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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观照与理论升华

———论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研究特色之一

孙　微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２）

　　摘　要：韩成武先生的杜甫综合研究表现出以下特色：第一，注重结合诗人不同人生阶段

的心态变化，以宏大的视角，对杜甫思想情感的嬗变过程进行整体观照。第二，善于进行理论

总结与升华。第三，基于对杜甫思想及其诗歌高度熟悉之上的同情与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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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 成 武 先 生 是 国 内 著 名 杜 甫 研 究 专 家，中

国杜甫研究会 副 会 长，有《杜 甫 诗 全 译》、《诗 圣：
忧患世界中的杜甫》、《杜 诗 艺 谭》、《杜 甫 新 论》、
《少陵体诗 选》等 专 著。概 括 起 来，韩 成 武 先 生

在杜甫研究上形 成 了 自 己 的 浑 厚 深 细 的 独 特 风

格，诸如以杜诗学 文 献 整 理 研 究 为 基 础，以 作 品

的细腻解 析 为 手 段，以 杜 诗 艺 术 手 法 的 细 致 总

结为专长，以人物 传 记 的 详 细 梳 理 为 线 索 等 等。
本文就 韩 成 武 先 生 在 杜 甫 综 合 研 究 方 面 的 特

色，做初步探讨。

一、注 重 结 合 诗 人 心 态 变 化 进 行 整 体

观照

杜甫一生历经坎坷，其生活道路在总 体 上 呈

现出漂泊无定的特色。然而在学界对杜甫一生经

历转变的研究中，或是缺少变化地进行平板叙述，
或是截取某个阶段进行专门论析，尚缺乏以宏观

视野对杜甫一生进行整体观照和总结。而韩成武

先生在研究中，特别注重结合诗人不同人生阶段

的心态变化，以宏大的视角，对杜甫思想和情感的

嬗变过程进行整体阐发。他往往能够敏锐地抓住

杜甫生活经历中的几个关键坐标点，揭示诗人心

态变化 及 其 对 创 作 的 巨 大 影 响。如 在《泰 山、华

山、衡山———杜甫的心态里程碑》（《河北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３年 第２期）［１］一 文

中，韩先生通过对杜甫的三首《望岳》诗的解读，深
刻地揭示出杜甫生平三个阶段的不同心态。杜甫

青年时期漫 游 齐 鲁 所 作《望 岳》诗 云：“会 当 凌 绝

顶，一览众山小”，这是借登临绝顶以表壮志，表现

了杜甫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豪迈心态，因此泰山

无疑是杜甫青年时期心态的里程碑。而肃宗乾元

元年（７５８）六月，杜甫因疏救房琯被贬为华州司功

参军，在西 岳 华 山 脚 下 所 作 第 二 首《望 岳》诗 云：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如儿孙。安得仙人九

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

天有一门。稍待西风凉冷后，高寻白帝 问 真 源。”
韩先生指出：“忠臣遭贬，仕途险恶，杜甫领教了。
他在诗中描写华山的险绝，其实就是借以表达人

生道路艰难的感受。他要登上华山，询问白帝，就
是要向白帝讨教天理是什么，为什么。险绝的华

山，烟 云 诡 谲 的 华 山，是 杜 甫 第 二 座 心 态 里 程

碑。”［１］唐代宗大历四年（７６９）春，漂泊到湖南的杜

甫在衡山脚下又写了第三首《望岳》诗：“南岳配朱

鸟，秩礼自百王。欻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邦家

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 今 则 亡。
洎吾隘世网，行迈越潇湘。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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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昂。紫盖独不朝，争长

崇相望。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有时五峰气，
散风如飞霜。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归 来 觊

命驾，沐浴休玉堂。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牲

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此诗表面上是希望岳神

为君主降下吉祥，然而若联系其他杜诗中对代宗

失德无道的批判，就可明了诗中“三叹问府主”之

“三叹”，是充满了对代宗之否定意味的。韩先生

指出，这是由于惨痛的现实生活教育了杜甫，使他

头脑清醒。此时的杜甫早已不再去询问神灵，而

是果断指出神灵不会辅佐昏君，这体现了诗人晚

年心态 沉 静，深 于 思 考，充 满 睿 智。这 首《望 岳》
诗，就是他人生旅程的最后一座心态里程碑。韩

成武先生通过三首《望岳》诗的解析，描述了杜甫

由青年时期的昂扬奋发，到中年时期的苦闷彷徨，
最后到晚年的沉静精思，清晰地勾勒出杜甫的心

路历程，既要言不烦，又切中肯綮。我们注意到韩

先生《骏马·瘦马·病马———杜甫的连环自画像》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２］一文，是

通过杜甫三首咏马诗对诗人三个生活阶段的精神

状况进行深入解读，用的研究方法同样也是截取

杜甫不同人生阶段的三个关节点，以相似题材作

品进行对比的解析方式。这种整体观照式的解读

方法是开创性的，所得结论也发人深省。

二、善于进行理论总结与升华

关于杜甫的诗学理论与文艺思想的总结，学界

一般都是根据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江上值水如

海势聊短述》、《解闷十二首》、《偶题》、《遣闷呈路十

九曹 长》等 诗 作 进 行 述 论，着 眼 点 多 是 对“神”、
“兴”、“法”、“真”等理论范畴的阐发。韩成武先生

《杜甫的文 艺 思 想 与 实 践》（《山 西 师 大 学 报》２０１３
年第１期）一文则在融化全部杜诗的基础上，结合

杜甫的创作实践，对其文艺思想主张进行了全面总

结。韩先生在文中指出，强调创作心态的自由，反
对外力的干预，杜甫是这一艺术规律的“孤先发明

者”［２］。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曰：“十日画一

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

迹。”王宰的绘画速度之所以如此缓慢，是因为他需

要在不受外界“促迫”的宽松环境下，通过精心的构

思来触发灵感，从而使自己的山水作品表现出艺术

个性及神韵。相反，那些迫于生计的艺术家往往难

以创作出艺术精品。《丹青引》云：“将军善画盖有

神，偶逢佳士亦写真。即今漂泊干戈际，屡貌寻常

行路人。”盛唐著名画家曹霸在战乱中流落到成都，
为解决衣食所需，便为庸俗之辈画像，杜甫颇为之

喟叹惋惜。可以说韩先生对杜甫“创作心态宽松自

由”这一艺术规律的揭示，发前人所未发，是当代杜

甫文艺思想研究的一大创获。此外，韩成武先生还

对杜甫其他一些文艺思想进行了理论总结，诸如以

“瘦硬”、“雄劲”的审美取向，来求得作品的生动气

韵；主张作品思想和艺术并 重，刻 苦 追 求“佳 句”、
“诗律”的精致；强调作家的学识修养和虚心学习他

人的重要意义等等，这些结论都能做到持论有据、
严谨周密，无疑对拓展杜甫思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具有重要意义。

三、基 于 对 杜 甫 思 想 及 其 诗 歌 高 度 熟

悉之上的同情与理解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研究古人及其学说，必须

具备对其“了解之同情”。在整个杜诗学史上，凡

是有成就的研究者，无不经过对杜诗的长期潜心

揣摩。明末清 初 的 卢 世氵隺 就 曾 读 过 四 十 余 遍 杜

诗，王嗣奭、仇兆鳌等人更是对杜诗倾注了毕生心

血。惟其如此，对杜甫及其诗歌才 能 做 到 莫 逆于

心，也才能进而登堂窥室。韩 成 武 先 生 的 杜 甫 研

究，同样是基于对杜甫思想及其诗歌高度熟悉之上

同情与理解。故而拜读其论著之时，时刻能够感觉

到先生那份融会贯通后的澄澈，其字里行间都贯注

着对杜甫的“真理解”与“真同情”。例如学界在论

及杜甫乡土情结时，多是关注杜甫晚年漂泊岁月里

的归乡之思，因为人们对“露从今 夜 白，月 是 故 乡

明”、“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这样的诗

句印象非常深刻。而韩成武先生《论杜甫的乡土情

结》（《河北学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３］一文除此之外，
又从对故乡丰美物产的赞叹、淳朴乡风的颂扬、战
乱中失散弟妹的怀念等方面对杜甫的乡土情结进

行了全面补充。在征引了《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

士》、《路逢襄阳杨少府入城戏呈杨四员外绾》等大

量相关杜诗之后，韩先生指出：“丰美的土产，淳朴

的乡情，离散的弟妹，是杜甫思乡的主要内容，也是

杜甫思乡情结的直接动因，当然还有包括农耕文化

在内的文化背景原因。”［３］此论极具启发意义，丰富

和补充了杜甫思乡情结的内涵，非深于杜者不能道

出。此类深刻见解之得出，当然是得益于韩成武先

生对整部杜诗的高度熟悉，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

的强烈心灵共鸣。
（下转第８４页）

０６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８卷　



通和谈判技能位居前两位，而这两点实际上都是

语言表达能力。被访者希望增加演讲与口才、辩

论等课程。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反映了现有课程

体系在培 养 法 学 专 业 本 科 在 校 生 这 些 能 力 方 面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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