说李白诗借荷花传情，

形象清新，蕴含寄托，李商隐诗

则比较感性，以荷花俗艳之美，

写男女之情——不同的诗笔开

放不同的荷花！

（吴怀东，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

《荷花》：以花喻美人

香艳诗人就是香艳诗人，在温庭筠的眼

里，那碧绿荷塘里摇曳的荷花，其声音色彩味

道姿势都是那样香艳可人，他甚至看见了美人

“凌波微步 罗袜生尘”的轻盈，闻到了美人那

一缕随风而来的香尘。

而我感兴趣的是他写到了而我感兴趣的是他写到了““莲蕊莲蕊”，”，我想起我想起

了小时候了小时候，，将莲花外围的花瓣撕去将莲花外围的花瓣撕去，，留下金黄留下金黄

色的莲蕊色的莲蕊，，然后以丝线缠在莲蕊的底部然后以丝线缠在莲蕊的底部，，一圈一圈

圈缠紧圈缠紧，，再猛地放线提起再猛地放线提起，，于是于是，，那线就绕着圈那线就绕着圈

子散开子散开，，带动着莲蕊转动带动着莲蕊转动，，旋转中旋转中，，莲蕊顶端的莲蕊顶端的

白点与金黄色的茎旋成了一幅好看的图画白点与金黄色的茎旋成了一幅好看的图画，，像像

贴上彩纸旋转的陀螺贴上彩纸旋转的陀螺。。

（（余同友余同友，，省文联签约作家省文联签约作家））

余光中的这篇《莲恋莲》略显复杂了些，我

对他的态度是，过于强调了外部世界，与中国

传统文人对于自身与世界关系的梳理有了很

大的区别。文章十分西化，虽然还保有对荷花

那种传统性的呵护和怜惜，但是把荷花如此材

料化，如此知识化，实际上反而有可能是对荷

花的误读。周敦颐《爱莲说》的高洁态度，在余

光中这里反而缺失了。

余先生甚至从东西方不同的视角来看待

莲这一事物，恰恰是对莲形象的分裂。我们应

该认识到，事物失去了它最经典的具象，就会

变得模糊。那么在这个背后，真正变得迷茫的

恰恰是中国文人自身，他们也会因此丧失对于

经典事物最准确的感应，这就是我对余光中

《莲恋莲》的批评。（陈家桥，著名作家）

《莲恋莲》：有可能是误读

《莲花》：关于莲蕊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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