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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乡人情结述论

韩 成 武
( 郑州成功财经学院 文法系，河南 巩义 451200)

摘 要: 杜甫一生交友甚多，相比之下，对其同乡人投入的情谊最为深厚。他向乡人韦济坦露心曲，倾诉困

居之苦，陈述个人的文学才干、政治理想，请求老乡施加援手，拔久困之泥途。他为获罪的乡人郑虔鸣冤叫屈，认

为郑虔是个像苏武一样的正直之士，并非投降变节，朝廷远贬忠臣是绝对错误的。他敢于抛弃个人的政治前途，

拼力疏救乡人房琯，为其主持公道，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与皇帝抗争，虽遭三司推问而不屈服。这种浓郁的

乡人情结与他所受河洛文化的精神陶冶有直接关系。杜甫的出生地河南巩县，是河洛文明的发祥地，河洛文化

精神之一就是“本根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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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具有浓郁的乡人情结。他一生交往的有名
姓可考的人数以百计，其中感情最深的就是他的几
个乡人:韦济、郑虔和房琯。他向这些老乡坦诚倾诉
心曲，抛弃个人政治前途为他们主持公道，甚至不惜
生命与朝廷抗争，为他们鸣冤叫屈。

先说韦济。据《旧唐书》卷八十八记载，韦济是
“郑州阳武人”［1］2861。阳武即今河南原阳县，属于河

南新乡地区，与杜甫出生地巩县相距不远。这个人
曾做过河南尹，相当于今天的直辖市市长，后来又晋
升为尚书左丞，是个高品级的官员。他对年轻的杜
甫很看重，经常向人打听杜甫的情况，还每每在百僚
聚会的场合吟诵杜甫的清新诗句，为杜甫张扬诗名。
杜甫当时正在长安做进入仕途的准备，长时期没有
进展，对这位老乡备加感激，写了三首诗表达心情。
在《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中，他向老乡倾诉困居之
苦:“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
道术空。”说自己身穿粗衣，漂泊江湖; 满头白发，如
霜似雪。乾坤之大，却无寄身之所; 周游万里，竟然
一事无成。将个人的苦情坦诚相告，这是请求老乡
施加援手，拔久困之泥途。韦济晋升尚书左丞以后，

杜甫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长诗，具体陈述

个人的文学才干、政治理想和生活困境，称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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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翰愿为邻”。扬雄是汉代大辞赋家，

曹植是三国魏著名诗人，李邕是当时的大文豪，王翰
是诗坛劲旅。客观地说，杜甫没有夸饰自己，但这样
的言辞是不便对一般人说的，可以看出杜甫确实是
把韦济作为乡亲来倾诉衷肠的。诗中诉说自己的平
生志向，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即通过自己
的辅佐，让君王之圣明超过尧舜，让社会的风俗归于
淳朴。这志向够远大，也很具体，很全面，对上对下
都想到了。杜甫一生所作诗篇的思想主旨就是这样
的，他讲的是心里话。有如此远大理想，而命运之神
似乎在捉弄他，他过的竟是乞丐般的生活: “朝扣富
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
希望老乡给予提携，还说如果帮不上忙，就要离开长
安、隐居山林了:“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显然，

这是在发牢骚，而这种牢骚话，也只能对老乡发，跟
一般人是发不着的。在《赠韦左丞丈济》诗中他再
次请求韦济，称自己是“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

痛切之情，溢于言表。如此长吁短叹，汪汪泪眼，正
好说明他心中固有的乡人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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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房琯。《旧唐书》卷一百十一记载，房琯是
“河南人”［1］3320。《新唐书》卷一三九说他是“河南
河南人”［2］4625。今人陈冠明《房琯行年考》: “房琯
籍贯，旧传谓‘河南人’，此为府名; 新传谓‘河南河
南人’，后一‘河南’为县名。考拓本陈修古《唐故乡
贡进士颍川陈君墓志》云: ‘君房氏之出也。外曾叔
祖相国赠太尉琯，外曾祖刑部郎中琨，外祖汉州司马
式雍。松槚在缑氏县北原。’古人生则还乡，是为桑
梓;死则归葬，是为松槚。房琯既归葬于‘缑氏县北
原’，可知是缑氏县人。”［3］考据详实。缑氏县今为
偃师市缑氏镇，距巩义很近，可以说杜甫与房琯是同
乡。对于这位同乡，杜甫曾干过一件舍生忘死、惊动
朝野的大事，说来令人惊心动魄。天宝十四载( 755
年) 十一月，安禄山起兵造反; 第二年五月，叛军进
攻潼关，唐玄宗带领近臣弃城出逃，奔向成都避难;

七月，他的儿子李亨在没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在灵武
( 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偷偷即位，这就是唐肃宗。
就在此时，逃入蜀地的玄宗召集扈从群臣，商议如何
抵抗叛军。会上，房琯提出由各位王子分头抵抗叛
军的策略，把指挥权仍放在玄宗手里，他的策略被玄
宗采纳。但是这个策略等于否定了肃宗即位。实际
上，身在蜀地的玄宗君臣并不知道肃宗即位的消息。
肃宗即位一个月后，派出的使臣才到达成都。玄宗
看到木已成舟，只好承认既定事实，并派遣房琯、严
武等人，捧着传国玉玺前往灵武，辅佐肃宗，肃宗任
命房琯为宰相。儿子已经即位，老爹还在主持开会，

这事本来是个误会，过去也就过去了。可是有个叫
贺兰进明的人把会上的情况密报给肃宗，而肃宗心
胸狭隘，把房琯看成异己分子，处心积虑要罢免他。

那么杜甫怎么搅到房琯事件中来了呢? 这与他
担任左拾遗的职务有关。在唐代，拾遗、补阙这类官
职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批评意见的，对于皇帝的
过失，“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拾遗的官阶是从八
品上，品级虽说不高，却因是皇帝的近臣而往往得到
升迁，唐代有许多台省大员都曾任过这种官职。杜
甫担任这个官职没有几天，就遇到了肃宗罢免房琯
这一政治事件。当时肃宗一门心思地找茬罢免房
琯，后来终于找到了: 房琯的门客、一个叫董庭兰的
琴师接受了贿赂。按道理说，门客受贿，与主无干。
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无限上纲之后，就成了罢
免的理由。杜甫认为房琯有大臣器识，“罪细不宜
免大臣”，坚决反对肃宗的做法，抗争的言辞十分激
烈，结果触怒了肃宗。肃宗命“三司”( 唐代刑部、御
史台、大理寺合称三司) 审查他，一时间阴云惨淡，

杀气昏昏，杜甫面临着生命之忧。幸好办案的人员

能够秉公行事，结论为: 抗争的言辞虽说过于狂妄，

但不失谏官的职责。杜甫保全了生命，而且官复原
职。按照有关规定，杜甫应该向皇帝谢恩，令人惊讶
的是，杜甫在《谢表》中仍然坚持他的观点。从此，

肃宗看杜甫有如芒刺在眼，几个月后就把他贬谪到
华州去了。

作为皇帝的近臣，如果迎合了“圣意”就会快速
升迁，杜甫并非不知道这种官场潜规则。可是，心怀
正义而且乡情浓厚的他不愿违心趋奉，宁可面临不
测，遭遇斧钺之祸也要为老乡申诉冤情，此时，个人
的仕途进退、功名利禄、身家性命完全置于脑后了。
后人论及此事，认为杜甫有侠义心肠。宋代苏辙说:

“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4］说李白不具备
这种品格，因此赶不上杜甫。明代学者卢世潅更认
为杜甫是“千古大侠，司马迁之后一人”，理由是司
马迁“为救李陵而下腐刑，子美为救房琯几陷不
测”［5］。称杜甫为“千古大侠”并非过誉之论，杜甫
的确具有侠肝义胆。在唐代，侠文化是仅次于儒、
道、释的第四种文化，任侠意识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世
人心中。李白说“纵死侠骨香”，王维也说“纵死犹
闻侠骨香”，行侠复仇具有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认知
面。杜甫显然是接受了侠文化的影响，他的家族也
出现了几个复仇的义士，如他的叔叔杜并，就是为了
给蒙冤父亲报仇而刺杀仇人，明知身死而义无返顾
的。与此同时，笔者认为杜甫这种行为也与他的老
乡情结有着密切的关系。房琯遭到贬谪，死在阆州，

当时杜甫也在川北漂泊，闻到噩耗，前往吊唁，作
《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对房琯一生匡救国家之功
给予赞扬，对自己当时未能成功救助做了自责。其
中有这样四句: “先帝松柏，故乡枌梓。灵之忠孝，

气则依倚。”［6］918枌梓是桂木的泛称，桂树有异香，古
人常以“兰桂”比喻美才盛德或君子贤人。这里说
故乡的桂木心向先帝的陵墓，用以表述乡人房琯对
玄宗的忠孝之心。这里的“故乡”二字值得品味，房
琯是洛阳人，杜甫也是在洛阳长大，强调房琯是“故
乡”人，表达了自己作为房琯乡人的自荣，也可以看
出杜甫心中的乡人情结。

再说郑虔。据《新唐书》卷二百二记载，郑虔是
“郑州荥阳人”［2］5766。荥阳与巩县相邻。杜甫与郑
虔私交甚密，一生为郑虔写的诗多达九题十八首，是
友人中赠诗最多的，且感情深厚真挚，绝无作态套
语。早年在长安困居，二人就已“忘形到尔汝”，“得
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醉时歌》) ，他还为郑虔多
才而被冷遇表示不平:“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
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 《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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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歌》) 。其后，郑虔遭贬死在台州，杜甫在成都得
知，作诗痛悼: “故旧谁怜我? 平生郑与苏”( 《哭台
州郑司户、苏少监》) 。对于郑虔被朝廷远贬，杜甫
始终认为是冤枉的，一直在为他鸣冤叫屈。他认为
郑虔是个像苏武一样正直的人，并没有投降变节:

“燃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 《郑驸马台池喜遇郑广
文同饮》) ，认为郑虔被贬是“硕儒”“衔冤”( 《哭台
州郑司户、苏少监》) ，“可怜此翁怀直道，也沾新国
用轻刑”( 《题郑十八著作故居》) ，心怀直道，竟也遭
贬，故叹其可怜。

郑虔究竟是怎么遭贬的? 这需要对郑虔在安史
之乱中的表现做一番考察。《新唐书·郑虔传》载:

“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
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2］5766若
说郑虔有意降贼，他何必不接受水部郎中这个官职?

若说他无意降贼，为何又求作摄市令? 笔者以为
《新唐书》本传“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这两句
话，值得深思。这两句话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郑
虔在叛军营中，把观察到的敌军情况写成了“密
章”，这件事杜甫在诗中也有反映，所谓“惨淡閟《阴
符》”( 《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 即是。《阴符》是
古代兵书名，这里借指郑虔所写的军事情报。
“閟”，是秘密书写的意思;“惨淡”，是说郑虔写此情
报时的艰危。郑虔写“密章”是要把敌情报告给肃
宗政府，当时肃宗政府在灵武，与洛阳相距遥远，如
何送到是个大问题，他必须考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
能送“密章”的人，这种人必须有公开出入敌营洛阳
的身份，而且不受叛军的严厉检查。在当时来说，商
人无疑是最佳人选，他们来洛阳买卖货物，在大小车
辆中藏个“密章”是很容易的。于是，就有一个如何
与商人自然接触的问题，当个“水部郎中”则显然没
有职务之便，与商人接触多了，自然会让敌人怀疑。
而“摄市令”这个职务，干起这种事来则具备得天独
厚的条件。“摄市令”即代理市令，市令是掌管市场
交易的官职。《新唐书·百官志四》:“市令一人，从
九品上，掌交易，禁奸非，通判市事。”［2］1315这个官职
的品级虽说很低，但在商人面前却是大拿。郑虔既
可以利用职务之便与商人们频繁接触，物色传送
“密件”的人选，又可以利用职权，给商人一些好处，

令其保守秘密，把情报送到灵武。所以，《新唐书》
本传所云“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实际上道
出了郑虔求此官职的目的。由此看来，郑虔是为了

方便间谍活动而求官，他虽未经唐政府的正式派遣
( 当时战局混乱，也无从派遣) ，却在实际上做着谍
报工作。不论他的情报价值高低，他的爱国之情是
不容怀疑的。就当时的处境来说，他要想把事情做
好，就必须在敌人那里取得一个合法的身份，这是古
今中外做谍报工作的常识，无须赘述。但是，昏庸的
肃宗政府却只看现象，不问实质，把他也给远贬了，

这实在冤枉。对于老乡的冤情，杜甫曾先后写过四
首诗予以申辩，第一首是得知郑虔仓促上路之后写
的，第二首是在几个月后去长安城南的郑庄凭吊郑
虔故居时写的，第三首是客居秦州时写的，第四首是
客居成都草堂时闻知郑虔去世写的，悲愤之情缠绕
一生，申辩冤情死而后已。诗中曾用“白发千茎雪，

丹心一寸灰”的鲜明笔墨为郑虔画像，凸现出白发
老臣不但遭遇乱世而且遭遇昏君的不幸身世，同时
也凸现出杜甫那根深蒂固的老乡情结，他敢于坚持
同朝廷大唱反调，完全不计个人得失。

杜甫之所以具有如此浓厚的乡人情结，与他所
受河洛文化精神的陶冶有直接关系。杜甫的出生地
河南巩县( 今河南巩义市) ，是河洛文明的发祥地，

城北 10 里就是洛水汇入黄河之处，是“河图”“洛
书”出现之地。传说远祖伏羲氏登临河边土台，观
看清洛与浊河二水交汇所形成的回流而后画出太极
图。河洛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产床，其文化精神要素
是和合思想、崇文重礼、爱国精神、本根情结等。从
杜甫一生的行迹、所作的诗篇，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
河洛文化精神的接受和发扬。河洛文化精神之一的
“本根情结”，是指人们对生身之地的依恋，体现为
“叶落归根”的归宿意识，以及“寻根问祖”的本根意
识，包括对乡人的友爱、救助、匡护。杜甫对其乡人
韦济、房琯、郑虔投入如此深情，不计个人得失甚至
安危，正是河洛文化“本根情结”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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