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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works are usually filled with sadness and melan-
choly, and in the view of Chinese literati, autumn signifies separation and 
remoteness; however, 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literature, autumn symbolizes 
harvest, romance and delight. This paper takes 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from Ma Zhiyuan and To Autumn from John Keats as examples to analyze the 
different feelings of “autumn” by eastern and western poets. Then, it explores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to enhance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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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秋思》与《秋颂》 

自古以来，中国诗人、词人就对秋天赋予了离别和悲伤的色彩，在众多

诗词曲赋中，尤以元曲作家马致远创作的《天净沙·秋思》而著名。《秋思》

语言凝练、意象饱满，一幅幅寂寥的画面正如秋天的夕阳一般，悄无声息地、

层次渐进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曲状元”马致远的这首元曲用最自然的笔调，

描写出了一幅落日夕阳下，一棵老树、一曲流水、一盏西风的冷落、孤寂之

景，以简洁凝练的语言，通过对郊外夕阳西下一景的描绘，刻画了旅人漂泊

在外的悲伤心境。诗词的创作无疑与作者当时的环境和心境息息相关，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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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马致远十分渴望建功立业，为国家做出一番贡献，然而，元朝统治者

实行民族高压政策，再加之环境的打压和局限，马致远一直未能施展抱负。

漂泊无定的生活让他郁郁寡欢，无处施展的才华令他内心愤懑。于是，在羁

旅途中，他写下了这首《天净沙·秋思》。诗词可言情、可歌志，因此在马

致远的眼中，这寂寥的秋天始终是暗淡阴沉的，正如那落下的夕阳。 
与马致远不同，济慈作为浪漫主义诗人，对于色彩、景物有着极强的感

知力，非常善于刻画事物的缤纷之景。To Autumn (《秋颂》)里的秋日之景

先从秋高气爽的秋日之晨到收获满满、芳香四溢的秋日之午后，再到田野中

生机勃勃的各种秋日小动物，无一不是活力、阳光、希望的体现。《秋颂》

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描写了秋天饱满的阳光，以及秋天蕴含的累累

硕果。在济慈的眼中，秋是可爱美好的。然而，这是济慈创作生涯中最后一

首颂诗，济慈创作这首诗时，正值生病期间，但他却将这次庭院秋景之旅看

作是一场阳光洗礼的盛宴。西方诗学中的“真”更多指向外在物象的真实表

述，华兹华斯也强调指出“一切好诗都是强烈自然情感的自然流露”(彭体春，

2004：149) [1]。济慈正是通过歌颂秋天，抒发了个人对秋之阳光、温暖、丰

硕的喜爱之情。 

2. 《天净沙·秋思》与《秋颂》中“秋”的意象对比 

在《秋思》中，马致远仿佛一位讲故事的人，在娓娓道来。景象一一递

进，动静结合，意象一一对立，相辅相成，读起来十分有韵律，一幅寂寥秋

日遐想图映入读者眼帘。清朝国学大师王国维称其为：“寥寥数语，深得唐

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王国维，1998：16) [2]这首

元曲在今日仍被视为著名的悲秋之作。曲中的十个意象：枯藤、老树、乌鸦、

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无不在展示着孤寂的秋日，

这些意象都从侧面描写着秋天的悲凉、伤感。曲的第一句中的意象各有一个

形容词：枯、老、昏，而这三个形容词在中国文化里都是衰败、没落的表现，

其中，因为乌鸦通体漆黑，且叫声尖锐刺耳，所以很多地方的人们把乌鸦看

作是不详之物和不吉利的象征。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乌鸦意象往往是一

种败亡的象征，如“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梁园日暮乱飞鸦”(冯静，

2002：101) [3]。第二句看似一幅温馨的家庭环境，其实正是与前一句的凄凉

做出对比，反衬出了作者的孤单。一悲一喜，一凉一暖，更是能突出作者内

心的痛苦。第三句先是描写地点：在一条古道上，接着描写环境：西风迎面

吹着，然后是“人物”：一匹孱弱、瘦小的马载着作者，这一句将作者一人

凄凉憔悴的背影描写的淋漓尽致，尤其是一“瘦”字更是体现了作者的悲惨

心境和经历不是一时的，而是长久的，因此才把马都累瘦了、饿瘦了。最后

一句，作者抛弃了侧面描写，直奔主题，太阳都要落下了，这位断肠人却仍

在孤单地漂泊，不知何处是归宿，何处是家园，更不知令人伤感的秋季什么

时候结束，但是秋季结束，来到却仍是更加寒苦的冬天，一首《秋思》把作

者的愁苦悲凉、希望渺茫体现得酣畅淋漓。 
反观济慈的《秋颂》，在这首诗中，诗人着眼于秋实、秋色、秋味、秋

收、秋声，借助多种修辞手法，用细致生动的笔触、舒缓优美的语言描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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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秋天的画卷(容楠，2016：40) [4]。在第一节中，济慈将秋天描写成“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在作者的眼中，

秋天的丰收的季节，是硕果累累的季节，在秋天的阳光照耀下，葡萄、苹果、

榛子都圆鼓鼓的，每一颗都是清香可口的果实，每一颗都是丰富的收获。诗

人不仅看到了，也闻到了，听到了。诗人说果核是“sweet kernel”，是甜蜜

蜜的，并且在第二节中，当诗人畅想到远方的打麦场上时，他醉倒在了一片

罂粟花香中，也让读者感受到了秋天味道带来的心旷神怡。第三节中，诗人

着眼于听觉描写，无论是小飞虫忽上忽下的嗡嗡声，还是远处羊群的咩咩声，

又或者是在歌唱的蟋蟀、叽喳的鸟儿、空中呢喃的燕子，这些声音都是美好

的象征，都是生命活力的展现。在这首诗中，诗人虽然没有用具体的颜色描

写秋天，但是从“maturing sun”(成熟的太阳)，“warm days”(温暖的日子)，
“rosy hue”(胭红)中也不难发现，这个秋天是阳光普照的，是温暖宜人的，

更是充满希望的。 

3. 东西方“秋”之意象差异产生的原因 

3.1. 创作背景不同 

诗歌都是作者有感而发，所处的环境不同，也就带来了不同的心境。虽

然都是同样的秋季，马致远和济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秋之感受，前者认为秋

天是孤独寂寥的，而后者则认为秋天是阳光、充满希望的，而产生这种差异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两位作者所处的创作背景不同。马致远一生渴望实现内心

报复，报效国家，然而，身处元蒙统治下，广大知识分子穷困潦倒，流离失

所，马致远也不能幸免，因此，他一直未能得志。从马致远的号——东篱(效
仿陶渊明之志)中也不难看出他因无法施展内心抱负的无奈，因此只能退居田

园生活。而《秋思》这首诗也是在羁旅途中有感而发，因此，这时的秋就被

马致远赋予了悲伤凄凉的色彩，这时的秋也正如他的内心，正如他的人生经

历，一步一步走向衰败，一步一步走向无可奈何，他就是夕阳下面的那位断

肠人，身处天涯，无处可定居，因此这里的秋就是悲剧的色彩。 
济慈于 1819 年 9 月创作了《秋颂》，彼时的济慈身患肺结核，身体健康

状况越来越差，因此他格外珍惜生活的每一秒，渴望享受自然。于是，他出

门，漫步于田野之间，感受自然的气息，闻到了清新的空气，看到了秋天的

硕果累累，听见了动物的叫声，也感受到了秋天阳光所带来的温暖。诗的第

二节也表达了他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因为肺结核感染率极高，他只能将自己

隔离起来，对爱人的思念是伤感的，但是窗外的秋景令他忘却了这份痛苦，

他将无尽的思念之情融入到了对秋天的畅想当中，每一句诗都有爱的体现。

另外，当时国外尝试用“自然情感”去取代在西方诗学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

“理性情感”，济慈对秋天自然景物的真切感受，对秋景赞美的自然抒发也

是这种真情实感表达的真谛，因此他眼中的秋天就充满了希望。 

3.2. 地理位置不同 

中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跨度大，东临海洋，整体向海洋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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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内地易受到来自于海洋上的湿润气流，从而形成降雨。中国气候多样，

主要以季风气候为主，夏季多降雨，秋冬则干燥少雨。寒冷干燥的秋冬季节

再遇上干涸少雨的时期，不免让人们心生落寞，内心有所失望。中国诗词中

常常夸赞雨水的重要性。“好雨知时节……”，“天街小雨润如酥……”，

这些诗词都体现了古人对雨水的看重。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中，“雨水”(每
年的正月十五前后)这一节气位列第二，预示着寒冷即将过去，万物将复苏，

迎来新一年的生机，也宣告着春天的到来。因此，“春”在古人眼中便象征

着复苏、喜乐、生气，而干旱少雨的秋季，自然很少为人们所喜爱。同时，

秋冬季节又受到冬季风的影响，中国大陆内部经常刮西北风，西北风凛冽、

刺骨，十分恼人，不似春风和煦，夏风温暖，秋冬季的西北风风声大、声音

呜咽，吹得树枝乱颤，灰尘四扬，即使在现在，中国人也不喜欢西北风带来

的萧瑟、凄凉之感。所以，提到秋季，中方人们的思维会不自禁地想到“北

风吹、雪花飘、树木枯黄凋零、草木落败”的意象，人们也不免触景生情，

感到悲伤和孤独。 
而英国气候受温和的温带海洋性气候的影响，再加上西风和暖流，多降

水且气候潮湿。但是，英国的西风却与中国的西北风不相同，英国的西风自

大西洋而来，温暖且潮湿，为英国带来丰富的雨水滋润。而在英国的春秋季

节，吹来的气流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寒冷且干燥。因此，英国人对秋

季的西风反而钟爱有加，正是由于西风所带来的独特气候差异，英国人将秋

季视为阳光、温暖、活泼的季节，也正如济慈在《秋颂》中所赋予诗词朝气

蓬勃、阳光向上的积极意象，“洋溢、圆熟、徐徐、歌唱”正与《秋思》中

“西下、瘦马、断肠人”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幅独特的田园秋日风光图让

读者感受到温暖、阳光。一片生机勃勃的美好画面呈现在面前，让人们也不

禁充满对生活的希望。 

3.3. 神话、传说影响下的文化背景差异 

《山海经·西山经》曰：“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

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王斐，2014：69) [5]司天之厉、五残象征着黯淡

与凄凉。正如此时，万物肃杀，草木枯凌，树木凋谢。秋季来临之时，居住

在西方玉山的太阴神西王母就开始行使刑杀之能，惩戒万物，使万物渐衰(苑
萌萌，2015：10) [6]。在东方传统思维里，人们将春夏秋冬四季看作是一个

轮回，而春夏即象征着生命的初始，代表着生机与未来，到了秋天，万物开

始衰败、凋零、颓废，人们不免开始有“悲秋”之感，因此将秋季视为生命

轮回之力式微，面对白昼逐渐变短，无尽的黑夜开始慢慢变长，人们的情绪

不免低落，活力不免锐减。又如《月令》载曰：“孟秋之月，……凉风至，

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用始行戮。”(杨天宇，2005：197) [7]从气候到

动植物的变化，全都表明了秋天对中方古人们来说，是一个悲凉、寒冷的季

节，人们的感情也因此感到落寞。 
作为西方文学源泉的古希腊神话故事为西方诗人提供了不少创作素材来

源。古希腊神话故事里的众神性格各异，处事风格各不相同，也象征着不同

的意义。女神在希腊神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除了极具魅力之外，希腊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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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司之职也不相同。作为时序三女神荷赖(Horae)之一的厄瑞涅(Eirene)既是和

平女神，也象征着西方的“秋季”。厄瑞涅(Eirene)代表和平与财富，象征着

秋之丰收与祝福。希腊神话主张西方人民奋斗、追求，女神的形象因此也象

征着美好与阳光，因此，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西方人认为秋天就是丰收、

硕果累累的季节。正如女神能够带来希望，西方人对于秋季，也正如济慈在

《秋颂》中所描写的那样，景色优美，果实满满，芳香四溢，天高地阔，心

情舒畅。此外，希腊神话中象征着农林女神的德墨忒尔也为西方人民带来了

关于秋天的憧憬和希望。正是由于西方对希腊神话中女神形象的赞扬与崇拜，

从而影响到人们接受、认知事物的行为和方式。正如同样的秋天，在西方人

看来，是神圣、喜悦的，是让人舒适、沉浸的。 

4. 总结 

通过对《天净沙·秋思》和《秋颂》这两首诗的探析，我们可以看出在

不同的背景、地理及文化条件下，作者们对同样的季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感

受。“文化语境为文学接受提供了条件，文学接受又反过来作用于文化语境，

拓宽、深化了文化语境，为文学接受创造了新的更有益的文化语境，如此循

环往复，使不同的文化交流、借鉴得到不断深化”(董洪川，2001：29) [8]。
一个民族文化底蕴、思想品格的造就和形成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底蕴息息相

关。秋天，在东方人的眼中是寂寥的，但在西方眼中，是丰收、喜悦的，这

是由于中西方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也更是由于两个民族深层的文化来源不

同，所以才产生了文化差异。而只有理解文化差异，实现跨文化交流，才能

促进思想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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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Abstract and Keywords in Chinese 

“思”与“颂”——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和济慈的《秋颂》

看中西方对“秋”的思维差异 

摘要：“自古逢秋悲寂寥”，中国传统诗词歌赋中对于秋天的描写大多充满

了感伤、哀愁，秋风瑟瑟的季节在中国文人的眼中是离别、归去之意；然而

在西方文化语境下，秋天与分离无关，意味着丰收与浪漫。本文以马致远的

《天净沙·秋思》和英国诗人济慈的《秋颂》为例，比较在思维差异下，中

西方对“秋”这一意象的理解，探究产生差异的原因，促进跨文化交流。 

关键词：《天净沙·秋思》，《秋颂》，跨文化交际 

附录2. 天净沙·秋思 

天净沙·秋思 
马致远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附录3. 秋颂 

To Autumn 秋颂 

John Keats 查良铮译 

I. 1. 

Season of mists and mellow fruitfulness, 雾气洋溢，果实圆熟的秋， 

Close bosom-friend of the maturing sun; 你和成熟的太阳成为友伴； 

Conspiring with him how to load and bless 你们密谋用累累的珠球， 

With fruit the vines that round the thatch-eves run; 缀满茅檐下的葡萄藤蔓； 

To bend with apples the moss’d cottage-trees, 使屋前的老树背负着苹果， 

And fill all fruit with ripeness to the core; 让熟味透进果实的心中， 

To swell the gourd, and plump the hazel shells 使葫芦胀大，鼓起了榛子壳， 

With a sweet kernel; to set budding more, 好塞进甜核；又为了蜜蜂 

And still more, later flowers for the bees, 一次一次开放过迟的花朵， 

Until they think warm days will never cease, 使它们以为日子将永远暖和， 

For Summer has o’er-brimm’d their clammy cells. 因为夏季早填满它们黏巢。 

II. 2. 

Who hath not seen thee oft amid thy store? 谁不经常看见你伴着谷仓？ 

Sometimes whoever seeks abroad may find 在田野里也可以把你找到， 

https://doi.org/10.4236/oalib.1108728


X. H. Gao 
 

 

DOI: 10.4236/oalib.1108728 7 Open Access Library Journal 
 

Continued 

Thee sitting careless on a granary floor, 你有时随意坐在打麦场上， 

Thy hair soft-lifted by the winnowing wind; 让发丝随着簸谷的风轻飘； 

Or on a half-reap’d furrow sound asleep, 有时候，为罂粟花香所沉迷， 

Drows’d with the fume of poppies, while thy hook 你倒卧在收割一半的田垄， 

Spares the next swath and all its twined flowers 让镰刀歇在下一畦的花旁； 

And sometimes like a gleaner thou dost keep 或者，像拾穗人越过小溪， 

Steady thy laden head across a brook; 你昂首背着谷袋，投下倒影， 

Or by a cyder-press, with patient look, 或者就在榨果架下坐几点钟， 

Thou watchest the last oozings hours by hours. 你耐心地瞧着徐徐滴下的酒浆 

III. 3. 

Where are the songs of Spring? Ay, where are they? 啊，春日的歌哪里去了？但不要 

Think not of them, thou hast thy music too, 想这些吧，你也有你的音乐—— 

While barred clouds bloom the soft-dying day, 当波状的云把将逝的一天映照， 

And touch the stubble plains with rosy hue; 以胭红抹上残梗散碎的田野， 

Then in a wailful choir the small gnats mourn 这时啊，河柳下的一群小飞虫 

Among the river sallows, borne aloft 就同奏哀音，它们忽而飞高， 

Or sinking as the light wind lives or dies; 忽而下落，随着微风的起灭； 

And full-grown lambs loud bleat from hilly bourn; 而群羊在山圈里高声默默咩叫； 

Hedge-crickets sing; and now with treble soft 篱下的蟋蟀在歌唱，在园中 

The red-breast whistles from a garden-croft; 红胸的知更鸟就群起呼哨； 

And gathering swallows twitter in the skies. 丛飞的燕子在天空呢喃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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