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丽人行》看杨氏兄妹

Ⅱ 《丽人行》是唐代伟太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首杰出的政治讽刺诗,作于天宝十

二年 (zss,春。它通过对杨氏兄妹生活奢糜的̄描写9尖锐地揭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罪

恶。诗中没有空发议论,而是尽情揭露事实,其讽意自见 ,∶ 艺术手法极高。正如浦起龙

所说:此诗 吖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ˉ慨叹声,点逗处,声 声慨 叹 。”

(《读杜·F解》卷二之-)∶ 当时,唐玄宗在政治上日益昏庸腐朽,'在生活上穷奢极侈,

对杨贵妃及其家族的宠幸也愈来愈盛,还让杨国忠做右丞相,操纵朝政9独揽犬权。杨

氏姊妹的骄奢淫逸、奢侈豪华,已经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这首诗芷是诗人出于对这伙

权贵的无比痛恨,为无情揭露和鞭笞他们0g无耻丑行和反动本质而作的。      ∴

《丽人行》是△首新题乐府诗,具有浓厚的民歌色彩。诗的前十句以 “三月三日天

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领起,先从体态 (“态浓意远淑且真”冫、肌肤 《“肌理细腻

骨肉匀”)、 服饰 (f舾罗光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锒麒麟”
)、 头饰 (“头上何所有?

翠微匍叶垂鬓胥
”λ 裙腰(“背后何所见9珠压腰裰稳称身”冫等各个方面描写了 “丽

人”之 “丽”
,∶ 揭露当时整个贵族妇女的骄奢,∶ 把后商对杨氏兄妹的揭露置于共同的典

型环境中,使这种揭露具有普遍的意义j∵ Ⅱ       ∶

“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太国虢与秦”。诗的中间十句:以 “就中”二字领起,从

一般揭露贵族妇女的奢侈转入集中揭露杨氏姊妹仗恃其连皮贴肉的 “椒房”之亲,飞黄

腾达,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虢,指杨贵妃的的三姊虢国夫人,秦 ,指杨贵妃的八姊秦

国夫人。i据 巛旧唐书》记载,杨贵妃 饣有姊主人;皆有才貌,玄宗并封国夫入号:长曰

大姨,封韩国,三姨,封虢国,八姨,封秦国。出入宫掖,势倾天下。”他们都获取了

高位,享有极大的政治权势。
“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 名贵的驼峰羹 (当 时贵族的名菜冫刚从翠

绿色的炊器中盛出,水晶盘子里装着鲜美的鱼:这是说她们吃的东西。但是,∷

 “犀箸厌

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这些贵妇人拿着犀牛角∴做的筷子而不能下咽,她们实在吃

得太腻 (“厌饫”)了,使得刀环上装有鸾铃的刀为她们空忙了-阵 (“纷纶”,忙乱

的样子; “空纷纶”,枉 自忙乱)。 这两句诗深刻揭露了这伙腐朽反动政治势力的代表

极端骄奢豪华的生活。据史料记载,他们的住宅、富丽堂皇,有如宫殿:“姊妹昆仲五家,甲

第洞开,僭拟宫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腧干万计,见制度

宏伟于己耆,即彻而复造,土木之工,不舍昼夜。” 〈《旧唐韦 J杨贵妃传》冫他们利

谊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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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自己的权势,恣意搜刮财富: “每有所托,府县承迎,峻如诏敕,四方贻遗,其门如

市”;甚至 “十宅诸王及百孙院婚嫁,皆因韩、虢为绍介,均先纳贿干贯。”(同 上)她
们的生活竟然奢糜到这种程度: “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

-队 ,著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灿斓芳馥于

路”。 (《旧唐书·杨贵妃传》) “箫鼓哀呤泣鬼神,∷ 宾从杂迷实要津。”她们在出游

时为了摆排场,兴师动众,大动鼓乐|闹得鬼神都不得安宁o。 麦客和随'从之多,以至把
交通要道都堵塞了。这群噬人血肉的害人虫,简直象瘟疫一样,所到之处无不 深 受其

害。就是她们的家奴,也仗恃其主子的权势,为非作歹。“杨氏五宅夜游,与广平公主骑
从争西市门,杨氏奴挥鞭及公主衣,公主堕马,驸马陈昌裔扶公主,因及数挝。” (《旧

唐书 ?杨贵屺传》冫说明公主、l驸马也要受其家奴的凌辱,∷般的人民群众就更不必说
了。  `          ∷   ∷

她们为什么如此奢侈豪华和飞扬跋扈呢?杜甫在诗中透露了此中的消息g “黄门飞
鞋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她们所享受的种种美味食品 (“八珍”》,不仅都是来
自唐玄宗的 “御厨〃,而且还是皇帝派太监老爷 (“黄门〃),骑上飞跑的马 (“飞
控”冫,接连不断地送来供她们享用的。这说明杨氏姊妹所以蚶此任意挥霍,肆 无忌

埤,乃是申于审玄宗宠幸杨贵妃,而杨氏姊妹凭借此 “椒房”之亲,进而受elJ皇蒂直接
庇护的结果。杨贵姆本来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瑁的妃子。据史书记载,开元二十五年

∶(了
s了冫,唐玄宗宠幸的 “武惠妃薨,上悼念不已,后苜数千,无当意者:或言寿王妃

场氏之耒,绝世无双。上见而悦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为女官,号太真;⋯Ⅲ僭内太真

审申Ⅱ本真肌态丰艳|l,J音律∷性警颖,善承迎上意,不期岁△宠遇如惠妃,∶ 营中号曰
‘娘子

’
,Ⅱ 凡仪体皆如皇后。〃 (《资治通鉴·唐纪三ˉ》)并在天宝四年 (7冱0芷

式册为贵妃。这时,唐玄宗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头子了。∷他这个人也真有点荒淫得可以,

自己本米已经有宫妃数千,却一个也看不上,非要霸占自已的儿媳妇不习。而杨贵妃也是

∵个卑鄙无耻、善于奉迎的坏女人占j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不仅她本人受到特殊宠
幸,而且其兄、姊以至整个家族都仗恃其裙带关系飞黄腾达起来,真是 “一人得道,鸡
犬升天”。̈

应当承认,唐畜宗在某早年尚能励精图治,有所作为,但在其后期的生活与行为,

却并不亚于历史上的隋炀帝。他终日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每日 “诸公主互相效进食,∴

上命中官袁思艺为检校进食使,水陆珍馐数千,一盘之贵,盖中人十家之产。″ (郑处
海 《明皇杂录补遗》)特别是宠幸杨贵妃以后,不理朝政;做着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
此君王不早朝″ (自 居易《长恨歌》冫的 “太平天子”;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唐玄崇
力了取得杨贵妃的欢心氵对其有求必应:杨贵妃要穿好的,用好的, “宫中供贵妃院织
锦刺绣之工凡七百八,其雕刻熔造,又数百人” 《《旧唐书·杨贵妃传》̄冫

^杨
贵妃爱

吃弗仪,唐玄宗就下令用快马从岭南 (今广西、广东ˉ带〉传送, “比至长安,色味不

挛°″
、
(“赏治通拳

'唐
纪旱一》)与此周时,唐玄宗还把那些迎合杨贵妃,满定其享

乐需累的坏蛋,都加以重用提拨,给予高官厚禄9如 “岭南经略使张九章、广陵长史主

翠
'∷

∷u所献精莱,九章加三品,翼入为户部侍郎,天下从风而靡:” (同 上冫对于唐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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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这些倒行逆施,杜甫在他的其它诗篇中不止△次地给以谴责。如 吖忆昔南海便;奔腾

献荔支。白马死山谷
'到

今耆旧悲” ('《病桔》
·
冫, f寒壑布衣鲐背死,劳人害马翠眉

须〃(《释闷卞
=首

》),对为了能让:杨贵妃吃上新鲜荔枝而使劳动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

了强烈的愦慨。∴在 《自京赴奉先县荪怀五百字》这首有名的宏伟诗史中,杜甫更把唐玄

宗和杨氏兄妹一伙的穷奢极欲与劳动人民的饥寒交迫作了对比:一方面是 :“ 中堂舞 神

仙,烟雾蒙玉质。嫒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9霜橙压香桔”,另 方面却

是 “路有冻死骨
'。

并且强烈地指出: “彤庭所分帛,本 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

贡城阙〃。这就是说,他们的这种豪华生活,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自骨之上的。不仅此

也,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杜甫在这里还把杨氏冗妹比作汉武帝时的外戚
ˉ
卫

青、霍去病,指出皇宫 (大内)中的金银财宝丿已经全都被他们弄走了!

∶  《丽人行》的最后六句,集中地揭露了杨国忠不可
一

世的丑态。 “后来鞍 马何 逡

巡;当 轩下马入锦茵。”看啊!窃居丞相高位的杨国忠出场了”他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下

飞马而至,当轩下马,旁若无八。 “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j” 在他这种炙

手可热的权势面前,大家还是走远一点好!杜甫在他的笔下,对这位当朝丞相给予极大

的鄙夷,不愧为∵个封建社会的硬骨头。∶这里需要提出研究的是中间二句 “杨花雪落覆

白苹,青鸟飞去衔红巾”的所指。有人认为这是描述杨国忠到来的声势:惊动得杨花飘

落,群鸟狂飞。这种理解,从上下文来看,还是可以说得通的。但我们认为从此诗讽刺
“

的深度来看,似指杨氏兄妹之间的淫舌L关系。据 记 载, “虢 国 (夫 人冫又 与 国忠乱

焉 ,∴ 略无仪检。每入朝谒,国忠与韩t虢连辔,挥鞭骤马,以为谐谑。从官滥 妪百 余·

骑,秉烛如昼,鲜装炫服而行,亦无蒙蔽。衢路观者如堵,无不骇叹!” (《乐史 ·杨

太真外传》冫请看,他们在举行朝拜大礼的路上,在大庭广众万目睽睽之下竟敢如此,

在背地里搞些什么鬼名堂就可以想见了。 “杨花”似指北魏胡太后与杨白花私通,杨畏

罪潜逃,胡太后想念他,∷ 作巛杨白花歌》,中有 “杨花飘荡落南家”句 〈见 《魏书·胡

太后传》 )。
“
青鸟

”,神话中的仙鸟,西王母的使者 (见 《山海经 ·大荒西经》郭璞注),'

后用以泛指传递消息的人。杜甫通过这两个典故暗示他们兄妹之间暗传消息,鸟 七 八

糟,进一步揭露了这伙衣冠禽兽的卑鄙无耻。

杨国忠何许人也?他本名杨钊,是杨贵妃的从祖兄。他年青时,就 “不学无行,为
宗党所鄙。从军于蜀9得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自归,新政富民鲜于仲通常资给之。”

(巛资治通鉴 ·唐纪三二》)天宝四年 (钲 s,∵ ,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了保住自已的职

位,曾千方百计地打算走杨贵妃这个后门。他要求鲜于仲通为自己拉关系,但因 “仲通

蜀入,未尝游上国”,无法与杨贵妃搭线,只好把杨国忠推荐给他。章仇即把杨 “辟为

推宫”,并 “使之献春绨于京师”,皆为 “蜀货之精美者?9 “可直万缗”。杨 国忠
“至长安历抵诸妹,以蜀货遗之,曰 : ‘此荨仇公所赠也

’〃。于是 “诸杨誉兼琼”
,

并把国忠引见给唐玄宗, “得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参军” (《资治通鉴 ·唐

纪三二”)。 这件事充分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权贵之间相互利用的情况。他们各自怀

着卑劣的目的,想方没法,力 图取得封建最高统治者对自己的信任:章仇兼琼是想通过

杨国忠同杨贵妃拉上关系,从而获得唐玄宗的宠幸,而杨国忠则利用章仇兼琼 “可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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缗”的
·“精美” 〃蜀货”,向几个妹妹进行贿赂,使之在唐玄宗面前为自己吹嘘。结果

确实捞到一个虽然不高的官职,但却是他作为接近杨贵妃、唐玄宗以及不断往上爬的重

要阶梯。天宝七年('40),杨 国忠由于裙带关系和 “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 聚敛骤

迁,岁中领+五余使。甲辰,迕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恩幸日隆〃 (《资

治通鉴Ⅱ唐纪三二》∶冫
·,并 “权京兆,赐名国忠” 〈《i曰 唐书 ·杨囿忠传》)。 从此以

后;他吏是扶摇直上,飞黄腾达。天宝十-年 〈7s抄 ,唐玄宗以 “杨国忠为右相,兼文

部尚书″,∶
∶“凡领四十余使” (资 治通鉴 ·唐纪三二》)。 从此独揽大权,为所欲为,

误国害民,干 了大量坏事。杜甫对其深恶痛绝,大骂 “乡里小儿项领成,朝廷故旧礼数

绝!〃 (《投简咸两县诸子、冫

唐玄宗后期的政治腐败招致了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杨

氏兄妹的痛恨。不应忘记,天宝十四年 (zs5冫 十一月爆发的企图夺取唐政权的 “安史

之乱”,也是打着 “以诛杨国忠为名” 〈《旧唐书 ·杨国忠传》)的旗号干的。 “安史

之舌L” 爆发之后,唐玄宗打算让太子 (李亨)监国,自 己亲征,但却遭到杨氏姊妹的极

力阻挠。杨国忠对韩、虢、秦三夫人说: “‘
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

吾与妹妹并命在旦暮矣。
’

杨与聚哭。使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于上。
∷” (《资治通

鉴 ·唐先三二》)唐玄宗果然屈从了杨氐姊妹,放弃了亲征。在叛军长驱直入,潼关失
·
守,长安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杨国忠又首先倡议向四川逃跑。唐玄宗对其言听计从,于天

宝十五年 (zs6)六 月以 “亲征”为名,∷ 带着杨氏兄妹仓皇逃命。逃至马嵬驿 〈今陕西

兴平县西), “将士饥疲,皆愤怒” (《资治通鉴 ·唐纪三四》冫,兵士们刈杨氐兄妹

篡权误国的愤恨象火山∵样地爆发出来了。护送唐玄宗的禁军首领陈玄礼发动兵变,杀
死杨国忠及韩.秦国夫人,并逼迫唐玄宗缢死杨贵妃。陈仓县令得知消息,也把虢国夫

人和杨国忠的老婆干掉了。祸国殃民的杨氏兄妹j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杜甫得知了这ˉ

消息,简直高兴得拍手称快。在他的另△首宏伟诗史 巛北征》中,他欢呼: “奸臣竟殖

醢,同恶随荡析”;把杨贵妃斥之为历史上乱君祸国的褒姒和妲已: “不闻殷周衰,中

自诛褒妲”,并且尽情歌颂和高度评价了陈玄礼为国除害的正义行动: “桓桓陈将军,

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

但是,必须指出,杜甫作为-个地主阶级的诗人,没有也不可能摆胼历史和阶级的

局限性。即使他的杰出政治讽刺诗也不例外。他在诗中虽然揭露和谴责了以杨氏兄妹为

代表的上层统洽集团的腐朽和罪恶,但却根本无法认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乃是腐朽的

封建制度本身,因而诗中不可能抨击和反对这个制度。这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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