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诗名篇的人生哲理
 

 

唐诗的人生的境界与智慧  

人生就怕格局小，这格局就是境界的代名词。格局的大小，

境界的高下，也预先决定了人生成败的几率和人生质量的高低。
 

志当存高远，因为唯有登高方能望远，目标远大方有高远

的境界和人生前景。少年毛泽东有一首广为传诵的《咏蛙诗》

独蹲池塘如虎踞，黄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

儿敢作声。书写的对象是一只小小的青蛙，但这只青蛙气象不

凡，俨然有一派虎视四方的王霸气象。  

 

善于开拓个人生存空间  

 

人两手空空，握着双拳来到这个世间，获得资源，在激烈

的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是生存下去并生存得更好的不法之门。
 

如果一个人善于借力造势，就更能够赢得活动空间和预期

的成功。白居易正是借名人之势一举成名。唐张固《幽闲鼓吹》

载，白居易刚到京城应举，呈递作品拜见当时的名人顾况，顾

况自己本就很骄傲，很少推许他人，所以他看了白居易的名字

后就开玩笑说：“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但是等到看到白



居易诗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句子，却大加赞誉，

主动认错：“有句如此居天下不难，老夫前言戏之耳。”这首诗

就是《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诗

中用生机勃勃的古原草作比兴，来表达对友人的情意，在时间

上草枯草荣绵绵不绝；在空间上芳草碧连天，对于友人的思念

也是如此，不因时间的变化和空间的阻隔有所改变。
 

自造其势，辅之以个人实力，即使不借助他人也可以开拓

出一片发挥空间。唐薛用弱《集异记》载陈子昂刚从四川家乡

到长安，默默无闻很是苦恼，但是一天在集市上看到有人卖胡

琴，要价百万，周围的有钱人传来传去，无人能够辨别，陈子

昂灵机一动，抓住机会上前 买下这架琴，众人皆惊，陈子昂解

释道：“我善于此道，”众人都希望听他演奏。陈子昂就和大家

约定第二天到长安宣场里见面。等到第二天很多人如期而至，

陈子昂已经准备好了酒席和琴，酒足饭饱之后，陈子昂捧起琴

来，说了一番出人意料的话。蜀人陈子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

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役，岂宜留心？
 

然后举而碎之，以其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郡，这

一举成名的效果完全是陈子昂自己独立制造出来的。陈子昂初



到长安人生地不熟，却能够借助一架古琴的交易，迅速在心高

气傲，见多识广的长安人中留下深刻印象，获得一席之地。他

这番颇具现代意味的“自我推销”之举实在可以让我们当作很

好的广告文案。在当代社会发展节奏越来越快，人口流动越来

越频繁的今天，善于张扬，善于表现自己显得越来越重要。人

生苦短，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被动地等待别人的发掘和机会的

光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更多的时候我们应当自己充

当自己的伯乐。  

 

明于退却  勇于放弃  

 

敢于进取，激流勇进，需要智慧。敢于放弃，懂得适度的

放弃与退却，以获得适度的迂回时间和休养生息的空间，这同

样需要不凡的智慧。  

人生需要平衡和清醒，当陷于激流勇进的迷狂中，也许只

有放弃才会使人变得清醒。最受唐诗人关注的历史人物李斯的

人生悲喜剧大约可以说明这一点。  

李斯是一位从底层奋斗起家的典型，他的人生在一般人看

来非常成功，后来在秦帝国身上就留下了太多李斯的痕迹，比

如郡县制度，传国玉玺的制作，焚书坑儒多是他的主意。他也

是唐诗人笔触最为关注的人物。因为是他只知道进取，但是不

懂放弃，不懂得适可而止。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李斯是楚



国上蔡人，年轻时作粮仓管理员，一次看到厕中老鼠食不洁，

而且担惊受怕，但是粮仓的老鼠吃得肥肥大大，还不受惊吓，

很有感触：“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而！”立志学习帝

王之术，后来到秦国做官，辅佐秦王统一六国官至宰相，权势

炙手可热，“诸男皆娶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一次他的儿子

李由回家探亲，李斯臵酒于家，百官皆前为寿，门庭车骑无数，

李斯喟然而叹曰：“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

蔡布衣，闾巷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擢至此，当人臣之位，

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而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荀卿就是大家熟知的先秦名人荀子，他是李斯的老师，当

年就告诫过李斯做人做事要留有余地，适可而止。此时李斯知

道自己富贵已极，事业已经达到巅峰，但是他说：“未知所税驾，

不知道如何，停下进取的脚步”。这当然是他的托词，舍不得已

经习惯了的荣华富贵才是真的。  

既然不能急流勇退，后来秦始皇死，李斯为宦官赵高所陷

害，被腰斩，夷三族，在狱中，他对自己的儿子说：“吾欲与若

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此时，李斯倒是

希望自己回到家乡和自己的家人过一种牵狗打猎的普通生活，

但是当日不知退步，等到后来被贪婪压倒的时候想退步已经晚

了。李斯的教训，成为唐诗人不断咏叹的主题。李白的《行路

难》就说陆机雄才岂不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



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关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

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刘禹锡《题欹器图》  

秦国功成思税驾，晋臣名遂叹危机，无因上蔡牵黄犬，愿

作丹徒一布衣。  

韦庄《题李斯传》  

蜀魄湘魂万古悲，未悲秦相死秦时。临刑莫恨仓中鼠，上

蔡东门去自迟。  

对李斯在进退上的不明智选择，从而导致人生全面崩盘，

都表现了极大的惋惜。《红楼梦》里边的一幅对联“身后有余忘

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对此倒是很好的写照。
 

其实盛极而衰本就是人所不能抗拒的规律，我们不能抗拒

规律，也不能改变规律，但是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去调节，

去适应规律，从而使我们自己尽可能不做命运的奴隶，而最大

限度成为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天高地厚，戏台不应该由一个人把持，既然自己的戏份已

经做完，那么赶紧谢幕，在掌声消失，让别人上场，不要等到

嘘声四起或者砖头打上来的时候，才不得不仓皇而去，咸丰年

间以咏史诗闻名的胡曾，博览古今，对这种不解进退的后果有

着更深刻的认识，他在《上蔡》中说：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



何事望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在古代“血染衣”当然是最坏的结果之一了。今天或者没

有这样严重，但是心力交悴，事业败落恐怕也是不可避免。
 

历史往往喜欢重复，我们今天的处境，未必比古人好多少，

而我们的聪明才智，其实比古人高多少。忙忙碌碌的现代人，

欲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烈，压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大，可偏

偏什么想要，什么都想做好。结果，英年早逝，中年猝死便成

了不是新闻的新闻。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春”对于善于坚持者说

是如此，对于善于放弃者同样是如此。  

 

为人生增些灵气  

 

相信没有人喜欢俗气，哪怕是个俗人，他也是喜欢雅致的。

附庸风雅这个词实际上也说明了人的这种趋雅心理。苏轼有一

首《於潜僧绿筠轩》诗写得好：  

可以食无肉，不可居不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
 

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杨州鹤  

而诗歌是医俗的良药。  



众所周知，唐帝国空前的强盛和富足，太宗李世民征讨四

夷，最后被奉为“天可汗”诗圣杜甫在《忆昔二首》中也曾很

怀念开元盛世的幸福生活。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

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富足安定的生活，使得唐人几乎个个成了雅士。从皇帝到

贵族，从朝廷的王公大臣到市井的引车卖浆之流，几乎人人都

笼罩着诗歌的灵气，富足而不俗气，这也是刚刚脱离贫困进入

富足的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喜欢诗歌，喜欢艺术，喜欢充满灵气的生活是唐人的共性。
 

罗隐是晚唐名家，咏叹蜜蜂的《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咏叹诸葛亮的《筹笔驿》  

抛掷南乡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儒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惟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像我们熟知唐才子元稹，大家都熟悉他的一些情真意切的



悼亡诗。  

如《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像修道半缘君。  

写亡妻的不可替代性，曾经沧海了天下再没有可观之水，

曾经巫山，天下再没有入眼的云朵，经历了韦丛这样的妻子，

纵然眼前美女如云，元稹也没有兴趣，歌咏爱情之真挚，元稹

的诗歌可以说一时无两 ，经年流播之下已经成为忠诚于爱情的

符号。  

仓廪实而知礼节，这是三千多年前古人就有的观念，我们

今天的物质水平当然远远超过古人，但我们的欲望也十倍千倍

于古人，当我们忙忙碌碌于自己无尽物质追求的时候，不妨回

首注意一下那遥远诗歌的灵光，让它浸润一下那逐渐被现代物

质文明异化的心灵。  

 

 

 

 

 

 

 



 

 

 

 

 

 

 

 

 

唐诗的人生精神  

 

一、功业与理想  

宏豁大气是唐人功业理想的主调。他们可以是满怀经世济

民的信念，苦己利人；可以满怀悲悯之情，以一种慈悲之心，

挽救世人；可以不假掩饰，直指个人功利目的；甚至可以以一

时的称心快意而把酒当歌，——正是这种功业理想构成了唐人

多姿多彩的人生精神基础，成为大唐气象的核心内容。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中，恍然发现人的生命是如此短暂脆弱，人的生存又是如此寂

寞荒凉！陈子昂正是以超凡的宇宙意识，如空谷足音，开拓出

一种新的境界，而唐人的不朽的信念和建功立业的理想，便以

此为基础，不拘泥于出生之地的狭小空间，不再满足于生存的

小小世界的惬意，旺盛的精力和开阔的眼界使唐人焕发了强大

的生命力。

独善其身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以天地万民的福

祉为己任在它们看来才是理所当然的，为此哪怕是屡受挫折，

也九死而未悔。人不分贵贱，地不分南北，只要有才能，只要

有这种用世之志，人人都可以一展胸怀，人人都可以平步青云，

唐帝国提供了这种空间，也提供了这种可能。  

率真和执著，是唐人精神的又一内容。因为率真，这个世

界在他们眼中往往像儿童的世界单纯、清澈，几乎没有任何杂

质，我们看李白的《古朗月行》。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白云端。

 

仙人垂两足，枯树作团团。白兔捣药成，问言与谁餐。

 

诗人眼中的圆月，没有历代作者眼中那么多情感积淀和历



则神话——嫦娥奔月和白兔捣药的神话。

因为率真，所以朋友之间的情谊也是那么简单而有韵味，

不需要雕饰，随便得如同陌生人间一样，因为率真，所以简单，

哪怕是面对着军国大事，哪怕是回首历史风烟，唐人的思维依

旧是那么单纯。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这是杜牧《赤壁》，数百年前的那场决定天下天势的战争中，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不知葬送了多少生命，虽然后来有无数

的政治家去总结，无数的军事家去分析，无数的骚人墨客去咏

叹，但至今已经无迹可寻——除了杜牧手上那截锈迹斑斑的兵

器，除了那尚存传说的铜雀台。但是，在率真的杜牧看来，那

场战争只不过天公作美，东风帮了周瑜一把而已。

 

率真与执著，在唐人的世界中好像是一对孪生的孩子。因

为率真，所以执著；或者也可以说，因为执著，所以率真。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下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享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飘逸，依旧豪情不改，充满一往无前的豪气。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唐人的执著不仅在

于功业，也在于情感，包括爱情。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这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相见难，离别难，音信相通又

能如何？任凭自己如雨风催残之下花朵日渐消瘦，直到春蚕丝

尽，蜡炬泪干，也无怨无悔。  

历史的烟尘滚滚而过，人们习惯于努力改变着周围的一切，

包括人们自己。但是，总有些事情要坚持，总有些事情要永恒，

像这千年之前唐诗的率真和执著精神。  

三、自信与自尊  

自信与自尊同样是唐诗人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尊自信首先是一种时代精神，一种基于自身强大而散发

出的百无禁忌的气度。  



射四方，令人油然而生无事不可为、无事不敢为的一往无前之

慨。这是一个对于个人的力量充满自信的时代，一个没有懦夫、

没有胆小鬼的时代。

回首唐朝，那真是一个充满机遇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传奇

的时代。今天的寒士，也许就是明天的显贵，昨日的弃儿，也

许就是明日的将军。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在唐代，从田舍到天子堂这段矩离，有太多的途径可以走

通，科举、从军、干谒。于是，人们因为自信，所以自强，因

为自强，所以自尊。心比天高的李白，根本不屑于参加科举，

他认为凭借自己的天才，直接就可以博得天下名，做帝王之师

才是自己的本分，所以他在干谒的时候，言谈举止充满道人的

豪气；“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唐朝诗人身上这种流风遗韵，对

生活在钢筋混凝土的建筑中，几乎很少往来的人来说，的确遥

远了，《南史吕僧珍传》载：  

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

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

 

宋季雅这一大手笔背后，该需要多大的信心，对别人也是



球。

这种豪情，我们今天还剩多少？  



 

 

因为视野的开阔，唐人对于宏伟壮阔的物象情有独钟。

 

因为崇尚宏阔，王之涣登上那小小的鹳雀楼，竟然也登出

了一番大大气象：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登高能望远这道理似乎人人都懂，不是吗？王之涣再往前

上推千年的荀子在《劝学》篇还把这作为浅显的道理用作劝人

学习的论据：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  

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吾尝趾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  

杜甫的一生颠沛流离，儿女都死了几个，但是他在众多的

诗歌更多的咏叹是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杜甫的诗表现的是理智

和悲悯的情怀，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像他写下的《出塞》：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有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杜甫不是一个战争主义者，而且国家大事自有肉食者谋，

好像和自己大不相干，但是杜甫依旧满腔热情，习惯性的发表

自己的意见：擒贼擒王，仁者无敌。那口气、那姿态，仿佛领

兵的是自己，仿佛这场战争决定的是自己的命运。

 

在唐朝这个诗歌的黄金时代，为诗歌开拓了宏阔视野。

 

 

乐观积极的信念  

在某种程度上，唐人是化解悲苦的大师，他总是善于把视

线从伤感中引开，用亮丽的风景把阴霾冲散，不管有意无意，

他们的视线总是指向最明亮的阳光底下。  

翻开唐诗，随时可见唐人的乐观，乐观向上的精神实在为

唐诗增色不少。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保持乐观的心态和精

神不管对一个人的健康还是事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人生怎么会少得了沟沟坎坎？沟沟坎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

乏应对这种沟沟坎坎的平和心态。小河沟怎么就翻不了大船，

缺乏这种精神，英雄也会气短。  

秦末楚汉相争之际，“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最后



的败亡，就是如此，《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在边境被汉军

十面埋伏击败，四面楚歌率军突围而出，渡过淮河，准备东渡

乌江，此时乌江亭长整船而待：  

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

愿大王争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

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

人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

籍独不愧于心耳？”  

可怜的项羽，最终没有选择渡江而去东山再起，而是选择

了自刎。其实，他最终输在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乐观精神的缺乏

上，当然后来也有人说他输在不能屡败屡战的厚脸皮上。杜牧

《题乌江亭》：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

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倒是代表了唐人的思考，胜败本来

就是兵家常事，怎么能为了一战的胜败得失就放不下这个面子，

而灰心意冷，说出“天之亡我”这样的话呢？男子汉本就应该

能屈能伸，在挫折时，不失卷土重来之志。  

也许李唐王室崛起的晋阳一带就是胡汉杂居的地方，那种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劣根传统不那么浓厚，因此使得唐人想得开，

想得活，保持了任何情况下都有开朗的一面，任何情况下都有

爽朗笑声的传统。总是执著地认为前途一片光明的李白高亢的

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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