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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了，微风拂面、细雨润物，一派生
机盎然的景象。谈到咏春诗词，不得不提杜
甫的 《春夜喜雨》，该诗因意境优美、韵律
和谐而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孙玉文教授试
析 《春夜喜雨》 中的“发生”，力图更准确
地解读该诗，也为我们更好地学习阅读中华
诗词带来启迪。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
“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文化繁荣兴
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四五”规
划建议提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推进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
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民间文艺来自生活，是人民的创造。把握
文化本质，激发发展活力，推进民间文艺的创
新发展，我们要植根民间文艺的发展规律，根
据国家“十四五”时期有关文化建设的发展规
划，结合我国经济、文化、社会、立法、教
育、“三农”等现实问题，切实加强文化生态
基础研究，制定保护与传承措施，从丰富中华
传统民艺存量、续存民艺母本、保持民艺多样
性的意义上，进一步服务完善民间文艺的保护
与创新体系构架，促进传统民艺的活化与发
展。对于发展基础较好、具有较好的传承与生
产基础并有望拓宽发展空间的民间文艺样态，
要服务促进“创新链”建设，包括加强民间
文学的内容产业转化与传播，加快民间工艺
的定制化、品质化的创新传承进程等。特别
是积极推动传统工艺等生产资源的供给侧提
质增量，提高传统工艺产品及服务供给对需
求变化的适应性、灵活性，满足大众消费需
求，推动消费成为生产力；关注传统工艺产
品及服务，引导传统工艺产品在研创、生
产、销售、服务等方面系统化发展，增强传
统工艺相关产业延展性，增大收益空间，推
动传统工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探索解决文化的产业融入
与提升问题。“中国制造”等产业价值的提升，不仅需要科技创新驱
动，还要激发民间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效能，赋予文化产业更高的情感
附加值，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民间文艺的支撑力和持续动力。可进一
步发扬手工艺传统，将中华审美传统融入现代制造业，形成中国制造
的美学风格。同时，探索实施“中国民间文艺志愿者”计划。充实民
间文艺志愿者队伍，发挥建设性作用，进一步在保护与发展、传承与
教育、文化产品共享和建立创意产品国际传播渠道等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同时，积极推进民间文艺权益保护机制建设。全面探索“抢救保
护、学术研究、教育传习、生态修复和创新发展”五位一体的发展道
路，开拓民间文艺事业的新局面。

整体上，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
一，在切实加强濒危传统民艺的活化与发展，做好文化生态基础研究，
制定保护与传承措施，保护和丰富中华传统民艺存量，续存民艺母本，
保持民艺多样性的同时，对于发展基础比较好、具有较好的传承与生产
基础，并有望拓宽发展空间的传统民艺，进一步丰富题材和品种，提升
设计与转化水平，提高对城乡创业就业的促进作用，促进传统民艺在当
代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从而在保护上，突出原汁原味，续存文化根脉；
在传承上，兼顾个体与集体，全面构建传承体系；在创新上，立足当代
生活，重塑民艺活力；在衍生上，积极探索新技术、新经济、新业态条
件下跨界融合的多元发展路径。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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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2021
年新年茶话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我们要深刻铭记中国人民和
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
百年艰辛历程，发扬为民服务孺子
牛、创新发展拓荒牛、艰苦奋斗老
黄牛的精神，永远保持慎终如始、
戒骄戒躁的清醒头脑，永远保持不
畏艰险、锐意进取的奋斗韧劲，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上奋勇前进，以优异成绩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这是巨
大鼓舞，是时代要求。

按照中国传统，今年是牛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的“三
牛”精神，形象生动又极具概括
力，且具当下性。这里，想对“孺
子牛精神”略谈一点感受。

从现代文学的角度讲，“孺子
牛”一词得自鲁迅。当然，如果再
往前溯，“孺子牛”则典出 《左
传》。有意思的是，“孺子牛”是一
个被不断放大的概念，直至今天仍
然是一种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左
传》 里讲，齐景公特别爱他的幼
子，为了取悦孩子，他不惜自己装
做牛，让孩子骑在背上玩，他还嘴
咬一条绳子，让爱子“牵”着取
乐。且不防孩子从背上滑脱倒下，
绳子之力拽掉了齐景公的牙齿。爱
子之心可见一斑。

这个故事很生动，但客观地
说，在春秋战国纷呈的故事中，它
应该是个边角料。话说此后的2000
多年里，这个词的“引用率”“用

典率”也并不高。
是鲁迅扩大了这个词的传播力，

所以很多人至今认为，“孺子牛”的
原点来自鲁迅。1932 年 10 月 5 日，
鲁迅写下了题为 《自嘲》 诗一首。这
首鲁迅自称是“打油诗”的七律诗，
是因朋友聚会留赠而写。那一天中
午，郁达夫请客，同席者有柳亚子夫
妇，郁达夫夫妇及作家林微音等。据
当事人回忆还原，鲁迅先是有一句联
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在与柳亚子等人的交谈中，又
提到“华盖运”的有无，于是鲁迅认
为可以成一首诗了。饭毕，是郁达夫
拿出纸笔，请列位留诗纪念。

鲁迅便写下这首诗：

运交华盖欲何求，
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
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
管他冬夏与春秋。

以鲁迅当时的本意，“孺子牛”
就是专指自己作为父亲对爱子周海婴
的父爱之情。因为全诗是表达自己的
现实遭遇，面对各种非议指责，即使
华盖运不去，自己自有安乐处，可以
躲进小楼，与子同乐。

但“孺子牛”这个词的含义，包括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句诗的含义，在鲁迅逝世后被放大
了。放大其意义的是毛泽东同志。

1942年 5月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 中，毛泽东同志指出：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
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
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
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
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
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
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
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
后已。”从此，这句本来是联语，后
来又楔入诗中的句子不胫而走，成为
尽人皆知的比喻。“孺子牛”也被赋
予了伟大的牺牲精神，具有了更加深
广的意义。

可以说，没有鲁迅，“孺子牛”
还躺在 《左传》 里，封尘在历史的故
纸堆里，无法在现代中国一路追逐文
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复活。同样，没有
毛泽东同志从政治的高度、革命的立
场去阐释，鲁迅诗中的“孺子牛”也
不会有后来的深入人心。

按鲁迅的说法，从来就没有纯粹
的山林文学，看似纯属歌吟山水，事
实上一样折射着人间的冷暖。从这个
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对鲁迅诗意的
解释，倒是一种正解，它不仅是对鲁
迅原诗意义的放大，更可以成为鲁迅
诗歌原意的一种解读。

这样的例子在鲁迅那里也有。
1925 年 1 月 1 日，鲁迅写下散文诗
《希望》。在这篇散文诗里，鲁迅引用
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绝望
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有人
以为，这是鲁迅对另一诗人的诗句引
用。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日本学者
北冈正子在匈牙利汉学家高恩德的帮
助下，终于找出了这句话的出处，它

并非来自裴多菲的诗，而是来自其致
朋友的一封信。当时他只是向朋友
表述一匹病马居然把自己驼到了目
的地的惊讶，然而鲁迅却将其凝练
成一句富于哲理的诗。用北冈正子
的话说，是鲁迅“骗”了我们，但
是，他“骗得漂亮”。可以说，毛泽
东同志对鲁迅“孺子牛”诗句含义
的放大，就如同鲁迅对裴多菲句式
的高度凝练。

毫无疑问，“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 《自嘲》 诗
的诗眼。它得之最早，从联语变成诗
句，它含义深刻，被后来的知音放
大。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无论工农
兵学商，每遇要表达战斗的意志加奉
献的精神，都会引用这一诗句，简直
无可替代。这就是诗的力量，这也是
文学必然、必须社会化的根源所在，
例证之一。

当然还必须要说，这句诗的确漂
亮，极具美感，所以它才有可能脱离
全诗，成为比联语传播力还要广泛的
成语、“通用语”。它在全诗中的地
位，有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
长天一色”在王勃 《滕王阁序》 里的
地位。

今天，我们站在新的时代方位。
面对世界的纷纭复杂，面对前进道路
上要克服的困难、要战胜的敌人，面
对我们的使命和任务，“孺子牛”精
神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孺子牛”精神，需
要我们在未来的前行道路上始终铭
记。新时代“孺子牛”被注入了新内
涵，需要我们再加深理解，真正化作
未来道路上的精神力量。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
家协会副主席）

甘做“孺子牛”
——谈我的阅读学习体会

阎晶明

杜甫《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
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汉语大词典》“发生”条：
犹出现。唐杜甫《春夜喜雨》诗：“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元朱释老《春日田园杂兴》诗：
“无穷怀抱风和畅，不尽形容雨发生。”

可见，《汉语大词典》将《春夜喜雨》的“发生”理
解为出现，是“好雨”出现了。这种理解在当今影响
极大，很多人都接受了。但我以为这种说法可商榷。

“发生”到底作何解？古代学者一般都解释为
使植物萌生。宋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注“当春
乃发生”：“赵云：《尔雅》曰：春为发生。”可知宋赵
彦材是引用《尔雅·释天》的“春为发生”做解释。
《释天》：“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
英。 四气和谓之玉烛。春为发生，夏为长嬴，秋
为收成，冬为安宁。”晋郭璞注：“此亦四时之别
号，《尸子》皆以为太平祥风。”宋邢昺对郭璞注

“此亦四时之别号”作疏：“云‘此亦四时之别号’
者，言与上‘青阳’等同为四时别号，故云‘亦’也。
上据气而言，此据功为说。”所谓“据功为说”，是
说“发生、长嬴、收成、安宁”指使植物在一年中按
周期生长的事功，“春”名“发生”，得名于植物萌
生。清仇兆鳌《杜诗详注》：“《抱朴子》：藏华于当
春。《庄子》：春气发而百草生。”也没有直接解释

“发生”的词义及含义，而是引用《抱朴子》的话来

注“当春”，引《庄子》的话来注“当春乃发生”。仇
氏引据《庄子》，意在表明“发生”指使植物萌生。
《庄子·庚桑楚》：“夫春气发而百草生，正得秋而
万宝成。”据此，“发”的是“春气”，“生”的是植物。
因此，赵彦材、郭知达、仇兆鳌等都将“发生”理解
为使植物萌生，是“好雨”使植物萌生。

《汉语大词典》“发生”条“出现”义下，所举第
二个例子是元朱释老《春日田园杂兴》：“无穷怀
抱风和畅，不尽形容雨发生。”接着举出的两例都
是现代人作品，没有举出唐代“发生”作“出现”讲
的其他证据。上面已说到，《春夜喜雨》的“发生”，
古人不这样理解。朱释老是宋元之间人，《春日田
园杂兴》写春天田园，其中“不尽形容雨发生”显
然化用了杜甫“当春乃发生”，“无穷怀抱风和畅”
化用了《韩诗外传》“向子之言，穆如清风。不悖我
语，和畅我心。”

朱释老的这一例，正好证明“当春乃发生”的
“发生”指使植物萌生。《汉语大词典》对“不尽形
容雨发生”理解不太准确，《春日田园杂兴》是一
首七律，“无穷怀抱风和畅，不尽形容雨发生”对
仗，“无穷怀抱”对“不尽形容”，“风和畅”对“雨发
生”；“无穷”对“不尽”，“怀抱”对“形容”；“风”对

“雨”，“和畅”对“发生”。其中，“无穷怀抱”和“不
尽形容”不可能理解为动词性结构，它们只能是
名词性结构，分别做主语；与此相应，“风和畅”对

“雨发生”只能分别是“无穷怀抱”和“不尽形容”

的谓语。“无穷怀抱风和畅，不尽形容雨发生”的意
思只能是：无穷之怀抱因风和畅，不尽之形容因雨
发生。“怀抱”指胸怀、心意；“无穷怀抱”指没有穷尽
的心意；“形容”指植物的各种状貌，“不尽形容”指
植物多姿多态的不同形状。“无穷怀抱风和畅”承前
面“家山万象春归好”来，“不尽形容雨发生”承“诗
笔拈来感物情”来。如果“风和畅”指风温和舒畅，那
么它跟“无穷怀抱”连不起来，“无穷怀抱”没有着
落；如果“雨发生”的“发生”指出现，那么“雨发生”
跟“不尽形容”连不起来，“不尽形容”也没有着落。

“和畅”的不是风，而是作者自己；“发生”的不是雨，
而是植物。“无穷怀抱风和畅，不尽形容雨发生”是
说，作者本人连绵不断的思绪都是春风使心情舒畅
带来的，田园周遭植物千姿百态的春景都是春雨催
生出来的。正因为“风、雨”带来美景和好心情，所以
后面说“试问封侯万里客，何如守拙晋渊明”。因此，
此例不仅不是“发生”作“出现”讲的证据，而是作

“使植物萌生”讲的佳证。《春日田园杂兴》更有力地
证明，杜甫“当春乃发生”的“发生”意思不是指出
现，而是指使植物萌生。

杜甫使用“发生”，承接前代而来。正如上文所
举，“发生”已见收于《尔雅》，指植物萌生，也用作使
动，“发生”一直到杜甫时代都没有发展出“出现”的
词义。汉张衡《东京赋》：“既春游以发生，启诸蛰于
潜户。度秋豫以收成，观丰年之多稌。”《文选》卷三
李善注“发生”句：“《尔雅》曰：春为发生。”南朝宋颜

延之《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皇祇发生之始，后王布
和之辰。”《文选》卷四十六李善注“发生”句：“《尔
雅》曰：春为发生。”张铣注这两句说得更直白：“言
春时是天地发生万物之时，君王布政惠和之日也。”
李善都引用《尔雅》的“发生”来注释《东京赋》《三月
三日曲水诗序》的“发生”句，这跟《春夜喜雨》赵彦
材的注释一样，说明赵彦材对《春夜喜雨》的“发生”
理解，跟《东京赋》李善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李
善、张铣注对二文中出现的“发生”的词义理解一
样。《尔雅》的“发生”取义于植物萌生，可见赵彦材
无疑是将《春夜喜雨》的“发生”理解为使植物萌生，
杜甫此处的“发生”不能理解为出现。

唐宋金时期，“发生”的“植物萌生”的词义是很
常见的。例如唐陈通方《赋得春风扇微和》：“发生
当有分，枯朽幸因依。”宋欧阳修《春帖子词·皇帝
阁》之四：“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无知但发生。”明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卷六十六记金章宗完颜璟
诗：“地力发生虽有异，天公造物本无私。”金元好
问《秦王擒窦建德降王世充露布》：“虐政久罹，王
灵甫及。金鼓动发生之气，旌旗导长养之风。莫不
动地欢呼，戴天感泣。”

由于“发生”的“万物萌生”义在此期很常见，因
此引申指：（一）春天。《尔雅》里管春天叫“发生”，因
此后人就用“发生”指春天。唐钱起《春郊》：“东风好
作阳和使，逢草逢花报发生。”《旧唐书·尹思珍传》：

“思贞以发生之月，固执奏以为不可行刑，竟有敕决

杖，配流岭南。”（二）万物。宋苏轼《元祐三年春帖子
词·太皇太后阁》之一：“雕刻春何力，欣荣物自知。发
生虽有象，覆载本无私。”杨万里《读罪己诏》：“国家
祖宗泽，天地发生仁。”因此，从“万物萌生”一义在杜
甫时期的常用程度来说，杜甫完全可以使用它来组
织话语。

至于“发生”的“出现”义，只是它的远引申义，中
间要经过“开始出现”一义，然后扩大指出现。“出现”
这个远引申义的出现是很晚的事，可能不早于明代。

“发生”由“萌芽”引申指开始出现，可能至晚宋代已
经有了。例如旧题宋齐丘《化书》卷四：“仁，发生之谓
也，故均于木。义，救难之谓也，故均于金。礼，明白之
谓也，故均于火。智，变通之谓也，故均于水。信，悫然
之谓也，故均于土。”所谓“仁，发生之谓也”，指仁爱
是产生万物的根本。

前人有一些化用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
生”的诗。据前人的化用，也可证是将“发生”理解为
植物萌生。宋文同《和提刑子功喜雨》：“时雨已可喜，
况当春发生。入地如流膏，浸灌万物萌。”这里“春发
生”是指春天萌生各类植物，不能理解为春天出现，

“出现”这层意思前面“时雨已可喜”已经包含进去
了，“况当春发生”是说何况这个喜雨当春还催生植
物萌生。

因此，从“发生”的“出现”义出现的时代等多个
角度看，在杜甫那个时代，“发生”还没有“出现”的词
义，“当春乃发生”的“发生”不可能作“出现”讲，只能
理解为使植物萌芽。《春夜喜雨》一诗，紧紧扣住“春
夜喜雨”，杜甫面对春夜之连绵细雨，高兴得很晚不
能入睡。诗句不仅环环相扣，句句往前推进，而且起
承转合处有所侧重。由“好雨知时节”推进至“当春乃
发生”，接着是“随风潜入夜”，推进至“润物细无声”；
再推进至“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是说夜雨持续
的时间长、下得透；因此，杜甫连夜想象出第二天早
晨的情景，“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是环环相
扣，句句往前推进。“随风潜入夜”承接“好雨知时
节”；“润物细无声”承接“当春乃发生”，跟植物萌生
关联起来。这是起承转合有所侧重。由此看来，这首
诗有极高的艺术水平；正确理解“发生”的词义，对
了解此诗的艺术技巧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春 夜 解 诗
——试析“当春乃发生”的“发生”

孙玉文

■ 精彩阅读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
首甘为孺子牛”是鲁迅 《自
嘲》 诗 的 诗 眼 。 它 得 之 最
早，从联语变成诗句，它含
义 深 刻 ， 被 后 来 的 知 音 放
大 。 这 几 十 年 来 ， 中 国
人 ， 无 论 工 农 兵 学 商 ， 每
遇 要 表 达 战 斗 的 意 志 加 奉
献 的 精 神 ， 都 会 引 用 这 一
诗 句 ， 简 直 无 可 替 代 。 这
就 是 诗 的 力 量 ， 这 也 是 文
学 必 然 、 必 须 社 会 化 的 根
源所在，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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