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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桑榆·学堂

阅读提示

《山行》即兴写景，咏物言志，格调高朗俊拔，情感清兴幽致，却毫无衰飒
暗淡的色调；构图简洁，色彩明快，笔致爽净，语言流畅，诗情与画意相生发，
在艺术上亦臻于完美，所以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为文人学士所激赏。

我国古代诗人中的一些名家，往往能在一
首精巧的小诗中，创造出新颖的意境，开拓出
崭新的艺术天地。晚唐诗人杜牧就是这样的
名家，《山行》就是这样的艺术杰作。

《山行》的原诗是：
远上寒山石径斜（xia），白云生处有人

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诗作大意是：在一个深秋的季节，我乘着

马车来到深山里，只见远处的高山上，一条石
砌小路沿着陡峭的山势，纡曲盘旋，一直向上
延伸。顺着石砌小路直往上看，见到在白云漂
浮缭绕、变幻无穷的地方，隐隐约约地露出几
户人家的竹篱茅舍。当即停下马车，因为我特
别喜爱玩赏傍晚时枫树林所呈现出来的一派
景象：受过霜打的枫叶，再经夕阳涂染，真像一
簇簇火红的花球，喷吐出娇艳的颜色，那色彩
比起春季里二月开的红花还要鲜艳夺目。

诗作首句，写诗人在途中所见的山景。
“远”字，写山之深，路之绵长。“上”字，写山之
高，且富有动态。“远上”两字，意思含浑，笼括
山岭所占的空间位置，给人以深远而高大之
感，也交代诗人游山的行踪。“寒山”，与第四句
之“霜”字相呼应，既点明了季节时令，也暗示
秋山沉滞幽暗的色泽；有经霜之苍松翠柏，给
人以寒意。“斜”字，写石径的盘曲，依山而辟
路，由路而见山。“斜”字与“上”字相呼应，由路
的纡曲，我们可以想见远山的高峻。全句既勾
勒深山的形体，更点染寒山的色彩。

次句，承上句“远”字说，写未上山时所见
的山景：山顶上的人家与空中的白云。“生”字，
绘出白云升腾，变幻无穷，在山顶飘浮缭绕，又
有滋生不息之生机，显现了自然界的动态美，
极富画意。“人家”两字点染入诗，颇有诗意，并
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人家”还与前句“石
径”相呼应，使前后的景物有机地组合在一个
画面里，极有情致，给人以实在亲切之感，此句
以“横云断岭”的手法，写出远山绚丽幽渺的自
然风光，并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对于绝句的章法，元代的杨载曾说过：
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

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
发之。……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
直叙起为佳，次句从容承之为是。（《诗法
家数》）
《山行》的起句“平直”，次句承接“从容”，

正符合绝句章法“起”与“承”的要求。而起、承
两句在全诗中，只能是作为后两句写枫林红叶
的背景，仅起着陪衬和烘托的作用。

对于绝句后两句要求，杨载还说：
多以第三句为主，而以第四句发之

……至于宛转变化，功夫全在第三句。若
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出
处同上）。
元代杨仲弘亦说：

绝句以第三句为主，而以第四句发
之，盛唐多与此合。”（《唐音》）
《山行》后两句，写上山后所见之山景。第

三句才是诗的主句，为诗的中心所在。它别开
境界，转换出新内容，别开境界：述说诗人停下
车的原因——远山、白云的景色虽美，而傍晚
的枫林红叶更惹人喜爱，使人流连忘返。“坐”
字，作“因为”“为了”解，属说明原因之词。“晚”
字，交代出行的时间与赏玩之流连，亦指深秋
晚景，夕晖落照——临近黄昏，夕阳返照，晚霞
与枫林互辉映，又有寒山相衬托，枫叶十分绚
烂夺目。诗人留恋秋山红叶，观赏景色直到天
晚，仍舍不得离去。

末句，顺着第三句而来，具体描绘枫林红
叶之美，用以补足第三句，说明诗人特别喜爱
枫林的缘由。“于”字为介词，作“比”“过”解，表
示比较。“红”字为点睛之笔，于浓郁中现出清
新之美。“二月花”，在诗人眼里虽然嫣红姹紫、
娇嫩鲜丽，但经霜之后枫叶，在夕阳余晖的照
映下，叶叶流丹，层林尽染。在色泽上，它比春
花更红，更鲜艳，更明丽，更浓烈。枫叶不需要
春天的物候，也没有与“二月花”争艳斗奇，却
在秋天自呈绚烂芳姿。这特点白居易已先看
到：“似烧非因火，如花不待春。”（《和杜录事题
红叶》）但他没有再予以开拓与深化。而在杜
牧看来：经受了风吹雨打、抗寒斗霜之后，枫叶

更增添磅礴的气势和热烈的氛围，比“二月花”
更坚强、更富有生命力。这句诗不仅构思新
奇，写得生动精美，新颖别致，而且还蕴涵有深
刻寓意和人生哲理。因而，它成为杜牧诗中的
警句和名句。

“自古逢秋悲寂寥”。自战国楚人宋玉开
始，古代文人经常渲染秋天树木摇落、萧瑟冷
清的气氛，“悲秋”伤怀几乎成为一种文学传
统。杜牧《山行》诗，既没有悲秋气氛，也没有
李商隐所咏叹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乐游原》）的消极颓唐、没落伤感的情调，而
是展现出一片蓬蓬勃勃的生机。诗作给人以
健康乐观、明朗俊爽的感受，颇能鼓舞人们积
极向上。诗作虽只短短的四句，却是绘出一幅
精巧优美的山林秋景画图，赋写一曲动人心弦
的枫林红叶的赞歌。

关于绝句的格调，清代沈德潜有云：
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

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后有弦外音，味
外味，使人神远。（《说诗晬语》卷上）
《山行》在艺术上正是如此。它写的是眼

前景物，用的是口头语，通俗而浅近，朗朗上
口，又能入耳，而不用生涩的语言，特别深曲的
句法，更不随便使用典故。因为绝句不同于律
诗，语言生涩、句法深曲、典故滥用在绝句中是
回避的。绝句是讲“藏”的，诗的含义和诗人的
感情要包孕在里面，并且要韵味深长，给人一
唱三叹之感。《山行》一诗，“含吐不露”，感情内
蓄，并给人以丰富的联想和无穷的回味：想见
诗人飘逸豪爽的气质；想到培养自己具有红枫
一样的性格，做枫树一样的人……上述这些固
然是《山行》绝句的特色，然而更为重要的还在
于诗人有新的发现，开拓了新的境界，提高了
大自然的美感。

正因为《山行》即兴写景，咏物言志，格调
高朗俊拔，情感清兴幽致，却毫无衰飒暗淡的色
调；构图简洁，色彩明快，笔致爽净，语言流畅，
诗情与画意相生发，在艺术上亦臻于完美，所以
千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为文人学士所激赏。

（市区 赵治中）

秋山红叶的赞歌
——季秋详析杜牧《山行》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