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３８ 卷 第 ３ 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３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ａｙ ２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１０
作者简介：罗漫，男（布依族），中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文学史。

唐诗《黄鹤楼》：原创版超深藏的愁情言说与
整容版非正常的经典之路

罗　 漫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　 要：《黄鹤楼》版本有二：崔颢原创版和王安石整容版，也可称为“首句‘白云’版”和“首句‘黄鹤’版”。 尽管

在被创作、被选录、被解说、被比较、被摹仿等方面，《黄鹤楼》高居唐诗前列，但对原创版超深藏的悲愁言说，至今并

未出现直贯全诗所有意象的通透之解。 对于整容版何以“伪钞驱除真钞”的非正常现象，至今同样没有出现系统的

研究与可信的解析。 在此揭示了贯穿在原创版所有意象之下的浓郁悲愁：求仙谋职的落空、王粲的失意、祢衡的殒

身、伍子胥的“日暮途远”与浮尸江上、一代求职青年的功名无望与有乡难归。 整容版即后人所谓“崔颢体”的典型特

征是三叠黄鹤，但李白才是三叠黄鹤的真正原创者。 李白之人和李白之诗的灿烂阳光，全方位照亮了崔颢和崔颢的

《黄鹤楼》。 后人之所以误将三叠黄鹤称为“崔颢体”，乃是王安石觉得崔颢之作不够完美，因而仿照李白《鹦鹉洲》
的三叠鹦鹉整容而成。 严羽以及方回之后广大学人普遍认同的所谓“唐人七律第一”，并非完全属于崔颢的原创。
学界与民间“三人成虎”式的所谓李白摹仿“首句‘黄鹤’版”的若干倒果为因，以非为是的不实说法，一律应予彻底

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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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古今诗评读透原创版《黄鹤楼》了吗

唐代原创版的《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白云

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

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

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原创版中的成仙传说与

楚天景致，对于崔颢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慰藉还是忧

伤？ 是希望还是失望？ 是赏心悦目还是愁情笼罩？
翻开《唐诗汇评》所录多达 ３８ 家的高评大论，多半是

抛开首句“乘白云”的不接地气的艺术点赞，如沈德

潜《唐诗别裁集》评整容版云：“意得象先，神行语外，
纵笔写去，遂擅千古之奇！”《唐宋诗举要》也针对整

容版引吴（汝纶）曰：“茫茫无际，高唱入云，太白尚心

折，何况馀子？”至于深度隐藏在原创版之中的崔颢心

底的隐秘与沉痛，古人今人很少能够真正地触及。 在

笔者看来，原创版的复杂思绪，完全可以归结为求仙

与谋职的双重失望，漂泊与还乡的两难困局。
崔颢经历了许多求取功名的困顿之后，在某个春

天漫游江南，登上黄鹤楼，此时的亲见和遥想，一是江

天之间的楼宇白云，二是汉水北岸的醒目树林，三是

江水之上的落日、芳洲与烟霭，四是汉北之远方某地

崔颢的家乡汴州（今开封）。 正因为眺望方向与

家乡一致，所以七、八两句才会顺理成章地发问与归

结：“日暮乡关何处是？ 烟波江上使人愁！”
全诗的逻辑思路和情感脉络如下：虽然庄子之后

的千载天空依旧白云悠悠，但汉代以后传说的仙人乘

黄鹤却一去不复返，不管是“天有白云”还是“楼无黄

鹤”，后来的求仙者都只能望云歆羡或登楼空待（金
圣叹、纪晓岚、高步瀛等不能理解这里的白云意涵）。
崔颢属于玄宗时代人，写作《黄鹤楼》之前，由于在京

城求取功名一再失利，备受打击，转而产生明显的追

求长生不老的神仙意识，曾经在另一首七律《行经华

阴》（从家乡汴州往返帝京长安的必由之路）中说：
“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借问路旁名

利客，无如此处学长生！”不过，本身就是标准“名利

客”之一的诗人在登上黄鹤楼一览江天之后清醒地知

道，随着古今的时事变迁，乘云成仙或者乘鹤成仙而

长生不老的生命奇迹已经绝对不可能实现，闯荡南北

而谋职求官的功名美梦也一一破灭。 江南之旅虽然

可以极目江天美景，但春林芳草却遮蔽不了历代楚地

文人的悲剧和官场的险恶 建安七子之冠、山东诗

６１１



人王粲创作于楚地的《登楼赋》，其名句云：“虽信美

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阎伯理的《黄鹤楼记》，
就直接将唐人登临黄鹤楼览景解读为：“王室载怀，思
仲宣（王粲）之能赋。”在江心小岛写作《鹦鹉赋》而使

“鹦鹉洲”由此得名的另一位山东狂才祢衡，更是在

楚地遭遇曹操之辱直至遭遇楚人黄祖之杀。 李白《望
鹦鹉洲怀祢衡》即说：“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 黄

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
……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 ……至今芳洲上，兰
蕙不忍生。”崔涂《鹦鹉洲即事》也说：“怅望春襟郁未

开，重吟鹦鹉益堪哀。 曹瞒尚不能容物，黄祖何曾解

爱才？”祢衡遇害之后，鹦鹉洲从此成为当权者警告、
羞辱和杀害非同类文人的著名文化符号。 唐佚名撰

《玉泉子》云：
（皮）日休尝游江汉间，时刘允章镇江

夏，幕中有穆判官者，允章亲也，或谮日休薄

（瞧不起）焉。 允章素使酒，一日方宴，忽怒

曰：“君何以薄穆判官乎？ 君知身之所来

否？ 鹦鹉洲在此，即黄祖沉祢衡之所也！”①

所以，崔颢之前的王粲、祢衡及其类似的漂泊者，
他们在楚天楚地留下的只是壮志难酬和生命不保。
“日暮”时分，万物多有归依，《诗经·王风·君子于

役》即说“日之夕矣，羊牛下来”。 对漂泊者崔颢（类
似于诗经时代远出服役的君子）而言，真的不知“乡
关何处是”吗？ 显然不是。 诗人为什么发出这种典型

的“明知故问”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功名心切的男性

文青极其敏感的“尊严”，亦即能否实现人生价值并

衣锦还乡的“面子”。 中唐诗人姚合《送李馀及第归

蜀》说：“李白《蜀道难》，羞于无成归。”姚合从旷世名

篇《蜀道难》中读出了李白的心曲，其实姚合也是借

他人席上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 像崔颢、李白、
姚合之类的年轻士子，无论古代现代，绝对不在少数，
就连年轻的西楚霸王项羽，也因彻底失败、无颜再见

家乡父老而“不肯过江东”。 从岭外潜回家乡洛阳的

诗人宋之问（约 ６５６－约 ７１２），也在楚地横渡汉江之时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崔颢之后，晚唐一个名

叫杜羔的举子，考试失利回乡，妻子赵氏听说夫君将

归，竟然写诗提醒杜羔天黑无人看见再悄悄进家门，
免得自己在乡人面前难堪。 诗的本事见宋初钱易的

《南部新书》卷丁：“杜羔妻刘氏善为诗。 羔累举不

第，将至家，妻即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到来时近夜

来。’羔见诗，实时回去。 寻登第。” 虽然杜羔的故事

与崔颢毫不相干，但作为科举时代普遍的社会心理，

自我的期许、家人的渴望、失利的羞愧，依然可以借来

理解崔颢、李白等“有乡怕归”的情感纠结。 诗歌尾

联的“日暮”，特指楚国君臣“日暮途远”的春秋故事。
只有这个意义的“日暮”，才能和求仙的无望、王粲的

失意、祢衡的殒身严密衔接。 具体说来，就是日光将

落，前路极远，行路之人，是返回故乡原点，还是坚持

必至天涯？ 崔颢“日暮”的困境同样是：今夜何宿？
明日何往？ 是归乡一叙天伦，还是继续“独在异乡为

异客”并“行行重行行”？ 前方驿站、人生终点又将是

怎样的情景？ 馀晖下只有烟波逝水，没有任何人、任
何物，能够给予崔颢一个指引或答案。 《史记·伍子

胥传》载：春秋后期，楚平王杀死太子并祸害太子师傅

伍奢及其长子伍尚。 伍奢次子伍子胥逃亡吴国，苦心

经营十六年之后，借助吴王阖闾之力攻陷楚都，终将

已死的楚平王鞭尸三百。 伍子胥好友申包胥派人责

备伍子胥“无天道之极”，伍子胥答以“吾日莫（暮）途
远”，不能不选择与常人、常理完全相反的行为方式亦

即“倒行逆施”来一雪家仇，否则无法在有限的时间

旅途中替父兄伸冤。 伍子胥不甘心寄希望于遥远将

来的可能有、也可能无的所谓“历史的正义审判”，而
是选择在具备能力与机会的生命时限内返回原地亲

手报仇，快意除恶。 他“倒行逆施”归国报仇的心愿

实现了，既为父兄雪耻也建功于吴了，但最后的下场

却很悲惨，因与吴王政见不一，夫差赐剑命他自尽。
自杀之前，伍子胥留下的遗言、预言同时也是毒愿的

竟然是这样一句话：“抉吾眼县（悬）吴东门之上，以
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吴王大怒，乃取其尸首装入马皮

口袋“浮之江中”。 已经雪恨成功的伍子胥，尽管对

吴越冲突堪称远见卓识，但他的人生故事依然以悲剧

结束。 所以后世来往楚地失意文人对“日暮”时分

“烟波江上”的感想，悲剧意味远远大于视觉美感。
每一个曾在“帝乡”及他乡不停漂泊寻找人生机会的

青年士子，都会有时不我待和有家难归的焦虑，以及

面对“什么是成功？ 如何去成功？ 成功又如何”的系

列困惑。 夕阳和江水在漂泊者的感观中，就是两种不

一样的存在与选择的宇宙意象：夕阳即将下沉休憩，
江水却要夜以继日奔赴远海。 崔颢既然在烟波江上

不能像夕阳那样归乡休憩，那就只能像江水那样无限

期的“行行重行行”。 漂泊，疲惫，望家而不归，“知我

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作家兼学者的施蛰存先生的《唐诗百话》，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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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密，识见超群，远非一般的解析文章所能比肩，选用

的《黄鹤楼》文本，首句就是“昔人已乘白云去”，但对

崔颢深沉的忧伤却尚未看透：“崔颢诗一起就是四句，
占了律诗的一半，馀意便不免局促，只好以‘晴川’、
‘春草’两句过渡到下文的感慨”、“试问‘晴川历历’、
‘春草萋萋’与‘乡关何处是’有何交代？ 这里的思想

过程，好像缺了一节” ［２］。 更多的学者也只是触及

“怀乡”而忽略“恐乡”。 例如钱谦益、何义门说：“故
自日暮登临，乡关迷望，惟见江上烟波微茫浩渺，令我

愈生愁思耳。” ［３］ 又如沈德潜说：“末因凭吊而怀乡

也。” ［４］直到周振甫才提及祢衡命运而有所发展，但也

依然没有涉及“恐惧回乡”：“作者可能从鹦鹉洲想到

祢衡的被流放、被杀害，因而引起对自己漂流在外的

感慨，从历历汉阳树望过去，就想到作者的家乡汴州

（在开封附近），只看到江上烟波，看不到自己的家

乡。” ［５］对比上述理解，数年前发表的刘学锴的审美感

受则完全相反，认为前四句“透露出来的却是对广阔

高远宇宙空间和悠远时间的悠然向往”，“树”“草”两
句“透露出诗人在登览春江胜景时的淋漓兴会和喜悦

赏爱之情”，结尾两句“转而抒写日暮烟江的苍茫乡

愁”，“虽说是乡愁，却并不沉重，更不悲伤，而是和苍

茫阔远之景相融合的一缕轻愁，一丝惆怅” ［６］。 笔者

发现，刘先生的诗境体验比较混沌，竟将“此地空

（仅）馀黄鹤楼”、“白云千载空（徒然）悠悠”的“空”，
阐释为“广阔”、“高远”、“悠远”、“空廓”，与全诗求仙

谋职的落空、王粲的失意、祢衡的殒身、特别是伍子胥

“日暮途远”与浮尸江上，未能无缝对接，更何况所述

的“苍茫乡愁”与“一缕轻愁”，无论是愁的广度、深
度，还是“重量”，都存在着明显的前后冲突。 此外，作
者前说“空悠悠” “则更突出了诗人的空廓失落之

感”，后说只是“一丝惆怅”而已，“空廓”即空广宽阔，
比之“一丝”，天差地别，显然令读者无所适从。 这种

判断的前后不一，说明对崔颢《黄鹤楼》的情感基调

的把握不够精准、对崔颢意图的透视不够深切。 将一

首深具感慨、深藏伤痛、深思史事、有家难归的诗作，
解读为对广远时空的“悠然向往”，对眼前景象的“淋
漓兴会和喜悦赏爱”，都不如清人黄景仁《黄鹤楼用

崔韵》的名句“到日仙尘俱寂寂，坐来云我共悠悠”那
样更得崔诗精髓：既不见乘鹤的仙人，也不见求仙的

游人，只有高楼之我与高天之云，悠闲相对。 再有一

点，刘先生以“互见法”解说诗中“‘乘白云’与‘驾黄

鹤’而上仙界本是一事”，也略感违和，对于一个仙人

而言，要么“乘白云”，要么“乘黄鹤”，不可能在一个

特定的地方、特定的飞翔空径，既“乘白云”又“乘黄

鹤”，除非那是不同时期的列仙们的集合出游才会如

此，但列仙们同时云、鹤行空，又于典无据。
众多顶级学者对《黄鹤楼》的解读或有未周、未

透，但没有谁赶得上金圣叹解读三叠黄鹤那样随心所

欲。 完全可以说，宋代《该闻录》的阙名作者是挟持

李白进入《黄鹤楼》接受史的肇事者，金圣叹则不折

不扣是后人误解原创版《黄鹤楼》的最大推手。 不仅

如此，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经过将金圣叹更多的

前言后语进行仔细比照，笔者不得不承认这位阐释名

家的心态颇为诡异，居然具有一种“不将错误进行到

底誓不罢休”的阴暗心结，并在解读中故意隐晦其言，
将“乘白云”的《庄子》篇目往其它并不重要甚至不相

干的方向误导。 在整部《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中，
金圣叹对《黄鹤楼》前前后后批写了罕见的 １２３４ 字诗

评（不计现代标点），不仅全书无出其右，甚至在古人

诗评中也极少见到如此之长的单篇诗评。 涉及前四

句者五段 １０９８ 字，涉及后四句者三段 １３６ 字，可见重

点在前四句。 “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
“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何典耶”，见于首段。 但到

第五段，不知是自家想起来了，还是有人提示，金圣叹

似乎知道了原创版《黄鹤楼》的首句确是“昔人已乘

白云去”，而且典出《庄子》，有根有据，并不存在任何

错误，却又不肯认错，继续“怀揣明白装糊涂”：
凡古人有一言、一行、一句、一字，足以

独步一时，占据千载者，须要信其莫不皆从

读书养气中来。 即如此一解诗（引者按：金
圣叹将律诗分为前后解，每解四句），须要

信其的的读书。 如一二便是他读得《庄

子·天道篇》轮扁告桓公：古人之不可传者

死矣。 君之所读，乃古人之糟粕已夫。 他便

随手改削，用得恰好。 三四便是他读得《史

记·荆轲列传》易水一歌：“风萧萧兮易水

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他便随手倒转，又
用得恰好也。［７］１５３－１５４。
这段话的核心是写诗需要读书养气，读书是知识

积淀，养气则是如同人类呼吸一般不停地新旧交换，
亦即创造与活学活用。 “昔人已乘白云去”，明明典

出《庄子·天地篇》，并且具有鲜明的求仙意识，金圣

叹就是故意不引原篇原句并点出求仙意识，而是直接

跳到《庄子·天道篇》中轮扁的话语，然后“随手改

削，用得恰好”，变成“昔人已乘黄鹤去”。 圣叹先生

在第一段还在批“白云出于何典耶”（彼时真的不知

道），到第五段就改口为由于“的的读书”而“随手改

削”了。 明明经过“的的读书”亦即查对《庄子》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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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确切知道“乘彼白云”出于《天地篇》，但就是仍

然刻意隐藏《天地篇》以及“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
彼白云，至于帝乡”的庄子原话，反而大搞障眼法，扯
出《天道篇》中轮扁与齐桓公的对话，继续扭曲事实，
暗示是崔颢自己将“乘白云” “随手改削”为“乘黄

鹤”。 最该引用的藏藏掖掖，可引可不引的反倒指明

篇目。 说明圣叹先生太要面子了，因为《选批唐才子

诗》据他自己声明，是应儿子金雍的要求“粗说唐诗

七言律体”的讲义［７］４９不好意思对儿子坦白说自己以

前讲错了。 清醒的读者不禁要问：崔颢“随手改削”
了什么？ 为何“用得恰好”？ 圣叹先生为什么不能像

“三四（句）便是他读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

一去兮不复还’”那样，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引出

“乘彼白云”“去而上仙”的《庄子·天地篇》？ 这不是

为着傲慢的自尊而糊弄儿子也糊弄大众吗？ 令人非

常遗憾的是，没有勇气向儿子坦白承认知识错误的金

圣叹居然成功了！ 原因很简单，先秦时代的《庄子·
天地篇》，距离一代又一代的唐诗学者与读者已经越

来越遥远了。
二、谁动了崔颢的“白云”：整容版《黄鹤楼》非正

常的经典化之路

在道教获得帝王倡导而备受尊崇的年代，老庄学

说作为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得到强劲传播，知识群体

有条件有氛围充分了解神仙“乘白云”而“升空”的宗

教奥秘。 也就是说，盛唐时代前后，“昔人已乘白云

去”，绝对只是一种平平常常的大众知识。 李白的

《明堂赋》即运用这一典故，美化“厌世”亦即“去而上

仙”的唐高宗：“将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辑

兮，乘白云于帝乡。”在这种语境下，“白云”不会变成

“黄鹤”。 与“白云”相反，“黄鹤楼”因为仙人乘鹤休

憩于此，或者因为其它传说而得名，却是地地道道的

地方性的口径不一的小众知识①。 由于小众知识的

“乘黄鹤”，在当时难以转换成全国性与普及性的大

众知识，再加上崔颢原创版《黄鹤楼》前四句的结构

存在先天性缺陷，导致晚唐的韦庄在编辑《又玄集》
时，难以理解前四句的历史与逻辑关系，因而在标题

《黄鹤楼》之下增加一条小注“黄鹤乃人名也。”这是

《黄鹤楼》接受史上第一次为理清该诗前四句的逻辑

关系而作出的可贵探索。 笔者认为，这条小注确实出

于韦庄之手，因为此诗之前，选有李白诗四首，第一首

《蜀道难》题下也有小注“杂言”，意为《蜀道难》是一

首“杂言诗”。 这在《河岳英灵集》中是没有的。 另

外，《又玄集》在作者“张夫人”下亦有小注“吉中孚侍

郎妻”。 可见，偶尔加注确属韦庄所为。 施蛰存的

《唐诗百话》曾经怀疑，“黄鹤乃人名也”的小注可能

是《又玄集》在南宋传入日本而在近代回归中土的过

程中出现的。 然而元人吴师道的《礼部诗话》已经引

述过这条小注，可见施氏之疑不能成立。 对于原创版

《黄鹤楼》的解读来说，重要的是韦庄既不改动原作，
又理顺了原本两不相干的“已乘白云去”和“空馀黄

鹤楼”的逻辑关系。 如果“黄鹤”不是“鸟”而是“人”，
“乘白云”的“昔人”就是一位名叫“黄鹤”的仙人了：
“‘黄鹤’（仙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

（仙人）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只改词语蕴

涵的意象，不改词语的本身，可谓一气呵成，景致优

美！ 可惜美则美矣，奈何证据空空！ 致命之处就是：
在黄鹤楼的所有传说中，从来没有一个名叫“黄鹤”
而又乘“白云”的仙人。

韦庄改意不改词，虽然违背事实又传播不成功，
但努力的意愿和效果并非全无意义，这一行为直接诱

发了后人的改诗冲动，直到出现某个既敢于删减意涵

又敢于改动词语的两不怕的“优化大师”。 这位“优
化大师”不是别人，正是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宋
史》本传将他塑造成“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

不足恤” ［８］的超强人物。 笔者研究发现，王安石具备

改动原创版《黄鹤楼》的所有条件：独立思考的个性，
排拒异议的胆量，选编唐诗的机缘，敲定疑义的智商，
推广己见的权势。 他瞧不起李白，认为李白诗只说酒

与女性，刘克庄曾说：“王介甫不喜太白诗，殊不可

晓。”②他更瞧不起李贺，批评曾被韩愈激赏的李贺诗

《雁门太守行》的前两句（注意：又是前两句）“黑云压

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逻辑不通：“是儿言不相

副也。 方黑云如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 ［９］ 《唐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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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鹤楼得名有二：因黄鹤（鹄）矶得名和因黄鹤（鹄）山得

名。 无论是以矶得名还是以山得名，都是仙人乘鹤于此

的结果。 鹤、鹄古人混用。 骑鹤之人有四：费祎、荀瓌、子
安（或说姓黄）、阙名道人。 成仙传说本属虚妄，按理并不

存在孰是孰非。 详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修订

本）《南北朝编第三·任昉·新述异记·黄鹤楼》辑释，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６１１—６１６ 页；高步瀛《唐宋诗

举要》卷 ５《七言律诗·黄鹤楼》，中国书店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５４１—５４２ 页。 又，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 ６６《鄂州上》
载：“黄鹤楼……自南朝已著，因山得名……《南齐志》以
为世传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 《唐图经》又云费祎文伟登

仙，驾黄鹤返憩于此。 闫伯珪作记，以费祎事为信，王德

臣、张栻辨之。”（李勇先校点本，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

版，第 ５ 册，第 ２３８５ 页）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１８１《诗话新集》（《李白资

料汇编·唐宋之部》下册第 ５７８ 页引）。’



诗选》果然就不选李贺之诗。 同时也不选李白、杜甫、
王维、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作品。 山寨版亦即

整容版《黄鹤楼》，首见于《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第四

卷，该卷收录崔颢诗七首，《黄鹤楼》的首句即是“昔
人已乘黄鹤去”，而此书入选的所有诗篇一概没有异

文［１０］。 按照王安石批评李贺“黑云”与“白日”互相

冲突的逻辑思路，他完全有理由认为“白云”与“黄鹤

楼”同样存在逻辑矛盾。 《唐百家诗选》是否由王安

石亲自编选，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笔者认为非王氏不

能为此。 即使公务繁忙，王氏仍然进行大量而且优质

的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思路出格，挑战俗见，结论大

胆，其《字说》一书即是代表。 所谓“波者水之皮”之
类极具冲击力的见解以及被人调侃，就与此书有关，
更与王氏个性有关［１１］。 根据下述三条史料来看，王
氏真是《唐百家诗选》的动议人、主要选编人和定

稿人：
王介甫在馆阁时，僦居春明坊，与宋次

道宅相邻。 次道父祖以来，藏书最多，介甫

借唐人诗集日阅之，过眼有会于心者，必手

录之，岁久殆录遍。 或取其本镂行于世，谓
之《百家诗选》。 既非介甫本意，而作序者

曰“公独不选杜、李与韩退之，其意甚深。”
则又厚诬介甫而欺世人也。［１２］

晁以道言：“王荆公与宋次道同为群牧

司判官，次道家多唐人诗集，荆公尽即其本

择善者签帖其上，令吏抄之。 吏厌书字多，
辄移荆公所取长诗签，置所不取小诗上。 荆

公性忽略，不复更视。 唐人众诗集以经荆公

去取皆废。 今世所谓《唐百家诗选》曰荆公

定者，乃群牧司吏人定也。” ［１３］

王荆公编《百家诗选》，尝从宋次道借

本，中间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

“起”字，荆公复定为“赴”字，以语次道曰：
“若 是 ‘起’ 字， 人 谁 不 能 道？” 次 道 以

为然。［１４］

成书过程固然有“群牧司吏人”的偷懒与捣鬼成

分，但估计也不至于肆无忌惮。 更何况宋次道也不是

吃素的，怎会让小吏们为所欲为呢？ “暝色赴春愁”
的审定，充分说明王安石的终审作用。 之所以会有人

否定王氏之功，原因是这本《诗选》如同《字说》一样，
读过的人太不满意，但又要维护王氏声誉，不得不移

过于参与其事的书吏，让水平不高的书吏们做替罪

羊。 然而王氏《诗选》正好体现了荆公的独立特行，
并且非他不能改动唐人诗句，更何况在唐人传说中，

崔颢也曾因为献诗首句不妥而遭李善儿子李邕的叱

骂：“小儿无理！”①李邕叱骂过的诗人，王安石选录其

诗已经够给面子了，改动他的诗又何须顾忌呢？
三、倒果为因的冤案与错案：“原创”的李白，被

“文学”与“学术”两把利刀，雕刻成“摹仿”的李白

讨论至此，不得不提出一个既往研究全然忽略的

问题：“被第一”的《黄鹤楼》到底是哪个版本的《黄鹤

楼》：是“乘白云”的《黄鹤楼》，还是“乘黄鹤”的《黄鹤

楼》？ 宋末的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仅仅留下一句孤

零零的判断：“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
第一。” ［１５］没有理由，没有论证，没有原诗，只有劈空

而来的结论。 这让后人很难判断其话语指向是唐人

所见的“乘白云”的《黄鹤楼》，还是宋人偶见的“乘黄

鹤”的《黄鹤楼》。 如果是“乘白云”，那就完全是崔颢

的《黄鹤楼》。 如果是“乘黄鹤”，那就不完全是崔颢

的《黄鹤楼》。 由于严羽的评论没有引述《黄鹤楼》的
诗句，所以很难据此判断“第一”所指是原创版还是

整容版。 不过严羽评点过一部《李太白诗集》，其中

卷十八就有对李白《鹦鹉洲》的前四句“鹦鹉来过吴

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

何青青”的评点：“极似《黄鹤》。 ‘芳洲’之句更拟‘白
云’。” ［１６］１８５５严羽判定三叠鹦鹉的《鹦鹉洲》“极似《黄
鹤》”，说明严羽所见的版本已经是三叠黄鹤的《黄鹤

楼》了。 再看“‘芳洲’之句更拟‘白云’”是否成立：没
有崔颢的“白云千载空悠悠”，李白就写不出“芳洲之

树何青青”了吗？ 早于崔颢的陈子昂《感遇诗三十八

首》已有“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与崔颢同时的

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也有“秋韭

何青青”；李白《赠王汉阳》同样也有“鬓发何青青”；
加上《鹦鹉洲》的“芳洲之树何青青”，这些“何青青”
与崔颢赞叹白云的“空悠悠”，显然井水河水，两不相

干。 怎么能算“‘芳洲’之句更拟‘白云’”呢？ 同理，
早于崔颢的张九龄《感遇十二首》的“美人何处所？
孤客空悠悠”，也绝对不会是崔颢“白云千载空悠悠”
的词语来源 “悠悠”是一种情态：多、远、慢、闲，
皆可说成悠悠。 视域逼仄的评点家的思维定式之一，
就是一见字面相同或结构类似，就急切判定“ＸＸ 源

于 ＸＸ”或“ＸＸ 摹仿 ＸＸ”。 有的可能说对了，有的实

在是捕风捉影。 就像前引金圣叹错误地以为“黄鹤一

去不复返”，一定受益于战国荆轲的“壮士一去兮不

复还”一样牵强附会。 也许有人会反驳：李白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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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存疑。



洲”不就是崔颢的“芳草萋萋鹦鹉洲”的缩写吗？ 怎

么会没有关系呢？ 然而，事实上屈原的《九歌·湘

君》已有“采芳洲兮杜若”了！ 李白不会没有读过《九
歌》吧？ 更不用说长于李白的李颀之诗也有“芳洲”。
再说《鹦鹉洲》“极似《黄鹤》”，也非常不靠谱。 笔者

至今很难明白，李白诗开篇三句的三叠鹦鹉，何以会

“极似”崔颢诗一、四两句的二叠白云，以及二、三两句

的二叠黄鹤呢？ 假设用“一株开花的树”来比喻，李
白《鹦鹉洲》只有一个树冠一种花 “鹦鹉”；崔颢

《黄鹤楼》则有两个树冠两种花 “白云”、“黄鹤”。
树形差异如此之大，严羽怎么就断定两者“极似”呢？
退一万步说，即使相似，那也是宋人摹仿李白的三叠

鹦鹉，绝非李白摹仿宋人的三叠黄鹤！ 唯一可以推想

而且能够成立的是，严羽断言两者“极似”的《黄鹤

楼》文本是王安石整容版的三叠黄鹤。 严羽的思维逻

辑应该是，李白属于公认的第一流天才诗人，尚且五

体投地仿效三叠黄鹤而创作三叠鹦鹉，可证《黄鹤

楼》就是“唐人七律第一”！ 如此推论或许言之成理，
但言之成理并不一定就是事实。 另一学者方回的《瀛
奎律髓》也是直指“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 ［１７］２８。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比严羽晚生三十年以上的方回，
所录《黄鹤楼》诗的首句却是“白云去”并且没有异

文！ 以至于数百年之后清人纪晓岚不得不站出来“纠
正”方回：“‘白云’当作‘黄鹤’。” ［１７］４５也就是说只有

首句是“黄鹤去”的三叠黄鹤才算是所谓的“崔颢

体”。 这一“纠正”虽然不合事实，但它确实比方回之

见清醒、认真、缜密，说明纪昀比方回更讲逻辑，同时

也说明方回根本没有见过整容版的《黄鹤楼》，因为

“乘黄鹤”的王安石选本，宋金元时代极少流传，纵有

流传，亦未获广泛认同。 包括严羽也多次批评王安石

选本的失当，如说：“王荆公《百家诗选》，盖本于唐人

《英灵》、《间气》集。”“储光羲后，方是公自去取。 前

卷读之尽佳，非其选择之精，盖盛唐人诗无不可观者。
至于大历以后，其去取深不满人意。”“今人但以荆公

所选，敛衽而莫敢议，可叹也！” ［１６］８７５５充分证明严羽确

实研读过并认同了王安石整容之后的《黄鹤楼》，以
为那是真正的“无不可观”的“盛唐人诗”。 严羽的严

重错误，同样是过于相信王安石而疏于、懒于直接追

查唐人选本。 方回的“效崔颢体”之说，不过是深受

严羽的诱导而又未加深思而已。 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严羽并未推举过所谓的“崔颢体”。 因为《沧浪诗

话》专门设有《诗体》一节，其中并未出现“崔颢体”之
名。 所谓的“崔颢体”，完全是方回的新造。 从今以

后，学术界如果想要认同严羽的说法，确认《黄鹤楼》

为“唐诗七律第一”甚至“唐诗第一”，不能不作出必

要的说明，如果直接将唐诗桂冠授予首句为“黄鹤

去”的《黄鹤楼》，显然证据不太可靠。 也不能不分青

红皂白不辨真伪地注释“首句‘黄鹤版’”：“‘黄鹤’，
一作‘白云’。”应当严格遵照历史事实清晰标注：
“‘黄鹤’，唐人选本皆作‘白云’。”可以明确的是，方
回是严羽的坚定追随者。 《瀛奎律髓》卷一收录“七
言”二十首，崔颢《黄鹤楼》居首，但首句不是“乘黄

鹤”而是“乘白云”，第二第三依次是李白的《登金陵

凤凰台》和《鹦鹉洲》，《黄鹤楼》真正名列“唐人七律

第一”！ 在选诗标准和排列的位次上，方回一一落实

了严羽的主张。
在《该闻录》的文学场景中，李白是个自我贬损

的崇拜崔颢的超级虚心大粉丝；在《瀛奎律髓》等等

的学术场景中，李白又是个志大才疏挑战王者的卑微

的摹仿者。 这一切祸害的源头，目前看来，不能不说

是《王荆公唐百家诗选》。 此书既不选李白作品，又
改动崔颢作品，不仅大大诱发了考证能力有限、想象

力无限的小说家的创作冲动，同时也大大诱发了疏于

考证、惯于联想的评点家们不顾事实的信口雌黄。 久

而久之，“三人成虎”的传播效应出现了！ 谎言重复

一千次的所谓“真理”，最终得以堂而皇之地登台亮

相，并在唐诗界和旅游界风靡万众！
四、原创版《黄鹤楼》对李白诗作的映射，整容版

《黄鹤楼》对李白原创的模仿

前述研究表明，李白没有说过“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是事实，李白没有专门为“黄鹤楼”
题诗也是事实。 现在，笔者将进一步论证，李白读过

崔颢《黄鹤楼》并且在创作中有所摹仿也是事实。 本

研究最大的亮点和事实是，李白在学习中努力创新，
自出心裁，自具风貌，三叠乃至四叠的诗语艺术后来

居上，倒过来成为整容版《黄鹤楼》的摹仿范本！
几乎所有主张李白摹仿崔颢《黄鹤楼》的证据，

都忽略了李白的五言诗《凤台曲》：“尝闻秦帝女，传
得凤凰声。 是日逢仙子，当时别有情。 人吹彩箫去，
天借绿云迎。 曲在身不返，空馀弄玉名。”这首诗应当

写于李白入长安求职之际。 后四句有三句挪用了崔

颢诗的词语资源：“人吹彩箫去”对应“昔人已乘白云

去”；“曲在身不返”对应“黄鹤一去不复返”；“空馀弄

玉名”对应“此地空馀黄鹤楼”。 有了这首仿作，当李

白被唐玄宗请出京城，赐金还山，再到金陵之时，一首

三叠凤凰的五言诗出现了！ 《金陵凤凰台置酒》云：
“置酒延落景，金陵凤凰台。 长波写万古，心与云俱

开。 借问往昔时，凤凰为谁来？ 凤凰去已久，正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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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回。”不管怎么说，“金陵凤凰台……凤凰为谁来？
凤凰去已久”三句不仅三出凤凰，而且“凤凰为谁来？
凤凰去已久”与“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的二叠黄

鹤颇为相似！ 待到创作七律《登金陵凤凰台》时，李
白已经脱胎换骨，羽化登仙了：“凤凰台上凤凰游，凤
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

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以凤凰指代圣贤，圣贤不

在，凤凰高飞远去而不回；其后果是国家消亡，国都残

破，山河分裂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

洲”，写景之中透出山河不整之象。 命意来源于晋王

嘉《拾遗记》卷二：“（周成王）四年。 旃涂国献凤……
方凤初至之时，毛色文彩未彪发；及成王封泰山、禅社

首之后，文彩炳耀。 ……及成王崩，冲飞而去。 孔子

相鲁之时，有神凤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复来翔，故云

‘凤鸟不至’。 可为悲矣！” ［１８］ 如果说崔颢《黄鹤楼》
由白云黄鹤指代求仙谋职的两两落空，转入抒发文人

怀才不遇、日暮途远、个体命运难以掌控之悲，那么，
李白《登金陵凤凰台》则以凤去台空为象征，着眼浩

茫广宇，担忧国家贤人失位将致国都荒芜，山河碎裂。
从不久之后安史之乱血洗两京来看，李白源于直觉的

担忧，竟然变成了恐怖的现实，李白也在这一点上，成
为当时并不多见的具有先见之明的政治预言家。 这

和李白曾经身在朝廷，近距离接触玄宗等帝王将相及

后宫妃嫔，洞见国家积弊，直至放归民间之后，还在时

时思考国家前途很有关系。 对于本诗，身为卓越政治

家的清帝乾隆，独具眼光，无人能及。 他说：“白诗寓

目山河，别有怀抱！” ［１９］再和崔颢《黄鹤楼》相比，崔诗

批判古今求仙的虚妄，着眼个体的价值实现和悲剧命

运，李诗则着眼天下，忧心贤人失位之后的国家命运。
题旨、诗艺，各有千秋，但李白《凤凰台》的思想高度后

来居上，亦赫然有据，毋庸置疑。 同时，也不能否认，
崔颢《黄鹤楼》在打动求职青年独特群体的失意情怀

方面，其力度的强烈性也远远超过李白的《凤凰台》。
整体来看，李诗忧国，崔诗忧己，命意不同，影响各异。

在《凤凰台》叠过凤凰之后，李白又在《鹦鹉洲》
再叠鹦鹉。 前文说过，鹦鹉是文人的悲剧意象。 《鹦
鹉洲》云：“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 鹦鹉

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烟开兰叶香风暖，岸
夹桃花锦浪生。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与登上金陵凤凰台的自由身不同，李白来到鹦鹉洲，
身分已经骤降为“迁客”，亦即死里逃生流放边荒的

重罪政治犯。 按理说，此时的李白，应当与遭辱遇难

的祢衡异代相知，一吐悲音。 难得的是，李白的心情

几乎不算糟糕，他看到的只是芳洲之上自由飞翔的鹦

鹉、水汽飘拂的丛兰、盛开的桃花、翻卷的锦浪，以及

长洲上空的明月，慨叹这一切美景，在我李白离开之

后，还有谁能够像我一样前来欣赏它们，成为它们的

主人？ 主宰天地景物的，依然是李白一贯的自信、自
负与自得。 诗中同样充分利用了重叠与重复：三鹦

鹉、三洲、二江、一青青。
这里必须作出重要声明的是，《鹦鹉洲》的三叠

鹦鹉格式，与整容版《黄鹤楼》的三叠黄鹤格式，真正

如出一辙！ 但是，不可以本末倒置的是，李白才是此

一格式的真正原创者！ 《鹦鹉洲》的三叠鹦鹉在前，
《黄鹤楼》的三叠黄鹤在后！ 李白除了三叠凤凰、三
叠鹦鹉之外，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三叠梁王：“君
不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 梁王已去明月

在，黄鹂愁醉啼春风。”①据此，如果一定要说有一个

模仿者存在的话，那么，这位在文学史上牵动若干高

级神经和犀利目光不断聚焦的模仿者，断然不是李

白，而是极力贬抑李白的王安石！ 南宋魏庆之《诗人

玉屑》卷十八“郭功甫·凤凰台诗”条，可以作为极其

重要的间接证据：“郭功甫曾与王荆公登金陵凤凰台，
追次李太白韵，援笔立成，一座尽倾。 白句人能诵之，
郭诗罕有记者，今俱记之。 太白云：‘凤凰台上凤凰

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２０］注意：既是“一座尽倾”，当
然包括荆公在内。 可见荆公与李白的三叠凤凰、崔颢

的二叠黄鹤，都曾发生交集，而且“白句人能诵之”，李
白的三叠凤凰对郭功甫的影响，让他在现场直接感受

到一首成功作品的魅力。 当王安石觉得崔颢之作不

够完美之际，相信就会按照李白诸作的三叠形式的标

准，手执学术之刀对崔颢之作加以整容。
如果说王安石对凤凰三叠、鹦鹉三叠、梁王三叠

只是取其句式的话，将“白云”置换为“黄鹤”，就有可

能直接套取李白的四叠黄鹤了。 李白《醉后答丁十八

以诗讥余捶碎黄鹤楼》云：“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

人无所依。 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读者

不妨试想，这里的四叠黄鹤难道不是三叠鹦鹉、三叠

梁王的顺势扩展吗？ 再不妨试想，这和三叠黄鹤的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馀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

返”难道距离很远吗？ 谁模仿谁，难道还不够清楚吗？
古今一些研究李白诗歌的学者仅凭直觉，判断四叠黄

鹤之诗不是李白所作。 但是，如果我们联系李白三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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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三叠鹦鹉、三叠梁王考虑，李白四叠黄鹤又有何

特异呢？ 再看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

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常随君。 常随君，君入楚山里，
云亦随君渡湘水。 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

归。”这里的四叠白云又和四叠黄鹤差别几何呢？ 值

得深思的倒是问题的另一面，李白在世之时，就有丁

十八之类的较真读者，开始为黄鹤楼而当面挑战李

白，用李白原话来说就是“以诗讥余”。 因为旧题陶

潜《搜神后记》卷一有传说认为：丁十八的同姓先人

丁令威，离开辽东老家学道成仙之后，曾经化作黄鹤

回归故乡，却被当地少年弯弓射击，化身黄鹤的丁令

威徘徊空中并感慨出言：“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

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垒垒（ｌēｉ，平声，
伦追切）？”尽管辽东丁令威化身的“黄鹤”与长江南

岸的黄鹤楼没有一丝半点的联系，但创作《黄鹤楼

记》的唐人阎伯理仍然引述这个故事来描写武昌黄鹤

楼：“黄鹤来时，歌城郭之并是；浮云一去，惜人世之俱

非。”崔颢诗“白云千载空悠悠”的“千载”，就有可能

是将《庄子》时代的白云故事和丁令威“去家千年”的
“千年”加以合成。 李白酒醉之际宣称“我且为君捶

碎黄鹤楼”，作为丁令威的同姓后人，丁十八自然要挺

身反抗，誓死保卫黄鹤楼的“文化安全”。 想不到李

白竟然霸气回应：“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

依。”丁令威之类化身为黄鹤的仙人天外归来，从此没

有休憩之所了。 “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

归。”黄鹤仙人你就直接上天向玉帝告状好了，可惜玉

帝并不受理黄鹤仙人的申诉，直接就将黄鹤仙人放归

（打回）江南。 此处希望现代读者格外留心才行：李
白将化身为黄鹤的丁令威之类的仙人统称为“黄鹤仙

人”，二位一体，既是黄鹤，也是仙人，是黄鹤其外，神
仙其内的仙人。 这一“化鹤仙人”明显和王安石所改

“昔人已乘黄鹤去”的“乘鹤仙人”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李白诗中，鹤仙不分；在王安石改动之句中，黄鹤是

交通工具，神仙是黄鹤的主人。 再从“黄鹤上天诉玉

帝，却放黄鹤江南归”两句考察，这个“黄鹤”就是“黄
鹤仙人”亦即“化鹤仙人”的丁令威。 但是，“黄鹤仙

人”的称呼，一旦脱离李白与丁十八争论的具体语境，
难免会产生语言歧义：变成“一位名叫黄鹤的仙人”。
这一歧义不正好和韦庄《又玄集》所选《黄鹤楼》的题

下之注“‘黄鹤’乃人名也”严密对接了吗？ 看来韦庄

的小注也不完全是异想天开。 由此可见，李白与黄鹤

楼的纠葛，一方面是李白首先挑起来的；另一方面更

是李白之诗留下了诱惑满满的陨石天坑。 难怪进入

宋代之后，李白在环绕黄鹤楼的创作语境和评论语境

中不停顿地遭“编”、遭“贬”、受累、受污（诬），以致声

名狼藉，人见人鄙。 言下留情的今人说他“高仿” ，自
命不凡的古人说他“东施效颦，贻笑大方，后学当以为

戒”。 在这些评论者的知识仓储中，《凤凰台》、《鹦鹉

洲》两首七律演变成中国文学史上点评率最高、批判

声最响的诗歌创作的反面经典，李白被塑造成一个不

会创造只会摹仿的古今蹩脚诗人的天字第一号典型。
如此沉冤，数百年来，几乎无人能够解救，这也许就是

对李白生前借酒率性，放言“捶碎黄鹤楼”的精神报

复吧。 至于活在盛唐，死在中唐的李白，无论是天上

地下，有知无知，都必须毫无选择地为后世汹涌而来

的“从众”打击，支付出极其惨重的声誉代价。
五、原创版《黄鹤楼》与整容版《黄鹤楼》：美中不

足的唐诗经典

“昔人已乘白云去”的“真币”又是如何输给“昔
人已乘黄鹤去”的“假币”的呢？ 原创版将天上白云、
地上黄鹤楼，用古代的成仙意象整合为贴近玄宗时代

氛围的求仙愿望，再将古“有”今“空”的两个神仙故

事，暗示自己的努力成空和前程渺渺，时空广远，意蕴

浑茫而厚重。 相形之下，整容版的三叠黄鹤，意义单

薄浅显得多。 然而，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原创版意

涵丰厚的优势，反倒成为传播中的致命弱点。 因为大

众从来不喜欢深沉浑厚、繁复杂乱的作品，不喜欢必

须反复学习、深淘细滤、不断揣摩才能明白的道理或

意义。 大众只喜欢直来直去、一听就懂、一看就透的

玻璃体艺术。
抛开《黄鹤楼》的意涵，整容版至少有四点超越

原创版。 第一，意涵单一，通体透亮。 原创版的“白云

→黄鹤→黄鹤→白云”，发生了两次“白云”与“黄鹤”
的转换：“（古）白云→（今）黄鹤→（古）黄鹤→（今）
白云”。 时序的逆反，干扰了表达的顺畅。 尤其是第

一次的转换，“已乘”的“白云”和“空馀”的“黄鹤楼”
两不相关。 也就是说，原创版的“白云→黄鹤→黄

鹤”，三句诗说了两个故事，而且说得很不好；而整容

版的“黄鹤→黄鹤→黄鹤”，三句诗只说一个故事，意
义纯粹、简单、浅显、明快，高度契合读者大众的接受

能力与审美习性。 第二，直线思维，一气贯注。 如果

将“白云”故事和“黄鹤”故事，看作两个大小不同的

同心圆：白云是外圆，黄鹤是内圆。 作者先画外圆，只
画一半就去画内圆了，内圆画完再回头补足外圆，两
个圆分三次来画。 思维中断、跳跃、不连贯。 相反，整
容版的“黄鹤→黄鹤→黄鹤→白云”，不画双圆而画

一线，一气灌注，一次完成。 虽说“白云千载空悠悠”
在内涵上与“黄鹤一去不复返”以及前三句关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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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但无论是在想象中还是在现实里，“一去不返”的
黄鹤，总会在天空遇上“悠悠白云”。 所以，此一关联

的紧密度在想象力能够波及的情态下可以忽略，而大

众就喜欢忽略，喜欢由部分忽略而形成的整体清晰。
当然，必须着重说明的是，忽略缺陷绝不等于没有缺

陷，整容版的清晰，是以稀释原创版的求仙意识并牺

牲“仙人乘白云”的优美意象、自由精神和高远境界

为代价的。 第三，比原创版相对逻辑严密而环环相

扣。 因为“昔人已乘黄鹤去”，所以“此地空馀黄鹤

楼”；又因为“黄鹤一去不复返”，所以“白云千载空悠

悠” 天空只有白云，再无黄鹤。 第四，“黄鹤”三
叠，加上两“去”两“空”一“悠悠”，易懂易记，好念好

听。 据笔者多年的研究与总结，一种歌谣或诗篇，如
果想要取得口耳相传的最佳效果，就必须具备六大要

素，即词语复现、声音叠加、故事单一、意蕴浅显、结构

简明、意脉流畅。 毫无疑问，整容版《黄鹤楼》的前四

句，完全满足了六大要素的需求。 在不考虑内涵丰赡

的意义上说，整容版的优长确实是原创版无法比

拟的。
原创版《黄鹤楼》成为崔颢诗歌的桂冠，是一个

渐变的过程。 其位次变化在《唐人选唐诗新编》（增
订本）中的具体呈现如下：殷璠编《河岳英灵集》为
１１ ／ １１；芮挺章编《国秀集》为 ７ ／ ７；韦庄编《又玄集》为
２ ／ ２；五代后蜀韦縠编《才调集》为 １ ／ １；唐佚名编敦煌

诗集残卷（伯三六一九）《唐诗丛抄·诗四八首》为
１ ／ １。 很显然，在早期阶段，殷璠、芮挺章、韦庄三位选

家一致认为，《黄鹤楼》并不是崔颢最好的作品，而是

末位之作。 但在五代之后及民间选家那里，末位之

作，华丽飞升为唯一代表作，亦即最佳代表作、桂冠

之作。
笔者设想，此时此际，读者一定十分关心《黄鹤

楼》在《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的座次了。 果然不出所

料：１ ／ ７！ 崔颢诗入选 ７ 首，《黄鹤楼》高居第一！ 而且

是经过荆公“主刀”后的“美容版”《黄鹤楼》，亦即“昔
人已乘黄鹤去”的《黄鹤楼》。 令人不得不服，荆公就

是如此与众不同！ 此后，尽管许多学者依然按照学术

规矩，引述《黄鹤楼》时，首句完全以唐人为准，但荆公

观点不能不逐渐发酵。 因为盛唐诗人除去李白、杜
甫、王维，在荆公《唐百家诗选》中出现的高适、岑参、
李颀、崔颢等人的作品中，如果要挑选一首流畅性最

佳的作品，《黄鹤楼》不能不说是首选。 不过，王荆公

对其流畅性仍然不够满意，所以不得不亲自主刀，切
去“一朵”略显累赘的“白云”，增添（嫁接）“一只”耀
眼的“黄鹤”。 让“白云→黄鹤→黄鹤→白云”的双线

缠绕，变身为“黄鹤→黄鹤→黄鹤→白云”的单线飞

扬。 流畅是传播的要件，为了流畅，一些规则可以打

破。 明代学者杨慎虽然见解驳杂，泥沙俱下，但他认

为盛唐大家，作诗取其流畅，不避重字之说，还是甚有

见地的。 其例证乃是李白的一首绝句：“洞庭西望楚

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 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

吊湘君。”杨慎说：“此诗之妙不待赞。 前句云‘不
见’，后句‘不知’，读之不觉其复。 此二‘不’字，绝不

可易。 大抵盛唐大家，正宗作诗，取其流畅，不似后人

之拘拘耳。 聊发此议。” ［２０］ 李白如此，崔颢当然也是

如此。 原创版《黄鹤楼》就有两“去”、两“空”、两
“人”、两“白云”、两“黄鹤”、一“悠悠”、一“历历”、一
“萋萋”。 重复字 ２０ ／ ５６，复现率高达 ３５．７％，超过１ ／ ３。
只是由于前四句均分为“白云”与“黄鹤”，其间还有

交错缠绕，极不流丽，所以才影响了原创版的接受与

传播。 至于整容版《黄鹤楼》，虽然在流畅、透明、简
省、朗朗上口、入耳入心、易于脑补画面等等方面大大

胜原作，但求仙内涵直减 １ ／ ２，不免大为单薄。 也许

正是如此，明代又有个别学者认为，《黄鹤楼》并非崔

颢的桂冠之作。 例如徐献忠的《唐诗品》云：“颢诗气

格奇俊，声调蒨美。 ……李白极推《黄鹤楼》之作，然
颢多大篇，实旷世高手，《黄鹤》虽佳，未足上列。”除
了对《黄鹤楼》评价有所保留之外，似乎又是说李白

眼光不太识货，推崇了一篇不该推崇的并非崔颢“大
篇”的作品，难怪水准处于“旷世高手”的崔颢之下。
当然，正如前文所论，“李白极推《黄鹤楼》之作”的见

解，乃属以讹传讹、一误再误、荒唐之极的诗学冤案。
以下，不妨看作“黄鹤楼诗案”的“结案陈词”
经过时间序列的文献梳理，完全可以确认，流行

版《黄鹤楼》首句的变化，构思上极为明显地留下了

摹仿李白《鹦鹉洲》首句的痕迹。 此外，李白的“君不

见梁王池上月，昔照梁王尊酒中。 梁王已去明月在，
黄鹂愁醉啼春风。”“黄鹤高楼已捶碎，黄鹤仙人无所

依。 黄鹤上天诉玉帝，却放黄鹤江南归”等等，也有可

能激活了王安石修整原创版《黄鹤楼》首句的编辑冲

动。 如今，《黄鹤楼》存在崔颢的原创版和王安石的

整容版，也可以称作“首句‘白云’版”和“首句‘黄鹤’
版”。 严羽以及方回之后广大学者普遍认同的所谓

“唐人七律第一”，并非完全属于崔颢的原创。 从诗

歌艺术上看，《黄鹤楼》的前后版均非尽善尽美。 就

命意感慨的博大深沉而言，李白的《凤凰台》已经大

大超越了原创版和整容版的《黄鹤楼》。 前人所谓李

白摹仿“首句‘黄鹤’版”的若干三人成虎、以非为是、
倒果为因的说法，包括《红楼梦》中大观园题对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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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政身边的那帮蹩脚“众客”所说“李太白《凤凰台》
之作，全套《黄鹤楼》”之类，从今以后，应予彻底推

翻。 此外，进而言之，李白的“三叠鹦鹉”与“四叠黄

鹤”、崔颢的“二叠白云”和“二叠黄鹤”，可能并非完

全独创，也有可能接受了沈佺期《龙池篇》和王翰《答
客问》的启迪。 沈诗前四句为：“龙池跃龙龙已飞，龙
德先天天不违。 池开天汉分黄道，龙向天门入紫微。”
此诗“三叠龙”“二叠池”，虽然很像崔颢《黄鹤楼》两
两重叠的“白云”“黄鹤”，但是更像李白《凤凰台》的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不过语言的流

畅和视觉的优美显然比李白诗相差甚远，尤其是“龙
德先天天不违”，纯属概念，既缺诗意，更无美感。 王

诗则是“三叠龙”“二叠云”：“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

香殿气还来。 龙潜龙见云皆应，天道常然何问哉！”
（次句之“气”也是“云”）。 沈诗和王诗的存在，只是

说明诗歌意象重叠这种表现技法，在当时受到诗家关

注而已，它们的艺术水准与崔颢诗和李白诗完全不可

同日而语。 李白在吸收他人经验的基础上，多次实

践，青出于蓝，得以成为王安石优化原创版《黄鹤楼》
的最佳范本。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今日《黄鹤楼》耀
眼的灿烂星光，并非完全来自《黄鹤楼》自身，而是首

先来自、更是绝大部分来自李白众多类同作品之光的

合力映射，以及少量来自后人对“首句‘黄鹤’版”的
或高明或低劣的仿作。 是李白之人和李白之诗的超

强阳光，从不同角度照亮了崔颢和崔颢的《黄鹤楼》。
试想一下，如果舍去李白的名声，舍去李白的相关诗

作，舍去宋代以后李白不间断地被创作、被比较、被误

解、被污名，《黄鹤楼》不就是孤星一颗了吗？ 还会获

得创作与研究的双重关注吗？ 还会形成雅俗共传的

诗歌热点吗？ 还会逐渐脱离“唐诗星群”而君临低

空，成为被后人放大不已的“唐诗月亮”吗？
要而言之：当下类似《黄鹤楼》诗案的研究偏误，

诸如质疑不溯源流、评论不涉原作、举证不辨真伪、辨
误臆改原文、求新漠视常识等等本案包含的非正常学

术现象，应当通过透析原创，细审轶事，警惕异文，慎
信评语，切忌盲从等等不可省略的学术程序加以克

服。 既要言之成“理”，更要言之有“据”。 在进行正

常的学术研究的活动中，应尽量让文学的归文学，历
史的归历史，划清必要的文史边界。 一切以尊重原

创、符合原创为最终标准。 窃以为，此即“《黄鹤楼》
诗案”给予整体学术研究的警醒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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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叶少蕴．石林诗话：卷中［Ｍ］ ／ ／ 何文焕．历代诗话：第一卷．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４：４２６－４２７．
［１５］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Ｍ］ ／ ／ 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九卷．南

京：凤凰出版社，１９９８：８７３０．
［１６］　 严羽．沧浪诗话·辑录［Ｍ］ ／ ／ 吴文治．宋诗话全编：第九卷．南

京：凤凰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７］　 李庆甲．瀛奎律髓汇评：卷一［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５：２８．
［１８］　 王嘉．拾遗记校注：卷二［Ｍ］．齐治平，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１：４９．
［１９］　 乾隆．唐宋诗醇：卷七［Ｍ］．冉苒，点校．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

１９９７：１１９．
［２０］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八［Ｍ］．王仲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７：５８２．
［２１］　 杨慎．升庵诗话新笺证：上册［Ｍ］．王大厚，笺证．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８：３６９．

（责任编辑　 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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