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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宁调元一生对杜诗极为喜爱和推崇，其在诗歌创作中，以仿杜风、集杜诗、用杜韵和化杜句

等独特方式传承杜诗，并继承和发扬了杜诗忧国忧民的创作思想、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沉郁顿挫的

创作风格和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其诗歌具有鲜明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 是我国近代诗歌中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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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ing Tiaoyuan’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u Fu’s Po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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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ing Tiaoyuan loved and admired Du Fu’s poems all his life. In his poetry creation, he inherited Du 
Fu’s poems in unique ways, such as imitating Du Fu’s style, collecting Du Fu’s poems, using Du Fu’s rhythm 
and changing Du Fu’s sentences, and inherited and carried forward Du Fu’s creative thought of being concerned 
about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realistic creative method, depressed and frustrated creative style and rich and 
varied artistic techniques. His poems have distinctive ideological and artistic features, and are treasure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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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调元（1883—1913），字光甲，号仙霞、大

一，又号太一，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文学团体南

社的创始人之一，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

者、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

他一生酷爱杜诗，其诗文创作无论是在思想上还

是艺术上都深受杜诗的影响。其诗不仅以仿杜风、

集杜诗、用杜韵和化杜句等独特方式传承杜诗，

还继承和发扬了杜诗忧国忧民的创作思想、现实

主义的创作方法、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和丰富多

样的表现手法，因而深受读者的赞誉，成为我国

近代诗歌中的珍品。

对于宁调元的诗文创作，学界已有较多的介绍

和研究，但对于宁调元的诗歌创作与杜诗的关系，

学界则迄无专论。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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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课题作些论述，以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

一、宁调元对杜诗的热爱

杜甫生于唐睿宗太极元年（712），卒于唐代

宗大历五年（770），身历睿宗、玄宗、肃宗、代

宗四个朝代。这个时期，唐王朝由兴盛趋向衰落，

封建统治集团骄奢豪侈、荒淫糜烂、穷兵黩武、

横征暴敛，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安史之

乱的爆发，更使国家陷于持续不断的战乱之中。

经历这场战乱的杜甫亲眼目睹了社会剧变之际广

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对黑暗的社会环境有了深

刻的认识，陆续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以

及“三吏”“三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诗歌，揭

露了唐朝由盛到衰的历史和广大人民颠沛流离、

饱受折磨的惨象，从而成就了其人“诗圣”和其

诗“诗史”之不朽名声。

宁调元于 1883 年 8 月 22 日（清光绪癸未年七

月二十日）诞生在湖南醴陵县东富乡芷泉潘家塘

一个耕读之家。宁父宁卫均虽为国学生，但不得

志于时，积学未售，靠宗绶公留下的田产，在家

乡过着耕读生活。他对宁调元期望甚殷，自幼就

教宁调元读书识字；待其年纪稍长，又亲自口授《离

骚》《庄子》。13 岁时，宁调元始就外塾，受业

于本县塾师刘师陶，学习写作应付科举考试的八

股文和试帖，还初学作诗 [1]338。

在刘师陶指导下，宁调元广泛阅读前人诗作，

不久，“过目成诵”的他就能够背诵和理解大量

前人的诗作了。对于古代诗歌，宁调元尤其推崇

唐诗。他在《南社序》中曾说：“余选古近诗，

至宋、明尝略而弗录。”他认为：“诗运降戾，

爰兹历年几千，代有迁移。温厚以则，宋以前也；

纤丽以淫，唐以后也。且五言际宋梁，犹七言之

际晚唐，衰递以渐。学汉魏不能，或犹类唐；学

宋明不能，将蔑所似也。”[1]191 宁调元对唐诗的喜

爱，从他早年所作的《闺思集唐》《塞上曲集唐》

《四季望夫词集唐》等集句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集句诗又称集锦诗，就是从前人诗篇中选取诗句，

再巧妙集合而成为自己的新诗。宁调元《闺思集唐》

七言绝句六首，都来自唐诗中反映家乡的妻子对

远方从军亲人思念的诗句，其第一、五、六首曰：

日日江楼坐翠微（杜甫），潇湘江上早鸿飞（李

白）。白狼河北音书断（沈佺期），正是归时不

见归（葛亚儿）。// 山北天寒足早凉（白居易），

征衣未寄莫飞霜（张仲素）。若为化得身千亿（柳

宗元），便下襄阳向洛阳（杜甫）。// 富贵功名焉

足图（杜甫），年年依样画葫芦（陶毂。毂为宋人，

误入，待改）。角声一动胡天晓（岑参），寒到

君边衣到无（陈玉兰）[1]27-28。

宁调元的几首集唐诗，其所取诗句涉及李白、

杜甫、柳宗元、岑参、杜牧、韦庄、曹唐、令狐楚、

卢弼、温庭筠、沈佺期等 30 多位唐代诗人的诗作，

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唐诗的兴趣之大、阅读之广、

喜爱之深。

宁调元的青少年时代，正值灾难最为深重、国

家最为黑暗、国势最为孱弱的时代。1840 年鸦片

战争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由

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一步步沦为一个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国家。当时，外有列强的侵略，内有清

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

之中。

由于面对相似的社会环境，宁调元对杜甫反映

和揭露社会现实的诗歌产生了特别强烈的兴趣和

爱好，前述《闺思集唐》中的“日日江楼坐翠微”“便

下襄阳向洛阳”和“富贵功名焉足图”等 3 句，

就分别出自杜甫《秋兴》《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岳

麓山道林二寺行》等 3 首诗，由此可见其对杜诗

的熟悉和喜爱。

随着对杜诗的广泛阅读，宁调元对杜甫其人其

诗的认知不断加深。杜甫早年游山东经泰山时曾

作有《望岳》一诗：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

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2]2。

此诗气象雄伟、意境开阔，再现了泰山的高峻

雄伟 , 尾联显示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之雄心，

抒发了远大的抱负和豪迈气概 , 表现了诗人蓬勃的

朝气、非凡的胸襟以及积极入世的思想。

对于杜甫的《望岳》诗，年少的宁调元爱不释

手、反复吟诵，不由心向往之而崇尚不已，遂作《拟

杜少陵〈望岳〉》云：

泰岱高如何？一望便了了。神气镇乾坤，云霞

判昏晓。齐州九点烟，极塞一飞鸟。振衣凌千仞，

宇宙藐乎小 [1]32。

宁调元此诗崇杜、师杜的倾向和痕迹显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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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诗中，没有到过山东泰安“望岳”的宁调元

不仅用杜甫《望岳》之韵，模仿杜诗中描写泰山

高峻雄伟之句，而且以“振衣凌千仞，宇宙藐乎小”

的诗句，表达了要像杜甫那样不怕困难、敢于攀

登的决心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强烈

的崇杜思想和坚定的师杜决心。

1903 年 9 月，20 岁的宁调元肄业于家乡渌江

书院，并考入长沙明德学堂师范速成班，受黄兴、

周震鳞、张继、胡元倓等教习之反清革命思想的

影响，加入了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立志“不

惜头颅利天下”[1]121，决心像杜甫那样创作反映时

代和社会现实的诗歌。他在赠好友傅尃的诗中写

道： 
我有一言君莫嗤，宜秘勿令余子知。诗坛请自

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 [1]116。

在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活动的同时，宁调元仍

不忘研读杜诗，从中为自己的诗歌创作和反清革

命宣传汲取经验和营养。即便是在 1907—1909 年

身陷长沙监狱的 3 年中，宁调元仍孜孜不倦地阅

读杜诗。在他遗留的 1907 年 12 月 9 日—1908 年

2 月 5 日时间不到两个月笔记中，有 3 次读杜诗的

记载。1907 年 12 月 13 日，他在笔记中写道：“阅

杜诗数十首。”[3]399 次日，他又写道：“读杜诗（《同

谷七歌》起）数十首。”[1]3991908 年春节刚过，宁

调元又拿起杜诗滋滋有味地读了起来，并在 2 月 3
日（正月初二）的笔记中记载：“灯下读杜诗数

十章。”[1]408 在广泛阅读杜诗的同时，宁调元还在

狱中“集杜诗八首”[1]401。1913 年 6 月，宁调元因

参与策划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维护共和制度的

“二次革命”而在武汉被捕。在其生命最后几天

的时间里，宁调元“默诵杜少陵《秋兴》诗”，

“因叠其韵和之，以写幽忧”，一连吟成七言《秋

兴用草堂韵并序》诗四组十六章。诗歌表达了对

袁世凯专制独裁破坏民主的强烈愤慨，对革命事

业的坚定意志以及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忧患

意识。

纵观宁调元的一生，他自幼接触杜甫及其诗

作后，就与杜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在杜诗精神

的影响下，关切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积极

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用诗歌寄托忧国忧民的情怀，

最后为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而英勇献身。

二、宁调元对杜诗的运用

宁调元不仅热爱杜诗，还注重在自己的诗歌创

作中借鉴杜诗、为我所用，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其一，仿杜风。早年学诗期间，宁调元跟随

刘师陶外出游历，观察社会现实，接触人民大众。

1900 年，湘东大旱，稻麦无收，人民困苦不堪。

这年冬天又忽降大雪，还没有从旱灾的恶梦中苏

醒过来的民众，又遭到奇寒的突袭，当地冻饿而

死的惨事时常发生。而地方官吏不仅不关心和救

济百姓，反而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争功邀赏。

面对这一社会现实，年青的宁调元十分气愤，他

仿杜甫现实主义诗歌风格，作《官吏行》揭露当

时的社会现实：

天地何其宽，偃息重恻侧。举世竟如此，人事

曲亦直。士庶急功利，官吏尚峭刻。下情不上达，

相怨还相饰。频年征输苦，贫者日以塞。壁立如

磬悬，率兽而人食。身无牛衣蔽，鹄形亦菜色。

老翁饿不起，稚子饥无力。有腹苦枵然，良民化

为贼。禾黍成荑稗，坦途丛荆棘。纵有循良吏，

廉平称其职。上官恣调遣，直如过客急。谢令推

不去，邓侯挽不得。平治何时复，梦寐遥相忆 [1]11。

诗中，宁调元描写了人民衣不蔽体、脸如菜色，

老翁不起、稚子无力，官逼民反、良民为贼的世道，

人民历尽艰辛不得不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的悲惨景

象，以及地方官吏不仅不向上面反映实情，反而

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争功邀赏、企图瞒天过海

的丑恶嘴脸，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

地方官吏的无比痛恨。

其二，集杜诗。除了在集唐诗中选取杜甫诗句

之外，宁调元还从杜甫不同诗歌中选取诗句集为

一首完整的新诗，以表达自己情意。其 1907 年 12
月 26 日在长沙狱中所作之《冬日杂咏集杜》云：

天时人事自相催，山意冲寒欲放梅。世代飘

零余到此，一生襟抱向谁开？岁云暮矣增离忧，

高视乾坤又可愁。弟妹萧条各何在，竟非吾土倦

登楼。四海十年不解兵，人今罢病虎纵横。思家

步月清宵立，月傍关山几处明。中天月色好谁看，

积雪飞霜此夜寒。古往今来皆涕泪，蛮夷杂种错

相干。身欲奋飞病在床，诗成吟咏转凄凉。舌存

耻作穷途哭，自笑狂夫老更狂。我有新诗何处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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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涛飒飒寒山阴。三年奔走空皮骨，长使英雄泪

满襟。社稷苍生计必安，一谈一笑俗相看。祢衡

直恐遭江夏，信有人间行路难。老去亲知见面稀，

不堪游子芰荷衣。何人却忆穷愁日，寄谢悠悠世

上儿 [1]129-130。

这首集杜诗的诗句分别来自杜甫《小至》《寄

栢学士林居》《奉待严大夫》《锦树行》《相逢

歌赠严二别驾》《九日五首》《长沙送李十一》《释

闷》《愁》《恨别》《吹笛》《宿府》《夜闻觱篥》

《公安送韦二少府匡赞》《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

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寄韩谏议注》《至后》《暮

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近呈苏涣侍御》《狂夫》

《楠树为风雨所拔叹》《呀鹘行》《将赴成都草堂，

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蜀相》《人日两篇》《题

郑十八著作虔》《十二月一日》《至日遣兴奉寄

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莫相疑行》等 29 首诗歌，

反映了身在狱中的宁调元对于国事、家事、己事

的关切和牵挂，抒发了一种前路坎坷、壮志未酬

的家国情怀。宁调元的集杜诗，借杜诗而为我所用，

并能运用自如、恰到好处、如同己出、浑然天成，

足见其对杜诗理解之准、用工之深。

其三，化杜句。熟读杜诗的宁调元在其诗歌创

作中，思致风发，含英咀华，经常化用杜甫的诗句，

或移花接木，或点化翻新，以为我所用，生发新意，

达到既传承杜诗精神，又增强己诗感染力的双重

效果。

宁调元《从军行》曰：“奏凯歌声四面环，战

衣犹剩血斓斑。甲兵合挽银河洗，不许楼兰近玉

关。”[1]16 其中“甲兵合挽银河洗”之句就化用了

杜甫《洗兵马》中“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

长不用”之诗意，表达了尽快伐贼平乱、实现天

下太平的愿望。

宁调元《满江红 • 戊申二五初度》有“独立苍

茫，共千里、月明今夕”[1]159 之句，“独立苍茫”

化用杜甫《乐游园歌》中“此身饮罢无归处，独

立苍茫自咏诗”之句，表达了宁调元在萍浏醴起

义失败后对革命前途的担忧和理想未能实现的苦

闷心情。

此外，《秋兴再叠前韵》中“万里飘蓬碎客

心”[1]144 句中的“飘蓬”化用杜甫《老病》中“合

分双赐笔，犹作一飘蓬”；“万里烽烟急暮笳”[1]145

句中的“万里烽烟”化用杜甫《秋兴》“万里风

烟接素秋”和“白帝城高急暮砧”之句，并将杜

诗中的“风烟”巧妙改成“烽烟”，将杜诗中的“暮

砧”巧妙改成“暮笳”，更加凸现了“二次革命”

的景况和对“二次革命”失败的悲愤；《秋兴三

叠前韵》中“落日孤城万柳斜”[1]145，化用杜甫《秋

兴八首》“夔府孤城落日斜”，表达对“二次革命”

失败的惆怅之情。

值得指出的是，宁调元化用杜诗，有时自己还

明确标示出来，以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如其在《至

日诗七十什》的诗序中指出：“闻今日为至日也，

因忆杜诗有‘冬至阳生春又回’之句，接续演之，

得如干章。” [1]107 说明此诗因杜诗之句而来。对

于此诗中化用杜甫的诗句，宁调元也一一点明。

如在“悠悠世上几千辈，衰老重闱托付谁”之句

末，宁调元注明：“杜诗：寄谢悠悠世上儿 ” [1]108；

在“冬至阳生春又回，年年为客杜陵悲”之句末，

宁调元注明：“杜诗：年年至日长为客 ”[1]109；等等。

其四，用杜韵。宁调元喜爱杜诗，也常用杜

诗的韵脚创作诗歌，既表现出对杜诗的推崇，也

反映传承杜诗的意向。天宝十年 (751)，杜甫两次

应试失败后，向朝廷进献《三大礼赋》，希望能

被皇上赏识，结果仅得了集贤院侍制候用的空名。

次年 (752)，杜甫游西安东南曲江，作《曲江三章

章五句》，独创每章五句的格式，抒发了仕途失

意和抑郁情怀：

曲江萧条秋气高，菱荷枯折随风涛，游子空嗟

垂二毛。白石素沙亦相荡，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

事非今亦非古，长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华固难数。

吾人甘作心似灰，弟侄何伤泪如雨 ?// 自断此生休

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

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2]8。

对于杜甫《曲江三章章五句》及其每章五句的

格式，年少的宁调元很是喜欢，于是用其韵和格

式作《山斋曲三首 ，用杜工部〈曲江曲〉韵》，

以表达自己没找到出路的愁闷心情：

山斋夜静月轮高，鼾声隆隆作洪涛，梦游碧落

入不毛。天公大骂且长笑，食粟食粟伤尔曹！ // 人

心卑靡今非古，高尚之风委草莽，目击心伤事难数。

日复月兮尽如斯，掌中翻覆云为雨。// 居处儒林别

一天，恶岁从不到砚田，长吟一曲乐无边。闲时

烂煮黄梅酒，枕糟一醉一千年 [1]18。

大历初年（766—767）年，时在夔州瀼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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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创作了五言绝句《复愁十二首》，抒发对于

当时国家战乱和自己颠沛流离无尽的苦愁之情。

宁调元读此诗后极为感动，遂步其原韵作《复愁

十二首用杜工部韵》：

晚日驼鸦背，微尘逐马蹄。吾行赋归去，凝望

浣花溪。// 久雨山斋静，苔深过客稀。垂杨青眼尽，

空对泣牛衣。// 霜信乡关急，枫林景若何？犊裈今

便冷，双鬓客愁多。// 浪游如梦里，高树鸟催归。

闻道庭前竹，玲珑映竹扉。// 买舟小如斗，烟波一

钓竿。瑶琴焚不鼓，自觉赏音难。// 蹂躏悲胡虏，

烽烟起未休。何当抒片策，万里取封侯。// 见说警

严后，国维几不张。长缨何处请，壮志赴沙场。//
大漠人烟外，阿谁赋出车！拊髀思定远，泪落感

年华。// 淡淡云迎阵，潇潇雨洗兵。妖氛何日靖，

为筑受降城。// 万卉经霜后，山河景物移。松阴余

故垒，犹自叫黄鹂。// 任意删诗草，消闲染墨花。

迢迢鹏路远，愁思入秋赊。// 梦稳情无限，吟成恨

有余。休贻弹铗笑，独钓楚江鱼 [1]7。

宁调元此诗，既像杜甫《复愁十二首》那样表

达了反对战乱的思想，也表明了自己赴沙场、平

战乱的志向，因而在内容上有超越杜诗之处。

《前出塞九首》是杜甫的组诗作品，其通过

一个征夫的诉说，反映无尽的战争给广大百姓带

来的沉重苦难，意在讽刺唐玄宗的开边黩武政策。

忧国忧民的宁调元对杜甫这组诗印象很深，1907
年，他在长沙狱中步杜诗原韵作《前出塞歌九首，

用草堂韵》：

烽烟连紫塞，胡马下热河。边月凉如水，漠丢

秋似罗。时事方鞅掌，人材今几多。有怀卫社稷，

胡不执干戈。// 堂堂七尺躯，慷慨谁能欺。从军复

从军，十五二十时。功名薄管敢，意气重袁丝。

肩荷克房伯，手执先锋旗。// 堂前椿复萱，堂下足

与手。移此恩爱深，巩固河山久。一时生别离，

别离亦何有。但祝铜山铜，铸我永难朽。// 吾睎观

世音，现大将军身。舍之向前去，毋为佛子嗔。

刀山是道场，魔眷即天亲。行人重职守，闻者足

酸辛。// 我不习阴符，气勇冠三军。我不运奇谋，

愿与人共闻。我持太阴弓，掀翻恶鸟群。区区平

胡事，吾亦何功勋。// 军威日以振，戎机日以长。

吾睎丰太阁，入高丽为王。吾慕拿破仑，扩张旧

土疆。一虎乳五儿，五儿庸何伤。// 朝过兴安岭，

暮驰乌拉山。长驱东胡雏，填平洋海间。一夫临

前阵，万虏无生还。国威震寰宇，借问谁追攀。//
茫茫海水飞，黯黯天日昏。俄法狐鼠窜，英日东

西奔。夷平南北美，高筑凯旋城。苍天既已颓，

黄祸何足论！ // 生沮东乡气，死空毛奇功。环球

我领土，世界真大同。国仇澌灭尽，何论羌与戎。

彼苍无时尽，皇汉无终穷 [1]64。

从此诗的思想内容看，宁调元虽用杜甫《前

出塞》韵脚，但创作出来的则是以新时代的词汇，

宣传反对列强侵略和反清革命的适应时代主题的

作品。

如前所述，1913 年 9 月，在生命最后几天的

时间里，宁调元仍“默诵杜少陵《秋兴》诗”，“因

叠其韵和之”，一连吟成七言《秋兴》诗四组十六章，

其中第四组云：

橙子初肥橘满林，武昌杨柳独森森。蓬蒿遍地

横征骨，风雨漫天接晓阴。龙虎预知天子气，莼鲈

忽起故园心。寒衣未到寒先到，凄绝城头一夜砧。//
牍背题词字半斜，又凭弦柱问年华。忧时已愤同

孤注，浮海何当借一槎。西晋风流余劫火，南人

野哭怨寒笳。潘郎老去情丝减，谁与重栽一县花。//
百战河山近夕晖，金陵王气亦湮微。千金今日求

黥布，三字当年死岳飞。莽莽乾坤名士尽，潇潇

风雨故人违。南冠相对无余事，饱食长眠转渐肥。//
天气渐凉风打头，囚中经夏又经秋。云飞远岫原

无意，蚁溃长堤自可愁。忧患那堪闻杜宇，网罗

何况到沙鸥。楚江惊浪吴江雨，欲归不归何处舟（杜

诗此韵为“州”，宁调元误记为“舟”） [1]146。

宁调元在这一组叠杜诗之韵而和之的诗中，

充分表达了他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破坏民主的愤怒，

对“二次革命”失败的惋惜，对剥削民脂民膏军

阀的痛恨以及对国家命运、对民族前途的担忧。

宁调元步杜诗之韵作诗，不仅借以锻炼自己的

诗笔，而且也是其崇杜、师杜的重要表现。

三、宁调元对杜诗的发扬

宁调元学习杜诗并不是为了玩弄文字游戏或

作文字逍遣，而是要通过师杜，吸取其创作经验

和艺术风格，以为自己在诗坛“大建革命军之旗”

服务。因此，在其诗歌创作中，除了利用集杜诗、

用杜韵和化用杜诗句等方式运用杜诗之外，宁调

元还注重继承和发扬杜诗的优良传统，从而形成

了宁诗在思想和艺术上的鲜明特色。这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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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继承和发扬杜诗忧国忧民的创作思想。

杜甫的诗歌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败

和统治者穷兵黩武、连年征战而给人民带来的深

重灾难，抒发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受杜诗

影响，宁调元从小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立志

“为民请命”[1]142。在其创办的革命刊物《洞庭波》

《汉帜》上，宁调元先后发表《仇满横议》《三

合会讨满清檄文》等一系列著名的反清革命檄文，

历数清政府统治的暴政，阐述反清革命的理由，

提出反清革命的主张，并驳斥改良派反对反清革

命的谬论，号召全国民众拿起武器，推翻清政府

的统治。他的言论，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比如，其《感怀四首》就集中表达了其强烈的救

国救民志向，其第二、三首曰：

国步艰难更百忧，年年夜起舞吴钩。东山丝

竹娱功狗，南国衣冠笑沐猴。几个下民浑易虐，

九重天子竟无愁。料知王气舂陵尽，到处狐鸣火

一篝。//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

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丈夫有志当如是，

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

神州 [1]118。

前一首中，诗人面对国步艰难、下民易虐，

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和官僚贵族却依然丝竹买春、

悠然无事的现实，感到忧心忡忡，恨不能亲操干戈、

冒身锋刃去救国救民。他坚信遍地烽火即将燎原，

卖国求荣、欺压人民的清政府必将被推翻。

后一首中，诗人指出，这 10 年以来，在清朝

的黑暗统治下，自己虽然过着囚犯般的生活，但

并没有屈服和气馁，而是同其他革命者一样，紧

随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潮流，高唱自由和民主，

组成革命团体，发誓要武装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

治，解救苦难的神州大众。

由此可见，忧国忧民、救国救民是宁调元诗歌

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使得其诗具有鲜明

的人民性特点。

第二，继承和弘扬杜诗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杜诗以如实反映社会现实、反映民生疾苦而著称。

在杜诗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影响下，生活在动乱

频仍、灾难深重的清末的宁调元，在少年时代就

写出了揭露社会现实的诗作《官吏行》。投身反

清革命事业之后，他更是将继承和弘扬杜诗现实

主义创作方法与揭露、抨击清末社会现实紧密结

合，大力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在七绝二首《过金陵》

中，他写道：

盗憎主人翻驻兵，鲸鲵枭獍满皇城。飘零一种

王孙草，独向西风诉不平。战血殷红秋后磷，雨

花台畔莫愁滨。两三千载兴亡梦，淮水干枯总有

因 [1]118-119。

诗中，宁调元揭露了曾为“六朝古都”的南京

如今被满清统治者蹂躏的现实，感慨王朝的兴衰

败亡的变迁就在转瞬之间；同时表明，反清革命

已经开始，清朝的灭亡、金陵的重生已为期不远。

1910年3月，宁调元赴北京任《帝国日报》总编，

其间为《议场谭屑》《我之言》《是是非非》等

栏目撰写了大量议论时事政治的杂文。这些杂文，

长短灵活，紧贴现实，笔锋犀利，幽默辛辣，嬉

笑怒骂，皆成文章，犹如匕首和投枪，具有极强

的战斗性、现实性和鼓动性，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因而“言论一时风靡”[3]646。

第三，继承和发扬杜诗沉郁顿挫的创作风格。

杜甫一生际遇坎坷、壮志难酬、生活艰辛，他的

诗歌创作始终直面社会现实、关注国运民生，表

现出博大深厚的忧国忧民思想，从而形成了他自

称的“沉郁顿挫”创作风格。所谓“沉郁”是指

情感意蕴博大沉雄、深厚凝重，所谓“顿挫”则

是指表达方式波澜起伏、低回反复。与杜甫一样，

宁调元童年因父亲早逝而经历大起大落；投身革

命后，历经磨难，又两度身陷牢狱。相似的经历

和相同的追求，加之受“沉郁顿挫”的杜诗浸润，

宁调元的诗歌创作也继承和发扬了杜诗“沉郁顿

挫”的风格。

1907 年 1 月，在长沙狱中的宁调元得知杨卓

林被捕的消息，悲愤而作七律《狱中闻杨卓林被

捕感赋》二首，其中第二首曰：

阴风瑟瑟逼人来，不合苍天降此材。故鬼漫

疑新鬼大，前沤还续后沤来。八千子弟都星散，

十万旌旗剩劫灰。失水蛟龙同一叹，驱胡何日重

徘徊！[1]40

该诗沉雄凝重、苍凉感慨，既为杨卓林与自己

一样被捕而感慨悲痛，又为有朝一日与杨卓林再

次并肩奋斗在反清革命的战场而热切期待。

1913 年 7 月，在武昌狱中的宁调元回顾自己

革命的历程，感慨万千，吟成《武昌狱中书感》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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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首曰：

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

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

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

凉 [1]143。

全诗雄健苍凉、低回起伏、沉郁顿挫，深切感

叹革命志士浴血奋战十数年，终于赶走了腐朽的

清王朝这条“狼”，却又迎进了袁世凯这只“虎”，

表达了对窃取胜利果实、扼杀民主共和的北洋军

阀的愤慨，抒发了即使牺牲也要化作嫉恶如仇的

厉鬼，继续与破坏民主共和的蟊贼作斗争的革命

豪情；又借倚窗深情“凝睇”水光山色更加凄凉

的祖国河山而自己却不能再为之奔走呼号的诉说，

表达了对祖国、人民的无限眷恋和对自己壮志未

酬的无尽慨叹。宁诗这种“沉郁顿挫”的风格，

增强了其诗的感染力，令人沉醉感动、回味无穷。

还需要指出的是，杜甫人生坎坷困顿、穷困潦

倒，因而常常涉笔秋的题材，借万物凋零的秋季

来营造一种“悲秋”的环境，进而感叹人生之无常，

感慨国事之艰难。其诗充满苍凉沉郁、悲壮激越

的色彩，体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沉郁顿挫”风格。

其《秋兴》《登高》就是这类题材中的名篇。受“悲

秋”杜诗的影响，宁调元“以孟秋生，秉四方之

金气，性最傲，志最刚，颜有秋色，心有秋气，

言有秋声。一诗一词，必有秋意”而自称“秋士，

亦号愁人” [3]383，因而也常常借“悲秋”来抒写忧

国忧民、怀友思亲，充满悲凉激壮、凄怆缠绵的

情感的诗歌，其诗题中有“秋”字的就有《秋怀》《秋

夜》《秋感》《中秋》《秋怀四首》《秋夜次韵》《秋

声》《秋怀用韵十首》《秋夜》《秋砧歌》《秋凉》

《秋日闲咏》《秋日有感》《秋夜怀人诗三十什》《秋

兴十章》《秋尽》《秋兴十什》《秋兴四叠》等

29题 109首，足见其对“秋”之意境的钟情和对“秋”

之感情的深刻。“悲秋”的题材也正是形成杜诗

和宁诗“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来源和因素。

第四，继承和发扬杜诗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

在师杜过程中，宁调元形成了自己诗作的艺术特

色，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除了一些常

见的艺术手法，如在其爱情诗中师法杜诗“对面

写起”的表现手法 [4]，他还继承、弘扬了杜诗以下

几种表现手法：

一是联章组诗表现方法。为了多角度、多层次

地反映社会现实，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杜诗

常用联章组诗的方法，以克服单章诗歌尤其是律、

绝句因体制短小难以铺叙史实和表达复杂情感之

不足。其《羌村三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

《秦州杂诗二十首》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作品。

宁调元才华横溢、感情细腻，因而在诗歌创作上

也常常运用杜诗的联章组诗方法，一题数首，甚

至数十首，使自己情感的表达一泄千里、痛快淋

漓。如《前出塞歌九首，用草堂韵》《秋兴十什》

《吊秋竞雄女侠十首》《哭禹之谟烈士二十首》

《哭杨卓林武士二十首》《秋夜怀人三十什》《愿

诗四十什》《至日诗七十什》等，都是如此。据

粗略统计，单篇宁诗仅 133 首，仅占其诗篇总数

的 43%；而其联章组诗则占 57%。联章组诗表现

方法的运用，使宁调元绵绵复杂的激情表现得更

为曲折丰满、淋漓尽致、真切动人。可以说，联

章组诗是宁诗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

二是诗题表现手法。杜甫善制长诗题，以增

强诗题的叙事性。其《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

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

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

嵚岑婵娟，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

是诗》，正文仅 40 字，而其题则长达 68 字，详

细交代了其作此诗之由来。类似的还有《湖城东

遇孟云卿，复归刘颢宅宿，宴饮散，因为醉歌》《陪

王侍御同登东山最高顶，宴姚通泉，晚携酒泛江》

《七月三日亭午已后较热退，晚加小凉，稳睡有诗，

因论壮年乐事，戏呈元二十一曹长》等。受杜诗

的影响，宁调元也喜欢写长诗题，如《经诒书塾

留别王氏柏樵、纡青、萧韩、小衡诸兄并序》《丙

午冬日出亡，作于洞庭舟次》《江城子 •端阳日，

牧稀、荩生、约真、钝子携酒肴聚饮于此，赋此志影》

《某君承见赠二诗，时将有远行也，因即次其韵

以送之》《质仁赠菊花二本，得四绝句，即柬质仁，

以为纪念》《郑君圭平见余畜阉鸡一，戏题五绝，

次韵答之》《哀蝉见赠七绝四章索和，即次韵奉

答》《前出塞歌九首，用草堂韵》《仲庄抄示〈春

愁〉一章，遽触余痒，至为之叠和七次》《题〈神

州日报〉周年纪念，次哀蝉韵》《文渠既为余次

定〈朗吟诗卷〉，复惠题词，奉酬五章，即题〈纫

秋兰集〉》《王君衍约作北郭昌华之游，同黄晦

闻、李茗柯、蔡哲夫、潘致中即席次韵答哲夫》《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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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 •送别牧稀，并柬荩生、钝子，用稼轩韵》等等。

这些诗题，或介绍作诗的缘由，或点明作诗的时

间和地点，或交代相关人物，或提示诗的用韵等，

起到了增强诗题叙事功能的作用。它既有利于交

代作诗的由来和背景，也有助于读者准确完整地

解读诗歌内容。

三是诗序表现手法。为了增强诗作的叙事功

能，杜诗常借诗序融入相关内容，如《同元使君

舂陵行并序》《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课

伐木并序》《园官送菜并序》《种莴苣并序》等，

这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受杜诗的影响，宁调

元在诗歌创作中也常用诗序的手法。据粗略统计，

在宁调元的诗歌中有诗序的约 34 篇，其中在标题

中用“并序”或“有序”标出的明序 5 篇、在标

题中未标出的暗序 29 篇，占 310 余篇宁诗的 10%
以上，由此可见其对诗序的爱好和重视。例如，《唐

守楩蹈江死，诗以哭之》的诗序曰：

丁未年七月十八日，实我同乡唐震礎投江之

期也。唐君者醴陵人，从东瀛束装返国，历上海

至南京，睹一切政治、实业之腐败如故也，学士、

大夫之酣歌游嬉犹昔也，侦探、警察之骚扰不堪

也，轮船、民舟之稽查备至也，喟然曰：不自由，

毋宁死！黑雾屯天，荆榛塞地，可怜哉，亡国奴！

水远山长，何处是托足地？英人之治印度，法国

之待越南，岂若此其甚乎？吾其去此。买舟经黄

石港，遂跃身出船舱投水死。越十有二日，噩耗

达湖南，予闻而悼之：嗟乎！余比年来，一幅血

涕向江流洒尽矣！兔死狐悲，常饮切肤之痛；卧

薪尝胆，宁忘句践之仇？自失身陷□□罗网中，

马角不生，乌头未白，匪特不能为人雪耻，而又

穽之日暮途穷，人间何世，以此思哀哀可知矣。

曹孟德之诗曰：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江文通之

赋曰：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暘。余何不辰，

偏逢此酷。爰感慨而赋之 [5]。

此诗正文部分仅 56 字，而诗序却长达 297 字。

诗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唐守楩的生平、蹈江的原

因以及作者对唐守楩蹈江一事的感触，为读者认

识唐守楩、深刻理解此诗提供了充分的背景资料。

此外，其《武昌狱中书感并序》的诗序，更是长

达 419 字。诗序简述了民国创建一年多来，由于

袁世凯的专制统治，“在朝无百年长治之谋，在

野存旦夕苟延之想”，以致出现“商不安业，农

不归耕”的社会局面。他回顾了自己在“为民请命”

道路上的坎坷曲折，表达了“生死何常，凭诸天命”、

革命到底的决心。序与诗相互响应、相得益彰。

宁调元诗歌中的诗序，扩充了诗歌的内容，

强化了诗歌的叙事和纪实功能，为宣传革命思想、

唤醒民众奋起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总之，宁调元是一位善于学习前人而又追求创

新的革命诗人，他将杜诗的优良传统与反清革命、

反袁革命的时代主题有机结合，有效地增强了其

诗歌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宣传力，这也许就是宁

诗的魅力经久不衰的奥秘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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