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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子美，自稱少陵野老，是唐朝著名詩人

因詩詞典雅而獲稱「詩聖」，與李白合稱「李杜」

杜甫關心國家大事，看他的的詩歌就如看著唐朝的
歷史，描述了由繁盛到衰落的經過，特別是安史之
亂，故他的詩歌又被稱為「詩史」

簡介

杜甫（公元712年 - 7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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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

年少時，飽讀詩書，四處漫遊

在長安困苦地生活，空有才華但沒有人賞識

安史之亂爆發，人們流離失所

漂泊西南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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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自小已經才華橫溢

七歲就懂得吟詩，開口就懂得歌詠鳳凰

九歲的時候就會書寫大字，作品多得可放成一囊

杜甫一生到處漫遊，足跡遍佈吳越丶齊魯丶梁宋丶秦隴
丶兩川和兩湖。

少年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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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都沒有機會為朝廷出一分力，後來當

上的都是些無關讀書的小職位，如掌管刑犯的

官員，看管糧倉的工作等，但他依然對國家大

事十分關心。

仕途不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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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剛當上皇帝的時候，把國家治理得很好，稱為
開元之治

但後來貪圖安樂，不太理會政事，令百姓生活困苦

唐朝開元後期，常常都和周邊的小國，例如吐蕃丶南
詔丶西域打仗

戰爭的消耗很大，朝廷向百姓收取很多賦稅，又命令
很多人去當士兵

全國百姓都在抱怨，杜甫將他們的慘況記述在《兵車
行》中

唐朝戰事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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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
車輛隆隆響，戰馬蕭蕭叫，出征的戰士的箭 佩
在腰間

「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
人們牽著士兵的衣服，攔著他們大哭，哭聲 直
上天空，衝入雲霄

《兵車行》

因為戰事頻繁，因此許多人都要被迫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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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是指安祿山，是唐朝的三個藩鎮的節度使，手上有
很多軍隊

「史」
是指史思明，是安祿山的同伙

他們兩人找了一個藉口，向唐朝發動戰爭，一直攻
打到長安，使唐玄宗要逃走並退位。一時間，整個
國家被捲入戰爭當中

安祿山

安史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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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持續了八年，許多人因此失去了家，
面對生離死別，百姓到處逃亡，杜甫感到十分
痛心，他把這場亂事記錄在詩中。

經歷戰亂

如最著名的《三吏三別》，分別是《新安吏》
丶《石壕吏》丶《潼關吏》丶《新婚別》丶

《垂老別》和《無家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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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戰亂
《無家別》
描述了戰士回到家鄉，卻找不到回家的路，因為戰
爭已把他的家變成廢墟。他上戰場的時候，他長期
生病的母親已經離世，詳細地描寫了戰爭帶給人們
的苦難，揭露了兵役制度的黑暗

《新安吏》「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
較壯的男丁由母親送別，可見這家的父親已經上了戰場，只剩下
他們母子二人，但依然躲不過兵役，被逼分開。較瘦的男丁沒有
家人，無依無靠，就算心裡有多痛苦也無人分擔。生前得不到他
的照顧，死後就被埋葬在山谷裡，母子二人一生十分辛酸。但即
使沒有家了，他仍然要上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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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看到國家發生許多戰爭，百姓受了許多苦難，加上
自己當官並不順利，於是遷徙到不同地方，最後到達了
成都。

漂泊西南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杜甫的草屋破了，但他不只擔心自己，他希望可以有千萬間高大的房子，庇護天
下貧窮的人，令他們都笑逐顏開，在風雨中也可以安定，不會動搖。

這首詩記述了杜甫的草屋被秋風破壞，全家人被雨淋的
經歷。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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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空有理想，一直不受重用，朝廷沒有給他一個施展
才華的機會。但他一直關心民間疾苦，透過閱讀杜詩，
可知無論他身處什麼環境，就算他的草屋被秋風刮破了，
他依然在擔心其他跟他一樣困苦的人。

杜甫被稱為「詩史」，是因為從他的詩中，我們可以看
到整個唐朝的境況，包括政治，百姓的苦況，唐朝正經
歷安史之亂的苦難，他的詩中也處處透露著沉鬱的氣氛。

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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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年份 事件

先天元年（712年） 出生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 杜甫回鄉參鄉貢
開元二十四年（736年） 洛陽參加進士考試，落第
天寶三年（744年） 在洛陽遇上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一同遊歷。

天寶六年（747年） 唐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但由於李林甫操控科舉，所有
士子落選。

天寶十年（751年） 杜甫獻《三大禮賦》，得唐玄宗賞識，但依然因李林甫而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755年） 杜甫錄得河西尉一職，但他不願任此職，朝廷就改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為生計，他只好接下此職。

天寶十四年（755年） 安史之亂爆發
乾元二年（759年） 杜甫棄官入川，躲避戰亂
大歷五年（770年） 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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