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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文艺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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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文法系，河南 巩义 451200)

摘 要: 杜甫的文艺思想包括: 强调作家创作心态的自由，反对外力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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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创作实践，完美地落实了他的文艺思想主张。他始终保持着自由的创作心态，

作品充满真情至性; 他的诗歌风格于沉郁顿挫之中兼具瘦硬、雄劲之特征，以凌云健笔歌咏质地瘦硬、雄劲的景

物与事物，使作品气韵生动; 他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刻苦精神创作了众多的警句、佳句，这些诗句流传千载，

具有永世不灭的光辉; 他“读书破万卷”，诗中大量遣用历史典故，表现出渊博的文化修养，虚心向前辈和同时代

诗人学习，而无文人相轻的习气。这些使他成为“集大成”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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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虽没有论文艺创作的专著，但在他所作的

诗文中却时或表达个人的见解。陈伯海先生主编的

《历代唐诗论评选》，收录了杜甫的《戏为六绝句》、
《陈拾遗故宅》、《春日忆李白》、《奉赠韦左丞丈二十

二韵》、《敬赠郑谏议十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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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诸作中涉及的诗论主

张。除此 之 外，还 有《桥 陵 诗 三 十 韵 因 呈 县 内 诸

官》、《寄高三十五书记》、《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

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宗武生日》、《送覃

二判官》、《咏怀古迹五首》( 其二) 、《寄李十二白二

十韵》、《寄高适、岑参三十韵》、《赠毕四曜》、《醉歌

行》等诗篇，也表达出他的诗论见解或诗美追求。
而且，在《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丹青引》、《李潮

八分小篆歌》、《发潭州》等诗篇中，又表达了他对书

法、绘画的审美取向。这些见解每每以片言只语的

形式出现，而从这些片言只语中把杜甫的文艺思想

抽绎出来，以获得整体认识，是有意义的。杜甫的文

艺思想涉及的文体有诗歌、书法、绘画等多种领域，

涉及的内容则有作家的创作心态认识、审美主张、诗

艺追求、作家的学养要求等许多方面。这些见解是

精深的。本文拟结合他的创作实践，对他的文艺思

想作出较为全面的总结。

一、反对外力干预，强调心态自由

文学艺术创作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是灵感

触发的过程。而灵感的触发取决于社会环境的宽

松、创作心态的自由，艺术家是不能接受外力干预

( 诸如权力干预、主题干预、时间干预、衣食干预)

的。这个道理已经被当今学界所通晓，而这个道理

的孤先发明者则是杜甫。杜甫在其《戏题王宰画山

水图歌》中说: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

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王宰是盛唐时期的著

名山水画家，杜甫客居成都草堂时与他交往密切，对

他的品格和画艺有深刻的认识。杜甫这四句诗的意

思是说: 王宰从事绘画创作，十天才画出一条河水，

五天才画出一块石头; 他只有在不受别人催逼的情

况下，才肯于操作。王宰画画的速度这样缓慢，不是

用笔生疏，画技不精，他是在进行精心的构思，期待

灵感的触发，从而使山水作品表现出他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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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给他限定画面的内容或完成的时间，他就会断

然拒绝你的请求。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吴门金氏

的话说:“不受促迫，方得从容尽其能事，此见王宰

品格，亦见主人知音。”［1］笔者以为，这里固然表现

出王宰的品格，但更重要的是杜甫揭示了“创作心

态宽松自由”的艺术规律。黑格尔说: “自由是心灵

的最高的定性。”［1］120 法国 20 世纪著名哲学家柏格

森也认为，实用性和功利性是阻隔主客体完全融合

的帷幕，必须予以揭开。［2］544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界也

明确地强调作家创作心态自由对于灵感的触发、优
秀作品的产生所具有的重大作用，童庆炳主编的

《文学理论要略》说: “文学创作常常需要作家进入

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兴之所至的创作心境之中，在

这种心境中，作家的创作活力才能充分地被调动起

来。”［3］120当我们回顾古今中外关于创作心态问题的

论述，便会惊喜地看到，是杜甫首先揭示出“创作心

态宽松自由”这一艺术规律的，时间是公元 8 世纪

中叶。杜甫除了理性上的认知，在创作实践上也在

恪守这条艺术之道，他虽然做过皇帝的近臣，却从未

作过“应制诗”，从而保障心灵活动的自由，这使他

的作品充满了真情至性。而且，他还对有些艺术家

屈服于生活压力，以笔墨换取生活费用的做法表示

了由衷的惋惜。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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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叹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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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穷反遭俗眼白，

世上未有如公贫。”( 《丹青引》) 为“佳士”画像，是

出于自心的喜爱，画出来自然是佳作; 而为“行路

人”画像，是生活“促迫”的结果，画出来的东西难以

成为艺术品。虽然杜甫对曹霸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

同情，但是我们在其同情的言辞里面，还是可以悟到

其中的惋惜成分。杜甫之所以被后人尊为“诗圣”，

他的作品之所以具有永恒的生命力，正是由于他揭

示并严格遵循了这条创作规律。那些屈于外力干预

的“应制文学”、“遵命艺术”，或许能够获宠于一时，

丧失的却是永久的艺术生命。

二、追求气韵生动，提倡“瘦硬”、“雄劲”

盛唐时期的社会审美思潮是以丰腴为美。杜甫

逆时代潮流而动，提出“瘦硬”、“雄劲”为美的主张，

并将其作为导致气韵生动的途径。
首先，杜甫认为只有“瘦硬”风格的作品才具有

生动的气韵。在书法艺术上，他力主“瘦硬”为美，

认为“书贵瘦硬方通神”。何谓“瘦硬”? 他解释说，

就是笔锋如同“快剑长戟森相向”( 《李潮八分小篆

歌》) ，笔锋犹如锐利的兵器森然相对，剑和戟都是

瘦硬型的兵器，这比喻很精到。对于初唐书法家禇

遂良的书法，杜甫推崇有加，认为“禇 公 书 绝 伦”
( 《发潭州》) 。关于禇遂良的书法风格，学界公认为

“疏瘦婉畅，如铁线萦结”［4］2。显然，这是因为禇遂

良的书法风格与他的审美取向相合。相反，他对于

以气度丰腴为特征的书法家颜真卿的作品却一字未

提，须知，从私交来说，颜真卿是有恩于他的，当年杜

甫因疏救房琯被唐肃宗论罪的时候，主审官正是刑

部侍郎颜真卿，颜真卿出于公道，硬是顶着皇上的旨

意宣布杜甫无罪。这是何等的恩典! 但是老杜恪守

他的审美标准，把私交放在次要位置上。此可谓艺

术精神高于一切! 对于绘画艺术，他也坚持“瘦硬”
为美的主张，他严厉批评了画家韩干的画马作品:

“干唯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 《丹青引》)

韩干画的马肥胖无骨，杜甫认为肉多则气丧，骨硬则

神生，韩干所画的这些肉马是不值得称道的。在诗

文艺术上，他虽未直接提出这种主张，不过我们从他

的作品中确实能感到一种“瘦硬”的作风在。例如，

他笔下的“天狗”是“性刚简而清瘦”( 《天狗赋》) ，

他笔下的“胡马”是“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
( 《房兵曹胡马》) ，他笔下的山也多是尖峭、铁硬的，

“两行秦树直，数点蜀山尖”( 《送张二十参军赴蜀州

因呈杨五侍御》) ，“峡形藏堂隍，壁色立精铁”( 《铁

堂峡》) ，“赤甲白盐俱刺天”( 《夔州歌十绝句》其

四) ，等等，这些物象均以瘦硬的质地显示出生动的

气韵。
其次，主张作品气势“雄劲”，是杜甫的又一个

审美取向。他借助于赞美庾信文章表达了这种审美

取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戏为

六绝句》其一) ，凌云健笔，意气纵横，文章须如天风

海雨，气势夺人。他对当时文坛那些精雕细刻的纤

巧作风不以为然，说道: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

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 《戏为六绝句》其四) “数公”是指庾信、四杰等诗

文巨擘，“翡翠兰苕”是比喻那些虽说形式精致却气

势孱弱的作品，“掣鲸碧海”是比喻气势雄劲的作

品。杜甫认为能写这样作品的作者才是“出群之雄

杰”。本着这样的审美取向，他盛称李白作诗是“笔

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他

赞美贾至作的诗文是“雄笔映千古”( 《别唐十五诫，

因寄礼部贾侍郎》) ，他表扬侄子杜勤的文章气势，

称其为“词源倒流三峡水，笔阵独扫千人军”( 《醉歌

行》) 。对于那些具有雄劲气势的动物和绘画，杜甫

尤喜加以歌咏，诸如健鹘、雄鹰、苍松、古柏、劲竹，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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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凌厉的诗笔再现其雄姿英魄。写骏马则是“竹批

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 《房兵曹胡马》) ; 赞画马则是“四蹄雷电，一日天

地”( 《画马赞》) ，四蹄飞奔如同雷电，一日之间上天

入地; 写健鹘则是“斗上捩孤影，噭哮来九天”( 《义

鹘行》) ，健鹘陡然钻进天宇，然后呼啸着俯冲下来。
写老松则是“阴崖却承霜雪干，偃盖反走虬龙形”
(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老松枝干犹如龙蛇蟠

曲; 写古柏则是“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

尺”( 《古柏行》) ，至于高山大川，更是屡见于笔端。
杜甫的诗文创作，认真实践了他的审美取向。

三、内容、艺术并重，刻苦追求诗艺

杜甫说:“别裁伪体亲《风》《雅》。”( 《戏为六绝

句》其六) 所谓“亲《风》《雅》”，就是以《诗经》为正

宗，表示要继承《诗经》的美刺比兴传统，注重诗歌

批判现实的功能; 所谓“伪体”，是指那些背离正宗，

例如齐梁“宫体诗”及“上官体”之类的作品，杜甫说

要对这些东西加以裁汰。关于杜诗干预政治、批判

现实的精神，有大量作品为证，笔者不再赘述。本节

要述论的是他对诗歌艺术的追求。
首先是对“佳句”的追求。他说: “为人性僻耽

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

述》) 他特别关注李白诗中的佳句，说: “李侯有佳

句，往往似阴铿。”(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他

还向高适请教佳句的法式:“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

何?”( 《寄高三十五书记》) 他因岑参赠送佳句而自

喜:“故人得佳句，独赠白头翁。”( 《奉答岑参补阙见

赠》) 晚年他客居夔州，作《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

监、李宾客一百韵》，回顾一生遭际，其中就有“远游

凌绝境，佳句染华笺”这样的自得之意，并且希望能

把这些佳句流传后世: “词人取佳句，刻画竟谁传?”
( 《白盐山》) 杜甫所追求的佳句，是那些用诗的语言

深刻反映社会人生的警句，鲜明刻画自然生态的妙

句。抒情诗虽说颇为注重意境的创造，但警句、妙句

亦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以一

两句诗而知名，就是这个道理。杜甫对此刻苦追求，

创作出大量的传世警句、妙句。前者如: “朱门酒肉

臭，路有冻死骨”;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无

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 “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

黄”;“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弟妹悲

歌里，乾坤醉眼中”; “血埋诸将甲，骨断使臣鞍”;

“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 “天意高难问，人情老

易悲”;“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后者

如:“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造化钟神秀，阴阳

割昏晓”; “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 “无风云出

塞，不夜月临关”;“风含翠筱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

香”;“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夜花留宝靥，蔓

草见罗裙”;“入帘残月影，高枕远江声”;“星垂平野

阔，月涌大江流”;“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

昏”;“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等等。此等警句、
妙句，集情、理、景于一体，熔才、学、识于一炉，深刻

精警，使人过目难忘。
其次是对诗律的追求。他说: “晚节渐于诗律

细。”( 《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 所言“诗律”，主要

是指近体诗的声律、韵律、对仗、章法、句法、字法。
诗律对于形成近体诗的音乐美、匀齐美具有重要的

作用。杜甫流传下来的 1400 多首诗中，有近一半是

近体诗，尤其是五律、七律，被后人称为典范之作。
他特别强调诗律在促成诗美上的重要作用，说: “律

中鬼神惊。”( 《敬赠郑谏议十韵》) 所谓“律中”，就

是符合格律要求。写近体诗的难度在于遣词达意必

须符合格律规定，这如同在两脉高山之间的溪水上

行船———一脉是表意的高山，一脉是格律的高山，触

到哪脉山岩都要翻船的; 而一旦遣词达意正好切中

格律，就会产生巨大的美学效果。为此，他反复强调

格律的运用。例如，他赞美初唐诗人沈佺期在诗律

上的建树:“诗律群公问”( 《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

外郎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 ; 他赞美奉先县诸公

诗歌的艺术造诣:“遣词必中律”( 《桥陵诗三十韵因

呈县内诸官》) ; 他赞美郑审、李之芳诗歌精于诗律:

“律比昆仑竹”(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

百韵》; 他教导儿子宗武作诗，也在诗律上给予强

调:“觅句新知律”( 《又示宗武》) 。在杜甫时代，五

律已经定型和成熟，七律则是在杜甫手中定型和成

熟的。在声律的探索上，他还创造了“仄平仄平仄，

平仄仄平平”的五言律句变格形式，创造了“○平平

○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平仄平”( 即“丁卯句

法”) 的七言律句变格形式，丰富了近体诗律句的样

式。［5］202在对仗技巧上，他把“流水对”、“句中对”、
“借对”等对仗形式推到了艺术的颠峰。在章法的

建构上，他通过典范性的创作实践，确立了登临咏怀

诗的“四节式”章法( 点题———写景———言事———结

情) ，确立了咏物诗的“二节式章法( 描绘物象———
寄托情志) 。［5］140在句法和字法的建构上，同样取得

辉煌的成就。

四、注重学识修养，融会诸家之长

杜甫认为，加强学养是从事诗歌创作的必备条

件，他自言创作体会: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411—



(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只有大量读书，才能在

写作时左右逢源，如有神助。“身外满床书”( 《汉川

王录事宅作》) ，是他生活追求的目标; “散乱床上

书”( 《溪涨》) ，是他的生活写照。“检书烧烛短”
( 《夜宴左氏庄》) ，他常常读书到深夜; “客至罢琴

书”( 《过客相寻》) 、“漫卷诗书喜欲狂”( 《闻官军收

河南河北》) ，只有在客人来访或极度喜悦的时候，

才肯于停止读书; 即便是乘船漂泊的日子里，他也从

未把书丢下:“群书满系船”(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

监、李宾客一百韵》) 。为了培养后代继承诗人家

声，在小儿宗武年方 13 岁时，就开始教他学习《昭

明文选》，而且要求他熟记、背诵。宗武 15 岁时，他

又进一步提出“应须饱经术”的要求，敦促孩子熟读

儒家经典。可见，学识修养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这一点，还可以从他诗歌中使用语典、事典的丰富性

得到证实。据金启华先生统计，杜诗使用《诗经》、
《尚书》、《礼》、《易》、《春秋左氏传》、《论语》的语典

多达 180 处; 使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

国志》、《晋书》、《宋书》、《南史》等史书语典 43 处;

使用《老子》、《庄子》、《关尹子》、《荀子》、《尹子》、
《韩非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法

言》、《牟子》、《抱朴子》、《颜氏家训》、《文中子》等

各家句意 55 处; 至于化用前代诗人的诗句，如屈原、
宋玉、曹操、曹丕、曹植、孔融、蔡琰、王粲、刘桢、应

瑒、陈琳、嵇康、阮籍、傅玄、裴秀、陆机、潘岳、潘尼、
张载、张协、左思、孙楚、刘琨、郭璞、卢谌、孙绰、殷仲

文、陶渊明、谢灵运、谢惠连、谢瞻、谢庄、颜延之、鲍
照、王融、谢朓、沈约、江淹、吴均、任昉、王训、梁武

帝、梁简文帝、梁元帝、阴铿、沈炯、王褒、何逊、江总、
庾信，以及初唐诗人虞世南、沈宋、四杰等，竟有 571
处［6］234。

在强调学养的同时，杜甫还强调虚心向前辈和

当代诗人学习的重要性。“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

丽句必为邻。”( 《戏为六绝句》其五) 他喜爱古代诗

人，也不鄙薄当代诗人，凡有清词丽句者，都愿意与

之亲近，向他们学习。即便是对于南朝诗人，他也从

不一概否定。陈子昂称“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

寄都绝”(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把南朝诗

歌一笔抹杀，虽属当时文坛斗争的需要，亦颇有矫枉

过正之弊端。还是杜甫持论公允，他说: “作者皆殊

列，名声岂浪垂?”( 《偶题》) 认为历代诗文作者之所

以能够垂名于后世，必然有他们的独到之处。为此，

他没有放弃任何可以学习的诗文作品，不排斥任何

可以效法的诗人。从远处来说，他表示学习过屈原、
宋玉———“迟迟恋屈宋”( 《送覃二判官》) 、“窃攀屈

宋宜方驾”( 《戏为六绝句》其五) 、“摇落深知宋玉

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咏怀古迹五首》其二) 。他

表示学习过李陵、苏武，称“李陵苏武是吾师”( 《解

闷十二首》其五) 。他还学习过扬雄的词赋，学习过

曹植的诗歌，说:“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奉赠

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即便是对于六朝诗人，他也

认真地审视并吸取他们的长处，例如他学习阴铿、何
逊的刻苦态度，说“颇学阴何苦用心”( 《解闷十二

首》其七) 。他思慕陶潜、谢灵运田园山水诗的造

诣———“安得思如陶谢手，令渠述作与同游”( 《江上

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他称自己的诗继承了江淹、
鲍照的风格，说“流传江鲍体”( 《赠毕四曜》) 。对

于初唐诗人，如“四杰”、陈子昂、郭震、杜审言、沈佺

期、宋之问等诗人，他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并表示要

向他们学习。对于同时代的诗人，更体现出虚心求

教，他赞扬李白: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渴望

与李白重逢:“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春日忆

李白》) ; 他赞美高适、岑参的诗篇，说他们的诗“意

惬关飞动，篇终接混茫”( 《寄高适、岑参三十韵》) ;

他赞美王维的诗句秀雅，说“最传秀句寰区满”( 《解

闷十二首》其八) ; 他赞美孟浩然诗句清新，说“清诗

句句尽堪传”( 《解闷十二首》其六) 。正是由于他广

泛认真地学习了古今诗人的优长，才使自己成为

“集大成”的诗人。正如中唐诗人元稹所说: “至于

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

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

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7］2235 宋人秦观也认为: “然

不集诸子之长，子美亦不能独至于斯也。”［7］2318这是

一条宝贵的经验，也是杜甫文艺思想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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