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李杜

李白与杜甫同是唐代时期中国最著名的诗人。被后现代人合称为“李杜”。

杜甫比李白小 11 岁，一位是浪漫主义的典范，一位是现实主义的代表。其成就

势均力衡。说到底，都是官场败北，李白把思想与情怀寄予山水。杜甫却关心民

间疾苦，因此杜甫有“人民诗人”称号。杜的天赋不如李，但仍能写出那么多不

朽之作更为难得，这得益于他的勤奋，也得益于他严谨治学的态度。官场的失意

却造就了对中国文明的文化璀璨贡献。后世影响深远。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

骚数百年。

李白与杜甫都是我国著名古代历史文化名人，在世界文化史、文学史上也有

很高的地位。2010 年 10 月三十集电视连续剧《李白与杜甫》全球发行，将他们

之间的友情和他们自己的爱情故事通过电视剧手段表现出来尚属国内首次。

他们生活的时代是唐朝由全盛到逐步衰退的时期。坎坷的生涯和颠沛流离的

生活，使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天宝三年（公元 744 年）杜甫在洛阳。那年三月，

李白离开朝廷，四月途经洛阳，两位诗人相见。尔后同往开封、商丘游历，次年

他们又同游山东，赋诗作歌、亲同手足。

李、杜互相写的赠寄诗充满了真诚的情谊。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

隐居》中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他还写

下了《赠李白》《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天末怀李白》《梦李白》等

诗，盼望着“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杜甫

时常挂念着李白的衣食住行，担心他被贬逐以后的安全：“江湖多风波，舟楫恐

失坠。”“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这些诗句对李白遭诬受害表示了极大的

同情。

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对杜甫非常敬重。他曾写下《沙丘城下寄杜甫》

一诗：“我来竟何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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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杜甫不在身边同游，“齐歌”引不

起李白的感情，“鲁酒”也提不起酒兴，思友之情就象永不停息的汶河水。

若以文学艺术以反映现实批判现实为嫀妙之境，比起一味狂放啸傲，不食人

间烟火的李白，杜甫的诗自然会更多引起人们的深思与感悟。浪漫的情怀奔放的

激情活泼的意趣自由的人格当然最容易从李白的诗句里得到快感与升华，但随着

社会阅历的增长，对人生苦难的体验，杜甫的诗才最能让人从中获得共鸣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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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奔放随首青春的绽放而短暂地得到释放，但当铅华洗尽，沧桑的体验充盈在

身的时候，才会感悟到厚重艰涩的社会现实及经历才是人这一辈子最大的拾获。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四时的物华万有的生命都随同周遭的际遇和自己

的经历而物我相融。“万物皆备于我”，当个人与社会融合背负在一起的时候，

当道德责任与情义都能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紧紧相关联的时候，人似乎才能活

出点品味和格调来。这也就是我们读杜甫诗歌的时候所感受到的滋味。“无边落

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浩浩荡荡的生命体验感知与江河同在，与四时同

存，个体之中有河山，河山之中有个体，天人合一，物我而忘。富贵荣华，贫困

潦倒，静观淡定，豁达悠远……都是和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现实社会紧想连。

没有谁能抛开他所处的时代而渐行渐远。所以，李白沉醉后醒来不得不谦洒而又

无奈地写下：“忽魂悸而魄动，况惊起而长嗟，唯觉时之枕席，失向来之烟霞”。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二人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人格价值，

谁也抹杀混淆不了。

◎李白

1.李白姓名的由来

第一种说法：那是李白七岁时，父亲要给儿子起个正式的名字。李白的父母

亲酷爱读书，他们要培养儿子做个高雅脱俗的人。父亲平时喜欢教孩子看书作诗，

在酝酿起名之时，同母亲商量好了，就在庭院散步时考考儿子作诗的能力。

父亲看着春日院落中葱翠树木，似锦繁花，开口吟诗道：“春国送暖百花开，

迎春绽金它先来。”母亲接着道：“火烧叶林红霞落”。李白知道父母吟了诗句

的前三句，故意留下最后一句，希望自己接续下去。他走到正在盛开的李树花前，

稍稍想了一下说：“李花怒放一树白”。

“白”——不正说出了李花的圣洁高雅吗？父亲灵机一动，决定把妙句的头

尾“李”“白”二字选作孩子的名字，便为七岁的儿子取名为“李白”。

第二种说法：李阳冰的《草堂集》序中说：“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

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

士李公新墓碑》中写道：“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李)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

而告祥，名之与字，咸取所象”。从以上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李白的姓名是其

父回到蜀中给自己恢复了李姓后，为后来出世的李白取的名字，李母梦到太白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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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后于是有了身孕，在阵痛难忍中生出李白，李白的名字就是根据这一梦境得来

的。

2.创作：唐朝长安元年，李白出生于武则天执政后期的公元 701 年。李白少

年时代的学习内容很广泛，除儒家经典、古代文史名著外，还浏览诸子百家之书。

他很早就相信喜欢道教，喜欢隐居山林，求仙学道；同时又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

负。一方面要做超脱尘俗的隐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辅弼大臣，这就形成

了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积极入世、关心国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构成

他作品进步内容的思想基础。李白青少年时期在蜀地所写诗歌，留存很少，但像

《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显示出突出的才华。李白深受黄

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

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

等多首。（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的有九百多首，现在李白

全集收录 1010 首 《李白全集》加上一些据说是李白的，但目前既无法佐证，又

无法否认，成为争议的诗歌，一共是 1166 首。）

3.身世之谜：关于诗仙李白的家世和身世，唐代当时就讳莫如深，特别是对

其祖父、曾祖父，史料无一记载。李白自己很少谈及家世，偶有所及，也往往只

提远祖，讳言近亲，闪烁其辞，故布疑阵。尽管如此，还是有人从历史的尘幕中

看出了蛛丝马迹。最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于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纪

念，明末曹学全《蜀中名胜记》载有碑文内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

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接着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延至当代，才有《中国

青年报》1985 年 7 月 28 日所载兼葭《李白身世之谜》，转述台湾学者罗香林认

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韩维禄 1988 年撰文《李白“五世为庶”当为李建成玄

孙解》论证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孙。持同样观点的徐本立 1990 年发表《李

白为李渊五世孙考》亦认为李白应为凉武昭王十二世孙、太祖李虎七世孙、高祖

李渊五世孙、太子建成玄孙。朱秋德在他的文章中说：“李白作为沦落民间的宗

室之子的人生悲剧是命定的，是谁也无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脉周流其身使他渴望

有所作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为；建功立业而又害怕暴露身世

使他的精神和行为在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间首鼠两端。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矛盾

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枷锁中度过的。他是戴着镣铐跳舞的人，而这

镣铐世人看不见，只有他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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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白墓地与纪念馆：李白墓位于安徽省当涂县太白镇青山西麓的太白行政

村谷家自然村西，江油市李白纪念馆是为了纪念唐代伟大诗人李白而修建的名人

博物馆。李白纪念馆：位于江油市区风景秀丽的昌明河畔，占地四万余平方米。

筹备于 1962 年，1982 年正式开馆。

◎杜甫

1.杜甫的创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

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创作了《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759 年杜甫

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虽然

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

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

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 1500 首诗歌被保留了下

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2.仕途不顺。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杜甫出身在一个世代

“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学渊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现理想抱负和所期望的人生道

路。另一方面则表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间许多作品

反映当时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动乱、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行径，从此踏上了忧国忧

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随着唐玄宗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

入贫困失望的境地。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天宝六年，他参加科举考试落榜，他

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天宝十

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

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

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

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

原来小儿子饿死了。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

咏怀五百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3.战乱流离。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

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的杜甫已将家搬到

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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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

没有被囚禁。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

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

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

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

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4.死因之谜：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

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种死因：

病死说：翻阅莫砺锋、童强著《杜甫传》，关于杜甫的死，书中写道：“冬

天到了，诗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限的孤独、

寂寞中陨落了。”

赐死：此说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观的名义写的《杜拾遗补遗》。这种说法

自提出后，后来历朝历代的学者对此说进行批驳，并明确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

问题，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 770 年赐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宝应元年（762）。

自沉于水而死：此说源于伪托唐朝韩愈名义撰的《题杜子美坟》提出“三贤

（指屈原、李白、杜甫）同归一水”的说法。三人怀沙自沉，这显然是一种没有

丝毫根据的想象。

食物中毒而死：提出此说的是现代著名学者郭沫若，郭沫若的这种说法同样

具有猜测性，几乎没有文献作为依据纯属于个人的文学创作。

消化不良而死：杜甫的死和饥饿有着斩不断的联系，离开四川后的杜甫客居

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围困，连续饿了 9天（一说是连续饿了 5天）。当地

县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来，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难得饕餮一回的

杜甫因许久未进食，肠胃难以承受，最终因消化不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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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死因之谜：多少年来，杜甫给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学、史学界针对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