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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３８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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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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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工部集

１　　　　

必读理由

《杜工部集》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

诗文集，现存诗１４００余首，文３０余篇。在世界文学史上也

占有重要地位。杜甫与李白齐名，并称为“李杜”。他的诗

歌立足于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

圣”。他的诗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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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杜甫像

杜甫（公元７１２—７７０年），字子美，又自称少陵野老，所

以世称杜少陵，他曾经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

部。杜甫是我国唐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史称“诗圣”。

他的诗也因其现实意义而被称为“诗史”。

唐开元元年（公元７１２年），杜甫生于河南巩县。父亲

杜闲，是奉天县的县令。祖父杜审言，在武则天的时代，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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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膳部员外郎。曾祖父杜依，位及巩县县令。杜氏一族原

住于湖北的襄阳，到了杜依这一代迁居巩县。

杜甫祖先中最显赫的，就是杜甫的十三代祖先———杜

预，文武双全，擅长各种学问，著有《春秋左氏集解》，而且在

魏吴蜀三国鼎立时，在夺取魏实权的司马氏手下为将军，为

平定吴立下赫赫战功，世称“杜武库”。杜甫继承他这位远

祖所奠定的传统，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终身奉行的

原则。

祖父杜审言遗留给杜甫的是诗的传统。在初唐文坛，

杜审言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号称“文章四友”，不仅文采飞

扬，更以五言诗在当时闻名。杜甫以祖父为荣，后在四川作

《赠蜀僧闾丘师兄》中赞美祖父。

杜甫出生于唐玄宗即位之年，父亲在外作官，母亲在杜

甫幼年时就已去世，他的几个弟妹都是继母卢氏所生。杜

甫幼时多病无母，四岁时便寄居在洛阳建春门内仁风里的

姑妈家，有一次杜甫和姑妈的儿子同时生了重病，姑妈全力

照顾他反而耽误了自己的儿子，这份伟大慈爱的亲情，深深

刻在杜甫心中并养成他淳厚的性情。

七岁时杜甫初次写诗，他在《壮游》诗中谈到：

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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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十四五岁时，已俨然具有文士的风范，和一些文人

们往来应酬，意气风发。

开元十九年（公元７３１年）二十岁时，杜甫开始了他的

吴越江南之旅，此行到开元二十三年（公元７３５年）二十四

岁止，看遍六朝时代留下的文物，并在姑苏台上遥想当年吴

越争霸的历史，在西陵古驿台寻找禹穴，追索秦始皇的行

踪，体悟浓郁的思古幽情，让杜甫“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

墙”，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杜甫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元７３５年）回洛阳参加进士考

试，却名落孙山。但杜甫似乎不在意得失，生性洒脱，又继

续全国游历的计划。

这一次杜甫转向古齐鲁燕赵的形胜之地，去享受怀古

快意，而且父亲杜闲当时还在山东衮州当司马，此行可以顺

道探望父亲。

这次游历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二十五岁到天

宝四年（公元７４５年）三十四岁为止，这就是《壮游》中所叙

述的“快意八九年”。杜甫在兖州结识苏源明，苏为尚古派

诗人，两人尽情畅游齐赵，并纵谈古今，成为莫逆之交，后来

苏源明去世时，杜甫曾作一首《八哀诗》悼念这个好朋友。

游览齐赵时，杜甫写了《登兖州城楼》及《望岳》两首好

诗。杜甫七岁作诗，但作品已散佚，今天杜甫的诗集开卷作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杜工部集

５　　　　

品是他到兖州时作的这两首诗。

由齐鲁回洛阳后，杜甫已是而立之年了。他在洛阳与

偃师县之间的首阳山麓，建造了名为陆浑庄的家园，并在这

时娶杨氏为妻。杨氏是司农少卿杨怡之女，夫妻感情非常

融洽，尤其在安史乱起后，他们共患难于漫长流亡岁月，每

次分离，杜甫总有许多思家的作品。

天宝三年（公元７４４年），杜甫留在洛阳，与遭高力士等

人谗言而被逐出宫廷的李白相遇，当时李白四十四岁，比杜

甫大十一岁，他的文名已传遍天下，其时还默默无闻的杜

甫，怀着向往和尊敬之心与李白交往。杜甫当时对李白的

人品和诗风都非常向往，遂随着李白，和当时也失意的高适

（四十四岁）结伴，一起至梁、宋游历。三人各自有不少诗作

记述这段生活，杜甫写过《昔游》《遣怀》，李白写了《梁园吟》

《战城南》，高适则有《东征赋》《琴台诗》等。

随后三人分手，高适南游楚地，李杜二人同往山东，李

白前往紫极宫修道，杜甫则专程去拜访北海太守李邕，并相

偕游历下亭、鹊山湖亭等处；杜甫之后到山东探望弟弟杜

颖，李白这时恰在鲁郡老家，听说杜甫到来，匆匆赶来相会，

杜甫写了一首《赠李白》，传神地形容出李白的豪情来。情

感真挚而绵泛不尽，可见李杜二人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之深

刻交谊。而两人交往时互放的光芒，亦是文学史上璀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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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

此年冬天，两人在鲁郡东城作别，此后一生都未再

相见。

杜甫与李白的出游虽然痛快，但是杜甫终非李白，求仙

遨游的生活终究不适合他，他一心关注的是“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这番理想大志催促着他在天宝五年（公元

７４６年），放弃了放荡齐赵及与李白畅游的快意，重新回到

长安，这年杜甫三十五岁。

第二年春天，唐玄宗为求才下诏：凡文学艺术范畴内精

通一艺以上者，可由地方推荐至中央参加特别的考试。杜

甫应诏参加选试，谁知李林甫妒忌文士，使就选的人都落

选，然后上表给玄宗说“野无遗贤”。杜甫因此被阻断了仕

进的机会，适逢玄宗宠爱杨贵妃不理朝政，李林甫专权，政

治腐败，愈益感慨万千。

困居长安仍等待良机的杜甫，生活窘迫之下决定写诗

给权贵，请人援引，其中之一是送给尚书左丞（副宰相）韦济

的《赠韦左丞丈济》，强调自己“老骥思千里，饿鹰待一呼”，

第二次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口气更是迫切，可是仍

未奏效。杜甫无法再等待，所以想逃离都城，避开世俗，遨

游于自在的世界中。

杜甫对自己的文章与政治才能的自负与信心，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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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他思想及行动的力量，又因自己辉煌的家世加重其使

命感，愈显示求仕之积极。

到了天宝十年（公元７５１年），四十岁的杜甫适逢玄宗

举行郊庙之礼，便把握时机，写了一篇《三大礼赋》投延恩

匦。这回他不在文辞上炫耀，而是借赋进谏，劝玄宗废除奢

华的祭祀，除却贡献，以恢复淳朴的政风，玄宗看了这篇赋

后，便请杜甫待制集贤院，等待诏试任用，可惜受试后并未

得到录取通知。

唐玄宗在位日久，惯于荒淫宴乐，将政事委于贪权好货

的弄臣，百姓饱受残酷剥削，加之一连串战役的失败，民穷

财尽，壮丁伤亡。杜甫心觉惨痛，忘了自己所受的苦难，开

始为无辜的百姓呻吟，写了许多同情百姓的作品，从此一反

赠答或美景诗，产生许多社会写实诗。如《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

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

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杜工部集

８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

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

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

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海青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兵车行

这首古体诗写军人出征，家人哭着送行，一片凄惨的景

状。杜甫的诗之所以称为“诗史”，就因为他的诗都是史实

的纪录，对于唐代边防征役，兵卒苦难，均有深刻而真实的

描写。

在这期间杜甫虽然不断因为社会景况批判时政，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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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弃陈情谋职，直到天宝十三年（公元７５４年），求仕依旧

无门，生活十分贫困，不仅大人衣食无着，小孩也常因饥饿

号哭。杜甫满腹辛酸，打算绝意仕途，做一乡野小民，便在

城南杜曲盖了一座茅屋，把洛阳的妻小迁来此定居。这时

他写诗常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杜陵野客”。杜甫

此时才四十三岁，还不能安于野老生活，常自伤落魄，写诗

抒怀，并对百姓疾苦，朝廷昏庸多有讽喻。

杜甫在长安八年，从天宝六年（公元７４７年）到天宝十

三年（公元７５４年），满心期望到长安谋图发展，而最后只能

失望伤心地离开，其间忍受贫苦、饥饿、疾病折腾，眼看朝纲

紊乱，权贵荒淫，生灵涂炭，自己却无能为力，求汲无门，当

真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其内心的负荷难以笔述。

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以除君侧的名义率

大军南下造反，在十二月十二日攻陷东都洛阳。杜甫与家

人开始一段艰辛困苦的逃难岁月。

杜甫一家有一次在夜半仍走在荒山野径，加之深山雨

多，道路泥泞，一行人手牵着手前行，终把家人安置在鄜州

西北三十里的羌村。公元７５６年，唐肃宗于灵武即位，杜甫

一心期望肃宗能复兴唐室，于是便趁洪水稍退时，西去灵武

投奔。不料在中途为贼军捕获，送往已沦陷的长安，也幸好

他未曾高官显赫，未被敌人重视，不若其他被俘虏的官吏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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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到洛阳，被逼投降或替安禄山做事。

至德二年（公元７５７年），杜甫四十六岁，仍陷居长安，

一连串兵败的消息，又感伤人世激变，忧国忧民的杜甫更想

念鄜州的妻子儿女及山东平阴的弟弟，他一连串写了《忆幼

子》《一百五日夜对月》《遣兴》等，其中《春望》这首非常有名

的诗既是忧国感时，又是怀念家人之忡忡：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这一年正月安禄山被其义子安庆绪所杀，唐肃宗利

用叛军动摇分裂之际南下至凤翔，杜甫开始计划如何逃出

长安而至凤翔，经过一路惊险颠簸，终于在五月十六日抵

达，肃宗感其忠心忠义，下令授官为谏官左拾遗，第一次成

为直属于天子官吏的杜甫十分高兴，于《述怀》中写下“涕泪

受拾遗，流离主恩厚”。但在就职后，力行谏诤触怒了肃宗，

于闰八月初一，杜甫被闲置遣休鄜州，回鄜州后写了《晚行

口号》记述自己行经晚山中，见雁落水寒，想到自己白头还

家的心境；《羌村三首》记初抵家门，见一片荒凉惨景及家人

悲喜交集的情状；《北征》则是回忆离开天子返家时的种种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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