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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葛 景 春

摘　 要：笔者经过文献考察认为，李白被正式称为“诗仙”始于北宋时期的徐积：“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南宋

的杨万里在诗中多次称李白为“诗仙”，从此以后称李白为“诗仙”的人渐渐地多了起来。 杜甫被正式称为“诗圣”，
则始于明中期的孙承恩，他说“诗圣惟甫”。 而普遍的观点认为，最早称杜甫为“诗圣”者，是明代晚期的王嗣奭，这
一人物晚于孙承恩八十余年。 李白的“诗仙”之称，是贺知章对李白“谪仙人”之称的发展；杜甫的“诗圣”之称，则
是宋代王安石、秦观等人认为杜甫是在诗歌界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集大成”者。 李、杜二人的诗歌分别代表着中

国诗歌儒道互补、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与关注社稷民生的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诗风，影响了中国诗

歌一千多年的成长和发展。
关键词：李白；诗仙；杜甫；集大成；诗圣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１０－０１６３－０５

　 　 现在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好像是

唐代以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其实，李白被称为“诗
仙”和杜甫被称为“诗圣”的时间却相当晚。

一、李白“诗仙”名号的最早来源和出处

先说李白“诗仙”的名号问题。 李白称仙的时

间较早，在唐玄宗天宝元年（７４２）秋，也就是李白 ４２
岁与贺知章相见于长安紫极宫之时。 贺知章见其

《蜀道难》之作，大为赞赏，叹曰：“子，谪仙人也！”①

由此，李白“谪仙人”的名号就流传开来。 杜甫在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曰：“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

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②李白在《对酒忆

贺监二首》其一中确认其事：“四明有狂客，风流贺

季真。 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③此诗前有李白

“诗序”曰：“太子宾客贺公，于长安紫极宫一见余，
呼余为谪仙人。 因解金龟，换酒为乐。 没后对酒，怅
然有怀，而作是诗。”但是在整个唐代，并没有人称

李白为“诗仙”。
其实，在唐代是有人自称和被称为“诗仙”的。

但这个“诗仙”并不是李白，而多是指白居易。 白居

易在其文《与元九书》中自称“诗仙”：“知我者以为

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④唐宣宗《吊白居易》诗
中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敎冥路作诗仙。”⑤诗中

也尊称白居易为“诗仙”。 此后相当长时间，“诗仙”
这一名号是属于白居易的。

当然，唐代也有称刘禹锡、贾岛等人为“诗仙”
的。 唐代牛僧孺《李苏州遣太湖石奇状绝伦因题二

十韵奉呈梦得乐天》：“念此园林宝，还须别识精。
诗仙有刘、白，为汝数逢迎。”⑥诗中称刘禹锡、白居

易二人为“诗仙”。 姚合《别贾岛》：“懒作住山人，贫
家自赁身。 诗多笔渐秃，睡少枕长新。 野客狂无过，
诗仙瘦始真。 秋风千里去，谁与我相亲。”⑦此诗中

的“诗仙”为贾岛。
在北宋中期，刘攽 （ １０２３—１０８９） 曾称杜甫为

“诗仙”，他在《和苏子瞻韵为石苍舒题》中说：“杜陵

诗仙有祖风，笔洒云雾挥琼琚。 我今才薄厌数语，勉
力和歌惭起予。”⑧ 比刘攽稍早的范仲淹 （ ９８９—
１０５２），可能是始称李白为“诗仙”之人。 范仲淹《依
韵和苏州蒋密学》：“余杭偶得借麾来，山态云情病

眼开。 此乐无涯谁可共， 诗仙今日在苏台。”诗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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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云：“白乐天谓韦苏州为诗仙。”⑨从诗下注可知，
白居易称韦应物为“诗仙”，因韦应物当过苏州刺

史。 但在《白居易集》中，并无白居易称韦苏州（即
韦应物）为“诗仙”之事。 其实，这首诗中的“诗仙”，
所指的应是李白，因为李白写过《苏台览古》：“旧苑

荒台杨柳新，菱歌清唱不胜春。 只今惟有西江月，曾
照吴王宫里人。”范仲淹《依韵和苏州蒋密学》诗后

的注不知是否为范仲淹的原注，或是后人误加之注。
而此处“诗仙”是借指苏州蒋密学。 既然有此歧解，
我们还不能肯定范仲淹为第一个称李白为“诗仙”
的人。

与苏轼同时期的徐积（１０３８—１１０３）则明确地指

称李白为“诗仙”。 徐积《李太白杂言》中云：“噫嘻

欷奇哉，自开辟以来，不知几千万余年，至于开元间，
忽生李诗仙。 是时五星中，一星不在天。”⑩南宋时

的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尤其喜欢称李白为“诗仙”，
例如“诗仙诗满云梦胸，那更相逢此花触”（《和罗武

冈钦若酴醿长句·再和》）、“何年笔战明光殿，夺
得诗仙紫绮裘”（《寄题俞叔奇国博郎中园亭二十六

咏》其十一《紫君林》）、“阿朓青山自一村，州民岁

岁与招魂。 六朝陵墓今何在，只有诗仙月下坟”
（《望谢家青山太白墓》）。 可见，杨万里一直视李

白为“诗仙”。 从此之后，金、元、明、清各代称李白

为“诗仙”的多了起来。
金代元好问（１１９０—１２５７）的《俳体雪香亭杂咏

十五首》其六：“诗仙诗鬼不谩欺，时事先教梦里知。
禁苑又经人物散，荒凉台榭水流迟。”他在诗中将

“诗仙”和“诗鬼”并列，显然指“诗仙”李白和“诗
鬼”李贺。

元代王奕的《彭泽新县靖节祠》：“已曾采石酹

诗仙，又拜书岩荐菊泉。 京口火头才负乘，柴桑处士

便归田。 驰驱名并诸公驾，尸祝谁碑百世贤？ 近代

从容人死义，后先二尹合俱传。”诗中“采石酹诗

仙”，显然是称李白为“诗仙”。 元人王恽（１２２７—
１３０４）《和姚左辖梨花诗韵》：“主人爱花情不薄，泪
粉阑干愁寂寞。 东栏一树要洗妆，走报诗仙挥翠杓。
醉歌不惜玉山颓，明月春风纷雪落。”诗中用了李

白在沉香亭写《清平调词》的典故，“诗仙”应指李

白，此处用来借指他人。
明人王穉登 （１５３５—１６１２） 在 《合刻李杜诗集

序》中曰：“诗者有云，供奉之诗仙，拾遗之诗圣。 圣

可学，仙不可学。 亦犹禅人所谓顿、渐。 李顿而杜乃

渐也。”明人王嗣奭 （ １５６６—１６４８） 有 《梦杜少陵

作》：“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 仙如出世人，轩然

逺泥泞。 在世而出世，圣也斯最盛。”此二首诗，明
确地指称李白为“诗仙”，杜甫为“诗圣”。 这说明在

明代“诗仙”和“诗圣”已经分别成了李白、杜甫的固

定称号。
明清以后，从皇帝到文人诗客，都认为“诗仙”

是对李白的专称。 清代乾隆皇帝的《再咏南池四

首》其三：“诗仙诗圣漫区分，总属个中迥出群。 李

杜劣优何以见，一怀适己一怀君。” 清人吴锡麟

（１７４６—１８１８）《太白酒楼》：“供奉诗仙还酒仙，襟抱

磊落空尘缘。 薄游江海滞齐鲁， 裙屐杂还罗英

贤。”清人张云璈 （１７４７—１８２９） 《采石吊李白》：
“诗中之仙数青莲，在酒亦仙水亦仙，诗仙酒仙之狂

都上天。 江波西来变美酒，魂魄与月万古相周旋。
君不见杓有舒州铛力士，果然同生复同死。”“‘舒州

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太白句也。”清人阮

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 《西南风阻留住采矶太白楼》：“南
风连日阻江船，太白楼边水接天。 且借诗仙楼槛下，
横铺一榻纳凉眠。 谢宅青山近可攀，朝朝岚翠如楼

间。 飘然诗思生花笔，一朵莲花青敌山。”这些诗

句中都称李白为“诗仙”。
其实，李白“谪仙”的名号一直在使用，它与“诗

仙”的名号并行，而且称李白为“谪仙”的情况，比称

“诗仙”更为普遍。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查

寻，“谪仙”一词出现有 ２４８４ 条，绝大部分是称李白

的；而“诗仙”一词出现有 ４７５ 条，且大部分不是指李

白，而是题中和诗中两句上下的“诗”字与“仙”字连

用者，或称美其他的能诗者，明确指属为李白者约有

１ ／ ４。
称李白为“谪仙”的时间更为久远，“诗仙”之称

是由“谪仙”演变而来的。 如北宋末年的叶廷珪云：
“世传杜甫诗，天才也。 李白诗，仙才也，李贺诗，鬼
才也。”此条中称李白诗是仙才，也就是指诗人中

的仙才，可简称为“诗仙”。 但“谪仙”的含义要比

“诗仙”更广泛一些，其中还要包括其思想、人格和

形象等，不仅仅指其诗歌。 称李白为“谪仙人”，更
符合后人对李白的全面认识和推崇。 所以白居易只

敢称自己是“诗仙”，而不敢称“谪仙”。

二、杜甫“诗圣”名号的最早来源和出处

再说“诗圣”名号的问题。 “诗圣”的本意，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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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指“圣于诗”，即诗写得好，或善于诗者。 但最早

称“圣于诗”的，反而不是杜甫，而是李白。 南宋朱

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在《朱子语类》中称李白为“圣于诗

者”：“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

于诗者也。”他的这个说法得到一些后人的赞同。
例如，元人赵子昂（１２５４—１３２２）和蒲道源（１２６０—
１３３６）也有李白“圣于诗”的说法。 赵子昂《襄阳歌》
诗评：“太白圣于诗者。 魏公书此，真可谓诗之勍敌。
后之书者，虽奋力追之，吾知其不能及也。”蒲道源

《新修二贤祠堂记》：“李太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

法度之中，盖圣于诗者也。”。 更有甚者，直接称李

白为“诗圣”。 例如明人杨慎（１４８８—１５５９）在《周受

庵诗选序》中直称李白为“诗圣”：“陈子昂为海内文

宗，李太白为古今诗圣。”但他也称杜甫为“诗圣”：
韩成武先生在其《“诗圣”一词首出于杨慎〈词品·
序〉》中，引杨慎《诗品·序》：“然诗圣如杜子美而填

词若李白之《忆秦娥》《菩萨蛮》者，集中绝无。”既

称李白为“诗圣”，也称杜甫为“诗圣”，说明杨慎对

称杜甫为“诗圣”的不彻底性和不唯一性。
当然，明代和之后也有一些学者和诗人将李、杜

并称为“诗圣”。 如明人杭淮（１４６２—１５３８）《挽李献

吉四首用曹太守韵》其一：“李杜得诗圣，迥出诸家

前。 寂寞千载后，身死名流传。 悲风动万里，长虹烛

遥天。 楚魂不可招，空有吊湘篇。” 明人黄省曾

（１４９０—１５４０）《上李崆峒书》：“昔李、杜诗圣而文格

未光，柳、韩文薮而诗道不粹，岂惟聪识之难兼

哉？”由此可见，有相当一个时期，李白和杜甫是同

被称为“诗圣”的。
正式称杜甫为“诗圣”的，学界通常认为应是明

人王嗣奭 （１５６６—１６４８）。 王嗣奭曾在 《梦杜少陵

作》中明确提出：“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但

是，据张忠纲先生考证，提出杜甫为“诗圣”的，还有

比王嗣奭更早的明人费宏。 张先生认为：“第一次正

式称杜甫为诗圣的，大概是明代的费宏 （ １４６８—
１５３５），他的《题蜀江图》云：‘杜从夔府称诗圣，程向

涪中传易学。 独醒亭畔诵骚辞，八阵碛边怀将略。
图穷尚有岳阳楼，志士登临非取乐。 ……’，但此时

的诗圣还不是杜甫的专名。”张先生指出费宏是第

一个指称杜甫为“诗圣”之人是有道理的。 但费宏

只是认为杜甫从夔府之后才称“诗圣”，在夔府之前

是否称“诗圣”，他没有说。 实际上，他只肯定了杜

甫是半个诗圣，即杜甫从夔府以后才称“诗圣”，“诗

圣”并未包括夔府以前的杜甫。 因此，这还不算对杜

甫称为“诗圣”的全面认可。 但这一看法在确立杜

甫为“诗圣”的过程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据笔者考证，最早称杜甫为“诗圣”的，是比王

嗣奭更早的孙承恩。 孙承恩的生卒年是明成化十七

年至明嘉靖四十年（１４８１—１５６１），大致与费宏生活

在同时期。 孙承恩曾在《杜工部（子美）》中说：“诗
圣惟甫，崇雅镇浮。 力敌元化，手遏颓流。”孙承恩

是第一个提出“诗圣惟甫”的人。 他将李白等人都

推出了“诗圣”之列，也可以说，他明确认为“诗圣”
唯杜甫莫属，指出了杜甫称“诗圣”的唯一性。

费、孙二人的年龄相近，都是明朝中期人。 而王

嗣奭的生卒年是明嘉靖四十五年至清顺至五年

（１５６６—１６４８），是明朝晚期人。 费宏、孙承恩，要比

王嗣奭的生年早八九十年。 所以说目前所查到称杜

甫为“诗圣”的，费宏是第一个，孙承恩是第二个，杨
慎是第三个。 此三人中，明确称杜甫是独一无二“诗
圣”的，应是孙承恩。 所以，笔者认为孙承恩是第一

个正式称杜甫为“诗圣”者。
此外，像明代的王穉登（１５３５—１６１２）、胡应麟

（１５５１—１６０２）、周婴（１５８３—１６５１）等人，都与王嗣

奭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都在孙承恩之后，但都尊称

杜甫为“诗圣”。 这种情况说明，杜甫的“诗圣”之称

在明中后期已经成了共识。 此后到了清代，尊李白

为“诗仙”，尊杜甫为“诗圣”，也就成为水到渠成的

事情。

三、“诗仙”和“诗圣”主要来源于

对李白和杜甫思想的定位

　 　 从前面论述来看，李白被认为是当之无愧的

“诗仙”，这一名号主要是从“谪仙人”而来的。 “谪
仙人”这一名号本身就充满着道家思想的意味，李白

的主要思想也是道家思想。 李白从小就受到道家思

想的熏陶，道家思想在其诗歌中多有体现。 其《题嵩

山逸人元丹丘山居》诗云：“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

落，况怀丹丘志，冲赏归寂寞。” 李白自幼研习庄

老，因而道家思想对其影响很大。
庄子思想中就有神仙思想：“至人神矣。 大泽焚

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风振海而不能

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

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庄子还有名言：“千岁

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后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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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仙思想被道教演绎出各类得道成仙的神仙故事，
对中国古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但神仙是很难修

成的，或者说是根本修不成的。 于是人们便退而求

其次，产生“谪仙”的说法。 所谓“谪仙”，就是天上

的神仙被谪下凡，是仅次仙人一等而高于凡人的非

凡人物。 汉武帝时期的东方朔曾自称为“谪仙”。
李白非常喜欢道教中的神仙故事，对神仙非常

向往，很想修仙学道，得道升仙。 他在《下途归石门

旧居》中表达对神仙的向往：“余尝学道穷冥筌，梦
中往往游仙山。 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

天。”一直渴望得道升仙而不能的李白对东方朔这

样的“谪仙”非常向往，他在《玉壶吟》中说：“世人不

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

在唐代天宝元年时，李白被贺知章冠以“谪仙

人”之名，李白本人也以此为荣。 以“谪仙人”来盛

赞李白，这也是唐玄宗时期崇道思想大行于世的结

果。 李白的禀赋气质及其诗歌风格与“谪仙人”的

名号具有内在关联，二者相得益彰。 后来，由“谪仙

人”逐渐演变为“诗仙”的称呼，也是顺理成章的。
所以“诗仙”这一名号，虽然在唐宋时也曾经用来指

称过其他诗人，但在后人使用过程中，人们还是觉得

以此称李白最为合适。 因此，“诗仙”就固定为李白

的名号了。
“诗圣”之名号之于杜甫，也是如此。 杜甫是一

个正统的儒者，他的思想和诗歌是以儒家思想为主

导的，故在宋代忠君崇儒的社会思潮里，他被推为儒

家诗人的“集大成”者。 这固然与其诗歌的巨大成

就有关，但主要原因还是其思想行为符合圣人之道。
“诗圣”不仅仅指诗写得好，更包含思想人格和

道德的意思。 因为在古代中国，“圣”一般是指皇帝

和圣人。 称皇帝为“圣上”且不必讲，就圣人来说，
儒家一般只指周公、孔子。 孔子是儒家集大成的人

物，孟子被称为“亚圣”。 宋代儒学兴盛，尊崇儒家

思想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杜甫是宋代最受推崇的

伟大诗人。 杜甫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他的忠君

报国的政治操守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和行为，都以儒

家行为规范为道德标准，体现出以仁义为怀的崇高

人格。 儒家思想在杜甫身上得到非常全面的体现，
他也是像孔子一样的集大成式人物。 再加上杜甫在

诗歌创作上，各种体裁都很擅长驾驭，也是集大成的

人物。 因此，宋人就开始拿杜甫与孔子相比，认为他

代表着诗人的最高典范，是诗界的圣者。

北宋王安石（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在《杜甫画像》中极

力推赞杜甫，认为其诗歌艺术和崇高人格古之所少，
其中就有尊杜甫为“圣”的意思：

　 　 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 力能排天斡九

地，壮颜毅色不可求。 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

稠？ 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常

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 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
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 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

之人我所羞。 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 惟公

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

苏轼（１０３７—１１０１）在《书吴道子画后》写道：
　 　 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

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

矣！

东坡将杜甫的诗推崇到“天下之能事毕矣”的

地步，则说明杜诗已达到极致，这也是“圣于诗”的

变相说法。
秦观（１０４９—１１００）《韩愈论》中说：
　 　 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之谓集大成。 呜

呼！ 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这里将杜甫和韩愈相提并论，认为二人在诗和

文方面分别为“集大成”的人物。 其中将杜甫与孔

子类比，也有将杜甫视为诗人中的圣人的意思。
南宋时期的杨万里（１１２７—１２０６）称杜甫和黄庭

坚为“圣于诗”者，为杜甫“诗之圣”者的定位奠定了

基础。 黄庭坚在《江西宗派诗序》中说：
　 　 今夫四家者流，苏似李，黄似杜。 李、苏之

诗，子列子之御风也。 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

舟驾玉车也，无待神于诗者欤！ 有待而未尝有

待者，圣于诗者欤。

到了明代，费宏、孙承恩、杨慎、王穉登、胡震亨、
周婴、王嗣奭等人先后称杜甫为“诗圣”，也多是从

杜甫的思想着眼的。 从此以后“诗圣”就成了杜甫

的专号。 清代仇兆鳌在《杜诗详注序》中说得十分

到位：
　 　 宋人之论诗者，称杜为诗史，为其诗可以论

世知人也。 明人之论诗者，推杜甫为诗圣，谓其

立言忠厚，可以垂教万世也。

李白和杜甫二人的诗歌分别代表着中国诗歌儒

道互补、追求自由的超现实主义与关注社稷民生的

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和诗风，影响了中国

诗歌一千多年的成长和发展。 清代以来，人们又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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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信佛教的王维称为“诗佛”。 清人王士祯（１６３４—
１７１１）指出：

　 　 尝戏论唐人诗：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

语；刘眘虚、韦应物，祖师语；柳宗元，声闻辟支

语；李白、常建，飞仙语；杜甫，圣语；陈子昂，真

灵语；张九龄，典午名士语；岑参，剑仙语；韩愈，
英雄语；李贺，才鬼语；卢仝，巫觋语；李商隐、韩
渥，儿女语；苏轼有菩萨语，有剑仙语，有英雄

语。 独不能作佛语、圣语耳。

这里称王维诗为“佛语”，李白诗为“飞仙语”，
杜甫诗为“圣语”，即王维为“诗佛”、李白为“诗仙”、
杜甫为“诗圣”之意。 这就形成了李、杜、王分别为

盛唐道、儒、释三家思想的诗人代表。 从诗风上讲，
李白诗歌的奔放飘逸、杜甫诗歌的沉着厚重、王维诗

歌的静穆灵秀，皆是受道、儒、佛各家思想影响的结

果。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三人在

盛唐鼎足而立，成为盛唐儒、释、道三教并行文化在

唐诗界的典型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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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ｍ ｔｈａｔ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ｌｉｖｅｌｉｈｏｏｄ．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ｅｔｒｙ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ｙｅａ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ｉ Ｂａｉ； Ｐｏｅｔｒｙ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 Ｄｕ Ｆｕ；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Ｐｏｅｔｒｙ Ｓａｇｅ

７６１

李白“诗仙”、杜甫“诗圣”之称的出处与来源考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