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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甫 笔 下 的 阆 中

国 泰7阝

唐代大诗人杜甫流离四川时期,曾有两

次阀中之行。第一次是唐太宗广德元年(763)

八月四日,因宰相房涫客死于阆中僧舍,杜
甫于九月由梓州 (今三台县 )赴阆吊唁,到

腊月初田梓。第二次是广 德二年 (764)春

初,他携挈家眷从梓州再次赴阆,原本打算

在阆州作短期停留,再沿江下渝出川,但由

于严武的再次入蜀,他改变了行程,于三月

又携家返回成都。社甫两次阗中之行,滞留

阆中大约有五个月的光景,其问,给我们留

下了四十九首诗作 (据 <杜诗镜诠》所辑)。本文

仅就杜甫对于当时阆州的山川风物、名胜古

冷毖呤诵,作-些概述和浅析。

溪行尽日无村坞

巛旧唐书 ·地理志》卷四十一载: “阆

水迂曲,经郡三面,故曰闾中。”阆中,古

巴子国的别都,条时置县,汉末为巴西郡 ;

西魏改为隆州,以其连岗高隆为舀,隋又为

E西郡,唐复改隆州,后避李隆基讳,改成

阆州。故城遗址在今沙溪公社蓝家坝一带。

杜甫到时,巳叫阆州。杜甫对其地理形势作

了这样的勾勒: “峥 嵘 巴 阆 问,所向尽山

谷。” (<南池>)

阆州僻远闭塞,人烟稀少。杜甫有 《早

花》诗云 :

西京安稳未?不见-人来。

腊月巴江曲,山 花已自开,

盈盈当筲杏,艳艳待春梅.

二苦风尘暗,谁忧宾客nH。

《杜臆》认为,这首诗里的 “早花”有

二意: “-是闻报之迟,而伤花开之早,一
是见花开之早,而感年之易迈。”这样的解

释是对的。事实也确如此。广德元年吐蕃率

领吐谷浑、氐羌等外族大军工十余万入侵长

安,唐代宗仓惶而逃,跑到陕州 (今河南陕

县 )。 同年冬,幸赖郭子仪率兵用计,迫使吐

蕃退出长安,京都收复。作为忧国忧民的杜

甫,直至广德二年春在阆州还不知道长安收

复的消息,发 出 了 “西 京 安稳未?” 的疑

问。如果阆州不是ll,远闭塞,这样堇大的消

息,何来这样长的时问还传不到呢?

“胡 骑 羌兵入 巴 蜀” (《 天边行》),蜀

中人民苫于征戍, “
草满巴西绿,城空白日

长” (《 城上>),故有此人 烟 稀少,空山枉 :

存的反常现象。 “前有毒蛇后猛虎,溪行尽

日无村坞”。坐了一整天的船,沿岸竟连-
个村庀也没有碰到,寥无人迹,何等荒僻的

所在 !

已觉气与嵩华敌

广德二年春,杜甫第二次到阆州所写的

《阆山歌》是专咏阆山之胜的:

间州城东炅山白,冂州城北玉台碧。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朋石
·

那知根无鬼神会,巳觉气与嵩华敌.

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看青壁。

闾州 的这两座山,一座 城东,-座 城

北,都是临江耸峙。山上云绕古松,欲散未

尽 ;山 下江流撞击,崖石欲落未崩。陡峭的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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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山根下盘,象有鬼神相护,山势雄伟,可
与中岳嵩山、西岳华山抗 衡。诗 人 甚 而想

要 “结庐其下,聊 堪 避乱矣。〃 (仇兆鳌《杜

少陵集详注》卷十三)

灵山,在 当时阆州城东十里,今称之为白

塔山,与今城仅相距一衣带水而已。传说蜀王

鳖灵登过此山,因 名灵山。峰顶有白塔一座 ,

外九层,内九十余级,回 旋而上。每逢 i肴 日,

塔身银光闪闪,圪立峰顶,申然突兀。那么,

杜甫到阆州时,灵山顶上是否有白塔呢?很

可能有。理由之一,有元稹的诗为证:

空阔长江碍铁围,高低行树倚岩扉。

穿廓玉涧唢红旭'踊 塔金轮接翠徼.

草引风轻训虎睡,洞驱云人毒龙归J

他主莫忘灵山别.满壁人名后会稀。

∶     (<元 氏长庆集》卷十八:<八月六 Ll与 僧

如展,前松滋主簿韦戴同游窘涧寺,赋得扉

字韵⋯⋯》) 。

·
杜唷是广德元年 ("3)到 问 川刂的;元

稹是在元和 九 年(81硅 )贬为通州 (今四川达

县 )司 马时,曾 与友人到阆州游览,其间相

隔时问不太长。元稹到闸州时有塔,那么儿

十年前杜南到时,可能岜有塔。理由之二 ,

即杜甫的 《阆山歌》中的 “
灵山白

”。就笔

者所见到过的杜诗注本以及分折文章来看 ,

对其中 “玉台碧
″的 “碧″

有所解释,山上

有松,还 有
“
修 竹

” (见 《玉台观》二苜),所

所说碧。惟有
“炅Jj白”的 “

白
″,却 无解

释。若流是白古r己,社 南是春时所见,虽有

可能下雪,但为何相距不远的玉台山却是著

呢?因此,此 沈难成立。若沆灵山陡峭的石

壁,经过日照返射,远处望去是自色,但诗

中却明明写道: “应结茅斋看青壁″,崖壁

是青色的,因此,这种解释也不对。若说是

山顶之色,但从整苜诗来苫,灵山之上岜该

有 松,又 何 白之 有 ?因 此,“灵 山白
”

的 “白
”,很有可能即指立于绝顶的白塔之

“
白
″。不是么?灵 山,玉 台 山,两 峰对

峙,一峰有银光闪闪的塔
“
白
”,一峰是松

I02

竹染成之 “砻”,一 白△碧,遥相|呼砬 ,相
映成坦9阗州的 !l丨 该是何等之夫!

王台山,在阆州城北七里”今呼为蟠龙

山。 《杜臆》载:” 阆中有蟠龙山,在城东

三里,状如蟠龙。贞观中望气耆,言西南千里

有置气。今人入蜀次闽|果见山气∴阝葱。破

山脉,水 流如lm.,今 号锯山。咸亭中徙阆中

县于此。即今锯JJ夫 。″杜甫有诗云: “山

豁何时断 ,江平不胄流。” (《 阝茁Π∶狻刀晦自泛汪

就黄家亭子》)这 里 的 “∶jj豁∵,就 是指 “镅

山关
”,现在当地老百姓叫琚山垭。山尾两

棚,有 “古治平园”,遗址在现在的阆中城东

郊东风中学,为北宋英宗治平年间所建。申有

亭台楼闪,柳 侨花坞 ,泉水竹禾寄渚样胜熹。

宋文 r孑可 曾著为十 韵,黄庭坚 也有记。但

杜莳到问州时,此处却还是 “寒花丨老:舌L丰 ;

宿乌探深枝”〈巛薄吝痧)的 景 象。

嘉陵江色何所似 :

和 《阆山歃》作于同时的 《阆水歌》 ,

则是专咏间水之j挂的:

嘉陵江岜何所似?石黛者玉相因侬。

正怜日破浪花出,更笈春从沙际归·

巴童荡桨欹侧过,水鸡衔鱼*去 飞。∷

阆州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

诗人临江眺望,只见水兼:碧黛,`清礻可

爱,日 出浪中,映水涪妍,岸草先与t,春 回

沙际J巴 童荡桨,水乌翻飞。阆水之关,真

可令人 “肠断
”。         '

《周地囚》云: “水源出奈州嘉淡,囚

名嘉陵江。经阆中,Ru闸水,亦 i彐 阆江,又

口渝水:″ 嘉凌江至阆州 i阿北,折雨南趋,横

流而东,复折而北,绕城三面。地势平阔 ,

江流舒缓。阆水之胜,唐王周也有-苜短诗

《嘉陵江》∶作了形象的描绘:“嘉陵江水色 ,

一带柔兰碧。天女瑟瑟衣,风梭晚来织。”

“阆州城南天下稀
”是说阆州城南风景

之美,天下少有。楼 钥说: “城 南 正当佳

处,对面即锦屏山。”这i帛屏山被称为
“熹



陵第一江山”,其山临汪数迭,石坌陡峭 ,

因
“
花木错杂似 锦,两 峰 连列 如拜”而 得

名。山脊左平右突,中段微凹,呈马鞍状 ,

故又名马桉山。从城 '|匕远眺,i亡:蜂如在云雾

中,`壮 仙i置极。自唐以来,除杜甫外 ,还有

元稹、李商隐、司马光、陆游、黄庭坚等到

此吟咏。现今,成了阆中县城镇居民的替游

胜地。招 《保宁府志》记载,锦奸山至汉以

来 “
楼台亭∴j,点以尽致占”

唐以后”由于

仕甫游过比山,后人便在讳屏山临江傍蓖处

专门修建了杜庆 o。 陆 :∶∫在 《游铞j|山 谲少

陵祠》一诗中,与 了他圭时见到 i⊥ H百 塑泳的

情状: “虚堂奢祠子杜子,启 }高 大t抵 汪

水。古来磨灭知儿人 ,此老至今原不 9二 。″

末讨宫∴∶∶0L二 △在廴oV《 奇牡'gii》 i=Ⅱ

也说: “⊥ i叫 三△太 天三,-足 :=ˉ
=÷

样。″杜陵祠后衩 i青丿、改迮 讠:∶ 二 j辶 ∷,杰 王

杜荫、司马光、陆游三冻。可i==,在十△活

劫之中祠与像皆羰。

杜呐对阆水是相当有感佶的,他在闽州

的作乩中,将近三分之一的诗篇都有阆水入

诗。他不仅仅只是丿莎
·
赏间水之肚,而且还多

次泛舟阆水: “
浮舟出郡郭

” (《 ェ阆J刂忄筵奉酬

叶一 舅营另刂之作 》 ), “
故 作 放 舟 回

″ (《 放 船 》

“方舟不用牡:,极 目总无波
” (<泛江》),他

简直陶碎于H水 了。

安知有苍池

间州城南锦屏山与白塔山之

",其
后有

东西宽四里,南∷匕约八里的南池。杜甫对南

池有专篇吟叹 :

峥竦巴阆 |叫 ,所向尽山谷 。

安知白釜泡,万顷侵坤轴 。

呀然阆城南,枕带巴江腹 。

芰荷人异去i杭稻共比屋 。

皇天不无葸,美利戒止足 。

高田失西成,此物颇革热 。

清源多众鱼,远岸富乔木 。

独叹枫香村,杳时好颜色 。

《一统志》云:“南池白汉唐以来 ,堰大

斗之水灌田,里人赖之。唐时 堰坏,遂 成陆

田。”但从杜诗中的描写来看,当 时雍池的范

围,还是十分壮观的,连 诗人都情不自禁地

叹道:“安知有苍池 ,万顷侵坤轴。
”
在水西阔

大的南池中,芰荷满池,游鱼众多,池的四周

粳稻满野 ,远岸乔木森森。“高田失获,而此

稻 独 丰。″ (仇兆鳌《杜少陵集讠羊注》卷1三 )可

见,南 池一带,得天 独 厚,十 分富 饶。至

南池何时成为
“陆田”,现无史科可考。现今

的古南池 已无 踪影,成了纨i野平 畴的 “七

里坝”,号称 “阆中粮仓″。它在阆中的地

位就好比是成都的川西坝子。

当时,南池旁边还有一座汉主诃,又叫

i与 追宦。因为项羽立刘邦为汉中工,而汉中

Jt与 乏∫{ir'∶ 年,故立此祠。杜“诗云 :

肓 之∴主弓 终亭:走 ⅠⅠ.

乐务禾员玄,荒家 只刂.        ∶

高昱亡f三 ,尻戋办正苴,

不应空陂~L,缥易岽江 //^。  ((南 池 )>

这里,杜甫对当时 i曳 氵丨ij羔 :∶ t神的习俗

作了生动的描述。就在这池索 边河 汉 主礻犭

里,供有汉高祖的神像,神像面前,摆满了

敬供的酒内。为人祈祷的巫祝终目都有,且

歌且舞,衣袂缥缥,真是一幅信克,神 的风俗

画。显然,对于巫祝的述信活动和阆州百雉

崇尚鬼神的风气,杜甫是持批判态度的。

台榭枕巴山

闼州城北玉台山还有置台观i"冻 王亭 ,

这是当叫阆州首属一指的亿胜古迹。广德二

艹春,杜甫第二次由梓州走闪时,喾来此一

游。观和亭是唐高祖李氵i|弟 二十二子李元婴

所造。 《舆地纪胜》载: “唐初鲁芏灵夔 (

高祖第十九子 )、 芯王元婴相继镇是州,u
衙宁车陋,遂修饰宏大之,拟于宫苑,谓 之

隆苑。后i苎 明皇讳,改为阆克。”杜市春游路

工遗迹,一下就写了 《玉台观》和 《拣工亭

子》诗各二首,以写  (下转第吐O页 )(《 南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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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述》。

(‘ 4)《 沧浪诗话 ·诗辨》 。

(45)《 唐音》卷八 。

(46)《 唐诗别裁集》卷五 。

(47)、 (48)、 (49)《 王志》卷三 。

(50)《 湘绮楼说诗》卷七 。

(51)《 说诗淬语》卷上 。

(52)李攀龙《唐诗选序》、又见《艺苑
=言

》卷四、

《唐音癸笺》卷三∷引 。

(o3)〈 诗薮 ·内编》卷五 。

(5座 )《 艺苑卮言》卷四 。

“5)、 (56)俱见《唐音癸笺》卷十 。
(57)《 杜工部塞系铭》 ,

(上接第103页 )

滕王当年的豪华生活和眼前所见的兢、亭内
外的景象。其中 《滕王亭子》—言写逍:

君王台榭枕巴山,万丈丹梯犹可艹。

眷日莺啼修竹ltl,仙 家犬吠白云丨a。

清江锦石伤心丽,嫩蕊浓花满目斑。

人到于今歌出牧,来游此地不知返。

他又在 《玉 台观 》ˉ 首 中描述云 :

中天积翠玉台遥,主帝高居绛节朝。

遂有凭夷采击鼓,始知蠃女善吹箫。 '
江光隐见鼋鼍窟,石势参差乌鹊桥。

更肯红颜生羽翼,便应黄发老渔梓。

(上接第71页 )

并由他把历史的和世情的.主线和副线的两

个方面连结起来,成为ˉ个整体。

这种结构方式,犹如一个庞 大 的建坑

群,有主体建筑,又有各单元的建筑,星 罗

棋布,只 有你观看完毕以后,才感到它是一

个完整的布局 ,而且能做到轻重搭配。互相衔

接,疏密相间,色彩丰富、变化多端,时而

横云断岭,忽儿又峰回路转,象 一 条 连环

样,无论怎样放置,总是互相扣着的;又象

一条大河样,不管有多少支流,弯来转去,

总归汇于-处。

(58《 诗薮 ·内 编》卷五。

(s9)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三 。

(60)《 明诗别裁集》卷一 。

(61)《 渔洋诗话》卷下 。

(62)《 唐音》卷八 。

(63)《 唐诗评选》卷一、卷二 。

(6碴 )《 明诗评选》巷六 。

(65)《 明诗评选》卷五 。          ·

(66)《 石洲诗话Σ卷-。
(67)《 王志》卷二 。

(68)、 (7o)、 (71)现臧北京图书馆 。

(69)上海芭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有影印本 。

(72)现藏南京图书馆 。

这两首诗,使人犹见当年景象:台 鹌l当

春,丹悌险j交 ,茑啼修竹,犬吠云间,江波

迁映 ,花蕊班然。杜甫面对观亭9不禁发幽

古之思: “涪劫困王造″, “人到于今歌出

牧,来游此地不知还。”以讥刺膝王佚游无

度。 “
奸树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辛弃疾:《永遇刀R· 京口北田亭怀古》)昔 日杜甫笔

下的玉台观和踌王亭”在今沙溪公社石桥了

上边的稀山坡上,只 有依 稀 能辨 的残 迹可

寻了。

这种结馅的优点,更符合历史的真实和

进租。缺点是缺少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和情

节。尽管并没有做得十全十美,尚有松散和

冗长之感,但毕竞是了不起的创造,作为第

一部大规挨反映我国历史巨变的长篇,它有

其卓越的贡献的。

李劫人的作品有新意,有 特 色 ,有独

创,他在历史小说'色 刂作上的大 胆 实 践 和探

索,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后来

的历 史 小 说创作,以致整个文学创作的提

高9都是有益处的。

·准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