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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诗仁性伦理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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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杜甫出生于奉官守儒的家庭,是中国唐代伟大的诗人。 他继承了孔孟仁性伦理的思想,把儒学视为安身立命

的思想家园。 杜诗蕴含的仁性伦理的主要内容包涵了博爱、扶弱、俭德与其荣辱伦理思想,其基本特征具有性情之真、济世之

善与人格之美等特点,杜诗仁性伦理对于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与社会文明进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与世界的可

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 摇 杜诗;摇 仁性伦理;摇 扶弱;摇 共荣;摇 价值

[中图分类号] 摇 B82摇 [文献标识码] 摇 A摇 摇 摇 [文章编号] 摇 1673 - 0755(2013)02 - 0031 - 04

摇 摇 杜甫,字子美,出生于一个奉官守儒的官僚家

庭,立志在仕途的道路上发扬儒家的品格和精神。
他生活在唐帝国由极盛转衰的时期,曾经鲜衣怒马,
万丈豪情,希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事业,又经历过颠

沛流离,无家可归,看尽人间冷暖。 因为深入民众、
充满爱心,所以在杜甫的诗歌中,充满着对国家前途

的忧虑以及对百姓的同情。 在杜甫的现实人生中,
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践行着儒学的原则,即使在他

亲身经历了“儒冠多误身冶 [1]1 的坎坷命运后,在自

己的仕途连连遭遇挫折时,他仍然坚持高举着儒学

的大旗,用“诗以载道冶的方式实现儒家精神。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集大成者,杜甫的诗歌就

像一座巨大的宝山,只要深入此山,就不会空手而

归。 流传至今的杜诗,我们能找到的有一千四百多

首,种类繁多,有抒情政治诗、山水纪行诗、自传家庭

诗、咏物题画诗、战争边塞诗等。 南宋时有句话说

“千家注杜冶 [2],虽然这句话有些夸张,但不难看出

杜诗对后世的影响。 但实际上,在杜甫生活的年代

没有杜诗学,杜甫的诗歌在他生前并没有受到足够

的重视,“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冶 [1]444,杜甫把自

己一身的精力都放在诗歌的创作上,但在当时却没

有得到别人的理解和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人

对杜甫诗歌的认识逐渐深化,大量的文人志士对杜

甫的著作进行整理、考证及点评,通过杜甫的诗歌分

析其思想内涵及艺术成就,有的对杜甫的生平事迹

进行考辩、人生经历进行评传,人们孜孜不倦地对这

座巨大的宝库进行挖掘,从中吸取力量,从各方面不

断累积精神财富。 本文试从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出

发,重新来审视杜甫的作品和思想,分析他的仁性理

念在诗歌中的表现以及所体现出来的当代价值。

一摇 杜诗仁性伦理的主要内容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一切价值的基础和归宿,是
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心呈现。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

心,儒学的实质就是将“仁者爱人冶 [3]185的思想实现

于社会。 仁性伦理从理论渊源上说,来自孔子的仁

学。 孔子为恢复周礼创立了仁的学说。 在孔子看

来,“仁冶是众多道德规范的综合,含“恭、宽、信、敏、
惠冶等等。 “仁冶的核心是“爱人冶。 “仁冶既是孔子所

理想的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又是孔子心目中君子

的道德修养的标准。 他强调“爱人冶是一种美德,君
子应当为他人、为崇高理想的实现自强不息。 其后

的孟子把孔子的仁学思想进一步完善,以“仁义冶为
核心,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础,看重如何保持扩充良心

本心,如何按良心本心的要求而行,合于伦理,成为

圣贤的问题。 宋人王得臣在《增注杜工部诗集序》
中写道:“逮至子美之诗,周情孔思,千汇万状,茹古

含近,无有端涯。冶 [4]4 宋人黄彻有云:“愚谓老杜似

孟子,盖原其心也。冶 [4]5杜甫继承了孔孟仁性伦理的

思想,把儒学视为安身立命的思想家园。 刘熙载说

杜甫“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冶 [4]23出身于奉儒守官

家庭的杜甫,一生服膺儒家,奉儒家经典为圭臬,其



立身处世、待人接物莫不以儒家思想为规范,对待家

人他能做到孝悌仁慈,对待朋友做到忠信诚笃,对待

百姓心怀大爱,对待君国守礼尽忠。 高远的志向造

就了杜甫超越凡俗的浩然豪情,他始终坚持着以

“爱人冶为核心的仁性伦理,顽强不屈,苦苦求索,为
国为民大忠大爱,不为个人私利患得患失,用他的笔

写下时代的变迁、百姓的痛苦,揭露现实生活的罪

恶、时代的苦难,歌唱对真善美的追求。
(一) 博爱

“仁冶在儒学中被视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仁
者的本质就是博爱。 孔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冶 [5]2

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冶 [3]14杜甫把“仁冶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将
儒家对人格的追求融入了自己的骨血之中,也融入

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之中。 研读杜诗,我们能强烈地

感觉到他爱亲人,笃友伦,怜百姓,悯万物。 杜甫的

博爱,是认为社稷、人伦乃至一草一木,都是息息相

通,休戚相关的,不管是皇帝身边的谏臣,还是吟诗

江边的野老,对于天下苍生万物的关注是他从来不

曾放弃过的,在昭告远祖的祭文中他曾自云:“不敢

忘本,不敢违仁。冶 [1]700杜甫仁者情怀的可贵之处,是
在任何境况之中,哪怕自顾不暇,他从来没有将自己

的眼光限制在一家之私的范围内,他总是将身世之

悲与苍生社稷之忧结合起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

内热冶 [1]35。
(二)扶弱

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冶 [3]69 也就是

说恻隐之心是成就仁人的基础。 在杜甫的诗篇中,
有很多描绘出对妻子、儿女、兄弟、朋友之间深厚的

情感,更重要的是把他能把这种感情衍生开来,给予

生活在最底层的贫穷百姓深切的同情,关注弱势群

体,给予弱者更多的帮助。 他反对横征暴敛,控诉战

争与动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这些无不闪耀着人性

的光辉。 杜甫敢于坚持正义,也敢于为所有的弱势

群体请命,在他的诗歌中,为民不聊生的百姓大声疾

呼的作品比比皆是。 “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

骨。冶 [6]66(《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冶 [6]158(《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冶 [6]121(《无

家别》)……身为封建社会的一名官员,敢于抨击朝

廷的错误,不畏强权,站在正义与公理的角度帮助弱

小,关爱天下黎民,给予每个人平等的尊严,这是非

常难能可贵的。
(三)俭德

杜甫出身世家,当然经历过轻车裘马的时期。

但他后来在各地奔波,为生计烦忧操心,接触到更多

社会底层的百姓,更深切地感受到社会的两极分化

严重,富人奢侈淫靡,穷人穷困潦倒,劳逸、贵贱、贫
富、苦乐诸方面处处不平等,因此,他极力奉劝当权

者不要铺张浪费,奉行“俭德冶。 他在《有感五首(其
三)》写道:“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冶 [1]430告诫君

王要想做到“长令宇宙新冶 [1]430, 就要减少靡费,减
轻人民的负担,所谓“盗贼冶,本来都是皇帝的臣子。
又如“提封汉天下,万国尚同心。 借问悬车守,何如

俭德临。冶 [6]246(《提封》)“天王日俭德,俊乂始盈庭。
荣华贵少壮,岂食楚江萍。冶 [7]181(《奉酬薛十二丈判

官见赠》)从杜甫的诗歌中,我们能感受出,吏治的

清明,是德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行仁政需要德

治,俭德是德性的修行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古人有

云,人生三不朽之事,就是立德立言立功。 德居首

位,即是精神修养和建立功业的表现,作为统治阶级

和上层人士,就更需施行俭德,如此,才能维护社会

的长治久安和稳定团结。
(四)共荣

儒家坚持“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冶 [3]315,民
胞物与的仁心已深入杜甫的骨血,民吾同胞,物与我

类,虽然自身已朝不保夕,仍怜悯无依的弱者,甚至

包括草木禽兽,推己及人,由人及物。 在杜甫的诗中

有许多对自然的描写,他视自然为朋友,所以对于人

们无节制地对自然的索取,甚至荼毒生灵、毁坏山

林,杜甫非常不满,也在他的作品里多次给予严厉的

斥责和警告。 《题桃树》中写道:“帘户每宜通乳燕,
儿童莫信打慈鸦。冶 [6]180 告诫孩童不要任意伤残慈

鸦;在《又观打鱼》里写道:“小鱼脱漏不可记,半死

半生犹戢戢。 大鱼伤损皆垂头,屈强泥沙有时

立。冶 [7]275对渔民的大肆捕捞,杜甫感到非常震惊,认
为这是暴殄天物,会受到神的惩罚;在《麂》中写道:
“乱世轻全物,微声及祸枢,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

须。冶 [1]587同情麂鹿的遭遇,把捕食者大骂为衣冠禽

兽和盗贼……在杜甫看来,只有把人类与宇宙万物

放在平等的位置,物我交融,亲密无间,人类与自然

才能共生共荣。

二摇 杜诗仁性伦理的基本特征

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

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而

不可知之之谓神。冶 [3]331 “信冶 也就是 “真冶, 做到

“真冶、“善冶、“美冶的合一,才能达到儒家所追求的

“圣贤冶境界,也就是崇高的“仁者冶境界。 作为儒者

和诗人的杜甫,他的诗歌中充满了对儒家 “真冶、

23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13 年



“善冶、“美冶合一的“圣贤冶、“仁者冶人格境界的赞美

和追求。
(一)性情之真

诗歌是人的心灵的反映,杜甫一生坦荡光明,真
诚待人,“物白讳受玷,行高无污真冶 [1]244,他的作品

很能反映他的至情至性。 在与人交往中,杜甫表现

出一种少有的真诚与无私,他更多的是用心灵而不

是用头脑来理解世界,参与社会。 当年唐肃宗想方

设法清理南朝旧臣,确保自己的权势,罢免了当时的

宰相房琯,杜甫与房琯并无私交,并且他也很清楚皇

帝的用意,但他觉得自己不应隔岸观火,有责任在这

件事上阐明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于是毅然上书,反对

罢相,结果因言辞激烈,触怒了唐肃宗,虽然最后免

于一死,但还是被唐肃宗疏远,贬官外地。 这件事情

让杜甫的仕途遭遇了重大挫折,但他从未后悔,甚至

在写给皇帝的“认错书冶中仍然对房琯大加赞赏,在
广德元年(763)所写的《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中提

到此事仍然深感不满:“拾遗补阙,视君所履。 公初

罢印,人实切齿。 甫也备位此官,盖薄劣耳。 见时危

急,敢爱生死。 君何不闻,刑欲加矣。 伏奏无成,终
身愧耻。冶 [1]686他没有因为介入这次政治事件受牵连

而感到悔恨,反而因无法伸张公理感到终身羞愧。
杜甫之所以能这样不顾自身的安危去拯救房琯,正
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儒学素养,他坚持自己的底线

和原则,不被权势金钱干扰,超乎名利之外,如赤子

般的真诚。
(二) 济世之善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冶 [1]669

是杜甫自述的家世背景和人生目标。 他积极入世,
心系众生,拥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冶 [6]21的宏

伟抱负,他希望作为一代贤臣,辅佐明君,来达到兼

济天下的理想。 即使后来他不得君王信任,被同僚

排挤,经历过漂泊动荡的岁月,看到社会的黑暗腐

败,尝够人间心酸冷暖,他仍然没有选择“穷则独善

其身冶 [3]291,不管在精神和生活上面临怎样的绝境,
杜甫都没有忘记至君和济世。 上至国家社稷,下至

黎民百姓,还有自身的沉沦不遇,杜甫无时不忧。 在

杜甫的诗歌中,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其中,如“国破山

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

连三月, 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 浑欲不胜

簪。冶 [6]80(《春望》)又如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

甫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

独破受冻死亦足冶 [6]158,自己都如浮萍在乱世中漂

泊,身无遮蔽之物,却还能由自己的苦难而想到天下

人的苦难,更进一步升华到甘愿自己承担所有天下

人的苦难而惟愿天下人没有苦难,他的精神在苍茫

而深沉的痛苦之中升华到一种先人后己的崇高境

界,这正是儒家至善品格的反映。
(三) 人格之美

南宋的朱熹在评价杜甫的时候,对于杜甫的人

格颇为尊重,他把杜甫与诸葛亮、颜真卿、韩愈、范仲

淹五人称为“五君子冶,认为“其所遭遇不同,所立亦

异,然求其心,则皆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

不可掩者。冶 [8]“内圣外王冶 [9] 可以理解为儒家所追

寻的理想人格, 孔子曾说: “何事于仁, 必也圣

乎。冶 [5]35孟子有云:“圣人,人伦之至也。冶 [3]147 儒学

中,“仁冶是“圣冶的基础。 明代陈献章在《随笔》中

把杜甫与尧并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冶 [10]

由此,杜甫诗圣的美名流传至今。 以天下为己任,对
人民的热爱与责任可以说是杜甫之“圣冶的人格核

心。 他时时不忘忧君思国,在逆境中奋力前行,用自

己的一生诠释着对为人之“仁冶的追求。 杜甫的人

格魅力影响并鼓舞了后世许多人,王安石曾感慨地

说:“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推公之心古亦少,
愿起公死从之游!冶 [11]

三摇 杜诗仁性伦理的当代价值

儒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儒家论诗,不仅仅只是看

重审美娱乐功能,更重视其社会作用,杜甫诗歌中体

现的仁性伦理对于现世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今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但是在物质文明高速发展

的同时,我们的道德文明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令人

扼腕叹息。 南宋黄彻评价杜甫说:“老杜所以为人

称慕者,不独文章为工,盖其语默所生,君臣之外,非
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冶 [4]9 学习圣贤的思想精

魄,弘扬先古遗风,挖掘民族瑰宝,这对于提高民族

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

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提倡俭德和扶助弱小有助于人与人的和

谐与社会文明的进步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国家

的经济优势所携带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发展中

国家的主体精神根基。 在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人

意识中的地位不断下降,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西方

文化深刻影响着国人的心态,享乐主义的消费文化

易使人丧失理想,炫富、比富的心态有违社会的和谐

发展。 少数人掌握社会多数财富的情况出现,贫富

不均矛盾逐渐显化,这对于整体社会文明的进步百

害而无一利。 比如 2011 年爆出的郭美美炫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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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年仅 20 岁的女生在网上公然炫耀其奢华生活,
住豪宅,开名车,并称自己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

理而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引发人们的仇富心态,
随着事态不断扩展恶化,最终还引发了中国红十字

会的信任危机。
早在几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务必使同

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冶 [12] 在中国

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上,胡锦涛

同志也强调:“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

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

准冶 [13]53,“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

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冶 [13]53我们

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

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那么我们就要杜绝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冶 [6]66的现象。 人的生活

前提是必须要满足物质需要,但除了物质需要而外,
人还有精神的需要,即比饱食暖衣更高一级的需要。
以人为本,就要关注人们全面协调的发展,物质富有

的同时,还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履行社会赋予的

责任,才会得到社会的尊重。 杜甫提倡在生活上厉

行节俭,“君臣节俭足,朝野欢呼同冶 [1]218;主张扶助

弱小,广施善心,对广大百姓给予最大的关心和帮

助,“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

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冶 [13]36富贵虽是人

之所欲,但非唯一的追求,仁义、礼义或诚善就是更

高的价值所在。 学习圣人“俭德冶和“仁心冶,有利于

我们把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道路越拓越

宽,有利于我们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更好地

提升精神文明的发展,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
和谐相处。

(二)提倡人与自然的“共荣冶有助于加强生态

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世界的可持续

发展

杜甫继承了儒学中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物
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冶 [1]80,人类作为有理智的物

种,应该自觉地去维持生态的平衡,顺应自然的规

律,做到有节制地索取,这样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

界。 这种取之有度与自然和睦共处、互助互益、繁衍

发展的生态平衡理论,既有现实意义,又具超前性。
有专家指出,中国用 20 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发达国

家一百年的发展成果,而西方发达国家一百年分阶

段出现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 20 年里集中显现。 近

代工业化极力追求经济增长,重视最大限度地满足

人类的物质利益,为了取得短暂的经济效益而不顾

及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 有部分人们的生态环境意

识淡薄,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

在社会生活中频频出现,乱砍乱伐、滥捕滥杀、野蛮

开采等现象屡屡发生,由此而引发的江河湖海水质

污染、洪涝虫灾、物种锐减、地震灾害等不幸事件几

乎连年不断,不利于国家建设,也给人民的生命财产

造成了严重危害。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 “五位一体冶 [13]14的新观念,

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建设,一起抓,
并列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中。 生态

文明建设成为“五位一体冶中的“一位冶,是首次在党

代会报告中得到了系统阐述。 胡锦涛同志说:“必
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

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冶 [13]41这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更加重

视,对生态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顺应了时代的

要求、民意的呼唤。 人类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
使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进入良性循环状

态,克服急功近利、自私自利的思想,实现共生、共
赢、共荣,这对于重新塑造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有

重要的启迪价值,必能有力地推动人类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
杜诗体现出深厚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仁冶

的文化内涵,肯定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

间和谐一体的人道原则。 “ 词客仁人, 少陵独

步。冶 [4]52学习杜甫的 “道冶, 领会他留给后人的

“泽冶,这对于现世有着极为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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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们经验的逐渐丰富和实践案例的求证,必将

予以制度化和法律化,这是制度伦理的本质要求,也
是对风险的最好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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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摇 Du fu who was born in an official family in the practice of Confucianism, was one of Chinese great poets in Tang dy鄄
nasty. He inherited Confucius and Mencius謘 ethics of benevolece ideas, and regarded Confucianism as his spiritual home of living.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main content of ethics of benevolece ideas contained in Dufu謘s poets, and their basic characteristics, then ana鄄
lyses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ethics of benevolece ideas existed in Dufu謘s poets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like mutual love and help among the people,achieving co鄄 prosperity with nature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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