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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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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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非偶然的运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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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放弃统治阶级的观点而主动接近人民；他的对国家治理
方面的杰出思想；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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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更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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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诗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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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丰富了诗歌的语言，增强了诗歌的亲切感，并有助于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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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无飘渺之感，这是很难得的。
除诗歌外，杜甫在从一个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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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出身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地主阶级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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檗。
杜甫之所以能完成这种重要角色的转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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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承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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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产生了巨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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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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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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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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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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行为上则体现的地方并不是
很多。
如杜甫辞官不就等，表明他是那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
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杜甫一味对君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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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
再来看杜甫的诗歌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灵魂在于杜甫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性。
而其思想性深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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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无比的深情。
从“济时敢爱死？
寂寞壮心惊”这些诗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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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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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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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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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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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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直接揭露唐玄宗的宠妃，表明了杜甫
对统治者的毫不留情的愤怒。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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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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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地熔铸在了人民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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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人道主义思想来谴责战争，是他能够获得民心的重要因素之一。
马克思评价《简·爱》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曾经说过：“英国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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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得多。
有感如此，著写《立于文化之巅的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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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深刻的了解这位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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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的开拓创新等诸多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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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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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华民族漫漫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古往今来曾诞生过无数杰出人才，他们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灿若
夜空繁星，但以对中华文化产生巨人般的影响而论，却是只有屈指可数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
韩愈、苏轼等人，可立于巅峰。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们，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该是多么遗憾！
正是因为他们的曾经存在，才使得中国古代文化鲜活亮丽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中华文化的奠基石之一。
他们以非凡的人生实践和杰出的文化功绩，长久地影响着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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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孤苦的身世公元712年，杜甫出生于河南巩县的瑶家湾。
这里距离东都洛阳仅一百四十里地，如果乘坐马车等交通工具，或是沿着门前的洛水乘船，到洛阳也
只是一天左右的路程。
在这个距离范围内，已经很能感受到盛唐大都市洛阳的巨大的经济与文化的辐射能量了。
所以，杜甫出生地虽然四周环山，并不闭塞。
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们，大都对洛阳这个繁荣富丽的大都市并不陌生，充满了由衷的向往与羡慕，巩
县的商人巨贾们常搭着客船往来于洛阳与乡村之间。
这样，洛阳的信息也就源源不断地带到了瑶家湾这个小山村里。
杜甫出生的地方，是很特别的。
这里山虽不高，但它属于秦岭的余脉，所以山势还是很有些气魄的。
这里还位于黄河的岸边，滔滔黄河水就从杜甫家乡流过。
古老的黄河，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明，哺育了黄河两岸数千年来的文
化。
值得一提的是，长江与黄河，似乎都是孕育文化巨人的河流，在长江沿岸，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诗
人屈原、陶渊明、李白、苏东坡，都是长江文明的产儿，是浪漫或隐逸的。
而黄河文明所孕育出的司马迁和杜甫，则是现实主义的。
这大约也与长江、黄河文明的不同特质有或多或少的关联。
杜甫出生之地山环水绕，风景秀丽，村前有洛水与泗水交汇流过。
村中有座笔架山，形似笔尖，山前还有一个砚池窝。
这些都仿佛是上苍有意为杜甫所设置的，好让他生下来之后就舞弄这些神奇之物。
用如椽巨笔来谱写人间的沧桑。
民间传说杜甫是天上的文皇典吏下凡，大概就是如此得来的。
关于杜甫的身世，当地流传有种种神奇的传说，但杜甫真实的人生却并不幸运。
杜甫刚刚才三四岁，还正在母亲怀里享受童年欢乐的时候，天有不测风云，上天突然很残忍地将人间
最疼爱他的母亲带走了。
杜甫的生活陷入了异常孤苦的境地。
杜甫的父亲杜闲，在外做县令之类的小官，很少回家，小杜甫于是感到更加的孤独。
杜闲倒是很疼爱杜甫，为了有人在家照顾杜甫，于是又娶了一个妻子，希望这个继母在家照看杜甫，
但事与愿违，继母待杜甫很不好，后来她又有了自己的孩子，待杜甫就更加淡漠了，连杜甫和弟弟妹
妹们吃的饭食也不一样。
好在杜甫对粗糙的饭食也不在意，只是继母对他的淡漠令他更加感到孤独，平时就更寡言少语了，有
时一天也难得说上一两句话。
由于母亲去世得早，缺少母爱，在性格上有几分孤僻是很自然的，所以也没有人去管杜甫的闲事。
杜甫只是在他的二姑母回家探亲的时候，脸上才露出少见难得的灿烂笑容来。
杜甫的母亲去世之后，惟有二姑母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快乐，解除他幼小心灵里的孤独。
杜甫的二姑母住在洛阳建春门内仁凤里。
每次二姑母从洛阳回来，总要给杜甫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还给他讲大都市里的很多新鲜事，壮观的
城墙、金碧辉煌的皇宫、繁华富丽的街市、琳琅满目的吃食玩具商品、跳剑器舞的胡女、形形色色甚
至不同肤色的人⋯⋯生活在乡村里的杜甫，对洛阳这个神奇而美丽的大都市非常的向往，常缠着姑母
问这问那，都是关于洛阳的情景。
每次二姑母要回洛阳时，杜甫都非常舍不得她走，常跟着二姑母一直走到村子的尽头，恋恋不舍地望
着二姑母所乘坐的马车走远，这才回到家中。
后来，杜甫被二姑母接到了洛阳的家里读书。
二姑母非常疼爱聪明伶俐的杜甫，像亲生母亲一样担负起了养育杜甫的责任。
母亲去世、寄人篱下，这虽然是一件很沉痛和不幸的事情，但由于有身在洛阳的二姑母的悉心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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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杜甫尝到了人间的一些快乐与幸福。
他受到创伤的心灵很快就恢复过来，变得活泼。
特别是二姑母将他从偏僻的小山村带到了极为繁华的东都洛阳，使小小年纪的杜甫眼界大开。
当时的洛阳是唐王朝的东都，是唐王朝的第二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洛阳人烟繁庶，富甲天下，远甚长安，为唐第一大都市。
关中一遇灾荒，唐朝的皇帝往往就率领王臣从长安移驾洛阳，因此，洛阳城内到处都有王公大臣们的
宅院。
杜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成长，比在狭小闭塞的小山村里，实在有天壤之别。
这使杜甫内心里对二姑母无限感激，发誓长大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姑母。
二姑母事事为人，心地善良无私。
有一回，杜甫和姑母的儿子同时染上了疫疾。
二姑母四处奔波，想尽一切办法去弄来药，又忙着在家煎药，伺候杜甫和她的孩子喝下。
杜甫看着二姑母美丽的脸庞很快消瘦下去，心里很是难过。
每次弄来的药姑母总是先让杜甫喝，剩下的才让儿子喝。
当然，这些事情二姑母都是瞒着杜甫做的。
这样，杜甫因为得到了更多的关照，病重的他反而活了下来，而姑母自己亲生儿子的病却日益沉重，
最后竟死了。
当时，二姑母并没有将这些隐秘的内情告诉杜甫，而是独自承受着这分巨痛。
长大后，杜甫才知道在他病重期问，姑母为了救他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心里非常沉重。
这样舍己救人的恩德，杜甫只在史料典籍里见过。
没想就发生在自己身上。
他觉得对不起姑母，姑母失去爱子，他要像亲儿子一样的去爱她，报答她的恩德，使她虽然失去了爱
子，还能享受到儿子带给她的安慰。
然而，待到杜甫刚刚有能力去供养姑母的时候，姑母就去世了，对于杜甫来说这是个不亚于母亲去世
的沉痛打击。
姑母死后，杜甫为了报答养育之恩，在二姑母的坟上为她树碑立传，并篆刻了墓志铭以记其德。
还特地为她服丧守孝，形同亲生儿子。
当时的人们对杜甫的行为都非常感动，纷纷称赞他的美德，杜甫哭着答道：“并非我想通过这种方式
来哗众取宠，而是为了报答姑母的恩德。
当我年幼卧病在床时，姑母的儿子也病在床。
我姑母问女巫，女巫说睡在屋子的东南方向吉利，姑母于是将她儿子睡的地方挪出来安顿我，我活了
下来，而姑母的儿子却死了。
还有，当时姑母家穷，买不起多的药，大多数药都用来救我了，而她自己的亲生儿子竟然得不到药的
救治，结果因缺药而死了。
这些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姑母对我比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还好啊。
”想到姑母之死，杜甫悲痛万分，情到深处无一字，竟无语凝咽，在墓志铭的最后写道：“铭而不韵
，盖情至无文。
其词日：呜呼，有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其情悲切，如伤考妣，足见杜甫对二姑母的感恩戴德之心。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杜甫就是这样知恩图报的人。
对于别人的恩惠，他总是怀着无限的感激之情，并在将来以物质的或是精神的形式给予厚报。
特别是对于亲情，更是终身都念念不忘。
这样忠厚而贤德的品质，也是由于从小受到了母亲、姑母等人对他无私疼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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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文化之巅的巨人:杜甫》由昆仑出版社出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杜甫-立于文化之巅的巨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