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
诗人杜甫给后世留下了1400多首

诗歌，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的
艺术感染力，可担当“经夫妇，成孝
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历史
重任，被称为“诗圣”。杜甫的人道主
义精神是他成为“诗圣”的一个重要
因素。

4月26日，名人大讲堂“杜甫文化季”
迎来首场讲座，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刘明华做客大
讲堂，以《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为题，带
领观众走进诗圣广阔的一生，了解他中
国式的人道主义精神。

讲座一开始，刘明华就以极高的评
价给这场分享定下了基调。他认为，
杜甫的民胞物与和悲天悯人情怀在中
国古代诗人中是最突出的，没有之
一。杜甫最关心的是人，是一切人
——从平民百姓到王公贵妃的生命、
安全和幸福。在这一点上，诗人博大
的胸怀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后世人
们尊崇杜甫，也是因为他那博大的胸
怀所彰显的伟大人格力量，如此富有
魅力。

整场讲座，刘明华以杜甫的诗歌名
篇为材料，重点阐释了杜甫推己及人的
思想和民胞物与情怀，以及当面对那些
他原本疾恶如仇的王孙贵族时，所展示
出的宽容的悲悯者形象。

杜甫之所以成为杜甫：
由自己的不幸，想到天下人的不幸

刘明华提到，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
诗人，常常都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心和热
爱之情。但是，像杜甫这样，从自身经历
出发，对人民苦难的深切了解和关心，却
并不多见。

杜甫的忧民情怀，常常源于自身的
感受而推己及人。他的可贵之处在
于，他一方面为自己的困境忧患重重，
另一方面却又为广大的民众忧愤，甚
至常常是在自己最困难艰苦的时刻，
不由自主地想到天下百姓，想到灾难
深重的民族和祖国。正是这种发自内
心的，不加雕饰的、不带功利的忧患情
怀，使杜甫的形象闪耀着人道主义的
光辉。

刘明华以杜甫的经典名篇《自京赴
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诗中详细写
了杜甫回家后的情状，极为感人。在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句子中，
他尚在痛惜自己的孩子。而到“忧端齐
终南，澒洞不可掇”时，杜甫已经将对

自我的悲悯升华到对天下的悲悯。这
种升华在家喻户晓的《茅屋为秋风所
破歌》中也得到了体现，所以“安得广
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能感
动我们至今日。由自己的不幸，想到
天下人的不幸；为了解脱天下人的不
幸，而宁愿自己承担不幸，就是杜甫之
所以成为杜甫的重要一面。这种博大
的胸怀是杜甫受到世界人民共同喜爱
的主要原因。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
样的诗在《全唐诗》中都是少见的。杜
甫这样的经历在唐代诗人中也是罕见
的。”刘明华认为，杜甫的推己及人，也
是源于自身的悲剧性境遇。这样，当
他为人而悲吟时，他不是带着优越感
居高临下悲天怜人，而是身受感同由
己及人。从接受心理看，这种抒情方
式更能引起共鸣，打动人心。从抒情
主体看，更为亲切真实，也更能让读者
同情。这是杜甫独有的。在杜甫之
后，不少诗人多模仿，唐代大诗人白居
易就多有对杜甫的仿作，但艺术价值
并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白居易“不
饥不溺”的环境并不能真正使他产生

“推己及人”的思想。

杜甫的“民胞物与”思想：
所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

刘明华提到，杜甫这种推己及人的
情怀，实际就是一种“民胞物与”的思
想。“民胞物与”出自宋儒张载《西铭》，其
中云：“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所
有的人民都是我的同胞。一切有生命的

或无生命的物体都是我的朋友。这个说
法虽然出自宋儒，但这种思想在我国自
古有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之语，它集中体现的是儒家
的爱人思想，这也是“民胞物与”产生的
文化背景。

但刘明华同时认为，杜甫的民胞精
神是一种更博大的爱，不仅仅局限在老
吾老幼吾幼，他不带任何功利性，也不受
人际关系的影响，是发自内心的仁爱和
同情，具有平等性，充满温情。

刘明华深入解读了杜甫的《又呈吴
郎》一诗，其中云：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

亲。
即防远客虽事多，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这首诗是杜甫写给一名吴姓郎君

的，恳请他帮忙照顾一位无食无儿的可
怜妇人。“这是我在读书时代，包括现
在，也一直在感动我的杜甫的作品。”刘
明华认为，这种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
者伸出温暖的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
大特色。杜甫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
子，更谈不上富庶的生活，但杜甫一生
又时时刻刻关心着那些比他更为不幸
的人，并尽其可能予以最大的帮助。这
些诗篇更显示出杜甫人性的光辉。这
是他迥异于时人，并在历史上独具风采
的重要因素。

“帮助朋友和认识的人，这是容易
的，帮助不认识的人是困难的；暂时帮
助一下是容易的，但要帮助穷困之人

摆脱困境是很少人做的。”刘明华说，
《又呈吴郎》这首诗体现的，正是这种
“不容易”。

杜甫的“宽恕”之情：
是他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特色

“宽容”也是杜甫人道主义思想中重
要的特色，刘明华解释道，这出自儒家中
的“恕”道。恕是仁的核心。《论语》云：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孟子把“恕”道归结为“恻隐之心”或

“不忍之心”。杜甫的人道精神，显然不
局限于孔孟的“恕道”，他是以人类命运
为出发点，兼爱一切人，同情一切遭遇不
幸的人。

这在杜甫《哀江头》中体现得尤为明
显，刘明华以此诗为例，讲解了杜甫对于
世人的宽恕之情。这是一首写唐玄宗和
杨贵妃故事的诗歌，前半首回忆唐玄宗
与杨贵妃游幸曲江的盛事，后半首感伤
贵妃之死和玄宗出逃，哀叹曲江的昔盛
今衰。

杜甫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这是他一
直以来的性格。当上层统治者违背民
意，倒行逆施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憎恶
之情，写了大量的批判现实的作品，而当
叛军肆凶，危及国家民族，统治者也尝到
自己酿下的苦酒时，杜甫对他们的态度
又发生了变化，即从普通人的角度审视
他们所经历的不幸，从而流露出恻隐之
心，表现出宽恕之情。

刘明华提到，在《哀江头》中，杜甫
流露的情感不是罪有应得的愤恨，而是
感慨天翻地覆和惆怅物是人非。贵妃
之死是那样地富有“历史意义”，富有政
治色彩，与时代悲剧的联系如此紧密，
以致她的生命就意味着一出历史悲
剧。“人生有情泪沾臆”一句，道出的是
生命的悲感。

在讲座最后，刘明华总结了三条影
响世界的中国文化精髓，包括天人合
一、中庸之道，以及民胞物与的思想。
杜甫对全世界的文化影响都是巨大的，
只要有中文课程开设的地方，都会学到
杜甫的诗歌作品。2020年，由英国广播
公司（BBC）制作的《杜甫：中国最伟大
的诗人》中第一次以纪录片的方式，详
细地将杜甫介绍给西方世界。在片中，
杜甫被冠以“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更是
将其放在世界文学的范畴，比肩但丁、莎
士比亚。

“杜甫是世界级的诗人，这是毋庸置
疑的。”刘明华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杨涛

刘明华教授精彩阐释杜甫何以成为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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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大讲堂“杜甫文化季”首场开讲
刘明华教授：中国式人道主义精神成就了“诗圣”

“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者伸出温暖
的手，是杜甫民胞精神的最大特色。杜
甫一生很少过上安定的日子，更谈不上
富庶的生活，但他一生又时时刻刻关心
着那些比他更为不幸的人，并尽其可能
予以最大的帮助……”

4月26日，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刘明华走进位
于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的报告厅，穿越
时空与“诗圣”杜甫相遇。当天下午，“名
人大讲堂”正式迎来“杜甫文化季”的首

场讲座，刘明华以《杜甫的民胞物与情
怀》为题，带领到场的观众一同走进杜甫
广阔的一生，了解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对
人民生存权利的关心。

精彩的讲座不仅让现场观众受益匪
浅，而且在网络中吸引了众多网友的观
看。据悉，当日的【名人大讲堂｜杜甫的
民胞物与情怀】直播，在封面新闻全平台
的观看量共计为178.2万。其中在封面
新闻客户端的观看量达到115.6万。在
封面新闻微博、封面新闻视频微博、凤凰

网、新浪网、视频号、抖音、快手、手机百
度观看量62.6万。

此外，该场讲座还在川观新闻客户
端首屏呈现并全网推送，四川在线网站
同步发布，客户端、网站观看量累计16.3
万。同时，直播在川观新闻视频号、四川
日报视频号、四川发布客户端、四川观察
客户端累计观看人数达到了9.1万。

据数据统计，全网共计203.6万网友
观看了本场直播。

名人大讲堂在2022年迎来全新升

级，首次设置“主题季”的方式，以每期
超百万的网络观看量，保持着居高不下
的热度。如今，名人大讲堂正式迎来

“杜甫文化季”，首场讲座超200万的直
播观看量也侧面反映了活动的火热。
接下来，名人大讲堂还将陆续邀请多位
名家解读多面杜甫，让更多的人走进这
位诗圣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书写的不朽
成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实习生 王邵佳

对弱者的同情，对无助者伸出温暖的手……

走进诗圣的世界超200万网友云端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