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李白—盛唐诗歌发展的高峰

一、李白的生平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也有几种说法。

一是蜀中说，唐李阳冰《草堂集序》持
此说。二是西域说，1926年5月10日
《晨报副刊》发表李宜琛《李白底籍贯
与生地》，1935年1月《清华学报》第
10卷一期刊出陈寅恪《李太白氏族之
疑问》，都论定李白生于西域。三是中
亚碎叶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
书中指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
城”，即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城附近。
四是条支说。今人刘友竹《李白的生地是条支》（载《社会
科学研究》1982年2期）一文认为，李白的出生地条支在今



阿富汗中部一带。另外还有一些说法。这样李白的出生地也
成为了千古之谜。

李白的生平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1、蜀中生活时期（705－725年）
李白的先世，其高、曾、祖父姓名履历皆无考。其父李

客，终生未仕，似曾经商。大约他的思想比较开明，因此李
白幼年所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除儒家经典之外，李白自称
“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又

说
“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丞相镐 》）。

除了读书和写作以外，李白还用心学习剑术，唐代人魏
颢在《李翰林集序》中曾说李白“少任侠，手刃数人”。李

白
也曾自云：“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可见其为人处世

有
侠士风范。

20岁以后，李白曾和东严子隐居岷山（青城山）数年，



和一些隐者道士交往，学习道术，又结识了以善谈纵横术著
称的名士赵蕤。并游历了蜀中的名山峨眉山、戴天山等。

此外由于李白出生于胡地，家庭不可避免的受到胡
文化影响，因此在李白的思想中就应该具有胡文化的印记，
如“李白醉酒退蛮书”。

李白青少年时期的这些活动，开扩了诗人的眼界，培
养了诗人独特的思想气质和酷爱自由、浪漫不羁的性格。

2、第一次漫游时期（725－742年）
开元二十三年（725）的春天，25岁的李白“仗剑去

国，辞亲远游”（《上安州裴长史书》），他穿三峡，出荆
门，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这次漫游，历时17年，游踪几
乎遍及半个中国。

李白曾自称“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
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因而也是



志向远大，他曾立志要“申管（仲）、晏（婴）之谈，谋帝

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

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

洲，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李白不

愿意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由秀才而进士而宰相，一步一步地

走上最高台阶，他要由布衣“立抵卿相”。因此就选择了走

干渴、隐居、求仙访道的道路。通过漫游，拜访权贵，求得

功名。

27岁时，他在安陆和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的孙女
结

婚。婚后，便开始了“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的生活。这期

间，他到过襄阳、夏口、洛阳、太原，还曾到过长安。以后

又离开安陆到山东漫游，家也迁到了济宁。42岁时又到了浙

江嵊县。在襄阳，他结交了诗人孟浩然；在河南，他和道友



元丹丘一度隐居在嵩山；在隋州，他和元丹丘、元参军曾问

道于胡紫阳；在山东，他和孔巢文、韩准、裴政等隐居在徂

徕山，号为“竹溪六逸”。以后南去越地，又与道士吴筠同

隐于剡中。李白隐居，求仙访道，含有消极的一面，但他这

时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这种手段去寻找用世的机会。他

说：“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因此，他在隐居的同

时，不断上书地方官，渴望得到他们的援引。他给安州裴长

史、李长史、荆州长史韩朝宗写信，向他们呈诉抱负、介绍

自己的才干，希望他们象平原君提拔毛遂一样，使其“扬眉

吐气，激昂青云”。结果他大失所望，虽然也有个别人称赞

他的文词动人，但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更多的是置之不

理。这种经历，使他看清了一些地方官的昏庸，也使他逐渐

养成了傲岸的性格。

这段时间，他过着纵情山水、诗酒逍遥的快意生活，



创作欲望也空前旺盛，诗歌数量增多，在思想上、艺术上都
达到了自成一家的境地，初步形成他感情强烈、想象丰富、
形式自由奔放、语言清新活泼的诗歌风格。

3、长安三年时期（742一744）
天宝元年（742），由于道士吴筠的推荐，也有的说是

由于玉真公主（玄宗胞妹，女道士）和贺知章的推荐，玄宗
降诏召李白入京。

唐玄宗不过是把李白当作点缀升平、寻欢作乐的附庸而
已。所谓“供奉翰林”，并无任何实际职任，当李白明白了
自己的处境后，他内心十分苦闷，整天沉缅于醉乡之中，对
那些王侯大臣也全不放在眼里。他“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
如草芥”，“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的傲岸态
度又遭到权贵们的嫉恨。在度过一段纵酒狂放的生活之后，
李白终于认识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阙下，



叹息光阴逝”。乃上书请还，玄宗也认为他“非廊庙器”，

因而赐金遣归。李白离开长安的心情是极为痛苦的，他忧郁

地唱道：“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

孤芳。”（《古风》其三十七）这和他入京前说的”我辈岂

是蓬蒿人”，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4、第二次漫游时期（744—755）

公元744年初夏，李白离开长安后，在洛阳遇到了杜

甫，他们一见如故，于是相约同游梁宋（今商丘）。在商

丘，他们又遇见了高适，于是他们游梁园，登琴台，猎于孟

诸，饮酒赋诗，怀古论今。这次梁宋之游在文学史上留下了

千古佳话。第二年春天，李白又到了济南，由高天师授道箓

于紫极宫，取得了一个道士的正式身份。

天宝四载，李白与杜甫再度相会于东鲁，两人“醉卧秋

共被，携手日同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秋天，二人在鲁



郡（今山东兖州县）分手，这以后再也不曾相见。
李白在夫人许氏亡故后，把子女寄在东鲁，又娶故宰相

宗楚客的孙女宗氏于梁园，并以梁园、东鲁为中心北游燕
赵，南游广陵，往来于宣城、金陵等地。这时期生活非常放
浪豪宕，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的思想也有所发展。

三、李白诗歌的特征
李白的诗,集盛唐精神的精华,或者说奇妙地凝聚着盛唐

诗歌的艺术风貌,兼有它豪壮和明秀的美。
1.他的诗充满昂扬的精神力量，充满理想主义，充满自

信，有一种巨大的逼人的气势。他的诗情是爆发式的倾泻出
来的，而不是流淌出来的。

①表现强烈的追求功业的愿望，激昂慷慨。《赠何七判
官昌浩》《游敬亭寄崔侍御》、《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
志》、《梁甫吟》

②抨击现实生活的黑暗与腐败。《答王十二寒夜独酌
有怀》、《古风五十九首》之二十四、《古风》十五、《鸣



梁甫吟
长啸梁甫吟，何日见阳春？
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吐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
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
入门不拜逞雄辨，两女辍洗来趋风。
东下齐城七十二，指挥楚汉如转蓬。
狂客落拓尚如此，何况我辈当群雄！
我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欲。
帝旁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
倏烁晦冥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
白日不照我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
猰貐磨牙竞人肉，驺虞不折生草茎。
手接飞猱搏雕虎，侧足焦原未言苦。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
力拔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
吴楚弄兵无剧孟，亚夫咍尔为徒劳。



梁父吟，声正悲。
张公两龙剑，神物合有时。
风云感会起屠钓，大人臲阢当安之

“功成拂衣去，摇曳沧州傍。”（《玉真公主别馆苦雨》）
“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翰林读书言怀》
“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驾去温泉宫后

赠杨山人》）
“终与安社稷，功成去五湖。”（《赠韦秘书子春》）

“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
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
“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玉壶吟》）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
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
翁，谁知尧与跖！（《古风》二十四）



皋歌送岑征君》、《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行路
难》

③其他一些表现不得意、苦闷、借酒浇愁的内容。《将
进酒》、《陪侍御叔华登楼歌》、《蜀道难》

④表现热烈的人生之恋。因此他的诗往往于旷放中充满
童真般的情趣。《山中与幽人对酌》、《忆旧游寄谯郡元参
军》、《襄阳歌》、《梁园吟》《襄阳曲》、《行路难》、
《月下独酌》

⑤在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中突出力的美、运动的美，在
壮美的意境中抒发豪情壮思。《将进酒》、《西岳云台歌送
丹丘子》、《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蜀道难》、《梦游
天姥吟留别》

李白的这种浓郁昂扬的感情的爆发式表达，没有字句的
琢磨与苦吟，“援笔三叫，文不加点”，这是盛唐式的文艺
创作。



与之相适应，在诗体的选择上，李白较少运用多有限制

的律诗，而偏爱便于纵横驰骋、随意抒写的古体诗、乐府诗

和歌行体。

李白的乐府体诗的写法：在古乐府的感情色彩、风格特

色的基础上，做新的开发，与古乐府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

实际是“借古人体制写自己胸臆”（沈德潜《唐诗别裁》）

歌行体，这一体制和名称，都是唐代开始有的。

“歌行本出于乐府，然指事咏物，凡七言及长短句不用

古题者，通谓之歌行”《唐音审体》（钱木庵）形式灵活多

样，风格通俗酣畅。

2.想象极其丰富，往往瞬息万变，不可以常理测度。

《鸣皋歌送岑征君》、《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远别离》、《江上吟》、《闻

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艺术变形的方式：

A往往改变现实生活中事物的大小、多少、轻重

的比例关系，

B通过形体规模的变形来取得强烈的艺术效果

C空间的变形

D主观时间以游仙、梦境或幻境来补充或组织画面想落

天外，是李白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其诗的重要成就。

3.李白还有一些诗，写得明秀清新，似近而远。这主要

体现在他的绝句中。“太白五七言绝，字字神境，篇篇神

物。”（胡应麟《诗薮》）

绝句的体制特点。

①五言绝句，大多格调明快，以明白晓畅的语言，表现

无尽的情思韵味。自然含蓄，蕴含丰富。《独坐敬亭山》、

《劳劳亭》、《静夜思》、《秋浦歌十七首》十五、《子夜

吴歌》（秋歌）



②七绝
A清新飘逸的情思韵味，《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

舍人至游洞庭五首》其二、其五
B善于把山水物色和特定的情绪渗透、交融在一起，在

“景”的形势和“情”的特征之间有“同构互感”的微妙的
呼应关系。《峨眉山月歌》、《渡荆门送别》、《早发白帝
城》

C带有以古入律、自由发挥的特点，融入乐府歌行开合
随意而以气贯穿的表现手法。《赠汪伦》、《山中问答》、
《山中与幽人对酌》、《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舍人至游
洞庭湖》其二

D兴到神会，一挥而就的自然天成。《陪族叔刑部侍郎
晔及中书舍人至游洞庭湖》其二、《早发白帝城》





























第四章 杜 甫

一、杜甫的生平
杜甫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壮游时期（712—746年）
杜甫在20岁之前，主要是在家读书。他7岁时

就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

视。他在《壮游》一诗中写道：“七龄思即壮，开
口

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又说：“往
昔

十四五，出入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
杜甫读书很刻苦，曾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0岁以后是他的壮游时期。这个时期的漫游生



活，使杜甫有机会游览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和文化古
迹，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性情，结交了友人。这个

时期他曾写下著名的《望岳》诗，抒发了“会当凌
绝

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和蓬勃朝气。诗歌创
作

具有盛唐诗歌的特质。
（二）困守长安十年（746—755年）
天宝五年（746），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

再

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京城长安，但是迎接
他

的却是冷漠的现实。天宝六载（747），杜甫参加
制举考试。谁知这次考试由于李林甫从中把持，结

果竟无一人被录取，李林甫还向皇帝上表称贺“野
无

遗贤”。 天宝十年（751）正月, 唐玄宗举行三个盛



府胄曹参军，这时杜甫已经在长安呆了十年了。
这期间，诗人的理想一再碰壁，生活也越来越拮据。他

经常过“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生
活，甚至到了饥卧动即向一句，敝衣何啻联百结。”（《投
简咸华两县诸子》）的困扃地步。这种“朝扣富儿门，暮随
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
二韵》）的辛酸屈辱，与他“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不凡抱负形成鲜明的对
比。贫困的生活体验，使他与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逐渐贴
近；当权者的排斥，使他对政治的黑暗有了切身的体验。诗
人性格也逐渐由清狂转为深沉。写出了第一篇为人民呼喊的
杰作——《兵车行》，还写了揭露杨国忠兄妹荒淫享乐生活
的《丽人行》。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杜甫前往奉先县（今陕西
蒲城县）去探望家眷（由于杜甫在长安生活困难，故将家属
送到奉先县依靠亲戚安置）。在前往奉先县的途中，他路过
骊山，看到唐玄宗正在骊山上寻欢作乐。而回到家中，“入
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想到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危难和人



民的饥苦，杜甫又写出了他最杰出的代表作——《自京赴奉
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是他长安十年痛苦生活的总结，
也展示了唐代盛世结束、危机四伏的社会图景。这些作品都
标志这杜甫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伟大诗人的成熟，奠定了客
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756—759年）

杜甫往奉先县家中探望家属时，安史之乱爆发了。756

年二月，杜甫从奉先县返回长安。在兵荒马乱中，杜甫带着
一家人向北逃难，他走在难民的行列里，以野果充饥，尝遍
了逃难者所遭受到的一切苦楚。后来他听说唐玄宗逃往西
蜀，肃宗在灵武（今宁夏永宁县西南）即位，于是他把家属
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城西北三十里的羌村，便只身北
上，投奔刚刚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李亨，可是走到半路，不
幸被安史叛军截获，送往沦陷后的长安。在长安，杜甫写下
了《悲陈陶》、《春望》、《哀江头》、《月夜》等著名的
诗篇。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四月，终于逃出长安，一路上历尽



艰辛，奔赴唐肃宗临时驻地凤翔（今陕西凤翔县），“麻鞋
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五月十六日，唐肃宗
任命杜甫为左拾遗。但不久却因为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
宗，几乎获罪。八月初，肃宗便打发他回家探亲。杜甫离开
凤翔，北归鄜州羌村探视妻子，写下了著名的长诗《北
征》。这首诗通过真实的形象描写，反映了安史之乱中的社
会生活，留下了一幅兵荒马乱和人民困苦的历史图画，可与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了沦陷两年零三个月的都城长安，
十月又收复洛阳，唐肃宗于十月底返京，十一月，杜甫带领
妻子儿女也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即乾元元年
（758）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
的影响，外调为华州（陕西华县）司功参军（管理祭祀、学
校、选举等文教工作的官）。从此与长安永别。这次被贬是
对杜甫在政治上的一次致命打击，从此，他重又接触到了苦
难的人民。乾元二年（759）春，杜甫往河南旧居探亲，途
中目睹社会的破败和人民的苦难，写下了《三吏》、《三
别》。同年秋天，杜甫弃官携家前往秦州。十月迁同谷。一



路上，诗人拖儿带女遭受颠沛流离之苦，写下了《秦州杂诗
二十首》等备述其状。同年十二月，诗人入蜀投靠故交旧
友。

这个时期是杜甫生活经历中最艰难的一段，诗人饱尝兵
荒马乱、家人离散的忧患痛苦，做官、陷贼、流亡、遭贬，
生活体验异常丰富，创作也较多，今存诗249首。由于他和
人民一起感受到战争的痛苦，从满目疮痍的村落间观察了肃
宗的“中兴”因而在作品中能更客观的记述时代的真实，许

多
诗篇对战火和灾荒中人民的苦难有深刻的反映，有着“诗史”
的伟大意义。强烈的政治性和炽热的忧国忧民感情，是这个
时期作品的突出特色，它标志着诗人的创作进入高潮期。许
多叙事性优秀诗作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代表了
杜甫诗歌写实艺术的独特成就。

（四）漂泊西南时期（760—771年）
上元元年（760）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

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了一个安身的处所。
诗人在这里和农民交往，写下了许多著名的田园诗。上元二
年（761）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



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   严武应召入朝，成都
少尹兼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在成都叛乱，杜甫流亡到梓州（今
四川三台县）等地避难。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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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
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
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

的
前半个阶段。他在成都五年多，其主要诗歌有《江畔独步寻
花七绝句》、《春夜喜雨》、《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
歌》、《戏为六绝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梓州
作）、《登楼》、《丹青引》等。

杜甫于永泰元年(765)九月到达云安（今四川云阳县），
因病不能前进，因为他一路上感受湿气，肺病和风痹病发
作，脚部有些麻痹，行走不便，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
迁往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杜甫在夔州住了一年零九个
月。他感觉到自己越来越老，就更加抓紧时间多写诗，说：
“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这一时期他创作

上



大丰收，不到两年的时间，写诗330余题，430多首，几乎
占今存全部诗作的百分之三十多，平均不到两天就写一首。
内容也十分丰富，从国家大事、朋友往来到个人身世都有所
涉及。如《壮游》、《昔游》、《遣怀》、《秋兴八首》、
《登高》、《又呈吴郎》、《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等，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作品。在夔州期间，杜甫对诗歌的
格律、形式等写作技巧也有更深入的探讨，他说：“晚节渐
于诗律细。”对于七言律诗尤其用力精深。他创作的大量七
言律诗，如《登高》及《秋兴八首》等在艺术上都达到登峰
造极的地步，被后世奉为圭臬。

杜甫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三峡。大历四年
（769）正月，诗人来到潭州，后又到了衡州。不管漂泊到
哪里，诗人的眼睛始终注视着人民的创伤，他写下了《遭
遇》、《宿花石戍》、《岁晏行》、《登岳阳楼》等诗篇，
不仅对人民遭受战乱的痛苦充满深切同情，而且对统治者不
顾人民死活、横征暴敛的行为表示了极大愤慨。杜甫生活的
最后两年，居无定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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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想投靠亲友，但亲友
多亡故，又加上洪水、兵乱，使他非常困难，贫病交加，最
后他在大历六年（771）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破
船一条，终年59岁。临死之前，他还写了《风疾舟中伏枕书
怀奉呈湖南亲友》的诗，其中有“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
的诗句，可见他至死也不曾忘怀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

杜甫死后，灵柩停厝（cuò 浅埋待葬）在岳阳,43年后
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
阳山下。

二、杜甫诗歌的特征
1.杜甫诗歌对于唐诗发展的巨大贡献,便是拓展了诗歌

的题材,把诗从抒个人怀抱发展到写生民疾苦,并把抒个人情
怀和写生民疾苦融为一体。《羌村》三首、《三吏》、《三
别》《负薪行》、《岁晏行》、《又呈吴郎》

2．写实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①以惊人的观察、细致的描写而传神。（李白以其联翩

而至的想象，强烈的主观色彩写诗）《彭衙行》、《北
征》。对雨的描写



②写实的主要方法，就是叙述和描写，有时还杂以议
论。因此诗常带叙事性质。（盛唐人往往着眼于创造兴象玲
珑的意境）《洗兵马》、《丽人行》、《赴奉先县咏怀》、
《北征》、《彭衙行》、《赠魏八处士》、《忆昔》、《壮
游》、《遣怀》、《往在》等。

③讲究炼字。
3．“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沉郁顿挫”是杜甫对自己诗歌创作所作的概括。天宝

三
年，杜甫刚三十出头，他在《进<雕赋>表》中说：“倘使执
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以鼓吹六
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
流，庶可企及也。”杜甫说这话时，他的许多代表作还没有
产生。但后来，诗论家们纷纷以沉郁顿挫来评价杜诗的风
格，明清以后逐渐成为定论。

①首先表现在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感情深沉阔
大，忧思执著深广，诗句中蕴含着一种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
厚积的感情。《秋笛》、《阁夜》



②百转千回、反复吟咏的抒情方式。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梦李白》、《同谷七歌》、《秋兴八首》

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

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

“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

“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

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

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

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

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



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

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

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

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

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垂老别
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

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

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

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

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

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

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

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

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

•



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

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

忆昔少壮日，迟回竟长叹。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

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

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http://baike.baidu.com/view/313578.htm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彭衙行

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

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

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

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

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



少留周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高义薄曾云。

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翦纸招我魂。

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餐。

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

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

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梦李白（其一）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第五章 大 历 诗 风

大历诗风，指的是大历至贞元年间活跃于诗坛上的一批
诗人的共同创作风貌。他们的诗，不再有李白那种非凡的自
信和磅礴的气势，也没有杜甫那种反映战乱社会现实的激愤
和深广情怀，尽管有少量作品存有盛唐余韵，也写民生疾
苦，但大量作品表现出一种孤独寂寞的冷落心境，追求清雅
高逸的情调。这使诗歌创作由雄浑的风骨气概转向淡远的情
致，转向细致省净的意象创造，以表现宁静淡泊的生活情
趣，虽有风味而气骨顿衰。明胡应麟对大历诗坛的总体评
价：“神情未远，气骨顿衰”

一、韦应物
韦应物主要是以山水田园诗著称于世，他善于通过清淡

幽美的山水意象，传达出寂寞幽独和恬淡自适的意绪，形成
高雅明净、澄淡精致的独特风格。其真朴处浑然天成，能再



现陶诗的真趣，以及王孟诗派所追求的那种淡泊宁静的高洁
人格，这是他的诗歌高出于其他大历诗人的地方。他向往隐
逸的宁静，有意效法陶渊明的冲和平淡，往往能“发纤秾于
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气貌高古，清雅闲淡，自成一家之
体。白居易曾称赞他的诗“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

（《与
元九书》）。后世或以陶、韦并称，或以王、孟、韦、柳并
称。

二、刘长卿
刘长卿一生坎坷，悒郁寡欢，所以他的诗歌具有一种冷

落寂寞的情调和惆怅衰飒的心绪，显得极为凄清悲凉。在反
映这一时期士人的孤独冷漠心态方面，刘长卿的诗歌很有代
表性。例如《重送裴郎中贬吉州》：

猿啼客散暮江头，
人自伤心水自流。
同作逐臣君更远，
青山万里一孤舟。

同病相怜，不胜愁别，伤感得不能再伤感，孤独得不能



再孤独。一种由悲剧命运支配的孤寂惆怅的生存体验，与特
定时代的衰败萧索景象相结合，汇聚成生不逢时的冷落寂寞
的情调。风格是清冷淡远。

刘长卿擅长五言，尤工五律，曾自许为“五言长城”。
三、大历十才子
大历十才子是唐代宗大历年间十位诗人的合称。《新唐

书·卢纶传》云：“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
发、崔峒、耿湋、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
才子。”他们的诗歌多步王、孟后尘，以吟咏山水田园，唱
酬应制为主要题材，擅长五言律诗，格律工细，字句精美，
但气格不如盛唐浑厚，流于平庸纤巧。大历十才子中成就最
高的是钱起。

四、李益
李益的诗以七绝见长，其形象的完整丰富，韵味的含蓄

深长，音韵的和谐宛转，语言的凝练自然，皆与王昌龄接
近，所以后人常常把他和王昌龄相提并论。

他的边塞诗主要是描写战士们久戍思归的哀怨心情。这



些诗已失去盛唐边塞诗乐观豪迈的精神与情调，即使和王昌
然《从军行》中描写“边愁”的诗相比，也有凄凉感伤和雄

浑
悲壮之别。这不仅是诗人彼此风格的不同，也是时代气运使
然。

《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
如

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这首诗委婉细致
地抒写了士卒久戍思归的心情，意蕴深长，情调感伤。

但李益的边塞诗中，也有一些表现将士的英雄气概的诗
篇，如《塞下曲》：“伏波唯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
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定天山。”但这类诗为数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