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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诗中见
“
真李白

”

邓 元 煊

唐代诗坛的一颗巨星——李白 ,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其生前交游颇

广 ,身后影响极深 ,因此留下了数以干计的题咏李白的诗篇。其中。对研究李白的生平思想、诗歌

风格、创作源流和写作艺术 ,以 及如何评价李白,具有真知灼见的篇章不少 ,很有参考价值。尤其

是在李白生前 ,与他有过交往的诗人的题咏诗 ,表达了真挚的友情 ,反映了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对

李白及其诗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 ,再现了李白的真面貌 ,很值得一读。现在能见到的 ,有王昌

龄、高适、任华、魏万、崔成甫、杜甫、刘长卿、贾至、张继等十人的诗 ,共二十七首。数量虽不多 ,但

决非后世-般应酬之作可比。杜甫诗云 :“世人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
”

(《 不见》)这些诗的作者都是

李 白的新老朋友 ,自 不在鄙俗的
“
世人

”
之列了。看来李白在当时也不乏

“
知音

”
,怜其才者也还不

只杜甫一人 ,只 是李杜的友情显得更为突出罢了。

这些友人与李白差不多有着同样的际遇和共同的思想基础 ,因而感情特别深厚。有的曳奔 白

过从甚密 ,有的出于对李白的钦慕 ,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

王昌龄第一次遭贬 ,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年 )被谪岭南。次年二月,玄宗加尊号为
“
开元圣

文神武皇帝
”
,左降官量移近处。王昌龄自岭南贬所遇赦北归 ,是年秋至巴陵。李白当年春至初夏

在安宜 ,夏时漫游于吴地 ,秋间舟行到巴陵,适遇王昌龄。旋分手 ,王写诗送别 :

摇樾巴陵洲渚分,清江传语便风闻。山长不见秋城色,日 暮蒹葭空水云。

惜别依依。李白此次是否写诗酬答 ,已 不得而知了。在王昌龄第二次遭贬 ,远谪龙标时 ,他满怀激

情地写下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充满着同情和关切 :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两首诗对照着读 ,更能看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和深厚感情。

崔成甫于天宝五载被贬江南 ,李 白被
“
赐金放还

”
后曾游金陵 ,两人相遇甚欢。崔成甫写了《贝曾

李十二白》:

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天外常求太白老,金 陵捉得酒仙人。

皆为
“
放逐臣

”
,相 同的际遇 ,是他们结识和发展友情的基础。

“
天外常求

”
,见 其思念之切 ;“捉得酒

仙人
”
,见其偶遇故友的愉悦。一个

“
求

”
字 ,一个

“
捉

”
字 ,既 活脱地反映出崔成甫潇洒豪放的个性 ,

又细腻地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深厚感情。

刘长卿乾元元年 (758年 )出 任长州尉摄海盐令时 ,因
“
刚正犯上

”
,第一次陷狱 ,同年被贬南

巴(今广东茂名 )尉 。将赴南巴时 ,曾 暂移江西洪州待命 ,至 余干 ,遇李白,因 以《将赴南巴至余干别

李十二 ll+目 赠。诗云 :

江上花催问礼人,鄱 阳莺报越乡春。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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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贬夜郎 ,一贬南巴,同是
“
逐臣

”
,抒写

“
同是天涯沦落人

”
的感慨 ,自 然格外真切。

贾至乾元元年 (758年 )春 ,坐房涫事 ,出 为汝州刺史。次年 ,以 弃汝州出奔 ,再贬岳州司马。乾

元二年三月 ,李 白于流放途中遇赦。自夏适秋 ,在江夏岳阳留连甚久。适值李晔、贾至等均遭贬南

来 ,同游洞庭 ,赋诗唱酬。李白有《巴陵赠贾舍人》,贾至写了《初至巴陵与李十二裴九同泛洞庭三

首》和《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贾至前三首写驾舟同游巴陵胜景洞庭湖的情景 ,寄情山水 ,包含着

淡淡的哀愁。后一首送别诗 ,则直抒情怀 :

今日相逢落日前,洞庭秋水远连天。共说金华旧游处,回 看北斗欲潸然。

他们内心的哀怨 ,对权奸的愤恨 ,对朝廷的隐忧 ,都涵咏其中了。

任华于天宝三年 (7娅 年 )闻李白在长安 ,特前往拜见 ,及至 ,白 已离京 ,未得晤 ,引 为终身憾

事。他在《杂言寄李白》中真切表达了对李白的钦慕之情 :

而我有时白日忽欲睡,睡觉忽然起攘臂。任生知有君,君还知有任生未?中 间闻道在长安,及余戾止,君

已江东访元丹,邂逅不待见君面。每常把酒,向东望良久。

其情意之深 ,可 以想见。最末几句 ,尤深切地表达了他对李白的思念和向往 :

伊余每欲乘舟远相寻,江湖拥隔劳寸心。今朝忽遇东飞翼,寄此一章表胸臆。倘能报我一片言,但访任

华有人识。

魏万于天宝十三载 (754年 )春在广陵见李白,同 舟入秦淮 ,游金陵。他倾心李白,李 白也很器

重他 ,谓
“
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 ,无忘老夫与明月奴

”
,并尽出其诗文 ,请他编次成集。魏万在《金陵

酬李翰林谪仙子》一诗中 ,以 李白为长辈和知已 ,表示了很深的敬意。开头说
“
长卿慕蔺久 ,子猷意

已深
”
,中 间说

“
宣父敬项橐 ,林宗重黄生。一长复一少 ,相看如弟兄

”
,末尾说

“
应为歧路多 ,不知岁

寒在。君游早晚还 ,勿 久风尘间。此别未远别 ,秋期到仙山
”
。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

崔宗之与李白同为
“
饮中八仙

”
中人 ,交情甚厚。李白有《酬崔五郎中》、《酬崔郎中宗之》等诗 ,

崔辞世后还写了《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 ,遗吾孔子琴 ,抚之潸然感旧》。崔宗之的诗现仅存《贝曾李十

二白》一首 ,深切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先写对李白的思念 ,因 未得见而耿耿于怀 :

凉风八九月,白 露满空庭。耿耿意不畅,捎捎风叶声。思见雄俊士,共话今古情。

继写与李白相见后的情景 :“把袂苦不早
”
,恨相见太迟 ;“清论既抵掌 ,玄谈又绝倒

”
,时而击掌言

欢 ,时而大笑不能 自持 ,亲 密无间 ;最 后表明自已的心意 ,邀李白同游 ,“ 子若同斯游 ,千 载不相

忘
”
,真是情同手足了。

张继与李白同时稍后。他早年到过兖州、河间一带 ,后相继在洛阳、长安逗留过较长时间。卓

尔不群 ,不屈 己干人 ,其思想也有与李白相近之处。其《饮李十二宅》写他到李白家作客 ,相对畅

饮 ,并长谈至深夜的情景 :

重门敞春夕,灯烛霭余辉。醉我百尊酒,留 连夜未归。

从诗中可以看出李白豪爽的性格和对朋友的满腔热忱。

在中国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的李杜友谊 ,尤为珍贵。天宝三载 (7姒 年 )初夏 ,李 白与杜甫在

洛阳认识 ,随后一同游梁宋。第二年又同游齐鲁。当年初秋 ,在兖州相别 ,李 自赴江东 ,杜甫去长

安。此后二人再没有见面 ,但他们之间的友情却丝毫没有减弱 ,反而与 日俱增。李白先后写了《各

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秋 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沙丘城下寄杜甫》、《戏赠杜甫》等

诗。现存杜甫诗中 ,专门寄赠或怀念李白的就有十首之多 ,提及李白的还有五首 ,一再表达了对李

白冗弟般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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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客居东都洛阳两年多 ,看透了世情的险恶和儇薄。前途渺茫、生活困顿之际 ,恰逢在长安

名噪一时、赐金放还的李白。二人巧逢 ,志趣相投 ,随即订交赠诗。现存第一首《赠李白》,就津津

乐道他们的
“
梁宋游

”
。同游山东时所写《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是现存唯-的一首记录二人

同游的诗。诗中更深情地写道 :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          :
两入惜别后 ,天宝四载冬 ,杜甫在长安写了《冬 日有怀李白》。诗中写道 :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

孤独地坐在冰冷的书斋里 ,越发感到李白的真诚友谊的可贵。天宝五载春 ,又 写了《春 日怀李白》。

诗末四句通过对极深极浓的离情的描写 ,进一步引出热切的希望 :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慕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天宝六载前后写了《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又 一次带去关怀与问候。诗末写道 :

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

李 白因李磷事被流放夜郎 ,杜甫更经常忧思 ,多 次成梦。乾元二年 (759年 )秋 ,写 了《梦李 白二

首》,全是至诚至真文字。其一写道 :

故人入我梦,明 我长相忆。

其二写道 :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上元二年 (761年 ),杜甫时在成都 ,和 李白已有十多年未见面了。加之
“
近无李白消息

”
,于 是写了

《不见》,由 深沉的怀念发而为真切的呼唤 :

匡山读书处,头 白好归来。

上元二年末 ,李 白到当涂 (有安徽当涂 )养病◇宝应元年 (762年 ),杜 甫大约获知了李白近几年的

情况 ,写了排律体《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回 顾了他和李白相识交往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亲如兄弟的

深厚友谊 ,并为他晚年不幸的遭遇辩诬申枉。卢世准认为这是
“
天壤间维持公道 ,保护元气文字

”

(《 杜诗详注》弓D。 诗中写道 :

苏武元还汉,黄公岂事秦?楚筵辞醴日,溧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意陈?

在李白最困难的时候 ,为 李白鸣冤叫屈 ,对李白无疑是最大的安慰和支持。大历元年 (766年 ),杜

甫在夔州 ,所写《昔游》和《遣怀》二诗中还念念不忘
“
昔与高李辈 ,晚登单父台

”
,并

“
忆与高李辈 ,

论交入酒垆
”
,表现了感情的始终不渝 ,确 乎难能可贵。

这些同时代人的诗 ,不仅反映了李白的交游情况和他在当时的际遇 ,而且具体反映了他的行

踪和思想的变化发展 ,对研究李白的生平思想和精神品质 ,也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魏万在《金陵酬李翰森谪仙子》中 ,记叙了他寻访、结识、追随李白的经过。一些学者根据诗中

提供的线索和李白《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的序 ,作了如下考订 :詹镞云 :“天宝十二载秋 ,万曾

访白于梁园 ,未遇 ,又 访之于东鲁 ,仅见伯禽 ,始拂衣向江东也。
”

(《 李白诗文系年》)安旗云 :“慕白之

名 ,远道来访。天宝十二载秋 ,离王屋 ,经嵩山、梁园 ,之 东鲁 ,又 往江东 ,辗转历吴地 ,入越中 ,复到

姑苏。十三载五月抵广陵 ,与 李白相会 ,乃 同游
”
金陵 ,“别时 ,互赠诗

”
,白

“
并尽出其诗文 ,嘱魏万

编集”(《 李白年谱》)。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更叙述了李 日一生的事迹 ,如 王嗣爽所云 :“此诗

分明为李白作传 ,其生平履历各矣。
”
先追述李白于开元十八年 (730年 )和天宝元年 (742年 )两入

长安的情况 ,对李白的前半生作了高度的概括 ;次叙李白于天宝三年 (7狃 年 )春赐金放还后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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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漫游 ,蹭蹬落魄的情景 ;末写李白长流夜郎的经历和心境。条贯清晰 ,履历分明。

李白自小深受各方面思想的熏陶 ,在人生道路上又多曲折坎坷 ,因而思想上充满着矛盾 ,呈

现出复杂J眭 。正如龚 自珍所说 :“庄、屈实二 ,不可以并 ,并之以为心 ,自 白始 ;儒 、仙、侠实三 ,不可

以合 ,合之以为气 ,又 自白始也。
”

(《最录李白集》)这一观点实际上早就反映在任华、崔宗之、杜甫等

人的诗中了。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 ,认为他
“
志不可测

”
:

绿水青山知有君,白 云明月偏相识。养高兼养闲,可望不可攀。庄周万物外,范蠡五湖间。又闻访道沧
海上,丁令、王乔时往还。蓬莱径是曾到来,方丈岂惟方一丈。

崔宗之《贝曾李十二白》更较全面地概括了他的思想。诗中写道 :

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担亵无俗物,访古千里余。袖有匕首剑,怀 中茂陵书。

他有着
“
奋其智能 ,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 ,海县清一

”
(《 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 抱负 ,因而念念

不忘
“
楚汉事

”
、
“
王霸道

”
。同时 ,他又深受道家和纵横家思想的影响 ,出 门时不仅

“
仙药满囊 ,道书

盈箧 ,异 乎庄舄之辞越 ,仲 尼之去鲁矣
”(独孤及《送李白之曹南序》),而且

“
袖有 匕首剑 ,怀 中茂陵

书
”
。

杜甫的诗尤真切地反映了李白思想的变化发展。他们幸会同游的时候 ,正是他们遭遇坎坷 ,

思想深处都充满着矛盾的时候。杜甫十年前举进士不第 ,李 白一年前被赐金放还 ,相同的际遇使

他们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杜甫前几首诗都高度凝炼地表现了他们怀才不遇、落拓不羁的狂放性

格 ,深刻反映了他们思想上入世和出世的矛盾。在第一首《贝曾李白》中写道 :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粱宋游,方期拾瑶草。

此时 ,李 白道家思想突出 ,有出世之举 ,因 而说他
“
脱身事幽讨

”
。《与李 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记录

他们北郭之游的情景 ,思想上的矛盾反映得更为突出◇诗中写道 :

向来吟《桔颂》,谁欲讨莼羹。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

这是说他们以前并无出世之想 ,而是立志效法屈原 ,忠君爱国 ,匡世济民。可现在
“
更想幽期处

”
,

表现出对隐逸生活的艳羡 ,正 是由于他们的理想和现实产生矛盾的结果。
“
不愿论簪笏 ,悠悠沧海

情
”
,正说明他们在仕途失意 ,深感壮志难酬的时候 ,∵ 出世

”
的思想便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了。《寄

李十二白二十韵》既为李白作传 ,也反映了李白一生思想的变化。先写他一游长安 ,名 动京华 ;二

游长安 ,风 流月傥 ,志得意满。然后写他被赐金放还后的
“
未负幽栖志

”
和

“
才高心不展

”
,狂放不

羁。最后写
“
三危放逐臣

”
,历叙李白晚年悲惨的遭遇和凄楚的心境。

李白的思想有其复杂的一面 ,但儒、仙、侠三者
“
合之以为气

”
,又 有机地钟于李白一身。

“
安社

稷
”
、
“
济苍生

”
的政治抱负,愤世嫉俗的思想和反抗强暴的行为 ,结 合而成李白精神品质的主导

面。魏万称他作
“
翰林伯

”
,把 他比作蔺相如和宣父 ,崔 宗之说他是

“
雄俊士

”
,杜 甫誉之为

“
金闺

彦
”
,都是指这种精神品质而言。至于嗜酒狂放。不过是他的精神品质的一种特殊表象。杜甫《饮

中八仙》写道 :

幸白一:∶ iσ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 称臣是洒中仙。

洋雕般地突出了李白的嗜好和诗才。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桀骜不驯、豪放纵逸、傲视封建王侯的李

白形象。无论得志还是失意,他始终保持着这一本色。高适在《宋中别周梁李三子》中称赞道 :

李侯怀情英 ,肮脏乃天资。

任华在《杂言寄李 白》中 ,说 他
“
胸中矛戟何森森

”
,并称叹不 已 :

平生傲岸 ,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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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可贵的是 ,他虽然一生坎坷 ,但并没有没落 ,中途停止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高适在《宋中别

周梁李白三子》中还写道 :

俱为千里游,勿念两乡辞,且见壮心在,莫嗟携手迟。

虽被赐金放还,但并未完全消沉下去。作为一代英豪的李白,“天资
”
未泯 ,“壮心”

犹在。到了乾元

二年秋,贾至在《洞庭送李十二赴零陵》中还写道 :

共说金华旧游处,回 看北斗欲潸然。

烈士暮年 ,仍为国事而忧心如焚 ,其志可嘉。

这些同时代的诗 ,对李白诗歌的创作源流、风格和写作艺术 ,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对我

们的李白研究很有启迪作用。

任华是最早对李杜作出仝面评价的诗人之一。他既赞李白
“
手下忽然片云飞 ,眼前划见孤峰

出
”
,又言杜甫

“
沧海无风似鼓荡 ,华岳平地欲奔驰

”
,无所轩轾。在李杜诗名未显之时 ,任华可谓知

音了。其《杂言寄李白》,高度评价了李白文章。诗云 :

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 人心神,惊 人魂魄,我闻当今有李白。《大鹏赋》,《 鸿猷》文,嗤长卿、笑子

云。班、张所作琐细不入耳,未知卿、云得在嗤笑限否?登庐山,观瀑布,“ 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
,余爱此

两句。登天台,望渤海,“ 云垂大鹏飞,山 压巨鳌背
”
,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摆超腾,既俊且

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飞,眼前划见孤峰出。

他用
“
片云飞

”
、
“
孤峰出

”
比喻李白敏捷的诗思和飘逸的诗境 ;举

“
大鹏赋 ,鸿猷文

”
为例 ,说 明其成

就在汉朝四大赋家 (长 卿、子云、班固、张衡 )之上 ;举《望庐山瀑布》和《天台晓望》为例 ,盛赞其诗

歌创作的豆大成就。他还准确地概括了李白文章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特色。所谓
“
有奔逸气 ,耸高

格
”
,即 言其文章飘逸豪放的风格 ,如 《唐诗纪事》引张碧所云 :“太白辞 ,天与俱高 ,青且无际 ,鲲触

巨海 ,澜 涛怒翻。
”“

多不拘常律 ,振摆超腾 ,既 俊且逸
”
十三字 ,则高度概括了李 白文章的创作特

色 :惊人的想象力 ,大胆的夸张 ,跳跃腾挪的结构 ,清新俊逸的语言。
“
清人心神 ,惊人魂魄

”
,即 皮

日休所谓
“
读之则神驰八极 ,测之则心怀四溟

”
,言其文章巨大的艺术魅力。

魏万说他身怀
“
碧海珠

”
,崔宗之说他

“
词赋凌子虚

”
,对他的文学才能都备加称道。

杜甫深受李白影响 ,对李白诗的研究尤为深刻。他深知李白非凡的诗才 ,并为之而倾倒。在

诗中多次写道 :“ 白也诗无敌 ,飘然思不群k春 日忆李白》);“ 李白一斗诗百篇
”

(《 饮中八仙歌》);“世人

皆欲杀 ,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 ,飘零酒一杯
”
《不见》);“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

”
(《 寄李十二白二

十韵、);〃 两公壮藻思 ,得我色敷腴。
”

(《 遣怀》)。 从这些赞语中 ,可以深刻体会到李白诗歌的独特风

格、艺术魅力和巨大成就。尤独具慧眼的是 ,杜甫通过对李白与六朝一些主要诗人的比较 ,揭示了

李 白对前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他写道 :“李侯有佳句 ,往往似阴铿
”

(《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
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

”
(《 春日忆李白》);“ 近来海内为长句 ,汝 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

工 ,才兼鲍照愁绝倒
”

(《 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 这些见解既准确又全面 ,没有随意性和片面性 ,很

值得重视。

综上所述 ,与李白同时代的诗人有关题咏李白的诗 ,虽 然现存数量不多 ,但确为我们比较全

面地展现了一个
“
真李白

”
,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具体深入地认识了李白。这些诗所提出的一系列

见解 ,加深了我们对李白及其诗歌的认识。这些见解对后代的诗论影响很大 ,其 中不少观点一直

被历代的评论者所引用。在后代众多的咏李诗和对李白的评述中 ,能超越这些诗人 ,并有所突破

的 ,并不多见。从这一意义上讲 ,时人诗中的
“
真李白

”
,更使人感到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