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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李 白 诗 的 几 点 考 证

刘 恺

在中国文学史上
,

唐代是被称做诗歌的黄金时代
。

应当说
,

把唐代称做诗歌的黄金时代
,

它是当之无愧
。

唐代诗人多
,

作品多
,

唐诗把古体诗和近体诗都发展到了顶峰
,

到了炉火纯

青的地步
,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

在唐代众多诗人中
,

又出现 了两位伟 大 的 诗 人
:

李 白与杜甫
。

尽管李白生前已经煊赫一时
,

杜甫在生前反而不大为一般人所重 视
,

随着 历

史的推移
,

杜甫的名声愈来愈大
,

研究注释杜诗的人愈来愈多
。

从清代仇兆鳌以后
,

注释
、

考订
、

研究杜诗的工作 日趋缤密
,

深入而广泛
。

反之
,

对李白诗的注释
、

考订
、

研究
,

却相

形见细
,

显得冷冷清清
。

加上李白死后
,

作品散失十之八九 ; 辗转传抄
,

讹误又多
。

最近学

术界对李白的出生地还展开 了热烈争辨
。

这些情况
,

既为我们研究李白诗造成了一定困难
,

又使我们深切感到研究李白诗的刻不容缓
。

作者想在这方面提供一些当芜之见
,

敬希方家指

正
。

本文的研究
,

主要是从挖掘作品的内在联系
,

内部关系出发
,

辅以必要的其他资料
,

以

期达到对李白诗的研究多少有所裨益
。

一
、

李白诗中的
“

巴东
”

究指何地 ?

李白诗中有好几处都提到
“
巴东
” 。

例如
: 《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一

诗
,

该诗的第二联说
: “

始经瞿塘峡
,

遂步巫山巅
。 ”

打开现在的地图一看
,

巴东在 巫 山 之

东
,

瞿塘峡在巫山之西
,

难道诗人是从 巴东溯江西上
,

经过巫山到瞿塘峡
,

再折回巫山 ? 无

论如何从情理上说不过去
。

近人詹镁在所著《李白诗文系年》中
,

亦深表怀疑
: “

按 巴东在瞿塘

之东
,

而瞿塘峡却在巫山之西
,

今题云
`

自巴东经瞿塘登巫山
’

者
,

不知何以故 ? 岂巫山最高

峰尚在瞿塘之西耶?
”

后来
,

我查《夔州府志》才恍然大悟
。

该志讲到夔州府的沿革说
: “

建安

初改 巴东郡
, … …晋仍 日巴东郡… …隋……大业时改州为巴东郡

。

唐 武 德 二 年 改 为 夔 州

(始称夔州 )
. , ”

再 查
《 中 国 历 史 地 图 》

,

隋 代 也 标 明 是

“

巴 东

” 。

足 证 夔 州 府 志 不 误

。

很 明 显

,

前

诗 的

“

巴 东

”

是 指 唐 代 的 夔 州

,

即 现 在 的 奉 节 县

。

(《 中 国 历 史 地 图 》注 明 在 奉 节 县 东
,

不 影 响 此

文 的 论 证

,

姑 置 不 论

。

) 李 白从奉 节经 过瞿 塘峡到 巫 山
,

在 地 理 位 置 上 完 全 符 合

,

那 就 把 前 此

的 疑 团 完 全 解 开 了

。

《 江 上 寄 巴 东 故 人 》 云
: “

汉 水 波 浪 远

,

巫 山 云 雨 飞

。

东 风 吹 客 梦

,

西 落 此 中 时

。

觉 后 思 白

帝

,

佳 人 与 我 违

。

瞿 塘 饶 贾 客

,

音 信 莫 令 稀

。 ”

这 是 李 白 出 夔 门 到 了 江 夏 写 的 诗

。

你 看

,

在 怀

念 他 的 好 友 时

,

他 的 思 路 由 巫 山 云 雨 想 到 白 帝 和 瞿 塘

,

标 题 是

“

寄 巴 东 故 人

” ,

因 为

“

巴 东

”
(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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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紧挨 着 白帝 和瞿 塘 的
。

《 峨 眉 山 月 歌 送 蜀 僧 晏 入 中 京 》起 句 说
: “

我 在 巴 东 山 峡 时

” ,
以 及
《水 经 注 》 说

: “
巴 东 三 峡

巫 峡 长

,

猿 鸣 三 声 泪 沽 裳

。 ”

这 些

“
巴 东

”

都 是 指 当 时 的

“
巴 东 郡

” 。

因 为 当 时 巫 山 县 属 巴 东 郡 管

辖

。

现 在 的 巴 东 县 是 天 宝 元 年 以 后 才 设 置 的

。

《唐 会 要 》 卷 七 十 一
: “

太 平 县

,

开 元 二 十 三 年 六

月 置

。

天 宝 元 年 八 月 二 十 四 日

,

改 为 巴 东 县

。 ”

至 此

,

会 令 人 产 生 另 一 个 疑 间

。

既 然 武 德 二 年 即 已 改 为 夔 州

,

诗 人 为 什 么 不 说

“

夔 州

”

而

仍 然 用

“
巴 东

”
? 我 想 这 是 词 人 学 士 (不独李 白为然 ) 的 爱好 和嗜 古癖在 作 祟

。

例 如

:
李 白 诗 中

以
“

金 陵

”

为 题 目 的 就 有 二 十 一 首 之 多

。

金 陵 即 现 在 的 南 京

。

唐 代 南 京 是
否 叫 金 陵 呢

? 回 答 是

否 定 的
。

原 来 南 京 在 唐 代

,

最 初 是 润 州 的 江 宁 县

,

又 叫 上 元 县

。

后 来 在 此 置 异 州 (李 白 诗 有

《 赠 异 州 王 使 君 忠 臣 》 ) 终唐 之世不 叫金 陵
。

在 唐
以 前

,

三 国 时 东 吴 叫 建 业

,

西 晋 叫 建 邺

,

宋

、

齐

、

梁

、

陈 叫 建 康

。

隋 叫 丹 阳

。

只 有 唐
以 后

,

五 代 时 后 唐 叫 金 陵 府

。

但 追 根 溯 源

,

春 秋 时 叫

金 陵

。

换 言 之

,

南 京 最 古 的 名 称 叫 金 陵

。

唐 代 诗 人 (包括 以后的 )爱把南京称做金陵
。

如 刘 禹

锡
《 西 塞 山 怀 古 》

: “
王 溶 楼 船 下 益 州

,

金 陵 王 气 黯 然 收

。 ”

此 种 例 子 甚 多

,

不 必 枚 举

。

李 白 把 武 德 二 年 已 改 名 夔 州 仍 然 称 做

“
巴 东

” ,

这 是 完 全 可 以 理 解 的

。

二

、

李 白 长 流 夜 郎 中 途 遇 赦

,

是 否 从 巫 山 释 放 ?

根据文献
,

李 白 是 在 乾 元 元 年 ( 7 5 8年 ) 终 以永 王事长 流夜 郎
。

翌 年 ( 7 5 9年 ) 白上 三峡
,

一

般 都 说

:
至 巫 山 遇 赦 得 释

。

李 白 至 巫 山 遇 赦 得 释

,

这 是 清 代 王 琦
《 李 太 白 年 谱 》 正 式 加 以 肯

定
,

现 在 詹 瑛 的
《诗 文 系 年 》 亦 从 其 说

。

李 白 在 好 多 首 诗 中 都 提 到 流 夜 郎 或 遇 赦 放 还 的 事

,

其

中 有 一 首 诗 题 目 是

: 《 流 夜 郎 半 道 承 恩 放 还 兼 欣 克 复 之 美 书 怀 示 息 秀 才 》
。

细 玩 诗 中 四 句

: “

去

国 愁 夜 郎

,

投 身 窜 荒 谷

。

半 道 雪 屯 蒙

,

旷 如 鸟 出 笼

。 ”

很 明 显 是 刚 奉 诏 或 得 到 遇 赦 消 息

,

心 情

有 如 羁 鸟 出 笼

、

重 新 回 到 了 自 由 自 在 的 广 阔 天 地

,

一 个

“

旷

”

宇 形 容 得 淋 漓 尽 致

。

但 是 全 诗 没

有 提 到 他 是 从 何 地 赦 还

。

遍 查 李 白 的 碑 传 序 跋

,

如 李 华
《 故 翰 林 学 士 李 君 墓 志 》

、

刘 全 白
《 唐 故

翰 林 学 士 李 君 褐 记 》
、
`

范 传 正 《 唐 左 拾 遗 翰 林 学 士 李 公 新 墓 碑 并 序 》
、

裴 敬
《 翰 林 学 士 李 公 墓

碑 》
、

刘 峋
《 旧 唐 书 文 苑 列 传 》

、

宋 祁
《 新 唐 书 文 艺 列 传 从 李 阳 冰 《草 堂 集 序 》

、

魏 颖
《 李 翰 林 集

序 》
、

乐 史
《 李 翰 林 别 集 序 》

。

这 些 碑

、

传

、

序

,

有 的 根 本 没 有 提 流 放 夜 郎 的 事

,

有 的 说 到 流

夜 郎 也 没 有 说 至 何 地 遇 赦 放 还

。

只 有 到 了 宋 代 曾 巩 《李 太 白 文 集 后 序 》 中 才 说
: “

终 以 汗 琪 事

长 流 夜 郎

,

遂 汛 洞 庭

,

上 峡 江

,

至 巫 山

,

以 赦 得 释

。 ”

李 白 究 竟 至 何 地 遇 赦 得 释

,

需 要 进 一 步 深 入 考 查

。

前 诗
《 流 夜 郎 半 道 承 恩 放 还 》虽 是 刚 遇

赦 释 放 之 作
,

但 如 前 所 述

,

通 篇 未 涉 及 遇 赦 地 点

,

无 从 查 考

。

仔 细 推 敲 词 句

,

有 两 首 诗 可 以

肯 定 是 遇 赦 放 还 之 作

。

一 即 前 面 已 提 到 的
《 自 巴 东 舟 行 经 瞿 塘 峡 登 巫 山 最 高 峰

、

晚 还 题 壁
》 ,

一 即 《 早 发 白 帝 城 》
。

先 说 前 一 首

。

头 四 句 说

: “

江 行 几 千 里

,

海 月 十 五 圆

。

始 经 瞿 塘 峡

,

遂 步 巫 山
巅

。 ”

头 两

句 说 明 奉 诏 长 流 夜 郎

,

已 经 走 了 几 千 里 路

,

经 过 了 一 年 零 三 个 月 到 了 巴 东
(奉节 )

。

后 两 句 说

明

:

自 巴 东 折 回 到 巫 山

,

并 登 上 巫 山 之 巅
(最 高峰 )

。

这 四 句 诗 虽 没 明 说 是 遇 赦 折 回

,

但 头 两

句 既 然 肯 定 是 长 流 夜 郎 所 化 费 的 时 间 (十五个月 , ,

后 两 句 自 巴 东 经 瞿 塘 峡 至 巫 山

,

也 只 能 理 解

为 至 巴 东 得 到 遇 赦 消 息 而 折 回 巫 山

,

无 法 作 其 他 解 释

。

正 因 为 是 遇 赦 折 回

,

心 情 舒 畅

,

他 才

能 健 步 如 飞

,

登 上 最 高 峰

,

极 目 远 眺

。

(飞步 凌绝顶
,

极 目 无 纤 烟 )
。

仰 观 青 天
(仰观 临青 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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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
海

(望云知苍梧
,

记 水 辨 云 海 )
。

尽 管 下 山 归 来 时 天 色
已 晚

,

但 游 览 的 乐 趣

丝 毫 未 衰 歇 (归途行欲嗯
,

佳 趣 尚 未 歇 )
。

就 是 从 这 些 诗 句 的 字 里 行 间 表 露 出 来 的 思 想 情 感 也

可 以 判 明 它 是 遇 赦 释 放 之 作

。

由 此 看 来

,

李 白 中 途 遇 赦 得 释 的 地 点 是

“
巴 东

”

(奉节 )而不是巫

山
。

《 早 发 白 帝 城 》是 早 已 脍 炙 人 口
、

几 乎 是 妇 孺 皆 知 的 李 白 七 绝 的 代 表 作

。 “

朝 辞 白 帝 彩 云

间

,

千 里 江 陵 一 日 还

。

两 岸 猿 声 啼 不 住 (一作
“

尽

”

)
,

轻 舟
已 过 万 重 山

。 ” 《诗 文 系 年 》 把 它 系 在 开

元 十 三 年 ( 7 2 5年 )
。

是 年 李 白 25 岁
,

即 李 白 初 出 夔 门 之 年

。

但 一 般 的 注 释 都 说 是 李 自 流 夜 郎

中 途 遇 赦 放 还 之 作

。

我 同 意 后 者 的 看 法

。

首 先

,

如 果 是 李 白 初 出 夔 门 之 作

,

那 时 李 白 很 年 青

(2 5岁 )
,

根 本 没 有 出 过 夔 门

,

对 于 夔 门 外 的 广 阔 天 地 完 全 是 陌 生 的

,

怎 么 能 说 千 里 江 陵 一

日

“

还

”

呢 ? 其 次
,

初 出 夔 门 过 三 峡 与 遇 赦 得 释 过 三 峡

,

两 者 的 思 想 情 感

、

心 理 状 态 有 显 著 差

别

。

一 般 说

,

初 出 夔 门

、

过 三 峡 的 人 一 定 会 感 到 三 峡 两 岸 重 岩 叠 嶂

、

水 流 湍 激

、

波 涛 汹 涌 之

险

。

如
《 水 经 注

·

江 水
》 说

: “

自 三 峡 两 岸 七 百 里 中

,

两 岸 连 山

,

略 无 阂 处

。

重 崖 叠 嶂

,

隐 天 蔽

日 … …
”

这 是 山 险

。

三 峡 谚 语 说

: “

瀚 濒 大 如 马

,

瞿 塘 不 可 下
,
瀚 预 大 如 象

,

瞿 塘 不 可 上

。 ” “

青

滩 曳 滩 不 是 滩

,

腔 岭 才 是 鬼 门 关

。 ”

这 是 滩 险

。

唐 以 前

,

三 峡 两 岸 猿 猴 很 多

,

过 三 峡 的 人 每 每

感 到 猿 声 的 凄 切 悲 哀

。

《水 经 注
·

江 水
》 又 说

: “

常 有 高 猿 长 啸

,

属 引 凄 异

。

空 谷 传 响

,

哀 转

久 绝

。

故 渔 者 歌
日

: `
巴 东 三 峡 巫 峡 长

,

猿 鸣 三 声 泪 沾 裳

。 ”

高 适 也 说

: “

巫 峡 啼 猿 数 行 泪

。 ”

当

然 也 会 感 到 水 流 之 急

、

船 行 之 速

。 《水 经 注
·

江 水
》又 说

: “

有 时 朝 发 白 帝

,

暮 宿 江 陵

。

其 间 千

二 百 里

。

虽 乘 奔 御 风

,

不 加 疾 也

。 ”

《 荆 州 歌 》
: “

白 帝 城 边 足 风 波

,

瞿 塘 五 月 谁 敢 过
?
”

这 首 诗 指 明 五 月 过 瞿 塘 可 以 证 明

是 初 出 夔 门 之 作 (遇赦得 释过 瞿塘是 二
、

三 月 间

,
·

见 下 文
)
。

第 一 次 出 夔 门 的 人 感 到 风 波 大

,

害 怕 过 瞿 塘

,

原 是 很 自 然 的 事

,

而 且 可 以 说 必 然 有 此 恐 怖 的 感 觉

。

我 们 再 看
《 早 发 白 帝 城 》 这

首 诗
,

由 于 它 是 李 白 流 夜 郎 遇 赦 得 释 之 作

,

距 他 初 出 夔 门 已 时 隔 三 十 余 年

,

他 已 两 次 经 过 三

峡 (第一次出夔门过三峡
,

第 二 次 流 夜 郎 溯 江 西 上 又 过 三 峡 )
,

对 三 峡 之
险 和 猿 声 之 哀

,

可

以 说 他 已 经 见 惯 不 惊

。

他 得 到 赦 还 信 息

,

心 情 格 外 轻 松 愉 快

,

此 时 他 唯 一 的 愿 望 是 急 于 出 三

峡

,

巴 不 得 船 走 得 越 快 越 好

,

所
以 全 诗 都 突 出 了 一 个

“

快

”

字

。

因 为 内 心 轻 松 欢 快 连 舟 也 变 轻

了

。

至 于 三 峡 之 险

,

在 李 白 脑 袋 中 此 时 已 忘 记 得 一 乾 二 净

。

连 两 岸 啼 不 住 的 猿 声

,

已 不 复 有

悲 哀 的 感 觉

,

反 而 衬 托 出 轻 舟 过 万 重 山 之 快

。

从 以 上 的 分 析 可 以 肯 定 此 诗 是 李 白 遇 赦 释 放 之

作

。

地 点 是 白 帝
(巴东

,

即 奉 节
)而 不 易巫 山

。

从 这 首 诗 又 得 到 证 明

。

话 得 说 回 来

,

既 然 前 面 两 诗 都 证 明 李 白 遇 赦 获 释 的 地 点 是 巴 东 (奉 节 ) 而不是 巫 山
,

那 为

什 么 曾 巩 要 说 是

“

至 巫 山

,

以 赦 得 释

”

呢 ? 要 知 道
,

曾 巩 的 说 法 亦 非 杜 撰

,

还 是 有 所 本

。

《 自 汉 阳 病 酒 归 寄 王 明 府 》
: “

去 岁 左 迁 夜 郎 道

,

琉 璃 砚 水 长 枯 搞

。

今 年 勒 放 巫 山 阳

,

蛟

龙 笔 翰 生 辉 光

。 ”

这 是 李 白 流 夜 郎
回 江 夏 后 寄 给 与 他 过 从 甚 密 的 友 人 王 明 府 的 一 首 诗

。

从 前 两 首 诗 我 们 已 经 肯 定 李 白 是 在 巴 东 (奉节 ) 遇赦 得释
,

但 在 这 首 诗 中

,

李 白 明 明 说 是

“

勒 放 巫 山 阳
” ,

应 该 如 何 去 理 解
?

试 再 读 李 白 的 下 一 首 诗
。

李 白 回 到 江 夏 后

,

曾 写 过 一 首 可 与
《北 征 》媲 美 的 自 传 体 长 诗

:

《 经 乱 离 后 天 恩 流 夜 郎 忆 旧 游 书 怀 赠 江 夏 太 守 良 宰 》
。

其 中 有 四 句 描 写 他 遇 赦 得 释 的 情 况

: “

五

色 云 间 鹊

,

飞 鸣 天 上 来

。

传 闻 赦 书 至

,

却 放 夜 郎 回

。 ”

诗 人 引 用 贞 观 末 黎 景 逸 被 诬 系 狱

、

云 间

鹅 为 之 传 递 获 赦 信 息 的 故 事

,

来 比 喻 他 自 己 遇 赦 获 释 的 情 况

。

似 乎 可 以 这 样 理 解

:

他 长 流 夜

郎

,

走 到 巴 东
(奉 节 )

,

即 得 到 了 遇 赦 的 信 息 (五 色云 间鹊
,

飞 鸣 天 上 来

,
传 闻 赦 书 至 )

,

第 二 天

一 清 早

,

从 白 帝 出 发

,

经 瞿 塘 到 巫 山

。

大 概 是 到 了 巫 山 才 正 式 奉 到 赦 书 释 放
(勒放 巫 山 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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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巴 东 舟 行 经 瞿 塘 峡 》和 《早 发 白 帝 城 》
,

是 指 最 初 得 到 遇 赦 消 息 的 地 点 (巴东
、

白 帝 城 )
。

后 一 首 诗 所 说

“

勒 放 巫 山 阳

”

是 指 正 式 奉 到 赦 书 的 地 点

。

这 样

,

把 乍 看 起 来 很 矛 盾

的 现 象 得 到 了 合 情 合 理 的 解 释

。

据 近 人 裴 斐 研 究

,

李 白 在 两 年 供 奉 翰 林

、

踢 金 放 还 后 的 17 年是他
“

创 作 成 就 最 辉 煌 的 时

期

。 ”

其 间 长 流 夜 郎 和 遇 赦 得 释 是 他 一 生 中 最 大 的 事

,

对 他 诗 作 的 影 响 尤 其 大

。

李 白 在 流 放 夜

郎 途 中 写 的 诗 和 遇 赦 得 释 的 诗

,

其 思 想 情 感

、

心 理 状 态 迥 然 不 同

。

因 此

,

从 诗 的 思 想 情 感

、

心 理 状 态 的 差 异 也 就 可 以 判 断 它 是 流 放 途 中 的 诗

,

抑 或 是 遇 赦 释 放 之 作

。

首 先

,

从
《荆 州 歌 》

“

白 帝 城 边 足 风 波

,

瞿 塘 五 月 不 敢 过

, ”
已 经 知 道 李 白 初 出 夔 门 在 五

月

。

从
《 自 巴 东 舟 行 经 瞿 塘 峡 登 巫 山 最 高 峰 》 诗 中

“

积 雪 照 空 谷

,
悲 风 鸣 森 柯

。 ’
可 知 遇 赦 出 夔

门 至 巫 山 应 是 春 季

,

时 间 不 得 晚 于 三 月

。

因 为 还 有

“

积 雪

” 。

再 看 下 面 两 首
:

荆 门 浮 舟 望 娜 江

渡 荆 门 送 别 春 水 月 峡 来
,

浮 舟 望 安 极

渡 远 荆 门 外

,

来 从 楚 国 游

。

正 是 桃 花 流

,

依 然 铭 江 色

。

山 随 平 野 尽
,

江 入 大 荒 流

。

江 色 绿 且 明

,

茫 茫 与 天 平

。

月 下 飞 天 镜

,

云 生 结 海 楼

。

遥 迩 巴 山 尽

,

遥 曳 楚 云 行

。

仍 怜 故 乡 水

,

万 里 送 行 舟

。

雪 照 聚 沙 雁

,

花 飞 出 谷 莺

。

芳 洲 却 已 转

,

碧 树 森 森 迎

。

流 目 浦 烟 夕

,

扬 帆 海 月 生

。

江 睦 识 遥 火

,

应 到 诸 宫 城

。

这 两 首 诗 都 是 在 荆 门 江 上 写 的

。

是 否 同 时 写 的

,

需 要 推 敲 研 究

。

前 一 首

, “

来 从 楚 国 游

, ’

说 明 李 白 是 刚 出 三 峡

,

第 一 次 到 楚 国 一 带 来 游

。

如 果 是 赦 还 之 作

,

那 李 白 在 楚 国 一 带 已 经 来

往 多 次

,

逗 留 多 时

,

决 不 会 这 样 说

。

正 因 为 他 是 第 一 次 出 三 峡

,

对 一 切 感 到 陌 生

,

思 乡 之 心

很 切

, “

仍 怜 故 乡 水

”

的

“

怜 (爱 ) 字
,

充 分 表 达 了 他 对 故 乡 的 缝 络 之 情

。

(基 于 同一理 由
,

前 举

《 江 上 寄 巴 东 故 人 》
: “

觉 后 思 白 帝

,

佳 人 与 我 违

。

瞿 塘 饶 贾 客

,

音 信 莫 令 稀

。 ”

其 思 乡 怀 旧 之

情 很 深

,

也 应 是 初 出 夔 门 之 作

。

) 后一首便不同
。 “

依 然 锦 江 色

”

这 一 句 也 流 露 了 李 白 的 思 乡

之 情

,

比 较 起 来

, “

仍 怜 故 乡 水

” ,

思 乡 之 情 浓 而 且 执 着

, “

依 然 锦 江 色

” ,

思 乡 之 情 淡 而 含 蓄

,

感 情 色 彩 大 不 一 样

。

因 为 后 一 首 是 李 白 赦 还 之 作

。

他 的 急 于 回 家 (得 阳 )和 急于会 晤 江夏 一 带

的故交 亲 友远远 胜 过他 的思 乡之情
。

从 时 令 上 看

,

后 一 首 说 到 春 水 (春 水月 峡 来 )
、

桃 花 流 (正

是 桃 花流
,

三 月 )
、

江 色 绿 且 明
(江水 清沏

,

说 明 还 没 涨 水
)
、

甚 至 还 有 雪 照 (春 寒 )
,

这 些 描 写

都 刻 画 出 春 天 景 色

。

这 更 有 力 地 证 明 后 一 首 是 赦 还 之 作

。

又 如
《 宿 巫 山 下 》 与 《 我 行 巫 山 诸 》

,

题 目 基 本 相 同

。

两 诗 的 差 别 何 在
?

两 诗 全 文 如 下
:

宿 巫 山 下

昨 夜 巫 山 下

,

猿 声 梦 里 长

。

桃 花 飞 绿 水

,
三 月 下 祖 塘

。

雨 色 风 吹 去

,

南 行 拂 楚 王

。

高 丘 怀 宋 玉
,

访 古 一 沾 裳

。

我 行 巫 山 清

我 行 巫 山 绪

,

寻 古 登 阳 台

。

天 空 彩 云 灭
, 、

地 远 清 风 来

。

神 女 去 已 久

,

襄 王 安 在 靛
?

荒 淫 竟 沦 没
,

樵 收 徒 悲 哀

。

前 已 说 明

,

李 白 初 出 夔 门 下 瞿 塘 在 五 月

,

遇 赦 放 还 在 春 天

。

前 一 首

“

桃 花 飞 禄 水

,

三 月 下

瞿 塘

”

当 是 赦 还 之 作 无 疑

。

对 于 后 一 首

,

历 来 的 注 释 家

、

学 者 说 法 不 一

。

有 谓 是

“

太 白 南 迁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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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谓 与 前 一 首

“

疑 是 同 时 之 作

。 ”

有 谓 此 诗

“

与 (阮籍 ) ((泳怀》 同 调
,

未 可 以

有 荒 淫 二 字 遂 指 为 刺 荒 淫 也

。

必 以 为 身 至 巫 山 方 作 此 诗

,

恐 失 之 泥

。 ”
(李 白集校 注按 语 ) 我

觉得校注按语认为是一般泳怀之作是有它的道理
。

但 李 白 前 后 三 次 经 过 巫 山

,

而 这 一 首 诗 刺

明 皇 之 荒 淫

,

情 感 又 是 那 么 悲 枪

, “

神 女 去 已 久

,

襄 王 安 在 哉
? 荒樱 竟 沦没

,

樵 牧 徒 悲 哀

。 ”

不

身 历 其 境

,

恐 怕 没 有 这 样 激 越 的 情 感

。

这 种 忿 激 的 讽 刺 只 有 在 长 流 夜 郎 溯 江 西 上 到 达 巫 山 时

才 会 有

。

如 果 是 遇 赦 放 还

,

他 对 唐
王 朝 还 抱 有 一 定 幻 想 和 希 望 (见下文 )

,

不 可 能 有 这 种 情

感

。 _

最 后

,

四 首 遇 赦 释 放 的 作 品 的 时 间 次 序 也 值 得 推 敲 研 究 一 下

。

在 四 首 诗 中

,
一

细 玩 诗 意

, 《 流 夜 郎 半 道 承 恩 放 还 兼 欣 克 复 之 美 书 怀 》 应 是 得 到 遇 赦 信 息 立

马 写 的 一 首 诗
。

因 为 他 已 被 赦

,

首 先 便 很 自 然 地 引 罪 自 咎

,

不 怨 天 尤 人

。 “

得 霏 岂 怨
天

,

以 愚

陷 网 目

。 ”

同 时 想 到 安 史 之 乱 未 平

,

史 思 明 已 降 又 叛

。 “

鲸 鱿 未 剪 灭

,

豹 狼 屡 翻 复

。 ”

还 心 怀 忠

愤

,

效 申 包 青 秦 庭 之 哭

。 “

悲 作 楚 地 囚

,

何 由 秦 庭 哭
?
”

自 己 虽 然 蒙 恩 赦 放

,

获 得 自 由

,

两 京

也 已 收 复

,

但 不 能 效 光 武 迁 都

。
、

“

半 道 雪 屯 蒙

,

旷 如 鸟 出 笼

。

遥 欣 克 复 美 ,’ 光 武 安 可 同 ?
”

李

白 的 一 生 始 终 怀 有 巨 大 的 玫 治 抱 负

,

是 时 时 关 心 国 家 命 运 的 人

。

他 在 突 然 得 到 遇 赦 消 息 后 必

然 有 这 种 情 感

。

第 二
天 一 清 早

,

他 就 从 白 帝 城 出 发

,

乘 舟 东 归

,

又 写 下 了 木 朽 的 杰 作
《 早 发 白 帝 城 》

。

这

时

,

他 一 心 想 东 归

,

急 于 会 见 家 人 和 亲 友

,

希 望 船 行 愈 快 愈 好

,

所 以 全 诗 突 出 了 一 个

“

快

” 。

实 际 上

, “

千 里 江 陵 一 日 还

”

是 夸 大

,

是 他 心 理 状 态 的 真 实 写 照

。

尽 管 早 就 有

“

朝 发 白 帝

,

暮 宿

江 陵

”

的 传 说

,

以 当 时 的 交 通 工 具 (木船 ) 来衡量
,

是 不 大 可 能 一 天 到 达 江 陵 的

。

《 自 巴 东 舟 行 经 瞿 塘 峡 登 巫 山 最 高 峰 》 应 是 紧 接 着 的 第 三 首
。

这 是 诗 人 从 巴 东 (奉节 )出

发
,
`

经 瞿 塘 到
巫 山

,

异
游 巫 山 最 高 峰

,

直 到 夭 晚 回 来 后 题 在 壁 上 的 作 品

。

这 证 实 了 当
天 他 只

走 到
巫 山

。

一

《 宿 巫 山 下 》 又 是 紧 接 前 诗 之 作
。

诗 的 起 句

“

昨 夜 巫 山 下

”

说 明 是 第 二 天 写 的

。 “

桃 花 飞 禄

水

,

三 月 下 瞿 塘

。 ”

证 实 写 的 时 节
与
前 诗 基 本 吻 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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