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版权信息
书名：长安顶流（唐朝文豪的人生轨迹与不朽诗魂）

作者：秒懂百科历史君

出版时间：2023-07-25

品牌方：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由国文润华文化传媒（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3



第一章　杜甫：心怀天下的诗中圣
哲

杜甫（公元712年2月12日～公元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出生于河南巩义，原籍湖北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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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少年承袭乃祖遗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自
负“诗是吾家之事”

杜甫是晋代名将杜预的十三世孙，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
人，官至膳部员外郎。杜甫的父亲杜闲曾任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

整个家族虽然不是很显赫，而且越到近世似乎官职越低微，不过就
像杜甫在一篇赋中提到的那样“奉儒守官，未坠素业”，家族的悠久传
统和殷实家境为杜甫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经常说些前代先祖的故事给杜甫听，他们的辉
煌、他们的风采，在幼小的杜甫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杜审言本身也颇有文名，少年时曾与人并称为“文章四友”，他在
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稍晚一些的宋之问、沈佺期齐名，同为五言律诗
的奠基者。长大后的杜甫，自称是诗人之孙，且夸耀道“诗是吾家
事”，又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无疑，他承袭了乃祖遗风，
才会有这样自负、优越的豪气。

杜甫的幼年是他一生里最安定、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期。他没有生
活压力，不必负担家计，也不需肩负任何责任，每天的生活就是随着爷
爷漫步园中，谈天说地，要不就是在书房里勤读用功，苦心治学。年少
的杜甫一心向学，很少冶游作乐，他的恒心和勤奋，为他日后的成就奠
定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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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也曾是裘马轻狂、翩翩美少年

到杜甫十四五岁时，父亲杜闲问他是否愿意同往洛阳，东都洛阳是
当时文人名士荟萃的地方，杜甫如今一心憧憬着未来，更加希望受到先
进文化的熏染，于是毫不犹豫地跟着父亲一同前往洛阳。

这是杜甫人生中甚为关键的一步。他知道自己心中的期望和向往，
所以义无反顾；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此番洛阳之行是与他曾经的最安
定、最无忧无虑、最惬意的一段生活的永久告别。

杜甫初到洛阳时，是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

初唐时，几位开国之君励精图治，采取了一系列安定社会和恢复、
发展经济的措施，例如轻赋税、改兵制等。这些措施不仅使得唐代政权
得以巩固，还有效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

当时文人们经常集会，相互品评作品、共赏美景，实为洛阳城的一
大文化景观。

杜甫时年尚不及弱冠，年少英挺，学识丰富，在文人圈中很快受到
重视。不过，他为人谦虚谨慎，从不卖弄自己的学问，对待其他人总是
恭敬而又不卑不亢，颇受人们赞赏。

在洛阳和文人交游的这段日子，吟唱饮酒，继续向学，光阴在不知
不觉间悄然流逝。这样静谧风雅、安定富足的生活没有让杜甫满足，他
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自己想要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呢？他屡次问自
己，却一直没答案。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名士风采、文人佳作，他都已经见识过
了，何不遨游四方，以增广见闻、开阔心胸？

主意打定，杜甫带着简单的行囊和兴奋的心情离开了洛阳，开始了
他为期四年的游历生涯。这一年是开元十九年，即公元731年，杜甫20
岁。从这一刻起，杜甫就一直处在流浪与漂泊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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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沿运河南下，首先到了江宁（今江苏南京）、又到了姑苏（今
江苏苏州）、再转往浙江一带，江南水乡的钟灵毓秀深深地吸引了他，
不过再怎么流连忘返，他的这段漫游也必须终止了。一方面因为离家数
年，难免有思乡之情；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求取功名。

开元二十三年，即公元735年，杜甫参加科举。年轻时的杜甫还颇
有些轻狂自负，他认为以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即便不能状元及第，考取
进士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试期结束之后，杜甫难免有些患得患失的心
情，他终日烦闷，企图借酒消愁。第二年正月，寒梅开始吐蕊，常科各
科的录取名单公诸天下。杜甫榜上无名！

开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杜甫带着抑郁的心情来到齐赵之
地，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漫游。后来，杜甫有两句诗形容了这次漫游的情
形：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

这期间，杜甫的诗作有《登兖州城楼》、《望岳》，前者是一首普
通的律诗，对于后者我们基本都耳熟能详。齐赵一带的游历，不但充
实，而且经历了无数快意和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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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园三剑客，杜甫“独宠”李太白

当杜甫从齐赵一带浪游结束回到洛阳时，他已经30岁，时为开元二
十九年，即公元741年。杜甫是在这一时期结婚的，他的夫人是司农少
卿杨怡的女儿。两人很是恩爱，后来安史之乱时，杨氏随杜甫一起逃
亡，同甘共苦，杜甫写了很多诗怀念妻子。

天宝三年，即公元744年的初夏，杜甫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李白。李白的生活方式离他比较遥远，不过，这种隔阂并没有影响
两个人的交往。

杜甫与李白相携游尽洛阳胜景，两人朝夕相处，李白的坦率、奔放
和浪漫，都使杜甫大为倾慕。夏季过去之后，李白邀杜甫渡黄河，共同
去朝谒道家的胜地王屋山，杜甫欣然答应。

之后，李白和杜甫又游览了梁宋之地，即现在的河南一带。在这
里，他们遇到了著名诗人高适。

三位诗人并没有一味地沉浸在自己的生活中，他们关注时事，关心
民生疾苦。当人们还沉溺在太平盛世中时，他们早已感到衰颓的阴影正
随着繁华而慢慢地逼近。

诗人们忧国忧民的胸怀流露无遗，不由得感到有一种危机即将降临
在这个国家头上。

不久后，三个人先后离开了宋州一带。高适南游楚地，李白和杜甫
则到了山东齐州（今山东济南）。李白和杜甫齐州相别时，曾约定次年
秋季相会于兖州。故辞别李邕后的杜甫，在第二年，也就是天宝四年
（公元745年）的晚秋时节，来到兖州。

此时的兖州已改称为鲁郡，李白也从任城来到这里赴约。二人再次
相见，彼此心情都很兴奋，杜甫写下这样四句诗送给李白——秋来相顾
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

8



李白》）

李、杜之间交情深厚，因此，杜甫才会坦率而耿直地写下这样一首
诗。然和李白一起游历的日子自在豪放，但杜甫仍然记挂着仕途前程，
他对政治仍旧抱有幻想。

两人在兖州城东的石门分别，临别时李白曾感慨地说，不知这一次
的分别要到何时才能重逢？何时才能再一起登山游亭、把酒言欢？谁知
两人竟不复相见，李白在他的旅程中又遇见许多新的朋友，杜甫的名字
再也没有在他的诗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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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年蹉跎人空老，半生沉浮梦犹寒，梦碎长安

杜甫不仅遵从儒家道统、遵守礼法、忠君爱国、关怀政事，他还
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热情，有“仁民爱
物”的人道主义思想。虽然与李白等人交情深厚，但并没有受到他们那
种逃避现实的思想的影响，他卓然自立，有坚毅的现实人生观，肯定纯
粹入世。

受着这样理想和热情的一再激荡，杜甫鼓起勇气，来到了长安，这
时他已经35岁。第二年，他鼓起勇气再次参加科举取士，很不幸的是，
他再次落第了。

满怀热切的政治抱负，鼓足勇气走上入仕的唯一途径，不幸又告失
败。当时杜甫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他30多年前的人生并没有显示出
他于仕途没有天赋，相反，他的才华和资质足以高中状元，那为什么他
一再失败呢？

原来那边的科考由当时的宰相李林甫一手操办。时年，玄宗终日在
深宫里纵情声色，由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日渐变成一个糊涂天子。

这样一场欺骗文人的科考无疑让所有人悲愤难平，杜甫也不例外。
但当时李林甫把持朝政，大权独揽，直到他死后，杜甫才敢说出这些年
来的悲愤——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杜甫在这场政治阴谋里遭到打击，他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他
的父亲是在这个时期去世的，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

为了维持生活，杜甫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一条出路。当时的普遍做法
是到贵族府邸充当“宾客”。满身倨傲的诗人，竟不得不向人卑躬屈
节，为求获得青睐，只好压抑着自尊。对于重视尊严、自负高傲的读书
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悲哀！不过，拥有强烈理智的杜甫为了远大的
前程，他咬紧牙根忍耐着。就这样过了四年，他的仕途依然遍布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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