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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与扬州”典故及后世评判1 

张敬辰 

【摘 要】杜牧是晚唐著名诗人，在其三十一岁时，由宣州来到扬州，度过了三年时光，写下了《遣怀》等著名

诗歌。“杜牧与扬州”的典故，在后世的诗歌、词作和戏曲中时常出现。在其不断传播的过程中，杜牧的形象由多

元变得单一。“杜郎俊赏”变得越来越边缘化，而其“风流浪子”的形象却被后世文人所接受。 

【关键词】杜牧 杜牧与扬州 后世评判 

杜牧字牧之，晚唐杰出诗人。他的诗歌英发俊爽，多经世之用，在盛唐繁华过后，仍然独树一帜。他的一生既放浪形骸，

也博古通今，有经世报国之志。后世对杜牧形象的评判，不仅能在史书中找到，也能在后世流传的有关杜牧其人其事的文学作

品中找到。其中，后世文人关注较多的是杜牧三十一岁时从宣州来到扬州，在牛僧孺幕府中做官的时期。 

扬州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人口众多，商业繁荣。杜牧写下《扬州》诗三首来描绘扬州城当时繁华的景象。缪钺先生在《杜

牧年谱》中写道：“杜牧有贵公子的习气，喜好声色歌舞，此时来到扬州这样一个纸醉金迷的都市，正是投其所好。”1《太平

广记》中也提到杜牧“性疏野放荡。虽为检刻，而不能自禁”，2在书中记叙了这样一件小事：“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

邈若仙境。杜牧常出没驰逐其间，无虚夕。复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之。”3就是说:杜牧来到扬州时，白天办公，晚上去

一些声色场所。场所里有很多的闹事之人，牛僧孺为了保护他便暗中派人跟随。 

杜牧本就是贵族出身，虽然早年家道中落，但是对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十分向往。他虽然关心国事，但依然好纵情声色。

以后回忆起这段在扬州的生活时他写下了《遣怀》一诗： 

落魄江南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4 

这首诗是感慨人生的伤感之作。前两句描绘了在扬州时的生活。后两句却起了悲凉之感，“十年”“一觉”“梦”等字眼，

抒发了美好生活的稍纵即逝和对现实生活的无奈之感。这种醒悟后的伤感，使杜牧更加黯然神伤，也有些许后悔之意。从此这

段历史成了“杜牧与扬州”典故的原型。杜牧的形象也由此开始显现，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杜牧与扬州”典故的蓝本。 

古代文人，或借古托今，或借他人身世感叹自己的遭遇。“杜牧和扬州”的故事就被越来越多的文人雅客所引用。那种恍

然如梦，不堪回首的情感，被越来越多文人所感同身受。从此，扬州的城市风情就带了更多的声色意味，而杜牧在扬州时期的

“风流浪子”形象则变得更加突出。 

一.宋代文人对“杜牧与扬州”典故的接受 

所谓诗无达诂就是说同一首诗歌没有通达的解释，因时因人而会有歧义。后世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对作品有新的体会和

发现，虽然作者有他自己的用意，但是读者也有不同的境遇和心理状态，这样就会产生丰富的阅读效果。两宋时期，人们对杜

牧的诗集进行了大量的整理,产生了很多作品，如《樊川外集》《樊川别集》《集外诗》和《续别集》等，杜牧的诗集注本《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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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文集夹注》也在这一时期成书。这些作品的出现对杜牧诗歌的传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杜牧与扬州”的典故在宋代的文学

作品中经常出现。 

宋代的许多词作品中都有关于“杜牧与扬州”的典故存在。这种典故的引用则是存在多种表达方式，如“三生杜牧”“扬

州梦”等。“三生杜牧”描绘了杜牧往日纵情欢唱，流连青楼瓦舍的风流才子形象。也表达了对人生如梦空欢喜的感慨。宋代

著名词人姜夔，词风婉约，境界深阔。他的词中时常出现与杜牧有关的典故，如《琵琶仙》： 

双桨来时，有人似、旧曲桃根桃叶。歌扇轻约飞花，蛾眉正奇绝。春渐远、汀洲自绿，更添了儿声啼篇。十里扬州，三生

杜牧，前事休说。5 

“十里扬州，三生杜牧，前事休说”，突出对往事的怀念。表现出时间变换，匆匆逝去，物是人非的愁怨与无奈。姜夔本

身生平经历和杜牧较相似，爱情经历也相似。姜夔和合肥恋人的故事也让人不禁联想到杜牧的风流往事，再加上两位诗人壮志

难酬的心境也很相似。所以姜夔喜欢引用关于杜牧的典故也就不足为奇了。 

杜牧这种繁华落尽后的孤独与无奈的情感在文人中是很普遍的，也容易产生深刻的共鸣。所以宋代的其他词作中也经常出

现“三生杜牧”等字眼。如黄庭坚路过广陵时写下：“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苗栗，扬州风物鬓成丝。”

陆游《春晴泛湖入城》：“前生杜牧吾身是，又向江南遍倚楼。”6这些诗歌都表达了今非昔比的悲叹。 

关于对“扬州梦”题材的运用也比比皆是。如周密《瑶花慢•朱钿宝玦》（节选）: 

金壶翦送琼枝，看一骑红尘，香度瑶阙。韶华正好,应自喜、初乱长安蜂蝶。杜郎老矣，想旧事、花须能说。记少年，一梦

扬州，二十四桥明月。7 

再如《扬州慢》（节选）：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

年知为谁生。8 

这里的“一梦扬州”是用“扬州梦”来形容流年可叹，繁华易逝;也用来形容时代兴衰。二十四桥还在，春风仍好，可惜了

流年不再。后者全词有一种悲凉的氛围。姜夔以“杜郎俊赏”自喻，来抒发“青楼梦好，难赋深情”的无奈。自从《遣怀》这

首诗中出现了“扬州梦”的字眼后，这首诗的主题也经常被后人拿来讨论。 

宋代是一个繁华也是一个包容的年代，人们对于杜牧在扬州时期“风流杜牧”的形象是认同接受的传播使得杜牧的风流故

事广为流传。在宋代，歌舞剧盛行。刘永济辑录的《宋代歌舞剧曲录要》，毛滂记叙了杜牧和苕子、张好好的爱情故事。毛滂

写调笑歌舞剧的就为了娱乐大众，观众在议论这两件事的过程中，完成自己消遣的目的。所以在宋代，许多小说中杜牧的形象

有了更多的声色意味。这与人们认识的杜牧在扬州时期的生活很相似，深化了“杜牧与扬州”的典故中杜牧“风流浪子”的形

象。 

宋代的诗词和戏剧中对于杜牧的形象和“杜牧与扬州”典故的含义有不同的侧面和理解。虽然杜牧是个有才情的诗人，但

是这时候人们对杜牧的理解已经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才子形象，而是开始侧重他“风流浪子”的性格。杜牧的形象在宋代还是

趋于多元的。 

二.元明清时期对于“杜牧与扬州”典故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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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代，元词元曲中则更多的表现出扬州时期杜牧“风流浪子”的形象。首先是一首于立的词《水调歌头•玉山名胜集》

（节选）： 

只恐芳时暗换，脉脉背人流。莫唱竹西古调，唤醒三生杜牧，遗梦绕扬州。醉跨青鸾去，双阙对琼楼。
9
 

“唤醒三生杜牧，遗梦绕扬州。”写出了杜牧对扬州繁华的都市生活的怀念，抒发了作者的无奈和惆怅。元词中出现了一

些“杜牧与扬州”的主题。比如，王结《沁园春•忆故人》：“朝行惊避，笏冠绣服，都人争看，玉树琼枝。燕寝凝香，江湖载

酒，谁识三生杜牧之。”10借杜牧的形象表达了对物转星移、时光飞逝的感慨。 

散曲中也存在大量的“杜牧与扬州”典故，如卢挚的【双调•蟾宫曲】《广陵怀古扬州》： 

对平山懒赋芜城，笑豆蔻枝头，惹住歌行。风调才情，青楼一梦，杜牧三生。 

更谁看桥边月明，是谁留花里飞琼？欲问承平，牛李宾朋，怀断江声。11 

所以，在元代杜牧的形象因元曲的传播变得更加的单一化和平民化。“杜牧与扬州”的主题变得更加突出。对于宋代提及

的“杜郎俊赏”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以至到了明清,这种现象更加普遍。 

元明清时期，戏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文人历史剧得到市井和文人的青睐。所以自从唐代于邺《扬州梦记》问世以后，杜

牧成为戏曲家笔下的描写对象。元代的戏剧家们对于“杜牧”的形象又进行了重塑和升华。这些作品现存的有乔吉《扬州梦》、

黄兆森《梦扬州》、陈栋《维扬梦》等等。 

乔吉的杂剧《扬州梦》中则改编了杜牧《樊川文集》中的《张好好诗并序》和《遣怀》这首诗所讲述的故事，对杜牧的形

象进行了丰满的描绘，这是一本才子佳人戏。其中有各种对于“梦”“醉酒”的描写，更加突出杜牧的风流。元代的关于杜牧

的杂剧对比于邺《扬州梦记》有较多的删改。清代黄兆森《梦扬州》描写了杜牧与紫云的爱情故事，删减了杜牧在湖州的情事，

增加了杜牧和红雨的爱情。《维扬梦》不仅写了张好好，而且写了关于紫云的故事。但重点是都塑造了杜牧的“诗酒人间，纵

情花酒”的形象。这种烟花柳巷中流连的杜牧的形象，是对杜牧形象的重塑。明清时期剧作品的发展使得杜牧的形象更加单一。

这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文学接受群体扩大的结果。元明清时期的文人，不论是诗人还是戏曲家，常常借杜牧“风流才子”的形象

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叹。 

“杜郎俊赏”，有着卓越的才情，然而其在扬州的典故，却为后世的文人所青睐。《唐才子传》中言：“牧刚直有奇节，

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利病尤切。”12评论杜牧是一个刚正不阿、节操高洁的人。文学形象本就是具有可塑性，“杜

牧与扬州”的典故使杜牧的形象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后世对文学典故的运用也是创作者的一次文学接受过程，因为身处的文化

环境不同，其接受动机即接受的心理需求就会发生转变。这样，后世的作者就对已有的杜牧形象进行二度创造，开始在原来文

学形象的基础上进行重构。所以后世各种不同的种类的文学作品中“杜牧与扬州”典故的故事就有了不同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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