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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杜甫的这一千古名句，是古今多少贤者的共同理想与追求，激发了多少仁人志士的凌云壮志！
在漫长的中国文明史中，像杜甫这样具有深沉的忧国忧民意识并得到人们普遍承认的爱国忧民的诗人
寥寥无几。
杜甫作为历史上最同情人民的诗人之一而铭记在人民的记忆中，历史的记忆中。
    杜甫，字子美，世称杜工部。
他之所以能够成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且被后世称为“诗圣”，绝非偶然的运气和
历史对他的偏爱，而是他一生勤勉朴实，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在艰难中上下求索的结果。
他的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宽广胸怀，他放弃统治阶级的观点而主动接近人民，他对国家治理方
面的杰出思想，他令万世景仰的人格魅力，他在诗歌上的继承与创新以及为后世现实主义诗歌所开创
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颗文化的巨星，更是中世纪里一盏维护社会正义、使社会朝着
光明的方向迈进的明灯。
    在诗歌的创作上，杜甫运用了当时所有的诗体，并充分展示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
榜样。
他在诗歌艺术上做出了种种有益的探索和变革，为后世诗歌创作树立了典范与样板。
如在语言上的特色，大量采用俗语等，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增强了诗歌的真实性与亲切感，并有助于
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使诗歌更加贴近生活。
另外，杜甫在诗歌语言的锤炼上也是很费心的。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表明杜甫在艺术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卓越探索。
杜甫诗歌中警句奇句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杜甫的诗歌除了追求卓越之外，而且显得很稳当，很沉重，有分量，绝无缥缈之感，这是很难得的。
    除诗歌外，杜甫在从一个普通的人成长为一位伟大的人民诗人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
的地方。
不妨在此略做讨论。
    其一是杜甫在思想上接近人民所进行的艰难求索与转换。
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家庭，享有种种特权，这个阶层的人要变成一个同情人民苦难和
书写人民苦难的人，需要完成一个精神上的痛苦涅槃。
杜甫之所以能完成这种重要的角色转变，在于他能常反思自己的思想。
经过许多年的对自己思想上的反省与探索，终于从感情上完成了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转变，这使他
与官场分道扬镳。
此后，他在精神上、行为上与百姓之间的联系更密切了。
他从此脱胎换骨，真正走上了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道路。
这种反省与转变往往需要付出巨大的意志力和精神上的痛苦，杜甫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成功。
    其二是杜甫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上，杜甫是自屈原以后的又一位伟大人物，是历代爱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偶像。
由于屈原生活的时代所限，他缺乏杜甫那么广阔的社会视野，没有来得及对爱国主义进行种种阐释，
而杜甫则以他自身的复杂经历更加清晰地展示了爱国主义思想的精髓，能给人更加深刻的启迪。
因此可以说，屈原的爱国精神在杜甫那里得到了阐发。
如果说屈原是爱国主义这一民族精神体系中的奠基石之一，那么杜甫则是这一体系上的巨厦。
长期以来，杜甫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精神的诗篇，对中国的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
。
后世的人民都以杜甫的爱国诗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榜样教材，这些诗篇中的爱国精神渗透到了历代
知识分子的灵魂。
特别是在国家衰亡、战争频繁的时候，这种爱国主义的传承就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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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是杜甫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杜甫的忧患是深广的。
他常常“百忧复相袭”，“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独立万端忧”，他既忧人民的疾苦，“穷
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又忧国家的命运，“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
这种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正是历代知识分子在历史风云或大劫难面前表现出积极的忧患意识的动因。
而且杜甫是一个具有社会良知，为时代的不幸而忧患，因忧患而产生批判意识的人。
在现实生活中，有忧患感的人很多，但要表达出自己的看法或者采取某种方式去表达忧患干预社会却
不是人人能做到的。
而杜甫不但敏锐地感知到了社会的危机，还敢于为自己所维护的道德原则、价值观念、人生理想和政
治模式挺身而出，即使面对强大的压力也毫无畏惧。
这反映了他的崇高修养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贵品质。
    其四是杜甫敢于抗争的伟岸个性。
杜甫一生与命运的抗争，与统治者的抗争，较多地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在行为上体现的地方并不是很
多。
如杜甫辞官不就等，表现了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刚直个性。
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杜甫对君主一味“愚忠”，以为他在统治者面前总是讨好式的歌功颂德，这其实
是以偏概全，或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事实上，他讨好统治者，是短时期内迫不得已而为之，是为了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的伟大愿望的一种调和与妥协，一旦被压制得太久，看透了统治者的真面目，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他
便再也不愿这样，于是他高昂起了头颅，以自己的前途命运为代价，勇敢地向统治者的权威挑战，拒
不屈就。
可见杜甫的骨头是很硬的。
    再来看杜甫的诗歌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杜甫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而其思想的深刻，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以诗歌表达对人民的同
情。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杜甫不仅广泛地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而且传达了人民的心声，表达了人民的要求，“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
既是对现实的生动概括，敲响唐王朝阶级对立日趋严重的警钟，又形象地揭露了数千年来封建剥削制
度的本质特征。
杜甫不仅看到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而且指出了统治者解决这一社会贫富对立问题的根本办法：“不
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杜甫既书写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与灾难，也为统治者们解决劳动人民的苦难开出了一剂良药，这也是
救世的良药。
    二是杜甫对祖国怀有无比的深情。
从“济时敢爱死？
寂寞壮心惊”这句诗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惜牺牲自我的爱国主义者。
不但他自己如此，而且他还要求朋友们能“临危莫爱身”，他的诗歌渗透着高尚而激越的爱国热情。
杜甫的喜怒哀乐可以说是与国家命运的盛衰起伏紧密相连的。
当国家危难的时候，他创作《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还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凡是与当时国家命运有关的政治、军事等重大事件，都可以在杜诗里找到反映，如《三吏》《三别
》《丽人行》等。
这些爱国诗篇反映了国家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也反映了人民在这些灾难中的阵痛，而统治者却依然荒
淫无度。
诗人一身正气，．对国家命运有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对人民、对国家拥有一片真诚。
他虽仕途多舛，一生不达，却“物性莫夺”，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时时刻刻关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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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决策，关注着朝廷平乱的事情。
他虽然一生都在漂泊途中，但仍然不失对国家的深情，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
    三是杜甫对统治阶级的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有着强烈的憎恨。
“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
”可见他对统治者中腐朽之群的切齿痛恨。
杜甫诗歌的讽刺面非常广，也无论对象是谁。
他的《兵车行》矛头直指封建最高统治者唐玄宗，《丽人行》则直接鞭笞唐玄宗的杨贵妃，表明了杜
甫对统治者毫不留情的愤怒。
    四是对战争怀有的正义态度。
杜甫对于战争有着很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
他从人民利益与国家利益出发，得出了战争要力避杀伐的思想。
杜甫对于战争态度的这一人道主义思想，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体现。
先秦儒家思想对于战争强调“攻伐救守，仁义为本”，“厚生利用，无伤为仁”。
杜甫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就很好地反映了儒家的战争伦理观，可谓对先秦儒家战争态度的
经典概括与继承。
而自从儒家思想在封建时代确立统治地位以来，民间百姓已经深受熏陶，深深地融人人民的血脉和精
神之中。
因此，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亦与杜甫完全相同，杜甫以儒家思想的人道情怀来谴责战争，获得了人民
的广泛认同，也是他能够获得民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马克思在评价《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曾经说过：“英国19世纪一流的小说家所创作的杰出
作品，使当时和后世的人们从他们的作品里所看到的社会与政治的真理往往比其他一些同时代的政治
家、政论家和道德家那里所了解到的要深刻得多，也真实和丰富得多。
”同样，透过杜甫的伟大诗篇，对安史之乱前后统治者穷兵黩武和荒淫无道的统治给人民带来的灾难
的了解，也比被统治者所美化和篡改了的史书上所了解到的要深刻得多，也清楚得多。
    有缘如此，著写《千年孤独·杜甫》一书，主要是希望对杜甫这样一位唐代伟大诗人的一生进行分
析、归纳与总结，探索这位伟大诗人的曲折成长道路，以及他的独特的内心世界，使读者更加深刻地
了解这位诗人，了解他的成就、个性与生活，了解属于他的那一个时代。
写这部书，力求根据历史资料的真实，实事求是地对杜甫一生在立志修身、爱国忧民、自我奋斗、诗
歌的开拓创新诸多方面，作为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重新进行整理、归纳、评价，以给人一些启迪。
    刘春    2012年4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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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代圣贤杜甫》用浅显易懂的叙述 ，将诗人们的生平事迹、文学成就、性格爱好以及轶闻趣事
等娓娓道来， 让读者在感受唐诗魅力的同时，也能用自己的想象与思考，与这些伟大的 诗人们成为
朋友与知己，感受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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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这是与杜甫分别时的赠诗，这首诗感情真挚深厚，可见这时他们间的友谊之深。
 杜甫骑着马，一路吟着这首诗，渐渐消失在远方，消失在李白的视线里。
二人从此永远没有再见面。
 但在分别很久之后，李白还想念着杜甫，不久又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诗。
其诗云：“我来竞何事？
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可见李白确实很是思念杜甫。
从李白对杜甫的友谊，可以看出他对于杜甫这个淳朴的天才诗人是寄予了很多感情与期望的。
 杜甫与李白在一起相聚的时间约三月之久，虽然很短暂，但友谊却是恒久的。
他们二人的相遇相知，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佳话。
 从他们的交往可以看出，杜甫是真心爱戴李白的。
杜甫本身对于求仙访道的生活，并没有多少兴趣。
但为了李白，他屈从了自己的意愿，跟随并陪伴李白千里迢迢地求仙访道，甚至最后自己也喜欢上了
李白那种游侠生活。
这是爱屋及乌的原因，由此可见杜甫对李白的真诚之心。
 杜甫对李白的真情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其才华的赞赏与人格的称颂之上。
他此后虽然没有再见到李白，但终身都不忘李白，无论是困居长安，或是在秦州的客舍，或是在成都
或夔州，都有怀念李白的诗文，称颂李白的人格与诗文的魅力。
而且这种思念随着时间的久远愈来愈浓烈，如千年美酒般放射出亘古而悠远的芳香。
 杜甫对李白的思念如江河日月一般恒久流长，他赞赏李白的诗文，赞赏李白的人格，赞赏他的气魄。
他把李白推崇到了极致，对他的思念也到了极致。
在《春日忆李白》中赞赏李白：“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既赞赏李白的才华，又深情地怀念他们共同走过的日子。
在《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中让朋友代问李白时写道：“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
何如？
”这是让人代他向李白问好！
在安史之乱后流寓秦州时写《梦李白二首》，写道：“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人我梦，明我长相忆。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这时李白由于支持永王李磷的军事行动，被流放夜郎，杜甫怀着对李白的生死不渝的兄弟般友谊和
他们共同的不幸遭遇，写了这首感人肺腑的诗，其沉痛的心情和为李白鸣不平的忧愤之情溢于诗中。
在回忆的第二首诗中，杜甫饱含深情地写道：“冠盖满京华，诗人独憔悴。
”这为李白抱不平的诗句，成为千古文豪遭遇不平待遇共同发出的悲歌。
在秦州时还写诗说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这是对李白诗歌的神力的最高赞誉，说李白的诗歌感天动地。
也就是在李白遭遇永王连坐之罪后，面对世人对李白的责难，惟有杜甫以诗来为他辩解。
“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在《天末怀李白》中，杜甫写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这不但是李白的遭遇，而且是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文豪的普遍遭遇，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曹植等
都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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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代圣贤:杜甫》由刘春编著——诗言志，歌咏情，通过诗人们的故事，我们能更真切地触摸到唐诗
的精神与意境，体会出诗歌的美感来。
鲜活的唐诗，生动的故事，苦难的经历，能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穿越大唐盛世，走向诗人们丰富
的内心世界，去感受诗人们不一样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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