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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油诗是怎么来的打油诗是怎么来的
打油诗是一种富于趣味性的俚俗诗体，其内容和词句通俗

诙谐、不拘于平仄韵律，要求的文学知识和格律不高，便于普
通人口耳相传。打油诗，因为创作起来相对简单，便于广大人
民群众接受，也便于记忆，所以很容易在民间流传。那么何谓
打油诗？打油诗又始于何时呢？

打油诗，在《辞海》上的解释是
“诗体的一种。据宋钱易 《南部新
书》载：有胡饤饺、张打油二人皆能
为诗。张打油 （唐代人）《雪诗》
云：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
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此类诗句所用
都是俚语，通俗易懂，且多诙谐，有
时暗含饥嘲，后人称这类诗歌为‘打
油诗’。”

从打油诗的这段定义不难看出，
《辞海》 是以北宋初年钱易编撰的
《南部新书》为依据的，《南部新书》
是一部笔记小说，内容驳杂，绝大部
分来源于唐代的小说、正史或杂史、
杂传等。书中提及的胡饤饺、张打油
二人，相传是中唐时期的一对诗友，
有一年冬天，二人在望江亭里饮酒，
忽见外面大雪纷飞，一眼望去白茫茫
的一片，张打油遂触景生情，即兴创
作了那首“咏雪诗”。

张打油吟完最后一句“白狗身上
肿”，胡饤饺已乐得前仰后合，他赞
道：“张兄的咏雪诗独树一帜，也可
看作是一则猜‘雪’的诗谜。弟不揣
冒昧，也作一首，请指教。”诗曰：
漫天坠，扑地飞，白占许多好田地，

冻杀黎民都是你，什么祥瑞不祥瑞！
张打油一听也连连叫好：“胡兄

的咏雪诗谜作得也不赖呀！我再吟一
首，请兄试猜。”说着又吟诵起来：
此花自古无人栽，一夜北风遍地开；
近看无枝又无叶，不知何处长出来？

两位诗友兴致越来越高，胡饤饺
以诗猜诗，随即也跟着吟道：天地玉
世界，满天散飞花。远岸飘柳絮，前
村压梅花。青竹凝玉树，万枝变琼
枒。窗含远山白，落鬓添华发。

张打油和胡饤饺望着漫天飞雪，
一唱一和，虽为“咏雪诗”，但字里
行间不见一个“雪”字，却都句句扣

“雪”，被后人视为“雪诗”经典。
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诗歌最为

繁荣的鼎盛时期，涌现出李白、杜
甫、王维、孟浩然等一大批杰出诗
人。较之当时的名家名篇名句，张打
油和胡饤饺这种用语直白俚俗，不拘
平仄的通俗诗自然属于“非主流”。
但由于其起源于民间，词句简洁文风
质朴，讽喻调侃趣味横生，此后瓜瓞
绵绵，不断发展，表现出活跃的生命
力，并索性借张打油之名将这类诗冠
以“打油诗”的称谓。

唐代是否真有“张打油”其人

现在史学界比较倾向的观点
是，“张打油”是中唐时期的民间
诗人，除了宋代钱易所撰写的《南
部新书》 可以为证，明代杨慎的

《升庵外集》也记载有张打油和打
油诗的故事。

可是，从不少史书上记载的张
打油及其打油诗的逸闻轶事来看，
所谓“张打油”又并非同一个人。
比如，如今很多文章中都提及的一
段流传很广的“张打油”创出打油
诗牌子的轶事，据考多源于明代才
子李开先所著《一笑散》。在《一
笑散》中，录有“打油诗”名字的
由来，张打油的轶事也被描绘得活

灵活现：冬日大雪天，汴之行省掾
一参知政事去祭奠宗祠，忽然看到
有人在墙上题了首诗，黑乎乎一大
片，诗是这样的：六出飘飘降九
霄，街前街后尽琼瑶。有朝一日天
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
锹！

参政一见大怒：“‘何人大
胆，敢污吾壁？’ 左右以张打油
对。簇拥至前，答以：‘某虽不
才，素颇知诗，岂至如此乱道？如
不信，试别命一题如何？’”

当时南阳被围，请禁兵出救，
张打油以其为题，吟道：天兵百万
下南阳。参政曰：“有气概！壁上

定非汝作。”急令成下三句。张打
油接着云：也无援救也无粮。有朝
一日城破了，哭爷的哭爷，哭娘的
哭娘。

张打油“依然前作腔范。参政
大笑而舍之。以是远迩闻名，诗词
但涉俗鄙者，谓之‘张打油语’。”

《中原音韵》是中国最早出现
的一部曲韵著作，为元代周德清所
作。如果从这段逸闻推断，张打油
的生活年代应为元代，如果再从张
打油乃“汴之行省掾一参知政事”
属下的一名小“办事员”推断，这
位“张打油”应为元代河南开封人
氏。

历史上有多少“打油”诗人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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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钱易

的 《南部新书》 毕竟是一部笔记小
说，唐代并无胡饤饺和张打油其人，
在盛唐几乎全民皆能吟诗的时代，

“张打油”或许只是民间无数“草根
诗人”的代表而已。为什么取名“张
打油”？ 打油二字，亦可谓之“一
打”“二油”：因为“油”作为表象，
手法上强调突出的是油腔滑调、俚俗
通俗、诙谐幽默的特色；“打”则是
根本，是内涵，插科打诨的要义恰恰
是讥讽揶揄、针砭时弊、鞭挞昏庸。
而张姓的由来或许是缘于张乃大姓之
一，姓张名打油更说明其代表着民间
诗人。

可是，如果以俚语俗话入诗为特
点，不讲平仄对仗，描写形象生动，
读起来朗朗上口，更像是顺口溜的诗
被称为打油诗，那么，将其起始年代

说成唐代未免过于绝对。因为从中国
的诗歌史来看，秦汉时期已不乏这类
特色鲜明的诗。比如，秦末著名的农
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就留下过一首
名曰《咏石塔》的打油诗：远看石塔
黑乎乎，上面细来下面粗；有朝一日
翻过来，下面细来上面粗。

这首“咏石塔”不可谓不直白，
白得近乎白描一般；不可谓不通俗，
俗得就像说生活中的大白话，但观全
诗，却内涵犀利，含沙射影，那种慷
慨悲壮之情和扭转乾坤之志尤其令人
感慨和震撼。

西汉时期著名文学家、辞赋家东
方朔，也曾留下过脍炙人口的“打油
诗”。据传，汉武帝时每年都要给大
臣们分肉，一年夏天，又值分肉，可
分肉官迟迟不来。东方朔便自己割下
一块肉，扬长而去。汉武帝得知此事

后责备他“鲁蒙”。东方朔急忙
请罪：东方东方，你太鲁莽，肉
还没分，怎能领赏？拔剑割肉，
举止豪爽，割肉不多，还算谦

让。拿给殿军，情义难忘，
皇上宽大，谢过皇上。

东方朔随口而吟
的“打油诗”，看似自

省自责，实乃开脱
解嘲，但因其嘲讽

滑 稽 ， 妙 趣 横
生，汉武帝听罢
立即转怒为喜，
不仅免了东方朔
的罪责，还又赏
赐了他一些肉。

秦汉时期已有打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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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打油诗简单明了，大多为

即兴之作，用不着讲究平平仄仄，
也没必要挖空心思遣词造句，因此
上至皇帝下到黎民，都喜欢用打油
诗来直抒胸臆。民间流传的清代大
学士纪晓岚写“祝寿”打油诗的段
子，尤其令人捧腹。

一次，有位官员请纪晓岚为其
母亲写诗祝寿，纪晓岚提笔即写：
太老夫人不是人。这位官员禁不住
面色铁青，气从心来。纪晓岚不慌
不忙续写道：九天仙女下凡尘。官
员遂转怒为喜，连叹精妙。谁知纪
晓岚又大笔一挥：养儿偏惯去为

贼。此官又气又恼，当即昏厥在
地。家人一阵手忙脚乱赶紧将他弄
醒，纪晓岚才又不紧不慢地提起笔
来，写就最后一句：偷来蟠桃敬母
亲！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
寒，是个大老粗，但在他登基称帝
时居然诗兴大发，吟诵了一首名曰

《金鸡报晓》的打油诗：鸡叫一声
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三声唤
出扶桑来，扫退残星与晓月。

这首诗听上去虽有点另类、可
笑，但却反映出新皇帝对新一天的
期盼和欣喜之情，其豪迈与大气磅

礴令在场大臣们无不惊叹叫绝。
据传，清代乾隆皇帝也留下过

一首别具一格的打油诗。乾隆年
间，一位翰林上书时，将“翁仲”
误作“仲翁”。乾隆皇帝于是批
道：翁仲如何作仲翁，十年寒窗少
夫功。而今不许为林翰，罚去江南
作判通。

乾隆皇帝以“毒”攻“毒”，
将“功夫”“翰林”“通判”写作

“夫功”“林翰”“判通”， 一连串
的反语充满了冷嘲热讽、奚落戏
弄，辛辣机智，那位翰林无地自
容，灰溜溜地去了江南。

皇帝也曾经写过打油诗

历史上写打油诗最多且最出彩
的，当属明代的解缙。

解缙号称是明朝第一才子，曾
任内阁首辅、《永乐大典》总纂修
等。他从小聪颖过人，8岁时已能
诗能文。18岁那年，解缙在乡试
中得了第一名解元，当时天下小
雨，解缙喜极不慎滑倒，村人笑
他。解缙出口成章作诗道：春雨贵
如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
笑煞一群牛。听到解缙随口吟出的
打油诗，大家笑得更欢了。

解缙才华出众，深得明太祖朱
元璋厚爱，一次，朱元璋想考考解

缙，便说后宫有位妃子生了个孩
子，解缙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吾
皇昨夜降金龙。朱元璋说：是位千
金。解缙对曰：化作仙女下九重。
朱元璋叹道：可惜死了。解缙紧跟
着来了一句：料是人间留不住。朱
元璋又道：丢到金水河去了。解缙
仍是口若悬河：翻身跳入水晶宫。

还有一次，朱元璋约解缙一起
钓鱼，皇帝一条都未钓到，解缙却
钓了好几条，见朱元璋面有不悦，
解缙乐呵呵地为朱元璋送上一首打
油诗：数尺丝纶落水中，金钓抛去
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

王只钓龙。
关于解缙，明史有《解缙传》

记载：“缙幼颖敏，洪武二十一年
举进士。授中书庶吉士，甚见爱
重，常侍帝前”。野史亦有不少传
说，传说解缙还曾写过讥讽锦衣卫
都督佥事纪纲纳妾的打油诗：一名
大乔二小乔，三寸金莲四寸腰，买
得五六七包粉，打扮八九十分妖。

47 岁时，解缙因直言进谏卷
入太子之争，被明成祖朱棣以“无
人臣礼”下狱，最后被纪纲灌醉冻
死在雪地上。

据《北京晚报》

明代解缙堪称打油诗翘楚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