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李 白 遍 访 名 山 大 川 的 生 涯 中 ，

镇 江 北 固 山 乍 看 起 来 似 乎 并 不 显 眼 。

世 人 或 感 叹 蜀 道 之 难 ，或 赞 美 天 姥 之

奇，然而李白与北固山的缘分，正如他

依 附 永 王 出 仕 的 经 历 一 般 ，于 世 人 而

言或有不解，于李白而言却意义重大。

踏 上 北 固 山 石 阶 ，沿 东 吴 古 道 拾

级而上，感受着夏末秋初的爽朗天气，

听 着 微 风 拂 叶 的 沙 沙 声 响 ，思 绪 不 由

得飞回千年前的时光。

镇 江 曾 名“ 丹 徒 ”，来 源 于 秦 始 皇

令赭衣囚徒凿断京岘山以破坏王气的

传说。传说虚无缥缈，难以考证，然而

从 春 秋 时 期 吴 国 在 此 兴 盛 ，三 国 时 期

孙 策 疏 通 水 道 连 通 吴 会 、孙 权 迁 都 于

此来看，地势雄险、兵卒骁勇的镇江作

为兵家要塞，无疑对掌握水陆交通、搅

动天下风云具有重要意义。

北 固 山 很 大 ，千 年 来 ，有 无 数 迁 客

骚 人 在 此 留 名 。 北 固 山 又 很 小 ，如 果

不 细 看 ，短 短 1 个 小 时 就 能 将 其 走

完。登上顶峰，俯瞰长江，只见江面开

阔，视野当中再无遮蔽，连同心胸也开

阔 无 比 。 再 换 个 方 向 ，映 入 眼 帘 的 就

是今日的镇江。古今之变汇聚在同一

片视野、同一片天空下，是前所未有的

震 撼 。 难 怪 多 少 文 人 墨 客 登 上 北 固

山，都要触动情肠。

丹阳北固是吴关，

画出楼台云水间。

千岩烽火连沧海，

两岸旌旗绕碧山。

太 白 诗 篇 宛 如 瑶 池 莲 花 ，以 飘 逸

奇 绝 而 为 世 人 所 爱 ，他 本 人 亦 酷 爱 名

山 大 川 ，留 下 了 不 少 脍 炙 人 口 的 游 历

之 作 。 然 而 太 白 的 山 水 诗 篇 ，从 来 都

像 是 奇 想 ，像 是 不 存 在 于 尘 世 的 浪

漫。于北固山所写的《永王东巡歌·其

六》，却 是 浪 漫 中 的 雄 心 壮 志 ，落 在 了

北固山的烽火中。

太 白 写 北 固 山 ，写 永 王 东 巡 ，或 许

才 是 他 更 希 望 世 人 铭 记 的 部 分—— 他

的 宏 图 大 志 。 正 是 在 历 史 悠 久 、作 为

战 略 要 地 的 北 固 山 上 ，太 白 找 到 了 他

的创作灵感和政治抱负的交汇点。他

的 诗 篇 依 然 有 对 山 水 风 景 的 赞 美 ，但

他的诗篇从此也不仅仅是为了赞美北

固山山水相依的胜景。

在 太 白 眼 里 ，他 终 于 不 再 是 御 赐

的 翰 林 供 奉 ，而 是 身 处 政 治 舞 台 当

中 。 他 以 为 自 己 终 于 不 再 是 旁 观 者 ，

而 可 以 身 处 其 中 ，以 诗 篇 为 永 王 东 巡

留 下 永 恒 的 纪 念 ，亲 身 参 与 进 文 人 墨

客渴望的入世之道。太白在诗中将北

固 山 描 绘 得 十 分 壮 观 ，正 如 他 对 天 下

大势的憧憬一般。

可 惜 ，李 白 的 雄 心 终 究 还 是 如 同

北 固 山 下 的 流 水 ，匆 匆 流 走 。 永 王 李

璘兵败被杀，他感慨此事，写下苍凉沉

郁 的《上 留 田 行》。 从“ 南 风 一 扫 胡 尘

静，西入长安到日边”的豪放，到“昔之

弟 死 兄 不 葬 ，他 人 于 此 举 铭 旌 ”的 沉

痛 ；从“ 但 用 东 山 谢 安 石 ，为 君 谈 笑 净

胡 沙 ”的 抒 怀 ，到“ 高 风 缅 邈 ，颓 波 激

清”的感慨，令人不胜唏嘘。

我 们 熟 悉 那 个 宛 如 谪 仙 人 的 李

白，熟悉他那些宛如云间月、瑶池莲的

诗 句 。 然 而 纵 观 他 的 一 生 ，却 是 求 而

不得的一生。“安史之乱”爆发后，在庐

山 隐 逸 的 李 白 终 于 还 是 下 山 跟 了 永

王。永王死后，他虽免死，却被流徙夜

郎，直到途中遇赦才得以返回。晚年，

他 北 上 追 随 李 光 弼 从 军 ，最 后 又 因 病

折回。

太白所求又是何物？

北 固 山 或 许 只 是 太 白 旅 途 中 的 匆

匆 一 站 ，却 是 他 离 他 所 求 最 近 的 地

方 。 请 看 北 固 山 下 长 江 水 ，远 望 神 州

兴亡，听一首太白的《天马歌》作结吧：

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

7版乡村周末2023 年 10 月 31 日 星期二

CHINA TOURISM NEWS

编辑：李凤 电话：010-85168163 E-mail：lf@ctnews.cn

画出楼台云水间
□ 三 七

北固山位于江苏省镇江市区东侧江边，是京口三山名胜之一，形势

险 要 ，风 景 秀 丽 ，与 金 山 、焦 山 成 掎 角 之 势 。 李 白 跟 随 永 王 李 璘 的 军 队

东 巡 ，以 为 报 效 朝 廷 的 机 会 来 了 ，便 踌 躇 满 志 ，连 作 11 首 诗 表 示 忠 诚 ，

在北固山写下了《永王东巡歌·其六》。

会须一饮三百杯
□ 孙亚玲

兴庆宫公园是在唐兴庆宫遗址上修建而成的公园。兴庆宫为唐长安城“三大内”之一，宫内以园林为主，且不按中轴对称布局，具有离宫性质。其南

部主要是龙池，周边有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沉香亭等亭台楼阁。北部有兴庆殿、南薰殿、大同殿等一组宫殿。李白在朝廷做翰林供奉时，唐玄宗曾

和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赏牡丹花，特命李白作诗，于是有了著名的《清平调》三首。

本版插画<杜小米

于 秋 天 静 美 的 时 光 里 ，携 心 间 的

风 景 ，慢 慢 走 进 位 于 西 安 市 碑 林 区 咸

宁西路 55 号的兴庆宫公园。

兴庆宫公园是在唐兴庆宫遗址上

修 建 ，沿 用 当 年 兴 庆 宫 的 池 、堂 、亭 方

位和名称而设计的。公园内布设了沉

香 亭 、南 薰 阁 、花 萼 相 辉 楼 、长 庆 轩 、

五 龙 坛 、彩 云 间 等 仿 唐 景 点 ，整 个 园

林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相互映衬又各

自成趣。

适逢周末，天气又好，公园里游人

如 织 ，大 唐 盛 世 的 繁 华 和 热 闹 ，仿 佛

被 时 光 一 下 子 收 藏 进 岁 月 的 长 河 ，于

这里再次重现。

每 年 秋 天 ，是 兴 庆 宫 公 园 最 灿 烂

绚 丽 的 季 节 。 公 园 门 口 ，两 只 用 千 万

朵 玫 红 色 小 菊 花 拼 成 的“ 凤 凰 ”吸 引

着众多游客拍照留念。在两只凤凰中

间 ，一 个 由 褐 色 和 墨 绿 色 花 瓣 组 成 的

大 圆 圈 里 ，嵌 着 由 褐 色 和 鹅 黄 绿 拼 接

成 的 大 雁 塔 花 艺 模 型 ，远 远 看 着 ，既

传神又逼真。

沿 着 石 块 铺 就 的 小 路 ，闻 着 淡 淡

的 菊 香 往 前 走 ，路 旁 绿 草 青 青 ，枫 叶

火 红 ，荻 花 乳 白 ，浸 润 在 秋 水 长 天 的

光阴里，温婉着一帧又一帧的往事。

阿 倍 仲 麻 吕 纪 念 碑 旁 ，几 位 学 生

模样的青年手捧书本坐在石凳上。他

们 认 真 读 书 的 样 子 ，是 最 让 我 欢 喜

的 。 曾 几 何 时 ，我 也 拿 着 书 本 ，坐 在

这 里 看 小 说 、读 散 文 、背 诗 词 。 回 首

往 昔 ，笑 谈 风 雨 ，年 华 褪 去 ，回 眸 人

生，留下的只有淡然一笑了。

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是唐代

来 中 国 留 学 的 中 日 文 化 交 流 使 者 ，与

李白友谊深厚。阿倍仲麻吕纪念碑由

一块汉白玉砌筑而成，碑高 5.36 米，正

面刻有“阿倍仲麻吕纪念碑”八个隶书

大字，侧面刻着李白《哭晁卿衡》诗：

日本晁卿辞帝都，

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

白云愁色满苍梧。

在 这 秋 意 浓 烈 的 公 园 里 ，我 能 依

稀听见大唐那些过往的声音。它们在

我 的 耳 边 轻 轻 低 语 ，诉 说 着 过 去 的 欢

乐和悲愁。

本 来 和 儿 子 约 好 一 起 逛 公 园 ，他

因 有 事 耽 搁 了 些 时 间 ，这 会 儿 打 来 电

话，说是已经到沉香亭了。

据 说 ，唐 时 兴 庆 宫 的 沉 香 亭 用 沉

香 木 建 成 ，所 以 称“ 沉 香 亭 ”。 亭 周 栽

植 着 各 色 牡 丹 、芍 药 ，花 漫 沉 香 ，非 常

漂 亮 。 眼 前 的 沉 香 亭 ，则 是 兴 庆 宫 公

园的标志性建筑。

旧时沉香亭是唐玄宗专为杨贵妃

而 建 的 ，他 们 经 常 来 这 里 游 乐 设 宴 、

观 赏 牡 丹 ，寻 常 人 等 无 法 观 瞻 ，更 不

要说靠近了。而现在的沉香亭免费向

游客开放，供百姓流连。

沿着中间镶有龙凤雕刻的台阶而

上 ，就 能 看 到 雕 梁 画 栋 的 亭 子 。 亭 子

的 四 角 挂 着 铃 铛 ，风 儿 吹 动 ，叮 叮 当

当 地 响 。 雕 栏 刻 有 牡 丹 ，线 条 流 畅 ，

极 为 精 美 。 台 阶 两 旁 ，展 现 了 唐 玄

宗 、杨 贵 妃 设 宴 赏 花 以 及 李 白 醉 酒 写

诗的场景。

重 修 后 的 沉 香 亭 ，颜 色 鲜 艳 了 许

多 。 亭 子 顶 端 是 绿 色 的 琉 璃 瓦 ，四 周

底 座 用 青 砖 垒 砌 ，镶 有 由 陈 忠 实 题 写

的李白名篇《清平调》。

儿 子 钟 爱 古 典 文 学 ，对 唐 诗 宋 词

更 是 张 口 即 来 。 走 到 这 里 ，他 便 给 我

和 游 客 讲 起 了 这 首 诗 和 贵 妃 捧 墨 、力

士 脱 靴 的 由 来 。 传 说 开 元 年 间 ，唐 玄

宗 和 杨 贵 妃 来 到 沉 香 亭 赏 花 ，高 力

士 、李 龟 年 等 陪 同 。 舞 乐 期 间 ，贵 妃

嫌 所 唱 皆 为 老 词 旧 曲 ，无 甚 新 意 ，便

求 皇 帝 发 旨 宣 李 白 觐 见 ，吟 诗 助 兴 。

谁 知 ，此 时 李 白 正 和 友 人 喝 得 烂 醉 ，

高 力 士 便 急 忙 着 人 扶 他 上 马 ，送 到 宫

中。李白看见雨后满园盛开着娇艳的

牡 丹 ，东 倒 西 歪 地 走 进 园 中 ，靴 子 上

沾 满 泥 巴 。 玄 宗 看 着 他 的 双 脚 道 ：

“ 太 白 ，为 何 穿 这 样 一 双 脏 靴 进 殿

呢？”李 白 答 道 ：“ 臣 自 知 失 礼 ，但 高 力

士 催 得 太 急 ，朝 君 心 切 ，来 不 及 回 去

换 靴 。”看 着 李 白 醉 酒 的 憨 态 ，皇 帝 笑

着 说 ，“ 此 般 来 说 ，就 怪 不 得 太 白 了 。”

遂命高力士拿来一双新靴。哪知李白

乘 着 酒 兴 径 直 把 脚 伸 到 高 力 士 面 前 ，

让他帮忙脱靴。高力士看皇帝和贵妃

都 不 发 言 ，就 忍 着 火 气 ，弯 腰 替 李 白

换上靴子。穿着新靴的李白走到书案

前 拿 起 大 笔 ，在 砚 台 里 准 备 蘸 墨 ，发

现 墨 汁 太 淡 ，又 对 站 在 一 旁 的 贵 妃

道 ：“ 把 墨 研 一 研 ”。 贵 妃 着 急 等 着 他

的 新 曲 ，也 就 没 有 介 意 ，研 起 了 墨 。

李白望着贵妃研墨和倚栏时美丽的样

子 ，挥 笔 写 出 颂 扬 杨 贵 妃 和 牡 丹 花 的

《清平调》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

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

会向瑶台月下逢。

……

落拓不羁的李白虽写出了绝美的

诗 句 ，使 得 皇 帝 贵 妃 两 相 欢 ，但 也 因

恃 才 放 旷 付 出 了 代 价 。 不 久 ，他 就 遭

到 高 力 士 谗 言 、权 贵 诬 陷 ，被 赶 出 京

城去了。

听 了 儿 子 的 讲 解 ，我 有 心 寻 找 那

个 潇 洒 、浪 漫 、狂 傲 、张 扬 ，被 后 人 誉

为“诗仙”的李白，就往李白山去了。

在 沉 香 亭 北 侧 ，一 座 由 大 小 各 异

青 石 堆 砌 的 小 山 旁 ，竖 着 一 块 牌 子 ，

上书：李白山。

林 荫 掩 映 中 ，一 座 通 高 21 米 的 三

层 仿 唐 式 阁 楼 建 筑 ，是 为 纪 念 李 白 而

设 计 的 著 名 景 点 ，取 李 白“ 朝 辞 白 帝

彩 云 间 ，千 里 江 陵 一 日 还 ”中 的“ 彩 云

间”三字命名。

阁 楼 下 ，还 有 一 座 李 白 石 雕 像 。

他 左 手 托 腮 ，独 自 醉 卧 在 一 泓 醴 泉 之

中 ，洒 脱 而 闲 逸 。 雕 塑 基 座 上 镌 刻 着

臧克家手书杜甫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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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称“ 酒 中 仙 ”的 李 白 ，酒 和 诗 都

与 他 的 人 生 结 下 了 不 解 之 缘 。“ 醉 中

草 乐 府 ，十 幅 笔 一 息 ”“ 饮 似 长 鲸 快 汲

川 ，思 如 渴 骥 勇 奔 泉 ”，便 是 人 们 对 他

的称赞。李白的大量诗作都是在神思

飘 飘 、酒 兴 豪 迈 的 醉 乡 梦 境 中 创 作

的 ，诗 与 酒 也 伴 着 他 千 里 云 月 ，万 里

风波。

围 着 醉 卧 酒 池 的 李 白 塑 像 ，我 很

虔 诚 地 走 了 三 圈 ，想 着 他 激 情 而 绚 丽

的 一 生 ，想 着 他 在 任 何 境 况 下 都 是 那

么 的 潇 洒 从 容 ，我 也 就 顾 不 得 往 日 的

矜 持 ，和 儿 子 站 在 李 白 像 前 ，放 声 吟

诵起他的诗句：

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作为读书人，心中一直有个情结，

那 就 是 追 寻“ 诗 仙 ”李 白 的 游 踪 ，踏 访

诗人笔下“相看两不厌”的敬亭山。

敬 亭 山 位 于 皖 南 宣 城 市 北 郊 水

阳 江 畔 ，属 黄 山 支 脉 ，最 高 海 拔 仅

300 多 米 。 一 座 人 文 的 山 ，一 座 诗 化

的 山 —— 敬 亭 山 因 李 白 一 首《独 坐 敬

亭 山》而 闻 名 天 下 ，惹 得 当 时 和 后 世

无 数 文 人 纷 至 沓 来 ，寻 觅“ 诗 仙 ”足

迹 ，留 下 数 以 千 计 咏 颂 敬 亭 山 的 诗 赋

美文，因此有了“江南诗山”的美誉。

现 在 的 敬 亭 山 是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

也是一座开放式公园。参观游览的人

无 须 花 钱 购 买 门 票 ，即 可 自 由 进 入 。

旅 游 大 巴 在 敬 亭 山 高 大 的 山 门 前 停

下 ，司 机 说 到 了 。 其 实 ，到 敬 亭 山 脚

下还有一段上坡路，需徒步而行。

秋 高 气 爽 ，云 淡 风 轻 ，又 赶 上 周

末 ，登 山 观 景 的 游 人 络 绎 不 绝 。 虽 然

还 没 进 入 中 心 景 区 ，但 道 路 两 边 山 坡

上 的 青 青 茶 园 、茂 林 修 竹 ，已 深 深 吸

引了我的目光。

江南之地，气候温润，尤其适宜茶

树 种 植 。 敬 亭 山 一 带 ，出 产 一 种 叫

“ 敬 亭 绿 雪 ”的 名 茶 ，色 、香 、味 、形 俱

佳 。 我 想 ，当 年 嗜 酒 如 命 、半 醉 半 醒

的 李 白 ，恐 怕 也 不 会 拒 绝 一 盏“ 敬 亭

绿 雪 ”这 样 的 好 茶 ，用 来 醒 醒 酒 、解 解

渴、提提神吧。

终 于 来 到 山 脚 下 。 抬 眼 望 去 ，只

见 漫 山 古 木 蓊 郁 ，层 林 尽 染 ，忽 想 起

“ 秋 空 犹 胜 春 光 好 ”的 古 诗 句 。 循 着

当 年 李 白 走 过 的 山 道 石 径 ，一 路 过 昭

亭 、古 昭 亭 石 坊 、望 姑 桥 、翠 云 庵 ，便

登 临 半 山 腰 处 飞 檐 翘 角 的 太 白 独 坐

楼。拜谒了楼内一座李白的汉白玉雕

像 ，便 缓 缓 退 出 来 ，坐 于 楼 前 观 景 台

的 石 凳 小 憩 ，口 中 念 念 有 声 ，寻 找 古

诗中蕴含的幽远意境。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毋 庸 置 疑 ，这 是 诗 人 最 自 然 的 情

感 流 露 ，也 是 最 真 挚 的 内 心 独 白 。 敬

亭 山 ，一 草 一 木 皆 是 诗 ，看 似 平 淡 却

奇 崛 。 在 这 首 诗 中 ，诗 人 完 全 将 身 边

的 敬 亭 山 人 格 化 、个 性 化 了 。 诗 人 面

对 的 ，不 再 是 一 座 普 普 通 通 的 山 ，而

是 一 个 有 血 有 肉 、有 情 有 义 的 人 ，一

位 称 心 如 意 的 心 上 美 人 ，世 间 唯 一 值

得 以 身 相 许 的 红 颜 知 己 。 此 时 ，这 山

只 属 于 诗 人 ，诗 人 也 只 属 于 这 山 。 就

像 一 对 热 恋 中 的 情 人 ，相 依 相 偎 ，互

相 凝 视 ，含 情 脉 脉 ，流 露 出 一 份 难 分

难舍的缠绵。

据 说 ，李 白 是 追 慕 南 朝 大 诗 人 谢

灵 运 、谢 朓 来 到 宣 城 的 ，是 为 了 缅 怀

凭 吊 他 所 景 仰 的 两 位 先 贤 。 也 有 人

说 ，他 是 追 寻 唐 玄 宗 之 妹 玉 真 公 主 来

的 ，是 为 了 一 段 刻 骨 铭 心 的 爱 情 。 他

先 后 多 次 登 临 此 山 ，并 反 客 为 主 ，宣

称“ 我 家 敬 亭 下 ，辄 继 谢 公 作 。 相 去

数 百 年 ，风 期 宛 如 昨 ”，可 见 对 敬 亭 山

的 喜 爱 程 度 。 而 每 次 来 ，他 都 要 在 山

间 小 道 盘 桓 良 久 ，在 半 山 腰 一 块 巨 石

上 长 时 间 静 坐 ，一 个 人 赏 赏 山 景 ，听

听 松 风 ，看 看 闲 云 ，寻 求 心 灵 的 宁

静 。 在 这 远 离 政 治 漩 涡 、远 离 尘 俗 的

地 方 ，诗 人 浮 躁 的 心 情 渐 渐 平 复 下

来 。 而 当 群 鸟 飞 尽 、孤 云 独 去 时 ，诗

人 的 眼 里 ，天 地 之 间 ，只 剩 下 一 山 一

人，只留下你和我。

“ 一 生 好 入 名 山 游 ”的 李 白 ，踏 过

的 名 山 大 川 不 计 其 数 。 可 他 ，为 什 么

偏 偏 到 了 宣 城 这 地 方 就 那 么 恋 恋 不

舍 ，偏 偏 对 既 不 嵯 峨 、也 不 峭 拔 的 敬

亭 山 情 有 独 钟 ？ 这 似 乎 没 什 么 道 理 ，

也让人难以理解。

如果追溯李白的生活轨迹和人生

遭 际 ，我 们 又 不 难 发 现 诗 人 的 心 路 历

程 。 这 首 五 绝 ，作 于 唐 天 宝 十 二 年

（公 元 753 年）的 秋 天 ，距 诗 人 被 迫 离

开 长 安 已 有 整 整 10 年 。 曾 经 ，那 个

“ 举 杯 邀 明 月 ”浪 漫 不 羁 的 李 白 ，那 个

“ 仰 天 大 笑 出 门 去 ”踌 躇 满 志 的 李 白 ，

那 个“ 人 生 得 意 须 尽 欢 ”豪 气 冲 天 的

李 白 ，那 个“ 天 子 呼 来 不 上 船 ”恃 才 傲

物 的 李 白 ，已 经 渐 行 渐 远 。 他 历 经 坎

坷 磨 难 ，饱 尝 世 态 炎 凉 ，心 中 的 孤 寂 、

苦 闷 之 感 愈 加 强 烈 ，于 是 发 出“ 举 杯

消 愁 愁 更 愁 ”的 慨 叹 。 游 池 州 秋 浦

时 ，他 凄 苦 、绝 望 到 极 点 ，悲 吟 道 ：“ 白

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但诗人依然长髯随风，衣袂飘飘，

行 吟 于 天 地 之 间 。 当“ 济 苍 生 ”“ 安 社

稷 ”的 宏 大 理 想 无 情 地 破 灭 后 ，他 便

把 全 部 情 感 融 入 江 南 这 片 好 山 好 水 ，

让绵绵青山来抚慰自己疲惫不堪的心

灵 。 在 敬 亭 山 这 么 一 处 清 幽 、怡 神 的

地 方 ，他 竟 产 生 了 一 种 强 烈 的 认 同

感 、归 属 感 ，无 喧 嚣 、无 浮 躁 、无 纷 争 ，

也再无烦忧。

你想，漫游于千峰竞秀的皖南，黄

山 、九 华 、齐 云 何 其 壮 美 ，而 敬 亭 山 独

独 能 走 进“ 诗 仙 ”的 视 线 ，得 到 他 的 青

睐 ，让 他 如 此 钟 爱 和 称 颂 ，说 明 此 山

是 怎 样 的 风 韵 独 具 ，是 何 等 的 超 凡 不

俗 。“ 敬 亭 白 云 气 ，秀 色 连 苍 梧 。”恐 怕

也 只 有 李 白 这 样 的 伟 大 诗 人 ，才 真 正

具 有 从 平 凡 中 发 现 美 、感 知 美 、审 视

美的眼力和睿智。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千余

年 前 的 那 个 盛 唐 时 代 ，“ 诗 仙 ”李 白 横

空 出 世 ，一 骑 绝 尘 ，代 表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人 文 精 神 ，成 为 历 代 文 人 瞩 目 、仰

止 的 一 座 文 化 高 峰 。 风 尘 仆 仆 的 游

客 ，正 是 冲 着 李 白 而 来 ，冲 着 一 首 古

诗 而 来 。 在 李 白 独 坐 处 ，我 也 尽 可 能

地 多 待 上 一 会 ，试 图 走 进“ 诗 仙 ”风 流

复 杂 的 内 心 世 界 ，去 品 味 太 白 诗 中 那

份独特的审美情趣。

只有敬亭山
□ 刘宏江

敬亭山位于安徽省宣城市北郊，原名昭亭山，晋初为避帝讳，易名敬亭山。李白在宣城时，常登敬亭山独坐，意甚寂寞，有诗《独坐敬亭山》《登敬亭山

南望怀古赠窦主簿》等。宣城人民为纪念李白，在敬亭山建造了李白塑像、谪仙亭、太白湖、青莲池、敬亭诗径、太白独坐楼等。

唐上元元年（公元 760 年），诗人李

白按照虚岁已是花甲之年。他因永王

之事获罪，流放夜郎，终于在此前一年

遇赦得还。

李 白 来 到 江 夏 ，特 意 去 拜 访 位 于

东 湖 洪 山 西 麓 的 李 邕 故 宅 ，谁 想 已 是

人 去 楼 空 ，李 邕 之 子 也 出 了 家 。 这 两

年 ，他 在 江 夏 、宣 城 、会 稽 等 旧 游 之 地

往来，拜访旧友，泛舟赏月，赋诗抒怀，

一 如 往 昔 。 此 时 他 内 心 怅 然 ，漫 步 于

东湖边的一方土台，登高望远，恰好看

到 一 只 苍 鹰 被 夹 子 夹 住 了 ，于 是 立 即

打开夹子，放飞了苍鹰。据说，李白在

东 湖 边 放 鹰 过 后 ，这 里 便 时 常 有 鹰 击

长空之景，甚为壮观。

千 百 年 过 去 ，沧 海 桑 田 。 当 初 的

江 夏 变 成 了 如 今 的 大 都 市 武 汉 ，鹰 已

然远离，去寻找更为广袤的天地，唯有

东 湖 依 然 烟 波 浩 渺 ，澄 净 如 练 。 乘 坐

公 交 车 在 放 鹰 台 下 车 ，车 站 旁 边 的 高

墙上弯起一道拱门“新千年门”。进门

沿 着 楼 梯 往 上 走 到 尽 头 ，我 的 视 野 豁

然开朗，一面是仿古的城墙，一面是郁

郁 葱 葱 的 绿 意 。 秋 日 的 阳 光 洒 落 ，大

片 的 棕 榈 树 中 带 上 了 一 些 暖 黄 ，有 种

安谧的温柔。

沿 着 平 缓 的 台 阶 继 续 向 上 ，转 到

放 鹰 台 正 面 ，李 白 的 雕 像 巍 峨 耸 立 。

我仰视着诗人，只见他衣袂飘飘，目光

炯 炯 。 他 深 情 地 凝 视 着 ，手 掌 上 那 只

小鹰振翅欲飞，即将回归自由。

李 白 雕 像 前 是 一 个 广 场 ，这 是 观

赏 东 湖 的 绝 佳 点 。 凭 栏 远 眺 ，湖 光 山

色尽收眼底。鲜明的蓝绿色让湖水和

天空融为一体，分不清是水还是天，只

有 磨 山 如 同 一 颗 小 小 的 绿 松 石 ，点 缀

在 水 天 之 间 。 若 是 定 睛 不 动 ，隐 约 间

似乎还能看见磨山上的楚天台。

走 下 放 鹰 台 ，心 里 久 久 不 能 平

静 。 马 路 上 车 来 车 往 ，把 我 从 历 史 拉

回 现 实 。 马 路 对 面 的 东 湖 边 ，是 放 鹰

台 遗 址 公 园 。 傍 晚 的 阳 光 落 在 湖 面 ，

如 同 一 颗 颗 跳 动 的 星 星 ，分 外 璀 璨 。

湖 边 有 很 多 钓 鱼 爱 好 者 撑 着 鱼 竿 垂

钓。鱼不多，他们坐在石凳上，眯着眼

睛 打 盹 ，看 着 就 觉 得 轻 松 自 在 。 有 老

人 在 公 园 的 亭 子 里 拉 琴 下 棋 打 太 极 ，

有 小 朋 友 在 路 上 玩 滑 板 车 ，其 乐 融

融。漫步湖边，悠悠晚风拂面，我的心

中也满载阳光，清澈明朗。

“寒 冬 十 二 月 ，苍 鹰 八 九 毛 。 寄 语

燕雀莫相悼，自有云霄万里高。”其实，

放 鹰 台 关 于 李 白 的 历 史 并 不 可 考 ，但

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李白赞美着苍

鹰 的 凌 云 飞 翔 ，来 寄 托 自 己 的 豪 情 壮

志。这便是他一生的写照。人生多坎

坷，李白一直在认真、热情地拥抱这个

世 界 ，从 未 改 变 。 如 今 ，雏 鹰 高 飞 远

走，李白仙游千年，唯有放鹰台下的浮

雕，镌刻着那些悠久的故事。

自有云霄万里高
□ 张月悦

放鹰台位 于 湖 北 省 武 汉 市 东 湖 之 畔 。 相 传 李 白 游 江 夏 ，凭 吊 李 邕

故 宅 后 ，曾 在 东 湖 岸 边 土 台 上 解 救 、放 飞 了 一 只 苍 鹰 ，此 台 逐 渐 被 人 们

称为“放鹰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