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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编齐终南
,

撇洞掇可掇
。 ”

这是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初冬
,

杜甫由长

安回奉先途中
,

预感浩劫巨祸即将爆发而发

出的深深忧叹
。

诗人的忧叹是 有现 实 根 据

的
。

果然十一月安禄山以十五万人 反 于 范

阳
,

十二月
,

攻 占东都洛阳
,
天宝十五载正

月
,

安禄山在洛阳自称
“

大燕皇帝
” ,

六月

九 日破唐渲关二十万守军
,
大兵迫临京都长

安城下
,

唐王朝处在岌岌可危之中
。

此时
,

一惯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惊魂落魄
,

仓 皇 出

逃 , 太子李亨窜至灵武
,

再至彭原
、

凤翔
,

即位改元
,

是为肃宗
,

维系着唐王朝游丝般

的命运
。

在这
“

地轴为之翻
,

百川 皆乱流
”

( 《晦 日寻崔歇李封 》 ) 的危亡时代
,

杜甫

ííííèVèíííí穿èííííííèíííííí

立即奔赴国难
,

投身到平叛的行列中去
。

奔赴凤翔
,

就是最突出的说明
。

杜甫不仅以自己的

精诚
,

欲拯国家之危
,

扫妖氛之害
,

而且还唱出一首首昂扬愤激的宣传平叛
、

鼓吹收复的战

歌
,

从而划出了他诗歌创作的新时期
。

“

麻鞋见天子
,

衣袖露两肘
”

安禄山
、

史思明是有少数民族血统的边疆大臣
,

其部将多为居住在 当时中国北方境内的

少数民族首领担任
,

安禄山
、

史思明的谋反又利用了唐王朝对少数 民族的某些歧视政策所造

成的民族矛盾
, 安史之乱所带给整个社会的灾难

,

超出了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范

围
。

长达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
,

既是地方对中央政权的反叛
,

也是对多民族统一 国家 的 背

叛
。

从此
,

不仅煊赫一时的唐王朝一撅不 振
,

整个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
,

而月
.

把广大人

民推入到水深火热之中
。

安史之乱初期
,

社甫为了家眷免于兵癸
,

曾由长安回奉先一次
。

在逃难的人流中
,

杜
一

甫

由于奔波的疲惫陷于蓬篙几乎丧生
。

行至彭衙境内
,

粮食断绝了
,

又碰上半月雷雨
,

杜甫全

家
“

有时经契阔
,

竞 日数里间
。

野果充猴粮
,

卑枝成屋椽
。 ”

( 《彭衙行 》 ) 但是杜甫没有

为安史之乱带来的灾难所惊倒
,

也没有为家春暂时安置在羌村所取得的安逸所羁绊
。

他听到

李亨即位灵武的消息
,

便踏上了去 灵武的征途
。

在去灵武的路上
,

杜甫不幸为安禄山的部队俘获
,

并被押送到长安
。

杜甫看到长安到处

布满了安禄山的部队
,

充斥着醉后的狂歌
,

昔日繁华富贵的景象荡然无存
。 “

江头宫殿锁干

门
,

细柳新蒲为谁绿 ?
”

( 《哀江头 》 )
“

金鞭折断九马死
,

骨 肉不得同驰驱
。 ”

曲江头一

片荒凉
,
弃舍下的皇子王孙多被杀戮

,

幸存者
“

已经百月窜荆棘
,

身上无有完肌肤
。 ” “

间

之不肯道姓名
,

但道困苦乞为奴
。 ”

( 《哀王孙 》 ) 杜甫厕身于沦陷的长安
,

尽管
“

挺节无

所污
”

( 《新唐书
·

艺苑本传 》 )
,

但是陷落贼手的难言之苦
,

是无法排解的
。

他时而跑到

曲江岸边
,

徘徊排测
,

忍泣吞声
,

甚至爱屋及 鸟
,

在怀念远去的吉六宗的同时
,

对于 自己一



向深恶痛绝的杨贵妃被
“
赐

”

自隘
,

也产生了同情
。

但杜甫更多的是注目着平叛的战局
。

他

为收复的喜讯而喜
,

为平叛的失利而悲
。

唐肃宗至德元年 (公元七五六年 ) 十月
,

宰相房棺

自请讨贼
,

结果大败
。 “

孟冬十郡良家子
,

血作陈 陶泽中水
。

野旷天清无战声
,

四万义军同

日死
。 ”

杜甫沉痛地哀
t

库战死的将士
。

但他又希望平叛队伍不要为一时的挫败而丧失信心
:

“

都人迥面向北啼
,

日夜更望官军至
。 ”

( 《悲陈陶》 ) 他还总结这次失利的教习!!
: “

焉得

附书与我军
,

忍待 明年莫仓卒
。 ”

( 《悲青坂 》 ) 杜甫看到
,

由于集结西睡边疆部队东向讨

贼
,

边疆空虚
,

芦子关成了扼守的咽喉要道
。

他惟恐安史叛军乘虚而入
,

直捣凤翔
,

动摇了

平叛的大本营
,

于是焦急地说
: “

焉得一万人
,

疾驱塞芦子?
”

( 《塞芦子 》 )

唐肃宗至德二载 (公元七五七年 ) 正月
,

安禄山被他儿子安庆绪杀死
,

唐肃宗由彭原迁

至凤翔
,

平叛战争由被动转向主动
,

给杜甫增添了信心和力量
。

他决心逃出长 安
,

奔 向 凤

翔
。 “

麻鞋见天子
,

衣袖露两肘
。 ”

( 《述怀 》 ) 杜甫到达凤翔后
,

晋见了唐肃宗
,

肃宗授

予他左拾遗的官职
,

职责是供奉皇帝
,

谏诊时政得失
,

推荐贤 良
。

杜甫忠于职守
,

力图为国家
、

社会做出贡献
,

但却不自觉地陷入 了一次统治阶级的内部

斗争
,

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增添了坎坷
、

风险
。

唐玄宗与唐肃宗在帝位 问题上有尖锐的矛盾
。

唐玄宗逃至四川
,

并没有立即退位的意思
,

他听从房馆的建议
,

只让太子李亨充当天下兵马

元帅
,

又命李琦
、

李琪
、

李磷就地起兵
,

抗击安史之乱
。

太子李亨于 灵武抢先称帝
,

造成既

成事实
,

迫使唐玄宗封他为新皇帝
。

唐肃宗表面尊重元老重臣
,

任命房馆为宰相
,

其实同他

隔阂很深
。

陈 陶失败
,

唐肃宗欲重治房珍
,

因李泌调停
,

方得幸免
。

房珍自知君臣不协
,

凡

事取消极态度
。

唐肃宗再借房馆琴工董庭兰收贿之事处治房馆
。

杜甫身任谏官
,

又与房馆是

布衣之交
,

出来为房珍洗污辩诬
,

同唐肃宗发生激烈争吵
。

肃宗要把杜甫投入监狱
,

因张镐

为他讲情
,

才使他无罪获释
。

这次斗争给杜甫带来很大不利
。

收复长安后
,

跟随唐肃宗的许多人加官进爵
,

杜甫却原

位不动
。

面对这种处境
,

杜甫从政不能不十分小心谨滇
。 “

避人焚谏草
,

骑马 欲 鸡 栖
。 ”

( 《晚宿左省》 ) 还说到
“
明朝有封事

,

数间夜如何 ? ”
( 《春宿左省》 ) 透露了他的紧张

心情
。

即使如此
,

杜甫也未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

唐肃宗乾元 (公元七五八年 ) 初
,

杜甫被踢

出朝廷
,

贬到华阴任司功参军
。

离开朝廷
,

失去
“

致君
”
的机会

, “

再使风俗淳
”

的理想更加渺茫
。

当他从金光门出发

赴华州时
,

回想昔 日追逐唐肃宗的情形
,

写诗云
:

此道昔归顺
,

西 郊胡正烦
。

至令犹破胆
,

应有未招魂
。

近侍归京 邑
,

移官岂至 尊
。

无 才日衰老
,

驻 马望千门
。

—
《至德二载甫 自金光门 出间道 归风翔 ; 乾

元初
,

从左拾遗移华州株
,

与亲故 别
,

因

出此门
,

有悲往事》

一腔悲愤之情
,

呼之欲出
。

但这一重大的政治转变
,

却使杜甫冲破了狭窄的宫廷生活
,

更加

深入地接触到广阔的社会现实
。

他在华州任职期间
,

能从当时国计 民生出发
,

册问进士
;
代

别人写了 《进灭残寇形势图》 ,

提出了平叛的很好建议
。

尤其是在从华州回洛阳探家
,

看到



安史占领区所造成的严重破坏
,

也看到了唐王朝借平叛强加给人民的灾难
,

不仅写出了一系

列光辉的现实主义诗篇
,

而且促使他的政治理想有了新的发展
。

“

乾坤含疮咦
,

忧虞何时毕
”

从天宝十四载杜甫授右卫 宵曹率府参军到弃华州司功参军
,

整整五年的时间
。

这是整个

国家
、

社会
、

民放惨遭蹂脯践踏的阶段
。

社甫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
,

坚持
“
致君尧舜上

,

再使风俗淳
”
的政治理想

,

不仅为平叛安史之乱输献了 自己的精诚
,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
,

他

能站在时代的顶端
,

提出应该注意已经或即要萌起的新的社会问题
。

杜甫在长安时期深刻揭露的社会危机
,

首先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战争的爆发
,

而是统治

阶级内部地方对中央反叛战争的爆发
。

但是阶级矛盾的激化
,

却是统治阶级内部战争爆发的

大背景
。

安史之乱爆发了
,

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转化为全民族对反叛祖国势力的斗争
。

但是

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没有消失
,

却在继续发展
,

甚而表现得相 当尖锐
。

在

安史之乱中
,

人民遭受着安史叛军的杀戮
、

掠夺
、

践踏
,

人 民为平息安史之乱作 出了巨大的

贡献和牺牲
。

可是唐王朝统治者根本不顾人民的死活
,

反而借安史之乱对人 民横加迫清
、

摧

残
,

其中突出的是拉丁和催租
。

由于视野限制
,

此时杜甫尚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催租所激起

来的阶级义愤
,

但 对于唐王朝不合理的兵役制度所造成的严重阶级对立
,

却了如指掌
。

杜甫

激励人民抗战的同时
,

没有回避这一问题
,

而是把掩饰在平叛旗帜下的阶级斗争现象深刻揭

露出来
。

《石壕吏 》 就是杜甫这方面的代表作
。

唐肃宗借平叛之机抢先占据帝位
,

实际是一个一心营求巩固个人统治地位的平庸之辈
。

乾元二载 (公元七五九年 ) 三 月
,

九节度使回攻邺城
, “

不置元 帅
,

但以宦官开封府仪同三

司鱼朝 恩为观军容宣慰节度使
” 。

鱼朝恩声名狼籍
,

又不懂军事
,

致使六十万大军溃散
,

收

复不久的洛阳岌岌可危
,

京都长安为之震动
。

唐王朝统治阶级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

却把战争

失败的灾难转嫁到人民身上
,

通过拉丁把人民投入战争的血海
。

唐王朝征兵无度
,

抓兵对象

不限于青壮年
,

即使 白发苍苍的老人也难 以幸免
。 《石壕吏 》 就深刻地反映了这一现实

。

安史之乱爆发前
,

杜甫在长安写了 《兵车行 》
、

《前出塞 》 等著名的反战诗篇
。

安史之

乱一爆发
,

杜甫对破坏国家统一的反叛战争
,

立即表示了鲜 明的态度
。

人民对于安史之乱的

态度也是十分明朗的
。

《新婚 别》 中的新婚妇女形象
,

就是人 民对安史之乱态度的 艺 木 写

照
。

尽管新妇傍晚才姿到婆家
,

丈夫第二天早晨就得踏上征程
,

心中许多哀痛和难言之苦
,

并预料到丈夫此去凶多吉少
,

可是新妇却置之度外
,

以家国为重
,

鼓励丈夫道
: “

勿为新婚

念
,

努力事戎行
。 ”

还坚定地表示
: “

人事多错鲜
,

与君永相望
。 ”

何等的英烈
,

坚强 ! 杜

甫看到人民是支持平版战争的
,

但平叛掩盖下对于人 民的压迫
,

不仅会影响平叛 战争 的 进

行
,

甚而会导致阶级与阶级之间战争的爆发
,

在唐王朝统治阶级宝座下掀起狂波巨澜
。

杜甫

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
,

把这种严重的阶级对立现象揭示出来
,

以警告统治者
。

安史之乱
,

是从北部边疆浸漫到中原地区的祸患
。

但是唐王朝安史之乱
,

不是主要依据

官军和人民
,

而是借助回绝民族上层统治者
。

回绝
,

是居住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
,

在

维护国家统一
、

民族团结的平叛战争中
,

做 出了应有的贡献
。

但 回绝上层统治者所以 参加这

次战争
,

是 由于唐肃宗
“

克城之日
,

土地士庶归唐
,

金 帛女子归 回绝
”

的屈辱许诺
。

杜甫认



为安史之乱初期
,

安史势力炽盛
,

唐朝官军正在集结
,

借用一下回绝的力量并非不可以
,

然

而必项有正确的方针
,

绳之以严明的纪律
。

唐肃宗却一味贪求速胜
,

不惜一切
,

不顾后患
,

特别 主回绝上层统治者贪婪的野心彻底暴露
,

而唐王朝有力量进行平叛战争的情况下
,

仍然

引回绝深入内地
、

势必将构成新的危难
。

针对这一严重事实
,

杜甫在 《北征 》 中说
: “

阴风

西北来
,

惨淡随回绝
。 ”

杜甫以家国为重
,

在众朝臣谏议失败的情况下
,

试图打 开 新 的僵

局
。

他以高屋建板之势
,

分析了 当时出现的新形势
:

安史叛军已经陷入灭顶之灾
,

敌占区的

收复指 日可待
,

唐王朝依靠 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取得战争的胜利
。

但唐肃宗置杜甫的意见于

不顾
。

结果在收复东都时回绝
“
到掠三月而止

,

财物不可胜计
。 ”

回绝军再到洛阳时
, “

态

行残忍
,

士女惧之
,

皆登普善寺及白马寺二阁以避之
。

回给纵火焚二阁
,

伤死者万计
,

累旬

火焰不止
。 ”

( 《 旧唐书
·

回绝传 》 ) 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

杜甫再一次看到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否决以后所招致的严重后果
,

心情沉重
,

愤恨不 已
。

尽管被踢出了朝廷
,

但战斗精神未减
,

他写出了 《留花门 》 的诗篇
,

批评唐肃宗借用回绝的

错误政策
。

但唐肃宗未能迷途知返
,

有所省悟
,

致使
“

胡尘蹄太行
,

杂种抵京师
” ,

构成了

对唐 王朝新的严重或协
。

加之吐番乘西部边疆空虚
,

不断侵扰内地
。

这两种力量成为唐后期

严重的边患
。

唐王朝前朋
,

出现了唐太宗执政时的
“

贞观之治
” ,

唐玄宗执政时期的
“

开元盛世
” ,

从而构成了唐王朝的鼎盛时期
。

但是就在唐玄宗
“

励精图治
”
时

,

地主阶级的腐朽性就充分

暴露出来
,

只不过没有占据主 导地位
。

唐玄宗到了晚年
,

无限聚敛
,

造成了
“

朱门酒肉臭
,

路有冻死骨
”
严重的阶级对立

; 他所发动的开边战争
,

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
;
贪恋女色

,

宠

幸外戚宦宫
,

形成了士庶及朝野势力的尖锐斗争
。

安史之乱爆发前
,

杜甫已经看到了这些现

象
,

并形 省于 诗篇
。

安史之乱爆发了
,

唐王朝的腐朽性全部展现出来
,

使杜甫对于唐玄宗有

了更深刘的认识
。

他在 《行次昭陵》 诗中批评唐太宗的子孙没有保持住祖先开创的大业
,

造

成了
“

往者灾优降
,

苍生喘未苏
”

的情 况
,

他感慨地说
: “

寂寞开国 日
,

流恨满 山隅
。 ”

事

业败坏到如比严重的程度
,

杜甫把收拾残局
、

振兴唐朝的希望寄托于唐肃宗
,

可是唐肃宗的

荒淫
、

平庸
、

昏聆并不减于晚年的唐玄宗
。

杜甫在危难之中
,

欲挽狂澜
,

但无补于事
。

他在

《北征 》 中深深地感叹 说
: “

乾坤满疮庚
,

忧虞何时毕 ?
”

表达了他深厚的比国忧时
、

关切

国李的情怀
。

“

感时花溅泪
,

恨别鸟惊心
”

奔凤翔前后
,

社
一

甫写成而流传至今的诗歌共一百一十一题一百一十三首
。

其 中 除在 凤

翔
、

长安供奉皇帝写的宫廷应酬诗外
,

多半是感时
一

诗和恨别诗
。

宫廷应酬诗
,

一是供奉皇帝
,

宫廷生活限制了杜甫的视野
,

羁绊了杜甫的思想
; 二是因

房珍听遭受的打击
,

心有余悸
,

休惕不安
。

因此这类
一

诗无论从内容到形式
,

都没有多少可取

之处
。

代表这个时期诗歌创作成就的是感时诗和恨别诗
。

这些诗不仅内容广阔真实
,

如史诗

一般
,

而且在艺术手法上
、

现实主义的开拓上
,

亦有新的发展
。

社甫十分尊重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
,

善于运用形象思维来表达深厚的社会思想
。

奔凤翔

前后的诗作
,

诗人不仅发扬
一

了前期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
,

而且 更加臻于成熟
。

如这个时期写



的 《三吏 》
、

《三别》 就是有力的说明
。

《三吏 》
、

《三别 》
,

完全通过白描的手法
,

不加

雕琢地塑造 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艺术 形象
,

表达了诗人既激励人民抗战又同情人民苦痛的思

想
。

这些诗朴拙而不失之粗劣
,

质直而又不失之浅薄
。

对 《新婚别 》 中的新妇
,

作者以细致

的心理描写
,

深刻揭示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丰富
、

美好
,

塑造了一个在家难国危的情况下
,

抛

弃个人一切而以 国家为重的光辉形象
。

这是中国诗史中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
,

在当时起着

很大的激励作用
。

《石壕吏》 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事件的描写
,

充分表现了石壕吏的 残 暴 肆

虐
,

写出了老妇的纯朴
、

善 良
。

作者写石壕吏的笔墨极其省俭
,

却能使其凶煞恶神般的丑恶

形象栩栩如生
。

作者让老妇代表劳动人民把所遭 受的压榨和苦痛
,

石破天惊般的倾吐出来
,

使这首诗具有撼人心弦的控诉力和感染力
。 “

夜久语声绝
,

如闻话幽咽
。

天明登前途
,

独与

老翁别
。 ”

这一悲沧的场景
,

饱含着作者的爱憎情感
。

赋比兴
,

是中国诗歌的传统表现手法
,

一直影响着中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创作 流

派
。

但中国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运 动到了杜甫时代
,

赋 比兴的手法有了新的发展
,

而杜甫则是

这一发展的代表
。

《北征 》 可以说是用诗体写成的奏章
,

议论多于描写
,

叙述多于抒情
,

文

字较为典雅
,

典故较为繁多
。

但社甫于 《北征 》 中
,

决不仅以意取胜
,

而是巧妙地挂用赋比

兴的手法
,

并且把赋比兴紧密地揉合在一起
,

从而使这洋洋大篇的诗章议 论 风 生
,

琳琅满

目
。

该诗从
“
皇帝二载秋

”

至
“

忧虞何时毕
” ,

总体为赋
,

但赋中有比
,

比中起兴
。 “

乾坤

含痔庆
”

的
“

疮卖
” ,

把遭受安史之乱后百孔千疮的社会现实揭示出来
。

这篇长诗有三条思

想线索贯穿全篇
:

一是国家残破的具体描写和作者欲整乾坤的抱负
; 二是借用回绝兵力所带

来灼祸患及优虑 ; 三是杨氏兄妹集团的罪恶及应该汲取的教训
。

三条线索编织在一起
,

使议

论与厅情结合
,

赋比兴结合
,

从而使 《北征 》 仪态万千
,

汪洋患肆
。

杜甫还把现实主义开拓到更多的体裁中去
,

如恨别诗
。

恨别
,

一直作为文学史传统的题

材
,

篇什之多
,

洁若烟海
,

俯拾皆是
,

但是声远流长的佳作
,

却是寥若晨星
,

屈指可数
。

问

题 在于
,

或者这些诗作
1

沟作者只沉缅于个人远离家室的缠绵
J

啡侧的感情中
,

没有多少深厚的

社会内容
; 或者作者无病呻吟

,

逞绝词丽句以为能
。

但恨别 诗到了杜甫手里
,

则别开洞天
。

社甫沐着
“

致君尧舜上
,

一

再使风俗淳
”

的政治理想
,

把忧愤时事
、

关切 国难的感情熔铸于恨

别诗中
,

使它的内容宽广
,

留
、

想深厚
,

有一条政治思想的激流在篇什中滚动
,

跳跃
。

烩炙人

口 的 《春望 》 就是一例 作者把
“

国难
”

与
“

恨别
”

联系在一起
,

由
“

国破
”

而恨别
, 「勤恨

别而念国玻
, 、
次

“

涤 火连三月
,

家书抵万金
” , “

白头搔更乱
,

浑然不胜答
” ,

有着深刻的

社会内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