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０３６５（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５７－０５

五律→七古→五古→七律：
杜甫诗体流变探微

耿 宝 强

（滨州学院 中文系，山东　滨州　２５６６０３）

　　摘　要：杜甫众体皆长，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自己特别中意或者特别用力的主打诗

体。早期以当时盛行的五言律诗为主，困守长安和安史之乱时期主要创作具有强烈现实主义

精神的歌行，漂泊西南时期则倾力于七言律诗的诗律探讨，并最终使七律走向了成熟。五律→
七古→五古→七律，是杜甫诗体流变的轨迹。

　　关键词：杜甫；诗体；流变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６　　　文献标识码：Ａ

　　作为与李白齐名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作

为“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诗人，４　０００年文化

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１］杜甫以

他现存的１　４００多首诗歌，艺术地再现了唐王朝

从玄宗到代宗年间由盛而衰的社会面貌，并以内

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形成了独特的沉郁顿挫的

艺术风格。对杜甫的研究，无论是诗人的生平、思
想，还是诗歌的内容、艺术都已经非常深入了，而

对杜甫诗体流变的探讨则相对匮乏。杜甫众体皆

长，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他也有自己特别中意或

者特别用力的主打诗体。总结杜甫诗歌体裁的流

变轨迹并探讨其原因。

一、寓居长安之前：五律

杜甫少有诗名，因才艺杰出受到了人称“李北

海”户部员外郎的李邕和著名边塞诗人王翰的关

爱，并为 当 时 文 名 藉 藉 的 崔 尚、魏 启 心 所 赏 识。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甫昔少年日，早充

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
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２］１４《壮

游》云：“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
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 龄 书

大字，有作成一囊。”［２］２０７

一个少年，为文坛耆宿所赏识，必然是凭借其

大量的杰出作品。他４３岁时候写的《进雕赋表》
中称自己 从７岁 开 始 写 作 诗 歌，写 了 不 下１０００
篇。可以设想，从 开 元 六 年（７１８年）杜 甫７岁 开

始作诗，至天宝五载（７４６年）开始寓居长安的２８
年间，杜甫创作的诗歌应该不下数百篇。可惜大

都散佚，流 传 下 来 的 仅 仅２７首。其 中，五 律１６
首、七律２首、七绝１首、五古５首、七古１首、五

言排律２首。［３］这说明，杜甫早年对各种诗体都进

行了探索，用力最勤的是五律。
所以如此，是为了适应科举 考 试 的 需 要。杜

甫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中，从小就有济世

救国的宏伟抱负。而要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就要

通过科举考试赢取功名。这时的科举考试规定诗

赋为必考科目，诗歌体裁就是五律，所以杜甫对五

言律诗大加演练，可谓得其神髓而游刃有余，明代

的胡应麟说：“（少陵五律）气象嵬峨，规模宏远，当
其神来境谐，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

而已。”［４］

五律是初唐诗歌领域最普遍的成就，初 唐 诗

歌正是通过五律才从六朝的长律中解放出来，到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２－１２
作者简介：耿宝强（１９６８－），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第６卷　第１期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６　Ｎｏ．１
２０１２年３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ａｒ．２０１２



了盛唐又在这个基础上求得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阴铿、何逊、庚信、徐陵已开其体，初唐人研揣声

音，稳顺体势，其制大备”。［５］《唐诗纪事》卷十八引

杨天惠《彰明逸事》云：“时太白齿方少，英气溢发，
诸为诗文甚多，微类宫中行乐词体。今邑人所藏

百篇，大抵皆格律也，虽颇体弱，然短羽离徙，已有

风雏态。”《本事诗》中《高逸》第三叙李白自蜀至京

师事中，亦有“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

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取笔抒思，晷不停缀，十
篇立就，更无加点”［６］的记载，可见，宫中行乐诗体

正是五律，也即《彰明逸事》所说的“格律”。五律

在当时已经发展成熟，元朝人杨士弘《唐音评注》
说，盛唐时候流行的“律诗要法”，对律诗四联的起

承转合功能和具体做法，都进行了规范。
另外，五律是杜甫的家传。杜 甫 对 祖 父 杜 审

言推崇备加，在《万年君墓志》中，他说天下之人都

称杜审言 为 才 子。杜 审 言 是 初 唐“文 章 四 友”之

一，与陈子昂齐名，受武则天赏识，五律尤其精妙。
而杜甫对这个家传又颇为看重，《进雕赋表》中称，
天下学士到今天仍然纪念和学习杜审言。他还把

杜审言的诗学成就看成是家庭传统，说：“吾祖诗

冠古”（《赠蜀僧闰丘师兄》），又对其子说：“诗是吾

家事”（《宗武生日》）。可 见 杜 甫 是 自 幼 承 继 了 杜

审言的家法的，那就是五律的传统。事实上，杜甫

不仅以杜审言自豪，诗歌创作亦学习乃祖。比较

下面两首诗：

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浮云连海岳，平野入青徐。

孤嶂秦碑在，荒城鲁殿馀。从来多古意，临眺独踌躇。［２］１

旅客三秋至，层城四望开。楚山横地出，汉水接天回。

冠盖非新里，章华只旧台。习池风景异，归路满尘埃。［７］

　　前一 首《登 兖 州 城 楼》是 杜 甫 漫 游 齐 赵 时 所

作，后一首《登襄阳城》是杜审言被流放峰州途经

襄阳时所 作。两 首 诗 的 句 式、章 法、风 调 颇 为 接

近，说杜甫步趋其祖并不为过。元朝著名诗论家

方 回 的 《瀛 奎 律 髓》卷 一 评 曰：“此 （《登 襄 阳

城》———引者注））杜 子 美 乃 祖 诗 也。‘楚 山’‘汉

水’一联，子美家法。中四句似皆言景，然后联寓

感慨；不 但 张 大 形 势，举 里、台 二 名，而 错 以‘新’
‘旧’二字，无刻削痕。末句又伤时俗不古，无习池

山公之事，尤有味也。晚唐家多不肯如此作，必搜

索细碎以求新。然审言诗有工密处。此等句若置

之子美集，无 大 相 远 也。欲 述 杜 诗 源 流，故 详 及

之，”［８］可见，杜甫对于杜审言的诗 歌 已 经 心 领 神

会、烂熟于心。

二、入蜀前：古体诗

杜甫早期的作品以五律为主，是不争的事实。
但从７４６年离开齐鲁一直到７５９年入蜀，也就是

常说的困守长安和安史之乱时期，杜甫经历了重

重苦难的磨砺，个性中狂放的一面收敛了许多，诗
歌风格也变得沉郁顿挫了。这个时期，杜甫创作

的诗歌接近６００首，从体裁上说，他驾轻就熟的近

体五律依然存在，但成就更大、也奠定他“诗史”地
位的却是继承古乐府写实精神的古体诗（七言、五
言、杂言歌行）创作。

从近体五律走向古体诗歌，是杜甫生 活 道 路

的必然选择。“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

韦左丞丈 二 十 二 韵》）是 杜 甫 一 生 执 着 追 求 的 理

想，也是他停止浪漫惬意的漫游生活进入长安的

直接目的。进 入 长 安 后，应 试 落 第，投 诗 干 谒 权

贵，后向玄宗献赋，得到赏识，但直到天宝１４年才

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理想受挫、生活

困顿落魄，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开始继承

汉魏乐府“直陈其事”的写实传统，以诗歌直接反

映现实。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携家逃难，寄家鄜

州后，只身奔投朝廷，中途被叛军掳入长安。后冒

险逃脱，奔赴凤翔，受左拾遗，不久又因房管事件

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身经离乱的杜甫，对现实

的理解更加深刻，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达

到了新的高度。
从近体五律走向古体诗歌，还与李白 的 影 响

有关。入长安前，李白已是声名大噪，经贺知章的

延誉更是名满天下，兼以供奉翰林的经历。可以

说，两人相遇的时候，李白已经是名扬天下的大诗

人了，而杜甫却还是初出茅庐，才在诗坛上露面。
这一现状就决定了二人的交往必然是李主杜从，
杜甫追随李白寻仙访道的行为及相关诗句，在很

大程度上是一种在崇拜心理支配下的随机行为，
与其说表达了杜甫的理想，不如说是对李白的附

和。［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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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杜甫的诗歌中一般确定为与李白相遇之

前的作品大约１０首，那么可以肯定，杜甫诗歌的

真正发展与成熟，是在两人相遇之后。既然杜甫

直到与李白相遇的时候为止，在诗歌创作上还没

有充分发展，也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特色，那么

面对着李白这样一个名扬天下的诗人，会不会受

影响呢？以“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戏为六绝句》）的态度来荟萃百家之长的杜甫来

说，是无可怀疑的；从诗歌体裁的演变来说，这种

影响就应该是促使杜甫从五律走向了七古。
五律是初盛唐的流行诗体，毋 庸 置 疑。但 当

杜甫遇见李白的时候，李白已经发展为奔放豪迈

独具风格的七古名手，杜甫就有《苏端薛复筵简薛

华醉歌》“近 来 海 内 为 长 句，汝 与 山 东 李 白 好”之

句。所谓长句就是七古，当时李白的七古名篇《梦
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将进酒》等，早已遐迩

闻名。当时还停留在五律阶段的年轻的杜甫，受

到李白的影响，走向了七古。
杜甫七古的高潮，由《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

兼呈李白》、《饮中八仙歌》、《丽人行》、《兵车行》、
《哀王孙》、《哀江头》、《悲青阪》、《悲陈陶》等一组

名诗构成。这被陈廷焯誉为千古一人的七言古诗

的高潮，不发生在与李白相遇之前的近三十年的

写作中，而爆发在与李白相遇不久的年月里，这应

该不是偶然。作于７４７年的《送孔巢父谢病归游

江东兼呈李白》，在现存的诗歌中是杜甫集中最早

的一首七言古诗，其风格也最接近李白。此诗是

为孔巢父而作，却还要“兼呈”已经到了安徽的李

白，不正包含着杜甫在前辈诗人面前一显身手以

及让前辈诗人予以就正之意吗？

此后杜甫虽然仍有七古，而高潮已逐 渐 转 向

五古了，那就是《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

咏怀五百字》、《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梦
李白》、“三吏”、“三别”等又一组名诗。这些五言

古诗，有 的 继 承 了 汉 魏 乐 府 偏 于 叙 事 的 传 统，如

“三吏”、“三别”，有的继承了苏李对答、古诗十九

首到陶渊 明 偏 于 抒 情 的 传 统，如《梦 李 白 二 首》、
《赠卫八处士》，而《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

字》等篇。这些诗，把五言古诗叙事与抒情的传统

结合到一起，广阔苍茫，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成为唐朝五言古诗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在七古、五古的两组名诗中间

有一段交叉之处，说明杜甫是从七古的高潮逐渐

走向五古的。也就是说，杜甫是从七古中获得了

全新 的 解 放，进 而 创 造 了 他 更 具 特 色 的 五

古。［１０］７２－７５

当然，杜甫的古体诗歌，承古乐府之神而不袭

其貌。他的旧体乐府很少，仅有《前苦寒行》、《后

苦寒行》、《前 出 塞》、《后 出 塞》、《少 年 行》、《大 麦

行》等六题２２首。这些旧题乐府，不但时事性强，
针对现实而发，而且多为组诗，这在旧题乐府中是

很少见的。杜甫大多数的乐府诗，是他不循旧题、
自立新题的新乐府诗。这就是人们常提及的“三

吏”、“三别”、《塞芦子》、《留花门》、《兵车行》、《丽

人行》、《哀江头》、《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
等诗。这些诗完全跳出了旧乐府的圈子，“率皆即

事名篇，无复倚傍”（元稹《乐府古题序》），直击现

实，立题见义，属于元稹、白居易等人所尊崇的“新
题乐府”，成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先导。［１１］

三、入蜀之后：七律

胡应麟在《诗薮·内篇》卷五说，七律是“滥觞

沈宋”，卷四 又 推 重 杜 审 言 是“二 体（指 五 律 和 七

律———引者注）之妙，杜审言实为 首 倡”。无 论 谁

开山，七律早在初唐时期就产生了，却是毋庸置疑

的。不过成就不高，原因在于，这一新诗体是在宫

廷里唱和，应制之作居多，粉饰太平，留恋光景，缺
乏现实生活内容；另一方面，其艺术技巧也还处在

探索尝试阶段。
因此，杜甫 到 长 安 以 前 的 七 律 仅 有２首，为

《题张氏隐居二首》，前景后情，特色不显。旅居京

华十年，七律只有《城西陂泛舟》、《赠田九判官梁

邱》等寥寥４首，语言较前人更加锤炼紧凑，用典

加大，诗 的 密 度 和 力 度、辞 藻 润 饰 上 也 有 一 些 变

化，但内容、题材没有超出前人，皆为宴游投赠之

作，艺术上也没有重大突破，将其和被称为“沈宋”
的沈佺期、宋之问相比，非常相似。安史之乱爆发

到入蜀之前，杜甫的古体诗歌佳作叠出，近２０首

七律的技巧也趋于成熟，但题材依旧狭窄，尽是朝

贺奉和之作，思想意义无甚可述。［１２］

入蜀后，也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漂泊 西 南 时

期，几近十年，杜甫先后居住在成都草堂和夔府客

堂。这个时期，杜甫的七律题材广泛，内 容 充 实，
或写景抒情，或借古伤今，或反映时事，技巧上更

是工稳 熟 练，精 益 求 精。施 补 华《岘 佣 说 诗》说：
“少陵七律，无 才 不 有，无 法 不 备”，陆 时 雍 《诗 镜

总论》赞其“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
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王世贞《艺苑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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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卷十）更说杜甫的“七言律，圣矣。”
杜甫七律创作的成功，与生活环境的 改 变 息

息相关。７５８年，任 左 拾 遗 之 职 的 杜 甫 被 贬 为 华

州司功参军。次年７月，他告别华州西溪，辞官而

去，携家 逃 难，从 同 谷 到 秦 州 再 到 成 都。初 到 成

都，杜甫在任成都府司马的姑表弟的资助下，在浣

花溪畔筑成了草堂居住。生活比较安定从容了，
他就很自然地产生了《为农》中所说的“卜宅从兹

老，为农去国赊”的想法。７６１年，他的朋友严武

任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充剑南节并使，在生活上

给予了他更多切实的帮助。因此，这个时期杜甫

的心情是相对惬意的，虽然偶尔也会因友人未能

及时接济而全家陷入饥寒窘境，也会想起曾经的

抱负，也会思念远在中原的兄弟亲人。于是，他的

笔下出现了不少充满人间情味的细节和知足常乐

的心声流露，前者如“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

作钓钩”（《江村》），如“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

浴清江”（《进艇》）；后者如“多病所须惟药物，微躯

此外更何求？”（《江村》）如“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

生”（《水槛遣心二首》之二）。所以，代宗即位，召

他回京补京兆功曹参军，他没有即任；严武邀请他

出仕，他也百般婉拒。安定的生活，恬淡 的 心 境，
使杜甫可以相对从容地进行诗律探索。

此外，杜甫历尽沧桑，国难家 愁、个 人 身 世 变

迁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蜀山蜀水

的客 观 环 境，对 他 的 七 律 创 作 也 起 了 一 定 作 用。
《蜀相》就是他在蜀怀蜀、借古伤今的杰作。

当然，杜甫七律的成功，更在于他对艺术的执

着和积 极 的 创 造 精 神。应 诗 人 裴 迪 之 邀 游 新 津

时，他曾以“知君苦思缘诗瘦”（《暮登四安寺楼寄

裴十迪》）称赞之，其实这种为诗歌“衣带见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努力，正是他自己的写照。

在《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中，他曾自豪地说：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老去诗篇浑

漫与，春来花 鸟 莫 深 愁。”［２］１４２该 诗 的 前 二 句 讲 的

就是他对诗歌内容和艺术性的孜孜追求。正因为

有这种用生命去写诗去研究格律的执着，才终于

到达“老去诗篇浑漫与”的纯熟自由与“晚节渐于

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精深细密。
当然，杜甫 不 仅 研 究 七 律 的 格 律，还 包 括 五

律、五七 言 绝 的 格 律、五 七 言 古 风 的 韵 律。入 蜀

前，他对五言律诗、五七言古风已经掌握的比较纯

熟。入蜀之后对诗律的推敲、研究，主要是针对七

律 与 绝 句。杜 甫 现 存 绝 句１３０余 首，现 存 七 律

１５０余首，绝大多数作于这个时期。
如果说，杜 甫 被 称 为“诗 史”，是 因 为 他 的 诗

歌，尤其是古体诗歌，以汉魏乐府“直陈其事”的写

实传统，真实地再现了唐王朝从玄宗到代宗三朝

几十年的社会面貌的话，那么，杜甫被称为“诗圣”
就是因为他在诗歌艺术方面，尤其是近体诗歌方

面的杰出成就和深远影响了。
杜甫的七古、五古、七律、五律 在 唐 代 都 是 一

流的，七古在他手里发扬光大，五古在他手里变了

格调，在“温 柔 敦 厚”外 另 开“沉 着 痛 快”一 派；五

律，杜甫使用最多，贯穿一生，他差不多穷尽了这

种体制的所有变化；七律，在他手上走向了成熟，
不但在形式与格调上更臻成熟完美，而且在内容

和风骨 上 得 到 了 全 面 提 升。杜 甫 一 生 写 作 的 七

律，超 过 了 他 以 前 诗 人 写 作 七 律 的 总 和，龙 翥 凤

翔，至今仍然保持“一览众山小”的王者风范。从

这个意义上说，杜甫是一位集大成的诗人，也是一

位承前启后的诗人，之后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
接受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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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我校师生向我校学报投稿

高校学报的办刊宗旨是“促进学术交流、培育学术新人、服务教学科研”。在我校职称

评审中规定，在满足省里基本条件后，作者在我校学报自然版或社科版上发表的２篇（含）
以上论文中的１篇，在校内评审时，按国家核心期刊对待。学报编辑部欢迎我校师生向本

刊投稿。
我校教师和研究生在我校学报上发表学术论文有如下便利条件。
（１）优稿优先发表。有省部级（含）以上基金项目资助或其他重要学术研究背景、同行

专家审稿评价较高的稿件，优先发表，稿酬从优。
（２）本刊不收审稿费、发表费。作者投稿不论刊登与否，不收取作者任何费用。
（３）投稿咨询方便。我校学报主要刊登与我校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相关的学术论文，

符合我校教师的投稿范围，编辑部与作者沟通方便，作者投稿后可以随时了解稿件处理状

态，编辑可以与投稿作者面对面地交流。
（４）有利于提高作者的学术研究能力。编辑部对每一篇稿件都会请国内知名专家匿

名审稿。责任编辑对每一篇稿件结合审稿专家的评审意见提出具体的稿件修改建议，有

时会对一篇论文多次评审并请作者多次修改。即使是被退稿的作者，也会从退稿的原因

中找到提高其学术研究的努力方向。
（５）鼓励在校研究生向学报投稿。在研究生阶段发表学术论文，代表其学位学习过程

中的学习效果和科研能力。并为其成功就业创造条件，也为其毕业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奠定基础。本刊编辑部鼓励并欢迎参与导师科研项目的在校研究生积极投稿。我们将予

以必要的论文写作指导。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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