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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ntang” poets in Joseon Dynasty devoted themselves to study the Tang Dynasty poems. Li Da 
took Du Fu’s poems as a model of learning and imitation. Du Fu spent rest of his life just as a pa-
triot caring about people at the bottom of society. Li Da grasped this essence of Du Fu’s societal 
poems. Wars brought too much pain to the people and country.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ir 
poems reflected the people’s miserable lives. They were good at selecting women, children or old 
people as typical figures to reflect the social suffering. Also they described the whole incident by 
the “objective view”.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specific differences in their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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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朝鲜“三唐诗人”致力于学习中国古代唐诗。其中，李达将杜甫的诗作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李达在社

会诗的创作上把握了杜诗“忧国忧民”精髓，两人诗作多以反映民生疾苦和战争给百姓、国家带来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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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为主，善于选取妇女、儿童和老人作为典型人物来反映社会苦难，部分诗作采用了“客观视角”讲述

事件始末。同时，两位诗人在创作实践上也有具体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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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所谓“社会诗”简单说来就是以描写社会现实和百姓生活为主，抒发出诗人忧国忧民的情怀的诗作。

杜甫一生中创作了 1450 余首诗，其中可以视作社会诗约有 20 余首。杜甫社会诗的创作肇始于天宝十年(公
元 751 年)。那年唐玄宗无理讨伐南诏，却在战争中落得惨败。为了挽回败势，唐朝政府在各地强征百姓

入伍。不正义的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看到这种社会惨况后杜甫奋笔写下了《兵车行》，这成

为杜甫创作社会诗的开端，也是他社会诗创作中的重要里程碑。此后“安史之乱”的爆发，更是促使了

杜甫对个人与社会、现状与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将笔触触及到社会的角角落落，希望在诗歌创作中展现

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杜甫的“社会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批判杨氏家族奢侈放纵的《丽人行》《虢

国夫人》，反映百姓苦难生活的组诗“三吏”“三别”，反映个人沿途所见所闻所感的长诗《自京赴奉

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 
杜甫的诗歌精神在 16 世纪的朝鲜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三唐诗人”李达就是当时突出的一个。他

注重学习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注重杜甫身上的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情怀，创作了不少具有杜甫诗歌风

韵的社会诗。其中能称得上代表作的约有十余首，其中运用简短的诗句生动地描绘底层百姓生活的诗十

分有特色，如《拾穗谣》《扑枣谣》《刈麦谣》《移家怨》等。还有一些反映战争的诗，如《忆昔行赠

申正郞渫》《乱离篇赠申御史栗》等，诗人站在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描写朝鲜壬辰倭乱的惨象，

传递出诗人看到政治昏暗导致百姓生灵涂炭的社会状况时种种悲愤与痛苦的心情。 

2. 仕途多舛，忧国忧民，以诗记史 

杜甫籍贯湖北襄阳，生于河南巩县，字号“少陵野老”。杜甫出身于文学名门世家，其祖父是唐代

鼎鼎大名的“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同时他还是西晋名将杜预的后人。青年时代的杜甫怀揣着济世

报国的梦想，开始了出门壮游。这开拓了他的视野，积累了人生经验。但两次的科举考试失利，使得杜

甫在仕途上一直不能有所作为。杜甫在天宝十年写下《三大礼赋》渴求通过诗篇得到唐玄宗的提拔，在

《进雕赋表》将渴望求得官职“立身扬名”、“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展露无遗[1]。不幸的是杜甫生不

逢时，唐朝统治日趋腐朽。杜甫的仕途生涯并不如意，充满了坎坷。但是仕途失意并不能阻止诗人抒发忧

国忧民的感情，他尝试用诗歌记录了历史，记录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2]。
欧阳修认为杜甫的诗之所以被后人称为“诗史”，就在于他善于记录时代的重大事件，善于精微地去描

写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和发展趋势。人们通过读杜诗，可以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他所处时代的丰厚

性和生动性。 
李达(1539~1610)字益之，自号荪谷，另号西潭、东里。李达是双梅堂李詹的旁孙，父亲乃副正秀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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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却是出身低贱的洪州官妓。母亲卑微的身份，使得庶出的李达因此地位低降。对于当时朝鲜来说，

庶出身份无论在家族里还是社会上也都会遭到歧视，庶子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也不能做官。受到身份限制

的李达纵然年少时即饱览群书，满腹经纶，但由于出身的原因而注定不能进入仕途有所作为[3]。为了宣

泄人生的苦闷，李达爱上了饮酒，借酒杯来浇胸中块垒。他一生为世俗礼法所累，所以打心底厌恶世俗

礼法，不愿受其羁绊，故他放荡形骸，借谈古论今抒发自己的见解。此外，因缘巧合，和杜甫遭遇了“安

史之乱”相类似，李达也经历了朝鲜历史上的壬辰战争，战争使朝鲜国内矛盾日益加重，统治阶级危机

重重。然而国家不幸诗家兴，残酷的现实客观上却刺激了李达创作的繁荣。 
李达年少时对杜甫十分倾慕，喜读杜诗。曾深入学习和研究杜诗，所以他受杜甫影响颇深，学习借

鉴杜诗的地方也很多[4]。和杜甫一样，从内容上看，李达诗中也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历史内容，读者通

过他们的诗，就大致能够了解到一个时代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李达的《乱离篇赠申御史栗》，全

诗从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呈现了壬辰倭乱时发生的事件。第一部分逼真描述了倭军侵入釜山浦，东莱城

陷落的情景；第二部分写倭寇突袭汉阳，依靠明朝军队才得以脱险；第三部分诗人心系黎民苍生，向逃

亡海外的申栗大声疾呼。还有《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也是同一时期的类似诗作。李达在动荡流离的生活

中更深切地感受到了百姓生存的艰难，所以他还汲取和张扬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直面现实人生，为

黎庶涂炭而大声疾呼。他的许多诗歌，如《祭冢谣》《刈麦谣》《拾穗谣》和《移家怨》等，殷切表达

了对老百姓灾难深重生活的同情，同时也大胆揭露与抨击了动荡时局的黑暗。 
所以通过比较杜甫与李达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历，不难发现他们共同致力于诗歌创作，富有风雅精

神，都通过对现实社会的描写和发难来表现他们关注现实的入世精神。 

3. 战争书写，悲天悯人，以论入诗 

杜甫与李达虽然时代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社会也不同，但是他们的社会诗却表现出相同的或

类似的思想情怀。他们都经历了战争带来的锥心刻骨的磨难，战争造成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但是

战争也使得诗人开阔了社会视野，促使他们对现实人生进行冷静的反省和思考。战争成为了他们诗歌的

重要题材。他们致力于描绘战争的残酷，分别写出了安史之乱和壬辰战争给唐代百姓及朝鲜人民带来的

极大痛苦和创伤，也暴露出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正如杜甫在《北征》中所吟唱的那样“乾坤含疮痍，

忧虞何时毕”，他们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哀叹战争给国家和百姓造成的恶果，希望统治者能体恤人民，爱

惜民力，呼吁统治者在国家危难时能做出有效的改变和采取积极的措施。 
公元 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对于唐朝而言，这是帝国经历的一次空前浩劫。十年之间，一个国

家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杜甫的诗歌就详细记载了这段历史过程，并且还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战争不为

人知的细节。“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四处漂泊、颠沛流离，近距离地接触了底层百姓，这为他书写

社会诗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坚实的现实基础。其时，杜甫主要颠簸于现在的甘肃、四川一带，一路上看

到一幅幅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可怖景象，令诗人大感震惊，于是他把“安史之乱”这一社会大事融入

到他个人化的书写之中。其社会诗“三吏”“三别”，就是他在乱世飘荡流浪时所目击的老百姓生活的

真实写照。这六篇诗作中的人物虽然身份各不相同，但悲惨的遭遇是相同的，是历经战乱变迁的老百姓

的典型代表。杜甫透过诗歌表达了他对弱势百姓们灾难深重生活的强烈同情，也反映出了诗人面对统治

阶级腐朽黑暗统治时复杂矛盾的心情。如《石壕吏》(759 年)，诗人从新安县西行途中，夜晚投宿在石壕

村，深夜忽然听见外面有声响，原来是差役在村里到处捉人征兵。“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写了即

使到了深夜，人们仍然寝不安席，一听到门外有了响动，就知道县吏又来“捉人”。战争使得人们长期

受到横征暴敛之苦，纵然是年迈力衰的老人也难以逃脱强征入伍的命运。这首杰出的现实主义叙事诗借

老人之口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以客观现实地描写为主，将“有吏夜捉人”这一过程描写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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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眼前。 
公元 757 年，杜甫以“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的信念逃到长安并被意外地被任命为左拾遗。后

来杜甫请假回家与妻儿相聚，他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铸成了千古名篇《北征》。浦起龙认为像《北征》

这样的诗，体现出“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5]。诗人杜甫从流着泪离开了皇帝踏上回家

的征途写起。国家形势动荡，“安史之乱”尚未平定，群臣上下都很愤恨忧虑，劝诫皇上作为中兴之主，

凡事都要谨慎努力。接着诗人用 36 句描写途中的所见景象，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一片萧条，路上有行人身

负重伤血流不已，发出痛苦的呻吟，揭示出战争对人们肉体和心灵造成的巨大戕害，表现了诗人对山河

破碎、生灵涂炭的景象的痛心。“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这四句写杜甫

回家之后，看到家人身上衣服破烂不堪，孩子们也营养不良，亲人们在这场战争中遭罹了种种磨难。所

以重逢后没有喜悦欢欣，只有全家人一起抱头大哭的痛楚。诗的最后两段，诗人发表了他对国家形势的

看法和对整个大唐帝国的命运的担心。这首《北征》可以看做是杜甫的代表作，诗人不光是如实描叙了

国家时事，还加入了大段的议论，对国家时局发表了宏大的议论。这在以前诗歌中从未有过，属于杜甫

对诗歌的独特创造。这种“以论入诗”的写法对李达的诗歌创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李达生活及创作的主要时间在朝鲜明祖和宣祖在位时期。无论是中国还是朝鲜，16 世纪末 17 世纪

初都处于飘摇动荡的时代。此时朝鲜国力也由盛转衰，无论政治还是军事上都表现为各种矛盾日益激化。

衰弱的国力，昏庸的统治，使得日寇有机可乘。基本完成日本统一大业的丰臣秀吉为了能获取更多的土

地，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朝鲜在 1592 年~1598 年被拖入了“壬辰战争”。战争的结局不言而喻，朝

鲜政治腐败，军事力量薄弱，自然节节败退。面对朝廷的无能，民间自发组织起了抵抗日寇的义军。李

达的《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中就有记录了关于申渫作为史曹正郎，在义兵活动时期所经历的战乱惨状。

“清东作军号，募义来聚兵”[6]写申渫在敌军来袭的危急时刻，来不及等到官兵出现，自行组织了义兵，

并且勇敢地抗击敌人。这场历时七年的战争重创了朝鲜，民众死伤无数，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但

是统治阶级毫不顾及百姓的死活，加重赋税压榨人民，导致人民生活困苦流离失所。面对着国破家散，

民生浮沉的情况，李达的社会诗，如《祭冢谣》《移家怨》《拾穗谣》等，从不同侧面逼真地描写了壬

辰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社会民生状况。他在《祭冢谣》写到：“白犬前行黄犬随，野田草际冢累累。

老翁祭罢田间道，日暮醉归扶小儿。”诗人虽然没有直接描绘战争，但战争带来的创伤感仍给全诗笼罩

上了一层浓厚的悲伤气氛。诗歌描写了一个老人在满是冢墓的野田草际祭祀完归家的景象。白犬和黄犬

摇动着尾巴随行在老人身边，散发出浓郁的田园气息。黄昏时分，坟头丛立，白发苍苍的老人祭祀之后

喝醉归来，年幼的孙子搀扶着颤巍巍的老人回家。为什么老人要借酒消愁？死者是谁？作者并未点明。

但是读者不难猜测出坟间埋葬的也许正是老人时值壮年的儿子，从而窥见老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凉之

情。写景、叙事直白易懂，但感情表达含蓄深沉，增加了诗歌的艺术性。在《拾穗谣》中诗人写道：“田

间拾穗村童语，尽日东西不满筐。今岁別禾人亦巧，尽收遗穗上官仓。”人们包括儿童在田间拾穗忙碌

了一天，日落西山时也未能装满筐。在这样的荒年，人们自己都吃不饱，还要把剩下的谷穗作为赋税上

交给官仓。统治者全然不顾农家生活的艰难，仍旧依循旧例征收着沉重的赋税盘剥百姓。由此可以感受

到作者对百姓深受赋敛之苦的同情，可见当时社会矛盾的深重。再如《移家怨》：“老翁负鼎林间去，

老妇携儿不得随。逢人却说移家苦，六载从军父子离。”因为战争和饥荒，百姓不得不过着背井离乡流

浪乞讨的生活。前两句写老翁负重背着锅走在林间，随在身后的老妇人带着儿子由于体力不支快跟不上

老翁的步伐了。后两句写老妇人逢人便说携家带口逃难之苦，儿子由于被强征入伍了已经与家人分开了

六年了。诗人用不多的笔墨却生动展现了百姓们颠沛流离的生活，让读者感受到苛捐杂税和频繁征兵给

老百姓带来的家破人散的痛苦。 

https://doi.org/10.12677/wls.2017.54018


张新珍，赵笛邑 

 

 

DOI: 10.12677/wls.2017.54018 128 世界文学研究 
 

4. 艺术表现，影响借鉴，同中存异 

李达的诗歌无疑受到了杜甫诗歌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复杂而多样的。除了诗歌思想内容和表达情怀

之外，就艺术创作表现手法来看，两者之间也有很多相似性： 
首先，在杜甫的“三吏”“三别”和李达的《祭冢谣》《移家怨》《拾穗谣》等作品的写作中，作

者没有注入自己的感情色彩，只是站在客观的角度讲述事件来龙去脉。如《石壕吏》诗人借一老者的声

音讲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诗人并未参与其中，纯以现实客观描写为主，丝毫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情感和

态度，不愧为现实主义叙事诗的杰出佳作。李达的《祭冢谣》描绘了一个老人在冢墓累累的野田草际祭

祀完归家的情景，而诗人仿佛远站在画面外旁观着这一凄凉景象，并未上前与老人交谈，有意留下“老

人祭奠的死者是谁”这样的问题，引起读者思考。这样客观的角度反而更能让读者感知到弥漫在诗中的

忧伤氛围，了解到诗中人物所处的困境。 
其次，杜甫和李达诗中所涉及到的人物大多都是妇女儿童或者老人，这些人物都是社会中弱势群体。

诗人们善于通过这些弱势人物的悲惨经历的描述，从而反映出统治者的暴政和战争的无情。 
最后，即使统治者昏庸无能使百姓遭遇痛苦，但杜甫和李达从没有否定过统治王朝。他们虽然为国

家前途感到深深的忧虑，但是也常常有意为统治王朝造成的危机开脱，甚至寄希望于王朝中兴，重新迎

来和平盛世。如杜甫《新安吏》中的后几句“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

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

兄。”前四句杜甫为了维护统治者的颜面将相州之败归结于敌军狡猾难以预料，并未认识到统治者腐朽

的统治才是造成战争失利的根本原因。“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杜甫

虽然揭露了兵役制度的残酷，但仍在勉力劝导和安慰强征入伍的男子，宽慰他们战壕挖得不深并且牧马

这类劳役也很轻，军官们十分爱护士兵。从中可以看出杜甫对唐帝国的良苦用心，在揭露事实的同时又

要尽力维护唐王朝的形象。在李达诗中也可以看到一些类似的表现。他同样对战争的残酷和统治者的昏

庸无能感到愤懑，对老百姓穷困不堪的生活充满无限的同情，但他也同样没进一步对统治者进行批判和

鞭挞。李达在《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中将平乱归功于义军的英勇战斗，但却把治世的希望寄托于“朝廷

共协力，臣子尽忠诚。谁能更多事，从此致升平”，认为上下齐心，臣子保持忠诚的品德，就能进入太

平盛世。这是时代给予杜甫和李达的局限性，也反映出封建王朝造就了他们思想观念的落后性[7]。 
李达的社会诗也并非是对杜甫诗歌的简单模仿或硬搬，他的社会诗与其自身的文化背景、社会生活、

道德风俗相一致，呈现出自己的个性特质。李达和杜甫的一部分社会诗虽然都以战争为创作背景，但是

两者却对如何改变社会现状的态度有所不同。李达在《忆昔行赠申正郞渫》中描述了战争的惨象，在批

判统治者不作为的同时又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义兵首领就应该聚集人民的力量，集举国之力

来对抗敌人，这样国家才有可能摆脱危难。而杜甫对君主提出的建议侧重于伦理纲常思想方面，希望统

治者能善听忠臣之言，纠正自己愚昧昏庸的政治措施。 
就战争描写手法来看，李达是具象地描述了战争的惨烈，而杜甫是将具体战况背景化，通过叙述故

事和人物对话来侧面烘托战争的残酷。例如杜甫《新安吏》中叙述者开头发问“县小更无丁？”而吏役

狡黠回答“次选中男行”，一问一答从侧面反映出频繁战争造成了军队和百姓伤亡惨重，兵源严重不足

的现实，战争的残酷性也就格外触目惊心。《潼关吏》表面上是借潼关吏之口活灵活现地描述出潼关天

险的高峻险固，没有具体写出哥舒翰一战的惨况，但是作者对其溃败的遗憾和痛心，令人不难想象出此

役的惨烈程度。由此可见，杜甫的诗作少有对战争过程的直面书写，而李达则不然，他在《乱离篇赠申

御史栗》《忆昔行赠申正郞渫》等诗中都是直接具体描写出战争惨烈的场景，如“昏云炮火急入雷，杀

气崩腾山可压……临城血战箭如雨”，直接将炮火震天，杀气大盛，血肉纷飞的战争情景推至读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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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杜甫和李达犹如不同时空的两颗诗坛巨星，虽然他们的经历、身份、学养有所不同，但是借助于诗

作，忠实记录了时代的悲欢离合以及战争所带给人们的巨大伤害。他们的作品遥相呼应，超越了时空的

局限，让后人们感受到体悟到历史进程中小人物乱世浮沉的痛楚，触发人们无限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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