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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的纪实性和叙事性 ，
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唐代社会生活的画卷 ， 也记录了当时

一些地区特征性的气候 、 气象 、 地质 、 水文和物产等 自然界现象 ， 具有科学研究的资料价

值 ， 史书对于这些 自然现象往往失载 ， 所以他的这些记录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

杜甫年轻时曾有三次长途游历 ， 后半生过的是漂泊生活 ， 他的行迹遍布大半个中国 。

他是怀着游子的心态度过一生的 。 这种生活经历给他提供了不断更新的环境 ， 使他总能以

新奇的眼光观看眼前的一切 。

一个人如果终生固守
一丘

， 他对此丘的独特 自然现象往往视

而不见 ， 不觉得有什么特殊 。 而他乡游子却能发现个中奇特 ， 那些非故乡所有的 自然现象

给他以强烈的剌激 ， 对于感受敏锐的诗人来说更是如此 。 本文 以杜甫辞别官场走向山野之

后所作的诗篇为考察对象 ， 对其诗中记录的地质 、 水文 、 气候 、 气象 、 物产等方面 ， 作出

资料价值举证。

、 睡南地区山体滑坡

唐肃宗乾元二年 （ 公元 年 ） 秋 ，
杜甫携家属来到秦州 。 秦州就是今天甘肃省天水

市 。 在秦州居住了三个月 之后 ， 终因衣食之困而向南迁徙 。 沿途写了二十 四首纪行诗 ， 其

中不乏奇特 自然景象的记录 ， 仅举一例 。 他走到青阳峡时 ，
正遇到山体滑坡 ， 大量的土石

滚滚而下 ， 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 在诗中写道 ：

“

蹊西五里石 ， 奋怒向我落
”

（ 《青阳

峡 》 ） ，

“

五里
”

是说山体滑坡的长度 ，

“

奋怒
”

二字写出土石滑落之迅猛 。 《西和县志 》

记载 ：

“

青阳峡在县东南五十里 。

”

西和县属于陇南地区 ， 陇南地区位于甘肃省东南部 ，

现辖成县 、 徽县 、 两当 、 西和 、 礼县 、 康县 、 武都 、 文县 、 宕昌等 县 ， 这里的山 区地质

结构不牢固 ， 即便是今天也经常发生山体滑坡 ， 笔者调査了近些年来这方面的报道。 《甘

肃水利水电技术 》 载张正强的文章 ， 文中说到 年 月 日
， 甘肃省西和县雀坪梁发

生了三万二千立方米的山体滑坡 。 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 足以诠释杜甫的那两句诗 。 又据

中新社陇南 年 月 日报道 ， 月 日夜间 ， 陇南徽县境内山体滑坡 ， 滑坡主要

为岩石碎块 ， 约三万立方米 ， 将嘉陵江栏腰截断 ， 形成堆石坝一座 ， 高约六米 ， 长约一百

米 ，
宽三十米 。 并且造成宝成铁路

一

列货车被埋。 又据中新社陇南报道 ， 年 月

日至 日 ， 陇南地区发生山体滑坡 ， 致使该地区 千伏及以下电网损失惨重 ， 康县 、 文

县 、 徽县 、 成县 、 两当县和武都区六个县区电网均受到较大损毁 ， 特别是康县 ， 除县城小

① 张正强 《西和县 雀坪 梁滑坡 演变 过程及其预 报预警实践 》 ， 《甘 肃水利 水 电技术 》 年 第 期 。



部分区域电网幸免外 ， 全县电网几乎遭遇灭顶 。 又据中新社跪南 年 月 日报道 ，

连续降雨使得甘肃陇南地区的部分县市 、 村庄受到泥石流的冲击 ， 多个县市通信中断 ， 造

成 人死亡 ， 余人转移 ， 还有 余人被困 。 月 日 ， 又发生 起山体滑坡 ，

公路全线中断 。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 两当 、 徽县境内发生严重山体滑坡 ， 路

基整体沉陷 ，
交通 中断 。 从上面引述的灾情报道来看 ，

陇南地区的山体滑坡是经常性的 ，

几乎年年都有发生 ， 而且规模巨大 ， 损失惨重 。 杜甫的诗句告诉我们 ，
早在一千多年前陇

南的山体滑坡就已经非常严重了 。 个中根本原因应是该地区地质结构松散 ， 并非由于砍伐

山林 。 笔者去年曾赴陇南地区考察 ，
沿途所见山林茂密 ， 没有砍伐山林的迹象 。

二 、 成都浣花溪曾水势浩大

杜甫在成都草堂居住五年 ， 草堂建在浣花溪的西岸 ，

“

浣花溪水水西头 ， 主人为 卜林

塘幽 。

“

《 卜居 》 ）

“

水西头
”

就是溪水的西岸 ， 这里林木 、 池塘清幽
，
环境美好 ，

所

以才在这里建筑草堂 。

“

野老篱边江岸 回 ， 柴门不正逐江开。

”

《野老 》 ）

“

江岸 回
”

是说江岸弯曲 ， 草堂建筑在江岸的弯曲之处 ， 草堂的院门也没有按照
一般的方向设在正南 ，

而是对着东边的浣花溪 ， 因其如此 ， 才有
“

门泊东吴万里船
”

（ 《绝句 》 ） 的景象。

这条浣花溪的水势如何 ？ 它的名称虽是
“

溪
”

， 杜甫在诗中却经常把它称为
“

江
”

，

“

昼引老妻乘小艇 ， 晴看稚子浴清江 。

”

（ 《进艇 》 ）

“

清江
一

曲抱村流 ， 长夏江村事事

幽 。

”

（ 《江村 》 ） 可知当时浣花溪的水面是很开阔的 ， 它能承载来 自东吴的巨大商船 ，

这些商船能够停泊在草堂的门前 ， 可知水的深度 。 杜甫几次在诗中写到商船在浣花溪上行

驶 ， 如
“

渔人网集澄潭下 ， 贾客船随返照来。

”

（ 《野老 》 ） 夏 日溪水暴涨 ， 水势更加浩

大 ，

“

江涨柴 门外 ，
儿童报急流 。 下床高数尺 ， 倚杖没中洲 。

”

（ 《江涨 》 ） 闻讯下床之

际 ，
江水就已涨高了几尺 ， 等到拄杖来到岸边 ， 那江水已经把水中 的沙洲淹没了 。

从上面所弓 丨诗句来看 ， 唐时的浣花溪乃是一条宽阔的江水 。 时至今日 ， 溪名虽在而光

景大异 ， 区区细流 ， 宽不过几米 ， 潺潺水声 ， 似在追怀往古的盛容 。 当今世界水资源的逐

渐枯萎 ， 于此可见
一斑 。

三
、 夔州夏季闷热、 秋季多雨

杜甫在夔州 （ 今重庆奉节 ） 居住期间 ， 对那里的 自然风物也多有记录 。 夔门 的雄壮 ，

江流的汹涌 ，
滟湎堆的险恶 ，

以及虎狼出没 、 人与虎杀伤各半的生活环境等等 ， 皆载于诗 。

其中使他感受最深的是夏季天气的闷热 、 秋季的连绵多雨 ，
他把这种气候特征载入诗中 。

在 《热三首 》 诗中写道 ：

“

雷霆空霹雳 ， 云雨竟虚无 。 炎赫衣流汗 ， 低垂气不苏 。

”

暑气

炎蒸
， 空 闻雷声而不见下雨 ， 汗水顺着衣服往下流 ， 人们低着头喘不过气来 。

“

闭户人高卧 ，

归林鸟却回 。 峡中都是火 ， 江上只空雷 。

”

为了躲避骄阳 ， 人们关门闭户不敢出来 ， 傍晚

时鸟儿本该归林 ， 却在林外飞翔 ， 因为林子里太闷热了 。 仿佛整个峡谷到处都在燃烧 ，
江

上雷声阵阵 ， 就是不下雨 。

“

朱李沉不冷 ， 雕胡炊屡新 。 将衰骨尽病 ， 被暍味空频 。

” “

被



海 暍
”

的意思是中暑 。 衰老的杜甫浑身是病 ， 自然抵抗不住暑热 ， 中暑之后 ， 不思饮食 ， 家

属把雕胡饭做了一次又一次 ，
还增加了几味佳肴 ，

可就是吃不下 。 为 了消暑降温 ，
他把李

子放进水里 ， 但连水也是热的 ， 李子无法泡冷。 这些细节描写 ’ 把夔州的酷暑表达得具体

可感 。 到了秋天 ，
则 阴雨连绵 ， 少有晴 日 。 杜甫在夔州经历两个秋天 ， 诗中 以

“

雨
”

为题

九 目描写秋雨者竟多达八首 ，

“

峡云行清晓 ， 烟雾相徘徊 。 风吹苍江树
，
雨打石壁来 。 凄凉

生余寒 ， 殷殷兼出雷 。

“

《雨 》 ） 于风声雨响之中 ， 还能听到殷殷雷鸣 。 在另
一

首 《雨 》

中写道 ：

“

潺潺石间溜 ， 汩汩松上驶 。

”

看来雨势还很急 。

“

万木云深隐 ， 连山雨未开 。

”

《雨 》 ） 天总是不能放晴。

“

始贺天休雨 ， 还嗟地出雷 。

”

（ 《雨 》 ） 雨点刚收 ， 雷声

又起
，
接着又下 。

“

江上 日多雨 ， 萧萧荆楚秋 。 高风下木叶 ，
永夜揽貂裘。

”

（ 《江上。 ）

连 日秋雨 ， 气温骤然降低 ， 夜间更甚 ， 杜甫只好穿上貂裘了 。

盛夏苦热 、 秋季多雨 ， 这是杜甫诗中记录的夔州气候特征 。
一千多年过去 ， 今 日夔州

气候是否发生变化呢 ？ 经查网上
“

百度百科
”

之
“

奉节县
”

介绍材料 ， 其中 《奉节县气候

资源分布情况 》 写道 ：

“

夏季受到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影响 ， 连晴高温 ， 多伏旱 、 雷阵

雨 。 秋季冷空气影响频繁 ， 气温下降快 ，
多秋绵雨 。

”

情况与杜诗所记相同 。 可知地域气

候是稳定的 ， 在造化的眼 中
，
千载不过一瞬而已 。

四 、 长沙曾下过冻雨

据中国天气网站的解释 ，
冻雨的形成是由于较强的冷空气南下 ， 遇到暖湿气流时 ， 冷

空气像楔子
一样插在暖空气的下方 ， 近地层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 ， 湿润的暖空气被抬升 ，

并成云致雨。 当雨滴从空 中落下来时 ， 由于近地面的气温很低 ， 在电线杆 、 树木 、 植被及

道路表面都会冻结上一层晶莹透亮的薄冰 ， 气象上把这种天气现象称为
“

冻雨
”

。

年 月 ， 湖南省遭遇冻雨 ， 导致路面结冰 ， 京珠高速湖南段出现交通堵塞 。 湖

南郴州市电缆 、 电塔等大部分被压断 、 倒塌 ， 导致郴州市停水停电 天
， 贵州黔东南大部

分农村停电长达 天以上 ， 居民生产生活遭受严重的损失 。

冻雨这种天气现象不是近些年才有的 ， 不是地球气候的变异。 早在公元 年 ， 长沙

一带就出现过冻雨天气 ， 这是杜甫在诗中记录下来的 。 那
一

年冬天 ， 杜甫客居长沙 ， 遇到

了这种天气 ， 作 《对雪》 诗 ， 诗云 ：

北 雪犯长沙 ，
胡 云冷万家 。

随风且间叶 ， 带雨不成花。

金错囊垂罄
，
银壶酒 易赊？

无人竭浮蚁 ， 有待至昏鸦 。

诗分前后两截。 前四句写雪雨相继降落 ， 后 四句写天气奇寒。 前四句中 ， 先写下雪
，

仏



接着便写冻雨降临 ，

“

随风且间叶 ， 带雨不成花
”

， 是说冷风卷着树叶在呼啸 ， 雪花变成

了雨滴洒落下来。 这样的雨落地就凝结成冰 ， 导致天气骤然寒冷 ， 杜甫想喝酒取暖 ， 却无

钱买酒 ’

“

金错囊垂罄 ， 银壶酒易赊 ？

”

意思是说钱袋里没有几个铜子了 ’ 而赊酒又不容

易 。 于是盼望朋友送酒 ， 可是直到黄昏也没见人来 。 这种渴求喝酒取暖的心情 ， 足 以说明

当时的气温之低 ， 而如此低温正是冻雨造成的 。

五 、 重庆附近曾出产拇指猴
‘

近年来 ， 媒体对拇指猴作了广泛的报道 ， 报道说 ：

“

在南美亚马孙河流域的森林中 ，

生活着
一种世界上最小的猴子

一

狨猴 ，
又称拇指猴 。 这种猴长大后身高仅

—

厘米 ，

重
— 克 。 新生猴只有蚕豆般大小 ， 重 克 。 这种猴子喜欢捉虱子吃 ，

且生性温顺 ，

因此饲养它们便成为当地印第安人的嗜好 。

”

有报道说 ， 重庆动物园从南美洲引进了这种

拇指猴 。

其实
， 这种拇指猴曾经出产在中 国 ，

产地就在今重庆市南川区
一带的山林里。 杜甫诗

中有记载 。 杜甫有
一

首题为 《从人觅小猢别许寄 》 的诗 ， 写道 ：

“

人说南州路 ， 山猿树树悬 。

举家闻若咳 ， 为寄小如拳 。 预哂愁胡面 ， 初调见马鞭。 许求聪慧者 ， 童稚捧应癫 。

”

这首

诗是杜甫寓居成都草堂期间写的 。 杜甫在成都西郊建筑了
一

座草堂 ，暂时结束了流离奔走 ’

生活有了安顿之后 ， 就想给幼小的孩子找点生活乐趣 。 他听说南州一带的山林有很多猴子 ，

其中有
一种猴子个头

“

小如拳
”

， 只有拳头般大小 。 于是写信向友人索要 。 朋友应允了 ，

而且答应给他寻找
一

只聪明乖巧的 ， 杜甫写了这首诗来提前支取快乐 。 诗中所写的这种
“

小

如拳
”

的猴子 ， 与报道中所说的
“

身高仅
—

厘米
”

的情况相
一致

； 诗中说这种猴子

能让孩子们
“

捧
”

在手里戏耍 ’ 当然不会凶猛 ， 这就与报道中所说的
“

生性温顺
”

相一致 。

由此 ， 我判断杜甫索要的这种小猴子与报道中所说的
“

亚马逊流域的森林中
”

出产的拇指

猴应是同一品种 。

杜甫诗中说的小猴产地是
“

南州
”

南州的地理位置 ， 笔者查阅 了 《新唐书 地理志 》 ，

找到如下记载 ：

“

南州 ， 南川郡下 ， 武德二年 ， 开南蛮置 。 三年 ， 更名焚州 。 四年 ， 复故

名 。

”

《汉语大词典 》

“

南州
”

条注释说 ：

“

唐武德二年 ， 初置南州 。 宋改南川县。 即

今四川省南川县 。

” ② “

武德
”

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 ， 也就是说 ，
唐朝开国第二年 ，

“

南州
”

就已设置 ，
武德三年改称焚州 ， 武德四年又复名为南州 ，

宋代改州称县 。 直到重庆市成为

直辖市 ， 才相继改称为南川市 、 南川 区 。 笔者又査阅谭其骧 《简明中 国历史地图集 》 ， 可

知它处在綦江北岸 ， 与今 日 的重庆市綦江县城隔江相对 。 严耕望 《唐代交通图考 》 对南

① 欧 阳修 《二十五史 新唐书 》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罗竹风 《 汉 语大词典 》
，

上海辞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谭其骧 《简 明 中 国历史地 图集 元和方缜 图 》
，
中 国地 图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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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州的标示与前书相同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 》 看它的位置 ，
在重庆市东南部 ，

是重庆市南川区 ， 与成都的直线距离为三百多公里 ， 水陆交通也十分便利 。 杜甫向人索要

的小猴其产地
“

南州
”

应是这里 ’ 而不是古代杜诗注本说的广州 。

本来是重庆附近的产物 ，
如今重庆动物园却从南美洲买进 ’ 并且称其为亚马孙河流域

的特产 ，
岂不可惜？ 又是什么原因使这种可爱的小生灵灭绝的呢 ？ 值得生物学家 、 物种学

家思考 、 研究 。

杜甫诗歌记录的 自然现象是十分丰富的 ， 本文举出这几条 ， 目的是想由此拓展研杜的

思路 ， 从而最大限度地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 史学家已从杜诗中寻觅出若干史料作为依据 ，

自然科学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从中寻找相关的资料。 这种研究是跨学科的 ， 需要研究者具备

相关学科的知识 ， 或者由几个学科的人士结合起来 ，
通力合作 ， 将杜诗中包含的 自然科学

价值充分挖掘 出来 。

① 严 耕望 《唐代交通 图考 图 十七 （ 第 四卷 ） 》
，
坤记 印 刷有限公司 发行 年版

， 第 页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