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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啸凤凰翅，腾飞百鸟临。 

 欲浴千般火，屡屡皆重生。 

 

 

 

（2019.10） 
 

 

 

戈阳青《凤凰》诗作于 2019年 10月 8 日。2019 年 10 月《浩世微

尘·文学经典月刊》发表。同年收入《戈阳青全集》诗选（欣赏版、阅读

版、文本版）。2019 年发布珍藏版。2019 年发布明信片版。 

 

《凤凰》： 

风啸凤凰翅，腾飞众鸟临。 

欲浴千般火，屡屡皆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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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赏析释文： 

风啸中凤凰展起了翅膀，腾飞时众多的鸟也来了。那是要沐浴千般火

海啊，屡屡也都可涅磐重生哟！ 

 

编者语： 

戈阳青《凤凰》诗作于 2019 年。 

一首咏吟凤凰图腾浴火重生的绝句！ 

…… 

 

《凤凰》—— 

…… 

诗人这首《凤凰》—— 

作于 2019年 10 月，是一首咏吟凤凰图腾、浴火重生的诗篇！ 

凤凰——亦作“凤皇”，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

的叫“凰”，总称为凤凰。亦称为丹鸟、火鸟、鶤鸡、威凤等。“风啸凤

凰翅，腾飞百鸟临……”常用来象征祥瑞，凤凰齐飞，是吉祥和谐的象

征，自古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欲浴千般火，屡屡皆重生……”而“凤凰涅磐”和“浴火重

生”等，更是体现了一种凤凰精神！一种经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

获得重生，并在重生中达到升华；一种在火中重生并得到永生的不屈不挠

的凤凰精神境界与坚强意志！——亘古就有凤凰经过五百年便在烈火中焚

身，于死灰中重生的传说。 ……诗人在这首二十字的绝句里，凝练并抒怀

了凤凰在风啸中浩然展翅；腾飞时百鸟莅临之壮观景象；苍然沐浴于熊熊

烈火之中，却屡屡可涅磐重生并永生之壮丽的图腾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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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说，看啦！凤凰之—— 

“风啸凤凰翅，腾飞 

百鸟临。 欲浴千般火， 

屡屡皆重生……” 

…… 

 

诗人说—— 

 

风啸中凤凰展起了翅膀，腾飞时众多的鸟也来了： 

“风啸凤凰翅，腾飞百鸟临……” 

…… 

那是要沐浴千般火海啊，屡屡也都可涅磐重生哟！： 

“欲浴千般火，屡屡皆重生……” 

…… 

 

《凤凰》—— 

…… 

风呼啸兮，凤凰展翅…… 

腾空飞兮，百鸟莅临…… 

欲沐浴千般之火海兮，屡屡浴火重生之永恒！ 

凤凰兮！…… 

…… 

 

凤凰，却是那 

“风啸凤凰翅，腾飞众鸟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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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浴千般火，屡屡皆重生……”兮！ 

凤凰矣…… 

…… 

 

注释： 

1.凤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瑞鸟。 

凤凰，亦作“凤皇”，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

叫“凰”，总称为凤凰，亦称为丹鸟、火鸟、鶤鸡、威凤等。常用来象征

祥瑞，凤凰齐飞，是吉祥和谐的象征，自古就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凤凰和龙的形象一样，愈往后愈复杂，最初在《山海经》中的记载仅

仅是“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甚至还有食用的记

载，《大荒西经》：“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 甘露是饮。”，《证类本

草》云：“诸天国食凤卵，如此土人食鸡卵也。”，宋代凤髓被列为八珍

之一。而到最后却有了麟前鹿后，蛇头鱼尾，龙文龟背，燕颌鸡喙，成了

多种鸟兽集合而成的一种神物。 

凤凰共有五种，即五凤，《小学绀珠》卷十：“凤象者五，五色而赤

者凤；黄者鹓鶵；青者鸾；紫者鸑鷟，白者鸿鹄”。 

《淮南子》：“羽嘉生飞龙，飞龙生凤皇，凤皇生鸾鸟，鸾鸟生庶

鸟，凡羽者生于庶鸟。”认为凤凰是飞龙之子，但《大藏经》有：“羽嘉

生应龙。应龙生凤凰”，认为凤凰是应龙后裔。  

凤凰的传说——浴火重生：相传在五百年前，有一种神鸟，集香木自

焚，然后从死灰中复活，美艳非常不再死，是以，称为不死鸟，也就是凤

凰。 

2.风：一种因气压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空气流动的自然现象。“风，

八风也。”——《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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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啸：呼啸。此指自然界发出的声音，如风啸。 

“迎风啸未已，和雨落谷谷。”——唐·卢士衡《花落》。“激石泉

韵清，寄枝风啸咽。”——唐·孟郊《与二三友秋宵会话清上人院·其

一》。“万里长风啸一声，九贞须拍黄金几。”——唐·贯休《送姜道士

归南岳》。“月明木杪倚风啸，天暖花阴向阳睡。”——宋·文同《和子

平吊猿》。“苍松奋鬣倚风啸，候雁张羽粘天飞。”——宋·王炎《和许

尉小洞庭韵·其二》。“露沾寒草晚，风啸白杨秋。”——宋·司马光

《又代孙检讨作二首·其二》。“高唐晚峰欲生雨，空山啼猿风啸虎。”

——宋·田锡《晚云曲》。“雨吟猿兮风啸虎，下凫雁兮泳鲂鱮。”——

宋·张励《题张公翊清溪图》。“峄琴孤风啸，鏖棋飞电鸣。”——

宋·李彭《寄侍其云叟》。“满地松钗风啸木，隔窗渔艇月涵溪。”——

宋·陈宗远《题萧季贤雪涧轩》。“虚岩伏虎和风啸，峻壁闻猿向晚

啼。”——宋·周公弼《瑞莲桥即九曲池和王肱原韵》。“风啸凤凰翅，

腾飞百鸟临。”——戈阳青《凤凰》。 

4.翅：鸟类、昆虫身上的类似于植物分枝的部分，对本体有支撑作

用。也通常指鸟类等动物的飞行器官，通称翅膀。 

5.腾飞：急速地升腾、飞翔。 

6.百鸟：各种禽鸟，众多的鸟。“凤凰朝百鸟，鸱鸦亦来群。”——

宋·王令《别张粤南夫温子坚元白满执中子权黄冀端微》。“凤凰孤鸣得

天律，百鸟束喙不敢啼。”——宋·王庭圭《和欧阳叔向寺丞韵酬刘渐

父》。“尝闻凤凰百鸟君，丹穴万里谁能言。”——宋·李觏《闻训

狐》。“二子双凤凰，百鸟之嘉瑞。”——宋·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

圣俞》。“百鸟听徘徊，忽如来凤凰。”——宋·曾巩《读书（亦云辛卯

岁读书）》。“风啸凤凰翅，腾飞百鸟临。”——戈阳青《凤凰》。 

7.临：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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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欲：欲望，想要，希望，将要。 

9.浴：沐浴，沉浸。 

10.千般：多种多样，各种。 

11.火：物质燃烧时所发出的光和焰。此指火海。 

“朱火飏烟雾。博山吐微香。”——汉·两汉乐府《古歌》。“越炎

火兮万里，过万首兮㠜㠜。”——汉·王褒《九怀·其八·陶壅》。“观

天火之炎炀兮，听大壑之波声。”——汉·东方朔《七谏·其五·自

悲》。“枉玉衡于炎火兮，委两馆于咸唐。”——汉·刘向《九叹·其

九·远游》。“横厉纠纷，群妖竞逐。火燎神州，洪流华域。”——魏

晋·刘琨《答卢谌诗》。“飞鸟相随翔。是时鹑火中，”——魏晋·阮籍

《咏怀·其二十》。“大火流坤维，白日驰西陆。”——魏晋·张协《杂

诗十首·其二》。“招摇东北指，大火西南升。”——魏晋·陆机《梁甫

吟》。“朝日夕月竟何取，投岩赴火空捐生。”——南北朝·王融《回向

门诗》。“大道常不验，金火每如斯。”——南北朝·江淹《效阮公诗十

五首·其四》。“香盖法云起，花灯慧火明。”——南北朝·何处士《通

士人篇》。“闻弦鸟自落，望火兽空惊。”——南北朝·庾信《伏闻游猎

诗》。“何意冲飙激，烈火纵炎烟。”——南北朝·谢灵运《还旧园作见

颜范二中书诗》。“禀火自高明，毓金挺刚克。”——南北朝·谢朓《黄

帝·其一》。“赤阪横西阻，火山赫南威。”——南北朝·鲍照《代苦热

行》。“欲浴千般火，屡屡皆重生。”——戈阳青《凤凰》。 

12.屡屡：屡次，一次又一次地。 

13.皆：都。 

14.重生：再生，复活。 

“溪鸟寒来浴，汀兰暖重生。”——唐·王贞白《钓台》。“本是忘

忧物，今夕重生忧。”——唐·韦应物《对萱草》。“一泊沙来一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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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浪灭一重生。”——唐·白居易《杂曲歌辞·其一·浪淘沙》。“霞

衣霞锦千般状，云峰云岫百重生。”——唐·李显《石淙》。“凿池泉自

出，开径草重生。”——唐·鱼玄机《题任处士刱资福寺》。“欲浴千般

火，屡屡皆重生。”——戈阳青《凤凰》。 

…… 

 

《凤凰》—— 

…… 

风啸中凤凰展起了翅膀， 

腾飞时众多的鸟也来了， 

那是要沐浴千般火海啊， 

屡屡也都可涅磐重生哟！…… 

…… 

 

“风啸凤凰翅，腾飞百鸟临。 

欲浴千般火，屡屡皆重生。” 

——《凤凰》 

…… 

 

（2023 年 1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