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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选》

内容概要

他是我国文学史上文学产量最丰的一位诗人；他的一生都在忧国忧民中度过；他用丰富的诗作来表达
自己的抱负，抒发自己感情。他就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爱国诗人陆游。经典诗作收集，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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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选》

书籍目录

前言
李易
夜读兵书
送曾学士赴行在
溪行
送七兄赴扬州帅幕
游山西村
霜风
闻雨
送芮国器司业（二首选一）
投梁参政
宿枫桥
哀郢
重阳
入瞿唐登白帝庙
岳池农家
南池
山南行
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
归次汉中境上
剑门道中遇微雨
剑

Page 3



《陆游诗选》

精彩短评

1、选集选了一半，那一半呢。
2、宵深爱诵剑南诗
3、从头翻到尾也没有发现“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
4、陆游的诗，我觉得从一开始就有点油滑。倒是晚年的戏作，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炉火纯青。有时
我还会感慨，作为一个诗人，一辈子有一首《临安春雨初霁》就足够骄傲了。
5、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6、大学购得
7、选本多少有些老了
8、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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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选》

精彩书评

1、诗句表达了一位年老的娼妓，色衰爱弛、华年不再的苦痛与悔恨。首联感慨世情薄凉，还是当年
倚马斜桥的人，可他眼中满楼的红袖却不再有自己的位置。颔联写春雨连绵，街上行人稀少，生意自
是难做，可即使明天天晴了又如何，那些客人还不是要去年轻的姑娘那里么？想着明早巷子里叫卖新
摘杏花的声音，原来... ...人和花一样，新鲜的才值得瞩目，老去的飘零谁晓？颈联回想自己那段艳色
无俦、颠倒众生的岁月，其实绝美的容颜想蛊惑的也只是那一个人的心罢了，把手教字，赌书泼茶，
再玲珑的心思总有善解语的那个他。而后... ...是他舍不得功名，还是自己抛不下繁华。记不清了，那
久远的记忆，早被门前马蹄踏乱的不堪为记。尾联写既然不是新摘红杏，那又何必艳妆浓抹，素衣白
裳才是冷眼红尘的最佳装束，风尘可叹，初心却早不能重拾。是因为顿悟浮生才想起那段岁月也好，
是因为被繁华冷落才回忆过去温存也罢，今年的清明，还能... ...再等到他么？　　——————瞎写
的，别打我。
2、1170年，陆游从故乡浙江山阴，赴任夔州通判。沿着长江，从镇江到奉节，一路边走边玩，历时半
年，留下一部六卷本的旅行日记《入蜀记》。 　　　　　　遍搜全书，陆游提及了十余种动物，不但
有绿毛龟、江豚、天鹅、鳊鱼、大鼋、鲟鱼、乌鸦，更有——“长数尺，色正赤，类大蜈蚣，奋首逆
水而上，激水高三二尺，殊可畏也”，“大鱼正绿，腹下赤如丹，跃起舵旁，高三尺许，人皆异之”
——这两种仿佛来自好莱坞大片里的怪兽。　　　　　　沿途风俗名胜，陆游也多有留意，曾在江上
“遇一木筏，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
祠，素所未睹也。舟人云：“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筏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　　　　　　诸
位看官不知怎样，鄙人立刻联想到《未来水世界》里壮观的移动岛（可悲啊，美国导演已经主宰了我
对中国消失事物的想象）。　　　　　　尽管记录了这么多物种，但把陆游称为动物保护主义者或旅
游专家未免冒失。他那顶传统而稳妥的帽子，依旧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　　　　　　曾以为
，按照“是否现实主义”、“是否爱国”评价诗人的陋习，始自1949年。及至读了朱自清写于1943年
的《爱国诗》，才知道这个强暴而不够文雅的过程，其实早就开始了。　　　　　　朱自清在文章中
将古诗中的爱国诗分为三种：一是忠于一朝，也就是忠于一姓；其次是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其次
是对异族的同仇。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
乃翁！”朱自清从陆游这首临终的《示儿》之作里，看出了“国家至上”的信念雏形，因此得出结论
，“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这种空前的褒扬，显然与当时日本侵略极大刺
激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密不可分。　　　　　　1170年的这趟水上之行，其实是陆游人生轨迹
转折的开始。之前，他婚姻失意（红酥手，黄腾酒⋯⋯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仕途
艰涩，随张浚北伐无功，被免职回家（元知造物心肠别，老却英雄似等闲）。之后，在蜀中九年，他
以“马背狂生”的形象行走江湖（才疏志大不自量，东家西家笑我狂）。　　　　　　在四川宣抚使
王炎幕下，陆游亲历抗金遭遇战（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随后，四川制置史范成大作为他
的好友兼上司，既信任他施展抱负，又由着他歌楼酒馆，看花赋诗做“放翁”。　　　　　　就在这
次水上旅行中，陆游亦颇留心查看军事要地，他认为南宋不该定都临安（杭州），向金人示弱，而应
定都建康（南京），以示收复江北之志。　　　　　　可惜的是，从1178年开始，陆游步入了他人生
的第三个阶段，从55岁直到86岁去世，几乎都赋闲居家，“叹流年又成虚度”。　　　　　　理学宗
师朱熹对陆诗推崇备至，曾赞“放翁老笔愈健，在今当推为第一流”；陆游也有诗相赠朱熹，“谁能
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陆游被罢官后也曾针砭时弊，“中原乱后儒风替，党禁兴来士气孱
”。　　　　然而，欣赏和交往都不足以使朱熹摒除党争的思维，毕竟，陆游并非儒家“理学集团”
的核心班底，不能令朱熹全然放心。　　　　　　在南宋理学集团与官僚集团之间惨烈的权力斗争中
，曾有一幕：官僚集团的领袖姜特立被罢出关，陆游赠诗两首，有“君似襄阳孟浩然”、“十年好句
满人间”之句。姜的诗才素为时人认可，但陆游公然与朱熹的政敌应和，以德治国的道学家们心中必
然不爽。　　　　　　政治斗争中落败的儒生，却握有修史的权力。因此《宋史》对陆游的盖棺定论
很不客气：“晚年再出，为韩侂胄撰《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朱熹尝言：‘其能太高，迹太近
，恐为有力者所牵挽，不得全其晚节。’盖有先见之明焉。”引用朱熹对陆游的微词，俨然一副陆游
已经晚节不保的调子。　　　　　　事实不过是，年近八十的陆游积极拥护北伐，而北伐的主持者为
朱熹的政敌韩侘胄，陆游在抗金思想一致的前提下服从其调遣。时人对权臣韩侂胄多有谄媚，但陆游
为其所撰的《南园阅古泉记》并无谀辞。或许朱自清那句“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的评价，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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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诗选》

为陆游鸣不平之意。　　　　　　朱自清强解古人以应时势之需，算不上高明，但他挑中陆游的《示
儿》，确是慧眼。即使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看，“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不仅清晰表
明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不谈灵魂不信宗教，只有“国家”这个惟一让人魂牵梦系的现实存在。而且这
份惟一的忠诚还将作为临终遗言，继续有效地激励并约束少先队员们。这也正是儒为社稷所喜的根本
原因。“文革”后，当共产主意的意识形态渐渐失效，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越来越成为国家合法性的
来源之一。　　　　　　陆游不像中学课本里出场的第一个爱国主义诗人屈原那样，动辄就把一堆鬼
啊神啊请到自己的文章里，追问一些宇宙终极问题。在屈原之后，臣子们吸取教训，不再问那些四书
五经无法回答的问题，因此也就不会郁闷得投江了。虽然这样未免压抑，但却可以放旷佯狂，用纵情
诗酒来消解。　　　　　　另一位爱国前辈杜甫的政治抱负一直令陆游心有戚戚，但按照朱自清的解
法，杜甫是忠于李姓王朝，的确，当时各国各族的人在国际化大都市——长安城中随处可见，很少有
人会拘泥狭隘的民族问题。浸染盛唐气度的杜子美，狂不及李白，却也时有溢出规制之举。而陆游狂
到头，不过是“我欲登城望大荒，更欲为国平河湟”、“何时拥马横戈去，聊为君王护北平”。显然
，多是一种在野党的心情，作为技术派官僚很容易被吸纳进体制里。　　　　　　千年以降，中国文
人大致就是这个调调，越近当下越萎靡。某日忽然看到一封1536年一个法国文化人写给法国国王的信
，顿觉清爽过瘾。　　　　　　这个名叫加尔文的流亡者对他的国王说，“陛下不要以为我是为了被
许可安全回到自己的国家里，而在替自己辩护。我虽然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在目前的情形之下，我并
不以被放逐为憾”，他提醒法王要考虑如何保护神的真理免得蒙羞，“这事值得你留意，值得你认识
，甚至值得你付出王位的代价”！　　　　　　读多了爱国诗人的狂放与怨懑之后，仅仅是这种语气
，亦令人为之一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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