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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子 昂 的 生 平 和 思 想

韩 理 洲

∵     (一 )

陈子昂,字伯玉,唐高宗显庆三年(658)

生于四川射洪县①。祖父陈辩,“少习儒学 ,

然以豪英刚烈著闻”,未曾仕宦。父亲陈元

敬,于太宗贞观二十年 (6压6)“乡贡明经擢

第,拜文林郎
”,但 “属忧艰不仕”。元敬

既对 “群书秘 学
”

广 为 涉 猎,又有
“瑰玮

倜傥”的豪侠之风。有一年当地发生饥荒 ,

他 “
一朝散粟万斛以账贫者,而不求报

”②。

元敬在乡间为人判讼,也能主持公道。他还

结交四方豪杰,被入称为 “西南大豪
”。因

而,也招致了 “不知深慈恭懿,敬让以德
”

的非议和州将县长的攻击。于是,也便从高

宗永淳元年 (682)开 始 “
放息人事

”,学习

仙道 ,“饵云母以饴其神”
,长达一十八年。

陈子昂的父亲很希望后代继承这种家风,曾

说: “吾家虽儒术传嗣,然豪英雄秀,泯泯

不灭,常惧后来光烈,不象先风”③。

陈子昂降生人世之时,正值陈元敬为乡

里判讼,广 交四方豪杰之年。所以,少年陈

子昂也 “以豪家子,驰侠使气”,到 了十七、

八岁才开始入学读书④。在学习期间,他也

广泛地涉猎了经史百家,特别是爱钻研经邦

治国的学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少

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经,历观 《丘》、《坟》 ,

旁览代史,原某政理,察其兴亡”⑤。书本

知识从理性上提高了陈子昂,父亲在
“
庭训

”

时也勉励他成为匡燮明君的辅佐贤臣⑥。这

些教育9大大扩展了陈子昂的胸襟,使他树

立了建功立业、 “
兼济天下”⑦、 “论道匡

君”的远太抱负(《登蓟城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岸D)。

椐 《唐摭言》载: “永徽(650)以 后 ,以

文儒亨达不由两监者稀矣”。因为那时录取

进士, “先两监者而后乡贡”。为了登上仕

途,帚找建功立业的门径,陈子昂便在二十
ˉ岁那年,离开家乡,沿涪江南下 ,入长江 ,

穿巴峡,经楚地,到了长安,在颇负盛名的

太学深造。在长途跋涉中,诗人登山临水 ,∷

凭吊古迹,咏史抒怀,缅怀建立了赫赫之功

的大禹、诸葛亮、羊祜,感慨万端地唱叹道 :

“丘陵徒自出,贤圣几调枯。谁知万里客 ,

怀古正踟蹰”。显然,胸怀壮志的青年陈子

昂这次游学求宦的目的,是要在来日有所建

树,干 出类似古圣先贤的事业。

在太学学习期间,他与文人学士往来 ,

以文章
“抵历群公”,希望能得到达官显宦

的荐举,但未成功。永淳元年 (682)春 ,他

奔赴东都洛阳,参加了进士科考试,不幸落

第。 “转蓬方不定,落羽自惊弦”
 (《 落第西

还另刂魏四懔》)。 科场的挫折 ,象一盆凉水泼向了

热情上进的陈子昂。 “怀策未闻秦”、 “黄

金装屡尽”
(《 送梁李二明府》), 涛人以说秦

不成的纵横家苏秦自况,怏怏不快。

陈家 “世好服食”,陈子昂受其薰染 ,

“昔尝饵之”⑧。他落第返归时,陈元敬已

放息人事,“山栖绝谷
”
。于时,陈子昂也过

起了隐居生活。但他并非真要忘怀世事,冀
图羽化飞升。史载,唐初统治者尊李耳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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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道教俨然以Ξ教面目出现,习道之风甚

盛。有些文人学士 岜借助山栖学道踏入了仕

途。曾与陈子昂互11(“仙友
”

的田游岩隐居

嵩山,在调露中得高宗礼遇, “并家口传乘

赴都9授崇文馆学士”⑨。这种时代风尚9

对陈子昂也是有影响的。因此,他虽身居山

林,却对建功立业,存在着强烈而执着地追

求。正如他在 《谏政理书》中所说: “臣每

在山谷,有愿朝廷”。

陈子昂家庭虽是世代富豪,但长期无人

仕宦,是一个庶族地主家庭。因此,就连他

本人也常常自称 “百姓”、 “巴蜀微贱”。

这种卑贱的出身,使他便于接触和了解社会

中下层的实际9特别是劳动人民的疾苦。青

年陈子昂不但重视书本知识,也很重视社会

调查。 《上蜀川军事》叙述了他青少年时在

家乡的调查说: “臣在蜀时,见相传云,闻

松藩等州屯军数不逾百 ,计粮给饷 ,年则不过

七万石可盈足。边郡主将不审支度,乃每岁

向役十六万夫。夫担粮轮送,一斗之米,价
钱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来

‘

多以逃亡。”又如g 《新唐书 ·本传》载,

《上军国刊害亨》一文写于 685年。其文描

叙了从剑南到河陇秦凉、青徐曹汴、沧瀛恒

赵等广大北方地区人民的痛苦生活说: “当

今天下百姓,虽未穷困9军旅之弊,不得安

者,向五六年矣。″由685年 上推五、六年 ,

正是子昂青年求学时。对社会状况的调查和
^对 “王霸大略”的学习,不但培养了他关心

时弊民瘼的思想,而且使他正确地估价了高

宗末年
“天下虽未穷困”,但民众

“
不安

”
的

形势。这与陈子昂尔后的一登上仕途就能理

智地提出 “安人”的卓越的政治见解9与他

一生始终关心国家9同 情人民有很大关系。

对社会生活的认真观察和研究9叉为他

的诗歌创作走上扌⒈L判现实的道路 奠 定 了 基

础。青年陈子昂留心时辜的激情与感慨时势

的建安、正始诗歌发生了共鸣:他 自觉地用
′“J胀尔咏怀9曾无阮籍之思”,鞭策自己9

o8亻 o

十分鄙视 “迹荒淫丽,名 陷俳优”9充当文

学弄臣。所以9他一投入创作 ,就迸射出了与

笼罩初唐诗坛萎靡颓佚的 “
宫体”、 “上官

体”炯乎不同的光辉。卢藏用说陈子昂 “初

为泞,幽人王适见而惊曰:此子 必 为 文 宗

矣″⑩∶

(二二)

683年 12月 ,昏聩软弱的唐高宗病故于洛

阳。684年春 ,皇太后武则天在短短的两月之

内,废掉了中宗李显,按着又居睿宗子别殿 ,

亲御紫宸殿。武则天是庶族地主利益的代表

者,她狠狠地打击了贵族势力,实行了一些

开明政策,特别是破格录用了一些庶族寒门

的有识之士,从而给隶属于这个阶层的陈子

昂带来了幻想。他称颂武则天是△F常之主”
,

临朝称制是 “非常之时”,连他 自 己 也 是
“
幸属交泰”的时机到了。于是便再次于东

都参加了过士科考试。果然 ,这次对策高第 ,

释褐为将仕郎。这时 ,陈子昂踌躇满志 ,为了
〃
再取连城璧,三陟平津侯”,迅速施展辅

仕才能,丨)l纵横家 〃
危言正色,抗议直辞 ,

赴汤镬而不曰,至诛夷而元悔
”

的冒险游说

精神。在很短的讨间内,接连向武则天上书

两封,即 巛谏灵驾入京书》、 《谏政理书》,

陈述了关心入民疾古的思想9特别是在 巛谏

政理书》中,提出了
“安人”的政治主张。

他说: “天地之道 9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 ,

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9莫大乎安人。”怎

样安人呢?他提出了八条措施:一、皇帝要

效法古天子的 仡躬籍田亲蚕”,奖励农业生

产。
=、

学习周文王的 “养之老五更”9用

孝悌教佐天下,三 ,明讼恤狱,不要滥使刑

法;四、0芸文尚德,以止天下干戈;五、任

、:贤往氵惩治贪吏,六,抚恤不能自食其力

的矜、寡、孤、独、疲、癃、羸、老,七、

放宫女、去雕锌、禁巫鬼、止淫祀,八、皇

帝要以 “至诚之心”、 “以为天下先”,带



头履行上述几条。他天真j出 认为,只 要这梓

做, “不出数年之间,将见太平之化″。

究其实 ,陈子昂提出的这些主张和措施 9

不过是唐初与民休养生息的 甚 本 玟 策。据

《贞观政要 ·君道》戢,店太宗扰多夕t说过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魏征 《谏太

宗十思疏》,也反复告诫统 治 者 要 “积 德

义”,要 “知足以自戒”9 “知止以安人
”

9

要节欲,要善于纳谏黜恶夕不能纵情滥刑,

实行 〃鸣琴垂拱”不言而化”的无为之治。

和贞观君臣一样9冻子昂也在 “安人宁国”

的思想指导下9杂揉了黄老的清静无为和儒

家的德教仁政。他在 《上军国利害事》中说 :

“臣闻天下有危机9祸福因之而生。机静吲

有福,机动则有祸,天下百姓是也。”又说 :

“得天下之机,能密静之”。学术界好些同

志只顾及子昂 “安人”的政治主张和八条掊

施中的民本、仁政、德教的言论,而不顾及

他有将 “密静”与 “安人”密切联系在一i捏

的论:述,便断定他的主张是儒家思想9这是

片面的。

基本上能够坚持太宗开明政 策 的 武 则

天,看了子昂的疏谏, “奇其才,召见金銮

殿”⑧,擢为麟台正字。

任麟台正字的最初两年,武则天对陈子

昂较为赏识。既召见 ,又赐笔札9令
“
言天下刊

害”@。 此时的陈子昂一方面由于处于暂时

的顺境 9另方面由于初入仕途 ,对武则天执玫

的弊端了解不多,认识不足9理想和现实的

矛盾在他心目中还没有充分展现。困此,这

一阶段,他思想上的主要倾向是:对国家和

个人的前途,都充满 了理想。他相信武则天

能够实行 “安人”良策,迎来三 皇 五 帝 式

的理想盛世,自 信自己能够顺利 地 建 功 立

业;施展抱负。

公元686年 春季 9当 了两年麟台正字的陈

子昂满怀报效疆场、建功立业的热忱,随同

左补阙乔知之等参加 了征讨金微州都督仆固

始的北征。他随军入居延海,历张掖,经同

城,向年秋季返归。这次出塞驰驱,虽然渡

有得到朝廷赏赐”陈子昂在思想上却有重要

的收获:               ·

(1)在甘州、同城等地,他认真考察

了边地人民 (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痛苦

生活,增强 F同情人民,关心国家利益的思

想。诗人说 :浼咄嗟吾何叹,边人涂草莱
”
,深

为边民遭受外族入侵而担忧(《 感追》三十七)。

他还 F解了守边将士的生活和痛苦。在 《感

遇》 (三)E,诗 人为战士丧生,遗属无人

安抚9愤慨地高呼: “汉甲三十万”曾以事

匈奴。但见沙场死9谁怜塞上骨″。不言而

喻,这是对统治宥的谴责。

(2)这次出征擦亮了他的眼晴,I使他

对统治者压制贤才有了认识。诗人 “感时思

报国,拔剑起蒿菜。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

台″9很想有所作为,结果却是 “磨灭成尘

埃”
(《 感遇》三十五》)。  7月 返J日,复 至 张

掖。在一片苍茫的暮色中9诗入负剑登上这

座古城,想起这番徒劳的奔波,悲凉的唱道 :

“纵横未得意,寂寞寡相迎″ (《 还至张掖古城

闻东军告捷赠韦五虚己》)。不只诗人如此 ,同征的

乔知之等也有同样的苦恼。冷冰冰的现实击

碎热情洋溢的诗人充当辅佐和兼济天下的:幻

想。他悲愤地写道: 夕汉庭荣巧宦,云阁薄

边功。可怜骁马使9白 首为淮雄”
 (《 题祀山

烽杯寸贝曾乔十二侍御》), 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

了重用谗谄之徒、轻待有功之臣 的 黑 暗 制

度。这时诗人开始陷人了理想与现实矛盾的

惆怅9甚至催促了早年的学道求仙思想的萌∷

发。所以,这次北征,可以说是陈子昂思想

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是陈子昂由赞颂

美好的理想转入深刻尖锐地批判 现 实 的开

始”也是他的诗歌由豪爽乐观转入激愤悲壮

的开始。               ∴

也就是在陈子昂北征这一年多武则天设

铜匦9开告密之门”冤狱增多9其他弊政也

有发展。“朝廷惶惶9莫能白固;海内倾听 ,

以相惊恐”⑩。 “安人″的问题成了更为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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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社会问题。在其后的六年中,陈芋昂集

中地揭露了武后时的主要弊政,进一步发挥

了 “安人”之策 :

1.反对滥刑,主张措刑

68硅年武则天称制 ,激化了武周集团与李

唐宗室集团的矛盾。 9月 间,徐敬业与大臣

裴炎等内外勾结,起兵谋反;688年越王李贞

与其子李冲又兴兵讨武,均很快被镇压。在

这些斗争中9陈子昂是站在打击贵族势力的

武则1天一边的。他认为徐敬业等人是 “凶乱

之贼,叛逆之臣”⑩,武则天对他们的镇压

是 “顺天行诛”9做得完全正确⑩。怛是,

武则天借着打击 “奸党”的名义, “大开诏

狱,重设严刑,有迹涉嫌疑,辞相逮引,莫

不究捕考按
”⑩,陈子昂是深为愤慨的。他

尖锐地揭露 :“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
”,但

“百无一实”。而武则天却对这些告密者予

以庇护, “屈法容之”,对贪暴残忍,以滥

刑邀功的酷吏,更是重用赏爱。他警告说 :

“臣以此上观三代夏、殷、周兴亡 ,下逮秦、

汉、魏、晋理乱 ,莫不皆以毒刑而致败坏也
”

,

特别是近代的隋炀帝,就是因 “杀人如麻,

血流成泽”而激起 “四海云摇”的⑧。并在

《谏刑书》、《答制问事八条》、《为朝官贺

慈竹再生表》中,提出了措刑主张,要求武

则天 “严诛狱吏”,以安人心。

2.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息兵

前面说过,陈子昂从青少年时候起,就

对蜀地人民所受的兵役之苦,有较多了解。

北征返归后,随着社会见闻的增加,认识的

深化 ,他则进一步明白了穷兵黩武的祸根。垂

拱三年(687)朝廷计划开凿蜀山,由雅州道袭

击生羌。陈子昂上 《谏雅州讨生羌书》,认

为
“
雅之边羌9自 国初以来,未 尝 一 日为

盗”,因而讨伐是 “徒杀无辜之众
”。陈子

昂力陈七不可,并尖锐地指出,这项穷兵黩

武讨划,是那些 “欲图此利”的奸臣和 “徇

贪夫之议”的 “陛下” (武则天)共同制定

的。他总结历史教训,指出 “自古 国亡 家

·召6·

败,耒尝不由黩兵”。他杂揉了儒家的 “仁

政”和道家的 “宁静”,提出了 “息兵”的

主张。他说,陛下应 “
务在仁,不在广;务

在养,不在杀
”, “圣人宁静,思和天人之

时,不动甲兵,兴大役”。

3.反对重用奸佞亲信,主张任用贤能

武则天执政时,改革选拔人材的制度 ,

录用了一些贤才俊秀,如魏元忠、娄师德、

狄仁杰、郭震、姚崇、宋壕等。怛是,她猜

忌多疑,反复无常,贤臣很少有 善 始 善 终

者 ,连魏、狄等人也曾遭贬逐刑讯。另外,她

也重用了不少奸佞亲信、酷吏贪官,如武氏

宗族的武承嗣、武之思、武攸宜、武懿宗;

男宠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亲属杨执柔、

宋楚客、宋秦客、太平公主;酷吏周兴、来

俊臣、万国俊、侯思止等。对此,陈子昂深

为不满。他告诫武则天: “天下之政,非贤

不理,天下之业 ,非贤不成。
”
他针对武则天

猜忌多疑,翻云覆雨的个性,在 《答制问事

八条》中特意强调 :“贤人既任须信 ,既信须

终,既终须赏”。诗人还指出,重用无德无

才的小人,就等于 “微缕悬千钧”,必然丧

失政权,见笑于时人 (《 感遇》二十四)。

4.反对挥霍无度,主张节用爱民

武则天为了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需要,

常常任意挥霍民脂民膏,大兴土木。她崇信

佛教,曾令男宠薛怀义役使大批工匠为佛塑

巨型夹耔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
”
。史载 ,

造像、建明堂, “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
年之间,府藏为之耗竭

”⑩。在 《感遇》 (十

九)中 ,诗人勇敢地揭露武则天穷尽金玉 ,

强迫能工巧匠建造佛像的奢侈行为。利用佛

教
“
清静道弥敦

”
的思想,对此作了批判,辛

辣地讽刺说: “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
”

陈子昂的上述主张,切中了时弊,是对

国家、对人民很有益处的高 明 之 见。司 马

光称赞他论述 “当今为政之要”的 《答制问

事八条》 :“辞婉意切 ,其论甚美”⑩。王夫

之说 :“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 ,



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颃姚崇,以

为大臣可矣”⑩!可是,陈子昂具有远见卓

识的忠直之语,与 武则天本人尽快南面登基

的野心、贪婪不 已的享乐欲望、纵横捭阖的

权术阴谋,都是格格不入的。因此, “奏闻

辄罢”⑧。698年 ,陈子昂任麟台正字秩满 ,

也只按照常例,补了一个掌管兵器仓库的从

八品下的小官ˉ—右卫胄曹参军。692年春 ,

陈子昂因继母丧,解官返蜀守丧。69压 年守

丧期满 ,又到了洛阳,虽然得到擢升,但也不

过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右拾遗而已!

(三三)

仕 途 的 升 迁,并没有给陈子昂带来欢

乐。时弊得不到纠正,抱负得不到施展的苦

闷,使他常常闹病,“居职不乐”②。不久 ,

大祸飞降,子昂被诬为
“逆党

”,扣上 “谋

反”的罪名,关进囚笼。经过整整一年的折

磨,才被释放出狱,继续担任右拾遗。这次

几乎杀身殒命的沉重打击,使他深感 “云海

方荡谲 ,孤鳞安得宁
”

(《 感遇》二十二》),产生

了忧谗畏讥,远祸全身的思想。该年12月 ⒛

日,陈子昂在 《送中岳二三真人序》中,向 当

时有名的道士司马子微等人表白:自 己 “
实

欲执青节 ,从白虮、陪饮昆仑之庭,观化玄元

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焉 !” 这时的诗人 ,

在痛苦的遭遇逼迫下,加紧了向宗教天国苦

渡的步伐,向往隐逸的情绪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强烈。

但是,另方面,我们还应看到,此时的

诗人并没有完全抛弃建功报国的欲望。69b年

出狱时,他在 《谢免罪表》中说: “臣伏见

西有未宾之虏,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诛,

未息边戍。臣请束身塞上,奋 命贼庭,效一

卒之力,答再生之赐”。一有机会,忧国忧

民的诗人就要挺身而出。

696年 5月 ,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

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联合起兵杀死了欺侮他们

的营州都督赵文翻 D怛他们又趁 机 扩 大 战

争,入侵掠夺。9月 ,武则天的堂侄建安王武

攸宜任清边道大总、管,率军出征契丹。陈子

昂以幕府参谋的身份从军出征了。∶这时9诗

人又在游向宗教世界的苦渡中,作了一次回

头的挣扎。他又以 “按绳当 系 虏”的:豪 情

(《 东征答朝臣相送》),出洛阳9涉边关,在寒

风凛冽的仲冬到达了幽朔之地。 “蓟楼望燕

国,负 剑喜登兹”。诗人又高兴地北望燕山,

东眺辽海9缅怀蓟丘故事9f以身报国-我则

当仁”的壮志又勃然复生 (《 登蓟城酉北撵送崔著

作融入都序》) 。             ∵  ∶:∶

武攸宜 “轻易无将略
”,是一个草包司

令。697年 3月 ,清边道总管王孝杰、,苏宏晖

等 ,与 孙万荣战于东峡石谷 ,十七万大军全部

覆没。工孝杰惨死,苏宏晖在战乱申逃归。

武攸宜闻风丧胆,“军中震恐不敢进
”⑧。当

此安危成败之时, “感激忠义,常欲耷身以

答国士”的陈子昂,挺身急难,直言不讳地

批评武攸宜率军 “法制不申”、
“
前如儿戏Ⅱ

后如儿戏”,自 愿带万人前去冲锋陷阵。谁

知一片忠心,一番刚直之言,却 莓恼了昏庸

无能而又刚愎自用的武攸宜。他不但不采纳

陈子昂的意见,反而将他由参谋降为军曹,

只让掌管文书。陈子昂报国无门,献身无路Ⅱ

刚刚复苏的建功立业精神又遭到了沉重的打

击。此时的诗人,又登上了蓟北楼,但 已不

是前次的 “负剑喜登兹〃,而 是 “泫然 流

涕”了。此时的诗人,缅怀曾在此地礼贤下

士的燕昭王,追慕 “逢时独为贵

'的
乐毅.

郭隗、邹衍等,联系自己遭受压抑、:怀才不

遇的现状”悲愤填膺,仰天长叹,挥竿写下

了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接着又

声泪俱下地唱出了干古寒士与之共鸣的 《凳

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9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697年 7月 ,慷慨报国的际子昂带着满腔

愁闷回到了洛阳。这时,离开这恶浊的官场

的念头,儒家的 “独善其身”、道家的遁世

·8了 ·



隐居、佛家的缘业禅居时时萦绕 在 泞入 脑

海,隐退的古入成了他的榜样。在 巛感遇》

(十五)中 ,诗人说 ,统 治者猜忌多疑,有才之

士多是悲惨的结局9还是学习范蠡乘舟隐去

吧 ;在 《感遇》(十八 )中诗人又说 ,在舔痔结

驷的社会 ,忠直正派的人是无容身之处沟
'还

是学习陈仲子的隐居和张挚的解官归里r巴 :

经过几度的徘徊,痛苦的思想斗争,诗
人怀着对黑暗现实的愤怒乡终于做出了最后

的决定:挂冠归里。他拿起伴随白己战斗了

一生的武器——雄笔9声音颤抖,如诉如泣

地说:自 己本 幺以力得矢在人9欲揭闻见 9

抗衡当代之士,不知 事 有 大 谬 异 于 此 望

者¨⋯雄笔!雄笔!弃尔归吾东山”无汩我

思,无吼狒心,从此遁矣”(《 与韦五虚己书》)。

于是,他便于 6gs年秋,以 父年老为借口,

'表乞归侍″。武则天故作优待的姿态9让

他带着拾遗官的空名返回了老家。

陈子昂返归后9在射洪西山建造茅草房

数十间 ,“种树采药以为养”⑧。刚刚四十出

头的诗人这回萁的林卧山栖,服食练丹,冀

想羽化飞升了。

马克思说: “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

己或者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

我感觉”◎。陈子昂便是在黑暗的封建社会

压抑下,在 “没有获得自己”和 “再度丧失

了自已
”
的情况下 ,只 好游向彼岸的宗教天田

寻找精神慰贴的。但是”玄默的隐居生活并

不能消除诗人内心的痛苦。他 在 《感 遇 》

(二》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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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埸
蜴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幽

居山林。见到兰泽、杜若也不由得触景生情 ,

感叹自己岁华摇洛9志业未成,诗人沉重的

梅神负担是可想雨知的了 :

另外,在隐居期间”陈子昂也没有萁正

消除是非之心。“幽居观大运 ,悠悠念群生
”

,

他仍然惦念着人民的疾苦, “
尧禹道己昧9

·88·

昏虐势方行”9他仍憎恶黑暗腐朽巾势力。

在此时为地方官吏撰写的碑志中,仍然热情

赞颂善政爱民的廉吏,愤怒斥责渔侵百姓的

贪官是 “硕鼠”、 “饿狼”⑦。他还准各写

一部 《后史记汾”章就了提纲。 这 一 切 说

明,宗教意识虽然使陈子昂走上了消极颓唐

的道路,但是陈子昂毕竟还是陈子昂。

699年 7月 ,陈子昂父陈元敬病故,陈子

昂哀恸守丧,并于该年10月 为父 撰 写 了碑

文。庀、肠狠毒的武周集团的奸佞之徒,存心要

将他王于死地。他们 铭附会文法
”
,将诗八再

次投入囚笼9严刑重责,陈子昂无可奈何,

被迫自杀于狱中,终年四十二岁。

陈子昂的一生是执着追求美好理想,为
匡国安人勇敢斗争的一生,是怀才不遇,坎
坷不幸的-生,也是大胆革新,振兴唐诗的

一生。凶暴忍残的统治者虽然利用手中的强

权结束了陈子昂的生命,但却无法淹灭他忧

国忧民的思想和刚直不阿的品德,特别是无

法淹灭他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写下的光辉一

页。以唐诗自豪的中华民族,至今也没有忘

却这位改革诗风的杰出战士、勇敢的先驱。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②,一苴为百

代传诵。              ∷∷

注 :

① 拙作《陈子昂生卒年考辨》 (见 《西南师院学报 》

1g80年第 4期 )

②④⑩⑧ 卢藏用《陈氏别传》

⑧ 陈子昂《堂弟孜墓志铭》

⑥⑦⑧@⑩Θ⑩⑩⑧⑧ 分别见陈子昂《谏政理书》、

《同宗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鏖尾

赋D、 《上军国利害事》、《谏用刑书》、《答制问事

八条》、《张君吏人颂德碑》

0 陈子昂《陈公摹志文》

⑨ 《旧唐书·田游岩传》

⑧⑧@ 《新唐书 ·本传冫

⑩⑩⑧ 《资治通鉴》

⑩ 王夫之《读通鉴论》

④ 赵儋《旌德碑》

④ 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

⑧ 韩愈《荐士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