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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二〇〇八年九月独自一人首都北京游之后，一年后的九月，我又一个人开

启了为期一周的天府之国之旅，在蓉城受到成都友人 Elaine 的热情款待。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午，我来到了唐代“诗圣”杜甫流寓成都时的住

所“杜甫草堂”，此处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它是由大雅堂、诗史堂、柴

门、工部祠、少陵草堂和碑亭等组成。千里迢迢来到锦官城，不去参拜草堂会成

为憾事的。 

 

杜甫（712 年-770 年），汉族，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少陵，杜工部，

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原籍湖北襄阳，现实主义诗人。他生活在唐朝由盛

到衰的转折时期，其诗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而以沉郁为主，显示了唐

代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被称为“诗史”，诗作流传至今约 1,400 多首。 

 

杜甫草堂位于成都市西门外的浣花溪畔（青羊区青华路 38 号）。杜甫先后在

此居住近四年，创作诗歌 240 余首。唐末诗人韦庄寻得草堂遗址，重结茅屋，使

之得以保存，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修葺扩建，完整保留着清代嘉庆重建时的格局，

是独特的“混合式”中国古典园林。 

 

对于杜甫草堂，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杜甫传》作者冯

至先生这样说:“人们提到杜甫,尽可以忽略他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草

堂。”在踏进杜甫草堂的这一刻，不禁使我想到中学语文课本中杜甫的一首诗《江

畔独步寻花》。我应景地在心里默诵着这首诗：“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

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黄四娘是杜甫的邻居，一个普通的农

村妇女，因为热爱生活爱花的心境跟杜甫相通，而被写入千古名诗的第一句，显

示了杜甫与邻居和睦相处的友好关系，表现了杜甫向往农家田园生活的一种美好

愿望，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我也正是带着这样美好的心情游览杜甫草堂。 

 

杜甫草堂正门匾额的“草堂”二字为是清代康熙皇帝第十七子果亲王爱新觉

罗·允礼所书写。草堂庄严静穆，若不是人来人往，确实是读书的好地方。红墙

环绕，绿竹蔽天，一片静谧。走进草堂，儿时的读书声又响在耳边，“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没有这一片静谧，这细雨何能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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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潜入夜呢？ 

 

在“少陵草堂”前，我试图找到当年老先生留下的什么痕迹，尤其是老先生

此时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就写在我眼前的这间茅屋里。在这首

很有画面感的诗里，老先生把民间最卑微的、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活生生的描写

了出来。忧国忧民的老杜，在那个秋风怒号，雨脚如麻的八月，上演了一处感天

动地的感人话剧，他在雨中呼天抢地，和顽皮的孩子们争夺茅草，却能写出这样

的千古绝唱来，这样的老杜，自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却心牵天下百姓，天下

寒士的安慰，心想着若有广厦千万间，一定要大庇天下寒士。 

 

步入中轴线上的第三重建筑的诗史堂，这里四壁皆是杜甫的诗，真实而生动

地展现了“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画卷，反映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大

厅的正中陈列着一尊由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者、浮雕的创作者

之一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以写实的手法来刻画的杜甫塑像，记得位于江苏省泰州

市的梅兰芳纪念馆内的汉白玉梅兰芳塑像也是出自刘开渠先生之手。 

 

沿着走廊，我欣赏到从古至今众多书法家、军事家、大文豪等人摹写的杜甫

诗句作品，这其中有我们所熟悉的叶圣陶、叶剑英、陈毅等大作，字体有草书、

隶书、行书等。杜甫的诗歌大都揭露那个时代血淋淋的事实，反映了大唐王朝由

盛转衰的的过程。从他的作品《自京赴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五言诗是杜甫途

经骊山时，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大玩特玩，殊不知安禄山叛军已闹得不可开交。

当他回到家时，看到的却是自己的爱妻怀里抱着已经饿死的孩子，站在那里悲伤

而凄凉地哭泣。在展厅内，有一座杜甫的爱妻抱着已经死去的孩子的塑像，她眼

神里写满忧伤，我久久地站在那里凝视着那座塑像，仿佛听到了他的妻子撕心裂

肺的哭泣声，又仿佛看到杜甫见到这一场景后，那种忧伤而悲痛的心情。 

 

少陵碑亭是杜甫草堂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它是一座以茅草作顶的亭子，内树

有一石碑，镌刻“少陵草堂”四个大字，是果亲王允礼所书。雍正十二年（1734

年）果亲王送达赖喇嘛进藏，经过成都，特拜谒草堂，留下此手迹。 

 

在草堂东北区域，是唐代遗址陈列馆，馆内陈列着在草堂内发掘出的唐代生

活遗址和唐代文物，它丰富了杜甫草堂的历史文化内涵，印证了杜甫当年对居住

环境及生活情景的描写，澄清了古今草堂寺位置之争，增加杜甫草堂的历史厚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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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草堂，也算是广厦有几间了，除了在一个角落里还能看到草堂原来的

些许影子外，其它地方都是面貌日益新，亭台楼阁，溪水清流，殿阁回廊，加上

游人如织，当年的老杜何曾想到今日的盛景。他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

寒士俱欢颜”的梦想早已实现，现在的热闹和他当年的颠沛流离何尝不是鲜明的

对比啊！ 

 

站在竹梅成林，溪水环绕的草堂前，凝睇杜老先生的茅屋，自然想到了先生

同命相连的好友李白。安史之乱后，杜甫投奔老友到了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而从

李白的诗句“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可以得知，他被流放夜郎（今

云贵一带），中途得赦，老年定居安徽当涂采石的锁溪河。 

 

杜甫“吾意独怜才”，他思念着“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的李白，住在

破茅屋里还常常“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而且，还是不止一次的梦见故

友，“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这两个同时期的“诗圣”和“诗仙”，在安史

之乱后一别再也没相逢。他们的友谊真可谓是文坛上的一段千古佳话啊！（完） 

 

作者初稿写于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六日，修改于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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