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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台人杜荀鹤相传为诗人杜牧侍妾之

子。

杜牧在池州有个红颜,当她身怀有孕

之时,他将红颜赠与石埭(今石台)县长林乡

杜筠,不久即生子杜荀鹤。

杜荀鹤读书在九华山时,走遍了九华

的山山水水,爱九华山奇丽,故而自号“九

华山人”、“九华山叟”。他在山中读书、游

览时,作赋吟诗,其中有不少是描写九华山

水的佳作。

荀鹤出身微寒，生活潦倒，常以“布衣”

自称，并自谓“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

人”。青年时代的荀鹤，曾数次上长安应

考，不第还山，只能以诗自叹：“空有篇章传

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一直到唐大顺三

年（891），他46岁才中进士第八名。

杜荀鹤离山后，思念九华山的作品甚

多，《秋日怀九华旧居》等，流露出其弃官归

隐九华的心情和身在异地恋乡之苦。

杜荀鹤在九华山与僧人过从甚密，对

佛教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留世的300

余首诗中，就有大量与佛教有关的。

安史之乱结束后，张籍

出生在和州乌江（今安徽和

县）。恐怕谁也没有想到，他

会成为日后“新乐府运动”的

中坚力量。

新乐府运动，是由唐代

诗人白居易、元稹等所倡导

的一场诗歌革新运动。这类

诗的特点是自创新题，咏写

时事，体现汉乐府的现实主

义精神。

40岁至50岁，这是张籍

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他的

优秀的乐府歌行作品，多是

这一时期在贫病交迫中写成

的。50岁以后，张籍官职逐

步升迁，生活比较稳定。除

仍写乐府歌行外，多作近体。

在故乡乌江，诗人早年

以耕读为生，后长期在外，心

情抑郁时，对故乡的风物十

分怀念，有《忆故州》为证。

后来，张籍有次回乡探亲，也

在《南归》中叙述了自己面临

的困境。

成为“新乐府”的
重要力量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

这几句诗，每个人都是熟记在心，它的

作者，就是亳州人李绅。

李绅青年时期目睹农民终日劳作而不

得温饱，以同情和愤慨的心情，写出了千古

传诵的《悯农》诗二首，内有“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名句，被誉为悯农诗人。

有一年夏天，李绅回故乡亳州探亲访

友。恰遇浙东节度使李逢吉回朝奏事，路

经亳州，二人是同榜进士，又是文朋诗友，

久别重逢，自然要盘桓一日。这天，李绅和

李逢吉携手登城东观稼台。

李逢吉感慨之余，吟了一首诗，最后两

句是：何得千里朝野路，累年迁任如登台。

意思是，如果升官能像登台这样快就好了。

而李绅此时却被另一种景象感动了。

他看到田野里的农夫，在火热的阳光下锄

地，不禁感慨，随口吟道：“锄禾日当午，汗

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李逢吉听了连赞。李绅接着又吟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

农夫犹饿死！”

可在李逢吉进京时，便向唐武宗告发李

绅的这几首诗有反动意向，可最后反让李绅

升了官。其实当时李绅的悯农诗有三首，后

来在敦煌石窟中的唐人诗卷中被发现。

《悯农》的声名远扬

清贫诗人与九华山

安徽诗人的盛唐吟咏
诗歌史上的黄金时

代，实属唐朝。

没有哪个年代，像唐

朝那样诗坛蓬勃。如果

非得用数字说明，那就是

今存唐诗五万之首，知名

诗人两千多，产生了李

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师

级的人物。

而我们的安徽，不但

很多一流的大诗人留下

了足迹和流传千古的诗

篇，也涌现出一批不俗的

重要诗人，如张籍、李绅

和杜荀鹤。
杜荀鹤走遍九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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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时期，池州有个诗歌群，有费

冠卿、张乔、殷文圭等人。他们三人的

诗，与名山九华渊源颇深。

元和八年（813），费冠卿撰写的《九

华山化城记》，记述了新罗僧释地藏金乔

觉的身世和卓锡（指名僧挂单某处）九华

山的经过，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费冠卿的生卒年不详，唐代著名的

隐士，青阳县人。唐元和二年（807）及第

进士，居长安待授官职。

费冠卿品性高洁，为母亲墓尽孝3

年之后，筑陋室隐居于九华山少微峰下

达15年之久，唐皇室宗族诸侯王、殿院

李行修，以倡孝道治国，极力向皇帝举荐

费冠卿，穆宗也认为费冠卿确实是“峻节

无双，清飚自远”之人，于是征召为右拾

遗，费冠卿接诏后坚决不答应。

费冠卿擅长诗文，隐居期间，写了不

少咏吟九华山的诗篇。时任礼部侍郎的

萧建是费冠卿屡屡落榜时结识的朋友，

写诗问九华，费冠卿以诗作“画”，绘就活

脱脱的一幅九华山地图，成为一时佳话。

张乔是安徽贵池人，懿宗咸通中年

进士，当时与许棠、郑谷、张宾等东南才

子称“咸通十哲”。

黄巢起义时，也是隐居九华山以

终。其诗多写山水自然，不乏清新之作，

诗清雅巧思，风格也似贾岛。

殷文圭何许人也？新、旧唐书均

无其传。池州人殷文圭崇拜杜荀鹤，

杜荀鹤曾一度隐居九华山，殷文圭青

少年时效法荀鹤，在九华山半读半

隐，后来他也葬于贵池城南25里即今

日里山乡境内。

殷文圭出身寒微，自幼勤学苦读。

在得到杜荀鹤的推荐后，他到宣歙观察

使田頵门下请求谋生。田頵是淮南节

度副使杨行密的部下，他“善抚将卒，通

言惠民复疏财，爱交文士”。在殷文圭

来到宣州之前，田頵已听了杜荀鹤的介

绍，知其文才出众，有意招揽于幕下。

在军政繁务之中，遣属吏在宣州为之购

置田园、房舍，几乎与殷文圭到宣州同

时，将其母接到宣州居住，自己以“外

甥”名义，对文圭母殷勤供奉，文圭自然

像杜荀鹤一样成为田頵的座上宾客。

殷文圭抱负远大，不甘心永远做田

頵门下食客，企盼着能早日投身科举考

场，黄榜题名，所以在田頵幕下边忙于军

政琐事，边在公余发奋读书。乾宁四年

（897），殷文圭在杜荀鹤怂恿下，在田頵

支持下，于宣州奔赴长安参加会考。当

时兵荒马乱，旅途无比艰辛，几经周折到

达长安。遗憾的是，考试早已结束。

直到次年考试，殷文圭才进士及第，

后入翰林院进修。

隐居九华的诗人群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