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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文化中国

谭继和

〔摘 要〕 宋代以来杜甫为诗学之宗师，家传而人诵之，出现了 “以杜为正经，

余为兼经”的文化现象。作者对此作了解读，认为杜诗是诗教文明的结晶，具有比肩

《诗经·大雅》的文化地位。文化中国养育了杜甫，杜甫又以自己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和

坚守，对文化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杜甫是文化中国 “诗教”星空的北辰

之星。
〔关键词〕 杜甫 文化中国 诗教 北辰之星

作者: 谭继和，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杜甫学会顾

问，610071。

千百年来，杜甫诗 “为诗学之宗师，

家传而人诵之”①，成为历代如同儒经一

样重要的乡弦家诵的读物，出现杜诗乃经

书，“以杜为正经，余为兼经”②的文化现

象，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宋人曾

噩《九家集注杜诗序》说: “独少陵巨

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

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

子》并 行。况 其 遭 时 多 难，瘦 妻 饥 子，

短褐不全，流离困苦，崎岖堙厄，一饭一

啜，犹不忘君，忠肝义胆，发为词章，嫉

邪愤世，比兴深远。”③唐宋人早把杜甫视

为诗之圣人，把杜诗视 为 诗 之 “圣 经”
( 清·刘沅语) ，这一文化现象实说明杜

诗对“文化中国”的诠释及其对中华民

族精神特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

的作用。姑作一小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杜诗是文化中国 《诗教》文明

的结晶，具有比肩 《诗经·大雅》的文

化地位

杜甫去世不久，世人虽知杜甫诗写得

好，但并没真正认识到杜诗的价值，尤其

是东部人对其评价不是很高。特别是在当

时中国东部江左人的眼中: “江左词人所

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竟然 “不

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④唐人

樊晃分析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

所知。”⑤ 故 当 时 就 有 人 为 杜 甫 鸣 不 平:

“直用天才众却瞋，应欺李杜久为尘。南

荒不死中华老，别玉翻同西国人。”⑥ ( 唐

·杨憑: 《赠窦牟》) 这里说到了唐代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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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人瞧不起西部人的文化现象，以致于李

杜都埋没风尘，更未把杜诗放在眼里。至

中唐以后，韩愈等人对杜诗开始推崇备

至: “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时诗人无拟

伦。笔 追 清 风 洗 浴 耳， 心 夺 造 化 回 阳

春”⑦，杜诗具有 《诗经·大雅》一样的

地位，已为当时有识之士所认识。韩愈称

赞“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⑧，把杜

诗视同“光焰万丈长”的文章，在中华

诗统上具有至上地位: “至于子美……尽

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

以来，未有如子美者”⑨，这种赞誉就是

从中唐以来开始的。到宋人已普遍认为

“李杜文章万丈高”。⑩

不仅当时中原人士对杜诗形成 “诗

圣 ( 指人) ———圣诗 ( 指诗) ”的共识，

这种共识还传播到四周少数民族: “吟咏

留千古，声名动四夷”。瑏瑡 “南荒不死中华

老”，这是杜诗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文化的

一个贡献。韩愈还进一步说到了这个贡献

以蜀文化的 “文宗”为最大最高的文化

现象: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

得李杜，万类困陵暴。”瑏瑢韩愈在这里高度

称赞蜀人陈子昂、李白和巴蜀文化孕育出

的杜甫对盛唐文章气韵所做的 “天下第

一”的奉献。唐人薛能更进一步把蜀文

化对唐朝文化的贡献总结为 “风雅尽在

蜀矣”。瑏瑣风雅在蜀，文宗出西蜀，是巴蜀

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至于这之后对杜甫

作为诗圣的评价，已为大家所熟知，不再

赘述。需要重点指出的是，杜诗对盛唐时

代雄阔大雅的气象和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所作 的 深 刻 挖 掘 和 描 绘，使 杜 诗 具 有

“大雅”的地位，使杜甫具有 “诗圣”的

地位。这可从三方面说明:

一是杜诗有 《诗经·大雅》的浩然

之气: “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瑏瑤，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

焉。”瑏瑥特别是杜甫 “外 师 造 化，内 得 心

源”，“不著心源傍古人”，瑏瑦得到元稹的高

度称赞。文以气盛: “文于一气间，为物

莫与大”瑏瑧，《孟子》一书的灵魂就在于充

塞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这个 “气”指

的是“荣华一旦世俗眼，忠孝万古贤人

芽”，瑏瑨 “忠孝”是浩然之气的核心。这种

文化精神和文章气韵充分体现为盛唐气

象，而深得这一气象 “心源”的是杜诗，

故杜诗获得同 《诗经·大雅》同等的地

位，历代诗人都认同其诗作为 “大雅之

作”，等同于文之儒经对文化中国 的 贡

献，被视为诗之儒经。正如宋人陈善所

说: “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

子之流也。”瑏瑩

二是杜诗皆备古今体势。元稹认为

“至于 子 美，盖 所 谓 上 薄 风 雅，下 该 沈

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

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

兼人人之所独尊”。瑐瑠如果说，中国诗统由

《诗经·大雅》开其源，那么，杜诗可谓

奠其基，对中华诗学作出了奠基性的贡

献。 “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

伦”。瑐瑡

三是杜诗不是 “自鸣其不幸”，而是

“鸣国家之盛”瑐瑢。韩愈以杜诗为重点，特

别分析了盛世百家争鸣，则文章繁盛，国

家兴盛的道理，这是文化中国的一大特

色。“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

结、李 白、杜 甫、李 观， 皆 以 其 所 能

鸣。”瑐瑣一个国家的文化，只有形成百家争

鸣的气象才能兴盛: “言者无罪，闻者作

戒。言 者，闻 者，莫 不 两 尽 其 心 焉”瑐瑤，

这是“鸣”则能促进人人向上积极性发

挥的道理所在。这个传统自 《诗经》以

来即有之: “昔在唐虞，咎陶、禹，其善

鸣者也，而假以鸣”; “夔复能以文辞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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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假于韶以鸣。夏之时，五子以其歌

鸣; 伊尹鸣殷，周公鸣周，凡载于诗书六

艺，皆鸣之善者也。”瑐瑥 “鸣”的最高境界

是“鸣国 家 之 盛”，而 不 是 “自 鸣 其 不

幸”，“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已失得

也”瑐瑦，“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词，未尝不在

于忧国恤人”，瑐瑧这是中国文化的传统。杜

诗是承风雅而鸣国家之盛的典范，“子美

以诗鸣，古今无对手”， “杜子美诗古今

绝唱也”，瑐瑨故历代被奉为“风雅”经书而

家习弦诵。这是 “文化中国”一个特殊

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华民族傲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的一大特色。南怀瑾先生说: “立

国之本是文化”。中华民族历经千 年 万

载，其本在文化。从这个高度看，难怪历

代人要把杜甫诗视同诗之圣经。“发愤一

鸣，声 落 万 古， 儒 家 仰 之， 几 不 减

六经。”瑐瑩

关于诗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的总认

识，唐人白居易有这样的看法: “夫文尚

矣! 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

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

首之。何者?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

人心 者 莫 先 乎 情，莫 始 乎 言”，而 “诗

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孕大含深，

贯彻洞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

“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瑑瑠从这

段话不难理解，诗是得民心，渲导人心，

补察时政得失的首要文化宝器，具有国之

大柄大宝的地位，故孔子把诗教和礼教，

放在儒经教育的首位，这可说是历代古人

都认同的主流意识。因此，说杜诗是儒家

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大雅地位，关乎国

运，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二、杜诗对“文化中国”的诠释

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是民族精神的

特质。我们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

体内的各民族从来不是以血缘来划分，而

是以文化的差异和高低来划分。从文明起

源时代起，中华文明就因各地域的不同而

形成满天星斗的文明起源地。这些文明起

源地因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地域与民

族的特色，又因文明的共通性，特别是认

同华夏与认同中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而

又自古即形成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文化共同

体。不管内部是合是分，是统一还是纷

争，这个文化共同体只有越来越凝聚，越

来越紧密，越来越具有向心力。这是我们

中华文明五千年连续承接不断，为世界四

大古文明所独有的现象的秘密所在，也是

文化中国的特殊魅力。历代诗人对这个文

化中国的诠释，都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

不同的贡献。
杜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对文化中

国的诠释和坚守，是杜诗最大最独特的贡

献。这可从下列几方面说明:

( 一) 杜诗对心向中原、心向华夏，

认同华夏民族凝聚力的深入挖掘与独特

描绘。
杜甫最欢快的心向中原的文化心理的

体 现，是 他 的 《闻 官 军 收 河 南 河 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泣满衣裳。却

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

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

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瑑瑡杜甫在此诗后

有个“自注”云: “余田园在东京”。瑑瑢此

诗表达了 “欲离蜀还乡”瑑瑣，穿过巴峡、
巫峡即到中原的欢快心情，尤其是诗中的

爱国激情十分可贵: 官军收复中原，中原

再度成为国家和民族凝心聚力的标志，令

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如青春作伴一样迸发

出来。
最有趣的是: 杜甫从巴蜀山水倾向中

原的自然地势的观察出发，以比兴手法，

描绘了蜀人心向华夏的民族向心力。蜀人

心向中原，认同华夏一系的民族凝聚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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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很早。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式

起源的一个重要摇篮，有其独立的始源，

尽管如此，早在春秋以前，古蜀蚕丛、鱼

凫之世，蜀人就已把自己的祖先同黄帝、
颛顼、大禹一系相联系，认同中原炎黄—
华夏一系是自己的祖先。在巴蜀文明秦汉

以后的发展历程中，更不乏蜀人与中原的

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例子。所以，巴蜀

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不断增强以中原

文化为中心的民族向心、国家凝聚的历

程。杜甫正是以中原人的文化心理来描述

巴蜀心向中原的文化特点的。
杜甫是中原人，他带着中原文化的眼

光看出剑门群山峰头石角皆向北俯首，有

趋于中原的自然之势。杜甫 《剑门》诗:

“惟天 有 设 险，剑 门 天 下 壮。连 山 抱 西

南，石角皆北向。”瑑瑤杜甫以心向中原的文

化心理观察出蜀山石峰石角皆北向的奇特

自然景象，“若四海一家，统制乎天子”，

以此表达诗人反对割据，恢复中原的爱国

主义感情，故宋人郭知达在 《九家集注

杜诗》注中认为这首诗是写 “剑山上石

皆北向，如拜伏状”， “赵 ( 彦材) 云:

先言地形虽险而有趋中原自然之势。观剑

门之山，虽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则有面内

( 即面向中原) 之义”，示 “朝上国而不

背之也”。瑑瑥这种心向中原凝聚，反对地方

割据的心理，就是今天广元、剑阁一带朝

天岭、朝天程、朝天峡、朝天关、朝天

驿、朝天水驿等名称的由来。“向帝都者

谓之朝天门也”。瑑瑦朝天者，朝向中央王朝

也。特殊的向北倾伏的自然地势，易于使

蜀人神与物游，联想而生北向中原中央王

朝的文化心理，在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

力形成和凝结的牢固链条上增加了新的形

象思维结晶和历史闪光点。在西蜀的历史

语境中，蜀人自古即是黄帝、昌意、颛顼

一系降居江水、若水，夏禹兴于西羌的产

物，是华夏族中原文化体系内翼生出来

的。这种心向华夏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

力，源远流长，经过几千年的发展而成为

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
杜诗对这一特殊文化现象的描绘，是

因其具有对文化中国的核心精神的认识才

产生的。这种认识已经成为诗人的灵魂和

民族价值观的根本，这才可能用在对山川

的观察和描绘上。
( 二) 杜甫反对地方分裂割据势力，

维护民族统一与团结的文化情结，为文化

中国的传统进一步增添了内在血脉，增添

了向上与前进的文化活力。这是历代忧国

忧民的仁人志士的向往和理想。
宋代马永卿等人特举杜工部 《严公

厅宴同詠蜀道画图》一诗，分析了杜甫

的中国山水相连，中国各族血脉相系，不

可割据，反对民族分裂的思想。
杜诗: “日临公馆静，画满地图雄。

剑阁星桥北，松州雪岭东。华夷山不断，

吴蜀 水 相 通。兴 与 烟 霞 会， 清 罇 幸 不

空。”瑑瑧宋人马永卿认为这首诗表明 “是时

武跋扈微有割据之意，杜甫于诗讽之云，

山不断，水相通，以言蜀道不可割据也。
幕下有益于东道者如此。”瑑瑨作为严武的幕

僚，杜甫是用民族团结的大义来辅佐东道

主节度使严武，帮助其做说服和规劝的工

作。杜甫对西蜀汉蕃关系有深入的观察和

思考。他认为西川的松州 ( 今松潘) 、维

州 ( 理县) 、保州 ( 理县新保关) 等少数

民族区域，与西蜀汉族文化区域山水相

连，应 友 好 往 来。杜 甫 的 反 战 思 想 在

《三吏》、《三别》中有鲜明表现，其中有

关华夷民族关系的处理，也是杜甫关注的

对象。“华夷山不断”是说华夷 ( 汉族与

少数民族) 相连的地脉，实质就是指的

中国文化的根脉。“吴蜀水相通”是说吴

与蜀 ( 东部和西部) 依靠长江文化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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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脉相系，实质就是中国文化的血脉。杜

甫是从文化中国的视野高度对祖国山川地

势加以观察的。所以，他希望早日平定西

山叛乱，瑑瑩 “雪山斥候无兵马，锦里逢迎

有主人”，瑒瑠雪山民族地区不再有分裂割据

势力，锦里汉族也要以主人翁态度与少数

民族平 等 和 睦 相 处。 “黄 河 南 岸 是 吾

蜀”，瑒瑡黄河文化与长江上游的蜀文化都是

中华一体的文化，所以，“愿驱众庶戴君

王”，众庶老百姓都须忠君爱国。 “百川

赴巨海，众星拱北辰”，瑒瑢杜甫这种鲜活生

动的爱国思想，既是对中华文化的核心价

值的传承，也是为这种核心价值增添和注

入了鲜活向上的精神动力，是对维护民族

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的传统和精神纽带增

添的新的闪光点。
( 三) 杜诗用崇尚自然、上善若水的

天地乾坤之道看待文化中国是个天、地、
人大一统的大中国。

宋人方勺说: “诗中用乾坤字最多且

工，唯杜甫。”瑒瑣如: “乾坤万里眼，诗序

百年心”， “乾坤一草堂”， “乾坤一腐

儒”， “乾坤日夜浮”， “无力正乾坤”，

“纳纳乾坤大”，“乾坤水上萍”，“乾坤一

战收”，“乾坤绕汉宫”，“开辟乾坤正”瑒瑤

等等，皆表现出杜诗中那种天地人自然之

图的宏阔大气。杜甫心目中的中国，是乾

坤自然天地人合一的文化大中国。他的诗

确也具有涵盖乾坤的高度，不只是写世间

人事的诗史。宋人叶梦得认为其诗 “涵

盖乾坤”， “谓泯然皆契，无间可伺”瑒瑥，

有禅意，这是很恰当的。这里说的 “禅

意”指的是仰望星空、涵盖乾坤的精神

家园，是儒释道皆相通的。杜甫是成于

儒，归于道，融于佛的，这都是文化中国

的主干文化。正如宋人胡铨所说: 少陵

“仰观天宇之大，俯察品汇之盛”，“天地

之间，恢诡谲怪，苟可以动物悟人者举萃

于诗。”瑒瑦感动物象与感悟人生，在杜甫诗

作里是统一的。
除 “乾 坤”一 词 外， 杜 甫 也 常 用

“赤县神州”的大小九州概念，如 “闻君

扫却 赤 县 图”，瑒瑧 “赤 县 官 曹 拥 材 杰”，瑒瑨

“居然赤县立”瑒瑩等观念，展示出中国是个

人才杰出奔拥的文化大国。
早 在 宋 代， 人 们 不 仅 对 杜 诗 作 为

“诗史”的现实主义一面有高度评价，而

且对杜诗的另一面即控引天地，错综古

今，包括宇宙，千古磊落的浪漫主义精神

和总览天地人的大一统宇宙观也有深深的

感触。宋人认为杜甫 “凌万乘以峥嵘之

气，貯千古以磊落之胸，洗宇宙而一空

者，大哉，诗人之宗乎!”瑓瑠把浪漫主义的

统体文化观，视为杜诗的灵魂和根本，乃

“诗人 之 宗”，这 是 很 有 见 地 的。其 实，

汉代司马相如的赋就以 “包括宇宙，总

览人物”， “错综古今，控引天地”为赋

之心和赋之魂，这一浪漫主义传统成为

“西蜀自古出文宗”坚守的精神追求。杜

诗有这一特点，正是西蜀文宗浪漫传统承

传的表现，这是 “文化中国”共同家园

中坚守的情怀，是仰望星空、洗空宇宙的

文化想象力的结晶。
三、杜诗对文化中国的坚守

文化中国的灵魂是文化，是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杜甫对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坚

守，是杜诗最为闪光耀眼的璀璨明珠。这

一坚守文化中国的精神，主要体现在下列

五方面:

( 一) 忠君爱国的忠肝义胆。
表现杜甫忠君爱国思想的诗篇最集中

的是“赴奉先县吟怀五百字”，宋人黄徹

认为这是老杜的一篇“心迹论”，瑓瑡充分展

示出忠君爱国，忧国忧民的情怀。“少陵

在布衣中，慨然有致君尧舜之志”，瑓瑢 “忠

义之气，兼君爱国之心，造次必于是，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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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必于是。”瑓瑣 “少陵有句皆忧国，陶令无

诗不说归”。瑓瑤杜诗每一首都浸透了忠君忧

国之情。 “先生英灵之气，在天而不在

地; 文 章 光 熖 之 气， 在 万 世 而 不 在 一

方”。瑓瑥

( 二) 自比稷与契， “死为星辰终不

灭，致 君 尧 舜 焉 肯 朽”瑓瑦 的 匹 夫 有 责 的

担当。
明清之际顾炎武认为: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道义传

统。杜甫常常谓自己 “许身一何愚，自

比稷 与 契”，瑓瑧 由 此 “又 知 其 许 国 而 爱

君也。”瑓瑩

( 三) 忠孝为本的人情与亲情。
宋人黄徹说: 杜诗 “盖其语默所主，

君臣 之 外，非 父 子 兄 弟， 即 朋 友 黎 庻

也。”瑔瑠 “上怀犬马恋，下有骨肉情”，瑔瑡这

就是杜甫情的大爱所在，故梁启超又称杜

甫为 “情圣”。其情是从 《孝经》开 始

的，“群书万卷常暗诵，而孝经一通，独

把 翫 在 手， 非 深 于 经 术 者， 焉 知 此

味乎?”瑔瑢

若论诗的“发于情，止于忠孝”，苏

轼认为无人能与杜诗比肩: “古今诗人众

矣，而杜子美为首”，其最大的原因是杜

甫“一饭未尝忘君也，”瑔瑣此论对杜诗以忠

为本的情旨，可谓独得肯棨。
( 四) 重民生的情怀。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杜甫 “茅屋歌”为历代所称赞，

表现了诗人天下为公重民生的情怀。宋·
赵抃说杜诗是: “天地不能笼大句，欲厚

民生意思深”，瑔瑤 这是杜诗的独特魅力所

在，也是杜诗 “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

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
美教化、移风俗”瑔瑥的原因所在。宋人喻

汝砺说: “杜少陵歌诗一千四百有余篇，

考其 志 至 文，未 尝 不 忘 君 父 而 斯 民 是

忧”，瑔瑦杜甫全部诗作都浸润贯穿了 “厚民

生、解民忧”这一精神。
“子美千间厦，香山万里裘”瑔瑧，杜甫

“茅屋歌”与白居易的“万里裘”歌，都

体现了他们以民为本，悲天悯人，忧乐天

下际的心胸气节，白居 易 的 “万 里 裘”
歌还是仿杜甫意境而来的。但若把二人相

比较，则其意境与心胸有高下之别。宋人

黄徹说: “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

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

难。然老杜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

寒者也。”瑔瑨老杜的 “苦身以利人”，当然

比白氏“推身利以利人”的境界更高一

筹。杜甫是无论在任何忧乐境遇中都是把

贫穷黎元黔首的忧乐放在第一位的，这是

以人 为 贵 的 文 化 中 国 之 魂 长 期 薰 染 的

结果。
( 五) 爱祖国爱乡土的深厚情感。
爱祖国爱乡土情怀的培毓，是爱国主

义感情的起始点。列宁对此有过专门论

述。杜甫对祖国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描绘之

深之多，世所罕见。 “国破山河在”，山

河含情也。 “城春草木深”，春意乃历经

劫难的中国的灵气也。“感时花溅泪，恨

别鸟惊心”，花鸟皆有情于时代，何况人

乎? 随便举几句，都洋溢着最深刻的爱恋

祖国山河之情。值得指出的是，杜甫对于

成都草堂的一往情深，“其心则未尝一日

不在草堂也”瑔瑩，杜甫草堂是杜诗爱国主

义情怀深化生长的一个重要钟灵毓秀地。
扩而言之，巴蜀乡土作为杜甫的第二故

乡，为杜甫提供了深厚的云树之思和乔木

之恋展示的宽阔舞台，是杜甫热爱祖国乡

土的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孕育地。
总之，杜诗体现了对民族共有精神家

园的坚守，对文化中国立于天地之间的坚

定信念，杜诗是中国 “诗教”文化宝库

中靓丽的明珠，它对中华民族终极核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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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形成和解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故

“杜子美诗格力自大，雄夸百代，为古今

诗人之冠”瑖瑠， “为古今绝唱”瑖瑡。苏轼甚

至认为杜甫 “英玮绝世之姿凌跨 百 代，

古今诗人尽废。”瑖瑢这种说得有点绝对的深

厚景仰之情，正是从杜甫对文化中国的坚

守和信念中生发出来的。
文化是中国形成和发展的灵魂，是中

华民族凝心聚力的血脉，是中国人共有的

精神家园。由甲骨文最早的表示旗杆为中

心号令的 “中”字，扩展到京师称 “中

国”，再发 展 到 整 个 国 土 称 为 “中 国”，

这是一个文化立国的历史过程，是民族凝

聚力和向心力越来越强的历史过程，是大

一统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文化中国是养育历代知识精英的肥壤沃

土，而历代知识精英对文化中国的历史遗

产和现实发展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杜甫

对文化中国的解读和贡献，主要是 “诗

教”。立于礼，言于诗，孔子倡导的 “诗

教”，是儒家文明的结晶，是文化中国的

一个重要象征。唐代是儒家文明的经书法

典化、发展高度化的重要时期，其最光亮

的闪光点是诗与诗教发展到最高度，而站

在这个最高度顶端上的是杜甫。杜甫是文

化中国的诗教孕育出来的，反过来，他对

文化中国诗教文化的发展又作出了最杰出

的贡献。
在文化中国发展史上，历代都有不少

众星拱北辰一样的文化路标，杜甫就是这

样的一个文化路标。杜甫是 “四千年文

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

彩” ( 闻一多语) ，是中国诗教的正气至

音，是文化中国星空中诗教王国里的一颗

北辰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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