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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纶的生平与创作

卞孝萱 乔长阜

卢纶,字允言。中唐著名诗人,清王士祺称为
“
大历十才子之冠冕

”(《 分甘余话》卷四)σ

卢纶ˉ生,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其生平和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 时期。

(-冫 玄宗、肃宗时期 (二十三岁前 ):读书避乱, “
行旅诗

”
引人注目。 (二 )代宗时期∷

(二十四至四十=岁 ):宦海浮沉, “
文咏唱和,驰名都下

”
。 (三 )德宗时期 (四十二岁∷

至六十一岁 ):从军佐幕, “
军旅诗

”
焕发异彩。

-、 “
少孤为客早

” “
落托复迪这

”

卢纶先世为范阳人,后迁蒲州 (今山西永济县 )。 范阳卢氏是唐代五大姓之一。卢纶虽 .

出身于这个名门望族,家世并不显赫。据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的记载:卢纶曾祖卢钊,永
宁令。祖卢祥玉,济州司马。父卢之翰①,临黄尉。他们的职位都不高,属 于官僚集团的下层。

卢纶自称
“
禀命孤且贱

”
②,从 “

践
”

字看出他的家庭已衰落。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 (zS9冫 ,卢纶生③。出生的前三年,玄宗
“
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

于政事
”(《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张九龄罢相,李林甫专权,开元盛世的帷幕渐渐下落。卢纶

幼年丧父, “
少小落托复迤澶

”(《 寄郑七纲》),勹、岁始读书
”(《 怀旧诗》)。 天宝三载(744),

南有
“
海贼吴令光等抄掠台、明

”(《 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四载,北有
“
契丹及奚酋长各杀公

主,举部落叛
”(《 旧唐书·玄宗纪下》冫·开元盛世没有给卢纶留下多少美好的回忆'而天宝以

来
“
四方遂有兵

″(《 怀丨日诗》)的局势,却在他的心灵上笼罩了时代的阴影。

《旧唐书·卢简辞传》说卢纶
“
天宝末举进士,遇乱不第,奉亲避地于鄱阳

”
。所谓

“
乱

”
,

指安史之乱。卢纶寓居鄱阳期间,与 “
大历十才子

”
之一的吉中孚为

“
林泉之友

”
。 “

鄱阳 :

富学徒
”, “

谕以诗礼义
” (《 怀旧诗》),为卢纶此后的谋仕作了准各,对于提高他的文化素

养也是有益的。

安史之乱以来卢纶颠沛流离,作客他乡,功名未就,岁月蹉跎,深感悲痛。在逃难途中

和寓居鄱阳期间,他写了若干首以羁旅飘泊为内容的
“
行旅诗

”,引人注目。其 中有 五 律

《夜泊金陵》、五排 《江北忆崔汶》、七律 《晚次鄂州》、七绝 《渡浙江》等。卢纶在这些

诗中,叙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对时事的忧虑,具有相当丰富的社会内容。有些作品还指

责了
“
洛下仍传箭,关西欲进兵

”,在国家的危急存亡关头, “
谁知五湖外,诸将但争名

”

(《 夜泊金陵》),直斥时弊,具有战斗精神。这些诗,篇章短小 (五排也只有十二句 ),写景

不多,简净鲜明,直抒胸臆,对仗工稳浑成,语言自然流畅,很少藻饰用典。 《晚次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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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尤为出色 :

云开远见又阳城,犹是孤帆一日程。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语觉潮生。三湘衰鬓逢秋色,万里

归心对月明。旧业已随征战尽,更堪江上鼓鼙声?

这首诗,不但是卢纶七律的佳作,而且是唐代七律的名篇,代表着玄宗、肃宗时期卢纶诗歌

创作的成就。诗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有个人的飘泊,家业的毁灭,社会的动乱等。诗的感

情是复杂的,包含着舟行的落漠,思乡的悲苦,忧时的苦闷等。诗人以羁旅思乡、忧时伤乱

之情为经,以离乱事、江上景为纬,运用短小的篇幅,通过晚次鄂州的见闻,以真切的景象

描写、凝炼的语言和曲折变化的手法,把丰富的内容和复杂的感情,有机地熔铸在 ∵ 篇之

中,使它们互相映衬、补充、深化,产生了深刻的艺术感染力量。 “
估客

”
一联, “

兴在象

外,卓然名句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八)。 如果没有深入观察生活的能力和艺术地再现生

活的才华,是写不出
“
估客

”
一联的,而这ˉ联的妙处,又是以全篇皆佳为基础的,如果全

篇不佳,这一联的妙处就不会这样突出了。

七律 《无题》、七古 《冬日登城楼有怀因赠程腾》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两诗抒发了贫

贱失意昀悲愤,表现了
“
耻将名利托交亲

”
, “

才大不应成滞客
”(《 无题》),“ 穷达皆为身

外名,公侯可废刀头取
”(《 冬日登城楼有怀因赠程腾》)的襟怀。卢纶七古的豪迈雄放的特色,

∶在这时已显露出来。

二、 “
偶为达者知

” “
困逄骸浪飘

”          ∶·

代宗广德元年 (763),· 安史之乱平定,卢纶悲喜交集。 《酬韦渚秋夜有怀 见 寄》说:

“
独悲无旧业,共喜出时艰

”
,真实地反映了他这时的心情。 《春江夕望》说: “

经难人空

老,逢春雁自飞
”
,他想北归了。

《旧唐书·卢简辞传》说卢纶
“
大历初,还京师

”
,时间说得不大准确。据卢纶 《怀 旧

诗 》: 
“
鄱阳富学徒

”
, “

易随宾荐名
”
, “

凄凄指宋郊,浩浩入∷秦京
”
。他由鄱阳赴长安

应试,到达时
“
方逢粟比金

”
,应是永泰元年 (765)④ 。由于

“
未识公与卿

”
,结果是

“
十

上不可待,三年竟无成
”(《 怀丨日诗》)。 应试一再失利,使他深为苦闷。大历五年 (〃0)他又

一次落第后,住在长安郊区,等待机会。

大历七年,宰相元载
“
取纶文以进,补阌乡尉

”(《 新唐书·卢纶传》)。 卢纶 《怀旧诗》:

“
偶为达者知,扬我于王廷。素志且不立,青袍徒见萦

”
。所谓

“
达者

”
,即指元载。 “

家

本寒微
”

⑤的元载,引荐卢纶,可 以说是有点同情之心;还 由于卢纶诗名渐 著,元 载 引荐

他,可以拢络文士。 “
数举进士不入第

”
的卢纶,虽然好不容易得到阌乡尉之职,仍然感到

·惆怅。因为: “
进士为时所尚久矣

”
, “

由此出者,终身为闻人
”(李肇《唐国史补》卷下)。

“
不由进士 者,终 不 为美

”(王定保《唐摭言》卷一)。 卢 纶 所 谓
“
素 志不 立

”
,与 李白

“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杜甫
“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 俗 潭∷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的大志相比,实在是渺小的。卢纶作品之所以难以取得更高的忠

想成就, “
素志

”
平庸是∵个重要的原因。

从卢纶《雪谤后书事上皇甫大大》⑥诗看出,他在阌乡尉任上有过不幸的事。但不久又受

∶到宰相王缙的赏识, “
奏为集贤学士、秘书省校书郎

”
。王缙是王维之弟。 “主缙兑弟有诗

∶名于世,缙既官重,凡所延辟,皆辞人名士,以纶能诗,礼待逾厚
”(《 旧唐书·卢简辞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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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缙继元载之后,进一步地提拔卢纶,固 然出于爱卢纶的诗才,还曲于王缙
“
卑附

/

元载, “
不敢与忤

”(《 旧唐书·王缙传》)。

大历十二年,元载、王缙得罪,卢纶受到牵连。
“
因逄骇浪飘,几落无辜刑

” (《 J怀 旧诗》)。

°
久之,调陕府户曹、河南密县令

”(《 旧纶唐书·卢简辞传》)。

卢纶从永泰元年入长安后,以文会友,交游日广。铯与吉中孚、韩堋、钱翘、司空曙、

苗发、崔峒、耿渖、夏侯审、李端
“
皆能诗齐名,号

‘
大历十才子

’”(《 新唐书·卢纶传》)。

他们
“
文咏唱和

',驰
名都下

”
。当时,郭暧 (郭 子仪之子 )、 耳平公主 (代宗之女 )夫妇附庸

∵

风雅。 “
大历十才子

”
依附权贵, 

“
多在暧之门下

”, “
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

美者,赏百缣
”(《 旧唐书·李虞仲传》)∶ 卢纶 《冬日宴郭监林亭 》等诗,就是参加这一文艺沙

龙的产物。                   \
大历时期卢纶的生活经历对他的诗歌创作右宥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他以写酬和赠送诗

为主。醐和赠送,是唐涛的题材之一。在唐人诗集中,这类作品往往占很大比重,而且下乏

名篇佳什。问题在于是否有真实感情、充实内容和高尚的思想境界。如果一昧追求词藻、声

律之美,以掩盖感情的贫乏、内容的空虚和思想境界的庸俗卑下,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形式·

主义倾向。考察一下卢纶太历时期所写的酬和赠送诗,有三种情况:出仕以前所作,如 《春

日书情赠别司空曙》等,主要打发怀才不遇的悲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寒士的共同遭

遇。受元载、王缙牵连以后所作,如 《罪所送苗员外上都 》等,主要倾诉无辜获罪的悲愤 ,

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这两种作品,虽然思想境界不够高,但形式主义倾向还不严重。只有
^

任集贤学士、校书郎期间,仕途较顺畅,生活较安定,周旋于达官贵人门下,流连光景,粉∵

饰太平,写了不少纯属应酬之作,这些诗的形式主义倾向比较严重。

酬和赠送诗之外,七律 《长安春望 》、五排 《晚到周至耆老家》、五古 《与张擢对酌 ,,

写得比较出色。 《晚到周至耆老家 》虽是排律,但不用典,无藻饰,流畅臼然,亲切有味 ,

富于生活气息,在大历诗歌中是颇具特色的 :

老 翁 曾旧识,相引出柴门。共话别时事,因寻溪上村。 “
数年何处客?”

 “
近 日几家存?” 冒雨

看 禾黍,逄 人忆子孙。膏L藤 穿井口,流水到篱根。惆帐不堪住,空山月又昏。

明胡应麟说: “
排律白杨、卢以至王、李,靡不丰硕浑雄,盖其体制应 尔

”
。中唐 以 后,

“
五七言律清空流畅,时有可观。至排律亦仿此,则踬矣

”(《 诗薮·内编》卷四)。 这个 看 法

是不全面的。卢纶此诗,并不
“
革硕浑雄

”
,何尝

“
踬

”
而不佳呢 !

三、 “
三蕺静戎新

”

德宗建中元年 (勰0),卢 纶为昭应令。他在 《书情上大尹十兄 》诗中说: “
应 怜 费 思

者,衔泪亦衔枚
”

。 “
大尹十兄

”
指卢恳,建中三年三月由京兆尹贬抚州长史⑦,这时卢纶

已经从军
“
衔枚

”
了。建中四年冬,朱氵此攻入长安 ,卢纶陷于贼中,日 睹动乱现实,写了 《春

日卧病示赵季黄 》1 《贼中与严越卿曲江看花 》。二诗抒写了
“
陷贼

”
的悲 愤,揭 露 了 长

安
“
黄埃满市图书贱,黑雾连山虎豹尊

”
的乱象,表示了

“
会待长风吹落尽9始能开眼向青

山
”

的愿望。从二诗可以看到卢纶反对藩镇叛乱的政治立场。

兴元元年臼8琏 ),京城西面副元帅浑⒊;我
“
拔纶为元帅判官、检校金部郎中

”
 (《 旧店书·卢

简辞传》)。 八月,浑碱因镇压朱汛匕右功,任河中尹、晋绛节度使、河中同映虢等州及管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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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兵马副元帅。浑城是敦子仪旧粼,卢 纶是郭暧门客9又是河中望族,贞元时卢纶又被浑城

辟为元帅判官, “
累迁检校户部郎屮

”
⑧。

《旧唐书·卢简辞传 》说: “
贞元中,吉中孚为翰林学士、户部侍郎,典 邦 赋,荐纶于

朝。会丁家艰而中孚卒。
”

这次举荐没有结果。卢纶脱孝以后,再入河中幕。贞元十四年 ,

卢纶的舅父韦渠牟为太府卿⑨, 
“
得幸于德宗

”
, 

“
数称纶之才9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斛

诗,超拜户部郎中
”

(《 旧唐书·卢简辞抟》)。 韦渠牟 《览外生卢纶诗因以示此 》、卢纶 《敬

酬太府⑩二+四舅览诗卷困⒓l见示 》就是这时所作。

《新唐书·卢纶传 》说: “(德宗 )问渠牟: ‘
卢纶、李益何在?’ 答曰: ‘

纶从浑城在

河中

`驿
召之,会卒

”
。浑碱卒于贞元十五年十二月 (《 旧唐书·德宗纪下》)。  “

驿召
”

卢纶

时,浑城尚在。不久 ,二 人俱卒,但不知谁先谁后,暂定卢纶卒于贞元十五年,终年六十一岁。
“
十载奉戎轩

”(《 东潭妄饯河南赵少府》)的经历,使卢纶从读书做官的狭小天地中走了出

来,接触到新鲜的军队生活,大大地开阔了他的视野。浑减对他的信任,激起他从戎卫固的

壮志。他的诗作,内容和风格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这个时期,卢纶写了不少以表现军队生活和从军豪情为主要内容的
“
军旅诗

”
。他以雄

劲高昂的笔调,歌颂边防将领的勇武: “
好勇知名早,争雄上将问。战多春入塞,猎惯夜登

山。阵合龙蛇动,军移草木闲。今来部曲尽,白 首过萧关
”(《 送韩都护还边》)。 他以报国立

功的情怀,勉励士人从戎入幕: “
男儿须聘用,莫信笔堪耕

”(《 送李校书赴东川幕》), 
“
策

行须耻战,虏在莫言家
”(《 送刘判宙赴丰州 》), 

“
七叶推多庆,须怀杀敌忧

”(《 送郭判宙赴振

武》)。 这类诗中, 《和张仆射塞下曲》最有代表性 :

鹫翎金仆姑,燕尾绣蝥弧。独立扬新令,干营共一呼。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縻中。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调箭又呼鹰,俱闻出世能。奔狐将迸雉,扫尽古丘陵。

亭亭七叶贵,荡荡一隅清。他日题麟阁。唯应独不名。

“
张仆射

”
名建封,贞元四年为徐泗濠节度使,十二年加检校右仆射,十三 年 冬 入 觐,赋

《魏天行 》,十四年春还镇,德宗赐诗送之(《 丨日唐书·张建封传》),“中朝贤士太夫皆举洒为
寿 ,征诗为礼

”(权德舆《送张仆射朝觐毕归徐州序》》。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当作于张建封这
次朝觐之时。这组七绝,叙写了发令、射虎、逐敌、奏彭1、 出猎和庆功,生动地表现了将军
英发的雄姿、超群的武艺、胜利的豪情、报国的精神、安边的伟绩。

《腊日观蔗宁王部曲娑勒擒豹 (虎 )歌 》描写浑城部下娑勒生擒猛虎的动人情景: “
舍

鞍解甲疾如风,人忽虎蹲兽人立。欹然扼颡批其颐,爪牙委地涎淋漓。既苏复吼拗仍怒,果
协英谋生致之

”
。热情赞颂了这位青年

“
缚虎如缚鼠

”
的英勇气概。

充沛在卢纶军旅诗中的抗敌御侮、雄壮慷慨的气势,体现了他的爱国思想。在当时唐朝
衰弱,备受回纥、吐藩侵侮的情况下,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卢纶的军旅诗,继承了盛唐
边塞诗的奋发进取精神,给贞元涛坛带来了生气。军旅诗之外,卢纶在贞元时所作的 《怀 lR

诗》等,反映了作者本人和诗友的情况,对于研究
“
大历十才子

”
的生平和创作,有重要的价值。

从卢纶一生的诗歌创作来看,前期取得一定的成就,后期取得突出的成就,相形之下 ,

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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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的成就较小,呈现为马鞍形。生活经历的影响,是出现这种马鞍形的重要原因之工。

四、 “
大历十才子之冠冤

”        1ˉ

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两方面进行衡量,卢纶的诗,应是
“
大历十才子

”
中水平最高的

一位。元吴师道 《吴礼部诗话 》引时天彝 《唐百家诗选 》评语:卢纶
“
在

‘
大历十才子

’
中

号为翘楚。
”

清贺裳 《载酒园诗话又编·中唐 》说: “
刘长卿外,卢纶为佳。

”
这些评语是恰

当的。

卢纶诗歌的题材比较广泛。行旅诗抒写了个人飘泊异乡的愁苦以及对动乱时事的忱伤 ,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军旅诗赞颂了战士从军报国的豪情壮志,揭示了伤病员 的不、幸 遭

遇。这两类诗,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思想成就较高。咏物诗如 《栖岩寺隋文帝马脑盏

歌 》、 《和赵给事白蝇拂歌 》、 《割飞二刀子歌 》等,或讽剌统治者淫佚亡国,或表达自己

剪除
“
魑魅

”
、驱逐

“
群蝇

”
的情志,抒发空有良材、废弃不用的感慨,体现了积极用世精

神。咏叹科场失意、仕途坎坷的诗作,也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只有那些纯属应酬性质的酬和

赠送诗,才是不足取的,但非卢纶一生创作的主要倾向。从诗歌内容的广度、思想的高度来

着,在
“
太历十才子

”
中,卢纶无愧于

“
冠冕

”
之誉。

卢纶诗歌风格朗俊。胡震亨说得好: “
卢诗开朗,不作举止,陡发惊 彩,焕 尔 触 目

”

(《 唐音癸签》卷七)。 清贺裳则说: “
其诗亦以真而入妙,如

‘
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

’
,

‘
貌衰缘药尽,起晚为山寒

’, ‘
语少心长苦,愁深醉自迟

’, ‘
颜衰重喜归乡国,身贱多惭

问姓名
’, ‘

高歌犹爱 《思归引》,醉语惟夸漉酒巾
’
, -故友九泉留语别,逐 臣千 里 寄 书

来
’,皆能使人情为之移,甚者欷歇欲绝。写景之工,则如

‘
估客昼眠知浪静,舟人夜 语 觉

潮生
’, ‘

上方月晓间僧语,下界林疏见客行
’, ‘

孤村树色昏残雨,远寺钟声带夕阳
’
,‘折

花朝露滴,漱石野泉清
’, ‘

泉急鱼依藻,花繁鸟近人
’, ‘

路湿云初上,山 明日正中
’
,‘人

随雁迢递,栈与云重叠
’
,悉如目见也1(《 载酒园诗话又编·中唐·卢纶》)。 这两段话,可以互

相印证。所谓
“
开朗,不作举止

”
,正是卢诗

“
真

”
的体现; 

“
陡发精彩

”
,正 是 卢 诗 之

“
妙

”
; 

“
能使人情为之移,甚者欷歇欲绝

”, 
“
悉如 目见

”
.正是卢诗

“
入妙

”
所具有的

艺术效果和艺术境界。

在卢纶的许多作品中,感情是真挚的,不矫揉造作;事件是真实的,不弄虚作假;景象

是真切的,不矜奇逞怪。诗的语言,以流畅自然为主。表现方式,往往是情、事、景互相配

合。抒情则融情于景,寓情于事;叙事则笔端含情,景象分明;写景则逼真 生 动,景 中见

情。篇章的结构,往往是在平易清晰之中,张弛有节,疏密相间,显得从容不迫而又曲尽情

致。卢纶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发掘诗料,捕捉形象,运用自己所擅长的语言、表现方式和结构

形式,把一些生动的主客观形象,鲜明地再现于诗中,创造出开朗的艺术境界,产生感人的

艺术力量。从艺术成就来说,卢纶作为
r“

大历十才子之冠冕
”
,也是当之无愧的。

卢纶卒后,宪宗曾命张仲素
“
访集遗文

”
。文宗又命卢纶四个儿子进献纶诗, 

“
得诗五

百篇以闻
”(《 新唐书·卢纶传\)。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卢纶诗集》十卷,《 崇文总目》

作十八卷,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作一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作十卷。传世

的刻本,一般都是十卷,唯明刈成德刻本是三卷。 《全唐诗》编卢纶诗五卷,收诗三百一十

六题、三百三十九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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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注释 :

①《旧唐书 ·卢简辞传 》作
“
翰

”
。

②见卢纶《纶与吉侍郎中孚、司空郎中曙、苗员外发、崔补阙峒、耿拾遗氵书、李校书端,风尘追游,向 三十

载,数公皆负当时盛称,荣耀未几,俱沈下泉,畅博士当感怀前踪,有五十韵见寄,辄有所酬 ,以 申悲旧,

兼寄夏侯侍御审、侯仓曹钊 》。《旧唐书 ·卢简辞传 》简称为《怀旧诗 》。

③大历五年卢纶《落第后归山下旧居留别刘起居昆季 》: “
潘岳方称老

”
。诗用潘岳《秋兴赋(并序)》

“
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

”
句意。从大历五年卢纶

“
方

”
三十二岁逆推,应生于开元二十七年。

④ 《旧唐书 ·代宗纪 》:永泰元年三月, “
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

”
。 〃

是春大旱,京师米贵 ,斛

至万钱
”.七月, “

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
。

⑤《旧唐书 ·元载传 》。

⑥
“
皇甫大夫

”
名温,大历五年三月至九年八月为陕州节度使、

`

∷⑦《旧唐书 ·德宗纪上 》。

⑧ 《新唐书 ·卢纶传 》

⑨权德舆《唐故太常卿、赠刑部尚书韦公墓志铭(并序)》 :贞元十二年, “
历右补阙、谏议大夫

”
∶

“
间

一岁,迁太府卿
”。 “

又间一岁,迁太常卿
”
。韦渠牟为太常卿在贞元卞六年(《 旧唐书 ·德宗纪下 》),则

任太府卿应在十四年。  \
⑩

“
太

”,原作
“
大

”
。岑仲勉云: “

按大、太古虽通用,但官制中之
‘
太府

’
,则不能写作

‘
大府

’”

(《 唐人行第录 》)。

(上接第90页 )

系统:它强调认知者与外界环境的信息交流;这样形成的开放系统才会是有序系统。三个子

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流组成一个立体、有序、意识化的系统,或者说,在师生高度意识化、自觉

化的前提下,教材提出的目标系统,通过教学过程和环境系统的环形调节图式雨出现有序结

构,逐步达到,这就是
“
三化

”
教学系统。

这一教学系统给我们很多启示。当前,注意以下几点,可能不是无益的。

1.必须高度重视师生的
“
意识化

”,意识化地理解、掌握、贯彻这一系统;意识化应贯

串一切教学活动。

2.重视教材的整体结构。要克服偏科思想,把各科教材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系统。胸怀

全局,使各科相得益彰;从教材的宏观系统去驾驭、运用微观系统,通过微观系统体现宏观

系统。

3.掌握、组织好完善的统一教学过程。重视
“
目标一◆实 现-检 测一→ 补 救

”
的 流

程,重视信息交流和及时调节,重枧过程本身的发展性。

4.组织、形成教学中的立体共振。

5,把各层次的环境有意识她纳入教学系统中,有 目标、有计划地建立新的教学体系。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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