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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益多师，自成家数

——论唐彦谦对前人的学习与超越

汤 军，李 军
(盐城工学院人文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晚唐诗人唐彦谦才华超人，善于在学习、借鉴、效法、继承前人的过程中进行发展、变革和

创新，其早年学温李而有所超越，中年师杜甫而有所创新，晚年仿陶渊明而有所发展，可谓是转

益多师，自成家数，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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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彦谦为人才高负气，博学多艺，书画博饮，

无不擅长。《旧唐书·唐彦谦传》说他“尤能七言

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宋人杨亿称其

“为诗纂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唐诗纪事》

“李商隐”条引)。但他的诗作中接近温庭筠、李

商隐的主要还是其一部分近体诗。即使是一些师

法温、李的近体律绝，如《七夕》、《八月十六日夜

月》、《无题十首》、《垂柳》等，都显得较清新浅近、

明快流转，而不同于温诗的繁缛和李诗的深曲：

尤其是其诗“用事精巧，对偶亲切”(《石林诗话》

述杨亿、刘筠语)，像“烟横博望乘槎水，日上文王

避雨陵”(《蒲津河亭》)这样精微细腻的对仗，对

北宋西昆体诗人都有深远影响。其诗集中虽多为

羁旅、赠别、怀古之作，然亦有不少反映民众深受

赋税劳役之苦与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诗篇，如其

《采桑女》、《宿田家》等诗，极具杜甫诗史精髓与

遗风。而其古诗如《感物二首》、《和陶渊明贫士

诗七首》、《早行遇雪》、《舟中望紫岩》等篇，不论

抒情还是写景，都峻切明畅，颇有魏晋遗风⋯。

“转益多师是吾师”，杜甫《论诗绝句》中的此

句诗可谓是至理名言，大凡有成就、有风格、有特

色、有影响的大家都是善于向前人广师博学的，并

在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变化、创新，从

而自成一家的。这方面，晚唐诗人唐彦谦无疑最

具代表性。诚如《唐代文学史(下)》说：“在唐末，

较早师法李商隐而又能兼学杜甫，融会贯通以自

成家数的，就该首推唐彦谦。"【纠实际上诗人晚年

还诗学陶渊明，而且能得其精神与真髓。

唐彦谦早年诗学温庭筠、李商隐，诗风较其温

雅柔丽。晚唐时期，温庭筠、李商隐作为当时诗坛

的领袖和代表诗人，其对诗坛的影响自然是巨大

而深远的。特别是因当时众多诗人在社会心态、

生活状况、审美风尚等方面的一致、相近或类似，

众人自觉地向其学习、模仿便成为当时一种普遍

的社会风气与潮流。这当中，唐彦谦自然也就很

难例外和免俗的了。

在诗学温庭筠、李商隐方面，诗人是颇得其神

髓的。如其《无题十首》其二：“锦筝银甲响鸱弦，

勾引春声上绮筵。醉倚阑干花下月，犀梳斜弹鬓

云边。”其十：“云色鲛绡拭泪颜，一帘春雨杏花

寒。几时重会鸳鸯侣，月下吹笙和彩鸾”诸诗，不

论是诗中陈设之奢华、用词之裱丽，意象之绮丽。

还是诗风之绮艳、格调之柔靡，用语之繁华，与温、

李绮糜艳丽诗风都极其相似，若将其放在温温庭

筠、李商隐诗中，几可乱真，使读者一时很难辨别

区分。如果说上述诸诗更接近温诗的话，那末，下

面诸诗则更接近李商隐的诗歌了。如其《无题十

首》“夜合庭前花正开，轻罗小扇为谁裁。多情惊

起双蝴蝶，飞入巫山梦里来”(其七)，不论是标题

中的《无题》，还是诗歌选择的情爱题材内容，或

是诗歌所表现的朦胧格调情韵，以及诗歌含蓄蕴

藉的风格特色，都更具李商隐诗歌那种深情绵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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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蓄蕴藉的艺术特征相似，可以说其内在的艺术

渊源、联系及脉络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如其所表

现的男女相思之苦、相念之深、相思之久与期盼佳

人再会、鸳鸯重逢、离人团聚的题材、意境、意象与

情感特征和李诗简直毫无二致，那种哀婉愁苦、低

回婉转的诗歌格调情韵更是与李诗一脉相传，特

别是唐彦谦的一些诗句都是从李诗中直接继承或

间接化用而来，如其五的“谁知别易会应难”的诗

句显然是从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的诗句变

化、转用、发展而来，其间的艺术传承、发展的脉

络、痕迹还是比较明显的，一般读者都能发现和察

觉。像其《穆天子传》：“王母清歌玉瑁悲，瑶台应

有再来期。穆王不得重相见，恐为无端哭盛姬。”

显然是受了李商隐《瑶池》的巨大而深刻影响，其

由此模仿、借鉴、变化、发展的痕迹流露在题材构

思、谋篇布局、艺术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多个方

面。不仅能惟妙惟肖，而且能得其神韵。再如其

《七夕》“露白风清夜向晨，小星垂佩月埋轮。绛

河浪浅休相隔，沧海波深尚作尘。天外凤凰何寂

寞，世间乌鹊漫辛勤。倚阑殿北斜楼上，多少通宵

不寐人。”《八月十六日夜月》“断肠佳赏固难期，

昨夜销魂更不疑。丹桂影空蟾有露，绿槐阴在鹊

无枝。赖将吟咏聊惆怅，早是疏顽耐别离。堪恨

贾生曾恸哭，不缘清景为忧时。”简直就是李商隐

《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

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诗的翻版或化

用，不论是写人物的心理或情态，还是写人物所处

的环境与氛围，甚或于写闺房的陈设布置，都有

温、李诗留下的痕迹与印记，虽不免有香艳之味，

然却没有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淫秽、浮靡的“玩

亵”之意，已不见温诗铺金叠翠的裱丽与李诗的

深曲婉致的艺术特点，相反却显得清新雅丽、自然

轻快，给人以耳且一新的艺术感受。

诚如杨慎《升庵诗话》(卷八)所云：“唐彦谦

绝句，用事隐僻，而讽谕悠远似李义山。如《春天

捷西蜀题沱江驿》云：‘野客乘轺非所宜，况将儒

服报戎机。锦江不识临邛酒，幸免相如渴病归。’

即李义山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之意

也。馀如《登兴元城观烽火》云：‘汉川城上角三

呼，护跸防边列万夫。褒姒冢前烽火起，不如泉下

破颜无。’《邓艾庙》云：‘昭烈遗黎死尚羞，挥刀斫

石恨谯周。如何千载留遗庙，血食巴山伴武侯。’

此即唐人《题吴中范蠡庙》云‘千年宗国无穷恨，

只合江边祀子胥’之句也⋯⋯首首有蕴藉，堪吟
·34·

咏。”【3’杨氏只是指出了李、唐问的诗歌仿效、继

承关系，却未看到唐在继承中变化、发展、创新的

一面是颇为遗憾的。如唐彦谦《牡丹》“那堪更被

烟蒙蔽，南国西施泣断魂。”这种以花比人、以人

喻花的艺术手法，使人与花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运用将眼前景物(花)与历史传说中的人物(西

施)巧妙地联系起来的拟人手法，创造出一个花

与人、情与景融合无间的优美艺术境界，能引起读

者丰富的想象。

实际上，唐彦谦在师法、仿效温李诗的过程中

也有其变化、超越、创新的可贵探索。师温李，却

不受温李局限，尤其是能在继承温、李这些大家的

基础上还有所发展、变化、创新，显示出唐彦谦善

于向前人学习以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慧眼

灵心，真可谓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确实是

颇为难得的。

试读其《离鸾》：“闻道离鸾思故乡，也知情愿

嫁王昌。尘埃一别杨朱路，风月三年宋玉墙。下

疾不成双点泪，断多难到九回肠。庭前佳树名栀

子，试结同心寄谢娘。”此诗颇得李商隐《楚宫》

“王昌且在墙东往，未必金堂得免嫌”、韩俚《昼

寝》“何必苦劳魂与梦，王昌只在此墙东”诗之真

髓，其中的“王昌”、“杨朱路”、“宋玉墙”、“同

心”、“谢娘”等历史与诗歌典故的运用可谓精当

贴切、恰到好处，既能让读者领会、理解、明白，又

给读者留下想象、发挥、填补的艺术空间，同时还

增强了诗歌的含蓄性与情韵性，使诗歌的整体意

象与意境更显虚无缥缈与浑然一体。故明人胡震

亨评日：“唐彦谦诗学温、李，‘下疾不成双点泪。

断多难到九回肠’，何减‘春蚕’、‘蜡烛_隋藻

耶?”(卷八)此诗虽有温、李诗的缠绵意绪和男女

相思的情趣在，然却少温李的繁缛和李诗的深曲，

语言更显得通俗浅近，格调也更加清新明快、音韵

等也更加自然流转。其虽也写因相思而幽怨愁

苦，甚或写男欢女爱的情意缠绵等，但只限于“多

情惊起双蝴蝶，飞人巫山梦里来”，“吹罢玉箫春

似海，一双彩凤忽飞来”的点到为止，特别是运用

比拟、象征、拟人、移情、虚化等艺术手法，使原本

世俗、艳丽的一些意象抽象化、虚幻化，使其意象、

意蕴都显得更加缥缈杳然，更使得诗歌对男女情

爱由“俗”向“雅”、由“形象”向“抽象”表现的艺

术化。这正是其师从温李又能从温李发展、变化、

创新而来，进而达到了其诗歌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唐彦谦能在以爱情题材的诗歌和艳丽诗风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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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苑中开辟出一种新的境界，确实是难能可贵

的，更是值得肯定与褒扬的。这正是其区别于同

时代的韩僵、吴融等诗人的地方。

虽然在诗歌创作的成就上与影响上，唐彦谦

都是不能与温、李相提并论的，但从善于向前人学

习和发展创新，或者说对当时诗歌健康发展的积

极导向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对诗歌发展的贡献还

应是举世共认的，其对后世特别是宋初诗风的影

响同样也是巨大的，也正因为此，才奠定了诗人在

晚唐诗史上的重要地位。

随着诗人人到中年其人生经历的丰富与社会

阅历的深化，特别是仕途的坎坷、生活的重压，再

加上其对下层百姓生活的了解，对社会的认识也

由肤浅向深刻转变，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积极用世之心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得诗人进

而转向对杜甫诗歌的学习和借鉴、模仿，与其前期

诗歌创作相比，其后来诗歌的题材、内容、主旨、诗

歌风格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使诗人的诗歌

创作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唐才子传》云：

“后变淳雅，尊从工部，唐人效甫者，为彦谦一人

而已。”面对已如夕阳西下、气息奄奄、苟延残喘

的晚唐王朝，面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黎民百姓，

诗人以深切同情的心态描写他们在战火动乱、自

然灾害与沉重赋税重压下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

痛苦与不幸，揭露统治者对黎民百姓的敲骨吸髓

般的压榨剥削的残忍和无道。如其《留别》“花染

离庭泪，葵倾报国心”；《八月十六日夜》“堪恨贾

生曾恸哭，不缘清景为忧时”等诗，表现了诗人强

烈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与忧患意识，表达自己原为

国家挽狂澜于既倒、救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远

大抱负与志向。而其《客中感怀》“可怜今夜月，

独照异乡人”；《宿独留》“群鸦栖老树，一犬吠荒

村”等诗则反映了当时社会疮痍满目、田园荒芜、

民不聊生的惨状。诗人的心已与人民百姓的心如

此接近，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写实精神。其诗堪称

杜甫、自居易等悯民诗歌的遗响。

最值得赞许的是《宿田家》：“落日下遥峰，荒

村倦行履。停车息茅店，安寝正鼾睡。忽闻扣门

急，云是下乡隶。公文捧花柙，鹰隼驾声势。良民

惧官府，听之肝胆碎。阿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踬。

小心事延款，口馀粮复匮。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

醑。再饭不厌饱，一饮直呼醉。明朝怯见官，苦苦

灯前跪。使我不成眠，为渠滴清泪。民膏日已瘠，

民力日愈弊。空怀伊尹心，何补尧舜治。”

此首《宿田家》是一篇极具社会现实意义的

典型作品。这首叙事诗，间夹质朴评议，用平实的

表现手法，写出官府的衙役们下乡敲诈勒索、欺压

农民百姓的凶恶情状，反映了唐末封建统治的腐

朽、朝廷的腐败、社会的黑暗，揭示了唐王朝末期

严重而尖锐的阶级对立、统治者与农民矛盾日益

激化等社会现实，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其中不

仅对“有吏夜捉人”的形象描绘，揭露官吏的凶横

残暴，反映人民的深重苦难的主题与杜甫的《石

壕吏》是如此的高度一致，而且其构思方法、篇章

结构、情节安排、人物塑造、遣词造句、风格精神也

都极其相似相近相类，其间的继承、模仿、借鉴的

艺术痕迹与脉络显然。诗人采用虚实交映、藏问

于答的艺术手法，不写差吏的追问，而只写老妇的

哭诉，从哭诉中写出潜台词、画外音，将如狼似虎

的凶恶官吏的形象融人老妇的言行中，形成一种

“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诗人写老妇的

哭诉，语言通俗浅显、朴实无华，颇为符合一个老

妇的口吻，且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形成一种忧愤

深广、波澜迭起，一唱三叹，高低抑扬的诗歌韵致，

显示出一种极类似杜甫的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诗歌述情陈事，除一、二旬微露其爱憎外，都是对

客观事物的描述。诗人通过新颖而巧妙的艺术构

思，把丰富的内容和自己的感情融化在具体的诗

歌形象里，倾注于笔端客观的叙述中，让事物本身

来直接感染读者，让故事本身去显露、体现、反映

诗人的爱憎。这种以实写虚，以虚补实，虚实相映

的艺术手法，使全诗显得简洁洗练，而又蕴涵丰

富。可谓是颇得杜诗之神髓。

唐彦谦悯农诗的代表作是《采桑女》：“春风

吹蚕细如蚁，桑芽才努青鸦嘴。侵晨采桑谁家女，

手挽长条泪如雨。去岁初眠当此时，今岁春寒叶

放迟。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诗人

以诗歌为武器，以文字为刀枪，直接为水深火热中

黎民百姓鼓与呼了，表现出对统治者对百姓敲骨

吸髓般的残酷剥削与疯狂压榨的强烈愤慨，对黎

民遭受剥削的深切同情。这与“人民诗人”杜甫

的精神与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据《唐会要》记载，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

六月的一项制命说：“诸县夏税折纳绫、绢、绝、

绸、丝、绵等”，搜刮的名目繁多，但都明文规定征

税的时间是在夏季。然在唐末，朝廷因财政入不

敷出，就加紧对百姓的经济掠夺与压榨，把征收夏

税的时间提前到了二月。这时不要说春蚕结茧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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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了，就连桑叶也未长出。可见这是多么的蛮横

无理!在春风料峭、寒气袭人的阴历二月。采桑女

凌晨即欲起采桑，但她却不仅无法使“桑芽”变成

桑叶，而且更无法使蚂蚁般大小的蚕子立马长大

吐丝结茧。而如狼似虎的里胥却早就逼上门来，

催交新丝了。诗人纯用白描手法，不着一字议论，

通过对一位勤劳善良的采桑女子在苛捐杂税的压

榨下所遭受到的摧残与痛苦的细腻具体的描绘，

深刻地揭露了唐末时期“苛政猛于虎”的严酷、黑

暗的社会现实。诗人采用先“画龙”后“点睛”的

艺术手法，在这蚕细如蚁、丝茧收成难卜的时候，

里胥就上门催逼。这一点睛之笔，笔力千钧，既点

出了采桑女下泪的具体原因，又突出了诗歌的悲

剧主题。全诗至此戛然而止，但余意无穷，耐人回

味和想象。

诗人继承杜甫、白居易等的现实主义诗风，在

新乐府运动的影响下，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批判

的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的封建统治者，留下其反映

现实的战斗诗篇，成为盛唐、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

遗响，使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得以发扬光大，这正

是晚唐唐彦谦等现实主义诗人的重要贡献之一。

胡震亨论唐诗，认为聂夷中等人“洗剥到极

净极省，不觉自成一体”，而“夷中诗尤关教化”

(《唐音癸签》)，这从唐彦谦等人的诗作中同样可

看出。其所以如此，与其语言的朴素凝炼和取材

造境的典型都是分不开的。如其《道中逢故人》：

“兰陵市上忽相逢，叙别殷勤兴倍浓。良会若同

鸡黍约，暂时不放酒杯空。”“秋牵白发三千丈，路

入青山几万重。行色一鞭催去马，画桥嘶断落花

风。”诗写道中遇友人，虽然语句平淡之至，但有

情有景，与友惜别之情可谓跃然纸上。读之不由

让人想起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来，艺术

上虽不能与其相提并论，但在表现手法上是对老

杜的回归与继承，特别是：“秋牵白发三千丈，路

人青山几万重。”更是写得苍劲有力，气象宏大，

直逼老杜。难怪《唐才子传》誉之为：“唐人效甫

者，惟彦谦一人而已。”

到了人生的晚年，在经受了人世沧桑与社会

磨难后的诗人又转而仿效起陶渊明的诗歌来，其

诗歌的题材、内容、手法、格调、风格又一次发生了

大变化，在崇陶、学陶、师陶、仿陶、和陶的作诗基

础上不仅能得其风神、旨趣、精髓与意蕴，形成其

高古质朴的诗歌风格来，而且在学习继承’的过程

中还有所发展、变化，可谓是师陶不泥于陶，学陶
·36·

不止于陶。如他的《和陶渊明贫士诗七首》诗：

“贫贱如故旧，少壮即相依。中心不敢厌，但觉少

光辉。

向来乘时士，亦有能奋飞。一朝权势歇，欲退

无所归。不如行其素，辛苦奈寒饥。人生系天运，

何用发深悲?”(其一)“我居在穷巷，来往无华轩。

辛勤衣食物，出此二亩园。”(其二)“后世耻躬

耕，号呼脱饥寒。⋯⋯为农倘可饱，何用出柴

关?”(其五)“村郊多父老，面垢头如蓬。我尝使

之年，言语不待工。古来名节士，敢望彭城龚。

⋯⋯低头拜野老，负米吾愿从。”(其六)“书生自

无田，与众同喜忧。作诗劳邻曲，有倡谁与酬?亦

无采诗者，此修何可修?”(其七)

正如袁行霈先生《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

指出：“和陶是一种很特殊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其意义已经超出文学本身。这种现象不仅证明陶

渊明的影响巨大，而且表明后代的文人对他有强

烈的认同感。⋯⋯和陶在不同程度上表明了对清

高人格的向往，对节操的坚守，以及保持人之自然

性情和真率生活的愿望。”【41

唐彦谦晚年历尽坎坷，但他始终坦然处之，以

固道守穷的态度和旷达的精神来消解个人的不

幸。晚年他写和陶诗，既表现了对陶渊明特有的

崇敬之意，更多时是以陶渊明作为自己贬谪生活

中的精神支柱和朝夕相伴的知音之感。可以说，

和陶诗全篇，既不失陶诗的原来本色与风貌，同时

还形成了唐彦谦自己的风格特色。由于其和陶诗

中不仅有当地生活和风物的描写，而具有相当浓

郁的地方特色，同时更有诗人自己的感受和思考

在。唐彦谦的和陶诗与王维、柳宗元、韦应物等人

的和陶诗一样在当时就引起了时人及后人的广泛

注意，出现一种仿陶学陶的现象，从此而延续不

断。诗人们在和陶的过程中自然拉近了自己和陶

渊明的距离，可由此更深切地理解陶渊明的思想、

感情、人格、趣味。作为一位由官场走向隐居的诗

人、其固穷守道的儒士性格多有与陶渊明相同相

近相似相通的地方，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不肯与

小人同流合污，也不肯屈己干人，性格、脾气十分

倔强。那些有气节的士人，他们心仪渊明，追和陶

诗，是寻找同调并有借以自励的意味。其和陶诗

便是这种精神、性格的真实体现。

在一些歌咏自然景物的咏物诗篇中，诗人不

是像陶那样对时事人情置之度外、漠不关心的态

度，如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休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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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醉在田园山水风光之中，而是融入自己的强

烈思想情感与对社会的认识和思考。如《垂柳》：

“绊惹东风别有情，世间谁敢斗轻盈?楚王江畔

无端种，饿损纤腰学不成。”这首诗题为咏柳，实

为咏史，更是讽世，与陶笔下单纯的咏柳诗不同。

其起笔突兀不凡，不去描写柳之外貌，直写柳枝迎

风招展的神韵，后两句则调转笔锋，联想到“楚王

爱细腰，宫女多饿死”的历史故事(《韩非子》)，托

物寄兴，借物抒怀，把批判讽刺的矛头直指皇帝及

其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及那些一味地迎合上意的

无耻小人，于柔情中见犀利，于含蓄中露锋芒，堪

称“咏柳”诗的别调与创新。作者在传达诗歌美

感的同时，描写之中轻松讽谕，从而避免了浅薄粗

俗，让深刻与委婉较好地结合起来。这首唐彦谦

的咏柳诗，既有温李绮靡艳丽诗风的影子在，但又

有着唐彦谦咏物诗的个人鲜明特色与时代印记

在，诗人在咏物中寄托、暗示了历史女主人公的命

运遭遇，实际上是末世文人得不到重用、也不为人

赏识的人生悲剧的曲折反映，多少含有“贫女”诗

背后潜隐的诗人自己，也是诗人对当时社会状况

的一种清醒认识与对统治者骄奢淫逸、荒唐享乐

生活的有力批判。正是这种打上诗人身世印记的

咏物诗篇，进而在对景物的描写中，融入广阔的社

会历史生活内容，才能引起读者的强烈关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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