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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梓州射洪、通泉的诗酒之旅与文化意义
*1

龙远兵

【摘 要】：大唐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是“安史之乱”第六年，山河破碎。杜甫送友人严武至绵州，又与李

使君相会，以诗言志，表明去梓州射洪拜谒诗歌革新前辈陈子昂之心迹；秋天，杜甫将一家老小从成都草堂搬到梓

州居住；仲冬，南下射洪，登金华山，畅饮“射洪春酒”，拜谒诗歌革新前辈陈子昂；继续南下至通泉县，瞻仰唐

初名将郭元振任县尉时的故居，评赏“初唐四家”薛谡留下的书画作品；陪同王侍御与通泉县令姚某品野宴，饮“春

酒”，泛舟涪江。杜甫在射洪、通泉两县（公元 1283 年合并为射洪县沿革至今）两个月的旅途中，写下了《野望》

《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陪王侍御宴通泉山野亭》等 18 首诗作（现存 12 首），是“中国诗酒之乡”文化史上最

光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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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62 年，51 岁的杜甫从成都出发北上绵州（今绵阳市），南下梓州（治所在今三台县），并在梓州所辖射洪和通泉两

县（公元 1283 年并为射洪县直到现在）驻足两个月之久。他行走在巴山蜀水之间，并非忘情于高山流水，而是时时刻刻谛听着

帝国的心跳，关注着人民的哀怨，一手把酒，一手执笔，泪水涟涟。

一、风雨飘摇的大唐帝国

回溯到公元 755 年，即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初九，中国历史上最令人称道的“开元盛世”因安禄山的起兵戛然而止，

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且时长达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到

公元 762 年，经过睢阳（今河南商丘）、邺城（今河北省临漳）之战后，战争的形势朝着有利于大唐的方向发展。但前线，唐

军与叛军之间战事依然呈胶着状态。更令人忧虑和痛心的是，正月以来，唐军接连发生数起祸起萧墙的军乱事件。最初是河东

军乱，起因是河东代理节度使管崇嗣为政松驰，将丰裕的军粮耗散殆尽。新任节度使邓景山到任后，就清查核实米之所出入，

并要处死一名下级军官，诸将为其求情，邓景山不答应；其弟请代兄死，也不答应；有人请交一匹马以赎其死罪，景山才许之。

诸将愤怒说：我们的生命难道还不如一匹马值钱吗！于是作乱，杀死了邓景山。此后，朔方及镇西、北庭等行营均发生了因军

粮而杀死节度使的事件。4月，大唐帝国迎来了更大的风雨：5 日，太上皇唐玄宗在长安神龙殿驾崩；18 日，久病不起的唐肃宗

一命呜呼。

恰此时节，从春季到夏季，杜甫待在成都西郊浣花溪旁以草结庐的家里，除了与友人严武（726-765 年）之间的走动与交流

外，几乎足不出户，哀国运之不济，兵革之未息，生灵之涂炭。

二、萌发前往梓州射洪之念

公元 762 年盛夏 7 月，杜甫开始了年度的首次出行，不为游山玩水，只为奉送友人严武回京城长安。严武，字季鹰，名相

严挺之之子，时任成都府尹兼御史大夫、剑南节度使，是大唐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他既有击败吐蕃 7万大军收复大片被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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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功勋，也有弑杀父亲小妾
[1]
、奸杀邻家女子

[2]
、打死梓州刺史章彝的恶行。严武虽一介武夫，亦有诗书才情，全唐诗中录存

六首，其中《军城早秋》最被人们称道。“昨夜秋风入汉关，朔云边月满西山。更催飞将追骄虏，莫遣沙场匹马还。”仅以此

诗即可看出其品味和气势。严武回朝履新原因在于“四海犹多难，中原忆旧臣”（杜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
[3]
。唐玄宗、唐

肃宗父子 4 月相继去世，继任新皇帝唐代宗任命严武为“太子宾客，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实际是命令他担任陵桥道使，监

理修造玄宗、肃宗父子的陵墓。

严武上路，杜甫送行，一直送到三百里之外的蜀北重镇绵州，可见二人情谊之深。“安史之乱”期间，杜甫避乱蜀中，生

活贫困交集，更有“茅屋被秋风所破”之时，严武慷慨资助，还在幕府给他安排了一个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公职，这就是“杜工

部”的由来。尽管严武比杜甫年幼十四、五岁，几乎相差一代人，但杜甫依然尊称其为“严公”“严侍郎”。此行送别，杜甫

三次以诗相赠，倾吐二人之间的情感，“远送从此别，青山空复情。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杜甫《奉济驿重送严公四

韵》）
[4]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绵州城外三十里的奉济驿，两人洒泪而别。

杜甫在绵州停留期间，结识了候任梓州刺史李使君，这一下子触动了杜甫潜伏在内心的子昂情结。“梓州”，治所在今天

的三台，辖射洪、通泉诸县，射洪是唐初诗歌革新前辈陈子昂的故乡。杜甫写下《送梓州李使君之任》一诗相赠，其最后四行

为“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
[5]
“遇害”，道出了陈子昂死于非命的悲剧人生；一个“怜”字，

借人表己，同病相惜；又一“潸”字，如其造型，林中望月，泪流不止，心何其伤。杜甫期望李使君上任后去射洪祭奠陈子昂。

这其实是诗人自己的夙愿。

三、射洪诗酒之旅

国无安，则家无宁。严武刚离开，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造反。杜甫滞留绵州，有家难回，于是想起老友李璃以及新友

李使君，二人均在梓州，前者是避难的汉中王，后者是新任的地方官，遂产生投奔之念。动身前，杜甫作《戏题寄上汉中王三

首》,重提与李璃之间的昔日感情，以之作为见面礼。

人生遭此境遇，杜甫的心情可想而知，“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杜甫《光

禄坂行》）。
[6]
茫茫夜色，鸟儿乱鸣，孤独地行走在路上，马儿受惊不会坠入深谷，但野草一动就生怕有弓箭射来。

杜甫得到了新朋旧友的接纳，还帮他在梓州城郊新建了一间草堂供其居住。可是，一想到远在成都的妻室儿女，杜甫就夜

夜难眠。8 月，作乱成都的徐知道被部将李忠厚所杀。两个月后，情势略有好转，路途较为安全，杜甫第一时间安排其弟杜占把

一家老小从成都接到梓州，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安稳下来。

去射洪拜谒陈子昂之事被提上了日程。

陈子昂之于杜甫，是前辈之于晚辈。子昂去逝十二年之后，杜甫才出生，这是其一；其二，陈子昂开一代诗风，为唐诗的

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促进唐诗登上了中国古典诗歌所能达到的顶峰，而杜甫是陈子昂诗歌理论的重要传承者和践行者。

仲冬十一月，杜甫告别家人，怀着对陈子昂深深的敬意从梓州出发，沿涪江顺流而下。射洪县城在梓州东南六十里，城北

半里有金华山，前山建有金华道观，与川西青城山、三台云台观、大邑鹤鸣山并列为蜀中四大名观。后山建有读书台，是少年

陈子昂读书的地方。原读书台又名陈公学堂，建在金华山观后，不知何年倒塌湮灭，现读书台于清光绪十年由射洪府尹汪霁建

于后山，台前有射洪当地前清举人、诗人、书法家马天衢所题的一幅门联：“亭台不落匡山后，杖策曾经工部来”
[7]
。“匡山”

指李白早年读书之地，“工部”指杜甫。恰此三人，形成唐诗的鼎足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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屹立船头，杜甫远远就看见了郁郁苍苍、绝壁而立的金华山。他冒着风寒，登顶金华，极目远望，举杯畅饮“射洪春酒”，

诗情涌动，一挥而就千古名篇《野望》——“金华山北涪水西，仲冬风日始凄凄。山连越巂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独鹤不

知何事舞，饥乌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绿，目极伤神谁为携。”
[8]
杜甫感叹道，涪江西边的金华山，深冬的寒风日渐凄冷。

山连山连到远方的越巂(今四川越西县)，水连水连到巴地的江河。孤单的丹顶鹤不知道为何舞蹈，饥饿的乌鸦似乎正向人啼鸣。

我举杯痛饮，射洪春酒虽好，感觉也是淡淡的；我远眺山川，景色虽美，依然黯然神伤。

杜甫登顶金华书罢《野望》依然诗情泉涌，遂写下了此行的第二首诗《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涪

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系舟接绝壁，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巅，澹然川谷开。雪岭日色死，霜鸿

有馀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9]
这首诗是杜甫登金华山的全境记

录——乘舟由北到南顺江而下，蔚蓝的天空下，涪江右边山峦中的金华山高高耸立，亭台楼阁被阳光紧紧抱在怀里。将小船系

在绝壁之下的岸边，拄着手杖，在山间迂回环绕。登上山顶后，向下俯瞰，透过层层云朵，河川、山谷尽收眼底。远处的雪岭

逐渐暗淡，秋雁的哀鸣声不曾停息。金华山道观前跪着一位烧香祈褔的漂亮女子，像是云雾里飘然而至的仙姑。眼前陈公学堂，

石柱侧斜，长满了青苔。凛冽的寒风骤然而起，激烈翻卷，犹如我的心情，也在感伤陈子昂这样的英才。

杜甫带着春酒的醉意，满怀凄苦之情走下金华山，重上扁舟，顺江而下，朝陈子昂故居方向驶去。陈公故宅在金华山下游

十余里涪江东岸、梓潼江西岸的东武山下水井湾。早年，陈子昂四世祖陈方庆因好“道”而隐居于此。据《四川通志》记载，

公元 700 年子昂含冤死后，其后人举家迁往四川岳池县，陈公故宅荒废，迄今荡然无存，唯有新建的一座牌坊屹立在那里。但

杜甫去时还存有遗迹，据明代孙克宏所撰《碑目》，当时故宅的墙壁上还留有赵彦昭、郭元振的题笔。这二人都是初唐历史上

赫赫有名的人物。赵彦昭，（公元？年-714 年后不久），字奂然，甘肃张掖人，诗人、政治家。少年时颇具豪侠之风，官拜刑

部尚书，唐睿宗、中宗朝任宰相。与郭元振是大唐最高学府长安太学的同学，私交很好。面对陈子昂破败不堪的故居，杜甫不

禁悲从中来，写下《陈拾遗故宅》——“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

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

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
[10]

杜甫感叹道，位卑职低并不值得悲伤，拥有圣贤一般的才

能才是珍贵的。陈公之诗是对《离骚》和《雅》的继承和发展，非大师而不可比拟，他是西汉辞赋大家扬雄和司马相如之后声

名如日月一样高悬的人物。接着，杜甫对宅壁上题词的赵、郭二人也予以高度赞赏，并叹曰：盛事已经远去，宅居终将湮没，

但写下的诗篇和忠义的品格一定会代代相传，永垂不朽。

杜甫在射洪县城金华期间还前往西山的上方寺拜访过当时著名僧人文公，有《谒文公上方》诗——“野寺隐乔木，山僧高

下居。石门日色异，绛气横扶疏。窈窕入风磴，长芦纷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庐。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吾师雨花

外，不下十年余。长者自布金，禅龛只晏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
[11]

诗的前八句

体现了杜甫一贯的写实风格，道出了僧人文公主持的上方寺的位置和风貌——处山野乔木之中，赤霞掩映，深邃幽美，长芦摇

曳。次八句则称赞文公道法之深——天下之物，尽在眼前；讲经诵法，天花如雪；化缘济贫，心安神定；德如玉洁，万物皆空。

末十二句则是杜甫的自省和开悟——走南闯北，疏于耕耘；诗酒为障，簪裾系情；贵贱一样，终归于土；愿闻真谛，回归本性；

替盲治目，价重于玉；真出于忍，此理当赞。

杜甫在射洪拜访的第二个人是李明甫，因排行老四，故称其为四丈。据《奉赠射洪李四丈（明甫）》前四句“丈人屋上乌，

人好乌亦好。人生意气豁，不在相逢早”
[12]

可推知，杜甫与此人相识较晚，但诗人以“爱屋及乌”之典故为开篇，表明他与李

明甫是意气相投，关系非同一般。中段共八句，“南京乱初定，所向邑枯槁。游子无根株，茅斋付秋草。东征下月峡，挂席穷

海岛。万里须十金，妻孥未相保。”叙述自己先前的行踪和遭遇——成都徐知道之乱虽平定，但是到处都景色萧条，草堂也不

可再居住，本想以席为帆，乘船从明月峡出四川，远行到海岛去生活，但是，连安定家室的钱都没有，哪有远行万里路的资金

呢？诗的最后四句为“苍茫风尘际，蹭蹬骐驎老。志士怀感伤，心胸已倾倒。”这既是杜甫对友人的倾诉，也是对天地的感慨

——苍茫人生，坷坎不断，壮志未酬，白发又生，唯有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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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泉诗酒之旅

一叹未平，二叹即起，唯有“射洪春酒”暖人心，这是杜甫梓州射洪之行的真实写照。陈公故宅墙壁上郭元振的题笔促成

了他的通泉之旅。

郭元振（656 年－713 年），名震，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北）人，初唐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官拜兵部尚书。十八岁中进

士，可谓轰动一起的人物，旋被任命为通泉县县尉，作《宝剑篇》有“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13]
之名句而被武则

天大加赞赏，并一步步擢升为大唐戍边将军。作为一名儒将，郭元振 “克致隆平”“安远定边”“武纬文经”， 化干戈为玉

帛，不战而屈突厥、吐蕃之兵，是真正意义上的善战。国难思良将，当此安史之乱未平之时，杜甫看到郭元振的题笔，心中升

腾起由衷的敬意。郭虽离世近半个世纪，离开通泉也有八十余年，但他在通泉县尉任上的居所尚存。

在仲冬的一个早晨，雾霾沉沉，杜甫从射洪出发急切地踏上了通往通泉的旱路，并挥笔写下《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将

老忧贫窭，筋力岂能及。征途乃侵星（星尚未落之拂晓），得使诸病入。鄙人寡道气，在困无独立。俶装逐徒旅，达曙凌险涩。

寒日出雾迟，清江转山急。仆夫行不进，驽马若维絷。汀洲稍疏散，风景开怏悒。空慰所尚怀，终非曩游集。衰颜偶一破，胜

事难屡挹。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
[14]

此诗前四句描写了杜甫临行前的状况——一贫，二困，三病，给人以悲天怜地、力

不从心之感。中八句描写早行之景事——徒步而行、路险水急、仆倦马疲，给人以英雄气短，狼狈不堪之感。后八句抒发路途

情绪——天气转好，仍闷闷不乐；凭空自慰，无昔日心情；衰颜易至，好事难长久；一路悲哀，遇歧途更伤。给人以穷途末路、

悲苦无望之感。

通泉在射洪东南约八十里处，现属射洪县沱牌镇通泉坝。杜甫沿涪江岸边的驿道徒步前行，经五六小时的艰难跋涉，在中

午时分到达通泉驿。大唐的驿道四通八达，承载着传递公文书信、传达军事情报、怀柔少数民族、接送官员、平息内乱、追捕

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包罗万象的事务。驿站也供行人作短暂休息。杜甫息脚于此写下《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

作》——“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冬温蚊蚋在，人远凫鸭乱。登顿生曾阴，欹倾出高岸。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

何绮丽，尽目穷壮观。山色远寂寞，江光夕滋漫。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
[15]
通泉驿处于山顶，

距县城约十五里，按唐时一里约等于现在 454 米可推知，驿站距县城不到七千米，目测距离远低于此数。恰云开雾散之时，通

泉县城及其周边景色尽收眼底——涪江中水鸭惊乱，岸边道路崎岖不平，驿站前秃柳歪斜，县城内炊烟缭绕，真是“一川何绮

丽，尽目穷壮观”。杜甫感叹道，群山上的景色可以让人远离寂寞，江面上的波光在傍晚就会漫延。哀伤时事之时就让人想起

春秋宋国大司马孔父嘉，虽然是托孤重臣也难逃厄运；背井离乡就让人想起东汉末年“建安七子”之王粲，归附新主仍能得到

驴鸣送葬的待遇。我一生凄苦漂泊，经历之事都令人叹息。杜甫笔下所描绘的通泉驿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具体在哪个位

置，未得考，相传它在今射洪县沱牌镇“北大门”凤凰嘴东边数里的山顶上，一个名叫“打铁垭”的地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那里还长着一棵覆荫数十平方米的千年黄果树，行人常在此息脚。站在此处向东南方向俯瞰，可见古通泉县址所在地，现称通

泉坝。

杜甫步履匆匆地走进通泉县城。通泉位于四川重要水系——涪江之中游，上通龙安府（今平武）、下达重庆府，东岸有青

堤古渡口（古称“绮川渡”），西岸有文家渡，是巴蜀之地的盐关重镇。当时之通泉，尚未受到“安史之乱”的波及，正繁荣

兴盛。杜甫穿过通泉的大街小巷，耳边不时响起此起彼伏的叫卖声，在路人的指引下，很快到了郭元振的故居，写下《过郭代

公故宅》——“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

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

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16]
诗之前段八句论青年郭元振放任自若，不居小节，疏于

县尉之职，其实为大任之才。中段八句论得志郭元振于国家和社稷立下的千秋功劳。后八句转回到郭公破败的故宅，称颂其留

下的传世作品。

瞻仰郭公故宅公后，杜甫又鉴赏了薛稷在通泉留下的两处旷世之作。薛稷（6 49-713 年），字嗣通，浦州汾阴（今山西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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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西）人，政治家、书画家、诗人。他是隋代文学家薛道衡之曾孙，贞观名臣魏徵之外孙。武则天朝进士及第，官拜太子少保，

礼部尚书，世称“薛少保”，与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并列为书坛“初唐四家”，其书风直接影响了后世大书法家柳公权，

同时也开启了“瘦金体”的先河。薛稷与郭元振交好，这是他在通泉县留下 “墨宝”的重要原因。杜甫最先去看薛稷之鹤图，

写下诗作《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少保画鹤》——“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

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

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
[17]
薛公是画鹤第一人，好比画马之徐悲鸿，画驴之黄胄，

画虾之齐白石。通泉县署屋壁后薛公笔下的十一只鹤姿态各异、栩栩如生、逼真传神、自由奔放，虽然历经风雨，其色衰减，

仍然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精神享受。

欣赏薛公之鹤后，杜甫又前往城郊涪江岸边的庆善寺。公元 670 年，“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曾到此一游，并留下了骈体

文《梓州通泉惠普寺碑》。又据宋代地理学家王象之(1163—1230 年)《舆地纪胜》中记载，薛稷在该寺的聚古堂上方金匾中书

有“惠普寺”三字，用楷体写成，“方经三尺，笔画雄健”
[18]
。杜甫为薛公书法感染，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少保有

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

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

谁复来通泉。”
[19]
杜甫前四句肯定薛稷之诗才和功名，尤赞他的书画（法）。接四句讲述薛稷所书“慧普寺”三字的位置。又

四句是对薛稷该书法作品的感受和评价——呈现下垂的美态，但是既不过垂，也不过举，恰到好处；用笔精妙，生机传神，如

蛟龙昂首相缠。杜甫最后的感叹颇有味道——郭元振、薛稷二人之贤才是我通泉之行的最大收获，如果若干年后，这二人在通

泉的“遗迹”消失了，不知道是否有人再到通泉来？

杜甫通泉之旅正好遇到长安的旧相识王侍御，此人奉旨到此执行公务。大唐的侍御是从六品下的低级官吏，不及射洪等重

要县一把手的官品，但大小也是个京官，且掌有纠察举荐百官之职，何况此行是“钦差”，自然少不了华美的酒筵，杜甫也常

常出席作陪。某日，通泉县令姚某作东，在东山寺野亭设宴招待王侍御，杜甫也应邀参加。东山寺位于涪江东岸、县城东北约

十五里处（现在射洪县洋溪镇境内），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相当于今天的农家乐。姚县令特意选择东山之顶设宴，并以美女

歌舞招待，可见讨好侍御大人的良苦用心。杜甫虽是作陪，但也显出难得的好心情，即兴作诗《陪王侍御宴通泉东山野亭》—

—“江水东流去，清樽日复斜。异方同宴赏，何处是京华。亭景临山水，村烟对浦沙。狂歌过于胜，得醉即为家。”
[20]

涪水东

流，举杯喝到太阳西下，虽然身处偏隅之地，却得到京城等级的享受。亭台在山水之间，村庄在水流入口。忍不住高歌一曲，

再举杯痛饮，喝到大醉之时才觉得——哦，这里就是我的家。

想必这农家乐还未尽兴，姚县令提议将快乐进行到底。杜甫作《陪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全景

记录了涪江泛舟之大戏。诗人以礼赞东道主为开篇——“姚公美政谁与俦，不减昔时陈太丘。”褒扬姚县令主政通泉的政绩堪

比后汉太丘县令陈寔，《后汉书》评陈县令“修德清静，百姓以安。”接着用两句诗美化主宾——“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

陪骢马游。”称王侍御为通泉上等宾客，能与之同游真是快乐之事。诗人还不忘白天的欢愉——“东山高顶罗珍羞，下顾城郭

销我忧。”饱餐美味佳肴，享受山巅望风，一切忧愁烦恼都付之东流。接八句为今夜主题——“清江白日落欲尽，复携美人登

彩舟。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灯前往往大鱼出，听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风起寒浪涌，取乐喧呼觉船重。”夕阳西

下，涪水清幽，再次挽着妙龄歌女的手登上装饰豪华的夜船；悠扬的笛声中流淌着哀怨，载歌载舞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灯光照

映下不时有肥鱼跃出江面，舒缓的音乐好似歌女心中的诉求；三更半夜寒气汹涌，美人、歌舞和射洪春酒都让人沉醉，觉得夜

行船也越来越沉重了。玩到这等份上，诗也该煞尾了——“满空星河光破碎，四座宾客色不动。请公临深莫相违，回船罢酒上

马归。人生欢会岂有极，无使霜过沾人衣。”
[21]

诗人终究是清醒的，遂以江影星光之破碎喻大唐山河之破碎，正当时，一边是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一边是大张旗鼓奢侈挥霍的官吏，自己以应酬之身处其中，于国于民无能为力，只有善意地提醒提

醒——王大人、姚大人，咱们该回了。

五、杜甫射洪、通泉诗酒之旅对今日射洪的文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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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762 年转瞬即逝。杜甫在梓州射洪、通泉短暂的诗酒之旅期间，挚友李白结束了一生的诗酒之旅，病卒于安徽当涂，

享年 62 岁。如果李白的死讯能像今日一样快捷抵达，杜甫此行的步伐势必更加沉重。李杜二人都是高举陈子昂诗歌革新大旗的

领袖级人物，很遗憾，李白没到过陈子昂的家乡。

岁末，杜甫从射洪、通泉返回梓州治所。

又一月，即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正月，官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追击叛军，连克河南河北诸州。时下之叛军首领

史朝义见大势已去，逃至温泉栅( 今北京东北) 自缢身亡。此前，“安史之乱”的始作俑者安禄山已被子安庆绪杀死（公元 757

年），安庆绪被“安史之乱”另一首领史思明所杀（公元 759 年），而史思明则被其子史朝义及部将谋杀（公元 761 年）。至

此，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安史之乱”收场。消息迅速传到梓州，杜甫惊喜万状，百感交集，泪如泉涌，写下名篇《闻官军

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

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2]
这是一生忧国忧民的诗人人生中最兴奋的一天。

又七年，即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 770 年），杜甫从湖北进入湖南，登高岳阳楼，舟游洞庭湖，至耒阳岳庙时“大水遽至，

涉旬不得食，县令馈送牛肉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享年五十九岁
[23]
。

又五百一十三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公元 1283 年），射洪、通泉两县合并，统称“射洪县”，沿革至今。

公元 762 年杜甫的梓州射洪、通泉诗酒文化之旅对今日射洪县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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