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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人类的历史就像一条长长的大河，我们每个人如同小小的水珠

一样，被河流裹挟着一路向前。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就像河流上腾起

的一朵朵浪花，增添了河流的美丽，推动了河流的前行。

让我们侧耳倾听一朵朵浪花的声音，细数一朵朵浪花的美丽，学

习名人的成长故事，探索名人成才的奥秘，让自己也在历史的长河中

留下自己独特的身影。

本丛书共八册，讲述了历史上各个领域杰出人物的丰富的人生

经历和有趣的小故事。他们或是浪漫不羁、多才多艺的文人骚客; 或

是点兵沙场、马革裹尸的将军勇士; 或是鞠躬尽瘁、泽被后世的科学

巨子; 或是雄辩四方、坚毅果敢的外交精英; 或是临危受命、爱国爱民

的民族英雄; 或是才华横溢、追求卓越的艺术大师; 或是运筹帷幄、决

战千里的术士谋臣……他们是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更是时代

的宠儿。

读名人的小故事，了解中外名人的成长足迹，感受伟大精神，有

助于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人生观，有助于激发孩子们奋

发向上、坚持不懈的求知精神。

书中的一个个小故事语言通俗优美，图画明丽生动，让我们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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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地走进名人的世界，感受名人的独特魅力和非凡的智慧，在愉快

的阅读中学会真、善、美，学会友爱和坚强，并成为历史长河中更大更

美丽的浪花。

希望小朋友能从名人的成长故事中学到适合自己的知识和

品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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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伟大的浪漫“诗仙”

姓 名: 李白
出生地: 中亚西域的碎叶城
生卒年: 701 年—762 年

历 史评价 LiShiPingJia

李白是唐朝大诗人，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有“诗仙”之

美称。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701 年( 武则天长安元年) 出

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5 岁时，随家人定居昌隆( 今四川江

油县) 的青莲乡。

李白年少时，与一位隐者在眠山隐居，并潜心钻研，多年

远离城市。他们在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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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

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

在人的手里啄谷粒吃，一点儿都不怕人。这件事被方圆几百

里传成奇闻。

绵州刺史听说了这件事，就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的就食

情况。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

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

李白成年后，就离开家乡，辞别了亲人，到各地去游学。

一次，李白在江陵遇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

祯。司马祯不仅学得了一套道家法术，还写得一手好字，诗

也飘逸如仙。玄宗对他非常尊敬，曾将他召至内殿，请教经

法，还为他造了阳台观，并派自己的妹妹玉真公主跟随他学

道。李白把自己的诗文送给司马祯，请他审阅。司马祯看到

李白不仅仪表气度非凡，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又不急

切地追求当世的富贵，是他几十年来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

所以称赞他“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这就是说他

有“仙根”，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把他看做非凡之人。这便

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人的总体印象。

李白为听到司马祯如此高的评价而欢欣鼓舞，写成大赋

《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大鹏自喻，夸赞大鹏的庞大迅猛。这

是李白最早名扬天下的文章。

李白在游历的途中，不但增长了见识，还结交了很多朋
2



3

友，也留下了很多优美的诗篇。他在游览庐山时，写下了《望

庐山瀑布》一诗;在拜见孟浩然时，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赠

孟浩然》。

后来，当时的皇帝玄宗看到了李白的诗文，对他十分仰

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凭借自己的学识及长期对社会的观

察，与皇帝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

是草拟文告，陪在皇帝左右。

李白在长安时，他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外，还经常到

长安城大街上行走。他发现在国家繁荣的景象下，正蕴藏着

深重的危机，那就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宦官专横，外戚骄

纵，影响了国家的稳定。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

着中国，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

李白在长安没有施展自己治国才能的机会，后来，因为

李白说了不合时宜的话，被赐金放还了。

离开长安后，李白又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来到了洛

阳，并在那里结识了年轻的杜甫，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伟大

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李白比杜甫大 11 岁，两人建立了深厚

的友情，经常在一起评文论诗，谈论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

患而担忧。

在以后漫游的几年里，李白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他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非常关

切。李白亲眼目睹了战争，国家越来越混乱，可自己却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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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力。他几次想要为国家出力，但都没有得到重用。最后因

病辞世，终年 62 岁。

李白创作了很多诗歌，流传到今天的有 900 多首，内容

十分丰富。李白一生关心国事，希望为国立功，不满黑暗现

实。他的很多作品都对唐玄宗后期政治的黑暗腐败，广泛地

进行了揭露批判，反映了贤能之士没有出路的悲愤心情。李

白的不少诗篇，描绘了农民、船夫、矿工的生活，表现了对人

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李白一生写下不少描绘自然风景的

诗篇。他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将

进酒》)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庐山瀑

布》) 等，形象雄伟，气势磅礴，都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这类诗

篇，表现了他的豪情壮志和开阔的胸襟，从侧面反映了他追

求不平凡事物的渴望。

他的诗歌，气势磅礴、色彩缤纷、想象神奇、结构纵横跳

跃、句式长短错落，形成了雄奇飘逸的风格，具有最强烈的浪

漫主义精神。他的诗歌，语言直率自然、音节和谐流畅、文笔

朴素生动，散发着民歌的气息。这主要得力于学习汉魏六朝

的乐府民歌。他不仅仅是学习、模拟民歌语言，而且还在学

习的基础上加以提高，使语言更加精练优美、深入浅出、含意

深长。像《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望庐山瀑布》《望天门

山》《早发白帝城》《赠汪伦》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李白终其一生，都以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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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何地，他都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对一切美的事物

都有敏锐的感受。他把握现实而又不满足于现实，而是在高

扬亢奋的的精神状态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如果说，理想色

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

的理想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的诗歌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

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

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李白诗歌学习。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李白小时候不喜欢念书，常常逃学，到街上去闲逛。

一天，李白又没有去上学，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不知不觉就

到了城外。暖和的阳光、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李白感叹

不已，“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整天在屋里读书多没意思! ”

走着走着，李白看见一个破茅屋门口，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

婆婆，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李白走过去，问道: “老婆婆，

您在做什么呀?”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根绣花针。”老婆婆抬起头，对李白笑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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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

“绣花针?”李白又问: “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小李白看见老奶奶磨铁杵

“当然! ”

“可是，铁杵这么

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

细的绣花针呢?”

老婆婆反问李白:

“滴水可以穿石，愚公

可以移山，铁杵为什么

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

人深，没有做不到的

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

令李白很惭愧。于是

回去之后，再没有逃过

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
櫮
櫮
櫮
櫮
櫮

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櫮
櫮
櫮
櫮
櫮
櫮

毮

毮毮

毮

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恒心，一定会成功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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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杰出的现实“诗圣”

姓 名: 杜甫
出生地: 河南巩县( 今河南省巩县)
生卒年: 712 年—770 年

历 史评价 LiShiPingJia

杜甫是盛唐大诗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号称“诗圣”，与李

白齐名，世称“李杜”。

杜甫，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阳，是初唐诗人杜审言的孙

子。唐肃宗时，曾担任左拾遗的官职。后来他又到了蜀地，

在友人严武推荐下，他做了剑南节度府参谋，加检校工部员

外郎。因此后世又称他杜拾遗、杜工部，著有《杜工部集》。

杜甫生长在有着浓厚传统文化的家庭中。他的祖父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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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言就是武则天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

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 岁即开始学诗，15 岁时诗文就

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 731 年) 到天宝四年( 745 年) 这段时

间，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漫游。

第一次，他漫游于江南，曾到过金陵、姑苏，然后渡浙江、

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参加进士考

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在这

两次漫游里，看到了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汲取了江南和山

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增广了见闻。

这时，唐王朝仍然很强盛。但是唐玄宗为了开拓边疆，

连年征战，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隐伏着巨大的危机，

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朝廷却没有重视。

这一时期，杜甫写诗有数百首，虽然也有像《望岳》那样

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

有名诗人的水平。

后来的十年中，杜甫一直居住在长安。在这一时期，他

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来到长安，目的

就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作为。

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

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

他的文章，等待分配，但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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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只得到了一个

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务。杜甫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

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

资助。

与此同时，他还结交了一些与他同样贫穷的朋友，也比

较广泛地接触劳苦大众。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伸展到贵

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

过的咸阳桥畔。仕途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

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

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

从肃宗至德元载( 756 年) 至乾元二年( 759 年) ，安禄山

起兵反唐，率军一直南下，不久，就攻陷了洛阳、长安。这时，

杜甫正在鄜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唐肃宗在灵武即位，

便一个人前往灵武，不幸途中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

身陷贼营将近半年，后来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唐肃

宗皇帝临时驻地凤翔，做了左拾遗的官。但是，没过多久，因

为触怒皇帝，竟遭到审讯。

同年九月，唐军收复了长安，十月又收复了洛阳，肃宗于

十月底返京，这时，杜甫也回到了长安，仍任左拾遗。第二年

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部新旧大臣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

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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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

《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 6 首，

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朝廷由李辅国专权，玄

宗旧臣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最后

到达成都。

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修建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

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

暂时得到休息，他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

同时，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

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名句。

“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开始渐渐衰落。外敌入侵、连

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人口减少、生产力降低，到处都是一

片荒凉、萧条景象。而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

化，流亡、被捕、在皇帝身边做官、贬到华州、进入成都等，无

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

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所作的诗歌

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 200 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宝应二年春，长达七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当

杜甫听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

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表达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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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一首最快乐的诗歌。但快乐只是一时的，国内混乱的局

面还没有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

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

治思想。

广德二年( 764 年) 三月，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举荐

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

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

严武答应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 765 年) 四月，严武忽然死

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带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

东下。

同年九月，杜甫又来到云安。但是由于病重不能前行，

直至第二年晚春随着病势的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

住未满两年，创作却十分丰富，成诗四百多篇。诗中歌咏了

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

的动乱和对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

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等不断缠

绕他。

杜甫一生中的最后两年，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

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

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船中，终年 59 岁。他逝

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

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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