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杜甫的诗歌 杜甫精神心得体会(精
选8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
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杜甫的诗歌篇一

杜甫，唐代伟大的诗人，被誉为“诗史之巨擘”。他的诗歌
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思考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成为中国古
代文学的瑰宝。笔者对于杜甫的诗歌进行了深度地研读，从
中领悟到他的精神和心得体会。在本文中，笔者将就杜甫的
精神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他的思想和诗歌。

杜甫的诗歌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他以自己的
悲情人生为蓝本，通过描绘社会的不公和人民的苦难，呼唤
社会的改革和人民的解放。例如，在《春望》一诗中，杜甫用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描绘了乱世的苍凉景象，表达
了他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和关切。他的理想主义精神教
育了我，让我认识到诗歌不仅仅是个人感情的宣泄，更是关
注社会问题，为人民发声的艺术表达方式。

杜甫的诗歌还展现了他对现实的冷眼和深思。他对社会现实
的揭露让我深感震撼。在《登高》一诗中，杜甫写道：“未
能忍凌云之志，欲辞君而薄我荣。”这句诗让我想起了现实
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阶级和权力的困局。对权贵的讨伐和对自
身境遇的反思，使他的诗歌更加接地气，表达了人民的心声。
这种冷静思考的精神教会了我，让我明白在写作中应该关注
到对社会现实的分析和思考。

杜甫的诗歌展现了他对人民的宽容和仁爱之心。他一直关注



社会底层的人民，尤其是农民。他在《秋夕》中写道：“银
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
牛织女星。”这句诗描绘出农民在寂静的夜晚干活的场景，
体现了杜甫对农民的关切和同情。他的人道主义精神感染了
我，使我明白在创作中应该关注到被边缘化的人们，为他们
发声。

杜甫的诗歌中还蕴含着一种旷达和豁达的心态。他承受了人
世间的诸多苦难，但依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态度。他的《登
高》一诗中写道：“心中自有青云志，何必上仙求问津。”
这句诗展示了他的胸怀和豁达的心态。他相信自己对生活的
感悟和追求，不必依附于外界的赞誉和认可。他的这种心态
启示了我，让我知道在面对困境时即使心里有万般伤痛，也
要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杜甫的诗歌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理想主义和冷
静思考让我明白了诗歌创作的深刻含义。他对人民的仁爱和
对困苦的容忍让我明白了诗歌与人民息息相通的关系。而他
的旷达和豁达的心态则让我明白了诗歌的人生智慧。在今后
的文学创作中，我将继承杜甫的精神，传承他的思想，努力
创作出更加接地气、有温度、富有思考的作品。杜甫的诗歌
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和思考，帮助我在纷繁的世界中寻找到了
自己的方向。

杜甫的诗歌篇二

登高远眺，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志之一。而在唐代，有许多诗
人以登高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要数杜甫的《望岳》及《登
高》。杜甫登高的心得体会，不仅反映了他对自然景色的赞
美与思考，更凸显了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深沉思考。本文将从
杜甫所登高所得到的启示、登高中的感悟、以及他对人生与
社会的反思三个方面展开，以探究杜甫登高心得体会的主题。

首先，杜甫登高得到了许多启示。在登高的过程中，他领悟



到了人生的短暂和自然的伟大。在《望岳》中，他写
道：“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他通过登上高山，仰望
巍峨的岳阳楼，感叹着人类的渺小和世事的无常。由于登高，
他仿佛站在了宇宙的高处，看到了无边的景色，从而反思生
命的意义。这种启示让他深受触动，进而反思人生的价值和
追求。登上高山让杜甫瞥见了人生的无常与宇宙的无限，这
种体验带给他对人生的深刻思考。

其次，登高对于杜甫来说是一种心与自然融合的感悟。在登
高过程中，杜甫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丽景色，他
抒发了内心的感慨。在《登高》中，他写道：“万里冰封，
万里雪飘。”这一句诗体现了登高时自然景色的壮丽，以及
自然对人的影响力。在登至高处时，他感觉自己与天地融为
一体，内心与外在世界完美和谐地统一，从而产生了内在的
宁静与舒适感。这种登高的感悟让杜甫体验到了自然的力量
与美好，从而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和信心。

最后，杜甫登高还让他对人生与社会有了更深的思考。登高
使他对人生的价值有了重新的认识，他认为人生应该要有高
尚的追求和奉献精神。他在《登高》中写道：“古人尊德性，
其如我何？”这句诗表达了他对古人高洁品质的敬仰，以及
对自己无法达到他们的自责。他登高后认识到了自己的局限
性，因此产生了一种追求高贵品质的动力。此外，登高还使
他对社会的不公和贫困问题产生了关注。在《望岳》中，他
写到：“又行数十里，枯松一点愁。”这一句反映了他对社
会不公的关注。登高的所见所感，让他产生对社会问题的反
思，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

总之，杜甫登高心得体会体现了他对自然景色的美好赞美与
思考，同时也揭示了他对人生与社会的深沉思考。在登高的
过程中，杜甫得到了人生和自然的启示，感受了心与自然融
合的感悟，进而思考了人生的意义和社会问题。杜甫登高的
心得体会不仅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他对自然和人生的理解，
更让我们体会到了登高所带来的启示和感悟的重要性，从而



激励我们积极面对人生、思考社会问题，并追求高尚的品质
和价值观。

杜甫的诗歌篇三

孤雁/后飞雁

朝代：唐代

作者：杜甫

原文：

孤雁不饮啄，飞鸣声念群。

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

望尽似犹见，哀多如更闻。

野鸦无意绪，鸣噪自纷纷。

赏析：

《孤雁》这首咏物诗作于大历初年杜甫旅居夔州期间。由于
四川政局混乱，杜甫带着家人离开成都，乘船沿长江出川，
滞留夔州。诗人晚年多病，故交零落，处境艰难，心中充满
失意之感和哀伤之情。这首《孤雁》诗，表达的就是乱离漂
泊中失群人的痛苦心情。

依常规方法，咏物诗以曲为佳，以隐为妙，所咏的事物是不
宜直接说破的。杜甫则不是这样，他开篇即唤出“孤雁”，
而这只孤雁不同一般，它不饮，不啄，只是一个劲地飞着，
叫着，声音里透出，它非常想念它的同伴。不单是想念，而
且还拼命追寻，是一只情感热烈而执着的“孤雁”。清人浦



起龙评价说：“‘飞鸣声念群’，一诗之骨”(《读杜心
解》)，是抓住了要领的.。

第二联境界忽然开阔。高远浩茫的天空中，这小小的孤雁仅是
“一片影”，它与雁群相失在“万重云”间，此时此际显得
惶急、焦虑和迷茫。天高路遥，云海迷漫，它不知道往何处
去找失去的伴侣。这一联以“谁怜”二字设问，这一问，将
诗人胸中的情感滚滚流出：“孤雁儿啊，我不正和你一样凄
惶么?天壤茫茫，又有谁来怜惜我呢?”诗人与雁，“物我交
融”，浑然一体了。清人朱鹤龄评注这首诗说：“此托孤雁
以念兄弟也”，而且诗人所思念的不单是兄弟，还包括他的
亲密的朋友。经历了安史之乱，在那动荡不安的年月里，诗
人流落他乡，亲朋离散，天各一方，可他无时不渴望骨肉团
聚，无日不梦想知友重逢，这孤零零的雁儿，寄寓了诗人自
己的影子。

第三联紧承上联，从心理方面刻画孤雁的鲜明个性：它被思
念缠绕着，被痛苦煎熬着，迫使它不停地飞鸣。它望尽天际，
不停地望，仿佛那失去的雁群老在它眼前晃;它哀唤声声，不
停地唤，似乎那侣伴的鸣声老在它耳畔响;所以，它更要不停
地追飞，不停地呼唤了。这两句血泪文字，情深意切，哀痛
欲绝。浦起龙评析说：“惟念故飞，望断矣而飞不止，似犹
见其群而逐之者;惟念故鸣，哀多矣而鸣不绝，如更闻其群而
呼之者。写生至此，天雨泣矣!”(《读杜心解》)

结尾用了陪衬的笔法，表达了诗人的爱憎感情。孤雁念群之
情那么迫切，它那么痛苦、劳累;而野鸦们是全然不懂的，它
们纷纷然鸣噪不停，自得其乐。“无意绪”是孤雁对着野鸦
时的心情，也是杜甫既不能与知己亲朋相见，却面对着一些
俗客庸夫时厌恶无聊的心绪。“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
谓我何求”(《诗·王风·黍离》)，诗人与这些“不知我
者”自然无话可谈。

这是一篇念群之雁的赞歌，它表现的情感是浓挚的，悲中有



壮的。孤雁那样孤单、困苦，同时却还要不断地呼号、追求，
它那念友之情在胸中炽烈地燃烧，它甚至连吃喝都可抛弃，
更不顾处境的安危;虽然命薄但是心高，宁愿飞翔在万重云里，
未曾留意暮雨寒塘，诗情激切高昂，思想境界很高。就艺术
技巧而论，全篇咏物传神，是大匠运斤，自然浑成，全无斧
凿之痕。中间两联有情有景，一气呵成，而且景中有声有色，
甚至还有光和影，能给读者以“立体感”.

这首咏物诗写于大庆初杜甫晚年旅居虁(kui)州期间。由于四
川政局混乱，杜甫带家人离开成都。诗人晚年多病故交零落，
处境艰难。

杜甫的诗歌篇四

李益的诗中写：“血洗托君莲花血”、“太真血染马蹄尽”。
什么叫“血染马蹄尽”？意思是说杨贵妃丧命乱军之中，且
是被刀刃砍死的。

杜甫在他的《哀江头》一诗中写：“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
游魂归不得”，这一句中“血污”二字很关键，如果杨贵妃
是被缢死的，那就不可能见血，似乎诛杀杨贵妃的方式不是
缢杀，而是用刀刃之物。

还有刘禹锡的《马嵬行》，其中有这么几句：“贵人牵帝衣，
低回转美目，风日为天晖，贵人饮金屑”。注意“饮金屑”，
意思是说杨贵妃是吞金而死的。

然而，诗歌总有抒情和夸张的成分，不是准确的史料。但这
些诗有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杨贵妃死于马嵬驿。

这就是关于杨贵妃的人生归宿林林总总的说法，但无论是哪
一种，最终都要归结到兵变的问题上。

兵变是太子李享一手策划的，他与陈玄礼煽动诛杀杨贵妃，



实际上矛头是指向唐玄宗。就当时混乱躁动的局面而言，不
是唐玄宗一个人所能控制的，他连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证，
怎么可能精心准备安排杨贵妃逃跑？所谓的“缢杀不死”
和“掉包计”仅仅是一种因为传说杨贵妃未死而衍生出的推
测。在当时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杨贵妃是必死无疑的。她死
后，太子李享和陈玄礼等人煽动军士要求查验杨贵妃的尸体。

这很危险，如果缢死的`不是杨贵妃本人，或者她还有一口气，
太子等人便可以此为借口加害唐玄宗。

太子等人很清楚，对于唐玄宗来说，杀死杨国忠是可以容忍
的，但要他杀死杨贵妃，这一点很难，他要经过一场痛苦和
激烈的思想斗争。所谓“众怒难犯”，受到胁迫而又没有一
个人为他开脱的唐玄宗别无选择，只能做出赐死杨贵妃的决
定。

一个统治大唐帝国40余年的天子，最终却没有能力保住一个
爱妃的生命。当天傍晚，杨贵妃的尸体被埋葬在驿亭西一里
远的路旁土坡下，军士们的怒气得以平息，所有的人山呼万
岁。唐玄宗没有一丝宽慰和半点喜悦。他和陈玄礼等将士有
一席谈话，谈话中只提及杨国忠，而没提到杨贵妃之死半句，
他已经悲伤得无法言喻了。

这就是马嵬兵变的结局。有些凄婉和哀伤。但没辙，历史心
冷似铁。

杜甫的诗歌篇五

杜甫是唐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不仅描写了社会的
不公和人民的苦难，更展现了他对人性的思考、对理想追求
的坚持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在读完杜甫的诗集后，
我深受他的精神启发，从中学到了许多人生智慧。以下是我
对杜甫精神的体会与心得的五段式文章。



首先，杜甫的坚韧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甫一生经
历了许多挫折和沉痛的失落，但他从未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他的诗中充满了对自由与公正的追求，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和
对富贵名利的厌弃。尤其是在他被贬谪到荒寂的地方，生活
异常艰辛的时候，他依然坚持写作，用诗歌表达出自己的不
满和愤怒。这种坚韧的精神深深地触动了我，让我认识到人
生中不可避免的困境和挫折，但只要我们保持坚持和积极的
心态，就能在逆境中获得自我成长。

其次，杜甫的诗歌展现了他对人民苦难的关怀和同情。他通
过具体的描写和深入的表达，让我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与悲
惨。在他的诗中，农民、贫苦人群和战争受害者始终是主要
的创作对象。他揭示了那些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相，通过他
的笔触，我看到了社会的黑暗面和人间悲情。他在诗中表现
出对人民苦难的关怀，以及渴望改变现实的情感。他的人道
主义情怀让我从中学会了关心和帮助他人，呼唤社会的公正
和关爱。

第三，杜甫的诗歌让我深感生命的脆弱和有限。他的诗中充
满了对生死、岁月流转和人生短暂的思考。他明白人生之长，
无法承载过多的心事和欲望，因此他更加关注内心的修养和
自我救赎。他深刻地认识到人生的无常和不可预测性，这让
我明白到人活在世上，应当珍惜时间，追求内在的精神追求，
而不是纠结于名利和功成名就。他的诗给了我启迪，让我深
入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第四，杜甫的诗歌中体现了他的深刻思辨和智慧。他的诗中
不仅仅是对现实的直接揭示，更涉及到人性的思考和哲学的
问题。他通过对人生和社会的观察，表达出对人性善恶、善
变和人的本性、命运的思索。他用诗歌呈现出的智慧和直观
深深地打动了我。他的思辨和智慧给了我无尽的思考空间，
让我深入思考人性、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

最后，杜甫的诗歌让我体会到了文学的力量和魅力。他的诗



是他对世界的思考和抒发，他用行云流水的词句，将自己的
情感和思绪传达到读者的内心。他的诗歌经久不息地传颂，
为后人带来了无尽的美感和感受。我从中领悟到文学的力量，
它能够承载着作者的情感和思想，打开读者的内心世界，带
给人们独特的艺术享受。杜甫的诗歌让我深切感受到了文学
的魅力和生命力。

在杜甫的诗歌中，我领悟到了坚韧精神、人道关怀、生命的
脆弱与有限、思辨智慧以及文学的力量。他的精神与思想一
直以来影响着许多后来的诗人和文人。读完杜甫的诗集，我
深刻体会到了他的诗歌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和哲理，希望自
己能够在学习他的精神的同时，不断探索自我，不断追求真
理和进步，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

杜甫的诗歌篇六

杜甫是唐代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以其深厚的思想内涵和独特
的艺术风格被后人誉为“诗圣”。他的诗中融入了对社会现
实的批判和对人民苦难的关注，表现出了一种伟大的精神境
界。在阅读杜甫的诗歌过程中，我深受他的精神影响，感受
到了他的顽强和坚毅。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追求真理、关心社
会的信念，并启发了我对人生的思考。以下是我对杜甫精神
的心得体会。

首先，杜甫的诗歌展现了一种高尚的品质，即对人民的关怀。
他关注社会动荡和人民疾苦的同时，以真情实感唤醒读者的
同情心。例如在《月夜忆舍弟》中，杜甫通过对年迈生活艰
辛的父亲和身处逆境的弟弟的描写，表达了对人生命运变迁
的感叹和对家庭团聚的希望。这种关怀和同情让我深受触动，
激发了我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对社会不公的批判精神。

其次，杜甫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思考的勇气给了我很多启发。
他的诗歌中经常包含对人生的深邃思考和对社会问题的批判
性思维。在《登高》这首诗中，杜甫以登高的方式来寻找自



我的归宿，探讨宇宙和人生的关系，展示了一种超越尘世的
追求和对真理的渴望。这种思考和勇气在我心中激发了追求
真理的动力，让我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关注自己的思考和对知
识的追求。

再次，杜甫的诗歌展现了一种无悔的人生态度和顽强不息的
精神。他经历了人生的坎坷和艰辛，但他从不气馁，始终保
持着对人生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在《登高》中，他写道：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种乐观向上的态
度和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深受鼓舞。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和挑
战，我都要像杜甫一样坚持不懈、乐观向上，不断追求自己
的理想和目标。

此外，杜甫的诗歌也表现出了一种独立思考和勇于表达的精
神。他在诗中经常借用婉约而深刻的词句来揭示社会现实和
人性的真实。在他所写的很多诗中，他勇于表达对时政的批
评和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他的诗歌中充满了思想的火花和艺
术的光芒，给我带来了一种舒适、自由和独特的审美体验。
在受到杜甫的启发下，我也要学会独立思考，勇于表达，不
受外界干扰，坚持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态度。

最后，杜甫的诗歌教会了我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人生是
充满苦难和挑战的。他的诗作中常常揭示了人类的悲欢离合
和生死轮回。没有风雨，就无法见彩虹；没有磨砺，就无法
见珍宝。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正
是这些挫折和困难塑造了我们的品格，并赋予了我们成长和
进步的机会。杜甫的诗歌给了我对于人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
让我学会了勇敢面对生活的困难和挑战，同时也增强了我追
求梦想和追寻幸福的信心和勇气。

总而言之，阅读杜甫的诗歌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关怀、思考、坚持和勇敢不仅是他个人的品质，也是一
种人生的境界。通过他的诗歌，我懂得了对人民的关怀和热
爱、对知识的追求和思考、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敢面对和无悔



的人生态度，从而使我在追求真理、为社会做贡献的道路上
更加坚定和努力。杜甫精神是一种永不磨灭的力量，将伴随
我一生。

杜甫的诗歌篇七

登高是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活动，自古以来被赋予了深刻
的意义和情感。在中国古代，登高常常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
的活动，它不仅仅是攀升山峰的行为，更是对个人情感和心
境的一种抒发。而杜甫的《登高》诗就展示了他在登高过程
中的种种心得体会，通过他的文字表达出了人在与自然对话
中的思考和感悟。本文将从杜甫《登高》诗的内容入手，从
五个方面来探究登高所带来的心得体会。

首先，登高让杜甫感受到了自然的壮丽和宏大。诗中杜甫描
述了登上山顶后的壮丽景色，他写道：“嵬峨出翠微，凌云
临九派。重峦隔云烟，险势共远视。”这些字眼给人一种将
云雾尽收眼底的感觉，山峰的高耸和云雾的缠绕构成了一幅
壮丽的画卷。这种感受让杜甫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也
使他意识到自然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登高让杜甫重新认识
到自己在世界中的微弱地位，从而促使他更加珍惜生命和人
间的一切。

其次，登高也让杜甫感受到了他与自然的融合。在《登高》
中，杜甫提到了鸟语花香、云水相连的景象。他写道：“风
萧萧兮易水寒，山峦重叠代有关。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这些描写展现了大自然的瑰丽和宁静，同时也揭示了人与
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登高的过程中，杜甫感受到了自己与自
然之间的共振，他的心灵得到了宁静和释放。这种融合使得
杜甫能够更加深入地感受到自然的美，同时也提醒人们要尊
重自然，与之和谐相处。

再次，登高也让杜甫反思了人生和社会。在《登高》中，杜
甫不仅仅描绘了自然景色，还提及到了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社



会现实。他写道：“白发愁看眼，青丝欲坠地。知君为我爱，
不奈君何?”这些抒发感情的诗句透露出了杜甫对于现实社会
的忧虑和对个人遭遇的反思。登高让杜甫触摸到了人生中的
苦痛和挫折，也使得他思考起了人类存在的意义。通过对自
然景色的描绘和社会现实的反思，杜甫希望唤起人们对于真
正的快乐和意义的思考，同时也呼吁改变社会现实，为人类
创造更好的生活。

此外，登高也让杜甫感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诗中
他写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是他对人生境遇
的描述，他将自己比作行人，意味着他与众多有着类似遭遇
的人同行。在登高的时刻，杜甫感悟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密
联系，他寄情于大自然，也感悟到了他与他人之间的共同遭
遇和相互扶持。登高使得杜甫摆脱了个人的孤寂和痛苦，找
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这种感悟也为他在后来的创作
中提供了灵感和动力。

最后，登高也让杜甫得到了一种超越尘世的思考和追求。在
《登高》的最后一节，杜甫写到：“ 玉京群帝降，轩辕继绝
纪。纵使明朝有暴云，奈何长风起?”这是对于人类命运和世
界变迁的思考。通过登高，杜甫进入了一种超越尘世的状态，
他至高无上的感觉使他思考到了人生的终极意义和宇宙的无
尽。登高给予了杜甫一种对于人生命运的超然体验，使得他
对于人类历史和命运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也使得他能够自
觉地扮演起积极的人生角色。

总而言之，杜甫的《登高》诗描绘了他在登高过程中得到的
心得体会。通过登高，他感受到了自然的壮丽和宏大，体验
了与自然的融合和共振，反思了人生和社会现实，感悟到了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同时也得到了一种超越尘世的思考
和追求。这些心得体会使得杜甫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人生和
社会，同时也为我们在登高时提供了一些宝贵的思考和体验。



杜甫的诗歌篇八

李白与杜甫相遇，在744年。那年，李白43岁，杜甫32岁，相
差11岁。

其实，李白不仅在实际年龄上比杜甫大11岁，而且在诗坛辈
分上整整先于杜甫一个时代。

两人见面时，李白已名满天下，杜甫还只是崭露头角。杜甫
早就熟读过李白的很多名诗，此时一见真人，崇敬之情溢于
言表。一个取得巨大社会声誉的人往往会有一种别人无法模
仿的轻松和洒脱，这种风范落在李白身上更是让他加倍地神
采飞扬。眼前的杜甫恰恰是最能感受这种神采的，因此他一
时全然着迷。

李白见到杜甫也是眼睛一亮。他历来不太懂得识人，经常上
当受骗，但那是在官场和市井。如果要他来识别一个诗人，
他却很难看错。即便完全不认识，只要吟诵几首，交谈几句，
便能立即作出判断。杜甫令他惊叹，因此二人很快成为好友。
他当然不能预知，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将与他一起成为执掌
华夏文明诗歌王国数千年的最高君主而无人能够觊觎;但他已
感受到，无法阻挡的天才之风正扑面而来。

他们喝了几通酒就骑上了马，决定一起去打猎。

他们的出发地也是见面地，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东南部，旧
地名叫陈留。到哪儿去打猎呢?向东，再向东，经过现在的杞
县、睢县、宁陵，到达商丘，从商丘往北，直到今天的山东
地界，当时有一个大泽湿地，这便是我们的两位大诗人纵马
打猎的地方。

当时与他们一起打猎的，还有一位著名诗人高适。高适比李
白小3岁，属于同辈。这位能够写出“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
谁人不识君”“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这种慷



慨佳句的诗人，当时正在这一带“混迹渔樵”“狂歌草泽”。
也就是说，他空怀壮志在社会的最底层艰难谋生，无聊晃悠。
这是他的“地盘”，沟沟壑壑都了然于心，由他来陪猎，再
合适不过。

挤在他们三人身边的，还有一个年轻诗人，不太有名，叫贾
至，比杜甫还小6岁，当时才26岁。年龄虽小，他倒是当地真
正的`主人，因为他在这片大泽湿地北边今天山东单县当县尉，
张罗起来比较方便。贾至还带了一些当地人来凑热闹，其中
也有几个能写诗的。

于是，一支马队形成了。在我的想象中，走在最前面的是高
适，他带路;接着是李白，他是马队的主角，由贾至陪着;稍
稍靠后的是杜甫，他又经常跨前两步与李白并驾齐驱;贾至带
来的那些人，跟在后面。

当时的大泽湿地，野生动物很多。他们没走多远就挽弓射箭，
扬鞭跃马，奔驰呼啸起来。高适和贾至还带来几只猎鹰，这
时也像闪电般蹿入草丛。箭声响处，猎物倒地，大家齐声叫
好，任何人的表情都不像此地沉默寡言的猎人，更像追逐嬉
戏的小孩。马队中，喊得最响的是李白，而骑术最好的应该
是高适。

猎物不少，大家觉得在野地架上火烤着吃，最香最新鲜，但
贾至说早已在城里备好了酒席。盛情难却，那就到城里去吧。
到了酒席上，几杯酒下肚，诗就出来了。即席吟诗的不是别
人，是李白和杜甫，连高适也只能躲在一边了，真是奢侈至
极。

诗有典雅的面容，但它的内质却是生命力的勃发——无论是
诗的个体、诗的群体、诗的时代都是这样。没有生命力的典
雅，就不是我们喜欢的诗。因此，由诗人用马蹄写诗的旷野，
实在可以看作被我们遗落已久的宏大课本。



诗人用马蹄写诗的地方也不少，但这儿，是李白、杜甫一起
在写，这如何了得。

在那次打猎活动中，高适长时间地与李白、杜甫在一起，并
不断受到他们鼓舞，决定要改变一种活法。很快，他就离开
这一带，游历去了。

李白和杜甫从秋天一直玩到冬天。分手后，第二年春天，二
人又在山东见面，高适也适时地赶了过来。不久，又一次告
别，又一次重逢，那已经是秋天了。当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
李白和杜甫这两位大诗人永久地别离了。

当时他们都不知道这是永诀，李白在分别之际还写了“何时
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的诗，但金樽再也没有开启。因此，
这两大诗人的交往期，一共也只有一年多一点，中间还有不
少时间不在一起。

世间很多最珍贵的友情都是这样，看起来亲密得天荒地老、
海枯石烂，细细一问却很少见面。相反，半辈子坐在一个办
公室的，很可能尚未踏进友谊的最外层门槛。

就在李白、杜甫别离的整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那时，李
白已经54岁，杜甫43岁。他们和唐代一样，都青春不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