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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杜甫的思想憩园与诗艺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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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了近５年时间，草堂的安逸使杜甫苦难的心灵有了暂时的栖

息之地，草堂成为杜甫思想的憩园，但草堂的闲适并不能改变杜甫漂泊流离的命运，也不可能

消弭杜甫的政治热情和情感倾向，闲情雅致、惬意自得的情趣与叹身忧时、顾念乾坤的思想扭

结在一起，体现出草堂时期杜甫情感上的矛盾和困惑；另一方面，草堂时期杜甫生活环境的改

变和思想情感的沉郁老成，使他有机会审视和反思社会人生及诗歌创作，杜甫的诗歌理论在草

堂时期逐渐形成并完善，古体诗创作得到延续、近体诗创作（尤其是五律）走向成熟，杜甫的诗

艺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草堂成为杜甫的诗艺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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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草堂，杜甫居住了近５年时间。在这“五
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１］４８５的生命历程

中，成都草堂成为杜甫的家园。生活的安逸、情趣

的闲适使草堂成为杜甫思想的憩园；杜甫此期创

作的３４２首诗歌，占整部杜诗的五分之一多，草堂

又成为杜甫诗艺的家园。成都草堂及其这些草堂

诗歌，给人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亲切的杜甫，闲情

雅致、惬意自得的同时又叹身忧时、顾念乾坤的情

趣的扭结，让人感觉到草堂暂时的安逸带给杜甫

情感 上 的 影 响；古 体 诗 创 作 的 延 续、近 体 诗 创 作

（律诗）的深入和完善，让人看到杜甫诗艺的升华。

　　一、思想的憩园

从困居长安开始，杜甫开始了苦难流 离 的 生

活历程。安史乱发，杜甫于至德元年（７５６）秋奔灵

武而陷贼，至德二载（７５７）春间道归凤翔而任左拾

遗，乾元元年（７５８）六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

二年（７５９）春 自 东 都 洛 阳 归 华 州、七 月 弃 官 赴 秦

州、十月往同谷、十二月奔成都，上元元年（７６０）春

定居于成都草堂。“三年饥走荒山道”（《寓同谷县

作歌七首》其七）、“一岁四行役”（《发同谷》）的艰

辛历程，使杜甫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人生的艰辛、民
生的苦难和时事的多艰。草堂的安逸使杜甫苦难

的心灵有了暂时的栖息之地，闲适自得、愉悦欢欣

的情趣得到极大的释放，而暂时的安逸又使杜甫

有时间、有精力、有能力来审视这段生活，思想更

加沉郁，草堂成为杜甫思想的憩园。
安史乱后，固 然 有 时 局 动 荡、政 治 失 意 的 原

因，衣食无着、生活艰辛却是杜甫流离漂泊最主要

的原因。“时关畿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

谷县，自负薪采梠，儿女饿殍者数人”［１］１２以及“关

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１］１４等

史料以及“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秦州杂诗

二十首》其一）、“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发同

谷》）、“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季
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木皮岭》）等诗作都反映

了杜甫 此 期 生 活 的 艰 辛。定 居 于 浣 花 溪 畔 的 草

堂，诗人杜甫终于结束了饥饿穷山、流离道路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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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尽管生活中杜甫还要经常乞求依赖他人，就像

“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

州一绝》）、“厚 禄 故 人 书 断 绝，恒 饥 稚 子 色 凄 凉”
（《狂夫》）、“入 门 依 旧 四 壁 空，老 妻 睹 我 颜 色 同。
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
等诗 所 描 述 的 那 样，但“多 年 匍 匐，至 此 始 得 少

休”［２］７４６的生活境遇，饱经战乱流离的诗人杜甫终

于可以享受生活暂时的安宁闲逸，体验独在烟尘

之外 的 闲 暇 意 趣，《为 农》、《宾 至》、《狂 夫》、《江

树》、《南 邻》、《草 堂 即 事》、《田 舍》、《江 涨》、《北

邻》、《泛溪》、《西郊》、《游修觉寺》、《后游》、《遣意

二首》、《漫成》、《春夜细雨》、《春水》、《独酌》、《徐

步》、《水槛遣心二首》、《朝雨》、《晚清》等诗充分展

现了草堂生活的安逸和美好，思想情趣的愉悦和

欢欣。如“锦 里 烟 尘 外，江 村 八 九 家”（《为 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二首》）等

诗，写出了草堂幽僻的环境；“细雨鱼儿出，微风燕

子斜”（《水槛遣心》其一），“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

相近水中 鸥”（《江 村》），“泥 融 飞 燕 子，沙 暖 睡 鸳

鸯”（《绝句 二 首》其 一），“已 添 无 数 鸟，争 浴 故 相

喧”（《春水》），写出了草堂环境的清幽；“昼引老妻

乘画艇，晴看稚子浴清江”（《进艇》）、“老妻画纸为

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写出了草堂生活

的自适自乐；“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忽取尽余杯”
（《客至》）写出了草堂生活的朴实。

然而草堂的安逸、生活的闲适并不能 改 变 杜

甫羁旅的境遇和哀伤的情感。杜甫在初抵“曾城

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的成都府时，就发出了“忽在天一方”、“未卜见故

乡”、“中原杳渺茫”（《成都府》）的中原遥隔、游子

羁旅的哀叹，这也就奠定了杜甫入蜀诸篇的情感

基调。描写草堂生活闲情逸致、呈现别样的风格

情趣的诗作在整部杜诗中虽然很少见，但也正如

冯至先生所说：“此类诗作在杜甫风云变幻忧患重

重的诗史里，有如暴风雨中暂时的晴霁，重峦叠嶂

中的一缕 清 溪”［３］，诗 作 中 始 终 无 法 回 避 羁 旅 哀

伤、叹世思乡、忧时伤身的情感。如《泛溪》前面写

“练练峰上雪，纤纤云表霓。儿童戏左右，罟弋毕

提携。翻倒荷芰乱，指挥路径迷。吾村霭冥姿，异
舍鸡亦栖。衣上见新月，霜中登故畦”，描述了泛

溪远游、秋 色 在 目、对 雪 见 霓、儿 童 戏 逐、提 罟 得

鱼、翻 荷 采 藕 等 浣 花 溪 畔 的 美 好 景 色，最 后 却 以

“浊醪自初熟，城东多鼓鼙”来结尾。《村夜》描写

了“风色萧萧暮，江头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邻火

夜深明”的江村美丽的夜景，后面则由自己的暂时

安居想到了“胡羯何多难，渔樵寄此生”的忧虑时

事而思家之 情。此 类 诗 作 还 有《江 亭》、《出 郭》、
《云山》、《可惜》、《散愁》等。可见杜甫虽极力描写

闲适之趣，“奈何杜甫并非真正的旷达之人！这是

他的痛苦和悲哀！”［４］，也正因为这，才 使“杜 甫 田

园 诸 诗，气 力 沉 雄，骨 力 苍 劲 处，本 色 不 可

掩。”［２］１６５９

对于草堂的怡然环境和草堂诗的独 特 风 格，
前人多有论述，杜甫本人也有“宽心应是酒，遣兴

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可惜》）、“眼
边无俗物，多 病 也 身 轻。近 说 峨 嵋 老，知 余 懒 是

真”（《漫成》二首）、“不堪只老病，何得尚浮名。浅

把涓涓酒，深 凭 送 此 生”（《水 槛 遣 心 二 首》）的 诗

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杜甫有隐逸之思，如《杜臆》
点评《为农》诗说“自安史倡乱，遍地兵戈，江村独

在烟尘之外。如圆荷细麦，举目所见，景 物 可 嘉。
故将卜宅为 农，有 终 焉 之 志”［２］７４０，将 杜 甫 与 陶 渊

明相比较，并以杜甫的隐逸思想来阐释此期杜甫

的心态和草堂诗的意蕴。然草堂的安逸和生活的

困窘、远隔中原的境遇和对政治时事的热切关注

的矛盾，也就意味着杜甫终归不是陶渊明，草堂也

只是被杜甫美化了。
如“得 欢 当 作 乐，斗 酒 聚 比 邻”———陶 渊 明

《杂诗二十首》其一

“日入相 与 归，壶 浆 劳 近 邻”———陶 渊 明《癸

卯岁始春怀古田舍》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忽取尽余杯”———杜

甫《客至》
“田父要皆去，邻家问不违。地 偏 相 识 尽，鸡

犬亦忘归”———杜甫《寒食》
在陶渊明、杜甫的诗中都写到了与农夫同饮、

与邻里往来的欢乐愉悦生活，但陶、杜的生活情趣

人生理想并不相同。陶渊明辞官而安居田园，但

“陶渊明的归隐主要是由其个人性格造成的，与政

治虽有关系，但瓜葛不大。陶渊明对田园的向往，
并非完全是客观情势所迫，或政治理想的幻灭所

导致的退而求其次”［５］，因此陶渊明志在隐居，“止

于田园，安于田园，故而乐在田园，所以在酒话滔

滔、酒香 飘 飘 中，田 园 与 诗 人 一 片 化 机”［６］２５。杜

甫辞官流离之后暂居草堂，完全是客观形势所迫，
政治的失意、战乱的社会、困苦的生活等多种外在

因素以及“流离颠沛之际，一饭未尝忘君”［２］９７２的

情感精神等内在因素，使杜甫虽然写了家居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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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欢乐、展现了草堂时期精神的愉悦，杜甫内心像

浣花溪水一样不可能平静如一，杜甫无法也不可

能像陶渊明那样志在隐居而安居田园，由自身遭

遇而时刻顾念着草堂外的世界，这也正是杜甫与

陶渊明、杜甫草堂田园诗与陶渊明田园诗的区别。
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高楠》、《恶树》、《病柏》、
《病橘》、《枯棕》、《枯楠》等作品采用比喻手法借物

抒发关怀天下的思想，像《春日江村五首》这样描

写江村美丽春景的作品，也寄寓着忧思。诗人在

“农务村村急，春流岸岸深”、“种竹交加翠，栽桃烂

漫红”、“燕外晴丝卷，鸥边水叶开”的江村曲流的

景色中，有“茅屋还堪赋，桃园自可寻”如渊明般避

世之思，表面看来诗人表达了“茅屋虽堪寄迹，而

桃园尚自系思”［１］４８２的思想，实则诗人则通过“漂

泊到如今”“蹉跎有六年”、“老翁”“扶病”等语句表

达饱经丧乱之感：“乾坤万里眼，时序百年心”，正

如浦起龙所说“江村一曲，放眼乾坤，家国俱远矣；
春日无多，伤 心 时 许，身 世 靡 常 也”［１］４８２。因 此 杜

甫虽描写草堂美景但不可能沉浸其中，“睹景则销

愁，思家则生愁”［２］７８７以及“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

吟咏转凄凉”（《至后》）是杜甫这位羁旅草堂的“江
边老人”（《释闷》）、“天边老人”（《天边行》）的矛盾

心态，生活暂时愉悦的草堂不过是饱经忧患的杜

甫“一生中的调味品”［６］３２，一个暂时的思想憩园。

二、诗艺的家园

“茅 屋 还 堪 赋，桃 源 自 可 寻”（《春 日 江 村 五

首》），杜甫心里可能有过桃花源似的梦想，但正如

上文 所 述，杜 甫 不 可 能 像 陶 渊 明 那 样 选 择 隐 逸。
草堂的闲适并不能改变杜甫漂泊流离的命运，也

不可能消弭杜甫人生的困苦。尽管仍关注着政治

和社会，却给杜甫带来了一个身心调整的时期，使
他有机会反思自己和社会，诗歌创作之中少了困

居长安和 流 离 陇 右 时 期 的 锋 芒 毕 露 式 的 情 感 宣

泄，更多以沉郁曲折的个人生活及社会政治的思

索，流露出更多的伤感和沉痛，五古、七古得到延

续的同时，五律、七律的创作也进入高潮。另一方

面，杜甫到成都时４９岁，离开成都时５４岁（去世

时５９岁），草堂时期杜甫渐趋暮年，思想渐趋老成

和深邃，杜甫的诗歌理论在草堂时期也逐渐形成

并完善，杜甫的诗艺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草堂成

为杜甫诗艺的家园。
杜甫于上元元年春卜居浣花溪畔，定 居 于 草

堂，在生活较为安逸、思想较为闲适的上元二年，

杜甫创作了《戏为六绝句》，这篇诗论与夔州时期

创作的《偶题》及《解闷十二首》都表现出杜甫鲜明

的诗歌理论主张，标志着杜甫形成了自己较完整

的论诗思想体系。仇兆鳌为《戏为六绝句》作注时

认为六绝句是“为后生讥诮前贤而作，题云戏为六

绝，盖寓言以 自 况 也”［２］９０２，这 种 说 法 抓 住 了 这 组

诗的主旨，杜甫在六绝句中对前贤和自己的诗歌

创作进行了反思。组诗以四杰、庾信为论述对象，
针对“尔曹”们对四杰、庾信的指责，杜甫以“尔曹

身与名俱废”的现实与四杰、庾信之文“不废江河

万古流”的对比，对四杰、庾信进行肯定，进而提倡

“反对好古遗近，提倡学习六朝”［７］。同时 杜 甫 还

为如何学习前人以及自己进行诗歌创作指出了思

路和方法，那 就 是“亲 风 雅”、“转 益 多 师”、“当 时

体”。“亲风雅”是诗歌创作的情感依据；“转益多

师”是诗歌创作的手法；“当时体”是诗歌创作的风

格特征的概括。“亲风雅”、“转益多师”、“当时体”
既是杜甫对前人诗歌创作经验的总结，也是杜甫

对自己诗歌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更是杜甫一生

诗歌创作奉行的宗旨。
据《读杜心解》所载，杜甫在草堂期间共创作

诗歌３４２首。其中五 古３７首、五 律１６９首、五 绝

２首、五排２５首，七古３６首、七律４８首、七绝２４
首、七排１首，由此可以看出杜甫草堂诗作中数量

最多的是律诗。而就杜甫一生创作的７８２首律诗

来看，其中五律６３０首、七律１５２首。杜甫入蜀前

分别创作五律１４９首、七律２３首，离开草堂后创

作五律３１２首、七律８１首，草堂时期所创作律诗

２１７首（五律１６９首、七律４８首）占杜甫全部律诗

的２８℅，其中不论是五律还是七律都超过了入蜀

之前的作品数量总和。因此可以说杜甫草堂时期

最有成就的是律诗。草堂时期的律诗较少夔州时

期往事的回忆和历史的反思，多写草堂生活风物，
多抒发关注个人境遇和时世社会的矛盾情感，可

以说五律更加成熟，七律在形式和格调方面渐趋

完善。同时，草堂时期的律诗创作体现着鲜明的

杜甫诗论思想，草堂时期的律诗在描写风情雅致

草堂生活的同时，“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

凄凉”（《至后》）的生活和情感都反映在诗歌之中，
体现出鲜明的“亲风雅”的写实风格；转益多师、开
拓创新，杜甫草堂时期的律诗由于题材的丰富、形
式的多样、风格的独特而体现出鲜明的“当时体”
特征。

“亲风雅”是杜甫一生诗歌创作的情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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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时期的律诗也不例外，尤其是五律。“思家则

生愁，睹景则销愁”（《后游》）的情感困境和“缘情

慰飘荡”（《偶题》）的人生苦难和社会治乱的经历，
使杜甫草 堂 时 期 的 五 律 在 关 注 政 治 和 社 会 的 同

时，不再像其五古、七古诗作那样锋芒毕露、酣畅

淋漓似的直接表达“致君尧舜尚，再使风俗淳”《奉
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

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政治热情，而
是在跌宕顿挫的韵律中表达感伤和凄苦，诗风愈

加沉郁。杜 甫 之 前 人 们 用 五 律 来 抒 怀、写 景、记

事、咏物、言情，杜甫还将时事政治融入五律之中。
如《云山》诗触物抒情，自伤身世，以水宿之鸟作江

上哀声 表 达“异 地 羁 孤，客 子 哀 号”［２］７４９之 感 慨；
《村 夜》写“江 秋 夜 雨，乱 离 远 客 之 悲”［１］４１０；《恶

树》、《病柏》、《枯楠》等表达选贤任能之愿望；《病

桔》、《枯棕》抒发对奢侈的讽刺、愤慨之情。再如

《恨别》、《遣 愁》、《释 闷》等 直 接 以“愁”、“怨”、
“恨”、“闷”等词为标题的五律就有２１首。从形式

上，杜甫五律之作还多采用组诗的形式来寄寓政

治，如《散愁》二首、《遣意》二首、《漫成》二首、《西

山》三首、《有感》五首、《建都十二韵》等。可以说，
内容上大量融时事于五律，形式上单篇创作并辅

以大量组诗，手法上采用融情入景、情景交融、触

物起情等多样手法，杜甫草堂时期的律诗实现了

个人与社会、现实与历史、思乡与叹世等多种情感

的融合，再辅之以韵律严整、句法多样、手法丰富

的艺术形式，杜甫的五律在草堂时期达到了极高

的成就，前人认为“杜甫入蜀诸篇，绝脂粉以坚其

故，践丰神以实其髓，破绳格以活其肢，首首持幽

撷奥，出鬼入 神，诗 运 之 变，至 此 极 盛 矣”［２］７２７，杜

甫的五律何尝不是这样，正是中国古代五律之作

中的“当时体”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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