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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画太白醉酒图，大写意，简笔，用
南宋梁楷法，寥寥数笔，写诗仙风神。

李白人称诗仙，也是一位酒神。李白喜
欢喝酒，他的诗有超凡脱俗不食人间烟火的
气息，就来自于酒的神力。他的很多诗都是
写喝酒的，特别飘逸，带一股酒香。

《月下独酌》：“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
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我醉
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自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
《山中与幽人对酌》：“我醉欲眠卿且去，

明朝有意抱琴来。”
《留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

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
乡。”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万
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
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
上青天览明月。”

最有名的是《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
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
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
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
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
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
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
尔同销万古愁。”

写得多有豪情霸气呀！气势一泻千
里。这是中国历史上最豪放的一首诗，比黄
河之水的气势还磅礴，就是李白喝酒写的。

我们不知道当时他喝的是西凤还是太
白，还是二锅头。喝到这种状态，已经天人
合一，达到自由王国的境界。可以奔流到海
不复还，也可以千金散尽还复来，由他说了
算。可以天生我材必有用，也可以古来圣贤
皆寂寞。又是烹羊宰牛，是不是吃牛羊肉泡
馍了，一喝就是三百杯。

但愿长醉不复醒，明天上不上班，打不打
卡无所谓，潇洒不？李白不喜欢伪装。

钱不够，奔驰宝马都拿出去换酒了，
李白要的是痛快，是率真，他找的是生命
的真意义，为的是与尔共销万古愁。李白
认识到人活着太苦了，一辈子太短了，一
定要快乐，活在当下，去掉所有虚假面
具。李白是个自我意识很强的纯爷们，不

开心装不出来。
李白喝一辈子酒，写了一辈子诗，成了

诗仙。我们院王大爷就不一样，他虽然也喝
了一辈子，可是没写一首诗，因为他不会写，
也不知道写啥，这就是差距。

究其原因，李白早年受过严格的训练和
教育，有理想，而且很大。醉翁之意不在

酒，他是个有思想的人。他想干大事，可惜
没干成，只好诗酒飘零。达则兼济天下，穷
则独善其身，于是他躲进酒里面，一样很快
乐，也很落寞。最后，他又喝大了，跳进江
里捉月亮，就挂了，死得也很飘逸，传说是
升天了。

李白的小兄弟杜甫最崇拜他，比他小十

一岁，一生都在模仿他，也包括喝酒，最终成
了诗圣。榜样的力量很重要，圈子的影响更
关键。杜甫年轻时跟李白混过一阵子，没学
会别的，就学会喝酒了。

《赠李白》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两人在一起的时候，狂得不得了，嚣

张的不得了，一天到晚醉醺醺的，跟嬉皮
士似的。

后来，他们各奔东西，再没见过面，杜甫
写了好多怀念李白的诗，也离不开酒。《饮
中八仙歌》：“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
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他还说李白：“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杜甫是幸运的，很年轻的时候遇到了偶
像，一位千年不遇的诗仙，这是他成为诗圣
的前因。

杜甫也是不幸的，跟李白学会了喝酒，
学会了散漫，不喜欢坐班，毁掉了一生的事
业，辜负了祖先对他的期望，惜哉。他在皇
帝身边都工作过，也算中央办公厅级别的官
员，本有机会飞黄腾达，可惜没有，最后一无
所有，颠沛流离。

更为相似的是，杜甫也死在船上，在湖
南，据说也是跟喝大了有关。他“艰难苦恨
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所以，交友是不是要慎重，杜甫是不是
世界观出了问题，他是不是太散漫了？我们
是不是应该引以为戒，应该勤勤恳恳保住饭
碗，究竟应该向谁学习？甚至开始怀疑人
生，我不停追问。

每次我读他们醉酒的诗歌，就告诫自己
现代生活的压力比唐朝更大，社会更复杂。
房价都涨停了，限购了，生存更加不易，已经
没有机会喝大了。

每次我画太白醉酒的时候，就感到更
加寂寞，活着很艰难，就想独善其身，就怀
疑天生我才有没有用？就想与尔同销万
古愁。

这时候方才明白，李白和他的小跟班杜
甫这种对真善美的追求，激发的无穷力量，
代表盛唐的精神、民族的气魄，是中华文明
的天花板，他将这种精神注入了我们的血
脉，激励后来人，永远都不会消失。有一天，
梦回唐朝，我拥有这份自信，也要向他们一
样洒脱地活着。

（作者供职于服务集团白河服务区）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
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
此可以酣高楼。”

弃我而去的过往不值得挽留，扰乱我心
绪的现时也有许多烦忧。此时此刻，看着长
风万里吹拂着南归的鸿雁，我们正好可以登
临这座高楼，开怀畅饮。

每当吟诵这首《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
云》，一股陡然而生的豪迈纵逸之气瞬间就
会充溢心肺，十几岁时如此，三十几岁亦复
如是。这首歌行体诗中，有一种强大的魔
力，无论你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还是历经
沧桑的中老年，只要性子中还有一分热度与
不屈，吟诵诗句，情绪上头。在五十多岁的
李白铿锵有力的诗行中，那分热度与不屈弥
漫扩散，把心情煮沸成一片滚烫的开水。水
雾缭绕中，理想飞腾，世事氤氲，那一刻，仿
佛看到华发已生的李白在谢朓楼上手指青
天，举手投足间神采依然，慷慨激昂的诗句
响彻天地，穿透历史破空而来。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您的文章刚健清新，极具建安风骨，我
的诗歌也如谢朓那样清新秀丽，情思明

净。我们都是豪情逸兴满怀，神思飞跃间，
就像要飞上天空，摘取那轮皎洁素净的明
月入怀。

谢朓楼位于安徽宣城的陵阳山上，为
南北朝诗人谢朓任宣州太守时修建，称为

“高斋”，唐时重建，因地处郡署之北，故名
北楼。李白推崇谢灵运和谢朓，对写出“余
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的谢朓尤为心仪，
他在《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中不无深情地叹
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李白二入长安，被
玄宗“赐金放还”后开启了漫游生涯。大约
于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前后，他游历
并客居宣城，与时任秘书省校书郎的散文
家李云相遇，陪之同登偶像遗迹宣州北楼，
写下了这首抒怀送别诗，以文风明心性，与
李云共勉。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李云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屡屡受挫，李
白也因谗言退出朝堂，看到唐王朝彼时烈火
烹油，金玉其外，他的心冷了。唐人善饮，今
天走进博物馆仍能看到众多酒器，在唐诗中
读到大量饮酒的篇章，约略想见那个时代的

社会风尚。李白作为饮中
八仙，一杯杯酒酣然入肚，
冷冷的心逐渐被融化，情绪
开始沸腾。面对逆境，他没
有故作淡然，一种不可抑制
的悲愤之情有如火山爆发
喷涌出来，可以感受到他心
中极为强烈的失望与落寞，
以及慷慨高歌的不羁与热
情。“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
散发弄扁舟。”不加做作的
句子穿越千年，酣畅淋漓，
令人心醉神迷。

几年前知乎网上曾有
网友发问：为何杜甫被称为

“老杜”，李白却没有被称作
“老李”，有个回答最为有
趣：“杜甫未曾年轻，李白从未老去。”读李白
诗歌，无论是什么年龄的诗作，都可以感受
到那个才华横溢世所难容的李白。在那些
大气磅礴、雄奇浪漫的诗句里，在那些行云
流水、表露无遗的情绪里，李白从历史的尘
埃里迈步而出，就好像身边某个年轻人一
样，激情四射，充满活力，生命中满是不可思

议的张力。
《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江城如画里，山

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李白多次登临宣州谢朓楼，他的姿态是

酣醉的，仅剩一双眸子，却像黑夜里的火把，
灼灼地，闪动跳跃着一团火红的亮光。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阎良管理所）

唐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的大，不仅
体现在疆土的开拓，经济的发达，还体现
在当时国民的文化素质和精神风采上。
那些站在时代巅峰的诗人，留给我们太
多叹羡不已的经典，却也制造了一些令
人“诟病”的话题。

杜甫的价值是在他去世后才被认识
的。没有安史之乱，他也许只是寻常小诗
人。点背的杜甫，大半辈子过得很苦，四处
飘泊，寄人篱下，穷愁潦倒。其实，杜甫是
一个官二代，年轻时好交游，跟着高适、李
白等好友过了一段肥马轻裘的好日子。他
好赌，自称“英雄有时亦如此”。他还有个
瞎瞎毛病，就是好酒使气。一次酒醉，竟去
捋好友兼恩人严武的胡子，言语嚣张，你大

爷还是你大爷。严武死后，他“潦倒新停浊
酒杯”，连劣酒也喝不上了。

再说李白，诗写得那个飘逸，没的说。
唐玄宗起初很看得起他，但他“天子呼来不
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在皇帝面前也敢
摆架子。他是有远大政治抱负的，却无当
官的才能，安史之乱中站错队，说明他政治
上不老练。稍受挫折，便牢骚满腹，欲去隐
居，又不甘心。跳江而死，很可能是醉汉行
为，人们美化为投江觅月。

被李白称为“夫子”的孟浩然，据说因
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惹得唐明
皇不高兴，从此再不作当官想，无奈之
下，走向山水，一辈子隐居故乡，活出了
另一种风采。

白居易其实胆子也大，《长恨歌》直接
拿唐明皇来讽喻。他的诗平易通俗，目不
识丁的老妪也能听懂。他写过《卖炭翁》，
关注的是底层民众，凭借“野火烧不尽，春
风吹又生”得以在长安立足，令人刮目相
看，可见他年轻时苦过。老白当官的时间
够长，宦囊丰盈，日子自然优裕了。他很会
讨好女人，并懂得享受生活。《琵琶行》里，
他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素不相识的妇人

当众弹起琵琶，讲述年轻时的风流韵事。
他还养着两个侍女，“樱桃樊素口，杨柳小
蛮腰。”樊素能歌，小蛮善舞，有此二美作
伴，过的是神仙生活。

杜牧简直就是一个有文化的花花公
子，在扬州做了一个芝麻大的官，精力主要
放在“赢得青楼薄幸名”。可以说是日日躺
在花丛中饮酒，专为青楼歌伎写诗。只是
不知他何来那么多钱可以挥霍。

最后说李商隐，诗的意境很朦胧，写得
很感伤，很现代。但我隐隐感到，他应当是
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甚至还有偷情的
经历。这一种无望的爱不能明白地写出
来，又不愿放弃，不肯虚掷才华，所以写得
那么让人费猜疑。

写到这，别以为我在挑诗人的刺儿。
我们不能用今人的眼光、观念看古人。在
唐代，诗人们的这种“病”，包括他们的出
仕、隐居、游冶、好赌、豪饮、蓄妾、狎伎等等
嗜好，在当时是一种文人风尚。何谓盛
世？气度，自由，包容即是。幸运的是，那
些寻常眼中的诗人之“病”，成就了盛世之
丰采，也成就了唐诗的万古之美。

（作者供职于商洛公路局）

白居易开始写《长恨歌》，想讽
喻唐玄宗和杨贵妃，但写着写着却
同情起他们来，并想起了他的初恋
湘灵，于是才有了“此恨绵绵无绝
期”的结局，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呢，听我讲给你。

772年，白居易生于河南。家
乡战乱，白家迁居宿州符离，邻家有
女，名日湘灵，可爱动人，与白居易
青梅竹马，两人互生情愫，却遭到父

母的强烈反对。白居易出身士族，
湘灵只是村野姑娘，白母千方百计
地阻拦，暗自给白居易安排了婚
事。白居易便离开符离南下求学，
也为逃避。他还给乡下的湘灵写
诗，名曰《长相思》：“人言人有愿，愿
至天必成。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
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是
不是感觉有点熟悉？

28岁时，他考中进士回符离短
住，再求母亲准许两
人的婚事，却再次被
拒绝，门户之隔犹如
不可逾越的高墙，于
是作《潜别离》感慨寄
怀：“ 不 得 哭 ，潜 别
离 。 不 得 语 ，暗 相
思。两心之外无人
知，深笼夜锁独栖鸟，
利剑春断连理连。河
水虽浊有清日，乌头
虽黑有白时，惟有潜
离与暗别，彼此甘心
无后期。”诗中隐约也

能看到《长恨歌》的影子。
四年后，他回到符离，三求婚

事，结局可想而知。从此，他与湘灵
陌路，情缘断尽。转眼两年，他与朋
友在马嵬驿游玩，谈及唐杨二人，写
下名扬千古的《长恨歌》。很多人
说，他写这首诗讽喻唐玄宗沉溺情
爱，耽误江山。若只为讽喻，写到

“云栈萦纡登剑阁”即可，何来“魂魄
不曾来入梦”的苦恼，何至“上穷碧
落下黄泉”地寻觅？所以我且想，他
写着写着不知不觉走进唐杨的故
事，变为剧中人，感受凄风苦雨，历经
波澜情劫，而那个红颜祸水的杨贵
妃与湘灵的身影重合了，化作长恨
相思雨，终究“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40多岁被贬江洲，路上
竟偶遇湘灵，两人重逢，掩面痛哭。
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以为能续前
缘，殊不知，沧海桑田一别20年，湘
灵虽仍未出嫁，白居易却已有家
室。自此一别，世事两茫然。白居
易到底为谁写的《长恨歌》呢？

（作者供职于富平管理所）

诗酒李白 文 / 图 李 虎

李白有不少关于月亮的作品，我对他的《古朗月行》
十分钟爱。

这首诗大约写于唐玄宗天宝末年，那时的唐朝已经
有迷乱的迹象，李白对国家政治和百姓生活有所牵挂。

《古朗月行》围绕着月亮展开，前半部分看似回忆童年
时的童言童语：“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
飞在青云端。”有人说，白玉盘和瑶台镜都能看出李白家境
不凡，因为普通人家的孩子不会想到这样高贵的比喻，但
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这也可以当做李白对开元盛世的
评价，认为这是如珠如玉的存在。而之后的“蟾蜍”或许便
是安禄山之流，侵蚀国家，成为整个王朝的蛀虫。

中国文化里，月亮本就是特别的代表物。人们仰望
天空，向着月亮询问答案，也会把内心悄悄托付给月亮，
希望得到月色的反馈。于是成就了我们如今看到的一首
首诗歌，一件件美好的艺术品。

如今的人们再看头顶的月亮，依然会为它的高洁
优雅而赞叹，也有人将它与家乡、亲人、恋人，甚至遥
远的理想联系在一起，就像李白以月寄情，把深邃的
思想蕴含在诗词里，漫过千年的时光，让我们看到那
月下的有情人，曾有过多少遐思。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富平管理所）

谢朓楼上诗仙风姿 文 / 彭睿昕

大唐之“病”
文 / 商 竹

世人皆晓《长恨歌》不知符离邻家女
文 / 王海燕

宣城谢朓楼宣城谢朓楼

“立春”一过，田间地头、路边小
道上春草渐渐探出头，树枝上的叶子
泛出新绿，春天正一步步向人们走
近。一切都是欣欣然的样子，处处充
满了生机，充满了希望，很喜欢这样
的春天。

小时候虽然也喜欢春天，但是因
为“春草”这个名字，老师同学有时记
不住，把我“小草”、“青草”、“香草”地
乱叫，一度非常生气。就问父亲，为
啥给哥哥起的名字别人都说好，可是
我的名字又俗气、又土气，叫起来还
有点拗口。

父亲给我解释，说“春草”这个名
字很好啊，因为我是正月出生的，刚
立春不久，这个名字取自白居易的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
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
生。”别看小草普通，可她很有韧劲，
生命力顽强，在石头缝里也能生长。
父亲希望我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不
管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能像春天
的小草一样坚强、乐观、独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为名字
纠结和苦恼，古诗中关于“春草”的各
种描写，让我越来越喜欢自己的名
字，更加理解了父亲的初衷和期许。

“春草”在唐诗中除了有顽强的
意思之外，还因其能衬托别样的气
氛，被赋予“惜别”的情感。王维的
《山中送别》最能体现这一点：“山中
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
王孙归不归。”诗的开头略过送别场
景，以“送罢”落笔，继而把别后回家
寂寞之情体现的更浓，为期望别后重聚作了铺垫，想到春
草再绿自有定期，离人回归却不一定在何时。惜别之情，
自在话外，耐人寻味。张旭的《春草》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草青青万里馀，边城落日见离居。情知海上三年别，
不寄云间一纸书。”诗人借春草表达惜别之情，读来意犹
未尽，不难体会出诗外更深的意境。

“春草”在唐诗中更多被赋予青春美好的意象。韩愈
在《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中写：“天街小雨润如酥，草
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决胜烟柳满皇都。”这
首诗只需理解字面意思，早春美景一一呈现在眼前，清新
自然、湿润舒适的春色让人赞叹不已。韦应物在《滁州西
涧》云：“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
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同样是写景，但是诗人用“幽
草”“深树”“野渡”几个词，更加突出一种安静的美，都不
忍心去打扰这种闲适自在的兴致。

唐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而唐诗中的“春草”又有这
么丰富的、立体的意象，怎能不喜爱呢？

经过疫情和严冬的双重洗礼，又是一年春草绿，让我
们心怀诗意，细细看，静静听，慢慢品，拥抱这个多彩的美
好春天吧。 （作者供职于西长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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