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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庄、屈对李白歌行诗的影响

陶 道 恕

历来的研究者都公认七古和七绝最能代表李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北宋苏轼早就指凼

李 白诗
“
飘逸绝尘

” (《 书学太白诗》)的特点。南宋严羽在以他与杜甫诗歌作比较时,又强

调 了
“
飘逸

”
的特点,并举他的歌行名篇 《梦游天姥吟留别》、 《远别离》等作代表。明初

高帘秉重申严羽之说,再次突出了
“
李翰林之飘逸

”
是

“
盛唐之盛

”
的观点。

李白七言古诗一开始就走着歌行诗盹路子。它的直接渊源虽是汉魏六朝乐府诗,却也受

了初唐诗人的影响。但李白
“
瓢逸

”
诗风的形成,却有更早、更重要的渊源。

一般研究李白的学者,比较注意他尊重 《诗经》传统,反对雕饰造作,指 出李白诗反映

了唐代前期进步诗人对六朝
“
绮丽

”
余波泛滥初唐诗坛之不满和对开创盛唐崭新 诗 风 的 要

求,这无疑是正确的。对此,李白曾一再作过深刻概括。如 《古风 》 (一 )推崇 《诗经》的
“
王风

”
和

“
大雅

”
,慨叹优良传统衰歇,力 图加以恢复; 《古风》 (五十 一 )再 次提 到

“
大雅

”
和

“
颂

”
,向 往孔丘删诗业绩,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李白对传统的继承,并不限

于儒家经典 《诗经》。李白是唐代诗坛的一位浪漫主义大师。大家公认他的歌行诗特别富于

浪漫色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白获得浪漫主义大师称号,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在歌行

诗创作上的独特成就。导致这种成就的艺术,当然不一定是 《诗经》,影响较多的,应该说

是南楚文学中的庄周和屈原。

关于李白所受屈原的影响,人们常常提到 《古风 》 (一 )的
“
哀怨起骚人

”
。他对屈原

龅
“
哀怨

”
给予极大注意,正是 《九章·惜诵 》

“
发愤以抒情

”, “
愿陈志而无路

”
的 最 好

概括。 《拟恨赋 》深慨
“
永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

”
, 《古风》 (五十一 )以殷纣杀比

干与楚怀
“
窜

”
屈平相比,实际是以殷纣比玄宗,以屈原 自况。他不但吟成

“
荆门倒属宋

”

(《 赠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
'风

迭》)的 诗句,还发出
“
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 (《 夏 日诸

从弟登海州龙兴阁序》)的感伤。在歌行诗中,他多次把属原的情志融入 诗 行。 《江 上 吟 》
“
屈平词赋悬 日月

”
来自《九章·涉江 》

“
与日月兮齐光

”
,《 梁甫吟 》

“
阊阖九门不可通 ,

以额叩关阍者怒
”

本之 《离骚 》
“
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

”
《玉壶吟 》

“
君王虽

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
,源于 《离骚 》

“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 余 以 善 谣

”
。

《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
“
屈平憔悴滞江潭

”
,更有取于 《渔父》

“
行吟泽畔,颜色憔

悴
”

的描画。 《行路难》 (主 )历数
“
功成不退皆陨身

”
的

“
自古贤达人

”,特举
“
屈原终

投 湘水滨
”

为例,则用了 《九章·怀沙 》
“
怀质抱情

”
, 自沉

“
湘流

”
辞意。至于《鸣皋歌》

朗仿 《卜居 》之意, 
“
作骚

”
便觉屈原

“
去人不远

”
。 (《 唐宋诗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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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唐代,李阳冰为李白《草堂集 》作
“
序

”
,就注意到李白

“
驱驰屈宋

”
的特点。宋

代朱熹更指出李白《鸣皋歌》
“
近楚辞

” (《 楚辞后语》)已注意到李白歌行诗学骚的问题。

清初属大均从李白歌行诗的整体论到屈原的影响: 
“
乐府篇篇是 《楚辞 》

” (《 采石题太白

祠》) (四 )清康熙间应泗源在 《李诗纬》中,特指出太白
“
于乐府多清怨

”
,刘师培 《南

北文学不同论》,也强调李白
“
乐府则出亍 《楚辞 》

”
。他们都能着眼于属原给予李白的影

晌。

关于李白所受庄周的影响,近来已有同志注意,但涉及面还不够广。李白 《古风》 (三

十五 )就对应周的艺术经验发表过重要见解: 
“
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故步,笑

杀邯郸人
”

。李白针对初唐诗坛,受六朝余波影响而出现的追求形式、忽视内容 的 不 良佤

向,他通过 《应子》、 《天运 》、 《秋水 》东施效颦、寿陵学步的故事,讽刺了这种倾向∫

否定了步趋前入,丧失自我,没有独立风格F勺 创作风尚。 “
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

”
。对

堆垛辞藻,讲究
“
雕虫篆刻

”
, “

丧
”

失
“
天真

”
自然的诗风深表不满。还通过 《徐无鬼 》

中匠石的故事,表达了虽有革新诗坛风尚抱负,但知音恨少的感慨: 
“
安得郢中质,一挥成

风斤
”

。李白所引故事虽带讽谕性质,却表明他对庄周文贵独创的思想,深有体会。应周是

一位以散文著称的哲学家,并不写诗。李白能从广义的文学著眼,引用上述三个故事来说睨

诗与散文的内在联系。他深知诗与散文都应反对刻板仿效,提倡匠心独运,形成个人独特风

格。这大约就是李白从 《庄子》那里学到的最有益的创作经验,因 而才 在 《古 风 》(三 十

五 )中作了重要概括。这是我们了解李白歌行诗的
“
瓢逸

”
特点时,决不应该忽视的。

宋代苏轼曾借晋代夏侯谌 《东方朔画赞 》
“
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

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

。 (《 李太白碑阴记》)等语赞美李白,这是他对李

白诗歌接受了庄周影响的生动形象的概括,但苏轼并未加以指明。明代胡应麟则明确提出 :

“
千古词场称逸者,吾于文得一人,曰庄周,于诗得一人,曰 李白。知二子之为逸,则逸与

神信难优劣论矣。
” (《 诗薮》外编卷四)杨慎也说: 

“
应月、李白,神于文者也,非工于文

者所及也。文虽至工,则不可谓神。然神非工之所至也
”

。 (《 杨升庵外集》)请代方东树曾

对李白的
“
飘逸

”
作了形象的解释: “

太白当希其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

端,不可以寻常胸臆摸测,如列子御风而行,如龙跳天门,虎卧风阁,⋯¨瑶台绛阙,有非ˇ

寻常地上凡民所能梦想及者
”

。还指出李白直接受到庄罔的影响: 
“
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

妙,意接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
”

∶ (《 昭昧詹言》卷十二 )

但关于应周影响在李诗中的体现,方东树却未加论证。

《大鹏赋 》是李白深受 《庄子·逍遥游 》影响而写,对庄阔
“
吐峥嵘之高论,开浩 荡 之

奇言
”

的思怒与艺术境界,作 了很高评价。李白大为欣赏鲲鹏的形象: 
“
激三千以崛起,向

九万而迅征
”
,认为鲲鹏

“
海运

” “
图南

”
, f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俱

”
,正体现了应局

顺应 自然的思想,也与他
“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 (《 知北游》)的观点一致。李白强调自然天

成,反对入工造作的审美观,无疑也受 到 《应 亍 》《齐 物 论》
“
天籁

”
、 r人籁

”
, 《秋

水 》
“
无以人灭天

”
和 《则阳 》

“
力不足则伪

”
的观点的影响。李白在七言歌行 《上李邕》

中,特用了 《应子 》鲲鹏故事, 
“
大鹏一日同风起,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

能簸却沧溟水。
”

借鲲鹏喻李,世 是自我人格写照。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赞同

《应子 》《逍遥游 》、 《齐物论》
“
尺鹦 不羡于鹏鸟,秋毫可并于太山

”, “
何 小 大 之 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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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的观点,也体现了他旷达为怀的人生观。在 《临路(终 )》 歌中,他为 不 能 实 践
“
飞
”

“
振八裔

”
的政治抱负深感遗憾,而 自比

“
中天摧兮力不济

”
的

“
大鹏

”
。他还在 《答长安

崔少府叔封游终南翠微寺太宗皇帝金沙泉见寄》中,对 《庄子·秋水 》
“
河伯见海 若,傲 然

夸秋水
”

的故事,发表了
〃
小物昧远图,宁知通方士

”
的评论。在歌行诗 《妾薄命 》中,更

把 《秋水 》对
“
唾

”
的生动形容

“
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杂而下者不可胜数也。

”
融入

诗行,生发出新意: 
“
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

”
。用咳唾随风,象征能使人贵贱的权力,

寓意十分深刻。 《应子·天运 》东施效颦故事,李 白也一再用入歌行诗: “
西施宜笑复宜颦

丑女效之徒累身
”

。 (《 玉壶吟》)j苤不像 《古风 》(三十五 )作为艺术经验来概括,而是比

喻人事,意在讽谗邪妒忠良。
·
《庄子·夕卜物 》任公子东海钓大鱼的故事,他在歌行 名 篇 《猛

虎行 》中也有表现: 
“
我从此去钓东海,得鱼相见情相亲

”
。故事中大鱼牵钩

“
奋髫

”
时,

“
白波若山,海水震荡

”
的神奇想像,与李白未能实现政治追求很容易引起共鸣,所以如此

∶激赏。 《应子·天地》
“
大声不入于里耳, 《折杨 》、 《黄华 》则嗑然而笑

”
的比 喻,经 李

白用入歌行诗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就成为沪1刺 当时流俗好尚的名句: “
《折杨 》、

《黄华 》合流俗
”

。 《庄子·大宗师》
“
凄然似秋,暖然似春

”
二句,郭象注解 释 说: “

暖

然若阳春之自和,故蒙泽者不谢;凄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
”

。李白歌行诗 《日出

入行 》,即本此写成
“
草不谢荣于春风冫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海,万物兴歇皆自

然
”

等名句。这也是应周顺应自然思想在李白歌行诗中
ˉ
的艺术表现。

李白向庄、屈汲取诗意与诗境,上面分别举了一些较为明显的例子,当然并不等于李白

所受庄、属影响的全部情况。更为重要的,应该对李白向应、屈学习艺术经验问题作深一层

的探求。

过去的李白研究者一般都只注意到李白所受庄、屈的个别影响。只有清代的龚 自珍和刘

熙载能从李白对庄、屈的结合上进行艺术考虑,从而进入到一个较高层次的探索,这就超出

了
“
太白诗宗风骚

”(胡疋亨《李诗通》)的传统提法,扩大了研究视野,而具有新的意义。

龚 自珍认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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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 自白始也
”.(《 定庵文集补编·最录李白集》)龚说李白

“
并

”
庄屈

“
以

∵为心
”, “

合
”

儒仙侠
“
以为气

”,是李诗之
“
真源

”
所在,这是很富创解的提法。与龚同

时的刘熙载,则发表了如下见解: “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傍上,

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
”

。 (《 艺概·诗概》)刘熙载
“
太白诗以

应骚为大源
”,与龚 自珍李白之

“
真源

”
是

“
并庄屈以为心

”
的提法,如 出一辙。

李白歌行诗既代表了李白诗歌的最高成就,无疑也是李白诗的
“
飘逸

”
风格 的 典 型 体

∶现。李白诗的这种
“
瓢逸

”
风格、是有其个性特点的。问题在于:体现在他的歌行诗中的,

既有来自中原文学中的儒家经典著作 《诗经》的影响,也有来自南楚文学中 的 庄、屈 的 影

响,而后者更占了较大的比重。甚至可以说'在他的歌行诗中,有鲜明体现、起 重 要 作 用

的,乃是南楚文学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庄周顺应 白然,不随流俗的思想和屈原殷忧国事、哀怨无端的感情,在
伺一个诗人的作品中,是较难取得和谐完美的统一的。在龚、刘未发表上引评论前,很少有

人从这方面去加以考虑。我们如果结合李白歌行诗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考查,就会得出与他

们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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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歌行诗的主要风格特点是飘逸,说它来自应周的顺应自然、不随流俗的思想j这是

容 易理解的。问题在于:它如何与屈原的
“
哀怨

”
之情统工起来。对这问题,首先需要从李

白的生活与教养去考查。李白曾接受过儒家思想教育,对管t乐和谢安一类的政治人物很倾

慕,因 而很有济世拯时的政治抱负。但他对道家思想和游侠学仙之事,又表现出 极 大 的 兴

趣:这便决定了他思想的复杂性。李白一生中,有时儒家思想在他身上占主导地位,有时道

家思想在他身上起了重要作用。正是上述复杂因素决定了李白歌行诗的独特性和创造性。作

为一个庄周思想的崇拜者,他发现在歌行诗中能够最有效地体现庄周
“
如列子御风而行∵,

“
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

” (方东树语)的思想境界,这与他的浪漫 气 质 很 合

调。但作为一个诗人,他既称赞屈原执着追求美好政治理想,又惋惜他怀沙自沉。因而在歌

行诗中汲取屈原诗意时,更多地表现出为他所特有的
“
哀怨

”
之情。并在这种

“
哀怨

”
之情

中,渗入庄周顺应自然,旷达为怀的思想因素。这就是从李白歌行诗中往往能摸触到寓托于
“
哀怨

”
之情中的顺乎自然的旷达思想成分的原因。但屈原思想在他身上却常居主导方面。

这又是他死前一年
“
闻

”
太尉李光弼

“
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

”,讨平安史叛军时,还北上
“
请缨,冀 申一割之用

”
的思想根源。宋、明学者为什么把

“
飘逸

”
作为李白诗 的 主 要 风

格,原因就在此。 “
兴酣落笔摇五湖,诗成笑傲凌沧洲

”
。 (《 江上吟》)应 该:说 ,这

一
特

点,在李白歌行诗中是表现得最为突出的。

李白歌行诗题材内容,涉及面相当广泛。有对国事的忧虑和人民生活的关心;有政治抱

负和在长安挫辱的抒写;有对妇女的同情;有对亲情和友谊的描述;有怀古、咏物、写景的

篇什等。它们都程度不等地体现了
“
飘逸

”
的特点。李白歌行诗中的这种风格,便是庄、屈

的创作精神有机结合的产物。他既有建功立业,使 “
寰区大 定,海 县 清 一

” (《 代寿山答孟

少府Ⅰ彡文书》)的宏愿,又有兀傲不随流俗,鄙夷富贵,想做隐士神仙的思想。出世与入世,

即庄周式的放达与屈原式的哀怨,在他身上形成矛盾与统一。既不是与现实绝缘、瓢飘欲仙

的道教徒,又因在政治追求上失意,往往表现哀伤与怨愤。这可说是李白歌行诗的
“
飘逸

”

风格的基本特点。龚 自珍和刘熙载就是从两者的结合上去把握李白诗 歌 的
“
真 源

”
与

“
大

源
”

的。

不过李白大多数歌行诗体现庄、屈思想的结合,并不限于词句的化用,更在于精神的融

入。而且这种融入,常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如关心国事,忧虑时局的 《远别离 》: “
君失

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虎变鼠
”,是他对玄宗后期奸臣擅权,将为祸乱之阶 的 警 告,也 是

《离骚》
“
浞又贪夫厥家

”, “
殷宗用而不长

”
和 《庄子·月去箧 》

“
大盗

” “
窃国

”
思 想 的

综合体现。李白谴责玄宗晚年进行黩武战争之作,如 《战城南 》的
“
征战无已时

”, “
野战

格斗死
”, “

士杂涂草莽,将军空尔为
″,便渗透着屈原 《九歌·国殇 》 1左 骖 殪 兮 右 刀

伤
”, “

严杀尽兮弃原野
”

的感情。而
“
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固有 《老

子 》
“
兵者不祥之器

”
的思想因素,但也杂入 《应子 》《天地 》

“
爱人利物之谓仁

”
, 《徐

无鬼 》
“
无以战胜人

”
, 《则阳 》

“
争地而战,伏尸数万

”
的息想成分。在 《登高丘而挚远

海 》中更以秦皇、汉武
“
穷兵黩武

”
比唐玄宗,难怪王夫之 《唐诗评选 》会有

“
后人称杜陵

为
‘
诗史

’,乃不知此九十一字中有一部开元天宝本纪在
”

的赞誉。深切关注安史叛乱中受

'苦受难的广大人民的 《猛虎行 》: “
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

”
。《扶风豪士歌》:

“
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桥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

”
。都 能 与 屈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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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骚 》
“
哀民生之多艰

”
, 《九章·哀郢 》 1民离散而相失兮

”, “
遵江夏以流 亡

”
的辞

意引起联想。

李白歌行诗曾多次反映和回忆他在长安待诏献纳时的情况。 “
一朝君王垂拂拭'剖 心输

丹雪胸臆。忽蒙白日生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
”

。 (《 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
“
揄扬九重万

乘王,谑浪赤墀青琐贤
”

。 (《 玉壶吟》)白 我吹嘘,不免表现出思想中庸俗一面。但即使这

类作品,也流露他对遭谗受谤的不满情绪: “
浮云蔽日去不返,总为秋风摧紫兰

”
。 (《 答杜

秀才五松山宣城见赠》)“前门长揖后门关,今 日结交明日改
”

,′
(《 赠从弟蓠平太守之遥二苘》)

李白不满黑暗现实和为权奸摈斥的愤懑,在歌行诗中更常有 表 现。如 《行 路 难 》 (二 )的 ∴

“
大道如青天,我行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黄鸡白雉赌梨栗

”
。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

怀 》的
“
君不能狸膏金距学斗鸡,坐令鼻息生虹霓

”
。他对朝中寅缘俸进腐败现象,表示愤

怒。特别对贤愚不辨,忠奸不分的黑暗现实不满: 
“
汉朝公卿忌贾生

”
, (《 行终 F≡ 》二 )

“
楚地由来贱奇璞

”
。
“
祢衡耻∷逐屠沽儿

”, “
董龙更是何鸡狗

”
。这样, 自然会落得谗谤辞

朝下场: “
一谗一笑失颜色,苍蝇贝锦喧谤炻

”
。 (《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些都与屈原

《离骚》
“
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贤而嫉妒

”, “
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

”
的思

想感情很合拍。雨《鸣皋歌送崔征君 》的
“
鸡聚族以争食,风孤飞而无邻。堰蜓嘲龙,鱼 目

混珍,嫫母衣锦,西施负薪
”
。更是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抗议。

但李白想对李唐王朝有所献纳,却是出于至诚⒊ “
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

”
, (《 远别

离》) “
白日不照吾精诚

” (《 梁甫吟》),这里有 《离骚》
“
荃不察余之中情

”
的回声,也

是 《应子》《天地》
“
忠臣不谄其君

”
, 《外物》

“
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 未必信

”
和

《渔父》
“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
的名言的同调。 《长相思》借美人托

喻, “
妙于言情

”,更近似屈原的创作特点。胡震亨说
“
开头即曰

‘
在长安

’
,其意已见

”
。

王夫之说
“
题中偏不欲显

” (指 “
长相思,在长安

”
之

“
如花美人

”
),“ 象外偏 令 有 余

”

(指 “
卷帷望月

”, “云端
’
远

“
隔
”, “

天长路远
”, “

梦魂不到
” ),缠绵宛转之情 ,

已超过一般男女相思,更近似
“
灵修美人以媲于君

” (王逸《
=弪

经·宇》)的 君 臣关 系 寄

托;也不能说没有 《庄子·人间世》
“
臣之事君,义也

”, “
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
,的 思 想

渊源。它同《行路难》(一 )的
“
忽复乘舟梦日边

”
, 《登金陵凤凰台、的

“
长安不见使人

愁
”
∶显然是有内在联系的。不能因为 《唐宋诗醇 》有贤臣

“
不遇

’, “
不敢忘君

”
的

“
忠

厚之言
”

的评语,便断定它是
“
寄赠远人, 自道相思之词,未必别有寓意

’
。 (詹锬《李白乐

府集说》)

因从永王李磷星误入狱,流放夜郎,是李白一生遭受的最大挫辱。后虽得大赦,却 困顿∷

至死。他曾在五古 《赠江夏韦太守良宰 》中描述了委屈和痛苦心倩。歌行诗 《流夜郎赠辛判 :

官 》
“
何日金鸡放赦回

”
, 《江上赠窦长史 》

“
万里南迁夜郎国

”
, 《江夏赠 韦 南 陵 冰 》

“
夜郎迁客带霜寒

”
等,便是怨愤之情的反复抒泄。 《上留田行 》更深刻地写了对永王的看

法。乐府旧题 《上留田行 》本讽
“
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

”
。 (《 乐宥解题》) 萧士蛩谓

i

为永王被
“
杀

”
而

“
作

”
。诗中

“
一鸟死,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

”
。 “

交让 之 木 本 同

形,东枝憔悴西枝荣。无心之物尚如此,参商胡乃寻天兵。
” “

言兄弟相逼,非独鸟兽之不

若,并有愧无知之草木,意极讽痛
”

。 (《 唐宋诗举要》)与他五言乐府 《树 中草 》异 曲 艮i

工。这类歌行诗,也与屈原作·品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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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鄙夷权贵,蔑视荣华的歌行篇章,特别具有吸引力。如 《将进酒 》
“
钟鼓馔玉不足

贵
”, 《扶风豪士歌 》

“
饮酒岂顾尚书期

”
, 《忆游寄谯郡元参军》

“
一醉累月轻王侯

”
,

《梦游天姥吟留别 》
“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
。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

“
荣辱于我何有

|哉
”, “

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
”

。都表现了庄周置荣辱穷达于度外的旷达思想。

李白歌行诗往往表达了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抑郁不平感慨。如 《行路难 》(一 ): “
金樽

美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

。真实地写出
“
苟有心

事 ,口福眼福:胥成乌有;美食美器,唐捐虚设而已
”

。 (《 管锥编》第四册)的感受,很带

普遍意义。 《鸣雁行 》写安史乱中
“
遭难避祸

”, “
步步忧虞

”
,有如 f惊弓之鸟

” (《 唐

宋诗醇》)的情景: 
“
客居烟波寄湘吴,陵霜触雪毛体枯。畏逢赠缴惊相呼,闻弦 虚 坠 良可

r吁,君更弹射何为乎?”
 “

婉而多讽,诵 之恻然
”

。但另一方面,′ 他又能在歌行诗中充分显

示自信精神: 
“
逢时吐气思经纶

”, “
大贤虎变愚不厕。

” (《 梁甫吟》)“长 风 破 浪 会有
·

j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 (《 行路难》一 )。 这正是庄周

“
而后乃今将图南

”
和屈原

“
虽九死其

犹未悔
”

的精神的统一。

李白向情妇女的歌行诗,有思妇春夜怀远方丈夫的 《长相思 》: “
此曲有意无人传,愿

∷随春风寄燕然
”

。 “
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

”
比喻生动异常。有秦地妇女怀 念 丈 夫 的

《乌夜啼 》; “
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空房泪如雨

”
。有思妇与远戍边塞丈夫相 互 思 念 的

《思边》: 
“
玉关此去三千里,欲寄音书那可闻

”
。和名作 《持衣篇 》: 

“
忽闻江 上 春 归

燕,衔得云中尺素书
”

。 “
晓吹篑管随落花,夜捣戎衣向明月。

”, “
有使凭将金剪刀,为

君留下相思枕。
” “

明年若更征边塞,愿作阳台一段云。
”

还有幽州思妇对征戍中牺牲的丈

夫的怀念悲伤的 《北风行 》: “
倚门望行人,念君长城苦寒良可哀。?目 睹

“
另刂

”
时所

“
遗∵

“
蜘蛛结网生尘埃

”
的

“
一双白羽箭

”,万分伤感: “
箭空在,人今战死不复回!不忍见此

∶物,焚之已成灰
”

。真是
“
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
。又有写商妇闺怨的 《江夏

行 》: “
未知行李游何处,作个音书能断绝。

” “j晦
作苘人妇,青春长别离。

”
写弃妇不幸

遭遇的名篇 《白头吟 》,由锦水
“
波荡双鸳鸯

”, “
万死

” “
不愿

” “
分张

”
起兴,引 出司

马相如
“
作赋得黄金

”, “
好新多异心

”, 
“
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 《白头吟 》

”
的传

说,讽剌男子的用情不专: f东 流不作西归水,落花辞条羞故林
”

。赞美韩凭夫妇坚贞不渝

之爱: “
古来得意不相负,只今惟见青陵台

”
。李白这类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与屈原 《九

歌 ·湘夫丿、》
“
荒忽兮远望

”, “
将以遗兮远者

”
的
′
情思,是比较接近的。

李白关于叙写亲情、友谊的歌行诗,前者如 《南陵别儿童入京》: 
“
呼童烹鸡酌白酒,

儿女嬉笑牵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
”

《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 问 稚 子 伯

禽 》: “
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

”
。 《万愤

词投赠魏郎中》: “
穆陵关北愁爱子,豫章天南隔老妻。一门骨肉散百草,遇难 不 复 相 提

携
”

。后者如 《金陵酒肆留别》表现对年轻朋友的可贵友谊: 
“
金瞬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

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对雪醉后赠王历阳》又表现朋友间别后的

真̌诚相思: “
清晨鼓棹过江去,千里相思明月楼

”
。 《江夏赠韦南陵冰 》更写出朋友相知之

乐: “
有似山开万里云,四望青天解人闷

”
。并发出

“
迸碎黄鹤楼

”, “
倒却鹦鹉洲

”
的豪

语。还写了
“
南迁

”
归来后对朋友的真挚情谊: “

不同珠履三千客,别欲论交一片心
”

。这

∶类诗作,· 同 《应子 》《山木 》的
“
此以天属F, 《渔父 》的

“
真亲未 笑 而 和

”,屈 原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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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湘君》
“
望夫君兮未来

”
, 《少司命》

“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
的思想

感情是相通的。

李白怀古、泳物、写景的歌行诗,怀古的如 《送祝八之江东赋得浣纱石 》咏叹了西施微

贱时的生活: “
未入吴王宫殿时,浣纱古石今犹在。

”
《乌栖曲》讽刺吴王夫 差 的荒 谣 :

“
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

”
。 《江上吟 》嘲

笑楚怀王
“
台桷空山丘

”, “
功名富贵

”
不

“
长在

”
。 《梁园吟 》讥评梁孝 王

“
宫 阙今 安

在
”, “

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
”

。 《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 》由游尧祠

想到魏武帝和绿珠: “
生前一笑轻九鼎,魏武何悲铜雀台

”
。

“
绿珠楼下花满园,今 日曾无一

枝在
”1 《灞陵行送别》由

“
灞水流浩浩

”
生出

“
无花之古树

”, “
伤心之春草

”
的遐想。

《金陵歌送别范宣》由
“
石头

” “
虎踞

”, “
钟山龙盘

”
兴起

“
四十余帝三百秋,功名事此

随东流
”

。 “
金陵昔时

” “
席扌蝥英豪

”, “
梁陈白骨乱如麻

”, “
天子龙沉 景 阳井

”
的 感

喟: 《赤壁歌送别》更把三国赤壁之战的历史陈迹作了艺术处理: “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

楼船扫地空。烈火烧天照云海,周 瑜于此破曹公
”

。它们同屈原 《九章 ·惜往日》的思想感

情倾向有相通之处。泳物的,如 《天马歌 》写天马
“
腾昆仑历西极

”
,“逸气棱棱凌九区。

”

“
少尽其力老弃之

”, “
伏枥含冤摧两眉

”
。 “

盖为逸群绝伦之士不遇知己者叹,亦白自伤

其不用于世而求知于人也欤!” (萧士赞语) 《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 》的
“
乍向草中耿

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
”

正是李白不向权贵低头的精神的艺术体现。 《山鹧鸪词 》的
“
嫁得

燕山胡雁婿,欲衔我向雁门归。山鸡翟雉来相劝,南禽多被北禽欺
”

。 “
我心誓死不能去,

哀鸣惊叫泪沾衣
”

。虽在泳物,实则表达了不肯离乡背井的人们的共同 悲 哀。写 景 的,如
山、川、云、月等的描写。写秦蜀道上山川的 《蜀道难 》,写华山和黄河的 《西岳云台歌送

丹丘子 》,写 庐山和长江的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写太山的 《早秋单 父 楼 酬窦公 衡 》和

《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 《把酒问天 》、 《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等。还有写梦境

的 《梦游天姥吟留别》。它们都分别表现了李白的出色艺术才华。在这方面,李白可能同刘:

勰评价屈原
“
能洞监风骚之情

”, “
抑亦江山之助

” (《 文心雕龙·物色》)的 话暗合,也与

《庄子 ·山木 》
“
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其崖

”
的境界相通。李白描写饮酒学仙的歌

行诗,如 《襄阳歌 》的
“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 日须倾三百杯

”, “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

山自倒非人推
”

。 《怀仙歌 》的
“
巨鳌莫载三山去,我欲蓬莱顶上行

”
。表现了他思想中消

极的一面, 自然与庄周影响有关,却又与屈原 《渔父 》
“
众人皆醉我独醒

”
是异趣的。

李白歌行诗的飘逸风格特点,在艺术上的突出表现,是新奇的夸张,丰富的想象,生动

的比喻, 自由解放的形式,雄放纵恣的笔调和清新明朗的语言相结合。这与南楚文学中应、

屈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不论是关心国事,谴责黩武战争,关注安史乱中的苦难人民,反映和

回忆长安待诏献纳情况,不满黑暗现实,倾诉忠诚,吐露入狱流放的怨愤和对永王不幸结局

的看法.鄙夷权贵,蔑视荣华,表达失意感慨,同情妇女生活,叙写亲情、友谊和怀古泳物

写景之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庄、屈精神的有机结合。在这些歌行诗里,不仅多次出现

庄、屈作品中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夸张、比喻、想象等也得到广泛运用。李白深得应月

文贵独创的精髓,也很符合屈原
“
发愤以抒情

” “
陈志

”
的要求。这就是龚自珍、刘熙载所

说李白诗歌的
“
真源

”
与

“
大源

”
的典型艺术体现。 “

风雨争飞,鱼龙 百 变
”, “

大 江 无ˇ

风,波浪自涌,白云从容,随风变灭,可谓怪伟奇绝者矣∵。 (《 唐宋诗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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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应该指出,李白提出自然天成,反对人工造作,并不意味着忽视艺术上 的 丰 富 多

采,诸如笔调、形式和语言的熟练掌握与精心锤炼。他虽然批评沈约
“
尚以声律

”,却通晓

格袢,以语言明朗清新见长。他虽不满六朝
“
绮丽

”,梁陈
“
艳薄

”,却很注意艺术形式的
千变万化。他的歌行诗,· 虽与高适∵派带律化倾向的歌行诗有明显区异,但他有的歌行诗仍

然显示了律化的特色。他的歌行诗大、中、小型结合,单篇与组诗结合的特点,正体现了庄
周大型与中小型篇章结合,屈原单篇与组诗结合的艺术经验。李白歌行诗的语言,固然是他
“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
的艺术观点的体现,但雄放纵恣的笔调,参差错落的句式,也

.很得力于应、周作品的启发。

李白歌行诗还从汊魏六朝和初唐作家那里受到许多有益启示。这又是我们在考查李白歌

行诗所受庄、屈影响时,决不应该忽视的。

“
约法三章

”
新释

曾 凡  英

汉高祖刘邦破咸阳后,曾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与之制定了三条应急昀法律条文,历来的研究者都称之
为 “

约法三章
”
。但笔者认为应该称之为

“
法三章

”
。首先,汉代史家司马迁、班固均言其为“

法三章
”
。

《史记》《茁辶本纪》云: “
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工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 章 耳:杀 人 耆

死,伤人及盗砥罪。
”

《汉书》《高帝纪》基本上沿袭了《史记》。其次,历代学者之所以以
“
法三章

”

为
“
约法三章

”,竿者认为是对班固《汉书 ·刑法志》两条史料的误解。《刑法志》云: “
汉兴,高祖初

入关,约法三章曰: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
。蠲削烦苛,兆民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

章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
。又云: “

汉兴之初,虽 有 约 法
三章,网漏吞舟之鱼

”
。颜师古注云: “

言其疏阔。
”
显而易见,班氏慨叹三章之法太简略,不完备,因

而
〃
不足以御奸〃,并使那些作奸犯科的

“
吞舟之鱼

”
逃之天天j “

约
”
有简略之意。《荀子 ·不苟》:°

故操弥约,而事弥大。
”
班氏此处说的

“
约法二章

’
是对

“
法三章

”
的评价,而不是说刘邦入关所订的

法律条文就叫做
°
约法三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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