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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秦州的李白情结

葛景春

〔摘 要〕 杜甫来到秦州这个李白的祖籍之地，特别怀念此时被肃宗流放夜郎的
李白。他与李白同有逐臣之悲。他在诗中对李白的诗歌成就做了高度的评价，并对李白
怀冤被逐的遭遇，进行鸣冤辨解，其实也是为自己的逐臣命运鸣不平。李白在政治上的
失败与诗歌的巨大成就，对杜甫放弃功名追求，从而转向以诗歌创作为使命的诗人意识
的思想觉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启了杜甫追求以近体诗创作为中心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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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对李白是一往情深。在杜甫诗集

中，共有杜甫怀念李白的十四首诗。而其

中的四首，是杜甫在秦州的三个月中所作

的。这四首诗中，五古二首、五律一首和

五言排律一首。无论是用古体或是近体，

都写得情意真挚、感情饱满、对李白推崇

备至。
一、杜甫为何在秦州如此怀念李白

杜甫西赴秦州的动机，学者有不同的

看法。一种是说，主要是为了躲避中原的

战乱和关中的饥馑而西走秦州的①。这当

然也没有错，这是他西走秦州的动机之一。
另一种说法是，杜甫是畏热的体质，最怕

夏日的炎热，而想到天气比较凉爽的秦州

去②。最常见的说法是，杜甫因是房琯一

党，而房琯是玄宗旧党，不为肃宗所信用，

因此房琯已被贬出朝，杜甫回朝廷已无什

么希望，对肃宗已彻底失望，故而要弃官

西走，投亲靠友③。这些都可能是杜甫要

离开华州、西赴秦州的理由，但理由也不

是十分的充分。因此，有的学者提出，杜

甫之所以要弃官西走，最根本的原因，是

他“因违犯职守纪律而被罢官”④。因此

才不得不离开华州西赴秦州。但他已被罢

官的事，毕竟没有过硬的证据。不如解释

为华州长官与杜甫的关系处得比较紧张，

借故要弹劾罢杜甫的官，使杜甫已无法在

华州立足。杜甫诗云: “罢官亦由人，何

事拘形役”。 ( 《立秋后题》) 这就是说，

这事由不得他，他不走也得走，罢官只是

早晚的问题，晚走不如早走，主动弃官比

罢官的诏令下来了而被罢官，要更体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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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骨气。至于为何要到秦州去，也有说

法: “因此他 ( 指杜甫) 决定挂冠出走。
走向哪里去呢? 向东是中原大战的战场，

当然去不得。向南是襄阳的大道，也不够

安全。向北的危险不多，但是正是回纥出

兵来往的大道，‘田家正恐惧，麦倒桑枝

折’，也不够妥当。只有向西绕过长安，

穿过陇坂，再行走向川中。”⑤杜甫正是怀

着这样的心情，选择了西去的方向，弃官

西走，带着全家奔赴秦州的。他选择到秦

州去，当 然 还 有 别 的 原 因， 那 就 是 在

“安史之乱”后的乾元二年 ( 759) 前后，

秦州那里还没有战乱，环境比较和平安

定，而且秦州是一个在离长安仅有八百多

里的历史名城，离长安还不算太远。这里

有人类始祖的伏羲庙，有风景名胜南郭

寺、麦积山石窟，在它的周围还有人间仙

景仇池，有黄帝问道的崆峒山，有 《山

海经》中记载的鸟鼠同穴的鸟鼠山和出

五色鱼的鱼龙川等，还有传说周穆王会见

王母的王母宫等。同时，陇右还是一个出

了许多名人的地方，它是秦人的先祖之地

和陇西李氏的祖籍之地，这里出过如秦人

的先祖伯益和为周孝王养马有功的赢非

子，汉代的飞将军李广、李陵，晋代著有

《拾遗记》的神仙家王嘉，李唐王朝的祖

先凉武昭王李暠等。当然最引起杜甫兴趣

的，秦州还是杜甫的至友 “家本陇西人，

先为汉边将” ( 李白《赠张相镐二首》其

二) 的李白的祖籍之地。因此，杜甫的

“因人作远游”中的 “人”，除了学者们

所说的杜甫的从侄杜佐和赞上人之外，还

有以上的这些名人，也是吸引杜甫前往秦

州的人文因素。这样来看，杜甫一到秦州

就想起了祖籍在这里的李白，就不难理

解了。
我们知道，李白因陷入永王璘之案，

被肃宗判为 “长流夜郎”之罪，而此时

的杜甫因疏救房琯，被肃宗开罪，险些要

了性命。杜甫虽然 “吾意独怜才”，极为

同情李白，但在李白为 “世 人 皆 欲 杀”
的舆论中，杜甫却因受肃宗贬斥而无力援

手。乾元元年 ( 758 ) 春，李白只好服刑

就路，由浔阳首途，沿长江一路，溯江而

上，长流夜郎⑥。其年六月，杜甫也因房

琯罢相贬邠州刺史的同时，被贬为华州司

功参军，离开了朝廷。乾元二年 ( 759 )

二月，李白在白帝城遇赦，扁舟还楚，其

夏秋间在江夏一带流落。而此期间杜甫正

在华州司功任上，并于乾元元年底回洛阳

探家，归河南陆浑庄。次年春回华州，其

秋又弃官西走秦州，所谓 “一岁四行役”
( 《发同谷县》) ⑦，忙着自己的事情，又

因战乱，信息不通，一直没有得到李白的

消息，故在秦州时，并不知李白长流夜郎

走的是长江一路，遇赦的消息他也不知

道。所以他还一直为李白流放夜郎的事担

心。因此，到了秦州这个李白的祖籍之

地，思念李白的念头，便油然而生，写下

了 《梦 李 白 二 首》和 《天 末 怀 李 白》
等诗。

二、《梦李白》和《天末怀李白》———沉

痛的逐臣之悲

《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三

诗，是杜甫在秦州思念李白的著名诗篇。
《梦李白二首》云: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
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
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
魂来枫叶青，魂返关塞黑。
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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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
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
告归常局促，苦道来不易。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失坠。
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梦李白二首》，是杜甫思念李白成梦所

作。因杜甫并不知李白长流夜郎走的是溯

江而上过三峡至乌江一路，而预想所走的

路是由浔阳走江夏，越汩罗、过湘江向西

一路。这一路实是楚国大诗人屈原被放逐

的路途。因此杜甫在诗中说李白与屈原命

运相似，都是被放逐 “江南瘴疠地”的

“逐客”，如今却能飞越千里来到我的梦

中，非其魂飞来，而何以能有羽翼来此?

他怀疑是不是李白已死，而其魂托梦来

了? 其 中 “魂 来 枫 林 青，魂 返 关 塞 黑”
即用《楚辞·招魂》 “湛湛江水兮上有

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

南”的诗意。因此他十分担心李白在放

逐途中遭到意外: “江湖多风波，舟楫恐

失坠”，一再祈愿李白: “水深波浪阔，

无使蛟龙得。”他虽怀疑李白在险恶的政

治环境中可能会出事，但却真心希望他不

要出事，表达了他对李白深厚的生死关切

之情。他一连三个夜晚都做与李白之魂相

会之梦，说明他对李白思念之切，可见杜

甫对李白的兄弟情深。从这首诗中，我们

也可以看到，杜甫此时与李白正是惺惺相

惜，从李白的放逐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命

运，深感自己也与李白被肃宗放逐的命运

差不多。杜甫之所以要到秦州这样一个偏

僻边塞，实是非常被迫无奈之事，若不是

他被肃宗抛弃，行将罢官，他何以至于走

投无路，弃官西走? 此非放逐而何? 一种

逐臣之悲，油然而生，他感到自己与李白

和屈原的感情是相通的，有兔死狐悲之

感。诗中所说的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

后事”两句，是说李白，也是杜甫自指，

即生前寂寞，前途无望，而千秋万岁之

名，将是身后之事。杜甫所走之路，其实

也是李白所走之路，即眼前虽然前途茫

茫，看不到希望，但要耐得住寂寞，争取

身后扬名立万吧。此是为李白悲伤，也是

杜甫之自伤。
在《天末怀李白》一诗中，杜甫又

用五律的形式，写了他对李白的关心和

思念: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
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
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

所谓“天末”，指的就是秦州。因秦州地

处远在天边的边塞之地。因已是深秋，天

气渐凉，故杜甫对李白的身体状况很是担

心。他认为李白远在鸿雁也飞不到的秋水

遍地的江南之乡，要他提防鬼魅一样的小

人的陷害。他把李白的不幸遭遇与屈原受

冤被逐相提并论，认为李白和屈原是两个

高洁伟大的诗人，他们的心是相通的。这

说明杜甫一直认为李白是被冤枉的，人格

和人品是清白高尚的。这是大张旗鼓地为

李白鸣冤叫屈，要为李白翻案。“文章憎

命达，魑魅喜人过”语，既概括了天下

怀才不遇的不得志文人的普遍命运，其中

也寓有杜甫对自己不平的人生遭际的深沉

感慨。
三、《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既为

李白雪谤亦是为自己鸣不平

前三首杜甫怀李白的诗，都是在以前

得知李白长流夜郎时老消息的情况下写出

3



的，尚不知李白目前的新消息。而 《寄

李十二白二十韵》一诗却是确知李白已

被赦 放 后 流 落 江 南 之 时 而 作 的。其 诗

如下: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
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
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
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
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
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
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
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
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
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
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这是杜甫听到李白遇赦还江东、卧病当涂

时，写下的一首诗。得知李白遇赦后，杜

甫担心李白的心情得以缓解，并对李白的

一生，作了历史的回顾。此诗共分四部

分。第一部分十二句，首先介绍了李白在

天宝元年 ( 742) 秋应诏赴京的情形。李

白赴京首先见到的是赏识他这匹千里马的

伯乐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 ‘子，

谪 仙 人 也。’言 于 玄 宗，召 见 金 銮 殿”
( 《新唐书·李白传》) 。并称赞李白诗

《乌栖曲》 ( 一说为 《蜀道难》) : “此诗

可以泣鬼神矣。” ( 范传正 《唐左拾遗翰

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李白也有文记

其事: “太子宾客贺公，于紫极宫一见，

呼余为谪仙人，” ( 《忆贺监诗序》) 又云:

“四明逸老贺知章呼余为谪仙人，盖实录

耳。” ( 《金陵与诸贤送权十一序》) 李白

被唐玄宗以高规格的待遇接见: “( 玄宗)

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

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 卿是布衣，名为

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 置于金銮

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

人无知者。” ( 李阳冰 《草堂集序》) 后

来，他又与汝阳王李琎、贺知章、李适

之、崔宗之、张旭等人结为 “八仙”之

游，又为太真娘娘写出了 《清平调词三

首》，由玄宗调玉笛以倚曲，宫廷第一歌

手李龟年歌之⑧，一时间李白便 名 扬 京

师，轰动天下，在长安掀起了一股李白旋

风。李白的 《大鹏赋》 “时家藏一本”
( 魏颢《李翰林集序》) ，“朝列赋谪仙之

歌，凡数百首” ( 李阳冰 《草堂集序》) 。
此外还有李白上 “宣唐鸿猷” ( 刘全白

《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草答蕃书”
(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并序》) 等传闻，在当时可谓盛名已极。
故杜甫曾作诗曰: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

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

是酒中仙” ( 《饮中八仙歌》) 来赞颂李白

的丰采。这首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

的 第 一 段 所 罗 列 之 事，如 “谪 仙 人”、
“泣鬼神”、“文彩”惊人主、“龙舟”赋

诗、长安朝野的粉丝追捧等事，都与史传

和碑序等所记载，若合符契，十分吻合，

说明杜甫对李白在长安所受到的宠遇和时

人的热爱的诗句，都是实录，并非过誉之

辞。尤其是“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二句，可以说是杜甫对李白诗歌非常形象

的高度评价，是杜甫对李白发自内心的赞

佩之语，杜甫真可谓是李白的千载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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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的第二段十二句，杜甫则回忆了自己

与李白在天宝三载 ( 744) 于洛阳相识并

结为兄弟，一起漫游梁宋及东鲁的愉快经

历。李白在洛阳会见杜甫时，杜甫尚是一

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诗人，可以说只是李

白的一个粉丝。而李白当时已是一个名满

天下的翰林诗仙，又有皇帝赐金放还的宠

遇。但李白却无一点名人的架子，并未小

看这 位 在 大 唐 诗 坛 上 尚 未 飞 腾 上 天 的

“卧龙”和 “凤雏”。而是很看重杜甫这

位年轻好学，为人忠厚而又具有深厚潜力

的写诗才能的诗人。他以大哥的身份与杜

甫这位小弟平等交往，他一见到杜甫就感

到彼此两心相通，互为知己。这令杜甫十

分感动: “遇我宿心亲”，即一见如故之

意。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即李

白对杜甫倾其心意，无话不谈，喝起酒

来，二人更是呼兄唤弟，无所顾忌，以诚

相待。所 以 在 梁 宋 和 东 鲁， 他 们 二 人

“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在一起纵

酒放歌，过了一段 “醉眠秋共被，携手

日同行” (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情同手足的快乐日子。这是杜甫最感幸运

也是最感骄傲和惬意的事情。杜甫有诗

曰: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 《春

日忆李白》) 这个“细论文”一语，过去

引起许多学者的猜测，但多不得其实⑨。
其实，杜甫在与李白交游之时，是一定谈

过有关诗歌创作方面问题的。以后的历史

证明，杜甫确实有在诗歌创作方面曾向李

白的七言乐府和歌行下功夫学习的迹象，

并取得了在这方面与李白相颉颃的丰硕成

果。而杜甫在律诗方面的成就和才能，李

白也应是觉察了解的。如杜甫与李白交往

时所写的诗歌 《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

居》就是一首五言排律，写得如同写古

诗一般运用自如。因此，二人互赠的诗

歌，如李白写给杜甫的 《鲁郡东石门送

杜二甫》、《沙丘城下寄杜甫》，杜甫写给

李白的《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
等诗，都是五言律诗。这说明，在律诗方

面，他们也有相互影响之处。李白对杜甫

擅长律诗的才能，是很清楚的。二人可能

在如何发挥自己的所长，并互相学习和借

鉴对方的长处作过讨论。也许，李白深知

杜甫在律诗方面有其祖父杜审言的家学传

统，对杜甫发挥律诗之长，会有所肯定和

鼓励，因此，“细论文”决非虚言，增长

了杜甫对律诗写作的自信和决心。因此杜

甫想在律诗的写作方面，百尺竿头，更进

一步。他在弃官西走时，已经对政治前途

感到绝望，从此有了做诗人的自觉意识，

想在律诗的发展方面，再进行一番深入的

探索。因此在秦州就开始大作律诗。因

为，杜甫觉得，在写七言歌行方面，他无

论怎样去学习李白，也是难于超越李白

的，而在律诗方面，他是强项，有潜力可

挖，他便下定决心在律诗方面，做出比其

他盛唐诗人更大的成就。从 “才高心不

展”以 下 十 六 句，是 杜 甫 为 李 白 雪 谤。
也是这首诗的重点。在此段中，杜甫认为

李白被肃宗视为犯了 “从逆”之罪，是

冤枉了李白。认为李白是像祢衡一样的才

俊，是像孔子弟子原宪那样的安贫守道之

士，是像受了 “薏苡之谤”的马援一样

的被冤枉受屈之人，是含冤被贬的贾谊，

是哭麒麟叹道穷的孔夫子，是一心向汉的

苏武，是避秦不仕的夏黄公，是不受伪职

的穆生，是被人诬陷下狱的邹阳。一句

话，这一连串的比喻，杜甫都是说李白是

无罪的，是被冤枉的。那所谓的怂恿永王

造反的罪名，是故意嫁祸给李白的。因为

李白也是玄宗旧人，偏信了玄宗派永王分

镇东南的旨意，跟随永王去平定东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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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分镇意见，又是房琯出的主意，从这

个角度上来看，李白与杜甫都是一个阵营

中的人，也是属于房琯一党的。肃宗虽表

面上从成都接玄宗回京，以尽孝道，其实

却害怕玄宗笼络旧臣，夺回他的帝位，也

怀恨玄宗曾让永王去分镇东南，与他争

权，故将玄宗在西内软禁起来。他对玄宗

的旧人都不信任，并借机将他们或治罪、
或贬官，一律清除出长安。在这一点上，

杜甫觉得他与李白都是肃宗所要排斥的玄

宗旧人，都是玄、肃父子斗争的牺牲品，

是被冤枉的，他们有共同的政治命运———
都是肃宗的逐臣。严酷的社会现实，使他

看到了他与李白的遭遇是相同的，都是共

同的政治原因造成的，因此更加拉近了杜

甫与李白的距离，使他与李白更加惺惺相

惜。诗的最后一段，对李白老病江滨，感

到十分心酸和同情，“莫怪恩波隔，乘槎

欲问津”二句，是安慰李白，意思是说，

虽说是皇帝恩波已断，但我还是想有机会

一定会去探望您的。“莫怪”二字不过是

表面上为皇帝留面子的话。这与李白安慰

贾至被肃宗贬岳州司马时的诗: “圣主恩

深汉文帝，怜君不遣到长沙”的意思有

些相仿，在褒扬语中暗寓讽刺之意。杜甫

在《秦州杂诗二十首》中说: “唐尧真自

圣，野老复何知?”即是说，对肃宗这样

尧舜之君的 “圣”明之处，他这位野老

怎么就一点都看不出来呢? 在此诗中，杜

甫为李白鸣冤叫屈，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

命运和遭遇鸣不平，是在发泄他对肃宗及

其统治集团的不满。
四、李白的诗歌成就，坚定了杜甫走

诗歌创新之路

从 以 上 分 析， 我 们 可 以 得 出 以 下

结论:

1、杜甫的西赴秦州，不是他一时的

心血来潮，而是他对秦州地域文化的自然

因素和人文因素的综合考量的结果，其中

陇西李氏、尤其是陇西是李白的祖籍的因

素，是吸引杜甫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
2、怀念李白的四首诗，是杜甫全面

认识李白的思想总结，也是他对李白感情

的升华。他对李白被贬的原因做了全面的

思考; 李白的一生，在政治上遭遇到两次

失败，一次是在天宝初年，被召为翰林供

奉，后被玄宗 “赐金放还”，实际上是被

体面地放逐; 一次是在安史乱后，李白因

“从璘”被肃宗定为“叛逆”之罪而长流

夜郎。杜甫认为李白是被冤枉的，其实李

白是像屈原、贾谊、苏武一样，是忠贞爱

国之士，只是因为属于玄宗旧党而被肃宗

所忌恨，成了肃宗的逐臣，杜甫通过李白

的遭遇，联想到自己的遭遇，自己也与李

白一样，属于玄宗旧党，因此在政治上到

处碰壁，最后也以失败告终，遭到了罢官

的命运，成了肃宗的逐臣。他盛唐时代的

“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梦想，至此时已彻

底轰 毁。对 肃 宗 已 彻 底 绝 望， 他 许 身

“契稷”的“奉儒守官”思想，也得以改

变。他清醒地认识到，他和李白在政治上

都是失败者，最后的命运都是逐臣。因此

他对李白在政治命运方面有很强的认同

感。在此诗中杜甫悲李白也是悲自己，为

李白鸣冤，也是为自己鸣不平。这是对李

白一生政治命运的总结，也是对自己政治

人生和道路的反思。
3、李白的成功，是以其诗歌的杰出

成就，成了“千秋万岁名”的伟大诗人。
杜甫也认识到，他与李白本质上只能是诗

人，都不是做官的料。李白成功的诗人之

路，也是他将来所要走的路。虽然这条路

很艰辛，也很寂寞。受到李白的启示，他

从此决定远离朝廷，走一条和李白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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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赢得 “千秋万岁 名”的 诗 人 之 路。
他的诗歌创作目标，就是他所赞颂李白所

达到“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高

度的诗歌成就。为达此目的，他必须在诗

歌上达到超越前人的成就。他一眼觑定，

在律诗方面，尚有进一步开拓和提高的余

地，他要发挥己长，在提高律诗创作的技

能方面努力求索，狠下功夫，以超越盛唐

诗人，以期取得堪与李白并驾齐驱的伟大

成就。可以说，李白的诗人风采和诗歌的

杰出成就，唤醒了杜甫的以诗歌为使命的

诗人意识，坚定了他走诗歌创新之路。
4、秦州时期是杜甫人生道路和诗歌

转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杜甫从秦州时期就

脱离了官场，走向了民间，由京城走向了

远离中原的边陲地区，他的诗歌也由长安

时期以关注社会时事的政治视野，转向了

关注对个人内心感受的表达和对外界社会

民风民俗、山川地理的关照，诗歌体裁也

由长于反映社会问题的新题乐府的古体

诗，转向能细腻表达个人感情和民风民情

的近体诗。他的 《秦州杂诗二十首》的

连章五言律诗和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等五言排律就是他律诗实验探索的新成

果。他对近体诗的新探索，也无疑是受到

李白启发的。

( 本文为作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 《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杜甫研究》
( 10BZW039) 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新唐书·杜甫传》: “关辅饥，辄弃官去，客
秦州。”

② 李宇林说: “杜甫属于畏热体质，他要选择一
个比较凉爽的地方作为落脚之处，以使自己
畏热的体质能够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而秦
州气候凉爽，因而成为杜甫西行的首选之
地。” ( 《杜甫选择秦州寓居的体质原因》，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

③ 冯至: “这时因为他的从侄杜佐在秦州东柯谷
盖了几间草堂，僧人赞公也在秦州西枝村开
辟了几座窑洞，他就决定把一家人搬到秦州
去住。”( 《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年
版) 此说后人多从之。

④ 参见阎琦《杜甫华州罢官西行考论》( 《西北
大学学报》2003 年第 2 期) 。

⑤ 朱东润《杜甫叙论》，第 86 页，上海古籍出
版社 1983 年版。

⑥ 关于李白的行踪，此以詹锳先生《李白诗文
系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为据。

⑦ 所谓 “一岁四行役”，指杜甫在乾元二年
( 759) 一年中从洛阳还华州，由华州赴秦州，

由秦州赴同谷，再由同谷赴成都。至秦州才
是“四行役”中的第二行役，后两行役则在
写怀李白诗之后。

⑧ 见李濬《松窗杂录》，《李白资料汇编》上册
第 60 页，中华书局 2007 年版。

⑨ 朱鹤龄云: “王荆公谓少陵于太白，仅比以
鲍、庾，阴铿则又下矣。或遂以 ‘细论文’

讥其才疏也，此真瞽说。” ( 《杜工部诗集辑
注》第 35 页，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蒋弱六云: “‘细’字对三、四句看，自有微
意。”以上所云皆不得其真解。

责任编辑 王 飞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