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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 参 的 蜀 中 写 景 诗

刘 朝 谦

岑参,是唐代诗坛一位很有 特 色 的 诗

人。杜甫很称赞他,说 “岑生多新诗
” (《 九

日寄岑参》冫9又比之于谢眺,说 “谢 眺每 篇

堪讽诵” (《 寄岑翱刂忄》)。 殷瑙谓 其 特 色 是
“语体奇峻,意亦 造 奇

” (《 河岳英灵集》)。

边贡总结岑诗的风格说 :“夫俊也,逸也,奇
也,悲也,壮也,五者,李杜弗能兼也,而
岑诗近 焉

” (《 岑嘉丿刂刂诗集·刻岑诗成题其后》)。

当然,边贡的评价总的说来偏高了些,但岑

参诗毕竟确有其独到之处,是李白杜甫未能

专擅的。岑参主要以边塞诗著名,他的写景

诗在唐代诗坛却也能独树一帜。下面,我们

试论其蜀中写景诗。

岑参在永泰元年 (七六五)十一月以库

部郎中出刺嘉州 (今四川乐山市 )。 这次因为

他尚在入蜀途巾,就遇上检校西川兵马使崔

盱杀剑南节度使郭英X,蜀 中舌1,中 道 阻

返。后来在大历元年丙午 (七六六),岑参五

十二岁的时候,丞相杜鸿渐受命平蜀乱,荐
岑参为职方郎中,兼侍御使。岑参遂同杜一

起,四月南行入蜀,七月抵成都。入蜀后,

大历二年六月因杜回京复知 政 事,幕 府 解

散。在这年到大历三年七月之间,岑参曾一

度出为嘉州刺史。后罢官,东归未遂9于大

历四岁末客死于成都。

岑参在蜀中写的诗,现存可信的共有五

十首左右,其中写景诗占了很大的比重,集
中突出地反映了岑参创作晚期—— 蜀中时期

的艺术成就。诗中对巴蜀风光作了极为生动

传神的刻划,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显得美

意撩人,至今仍给读者以醇厚的艺术享受。

岑参的蜀中写景诗的艺术特点首先表现

在题材的广泛和情景的水乳交融。

在题材方面9既有第一自然——原始山

水的赞歌,又有第二自然——人工创造的园

林幽境、画境和田园风光等的丹青彩绘。关

于前者9在岑参的蜀中写景诗中占着主要的

地位,是俯拾即是的。 “速驾畏岩倾,单行

愁路窄
”
,这是写剑门险峻的山势; “殆知宇

宙阔,下看三江流。天晴见峨眉,如向波上

浮
”
,这是写山水交融而呈现出的一片浩渺迷

茫的境界; “峨眉烟翠新,昨夜秋雨洗。分

明峰头树,倒插秋江底
”
,这又是把峨眉的妩

媚和江水的澄澈交织着写,既清 新 而 又 奇

特o关于后者,例如 《过王判官西津所居》

对园林风景的描写是 :“ 潜移岷山石,暗 引巴

江流。树密昼先夜,竹深夏已秋。沙鸟上笔

床,溪花彗篥钩
”
,写得幽遽 深 凉,饶 有 风

姿。叉如 《郡斋望江山》对田园风光的勾画

是 :“ 山光围一郡,江习照千 家。庭 树 纯 裁

橘,园眭半种茶
”
,写得极为明丽恬淡。这些

嘉山秀水,写得都是很有吸引力的。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岑参对于荒野美趣特别敏感 ,

常常乐在山水,志在山水。他或者在冷云杉

风中感到意识泯灭,忘却自我的愉悦,用 了
“物我为一”的态度,和一切天籁流响做着

娓娓的交谈;或者在危桥沧波中寻求心灵的

归宿,把人生的甘苦来比附自然景物的风采

律动,得到情感的抚慰和发泄的愉悦。在他

的蜀中写景诗所刻画的景物里,你可以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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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到他的炽烈而又压抑的诗心的跳动;可
以看出诗人在诗中并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
是在景物的描写中有所兴寄的,诗的情景是

水乳交融的。

在这方面,诗人有时是写景以起兴9引
起他所要抒发的情感。岑参在大历元年入蜀

途中写的 《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并

为杜元帅判官》一诗就运用了这 种 表 现 手

法。诗的前十二旬以设问的语气 (“不知造

化初”此山谁开坼”)切入对景物的描写,在
起句点染成的旷古荒僻的气氛中,极力铺陈

夸张剑门雄关的高峻奇险和异样的气候,勾
画出ˉ幅绝壁万仞9云雾缭绕9天昏地黑 9

悠悠一线,三伏寒凛的剑门图画,充分突出

了剑门关的 “一夫当关,万 夫 莫 开”的 险

峻。但诗人这首诗的写作目的并非是为了再

现剑门的自然形势,而是通过对这自然形势

的险恶的渲染铺垫,为要抒发的情感起兴。

是为了把自然形势的险恶同社会形势的黑暗

作一比较,引譬连类地呼出自己的爱憎,抒

发自己的理想。所以9诗的后面部份以 “刘

氏昔倾覆”(“刘氏
”
,刘备也。)和 “公孙曾

败绩”(“公孙
”,公孙述,初为王莽导江卒

正,后起兵据益州称帝9公元三六年为汉军

所破,被 杀 》的历史教训,警告崔盱 等 作

乱的蜀中军阀。并指出剑门蜀道的难易在根

本上不取决于地势的险峻,而取决于社会民

生是否清平安宁9取决于军阀们是否遵守封

建社会的 “君君” “仁爱”等道 德 伦 理 观

念,是否服从封建中央政权的号令。从人的

因素出发,辩证地否定了剑门自然形势的险

恶,说 “始知德不修9恃此险何益
”
。在这否

定中9诗人达到了他呼出爱憎的目的。诗的

最后”诗人则抒发了他希望唐工 朝 和 平 安

宁、天下统一的理想 :“圣朝无外户,寰宇被

德泽,四海今一家,徒然剑门石。
”
表现出诗

人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9具有一 定 的 人 民

性。

诗人有闪是触景而生
J暗

动使情景水乳交

。8犭 ·

融在一起的。如他的 《巴南舟中夜书事》一̄

诗 :

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近钟清野寺,远火 点

江村。见雁思乡信,闻 猿积泪痕。孤舟万里夜,秋 月

不堪 论。

在这首五律的前两联中,诗人仿佛是不

带感情地勾描了三幅江畔的图景,即 “黄昏

野渡
”、

“
野寺钟声”和 “江村远火

”
,实则都

是诗人在巴南舟中用他的愁眼看出来的。因

为他之所以选取这些意象入诗,正反映了这

些意象中包合和体现了他的情感 和 思 想 倾

向。这些意象在岑参的家乡湖北江陵那里是

常常可以见到9可以闻到的,它们正好触动

了岑参无法抑制的乡愁。这些意象本身就能

给人以野旷苍凉的感受,这种忧伤压抑的氛

围正好体现了岑参的乡愁。所以这三幅画图

不仅是景语,而且也是情语。其妙用是与马

致远的 《天净莎 ·秋思》异曲而同工的。如

果说岑参的这首五律的前两联中触景生情的

特点还不甚引人注目的话,那么在这首诗的

后两联中这个特点就显得十分突出,使人一

目了然了。请看:诗人 “见雁”和 “闻猿”

是触景,而 “思乡信”和 “积泪痕”则是由

景而生的情。 “见雁
”
而

“思乡信
”
,“闻猿”

而 “积泪痕
”
,景因情果的关系,景语屮有情

语,情语中有景语的特点都集中地在后两联

中表现出来了。尤其是 “孤舟万里夜,秋月

不堪论
”两句诗,更是集中地表现了岑诗触

景生情的高潮。诗人写作此诗时正值大历三

年七月由嘉州刺史任上罢官东归的途中。此

前的两年蜀中生活,诗人是在不得志和急切

思归等消沉的心情中度过的,因为岑参是出

于不得已才离开长安入蜀的。他更愿意在京

城依傍着皇帝做库部郎中,而不愿意到蛮夷

荒僻的西蜀来作节度使的幕僚,或到嘉州做

刺史。也因为岑参到蜀后,政治处境是很狼

狈的,诗人曾自嘲地说 :“ 从人觅颜色,自 笑

弱男儿” (《 江上春叹》)。 看别人的眼色神气

过活9寄人藩篱,在夹缝中挣扎讨吃,这样



-种处坑对于粗犷刚直,素有大丈夫气概的

岑参该是一种怎样悲凉的戏弄:他此次罢官

妁原因虽然现在无从由史料考实,但可以想

象应当是和他的穷困的环境有关的9很可能

是受到别人的排挤打击的缘故。他后来写的

诗句 “回瞻后来者9皆欲肆犭蔺轹
”
,“何负当

途人,无心矜窘 厄” (《 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

呈狄评事》),多少说明了一点当时 的 情 况。

由此可知,诗人此次罢官东归,虽然满足了

回归故乡的殷切心愿,但因为在仕途的通达

上受到挫折,因此心情是很不乐观的。这舟

前茫茫的夜色应是他对仕途的前景感到绝望

的象征吧。那夜空中的孤独的冷月,孤凡照

濯下的孤舟,也该是他对自己的坎坷生活道

路的怨叹吧。在这里,诗人的眼中景和心中

情已经交融如水乳了。

岑参的蜀中写景诗还具有想象丰富,表
现手法奇特的特点。

岑参是一个浪漫主义气质很重的诗人 9

创作上颇受屈赋楚辞的影响,如他的 《优赫

罗花歌》中 “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

芳”等诗句。他在创作上还和李白有相通之

处,如他的 《入剑门作寄杜杨二郎中时二公

并为杜元帅判官》诗和李白的 《蜀道难》诗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极为相似,而且都明显地

共同受到张载的 《剑阁铭》一文的影响。同

时,岑参在艺术上不懈地追求 “新
”
、“神

”
、

“奇”等美学观点,这些都决定了岑参蜀中

写景诗想象丰富、表现手法奇特的特点。

关于想象丰富一点,如他的 《江上阻风

雨》一诗,极写夏季暴风雨的威势和江水的

汹涌澎湃。在风雨如晦,高浪嵌窟,岸花滩

草,水天混茫的浩淼气象中,诗人尽情地舒

卷开他想象的神奇之翅,写下了 “老树蛇蜕

皮,崩岩龙退骨”的诗句。诗句描绘了古老

苍劲的大树在惊涛的冲击下树皮飞溅剥落 ,

树干斑驳,就好象蛇蜕去自己的陈皮一样 ;

大江崖岸在猛浪的狂扑下轰然倒坍,象是巨

龙退骨一样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响。这是何其

大胆的想象,这是何等绝妙的比喻,传达出

的又是何等伟大的气魄:这首诗因此充满了

浪漫主义的诡奇瑰丽和激情奔放的特点。岑

参蜀中写景诗想象丰富的特点,还表现在岑

参在诗中爱借用神话怪异故事来渲染情景。

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写剑门的那首诗有这样的

句子 :“晚媲五丁迹
”
,讲的就是一 个 神 话 故

事。《水经 ·沔水注》引 :“ 秦惠王欲伐蜀,而
不知道,作五石牛,⒓l金置 尾 下,言 能 屎

金9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
”
。这 “道″

就

是所谓的 “五丁迹
”
。“晚硬五丁迹”的神话

故事,有力地渲染了剑门的神秘 险 峻 的气

势,含蓄地指出了 “徒然剑门石”的道理。

在表现手法的奇特上9我们不妨以岑参

的 《登嘉州凌云寺》诗试析之:

诗的画面一展开, “寺出飞鸟外”的意

象突兀而出。 “寺”即今四川乐山市东凌云
↓山上的凌云寺, “唐开元初建。有雨花台,

兜率宫9近河台,浮云亭 诸 胜” (《 大清一统

志》)。 在涛人的笔下,凌云寺显得那样高远

意深。你看飞鸟已然高远,而寺更在飞鸟头

上以外的地方。
“
青峰戴朱楼”一句则进一步

写出无际苍翠中一点红寺的色彩韵律来,显
得如此秀媚欲滴。这时诗人是在山下仰视凌

云寺。及至登上山来,随着诗人的视线向远

处眺望和向山下俯瞰9画面上出现了凌云寺

周围明灭的风景,与前所仰望的相比,别是

-境界。诗人放眼望去,但见三江 (岷江,

青衣江,大渡河)之水清漾,极目之处的峨

眉蜂影如向波上浮动,远处旷野笼罩在烟雾

中,显得那么朦胧迷离9壮观辽阔9诗人因

而顿觉胸襟敞豁,大有 “块视三山9杯观五

湖”之感,也令观者生出江山壮美之叹。接

着,诗人收回视线,转而观注近 处 的 凌 云

寺,展现出本诗的第三层艺术境界。诗人于

此,用 了 “迥风” “片雨”“
Lh云

”“夏月”

和 “虎穴” ∷龙湫” (郭沫 若 《李 白 与 杜

甫》说 :“虎穴” “龙湫”
在凌云山都确有其

地。
“
有一处摩岩 草 书一大

‘
虎

’
字,殆 所 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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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穴

’。又有一处摩岩草书一大
‘
龙’字,其

下有泉,殆即所谓
‘
龙湫

’”)等 意象,烘托

出了 “僧房”禅寺的迷蒙恍惚、深幽空灵之

气氛,使得 “僧房”这一近景仿佛如一个奇

幻不定的光环,飘飘然有仙气拂拂,令人肤

骨寒凉,心境澄静9呈现出一种阴柔之美。

但诗人并未长久地把视线停 留 在 这 “可 淹

留
”的世外天宫里,岑参可能是 心 中有 些

“我欲乘风归去9又恐琼楼玉宇9高处不胜

寒”的顾虑吧,况且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

人间
”
,所以诗人的目光重又投下 茫 茫 的 下

界。俯视着凌云山寺下面的嘉州城郭,眺望

三江远处宽广水面上星落稀疏的几叶小舟 ,

“天宫
”之境 (柔美)和人世之境 (壮美)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诗人因而感到无尽的怅

惘,发出了 “胜慨无端倪,天宫可淹留。一

官讵足道,欲去令人愁”的慨叹。

岑参的这首诗,连续从四个不同的角度

观察描绘了凌云山寺四周的辐 凑 江 山。 诗

中观者既视向景物,景物也迎向观者,画面

层次的组织在时间上是连续性的,在空间上

是经纬 (远景和近景)交织的,显然继承和

发扬了魏晋以来诗画中的山水审美意识,即

旋转流动的空问感及不固定的视点。诗人正

是运用这样独特奇妙的表现手法,把形同水

火的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水乳交融为一个和

谐的艺术整体,组成了一幅意味新奇的中国

水墨写意画,使这首诗秉赋了巨大的艺术魅

力和丰富的艺术内容。

岑参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奇特9还表现t
岑参继承和发扬了早期创作 (七三○———匕

五○午第一次出塞前)写景涛的 语 求 奇 响

的特色。如他的 《送李司谏归京 》的颔 联

和颈联: “
树远9梦怯汉川 长。雨 过 风 头

黑,云开日脚黄
”
。前一 联 用 “轻

”
、“秦

”
、

“远
”
、“汉

”
、貂川

”
、“长

”等带鼻音韵母的

字来描绘醉梦9读之觉清音 远 响,铮 若 琅

盱。而后一联的 “风头黑”和 “日脚黄
”则

亏作者写得出,想象得出,可见诗人观察体

p869

会自然景物是非常周密细致的。如果诗人不

写出来,谁会去想到风头日脚的色彩呢?同
时诗人把 “风

”
、“日”加以拟人化,分别安

之以 “头
”
、“脚

”
,这种表现手法本身就不寻

常,所以后一联的语意是很有奇趣的。而岑

参在蜀中写景诗中爱用 “冷
”
、“云”等字,

也反映了他的蜀中写景诗语求奇响的特色。

如 “杉风吹袈裟,石壁冷 孤 灯” (《 寻杨七郎

中宅即事》);“溪月冷深殿9江云 拥 迥 廊”

(《寄青城龙溪奂道人》)等诗句就是。正囚为多

用这些冷色调的字,蜀 中写景诗就显出空蒙

灵秀的神韵,带上了更为消沉感伤的情调。

从这可以看出岑参是精于炼字造词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 这 样 的 结

论:即岑参的蜀中写景诗在艺术特色上主要

有三奇:一是表现手法奇,二是 诗 的 意 境

奇9三是用字遣词奇。这三奇集中表现了岑

参蜀中写景诗的艺术成就。再加上诗中较多

地运用比、兴等手法,都丰富了岑诗的艺术

表现力占

岑参的蜀申写景诗的艺术特点表现在诗

的风格的神秀豪放上。

岑参蜀中写景诗的神秀豪放的风格是不

同于代表他一生创作主要成就的边塞诗的慷

慨悲壮的诗风的。这种同一诗人在不同时期

诗的风格迥异的情况的存在,说明了岑参生

活道路的大起大落,说明了涛人在蜀中时英

锐之气已远不如第二次出塞在北庭时那样勃

勃兴盛。下面我们以岑参的 《早春陪崔中丞

浣花溪宴》一诗为例说明之。

旌节临溪口,寒 郊陡觉喧。红亭移酒席,画舸 逗

江村。云带歌声飑,风飘舞袖翻。花间摧秉烛,川 上

欲黄 昏。

全诗描写诗人陪伴杀剑南节 度 使 郭 英

X、 而又篡袭其职的崔盱的一次游宴,从宴

会的开始写到宴会的高潮。 “寒郊”令人感

到冷幽,但诗人用 “陡觉喧”三字,一下推

出了宴会的热闹场景。 “静”和 “喧”的变

化和对比是如此剧烈。使人虽然从 “喧
”

字



中仿佛石到了宴会初始的热闹场面,却又始

终不能摆脱 “寒郊”的嗖嗖冷意,诗人当时

陪宴的孤寂清傲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接下

来的几句, “红亭
”
、“画舸

”
、“江村”是诗

人从色调和层次距离上对寒郊宴会景物的总

体描绘。 “红亭移酒席”是近景,是表面一

层的意象; “画舸逗江村
”是远景,是深入

一层的意象o这两层意象的有机结合,就构

成了一幅浣花溪畔的迷人春色图,极为清淡

雅致。宴会的环境如此,宴会酒席上情景又

怎样呢? “云带歌声飚,风飘舞袖翻
”
9是写

主客狎妓而纵乐的情况。风景既是 如 此 姣

好,歌舞又是这样悦耳优雅,主客的心悄该

是尽兴的吧?但是不然,涛人前面极写风物

歌舞 的 情 状 ,不过是一种欲擒 故 纵 的 写

法。 “花间摧秉烛,川上欲黄昏
”
,在轻歌曼

舞,软袖微风正行时,此联一出,正如给席

间吹来阴森愁惨的气味,欢乐和愁惨形成鲜

明的对比,第二次给人以惊跳的感觉,恰似

“渔阳稗鼓动地来
”
。全诗的主旨正在这里。

而其被揭示出的方法又是何等巧妙曲折,扣

人心弦。此诗正是因为有 “寒郊陡觉喧”和

“红亭移酒席,画舸逗江村”等生动传神的

佳句,又有尾联这样的警策秀句,而且更在

艺术构思上独出心裁 ,有卓绝之巧-因而充分

表现了岑参蜀中写景诗的神秀艺术风格。

岑参蜀中写景诗的豪放风格是和他的边

塞诗的风格一脉相承的。这种风格使他的诗

往往激情奔放,节奏明快,语气流畅爽朗。

如 《奉和相公发益昌》诗,全诗作于入蜀途

中,一 Zt呵成,骨气端翔,音情琅然, “朝

登剑阎云随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万朵

迎征盖,川柳千条拂去旌”等诗句,都洋溢

着一种回归长安有望的激情和乐 观 主 义 精

神。对于景物的描写是浓墨 重 彩,肄 意 挥

洒,只求神韵冲动,不专注于细节的雕镂 ,

其大气磅礴,豪意横行9不减当年。

综上所述ρ岑参的蜀中写景诗,创造性

地塑造出了许多生命长存的千姿百态的山水

形象,实践了唐代诗歌 “形神兼各
”的美学

原则,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9在众星

灿烂,名 家大家辈出的诗坛上蔚 然 成 为 一

家。胡应麟 《诗薮》也说 :“岑英发之中,唐

体大著
”
。这说明岑参的蜀中写景诗是有相当

的艺术水平和价值的,至今值得我们借鉴继

承。

还需指出,岑参的蜀中写景诗是很有兴

寄的9如 《涛薮》所说9是 “本 子 昂之 古

雅9而加以气骨者也
”
。这些诗中,虽然只有

十分之一弱的诗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但其

中的内容却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它们或反映

了诗人对军阀的痛斥和对和平统一的歌颂 ,

或反映了刈 “战士常苦饥,糗 粮 不 相 继”

(《 送狄员夕卜巡按西山军》)的同情,或是揭露 了

军阀混战、屠杀无辜的血腥罪行9如 “杀人

无昏哓,尸积填 江 湾″ (《 阻戎泸间群盗》)等

诗句。这些诗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蜀中

重 大 尖 锐 的社会矛盾”反映了诗人的人民

性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具有较 大 的 进 步

性。当然,岑参的蜀中写景诗更多地是抒发

自己内心的不平,如仕途的穷困,客旅异乡

的归思,佛 、道思想的虚幻等等。但即使这

样,对于我们研究岑参的思想道路,了解知

识分子在封建社会的不得志的景遇等等,仍

然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本 文作者系弑院中文系八○级学生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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