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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杜甫的“三吏” 、“三别”组诗 ,作为“诗史” ,以真实的笔触描绘了“安史之乱”给人

民带来的战乱之苦 ,并歌颂人民忍痛毅然参加平叛战争的高度爱国主义精神 。在艺术上开创

了“缘事而发”的新乐府风格 ,运用了多样的艺术手法 ,极富艺术感染力 ,从而将古典诗歌的现

实主义风格推向一个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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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给后人留下的 1400余首诗歌 ,广泛深刻地反映了盛唐与中唐交替之

际的政治变乱与社会生活 。他的诗不仅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鲜明的时代色彩和高度的人民性 ,也充溢

着他爱国忧民的崇高精神 ,因此被后人称为“诗史” ,杜甫本人则被后人尊为“诗圣” 。其中“三吏” 、“三

别”是杜甫诗篇中颇为杰出的两组诗作 ,是光照千古的作品 ,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特色上去分析

该组诗 ,都可认为杜甫将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风格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

一 、“三吏” 、“三别”的创作背景

杜甫写作“三吏” 、“三别”的时间是唐乾元二年 ,即公元 759年 ,是时距“安史之乱”爆发已经 5年 ,神

州大地已是“万国尽征戍 ,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 ,流血川原丹”的战乱恐怖景象。中原一带兵事不

息 、烽火连绵 ,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 ,渴望能早日平定叛乱 ,恢复生产和社会稳定。

这时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已杀其父 ,退出洛阳窜入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公元 758年 9月唐朝大

将郭子仪 、李光弼等率领 9个节度使的大军围攻相州 。从是年秋到 759年春 ,围攻安庆绪部数月未克 ,

安庆绪被困 ,相州城内早已粮尽兵衰 ,以鼠充饥 ,相州城指日可下 ,安庆绪苦撑死守孤城 ,以待史思明相

救。759年 2月 ,史思明自魏州引兵来救相州。3月 ,唐朝 60万大军与史思明部 5万兵马在相州城外摆

开阵势 ,准备交战。是时 ,狂风忽起 ,天昏地暗 ,飞沙走石 ,两军大惊 ,各自溃退 。郭子仪率部退守河阳

桥 ,以保东京洛阳。所部原有甲杖十万 ,遗弃殆尽 ,战马万余 ,仅存三千 ,东京军民闻之无不惊骇 ,纷纷逃

入山谷。

杜甫正是在这相州大败 、兵荒马乱之际离开洛阳返回华州。此时 ,他有机会于一路之上亲眼看见了

处在战乱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 ,满目是可歌可泣 、可悲可恨的现象 ,到处是紊乱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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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 。在他经过的新安 、石壕 、潼关等地 ,沿途耳闻目睹老翁 、老妪 、“中男” 、新娘 、征夫怨妇的愁眉苦脸 、

悲泣哀叹 ,他们在官吏们的残暴驱使下 ,忍受极大痛苦和悲伤却无处申诉。这一切给了他强烈的震动和

深刻的印象 ,激起他内心忧愤深广 。

759年 3月 ,杜甫在回到华州之后 ,将他一路上亲身感受到的人民的悲惨遭遇 ,经过艺术提炼 ,精心

创作了《新安吏》 、《石壕吏》 、《潼关吏》 、《新婚别》、《垂老别》 、《无家别》这 6首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 ,史称

“三吏” 、“三别” ,为千古传诵[ 1]
(第 66-70页)。

二 、忧国忧民之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的高度融合

杜甫的“三吏” 、“三别”充满了深沉的忧国忧民思想 ,反映了人民的苦难 ,体现了“史诗”的实录特色。

他那“穷年忧黎元 ,叹息热肠内”的感情 ,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始终关切人民 ,希望人民能过

上好日子 。因此 ,在“三吏” 、“三别”中他不仅反映出人民的痛苦生活 ,而且大胆地 、深刻地表达出了人民

的思想感情和迫切要求 ,为人民代言 ,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两组诗中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制度下所遭受的痛苦 ,其中有早已过服兵役年龄的白发老

翁 ,也有不到服兵役年龄的“中男” ,甚至连根本就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妪也被强行拉去充兵员数。

“三吏” 、“三别”着重叙述了相州大战失败之后 ,从洛阳到华州一带的人民遭受朝廷吏役强行征夫拉

丁 、苦于应役的事实 。《新安吏》中因“县小更无丁”可征 ,只得“次选中男行”来充数。《石壕吏》中一家三

兄弟两人战死 ,役吏又来抓丁 ,老翁出逃 ,于是便将老妪强拉充丁 。《新婚别》全诗犹如新娘与新郎离别

前的泣别词 ,字字血 、声声泪地控诉了唐王朝大量征兵给人民造成的苦难 ,新郎“暮婚晨告别”去应役 ,使

新娘子“沉痛迫中肠” 。《垂老别》里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汉 ,也不得不“长揖别上官”愤而从军。《无家

别》里描写一个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卒 ,面对早已荡然无存的家 ,当他再次被征召应役时 ,自然也就无家

可别了 ,全诗展现出一幅恐怖凄凉的战乱时乡村图景。

在这 6首诗中虽刻画的是几个不同身份的人物 ,但他们的不幸遭遇 、悲苦的命运却是相同的。“三

吏” 、“三别”的价值所在 ,就在于它对战乱时期遭受官府残酷压迫和残暴兵役制度肆虐而处于水深火热

之中的人民的悲惨境况 ,揭露的如此之深广峻切 ,描写的如此之真切沉痛 ,诗句真切感人 ,再现出历史的

真实风貌 ,这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

“三吏” 、“三别”并非仅仅反映人民饱受战乱之苦 ,它在揭露残暴兵役制度黑暗的同时 ,既揄扬了人

民的高度爱国精神 ,反映并歌颂了人民在这特殊的紧要时期 ,忍受一切痛苦而坚韧 、刚毅地参加了平叛

战争的爱国热忱 。同时也渗透进了作者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 ,因此 ,这六首诗也是爱国诗篇。

杜甫早年即抱有强烈的政治热情 ,有着“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虽也时常为个人

失意而叹息 ,但始终不忘关心国家的命运 ,加之他能深入生活 ,因此他写出了不少充满爱国精神的诗篇。

“三吏” 、“三别”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6首。

由兵败相州的惨痛现实 ,更激起了他的爱国热情。相州败后 ,国家局势十分危机 ,军队急需补充兵

员 ,唐王朝便实行漫无限制 、毫无章法 、惨无人道的抓丁拉夫政策 ,那些朝廷的吏役们为了拼凑兵员额

数 ,任意捕捉 ,不顾民情 ,残暴蛮横 。

在新安杜甫看到了因壮丁已被征完 ,朝廷只得征发“中男” ,眼见一群娃娃兵被拉入军中 ,可怜这些

“绝短小”的娃娃们“何以守王城?”表现出杜甫的忧虑愤懑之情。眼前的惨景就连白水 、青山也为之呜咽

哭泣 。但杜甫一转念 ,想到再哭也无济于事 ,安史叛军不平定 ,国家得不到统一 ,人民便无法安宁。这头

等大事———平叛的仗还是要打下去的。于是在《新安吏》的后半段 ,作者笔锋一转 ,写出对出征的中男与

送行亲人的慰藉之辞 。勉励人们为了国家利益 ,还得积极参战 ,并宽慰应役的中男们:此次服役只不过

是“就粮近故垒 ,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 ,牧马役亦轻” 。这样你们就可以安心服役了吧 !大可不必如

此这般悲痛欲绝[ 2]
(第 299-3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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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首诗里一方面反映了杜甫谴责了唐王朝兵役制度的弊政与罪恶 ,同情人民的苦难 ,体现出他的

忧国忧民的情怀 。另一方面也表达出他对安史叛军所持的否定态度 ,谴责他们的叛乱罪行 ,拥护朝廷从

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 ,能尽快平定叛乱 ,恢复社会安定 ,表现出诗人誓与国家和人民共存亡的爱国

主义精神 。于是他抱着支持人民参加平叛的正义战争的态度 ,对他们应征从军给予勉励 。

在《新婚别》中借新娘子之口说出了“勿为新婚念 ,努力事戎行” ,这是人民的心声 ,也是杜甫自己通

过新娘子的口向人民发出的爱国呼声。新娘子勉励丈夫安心服役 ,反映了人民为平定安史叛乱而积极

参战 ,隐忍牺牲自我 ,“先国家 ,后小家”的报国精神 。

《石壕吏》中作者用白描手法形象地再现出县吏深夜抓丁的残暴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仅此

两句话便活龙活现地勾勒出吏役抓丁时的暴怒如雷霆大发 、蛮横无理 、狂吼怒骂的狰狞面目和老妪哭哭

啼啼 、惶恐畏惧地上前应答的惨不忍睹的一幕同时跃然纸上 ,寥寥数字即将吏役作威作福 、鱼肉乡民的

凶狠嘴脸和蛮横言辞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在吏役的步步追逼之下 ,连老妪也未能放过 ,拉去充作丁员

数。通过对这家人悲苦遭遇的叙述及对吏役抓丁时凶神恶煞像的刻画 ,反映了安史之乱时人民灾难深

重的真实情况。诗中老妪也被写得富有献身精神 ,表现出广大人民时值国家存亡之际 ,为平定叛乱而忍

痛负重的牺牲精神[ 2](第 296-298页)。

《垂老别》中的老汉“子孙阵亡尽” ,如今家中只剩老两口 ,仍免不了被征应役 ,在明知自己此去将不

会再有回来希望的情况下 ,却仍然去宽慰倒在路旁啼哭送行的老伴 ,说:“势异邺城下 ,纵死时犹宽。”为

了早日平叛 ,也为了子孙报仇 ,于是他毅然“男儿既介胄 ,长揖别上官 。”[ 2](第 302-304 页)

杜甫在写这 6首诗时的心情是极端矛盾 、极端痛苦的 ,这矛盾 、这痛苦也是当时广大人民所共有的。

产生这种矛盾心情的根源 ,则是和这次战争性质有关 ,这次战争已不是天宝年间唐王朝穷兵黩武的开边

战争 。正因为如此 ,所以杜甫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制的黑暗 ,大骂“天地终无情” ,同情人民的痛苦 ,为民

请命;另一方面却不得不含泪安慰 、忍痛劝勉那些未成年的“中男”走上前线 。客观情况使杜甫不得不站

在更高的视角———整个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 ,在毫不留情地揭露统治阶级的凶残 、

苛暴的同时 ,以无限的同情和感慨 ,以惟妙惟肖的笔触 ,来反映并歌颂广大人民身心所承载的巨大灾难 ,

忍痛负重的高度爱国精神 ,写出了人民无比深沉的思想感情[ 3]
(第 94-103页)。

杜甫的“三吏” 、“三别”在反映人民的苦难和谴责唐朝兵役制度罪恶的同时 ,还深深地蕴含着对朝廷

的腐朽和对各级昏庸官吏的辛辣讽喻和无情地鞭挞。“三吏”中的吏 ,即是杜甫讽喻对象 ,而对他们的讽

喻 ,实际上矛头所向是直指朝廷 ,直指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唐玄宗 。安禄山 、史思明之所以叛乱得逞 、来势

凶猛 ,势如破竹;唐朝官军溃退如此之快 ,兵败如山倒。究其原因 ,唐玄宗的昏庸荒淫与政治腐败是显而

易见的。

相州大战中 ,唐朝大将郭子仪 、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统领 60万大军 ,围攻相州已历数月 ,城内安庆绪

已兵衰粮尽 ,岌岌可危 ,相州不日可下 ,而史思明的救援兵马仅有 5万 ,双方兵力悬殊相差十几倍 ,本来

唐政府军是可以稳操胜券 ,一鼓而下。但唐肃宗却因郭 、李二将均为国家元勋 ,相互难于统属 ,便不设统

帅 ,而以宦官鱼朝恩监军 ,由于号令不一而导致全军溃败 。这无疑是对唐朝最高统治者唐肃宗昏聩无

能 ,使宦官干政 、瞎指挥的辛辣讽刺[ 4]
(第 94-103 页)。

“三别”中写离别的哀怨 ,有新婚少妇的离别之怨 ,有应征垂老的离别之愤 ,有士卒无家可归 ,再次被

征时自然引发无家可别之哀伤 。这三首诗虽不以官吏为主要讽刺对象 ,却蕴含了对朝廷的嘲讽之意。

“三别”讽刺的是造成这悲惨离别的现实社会 、黑暗的政治 ,也就是对朝廷中昏君庸臣的辛辣讽刺。杜甫

在诗中委婉地劝告那些为征丁 、应役而送行的老妇 、少妻们“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 ,天地终无情” 。这

里明指天 、地 ,暗喻朝廷 ,嘲讽朝廷实施残暴的兵役制度 ,终究是不讲情理 ,不顾死活的。

《无家别》的末句 ,虽然没有明确示意要反抗 ,但毕竟表达出当时苦难深重的人民强烈的忿满情绪 ,

点出了全诗的主题 ,也可视作对“三吏” 、“三别”六首诗的总结。作者借诗中主人公之口愤怒地问道:“人

生无家别 ,何以为蒸黎?”一个连家都没有人的 ,又何以称得上是人呢? 言外之意是:国将不国 ,民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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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人不为其人 ,人无法为其人 ,把老百姓糟蹋成这个样子 ,这是什么样的朝廷 ?你们这些官是怎样当

的? 这是何等悲愤的控诉[ 2]
(第 305-307 页)!

《新婚别》中“君行虽不远 ,守边赴河阳。”河阳离家不算远 ,竟然已成为与叛军控制区相邻近的边境

了 ,弦外之音 ,守边守到了河阳 ,边境竟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了。昔日强大的盛唐帝国 ,曾穷兵黩武去开

边 ,现在战火已烧到唐王朝统治的中心地带 ,将边境退缩到家门口 ,整个大唐帝国有如大厦之将倾 、摇摇

欲坠 ,内乱难弭 、祸国殃民 ,这是何等辛辣的讽刺啊 !

《无家别》中的老汉愤怒地发问:“子孙阵亡尽 ,焉用身独完?”战争使国破家亡 ,战乱中无法保全自家

的子孙 ,一个人还活着干吗? 发泄出内心的不满和牢骚 , “男儿既介胄”则嘲讽吏役们将我这把年纪的

老汉也当成“男儿”(小伙子)一般充当丁员 ,岂不有悖于常理 ? “三吏” 、“三别”中隐含的嘲讽之词句随处

可见 、俯拾即是 ,足以洞观杜诗中的讽喻风格[ 2](第 305-307 页)。

三 、多维的写作笔法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三吏” 、“三别”之所以为千古传诵 ,历久不衰 ,还在于其多维的艺术笔法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后

人所称道。清代学者施闰章说:“杜不拟古乐府 ,用新题记时事 ,自是创识……”
[ 2]
(第 303 页)。杜甫对古

乐府体的运用颇为娴熟 ,他在“三吏” 、“三别”中运用古乐府的语言及其表现方法是相当成功的 ,诗歌的

语言形式则采用古乐府中的五言古体诗 ,五古是杜诗中较显著的风格 ,他熟练地运用古体写出这六首

诗 ,在这一时期中杜甫的五古体诗歌有了发展 ,成为这一阶段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杜甫在继承古乐府

风格的同时 ,并非一味地模仿 、拟就古乐府 ,而是自创新题 ,歌咏时事 ,成为新乐府诗 。他继承了汉魏乐

府诗 、《古诗十九首》及陈琳 、鲍照等人的乐府诗风格并加以发展 ,对后来中唐时期元稹 、白居易等人的新

乐府运动有直接的影响。

唐代乐府诗 ,在杜甫以前的作品都是沿袭建安以来的乐府旧题写旧意的老一套方法 ,杜甫却本着汉

乐府“缘事而发”的精神 ,以新题新意进行创作 ,即“因事命题” 。“三吏” 、“三别”等都是新题新意之作 ,杜

甫的这种革新 ,冲破了旧题束缚 ,创造出新的诗篇 ,将乐府诗推向了新阶段 。明代陆时雍说:“少陵五言 ,

材力作用 ,本之汉魏居多……苦雕细琢 ,降为唐音 。”由此可见 ,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正是由杜甫开导的 ,尽

管他本人没有明确地提出作乐府诗的主张 ,但他却已经这样去做了 ,到了白居易手里 ,才正式提出“即事

名篇”的选题形式 ,才出现了更多的新乐府创作 ,发展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新乐府运动。白居易曾赞

叹杜甫的“三吏”等诗篇中直面现实的态度和忧愤情怀 ,揭露当时现实的诗句 ,他学习杜甫写成了揭露当

时政治黑暗和同情人民疾苦的《秦中吟》 、《新乐府》等组诗 ,无论就诗歌思想内容上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

精神 ,或是“即事名篇”的选题形式来看 ,显然是受到杜甫的“三吏” 、“三别”等诗篇的新乐府风格的影响 ,

是对杜诗的继承和发展[ 2]
(第 103-104页)。

从六首诗所采用的不同体裁来看 ,一般学者将之分为“三吏” 、“三别”两组诗 。浦起龙在《读杜心解》

中称:“`三吏'夹带问答叙事 , `三别' 纯托送者 、行者之辞” 。“三吏”中有作者自己在内 ,以本人的口气叙

述自己的所见所闻 ,有的是写自己说的话 ,也有官吏的答话 ,形成了问答句式。如《新安吏》28句中有 20

句以上是诗人自己说的话 ,叙事中夹以问答 ,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潼关吏》也以一问一答为主要部分 ,

全诗 20句中问答句即占 13句之多;《石壕吏》中“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两句似问非问 。

这三首诗是诗人身临其境 ,耳闻目睹 ,诗中都少不了诗人对自己的描叙 ,诗人即是诗中的主要人物。

《新安吏》先写诗人路途所闻 ,接下来写自己的发问 。《潼关吏》没有叙述自己 ,只写路途中所见 。描写所

筑之城 ,接下来写客问。《石壕吏》虽没有问答的形式 ,但它叙述作者投宿石壕村的所见所闻 ,记录下役

吏强暴捉人之情景 ,作者静观事态的发展 ,完全是客观的白描。

在“三别”的抒情诗中 ,诗人没有用叙事 ,也没有一句诗人的话 ,主要借诗中主人公之口来抒发离别

哀怨之情 ,使读者直接听到的是一个送别与辞别的人在倾诉衷肠。如《新婚别》中的新娘子在向次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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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应役而去的新郎哭诉离别之情 ,话语中饱含悲怨之痛楚 ,动人心魄 ,催人泪下 ,诗中一连用了 7个“君”

字。前人称之:“频频呼君 ,几於一声一泪” 。全诗是新娘子的泣别词 ,有似诀别之语 。在读完《垂老别》

中老汉诉说的伤感叹息之话语后 ,不仅使主人公自己 ,也使读者在心理上产生“塌然摧肺肝”之感。《无

家别》结尾两句 ,抒发出主人公沉痛的情感 ,对天(实对朝廷)发出大声的质问“人生无家别 ,何以为蒸

黎?”读者至此感慨万分。由于杜甫写这六首诗时的心情无比沉重 ,其诗的主要风格则愈显得沉郁顿挫。

杜甫的叙事诗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 ,通过个别反映一般 ,对现实生活作典型

的艺术概括。“三吏” 、“三别”是最好的范例 , 《无家别》中写战乱后乡村的荒凉凄惨景象 ,通过对这个战

乱时期一个村庄的典型描写 ,概括出整个中州大地上叛军所过的村庄断壁残垣 、荒无人烟 、“园庐但蒿

藜”的景象 。《石壕吏》则通过石壕村吏役强征暴捉的典型事例 ,一户人家的悲惨命运 ,概括出各地吏役

捉丁时的强暴和千千万万户人家被吏役追逼的或离乡背井 ,或连老妪 、中男也难于幸免而被强拉应役的

结局 ,对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有“管中窥豹 ,略见一斑”的暗示。

为将诗中人物塑造成典型形象 ,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 ,常常运用人物的对话与独白 ,使之

达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以《新婚别》为例 ,全诗可看作是一位新娘子的独白 ,婚姻本身是终身大事 ,是

大喜事 ,岂料新婚之夜竟成了生离死别之时 ,喜事却成了悲剧 ,刚结婚的新郎 ,即刻应役出征 ,本当是使

新娘子柔肠寸断 ,痛不欲生的事 ,但她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的身份 ,所以态度不免矜持 ,语含

羞涩 ,温婉致意 ,备极吞吐 ,这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份和精神面貌 ,达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读起来

使人有一种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的感觉[ 4]
(第 190 页)。

杜甫在抒情诗中也常学习民歌手法 ,语句中多采用俗语民谚 ,如“生女有所归 ,鸡狗亦得将” , “免丝

附蓬麻 ,引蔓故不长”等。因为这些诗都是写人民生活的 ,采用一些人民大众常用的俗语民谚 ,能增强诗

的真实性和亲切感 ,使语言生动活泼 ,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与语言的个性化 。《垂老别》 、《无家别》都

通过书中主人公自叙独白 ,成功地塑造出将被征发的老翁和无家可别的士卒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

杜甫善于将自己的主观意识 、思想感情融化在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之中 ,而又不明明白白地加以

说出 ,他总是把思想倾向寓于典型的情节和人物言行的真实描写中 ,这是“三吏”组诗中的一个特点 ,典

型的例子如《石壕吏》 ,作者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全诗除“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两句略微透露出他

的爱憎之情 ,其余都是对客观事物具体描写 ,他将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叙述中 ,让事物

本身直接喻示和感染读者 。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疑是客观叙述 ,但同时也包含作者对吏役的讥讽 、

斥责 。这样便寓斥责 、讥讽于叙事之中 ,寓主观于客观之中 。

杜甫这 6首诗 ,虽以体裁与风格有别而将其分为“三吏” 、“三别”两组诗 ,但即使是一组中的三首在

开篇与结局的布局上也决不雷同 ,新意各具 ,显示出杜甫这位“诗圣”的多姿多彩的写作手法。“三吏”中

第一首是以自己在道中所闻起笔 , “客行新安道 ,喧呼闻点兵 。”第二首不是以所闻 ,而是以自己所见起笔

“士卒何草草 ,筑城潼关道 。”第三首是以自己所行起笔 ,“暮投石壕村 ,有吏夜捉人。”这三首的开篇 ,即各

以“闻” 、“见” 、“行”三种动作分别起笔 ,显得别具风致 ,不落俗套 ,这正是杜诗巧妙构思 、别出心裁之处。

“三吏”结语的写法也各异其趣 ,第一首以告慰语作结“送行勿泣血 ,仆射如父兄” ;第二首则以告诫

语作结“请嘱防关将 ,慎勿学哥舒” ;第三首在老妇陈词之后 ,诗人连结束语也不用了 ,反映出诗人心中悲

痛哽咽 ,欲言不能以至于无言以对的悲悯心态 。这种结尾 ,似结未结 ,似了未了 ,余味犹存 ,留与读者去

细细品味 。

再看“三别”的起与结 ,《新婚别》开首用比兴起 , “免丝附蓬麻 ,引蔓故不长” ,而结语部分亦用比兴 ,

“仰视百鸟飞 ,大小必双翔” ,这种以比兴发端与结尾的方法 ,在表现新婚少妇的矜持口吻和羞于直陈的

心态时是恰到好处的 ,这样的写法适合于表现新婚少妇的心理。《垂老别》则以直陈而起 ,开门见山 ,表

现出老人急于发泄心中的愤懑和积郁 。结局则表现出悲痛欲绝的别离之情 , “弃绝蓬室居 ,塌然摧肺

肝” 。《无家别》既不是比兴起 ,也不用直陈起 ,而是以追叙往事起笔 ,在追叙了战乱的惨景和自己的悲惨

命运后 ,以愤怒的问句直点主题 ,结句以“人生无家别 ,何以为蒸黎?”“三吏” 、“三别”各具特色的起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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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局是与每一首诗的内容与体裁相适应的 ,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来精心构思布局的 ,显示出杜甫丰富多

彩和娴熟的艺术笔法[ 5]
(第 159-160 页)。

杜甫诗中还善于捕捉那些富于表现力 ,能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 ,加

以细腻的刻画。如《垂老别》中对老人倔强性格和激愤心情及与老妻生离死别 、互怜互慰的心理 ,都描摹

的十分细腻而深切。老人始而慷慨自奋 ,终而自我宽解 ,由此愈显示其沉痛 ,更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新

婚别》细腻地描述了新娘子既心怀哀怨 ,又积极勉励丈夫应征的复杂的心理矛盾 。“自嗟贫家女 ,久致罗

襦裳 。罗襦不复施 ,对君洗红妆” 。作为年轻的姑娘 ,又是新嫁娘 ,谁不想穿件漂亮的衣服呢? 然而很久

以前就做好的准备结婚穿的新衣裳 ,现在又不能穿上身 ,心中岂不可怜可悲! 年轻的新娘子 ,有哪个不

浓妆淡抹 、粉脂红颜 ,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 但新娘子为鼓励丈夫一心一意去作战 ,不使新郎在外

牵挂自己 ,便收起新衣不穿 ,洗去红妆不打扮 ,以此来表示对丈夫爱的专一 ,忠贞不贰 。杜甫对人物心理

活动真是揣摩入微 ,写得深刻逼真
[ 6]
(第 485-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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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w ell-known trilog ies of the Tang li terature , DU Fu' s trilog ie s “san li” and “san bie”

gave a vivid descript ion of the g reat miseries brought about by the “Anshi rio ts” , and sang praises o f

the passionate patrio tism o f the common public in the hard bat tles to suppress the rio ts.The trilog ie s

pionee red a new style of “ neo-lyric” w ith “ easy-to trace cause of narration” .They uti lized varied

artistic devices and had g reat art istic cha rm , and thus is valued as a maste rpiece of realistic classical

poet 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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