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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养气说的诗学阐释

骆 晓 倩!杨 理 论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市"$$@A&"

摘!要!陆游养气说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同时#又借鉴了道家养气观念#在承继前人基础上有新的创

获#由对道德品行的要求扩展到文学批评尤其是诗学批评领域#由文$以气为主%拓展为诗$以气为主%#由治心

养气的诗学主张延伸出$悲健%的美学风格#突破了传统养气论的诗文界限#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陆游’诗学’养气说’悲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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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气之说发源于(孟子)&孟子倡导的养浩然之气一直

为儒家学者奉若圭 臬#属 哲 学 范 畴&真 正 文 学 评 论 意 义 上

的$养气%滥觞 于 曹 丕(典 论*论 文)中$文 以 气 为 主%的 论

题&但曹丕所言之$气%偏 重 的 是 作 家 个 人 的 禀 性 气 质+创

作才思#$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

移子弟&%刘勰(文心 雕 龙)专 辟(养 气)一 篇#重 在 阐 述 作 家

虚静气畅的创作状态&可见#浩气和文气最初本不相关#分

属哲学和文 论 两 个 不 同 范 畴&勘 破 二 者 界 限 的 是 唐 代 韩

愈#他将养气和文气 结 合 起 来#提 倡$气 盛 言 宜%-诗 文 之 盛

气源于道德+学识之养&
宋型文化具有与前 代 迥 异 的 鲜 明 特 征#宋 代 诗 人 多 是

政客+学者和作 家 兼 于 一 身#重 视 到 文 化 遗 产 中 去 澡 雪 涵

泳#为诗作文极重涵养吾气之后的才华发散#因此韩愈养气

之说得到普遍认同 和 共 鸣#以 气 论 文 者 不 乏 其 人&苏 辙 说

$文者气之 所 形%#而$气 可 以 养 而 致%.A/卷###上 枢 密 韩 太 尉 书’李

纲 言 $文 章 以 气 为 主%#要 求 $渊 源 根 柢 所 蓄 深

厚%.#/卷A!%#道 乡 周 公 文 集 序’吕本中也说过 诗 文$欲 波 澜 之 阔 去#
须于规模令 大#涵 养 吾 气 而 后 可%.!/&陆 游 重 视 兼 收 并 蓄

前代经典以涵养自身之气#但他并非是对前人的简单承继#
而是拓宽视域#广泛师承#建立了系统的养气观&

!!一、养气说的渊源

陆游言气#集前贤之大成#包含了哲学层面的养气和文

艺理论的文气二层意义&
从哲学层面 看#养 气 为 文 气 的 理 论 依 据 和 哲 学 基 础&

陆游以气论诗直接导源于儒家的养气哲学#陆游标榜养气#
力主悲愤之气鼓荡诗 文#是 为 自 己 的 具 体 诗 学 实 践 找 到 合

适的理论依托#也是 为 自 身 的 行 为 实 践 提 供 哲 学 支 撑&在

此基础上#陆游将养气说推广到现实生活的实践层面#为其

政治理想服务#从前贤 时 辈 的 宦 海 跌 宕+抱 负 难 伸 中#他 看

到了自己的身影-$某 闻 文 以 气 为 主#出 处 无 愧#气 乃 不 挠#
,,!傅崧卿"每言虏#言 畔 臣#必 愤 然 扼 腕 裂 眦#有 不 与 俱

生之意&士大夫稍有退缩者#辄正色责之若仇&一时士气#
为之振起&%."/卷A&#傅 给 事 外 制 集 序 傅崧卿所养之气#与陆游政治

理想深相契合#为陆 游 悬 挂 了 一 个 终 极 追 求 目 标&再 看 陆

游这段陈述-

!!臣伏读御制!苏轼赞"#有 曰$%手 抉 云 汉#

斡造化机&气高天下#乃克为之&’呜呼！陛下

之言#典谟也&轼 死 且 九 十 年#学 士 大 夫 徒 知

尊诵其文#而未有 知 其 文 之 妙#在 于 气 高 天 下

者&今陛下独 表 而 出 之#岂 惟 轼 死 且 不 朽#所

以遗学者顾不厚哉？."/卷"#上 殿 札 子!其 二"

孝宗喜苏文#$读之终 日#亹 亹 忘 倦%#亲 序 苏 文 曰-$成

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

以高天下者#未 之 能 焉&%.&/东 坡 文 章 之 妙#得 益 于 气 高 天

下&陆游顺着孝宗之意更进一层#不单诗文#$天下万事#皆

当以气为主%&因此#陆 游 上 书 孝 宗#劝 谏 孝 宗 将 浩 然 正 气

推广 到 天 下 万 事#认 为 赵 普+寇 准+范 仲 淹+狄 青+韩 琦+富

弼+文彦博+唐玠+包拯+孔 道 辅 等 名 臣 之 所 以 能 却 敌 千 里#
成就旷世奇功#也$大抵以气为主而已%&由此#陆游希望孝

宗能将$气%贯彻落 实 到 朝 廷 的 施 政 方 针 之 中#由 朝 廷 权 力

的引导和干预#鼓舞当时朝野低靡的士气#从而起大厦于将

倾#形成$人才争奋#士 气 日 倍%的 政 治 局 面&这 样#北 取 中

原也就指日可待了&陆 游 将 孟 子 首 倡 的 养 气 哲 学#与 南 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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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安的政治环境联系到一起!成为他的思想武器"
在讨论陆游养气的 哲 学 意 义 时!学 界 往 往 忽 视 了 陆 游

养气的另一哲学渊 源#道 家 的 养 气 观 念"陆 游 养 气 观 中 包

含道德学问的厚积薄发$人品文气的历练涵泳等儒家内容%
陆游对道家闭守玄关$服食养气等思想也浸润颇深!这在他

晚年的思想生活中表 现 明 显!而 又 尤 以 去 世 前 几 年 最 为 集

中"试以他去世的南宋嘉定二年&A#$F年’为例#
!!灰中火 如 萤!燎 原 从 此 始"元 气 一 点 存!

危疾亦不死"(D)卷%$!杂 兴 四 首&其 一’

养得山林气粗全!此怀无处不超然"日长

琴弈茅檐下!岁晚江湖箬帽前"天上本令星主

酒!俗间妄谓 世 无 仙"今 年 茶 比 常 年 早!笑 试

西峰一掬泉"(D)卷%#!书 意

气住即存神!心安自保身"##气泝如潮

上!津流若酒醇"$其 一%周 流 惟 一 气!天 地 与

人 同"天 道 故 不 息!人 为 斯 有 穷"$其

二%(D)卷%"!宴 坐 二 首

卫 养 元 无 术! 衰 残 只 自

悲"(D)卷%"!病 小 减 复 作 三 首&其 二’

陆游一直相信神仙 可 学!去 世 前 几 年!返 老 还 童 的*还

婴+愿望极其强烈!!其 养 气 观 念 和*还 婴+思 想 一 致!二 者

均在去世前数年间表现尤其充分"养气是陆游达到*还婴+
的手段和途径"陆游所言之*气+!为道家思想中的*元气+!
重在持久不断的积累和修炼!要小心卫养爱护!勿使世俗名

利乘虚而入致使元气 泄 漏 乃 至 消 散!即 所 谓*防 疾 如 待 敌!
爱气如 守 关+(D)卷@&!修 居 室 赋 诗 自 警!*尽 力 扶 元 气!精 思 去 病

根+(D)卷D#!日 用"养气的诀窍 在 于 虚 静 不 动!清 心 寡 欲!心 无

旁骛!气 驻 神 存#*人 生 饥 寒 固 亦 有!养 气 不 动 真 豪

杰+(D)卷%$!稽 山 雪&为 隐 者 作’%*气 全 自 可 忘 忧 患!心 动 安 能 敌 死

生+(D)卷@%!村 舍 七 首&其 七’"心境虚空澄明!细心呵护!全气才可

以不泄漏!人的生命才可以长久"
陆游接触道 家 思 想 伊 始!就 进 入 了 勤 奋 的 养 气 历 程#

*学道虽恨!!养 气 敢 不 勤"+(D)卷AA!游 武 夷 山 陆 游 一 直 以 道 家

养 气 历 练 自 己#*平 生 啬 养 气 粗 全!两 脚 驰 走 轻 如

烟+(D)卷%!赠 宋 道 人%*养气勿 动 心!生 死 良 细 故+(D)卷AD!访 医%*自

笑胸中抵海宽!韭"麦饭日加餐"住山缘熟尘机息!养气功

深槁 面 丹+(D)卷##!自 笑%*平 生 养 气 心 不 动!黜 陟 虽 闻 了 如

梦+(D)卷!D!病 起 游 近 村"
道家和儒家的养气 具 有 不 同 的 哲 学 内 涵!但 都 偏 重 内

心境界净化!故所养内容和追求的目标虽然不同!却还是有

一些内在相通之处"陆 游 以 博 览 群 书$学 习 前 贤 来 修 养 儒

家正气!也借用了道家思想!这正是陆游养气理论不同于时

人的地方"
陆游是一个文学家!其建立于儒家$道家思想基础之上

的养气哲学!落实在 了 诗 文 创 作 及 其 诗 学 思 想 之 上"陆 游

论气!多和诗文紧密关联",桐江行-#*文章当以气为主!无

怪今人不如古"+,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文章最忌百家

衣!火龙 黼 黻 世 不 知"谁 能 养 气 塞 天 地？ 吐 出 自 足 成 虹

蜺"+陆游之气!和曹丕所言的先天禀赋无关!而关乎诗人后

天的持续历练和修 养"他 慨 叹 诗 不 易 言!就 是 因 为 诗 歌 需

要诗人付出坚持不懈的辛勤劳动才能达到*气全+"陆游也

并没有 否 定 而 且 还 颇 为 重 视*才+在 诗 文 创 作 中 的 重 要

作用#

!!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

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淫于富贵!移于贫

贱!得不偿 失!荣 不 盖 愧!诗 由 此 出!而 欲 追 古

人之逸驾!讵可得哉？##方德亨!名丰之!才

甚高!而养 气 不 挠"吕 舍 人 居 仁&何 著 作 搢 之

皆屈行辈 与 之 游"德 亨 晚 愈 不 遭!而 气 愈 全!

观其诗!可知其所养也"(")卷A"!方 德 亨 诗 集 序

首先!*才+与*气+互补互济"才得之于天!其先天因素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人 力 虽 然 不 能 掌 控 先 天 之*才+!但

却可以支 配 后 天 自 身 颐 养 之*气+"因 此!*才 不 才 间 未 必

全!胸中元自 要 超 然+(D)卷@@!秋 思 十 首&其 四’!如 若 先 天 不 足!可

以后天的勤奋养气来 弥 补!胸 次 超 然!诗 文 仍 可 流 芳 百 世"
陆游曾不无自豪地说#*某束发好文!才短识近!不足以望作

者之藩篱!然知文之不容伪也!故务重其身而养其气"贫贱

流落!何所不有!而自 信 愈 笃!自 守 愈 坚!每 以 其 全 自 养!以

其余见之于文"+(")卷A!!上 辛 给 事 书 其 次!即 使 具 备 了 先 天 卓 异

之才!也不能放弃养气"养气的重要功用是御才!使才不至

于散漫横流 为 异 端"以 气 御 才!二 者 相 得 益 彰!方 能 进 入

*笃 学 仁 何 远!穷 居 道 亦 行"能 充 气 刚 大!谁 蔽 性 光

明+(D)卷D!!重 示 的超然境界"
从*文气+角 度 而 言!*气+是 联 系*文+与*道+的 津 梁"

中国诗学在 处 理*文+$*道+关 系 上!往 往 重 视*道+而 忽 略

*文+"特别在理学 兴 盛 的 宋 代!重*道+轻*文+的 观 念 更 是

普遍存在"而陆游不同!他*文+$*道+并 重!竭 力 为 理 学 阴

影下沦为*小技+的诗文正名#*古声不作久矣!所谓诗者!遂

成小技"诗者果可谓 之 小 技 乎？学 不 通 天 人!行 不 能 无 愧

! 陆游相信神仙可学",家居自戒六首-其二即云*神仙果可学+"而且付诸了实践!他缝制道袍道帽!修筑道室!俨然一副道士

打扮"其诗歌,新裁道帽示帽工-$,新制道衣示衣工-$,道室即事-等即是显证"和许多道教徒一样!陆游养气炼丹的最高理想是返老还

童!即诗中屡屡言说的*还婴+"如,高安州宅三咏.丹井-云#*我来试一啜!槁面还童婴"+,道室述怀-云#*养心功用在还婴!肯使秋毫有

妄情"+,读王摩诘诗!爱其*散发!未簪!道书 行 尚 把+之 句!因 用 为 韵!赋 古 风 十 首!亦 皆 物 外 事 也-其 八 云#*即 今 修 行 地!千 古 名 还 婴"

&自注#予道室以/还婴0名之"’+,园居-#*还婴吾所证!手自写庵名"&自注#近 名 小 室 曰/还 婴0"’+等 等"从 时 间 来 看!陆 游*还 婴+愿 望

在其去世前几年尤其强烈"



于俯仰!果 可 以 言 诗 乎？"#"$卷A!!答 陆 伯 政 上 舍 书 这 是 在 为 诗 正

名%&恭惟明公道德风 节!师 表 一 世!当 功 名 富 贵 之 会 而 不

矜!践山林钟鼎之异而不变!非大有得于胸中!其何以能此？

夫文章!小技耳!然与 至 道 同 一 关 捩%惟 天 下 有 道 者!乃 能

尽文章之妙%"#"$卷A!!上 执 政 书 这是在为文正名%可见!陆游在

为诗文正名时!抬出的是他&养气"的法宝%学通天人!品端

德劭!修养不辍!大德蕴 于 内 而 光 华 发 于 外!浩 气 流 荡 于 诗

文!便是陆游所谓的&必有是实!乃有是文"’
!!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声!江

海之涛澜!虎 豹 之 炳 蔚!必 有 是 实!乃 有 是 文"

夫心之所 养!发 而 为 言!言 之 所 发!比 而 成 文"

人之 邪 正!至 观 其 文!则 尽 矣 决 矣!不 可 复 隐

矣"爝火不能为日月之明!瓦釜不能为金石之

声!潢污不 能 为 江 海 之 涛 澜!犬 羊 不 能 为 虎 豹

之炳蔚!而 或 谓 庸 人 能 以 浮 文 眩 世!乌 有 此 理

也哉！##贤者之所养!动天地!开金石!其胸

中之妙!充 实 洋 溢!而 后 发 见 于 外!气 全 力 余!

中 正 闳 博!是 岂 可 容 一 毫 之 伪 于 其 间

哉！#"$卷A!!上 辛 给 事 书

学诗当 学 陶!学 书 当 学 颜"正 复 不 能 到!

趣乡已可观"养气要使完!处身要使端"勿谓

在屋漏!人 见 汝 肺 肝"节 义 实 大 闲!忠 孝 后 代

看"汝虽老将死!更勉未死间"#D$卷@$!自 勉

陆游继承了传统的 诗 文 载 道 观 念!但 对 时 人 视 诗 文 为

小技的观念!却绝不苟 同%陆 游 认 为!诗 文 承 载 至 道!不 仅

关乎国计民生!而且 还 暗 通 于 人 的 精 神 思 想%只 有 人 的 道

德品节在不屈不挠(持 之 以 恒 的 养 气 过 程 中 得 到 进 化 和 升

华!才可发散为至道之文%文章是至道的体现!陆游要求诗

人学通天人!颐养中正宏博之气)摒邪弃伪!固守&趣乡"!勿

使正气泄漏%&必有是实!乃有是文"!诗文才能真正达到最

佳弘道效果!成 为 垂 范 后 世 的 公 器%可 见!在 审 文 论 诗 之

时!陆游倡导的道家&全 气"(&完 气"之 说!已 经 开 始 偏 离 道

家原有含义!注入了 儒 学 意 义%道 家 观 念 仅 仅 为 其 提 供 了

一种修养方法%

!!二、养气与悲健风格的追求

就个人修养来说!陆游的目标是毫无泄漏的&全气")就

诗文创作来说!是以气 贯 文!呈 现 出 波 澜 壮 阔 的 宏 大 境 界%
这是陆游最为向往的 诗 歌 境 界!他 在 诗 中 反 复 诉 说 这 种 追

求’&歌罢 海 动 色!诗 成 天 改 容%"#D$卷A!航 海&方 我 吸 酒 时!江

山入胸中%肺肝生崔嵬!吐出 为 长 虹%"#D$卷"!醉 歌&白 头 漫 倚

诗豪 在!手 掣 鲸 鱼 意 未 平%"#D$卷@!睡 起&弦 开 雁 落 诗 亦 成!笔

力未饶弓力劲%"#D$卷&!秋 声&激烈哦诗殷金石!纵 横 落 笔 走 蛟

鲸%"#D$卷A&!张 功 甫 许 见 访 以 诗 坚 其 约&家 贫 气 未 馁!礼 薄 情 更 厚%

高吟金石裂!健笔 龙 蛇 走%"#D$卷AF!秋 郊 有 怀 四 首*其 二+&酒 酣 赋 诗

幕府和!纵横健笔谁能当%虽然郑侯志意远!虎视直欲吞北

荒%"#D$卷&#!送 襄 阳 郑 帅 唐 老 为此!陆游贯注在诗文中的至大至刚

的正气!外化为一泻如注的豪气(奔腾俊伟的&老气"’&狂吟

不是夸强健!老气如山 未 许 摧"#D$卷#!!小 雨 云 门 溪 上)&床 头 有 酒

敌霜风!诗成老气 尚 如 虹"#D$卷#&!醉 歌)&应 笑 此 翁 诗 不 进!故

将老气起吾诗"#D$卷#D!松 下 纵 笔 四 首*其 四+)&荷 戈 老 气 纵 横 在!看

剑新诗欬唾成"#D$卷#%!蓬 莱 阁 闻 大 风)&老 气 尚 思#梦 泽!壮 游 曾

是钓巴江%寒生事 业 秋 毫 尽!笔 力 终 惭 鼎 可 扛"#D$卷@!!北 窗%
老 气 纵 横!最 终 才 能 &雄 豪 之 气!寓 于 巨 丽 之

文"#"$卷%!答 薛 参 议 启%
开禧三年*A#$@+!风 烛 残 年 的 陆 游 回 顾 他 一 生 的 文 学

创 作!满 怀 深 情 地 写 道’&我 诗 虽 日 衰!得 句 尚 悲

健%"#D$卷@A!忆 昔 窃以为&悲 健"一 词 是 陆 游 数 十 年 一 贯 追 求

的诗歌风格!也是他 晚 年 对 自 己 诗 风 的 定 评%古 今 学 界 在

评价陆游诗风时!往往拘泥于杨万里所论之&敷腴"(尤袤断

言之&俊逸"!!并递相阐发!忽视了当事人的自我认定%陆

游晚年基于创作的经 验 总 结!应 该 比 先 他 而 逝 的 杨 万 里 和

尤袤未遍览全诗之时作出的即兴评价更为符合实际%陆游

诗歌的主导风格!应是其毕生追求的&悲健"%
一般的解释认为悲 健 即 是 悲 壮!或 不 尽 然%悲 健 固 然

包含了悲壮!但悲壮 却 并 不 能 涵 盖 悲 健%这 从 陆 游 所 论 的

&悲健"就可看出%陆 游 论 诗!主 悲 愤 郁 积 于 中 而 光 华 发 散

于外!上引之荷戈老 气(豪 横 壮 气(纵 横 之 气(如 虹 之 气!是

诗人学养蓄 积 的 外 化!更 是 悲 郁 之 气 的 喷 发%陆 游 的&悲

健"之悲!其 义 在 此%此 含 义&悲 壮"之&悲"尚 能 囊 括!然

&健"却非&壮"可 涵 盖!它 还 包 含 了&壮"所 没 有 的&雅"%陆

游说’&国家自崇宁来!,,党籍诸家为时论所贬者!其文又

自为 一 体!精 深 雅 健!追 还 唐 元 和 之 盛%"#"$卷A&!傅 给 事 外 制 集 序

&雅健"联属!注入了&健"外 柔 内 刚(独 立 不 羁 的 人 格 力 量%

&-雅健.作 为 宋 人 推 崇 的 理 想 风 格!是 重 气 格 的 产 物%"#@$

它与慷慨悲歌的建安风骨(豪迈雄壮的盛唐之音!已全然不

同%因此!陆游屡屡将&健"与&博观养气"联系在一起!称为

&博健"%如’&已将穷博健!更赖学忘忧%"#D$卷"$!村 思&每将穷

博健!不 遣 乐 妨 闲%"#D$卷"!!题 斋 壁 &翁 将 贫 博 健!儿 以 学 忘

忧%"#D$卷&D!感 贫 可以说!陆 游&悲 健"风 格 的 推 崇!根 基 即 在

&博观养气"!由&博观养气"而形成的至大至刚之气!鼓荡于

中!雄深雅健之诗文自然呼之欲出%&得句尚悲健"!渊源在

道德学养之醇正!在理 想 与 现 实 激 烈 矛 盾 之 下 的 不 同 流 合

污(高标逸世)在 贫 穷 苦 难 逼 迫 下 的 意 志 超 然(不 屈 不 挠%

陆游自身的创作也 实 践 了 这 一 点%后 世 学 者 所 言&放 翁 诗

! 如方回/桐江续集0卷%/读张功父南湖集*并序+0称&豪荡丰腴"!赵与虤/娱书堂诗话0(魏庆之/诗人玉屑0卷AF(陈振孙/直斋

书录解题0卷A%(马端临/文献通考0卷#"$等!则原话祖述杨(尤二人%



浑厚雄健!"%#$%才 气 豪 健$议 论 开 辟&引 用 书 卷$皆 驱 使 出

之$而非徒以数典为能 事&意 在 笔 先$力 透 纸 背!"F#$可 谓 放

翁异代相知’%健!还 和 陆 游 秉 持 的 道 家%还 婴!说 一 致(即

便老了$也应保持一颗积极的童心)一种蓬勃的朝气’
从诗学史角度来看$%悲健!之说$当为放翁论诗的一大

创获’以%悲!论诗的 情 感 积 郁$早 在 自 觉 的 文 学 评 论 产 生

之前就已为学者所重视$*诗大序+的%变风发乎情!$已然觉

察到情感对创作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太史公自序+的%大抵

圣贤发愤之所为作 也!$以 及*史 记,屈 原 列 传+%忧 愁 幽 思

而作*离骚+!等 论 断$更 具 体 地 将 情 感 落 脚 于%悲!$将%悲

愤!鼓荡诗文的作用发掘无隐’此后历代递相阐述$意义变

化不大’然以%健!论诗$规定诗歌的风格走向$却是宋代新

兴的诗学范畴’宋前一般认为%健!是散文尤其是单行散句

古文的典型风格’北宋中叶$开始大规模移评到诗$一系列

与%健!相关的诗学术语开始出现’这是儒学倡导的刚强有

力人格精神的 体 现$是 古 文 特 征 向 诗 歌 横 向 移 植 的 结 果’
尚健的诗学观已非一 时 一 地 一 派 的 看 法$而 是 弥 漫 于 两 宋

诗坛的诗学主潮’将陆游的悲愤诗观和尚健观念置之于诗

学长河$并无卓异之 处&但%悲 健!连 属 以 评 诗 歌$却 是 陆 游

的专利’陆游将源远流长的悲情说和时代风潮的尚健观巧

妙结合在一起$组合成亦悲亦健)以悲促健的全新美学风格

---%悲健!’稍后 刘 克 庄 即 以%悲 健!评 秦 纲%皆 悲 健 豪

语!"A$#卷!&$秦 伯 举 哀 词$显然是受陆游的影响’
最后$颇值一表的是 陆 游 的%悲 壮!诗 观’陆 游 也 曾 以

悲壮论诗$但不是论 自 己 之 诗$而 是 论 杜 甫 之 诗(%少 陵$天

下士也’早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

慨然以稷自许’及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

于诗’顿挫悲壮$反覆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然去国寖

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此至夔$客于柏中丞)严

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 俯 首 居 小 屋 下$思 一 吐 气 而 不 可 得’
予读其诗$至.小臣议 论 绝$老 病 客 殊 方/之 句$未 尝 不 流 涕

也’嗟夫$辞之悲乃至 是 乎！荆 卿 之 歌$阮 嗣 宗 之 哭$不 加

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

所学佐天子$兴贞观)开 元 之 治$而 身 愈 老$命 愈 大 谬$坎$
且死$则其 悲 至 此$亦 无 足 怪 也’!""#卷A@$东 屯 高 斋 记 杜 甫 与 陆

游$人生际遇何其相似$忧君爱国拳拳之心亦隔代相知’但

也应看到$陆游除了不见用于当世之外$生活状况比杜甫要

优越许多$虽然晚年也屡遭贫困威胁$但毕竟在自己的故乡

安然度过了余生$而杜甫远没有这么幸运’所以$陆游在崇

拜杜甫之时$看到的是规模宏大之气的抑郁不伸$更看到的

是杜甫诗风的%顿 挫 悲 壮!’陆 游 言 自 己 之%悲 健!$比 杜 甫

之%悲壮!$多了一层自我安慰的超然放旷$少了一层无可奈

何的感伤与凄凉’刘 熙 载 论 放 翁 诗%豪 有 旷!"AA#卷#$诗 概$实

是有见于此’
概而言之$陆游相当重视养气功夫’他的养气说$在深

受儒家思想影响的 同 时$又 借 鉴 了 道 家 的 养 气 观 念’其 养

气说由对道德品行的 要 求$扩 展 到 文 学 批 评 尤 其 是 诗 学 批

评领域(由文%以气为主!拓展为诗%以气为主!$由治心养气

的诗学主张延伸出%悲 健!风 格 的 推 崇$突 破 了 传 统 养 气 论

的诗文界限$在中国诗学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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