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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读

Classics

唐诗经典名篇的多元解读：
以崔颢《黄鹤楼》为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睛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黄鹤楼》）

盛唐诗人崔颢的《黄鹤楼》，是一首极著名的诗，被后人称誉为唐代七律第一，古代的启蒙

之书《唐诗三百首》和今天的中小学课本也都加以选入。上面的录文，就是出自现在通行的文本。

这也是一首众说纷纭的诗，从文字到意境，古往今来都有不同的理解。笔者特地选取这首诗，进

行多方位的解读，既对古今的说法进行系统的清理，也在解读过程中提出自己的见解。重点放在

五个方面：一、《黄鹤楼》异文分析；二、《黄鹤楼》与《鹦鹉赋》；三、《黄鹤楼》与《登金陵凤凰台》；

四、《黄鹤楼》作者述论；五、《黄鹤楼》诗意解读。

《黄鹤楼》异文分析

《黄鹤楼》诗的古今传本文字有多处不同，上一世纪初发现的敦煌写本颇有异文：“昔人已乘

白云去，兹地唯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青青鹦鹉

洲。日暮乡关何处在，烟花江上使人愁。”我们根据唐宋以来《黄鹤楼》诗的主要版本，将异文

列表附录于本篇后，以作参考。这里对几个关涉全诗理解的重要异文进行辨析。

（一）“白云去”与“黄鹤去”

《黄鹤楼》诗的异文，最重要的是第一句，今天的通行本都作“昔人已乘黄鹤去”，而唐人选

唐诗中的《国秀集》《河岳英灵集》《又玄集》《才调集》都作“昔人已乘白云去”，敦煌写本也

是如此，可知原本文字与后世流传者差异甚大。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和计有功的《唐

诗纪事》，以及多种选本，直至元代吴师道的《吴礼部诗话》都是如此，从唐至元不见有作“黄

鹤去”者。到了元代流传仙人故事，附会到黄鹤楼，就把诗句改成“昔人已乘黄鹤去”，再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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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圣叹《选批唐才子诗》，更推波助澜，力主“黄

鹤去”而以“白云去”大谬。这种改法为沈德潜《唐

诗别裁集》所承袭，后来影响巨大的《唐诗三百首》

又据《唐诗别裁集》选录，于是“黄鹤去”实际上积

非成是，为多数读者所接受了，同时又为这首诗附加

了不少仙人传说的故事。总体而言，崔颢的《黄鹤楼》

诗文字，应是敦煌写本为正。a唐末韦庄所编的《又

玄集》，题下有注：“黄鹤乃人名也。”b可知黄鹤即黄

鹤仙人，黄鹤楼也因黄鹤仙人而得名。诗中昔人也就

是“黄鹤”，故从敦煌写本和唐人选唐诗及题注诸方

面看，作“白云去”为是。

“昔人已乘白云去”如果要再加以深究的话，还

可以从用典方面分析。《艺文类聚》载：“《庄子》曰：

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者，而无圣人之道，我有圣人之

道，而无圣人之才，吾教之其果为圣人也。又曰：尧

辞封人曰，我以汝为圣人。曰：夫圣人鹑居而鷇食，

鸟行而无迹。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

修德就间。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

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c参合韦庄

《又玄集》所注“黄鹤乃人名也”，正好符合《庄子·天

地篇》圣人“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的典故。

施蛰存先生认为，首句是运用《穆天子传》所载西王

母赠别穆天子诗：“白云在天，丘陵自出。道里悠远，

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复能来。”d似不如用《庄子》

的典故更为贴切。

有关《黄鹤楼》诗的异文，首句造成今本作“黄

鹤”且逐渐积非为是者，与清初金圣叹很有关系。他

在《选批唐才子诗》中说：

此即千载喧传所云《黄鹤楼》诗也。有本乃

作“昔人已乘白云去”，大谬。不知此诗正以浩浩

大笔，连写三“黄鹤”字为奇耳。且使昔人若乘

白云，则此楼何故乃名“黄鹤”？此亦理之最浅

显者。至于四之忽陪“白云”，正妙于有意无意，

有谓无谓。若起手未写黄鹤，先已写一白云，则是

黄鹤、白云，两两对峙。黄鹤固是楼名，白云出于

何典耶？且白云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见悠悠，

世则岂有千载白云耶？不足当一噱已。e

金圣叹振振有词，言之凿凿，以“黄鹤”为是，

称“白云”大谬，影响后来者，如《唐诗别裁集》《唐

诗三百首》都从之，以“昔人已乘黄鹤去”为首句，

遂家喻户晓，唐宋之旧本即无人问津。对此，著名学

者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金圣叹这一段辩解，真可当读者一噱。他煞

费苦心地辩论此句应为“黄鹤”而不是“白云”，

但是对于一个关键问题，他只好似是而非地躲闪

过去。我们以为崔颢此诗原作，必是“白云”。一

则有唐宋诸选本为证，二则此诗第一、第二联都以

“白云”“黄鹤”对举。没有第一句的“白云”，第

四句的“白云”从何而来？金圣叹也看出这一破

绽，觉得无以自解，就说：好就好在“有意无意，

有谓无谓”。这是故弄玄虚的话。这四句诗都可以

实实在在地按字面解释，没有抽象的隐喻，根本不

是“有意无意，有谓无谓”的句法。f

台湾学者黄永武反驳金圣叹道：“金氏强词夺理，

乘鹤的附会乃起于元代，而崔诗原本是白云黄鹤，四

句回转，结构匀称，第一句白云一去，第四句白云还

在；第二句黄鹤还在，第三句黄鹤一去，纠缭回环，

用意绝妙。被金氏这几声恫吓，所以清初康熙五十六

年时编《唐诗别裁集》的沈德潜，在卷十三里录的诗，

变成‘昔人已乘黄鹤去’，连‘一作白云’都免了！

孙洙编《唐诗三百首》是在乾隆癸未年，律诗部分参

考《唐诗别裁集》不少，自然也作‘昔人已乘黄鹤去’

了！至今传诵人口，迷本忘原，待敦煌本出现，才更

确信唐人原本如此。”g

这些异文产生的主要时期是明代，而推波助澜者

是清人金圣叹。这也是明人空疏之习一直到清初的

金圣叹扩而大之的结果。我们阅读古书，不要轻信古

人，尤其不要上著名人物的当。明人有杨升庵，清人

有金圣叹，此二人不仅大言欺人，而且有假托古本篡

改古书的恶习，我们这里只是提醒读者注意，而不展

开详细论述了。

（二）“芳草萋萋”与“春草萋萋”

“芳草萋萋鹦鹉洲”敦煌写本作“春草青青鹦鹉

洲”，而唐宋的几个传世选本及他书引用都作“春草

萋萋”。再考虑“春草萋萋”是用《楚辞·招隐士》

之典：“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我们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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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春草萋萋”比“春草青青”更为优长。此外

唐诗中用“春草萋萋”还可以举出其他例证，李玫的

《纂异记》曾记载一首唐诗：“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

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鹤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h

刘长卿《苕溪酬梁耿别后见寄》尾联：“独恨长沙谪去，

江潭春草萋萋。”姚月华《古怨》诗：“春草萋萋春水

绿，对此思君泪相续。羞将离恨向东风，理尽秦筝不

成曲。”

（三）“烟花”与“烟波”

台湾学者黄永武主张从敦煌本作“烟花”，他说：

李白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有“故人

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相传李白曾见崔

颢此诗，叹息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

上头。”则李白诗中的“烟花”显然是从崔颢诗中

学来，崔诗中“春草青青”正是“烟花三月”的

景象，敦煌本的“春”被改成“芳”，“花”被改成

“波”以后，李白学崔颢的痕迹就无从考得了！ i

考察黄氏之说，除了以李白诗作为旁证外，并无

其他实证，从版本上看，除了敦煌写本外，唐代的几

个选本都作“烟波”，而一直到清，无有作“烟花”者。

我们再检索《全唐诗》，形容春天江上景色，用“烟花”

和“烟波”都有很多，难以从这些方面加以证明，故

而还应以较早和较多的版本为主，仍应作“烟波”。

　　

《黄鹤楼》与《鹦鹉赋》

《黄鹤楼》这首诗将怀古思乡和写景抒情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芳草萋萋鹦鹉洲”一句，写景中寓怀

古之意，为千古名句。鹦鹉洲，位于汉阳西南的长江

中。东汉末年，黄祖杀祢衡而埋于洲上，祢衡作过《鹦

鹉赋》，后人命名其洲为“鹦鹉洲”。这是一段悲壮的

历史，也给崔颢这一联的写景之笔涂抹上浓重的感伤

色调。

祢衡的《鹦鹉赋》是汉代咏物赋中的著名作品，

赋前有序云：“时黄祖太子射，宾客大会。有献鹦鹉

者，举酒于衡前曰：‘祢处士，今日无用娱宾，窃以此

鸟自远而至，明慧聪善，羽族之可贵，愿先生为之赋，

使四座咸共荣观，不亦可乎？’衡因为赋，笔不停缀，

文不加点。”赋的全文为：

惟西域之灵鸟兮，挺自然之奇姿。体金精之

妙质兮，合火德之明辉。性辩慧而能言兮，才聪明

以识机。故其嬉游高峻，栖跱幽深。飞不妄集，翔

必择林。绀趾丹觜，绿衣翠衿。采采丽容，咬咬好

音。虽同族于羽毛，固殊智而异心。配鸾凰而等美，

焉比德于众禽？

于是羡芳声之远畅，伟灵表之可嘉。命虞人

于陇坻，诏伯益于流沙。跨昆仑而播弋，冠云霓而

张罗。虽纲维之备设，终一目之所加。且其容止

闲暇，守植安停。逼之不惧，抚之不惊。宁顺从以

远害，不违迕以丧生。故献全者受赏，而伤肌者被

刑。尔乃归穷委命，离群丧侣。闭以雕笼，翦其翅

羽。流飘万里，崎岖重阻。逾岷越障，载罹寒暑。

女辞家而适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贤哲之逢患，犹

栖迟以羁旅。矧禽鸟之微物，能驯扰以安处！眷

西路而长怀，望故乡而延伫。忖陋体之腥臊，亦何

劳于鼎俎？嗟禄命之衰薄，奚遭时之险巇？岂言

语以阶乱，将不密以致危？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

之生离。匪余年之足惜，愍众雏之无知。

背蛮夷之下国，侍君子之光仪。惧名实之不

副，耻才能之无奇。羡西都之沃壤，识苦乐之异宜。

怀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称斯。若乃少昊司辰，蓐

收整辔。严霜初降，凉风萧瑟。长吟远慕，哀鸣感

类。音声凄以激扬，容貌惨以憔悴。闻之者悲伤，

见之者陨泪。放臣为之屡叹，弃妻为之歔欷。感

平生之游处，若埙篪之相须。何今日之两绝，若胡

越之异区？顺笼槛以俯仰，窥户牖以踟蹰。想昆

山之高岳，思邓林之扶疏。顾六翮之残毁，虽奋迅

其焉如？心怀归而弗果，徒怨毒于一隅。苟竭心

于所事，敢背惠而忘初？托轻鄙之微命，委陋贱之

薄躯。期守死以报德，甘尽辞以效愚。恃隆恩于

既往，庶弥久而不渝。!0

这篇《鹦鹉赋》是祢衡一生悲剧的映现。其时

祢衡在江夏太守黄祖部下参理文书，黄祖太子黄射大

宴宾客，请求祢衡当场写作《鹦鹉赋》，祢衡即应命

而作，并以鹦鹉自比，抒发自己寄人篱下、穷愁潦倒

的感慨。赋的第一部分以鹦鹉的奇姿丽质、辨慧识机、

殊智异心、比美鸾凰以寓自己的高远志向，这与史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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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衡“淑质贞亮”“英才卓砾”“气尚刚傲”适相吻合。

这是祢衡志向的写照。第二部分写鹦鹉落入罗网、离

群丧侣、闭以雕笼、流飘万里的情况，这也与祢衡因

声名较高，由孔融推荐被曹操任用，然因违忤曹操不

为所容，遣送荆州后又被刘表送于江夏太守黄祖的经

历基本相似。这是祢衡身世的写照。第三部分写鹦

鹉羽断肢残，只好安其所安，以报效主人。鹦鹉的无

奈，实际上是作者寄人篱下感慨的流露。自己栖迟异

乡，故友皆绝，只好随人俯仰，委顺于时罢了。这是

祢衡心态的写照。

祢衡是一位桀骜不驯、尚气刚傲、矫时慢物的

文士。《后汉书》本传记载，孔融因爱才而推荐祢衡

于曹操，操欲见衡，衡称狂疾而不往。操又闻衡善于

击鼓，即召为鼓史并大会宾客，衡裸身击鼓以羞辱曹

操，后又以杖捶地大骂曹操，操于是将他送给荆州刺

史刘表。刘表始甚礼之，后亦受到祢衡的侮慢，不能

见容，再送江夏太守黄祖。衡与黄祖子黄射友善，在

射大谢宾客时作《鹦鹉赋》。赋虽寓己之不遇，但并

未带来杀身之祸，反以其才情高扬，更显声名。“后

黄祖在蒙冲船上，大会宾客，而衡言不逊顺，祖惭，

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令

五百将出，欲加棰，衡方大骂，祖恚，遂令杀之。”!1

祢衡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与其扬名的《鹦

鹉赋》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后来人们就将祢衡被杀

之江中小岛命名为“鹦鹉洲”。鹦鹉洲具有一段闻名

的历史，也具有一段悲壮的历史，还具有一段感伤的

历史。崔颢的“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

在写景的同时，融进了这一感人至深的故事，无怪乎

成为千古名篇了。清人沈德潜在经过鹦鹉洲时，作了

一首《鹦鹉洲吊祢处士》，诗云：“蚁视曹公气不摧，

兰焚玉碎剧堪哀。故人慷慨推奇士，乱世纵横露俊才。

洲沁何妨激涛浪，文章那肯辱蒿莱。只今后代经过者，

烟水茫茫酹一杯。”后人对于鹦鹉洲的感受，也可以

与崔颢诗相参照。但鹦鹉洲在明末清初被江水冲没，

其附近又淤出新洲，于是将新洲名为“鹦鹉洲”，我

们现在所见的鹦鹉洲并不是唐代以前的鹦鹉洲。

明人杨慎《升庵诗话》称“崔诗赋体多”，确实

道出了《黄鹤楼》诗的特色之一，故而我们考察祢衡

的《鹦鹉赋》，是崔颢诗用典的来源。他不仅表现出

鹦鹉洲悲壮的历史和诗人写景时流露的感伤情怀，还

受到了《鹦鹉赋》这种辞赋体式的影响。我们知道，

诗赋合流是初唐诗歌的一大特点，主要表现在七言古

诗中，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

王勃的《临高台》、李峤的《汾阴行》等，都是典型

的篇章。崔颢《黄鹤楼》诗不以比兴见长而以赋体

为多，也是唐代七言律诗初起时受古体诗影响的痕迹

所在，故其中杂用古句者不少。

《黄鹤楼》与《登金陵凤凰台》

崔颢的《黄鹤楼》和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都

是千古传诵的名篇，崔颢诗写在前，李白诗写在后，根

据文献记载，《登金陵凤凰台》既是李白对崔颢《黄鹤

楼》的模仿，也是李白对崔颢的挑战。我们在这里特

地将这两首诗进行比较研究。明人顾璘批点《唐音》云：

“古人多能善，若太白题黄鹤楼，有‘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句后，题凤凰台有诗，然亦不免

蹈袭。又此诗当与太白凤凰台诗同看，则真敌手也。”!2

施蛰存先生在《唐诗百话》中，专门有一篇《黄鹤楼

和凤凰台》，以比较崔颢和李白两首诗的优长：“崔诗

开头四句，实在是重复的。这四句的意境，李白只用

两句就说尽了。这是李胜崔的地方。”!3有关这两首诗，

我们要进一步理解的话，还可以参考施蛰存先生的文

章。但施先生对于这两首诗的总体评价为李白诗青出

于蓝，我是不同意的，所以就在这里展开比较一下。

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一“崔颢”条中说：“世

传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

作《凤凰台》诗以较胜负。恐不然。”!4计有功引用

了这一故事，但对于这件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宋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引《该闻录》云：“唐

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云⋯⋯李太白负大名，尚曰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

乃作《金陵登凤凰台》诗。”!5尽管前人对于此事表

示怀疑，但李白曾经模仿崔颢作诗却是事实。纪昀评

《黄鹤楼》诗曰：“偶尔得之，自成绝调，然不可无一，

不可有二。再一临摹，便成窠臼。” !6

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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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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台，在今江苏省南京市。《景定建康志》卷

二二：“凤凰台，在保宁寺后，宝祐元年倪总领垕重

建。宋元嘉十六年秣陵王顗见三异鸟数集于山，状如

孔雀，文彩五色，音声谐和，众鸟附翼而群集，时谓

之凤，乃置凤凰里，起台于山，因以为名⋯⋯凤凰楼

在凤凰台上，宋元嘉中筑，有凤凰集以为名。李白、

宋齐丘皆有诗。”!7

首联溯源，曾经有过凤凰登台，而今凤去台空，

唯有台下江水，依旧东流。与崔颢《黄鹤楼》诗的首

联相比，模仿的痕迹非常明显，二诗都表现登台或登

楼之后，曾经有过的传说已不在，仅余空楼空台，留

给后人以惆怅感慨。只是崔颢诗“昔人已乘白云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关乎人、天、鹤、楼，从人到物，境

界开阔；而李白诗仅涉及台、凤凰和长江，从物到物，

以江之不变与台之变化对比，直抒感慨之情，却没有

崔颢诗蕴藉空灵。这一联中用了两个“凤凰”和三

个“凤”字，读起来不仅不觉得重复，而且觉得明快

通畅、脍炙人口，但也还是体现出对崔颢诗用重字的

模仿痕迹。

颔联怀古，由首联的写景转入对于悠远历史的凭

吊。无论是容颜绝世的宫廷嫔妃，还是盛极一时的衣

冠贵族，都成了花草下的香魂与古墓中的幽灵了。凤

凰是一种吉祥之鸟，古代往往象征着王朝的兴盛，凤

去台空，也是说明这里曾经的繁华一去不复返了。诗

由首联自然地转到颔联，将目光聚焦到古代的帝王后

宫和衣冠贵族身上，是对千古兴亡的深沉感叹。但因

李白诗过于理性，故而融入历史传说就没有崔颢那样

自然。艺术手法上，李白的这一联平仄和对仗非常工

稳，而崔颢诗则前一句用了六个仄声，后一句以三平

调煞尾，显然是为了表达一泻千里的感情而顾不上格

律的打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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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折腰体”

的写法，这虽然不能说一定是追踪崔颢的表现自然，

而有意使全篇不完全符合格律，但这种现象也还是值

得注意的。

颈联写景，漫天雾霭，笼罩三山，只露一半峥嵘；

眼前的白鹭洲，又把二水分隔。这里需要考证几个地

名。一是“三山”，据《景定建康志》卷一七记载：“三

山，在城西南三十七里，周回四里，高二十九丈⋯⋯

其山积石森郁，滨于大江，三峰行列，南北相连，号

三山。”!8二是“二水”，这里的水是指秦淮河。秦淮

有二源，东源出句容县华山，南流；南源出溧水县东

庐山，北流；二源合于方山，西经金陵城中，北入长

江。相传秦始皇于山掘流，西入江，亦曰淮，因称秦

淮。三是“白鹭洲”，《景定建康志》卷一九：“白鹭

洲在城之西与城相望，周回一十五里⋯⋯‘洲在大江

中，多聚白鹭，因以名之。’”!9这三个地名，最值得

重视的是白鹭洲，因为崔颢诗写到“鹦鹉洲”，故而

李白此联亦以“洲”来押韵煞尾，但崔诗融进了祢衡

的典故，在写景中寄寓深沉的感伤情怀，而李白的诗

就底蕴而言，与崔诗相比，高下自见。从这一方面看，

模仿和原创还是有所区别的。李白诗中的“白鹭洲”

与现在南京市的白鹭洲公园地点并不相同，但公园是

借李白诗而命名的，李白诗所写的长江边真正的白鹭

洲，现在反而没有白鹭洲公园有名。

尾联抒怀，点出不见长安、壮志未展的失意之愁，

在表现愁情方面也是明显模仿崔颢诗的。李白的诗虽

然也是名句，但在表现的自然上就逊崔颢一筹。李白

的这一联通过用典来发议论。“浮云蔽日”用陆贾《新

语·辨惑篇》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0

的典故。“长安不见”也是用典的，刘义庆《世说新语·夙

慧篇》载：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

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

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

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

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

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

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1

《世说新语》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而李白

诗写日被浮云所蔽，又不见长安，实际上也是写失意

后的哀鸣。从这方面看，李白诗的尾联是刻意用典、

意蕴深邃的，故成为千古名句。与崔颢诗相比，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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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增强而情韵减弱了。同时末句也表现出李白对于贺

知章的明显模仿，两首诗的最后三字“使人愁”，说明

崔颢的诗太高绝了，以至于以李白之天才也难以超越

其毫厘。

总体看来，无论是构思立意，还是谋篇布局，李

白诗都与崔颢诗如出一辙，但论立意之高远、涵蕴之

深邃、格调之浑成、语言之自然，李诗都不及崔诗。

李白还有一首《金陵凤凰台置酒》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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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今日回。明

君越羲轩，天老坐三台。豪士无所用，弹弦醉金罍。

东风吹山花，安可不尽杯？六帝没幽草，深宫冥绿

苔。置酒勿复道，歌钟但相催。”还有一首《鹦鹉洲》诗：

“鹦鹉东过吴江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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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回评

曰：“鹦鹉洲在今鄂州城南，对南楼；黄鹤楼在城西，

向汉阳。太白此诗，乃是效崔颢体，皆于五、六加工，

尾句寓感叹，是时律诗犹未甚拘偶也。”@2

《黄鹤楼》作者述论

崔颢，汴州人，开元十一年（723）源少良下及

进士第，官至尚书司勋员外郎。《旧唐书》卷一九○

下、《新唐书》卷二○三、《唐才子传》卷一有传。史

称他有俊才，无士行，好赌博饮酒。他向往游侠的豪

放生活，也希望君王能发现他的才能而重用他。他希

望能从军出塞，建功立业，但又有浓厚的“人生前事

由上天”的宿命思想，感叹命运无常、富贵不定。唐

人殷璠评崔颢诗云：“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

薄，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

至如‘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

貂鼠衣’，又‘春风吹浅草，猎骑何翩翩。插羽两相顾，

鸣弓新上弦’，可与鲍照、江淹并驱也。”@3崔颢之一

生未遇，当与两件事有关，《唐才子传》卷一记载：“然

行履稍劣，好蒱博嗜酒，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

凡易三四。初，李邕闻其才名，虚舍邀之。颢至献诗，

首章曰‘十五嫁王昌’。邕叱曰：‘小儿无礼！’不与

接而入。”@4这些事又载于唐李肇《唐国史补》及新、

旧《唐书·崔颢传》。说明崔颢确有不拘小节的习气，

在个人的生活和家庭问题上不为时人所认可，故而为

官也并不得志。

《黄鹤楼》诗是崔颢游江南时所作，芮挺章《国

秀集》选入此诗。《国秀集》收诗止于天宝三载（744），

参合而推论，《黄鹤楼》诗应作于开元中。有些书记

载作于崔颢卒前的一年，是不确切的。

崔颢当时被视为边塞诗人，他的边塞诗如《送单

于裴都护赴西河》：“征马去翩翩，城秋月正圆。单于

莫近塞，都护欲临边。汉驿通烟火，胡沙乏井泉。功

成须献捷，未必去经年。”虽然谈不上是一流的佳作，

但也表现了诗人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后世所传崔颢的诗作，以《黄鹤楼》诗最为著名，

此外即是其乐府小诗，而其边塞诗却退居其次了。乐

府小诗的代表作品有《长干行二首》：“君家何处住，

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家临九江

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

崔颢在文学创作上，堪称全才，诗歌之外，还

擅长作文。然其文大多散佚，《全唐文》卷三三仅收

《荐樊衡书》《荐齐秀才书》两篇，而新出土文献则所

见有《唐故太子洗马荥阳郑府君（齐望）墓志铭并

序》，题署：“朝散郎、试太子司议郎、摄监察御史崔

颢撰。”@5墓主天宝九载（750）十一月廿四日葬。《唐

故居士钱府君夫人舒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左威卫

胄曹参军广平程休撰序，许州扶沟县尉博陵崔颢撰

铭⋯⋯博陵崔颢，文章之特，托以为铭。”@6墓主以景

龙三年（709）九月十六日卒，以开元廿四年（736）

正月壬寅葬。

《黄鹤楼》诗意解读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崔颢曾以

一首《黄鹤楼》诗，使得大诗人李白甘拜下风，以至

于发出这样的慨叹。宋人严羽誉其为唐人七言律诗

第一，后人更是推为七律压卷之作。 

黄鹤楼是中国古代四大名楼之一。它濒临万里

长江，雄踞蛇山之巅，挺拔独秀，辉煌瑰丽，自古以

来一直是名传四海的游览胜地。崔颢登上黄鹤楼，即

景抒情，题了这首诗。诗人站在暮色苍茫的黄鹤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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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烟波滚滚的长江，关于黄鹤楼美丽的传说，引起

了诗人对悠远过去的深沉凭吊，并且抒发出自己思念

乡土的满怀愁绪。短短几行诗里，不仅洋溢着诗人丰

富深厚的感情，而且气魄宏大地表现了祖国山川的

无限雄伟与瑰丽。诗句脱口而出，自然，宏丽，浑厚，

深沉。

诗的主旨是通过仙境与人生的对比，既表现出热

爱自然的深情，又抒发出人生短暂的感慨。诗人登上

高楼，联想传说中的仙人乘云而去，而今空留遗迹，

自己却不能随仙远游，故顿生遗憾。但眺望眼前的世

界，汉阳原上，晴川历历，鹦鹉洲头，春草萋萋，也非

常美妙，颇堪留恋。面对如此好景，自己既不能成仙，

又不能永驻，而只是天地间的匆匆过客而已，不由得

北望故乡，愁情满怀。故“愁”字是这首诗集中抒情

之笔，也是全诗的诗眼。

这首诗写得好和写得巧的一个重要特征还在用

重字方面，首句用“白云去”，第四句用“白云千载”，

前后呼应。第二句和第三句都用“黄鹤”，而侧重点

不同，前者指楼，即黄鹤楼，后者指人，即黄鹤仙人，

既具强调作用，又不觉得繁复。诗从楼的命名着想，

借传说落笔，以无作有，借虚写实，既境界阔远，又

涵蕴空灵，一开头就写出了震撼千古的名句。接着以

“一去不复返”绾合前后，生发出岁月流逝而不再来、

古人离去而不可见之憾。仙去楼空，唯有天际白云，

悠悠千载，古今无异。人事之变异与自然之永恒，形

成鲜明的对照，流露出作者对世事茫茫而无可奈何的

感慨。接着由抒情转入写景，阳光照耀着汉阳平原，

晴川绿树，格外分明；芳草长满了鹦鹉洲，极其茂盛。

这时日已渐晚，眺望乡关，渺茫不见，唯有一片雾霭，

笼罩江面，也给登览者带来深深的忧愁。

这首诗的形式也非常奇特。前三句出现了“黄鹤”

的重复字；第三句七个字用了六个仄声，第四句“空

悠悠”三字又用三平调煞尾，三四两句也不完全对仗。

实际上，这是一首古律参半的拗体七律，清人许印芳

分析得最为透辟，今录其说如下：“此篇乃变体律诗，

前半是古诗体，以古笔为律诗，盛唐人有此格。中唐

以后，格调渐卑，用此格者鲜矣。间有用者，气魄笔

力又远不及盛唐。此风会使然，作者不能自主也。此

诗前半虽属古体，却是古律参半。律诗无拗字者为平

调，有拗字者为拗调。五律拗第一字第三字，七律拗

第三字第五字，总名拗律。崔诗首联、次联上句皆用

古调，下句皆配以拗调。古律相配，方合拗律体裁。

前半古律参半，格调甚高。后半若遽接以平调，不能

相称，是以三联仍配以拗调。律诗多用拗调，又参用

古调，是为变体。作变体诗，须束归正格，变而不失

其正，方合体裁；故尾联以平调作收。唐人变体律诗，

古法如是，读者讲解未通，心目迷眩。有志师古，从

何下手？兹特详细剖析，以示初学。若欲效法此诗，

但当学其笔意之奇纵，不可摹其词调之复叠。太白

争胜，赋《凤凰台》《鹦鹉洲》二诗，未能自出机杼，

反袭崔诗格调，东施效颦，贻笑大方，后学当以为戒

矣。”@7

下面我们逐联分析，这里的文本与开头的录文就

有所不同，是经过我们对比选择后再进行解读的。

首联是“昔人已乘白云去，兹地唯余黄鹤楼”。

据唐韦庄《又玄集》所收《黄鹤楼》诗原注，黄鹤乃

是黄鹤仙人，故自当乘白云而去。崔颢从“昔人”落

笔，关合人、天、鹤、楼，从人到物，境界开阔。且这

两句是典型的拗律句式，属于七言平起句式拗第五

字，对句则将第五字改为平声以补救，从而形成这一

拗联。而且这两句的拗字都用颜色的字，“白”对“黄”，

显得非常巧妙。而首句用“黄鹤”虽也属拗句，但拗

字就不在颜色上，而在第六字“鹤”，又用下句“黄”

来补救，效果就稍逊一筹了。通行本的“此地空余”，

敦煌本作“兹地唯余”，“唯”是唯一，即仅剩下黄鹤楼，

上承“白云去”，下启“白云千载空悠悠”，又避免了

重字，似敦煌本较通行本为优。需要说明的是，明清

以后，常将崔颢《黄鹤楼》诗附会仙人子安或费文袆

事，实则此事虽有来源而并不是崔颢诗的本事。元吴

师道《吴礼部诗话》云：

崔颢《黄鹤楼》诗，题下自注云：“黄鹤，乃

人名也。”其诗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

鹤楼。”云乘白云，则非乘鹤矣。《图经》载费文

袆登仙驾鹤于此，《齐谐志》载仙人子安乘黄鹤过

此，皆因黄鹤而为之说者，当以颢之自注为正。张

南轩辨费文袆事妄，谓黄鹤以山得名，或者山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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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名之欤？ @8

颔联为“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这两句重字用得极佳，“黄鹤”重第二句，“白云”重

第一句，具有错综之妙。同时，黄鹤不在，白云还在，

因为天上白云非止一片，千载以前，黄鹤乘着白云飘

然而去，剩下的白云无鹤可载，故而颇为落寞，悠悠

飘荡在蓝天之上，这是变与不变的对比。这一联用

的是古体诗句，上句连用六个仄声，下句以三平调煞

尾，体现了这首诗古律相间的特点。这应该不是崔颢

有意为之，而是随着诗情的流动自然形成的。这样在

诵读时，觉得十四个字好像是一个长句，具有一气贯

下的特点，更能表达崔颢一泻千里的感情。

颈联为“晴川历历汉阳树，春草萋萋鹦鹉洲”。这

一联是典型的对句，这个对句的妙处是地名用得好，

典故也用得好，以地名、典故衬托景物，同时寄寓自

己的情感，真是难得。以前，我们只注意到“鹦鹉洲”

是用典，实则“春草”也是用典的，用的是《楚辞·招

隐士》之典：“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睹春

草而思离人，更切崔颢此时游于江南、离别家乡的处

境，也水到渠成地引出下一句“日暮乡关何处在”。

尾联是“日暮乡关何处在，烟波江上使人愁”。

这一联是抒怀，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黄鹤楼上，烟

花三月，应该更是值得留恋，但作者并未如此写，而

是用“日暮”连着“乡关”，引出“愁”情。全诗是

随着作者望乡视线的推移而逐渐展开的：因为崔颢家

在汴州，登上黄鹤楼北望就与思乡联系起来，望到的

近景是汉阳树、鹦鹉洲，远处连着乡关，但乡关是望

不到的，只好再回到烟波江上，愁情就自然而然地流

露出来，这样先虚后实，虚实结合，又由虚转实，表

现力就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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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朝代 著者 题目 首句 次句 六句 七句 八句

敦煌写本 唐 登黄鹤楼 白云 兹地唯余 春草青青 何处在 烟花

国秀集 唐 芮挺章 题黄鹤楼 白云 兹地空余 春草青青 何处是 烟波

河岳英灵集 唐 殷 璠 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遗 春草萋萋 何处在 烟波

又玄集 唐 韦 庄 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春草萋萋 何处在 烟波

才调集 唐 韦 縠 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春草萋萋 何处几 烟波

唐诗纪事 宋 计有功 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春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文苑英华 宋 李 昉 登黄鹤楼 白云 兹地空遗 春草青青 何处是 烟波

唐文粹 宋 姚 铉 登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春草青青 何处是 烟波

苕溪渔隐丛话 宋 胡 仔 题武昌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在 烟波

三体唐诗 宋 周 弼 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在 烟波

太平环宇记 宋 乐 史 登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留 春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类说 宋 曾 慥 题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家山何处在 烟波

古今事文类聚 宋 祝 穆 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瀛奎律髓 元 方 回 登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唐音 元 杨士弘 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唐诗鼓吹 元 郝天挺 黄鹤楼
白云 ,

一作黄鹤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唐诗品汇 明 高 棅 黄鹤楼 白云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唐诗解 明 唐汝询 黄鹤楼 黄鹤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唐音统签 明 胡震亨 黄鹤楼
白云 ,

一作黄鹤
此地空余 春草萋萋 , 一

作芳草萋萋
何处是，
一作在

烟波

选批唐才子诗 清 金圣叹 黄鹤楼 黄鹤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全唐诗 清 曹 寅 黄鹤楼
白云 ,

一作黄鹤

此地空余，
一作兹地

空留

春草萋萋 , 一
作芳草青青 何处在 烟波

唐诗别裁 清 沈德潜 黄鹤楼 黄鹤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唐诗三百首 清 孙  洙 黄鹤楼 黄鹤 此地空余 芳草萋萋 何处是 烟波

《黄鹤楼》诗异文对照表

除了上表列入对照的异文以外，还有几处异文，“白云千载空悠悠”，“千载”《国秀集》作“千

里”，“空悠悠”《河岳英灵集》作“共悠悠”；而“晴川历历汉阳树”，“树”《全唐诗》注：“一作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