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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甫 (七一二一一七七○年)是我国诗史上盛唐时期的第-流诗人,他以诗歌和文

章直接参与议军议政9反映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后和冲突,表现了中小地主阶级要

求改良政治的立场9具有一定的尊法倾向9尽管这种倾向在他是不很自觉的。他和同时

代的进步诗人李白一起9以豪放雄健、沉郁顿挫的如椽之笔殄横扫六朝以来 的 颓 靡 诗

风,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历史上发生过积极的影响。永贞改

萆的斗士王叔文和靖康抗战的名将宗泽”都沉痛地歌咏过杜甫怀念法家人物 诸 葛 亮 的

《蜀相》诗: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1)中 唐时期的法家诗人刘禹锡9

赞赏过杜甫的 《清明》诗,自 称 “酃夫之言,有愧于杜公
”(2)多 中 国十一世 f己 时的改

革家王安石9咏歌杜甫的画像9表示 “愿起公死以之游
”(3)。 至 于文学史上的进步诗

入,从杜甫作晶中吸取丰富的政治营荞和艺术精华的9更是不肚砍:举。怛是,-千 多

年来,在儒家反动思想的影响下9一些封建文人
“据孔孟之沦诗者以解柱”,杜甫的许多诗

歌受到了严重的歪曲,杜甫的一些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文章更是被埋没了。今天,用 马列

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9从阶级斗争积J路线斗争的高度来重新评价杜甫

及其作品9批判地继承杜甫这个古典进步作家留下的遗产”做到 “古为今用″9 “推陈

出新″,这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开朕儒法斗争史和整个

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对于利用历史经验来为丿1回元产

"^氵

t专攻月⒈t△ 9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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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生活于我国历史上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篡夺隋末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而

建立起来的李唐工朔9在太宗、武后手下推行了一条抑制豪族兼并、加强中央集权、发

展农业生产、抵御突厥贵族军事集团侵扰的法家路线,带来了 “贞观之治
”

和 “开元盛

世”
的繁荣景象。杜甫经历唐代玄宗、肃宗、代宗三个皇帝掌权的时期。从玄宗后期开

始,唐工朝一步步地抛弃了太宗、武后的正确路线,而推行了一条详致分裂、倒退的儒家

路线。玄:肃、代三代都重用权奸”军政太权完全操纵在宦官外戚的手中。这一小撮豪

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9骄奢淫佚”飞扬跛扈,内外勾结”卖官鬻醑9把持朔玟。他们伙

同地方上的豪强军阀和世族地主不断地兼并土地,扩大势力。“畴按攮联9动涉千顷夕年

登万箱
”(硖 ),“炙手可热势绝伦”(5)9使 唐初以来推行的 “均田卯

、 “府兵
”和 “租庸

调”等制度破坏殆尽9造成了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客足之肘”(G)的 局面。加上

昏5J 。



玄宗连年发功战争9从凌少数民tt” 对人氏加紧引削压十i∶ ,“征求贫到骨
”(7)9 “疮痍

元血流
”(8)” 更加激化了农民同地主阶级、中小J乜 主同豪强地主阶级之问的 矛 盾。曲

厅工朝¨手JL起的民淡战争不仅没有使 FⅡ 内矛-缓和下来9反而加剧了民族之间的矛盾 ,

引起了连锦不趼的吐番、回纥箨贲族军享集团的浸i尤 9并导致藩镇割据势力 的 日益 膨

胀。七△五年,在玄宗实行耖武玫策下9羽吴丰满起来的野心家、大军阀安禄山终于发

动了一场分裂战争。这¨圬历时七、八年之久的 “
安史之膏L” 9戌了唐朝中期一个突出

的政治享件。 “五十年问iI正掌9风尘濒闸昏工室
”(9),杜甫生活的时代,就是这样一

个矛后王△,动乱不已的叶 {、 。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问、,上层统治集团同中小地主阶级之

问、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同屮央
=权

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及民族之问的予后和斗争,构成

了这一时代的基本内 :∶Ⅰ。儒注斗争的焦点,是分裂与反分裂、兼并与反兼并、侵扰与反

侵扰、倒j昱与灾倒逞 ~i羊一些工大问题:桂市在这些问题上的Xl点 ,是坚持统一,反对

.∶ ￡;坚持民族和睦9反对民族压迫;主张均亩,反 对兼并多主张进步,反 对 倒 退。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 “
茳现在世界上9-坍文化或文学艺术鄂是属于-定的阶级 ,

属于-定 haq澉 冶路姨的。
”杜甫自∵作品也不可能离Fli这一条普遍的规律9他的作品的精

华部分在客观上是反映中小地主阝、
ˇ
级的君丨益10愿 :￡ ,为法家政治路忄服务的。   j

笫∵、杜甫反对分裂”反对孰·扌:`维护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杜甫早在 “
安史之∶∶

”
前就尖9:地看出△廷∷刂

ˉ
藩镔△姆势力的宠信和放纵9必然会

招致恶果。 I色扫出: “
坡陀ζ:虾蟆 (指安 i∫ ∷),出见壬

r.有
Ⅱ。至 尊 (指 玄 宗)顾 之

笑9置母 (抒杨贲妃)不肯收。岁归虚无底9化作长黄虬。
”(1⑴ 当安禄山楼行虫燕一

带,剑拔弩张之时”杜甫在 《后出塞》中向朝廷发出警告: “主将位益 崇,气 骄 凌 上

都
”9 〃亠Δ见幽州骑9长驱河洛昏

”
。并同时揭露这帮匪徒进行战争准各的阴谋活动:

“云帆转辽海,粳饣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

他热切呼吁要有武各,痛斥

那些粉饰太平的御用儒生,号召 “健儿宁斗死9壮士耻为儒!” (11)安 史之乱爆发后 ,

他刂Li自 己的命运同平叛战争紧紧地联结在
一

起:当 宫军作战失利时9他长歌当哭, “四

万义写 1日 死
”(12)多 听到胜利的∷

`,他
手 舞 足 蹈9 “浸卷诗书Ⅰ 欲 狂”(13)。 长

安城破之日”工缭年人部作了阝虏”并 受 了 伪职。杜甫却
“挺身艰难际, 张 目视 寇

￠Lv(1瑾 )9没 有向分∵讣力低头。在颊沛流离灼 活丨:卜 他仍然念念不忘拯救曰难。王安

石曾赞誉他说:“瘦妻 |迂 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
”(主 5)。

他离开当时的战J子 ,流亡到大后方四川9仍然没有忘记统⋯和分Ξi∶I:个重要 的 政 治 斗

争,一苫到剑门的峥蝾险峻”立即触景生情地写出了 “
吞并与割据9极力不相让,吾将

乖真宰9言欲铲叠嶂”的 《剑门》诗”表示丁突破天险9消除分裂的强烈愿望。由于当

时的统治者采取了放虎j闸 山、姑息养奸的错误政策,安∴之乱形I、 上是
“
平定

”
了,但北

方地区仍然是一个
“山蓟余蛇豕9乾坤尚虎狼

”(16)的 四分五裂局面”而且安史之乱没

有汶及的蜀川,也出现了 “
争权将帅诛

”(1了 )的 军阀沅战,“前年渝州杀剌史9今年开州

杀刺史
”(1ω ,简直成了他们为所欲为、毫无法纪的野蛮世界。杜甫主张彻底消灭这 些

分裂势力,友 :j了
“
欲倾东海洗乾坤”(1” 的感:∵:。 他在 《青丝》、 《草堂》、 《三 绝

句》等大呈诗篇中9对这些翁裂势力进行了有力的鞭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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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不仅是一般地痛心疾首谴责分裂9而且进一步提出了消{分 裂、维护统一的跋

治主张。他认为悍将握兵,是分裂的祸根。他指出 “韩彭不易lf” (⒛)9提 醒统 治者警
惕韩信、彭趣之流惜尸还魂。后来著名的法家柳宗元在 《封建论》中指出唐代藩镇之祸
“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

”
。这一点,杜甫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杜甫还主张汲取西汊磨

名法家贾谊采用 “强干弱枝
”

的作法,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他提醒统治者说: “由来强

干地,未有不臣朝
”Ω1), 力 主加强中央集权。他还根据当时的形势”在 《为间州王使

君进论巴蜀安危表》这篇重要的著作中提出了 “
将相之任,内外交迁”

的主张9这是一

个具有卓越政治远见的主张。实行这样的主张9有可能防止地方政权势力琦形发展9防
止军事将领利用时机长期在一个地方营造独立王国。正如他自己所说9这是使国家

“根

固流长
”,获得

“万代之利
”

的重大揩施。

杜甫反对分裂9坚持统一 9是有明确的政治路线的。
“
煌煌太宗业乡树立甚宏达

”(22),

他不止一次热情地歌咏太宗、武后盛世。他主张的统∵,是法家路线下的统一。大历四

年,杜甫针对商州、幽州、广州、桂州等地发生军阀叛乱的事实9在流落潭州时9很有

感慨地写出了 《蚕谷行》一诗,指出: “
天下郡国向万城”无有∵城元甲真

”,对军阀

割裾予以严厉谴责9并期望迅速解除这种分裂状态9恢 fⅠ 安定的生活。 “
焉得铸甲作农

器,一寸荒田牛得耕
”,幻想出现一个 “

牛尽 i冫

^∶

,蚕亦成,不劳烈士汨滂沱9另谷女丝

行复歌
桫的世界。这就是他所梦想的 “

贞观盛世″,以及彷佛
“
贞观”的 “

开 元 全 盛

i日 ”。斯大林指出: “如果不能攘脱封建分散和渚俣混巍的状态9畲 51上燔锕¨个圃家

鄱不可能揭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支化。”
杜甫反对藩饫扌刂据的思想无疑

是完全正确的9但是他那个 “
桃花源”

式的理想囝却永远只能是一个幻想。

第二、杜甫反对朝廷任用亲信,反对宦官外戚擅衩,主张忄才是举9广 开言珞。

杜甫象中唐时期主张革新的进步政治家一样9对于宦ij∶ 外庶∴权持否定态变。他用

辛辣的笔调描绘这伙衣冠禽兽的儒家之徒的丑态9怒斥Ⅱ乜们是求自腐草的虫豸: “
幸因

腐草出,敢近太阳飞”(2$)。 他告诉皇帝: “
君侧有谗人

∵(2∮ )。 '丨∴肾题 发 挥”怒 骂 这

批入
“
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儿媚至嘻。”Q⒆ 认 为佗们是破坏太疗l、 霆后划定的法

纪,破坏
“
贞观”、 “

开元”以来国家的正常秩序,酞戊祸患,造成战争失利淘祸根。

他说: “
邺城反复不足怪,关中小儿坏奸j纲 。”(23)七 六三年 《n卩 广德 元 年)吐 番 贵

族军事政权入侵,由 于宦官程元振对勃I廷封锁消广,四十天内无人丰召御敌, “行在诸

军阙,来朝大将稀。”Qt)杜 甫十分愤怒9发出了 “闻道嬖孽能全身
拶Q8)的质河,并责

代宗: “
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 Ωθ)对 于宦宫操纵 “

神策军”
趁战舌L到 处 掳 掠

的罪行9他无情地予以声讨,指出
“
殿前兵马虽骁勇,纵綦珞与羌浑同。闺道杀

^.汉

水

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3θ )他 在 《诸将五首》、 《黄火》等诗中尽情地褐露宦占贵族

势力造成的民族危机。他恨不得让严寒来把这些害虫除掉9指苕他们河逍3 “
十月浦霜

至,飘零何处归卩 (3】、 亻凿恨不得把他们一扫而光9 百r安
得壮士搀天外9使人不疑见本

根。”(3V

他一方面坚决地反对玄、肃、代△帝的那一套用人路线 9另一方面又热惰歌颂太宗、武

后用人得法。他认为当皇帝要
“
继体如太宗,端拱纳谏诤

”(33)9并且引用
“
否臧太常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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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折二张势
″(3碴 )的 事例,赞扬武则天敢于纳谏的作风9提倡一种

“
直词宁戮辱,言路

不畸岖坤(85)的风气。他热情歌颂秦汉以降的执行法家路线的名臣9把这些名臣作为自已

的楷模”并且在 《为阆州王睫君进沦巴蜀安危表》中具体指出用人必须是 “
智略经久 9

举事允愀9不陨获于苍黄之际, (有)临危 《以)制变之明”的干练之士。他在 《述古

三苗》、 《入衡州》、 《谪葛亮庙》、 《折槛行》、 《赠蜀偕闾丘师兄》等大量诗篇中

引古鉴今地提出要有象刘邦、曹操、李世民、武则天这样的皇帝9要选 用 象 张 良、曹

参、肖何、贾谊、诸葛亮以及 “
磊落贞观事9致君朴直l司

”(8ω 的 贤相魏征这样-些法

家人物”希望 “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3D。

杜甫在他任左拾遗前后9朝廷内的党派斗争是十分剧烈的。作为宦官政治的反对派

房瑭、严武、张镐等形成-个政治集团,杜甫无疑是置身于这一集团的。这一集团的代

表人物房涫,是永贞革新的法家战士刘禹锡、柳宗元所尊仰的政治家 (刘有 《承l西川+
尚书汉州微月游房太尉西湖》诗两首及 《和游房公旧竹亭阍琴绝句》,柳有 《相国房公

德铭之阴》)。 他们在当时与宦官的斗争中部不见容于统治者,先后被宦官头子李辅国

以及程元振、贺兰进明等人所排斥。先是房玷遭贬9接着严武、张镐、杜甫等部接踵而

去。他们遭受排斥的原因9当 时贬退房瑭的诏书上说是 “
崇党近名

”, “怙气恃杈”
,

“
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若捐于异路

”9 “
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 子 奉 上 之

体
”(88)。 说 穿了9就 是同那些趋炎附势、温让谨令的宦官李辅国一伙

“
异路

”。杜甫

身为八品的拾遗小官,竟以直言疏救宰相房踣而蒙罪,既说明当时以党争为形式的硌线

斗争形势的险蛟,也说明杜甫恶丑好直的强烈爱憎。面对房瑭罢相,张镐离朝,严武、

贾至被贬而自己人微言轻,势孤力弱的景况,杜甫曾以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更

愁人
”(89)的 诗句来抒写白己的苦恼心估。在秦州 《寄贾司马严使君五十韵》中,他回

忆逸时的i青景时说E “故人俱不利”谪官两悠然。开辟乾坤正,荣枯雨露偏¨¨亲故行

稀少”兵戈动按联。他乡晓梦寐”失侣自趱遭。″
杜甫是以舍功名来保卫他的政治信仰

的。

第三、杜甫反时非正̀义战争,攴特正义战!争 9主张足食是兵和耕战政策。

唐中期的统治若们都是在和平居民面前的黩武主义者、在强敌面前的逃跑主义者或

投降主义者。杜甫在战争问题上同这伙儒家之徒的观点是完全两样的。杜甫热倩支持平

叛和抗御侵扰的正义战争,指出对叛乱分子的镇压和抗御侵扰是 “
恭行天罚” α0)。 在

安史之乱中9他召唤武者挥戈, “
猛将宜尝咀9龙泉必在腰

”“1)· 文者从 戎, “垂 泪

方投笔,伤 时即据鞍。”α2)他借一个新婚女子的口,号召群众起来战斗: “
勿为 新 婚

念9努力事戎行
”αω。 他 关心战局”常常分析敌我形势夕积极为唐军谋划。当叛军进

遇潼关时9他指出潼关地势淦峻9宜守不宜玫,守军 “钦马云雾积″α堪),足以拒 敌 关

外。但守军在统治者懦家路线指挥下,仓卒出关应战,结果三日之内,二十万太军全军

覆没。对这一惨痛敬训9杜甫在 《潼关吏》等诗中曾多次提到。他说: “
胡来但自守,

岂复忧西都
”, “请理防关将9馍勿学哥舒。”长安沦陷时9他还在 《塞芦子》中为唐

军在芦孑关的疏于防守深感焦虑9指出它在军事上的利害得失: “
芦关扼两寇,深意实

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殄在 《悲青坂》中9他希望唐军不要仓卒出战,要等

·氵犭·



待时机举行反玫, “
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冀仓卒。”

杜甫对于彻底平叛抱有坚定

的决心9坚决反对朝廷在平叛问题上的苟安政策◇ 做主张
貂
国须行战伐” (堪 5)9 用武力

彻底平叛, “伐叛必全惩
”(硅 6)” 对 叛将毫不留情。当唐军节节胜利进逼长安时,他要

求从全局着想”分兵直捣叛贼老巢, “
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可

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了)不要把眼光放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七五八年 ,

九节度使围攻邺城,昏庸的肃宗派宦官鱼朝思任
乙观军容便

”
”在

“王师有征无战
”的

儒家腐朽教义指导下, “
大军云含”

却
“蔚然未进”。杜甫看到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导致

战局恶化的危险性,在 《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一文中,对这种蠢猪式的战

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大军不进的原因是
“
陛下犹觊其匍匐相率,降款尽至,广务

宽大之本,用 明恶杀之德
”。他揭穿了叛军

“
降表继至”的诈降阴谋,一是想拖延时间9

“望秋高马肥之便,蓄突围拒辙之谋
”,二是

“
平庐兵马在贼左胁9贼动静乏利9制不

曲己”。接着提出了
“
穷掎角之进”9 “避实击虎

”, “逐便扑灭”
残寇的战略战术 ;

严肃地批判了 “王师有征无战”的儒家教义,指出 “
先王之用刑也9抑亦小 者 肄 诸 市

朝,大者陈诸原野”9使用武力是完全必要的。与此同时,杜甫还在 《观真》等诗中进

-步提出了具有正要意义的作战意见: “
英守邺城下”斩鲸辽海波

”,既用一部分兵力

围攻邺城,同时又派精兵迂回直捣叛军后方范阳”形成四面交攻 弼
相与 出 入 掎 角

桫
,

使敌成瓮中之鳖,不但邺城可拔”叛军也可能被全歼。怛是
“疲茶苟怀 策9栖 屑 无所

施。”α⒆杜 甫这些很有见识的战略和策略”都被统油者们置若罔阀了。

杜甫为了实现 “以战去战
”

平定叛乱,实现统一的主张夕在一些论文中还鲜明地提

出
“
是食足兵

”
和兵农合一的耕战思想,反对

“
去兵去食″的儒家教义。他在 《乾元元

年华丿i刂 试进士策问五首》中说: “
盖有兵无食9是谓弃之”9 “

况 寇 犹 作 梗”兵不可

去。”由于儒家路线的破环9当 时
“
有兵无食

”
的情况十分严重9曾导致多 次 战 斗 失

利。他在 《西山三首》中就谈到唐军久战不胜的状况: “
蚕崖铁马瘦,灌口米船稀”。

他在 《东西两川说》中总结松、维、保三州尽管有
“J惯

于战守
”
的

“
山东劲卒

”
的防守9最

后却陷于吐番的原因时说: “
顷三城失守,罪在职司,非兵之过也,粮不足故也

”。杜

甫认为要改变
“
粮不足”的情况9 “

使军旅足食”,一方面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另

一方面还要
“
复屯营之制

″
”搞兵农合冖”战时打仗9平时耕田。他在 《乾元元年华州

试进士策问五首》中提出: “近者郑南训练”城下ΣL集⋯。。o明 发教以战斗9停 午 放 其

庸保9课乃菽麦9以为寻常。”正如后来他在伥谒∴主庙》一诗中所 说 的乡诸 葛 亮
“
复

汉”
留下了

“
杂耕

”
亦即屯垦这样一个 “

长策”,这 “
长策”显然为杜甫所确认和按受

了。

杜甫是正义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同时又是非正义战争的坚决反对者。开元中由于在

唐玄宗黩武主义路线的指导下,宦官杨思晟领兵对交趾发起了侵略战争,残酷地镇压和

杀戮交趾人民。代宗初期宦官吕太一收珠广南9阻兵作乱9战火祸及交趾。这两次损害

交趾人民利益的不义战争,杜甫都坚决反对。仙在 《谙将五首》中说: “
回 首 扶 桑 铜

柱标,冥冥氛裎未全销
”,指出唐帝国与交趾是有明确的边界的。曲于唐朝 对 交 趾 的

侵略战争,破坏了两国间的睦邻关系,使正常的经济和技术交流中断9杜甫表示十分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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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

杜甫在 《萌窒塞》咛;写道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荀在制侵凌”岂在多杀伤。”明确地指出战争的目的在于 “
制侵 凌”,不 在 于

“
多 杀

伤
”

”更不能以斌争去侵略刖人” “
立国自有疆

”。杜甫的这种反侵略反黩武主义的思

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应当加以肯定的。然而9苏修叛伊集团

却借此大肆发挥”给杜甫戴上一顶什么 “
和平诗人

”
的帽子9似乎杜甫在那里不分正义

和非正义而一概地反对战争9这完全是一种不顾事实的无耻捏造,其罪恶用心就是妄图

利用杜甫来散布和平麻痹思想”松懈萆命人民的斗志,任凭他们这些超级大国在世界上

称王称霸。对苏修散布的这种谬论,我们必须彻底批判。

第四、杜甫反~对 豪强太地主的土地兼并,主张均亩薄敛9发展农业生产。

女史之乱以后”地方藩镇势力连年混战占他们同豪强大地主相互勾结”更加猖狂地兼

并土地9使大批失j也农民流离失所9就是一些中小地主山纷纷破产,社会生产力遭到巨

大破坏。杜甫在 《东△两川说》中指出
¨ 阝豪族兼有其地而转富”,丧失土 地 的 农 民

￠近者交互其乡村
”9 “远右漂寓诸州县”, “

大抵只与兼并豪家力田”。由土地兼并

而造成的 “
均田削”的破坏。导致了建立在

“
均田制

”
基础上均 “府兵制”

、
“租庸调。

法的破坏。霸占大虽田地L.宋家不纳徂税9不服徭役”而
“
无耕之地”的农民却担负耆

紫王的赋税镫役。 ‘fI∷
家两内臭,战地骸骨白

″(49),贫 富悬殊加剧9劳动入民苦难重

嚣, “
千家今有百家存9哀哀寡妇讨t求 尽”(50)。 国 家收入锐减,国库空虚, “

扁裨限

酒肉”卒伍单衣裳
”(51)夕 军 丿、缺少衣食”影响了平叛和抗御侵扰的战争。针对这种情

况”杜甫坚决主张索止豪强地主掠夺和买进农民的口分田9在 《东西两川说》中指出,

必须实行 “
诸田 《指口分田)不得贴赁

”的唐旧例,必须
“
仍禁豪族受赁罢人田”。同

时要求严厉打击那些利用政治特权进行兼并和纵容兼并的 “
黠吏

”
、 “

豪吏
”。他说 :

“
两川县令剌史有权摄者须尽罢免。卵他在许多诗中还揭露了豪强、官吏结为

一体的巧

取豪夺”大搞兼并的罪恶行径 :“奈何黯吏徒9鱼夺成逋逃。”斥责他们
“
索钱多门户

”
,

箩刻洋及锥刀”(52)。 杜 甫幻想统治者复行太宗时的 “
均田”

制和减轻赋税徭役。他在

《东西两川说J》 中说: “
忸均亩薄敛9则 田不荒。以此上供王命9下安疲人可矣

”。他

要求给衣艮的负担要含理和
“
均

”, “
众僚宜洁白9万役但平均

”(58),甚至发出了
“
谁

能叩君门9下令减征赋″(54)的 呼声。他认为,为了实行
“
均亩薄敛

”, “愿分竹实及

蝼蚁9尽使鸱枭相怒号”(55),就 是要使
“
蝼蚁

”
们高兴而

“
鸱枭″们倒霉。

杜甫这些抑制兼并,均亩浒敛的思想 ,鄱体现了他关于发展封建经济的根本观点 :“谷

者百娃之本″(5G)。 在 封建社会里”务农是害国强兵的根本途径。法家路线的一个重要

方面就是发展农耢。武则天曾说旨 “
建国之本9必在于农” (5了

)。 杜 甫十分重视发展农

业生产。他在 《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一文中明确指出: “
谷者所以阜俗匡时

聚人守位若岜。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这同先秦法家管仲
“使千室之都必有

万钟之臧
”(5g)的 主张一脉相承,而同当时的唐统治者和儒家之徒

“恐乖均赋敛,不似

问疮痍
刀6⑴ ,根本不速视农业生产9只知 “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⑩0)的奢侈浪费

尖锐对立。由于杜甫重视农耕的主张同迅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愿望相联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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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使在动乱的岁月里,他也忧心忡忡地关注眷 “
黍地无人耕

”(s】 )的 情况。在A戈 争

紧张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 “田家望望惜雨干9布谷处处摧春种殄⒃2)。 他 番到下雨有

利于农耕就高兴, “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
”⑩ω9∶

’
∶下雨不利于农耕时,又 “吁嗟

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9畴能补天漏”⒃哇)。 由于平叛和抗御侵扰的战争需

要大量兵力,他在给严武当幕僚时9就积极建议从监狱里放出交不起租赋的农民,以解

决农村劳力不足的问题。杜甫的这些主张,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农业的发展的。

杜甫重视农耕的思想还表现在他关心水利、商业、盐铁官营等方而。在水利问题上 ,

杜甫十分赞赏唐太宗的功绩: “控引淮海,漕通泾渭9因舟楫之利,达 仓庾之储,又赖

此而殷
”(69。 指 出水利搞得好与坏,直接关系到农业的收成,交通的发达,国家的殷

富。他在 《石犀行》一诗中曾热情歌颂秦时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的功绩。在 盐 铁 问 题

上,他积极Jt持官营。当时官盐的收入。是亡政府平叛战争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社甫

在 《盐井》、 《入奉行赠窦侍御》等诗丨,∶ t扬官家用火井煮盐的先进方法: “
官作既

有程”,描绘了生产的繁荣: “煮井为Ⅰ宝速”, “
出车日连连

″
。在商业问题上9他赞

颂有利于农Ⅱk生产的工商业9 “蜀麻: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6s)9 “风烟 渺 吴

蜀,舟楫通盐麻
”⑩了)。 等 等。他对于盘剥入民动牟取暴利,破坏盐铁官营9私饣产:假 钱

的奸商,却给予深刻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

第五、杜甫反对民族压追,提倡民族之问和睦相处。

唐玄宗即位之后,凭借宵兴百余年来积蓄的物力财力,对吐蕃、奚、契丹、南诏等

少数民族大肆征伐,频频发动战争,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杜甫对这种穷兵黩武9欺凌

少数民族的行为深为不满。他嘲讽地说: “
古人重守边,今人玉高勋″,并以 “

百万攻

一城″9 “尺土负百夫”(68)的 诗句反映当时的战争中,因攻占一城一地而不 潜 动 用

大军9因遭受被男:∶交者的抵抗而付出惨重代价。天宝十年,鲜于仲通出真 南 诏 失 败 9

“
士卒死者数万人

”,身为当朝重臣的杨国忠不但
“掩其败状9仍叙其战功

″9而且进

一步
“遗御睫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

″(6盼 9 妄 图挽回败局。杜甫针对此莩写了 《真

车行》一诗进行控诉,并且指出辶种不义战争圩恶果严重。他责问讠氵氵:: “君不闷汉家山

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9禾生垅亩无东西。”
他比较清醒地认识

到,这些战争是造成经济凋敝的重要原因。他在 《又二‘后囚山脚》—̂诗 屮分析
“
平原独

憔悴,农力唆耕桑”的原因 “
非关风露凋9骜是戍役伤”9是比较中肯的。不仅如此 9

他还在 《后出塞》中深刻地揭簿了在
“
两蕃静无虞

”
的情况下9 “

献捷 日继 踵”的 阴

谋,指出正是黩武政策导致了分裂势力的抬头。

唐玄宗对少数民收△武不戢,宠信边∷·j9酿成安史之乱,致使唐帝国急
`罟刂衰落9_

厥不振。这时吐蕃等军事贵族集团乘机侵抚、抢掠人言、占领土地'甚至一度玫陷都城

长安。一味欺凌少数民族的唐统治者,往 日威风,扫地以尽。他们在军事贵族的侵扰面

前软弱无能9不是 “
令僧讲诵 《仁工经》⒓l返之”,就是弃I戊逃窜或要协投降,儒家之

徒的丑恶嘴脸和腐朽本质真是暴露无遗。杜甫既反对唐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 欺 凌 和 掠

夺,同时也反对少数民族对汊民族的侵扰和破坏,而且主张坚决加以抵抗。七五七年以

后
`蹿

败的唐王牢一味依赖回纥军事贵族集团的兵力来平定内乱,甚至不惜订立 “
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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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9土地士庶归麽9金帛女子皆归回纥
眵的丧权殃民的条约,放纵回纥军 队 长 期 豳

驻p为非作歹。杜甫预感到借兵国绳将会造成无穷后患。他写遒: “阴风西瑰来,掺淡

随回纥。花闸既须留,原野转箫瑟。
”
反对把平定叛乱的希望寄托在外援上。七六二年 ,

唐又派李适 (即后来的德宗》向回纥借兵”受尽凌辱。杜甫悲愤地写遒 :“蜂虿终怀毒 9

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9再湿汉臣衣”,又一次向朝廷提出警告。杜甫反对少数民族

的侵扰9主张民族之间和睦相处。他以 “似闻赞普更求亲9舅甥和好应难弃
”的诗句,

歌颂基于平等原则的和亲政策9但是,他却反对屈辱性的和亲。他在 《留花门》、 《警

急》、 《即事》等诗中对肃宗的屈辱性和亲于回纥贵族表示非议,认为这样的和亲无济

于事。他在 《警急》诗中说: “
才名旧楚将,妙略拥兵机。玉垒虽传檄9松州会解围。

和亲知计拙9公主漫无归”
夕认为只有兵机妙略才是御侮的正道。后来宁国公主赘面放

归,杜甫闻讯又愤又忧,再次谴责了屈辱和亲: “
闻遒花门破9和亲事却非

”, “
群凶

犹索战,回首意多违。
”(TO)

唐统治者太搞要协投降的勾当9使得回纥、吐蕃等贵族军事集团更加得陇望蜀'强
悍骄横,侵扰连年不断,其规模也越来越太,给劳动人民带来极太 灾 难。杜 甫 在 《征

夫》-^诗 中反映g “
十室几入在9千 dJ空 自多。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七六三年9

眭蕃军事贵族集团侵扰9代宗出奔陕州。杜甫面对战舌L!,愤慨万端 地 写 了 《释 闷》、

《巴山》、 《早花》、 《天边行》、 《伤春五苜》等诗,嘲讽统治者的孱弱无能: “天

子亦应厌奔走9群公固合思升平
” (了 1),严厉斥责身据文武要职的儒家信徒的仓惶逃命 :

“
狼狈风尘里9群臣安在战?” (T2)面 对这伙不是忙于奔逃9就是忙于念经 的儒 家 之

徒,杜甫厉声责问: “天地日流曲.,朝廷谁请缨?” (7ω他主张坚决而有效的抵抗:“时

危当雪耻,计大岂轻论。” (了‘)他盼望良将精兵赶快投入战斗: “
喜君士卒甚整肃”为我

回辔擒西戎。”(t5)他 支持和鼓励严武出师收复失地 :“ 公来练猛士9欲夺天边城。
’(了 s)他

要求朝廷任用象汉时的霍去病那样的大将去制敌取胜: “汉朝频选将,应拜霍嫖姚。″

(t了 )他大声疾呼: “
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 (了⒆希望当朝皇帝能象汉高祖一样9指

挥猛士雄镇四方”平定少数民族军事贵族的侵扰9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七六四年春9

杜甫在成都写的 《登楼》-诗中说g “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可怜后主还

祠庙9日 暮聊为梁父吟。
”杜甫面对

茁
万方多难”的现实,抒发自己忧国的情怀。一方

′
面,他一再把抵御吐蕃入寇,维护统-,中兴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李氏朝廷身上9正告吐

蕃等少数民族军事贵族不得猖獗侵扰9另方面”他又借蜀后主讽谕代宗的无能9思慕当

今朝廷能有一个七擒孟获的诸葛亮,施展文治武略”靖定侵扰,搞好民族关系,表达了

杜甫在民族问题上的政治主张。

列宁指出: “
政策是同-定阶级的利益相联系的

”
。杜甫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民

族等问题上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张9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唐王朝的封建统治9而同中、小地

主阶级的利益相联系。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观点具有一定的尊法倾向,基本上符合于历

史发展的要求。毛主席指出: 弱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锬正确与否是决定-切的。

”
执行儒

家路线的唐中期封建统治者当然不会采纳杜甫的正确主张。宋朝爱国诗人陆游在 《读杜

诗》中很有感慨地提到: “看渠胸次隘宇宙9借哉干万不一搀。
”

杜甫白己也说: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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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千古事9得失寸心知。
”c⒆ 杜 甫正确的政治主张没有为他同时代的统治者所采纳,

怛作为一笔文化遗产却为今天新中国的人民所重视。杜甫作品的得失9即其作晶中的精

华和稽粕固然是杜甫自己所不能真正认识的,但却可以由今天的革命入民在毛主席革命

路线指导之下作出正确的判断。

(二三)

杜甫尊法倾向的形成不是偶然的。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安史之乱

前后唐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儒法两条路线的矛盾,制约和决定着杜甫思想的

演变和转化。

杜甫是戴着儒冠登上历史舞台的。他出生于一个 弼
儒门冂史长

”(80)的 官僚家庭 ,

自幼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与熏陶, 溺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8D。 他 七岁咏诗,九

岁学书,-切都以儒家典籍为准。他念念不忘
“
奉儒守官”(82)的 身世, “

不敢忘本,

不敢违仁
”(83)。 他以儒学为

“
素业”,以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84)为 自己唯一

的政治抱负。但是杜甫青年时期又生活于听谓沟 “
开元盛世”,那时太宗武后的一些进

步政治措施还在发生影响9政治界和思想文化界还比较活跃。杜甫广泛涉猎诂子百家之

说,广泛地接触像李白那洋非尧舜、笑孔匣的具有法家政治色彩的人物。杰出的法家诗

人李白对杜甫不会没有影响。在杜甫身上,除了有
“
学诗犹孺子,乡赋忝嘉 宾

”(85)的

一面,还有
“
饮酣视八极,俗物皆茫茫

”(86)的 另一面。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不是一个

纯儒。他在青年时曾经 “
裘马颇轻狂

”地过了 弼
快意八九年

”(8T)的 浪游生活9时而临

钱塘江而怀想秦皇,时而叩碣石以凭币魏武”在吴越齐赵之间留下jl踪 9领受所谓 “
稻

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88)的 “
开 元盛世″的风光。

杜甫怀着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政治理想,于七四六年 (天宝五年)到了

长安”企望能够获得功名,参与政事。但那时唐王朝的政治已经日趋腐败,儒家路线更

加得势,豪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林甘l之 流把持钥政9对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

政治活动横加排斥。据元结巛谕友》说δ “丁亥中9诏天下有一艺者皆诣京师就选。林甫

葵待制者悉令尚书考试,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 9遂荻野无遗贤。”杜甫是这-场大骗局

的一个受害者。这一事件给杜甫留下了创伤,他在七五一年回忆此事时说 :“破胆遭前政夕

阴谋独秉钧。微生露忌刻,万事益酸辛
”(8g), 朦 胧地感受到

“
儒术诚难起

”(9θ )的 悲

裒。杜甫怀才不遇,四处碰壁, “
卖药都市,寄食朋友

”(θD, “
残杯与冷炙,到 处 潜

悲辛”(θ2),一 天天地认识到 “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
”p。冫。 七 四八年,他三十七

岁,在求左丞韦济汲引的赠诗中,他进-步抒写了白己的悲凉心境: “致君尧舜上,再

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s4)。 严 酷的现实告诉他, “
纨绔不饿死,儒冠

多误身。”(θ5)他 在穷怼潦倒之中以饮酒赋诗来缓解充满矛盾的痛苦心情: “
此身饮罢

无归处9独立苍茫自咏诗
”(g6), 流露出无限的怅惘,是他徘徊歧路、上下求索的萁实

写照:坞 莳j'惫主朝渐政涪己绫蔚败别宁械点∷玄崇挤奢湮佚;痂

'秀
真蜞斌;¨ 镄

∮
钲蓦裰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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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了民生凋敝,生产衰落。杜甫面对这种大厦将倾的危险而忧心如焚。七五二年,在

长安登慈恩寺塔时,他是 “佥慈翻百忧
”,心潮起伏不已。 “

秦山忽破 碎,泾 涓 不 可

求”(θt), 他 已预感到潜伏着的一场危机将一触即发。面对山河即将破碎的现实,他仿

照屈原以借喻的手法在诗中写道: “
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 晏蔓嵛

丘
”(g8)。 这 是他第一次对准玄宗,把理想中的法家路线与眼前执行儒家路线所造成的

腐败政治作了对比9这是他要求改革政治,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法家色彩的初次表露。他

以 “
不得同晁错,吁嗟后郄诜

”(9θ ), 不 能施展自己的才能,挽救国家的危难,而悲痛

万分。在
“有儒愁饿死

”(iO0)的 境况中,在 《醉歌行》这首诗里,他终于迸 发 出 血 泪

的呼声: “
儒术于我何有哉9孔丘盗跖俱尘埃:” 这是他决心与腐儒式的故我分手的-

个转折。他直呼当时祓玄宗封为 “
文宣王”的孔丘其名,这无异是对儒学的一次挑战。

他在这首诗中曾经写出产生这种思想的具体环境: “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 细 雨惫 花

落。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
”

他向儒学挑战的力量,是来自饥饿的人民群

众。

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激化而引起的
“
安史之乱”9造成了兵连祸接、战乱不息

的动荡局势。这时狂飙匝地而起,偌大的唐帝国表面繁荣的经济基础顷刻瓦解,杜甫也

被这一场风暴刮到了社会的下层9使得他能与难民为伍 ,颠沛流离,亲身领受
“
窜身筋骨

劳
”(10D、 “世梗悲路涩

”(1m)的 酸辛9耳 闻目睹广大农民在兵役、赋税的压榨下的惨痛

遭遇。安史之乱前后的生活实践 ,使他写出了
“
肜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 9

聚敛贡城阙
”(103)这 样一些反映社会阶级矛盾的杰吐i诗篇。这些诗就其客观意义来说 ,

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文人作品中的里程碑。他面对由战祸造成的 “园庐但蒿莱
”(10硅 )的

萧条景象和
“
青山犹哭声

”(105)的 民间疾苦9对儒家那一套虚伪的说教感到失望。他感

慨系之地说: “
兵戈犹在眼9儒术岂谋生?” (106)安史之乱不仅是时代的转折点,也是

杜甫思想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以后,杜甫的尊法倾向日趋明朗。

杜甫的思想转变,主要是由于投身社会生活,比较接近人民。但他的学习环境和交

游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开元问唐室仍因袭太宗、武后时采用的科举取士制度,当时除
“
明经科”外9其他

“
进士科”

、 “道科”
、 “直言敢谏科”

、 “超群拔类科”等均不

专以儒经取士。七一五年 (开元三年),朝廷
“
招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术数之

上,皆处之于翰林院
”

。七一七年 (开元五年)9还下令访求民间逸书编成群书四万八

千卷(10T)。 这样一些措施,使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得以遍览百家之说。杜 甫 是 主 张

“读书破万卷’(108)的 。他生当所谓的
“
开元全盛日”,不仅饱读儒家典籍,而且也读

兵书及诸子之书。他在《进鹛赋表》中说过: “鼓吹六经,先鸣数子”9这里的
“
数子”

就是指的先秦诸子。他曾经耻笑过别人是 “
小儿学问止 《论语》”(1G9),是不以仅读一

点儒家之书为满足的。他常以 “
暗诵” “

群书万卷”(110)、 阋
“
百氏之书

”(111)等 语句称

美别人。七五七年夏,他在送族弟杜亚赴任河西判官所写的赠诗中,曾 竭力 称 赞 杜 亚

“
兵法五十家,尔腹为箧笥

”,而且 “应对如转丸
”,可见他们是经常在一起细论兵法

的。他和 《天宝军防录》的著者郑虔过从甚密,交往很深9曾写诗赞郑 “
兵流指诸掌

”
9

(112)从 这些书籍和社会交往中9杜甫除接舜儒家思想外
'也

会吸取若干法家 申 进 步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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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 《夏夜叹》中,他提出了 “
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这样一个富有唯物意味的

观点。基于这种观点,他能够比较王确地解释自然现象,认为气候的明阳寒署是由于时

序轮转而发生的规律性变化9不相信搞什么“
焚巫”

。他反对铺张浪费的 祭 祀,主 张 薄

葬,讽刺那些搞
“
丹砂”

、 “翠羽”和访道求仙的迷信活动。特别可贵的是,他在 《石

犀行》、 《石笋行》中极力破除迷信,突出宣传
“
人定胜天”的思想: “

修筑堤防出众

力
”9 “诡怪何得参人谋

”
。i他用进步的观点分析历史,得出了 “

英雄割据非天意,霸
王并吞在物情

”(】 18)的 正确结论。正由于他具各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才能够正视

现实,不回避矛盾,能够
“
自断此生休问天”(11望 ),不断在社会实践中探索前进,逐步

突破儒家思想的桎梏9接受法家思想的影响。由于他面对现实9体察社会下层的生活,

洞观社会的深重灾难'因此,他能够提出 “
莫取金汤固,长令 宇宙新”(1】 5)的 改 萆 政

治的正确观点。他仔细地研究了唐开国以来历代编年大事记的 《实 录》 (“尝 读 唐 实

录”(116)),经常和别入详尽地讨论贞观的体制 (“密论贞观体
”(117))9明 确地认识

到唐初以来
“
百余年间未灾变”的原困是由于当时有

“
叔孙礼 乐 肖何 律”(118),是 汉

承秦制,唐承汉制,实行法家路线的结果。他盛赞
“
贞观之治

”
和武后的政绩,分别以

“一剑总兵符
”(11g)和 “

临轩御乾坤”(1⒛ )的诗句来赞扬太宗和武后,并且以 “
贞观之

治”为标本来鉴别、评论当代的政事 (“贞观是元龟”(I2】 ))。 针对时弊,他提出改革

主张,希望当时的朝廷能
“
中兴似田初,继体如穴宗

”(122)。 他早年 “致君尧舜上,再
使风俗淳”的抱负,在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实践中已锝到修正,其 内在的实际政治内容已

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尧舜已经是 “
太宗

”
、 “

武后”的代称了。他在 《为华州郭

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中说得很明白: “
兹事 (指 ‘

古先圣哲
’之享)玄远9非愚臣

所测。臣闻易载随时,不俟终日”,从这里可以看出先秦法家韩非 “世异则事异,事异

则各变
”(128)思 想的脉络。实际上他追求的已不是遇远的虞舜之治9而是有具体内容的

“
贞观之治

”
了。

杜甫死于漂泊流离的生活之中” “
留滞才难尽,艰危气益增

”(124),他“
致君尧舜”

实现 “
贞观之治”的志向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衰减。他说g “

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

焉肯朽?” (125)七 六九年,是他临终的前一年,他结识了很有才华的青年诗入苏涣,引
为莫逆之交。他把

“致君
”的希望托付给苏涣:“致君尧舜付公等,早登要路思捐躯

”
。

(126)当 然,苏涣后来为造反而捐躯,这是杜甫所始料不及的。苏涣走的是-条 由剥削阶

级知识分子向起义人民靠拢的路线/而杜甫则是走的一条由儒家信徒向法家营垒靠拢的

路线。

(豆
)

杜甫的作品,卷帙浩繁,容量革宙,叙事抒情9议政议军”涉及的社会内容非常广

阔,其间存在着一些彼此矛盾的现象。最突出的是他在政治上既表现尊法的进步倾向,

又不时流露出某些儒家的观点,使用着许多儒家的语言。应当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马

兑琴主×维罅们娣出了-条辉导】隘岣锇索,便巍钔能夜 i塞砷看来遨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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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穰性。越螽蠲嗉就是阶缀斗争掏瞍捻。
”

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 “摁间题提鲫¨定麴

弱叟辘圃寇豳炒9是不难田答这个问题的。

自从蘧仲舒奏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懦术以来9懦家璁、想在中国封建 社 会 里 便

成了统治思想。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可以说无不打上儒家 思 想 的 烙

印。坚持进步路线的法宋人物也在不同珲度上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9有的拖若儒的尾巴

或表现某些 〃
儒气

”,这楚不足为怪的。在一些法家著作中,有 许多思想是用明确的
“
法

家的”语言来表达的;怛也有的是夙儒家的语宙中寻找外在的形式。对于后一种J晴 况,

只能
“
从这个暂时的形式中剥职潞茬锴潺的,但为时代和发展逋程本鑫所不可避籀鲷睢

心圭义形式中获得的成果。
”叉i于诗人杜甫的研究'当 然也应当着眼于内容9着眼于实

质。必须把杜甫维护统一、重视耕战以及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主张民族和

睦相处、反对民族压迫的攻治主张,同儒家的所谓
“
忠君

”、“
民本

殄以及搞
“
仁政

”
、

“
德治”

那-奋东西加以区厂∴i。 △把杜甫作品中为错误的形式所笼罩的民主性精 F阜的东

西同那些封建性的糟粕加以区别。要注古到杜甫以及杜甫作品的历史发展,注意到杜甫

在使用某些概念时,在不同的、恃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赋予的不同的、特定的涵义。如桂

甫在 《有感五古》中曾提到
“
授钺亲贤往,卑官制诏遥。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

9

如果只从字面上看9杜甫姿依
“
古封建

猡,岂不是要诙复
弱
先王之治”,搞历史的大倒

退吗?事实是怎样的呢?杜甫这诗写于七六三年 (广德元年)9当时唐代政治的焦点在

平叛,而地方割据势力又∵天天膨胀,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巨太威盱。杜甫在这首诗和

《秋日荆甫抒怀三十韵》、 《为阆州
=使

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就 指 出 要
“
授钺亲贤

往”9 “必以亲置委之节钺拶9配合宰相房涫向朝廷建议委任诸王为鄱统节度使。这种
“
古封建

”的措施,实际上是巩固中央集权、平定安史之乱的一项紧急而又 重 要 的 措

施。正如李贽引用司空图的话那样, “
盖当危难之际9以亲王至藩,分布外镇,夹辅王

室;统击人心,自 是良策。
”(】 2了 )原来所谓的 “

终依古封建
”,无非是一种假托。

杜甫作品中有浓厚的忠于王权的思想。他醉心仕途, “
窃比稷与契

”(±28)“立登要

路津
” (12g),像 “

葵藿颐太阳”(180)那 样表示对皇帝的忠诚9像 “饥鹰待一呼” (13D,

那样表示对仕途的响往。为了求官,他 “
苦摇求食尾,常 曝报恩腮

”(182), “朝扣富几

门,暮随肥马尘
”(133)。 求官不成,甚至还装模作样地要

“
从此具扁舟,弥年逐浦景

”。
(13么 )这些东西显然都是杜甫身上庸俗不堪的阶级印记,应当被今天的人们所唾弃、所嗤

笑、所批判的。但是从安史之乱前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杜甫所衷心拥护、积极支持

的王权,却应当在客观上予以肯定。因为在当时分裂的危险迫在眉睫的形势下,正如恩

格斯所说: “
在这种普遍的浞乱状态中9王权是进步的困素

”, “置枫在 s昆 乱中代表蓍

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两与分裂成叛乱的各跗庸国的状态对蜿。
彭

杜甫拥护王权

的思想即忠君思想无疑是同维护中央集权、反对分裂、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分不开的”

而他热心仕进以及在某些闽题上比较重视利用人民力量,则是忠君思想的附属物。如果

说杜甫-生追求的就是当大宫、作太儒9那 么在长安城破之日,就尽可以同王维等人一

起从安禄山那里求得一宫半职了。但他并没有这样9他最终还是 “
麻鞋见天子”(185),

舍长安而就了风翔。这说明桂甫不是为求宙而求宫,是为实现一定的政治抱 负 而 求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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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上当时不论扁家戎是法京”为荽实现自己的座治理芯'都不乩不厕身于统治阶

级的政权机构,都不能不在不同莅宦上置砚利用人民的力量。问题的夫键显然并不在于

应不应该如此,而是在于他怀抱首怎样的政治日的以及所要实现的是什么路线,而这一

条路线对于社会历史的发辰起者怎祥的作用。有的入认为杜甫要
“
致君尧舜上”9有浓

厚的 “
忠君

”
、

锅
民本

”思想9困此把杜甫说成是
“
诗中孔子

″
9这种苜法没有扣R住问题

的实质,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

杜甫诗中有大量篇幅反映当时社尝的基本矛盾即衣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9反映

广大入氏同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统一的中央集 i叉 占1封建国家闸藩镇剖据势力 以 及 少 数

民族军事贵族集团的黩武势力之问的矛盾,其 中肓些篾章如 《兵车行》、 《丽人行》、

《前出塞》、 《后出苤》、 《自京赴奉先咏怀》、 《悲陈陶》、《悲青坂》、《北征》、

《洗真马》、 《岁晏行》以及 “三吏
”

、 “二别
”

苷9其反映的萁实程度是 异 常 深 刻

的。 弱
朱门酒肉臭9芘有冻死估

”
”千百午来,这样的诗句能够在人民群众 中广 泛 流

传,不足没有道理的。读右i文些诗篇和诗句,不能不令人对当时刊廷内外的反动势力投

以深刻的漕恨,而对于方动人民的命运寄予深切的关注。但是9杜甫对于人民的态度毕

克有看严竣的阶级界限9这个界限是他在当时条件下所不奄L、 也不乐意突破的。他的同

请,仅止于对那些能够为封建统治阶级提供廉价劳动力的
“一̈-生长咨嗟”(136)的 良民和

那些与他有共同遭遇的 “
弃掷傍天隅

”(18了)的中小地主,而对那些不堪剥削压迫、铤而

走睑的 “
暴民

″
'那些会从裉本上威胁李唐王朔生存的起义农民,他却 是 要 目为

“
盗

贼”,要 “
鞭雷公

”降
“
滂沱

”
来加以慎压的。社甫对于封足统治者的批判和谴责9也仅

止于暴露其超经济引削和革法的迫害多他的批判的锋芒不是为了动摇封建的反动政权,

而是为了焚这个玫权得到巩固。这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阶级偏见。过去有些人言过其实地

称誉杜甫,把他抬上 “
入民诗人

”的宝座。其实阶级的偏见根本不可能引导杜甫成为什

么 “
人民诗人

”
。列宁指出”马克思使用人民-语时。是要

“用它来把酃些能够把革命

进行到底的确建的藏份联为¨体
”

。社甫能够同当对的人民
“
联为一体

”, “
把革命进

行到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杜 i:的作晶反映了鲜 i;j的 夺法倾向,怛确岜有不少懦家思想的糟粕。杜甫在其扁苦

的社会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地同儒家思想分了手,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毕竟没

、有同儒家思想决裂,他的尊法的倾向是不大自觉的。他不时表露对儒家那套
“
仁政

”思

想的留恋和对
“
法治

”思想的非议。一方面说什么 “
吾闻聪明主,治国用轻刑

”(188)9

“
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13g)另 另方面对儒家敬义始终没有忘情9直到临死前还在引

发
“
孔门未应弃

″(1嗅 0)的悲声。囚此9尽宫杜甫在社会阶级斗争的风雨申经受了一番冲

刷夕而他身上的儒气终宄是没有洗干净的,这是仕甫的一出悲剧。

尽管如此”就桂甫怍晶的墓本内容而论”就桂甫本人的基本实践而论,杜甫始终不

失为一个具有一定尊法倾向的政治诗人。他对太宗到武后所执行的法家政治 路 线 的 歌

顿9对 当时宦官外臧和分裂势力以及封建统治者的不同程度的批判,对当时 民族 矛 盾

和阶级矛盾的比较深刻的揭露9是占着很大篇幅的。这些构成了他-部分主要作晶的基

调9过是主流和本质的方面,是应当从基本上绘予历史的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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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史的研究主作中,在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条的兢点来

评价历史人物的工作中,对于政治诗入杜甫的研究目前还正在开始。像杜甫这样的思想

比较复杂的古典作家,正确地评价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评价他们留下的

遗产,是一个新的课题。毛主席教导我们: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9剑造了灿烂的古

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惟的糟糊,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

展民簇渐文化,提离民族自信心的必要簌侔,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批判继

承遗产的工作是同评法批儒的工作紧密相连的。我们愿意同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

一道,在这方面做更深入的工作,深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用 马克思

主义占领中国文学史的阵地,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参加本义写作和讨论的有:成都无缝锅管厂、成都塑料薄膜厂和成都翻胎厂工人理论组,杜甫

草堂文物倮菅处,以及四川师范学院的郎分教师)

一九七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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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碴 o)《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

·ε5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