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统筹：胡田野 美编：王姿 校对：亚丽 AA07文化产业NEWS

编者按：
李白不仅是唐朝、唐诗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

他终其一生，以自己昂扬向上、傲岸不羁、独立自由、不懈求索的
性格魅力，诠释了人性中最光辉、最珍贵的品质，为我们打造出了
阔大的精神和艺术境界。

虽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李白的诗歌，就流传着李白传奇的
故事，但他的足迹遍及中原大地，并在中原生活多年，无疑，中原
是他生命和精神的第二故乡。

今日本报特别编发郑州市文联副主席、市作协名誉主席、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程韬光创作的散文，让我们跟随他的文
字和足迹，去感受伟大诗人如何以震撼人心的浪漫主义诗篇，将
中华民族的精神播洒。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探寻李白的中原足迹：

《将进酒》与《梁园醉酒歌》
□程韬光

郑州境内的三皇山下，黄河至此，摆脱
了山岭的束缚，一改浊浪滔天的气势，呈现
出宽阔平缓、黄波金浪的风采。唐天宝九年
（公元 750年）秋天的一个月夜，河岸上一处
简陋的酒肆里，在灯火的映照下，酒至半酣
的李白踉跄起身，手持酒杯，边舞边吟：“君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陪坐一侧的友人岑勋、道士元丹丘手拿竹
箸，凝色击节。月下的李白已是兀自忘形，
衣袂飘飘：“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
月……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
尔同销万古愁。”当李白吟完此诗，酒肆瞬间
静寂！月光流波，涛声如梦！

我轻吟着这首“太白此歌，最为豪放，才
气千古无双”的诗，想象着李白吟诵此诗的
样子，来到三皇山。三皇山位于荥阳市东北
30公里的广武山上，面积约10平方公里。这
里北濒黄河，南邻嵩岳，山清水秀，环境优
美。相传，远古时期，伏羲、神农、轩辕等人
类始祖在这里生息劳作，肇始文明，而成为
中华民族祖先伏羲(天皇)、神农(地皇)、轩辕
(人皇)的圣地。后人在这里修建三皇庙，将
“天、地、人”三皇供奉于此。

在李白《闻丹丘子营石门幽居》的诗作中，
有“畴昔在嵩阳，同衾卧羲皇”之句，说明李白
常随道士元丹丘到这里拜谒。羲皇即伏羲氏，
奠定了《周易》和道家文化的思想基础，成为中
国乃至东方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走进三皇山景区，沟壑纵横，峪顶相间，
杂草丛生，间有如线的溪流淙淙。地形地貌
独特，史迹名胜繁多：伏羲墓、郑武公墓、汉
霸二王城、唐昭成寺、桃花峪、黄河渡口、石
门等遗址穿越时空，为我低语着上古时期伏
羲、神农、轩辕在此种粮、采药，施化于民的
美丽传说；向我解说着楚汉相争的历史，还
原着那个李白醉酒的月夜……

李白自恃才高，怀着“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的雄心壮志，自东鲁应诏
入京不久，便因权贵的馋毁，被唐玄宗赐金
放还，被朝廷体面地驱逐。大才难展、理想
渺茫的李白，时应元丹丘之邀，到颍阳山居
(今登封颍阳镇）为客，寓居三年，一心向道。
唯有道教心斋，可以少许安慰他漂泊的灵
魂，暂时支撑其残缺的精神。

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之际，满
腔不合时宜借酒兴诗情，豪气纵横，神游八
极，李白以仙人之姿，一扫世俗尘埃，一首情
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的五音
繁会之作——《将进酒》，便在黄河岸边，喷

薄而出！

从何处来？到何处去？
在黄河岸边的那个秋夜，酒醒后

的李白严厉地拷问自己。只是天下之
大，他不知何处去！

当时的大唐，朝廷纷乱，杨国忠虽
大权独揽，然其智谋不足，致使安禄山
私存异心，蠢蠢欲动，已是“山雨欲来
风满楼”。寓居嵩山的李白貌似安时
俟命，实则等待风云际会之时。他的
心情在一首《梁甫吟》的诗中，得到淋
漓的体现。

当李白得知好友崔宗之抱病而
逝，葬于洛阳邙山的消息，便再也无法
安然闲居：一生追求“帝王师”梦想的
李白，顿时感到时不我待！便赋诗元
丹丘辞别，前去邙山凭吊好友，当晚夜
宿洛阳龙门。

夜半醒来，窗外飘雪，望着冰玉世
界，乾坤朗朗，李白难以入眠，感怀人
生，苍凉悲壮；心系社稷黎民，殷殷不
堪。遂作《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
翌日，李白于洛阳邙山拜谒崔宗之之
墓。想起钟子期、易伯牙知音赠琴的
旧事，写下《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

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仰天哀叹，长
歌当哭。

洛阳是大唐帝国的东都，居天下
之中，有九州腹地之称。生活在钟灵
毓秀、华章溢彩之地的洛阳人，听闻名
动天下的李白到来，纷纷前来探访，其
中就有年青的杜甫。他们追随着李白
登高望远，饮酒赋诗。

李白在洛阳士子的陪同下，春夜
于天津桥头的董姓酒楼里饮酒。酒楼
下的洛水碧波荡漾，岸上芳草萋萋，杨
柳依依。河中商船，来来往往。更有
公子王孙、千金小姐乘着精美画舫，于
洛水之上，飘来荡去。此时，不知谁家
画舫里，玉笛声响，婉转悠扬，飘荡在
洛河之上，散入洛城之中，正是古曲
《折杨柳》。一曲肝肠断，千古思乡
人。李白闻听，不由勾起怀乡之思。
想自己书剑飘零，宛如秋叶，故国亲
友，杳无音信……月影凄迷，露华零
落，他不由泪眼婆娑，写下《春夜洛城
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天津桥初为浮桥，后为石桥。隋
唐时，横跨于穿城而过的洛河之上，为
连接洛河两岸的交通要道，车水马龙，
热闹非凡。历经历史兴衰，在今洛阳
桥西百米处，遗迹尚存。

“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我站
在洛河桥上，清晰地感到这座古都崛
起的强劲脉搏：中原大地敦厚磅礴之
气，南国水乡妩媚风流之质、古朴与典
雅，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地演绎。

入夜时分，华灯初照，金桥银月，
耸立水天。伫立桥头，月色如水般涌
来，我仿佛走入李白的诗与酒中，不由
默诵“白玉谁家郎，回车渡天津。看花
东陌上，惊动洛阳人”。

虽然，李白留恋天津桥的景致，在
杜甫等友人的陪伴下，吟着“黄金白璧
买歌笑 ，一醉累月轻王侯”，在洛阳饮
酒数月，甚至把王侯功名都看轻了。但
是，天性自由的李白注定还是要走向远
方的。他回到东鲁，继而漫游吴越……
之后，应杜甫之约，于天宝十二年（公元
753年）的秋天再次来到中原，来到宋州
梁园。从此，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原人。

古代的梁园由汉梁孝王所建，位
于睢阳郡大梁城东（今商丘梁园区和
开封东一带），昔日繁华，宫阙连绵，有
雁池、兔园、平台，乃达贵宴饮游乐之
所，汉代名士司马相如、枚乘诸人常于
此吟诗作赋。历经朝代更迭，至唐时，
已是残垣断壁，荒草萋萋，只有汴河依
旧，无语东流。

李白戏称杜甫为“诗痴”，并写下
“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
借问别来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的
诗句，杜甫回应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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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劝诫李白

收敛个性。此时，因不忍“鞭挞黎庶”
和不甘“拜迎官长”而辞官的高适也客
游梁宋，三人结伴，秋游梁园，缅怀古
今，感慨万千。

一日，秋高气爽，三人携手，登上
大梁吹台。吹台是大梁胜地，师旷曾
于此弹琴，遗下一曲阳春白雪，天高地
远，苍茫不见。李白、杜甫、高适流连
忘返，于此轮流把盏，畅言欢饮，听着
吹台传来的美妙琴音，诗兴大发。高
适写下《古大梁行》、杜甫挥毫而作《遣
怀》、李白则挽起大笔，饱蘸乌墨，疾步
走到梁园白壁之前，笔走龙蛇，白壁生
云，写下《梁园醉酒歌》。

园中一僧人见刚粉不久的雪壁上，
竟被写上黑字，遂拿抹布就要擦去。却
被适才在吹台抚琴之人，让高适、杜甫、
李白三人诗兴大发的女子拦阻。

此女是大唐已故宰相宗楚客的孙
女。宗小姐自幼受大家熏陶，琴棋书
画，样样精通，是有名的才女。她先被
白壁上的书法所吸引，那字龙飞凤舞，
俊逸疏朗，笔势迅急飞动，气势雄奇连

贯。看完诗文，更是钦佩不已：谈古论
今，如火山喷发；舒意喟叹，若江水奔
流。宗小姐为诗文震动，出千金善钱，
恳求保留此壁。

宗家小姐千金买壁之事，在宋州
传为美谈。当时，李白孤身一人，宗小
姐待字阁中，加之，“梁园”与“良缘”谐
音，莫非天作地合？经杜甫、高适撮
合，李白与宗氏喜结伉俪。

李白和宗夫人共游虞城，并题《虞
城县令李公去思颂碑》后，使睢阳之地
的达官名流，纷纷与他交往。李白于
此虽生活惬意，然大唐时局日下，正值
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夜。一直沉溺于
“奇谋伟策干帝王，雄剑雌文立功勋”
文士情结中的李白，便应安禄山的判
官何昌浩之邀，赴幽州，以探安禄山虚
实。从此，李白离开中原。

今日的梁园早已淹没在黄河的泥
沙之下。只有开封的禹王台公园里，
后人所建的三贤祠中，两组雕塑在无
声地向后人展示着宛如大唐日、月、星
的李白、杜甫、高适曾来过这里……

黄河之水天上来 何人不起故园情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