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白杜甫论文 诗仙李白与诗圣杜甫(模
板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文很难写？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
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李白杜甫论文篇一

李白和杜甫，是高高耸立在大唐诗坛的两座不可逾越的丰碑。
华夏大地历来就是一个诗的国度，自《诗经》以来，产生了
无数伟大的诗人和优秀的诗篇，人们把诗圣和诗仙这两顶代
表诗歌最高荣誉的王冠戴在他们头上，足见后人对他们诗歌
成就的认肯。但是，就是这么两位冠盖大唐的诗人，却是两
个没有文凭的诗人。

先说李白。李白出生在四川，他幼年聪颖过人，十岁就精通
诗书。直到二十岁时，当地的官员就以有道科举荐他，他没
有应举。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天生我材必
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是他的人生信条和做人准则。就连
当时名震京城的著名诗人贺知章看了他的诗文后也不禁赞叹
道：“子，谪仙人也！”后来，经贺知章的举荐，李白被唐
玄宗下诏命为翰林待诏。当然，这个翰林待诏是编外的，要
等到其他翰林提拔或者退休腾出空缺后才能补上。因此，也
就享受不到国家的俸禄，这是大唐王朝的体制所决定的。能
够进入翰林院的，大都是进士及第，唯独李白是一介布衣。
唐玄宗之所以给李白一个翰林待诏，其原因也可能是嫌他的
文凭太低。他一生恃才傲物，轻财好施，蔑视权贵，狂放不
羁，尤其是看不惯高力士那种奴颜婢膝，阿于奉承的作派。
一次，唐玄宗召他进宫写诗，他趁着酒劲逼着高力士为其脱
靴，让杨贵妃为其研墨，因而得罪了高力士，遭到了高力士
的算计，并最终被逐出长安。



说穿了，李白就是一个纯粹的文人啊，他不知道宫廷和宦海
的险恶，更不知道“宁可得罪君子也不得罪小人”的基本道
理。其实，唐玄宗是很想重用李白的，但是，在每一次要提
拔他的关键时刻，均遭到了高力士和杨贵妃的极力阻拦。试
想泱泱大唐王朝，人才辈出，文人荟萃，能够让唐玄宗亲自
为其调羹的也只有李白一人了，足见唐明皇对他的赏识。嗜
酒如命的.李白几乎喝遍了长安的大小酒馆，这是唐朝任何一
个诗人都无法比拟的。他每天必喝，每喝必醉，醉了就躺在
人家酒馆里呼呼大睡。以至于唐玄宗想听李白写的新歌也找
不到他的踪影，不得已让高力士带着一帮太监们，满长安城
到处乱找。这有他的好朋友杜甫的诗为证：“李白斗酒诗百
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
仙。”酒对于李白来说，有得也有失。失的是由于秉性耿直，
酒后失态得罪了一些他不该得罪人，到老也没能混个一官半
职，还险些送了性命;得的是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

再说杜甫。杜甫出生在河南巩义市，他比李白小十几岁。与
李白不同的是，杜甫曾多次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屡试不第，
最后向朝廷献了一篇《三大礼赋》才引起了唐玄宗的重视，
被授予京兆府兵曹参军。没干几年，安史之乱爆发，被俘，
后脱身赴行在，官拜右拾遗，因上书救房玄龄遭贬。南昌vi
设计后或仕或隐，最终入川，居成都草堂。严武镇守四川，
聘请他为工部员外郎。严武死后，杜甫离开了四川，病卒于
湘水扁舟之中。杜甫虽然做过几次小官，但间隔的时间都较
短。

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颠沛流离和贫病交加中度过的。
尤其是到了晚年，生活更加凄苦，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
就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亲自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广大
人民群众所造成的痛苦，因而才会写出《三吏》、《三别》
等一大批深刻反映下层人民疾苦的诗作。

李白张扬狂放，而杜甫内敛隐忍，两个人的性格迥异，其作
品风格向背。李白当时在唐朝诗坛的名气很大，比起李白，



杜甫的名气就逊色多了，就连李白也看不上他的诗歌，为此
李白还曾经写过一首《饭颗山》的诗来讥讽杜甫。直到后来
元稹为杜甫写了一篇评论，他的诗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虽然两人的诗风不同，但他们的死法却惊人的相似，都是与
水有关。李白晚年寓居当涂山，由于夜晚赏月时饮酒过量，
不慎栽倒在湖里溺水而亡。后人为了纪念他说他揽月而死，
这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杜甫离开四川到湖南耒阳投奔好友，
恰遇暴雨泛滥，江水暴涨，被困在船上连续十多天就没吃上
饭。后来，耒阳聂县令知道这个消息后，亲自撑船把杜甫接
到了县衙，并为他炖了一锅牛肉，温了一壶酒。由于暴食暴
饮当天夜晚就撑死在了耒阳，时年五十九岁。

唐朝诗坛上的两颗耀眼的巨星就这样相继陨落了。我们在慨
叹他们命运多舛的同时，也为他们为后人留下旷古未有的不
朽诗篇而倍感欣慰。试想，假如唐朝缺少了李白和杜甫，我
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唐代的诗歌无论如何也不会达到这样的
海拔高度。

李白杜甫论文篇二

你张开眼，飞出碧海青天

你敞开心，涌出千山万壑

偶尔一阵狂风

把心卷过咸阳，直达蜀道之巅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有飞瀑从九天落下

诗句直落心底



把我变成一潭深深的镜泊湖

两岸猿声

怎么也追不上你的快

只凄厉几声

你便穿越时空

把船停在我家门前

今天请你喝酒

你却毫不客气，左手抓一个太阳

右手拎一个月亮

放进嘴里就啃

那些可怜的星辰

只当花生米吃了

我急得只叫：照你这么吃

我都穷的.跟赵本山似的，又要戴那顶几十年没洗的帽子了

你只管大叫：来酒，来酒

会当一饮三百杯

一饮一条长江

再饮一个洞庭



你说

酒逢知己千杯少

我说

相见江湖相忘江湖

李白醉酒诗百篇

你狂啸一声

横剑擒笔醉舞

万里江山在剑底一一奔涌而出

你是醉了

竟然敢说

几千年文明

不过是一部酒的历史

酒喝多了

尿也多了

我们一起小解

一条黄河，汹涌澎湃

从你手指间狂泻而出

你便高唱：黄河之水天上了，奔流到海不复回



玉环见了

莞尔一笑，羞红了娇容

你大喝

谁来脱鞋

我说：高力士已死，你算了吧，别那么狂

你高歌：我本楚狂客

我说：学佛吧，忍

你偏不听，结果咋样，流放夜郎

你栽了吧

这时你便识尽愁滋味

哼道：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你还是你，照样放浪形骸，长啸狂歌

你说

酒，不足以解你心中万古愁

诗，不足以融你胸中日月星辰

人生知己，只一敬亭山而已

你说你本酒中仙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说罢，便潇洒地一跃而起

直上青天揽明月而去

只留下我一个人

参禅

李白杜甫论文篇三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注解

1、天末：犹天边;

2、君子：指李白。

3、文章句：意谓有文才的人总是薄命遭忌。

4、魑魅句：意谓山精水鬼在等着你经过，以便出而吞食，
犹“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一憎一喜，遂令诗人无置
身地。

5、应共句：因屈原被谗含冤，投江而死，与李白之受枉窜身，
有共通处，往夜郎又须经过汨罗，故也应有可以共语处。

6、汨罗：汨罗江，屈原自沉处，在今湖南湘阴县。



译文

凉风习习来自天边的夜郎，

老朋友啊你心情可还舒畅。

鸿雁何时能捎来你的音信?

江湖水深总有不平的风浪!

有文才的人往往薄命遭忌，

鬼怪正喜人经过可作食粮。

你与屈原有共冤共语之处，

请别忘了投诗祭奠汨罗江!

赏析

李白于至德二载(757)，因永王之罪受牵连，流放夜郎，行至
巫山遇赦得还。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作此诗，眷怀李白，设
想他当路经汨罗，因而以屈原喻之。其实，此时李已遇赦，
泛舟洞庭了。

因凉风而念故友，望秋雁而怀思。文人相重，末路相亲，跃
然纸上。

李白杜甫论文篇四

作者：杜甫

原文：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赠李白》赏析：

此诗作于公元745年秋，此时李白遭奸佞排斥、远离京都、漫
游齐鲁，与杜甫相会。李白也在这年秋写下了《鲁郡东石门
送杜二甫》诗。诗云：“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从中
流露出诗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这与杜诗中的“秋来相顾尚飘
蓬”句，可以参照。李白被赐金放还，与杜甫幸会于山东之
时，由于有相同的坎坷遭遇，因而情志相投。

此诗表面看来，似乎杜甫在规劝李白：要像道家葛洪那样潜
心于炼丹求仙，不要痛饮狂歌、虚度时日，何必飞扬跋扈、
人前称雄，实际上，杜诗有言外之意：李白藐视权贵，拂袖
而去，沦落飘泊，虽尽日痛饮狂歌，然终不为统治者赏识;虽
心雄万夫，而何以称雄?虽有济世之才，然焉能施展?杜甫在
赞叹之余，感慨万千，扼腕之情，油然而生。遂将自己的愤
懑之情，诉之笔端，乃至于运用反诘的`语气，发出似在埋怨、
实则不平的询问。他的感慨既是为李白而发，也是为自己而
发的。

此诗突现了一个狂字，显示出一个傲字。傲骨嶙峋，狂荡不
羁，这就是杜甫对于李白的写照。在七绝《赠李白》中，正
突现出狂与傲的风采、骨力、气度，显示出李白安能摧眉折
腰事权贵的精神，这正是此诗的诗眼和精髓。它不仅同杜甫
歌咏李白的其他诗篇是一脉相承的，而且也形象地揭示了李
白的性格和气质特征。

这首七绝，沉郁有致，抑扬顿挫，跌宕起伏。末句用反诘口
吻，把全诗推向了最高潮。清初钱谦益在评注此诗时，独
注“飞扬跋扈”句，其余一概略而不论，可谓独具慧眼，也
表明它在全诗中的重要价值：“按太白性倜傥，好纵横术。
少任侠，手刃数人，故公以飞扬跋扈目之。犹云平生飞动意
也。旧注俱大谬。”(《钱注杜诗》卷九)是说从新的角度和



侧面颂扬了李白的豪侠精神，并突出“飞扬跋扈”的飞动性。
仇兆鳌注云：“飞扬，浮动之貌。跋扈，强梁之意。考《说
文》：扈，尾也。跋扈，犹大鱼之跳跋其尾也。”(《杜诗详
注》卷之一)此虽就字注字，就词注词，但在《赠李白》中，
却是用来象征李白豪放不羁的精神。

此诗言简意赅，韵味无穷。为了强化全诗流转的节奏、气势，
则以“痛饮”对“狂歌”，“飞扬”对“跋扈”;且“痛饮狂
歌”与“飞扬跋扈”，“空度日”与“为谁雄”又两两相对。
这就形成了一个飞动的氛围，进一步突现了李白的傲岸与狂
放。

李白杜甫论文篇五

在古诗的学习中，我们可以感悟古诗语言的凝炼含蓄与意境
的深邃，可以深刻地了解历史文化。

1.李白的浪漫主义

李白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大诗人，他的人格和艺术个性常被大
家用浪漫、天真、豪放、飘逸、自我意识等形容。李白在思
想和行为上的突出表现是自我仙化、任侠使气、交友真诚。
李白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抒写了他对大好河山的喜爱，对美
好仙界的向往，对世俗的鄙弃，对权贵的蔑视和追求自由的
思想。虽然，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和从政行为都缺乏现实性，
但以其特殊的气质表现在诗歌里却是天然率真的，他的天然
率真表现在诗歌艺术上不被传统所束缚，任凭自己真情的自
然流露，正如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君看我才能，何
似鲁仲尼”，自比大贤。

1.1李白的豪放不羁

李白的诗歌最大的特征就是“豪”。他的豪放可以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者是他对自己的自信十足以至于有一些狂妄，因



为他有恃才傲物的资本来表现自己的清高，如：“安能摧眉
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另一个方面，李白的诗
歌气势恢宏，意境广阔。在描写山川《蜀道难》写道“噫吁
口戏，危乎高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多用整齐的
七言与九言，同时又四次转韵，手法变化多端。又如“天生
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一句，意气奋发，豪迈奔放，
这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表达，也是对自我、对人生的有力肯
定，就连贺知章也为李白的大气深深所折服。《山中与幽人
对酌》中写道：“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
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将这种毫无遮饰的情绪大胆
的表露，构成自豪放纵逸的特征，同时也表现出诗人顽强的
生命力量。

1.2李白的飘逸俊美

李白的飘逸俊美表现之一是语言自然朴素，所咏之物脱口而
出却不加雕饰，也是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语言
的具体表现。他认为艺术美的最高境界就是“天真”，在讴
歌祖国山河与美丽的自然风光时，不事雕饰，不掩真情，诗
的风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他主张尊重诗人的创作个性，
相信诗人的创作活力，始终在自然、率真中体现自己真实与
质朴的人生，如：“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
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又
如：“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
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展现了作者旷达博大的胸襟
和飘逸潇洒的性格。

2.杜甫的现实主义

杜甫眼极冷，他总是毫不留情的透过人们伤痕累累的皮囊触
及最柔软的内心，杜甫的心却极热，从他的诗的字里行间无
不渗透着对百姓的同情以及对统治者的谴责控诉。杜甫的诗，
就像昂贵而冰冷的镜头，总是如实地记录着社会百态，最真



地描述着发生在社会底层小人物身上的事。

2.1杜甫的沉郁顿挫

“沉郁”是指其题材严肃，感情深沉、深挚，作品思想内容
的博大精深，“顿挫”指诗文的风格深沉蕴籍，语势有停顿
转折，而“沉郁顿挫”被用于形容杜甫创作诗词的主导风格。

杜甫诗中的“沉郁”融合了感伤与思考，其情感无法得到爆
发和宣泄，只能依靠诗词进行渗透。杜甫在诗篇中呈现出沉
闷、悲伤的色彩以及哀婉的感伤是杜甫“沉郁顿挫”诗风的
一种表现方式。他一生忧国忧民，把爱国思想和忠君交织在
一起，把皇帝看成国家社稷的化身，把国家成败的希望全寄
托在皇帝的身上，对皇帝是一味的忠诚，他从早年的志向直
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正如
《南征》中：“者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所写，诗人去世
前一年，抱病漂泊时仍对皇帝感恩戴德，忠诚不舍，无论顺
境还是逆境，他始终希望以丞的身份辅佐国君。正如他在
《春望》中的“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所描写的那样，
战争不断，家书无法送回，战争到最后不管是胜还是败，苦
得都是百姓。诗是历史的真实写照，形同诗人的眼睛和耳朵，
而杜甫的诗就是是历史的桥梁。他“沉郁顿挫”的诗风转变
成悲伤的字符，体现了他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更成就了唐
诗的光辉时代，为后人留下值得歌颂的诗篇。

2.2杜甫的咏史怀古

杜甫着眼于“入世”重于写实。他身经唐朝盛极而衰的巨变，
动荡不安的生活给他的身心造成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他将时
代由盛转衰，急转直下的衰败景象纳入笔下，反映除了出了
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起到了抒怀或谏政的作用。
正如《兵车行》中描写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
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首诗主题是征
兵送行，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



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
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

杜甫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同情人
民，甚至情愿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中生活
的困苦，使杜甫时刻为妻子和儿女能否过上安乐的生活而担
心，为儿女挨饿乃至死去而伤心痛苦。例如《北征》、《述
怀》等诗篇都表达了诗人浓浓的骨肉情深。

3.总结

李白在继承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古代
诗歌的艺术特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特别是浪漫
主义表现手法，使其诗歌充满浓厚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
如李白在《沙丘城下寄杜甫》中写道“我来竟何事，高卧沙
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李白起笔设问“我来竟何事”，
复自答“高卧沙丘旁”，而杜甫起笔却在《天末怀李白》中
先问“君子意如何”，一个先言己，一个先问他，李白浓厚
的自我表现色彩可见一斑。杜甫与李白充满传奇色彩的身世
血脉不同，杜甫出身书香门第，是忠诚的儒家弟子，他接受
的教育是家国天下、君臣父子，所以他没有李白超然的仙气，
他真实地活在大唐的土地上，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李白
的“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与杜甫的“古凭锦水双行泪，
好过瞿塘滟堆”较读，一个俊快，一个沉挚，性气不同，晰
然可见。

如果说李白的生命似酒，烈酒，以强势的姿态张扬的游走在
天地间，那么杜甫的生命就似水，无所不在的各种形态的水，
杜甫之就真就善犹如水之就下，是命运的安排。他的静定，
他的沉郁如同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冷的刺骨，它的尖锐凛冽
从来不屑于隐藏，但是正是有了它的存在，人们才会相信，
春天不会远了，藏在冰层地下的是希望。



李白杜甫论文篇六

1、诗圣-杜甫

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
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
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2、诗仙-李白

李白所作词赋，宋人已有传记（如文莹《湘山野录》卷上），
就其开创意义及艺术成就而言，“李白词”享有极为崇高的
地位。

3、诗魔-白居易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
魔”和“诗王”之称。

4、诗神-苏轼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
东坡、苏仙，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5、诗狂-贺知章

贺知章是唐代诗人、书法家。字季真，晚年自号“四明狂
客”“秘书外监”，为人旷达不羁，好酒，有“清谈风流”
之誉，晚年尤纵。

6、诗佛-王维

王维参禅悟理，学庄信道，精通诗、书、画、音乐等，以诗
名盛于开元、天宝间，尤长五言，多咏山水田园，与孟浩然



合称“王孟”，有“诗佛”之称。书画特臻其妙，后人推其
为南宗山水画之祖。

7、诗鬼-李贺

李贺是中唐的浪漫主义诗人，与李白、李商隐称为唐代三李，
是中唐到晚唐诗风转变期的一个代表者。他所写的诗大多是
慨叹生不逢时和内心苦闷，抒发对理想、抱负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