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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诗中描写黄昏景象自古有之 � 杜甫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展示了不同的黄昏风光 �将自己的人生感受融入其 

中 � 构建了独特的黄昏意象 ∀通过梳理杜诗之前黄昏意象之发展脉络及其特点 �从杜诗写漂泊人生 � 描绘恬淡生 

活 � 展示边塞黄昏等三个方面 � 揭示了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对黄昏意象的发展及成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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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杜甫诗集中 �专门写黄昏或涉及黄昏的诗篇 

有近 ��� 首 ∀在这些诗中 �诗人构建了一幅幅绚烂 

多彩的黄昏美景 ∀ 并且 �他将一生的酸甜苦辣和忧 

国忧民的诚挚感情融入其中 �创造了丰富的黄昏意 

象 ∀其创作在题材上 � 扩大了黄昏景象 � 在表现技巧 

上 � 丰富了对黄昏的描写 �并达到极致 � 可谓黄昏诗 

作之集大成者 ∀本文试就杜甫黄昏诗创作 �探讨他 

在黄昏意象构筑上对前代的继承和拓展 ∀ 

一 ! 杜甫之前诗歌的黄昏意象 

黄昏自古就是文人吟咏的题材 � 诗人在那独特 

的自然美景下 � 抒发自己的人生感受 � 并创造出了许 

多情景交融的美好诗篇 ∀ 在对黄昏的描绘中 �典型 

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精神特征 ∀ 5诗经6 

中 � 5君子于役6就开始了抒写黄昏背景下闺妇思念 

游子的相思哀怨之情 ∀ / 鸡栖于埘 �日之夕矣 �羊牛 

下来 � 0/ 鸡栖于桀 � 日之夕矣 � 羊牛下括 ∀ 0 ≈������ 在静 

谧美好的黄昏里 �映衬着一位相思少妇 ∀ 中国是一 

个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宗族式农业社会 �日 

暮时分合家团聚 � 过着安静祥和的田园生活是人们 

普遍追求的理想境界 ∀然而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在 

后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中 � 不但没有解决 � 反而更加突 

出和严重 � 由此5君子于役6中这位少妇的相思也就 

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里黄昏意象的一个经典主题即 

日暮相思 ∀ 5式微6则是在外服役者日暮之时不能回 

家发出的哀怨 � 这又发展成后来游子思乡怀亲 ∀ 因 

此 � 5诗经6中黄昏诗歌开启了闺妇怀远 !游子思乡诗 

之先河 ∀在以后的发展中 �这类诗歌深深打上了中 

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烙印 ∀ / 黄昏意象展现着中国诗 

人们天涯漂泊踽踽独行的心灵疲惫0 ≈����� �同时也 

反映我国古代文人在咀嚼这颗带涩的青橄榄时独特 

的审美趣味 ∀ 

黄昏意象除了展示中国文人的离愁别恨 !相思 

情意外 � 日落的特殊景象 �虽然辉煌灿烂 �毕竟迫近 

天黑 � 短暂匆迫 � 因此黄昏意象中往往展现了文人那 

时光易逝 !因怀才不遇而事业难就的悲凉 ∀ 这种时 

光易逝的感受 � 在我国诗歌的另一源流 � 屈原的诗歌 

中表现得尤其强烈 ∀由于屈原在政治道路上的坎坷 

经历 � 并且以诗人的敏感观照社会人生和自然 �在 

5离骚6中唱出/ , ,欲少留此灵琐兮 �日忽忽其将 

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 �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 

远兮 � 吾将上下而求索0 �屈原对黄昏的到来表现的 

是一种时光易逝 !壮志难酬的焦虑感 ∀ 整首诗体现 

了美人迟暮 !功名未就 !时不我待的日落意识 ∀黄永 

武在5中国诗学6中说 � / 日暮天晚 �象征着岁月时日 

的匆迫 ∀路远天阔 � 象征着理想的难以达成 � 这日暮 

与路远的象征 � 从先秦屈原5离骚6已成为中国诗中 

的一种象征原型 ∀ 0 ≈����� 从屈原的/ 念天地之悠悠无 

涯 � 前有古人 �后有来者 �皆非我之所得见 �寓形宇 

内 � 为时凡几 � 斯既生人之大哀矣 � 况素怀不展 � 与时 

乖违 � 愁心苦志 � 神将去形0 ≈������ 开始 � 岁月催人老 � 

时不我待的压力就压在了一代代文人身上 ∀如果说 

5诗经6中吟咏的是黄昏时的现实状况 � 这种现实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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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黄昏时分应归未归 !应聚未聚的和谐 � 而屈原的 

5离骚6等诗篇则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自然 !对生命 

及其价值的认识和反思 �他们在黄昏里意识到了生 

命的美好和易逝 �面对时间流逝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和无能为力的恐惧 ∀ 5诗经6中所反映的人生体验和 

5离骚6中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在后来纷繁复杂的社会 

发展过程中 � 撞击融合 �集中体现在文人身上 �至魏 

晋南北朝时在诗人身上得到了鲜明的显现 ∀ 

东汉末 �社会黑暗 �文人深切感受到人生如浮 

萍 �生命如朝露 �在诗作中普遍抒写着一种忧伤情 

感 � 5古诗十九首6就是典型的代表 ∀ 至魏晋六朝文 

人将5诗经6中黄昏相思的题材进一步拓展 �展现了 

在动荡不安的时代 � 颠沛流离 !羁旅生涯中的种种苦 

闷和忧愁 ∀而庄子那种/ 天与地无穷 �人死者有时 � 

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 �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 

隙也0的生命体验从未如魏晋文人这般强烈 ∀ 黄昏 

这种自然现象与人生 !生命意识从未结合得如此密 

切 ∀翻开魏晋六朝的诗文 � 写黄昏之篇章俯拾即是 ∀ 

曹操的5苦寒行6写军旅生活 � 豪气万分的他面对/ 行 

行日已远0的黄昏 � 也不禁发出/ 悲彼5东山6诗 � 悠悠 

令我哀0的悲凉之叹 ∀ 曹植在5箜篌引6等诗篇中则 

将自己人生的郁闷与黄昏结合 � 抒发了对生命流逝 ! 

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 阮籍在如履薄冰的生涯中 � 

对生命如黄昏更有切肤之感 ∀即便对生命豁然达观 

的陶渊明在5闲情赋6中也是/ 敛轻裾以复路 � 瞻夕阳 

而流叹 ∀ 0并且据傅道彬统计 �陶渊明现存的 ��� 多 

首诗中 � 描写黄昏景象的就有 �� 首 ∀ 对于生活在动 

荡不安时代的魏晋六朝文人 �黄昏成为他们寄托情 

思的最好景致 �正如元代方回5瀛奎律髓6卷十五所 

言 � / 道途晚归 � 斋阁夜坐 � 眺暝色 � 数长更 � 诗思之幽 

致 � 尤见于斯 ∀ 0在纷纭复杂的感情里 � 有羁旅生涯中 

对前程的迷茫 � 对家乡亲人的思念 � 独坐静思时有对 

实现生命价值的渴望 � 对生命短暂的忧惧 � 基本是抒 

写难以排遣的忧伤之情 ∀这一时期对黄昏景象的描 

写 � 较之5诗经6和5离骚6有一大的进展 � 那就是在诗 

歌中 � 灌注了诗人对黄昏 !人生的哲学思考 �黄昏意 

象与生命的历史意义联系起来 �并且诗歌中情景交 

融 � 使得诗歌既具哲理意味 � 同时又构筑了丰富多彩 

的黄昏意境 ∀ 总的来说 �魏晋文人诗歌中面对黄昏 

更多的是时间上的感悟 ∀ 在变幻莫测的政治环境 

中 � 生命得不到保障 �他们感觉到时间的飞逝 �生命 

的无常与短暂 ∀他们继承了屈原诗歌中借助黄昏这 

一日落意识表现人生短促的忧惧心理 �/ 朝阳不再 

盛 � 白日忽西幽0 �/ 朝为媚少年 �夕暮成丑老0 �阮籍 

5咏怀八十二6之三十二�是魏晋文人的最普遍也是 

最揪心的伤感 ∀ 

二 ! 杜诗的黄昏意象 

唐代 � 黄昏仍是诗人们咏叹的题材 � 然而黄昏诗 

已一洗魏晋诗歌的悲吟哀叹 � 尤其在盛唐 � 黄昏意象 

已呈现出多样性 ∀ 李白的/ 日从海傍没 �水向天边 

流 ∀长啸依孤剑 �目极心悠悠 ∀ 0 �5赠崔郎中宗之6� 

王维的/ 日暮鸟飞还 �行人去不息0 �5临高台送黎拾 

遗6� � 孟浩然 ��� 首诗中描写田园晚照中黄昏的竟 

有 ��� 首之多 ∀ 在国家得到大治 �社会蒸蒸日上的 

气象中 � 黄昏诗作者或心存远志 �或贴近生活 �表现 

祥和温馨之景象 �面对黄昏表现出/ 落日心犹壮 �秋 

风病欲苏0�杜甫5江汉6�的精神风貌 ∀ 而杜甫可谓 

唐代创造黄昏意象之集大成者 ∀ 

�一�  写漂泊黄昏 �拓展5诗经6之思念 �深化 

魏晋之忧愁 

杜甫的黄昏诗中不少篇幅是抒写漂泊生涯中孤 

寂苦闷的情感 �这类黄昏诗受5诗经6开启的黄昏相 

思题材的影响 �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凄清的黄昏意 

境 ∀而杜甫之创作可谓极大地拓展了该题材的内容 

和意象 � 并且在诗中表现了强烈而丰富的思想感情 ∀ 

在漂泊流离中 � 黄昏意象在杜甫的笔下极其凄凉 �最 

主要的原因是他从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 �突然进入 

动荡不安的国难时期 �那本容易让人伤感的黄昏对 

他的心灵冲击才如此剧烈 ∀许多诗表现了黄昏时刻 

他那不平静的心 ∀ 如 / 干戈犹未定 �弟妹各何之 ∀ 

, ,哀疾哪能久 �应无见汝期 ∀ 0 �5遣兴6� / 弟妹萧 

条各何往 �干戈衰谢两相催 ∀ 0 �5九日五首6其一�不 

同的黄昏里 � 念叨着同样的话 � 描绘了在动荡的年代 

与亲人生离死别 !天各一方的悲伤和无助 ∀ 诗人对 

亲人团聚望眼欲穿 �以至 / 哀及江边卧0 的境地 ∀ 

�5云山6�然而杜甫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孤寂飘零 

的黄昏里 � 不仅仅沉湎于个人的哀愁和不幸 ∀ 他更 

多想到的是国家安危和黎民的痛苦 ∀ 如5秋兴八 

首6 � / 夔府孤城落日斜 �每依北斗望京华 ∀ 0 5陪王侍 

御宴通泉东山野亭6 � / 江水东流去 � 清樽日复斜 ∀ 异 

方同宴赏 � 何处是京华 � 0从日落至深夜 � 心中想的念 

的是京华 �表现了诗人拳拳爱国之情 ∀/ 四序婴我 

怀 � 群盗久相踵 ∀黎民困逆节 � 天子渴垂拱 ∀ 0�5晚登 

襄上堂6�黎民疾苦总是牵挂心头 ∀ / 欲陈济世策 �已 

老尚书郎 ∀ , ,落日悲江汉 �中宵泪满床 ∀ 0 �5暮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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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6其五�报国无门 �悲从衷来 ∀ 

在5天边行6中 � 诗人面对国家的灾难 !个人的不幸时 

号啕大哭 ∀他哭的不仅是骨肉离散 � 有家归不得 � 更 

哭那/ 陇右河源不种田 �胡骑羌兵入世蜀0的局势 � 

黄昏里充满着苦难 � 充满了悲怆 � 也充满着忧国忧民 

之情 ∀这种黄昏意境是凝重的 �如魏晋六朝诗人一 

样 � 有难以排遣的忧愁 � 但是杜诗所展示的胸襟扩大 

了黄昏诗的内涵 � 升华了其境界 � 即使是在悲凉的黄 

昏诗里 � 跳动的也是一颗炽热的心 ∀ 

自安史之乱后 � 杜甫大部分时光在漂泊中度过 ∀ 

黄昏时分本是家人团聚的温馨时刻 �然而多少黄昏 

时刻 � 诗人或跋涉征途 �或羁旅他乡 �正是他的坎坷 

不幸 � 黄昏在他的眼里时时是那样凄清 ∀ 杜甫不少 

诗道出了漂泊途中他在黄昏时的凄凉感受 � / 日色隐 

孤戍 � 乌啼满城头 ∀中宵驱车去 �饮马寒塘流 ∀磊落 

星月高 �苍茫云雾浮 ∀ 大哉乾坤内 �吾道长悠悠 ∀ 0 

�5发秦州6�5杜诗详注6曰 � / 此叙临发情景 ∀日暮孤 

征 � 戴星侵雾 �不胜中途寥落之感矣 ∀ 0 ≈������ 日落时 

候却要踏往远方 �等待作者的是漫漫黑夜与渺茫前 

途 ∀寂寥的落日中 � 不时传来乌鸦凄厉的号叫 � 一幅 

让人不堪承受的日落漂泊图是何等孤寂凄凉 � / 霜 

露晚凄凄 � 高天逐望低 ∀ 远烟盐井上 �斜景雪峰西 ∀ 

故国犹兵马 �他乡亦鼓鼙 ∀ 江城今夜客 �远与旧鸟 

啼 ∀ 0�5出郭6�客居他乡 � 思乡不得归 � 异乡同样战鼓 

声声 � 在那动乱的年代 �天下之大 �竟无一处安生之 

所 ∀杜甫在颠沛流离中览尽各种黄昏 �充分体味了 

人生的酸甜苦辣 �如此淋漓尽致展示黄昏里孤寂凄 

凉情怀的诗在杜诗集中有很多 ∀ 

凭着那忧国忧民的心和对艺术美的高度敏感 � 

即使漂泊途中短暂的休憩 �杜甫的心也没有片刻宁 

静 � 他摆脱不了对国难民生的思考 � 摆脱不了浪迹天 

涯的苦闷和劳累 ∀ 因此当诗人暂时得以安顿时 �痛 

定思痛 �黄昏在其眼里仍是那么凄凉 ∀ 5又呈窦使 

君6云 � / 向晚波微绿 �连空岸却青 ∀ 日兼春有暮 �愁 

与醉无醒 ∀漂泊犹杯酒 � 踟蹰此驿亭 ∀ 相看万里外 � 

同是一浮萍 ∀ 0 5杜诗详注6云 � / 杯酒驿亭 �此春日愁 

醉之由 ∀万里浮萍 �此漂泊踌蹰之感 ∀ 0这正写出了 

杜甫历尽颠沛流离之苦的真实感受 ∀ 诗人客居成都 

时得到了暂时的安定 �黄昏美景并不能排遣或缓解 

诗人内心深处莫大的哀愁 � 他经常是/ 一醉散千愁0 � 

�5遣意三首6其二�然而酒又怎能疗治这颗深沉博大 

而寂寞的心呢 � 5野望6描画郭外晚眺寥廓秋景 �就 

好似一幅水墨山水图卷 �整幅图中充满着孤单旅客 

的寂寞情怀 ∀ 5薄暮6写深秋日暮远离故国 �寒花乱 

草 � 宿鸟深枝 � 将国家的不幸和人生不再等多种感慨 

融入在黄昏景致下 � 自有一种凄凉悲怆在其中 ∀ 5滕 

王亭子二首6其二将黄昏时光与历史连接 �更显厚 

重 � 苍凉之感不言自喻 ∀ 如果说黄昏意象反映了古 

代文人羁旅天涯的心灵疲惫的话 �杜甫的人生与其 

黄昏诗就最集中全面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 

凄清寂寞的黄昏意境是杜甫黄昏诗的主体构成 

之一 � 也是杜甫人生真实的艺术写照 ∀ 杜甫的黄昏 

诗创作 � 既继承了5诗经6写现实人生的传统 � 如漂泊 

思念等题材 �又继承了魏晋六朝诗人那种抒发内心 

苦闷哀愁的特征 ∀而且他将人生感受 !黄昏美景和 

独标高致的境界结合 � 构成了一种浑然圆润的意境 � 

深沉阔大 � 更具审美意味 ∀在这意境中 � 我们能听到 

一颗历经沧桑仍忧国忧民的伟大心灵的跳动 �在这 

意境中 �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伤感而动人的美 ∀ 

�二�  绘恬淡黄昏 � 推动发展陶孟田园诗之意 

境 

杜甫不仅将黄昏的景象作为他复杂情感的载 

体 � 同时以艺术家的眼光欣赏黄昏 �描绘黄昏 �为我 

们展现出了不同的黄昏意境 ∀ 因此 �在其黄昏意象 

中并非都是孤寂凄清 � 也有恬淡和壮观 ∀ 

安史之乱前 �杜甫笔下的黄昏景象静谧恬淡而 

美好 ∀如5题张氏隐居二首6其二曰 � / 之子时相见 � 

邀人晚兴留 ∀ 霁潭鳣发发 �春草鹿呦呦 ∀ 杜酒偏劳 

劝 � 张梨不外求 ∀前村山路隐 � 归醉每无愁 ∀ 0杜甫以 

轻松活泼的笔调描绘了山村明丽清新的晚景 ∀ / 归 

醉每无愁0 � 不同于他后来颠沛流离中的借酒浇愁 � 

此时的醉 � 是无愁的快乐的醉 � 即算有淡淡的忧愁也 

随着朋友的相聚而烟消云散 ∀ 5与任城许主薄游南 

池6 � / 秋水通沟洫 �城隅进小船 ∀ 晚凉看洗马 �森木 

乱鸣蝉 ∀ 0宋代周紫芝曰 � / 暑中濒溪 � 与客纳凉 � 时夕 

阳在山 � 蝉声满树 �见二人洗马于溪中 �曰此少陵所 

谓−晚凉看洗马 �森木乱鸣蝉. 者也 �此诗平日诵之 � 

不见其工 � 我唯当所见处 � 乃知其妙 ∀作诗正要写所 

见闻 � 不必为奇险也 ∀ 0 ≈������ 此时诗人的心情是闲适 

舒畅的 �他以轻松愉快的笔调描写了傍晚泛舟的景 

色 � 构筑了一幅恬淡安宁的黄昏意境 ∀ 

在唐朝 � 文人为走入仕途 � 时兴漫游 ∀ 杜甫经历 

了多年的漫游 �他在科场仕途并不尽人意 ∀ 但从其 

创作看 � 仍不乏踌躇满志 !意气风发的诗篇 ∀ 这一时 

期的黄昏在诗人的笔下仍然是美好的 � 如5重过何氏 

五首6其三 �/ 落日平台上 �春风啜茗时 ∀ 石栏斜点 

笔 � 桐叶坐题诗 ∀ 翡翠鸣衣桁 �蜻蜓立钓丝 ∀ 0 5奉陪 

郑驸马韦曲6其二 � / 野寺垂杨里 � 春畦乱水间 ∀ 美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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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映竹 � 好鸟不归山 ∀城郭终何事 � 风尘岂驻颜 ∀谁 

能与公子 � 薄暮欲俱还 ∀ 0黄昏的景色在这里显得那 

么清新明丽 �使人沉醉 ∀ 而/ 落日放船好 �轻风生浪 

还 ∀竹深留客处 �荷净纳凉时 ∀ 0 �5陪诸贵公子丈八 

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6�就正是表现了对黄昏美 

景的喜爱和依恋 ∀南宋衡山人赵葵的5杜甫诗意图6 

即以此为题而作江南水乡图 ∀ 整个画面深远恬静 � 

有着/ 深0/ 净0的意境美 ∀ 安史之乱爆发后 �杜甫逃 

出京城 � 在成都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日子 � 这一时 

期 � 他安居草堂 �过着暂时宁静的田园生活 �诗歌所 

展示的黄昏意境中多了一份田园的馨香 ∀ 5田舍6 � 

/ 田舍清江曲 �柴门古道旁 ∀ 草深迷市井 �地僻冷衣 

裳 ∀杨柳枝枝弱 � 枇杷树树香 ∀鹚鸬西日照 � 晒翅满 

渔梁 ∀ 0好一幅初夏江村夕阳水彩写生 �情趣盎然 ∀ 

5泛溪6之描绘 �似乎到了世外桃源 �没有战乱的恐 

惧 � 没有生活的忧愁 �一切是那样祥和快乐 ∀ / 白沙 

翠竹江村暮 � 相送柴门月色新0�5南邻6�描绘的淳朴 

民风民情让人向往 ∀ 只有历经战乱与漂泊 �才更加 

觉得和平与安定的珍贵 ∀ 同样表现安详静谧的黄 

昏 �与前期比 �显然此时期的诗歌有了更丰富的内 

涵 ∀在这宁静的黄昏里 �透露出诗人对平静乡村生 

活的向往和珍惜 � 渴望国泰民安 ∀ 

杜甫一生绝大部分时间迫于生计而四处奔波 � 

因此 �他能安静祥和地细细欣赏黄昏美的时光并不 

多 ∀但是 � 杜甫不愧为千古大家 � 他凭着独特的艺术 

才能和审美感受 � 即使在不多的快乐时光里 � 仍表现 

了对田园般黄昏美景的喜爱和追求 �在这美妙的黄 

昏里 � 没有忧愁 �只有安详和快乐 ∀ 从审美角度看 � 

他继承和发扬光大了陶渊明 !孟浩然写田园诗的精 

神 � 将田园风光的宁静祥和之美写到了极致 � 并且在 

恬淡静谧的黄昏意象里充满了诗人的人文关怀和理 

想 ∀ 

�三�  摹苍凉黄昏 � 构筑边塞风光别是一家 

杜甫曾经历边塞风云 � 目睹了奇妙的边塞风光 ∀ 

他描绘的塞外黄昏景象 � 别有韵味 � 创造了一种苍劲 

悲凉而空旷的意境美 �可谓前无古人 ∀ 黄昏题材从 

杜甫开始 �别有一种悲壮之美 ∀ 5后出塞五首6其二 

曰 � / 朝进东门营 � 暮上河阳桥 ∀落日照大旗 � 马鸣风 

萧萧 ∀平沙列万幕 � 部伍各见招 ∀ 0 写出了日落时分 

战旗飘飘 !风马萧萧的边塞黄昏 �雄浑苍劲 �形象鲜 

明而别有一种悲壮苍凉在其中 ∀ 5杜诗镜铨6引刘须 

溪云 � / 其时 !其境 !其景 �直横槊间意 �复欲一语似 

此 � 千古不可得 ∀ 0 ≈������ 5日暮6 �/ 日暮风亦起 �城头 

鸟尾讹 ∀黄云高未动 �白水已扬波0 �日暮风起的边 

塞 � 苍劲悲凉 ∀ 5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6 � / 层城 

临暇景 � 绝域望余春 �� 尾蛟龙会 �楼头燕雀驯 ∀ 地 

平江动蜀 � 大阔树浮秦0 � 5杜诗镜铨6云 � / 写景雄阔 � 

能显出重镇规模 ∀ 0 ≈������ 黄昏时分眺望边塞 � 边塞要 

镇的雄阔之景生动浮现 ∀ 5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 

里山水作6 �/ 驿楼衰柳侧 �县郭轻烟畔 ∀ 一春何绮 

丽 � 尽日穷壮观 ∀山色远寂寞 � 江光夕滋漫 ∀ 0一派壮 

观的春天黄昏景观 � 又略带几分寂寞寥落 ∀ 5越王楼 

歌6 � / 绵州州府何磊落 � 显庆年中越王作 ∀ 孤城西北 

起高楼 � 碧瓦朱甍照城郭 ∀楼下长江百丈清 � 山头落 

日半轮月 ∀君王旧迹今人赏 � 转见千秋万古情 ∀ 05杜 

诗详注6引5杜臆6曰 �/ 照映城郭 �此楼助州府之气 

象 ∀长江落日 �山水又增高楼之景色 ∀ 真属奇光胜 

览 ∀ 0 ≈������ 落日与新月同时出现在天边的城郭 � 不仅 

雄壮 � 在历史的映衬下更显几分苍凉 ∀ 5秦州杂诗二 

十首之四6 �/ 鼓角缘边郡 �川原欲夜时 ∀ 秋听殷地 

发 � 风散入云愁 ∀报叶寒蝉静 � 归山独鸟还 ∀ 万方声 

一慨 �吾道竟何之 ∀ 0 5杜诗详注6云/ 边郡而闻鼓角 � 

又当秋天入夜之时 �何等凄栗 ∀ 0 ≈������ 在欲夜时刻 � 

独鸟已迟归 �鸣蝉也安静下来 �边郡鼓声一直不息 � 

整首诗歌都写秋天黄昏之景 � 末句/ 吾道竟何之0 �道 

出了诗人的万般感慨和凄凉孤独的心境 ∀ 5遣怀6 � 

/ 愁眼看霜露 �寒城菊自花 ∀ 天风随断柳 �客泪堕清 

笳 ∀水静楼阴直 � 山昏塞日斜 ∀ 夜来归鸟静 � 啼杀后 

栖鸦 ∀ 05杜诗详注6云 � / 此边塞凄凉 � 触景伤怀 � 而借 

诗以遣之 ∀句句是咏景 � 句句是言情 � 说道伤心渗骨 

处 � 读之欲泣 ∀ 0 ≈������ 斜阳下的边塞 � 柳断菊花寒 �更 

兼客居 � 本来就有几分苍凉的边塞更添几丝悲情 ∀ 

杜甫所描绘的边塞黄昏景象 � 有的宏阔空旷 �色 

彩浓烈 � 且时有历史典故融入 �显得苍劲辽阔 �有的 

带有几分对身世的感慨 �悲凉凄清 ∀对边塞黄昏的 

描写 � 开拓了黄昏诗的意境 � 他运用的是他自己欣赏 

的/ 尤工远势古莫比 �咫尺应须论万里0 �5戏题王宰 

画山水图6�的大手笔 � 以泼墨的方法 � 创造了苍凉的 

意象 � 表现出悲凉之情境 ∀ 在广度中不乏深度和高 

度 � 诗人恢弘博大之胸襟和气魄充分得以展示 ∀ 最 

具特色的边塞黄昏意象充分反映了杜甫沉郁顿挫审 

美风格的另一方面 ∀ 如此多写边塞黄昏的诗歌 �是 

杜甫拓展黄昏诗歌题材的贡献 �也充分展示了杜甫 

的独创性 ∀ 

杜诗黄昏景象或出现于离乱奔波之时 �或写在 

与亲人团聚时刻 � 有的甚至写于无聊之中 � 但是黄昏 

景致毕竟是美好的 �那转瞬即逝的辉煌灿烂本身就 

有一种令人感动的美 �诗人将自己沧桑感受与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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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动的景象结合 � 构成或凄清或恬淡或苍凉的意象 ∀ 

诗中大多表现出诗人在大千世界的孤独无助 �表达 

了一种阔大而无限伸展的悲凉感 ∀在凄清苍凉的暮 

色中 � 有不遇的落寞 � 远游的孤寂 � 更有国难的忧愁 ∀ 

虽然欢愉之情少 �悲凉伤感多 �但是 �纵观杜诗的黄 

昏意象 � 却没有晚唐/ 夕阳无限好 � 只是近黄昏0的迟 

暮无奈 ∀ 在杜诗黄昏意象中蕴涵着浓烈的盛唐气 

象 � 任是黄昏落日 � 仍有激情澎湃 ∀ 我们深切地感受 

到他的忧愁苦闷 � 却不觉颓废 � 其诗中总是充满憧憬 

与活力 ∀漂泊生涯 �他揽尽各色黄昏 ∀ 他描写黄昏 

的凄清寂寞 � 使我们领略到了诗人的细腻 � 他勾勒边 

塞黄昏的壮观 � 则使我们感受到了诗人阔大的胸怀 ! 

撼人的激情和气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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