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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子昂与故乡四川

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出 生于四川射洪县 ,四川是养育他成长的故土。他的气质性格、政治思

想、审美情趣、诗歌创作 ,无不积淀着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痕迹 ,与故乡四川有着密切的联系。本

文尝试论之。

陈子昂的好友卢藏用《陈伯玉文集序》称陈子昂
“
蜀人也 ,崛起江汉 ,虎视函夏。

昭
非夫岷峨之

精 ,巫庐之灵 ,则何以生此。
”
赵儋《陈公旌德碑》亦云 :“峨岷降灵 ,拾遗挺生。

”
认为陈子昂突起江

汉 (今四川嘉陵江流域),并 不是偶然的 ,而是得江山之助、风土之育的结果 ,是峨岷精华、巫庐灵

气含孕滋育的产物。换言之 ,即 巴蜀壮丽的山水景物 ,四 川淳厚的乡土民情哺育了伟大的诗人陈

子昂。这是颇有道理的。

首先 ,故乡的风土人情和家世的影响造就并培育了陈子昂的个性气质和人品志趣。

陈子昂
“
奇杰过人 ,姿状岳立 ,始 以豪家子 ,驰侠使气

”
,常 与博徒为伍 ;“ 刚果强毅 ,而未尝忤

物 ,好施轻财 ,而不求报
”

;“ 尤重交友之分 ,意气一合,虽 白刃不可夺也。
”
从小就养成了浪漫不羁 ,

见义勇为 ,讲义气 ,笃友情 ,重然诺的慷慨豪侠性格和刚强不屈的气质。
“
感时思报国 ,拔剑起蒿

莱
”

,“ 赤丸杀公吏 ,白 刃报私仇
”
,成年以后仍豪气凛然 ,锐意功业 ,不减豪侠的本性。这固然与他

“
少学纵横术

”
,从小受纵横家思想的影响有关 ,但更重要的却是家世的薰陶。陈子昂

“
本为贵公

子
“
家累千金

”
,广有田产 ,其远祖

“
世为郡长

”
,是本地的大户 ;祖父陈辩

“
豪英刚烈

“
以名节为州

国所服
”
;父亲陈元敬

“
瑰玮倜傥

“
以豪侠闻,属 乡人阻饥 ,一朝散万钟之粟而不求报

”
,急人之难 ,

济人之危 ,“于是远近归之 ,若龟鱼之赴渊也。
”
颇受乡里百姓的拥戴 ,甚至诉讼纠纷 ,“不取州郡之

命 ,而信公之言
”
,人们也不愿找州县长官 ,而宁愿请陈元敬判决 ,可 见其公正无私 ,排难解纷 ,威

望很高。他常常教导子侄辈要发扬光大
“
豪英雄秀 ,济济不泯

”
的

“
家道

’’JJ先
风

”
。这种家世环境使

陈子昂从小就养成了豪侠纵横的性格气质。事实上陈子昂
“
事父尽孝敬

”
,对他父亲的教导是铭刻

不忘的 ,他秉承父祖辈的
“
家道

’’F【
先风

”
也是十分自然的。陈子昂的堂弟陈孜

“
尚闼傥之奇

“
不拘

介独之操
”“

言不宿诺 ,行不苟从
”“

雄以济义 ,勇 以存仁
”
,豪侠之风与陈子昂相似也证明了这一

点。

陈子昂出生的射洪县有武东山、金华山和独座山,有涪江和梓潼水 ,山 青水秀 ,景 色幽美。武

东山乃陈子昂诞生之地 ,其 四世祖定居於此 ,那里有真谛寺 ,还有道观 ,深林古刹 ,仙风幽壑 ,弥漫

贤明口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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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浓厚的宗教气息。从陈子昂的《南山家园,林木交映 ,幽然清凉 ,独坐思远 ,率成十韵汉秋园卧疾

赠晖上人》与杜甫《陈拾遗故宅》诗可知 ,陈子昂家居于此 ,依山傍水 ,竹树茂密 ,幽雅清净 ,是静修

学习的好地方。金华山
“
上拂霄汉 ,下瞰涪江

”
,山光水色 ,雄奇秀丽。山上有金华观 ,建于粱武帝

天监年间 ,楼台高耸 ,规模宏大 ,清流碧潭 ,风景宜人。
“
焚香玉女跪 ,雾里仙人来

”
,云烟缭绕 ,是修

仙学道 ,栖露餐霞的好场所。陈子昂青少年时期曾读书于此 ,耳濡目染 ,颇受此风的影响。独座山

南枕江流 ,孤峰独峭 ,卓然挺拔 ,酷似人之巍然独坐 ,故 以此为名。山上有佛寺 ,寺 中有名僧晖上

人。陈子昂与他诗歌酬唱 ,往来甚密 ,交情深厚。陈子昂死后就安葬在这里。其挺拔孤峭的山形

颇与陈子昂卓然孤峻、刚强不屈的人品相似。陈子昂家
“
世好服食

”
,有学道修仙的传统。他的五

世祖陈方庆
“
好道不乐为仕 ,得墨子五行 i必书 ,而隐于武东山。

”
四世祖陈汤

“
避世不仕

”
,叔祖父陈

嗣
“
辍干禄之学 ,修养生之道 ,山 壑高居 ,农野永岁。

”
其父陈元敬

“
志尚玄默

”“
山栖绝谷 ,放息人

事 ,饵云母以怡其神。
“

居家园以求其志 ,饵地骨炼云膏四十余年。
”
这种修身养性的学道家风 ,山

栖隐遁的避世传统无疑给青少年时期陈子昂世界观的形成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陈子昂
“
平生白云

志,早爱赤松游 ,”年轻时就曾服食学道 ,晚年
“
寂寞道为家

”
,“ 幽居观大运

”
,在

“
射洪西山构茅宇

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
”
,过起了林卧山栖的隐遁生活 ,且

“
爱黄老之言 ,尤耽味易象

”
,崇 尚起道

家思想 ,甚至
“
还丹奔日御 ,却老饵云芽

”
,迷信起欺人的道术来了。可见 ,故乡的山水风习及前辈

、的家道遗风促成了陈子昂的人品和志趣的萌芽和形成 ,也为他的诗歌创作丰富了题材和内容。

其次 ,陈子昂青少年时期成长于巴水蜀水间,故 乡雄奇秀丽的山水风光开扩了他的心胸 ,拓

宽了他的眼界 ;人 民生活的艰难困苦激发了他的理想志向,巴 蜀文化的丰富营养滋育了他的文学

才能。

陈子昂少年放浪不羁 ,十八岁那年的一天 ,“ 入乡校 ,感悔 9即 痛修饬
”
,便

“
慨然立志 ,因谢绝

门客 ,专精坟典 ,数年之间 ,经史百家 ,罔不该览。
”
从此他便折节发愤 ,勤苦攻读 ,立下了远大的志

向。他
“
立言措意 ,在王霸大略

”
,是和他早年广泛阅读

“
经史百家

”
及

“
专精坟典

”
有着十分密切的

联系的。陈子昂
“
少学纵横术

”
,早年就钻研过安邦治国的本领 ,立下了

“
进不忘匡救于国

”“
以义补

国
”
的宏伟志向。他自己曾说 :“ 以事亲余暇得读书 ,窃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丘 ,lKK坟 》,旁

览代史 ,原其政理 ,察其兴亡 ,自 伏羲、神农之初 ,至 于周、隋之际 ,驰骋数百年 ,虽未得其详 ,而略

可知也。
”
这说明他曾经仔细研究过从上古至隋的历史 ,探寻过历代统治者兴衰治乱的经验和教

训 ,这对他后来的入仕从政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可见他立志高远并非偶然。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

年青时代的陈子昂,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已经给予了很大的注意。从他以后所写的《上蜀

川安危事汉上蜀川军事 lllK上益国事》等章奏中,可以看出陈子昂在青年时期对于自己故乡蜀地的

各方面的情况是非常熟悉的。他刚入仕就在《谏灵驾入京书》中指出 :“ 巴陇婴吐蕃之患 ,西蜀疲

老 ,千里运粮 ,北国丁男 ,十五乘塞 ,岁 月奔命 ,其弊不堪。
”
女口果他青年时期没有对故乡蜀地社会

实际的深刻了解 ,对劳动人民生活疾苦的关注同情 ,是很难写出这样使武后惊奇的文字的。

陈子昂青少年时期就深受巴蜀文化的薰陶和影响。他
“
尚想卧龙图

”
,仰慕诸葛亮治蜀的宏图

伟业。在《白帝城怀古》中 ,他追怀刘各 ,对其未成统一大业表示遗憾。他学习和继承前辈文人的

优秀传统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他后来所作的《为人陈情表》,其章法结构和文字句式 ,颇 与晋

初蜀中著名作家李密的《陈情表 ,l+目 似 ,显然陈子昂青少年时期曾受过李密文章的影响。汉代司马

相如和扬子云更是他学习继承的对象。虽然在他的诗文中有关例证较少 ,但卢藏用《陈氏别传》说

他
“
尤善属文 ,雅有相如、子云之风骨。

”
赵儋《陈公旌德碑》说他

“
海内词人 ,靡然向风 ,乃谓司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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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扬子云复起于岷峨之间矣
”
,则相如和子云对陈子昂的创作曾有过启迪和帮助应是确定无疑

的。正因为如此 ,陈子昂尚未出蜀便已显露出文学创作的杰出才华 ,“初为诗 ,幽 人王适见而惊曰 :

此子必为文宗矣。
”
使当时著名的诗人也十分称赏 ,许以

“
天下文宗

”
,可见其少作已是头角峥嵘、

出手不凡了。

陈子昂生于四川射洪 ,长于四川射洪 ,在四川的射洪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 ,他对故乡有着

深厚的感情。
“
朝发宜都渚 ,浩然思故乡

”
,当 他踏上去蜀离乡的遥远征途时 ,便产生了浩浩无穷的

眷恋之情 ;“ 川途去无限 ,客思坐何穷
”
,旅途遥遥 ,客思不尽 ,其离家远行的惆怅难舍之情溢于笔

端 ;“故乡杳无际 ,日 暮且孤征
”
,故乡一天天渺茫远去 ,难寻踪影 ,夕 阳西下 ,诗人犹自赶路 ,其对

故乡的眷恋不忍之意跃然纸上 ;“谁知万里客 ,怀古正踟蹰
”
,谁知离家远行的游子 ,正面对故土的

名胜怀古思幽 ,徘徊顾望 ,迟疑不前呢?其对乡土的真情又多么恳挚 ;“违此乡山别 ,长谣去国愁
”

,

离别故土的愁绪是多么深远 ;“还期方浩浩 ,征思日非非
”
,客思绵绵不绝 ,日 夜盼望着浩浩难期的

归乡的时候 ,其对故乡的顾念又是多么浓厚。当陈子昂离开故乡入仕以后 ,无论何时何地 ,其思乡

恋故之情从未断绝过。他北征突厥 ,在居延海听到莺的叫声 :“ 间关如有意 ,愁绝若怀人 ,⋯ ⋯坐闻

应落泪 ,况忆故园春。
”
便引起了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无穷忆念 ,不禁落下了伤心的眼泪。他送友人

殷大入蜀 ,也触发了凄惋欲绝的思乡情怀 :“送君一为别 ,凄断故乡情。⋯⋯坐看征骑没 ,唯见远山

青。
”
直到看不见友人的身影 ,只见远处默默无语的青山才肯罢休 ,其友情是那么真挚 ,其 乡思又

是那么淳厚。
“
闻君洛阳使 ,因 子寄南音

”
,即 使在北伐征战之中,他也未忘故国乡土 ,还让友人寄

回忆念的情思。
“
白云岷峨上 ,岁 晚来相寻

”“
蜀山余方隐,良 会何时同

”
,特别是在遭到挫折失意之

时 ,他更是忘不了故土美丽的山川风物 ,家乡静谧的幽林清泉。

陈子昂思念并热爱自己的故乡,更热爱故乡的人民,关怀故乡人民的生活疾苦。他刚入仕途 ,

便在《谏灵驾入京书》中表示了对于蜀地人民的关注和同情。垂拱三年 (687)丁亥 ,武则天
“
谋开蜀

道 ,由 雅州道剪生羌 ,因 以袭吐蕃
”
,对这一劳民伤财的黩武战争 ,陈子昂是坚决反对的。他在《感

遇》二十九中写道 :

丁亥岁云暮,西 山事甲兵。羸粮匝邛道,荷戟惊羌城。严冬岚阴劲,穷岫泄云生。昏噎无昼夜,羽檄复相

惊。攀琚蹴万仞,崩 危走九冥。籍籍峰壑里,哀哀冰雪行。圣人御宇宙,闻 道泰阶平。内食谋何失,藜萑缅纵

横。

诗中描写了运粮的困难 ,征途的艰险 ,对 战争给士兵和蜀地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寄子了深切的同

情 ,痛 斥了统治者无故讨伐生羌的严重失策 ,对这次黩武的侵略战争进行了抗议。同时他又在《谏

雅州讨生羌书》中
“
以七验谏止之

”
,进一步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他认为雅州生羌 ,本无什么过错 ,

今
“
无罪受戮 ,其怨必甚 ,怨甚惧诛 ,必蜂骇西山,西 山盗起 ,则蜀之边邑￠不得不连兵各守 ,兵之不

解 ,则蜀之祸构矣。
”
且吐蕃兵强 ,未能必胜 ,险道一开 ,反给吐蕃侵扰蜀地提供了有利的方便条

件 ;在当今
“
山东饥 ,关陇弊

”
的时候而这种

“
徇贪夫之议谋动干戈 ,将诛无罪之戎 ,而遗全蜀之患

”

的举动 ,只 能造成
“
国亡家败

”
的严重后果 ,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和远见卓识。此后他还

陆续上了《上蜀川安危事汉上蜀川军事 llKK上益国事》等奏疏 ,反复表示了自己对蜀中百姓疾苦的

关怀与同情 ,对贪官污吏进行了揭露与鞭笞。他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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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中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 ,实缘官吏贪暴 ,不奉国法 ;典吏游容 ,因此侵渔 ;剥夺既深 ,人不堪命 ;百姓失

业 ,因 此逃亡 ;凶 险之徒 ,聚为劫贼。《上蜀川安危事》

松潘等州屯军 ,数不逾万 ,计粮给饷 ,年则不过七万余石可盈足 ,边郡主将不审支度 ,乃每岁向役十六万

夫 ,夫担粮轮送 ,一斟之米 ,价钱四百 ,使百姓老弱 ,未得其所 ,比年以来 ,多 以逃亡。《上蜀川军事》

认为蜀中百姓的逃亡反抗完全是由于地方官吏的残酷剥削 ,边郡主将的勒索敲诈所造成的。因此

他主张
“
清官人

”“
除屏贪残

”
,清除那些祸国殃民的官吏

“
蠹弊

”
,委派清正官人 ,使

“
蜀中百姓 ,免

于赋敛
”
,减轻其徭役负担 ,使之

“
永得休息

”
。同时他又主张发展蜀中经济 ,认为

“
国家富有巴蜀 ,

是天府之藏
”
,国家的军粮及用度 ,许多都

“
取于蜀

”
。发展蜀中的经济 ,减轻人民负担 ,“ 即可富

国
”
。因此他建议说 :

伏见剑南诸山多有铜矿,采之铸钱,可以富国。⋯⋯请依旧式,尽令剑南诸州准前采铜,于益府铸钱。其

松潘诸军所须用度,皆取以资给。用有余者,然后使缘江诸州递运,散纳荆衡沔鄂诸州,每岁便以和籴,令漕

运委神都太仓。《上益国事》

开发蜀州的自然资源 ,巩固边防,增加国库的收入和积蓄 ,减轻人民的负担 ,这实在是利国利民的

大好事。陈子昂的这些主张和建议 ,深中时弊 ,切实可行 ,不独关系着蜀中乡邦人民的切身利益 ,

而且对于维护当时武周王朝的统治也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陈子昂热爱故乡和故乡的人民,因 此他对那些为官清正廉洁,对故乡人民多少做过一些有益

事情的蜀中官吏表示了称颂和赞扬。他在《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中称赞了张知古针对当

地
“
残猛聿至 ,蟊贼内讧 ,始于硕鼠之侵·终于饿狼之喙 ,抒轴既尽 .郛 邑殆空

”“
苛政虐于猛虎

”
的

情况 ,减免租税征徭 ,优济·
}享 嫠贫窭 .“ 偎富资平 ,耦耕分种

`使
“
人得其居

”“
人得其食

”
和他兴办

学校的德治美政。他在《唐故朝议大夫梓州长史杨府君碑》中颂扬杨越在梓州长史任上时 ,“下车

问俗 ,观风立政 ,先之礼让 ,教以诗书 ,抑浮窳 ,禁蟊食
”
,改变当地

“
人豪俗侈,政削公胶

”
的不良风

气的政绩。他在《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中称许独孤丞
“
力行务仁 ,推诚爱物

”“
智效一乡,惠 孚百

里
”
的美政 ,因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在《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中赞扬封君稼穑务本 ,

财货利用 ,事生节用 ,事死以礼 ,用狱恤刑等方面的仁治惠政。这些碑文无疑都有夸大不实之处 ,

但陈子昂以儒家
“
民本

”
思想和德治仁政为标准来评价官吏的好坏 ,在 当时无疑是有一定的进步

意义的 ,值得肯定。其对蜀中故老百姓的关心亦深蕴其中,这也是不难看出的。

陈子昂不仅关怀着四川人民的生活疾苦 ,而且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热情地赞颂了故乡美丽

的山水风光和自然景物。

山水自然之美 ,是人类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审美对象 ,也是我国诗歌创作的传统题材。
“
蜀山有

云 ,巴水可兴
”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不仅气候宜人 ,物产丰富。而且巴山蜀水 ,风光秀丽 ,景物幽

美 ,早 已成为历代文人向往和爱戴的地方。陈子昂生于四川 ,长于四川 ,故乡奇峻幽美的自然景观

和山水风光毫无例外地成了他诗歌题材的重要内容∫特别是他离别故乡旅途和晚年家园幽居时

的一些作品 ,更抒写了他对故乡山水的独特个性 ,充满了对故乡真挚的热爱之情。

陈子昂先后三次入京 ,三次归乡。入京的目的是
“
以义补国

”“
论道匡君

”
,实现自己

“
再取连城

璧 ,三陟平津侯
”
的政治理想。归乡的原因虽各有不同,但宗旨却离不开

“
以道隐身

”“
独善其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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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陈子昂描写蜀中山水 ,刻 划故乡风光大都融入了自己的主观感受 ,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带

上了时代和社会的印记,十分接近八生,富于人的生命感。如《感遇》第二 :

兰若生春夏 ,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 ,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 ,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 ,芳意竟何

成 !

从
“
幽独空林色

”
可知 ,这首诗是诗人幽居家园时所作。诗人借楚辞草木零落、美人迟暮的意境 ,将

自己壮志未酬、美好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心情委婉含蓄地抒写了出来。全诗融情于景 ,情景相生 ,

兰若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 ,无疑这是诗人人格的象征和自我形象的表露。再如《白帝城怀古》:

日落沧江晚,停桡问土风。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荒服仍周甸,深 山尚禹功。岩悬青壁断,地显碧流

通。古木生云际,归 帆出雾中。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

这是诗人首次离蜀入京途经白帝城时所作 ,这时诗人正满怀着对前途的希望 ,以 期对国家做出一

番事业 ,因而在诗中通过对白帝城历史的回顾以及壮丽景色的描写 ,不仅抒发了旅途的怀乡之

感 ,更重要的是通过追怀刘各 ,对其未能统一中国表示遗憾 ,从而委婉含蓄地批判了封建割据势

力必然的悲剧结局和对国家强盛统一的赞颂。所谓
“
怀古

”
,实际上是抒怀 ,是诗人渴求

“
月甸

”“
禹

功
”
的政治理想的艺术体现。此外如《万州晓发放舟乘涨还寄蜀中亲友》中

“
空氵蒙岩雨霁 ,烂熳晓云

归。啸旅乘明发 ,奔桡鹜断机。苍苍林岫转 ,遥峰曙日微
”
,诗人描写了万县早晨的壮丽景色,岩雨、

晓云、林岫、波涛、远岸、遥峰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山水图画 ,的确是
“
造语入工 ,取景自细 ,非齐梁

以下诗人所逮。
”
但这些景物引发的却是诗人对世间是非曲直 ,转眼泯灭 ,难以逆料的感慨和对逍

遥江海的隐逸生活的眷恋 ,心情颇为悒郁 ,由 景入情 ,情 自景生 ,使景充满了人生意识。《入峭峡安

居溪伐木溪源幽邃林岭相映有奇致焉》一诗写安居溪的幽美景色 :“靡迤随波水 ,潺潺沂浅流。烟

沙分两岸 ,雾岛夹双洲。古树连云密 ,交峰入浪浮。岩潭相映媚 ,溪谷屡环周。路迥光逾逼 ,山深

兴转幽。麋鼯寒思晚 ,猿鸟暮声秋。
”
的确是

“
幽邃

”
深静 ,不失

“
奇致

”
之美。但这种美景是诗人

“
暂

息兰台策 ,将从桂树游
”
,决心弃官归隐后所体会到的 ,是与污浊黑暗的宦海仕途相对的,无疑是

与社会人生契合感应的结果。因而情景交融 ,生动感人。

陈子昂
“
平生白云志 ,早爱赤松游

”
,早年就有隐居求仙的志向。三次归乡,或

“
林岭吾栖 ,学神

仙而未毕
”
,或

“
讨论儒、墨 ,探览真玄

”
,或

“
晚爱黄老 ,尤耽味易象

”“
种树采药以为养

”
,总之诗人

“
以道隐身

”
,企图在仙、释的遗世和禅静中得到暂时的精神解脱。因此陈子昂笔下的巴蜀山水自

然风光往往与神话相结合,具有神秘的色彩 ,与郭璞和李白的游仙诗颇相近似。特别是陈子昂描

写故乡家园的山水风光更是虚实相生、或释或仙 ,幽 奇清静 ,神妙美好。例如《春日登金华观》:

白玉仙台古,丹丘别望遥。山川乱云日,楼榭入烟霄。鹤舞千年树,虹飞百尺桥。还疑赤松子,天路坐相

邀。

首两句点题写登观 ,以
“
古

’’bF遥”二字显出金华观
“
为不死之乡,非一切尘寰可比

”
的奇特之处。中

四句写登观所望 :远则山川与云日纷纭杂乱 ,近则楼台亭榭耸入烟霄 ;奇则有千年之树如鹤舞之

轩翥 ,美则有百尺之桥如鸿飞之蜿蜒。这种奇异的美景 ,自 然会引出尾联的登观所想 :还应逢仙人

赤松子坐天路以相邀。诗由实入虚 ,虚实相生 ,若仙若凡 ,仙凡莫辨 ,更显出金华观风光的神异离

奇 ,清幽美丽。又如《酬晖上人秋夜山亭有赠》:

皎皎白林秋 ,微微翠山静。禅居感物变 ,独坐开轩屏。风泉夜声杂 ,月 露霄光冷。多谢忘机人 ,尘忧未能

整。

这首诗赞美了秋夜的幽景和禅房的雅静 ,颂扬晖上人的淡泊宁静和高逸不俗 ,抒写自己未能完全

忘怀尘事 ,欲求解脱而不得真正解脱的矛盾苦闷心情 ,情景相生 ,寓禅理于写景之中。景物生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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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宛如图画 ;禅理深邃含蓄 ,耐人寻味。再如《南山家园林木交映盛夏五月幽然清凉独坐思远率

成十韵》一诗抒发了自已孤寂淡泊的情怀和求仙向道的志趣 ,动静结合 ,虚实相间 ,充满了神奇空

灵的色彩。特别是诗人将
“
忘机委人代 ,闭户察天心

”
,“坐观万象化 ,方见百年侵

”
的老庄哲理与盛

夏五月幽然清凉的自然美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如真似幻 ,更显出南山家园风景的清幽静美和诗

人独坐思远的深厚迷离。此外《夏日游晖上人房泸对户池光乱 ,交轩岩翠连。色空今已寂 ,乘月弄

澄泉
”
,晖上人房的幽洁雅静与自己欲

“
乘月

”
入禅 ;《 酬晖上人独座山亭有赠》中

“
岩庭交杂树 ,石

濑泻鸣泉 。~水 月心方寂 ,云霞思独玄
”
,赞美独坐山的美好风光和晖上人的安禅入定 ,但

“
宁知人

世里 ,疲病苦攀缘
”
,而 自已却始终不能入禅解脱。《晖上人夏日林泉见寄》中

“
岩泉万丈流 ,树石千

年古
”
的幽雅美景与诗人

“
方释尘劳事 ,从君袭兰杜

”
的隐逸幽居生活 ,无不寓禅佛理趣于山水风

光自然美景的描写之中,有着若仙若佛 ,杳冥难测的特点。前人谓
“
此开王孟清静澹妙一派

”
,是很

有道理的。

四

作为唐诗革新的先驱 ,陈子昂不仅影响整个唐代诗坛 ,受到唐代诗人的尊崇和景仰 ,而且沾

溉乡邦 ,受到四川历代著名文人的尊崇和景仰 ,得到他们崇高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
“
梁有汤惠休 ,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 ,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 ,结 交凤与麟。

”
出生于四

川江油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自己的诗中对同乡前辈陈子昂表示了敬慕和景仰的感情 ,把陈子昂

同南朝刘宋时期著名诗人鲍照 ,一起比做卓绝不群的麟凤而加以称美。李白和陈子昂一样 ,不仅

有着纵横豪侠的性格和求仙向道的志趣 ,而且在诗歌创作上也有着许多相似和一致之处。他们都

批判六朝颓靡诗风 ,倡导诗骚和建安风骨的优良传统 ,主张夏古革新。李白
“
《古风》两卷 ,多效陈

子昂,亦有全用其句处 ,太 白去子昂不远 ,其尊慕之如此。
”(朱熹《朱子语类》)太 白《古风》,其篇富于

子昂之《感遇》,俭于嗣宗之《咏怀》,其抒发性灵 ,寄托规讽 ,实相源流也。
”(胡震享《唐音癸签》)

、
宋代著名文学家四川梓潼人文同在他的《拾遗亭记》中驳斥了宋祁《新唐书.陈子昂传》将子

昂与吕才、傅奕同传 ,认为陈子昂
“
以王者之术说武瞿

”“
子昂之于言其聋瞽欤

”
的观点 ,高度评价

了陈子昂的政治才能。他说 :

明堂太学在昔帝王所以恢大教化之地 ,自 非右文好治之主为之 ,无以称其举 ,岂 淫艳荒惑险刻残波妇人

之所宜与乎!缘事警奸 ,立文矫僭 ,伯玉之言有味乎其中矣。

认为吕才 ,付奕不能与陈子昂相提并论。他引杜甫、韩愈的诗歌作为证明。同时对陈子昂的不幸

遭遇深表同情 :“ 伯玉 ,同 之郡人也 ,昔不幸而死于贼简之手 ,心尝悼之矣。今不幸而不得列于佳

传 ,是故恳恳欲为之伸地下之枉耳。
”
文同对武则天的评价与宋祁并无什么不同 ,其对宋祁将陈子

昂与吕才、傅奕同传的不满与批驳也并无多大的力量 ,但他对同郡前贤陈子昂的尊崇敬仰却是充

溢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 ,十 分强烈。

明代四川新都人杨升庵
“
好誉其乡人

”
,他列举

“
唐世蜀之诗人

”
,第一个便是射洪陈子昂。他

高度评价了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其辞简质 ,有汉魏之风 ,而文集不载。
”
他称赞陈子昂的《感

遇》诗说 :

或语子曰:“ 朱文公《感兴》诗比陈子昂《感遇》诗有理致。”子曰:“ 譬之青裙白发之节妇,乃 与靓妆泫服之

宫娥,争妍取怜,埒材角妙。不惟取笑旁观,亦且自失所守。要之,不可同日而语也。彼以《拟招》续《楚辞》,



12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第 90期

《感兴》续《文选》,无见于此矣。故曰: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要有契予言者。”

杨升庵的话虽不免戏谑 ,但所见还是比较正确的。因此当他登上陈子昂读书台时 ,便对这位同乡
前辈表示了知音难遇的追怀之情 ,写下了《登玉京观陈子昂读书台二首》:

巴峤亭前立,涪江槛外斜。雪堂开洞府,云木上烟霞。叶响非关雨,林香不是花。玉京如可到,从此问丹
砂。

古调今寥落 ,今人忆拾遗。不图垂拱世 ,复 睹建安诗。瑟在犹清庙 ,碑残尚色丝。紫阳留咏后 ,千载有钟
期。

前一首写景寄意 ,描写了玉京观美丽的景色。后一首怀古抒情 ,抒写了对陈子昂的迫忆怀念与崇

敬赞颂之情。

清代罗江李调元和遂宁张问陶对陈子昂也是异常景仰敬慕的。李调元在他的《雨村诗话》中

指出 :

,  唐王、杨、卢、骆四杰,浑厚朴茂,犹是开国风气。自吾蜀陈子昂,始以大雅之音,振起一代,汛 汛乎清庙明
堂之什矣。昌黎诗云:“ 国朝盛文章,子 昂始高蹈。”信不诬也。吾蜀文章之祖 ,司 马相如、扬雄而后,必首推子
昂。

他不仅高度评价了陈子昂开启唐代诗风的伟大历史功绩 ,而且充分肯定了陈子昂影响蜀中后辈

文人的不朽功勋 ,其对陈子昂的仰慕是异常真挚而热烈的。与李调元同时而稍后的张问陶论诗主

性灵 ,但他对陈子昂却十分景慕与推崇。他在《射洪》一诗中写道 :

陈公读书处,五马怅临歧。暝色来东蜀,江声走大淋。诗推前辈好 ,山 爱故乡奇。望望金华远,虚名迥自
疑。

他称颂前辈陈子昂的诗歌 ,热爱故乡美丽的山水风光 ,因而他瞻仰陈子昂读书台遗迹时便徘徊不
忍离去 ,其眷恋追怀之意十分明显。甚至当他到陈子昂曾经经历过并留下了诗歌的乐乡县时 ,禁

不住也写下了《乐乡关》一诗 :

常叹乐乡好,乍来春昼间。今人须驻马,古县已成关。野水浮孤艇,斜 阳淡远山。射洪陈伯玉,何 日遂西
还 。

诗人深情地呼唤着陈子昂
“
西还

”
归乡 ,真是一往情深。

到了近现代 ,四 川学界对于陈子昂仍是十分推崇的。富顺宋育人就盛称陈子昂诗歌的不朽功

绩 ,他在剖析六朝诗歌弊病之后指出 :

初唐集阴何之遗尘 ,衍庾江之芳流 ,虽垂藻易容而取径同术 ,皆 明而音婉 ,条 繁而语泽。惟伯玉古风托

始 ,高弁群词 ,不惟正始之音 ,当 是古来香草。自余诸家 ,未之能逮。

他还进一步称颂陈子昂的诗歌说 :

骨格清凝,苍苍入汉。源于小雅,故有怨悱之音。《感遇》诸篇,f爹然冠代;称物既芳,寄托遥远,固 当仰驾
阮公,俯 陵左相。幽州豪唱,述为名言,如河梁赠答,语似常谈而脱口天成,适如人意。海内文宗,非虚誉也。

既从诗歌发展的历史出发 ,阐 明了陈子昂诗歌的渊源 ,同时又根据陈子昂的具体作品 ,论述了陈

子昂诗作的艺术风格和深远影响 ,颇为精辟。而革命家南充张澜先生 1939年到射洪金华山时 ,鉴

于国家民族正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 ,感时伤事 ,无限惆怅 ,遂写下了《访射洪陈拾遗书台》一诗 :

来到金华第二峰,读书人渺野台空。高才怅望无寻处,但 听江声暮霭中。

诗人追怀先哲 ,怅望高才以振兴祖国 ,挽救民族危亡 ,满腔报国热情及愤激之情深寓其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陈子昂热爱故乡和故乡的人民 ,而故乡的人民也在缅怀着伟大的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