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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杜甫 蝴诗的山川形胜和风土人情描写

蒋 先 伟

读杜甫夔州诗,我们会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走描写江吐l形胜和风土人情的。它们有的

歌唱夔州的自然山水,有的凭吊夔州的古迹名胜,有的记述夔人的衣食住行,有的谈论夔州

的风俗人情:这些诗篇宛若一幅幅色彩斑斓、风格奇瑰的三峡山水图和夔州风俗画,既令你

在赏心悦目的名山胜水中流连徜徉,也让你在奇幼绚丽的殊风异俗中冶情陶趣,还使你在深

沉厚重的历史长河中太息沉思。它们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 ,多层次、仝方位地反映了诗人

的思想感情和唐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种风貌。囚此,研究杜甫夔州诗的山川形胜和

风土人情描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

一、夔州诗的山川形胜描写

作家的创作无疑要受到他生活和地域环境的影响。 《文心雕龙 。物色 》说: “
若乃山林

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

乎?″ 杜甫自己也说: “
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巫峡忽如瞻华△,蜀江犹似见

黄河。” (《 峡中览物》)是 的,这话不 错。诗人在关中的生活的确为他提供了不少好诗的

素材。其原因,仇兆鳌评述说: “
向贬司功,而诗兴偏多,以华岳、黄河足引壮思也。”巫

峡和华岳,蜀江和黄河,诗人已发生了联想,这 自然也要引起他的诗兴和情思。杜甫虽然因

思乡念旧的特定心境不可能自觉地承认夔州山水对他诗作的滋养,但夔州诗四百 七 十 余 首

(包括云安诗三十二首 )竟 占他平生所作的三分之一 ,并取得了
“
晚节渐于诗律细

”
的崇高

艺术成就。其创作精力之旺盛,诗歌质量之优秀,不仅不比他齐、鲁、 秦、陇及成都、蜀、

梓诸时逊色,而且成为他一生艺术特具风格的一个重要时期。夔州的江山,三 峡的风物给这

位著名诗人晚年创作以深刻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

南齐虞羲 《'巫 山高 》说: “
南国多奇山,荆巫独灵异。

”
夔州的山水,向 以险峻奇幻见

称‘夔州的古迹,又以悠久神秘闻名。传说中有炎帝之女瑶奴管领巫山,战国时就有楚襄王

和神女的种种传说。东汉初有公孙述构筑白帝城;三国时有诸葛亮摆设八阵图。此外还有先

主庙、武侯祠、昭君村、屈原宅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都可在夔州见到踪影。仿

佛上苍的着意安排,我们民族最优秀的诗人杜甫也来到了夔州,他的诗作不仅汲取了这瑰异

的源泉,而且又为夔州的山水古迹增添了新的光彩。

杜甫夔州诗的山川形胜描写,大致可分为江山的歌咏和古迹的凭吊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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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的歌咏撮其大要有几十篇。这些篇章,或作片断式的速写,或作高瞻式的鸟瞰,或
作具体式的工笔描绘。

片断式的速写就象 I乜影艺术的空镜头,在向你展示夔州的奇山异水 :

月峡瞿唐云作顶,乱石峥嵘俗无井:(《 引水》)

城峻随无壁,楼高望女廿。 (《 ∶L白 言∷》、

卓立群峰外,蟠峰币l刂 tL:Ⅰ ∷r1T之 , ∵o|i{「亏天。 (《 白盐山》)

大江蟠嵌根,归氵每I△ t:∵ =j广 △,△ △氵:莫砑。峡门自此始,最窄容浮查。 (《 柴 门》)

这是夔州的高山峡谷.它 仰
、
l高 可齐云天垦闸。山肖可比利剑钅莫钎,险只容木槎竹筏。再看夔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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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瞻式的鸟暾丨lj又 象 :L影 艺术的风光片,在向你全面展开茭州的地理、历史、物产和风

物。请看 《夔州歌十绝句 的其一、其四和其十 :

中巴之东E东⊥,汪 1ti于 Ⅰ|注 其问。自帝肓t三
=谁

,麦丿ii△过百牢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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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借问夔J丨 丨压Ⅰ辶,∶ =∶ 1江
=扫

城喁。

这块神奇的土地,自 开天辟地以来,大江即日夜奔流其间,=帝 城高扼瞿唐峡口,为入蜀咽

喉,堪称
“
三峡之镇

”,也堪仂t天下所无,古代的神 仙境界也7t与相匹。四川人民自古凭借

这大 自然所给予的特殊恩惠,以 这条黄金水道与外交通 .因此杜诗曾称道夔州的经济地位是
“
蜀麻吴盐 自古通 ,万斛之舟行若风

” (《 十:色 :Ⅰ 》tLˉ :正 由于菱州具 有 这 样 的 地 位 ,

故虽山高峡险,水深流急,然 却人烟稠密, 
“
闾间缠绕

¨
,正 如仇兆鳌说的

“
市舶辐辏,真

西南一大都会也。
”

观赏了夔州全貌。我们再看杜甫用工笔细描的最能钵现夔州雄奇险峻的l两大景点——瞿

唐峡和滟灏堆:           =
三峡传∫t处 ,j叹芏注此门。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Ⅱ: 0J菱 t髭古,蛟龙窟宅尊。羲和冬驭近,愁

畏日车翻。 (《 崔唐两崖》)

西南万壑注,劲敌两崖开。地与山根裂,江 V、 月宦
=。

|:戊当白帝,空曲隐阳台。疏成功虽美,陶

钧力大哉。 (《 瞿唐怀古》)

这是两篇专章咏瞿唐峡的诗。所谓
“
双崖”,就是有名的赤甲山和白盐 山,一 江 北,一 江

南,隔江相对 ,峭壁悬崖 ,堪称劲敌。所谓
“
门

”,据 《方舆胜览 》卷五十七: “
瞿唐峡 ,

乃三峡之门,两崖对峙,中贯一江,望之如门。
”

因此,瞿唐峡又称夔门。诗用
“
羲和”两

句写瞿唐耸窄,王嗣爽解释说: “‘
羲和

’
,日 驭也。至冬 日行南陆,若在平原,犹见旧行

天上,今两崖高极,隔断 日车,若翻地轴,而 屏日 于 天 之 外 也。” (《 杜臆》九卷 )羲和是

我们华夏民族的太阳抻,传说他驾六龙而驭太阳,杜甫在这里把冬 日阳光不能照射夔门用羲

和害怕翻车而退避这一意象来表示,构 思可渭奇特。而
“
江从月窟来

”比之李白
“
黄河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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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来
”,又有异曲同工之妙。

杜甫咏滟预堆的诗,也是两首。据 《太平寰宇记 》卷一百四十八: “
滟预堆,周 围二十

丈,在州西南二百步蜀江中心瞿唐峡口,冬水浅,屹然露百余尺,夏水涨,没数十丈,其壮

如马,舟人不敢进。又曰犹与,言舟子取途,不决水脉,故曰犹与。”民间谚语说: “
滟预

大如马,瞿唐不可下;滟预大如象,瞿唐不可上;滟预大如牛,瞿唐不可流。
”

杜甫的
“
沉

牛答云雨,如马戒舟航
” (《 滟灏堆》),就是化用民谣意境。另一首 “滟预既 没 孤 根 深

”

(《 滟预》)则 以七律形式,用
“
鸟去”、 “

龙吟”
、 “

舟人囱首
”

、
“
估客流泪”

等意象极

写滟预之险,也受到民歌民谣的启发。

以上是杜甫对夔州山水的歌咏。写巫山,咏夔峡,在杜甫以前,代有作手。战国时宋玉

的《高唐 》、 《神女》诸赋,西汉铙歌中的《巫山高》乐府古曲,北 魏的《巳东三峡歌 》,

降及隋唐,更是不绝如缕。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杜甫推崇的蜀中前辈陈子昂和好友李白。他

们或凭传说想象敷衍成章,或经旅途过眼即兴抒写。这些诗篇,不可不谓歌唱夔州山川的名

篇佳什,但却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缺乏对夔州山丿丨【的全面把握和深切体验。杜甫的夔州山

川诗,以 自己流寓夔州两年多的生活经历和体察,真实而具体地展现了夔州。研究杜甫夔州

山川诗,无异乎随着作者足迹,对三峡雄奇壮丽的风光进行了一趟实地考察,从而激荡起我

们对祖国山川的深厚情感。

夔州名胜古迹之威已如前述。巫山神女的故事,大概是最富于夔蜀的地域特色。夔州山

高多雨9自 有一种空漶、迷幻、神奇之美。宋玉《高唐赋 》即据此敷衍。那
“
旦为朝云,暮

为行雨″
的神女传说,最初当是用来解释巫夔富云多雨这种自然现象的。因此,每逄下雨吹

风杜甫就很容易联想起神女、楚王和宋玉,如
“
直觉巫山暮9兼催宋玉悲。” (《 雨》)“江

流思夏后,风至忆襄王″ (《 上白帝城》), “
雨随神 女 下 朝 朝

” (《 夔州歌十廷句》之六 ),
“
楚王宫北正黄昏,白帝城西过雨痕” (《 返照》), “

春雨闾闾塞峡中,早 晚来自楚⒈宫”

(《 江雨有怀郑典设》)等等。写得最为精妙的还当数下面这首 《雨 》诗 :

峡云行清晓,烟雾相徘徊。风吹苍江树,雨洒石壁来。凄凉生余寒,殷呋江出Ξ。白谷变气陕,朱

炎安在哉。高鸟湿灭下,居人门未开。楚宫久已灭,幽佩为谁哀。侍臣书王梦,氵肓冠古才。冥冥翠

龙驾,多 自巫山台。

仇兆鳌谓此诗
“
说得奇而空”。 “

空”并 非 空 洞,而 足空氵泶、飘渺、迷幻。杨伦即作如是

观9他说: “
借巫山行雨事,本地风光,写得飘渺。” (垃诗t茳 》卷十三)杜甫见风雨即思

神女和楚王,又思宋玉,这些联想,又不免寓入杜甫自己的感Ⅱε杜甫和宋玉一 样 坎 坷 失

志,其 《咏怀古迹五首 》之二 “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濡稚方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汨,萧条

异代不同时。”十分明显,就是这种心情的表露。

杜甫是第一个歌颂诸葛亮的诗人。早在成都,就有脍炙人口的《蜀相 》。下峡居夔,更

进一步触发了他歌颂孔明的契机。夔州有关诸葛亮的古迹很多,除武侯庙外,还有八阵图、

永安宫、先主庙,因此对孔明遗迹更得瞻仰凭吊,而大写特写了。杜甫在夔州咏孔明的诗篇

有七—— 《武侯庙 》、 《八阵图 》、 《夔州歌十绝句 》之九、 《古 柏 行 》、 《咏 怀 古迹五

首 》之五,《 ~诸葛庙 》和 《上卿翁请修武侯庙 》等,如果加上 《谒先主庙 》(仇注:诗虽咏

先主,但却实赞武侯 ),实际上是八首。夔州武侯庙地位突出,不比成都武侯祠只是昭烈庙

的陪祀。九家注在《古柏行》题下引赵次公已说了这个道理: “
孔明为蜀相,成 都 则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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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而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则先主庙、武侯庙各别。”
爽州武侯庙地位突出,而杜甫对其评

价更突出。称其伟大功绩是
“
功盖三分国” (《 八阵图》),颂其勋业是

“三分割据纡筹策”

(《 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赞其人格是
“
万古云霄一羽毛” (同上),其 中特别是对 其 鞠 躬 尽

瘁,忠于蜀汉政权的精神,给予了最热烈的礼赞。如
“
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 (《 武侯

庙 》),又如
“
复汉留长策,中 乐仗老臣。杂耕事未已,欧血事酸辛。” (《 谒先主庙》)杜

甫为什么这样敬仰孔明并不厌其烦地反复歌咏之呢?笔者以为,这是和当时国家政局混乱有

关系的。史载:从永泰元年 (765)至大历三年 (768),也 就是杜甫居夔期间,长安年年有

吐蕃入侵,蜀 中叉有崔旰作乱不法。而当时朝中是奸相元载用事,短期充任东西川节度使的

杜鸿渐本是带着
“
以平蜀乱”

的使命来的,但他却因惧怕崔旰而专事姑息,甚至
“
州府事悉

以委旰,叉荐之于朝,因请以节制让旰,上不得已从之。” (《 通鉴》卷二百二十四)对于这

个
“
本家

”,杜甫原是抱有希望的,他在 《客居 》诗中写道: “
今又降元戎,已闻动行轩。

舟子候利涉,亦凭节至尊。
”

然雨杜鸿渐的所作所为,却使诗人的希望化为了泡影。处在这

样的环境下,杜甫怎不怀念一代贤相诸葛亮呢?

白帝城也是老杜夔居时爱登临的古迹,他歌咏白帝城的诗作共计有七首:《上白帝城》、

《上白帝城二首 》、 《陪诸公上白帝城头宴越公堂之作 》、 《̀白 帝城最高楼 》、 《白帝》、

《白帝楼 》和 《白帝城楼 》。杜甫白帝诸作,既是雄奇奔放的山水诗,又充塞着一种借古讽

今 ,丧乱忧民的忧患意识。登白帝就会想起恃险割据的公孙述,提起公孙述就会勾起蜀地的

纷争和国家的战乱。如
“
公孙初恃险,跃马意何长” (《 上白帝城》); “

兵戈犹拥蜀,赋敛

强输秦″ (《 上白帝城二首》); “
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

哭秋原何处村
” (《 白帝》)。 一个爱民爱国的诗人,即使他写的是山川古迹,但又何尝不都

和国家的命运休戚攸关呢?

杜 甫 喜 爱 夔 州 的 山川 形 胜,在 不 少 诗 中有 明 白 的表 现。 如 《上 白帝 城 二

首 》悦 : “
江 城 含 变 态,一 上 一 回新。”

《雨 晴 》诗 说: “雨 时 山不 改,晴罢

峡如新?。 《移 居 夔 州 作 》说: “
春 知 催 柳 别,江 与 放 船 清。农 事 闻人 说,山光见

鸟情。
”总之,夔州的山水对杜甫是新,是清,是有情,每观赏一次 就 会 有 一 次 亲 切 的

感觉。对于夔州的古迹,他更有兴趣。他以抱病杖藜之身数登白帝: “
老病闻悲角,人扶报

夕阳” (《 上白帝城》),又 屡访武侯,他说: “
武侯祠堂不可忘” (《 夔州歌十绝句》之九 ),

又说: “
久游巴子国,屡入武侯祠

” (《 诸葛庙》)。 不可否认,杜甫在一些诗中也表现过厌

居夔州的情绪,有 时也会有 “
烦

”,有 “闷”,但是却
“不是烦形胜”,而 是 “深 愁 畏 损

神
” (《 上白市城二首》)。 关于这两句,杨伦解释说 : “言形胜非不可喜,特以蜀民之因 ,

正恐触目生愁耳。” (《 社诗镜铨》卷十二)杜甫不欲久居夔州,仇兆鳌在 《季秋江村 》“远

游虽寂寞,难见此山川”
下引顾注说: “公方图出峡,雨 曰

‘
难见此山川

’
,贝刂知 出峡 之

故,非为江山不可居也。
”
在飘泊流离的生活和思亲念旧的情绪下,诗人仍是这样一往情深

地爱着夔州的山川,这正是一个具有爱国感情的诗人的特点。

二、夔州诗的风土人情描写

'1土

人情足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个性的特殊表现形式,也是窥探地区、民族 文 化 的 窗

口。文学作品的风土人情描写,不但会增添文学的审美情趣和价值,也能给历史学、民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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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俗学的研究提供形象的资料。杜甫夔州诗有不少风土人情描写。下面我们从物候、风俗

和人情三方面加以论说。

夔州,历史悠久,但却僻处荆楚巴蜀之间,不免有些落后。明正德 《夔州府志 》称
“
其

俗信鬼。刀耕火种,女不蚕织。
”

夔人的衣食住行是艰难的。杜甫诗中描写土人巢居野处 ,

如鸟兽然: “殊俗状巢居,渥台俯风诸” (《 雨二首》), “峡人鸟兽居,其室附层颠
” (《 赠

李十五丈别》):吃食是饭杂沙粒,饮水也十分不便: “塞俗人无井,山 田饭 有 沙
” (《 溪

上》冫。为了解决吃水,在云安他只好神钱去买—— “云安沾水奴仆悲” (《 引水》);在奉

节用竹筒连接起来去深水引—— “
白帝城西万竹蟠,接筒引水喉不干” (同上)。 一旦天旱 ,

或竹筒发生故障,饮水则更成问题,当地居民为此甚而发生争斗—— “郡人入 夜 争 余 沥”

(《 示獠奴阿段》)。 引水筒坏了要往返四十里去检修 (《 信行远修水筒》)。 饮食结构的不合理

对于杜甫也是一个问题,一 日三餐,一家只有一样菜下饭—— “
敕厨或一味,求饱或三鳇

”

(《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如果遇上天灾,一 餐一菜亦不易得: “园蔬抱金玉 ,

无以供采掇
” (《 七月三日戏呈元二十一曹长》),这时便只好去泉石间摘些苍耳嫩苗杂在瓜韭

间下饭 (《 驱竖子摘苍耳》)。 堂前开两席菜畦,种上莴苜 (《 种莴苜》)也是为了有点下饭的

东西。夔州都督柏茂琳照顾他,有时派园官送他一些菜,但园官势利,瞧不起穷诗人杜甫 ,

有时连缺几天不给送,送来也是一些苦莴苜和马齿苋 (《 园官送莱》)。 没有 菜 吃,吃 什 么

呢?吃的是黄鱼和白小。黄鱼是一种
“
肉黄,大者长二、三丈” (《 尔雅·释鱼》),重可千

余斤的鱼类;白小是长不过二寸的银白色小鱼。杜甫在 《戏作徘谐体遣闷二首 》其 一 说 :

“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又在 《白小 》诗中说: “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鱼。细微霜

水族,风俗当园蔬。
″以鱼为蔬,这大概是当年三峡滨江人们的普遍饮食结构,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入肆银花乱,倾筐雪片虚
”,鱼类如此之多而贱,可把老杜这个不 惯 吃 鱼 的

“
北客

”苦了。他哀叹说 “我叹黑头白,苦厌食鱼腥” (《 奉赠薛十二判官见赠》),从杜甫以

上关于衣食住行的描写,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夔峡的普通劳动者是如何过着更为艰△的生活

了。

更令杜甫苦恼的是夔州的气候。他的夔州诗屡言 “
瘴疠

”,如 “瘴疠浮三蜀,风云暗百

蛮
” (《 闷》); “地偏应有瘴,腊尽已含春

” (《 不离西阁二首》): “瘴余菱子国,霜薄楚

王宫” (《 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如此等等。 “瘴”是湿热, “疠
”是瘟疫,菱州湿热,北

人当然不适应这种环境。此外,峡中云遮雾障,风骤雨狂也使老病的杜甫不能适应: “巫山

峡谷不可处,霹雾魍魉兼狂风
” (《 君不见简苏篌》); “

荆扬冬春异风土,巫蛱日夜多云雨”

(《 寄柏学士林居》)。 除气候恶劣之外,峡 中又常有豺虎之患,还 有叫丿、凄凉欲绝的猿啼 ;加上

语肓隔膜,真是象到了另一个世界: “
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黄昏” r《 差汉中王手札》)。 这

些情况,显然不利于杜甫羸因之躯。杜甫不欲久居夔州,这怕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简单地拉

扯到他不爱四川,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夔州僻处崇山峻岭和太江岭谷之间,在杜甫那个时代,属于不甚开发的蒙昧之区。大自

然虽然给了夔人以舟楫之利,但更多的赐予却是困难和艰辛。为了摆脱困境,他们除了靠自

已的奋斗外,又只好乞求于神灵。趋利冒险,信巫好祀,就 自然成了风俗。

关于夔人信巫好祀风俗,杜甫 《戏作徘谐体遣闷∷首 有所反映。其一曰: “
异俗吁可

怪9斯人难并居。家家养鸟鬼.顿顿食黄鱼。”其∷曰: “jL卜 传神语,畲 田费火耕。”
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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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前人或释为
“
所事神名’ (《 苕溪渔隐丛话)苗集卷十二引C荼宽夫诗话》)p或 解 为 “

鸬

姑
” (《 梦溪笔J:》 卷十六 )。 我以为,乌鬼即

“
乌龟”。龟,水族,似鳖而有硬壳,色乌黑 ;

鬼、龟同音雨假借,故俗称 “乌龟”。笔者家乡在三峡,乡人至今犹称龟为乌龟。龟甲在古

代是占 卜的灵物,'故茭人
“
家家养乌鬼”,一旦 卜筮需要,则取之。 “

瓦 卜传神语
”,写的

也是夔人禳病除灾的一种习俗。九家注说: “巫俗击瓦,观其文理分析,以定吉凶。”仇注

引《岳阳风土记 》: “
荆湘民俗,疾病不事医药,惟灼龟打瓦,或以鸡子 卜,求祟所在,使

俚巫治之。”以上足以说明菱人巫风之盈。9但杜甫反映这种风俗最生动的还是《雷 》与《火 》

这组诗:  ^

大历二年 (767),久旱不雨,见于 《旧唐书 ·代宗本纪 》的记载。 “是年春 旱,至 六

月始雨J” 杜甫记炎热之状说: “
大旱山岳焦

” (C雷 )), “蛱中都是火” (《 热三首》)。

楚俗,大早则焚山击鼓。《雷 》诗记求雨场面是 :

封内必舞雩,峡中喧击鼓。真龙竞寂寞,土埂空偻俯。

巫师率入击鼓喧天,唱歌舞蹈,然 “真龙寂寞”,求雨无效。于是又燃山。烧山的作法,也
早见于 《水经注 ·江水 》的记载。杜甫 《火 》诗记烧山的场面是 :

楚山经月火,大早则斯举。旧伯烧蛟龙,惊惶至雷雨。爆嵌魑魅泣,崩冻岚阴E户。罗落沸百泓,根

源皆太古。青林一灰 l尽 ,云气无处所。¨¨ 势欲焚昆仑,光弥煳洲渚。腥至焦长蛇`声吼缠猛

虎。

烧山烧了一月,直烧得百潭沸腾,青林灰烬,玉石俱焚,蛇虎遭害。对于这种毁灭性破坏 ,

杜甫不责怪人民,而把矛头直指当时作乱的军阀和·地方官吏:一曰: “
请先息甲兵,处分听

人主⋯⋯水旱其数然,尧汤免亲睹。上天铄金石,群盗乱豺虎。二者存-端 ,愆阳不犹愈。”

一曰: “
薄关长吏忧,甚昧至精主。″水旱灾害,乃 自然之数,即使尧汤时代也在所不免。

烈日虽醋,也赶不上凶恶的盗戚。囚此,杜甫提出人主要
“先息甲兵

”,官吏要懂得忧民。

朱鹤龄注加以阐释说: “此固旧俗之不经,实囚长吏薄于忧民,不知以精诚为主,尽祁救之

道耳。”这里,我 们看得出杜甫对受迷信毒害的人民是原谅的。这就是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

不可企及之处。

杜甫写夔州妇女的劳苦因顿有五首诗:《 负薪行 》、 《又呈吴郎 》、 《十二 月 一 日三

首 》其二、 《解闷十二首 》其一和 《草阁 》。前两首堪称代
:表

作。《负薪行 》写夔州处女因

战乱至老不嫁 ,负薪背盐以供一家, “
形容妇人之苦极矣。” (《 杜臆》卷七 )《 又呈吴郎 》

写杜甫 “
西邻”

一个
“无儿无食

”
的妇人,因为

“
征求

”雨贫穷到无以活命,只好到那个姓

吴的小官堂前扑枣,赖以为生。交川妇女为何如此不幸?历来论者都认为是战乱所致,这没

有错,这两首诗本身就揭示了这个问题:一说 “更遭丧乱嫁不售”,一说
“已诉 征 求 贫 到

骨”。但却漏掉了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
土风坐男使女立,应当门户女出入”,男子在家

闲坐,女子却要在外劳苦奔波和 “应当门户”。这种男逸女劳之风,其它三首也可证明。如

云安所作 《十二月一 日三首 》其二: “
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

”,仇兆鳌引张远

注说: 巛云安人家有盐井,其俗以女当门户,皆贩盐自及。
”除了负盐、打樵外,她们还得

入溪捕鱼卖钱,又要在江河中刺船:“ 山禽引子哺红果,溪女得钱留白鱼
”(《 解闷十二首》其

一》), “泛舟惭小妇,飘泊损红颜
” (《 草阁》)。 这种

“土风”,在时隔几百年后的陆游

《人蜀i己 》屮仍然可见: “
峡中负物卖,率多妇人未嫁者。”

按照社会发展学的观点, 这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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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一种母系氏族的生产关系,至少说是其遗风t笔者此说,并非只是臆测和妄断。在杜甫

那个时代,i夔州本是
“山带乌蛮阔〃 (j《 渝州候严六侍御不到先下映》), “西南控百蛮

” (《 峡

口二首》)的汉夷杂处地带。杜甫说
“五溪衣服共云山” (《 咏怀古迹五首》之-)。 “

溪”在古

代也是少数民族,《 后汊书 ·南蛮传 》即有
“五溪蛮

”
的记载。 “

乌蛮
”、 “

百蛮
”和

“五

溪蛮
”显然指邻近夔州有少数民族的存在。菱州当时有

“
獠” (古籍中亦作

“
僚

” 冫族,这
是定论。北齐魏收 《魏书 ·僚传 》释僚为 “南蛮之剔种

”
。杜甫在夔州有两个仆人,男名阿

段,女曰阿稽,都是獠人。仇兆鳌于 《示獠奴阿段 》题下解释说: “獠奴,公之隶人,以菱

州獠种为家僮耳。
”

《困学纪闻 》卷十八 《评诗 》: “
《北史 》: ‘

獠无名字,以长幼次第

呼之。丈夫称阿谟、阿段,妇人称阿夷、阿等之类。
’”由于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多种民族杂

居错处,夔州当时还保存有原始的母系氏族遗风。晚唐尉迟枢的笔 记 《南 楚 新 闻 ·獠妇 》

说 :

南方有獠妇,生子便起。其夫卧床褥,饮食皆女Ⅱ乳妇,稍不卫护,其孕妇疾皆生焉。其妻亦无所

苦,炊爨樵苏自若 (转引自《太平广记》第压83卷 8θ 81页 )

南楚,即指夔州一带地区。杜甫在云安时有 《南楚 》诗,以 云安为 “南楚
”,既然云安可称

南楚,管辖云安的夔州当也可称南楚。这则笔记,可以说形象地反映了夔州男逸女劳之风。

以此参证杜诗中夔州妇女为什么劳苦因顿,至老不嫁,其原囚不是昭然若揭吗?对于这种落

后的遗俗杜甫是深为不满的,他同情那些受旧风俗压迫的妇女,偾慨地说: “若道巫山女粗

丑,何得此有昭君村 ?” 并用自已的实际行动以诗作札劝告吴郎不要圈上篱笆,要 〃堂前扑

枣任西邻
”,诗人之恶陋俗而情劳动妇女于此可见。

杜甫有两首诗写了对夔州人情的不满。一是 《最能行 》,写夔州水手趋利冒险 :

夔中丈夫绝轻死,少在公门多在水1富豪有钱驾大舸,贫穷取给行淘柴子。小丿L学问止《论语》,大

儿结束随商旅。皴帆侧舵入波涛,撇漩捎漩无险阻。朝发白帝暮江陵,顷来目击信有征。瞿唐漫天虎

须怒,归州长年行最能。此乡之人器量窄,误尽南风疏北客。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

这首诗写夔中男子多为水手,不重视文化教育,小时学止 《论语 》,长大后就驾 船行 商 作

贾。他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笔者以为最主要的原囚是农耕不易谋生,而为官作宦却不是穷

乡僻壤之人所敢奢望的。仇注引《马岭谣 》: “三牛对马岭,不出贵人出盐井。”当地不出

官宦,却盛产食盐。《新唐书 》卷四十《地理四》:菱州奉节县,有 永安 井 盐 官。又,云

安,大昌皆有盐官。夔州人与外交通的产品就是食盐,杜甫《夔州歌十绝句 》的 “吴盐蜀麻

自古通”就是指的这种食盐贸易 (吴盐蜀麻,互文见义 )。 杜甫另一首《滟预 》: “寄语舟

航恶少年,休翻盐井掷黄金。”这就是劝告驾船的少年水手不要掀翻了盐船而丢掉应换回的

黄金,可见水手驾的都是盐船。这两首诗虽然不满夔中男子的趋利冒险,但对他们仍寄子了

关切之情。从诗中我们透过一层,看到的还有夔人生活的艰难,他们并非不愿 学 习,更 非
“绝轻死”,而是环境使然。不然又何以为生?尽管瞿唐风浪险恶,水手们还得抛家不顾 ,

硬着头皮前往。李白《长干行 》说: “十六君远行,瞿唐滟预堆。五月不可触,猿 声天 上

哀。”李益《江南曲》云: “嫁得瞿唐贾,朝朝误妄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为什

么嫁给瞿唐的商人就要 “误期”?笔者以为杜甫的几首夔州水手诗是可以作 答 的。 《最 能

行 》还谈到夔州男子的
“疏北客”和 “器量窄”的问题9另一首《赠苏四篌 》也谈到 “少壮

(下转第6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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