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一年，与《诗经》一起走过
董雪丹

除夕，《诗经》翻到了最后一页。 我
记得很清楚， 阅读是从 2020 年 3 月 3
日开始的， 与大学同寝室的几个好友
一起建了一个学习群， 我负责以大概
一天一篇的节奏， 把学习内容发到群
里。

说是一天一篇， 学习之中却不刻
板。 比如，读了周南 11 篇、召南 14 篇
之后，我们愿意保持一张一弛，休息一
天再继续 ；遇到类似 《七月 》这样的篇
章，很长 ，读起来不容易 ，但又非常值
得下功夫，那就多用几天。没有刻意计
划过，也没有想过会在哪一天读完，更
没有想到， 除夕这一天是阴历一年的
结束，也是我们《诗经》学习的结点。这
一天 ，在传统的意义之外 ，于我 ，于我
们，又多出一重意义。

说起来，在此之前，我也读过几次
《诗经》，因为喜欢里面的植物，所以总
会有取舍，再加上偏爱“风”的部分，从
来没有完整、 认真地从头到尾读上一
遍。 这一次， 想认认真真地补上这一
课。 于是买来几个版本， 还有相关的
《诗经名物图解》之类的书籍。 只是读
着读着，就认定了程俊英的译注本。同
时，我会找到相关的音频资料，将当天
所读篇章中的动植物从 “图解” 中找
到，拍成照片，一并发到群里。

我尽量坚持在早上发出， 这样大
家有一天的时间可以抽空去玩味。 这
是一个“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过程，
每天用的时间并不多， 但感觉每一天
都很有收获。 我是一个被手机绑架的
人，患了很严重的手机依赖症。找个漂
亮的借口 ，是工作需要吧 ，究其实质 ，
应该还是自己定力不足。 在很多快速
化、碎片化的阅读之中，我很享受这个
缓慢的阅读过程， 让我在浮躁之中找
到一些踏实与平静。回想起来，每天好
像都在刷各种知识， 但真正留在记忆
深处、让我拥有内心丰盈感的，还是与
《诗经》的相伴。

不知不觉中， 就这样相伴着走了
将近一年。这一年，学习群里不断发出
感慨：“原来‘信誓旦旦’出自这里！ 太
长知识啦！ ”让人发出同样感慨的词语
还有很多 ：忧心忡忡 、人言可畏 、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夙兴夜寐、投桃报李、
耳提面命、 谆谆告诫……太多太多我
们常用的词语告诉我们， 几千年前的
文化早已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了 。
不只是词汇， 还有一些很好玩儿的发
现：读到《终风 》中 “寤言不寐 ，愿言则
嚏 ”， 我忍俊不禁：“打喷嚏是有人想
我了，原来也是从《诗经》开始的。 ”

这一年， 我们之间的问候与对话
都多了许多诗意。 还记得 3 月 8 日这
一天， 我们寝室的老三学以致用地写
下祝福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祝美
女们节日快乐！ ”端午节，我缝了香包，
在群里晒图， 她们自然很配合地满足
了我的虚荣心， 除了心灵手巧之类的
夸赞，老三的调侃很有趣：“有女巧巧，
牵丝结结 ，谦谦公子 ，与汝共赏 。 ”我
笑 ：“每句都四个字 ， 一看就读过诗
经。 ”她答：“那当然，俺可是《诗经》熏
陶出来的。 ”

学习过程中， 我们找到了很多乐
趣。 有一回，在停顿稍息的一天里，我
提出了一个小建议：“今天， 不管什么
时间，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至少读上
一篇《诗经》，随便哪一篇，当成单元测
试了。 ”那一天，亲切的声音不断传来，
有一种我们在寝室里七嘴八舌的感

觉。
一起读 《诗经 》的过程 ，也是一起

寻找浪漫、加深情感的过程。 读到《女
曰鸡鸣》中“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静好”，有人说：“美！ 发现所
有的浪漫都来自《诗经》。 ”有人答：“是
啊，岁月静好，最早的出处应该是这里
了。 我们一起读， 也是一个浪漫的过
程。 我们用 300 多天一起走过，想想都
觉得美好。 ”有人感叹：“不只是恋人，
咱们也是‘岁月静好，与之偕老’！ 我们
也是一起从青春岁月，到白头的。 ”有
人回应：“是啊， 古人的情感和现代人
的情感竟是这么相通。 ”老八的表达让
我记忆深刻：“古人真重视家庭， 慢慢
的，静静的，酸酸的，感觉很奇异。 ”

读到 《狡童 》，议论起文中那个让
女主吃不下饭、睡不安觉的滑头小伙，
我们的学习群又热闹起来：“看来郑国
当时还是比较开放的 。 ” “还挺浪漫
的。”“也挺有趣的。 ”接下来的一首《骞
裳》，又说 ：“这首也是 ，郑国的年轻人
真浪漫！ ”老五着重强调一句：“‘子不
我思，岂无他人？ ’洒脱，喜欢。 ”

当然，学习过程中，也有阻碍。 记
得学了两个多月之后， 大家出现了很
多相似的感觉：“记忆力差， 读完记不
住了 ”，“生僻字难认 ， 越来越记不住
了”……我也一样，但还是觉得读过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诗里的情境是可以
体会的，诗中的美也是可以感知的，即
便忘记了很多， 即便还是一如平常的
生活，但总会有一些东西留下来，总是
多了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在现实生活
之外，仿佛多了一种生活，多了一种情
境， 多了一种体会。 有了这样一个过
程、一种感觉、一种陶冶，就够了。

对喜欢花草树木的我而言 ， 《诗
经》里有很多植物，让我又更多一份获
得。这一年，我写过的很多花草都离不
开 《诗经 》：柔美多情的茜草就是 《诗
经》里的茹■ ；萝■ ，这缠绕在历史深
处的藤蔓，在《诗经》里的名字叫芄兰；
白茅，这种有文化的草儿，《诗经》里多
次写到 ；“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 （英 ）”，
舜华、舜英都是指木槿花；“彼采艾兮，
一日不见 ，如三岁兮 ”，幽幽思念和款
款深情都寄在香气弥漫的艾草上……
在我的很多文字里， 都可以找到 《诗
经》的痕迹。 当然，老友们也在分享我
的快乐———就像我们在大学校园里 ，
一起读诗，一起看花。

有一次， 我问：“大家一起读 《诗
经》有什么感觉？ ”有答：“生活中有了
诗意的美好。我干了一上午活儿，现在
这会儿就是在享受美好。 ”“平常的烟
火里多了点诗意。就说《野有蔓草》吧，
‘有美一人 ，婉如清扬 ’，实在是美 ，让
人忍不住听了又听，读了又读。 ”“感觉
很幸福，有人携手并进。 ”“是啊，能够
在大学毕业 20 年多后，还像我们这样
天天相伴在一起，实在太珍贵、太难得
了。 ”“说实话，这一把年纪学一遍《诗
经》不容易，我们在相互给予一种坚持
的力量。 ”“我们一起坚持得很幸福。 ”
……我喜欢这种缓慢的坚持，这一年，
我们不只是一起享受了两千年前的风

雅，还享受着一种提高 、充实 、丰富我
们生活的精神力量。

“我爱《诗经》之诗，任何各国古典
抒情诗都不及 《诗经 》，可惜外文无法
翻译。 ”我把木心的这句话发到群里，
以此，为这将近一年的 《诗经 》学习画
上一个句号。

面 谈
王雪涛

面食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北

方很常见的食物，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是面食喂养了中国人的胃。 古今中
外的面食种类数不胜数，这里主要谈谈
面条。

面条是起源于中国北方的特色美

食，但小麦却是个“外来户”。 和现在一
般认知不同的是，最早的面条并不是小
麦粉做的，青海省民和县喇家村遗址的
河漫滩中曾出土了一碗距今约四千年

的面条，这碗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面条
是由粟和黍面做成的，就是俗称的谷子
和糜子。 可见中国人吃面条的传统源远
流长，北方人民的胃对面条的认同也根
深蒂固，但小麦粉做的面条等美食走入
千家万户的过程可谓曲折漫长，大约经
历了两三千年的历史。

古人早期更多的是以粒食为主，比
如谷子、高粱、大米等。 而小麦却不是一
种适合蒸制粒食的口粮，以带皮麦粒蒸
煮的麦饭口感着实不佳，不甚受古人的
喜爱。 随着石磨技术的逐渐改进和普
及，才让小麦面粉制作的美食走入寻常
百姓家成为了可能。 富含碳水化合物和
蛋白质的小麦面粉可塑性强，能提供足
够的能量， 更适合做各种美味的面食，
而且面条在烹煮的过程中会吸收大量

的水分而让人产生饱腹感，小麦也因此
一跃成为北方人民的新宠，而这已经是
距今一千多年前的唐朝了。

说起面条的种类， 可谓琳琅满目，
有手擀面、热干面、炸酱面、龙须面、刀
削面、臊子面、炝锅面、拉面、燃面、烩面
等，不一而足。 由于面条制作简单、食用
方便、易于消化、营养丰富等特点，受到
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和追捧，可以说
面条已经成为一道世界美食。 中国面条
除了大都是由小麦粉做成的外，其外形
特征、烹饪方式则各具特色，但总体来
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由东到
西面条越来越宽。 龙须面由于条细如龙
须而得名， 热干面和炸酱面又较粗一

些， 豫东的手擀面大约有半公分宽，到
了郑州则成了约二指宽的烩面，山西的
刀削面一刀下去宽窄薄厚不一，陕西的
裤带面已经大约有四指宽了。 想想也
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由于物质的
相对充裕，人们有时间、有精力、有心情
把食物制作得更精细， 正所谓食不厌
精、脍不厌细。 而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人们以做熟填饱肚子为第一要务，烹饪
方式也相应变得粗犷豪放，色香味形只
能退居次要地位。

有次到重庆出差，发现路边有家挂
着“铺盖面”招牌的小店，心生好奇，便
步入要了一碗尝鲜。 不大一会，一碗热
气腾腾的“铺盖面”端上桌来，发现大碗
的面汤里放了三四片手帕大小的方形

面片，没有切成条也没有扯成片。 第一
次见到铺盖面的我用筷子挑起来，不知
从何处开吃，只好在易于下口的直角上
随便咬了一口，再次刷新了我对中国面
条宽度的认知。

在河南，真正在寻常百姓家普及的
是手工擀制的面条。 因为从和面到切条
都是纯手工制作，因此饭店里很少卖这
种面条———如果有那肯定可以做成大

字招牌当噱头了———更没有统一的商

品名称，我们姑且称其为手擀面。
小时候在农村，家家户户中午的主

食几乎都是手擀面条。 奶奶用瓢从面缸
里舀出面，倒进红瓦盆里，掺上水，一边
和面一边加水， 反复揉搓成一个面团，
再用擀面杖在案板上擀成一个圆形的

大面片， 为了防止粘连还要不断撒面
粉。 擀到厚薄适中，再折叠起来，用刀切
成约筷子头宽的面条，再次均匀地撒上

面粉，用手抓起来使其蓬松，备用。 大铁
锅里添上清水， 拉起风箱开始烧锅，等
水开后，把面条放入锅中大火煮到黏稠
软糯，再放入盐、味精、五香粉等调料，
最后再放入配菜。 夏天放荆芥、芫荽，冬
天放干芝麻叶， 此为手擀面的黄金搭
配，能有点炒鸡蛋就更好了。 用勺子把
面条和汤盛进碗里， 再滴上几滴香油，
就可以捧着粗瓷大碗吃面喝汤了，这种
饮食习惯也应了原汤化原食那句老话。
一碗香喷喷的手擀面，温暖了多少人的
胃， 又是多少人再也回不去的往日时
光，更是多少走南闯北河南人的乡愁。

手擀面用的是自家地里种的小麦

磨出来的面粉，青菜是菜园里的新鲜蔬
菜， 还有自家种的芝麻磨的小磨香油，
几乎都是就地取材，才成就了一碗原汁
原味的手擀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和
土生土长的人一样，手擀面这种来自乡
野带着泥土清香的面食， 不仅喂养肠
胃，还滋养灵魂。

和其他重汤轻面的面条相比，手擀
面重面轻汤，通过和面、揉面、擀面、切
面， 做成宽窄厚薄适合清水烹煮的面
条，而不是把面片在案板上或空中甩几
下就扔进锅里。 手擀面更是对面的尊
重，也是回归了吃面的本质。 但手擀面
并不抱残守缺，还有宽面叶、菱形面叶、
捞面条、蒸面条、蔬菜面等衍生品种，满
足人们不同的口味需求。

和饭店里卖的各种面条相比，手擀
面返璞归真、朴实无华，没有严苛的用
面标准，没有表演式的浮夸动作，没有
用料考究的高汤， 没有种类繁多的配
菜。 它只是用放简单调料的清水煮成，

通过铁和火的缠绵， 实现水和面的交
融，最基本的几样调料通过水煮进入面
条入了味，回归了食物的本源，是真正
的“吃面”。 而其他面大都重视面汤，烹
饪的时候汤面分离， 清水煮面高汤浇
头，味道浓烈的高汤反而掩盖了面的清
香。 以烩面为例，必须有精心熬制的羊
肉高汤，有的还加入党参、当归、枸杞等
中草药甚至咖喱熬制“豪华版”的高汤，
有点药膳的味道， 光配菜就有羊肉、粉
条 、海带 、香菇 、豆腐丝 、黄花菜 、鹌鹑
蛋、青菜等，甚至还有海参鱿鱼，成了一
锅天南地北杂烩汤， 吃时还要配香菜、
糖蒜、辣椒油来提味以增进口感，面反
而退居次要地位成为配角。

饭店里的各种面条，为了提味调料
繁多复杂且过量，吃多了容易上火。 手
擀面因为味道清淡， 吃多少都不会上
火，而几天不吃才会着急上火。 烩面、拉
面、刀削面、裤带面等只是在调料丰富
的沸腾高汤里过了几分钟滚水，捞出后
浇上高汤放入红油辣椒和配菜，吃的时
候， 稍宽厚点的面中间还有粘牙的感
觉，更别说入味了，而高汤、红油正好掩
盖了面条的夹生和寡淡。 以大米制作的
各种米粉和米皮尤其明显，由于粉皮质
地致密吸附力弱，各种调料只能附着于
表面，很难有水乳交融的感觉，往往只
靠重口味的辣椒、红油等来提味。

美食是解开乡愁的密码。 如今，随
着生活节奏的加快， 作为平民美食的
手擀面逐渐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被
轧制面条和挂面、方便面代替，想吃一
顿手擀面已经成为一种奢侈。 在喧嚣
的万丈红尘中，在寂静的寒冬深夜里，
一碗温暖清香的面条， 穿越历史的尘
烟，带着人间烟火气呈现在人们面前，
不知抚慰了多少人的辘辘饥肠。 又有
多少人在灯红酒绿的高楼大厦里 ，在
觥筹交错的山珍海味间， 心心念念着
让人魂牵梦绕的面条， 以及那些一去
不回头的往日旧时光。

雄浑壮美的时代画卷
———读王天瑞散文集《山高水长》

翟国胜

《山高水长》 是王天瑞新近出版的
一部散文集。 书中内容丰富多彩、摇曳
生姿，有对南国北疆军营生活的深情追
忆，有对大美中原的风光描绘，有对脍
炙人口“地方名吃”的生动趣话，有对先
进楷模的热情礼赞，有对时代新风的热
情赞美， 有对祖国历史文化的深邃思
考， 也有对当下不良风气的无情鞭挞。
王天瑞就像一位卓越的画家，为我们绘
出了一幅雄浑壮美的时代画卷，让我们
在饱览祖国大好河山的同时，品赏优美
文字，净化心灵，油然而生为伟大时代
献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王天瑞出生于河南太康，深受家乡
前贤谢道韫、谢灵运的影响，从小心中
就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后听从祖国召
唤，戎马生涯 22 载，纵横数万里，曾任
解放军某部政治部新闻报道员、新闻干
事、宣传科长等，参加过举世瞩目的珍
宝岛战役和老山保卫战。 转业到地方
后，先是在周口市纪委工作，后又任市
文联副主席。 王天瑞阅历丰富，理想坚
定，且始终保持着生活的激情，“登山则
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他敏于思
考，勤于动笔，且行且吟，及时将自己的

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下来， 集腋成
裘 ，就有了 《山高水长 》这样一部美文
集。 诚如作者所言：“一路走去，一路走
来，我看到很多风景，我也接触到很多
人和事。 ”“沉浸多年的经历、感慨、思考
已在心中聚成一条河，那就让它无拘无
束地流淌起来吧。 ”王天瑞《山高水长》
中的文章， 不同于一般的山川游记，而
是将“眼前景”与“千年史”结合起来，寓
深刻的思想于生动的描绘之中，触景生
情，情不离景，记叙、抒情、议论水乳交
融，集观赏性、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
于一体， 这就使他的作品具有引人入
胜、感动人心的力量。 白山黑水、齐鲁风
情、沂蒙景色、陇上新曲、秦地春秋……
在《山高水长》书中一一鲜活起来，让读
者在追随作者天南地北游历的同时，既
欣赏美景、增长知识，又能穿越时空隧
道，见证风云激荡的历史，感受波澜壮
阔的时代大潮。

《山高水长》气韵生动，着实是一部
具有深刻思想内涵和鲜明艺术特色的

散文集。其一是高扬英雄气。 “天地英雄
气，千秋尚凛然。 ”王天瑞在解放军大熔
炉里锤炼多年， 崇尚革命英雄主义，具

有“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性格，《山高水
长》中，有不少篇章是描写南国北疆军
营生活的。 无论是滴水成冰的林海雪
原，还是山高路险的云贵高原；无论是
硝烟弥漫的战场， 还是风狂浪急的海
疆， 作者在追述火热军营生活的同时，
字里行间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和乐

观主义的情怀，天地间一股英雄气在作
者笔下纵横流淌，能唤起读者心灵深处
的情感共鸣，精神为之一振。 作者在《姹
紫嫣红的春天》《我们应该为穆青建一
座丰碑》《古稀之年奉献新》《真情大爱
树云梯》 等礼赞各业先进楷模的作品
中，饱含深情地讴歌真善美，读之令人
热血沸腾，英雄人物的人格力量和道德
光辉深深地感染着读者见贤思齐，努力
向上向善。

其二是充满烟火气。 从某种意义上
说，《山高水长》 中的文章不是写出来
的，而是王天瑞的“脚力”跑出来的，是
他长期深入生活的结晶。 无论是在军营
还是在地方，作者喜欢到鲜活的基层一
线去， 脚下沾满泥土， 心中积淀真情。
“风里雨里冰雪里， 桦树屯儿就是我温
暖的家。 ”从《远去的桦树屯儿》这滚烫

的语句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视驻地
为故乡，将老乡当亲人”的真挚情感。 正
是有了这种真挚的情感， 他夜宿猎户
家，走进朝阳村，随渔民一道出海，与老
乡一起品尝“龙门宴”，冰冻三尺和渔民
们一起捕鱼， 手把手教苗家兄弟包饺
子。 作者将这些浓浓街巷市井味、满满
人间烟火气的往事娓娓道来，鲜活的场
景，生动的人物，沾满露水珠、带着泥土
芳香的文字，让读者如临其境、如见其
人，同作者一起品尝生活的甘甜。

其三是洋溢书卷气。 作者既重“行
万里路”，又重“读万卷书”，博览群书，
广泛涉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历史人
文、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具有广博
的知识结构，因而作者在展示中华大地
迷人的自然风光、 独特的风土人情、悠
久的历史文化和不朽的精神品质时，对
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前世今生，都能交
代得清清楚楚， 语言细腻但不流于琐
碎，思想有深度又不限于晦涩，让读者
在感受文学魅力、获得心灵和精神启示
的同时，又增长了历史、地理、民俗、经
济等多方面的知识， 可谓是如沐春风、
受益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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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诗圣到诗史
———杜甫的爱国情怀

柳岸

������（接 2021年 1月 29日）

成为诗史之情怀
杜甫出身儒官世家， 其祖是晋代儒

将杜预，才情极高。 外祖母家世显赫，是
当朝李氏的嫡亲。武则天当政时被清洗，
李隆基时被流放的李氏王室归京， 其祖
母亦在其中。 祖父及外祖父都是唐王朝
权力中心，随着政治斗争而命运坎坷。杜
甫父亲杜贤倒是没有大的波折， 儒官家
风传承，书香陶冶才情，如此，杜甫生出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
就不足为奇了。 科举落第，困居长安，报
国无门。面对李家王朝风雨飘摇，官僚昏
庸腐败，民间苦不堪言，屈辱困守长安十
年，回家探亲幼儿饿死，却依旧不改爱国
情怀，痛彻民间疾苦，这决然不是一般常
人所能做到的。安史之乱时，诗人建言献
策 《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
《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 等诗
作，还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
中的爱国热情，特别是晚期《闻官军收河
南河北》 中那种思乡归故的心情跃然纸
上。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民间叙事视

角。 杜甫处在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其
诗作反应了社会矛盾、人民疾苦，记录
了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巨变。 “穷年忧
黎元”“济时肯杀身”， 他把视角瞄向底
层人民，著名的三吏三别，把当时的政
治黑暗、 人民疾苦以长篇叙事诗的形
式，定影在历史的长河中，给后人留下
比史料更珍贵的诗史，这是统治者没有
料到的。 无用的文人，却是名流千古的

雅士，如实刻画了他们丑恶的嘴脸。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是诗人胸怀广阔、关注底层的
真实写照。 当政者固然主宰历史，史家
当然书写历史，可是，文人诗文里的历
史更为大众所熟知。 赵盾试图改变“赵
盾弑君”的历史，终于长叹一声没有拗
过史家，齐国催柕杀了两位史官也没有
改变“催柕弑其君”的记载。 这是史家的
力量。 可是，文人的力量似乎更加强大、
更加持久、更加广泛。 《赵氏孤儿》妇孺
皆知， 可是原本的历史并不如此，《左
传》上甚至就没有屠岸贾这个人，不过
是晋国君臣相忌而已。 大众心中的诸葛
亮是 《三国演义 》里的诸葛亮 ，并非是
《三国志》的诸葛亮。 这难道不是手无缚
鸡之力、穷困落魄文人的力量吗？ 帮闲
文人，难道真的只是帮闲吗？ 始皇暴虐，
焚书坑儒，难道他得到了想要的江山稳
固吗？

悲苦凄冷之成就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
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所

不能。 ”说的就是杜甫，他一生可谓历尽
悲苦，困守十年，幼儿饿死，西南漂泊，
穷死于一条破船上。 正是因为如此遭
遇， 使得诗人对时事有了切肤之痛，有
感而发。 诗于诗人，是胸怀国家，放眼天
下，关注底层，悲悯黎首，诗歌不再是风
花雪月的抒情， 不再是优游山水的吟
唱，不再是应景应酬的高雅。 杜甫把诗
歌从风花雪月的空幻抒情，转换到抒发
理想抱负的实际心声，拓宽了诗歌的视
野。

杜甫对诗歌的另一大贡献，是把诗
歌的抒情性转成了诗歌的叙事性，这也
正是“诗史”称谓的由来。 他用诗这样的
文本，描绘了一个又一个底层人民悲苦
的故事。 民间疾苦，变成了笔底的波澜。

前没后扬之盛名
杜甫生前仕途失意、 穷困潦倒，从

左拾遗到工部员外郎，几度遭贬，尽管
满腹经纶、满腔热忱，也难讨圣心欢愉，
终于困死小船，客死他乡。 但，杜甫的贡
献，却不是当政者所能抹掉的。 著名诗
人白居易，推崇杜甫，唐朝名士韩愈，也
推崇杜甫， 他们的诗作都受杜诗影响。

之后的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
人的创作，也受其影响。 从而形成了晚
唐独领风骚的现实主义诗派。

到了五代，中国刮起“新乐府运动”
飓风， 杜甫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首发
者，备受推崇，前蜀诗人韦庄，找到了杜
甫草堂遗址，重新修建，使之得以保存。

到了宋朝，文人备受重视，杜甫的
名声达到了高峰，黄庭坚、陈师道专门
探究杜诗的奇峭，形成了“江西诗派”。
之后，王安石、陆游、文天祥都受杜诗影
响，把诗歌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一种
载体。

苏轼把杜诗作为诗的典范，推向了
至高无上的位置。 他说“古今诗人众吴，
而子美独为首者， 岂非以其流落饥寒，
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君也欤”。 杜甫当
红宋朝，还有一个原因，是宋朝理学的
发展，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儒家思想的政治抱负， 与宋时理学相
合。

“冬天到了，诗人病倒了。 病倒在行
往衡阳的舟中……一颗巨星就在这无
限的孤独、寂寞中陨落了。 ”困苦一生的
杜甫，被后世追奉为诗圣，也许正是因
为这样的困苦无奈，才成就了他的文学
成就。 倘若杜甫仕途通达，还会有一千
五百多首不朽的诗作吗？ 还会有诗圣诗
史之谓吗？ 犹如孔子，倘若得志，还有周
游列国的窘遇，还有《论语》的经典，儒
家的经世吗？ 历史没有倘若。 时世也没
有倘若。 只叹世世皆相似，何想英雄落
魄时。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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