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国学, 2024, 12(2), 262-267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nc 
https://doi.org/10.12677/cnc.2024.122043   

文章引用: 宋瑛莹. 曹植诗歌中树意象分析[J]. 国学, 2024, 12(2): 262-267.  
DOI: 10.12677/cnc.2024.122043 

 
 

曹植诗歌中树意象分析 

宋瑛莹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4年3月17日；录用日期：2024年4月11日；发布日期：2024年4月18日 

 
 

 
摘  要 

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诗人，现存诗歌九十余首，诗歌中高树、北林、扶桑、玉树、石榴树等树类意象

出现二十余次，树的意象是曹植内心复杂情感的外射，本文将树类意象划分为感伤树、进取树、忧患树

三类，分别代表曹植被亲人猜疑的悲吟和对友人遭难的痛诉、政治理想高扬与失落的无奈、面对时光易

逝和天命无常的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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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o Zhi is an outstanding poet in the Jian’an period, more than 90 existing poems, in the poems tall 
tree, Beilin, Fusang, Yushu, pomegranate tree and other tree imagery appears more than 20 times, 
the image of the tree is the outward projection of Cao Zhi’s complex emotions in his heart, this pa-
per divides the tree image into three categories: sentimental tree, enterprising tree, and sorrow 
tree, which respectively represent the sorrow of Cao Zhizhi’s relatives and the sorrow of his 
friends, the helplessness of political ideals and loss, and the sigh in the face of the fleeting time and 
the impermanence of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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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曹植是建安时期杰出的诗人，在他四十年短暂的人生中，先后经历了失宠于父亲、被弃于兄弟、见

疏于侄子的血亲之痛。他把自己心中对于政治理想的渴望、手足相残的痛心和对生命意识无常的失落寄

托于诗歌之中，在他的诗歌中可以窥见种种复杂的思绪和情感。 

2. 感伤树——策杖从吾游，要我要忘言 

2.1. 亲人猜疑的悲伤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为帝。他为稳固皇权，对曹植层层设计防备，不惜手足之情，

多次打压置其于死地。曹植在诗歌中使用《诗经》托物寓象和《楚辞》比兴寄喻的写作手法，以曲折隐

晦的方式抒情。《弃妇诗》借“石榴树”劝慰自己“晚获为良实”，委婉表达曹丕有朝一日会明白自己

的心意，清代张玉穀《古诗赏析》中日：“此代为弃妇语夫之辞，其亦有悟君之意也。首意述己之容颜

美好，不幸无子也，却就石榴华而不实凭空比起。”[1] 
《种葛篇》中“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2]135弃妇在“北林”攀枝流泪，“北林”是弃妇被抛

弃苦闷情绪的依托，也是曹植被曹丕防范的感伤情绪的净化林。虽写闺怨，但隐喻自己与曹丕的兄弟异

心。曹植的弃妇诗中以夫妇喻君臣，何景明曾说：“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

而达情焉。”[3]朱乾评论《种葛篇》云：“此托夫妇之不终，以比君臣。”[4]曹植不但表现他作为君王

之弟被弃遭遇依旧一片赤诚的衷心，而且表现出他渴望曹丕父子回心转意、重新接纳自己的企盼。诗中

开始写“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2]153暗示兄弟二人早年兄弟情深；转而“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

心。”[2]153暗示曹丕继位，疏远和打击曹植；再到“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2]153暗示兄曹丕听信

谗言，兄弟隔绝，不相往来。曹植《七哀诗》“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2]153继续向曹丕表述忠心

之志，刘履评论《七哀诗》云：“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沉浮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

而切切哀虑之也。”[5] 

《白马王彪(并序)》“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2]101 曹植内心悲痛向“乔林”寻求心灵庇护。

宋人刘克庄云：“子建此诗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6]植黄初四年七月，白马王曹彪和曹植二人

从洛阳共同返回蕃地，监国使者以“二王归蕃，道路宜异宿止”为由，逼迫二人分路而行。曹植愤懑而

作《白马王彪(并序)》，描写大量萧条凄凉的意象，铺陈大量空廓幽深的景物，营造压抑的氛围，“奈何

念同生，一往形不归。”[2]101 表现与曹彪难舍难分。诗中曹彰暴薨的永别之痛、手足分离的无奈之情，

骨肉相疑的悲伤之感郁结于心，喷发而出，借助“乔林”一吐为快。失去自由的忧伤孤独，曹彰去世的

悲伤痛苦，兄弟分别的感伤忧思，复杂之情集于心间，曹植写归鸟飞往乔林，实在写自己想亦到“乔林”，

寻求心灵的依托和庇护。清人方东树则云：“千载读之，犹为堕泪。”[7]《赠白马王彪(并序)》写尽生

离死别之悲和难以分别之痛，情真意切。 

2.2. 好友遭难的悲愤 

曹植前期生活得意，植物意象以明艳色彩为主，如红色的丹华、朱华、绿色的叶子等，造就了他慷

慨激昂、积极乐观的诗风，辞采华丽，钟嵘《诗品》云：“魏陈思工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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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8]后期政治失意，亲人猜疑，友人遭难，他

的诗中多用悲风、苦雨、孤鸟等表达其悲伤无助。 
在风云变幻的时代和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曹植独特的身份和政治地位，给好友带去祸患。建安二

十四年，曹操借故杀了曹植亲信杨修；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称帝，曹丕杀害曹植好友丁仪，因其衷心拥

护曹植为太子，曹植身处逆境，如履薄冰，自身难保，无力搭救友人，自责愤懑，只能写诗寄意。《野

田黄雀行》和《赠丁仪》和表现对友人被害的同情和愤恨，诗中植物以“悲”为主，如“高树多悲风”、

“庭树微销落”，体现了诗歌的感伤悲愤倾向。 
《野田黄雀行》中“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2]15 树一方面渲染环境的萧瑟苍凉，另一方面隐

喻曹植因丁仪被捕入狱而悲愤、无法直接言说的悲凉心境，暗示曹丕对曹植及其友人进行的迫害，表达

自己的对曹丕残害友人的愤慨以及拯救友人的急切。梁代刘勰称此诗“格高才劲，而并长于讽谕。”[9]
丁仪被捕，曹植手无权势，但是极度想要拯救他，朱乾云：“自悲友朋在难，无力援救而作。”[10]于是

在诗中塑造一位少年侠士，少年“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2]157年利剑在掌，奋力砍掉罗网，使得

黄雀重获自由。 
王粲归附曹操，不得重用而郁郁不得志时，曹植在《赠王粲》写道“树木发春华，清池激流水。”

[2]97 用春季充满生机的“树”宽慰朋友，“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劝朋友耐心等待机遇。而在《赠

丁仪》中道：“初秋凉气发，庭树微消落。”[2]96“庭树”不再是生机盎然之貌，初秋时节天气转凉，

庭院里树叶凋零。萧瑟肃杀的秋意，奠定感伤慷慨沉郁的感情基调。“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2]96

借用景公典故委婉抒情。多日雨雪，景公披狐裘，问晏子天气怎么不冷，晏子回到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

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暗讽曹丕为帝后对自己的疏远和防范，为朋友的

无辜遭遇而愤慨。曹植遭遇悲惨，苦闷孤寂，却无法直言，借助“高树”、“庭树”等树的意象委婉达

意。 

3. 进取树——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3.1. 建功立业、立德立功的理想 

“进取树”主要表现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2]135的政治理想和“思一效筋力，糜躯以

报国”[2]166的人生抱负。建安二十五年，曹丕继位为王，杀害曹植的好友丁仪兄弟，铲除其的政治帮手；

继而立曹植为蕃王，下放蕃地，画地为牢，派遣建国使臣监视曹植的行踪，曹植失去了自由，同时失去

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建功立业的舞台。在曹丕的控制下，“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2]83 曹植宏大的

政治理想无法实现。 
曹植的《怨歌行》中写“拔树偃秋稼，天威不可干。”[2]145用“拔树”以示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忧

愤。“拔树”的意象借用周公忠心辅佐侄子周成王，反被群小诬陷，周成王心存芥蒂防范周公从而惹怒

上天，致天下连年大旱的典故，表明曹植想要辅佐魏明帝曹睿的决心和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抱负，曹睿

担心曹植争夺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力，猜忌和有意疏远曹植，不给他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控制并且监视

曹植，使其失去在政治舞台有所作为的机会，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没有实现的空间和施展的可能，用“拔

树”这一悲壮、惨烈的意象之貌，表现自己不得重用，无法施展抱负的愤郁。 
曹植在《求自试表》又说：“窃不自量，志在授命，庶立毛发之功，以报所受之恩，如微才弗试，

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奉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

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2]223曹植不是不问政治的文学才子，而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

归”的政客，想建永世之业，立德立功，但是曹睿对曹植心存猜忌，视其进取报国之志而不见。但曹植

没有放弃政治方面的追求，上书不止，《叶薤露》“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2]138表现自己的忠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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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陈审举表》：“盖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2]230建议用皇族子弟来辅

佐朝政。《求自试表》：“今臣蒙国重恩，三世于今矣。”[2]223表明自己是三朝之臣，有资格辅佐皇帝。

劝谏不停，以期望自己能得到政治上的器用。 

3.2. 幻化成仙的幻想 

曹丕父子用严苛的政策约束蕃王，“虽有王侯之号，而乃齐为匹夫县隔千里之外，无朝聘之仪，邻

国无会同之制。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又为设防辅监国之官以伺察之。”[11]在这样极其压抑的管控下，

曹植将理想内化，以想象的方式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借游仙来展现内心世界，展现理想图景，表达对

自由的渴望和理想的执着，诗人从现实的困顿约束转向内心世界的宣泄。 
《升天行》“扶桑之所出，乃在朝阳溪。中心陵苍昊，布叶盖天涯。日出登东干，既夕没西枝。愿

得纡阳辔，回日使东驰。”[2]130描写仙界神树，扶桑树硕大无比，曹植在这里驾驭日月、主宰一切、傲

岸不屈，营造极其强大的主体性和挣脱束缚的张力，表现出他强烈的建功立业意识。曹植极力夸张描绘

扶桑树的高大，实则是他现实生活中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苦闷压抑情绪的转化和释放，他将政治理想寄

托在不衰不败的扶桑树上，表现他虽被打压但始终昂扬不屈、执着追求的政治理想。 
《仙人篇》诗中写道：“玉树扶道生，白虎夹门枢。”[2]131仙界的“玉树”生长在帝仙紫薇宫的门

前，神采灵动，生机无限，作者只能远远看着“玉树”摇曳生资，却无法靠近，隐喻自己被时局所困无

法施展手脚，不能救国救民，难以开辟盛世，治世之志不能实现，借助“玉树”继而抒发“不见轩辕氏，

乘龙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袁与尔长相须。”[2]131的感慨，曹植自由受到限制，无异于囚徒，内心世界

的压抑无法排解，只能借助幻想，他想象自己成为黄帝，骑龙飞上九天云霄驰骋天际，将自己的政治理

想和人生抱负幻化在仙界。 
曹植的诗歌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表现政治理想的高扬和乐观进

取的精神，后期多表现骨肉分离和好友遭难的感伤，理想无法实现的愁苦，虽然前期和后期诗风不同，

但是思想上保持内在的一致性，都表现出渴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可惜曹植始终没有找到施展抱负的

政治舞台。 

4. 忧患树——日月不恒处，人生忽如寄 

4.1. 时光易逝的无奈 

魏晋时期，诗人普遍具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和追求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然而政治动荡，

社会黑暗，灾害频发，时光易逝，人生短暂，诗人功业未成，但是华发已生。曹植在诗中频频感慨时光

易逝。“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2]95、“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2]136 感慨夕阳西下，时光

流逝；“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2]100“俯仰五岳间，人生如寄居。”[2]101 感慨岁月匆匆，人亦老

去，“寿同金石，永世难老。”[2]162、“同寿东父年，旷代永长生。”[2]164 追求与天同存，与地共生，

长生不老。 
曹植将树的意象与时光易逝联系起来，表现他的生命意识以及对历史的思考。《桂之树行》“桂之

树，桂之树，桂生一何丽佳。扬朱华而翠叶，何芳布天涯。”[2]159 桂树之貌，进而写“要道甚省不烦，

淡泊无为自然。乘蹻万里之外，去留随意所欲存。”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这种对生死存亡的

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

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12]时光易逝，岁月无情，曹植困顿无奈，转而追求“淡

泊、无为、自然”，这正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曹植后期开始服膺庄子学说，借助庄子天人合一境界以获

得心灵的解脱。曾经昂扬向上、春风得意的少年，现在内心无限失落、痛苦无助，他用归隐、淡泊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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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不断安慰自己。 
曹植不仅在诗中抒发时光感慨，他的赋也有所体现，如《离思赋》中的“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

鸟喜。”[2]9《槐赋》“羡良木之华丽，爰获贵於至尊。[2]69后期受到曹丕父子的猜忌和迫害，慷慨豪壮

的进取心遭到打击，内心转而向道家求助，以浇灭内心的激情和愤怒。《九愁赋》“愁戚戚其无为，游

绿林而逍遥。”[2]19努力寻找宁静、回归自然，《幽思赋》“观跃鱼于南沼，聆鸣鹤于北林。”[2]5对清

风叹息，排解余悲，《愁霖赋》“攀扶桑而仰观兮，假九日于天皇。”[2]18借攀登扶桑树，寻找方向。 

4.2. 天命无常的惶恐 

政治同僚被杀，自身境遇跌落，六易封号，三次迁都，徒增生活苦痛，让曹植产生飘泊无定之感。

他深知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内心忧惧不安，惶恐之态在其诗文中逐渐显现，“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

尘。”[2]138、“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2]150都流露出人生飘忽不定，难以把握的无奈。《苦思行》：

“绿萝缘玉树，光曜粲相晖。”[2]149用“玉树”表达自己的生命意识，用游仙的方式委婉的表达了曹植

在屡遭迫害、忧愤郁结于胸后的心态，并以幻想的形式，表达他绝望中残存的些许企望。曹植先后被父

亲先亲后疏、又遭到兄长的猜忌、侄子的迫害，在曹植用游仙诗来表示自己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以及对自

由的渴求，隐隐发泄对迫害阴影的忧郁，同时借游仙来投射内心对未来未知的惶恐，诗中不仅感慨“策

杖从吾游，教我要忘言。”[2]149 
《游仙》中“东观扶桑曜，西临弱水流，北极玄天渚，南翔陟丹丘。”[2]143作者驰骋想象，在仙界

遨游，四处观看，又见“扶桑”神树。诗人化为仙人，无拘无束地在天界游观，靠所见之物进传情达意，

诉说四处漂泊，流转之苦，诗中虽未触及自身的遭际，只是精心描写游仙时所见的事物，但诗篇写自己

四处流转、观看天界四方，就愈能把自己遭受的迁徒之苦含蓄有力地表现出来，流露自己的惶恐、担忧

和无奈。 
他的赋中也流露出这种忧惧之感，《橘赋》“有朱橘之珍树，于剪火之遐乡。”[2]70“朱橘”从南

方迁至北方，无法适应而丧生，“处彼不雕，在此先零”将自已拟比橘树置移北地而“丧”、“零”，

寄寓深婉，自况不幸，感慨不能把握自已的命运；《白鹤赋》“薄幽林以屏处兮，荫重景之余光。狭单

巢于弱条兮，惧冲风之难当。”[2]56 白鹤寄居“幽林”却害怕冲风，自喻曹植处境艰难，惧惮迫害，内

心惶恐难平。《蝉赋》“在盛阳之仲夏兮，始游豫乎芳林。”[2]57“芳林”没有使蝉安心而居，而是“恐

余身之惊骇兮”和“气怛而薄躯”暗喻曹植处境困顿，内心焦灼。这些萧瑟、稀疏的“树”意象传达出

曹植对时局艰难、未来难测的惶恐。 

5. 结语 

曹植在其短暂的四十余年的一生中，创作诗歌九十余首，树类意象出现多次，具有特殊的意义。他

借助“树”类的意象，或暗示亲人相疑的悲痛和友人遭难的悲愤，或表现想要建功立业政治理想和其幻

灭的无奈，或表达人生如朝露的悲凉的忧生之嗟，思想深度从前期单纯地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转向后期对

人生社会的深沉关切和深沉的忧世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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