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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诗人辈出的大唐，几乎每个留下佳作的诗人都有一个名号：诗仙李白，诗魔白居易，诗鬼

李贺，诗佛王维，诗狂贺知章，诗杰王勃…… 其中唯有杜甫被称为诗圣。圣人是儒家文

化对个人的最高尊崇，后人将杜甫封圣，不仅仅因其诗艺精湛诗作绝伦，更是突显其道德

品质和人格魅力。 

 

纵观杜甫一生，诗坛成圣之路，绝非一帆风顺，而是一路坎坷，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淀。 

 

杜甫其实出身名门，祖上均是朝廷官员，姥姥更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重孙女，妥妥的大唐皇

室血统的官后代。青年时代的杜甫意气风发，四处＂自驾游＂，兴致一来就发个＂朋友

圈＂，比如在五岳之首的泰山之巅就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题目叫《望岳》, 何等的激扬

文字、何等的朝气蓬勃。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杜甫从十九岁的小杜一直游山玩水十多年，人生的下半场开始变调了。三十四岁时，杜甫

去大唐京城长安谋生，科考不中，工作不顺，无奈做了十年的京漂，缺乏稳定收入，尝尽

世态炎凉。好不容易找到一份有编制的基层岗位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兵器库看守），安史

之乱爆发，只得从长安匆匆逃难。在鄜州（陕西鄜县）安顿不久后，杜甫欲投奔新皇唐肃

宗，结果途中遭遇叛军，被押回沦陷的长安，一年之后才寻机逃脱。重回组织担任另一个



基层公务员左拾遗没多久，却因卷入政治纷争而被贬为华州（陕西华县）司功参军。不久

之后，杜甫辞官，放弃仕途追求，走入民间，开始辗转漂泊，四处逃荒⋯ 

 

杜甫的这一转身，恰恰是开启了其从诗人到诗圣的蜕变和升华。在颠沛流离中，杜甫的诗

作关切着劳苦大众的苦难，饱含着悲天悯人的感情。安史之乱中的民不聊生，化作杜甫笔

下“三吏“与“三别“悲壮的史诗。住着茅草房盖着又冷又破的被子，杜甫心里想的居然是甘

愿受冻而死来换取＂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苦难漂泊中，杜甫的诗艺更磨砺到炉火纯

青的地步，佳篇名句比比皆是，终究成为诗坛之集大成者。 

 

公元 770年冬，湘江的一条小船上，五十九岁的杜甫走完了一生。在杜甫逝世之后，其

诗坛地位和影响力却与日俱增。经过岁月的沉淀，杜甫的诗作不仅没有星光暗淡，反而是

愈加璀璨耀眼，愈发被后世推崇备至。约八百年后的明朝，杨慎在《升庵诗话》中总结＂

李白神于诗，杜甫圣于诗＂；诗人陈献章则在《随笔》中写道：“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

传。后来操翰者，二妙少能兼。” 从此杜甫正式确立诗圣之名，成为诗词的最高丰碑之

一。 

 

杜甫的辗转漂泊终成诗圣之路，也许可以用白居易在《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中的一句话

概括，＂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下） 

 

大约公元 35年，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扫罗脚步匆匆。他虽相貌平平，但却自信满

满。此行的目的，便是奉大祭司的手令，将大马士革的信徒绑回耶路撒冷。 

 

扫罗出身于便雅悯支派，师从著名的学者迦玛列，为当时倍受尊崇的法利赛人，妥妥地属

于重点培养对象的冉冉新星；而且，扫罗出生便是彼时罗马帝国的公民，享受许多特殊地

位和权利，仕途前景一片光明。 

 



扫罗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即将换道，驶向完全不同的轨迹。 

 

主亲自出手了，荣光显现。扫罗的肉眼暂时被封住了，然而他属灵的眼睛却就此开启了。

三日之后的扫罗，已然是脱抬换骨，受洗新人，开启了史诗般的保罗成圣之路。 

 

这段成圣之路，同样也是辗转漂泊历经苦难。保罗的足迹遍布地中海盆地，外出至少三次

布道旅行，居无定所，四处建立教会，培养同工团队，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挑战与磨难。

在布道时，保罗曾被解往罗马遭软禁两年，在罗马士兵看守下继续传褔音。获释之后的保

罗先后去马其顿、特罗亚等各地教会探访，没几年又于公元 65年再度被捕，直至最后为

主殉道。 

 

在四处漂泊布道甚至下监的日子，保罗写下一封又一封书信，或勉励，或教导，或释疑，

或关爱，或严厉。这些书信对于真道的传扬与维护有着极大的贡献。保罗去世三百多年后

的公元 397年，新约正典 27卷在迦太基会议中被正式确定，其中将近一半是保罗书信。

保罗的名字，已经永久地与真道联结在了一起。 

 

保罗的成圣之路，主其实一开始就交待得一清二楚，“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

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使徒行传 9：15-16）保罗本人其实也完全明白，所以他在殉道前最后一封书信中写

道＂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完了；所信的道，我持守住了。从此，有公

义的冠冕为我预备，按公义审判的主会在祂来的那一天把它赐给我，不但会赐给我，也会

赐给所有爱慕祂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 4:7-8） 

 

若是借鉴白居易的诗，也许同样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天意君已会，福音好器皿＂。 

 

诗圣面前，不敢造次下笔写律诗。想来想去，就写一首现代白话文诗词向两位先人致敬！ 

 

不经苦寒彻骨  

怎知梅香自何处 



不经炼净肺腑 

怎能坦然去归宿  

 

挥别昔日的虚无 

迎接今时的醒悟 

放下尘世的追逐 

拥抱主内的顺服 

 

每尝一分艰苦 

心就少一丝糊涂 

每看一分清楚 

心就少一点错误 

 

挣脱枷锁的束缚 

一定会伤筋动骨 

迈向重生的征途 

一步又一步 

如火更如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