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 人乙乘黄鹅去
,
工七地空奈贵洲 才

。

潇瑞一去不 泛返
,

自云千或生悠悠
。

睛川历历 汉阳树
,

芳互姜萎鹦鹉 袱 、 。

日暮乡关何处是
,

烟波江上仗人愁
。

崔颖这首 《 黄鹤楼 》 是古人极口称赞的一首庚诗
。

严羽

《 沦浪诗话 》 云
: “

唐人七律当以此首为第一
” 。

元人辛文

房 《 唐才子传 》 记李白登黄鹤楼本欲赋诗
,

因见崔颖此作
,

竟为之搁笔
,

说
: “ 眼前有景道不得

,

崔颖题诗在上头 ” 。

李白在武昌虽然敛手
,

后漫游江浙
,

到了南京
,

却 拟 崔 颖

诗
,

写了一首 《 登金陵凤凰台 》 :

凤凰台上凤凰游
,

风去台空让 自流
。

吴宫花重埋幽径
,

母代衣冠成古丘
。

二山半落青天外
,

二水中分 白鹭洲
。

总为浮云能蔽日
,

长安不见使人愁
。

二诗同为浑然天成
、

名传千古之作
,

但又各自闪炼着艺术的

璀灿光辉 ; 特别是李白
,

摹拟前人而又不囿于前人
,

表现出

自己的卓异来
,

自有其艺术经营的苦心在 !

崔领ī黄鹤楼í
、

表情达意 各具风采

崔顺 召黄鹤楼 》 写的是乡思
。

览胜景而动乡思
,

主题习

见
.

但表现得气概苍书
.

风骨隽 !:
.

表情达意出神入化
,

遂

使此诗成为千古绝吧
。

黄鹤楼因其所在地武昌黄鹤山 (又名

蛇 l帅 而得名
。

传说协了代仙人王子安乘鹤过此
,

又云三国时

费柿亡此驾鹤登仙
。

i夺从楼的命名由宋着想
,

借传说落笔
,

然后生发开去
,

以流转自如之笔
,

在无限时空中抒写了一种

人毯;楼空的寂寞之感
,

为
“
乡关

”
之思作了充分的心理意绪

的准备
。

仙人乘鹤
,

本属虚无
,

现以无作有
,

说它 “ 一去不

复返
” ,

就有岁月不再得
、

古人不可见之憾
, 仙去楼空

,

唯

余天际自云
,

悠悠千载
,

传达了一种世事茫茫之慨
。

古人不
一

可见
,

世事两茫茫
,

人在寂寞中
, 一

草一木都么牵引起对家

乡的无限思念
。

历历清川
,

姜篓芳草
,

牵惹起衣灵的微妙悸

动 ; 暮色笼罩
,

烟波江
_

卜
,

何处是归程 ? 愁绪如浩渺的一江

水
.

难遣难排 ; 物与人
、

情 与景错综交织
,

愁肠 一 日 而 九

回 ! 崔诗气象阔大
,

思致渺茫
,

情景交融之妙
,

有难以言语

形容 若
。

所以清人沈得潜称赞它
“
意得象先

.

神行语外
,

纵

笔写去
,

遂擅千古之奇 ” ( 《 唐诗别裁 》 )
。

有洛文

李自ī登牡陵凰叭台í比佼常
、

析

育污群法育犷炙砍



李 勺 《 登金陵凤 凤台 》 写家国之忧
。

寓

情于景
,

抚今追昔
, `

六邢泥深沉
,

意蕴丰富
。

起句摹拟崔诗
,

但只用两句就概括了崔诗两

联的内容
,

所以次联便有余力写吴
、

晋历史

陈迹
,

把思考引向历史与现实的 深 层 关 系

中
。 “ 凤凰台” 在金陵凤凰山上

,

相传南朝

刘宋永嘉年间有三只五彩缤纷的凤凰翔集于

此山
,

乃筑台
,

!U和台由此得名
。

在封建时

代凤凰是祥瑞的象征
。

李诗的 旨意不在渲染

当年三凰争鸣
、

众 鸟飞附的太平兴盛景象
,

听以第二句就笔锋一转
,

折入 “ 凤去台空”

的凄凉冷落的意境之中
。 “

风凰 台上 风 凰

游
” ,

表面上是吟咏凤凰台的传闻佚事
,

实

则以当年凤凰台的绮丽景象暗喻六朝全粉的

一时繁荣
。

热而这一切今己荡然无存
,

只留

下了那东去约江水
.

依然 日夜不 息 地 奔 流

著
。

作者面对因时代变迁而改观的凤凰台和

万古长流的江水
,

思绪翻 涌
,

感 慨 系 之
。

“ 江自流 ” 三字
,

既写眼前景物
,

又巧妙 自

然地转入对历史
、

人事的描写
,

大有 “ 逝者

如斯夫
” 之哨叹

:

六朝的繁华一 去 不 复 返

了
,

大自然的存在才是永恒的
。

因此
,

开头

两句意蕴丰硕
,

感情的转折
、

跌宕很大
,

在

结构 匕提携个篇
,

把
’ ,

异 猫写规定在 自甘永

恒与少
、

事消逝
,

有限与无限对立统一的清境

之中
。

文字简洁了
,

但内容却 比崔待深远 了
。

中四句直承
“
凤去台空江 自流

” 一

句
,

抓住金陵龙盘虎踞
、

六朝古都这一地理和历

史的特点
,

瀚叙开去
,

由 “ 台” 的境界扩展

到整长
、

“ 金陵
”
的垅界

,

比崔诗更有地域色

彩
。

j乙四句夫面上写登临所见
,

实则寄寓深

远
。 “ 吴dr’

`
,

两句收
“ 凤去台空

”
逃一步 发

挥
。

诗人感慨万分地 说
,

吴宫的
丁

美女
、

东晋

的达官贵人都一一进入坟诀
,

曾经繁华一时

的六朝
,

终因统治者的宴安耽乐而转瞬即逝

了
,

这正如冈
、

凰台再也见不到凤凰
t

一样
.

一

时的煊赫究贡在历史
_

L留下了于1
一

么有价值的

东西呢 ? 在深沉的历生
`

{既叹中隐喻 羚对 当时

邪俊蔽贤的政治局面的忧愤
,

在深广的忧愤

中暗含着 付富贵繁华幻灭的嘲讽
。 “ 二山 ”

两句是 “ 江自流 ” 的形象化写照
。

登临风凰

台
,

远山近水
,

仪态万千
:

金陵西南长江达

上三峰并列
,

南北 相 连
, “ 杳杳有 无 中

”

(陆游语 )
,

在天边云海中若隐若现 ; 白鹭

洲把长江分割成两道
,

被江流围裹着
,

碧玉

般地青翠
。

浩瀚苍茫与清晰明丽和谐统一
,

沟成一幅秀美雄浑的南国山水画图
。

诗人从

付历史的凭吊中把日光投向大自然
。

中间两

联同是写景
,

同为景 中寓情
,

但却形成鲜明

的对照
,

对照中交织着历史与现实的无尽画

卷
,

萌动着对大 自然的永恒与人类历史的消

逝
、

有限与无限的深沉的哲理思索
。

诗人站

在凤凰台上俯仰观照
,

金陵城阔周围的山光

水色
、

历史遗迹尽收眼底
,

思想往返于历史

与现实之间
,

不禁生发出江山永在
、

岁月无

情之叹
:

金陵啊
,

凤凰台 ! 想当初
,

凤凰在

你身边聚集
,

吴晋两代 在 此 建 都
,

江山如

画
.

胜景空前 ; 如今大江依然在 你 脚 下 奔

流
,

你的容貌依然娇美非凡
,

但昨日的轩冕

荣华而今安在 ? 六朝遗迹犹在
,

往事可鉴
,

如不从前代的成败兴衰中汲取教训
,

还会再

演 “ 吴官花草” 、 “ 兴代衣冠 ” 的悲剧
。

想

义于立一切 诗 又住沉万了、冗病丝 :
’

今
一

巨{
: “ 总为

:弃云店执嵌洲
,

长女 不见使人愁 ! ” “ 不见
一

沁

安
”
暗点 渝之: “

众
” `

子
,

触境主愁
,

寄离言

外
,

余韵尤穷

井扩 《 登 介价风凰台 》 一说是作者在夭

宝年间
.

彼排士于离开长安
,

定游全陵所了乍
,

一说是作者流厂友娜遇赦返回 后所作
。

f尔前

说
,

表现了诗人对时川的忧虑
.

依 污说
,

表

现了诗人报国无 :l1 的嘛若
。

后说成立
,

是对

安史之乱的历史俭讨 ; 前说成立
,

则是这场

大乱的预言了
。

无论前者或后者
,

邵才;
.

了

诗人以浩茫的心宇对国享的关注
。

崔诗和李诗
,

一高华空阔
、

潇洒清丽
,

一深沉阔大
、

豪放飘逸
。

李诗高明之处在于

以挥洒自如之笔表现了诗人蕴含 丰 富 的 心

境
。

黑格尔 曾说过
, “

抒情诗的原则 ” “ 首



先要达到表现的深刻
” 。

李诗深刻之处
,

在

于诗人表达的是某种时代
、

社会的思绪
,

是

一定时代的社会意识
,

连同他的局限在内
;

相比之下
,

崔诗的清空
,

就未免有点空疏了
。

作为登临吊古之作
,

李诗更有自己的特点
,

它把历史典故
、

眼前景物和诗人 自己的感受

交融在一起
,

抒发了忧国伤时的怀抱
。

他的

感受
,

`

既是个人的
,

又是时代的
、

历史的
。

章法经营
,

各臻其妙

诗以语言为抒情媒介
,

二诗脍炙人 口还

表现为以圆转流畅的语言经营章法
,

天然成

韵
,

表现了各自独特的风格
。

古人评论诗文

讲
“ 以气为主

” 。

所谓
“
气

” ,

就是作家的

性格
、

才气
、

文艺气质表现在作品的风格
、

气势上
。

诗文的气势
,

以 神 为 主
,

以 意贯

通
,

表现于音节
、

字句上
。

崔颖 《 黄鹤楼 》 律中带古
,

不重平仄
,

信手写去
,

自然成章
。

前四句看 似 随 口 说

出
,

但却力透纸背
,

气韵酣畅
。 “

黄鹤
”
二

字虽再三出现
,

却因其气势奔腾直下
,

读者

无暇觉察它的重叠出现
。

诗人也好象忘记了

自己是在写字字皆有定声的七律
,

不仅首联

五
、

六字同出
“
黄鹤

” ,

而且第三句几乎全

用仄声
,

第四句又用
“ 空悠悠

”
这样的三平

调煞尾
,

三
、

四句亦不对仗
,

用的全是古体

诗的句法
。

在 当时七律已经定型的情况下
,

崔颜依据诗 以立意为要的原则进 行 艺 术 实

践
,

才写出这样七律中罕见的高唱入云的变

格诗句
。

前半首用散调变格
,

后半首就整伤

归正
,

回到格律上来
。

倘一味不拘常规
,

就

不是一首七律
,

而成为七古 了
。

此诗前后似

成两截
,

其实文势是从头到 尾
,

一 气 贯 通

的
,

中间只不过换了一 口气罢了
。

这种似断

实续的连接
,

从 律 诗 的 起
、

承
、

转
、

合来

看
,

也很有章法
。

元人杨载 《 诗法家数 》 论

律诗第二联要紧承首联时说
: “ 此联要接破

题 (首联 )
,

要如骊龙之珠
,

抱而不脱
” 。

此诗前四句正如此
,

叙仙人乘鹤传说
,

一
、

二两联相接相抱
,

浑然一体
。

杨载又论须联

之
“
转

”
说

: “
与前联之意相避

,

要变化
,

如疾雷破山
,

观者惊愕
” 。

疾雷之喻
,

意在

说明章法上至五
、

六句 应 有 突 变
,

出人意

外
。

此诗转折处格调上由变归正
,

境界上与

前两联截然异趣
,

恰好符合格律诗章法的这

个要求
。

叙昔人黄鹤
,

杳然已去
,

给人以渺

不可知的感觉
, 忽一变而为晴川草树历历在

目
,

妻萎满洲的眼前景象
,

这一对比
,

烘托

了登楼远眺者的愁绪
,

也使文势 因之波澜起

伏
。

《 楚辞
·

招 隐 士 》 曰
: “ 王 孙 游兮不

归
,

春草生兮妻萎
” 。

诗中
“
芳草妻萎

” 之

语亦借此而逗出结尾乡关何处
、

归思难禁的

意思
。

末联以写烟彼江上 日暮怀 归 之 情 作

结
,

使诗意重归于开头那种渺茫不可 见的境

界
,

这样回应前面
,

首尾环抱
,

也很符合律

诗的法度
。

李白 《 登金陵凤凰台 》 摹拟崔诗从写凤

凰台传说入手
,

十 四字用了三个凤字
,

却不

嫌重复
,

音节流转明快
,

而又严格遵守律诗

格律和章法规定
。

杨 载 《 诗 法 家 数 》 “ 登

临
”
条说

: “
第一联指 所 题 之 处

,

宜叙说

起
。

第二联合用景物实说
。

第三 联 合 说 人

事
,

或感叹古今
,

或议论
,

却不可硬用事
。

或前联先说感叹
,

则此联写景亦可
。

但不可

两联相同
。

第四联就题 生 发 感 慨
,

缴前二

句
。 ”

杨载的概括
,

是从无数登临题材的七

律中提取的
,

李白这首诗完全符合这一艺术

实践的总结
,

就连中间两联对仗
,

也是律诗

的常规
。

此诗章法布局有凤头
、

猪肚
、

豹尾

之美
,

即开头两句起得美丽
,

中间两联四句

铺写得浩浩荡荡
,

境界深沉阔大
,

结句有如

晨钟暮鼓
,

清音有余
;
语言更吸取了民歌表

现手法
,

清新流畅
,

音调谐婉
。

此诗的艺术

匠心
、

艺术追求更表现为结构严谨而气脉洪

大
,

在严谨的结构中表现着豪放 飘逸 的 风

格
。

全诗深沉浩大
,

一气贯通
,

写 “
凤去台

空 ” ,

写 “
吴宫花草

” 、 “ 晋代衣冠
” ,

写

山婀畔顷可
,

(下转第12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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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

同床而寝
。

后 日
,

柯从容 曰 : “
柯侍太 子

,

三

年 于斯 类
,

而 太 子遇柯
一

杏厚
。

资 金 投 处
, 一

卜里马

肝
,

姬人好手
,

或以玉 盆
。

凡 庸人 当之
,

扰 尚 乐 出

尺 寸之长
,

当犬马之用
,

令柯 常侍君子之狈J
,

闻
.

扒

士之 节
,

死有重 于泰山
,

有轻 于鸿毛者
,

但问 川之

所 在耳
。

大 子幸教之 ! ” 大子敛袂正 色 而 言 曰
:

“
丹尝 游泰

,

秦遇丹不 通
,

丹耻 与俱 生
。

令荆君不

以丹不 肖
,

泽 辱小 国
,

今丹 以社报干长者
,

不知所

谓
。 ”

柯 曰
: “

今天下强 国
,

奖 强 于泰
,

今太 子 力

不能威诸候
,

诸侯未肯力 太 子 用也
。

大子率燕国之

众 而 当之
,

扰使羊将旅
,

使狼追虎耳
。 ” 太子 曰

:

“
丹之忧计久

,

不知安 出
。 ”

柯 曰
: “

弊于期得罪

于奉
,

秦求之息
; 又督允之地

,

秦所贪也
。

今得奖

于期 首
、

瓷尤地图
,

则事可成也
。 ” 大子 曰

: “
苦

事可 成
,

举燕 国而 缺之
,

丹甘心焉
。

奖将军以穷 归

我
,

而丹 卖之
,

心不忍也
。 ”

柯默 然 不 几
,

居 五

月
,

太子恐柯悔
,

见柯 曰 : “
今 秦 已 破 赵

,

兵 临

燕
,

事己 急迫
,

虽欲足下
,

计安施之 ? 今欲先途武

阳
,

如何 ? ”
柯怒 曰

: “
仃 大 子所遣

,

往 而 不返

者
,

坚子 色 ! 柯所 以未行者
,

待香客耳
。 ” 于是

,

柯潜见奖 于期
,
曰 : “ 闻将 军得罪 于 条

,

父 毋 妻

仁 曹见处烧
,

求将里
,

邑万 户
,

金千斤
,

柯为将

军 偏之
。

今有一言
,

涂将军之辱
,

解燕国之耻
,

将

军 岂有意 乎 ? ” 于期 曰 : “
常念之

,
日夜饮泪

,

不

知所 出
。

荆君幸教
,

葱闻命矣
。 ”

柯 曰
: “

今落得

将军之 首
,

与燕份尤之地 图
,

进 之
,

秦王必喜
,

喜

必 见柯
。

柯 囚左 手把其 袖
,

右手堪其胸
,

数以 员燕

之罪
,

责以将军之仇
, 、
后燕 国见滚雪

,

将军积忿之

怒除妥
。 ” 于期起

,

扼脆执 刀 曰
: “

是于期 日夜 所

欲
,

而今 闻命妻 ! ” 于是自到
,

头垂背后
,

两 目不

琪
。

太 子闻之
,

自驾肥拄
,

伏于期尸 而 哭
,

恶不 自

胜
。

良久
,

无奈何
,

遂函威于期首与燕音尤地图以

献秦
,

武阳 为副
。

荆柯 入秦
,

不择 日 而发
,

大子 与

知谋者
,

甘紊衣 冠
,

送之于 易水之上
。

荆柯起 为

寿
,

歌 曰
: “

风萧萧兮 易水寒
,

壮士 一 去 兮 不 复

还 ! ” 高渐 离去筑
,

宋意和之
,

为 壮 声 则 发怒 冲

冠
,

为衷声 则士背流涕
。

二人替 升车
,

终 己 不 顽

也
。

二子行过
,

夏扶 当车前刻预 以送 二子
。

行过阳

翟
,

柯买 肉
,

争轻重
,

屠者辱之
,

武阳欲击
,

柯止

之
。
西入秦

,

至咸 阳
,

因中庶子 萦白 曰 : “ 燕大子

丹 畏大 王之威
,

今奉英于期首与资尤地图
,

墓为北

藩巨去
。 ”

秦 王喜
,

百官倍位
,

陛栽数百
,

见燕使

者
,

柯奉于期
1

首
, 消J 日

卜

奉地思
。
钟效并发

,

群巨货

呼
“ 万 岁 ” ,

武阳 大 恐
,

两 龟不能 相过
.

而如 死 :

色
。

秦 卫怪之
。

柯顾式阳
,

前妈步曰
.

“
北涛 蛮 尧之

郁人
,

术见天 子
,

笠遥 下 少 假 借之
,

使得毕事 于

前
。 ” 秦 王谓 柯 曰

: “
取 图来进

。 ” 泰 王 发图
,

图

穷 而 匕 首 出
。

柯左 手把秦 王袖
,

右 手格其胸
,

数之

曰
: “

足下 员燕 日 久
,

贪慕海 内
,

不知 反足
.

千 期

无罪 而 夷其 族
。

柯将 海 内报仇
。

今 旅王 毋病
,

与柯

促期
,

从吞 千卜则生
,

不从 则 死 ! ” 李 王 曰
: “ 个 日

之事
,

从子计干
。

乙 听 琴 声 而 元
。 ”

召 娘人鼓琴
,

琴 声 曰 : “
罗投单衣

,

可 掣 而 绝 ; 八 尺屏风
,

可超

而越
, 鹿 卢之 剑

,

可 员而拔
。 ” 柯 不 解音

。

秦王从

琴 声 员剑拔之
,

于是奋袖超屏风 而走
。

柯拔 匕 首掷

之
,

决 秦王耳
,

入铜柱
,

火出 袱
。

秦王还
,

断 荆柯

两手
。

柯 因待 柱而 笑
,

其踞 而 骂 曰
: “

吾坐轻 易
,

为坚子所次
,

燕国之不报
,

我 事之不 立哉 ! ”

插巴 宋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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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为了逼出一个包容着时代和历史内涵的

“
愁

” 字来
。

这正如唐人李德裕 《 文章论 》

中所说
: “

气不可以不贯 ; 不贯则虽有英词

丽藻
,

为编珠缀玉
,

不得为全璞之玉矣
。 ”

如果说
,

崔诗有一衬突破格律
、 “ 不法而法

”

的美的话
,

那末
,

李诗便是一种掌握了必然

的
“
那种内在的丰满和自由

” (黑格尔语 )
。

只有李白这样的大诗人才能做到驾驭规律而

不为规律 所 限
, “ 开 阖 变化

,

惟我所为
”

(刘熙载 《 艺概
·

诗概 》 )
。

材`
Z

, .
声Z

、

衬 认
2

. ,
声 创气创 . 侧八创叭 “ 俄 了气材俄夕俄 了伙

,
八侧八丫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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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指沽 了血 和灰
,

手掌沽 了阴暗
,

只有那辽远 的 一角依然完 整
,

温暖
,

明朝
,

坚固而邃勃生春
。

在那上面
,

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

象恋人的 柔发
,

婴孩 手中乳
。

我把全部的 力堂运 在手掌

贴在上 两
,

寄与爱和 一切 希望
,

因为只 有那里 是太 阳
,

走春
,

将驱逐阴暗
,

带来苏生
,

因为只 有那 里我们不 象牲 口 一样活
,

接蚁一样死
· · ,

一那里
,

永 恒的中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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