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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杜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在他的诗歌中，江河意象不仅表现了作

者写作时的心情，更展现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江河在杜甫的诗歌中有着离别、时间、悲剧、闲

适等丰富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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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人类的生命之源，点滴之水便可承载起生

命之舟。这便是古人亲水爱水之因。当浩浩之水

聚成江河时，那自然会引发诗人的吟咏之情。文

人墨客的诗文中也渐渐地不能缺少其身影，特别

是在唐代诗歌中，诗人们特别偏好用江河、沙漠、

长空、落日这些意境阔大的意象，来表现这一个鼎

盛的时代与个人开阔的胸襟。李白的《将进酒》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王维

的《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

阳城”［$］（-&)),），这些诗句所描绘的壮美景色都充分

表现了意气风发的时代精神。风仍有所影响。江

河意象在整个唐代诗歌中的作用不可忽略，特别

横亘盛唐与中唐的杜甫，因其所处的时期、特殊的

人格精神和天赋才华，使他的诗歌及诗中江河意

象就具有了代表性。

一、江河意象在杜诗中的离别意义

江海河流在远古是人类行动中一个难以跨越

的障碍。人类的交流被它们阻隔，活动的范围为

它们所限。但人类渴望交流的愿望并未因其而有

所停止。随着时代的进步、造船业和桥梁建造技

术的提高，江河不但没有阻碍人们前进的步伐，反

而使依附着江河湖海而产生的两项技术有了新的

意义。船必须顺着江河或“溯游从之”或“溯洄从

之”，使得人们必须面临与外界交流的代价———离

别。由此在历代文人流传下来的诗文中，江河便

与离别、送别、惜别不能分开了。李白的《送孟浩

然之广陵》中“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

流”，除了写出与朋友分别的伤感情景，流向天际

的长江已不只是送走友人的流水了，此时的江水

更蕴涵了诗人的依依惜别之情。朋友乘舟已远，

只好借助如练江水系住两地的朋友，系住友情。

在杜甫诗歌中同样有这样的精彩之作。在他

的《送韩十四江东省觐》中，杜甫与同乡韩十四的

分别，在安史之乱的时代大背景下便更有一番与

众不同的滋味。诗中以寒写江，透露出一派萧瑟

之景，凄凉之情油然而生。这不但与诗人当时的

心情吻合与当时的社会气氛吻合，与王勃的“海内

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气概完全不同。诗中虽滩

静、江寒，看似平静无波，但在表面下蕴藏的却是

深深的感叹。兵戈战乱之下，诗人看不见能承欢

父母膝下的子女，更遍寻不到无踪的弟妹，现下又

要与唯一相聚的朋友分别。峡谷、江滩上的凄凉

景色衬托了诗人的心情，江水此时不仅象征了分

别，更成为诗人心情的象征。我们更能从中一窥

当时生活在动乱中人们面对分别时的心理状态。

如果说与同乡故人的离别只是引起了身世之

悲、离乱之叹，那么在他的《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

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中，他与五弟之间

的骨肉亲情则通过奔流不息的江水表现得更为深

切。诗中第一首中的“楚设关城险，吴吞水府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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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了特别的含义。写作此诗时，杜甫居夔州，在

战乱中与弟杜丰失去联系，诗中诗人写如设城关

的夔峡水府甚宽，而弟不可知。在这里诗人为何

用楚地峡关的险峻来写与弟的多年分别呢？诗歌

中把险峻的夔峡做为自己生活环境的代表。诗人

通过诗歌诉说自己的思念，那么诗人为什么选取

江与江中险关为生活环境的标志呢？这与江河在

交通上的作用有关。江河迎来送往着行人，特别

是在古代缺少像今天的火车、汽车这样陆路交通

工具，人们特别重视能够凭借风力和水流的船运。

如果一个地方位于江河的交汇点或是有着码头港

口，那么此地一定是经济和军事重地。隋唐时期

因为京杭大运河的凿通，长江与大运河交汇在扬

州，所以扬州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一直是繁华富

庶之地，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说，并且

以后历代的南方政权都以它为军事屏障。元代的

泉州因其能停靠远洋大船，是一个各国商旅流连

不去的“圣地”。由于江河在古代人们的心中的地

位不可小觑，选取江河意象作为生活环境的标志

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远送故人、为客思亲，身在异乡的诗人同

样会通过江河这个意象表达怀念故乡的情感。这

似乎要比前两者的内容更为宽泛和抽象了。在杜

甫的《江汉》这首诗中，停留在长江、汉水流域的诗

人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写作自己的感受：“江汉思归

客，乾坤一腐儒”［!］（"#!$%&）。在这句诗中诗人虽没

有对江水进行细致的描写与雕琢，但在江水横流

的广阔天地间只有这个思乡、耿直的儒生傲立其

中，辽阔的画面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视觉，给我们

一思乡悲客的悲壮形象，所以这里的意象又多了

一层深层的悲凉。

二、江河意象在杜诗中的时间意义

江河奔流一去不返，站在历史高度的诗人鲜

明地感到时间宛如这奔腾远去的流水一去不回，

自己的锦瑟年华也在这充满血腥的动乱年代中悄

然而逝。在杜甫的诗中最能表达这一思想的，就

是被杨伦称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诗中第二联的景物描写，虽然看上去是对秋天萧

瑟气氛的描绘，但诗歌中出现的“霜鬓”、“多病”等

意象都是写诗人老病时又面对乱世所增添的愁

思。所以颔联中的滚滚长江这一意象实质上就象

征了时间的流逝，而这正是诗人愁苦的根本原因。

时间的力量是谁都无法抗拒的。杜甫出身于一个

有着非常浓郁儒学传统的家庭。他是晋朝名将杜

预之后，祖父杜审言乃是唐初著名人，奉儒守素的

家庭文化传统对他的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

有巨大影响。长安的十年一梦到西南漂泊的几十

年，不仅磨灭了他的仕途雄心，更让一个意气风发

的青年变成一个悲秋悲己的病翁，让我们感到时

间的无情、世事的无常，江水的流逝此时就显得特

别刺目了。

杜甫不仅用悲观的眼光看自己，更看到了历

史上的英雄人物在时间的洪流中，或出师未捷身

先死，或建立辉煌功绩，却随时间的流逝而被人遗

忘。在杜甫的名篇《八阵图》中，他就以一代风云

人物———诸葛亮为主题。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著

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不论正史还是野传人们对他

的功绩和智慧都交口称赞，三气周瑜、舌战群儒、

七出祁山、坐唱空城等。但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

所策划的赤壁一战，定鼎三分天下的格局，但终究

天违人愿，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孔明只好费尽心

计，摆出八阵图来截断追兵。“功盖三分国，名成

八镇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苏

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得好：“谈笑间，樯橹灰

飞烟灭”，这壮观景象虽能让少年得志的周瑜骄傲

了一把，但在历史的变换下，我们却在当年的鏖战

现场找寻不到遗迹。是的，不管你是何等人物、何

等英雄，建立了何等的丰功伟绩，时间的力量是巨

大的，他可以让一切随着时代的变迁湮灭消失。

所以诗人不落俗套地选择了从古战场中遗留下来

的能够见证历史的八阵石，虽然并不是一件值得

骄傲的事，但它却能抵御敌人，也曾见证了英雄的

智慧，告诉世人英雄曾经是何等的风光。诗中前

两句表现了英雄光彩耀人的一面，但后两句，不禁

对英雄的结局唏嘘感叹。遗迹虽在，英雄已逝，时

间如江水一般冲刷着石阵，冲刷着历史，让英雄的

遗恨一直延续着，撞击着诗人的心灵，也引起了我

们的共鸣。

诗人除了把前朝的英雄人物置于波涛中，重

新洗涤出历史的新意，评判他的功过，感叹他的得

失，也对当朝中人寄予同情。李白———唐代伟大

的诗人，他在杜甫心中的地位十分特殊。李白作

为天才型的诗人，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而且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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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识和行事作风也令人钦佩，他的不为富贵折腰，

豪侠仗义，仙人气质均为世人称道，李白在杜甫心

中既是朋友、师长，也是偶像；所以在杜甫诗歌中

关于李白之作又多了一层崇敬的感情，对他的不

得志感到十分的可惜。在杜甫的《天末怀李白》

中，我们透过层层秋水，不仅能看到诗人的感叹更

有悲悯、可惜：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诗人对李白复杂的情

感。诗歌写作的背景是诗人客居秦州时，想起李

白，写下李白被流放的事情。诗中营造了一个萧

瑟的氛围，但与《登高》不同的是这里的“江湖秋

水”并非寓意愁思，而是意指使朋友身陷其中的险

恶环境。这里的江水与魑魅一样，都是令人反感

的角色。诗中还写到令屈原丧命于斯的汨罗江。

这时对秋水、汩罗江此种意义的运用，表现了江河

之水除了能赋予人类生命，还能毁灭人类。历史

上自溺而亡的屈原、年年泛滥的黄河，都使人们意

识到他们所爱之水也有露出狰狞面目的时候。江

河不仅冲刷着历史，而且还能带走美好的一切，所

有的事物在时间的注视下都会消失得不见踪影。

三、江河意象在杜甫诗歌的悲剧意义

杜甫生在乱世，眼见国家的盛衰之变，作为一

个达与不达都要兼济天下的坚定儒者，他自然不

会对离乱的社会现实视而不见。所以在他的许多

诗中都流露出对国家兴亡的忧怀之感，其中亦不

乏通过江河意象来抒发的。在这些诗中最为有名

的，就算是他滞留长安时，写于曲江江头的《哀江

头》了。诗人痛感唐玄宗和杨贵妃的行乐无度，写

下了安史之乱带给曲江的灾难，使得昔日富丽繁

华之地，如今已变成“宫殿锁千门”、“柳蒲为谁

绿”［%］（"#!%$’）的残败景象。诗人吞声哭泣，为已逝

的繁华以及在追叙过往的物是人非中感叹，充分

表现了对引起内乱的祸首安禄山的痛恨。整首诗

如泣如诉，真切动人。

本诗最为巧妙之处，就是选取了曲江江湾这

个地点，以此地的盛衰变迁来表现整个社会的变

化，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一个典型能得

到普遍的社会景象。另一方面，临江而建的琼台

楼阁，因其美景向来是文人墨客所流连忘返的地

方，诗人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先写春日偷偷一个人

来至江头，写所见到的残败景象，后写面对如此景

象却引起的美好的回忆，极写君王、美人豪华奢侈

的欢乐生活。写作至此，突又笔锋回转，写君王美

人的生死永隔，难通消息的悲凉结局，这一切都被

流水江花所见证。人性化的描写，把流不完的江

水、开不完的江花写得恰似有情，却又无情。它们

和诗人都目睹了这一变化，却无诗人那样悲伤情

感。所以在这一类诗中的江河、流水意象，就成了

第三者、旁观者，目击了国家的变迁，也窥见了诗

人无法言说的愁思、悲痛和深沉的家国之悲。

如果说《哀江头》是诗人面对繁华落尽后凄凉

景色的哀叹，那么在《忆昔二首》中的第二首则是

面对逐渐衰弱的唐王朝的无可奈何。诗的前半部

分极写唐王朝在开元时期的盛世景象。为我们勾

勒了一幅理想的画卷。但事实上本诗写于安史之

乱以后祸乱不息的广德年间，具有很强的讽刺意

味。面对无能的唐代宗，诗人虽然哀其无能，但还

是希望代宗能够像周宣王那样中兴国家，让唐帝

国再次辉煌。在“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

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长衰疾”［!］（"#!%$’）

的最后部分中，诗人表现了自己要为国家出力的

愿望。可是，希望只是希望，“忆昔”只能是“忆

昔”，所有的愿望并不是靠诗人的一己之力所能够

实现的，他最大的不幸是不得不将国家中兴的愿

望寄托在无能的皇帝身上。所以尾句“洒血江汉”

不仅表现了诗人的无可奈何，更使诗人与江汉之

水多了一层宿命的悲剧色彩。

在他的《天边行》中，诗人写道“天边老人归未

得，日暮东临大江哭”［!］（"#!%()），显然此处的嘉陵江

已成为诗人哭诉的对象。诗人直抒己怀，毫无阻

隔，表现了对胡骑羌兵入蜀，农民不得种田而忧乱

伤时的痛苦。这里的江水似乎与前不同，或许是

诗人孩子般大哭无忌的行为引起了江水的共振，

或许江水也在乱世中感到了不安，竟“洪涛滔”，为

风势所驱而翻腾不息。这种人性化的反应不仅衬

托了诗人的悲伤，也使全诗气氛更加浓厚。江河

意象在这类诗中因为诗人的情感作用注定要扮演

悲剧的配角。

四、江河意象在杜甫诗歌中的闲适意义

说是闲适，并不准确，杜甫不是一个很有闲情

逸致去观山看水的人，在他心中忧国爱民是最根

本的情感基调。然而在这种基调下，杜甫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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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乏历代文人所具有的风雅赏玩的传统。杜甫

在他躲避乱世、漂迫西南的十多年间，虽然生活不

安定，但是当自然美景闯入他的眼帘，他被美景所

感动辐忘却恼人的现实之苦，敞开心胸以一种审

美的眼光观察欣赏，自然能流露出欣喜之情，作出

写景状物的好诗，其中以江河为题材的也为数不

少。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对山水风物

的描写，表达自己对自然美景的喜爱，对山水之间

的向往。但每一篇的写作又有细微的不同，表达

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杜甫的《进艇》这首诗中“昼引老妻乘小艇，晴

看稚子浴清江”［!］（"#!$$%）与《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

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中的“清江白日落欲

盖，复携美人登采舟”［!］（"#!&’$）这四句诗都给我们

塑造了一个悠闲赏景的诗人形象，诗中没有描写

人物的情感，只给了我们“美人”、“老妻”、“落日”、

“稚子”。这些意象的运用表现了诗人并非是孤家

寡人，并非处在凄风苦雨中，而是要说在这样一个

美好环境中，此时诗人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清

江”、“采舟”、“小艇”的出现说明了诗人当时的心

情。他能有闲情逸致登舟进艇去观赏江中美景，

自然是一派轻松闲适的心情。特别是“清江”这个

意象的出现，因为在词的前面加注了“清”这个修

饰词，不但说明了景色怡人，更是诗人心情、感受

的外化，澄澈自然、轻松豁达。而他的另一些以江

河意象为题材的诗又给了我们另外一种不同的感

受，杜甫作为一个颇具文学功底，以儒学正宗自居

的官僚文人，一向以平正典雅的美学观作为文学

创作的要求，而以民言歌谣为小道。所以他只有

一时兴起时才会写出带有戏谑把玩之意的几首作

品。在其嬉戏玩笑的诗歌中也有不少以江河意象

为主题的。一则江河连绵之地，必是百姓人家居

住之所，民谚歌谣流传的地方；二则山水所在也是

滋生渔歌山歌的土壤。诗人受其影响，再加上诗

兴所致，唱出具有民风民俗气息的江河之颂也就

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在一首有戏谑意味的诗《遣闷戏呈路十九曹

长》中，杜甫写到：

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

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太剧干。

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

唯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过意未阑。［!］（"#!(!$）

全诗意称路十九好客，而语气近于索饮，故云“戏

呈”。诗歌从另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代文豪近

于孩子般的天真、无赖而又嗜酒如命不惜谄言媚

之的形态。诗中第一句就交代了写作的环境，江

边雷声震动，一夜之间把春城的温度降了下来，致

使酒变得重要起来。所以在这里江浦、雷声是诗

人写作此诗的导火线，是诗人索酒的一个由头，是

诗人抽象出来的一个借口，作用不可谓不重要。

另一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江畔独步寻花七

绝句》。这是一组以花为题的诗，但因为地点在江

畔，特别是当中的一三两首诗中都出现了江的意

象，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第一首中的“江上被

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两句是江与

花的对话，看似江被花恼，实则是江花相映，江照

花容，花衬江怒，相得益彰。江与花此时都成为美

的代言人，散发着各自的魅力。

杜甫诗歌中的江河意象不仅蕴涵了丰富的文

化精神和历史内涵、拓展了诗歌的意境，还表现了

诗人的博大胸怀及诗人丰富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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