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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的诗作风格质朴自然，没

有刻意雕琢的痕迹，平实的语句
中蕴含着真挚的情感与深刻的思
考。

以裴度的《夏日对雨》为例，
“登楼逃盛夏，万象正埃尘。对面
雷嗔树，当街雨趁人。檐疏蛛网
重，地湿燕泥新。吟罢清风起，荷
香满四邻。”这是裴度写的一首表
达对夏日降雨感受的诗。《夏日对
雨》开篇直接点明作者登楼避暑的

缘由，描绘出夏日尘土飞扬的闷热
景象，随后以拟人手法生动展现雷
雨的迅猛，如“雷嗔树”“雨趁
人”。诗人善于捕捉细节，通过对
雷、雨、蛛网、燕泥、清风、荷
香等的细腻描写使读者如临其
境。诗 中 没 有 华 丽 辞 藻 的 堆
砌，却凭借简洁明快的语言勾
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夏日骤雨
图，使读者感受到夏日雨后独
特的氛围。再如他的 《溪居》：

“门径俯清溪，茅檐古木齐。红尘
飘不到，时有水禽啼。”《凉风亭睡
觉》：“饱食缓行新睡觉，一瓯新茗
侍儿煎。脱巾斜倚绳床坐，风送水
声来耳边。”寥寥数语便营造出一
种清幽宁静的氛围，诗人对宁静
生活的向往之情跃然纸上。裴度
的诗作于平实中见真章。这种质
朴自然的风格使得诗作通俗易
懂，能够跨越时空，引发读者内
心深处的共鸣。

在群星璀璨的唐代文坛，与同
时代的文学家相比，裴度的创作风
格独树一帜。相较于韩愈散文的
雄奇奔放、气势磅礴，裴度的散
文更加平实稳健；和柳宗元散文
的冷峻峭拔相比，裴度的散文多
了几分温和与质朴。在诗歌创作
上，不像李贺诗歌那般奇谲瑰
丽，裴度以自然清新见长。在追
求奇崛华丽的文学潮流中，他坚守
自我，推动了文风革新。

诗作风格：质朴自然，情韵悠长

■本报记者 陈全义
裴度，唐代中期杰出的政治

家和文学家，在唐代政治舞台上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宪宗
时，身为宰相的裴度亲往前线督
师平叛，并在郾城洄曲 （即现在
的裴城镇裴城村） 驻军四个多
月，在平定淮西之乱中展现了非
凡的勇气和谋略，被誉为“中兴
名臣”。裴度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成
就太过耀眼，容易让人忽略其在
文学方面的成就。裴度的文学创
作别具特色，在唐代文学的灿烂

星空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他的
文学活动与主张为文学的发展注
入了新的活力，在文学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当时及后
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
影响。

裴度出身于河东裴氏（以河东
郡为郡望的裴姓士族）。深厚的望
世家族底蕴使其受到良好的文化熏
陶。他自幼博学广识、勤奋好学，
在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
考中进士，并在博学宏辞科考试中
获得佳绩。他参加德宗亲自主持的

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因应
对策问的成绩为优等被授任河阴县
尉。因能力出众，他很快升任监察
御史，在朝堂上崭露头角，开启了
波澜壮阔的政治生涯。裴度曾先后
辅佐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数
度出镇拜相，有极为深厚的政治智
慧和文学底蕴。

从著述留存来看，《宋史·艺
文志》（卷二百八·志第一百六十
一） 记载“ 《裴度集》 二卷”。
《全唐诗》由清代康熙年间彭定求
等十人奉敕编校，共900卷，收

录2200多人的诗歌作品48900余
首，其中卷三百三十五收录裴度
的诗歌19首、卷七百九十收录裴
度联句诗9首。《全唐文》（全称
《钦定全唐文》）是清代嘉庆年间
官修唐五代文章总集，卷五百三
十七、卷五百三十八收录了裴度
的一些律赋和奏疏碑铭。他为武
侯祠创作的《蜀丞相诸葛亮武侯
祠堂碑铭》，书丹者为书法家柳公
绰（柳公权之兄），刻工为当时著
名的鲁建。后人称“蜀丞相诸葛
武侯祠堂碑”为“三绝碑”。

“不诡不异”：以璞玉之质推动文风革新
——裴度对中唐文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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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度的诗作风格反映了其文

学思想，即“不诡其词而词自
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这句话
的意思是“不刻意追求言辞的奇
特，文辞自然能够华丽；不故意
使道理标新立异，道理自然会新
颖独特”。

《全唐文》卷五百三十八记载
了裴度的《寄李翱书》。这是裴度
写给表弟李翱的一封信，内容是畅
谈文章之道。就是在这封信里，裴
度表达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写
道：“愚谓三五之代，上垂拱而无
为，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渐被于天
地万物，不可得而传也……贾谊之
文，化成之文也，铺陈帝王之道，
昭昭在目；司马迁之文，财成之文
也，驰骋数千载，若有馀力；董仲
舒、刘向之文，通儒之文也，发明
经术，究极天人。其实擅美一时，
流誉千载者多矣，不足为弟道焉。
然皆不诡其词，而词自丽；不异其
理，而理自新。”裴度通过对历代
文章的品评、对当时文风的批判以
及对文学创作的见解，强调文章应
重内容、轻形式，要有益于教化和
社会，追求文辞自然华丽、事理自
然新颖的境界。

裴度与韩愈交往密切，文学思
想深受韩愈影响。唐宪宗元和十二

年（公元817年）裴度伐蔡驻军郾
城时，兼任彰义军节度使，为领军
大元帅。当时，韩愈任行军司马。
平定淮西叛乱后，韩愈奉旨撰写
《平淮西碑》，对裴度的功劳予以褒
奖。《旧唐书·韩愈传》记载，元
和十四年（公元819年），宪宗派
使者前往凤翔迎佛骨，长安一时
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上书《论
佛骨表》劝谏，宪宗大怒，要用
极刑处死韩愈。裴度等人启奏
道：“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
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
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
以来谏者。”宪宗起初仍愤怒不
已，后经裴度等人苦苦求情，
才免韩愈一死，将其贬为潮州
刺史。

裴度年老时，为避免朝堂争
斗祸及其身，想告老隐退，在洛
阳建有别墅。这别墅中有精心布
置的假山等景观。《全唐诗》卷三
百四十二收录了韩愈的《和裴仆
射相公假山十一韵》：“公乎真爱
山，看山旦连夕。犹嫌山在眼，
不得着脚历。枉语山中人，匄我
涧侧石。有来应公须，归必载金
帛……逍遥功德下，不与事相
摭。乐我盛明朝，于焉傲今昔。”
以上内容可见裴度对韩愈有提携

和救命之恩，且两人私交甚好。
他们在政治上都致力维护朝廷的
稳定和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在
文学上相互欣赏和支持。裴度重
视文学，大力奖掖文人。韩愈作
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与裴度惺惺
相惜。他们的互动交流影响着对
方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裴度生活的中唐时期，文坛
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局面。当时，

“古文运动”蓬勃兴起。古文这一
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古文是对骈
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时期的散
文以散行单句为主，质朴自由，不
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
活、表达思想。骈文讲究排偶、辞
藻、音律、典故等形式，内容空
虚，华而不实，始于汉朝，盛于
南北朝。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
了文学发展的障碍。韩愈、柳宗
元等倡导“文以载道”，力求革新
文风，反对骈文的形式主义，主
张恢复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然
而，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文人在
追求创新时陷入了奇诡雕琢的误
区，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了内
容。“古文运动”是在“复古”的
口号下主要对文风、文体和文学
语言的一场文学革命，兼有思想
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与欧洲

的文艺复兴相似。除唐代的韩
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
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
巩也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合称为

“唐宋八大家”。前文提及的李翱
是韩愈的追随者，也是“古文运
动”代表人物之一。

裴度与韩愈、柳宗元等人交
往密切。“古文运动”思潮对裴度
文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
响。裴度敏锐地察觉到当时文风
的弊端，提出“不诡其词而词自
丽，不异其理而理自新”的主
张。他主张文章在自然平实中展
现文采，反对刻意标新立异的思
想。这一主张犹如一股清泉，为
当时的文坛注入了理性的思考，
引导文人回归文学的本质，注重
内容的表达与情感的抒发。在他
的影响下，许多文人开始反思自
己的创作风格，中唐文学朝着更
加健康、务实的方向发展。裴度
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
意义，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裴度的文学理念
和创作实践成为后世文人探索文
学风格时研究与参考的范例，为
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
鉴，启发后世文人在创作时追求
本真与自然。

文学思想：矫正时弊，回归本真

3
裴度是“古文运动”坚定的支

持者、参与者，并且因其宰相的特
殊身份成为“古文运动”的护航
者。这对促进古文运动朝着正确的
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唐德宗在位时推崇暗中刺探
官员的言行，朝中官员不敢相互
往来，甚至宰相也不敢在私宅接
见宾客。裴度平叛淮西前上书唐
宪宗，请求允许在私宅中接待宾
客，以广纳天下奇才，得到唐宪
宗允许。天下的贤能才俊因此有
机会在宰相面前一展才华。“甘
露之变”后，裴度自觉年事已
高，欲告老隐退，在东都洛阳精
心修建别墅。处理完政务的闲
暇，裴度常与大诗人白居易、刘
禹锡等挚友尽情宴乐、联句吟
诗。他成为洛阳文事活动的中心
人物。当时，诸多名士以能与裴
度交往为荣。

《全唐诗》卷七百九十收录裴
度与刘禹锡等人的《春池泛舟联
句》：

凤池新雨后，池上好风光。

（刘禹锡）
取酒愁春尽，留宾喜日长。

（裴度）
柳丝迎画舸，水镜写雕梁。

（崔群）
潭洞迷仙府，烟霞认醉乡。

（贾餗）
莺声随笑语，竹色入壶觞。

（张籍）
晚景含澄澈，时芳得艳阳。

（刘禹锡）
飞凫拂轻浪，绿柳暗回塘。

（裴度）
逸韵追安石，高居胜辟强。

（崔群）
杯停新令举，诗动彩笺忙。

（贾餗）
顾谓同来客，欢游不可忘。

（张籍）
这首联句诗整体意境优美，

描绘了春池泛舟的美好景象。每
个人的诗句都紧扣“春池泛舟”
这一主题，相互衔接、对仗工
整、韵律和谐。诗人通过优美的
语言、细腻的描写、真挚的情感

以及巧妙的用典在内容和意境上
相互呼应、补充，共同打造了一
个完整的艺术整体，生动地展现
了春池泛舟的欢乐场景和美好意
境，体现出较高的文学素养和默
契的合作精神。

裴度的府邸在中唐文学史上
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不仅是文人
聚会交流的重要场所，还是一个
充满活力的文化场域。作为当时
的政治核心人物，裴度凭借其威
望与影响力吸引众多文学大家频
繁出入其府邸。在其府邸，文人
雅士饮酒赋诗、谈文论道、切磋
技艺，形成频繁且深入的文学互
动，构建了独特的文学生态。

裴度的府邸营造了一种宽
松、自由的文学氛围，成为中唐
文学的“孵化器”，极大地激发了
文人的创作热情，为文学繁荣提
供了肥沃土壤。这种文学交游活
动对中唐文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
响，促进了文学思想的交流与碰
撞。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人
会聚一堂，分享各自的创作理念

与经验，拓宽了彼此的视野。同
时，这种交游活动为文学作品的
传播提供了平台。文人之间的唱
和、赠答之作通过聚会形式迅速
传播，扩大了影响力。这种多元
的文学互动极大地丰富了中唐文
学的内涵和表现形式，使中唐文
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繁荣局面。他们之间文学互动的
相关信息成为后世研究中唐文学
的重要资料。

裴度凭借自身的政治地位与
文学成就吸引众多文人追随，同
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文学影
响力凝聚中唐文坛力量，为文学
繁荣营造了良好氛围。他以榜样
的力量振奋士风，推动文学创作
的繁荣；以独特的文学主张推动
古文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以广泛的交游活动促进文学思想
的交流与融合。裴度的文学贡献
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唐文坛，还为
后世文学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与
借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
重要地位。

文坛地位：引领交流，构建生态

■李雁函
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孟母三迁

择邻”“曾子杀猪立信”等典故承载着
古人对家庭教育的深刻思考。其中，

“石碏谏宠州吁”的故事通过“爱子，
教之以义方”的箴言道出家庭教育的
核心要义。

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卫国。公
子州吁仗着父亲卫庄公的宠爱耍枪舞
刀、肆无忌惮。卫庄公视若无睹，对
其百般纵容。大臣石碏担忧州吁行为
不端将祸乱卫国，于是向卫庄公进
谏：“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
邪。”时光流转，跨越千年，这一记载
于《左传·隐公三年》的“石碏谏宠
州吁”的故事仍然对广大父母具有深
刻的警示意义。一句“爱子，教之以义
方”回答了什么样的爱才是对孩子正确
的爱。

若想深刻领悟“教之以义方”的
内涵，得对“义方”二字细细剖析。
我们先重点认识“义”字。“义”的繁
体作“義”。《说文解字·我部》 解
释：“義，己之威仪也。从我、羊。”

“義”是会意字，由表示自己的“我”
和表示吉祥、美好的“羊”构成。其
本义指自己庄严的仪容举止。一个人
的仪容举止贵在合理、适宜。正如
《释名》所云：“义，宜也，裁制事物
使合宜也。”在此基础上，“义”引申

指公正合宜的道德、行为或原则。
那何谓“义方”呢？“义方”源自

《周易·文言》“君子敬以直内，义以
方外”。以谨慎的态度使内心正直，用
义理之道使行动方正，此为君子的作
风。“义方”指做人行事应遵守的规矩
法度，多指家教。

古人云：“义方既训，家道颖
颖。”家风已定，家人在得到正确的教
导后走正道，家庭就能兴旺发达。家
风正，家庭才能幸福安康。自古以
来，“义方”之道便被视为维系家族兴
衰的关键。古人常言：“积善之家，必
有余庆。”以“义方”立家，家族才能
在岁月更迭中延续德行、福泽绵长。
从《柳氏序训》中“夫名门右族，莫
不由祖考忠孝勤俭以成立之，莫不由
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的劝诫，到
《朱子家训》“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
有义方”的训示，皆在强调以道德准
则和行为规范滋养后代。唯有如此，
方能培育出立身于世的栋梁之材。

大国的繁荣昌盛扎根于每一个有
良好家风的小家中。一把“义方”密
钥闪耀着正道的光，在先祖对家庭传
承的殷切期盼中，为我们开启修身齐
家的大门，让一个个小家在良好家风
的滋润下枝繁叶茂。我们要让这一古
老智慧在现代家庭教育中焕发新活
力，为社会文明发展添砖加瓦。

字解“爱子，教之以义方”

■周全海
73.善后。今义一般指事故发生后

妥善安排处理。例：“地震以后有很多
善后工作要做。”古义则指事前善于为
事后周密考虑。例：“谋初要百虑，善
后乃万全。”（苏轼《送范中济经略侍
郎分韵赋诗以元戎十乘以先启》）其
大意就是谋事之初必须周密考虑，方
可保证事后没有遗患。

74.善意。今义是良好的用意。
例：“必须把恶意的造谣和善意的谎言
区别开来。”古义一同今义。例：“因
厚赂单于，答其善意。”（《汉书·苏
建传》）此句的“赂”不是现在说的
贿赂，而是礼物。此句可译作：“趁机
送给单于丰厚的礼物，用来报答他的
好意。”古义二，善于臆度猜测。例：

“君子善谋，小人善意。”（王充 《论
衡·知实》）此句可译作：“君子善于
谋划，小人善于猜疑。”

75.少年。今义是十岁到十五六岁
年龄段或正处于该年龄段的人。例：

“儿童少年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古
义一，时间不长，没几年。例：“毅初
到郡，米斛万钱，渐以仁恩，少年，
米至数十云。”（《后汉书·西南夷
传》）此句可译为：“太守景毅刚到郡
时物价昂贵，一斛米卖到上万钱。景
毅对百姓用仁政施加恩惠，没过几年
就使物价降下来了，一斛米才不过卖
几十个钱。”古义二，指青年男子，与
今义相近，但比今少年年龄大，容易
弄混，要注意区别。例：“淮阴屠中，
少年有侮信者。”（《史记·淮阴侯
传》）此句可译为：“淮阴屠户里有个

青年男子侮辱韩信。”
76.呻吟。今义指因疾病而从喉咙

里发出来的痛苦的声音。例：“老母亲
还在病床上痛苦呻吟，逆子恶媳便迫
不及待抢夺家产了。”古义一与今义大
相径庭，指朗诵吟咏诗文。例：“刘子
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王充 《论衡·案书》） 这里的“玩
弄”也是一个典型的古今异义词，没
有今天的贬义，指玩味把弄、分析品
鉴。此句可译为：“刘子政深入钻研
《左氏春秋传》，他的仆人老婆孩子也
都能朗诵吟咏。”古义二同今义。例：

“一人病噎塞，嗜食而不得下。佗闻其
呻 吟 ， 驻 车 往 视 。”（ 《 三 国
志·魏·华佗传》）此句可译为：“有
个人得了食道癌，吃东西咽不下去。华
佗听到他的呻吟声，停下车过去看望。”

77.深刻。今义指深入而透彻。
例：“这篇文章立意深刻、论证严
密。”古义一，严峻刻薄。“古之圣
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苏
轼《上皇帝书》）此句可译作：“古时
候圣明的人并不是不知道严刑峻法刻
薄寡恩能把众人聚集在一起。”古义
二，雕镂刻写有很深的印痕。例：

“予尝至繁城，读魏受禅碑，见汉之
群臣称魏之功德，而大书深刻，自列
其姓名以夸耀于世。”（《新五代
史》）

78.审问。今义指审理讯问。例：
“审问嫌犯不能诱供逼供。”古义与此
相去甚远，指详细周密的问询请教。
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礼·中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