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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时代 
 
  公元 712 年正月，春天的绿色脚步，缓缓移到伊 
洛河的下游，在黄河南岸巩县城东的瑶湾村，一个新 
的生命伴随哭声而降临。像每个新生儿一样，光赤而 
稚嫩的身子偎依在母亲怀中，贪婪地吸吮着乳汁。他 
的父母、亲戚以及前来祝贺的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 
想到，这个普普通通的幼儿，将会成为照耀中国诗坛 
的一颗万古璀璨的巨星。 
  他就是杜甫。 
  杜氏家族世代奉儒守官。先世居于杜陵（今西安 
市东南）。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 ，是晋代名将、著名 
学者，封当阳县侯。十世祖杜逊在东晋初年迁到襄阳 
（今湖北襄樊）,任魏兴太守,曾祖杜依艺任巩县（今 
属河南）县令，遂迁居巩县。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 
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属山 
东）司马、奉天县（今陕西乾县）县令。近世官职虽 
不如远祖那样显赫，但家境仍是富裕的，这为杜甫的 
成长、读书和漫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杜甫的母亲是清河大族崔家的女儿，在杜甫尚未 
记事时便死去了。继母卢氏过门后，杜甫寄养在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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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风里的二姑家。姑母为人贤德，对幼小的杜甫关怀 
备至，胜过亲子。有一次，两个孩子同时患病，她为 
了保住杜甫的性命，忍痛舍弃了儿子。此事是杜甫稍 
大以后从仆人口中听到的，对他的触动很深。天宝元 
年（７４２）姑母逝世，他以无限悲痛和崇敬的心情 
撰写墓志，称其为“有唐义姑”。“义姑 ”，是春秋时 
鲁君对一妇人的赞称。据《列女传》载，齐军来攻鲁 
国，逼近郊外，见一妇人抱子携侄而行。妇人见形势 
危急，子侄不能两全，便舍弃儿子，抱起侄子逃难。 
齐军问其故，答曰 ：“弃子而行义 。”齐军感慨道： 
“鲁郊妇人犹能持节，何况朝廷 ！”遂罢兵。此事与 
杜甫二姑所为十分相像，故以“义姑”称之。杜甫后 
来的同情弱小、怜悯民瘼的思想形成，与姑母的身教 
有一定的关系。 
  童年的岁月烂漫而朦胧，许多珍奇的生活浪花无 
可挽救地泯灭于记忆的长河里。使杜甫到晚年仍然记 
忆犹新的，是他 6 岁时在偃城（今属河南）见到的公 
孙大娘舞“剑器”。公孙大娘是当时最优秀的舞蹈家, 
“剑器”是一种戎装舞蹈，动作刚劲，节奏铿锵。杜 
甫晚年回忆当时公孙大娘的舞姿,说她忽而自空而落, 
光彩夺目,如同后羿射落的九个太阳；忽而拔地而起, 
凌空飞腾，如同一群天帝驾着蛟龙飞翔；她上场时神 
情端庄，如同雷霆初止，天地一片肃穆；她收舞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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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卓立，如同江海停止翻腾，凝聚着清冷的光辉。这 
说明，幼年的杜甫就已对艺术有了较强的感受力和丰 
富的想象力。舞蹈、书法、绘画、音乐、诗歌，是彼 
此相通的。据说，当时草书家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的 
舞蹈之后，书法大有长进。事实说明，这种激昂顿挫 
的舞姿，对此后杜甫的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也起了一 
定作用。 
  杜甫 7 岁时，开始创作诗歌。儿童作诗，往往以 
动物为题材。初唐诗人骆宾王也是 7 岁时开始作诗， 
那首《咏鹅》诗确实写得不错。杜甫所咏的却非平凡 
的鹅，而是神鸟凤凰（诗已失传）。在古人心目中， 
凤凰是祥瑞之鸟，它象征着王朝的兴盛。杜甫开口便 
咏凤，这说明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已萌生出对国家富 
强的期盼。这似乎是一个预兆，因为杜甫终生都是心 
系国家、心系民族的，他对国家、民族的那份苦恋， 
真可感天地而泣鬼神。中国有句老俗语说 ：“三岁看 
大，七岁看老 。”以杜甫观之，此言不差。 
  练习作诗的同时，杜甫还学写大字，很勤奋，很 
刻苦，到 9 岁时，已写满了一口袋的习作。同写诗一 
样，书法也是家传。祖父杜审言和父亲杜闲都于书法 
上有一定造诣。杜审言曾自夸其书法“当得王羲之北 
面 ”，虽属虚张，但看来也确有相当的水平。宋人蔡 
居厚家藏杜闲所书《 豆卢府君德政碑》，称其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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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远精劲 ”（见《 苕溪渔隐丛话 》）。杜甫在家庭翰 
墨的熏陶下，书法日有长进，步入壮年后终于形成“ 
瘦硬”的风格，明朝人胡俨曾见过杜甫书写的《赠卫 
八处士》（此诗为杜甫４７岁作）,称其“字甚怪伟” 
杜甫晚年所作《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表述了“书贵瘦 
硬方通神”的主张 ，“瘦硬”是杜甫的艺术审美观， 
无论对书法，对绘画，对诗歌艺术都持有这种观点。 
  杜甫十四五岁就已在诗坛崭露头角，他出入于文 
人荟萃的场所，与当时的文坛名流交往。郑州刺史崔 
尚、豫州刺史魏启心，曾褒奖杜甫的文才有似汉朝著 
名文学家班固和扬雄。这二人的年龄当大于杜甫几十 
岁，他们乐与少年杜甫交往，颇能说明杜甫文才的超 
卓。这期间，他还得到岐王李范的赏识。李范是睿宗 
第四子，好学工书，雅爱文士。杜甫经常出入于李范 
的府第。中书令崔憬的弟弟崔涤任秘书监，与玄宗款 
密，此人也对杜甫很器重，常邀杜甫来家中作客。杜 
甫晚年飘泊潭州（ 今湖南长沙），遇到了当年著名歌 
唱家李龟年，曾感慨万端地写道“岐王宅里寻常见， 
崔九堂前几度闻 ”，就是回忆少年时与李、崔二人的 
交往。 
  杜甫虽然成熟较早，但作为少年的他，仍未完全 
脱掉孩子气。幼儿时他身体不太好，经常闹病，在姑 
母的精心照料下，长到十几岁时，已经健壮得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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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犊 ”，一天到晚欢蹦乱跳没个时闲。他家的院子里 
种有梨树和枣树，八月秋风送爽时，树上梨黄枣红， 
他简直就像只顽皮的猴子，不停地爬上爬下，欢声笑 
语飞满庭院。这时的他决不可能想到，命运之神已悄 
悄地为他安排了一条艰难困苦的生活道路，他将在这 
条坎坷的人生旅途上洒汗、流泪、泣血、哀歌。但此 
时，他距离这条道路还远，因为他还有一个颇为快意 
的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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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游足迹 
 
  唐代知识分子不囿于书斋生活，读书之外喜好游 
历天下。特别是盛唐时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已然成为时尚。杜甫出生的那年，玄宗正好即位。这 
位天子在执政初期的二三十年间，尚能励精图治，先 
后任用姚崇、张说、张九龄这些贤人为相，也能采纳 
一些批评、建议，终于出现了“开元盛世”的大好局 
面。当时社会财富充足,国库殷实，民生安定,道路畅 
通，社会秩序也好。这为读书人的漫游提供了必要的 
条件。他们被昂扬的时代精神所鼓舞，被祖国的大好 
河山所吸引，走出书斋,广泛地接触社会人生,广交天 
下诗友，寻求从政的道路。 
  杜甫正是抱着这些心愿而开始漫游的 。从 20 岁 
起到 34 岁止，共有三次长途远游,第一次是游吴越。 
开元十九年（ ７３１），他从洛阳出发经水路抵达江 
宁（今江苏南京）。在秦淮河北岸的瓦棺寺里,他终于 
见到了渴望已久的晋代名家顾恺之的壁画。瓦棺寺为 
晋武帝时所建，寺内建有高阁，高达 24 丈 ，极其壮 
观据《京师寺记》载，东晋兴宁年间，瓦棺寺准备重 
修，寺僧请人捐款 。最多者也不过 10 万钱，而顾恺 
 
 
 
 
 
 



 

 
 
 
 
 
 
杜甫传                   ·8· 
 
之出口便是百万。等到兑现时，他让僧人粉好一面墙 
壁，自己关在这间屋子里达一月之久，精心绘制维摩 
诘的画像，画完身躯，将点眸子，便对僧人说：请告 
知世人，第一天来观此像者，捐 10 万钱 ，第二天可 
捐 5 万 。世人皆知顾恺之丹青绝妙 ，前来观画者挤 
满寺院，不消片刻，便得钱百万。杜甫早已得知这段 
艺坛佳话，今日得以目睹此画,心中异常兴奋,瞻顾之 
间，不禁深深遗憾未能与这位艺术大师生在同时。 
  离开江宁以后来到苏州。苏州是春秋时吴国国都。 
在苏州阊门外，他凭吊了吴王阖闾的坟墓。此墓建在 
城西北的虎丘山上,传说当时曾以扁诸鱼肠剑 3000 柄 
作为陪葬，封土三日，有金精结成白虎踞于坟上故将 
此山称为虎丘。杜甫前来凭吊时，此地已十分荒凉了。 
虎丘山中有剑池，相传是秦始皇为挖掘阖闾墓而形成 
的深涧，水深莫测，旁有几丈高的石壁。杜甫游览了 
剑池，又去游城西南的长洲苑。这里是当年吴王游猎 
的场所；水汀沙渚间早已消失了帝王的踪影，唯留荷 
花菱叶，在天水之间吐着清香。城西北有吴太伯庙， 
太伯是周朝祖先古公父的长子，传说古公预见其幼子 
季历的儿子姬昌 （即后来的周文王） 会为君。太伯 
深明大义，为让父亲的愿望顺利实现，便出走避居勾 
吴。杜甫怀着仰慕之情，几次拜谒太伯庙，为其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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