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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评传》

内容概要

《陆游评传》注重背景的勾勒，意在截取一个特定历史时代的画面，从中展现与评价陆游的思想风貌
，并透析其悲剧性命运。陆游是南宋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和伟大的爱国诗人。恢复中原、统一
祖国是其一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诗歌的中心内容。《陆游评传》梳理并重新考订了陆游的生平事迹
；对其鲜明而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以及其他诸方面思想表现，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对其文学思想
与文学成就也作了简明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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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评传》

作者简介

邱鸣皋，江苏丰县人，1938年生。1964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留校任教。先后任中文系主任
、副院长、院长。现为该校中国古代文学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并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副会长。
著有《舒岳祥年谱》、《张炎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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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评传》

书籍目录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前言第一章 在大动乱时代里诞生与成长  一 丧乱奔窜中的童年  二 爱国主
义思想的萌芽  三 诗歌生涯的开端第二章 初入仕途的坎坷  一 步入仕途时的政治背景  二 从宁德主簿到
福州决曹  三 临安三年的史官生涯  四 爱国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五 从镇江到隆兴  六 罢归山阴第三章 生
命之旅的里程碑  一 入蜀与通判夔州  二 从戎南部  三 盘桓蜀中第四章 仕途上的再三坎坷  一 从建安到
抚州  二 再次罢归山阴  三 从严州到临安  四 蛰居山阴十三年  五 最后的起用第五章 寂寞悲愤的最后七
年  一 生存环境与隐逸情趣  二 开禧北伐的兴奋与悲愤  三 对国家统一的最后呼唤第六章 以儒学为主体
的哲学思想  一 尊儒崇经  二 出入道释  三 天人观与生死观第七章 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一 对
美政的构想  二 提出美政的思想基础第八章 以“恤民”为神髓的重农思想  一 浓厚的感情基础  二 深层
的理性思考第九章 以“气”为灵魂的文学思想  ⋯⋯第十章 彪炳千秋的文学成就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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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评传》

章节摘录

　　其三，规模与养气。规模，是指诗的气概、气象，也指诗的格局。养气，《孟子&middot;公孙丑
上》说&ldquo;我善养吾浩然之气&rdquo;，即指要涵养一种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此皆诗外之法，而
为造　　就伟大诗人所不可或缺者。在中国的诗歌创作中，本有&ldquo;诗言志&rdquo;的传统。在心
为志，发言为诗，胸襟志趣不同，阅历遭遇不同，学识才气不同，诗亦不同，从而表现出诗的个性。
陆游自幼读诗，对这一点是应当知道的。但在师从曾几之前，不一定能与自己的诗歌创作结合起来。
否则，他就不会专搞&ldquo;藻绘&rdquo;了。曾几曾以具体的诗例向陆游说明诗与诗人心志、气质的
关系。《老学庵笔记》卷四记载了茶山先生的一段话：&ldquo;徐师川拟荆公&lsquo;细数落花因坐久，
缓寻芳草得归迟&rsquo;，云：&lsquo;细落李花那可数，偶行芳草步因迟。&rsquo;初不解其意，久乃得
之。盖师川专师陶渊明者也。渊明之诗，皆适然寓意而不留于物，如&lsquo;悠然见南山&rsquo;，东坡
所以知其决非望南山也。今云细数落花，缓寻芳草，留意甚矣，故易之。&rdquo;又云：&ldquo;荆公
多用渊明语而意异，如&lsquo;柴门虽设要常关，云尚无心能出岫&rsquo;。要字能字，皆非渊明本意也
。&rdquo;曾几的这种分析，确能切中诗人心志、气质而人其微。这种分析对陆游后来的一些隐逸诗、
田园诗可能起过作用。但曾几所要求于陆游的是要在诗中表现开阔宏大的规模和浩然之气。作为诗人
，要写出不朽的诗篇，必须要有远大的志向和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这是他在师从曾几之后才逐渐明
白的。这一要诀，陆游受用一生，在诗歌创作中贯彻之、实践之，并一再宣称&ldquo;文以气为
主&rdquo;，甚至说&ldquo;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蜕&rdquo;(《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
到了晚年，他又把这个法宝传给他的儿子，《示子遹》云：&ldquo;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rdquo;可见他对这个诗外之法是何等地重视。当然，陆游所说的&ldquo;工夫&rdquo;，涵义要更广
泛，远远超出了吕本中、曾几所强调的内心体悟，而是包括了生活实践、社会活动以及对这些实践活
动的体验，这已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创作态度了。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上述诗外之法，并非吕本中
、曾几的创见，而是中国诗歌理论中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而且吕、曾二人的诗歌创作也都没有达到
这一理想高度。只有到了陆游手中，由于各种因素，特别是陆游将这种诗外之法与其强烈的爱国主义
思想相结合，从而才产生了巨大的作用，造就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伟大诗人。　　在陆游师从曾几的十
余年中，师生关系十分融洽。曾几称陆游为&ldquo;陆子&rdquo;，或称其字&ldquo;务观&rdquo;，在现
存《茶山集》中，写给陆游的诗共6首，其《陆务观效孔方四舅氏体倒用二舅氏题云门草堂韵某亦依
韵》云：&ldquo;陆子家风有自来，胸中所患却多才。学如大令仓盛笔，文似若耶溪转雷；襟袍极知非
世俗，簿书那解作氛埃。集贤旧体君拈出，诗卷从今盥水开。&rdquo;可见其对陆游的高度重视。而陆
游则是终生回忆着曾几，他在开禧二年八十二岁的时候，还为曾几的诗稿题跋，文曰：&ldquo;河南文
清公早以学术文章擅大名，为一世龙门。顾未尝轻许可，某独辱知，无与比者。士之相知，古盖如此
。方西汉时，专门名家之师，众至千余人，然能自见于后世者寡矣。扬子唯一侯芭，至今诵之。故识
者谓干人不为多，一人不为少。某何足与乎此?读公遗稿，不知衰涕之集也。&rdquo;(《文集》卷三0
《跋曾文清公诗稿》)对老师感情之深，亦灼然可见。有人认为，曾几之出名，是因为沾了陆游的光。
其实，曾陆两人是相得益彰的。曾几的指点，使陆游认识了诗的真谛，对陆游的成名无疑起了很大作
用；而曾几的扬名，与陆游诗声显赫亦不无关系。　　　　陆游由玉山入浙，大约于五月中下旬回到
了故乡山阴，住进了他早巳准备好的三山新居。陆游在镇江任上时就已预料到自己必不为官场所容，
亟须预作罢官回乡的准备，因而他从俸禄中省出一部分，在山阴镜湖旁的三山造了一处住所。他在后
来写的《春尽遣怀》自注说：&ldquo;予以乾道乙酉(元年)卜筑湖上。&rdquo;其诗《家居自戒》又云
：&ldquo;曩得京口俸，始卜湖边居。屋才十许间，岁久亦倍初。&hellip;&hellip;&rdquo;而《幽栖》诗
自注又说：&ldquo;乾道丙戌(二年)始卜居镜湖之三山。&rdquo;陆游的用词，始建曰&ldquo;卜
筑&rdquo;，人居曰&ldquo;卜居&rdquo;。三山新居在山阴县西九里许，镜湖北渚。镜湖与三山，俱为
山阴风景区，长湖如带，水面如奁镜，青山如碧，排列似插屏，白水翠岩，互相映发，如图如绘。陆
游的书斋&ldquo;可斋&rdquo;，恰好正对天柱峰，开门见山，葱郁如嵌，使陆游爱人骨髓。且这里更
有一种浓郁的文化气质，从兰亭天章寺的疏钟，到大禹寺的暮鼓，从葛仙翁的丹井到夕阳残照中鲁墟
故家的颓垣废甃，从烟浦渔歌到稽山之土，越王之魂，都引发着诗人陆游的诗兴，促使他一一捕捉，
融人诗篇。　　于是乎，陆游的思想感情乃至诗的风格品位，都发生了变化。当然，他还在读道书，
但已不像在豫章时那样沉溺，所读之书，也不过是《鸿宝》、《黄庭》而已。真正使陆游思想放松　
　乃至有所解脱的，还是家乡的真山真水与湖村人民质朴的真情。这简直要使陆游陶醉了!他在词《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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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评传》

鸪天》中写道：&ldquo;插脚红尘已是颠。更求平地上青天。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波不用钱。　　
沽市酒，采菱船。醉听风雨拥蓑眠。三山老子真堪笑，见事迟来四十年!&rdquo;(《文集》卷四九)他把
书斋的名称定为&ldquo;可斋&rdquo;，并解释其义说：&ldquo;得福常廉祸自轻，坦然无愧亦无惊。平
生秘诀今相付，只向君心可处行。&rdquo;(《书室名可斋或问其义作此告之》)凡此皆可看出他的自适
自足的心态。陆游是位以真性情写诗的诗人，他一接触北复中原的话题，便有风樯战舰、金戈铁马的
神来之笔，而一接触农家田园，也就立即出现生趣盎然、秀色如画的诗篇。他早在福州时，偶一出县
，便留下了&ldquo;飞飞鸥鹭陂塘绿，郁郁桑麻风露香&rdquo;(《还县》)的诗句。眼下他置身于山光水
色、烟霞明灭之间，他的田园诗便由此而产生了，他写出了更多描绘和讴歌大自然之美的诗篇，观察
之细，体会之深，感情之真，用笔之活，均在笔下的诸般鲜活景色之中，具有一种情景交炼之美。对
此，将在本书末章专题评述，此姑从略。　　不过，陆游并没有真的完全为湖光山色所陶醉，出于他
的爱国良知，他仍关怀着国家命运，为国家的喜忧而喜忧。陆游回到山阴后，说过&ldquo;余生知有几
，且置万端忧&rdquo;(《随意》)的话。其实，在他的实际生活中和他的感情世界里，并没有做到这一
点。他在《寄龚实之正言》中说了实话：&ldquo;学道皮肤虽脱落，忧时肝胆尚轮困。&rdquo;他在《
题十八学土图》中仍然痛切地批判奸臣误国；在《闻雨》中，他又感慨时光流逝，自己年已向老而又
壮心不已，以至于&ldquo;夜阑闻急雨，起坐涕交流。&rdquo;乾道三年，当力主向金人求和、投降的
奸臣龙大渊、曾觌被陆游的好友陈俊卿等力奏其罪而被赶出朝廷的时候，消息传来，陆游十分高兴，
作《十月苦蝇》诗二首：　　村北村南打稻忙，浮云吹尽见朝阳。不宜便作晴明看，扑面飞蝇未退藏
。　　十月江南未拥炉，痴蝇扰扰莫嫌渠。细看岂是坚牢物，付与清霜为扫除!　　钱仲联先生解释这
首诗时说：&ldquo;按诗意盖为是年孝宗黜主和派龙大渊、曾觌二人而发。&rdquo;此说甚是。借物言
志正是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之一。尤、曾二人虽然被黜出朝廷，如同浮云吹尽而见朝阳，但这两
个奸贼并未彻底倒台，而是外补(龙为浙东总管，曾为福建副总管)，还有卷土重来之虞。因而
，&ldquo;不宜便作晴明看&rdquo;，还应该继续痛打，要&ldquo;付与清霜为扫除!&rdquo;七百五十八
年后，鲁迅先生精辟而形象地提出痛打&ldquo;落水狗&rdquo;，与陆游的痛扫&ldquo;苍蝇&rdquo;其精
神实质是相通的。　　　　一是因为陆游写了不少抗金诗，积极宣传抗金思想，而且这次进京后，变
奉加厉。这在主和(投降)派官员看来，是决不能容忍的。这一伙丑类是决不能容许陆游在京待下去的
。陆游这次在京时间虽不长(仅约一年)，但其抗金收复的爱国思想却表现得相当强烈。他和满朝主和(
投降)派论调相反，提出不可&ldquo;弭兵&rdquo;。他在人京前就曾说过&ldquo;蓬窗老抱横行略，未敢
随人说弭兵&rdquo;(《书愤》)的话；人京后，语气更为强烈，摆出了质问主和(投降)派的架势
：&ldquo;渭桥耻未雪，孰谓弓可橐?&rdquo;(《晨起有感》)而且他连做梦都在准备和敌人拼杀。其诗
《我梦》就记载了他到京百日时做的一个奇梦：&ldquo;我梦人烟海，初日如金熔，赤手骑怒鲸，横身
当遏龙。&rdquo;这曲折地反映出陆游不甘在军器监投闲置散、意在铅刀一割上阵杀敌的心态，故诗末
云：&ldquo;平生击虏意，裂眦发上冲，尚可乘一障，凭堞观传烽。&rdquo;而且，陆游的抗金主张并
不是止于空喊口号，他是务实的，他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了解敌情，研究北方的军事地理。
淳熙十六年春，潘柽出使金国。潘柽不仅是诗人，而且通晓军事(官福建兵马钤辖)。故陆游在送行时
托他一路注意考察出兵的路线，其中要特别注意黄河上的军事要津孟津(在河南孟县，又名盟津，周武
王伐纣，与诸侯会盟于此)、白马津(在河南滑县)以及金兵屯戍情况，并相约：&ldquo;君归解鞍藉芳草
，细谈塞北忘予老。&rdquo;(《送潘德久使蓟门》)同年秋，张同之寺丞出守滁州(今属安徽)，陆游作
《送张野夫寺丞牧滁州》，诗中特别嘱托张同之在滁州考察宋太祖当年奔袭清流关、攻克滁州的战场
遗迹，并请他画出地图寄回来，以便研究关河防守问题。凡此，皆使主和(投降)派们惊恐不安。他们
尤其惊恐不安的，是陆游上给孝宗的一道《上殿札子》(《文　　集》卷四)，其中谈到抗金、战备，
极论金不可信，和不可恃，并且尖锐批评了主和(投降)派，有极大的鼓动性。这在主和(投降)者们看
来，无疑是投了一颗大炸弹。因为这是上给&ldquo;人主&rdquo;孝宗的，设若孝宗为其所动，认真考
虑起抗金的事来，主和(投降)者们的末日也就为期不远了。这就是他们决不容许陆游留在朝内的根本
原因。其实，陆游人朝后就一直受到主和(投降)派们的谗毁，陆诗《仪曹直庐》云：&ldquo;谗波虽稽
天，来遽妨人狂。&rdquo;写作抗金诗文，在当时虽然还不能被明目张胆地宣布为罪过，但却必然会引
起占统治势力的主和(投降)派的忌惮，并由此招致飞来的横祸，而且所施加的种种横祸名目又与抗金
绝无关系，而是另立名目如&ldquo;污秽之迹&rdquo;、&ldquo;嘲咏风月&rdquo;之类。这正是那帮丑类
的&ldquo;高明&rdquo;之处。何澹给陆游编造的罪名，便是这种伎俩的体现。不过，这罪名只能蒙蔽
糊涂的光宗皇帝，外间舆论却是洞如观火，公正无私的。陆游罢官时，朱熹就一眼看出原因在于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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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写得太好，&ldquo;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诗，罚令不得做好官也。&rdquo;(《朱文公文集》卷四三《答
徐载叔赓》)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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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从&ldquo;思想家&rdquo;的角度为陆游立传，应该说是符合陆游生前愿望的。陆游本不
想做诗人，而是志在&ldquo;经世&rdquo;，更希望做战士，奋战在抗金和收复中原、统一国家的战场
上。种种原因逼得他既不能经世，又做不成战士，&ldquo;空回英概入笔墨&rdquo;，才不得不去做诗
人，而且竟&ldquo;六十年间万首诗&rdquo;，成了中国历代诗人中诗作最多的诗人。　　思想家不一
定(也没有必要)是诗人。但是，真正的诗人必然是思想家。真正的诗人，必然能站在他所处时代的思
想高峰，以深邃敏锐的艺术眼光洞察社会和人生，与时代和人民司呼吸、共感情，并用他的诗歌表现
之、抒发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贯彻在他的诗歌中的，是其思想的结晶，同时也是那个时代先进
思想的反映。这是真正的诗人，自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家。陆游正是这样，他既是诗人，又是思想
家。　　然而，要从&ldquo;思想家&rdquo;的角度为陆游写评传，要首先给陆游的思想准确定位。如
此，就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陆游实际思想表现，作为分析
、判断的基础，从而找出其核心思想，即在陆游一生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以及由此发展、衍生出的
其他思想及其所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思想体系，并作出实事求是的讦价。为此，有几个原则性问题有
必要首先重新说清楚。　　第一，宋金战争的性质问题。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女真族便是其中之一。当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女真首领阿骨打(金太祖完颜曼)称帝建立割据政权金国
的时候，女真族的社会形态才刚从原始部落进入奴隶占有制。而当时的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诸
方面皆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期，如陈寅恪先生所说：&ldquo;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rdquo;(《邓广铭宋史职宫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史学家吕振羽许先
生亦称为&ldquo;中世纪末期的全盘期&rdquo;(《中国历史研究提纲》，《民国丛书二编》)。而女真上
层集团主动发起的侵宋战争，入主中原，从其主观上说，既有夺取中原与宋分割中国的政治野心，更
有极大的经济掠夺、财富占有的欲望。当其初主中原的时候，曾以其落后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残
酷的民族高压政策，掠夺性的经济剥削和无休止的兵役负担，给中原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这显然
是以其落后的社会形态冲击、破坏中原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直接造成了国家长达百余年
的南北分裂，再次形成南北朝割据状态。分裂，是国家的重大灾　　难，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根
本利益。在女真上层集团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虽然在播撒了民族仇恨的同时，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融
合和女真族的发展，使女真族在中原文明的基础上短时间内摆脱了落后状态，一步跨入了封建社会阶
段。但这是以中原乃至江南地区人民的相对破产、广大人民(包括女真族人民)蒙受极大灾难与牺牲为
代价的，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为之大大滞后，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谓&ldquo;民族融合&rdquo;
，本来是通过正常的民族间的交往就可以达到的，这里却用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两军对峙乃至血与火的
战争，才从客观上局部地达到了。然而，这种&ldquo;民族融合&rdquo;决不是女真族统治者的主观追
求，而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而然的社会现象。由此可知，宋金战争的性质，在金国来说，是非正义的
，属于&ldquo;破坏性战争&rdquo;，战争的灾难主要是由金国上层统治集团造成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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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版本请见：《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陆游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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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陆游这个人真的很了不起！
2、诗集还是不太感兴趣呀，书还是不错的
3、读陆游有所了解，尤其他那可怜的爱情和他一辈子的悔恨。2002年
4、真不错啊⋯⋯虽然作者明显偏爱放翁大大，但该有的都有了，老派也有老派的好处。考据很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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