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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1821 年年 22 月月 2323 日夜日夜，，英英
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开始了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开始了
他永恒的睡眠他永恒的睡眠，，尽管他尽管他 2525岁岁
的青春年华定格于此的青春年华定格于此，，但他的但他的
生命却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生命却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
相伴相伴，，不曾离别不曾离别。。在济慈逝世在济慈逝世
200200周年之际周年之际，，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章燕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章燕
从诗人与睡眠相关的诗歌作从诗人与睡眠相关的诗歌作
品出发品出发，，结合画家约瑟夫结合画家约瑟夫··塞塞
汶的济慈画作汶的济慈画作，，引领我们触摸引领我们触摸
诗人丰富而驳杂的精神内核诗人丰富而驳杂的精神内核。。

《济慈》约瑟夫·塞汶作（Joseph Severn，1821），

现藏于英国国家肖像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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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12月，伦敦佳士得拍卖

行为纪念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

（John Keats, 1795- 1821）逝 世

200周年，拍卖了一幅济慈的画像和

他的一具遗容面模。画的创作者是

济慈的生前好友、画家约瑟夫·塞汶

（Joseph Severn, 1793- 1879）。

画中的济慈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椅子

上，身体微微前倾，一只手臂撑在另

一把靠背椅的椅背上，手掌撑着略

微低下的头，另一只手放在膝头的

书籍上。画面色彩艳丽，窗外蓝天

白云，绿树成荫，飘逸的窗帘和诗人

金黄色的头发相互呼应，微微张开

的眼睛仿佛将目光投入寂静的空

茫，整个画作散发出一股浪漫的气

息。然而，这幅创作于1834年的画

作并非塞汶创作的相关题材的首幅

画作，与塞汶在诗人离世之后不久

所创作的同一题材的画作在气质和

格调方面颇为不同，而那幅创作于1821年济慈

辞世之后不久的画作，整个画面的色调相对来说

较为柔和幽暗，衬托出更为平和宁静的气氛，准

确地传达出济慈的精神气质。

1820年秋，济慈的肺病日益加重，医生建议

他去往意大利南方温暖的地域治疗，以期他的

病情能有所好转。当年 9月，济慈登上前往那

不勒斯的船只到罗马养病，陪同他一同前去的正

是他的好友画家塞汶。济慈居住在罗马的几个

月里，塞汶倾尽全力照看病重的济慈，与诗人共

同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1821年1月，济

慈的身体每况愈下，此时的诗人日夜被恶魔般的

疾病和临近的死亡恐惧所侵扰，时刻经受着痛

苦的折磨。这生命的磨难时常扰乱画家的心，

令他深感不安，而只有在诗人睡着之后，慢慢进

入了梦境，那个往日里沉静、温和而睿智的诗心

才会回到他那清癯而瘦削的体内。就在济慈临

终前的某日，塞汶趁诗人熟睡之时画了一幅沉

睡中的诗人肖像。那是一幅构图简约、色彩清

淡的水彩肖像。诗人的头微斜地靠在枕上，略

显散乱的头发随意搭在他憔悴而清瘦的面庞，

那曾经唱出诗人心灵中永恒之美的双唇此刻轻

轻地聚拢在一起，那曾经洞察世间的斑斓色彩、

望穿人间冷暖的双眼温和地紧闭，生命仿佛融

进了夜里的寂静，将人们带入了宁谧的永恒。

然而，对于济慈来说，沉睡并非生命的终结，而

是进入了另一种生命的存在形式，仿佛心在聆

听彼岸的召唤，一步步走向超然的悟。1821年

2月 23日夜，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开始了他永恒

的睡眠，他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与我们相伴，不

曾离别。

济慈的病中经历和长眠强烈地撞击着塞汶

的心。不久，他便开始凭记忆创作济慈的画像，

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济慈离世后，那印象

在我的心中留下了如此强烈的伤痛，我要在这

幅遗作中努力唤起最为愉快的记忆。”那是1819

年 5月中的一天，他去拜访济慈，诗人当时住在

朋友查尔斯·布朗坐落在伦敦汉普斯特德的住

所。塞汶轻轻走进济慈的房间，只见他此刻正

在房间中低头读书，并未意识到友人的到来。

那身体的姿态，双手摆放的姿势，屋内的环境一

如前述的1834年的画作，而色调和气氛却与那

幅画作有所不同，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

幅画作中诗人的眼睛低垂，仿佛他正凝神于膝

头翻开的书籍；也许，诗人正将眼睛轻轻地闭

拢起来，沉浸于他独自的想象的世界中。那

神情、那仪态仿佛他沉入了寂静的酣眠，正由另

一个世界的精灵带入永恒的旷世之美。画家感

动于眼前的诗人这凝神的景象，感到了心灵在

这沉静的幻景中获得的愉悦。他将这愉悦定格

在这幅朴素而又贴合诗人精神内核的精美画作

之中。

好似上天在冥冥中有所感知，塞汶来访的当

天，济慈恰巧创作了他不朽的《夜莺颂》。这是他

六大颂诗中最广为人们称颂的一首。在诗中，诗

人表达了他对远离纷扰的尘世，追随夜莺的歌

声，去往幻美他乡的渴

望。诗一开篇诗人就

在欢乐和痛苦的交叠

中坠入忘川，仿佛在睡

梦中追随夜莺去聆听

悠扬的音乐，去啜饮甜

蜜的佳酿，去吸吮幽冥

的林中那阵阵暗香。

此时的诗人远离了现

实中的悲苦，登上了澄明的天宇，穿越

古今，跨越生死，于梦幻中飞往一个永

恒的所在，一个灵魂的永久栖息地。

可以看到，诗人对永恒幻美的追寻总是

与睡眠、与梦幻相生相伴，那至高的欢

乐甚至与死亡融合为一，而醒来，现实

的一切皆为苦痛和磨难。当夜莺的歌

声渐渐远去，失落在深深的密林幽谷之

时，诗人不禁对这幻美之旅发出疑问：

“这是幻象？还是醒时的梦寐？/音乐

远去了：——我醒着，还是在酣眠？”在

诗人看来，对美的追寻和向往，对生命

的真实体悟和感受往往与沉醉和酣眠

相连，而现实中的此在渐渐隐去，留给

诗人的是心灵的醒来、想象的跃动和悟

性的萌发，那是一个善与美的世界，跨

越了生死和有限的时空。

济慈的一生创作了多首与睡眠相

关的诗作，他的诗中时常流露出与酣

眠的亲近、对沉睡的渴望，仿佛那是他

的灵魂接近永恒的至善至美的路径。1818年晚

秋，他创作了《睡着了，睡一会儿吧》，呼唤“天国

的福祉降临你的眼睛，/让我的呼吸融入那幸福的

空气——”在诗人的心中，睡着了，进入了沉静的

梦境，而此时正有那天国的福祉降临于合拢的明

眸。1819年4月，就在济慈创作《夜莺颂》之前不

久，他创作了十四行诗《致睡眠》：

哦，安静的午夜里温柔的送香者！

你用细心而慈祥的手指合上

喜爱朦胧的眼睛，遮住光色，

让眼睛荫蔽在神圣的遗忘之乡；

酣甜的睡眠呵！如果你乐意，就请在

你歌赞的中途，合上我甘愿的两眼，

要不就等到“阿们”之后，你来

把罂粟催眠的好意洒到我床边；

然后请救我，否则逝去的日光

会照到我枕上，引起一串串悲哀；

诗人将睡眠称作午夜里温柔的送香者，其原

意指以香膏药物涂抹尸体而使之不朽的人，而这

里，诗人认为，睡眠正以另一种形式使看似无生命

的身体成为不朽，它细心地合上双眼，在幽暗而静

谧的朦胧里，眼睛受神圣的遗忘之乡的荫蔽，获得

了至高的幸福。

1816年，济慈在他早期的重要长诗《睡与诗》

中表达了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诗歌创作的决心，

也探讨了睡眠与诗歌创作的关系。此处的睡眠仿

佛诗人灵魂中的一种未醒的状态，然而，正是这未

醒的情致带给他诗的幻想，将他领进神话中的仙

境，让他去感悟自然中的美景，去体验世间的悲

欢，人生的苦难。诗人在开篇的诗行中就提出这

样的疑问：世间有什么能更令人怡悦，更使人安

详，更富于想象？接着，他答道：

只有你，睡眠！合拢眼睑的纤手！

低唱着温柔的催眠谣曲的歌喉！

绕着惬意的枕头轻翔的翅膀！

用罂粟和垂柳编织花冠的巧匠！

你呵，悄悄地把美人的头发弄乱！

你愉快地谛听晨光的赐福，祝愿

你有幸开启千万双欢乐的眼睛，

让灵活的明眸迎视旭日的东升！

这样的睡眠恰如精灵一般赋予诗歌以灵感、

以荣耀，它用高贵、奇异、庄严和美丽将诗歌装点，

是诗歌灵感永不枯竭的源泉。诗人在这里将睡眠

与诗融合在一起，这并非教诗人远离现实，逃避苦

难，沉溺于幻想，而是以一种诗的感性与理性的

清醒对峙。睡眠是一种朦胧的未醒状态，它不

用理性的思，而是用感性的悟去接近世间万物，

去理解人性，去融入生活。这未醒的状态能够

让崇高的想象自由地腾飞，直达天宇，扫除一切

束缚和教条，赋予人以同情，使人与万物契合，

与自然同一。而只有这样的诗才能让他去“追寻

更崇高的生活，去发现人类心灵/深处的痛苦和

撞击”。

可以说，济慈所赞颂的睡眠蕴含着诗的清醒、

心灵的清醒和想象的腾跃，他所追寻的睡眠是心

灵在更高层面上的悟，是思的未醒之醒。它成就

了济慈的诗歌美学，也成为济慈的人生美学。他

赞美睡眠，也歌咏睡眠所带来的幸福，更崇尚睡眠

中孕育的崇高与永恒。而他以25岁的青春年华

将生命定格在不朽的睡眠之中，走向了永恒，与人

类同在。

这沉静中的睡、悟与思成就了塞汶这不朽的

画作，更成就了济慈伟大的诗篇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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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来到人间李白来到人间，，就带着就带着““仙仙””气气，，““惊姜之夕惊姜之夕，，长庚入梦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故生而名白，，

以太白字之以太白字之””（（李阳冰李阳冰《《草堂集序草堂集序》），》），他的母亲梦见长庚他的母亲梦见长庚（（太白金星太白金星），），他就他就

降生了降生了，，他的名和字都来自天上那颗明亮的星他的名和字都来自天上那颗明亮的星。。唐玄宗天宝元年唐玄宗天宝元年，，李白奉李白奉

诏入朝诏入朝，，在长安紫极宫遇到前辈诗人贺知章在长安紫极宫遇到前辈诗人贺知章，，贺知章读了贺知章读了《《蜀道难蜀道难》，》，激赏激赏

其风姿才情其风姿才情，，送他一个送他一个““谪仙人谪仙人””的雅号的雅号，，用民间的话来说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就是““文曲星文曲星

下凡下凡””。。李白崇尚仙道李白崇尚仙道，，““五岳寻仙不辞远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一生好入名山游””，，往往在诗中往往在诗中

营造营造““青冥浩荡不见底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日月照耀金银台””这样的仙境这样的仙境。。““白也诗无敌白也诗无敌，，飘飘

然思不群然思不群””（（杜甫杜甫《《春日忆李白春日忆李白》），》），李白诗风俊逸李白诗风俊逸，，诗思壮伟诗思壮伟，，诗笔纵放诗笔纵放，，诗诗

才敏捷才敏捷；；长鲸跋浪长鲸跋浪，，天马行空天马行空，，下笔千言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倚马可待；；““手下忽然片云飞手下忽然片云飞，，眼眼

前划见孤峰出前划见孤峰出””（（任华任华《《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李白》）。》）。这许多因素叠加起来这许多因素叠加起来，，使李白在后使李白在后

世赢得了世赢得了““诗仙诗仙””的美名的美名。。然而然而，，““诗仙诗仙””似乎也会拉开诗人与读者的距离似乎也会拉开诗人与读者的距离，，

胡适讲他读李白胡适讲他读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诗的感受诗的感受，，就说就说：：““这种态度与人这种态度与人

间生活相距太远了间生活相距太远了。。所以我们读他的诗所以我们读他的诗，，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中遨游自总觉得他好像在天空中遨游自

得得，，与我们不发生交涉与我们不发生交涉。。””并且把李白与杜甫相比较并且把李白与杜甫相比较，，说说““杜甫是我们的诗杜甫是我们的诗

人人，，而李白则终是而李白则终是‘‘天上谪仙人天上谪仙人’’而已而已””（《（《白话文学史白话文学史》）。》）。

其实其实，，李白与杜甫的区别只在于王国维李白与杜甫的区别只在于王国维《《人间词话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中所说的““主观主观

之诗人之诗人””与与““客观之诗人客观之诗人””，，李白属前者李白属前者，，杜甫属后者杜甫属后者。。李白的诗篇大多是李白的诗篇大多是

以以““我我””为主体的个人抒情之作为主体的个人抒情之作，，而不同于杜甫诗之多写社会现实而不同于杜甫诗之多写社会现实。。然而然而，，

李白的个人抒情却与古今千万普通人心思相通李白的个人抒情却与古今千万普通人心思相通，，换句话说换句话说，，他是我们的他是我们的

抒情代言人抒情代言人。。

““床前明月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低头思故乡。。””这首这首2020字的字的

《《静夜思静夜思》，》，至今仍是年轻妈妈教给牙牙学语的孩子首选的至今仍是年轻妈妈教给牙牙学语的孩子首选的““语言文学教语言文学教

材材””，，是民族的是民族的““文化乳汁文化乳汁””。。诗抒写诗抒写““乡愁乡愁””，，孩子虽然不懂孩子虽然不懂““乡愁乡愁””，，但这但这

““文化乳汁文化乳汁””却灌注进了他幼小的心灵却灌注进了他幼小的心灵，，使他记忆终生使他记忆终生，，享用终生享用终生。。““李白李白

乘舟将欲行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不及汪伦送我情。。””《《赠赠

汪伦汪伦》》抒写友情抒写友情，，把友情写得如此真率把友情写得如此真率，，如此浅白而又如此深邃如此浅白而又如此深邃，，古诗中古诗中

实无第二例实无第二例。。桃花潭如今成了著名景区桃花潭如今成了著名景区，，南北游客慕名而来南北游客慕名而来，，为了观赏美为了观赏美

景景，，更为了现场体味这动人的友情更为了现场体味这动人的友情。。““妾发初覆额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郎骑竹马

来来，，绕床弄青梅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两小无嫌猜””，，出自李白出自李白《《长干行长干行》》的诗句的诗句，，

为汉语增添了两个爱情专用语词为汉语增添了两个爱情专用语词：：青梅竹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小无猜。。表现纯真爱情表现纯真爱情，，

没有比这两个词更美好的了没有比这两个词更美好的了。。

李白与许氏夫人育有两个孩子李白与许氏夫人育有两个孩子，，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女儿平阳和儿子伯禽。。许氏去世后许氏去世后，，

李白寄家东鲁李白寄家东鲁。。他到南方漫游他到南方漫游，，三年未归三年未归。。春天春天，，离家在外的李白思念一离家在外的李白思念一

双儿女双儿女，《，《寄东鲁二稚子寄东鲁二稚子》》诗写道诗写道：：““楼东一株桃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枝叶拂青烟。。此树我所此树我所

种种，，别来向三年别来向三年。。桃今与楼齐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我行尚未旋。。娇女字平阳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倚桃边。。折折

花不见我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泪下如流泉。。小儿名伯禽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与姊亦齐肩。。双行桃树下双行桃树下，，抚抚

背复谁怜背复谁怜？？””李长之感慨道李长之感慨道：：““漂泊的李白漂泊的李白，，没有家的李白没有家的李白，，狂歌度狂歌度

日的李白日的李白，，他却是有着一颗多么与通常人逼近的他却是有着一颗多么与通常人逼近的，，相通的心相通的心！！””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

以上讲李白诗中的乡情以上讲李白诗中的乡情、、友情友情、、爱情爱情、、亲情亲情，，都是浸透于世俗都是浸透于世俗

生活的生活的““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盖出于人性盖出于人性，，是人性的天然需求是人性的天然需求。。

然而然而，，这些尚不是人性的核心这些尚不是人性的核心。。人性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欲望人性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欲望。。人是人是

社会之人社会之人，，出于人性的本能追求出于人性的本能追求，，人皆具有发展欲望人皆具有发展欲望，，即要成就一即要成就一

番事业而不能虚度此生番事业而不能虚度此生，，要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要在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实现自己

的人生价值的人生价值，，使自己人生出彩使自己人生出彩。。李白生活在皇权时代李白生活在皇权时代，，时代决定了时代决定了

包括他在内的士人包括他在内的士人（（读书人读书人））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的发展道路只有一条，，就是步入仕就是步入仕

途途，，建功立业建功立业，，实现儒家所崇尚的实现儒家所崇尚的““达则兼善天下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价值的人生价值。。唐唐

朝实行科举制度朝实行科举制度，，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可谋得官职可谋得官职，，实现其发展实现其发展。。然而然而，，李李

白不同于一般士人白不同于一般士人，，他把人生发展的目标设定得极其宏伟他把人生发展的目标设定得极其宏伟：：““奋其智能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愿为辅弼””，，他要做位极人臣的宰相他要做位极人臣的宰相。。不仅如此不仅如此，，李白还把实现宏伟目标李白还把实现宏伟目标

的路径设想得十分浪漫的路径设想得十分浪漫：：““一朝君王垂拂拭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忽蒙白日

回景光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直上青云生羽翼””，，一鸣惊人一鸣惊人，，一飞冲天一飞冲天。。他把其人生志向比拟为他把其人生志向比拟为

““大鹏之志大鹏之志””：：““大鹏一日同风起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扶摇直上九万里！！””在常人看来在常人看来，，这实在这实在

太脱离实际太脱离实际。。但李白却自信而且执著但李白却自信而且执著，，终生为之奋斗不息终生为之奋斗不息。。““欲渡黄河冰欲渡黄河冰

塞川塞川，，将登太行雪暗天将登太行雪暗天””，，他遭遇过艰难挫折他遭遇过艰难挫折；；““君不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朝如青丝暮成雪””，，他慨叹时他慨叹时

光如逝水而功业难成就光如逝水而功业难成就；；““抽刀断水水更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举杯消愁愁更愁””，，他为胸中他为胸中

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了无尽的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了无尽的““愁愁””，，他把自己的他把自己的““愁愁””称为称为““万古愁万古愁””。。但但

他始终对人生前景满怀着希望他始终对人生前景满怀着希望，，坚信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我才必有用””，，期待着期待着““长风破长风破

浪会有时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直挂云帆济沧海””。。他曾有过幸运他曾有过幸运，，4242岁时被玄宗征召岁时被玄宗征召，，进入翰进入翰

林院林院，，做了翰林待诏做了翰林待诏，，一时备极荣宠一时备极荣宠，，风光无限风光无限。。然而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半仅仅过了一年半，，

李白就失望了李白就失望了，，因为他的身份只是因为他的身份只是““皇帝侍文皇帝侍文””，，只能以诗歌才能为皇帝只能以诗歌才能为皇帝

的享乐生活服务的享乐生活服务，，而不可能实现而不可能实现““济苍生济苍生，，安社稷安社稷””的功业抱负的功业抱负。。于是于是，，他他

““上疏请还上疏请还””，，主动离开了朝廷主动离开了朝廷。。他更遭遇过不幸与灾难他更遭遇过不幸与灾难，，““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中中，，

他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受永王征召入幕他怀着一腔报国热情受永王征召入幕，，不料却陷入皇室内斗的漩涡不料却陷入皇室内斗的漩涡，，以以

““附逆附逆””罪被判长流夜郎罪被判长流夜郎。。侥幸遇赦后侥幸遇赦后，，晚年流落江南晚年流落江南，，贫病交加贫病交加，，赍志而赍志而

殁殁。。““大鹏飞兮振八裔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中天摧兮力不济””，，李白的人生理想最终没有实李白的人生理想最终没有实

现现，，他的人生结局是悲剧的他的人生结局是悲剧的，，但他的精神以及承载其精神的诗歌却传之但他的精神以及承载其精神的诗歌却传之

不朽不朽。。

还是李长之说得好还是李长之说得好：：““他有悲他有悲，，我们也有悲我们也有悲，，他有喜他有喜，，我们也有喜我们也有喜，，并并

且他所悲的且他所悲的，，所喜的所喜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也就正是我们所悲的，，所喜的所喜的””，，““然而有一个不同然而有一个不同，，

这就是他比我们喜这就是他比我们喜、、喜的利害喜的利害，，悲悲、、悲的利害悲的利害，，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在他那

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里得到一种扩展和解放了””，，““就质论就质论，，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他其实是和一般人的要求无殊的，，

就量论就量论，，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一般人却不如他要求得那样强大””。。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人人

生发展道路生发展道路、、发展空间较之李白的时代广阔得多发展空间较之李白的时代广阔得多。。每个人都有事业发展每个人都有事业发展

的欲望的欲望，，都会设定自己的发展目标都会设定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都会有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都会有““悲悲””或或

““喜喜””的感情体验的感情体验，，这些都出自我们的人性这些都出自我们的人性。。李白对李白对““发展发展””这一人性主题这一人性主题

的浪漫诗性表达的浪漫诗性表达，，能激起我们的强烈共鸣能激起我们的强烈共鸣。。从这个意义上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李白是张扬李白是张扬

人性的一面旗帜人性的一面旗帜。。

社会生活的进步无止境社会生活的进步无止境，，人的发展也无止境人的发展也无止境。。李白诗歌能为人们追李白诗歌能为人们追

求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求发展提供巨大的精神力量。。李白并没有远去李白并没有远去，，他不仅属于今天他不仅属于今天，，而且属而且属

于未来于未来！！

“诗仙”其实离我们很近
□薛天纬

中国诗歌发展到盛唐，声律、风骨俱备，正

式踏入黄金时代。作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

一，李白长期游离于政治中心长安，直到天宝元

年（742年），时年42岁的李白奉召进京，出任

翰林待诏。所谓待诏，其实就是唐玄宗的文学

侍从，属于闲职。这与李白“愿为辅弼，使寰区

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

远大志向有着不小的差距。临行前，李白写下

《南陵别儿童入京》，高歌“仰天大笑出门去，我

辈岂是蓬蒿人！”一吐胸中的郁积。多年的奔走

干谒终于敲开了朝堂的大门，李白也顺理成章

地成为诗坛的新宠，“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

离明主心。”（任华《杂言寄李白》）两年多的长安

岁月，李白留下了众多的奇闻轶事，如金龟换

酒、饮中八仙、力士脱靴、醉草吓蛮书等等。这

些为他赢得了“谪仙人”的称号，其洒脱不群、才

华横溢的形象也深入人心，成为后世对诗人李

白的主要认知。

在诗文中，李白塑造了一个丰富多彩而又

独一无二的自我形象。首先，他是一个侠客，

“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与韩荆州书》），他

时常称颂自己的豪侠之举，“结发未识事，所交

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在《上安州裴

长史书》中，李白回忆起在扬州接济落魄公子，

散金30万的壮举，自豪之情跃然纸上。在李

白诗作中，有许多刀、剑、酒等与侠客相关联的

词语，而最能体现其侠客情结的，当属《侠客

行》。其次，他是一个高士。李白曾在终南山、

嵩山、庐山等地隐居。隐士的身份，为其被玄

宗征召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赋予了其诗

作清丽的色彩。“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

琴来。”（《山中与幽人对酌》）这是醉后隐士的

真率；“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山中问答》）这又是隐逸的妙趣。最后，他是

一个道教徒，同时也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圣贤。

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

了长安。所谓“赐金放还”，往往用在佛道人士

身上，而李白也在“诏令归山”的当年在齐州授

道箓，成为一名正式的道士。道教信仰，一方

面丰富了李白诗歌创作的题材，如其诗集中诸

多写服食炼丹的诗，以及与道教人士的唱和；

另一方面也极大地丰富了李白诗歌的想象空

间，如其诗中想落天外的夸张。作为一个道教

徒，李白并不曾在道教教理教义上有任何阐

发，而作为一位士人的他，则继承和发扬了正

统诗学主张。在《古风·其一》中，李白旗帜鲜

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诗学观念，称“大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又说“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

麟。”在诗学上主张复古，并将孔子“文质彬彬”

的文学主张作为信条。陈贻焮先生认为；他最

主要的理想，是为帝王辅佐，使寰区大定，海县

清一，然后才遂其隐逸出尘、成为高士甚至神

仙的浪漫理想。（《唐诗论丛》）

在诗文中，李白塑造着一个境界开阔的盛

唐时代。李白好游历名

山大川，少年时代，李白

即遍访蜀中戴天山、大

匡山、峨眉山等。24岁

时，李白“仗剑去国，辞

亲远游”（《上安州裴长

史书》），他说自己“五岳

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

名山游。”（《庐山谣寄卢

侍御虚舟》）庐山的瀑

布、天姥山的云涛，还有

敬亭山的独坐，金陵酒

肆的送别和黄鹤楼下的

“孤帆远影”等等，经过

李白的“俊赏”，这些景致经历了诗意的改造，

具备了别样的文化品格。李白天性豪爽，交游

广泛，盛唐人物也在他的诗中得到了永生。其

中，既有大诗人，如杜甫、高适、王昌龄、孟浩

然。“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

杜甫》）表达了对杜甫的真挚情感；“我寄愁心

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闻王昌龄左迁龙

标遥有此寄》）寄托着对友人的关切。同时，还

有一些普通人或方外之人，有名有姓者如汪伦

（《赠汪伦》），有姓无名者如五松山下的荀媪

（《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方外之士如戴天山道

士（《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蜀僧濬（《听蜀僧濬

弹琴》）。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从李白的诗

中走来，或淳朴，或真诚，仙风道骨、琴艺高超，

带来那个时代的风物人情。李白的诗虽不及

杜甫“诗史”的美誉，但对时事与民生也多有关

注。写战争的，有“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

二寒夜独酌有怀》）的哥舒翰，有“千去不一回，

投躯岂全生”（《古风》其三十四）的南诏之役；

反映民间疾苦的，如反映纤夫劳苦的《丁都护

歌》，以及被郭沫若称为“歌颂冶矿工人为宜的

一首”《秋浦歌》其十四。至于中国古典诗歌中

的游子和思妇这两大叙事母题，在李白诗中也

随处可见，如《静夜思》《春思》《子夜吴歌》等。

林庚先生说“李白是歌唱了盛唐时代的”（《唐

诗综论》），在李白的诗中，我们既能真实地看

到那时的人和那时的物和那时的事，我们同样

也能感受浑厚与雄壮的盛唐气象。

在同时期的诗人中，与清淡的王维、沉郁

的杜甫相比，个性张扬的李白更能体现盛唐的

时代特征。首先，盛唐是一个自信的时代。李

白的自信，是平交王侯、指斥人生的豁达。这

种自信，即便是请求别人的帮助，也要夸耀自

己“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日试万言，倚

马可待。”（《与韩朝宗书》）这种自信，是面对世

人的不理解时，还坚信“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

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

水。”（《上李邕》）其次，盛唐是气势磅礴的时

代。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形式还是语言，都体

现出不拘一格的气势。奇崛者，如《蜀道难》；

境界全开者，如《渡荆门送别》中的“山随平野

尽，江入大荒流”；而千古名篇《将进酒》《关山

月》则在时间和空间上任意穿梭。再次，盛唐

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时代。李白诗歌的最高成

就在歌行体，他常以此类诗歌抒写世路艰险与

怀才不遇，如《行路难》《将进酒》《梁甫吟》等。

作为乐府旧体，《行路难》往往用以书写政治上

郁郁不得志的苦闷，如鲍照的《行路难》二首。

李白诗中，虽然也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踌躇

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苦闷，然而在诗

歌的结尾处，李白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为自己、为这个时代寻找到了一条成

功之路。

说不尽的“诗仙”李白，折射出的是道不完

的盛唐气象。文学创作，只有与时代主题紧密

结合在一起，其作品才能称得上是经典。在盛

唐文化的浸润下，盛唐诗人既写边关塞漠，也写

山水田园，从庙堂到

江湖，全方位地展现

着时代的风采。作

为盛唐诗的杰出代

表，李白自觉承担起

鼓手的角色，书写和

建构了他眼中的盛

唐，为后人留下了美

好的记忆。

志
在
删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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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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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历代圣贤像册·李白像》，南薰殿旧藏，
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馆

李白出生于长安元年李白出生于长安元年（（701701
年年），），今年正逢诗人诞辰今年正逢诗人诞辰 13201320 周周
年年。。在盛唐诗坛在盛唐诗坛，，李白以其浪漫的李白以其浪漫的
情怀情怀、、飘逸的笔调飘逸的笔调，，抒写着人生理抒写着人生理
想想，，塑造塑造着独特人格着独特人格，，为后世留下为后世留下
浓墨重彩的盛唐气象浓墨重彩的盛唐气象。。中国李白中国李白

研究会前会长研究会前会长、、中国人民大中国人民大
学特聘教授薛天纬和扬州学特聘教授薛天纬和扬州

大学青年教师大学青年教师张华张华，，在在
当下语境中重新解读李当下语境中重新解读李

白的诗作白的诗作，，展现诗展现诗
人丰富的精神气质人丰富的精神气质
和文学情怀和文学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