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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创作品性与文化价值

程宏亮

（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８）

摘　要：李白诗歌理论的创新性、创作方法的典型性、诗歌语言的示范性、文化现象的审美性等，均是李白创作品

性的重要内容。基于新时代的发展需求，认知李白文化的形与神，对于促进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建 设 具 有 一 定 的 价 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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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杰出代表，杜甫、韩愈、白居

易均不吝鸿词对他的震撼力和影响力予以颂扬。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

白二十韵》）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
“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白居易

《李白墓》）
李白自横空出世以来，深受社会瞩目，他 的 诗

仙形象与精美作品经过一千三百多年的广泛传播

和不断阐释，逐渐形成个性鲜明、格调昂扬的李白

文化现象。当下，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中，如何挖

掘李白文化资源并使其服务于经济社会建设，已成

为李白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重点探讨李白的创

作品性，也力图从一定的角度对李白的文化价值有

所揭示。
关于“创作”一词，包含着动词性与名词性两种

属性，既指李白的写作行为，也指李白的作品风貌。
李白的写作方式与技巧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李白

作品的内涵特质表现在诸多方面。本文主要从李

白诗歌理论的创新性、创作方法的典型性、诗歌语

言的示范性、文化现象的审美性等方面进行论述。

一、李白诗歌理论的创新性

有唐之初，清革晋宋以还（尤其是齐梁时代）文
风之弊，逐渐成为文坛建设的重要话题，陈子昂肩

负时代重任，扛起了诗歌革新大旗，对文坛颓靡诗



金 陵 科 技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第３３卷

风进行 猛 烈 抨 击。他 认 为“汉、魏 风 骨，晋、宋 莫

传”、“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１］（《修竹

篇并序》），并力主“风骨”与“兴寄”，倡导学习汉魏

诗歌优 良 传 统。陈 子 昂 的 理 论 与 实 践，对 于 阻 遏

齐、梁颓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为盛唐诗歌的繁

荣导引了方向。李白顺应其声，继陈子昂之后，更

加有力地举起诗歌革新大旗，提出了崇尚自然清新

的诗歌理念。
李白的诗学观念，既有集中的表达，也 有 散 见

于诗歌作品中的只言片语。如其《古风》（大雅久不

作）即集中表达了诗人的诗学主张。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王 风 委 蔓 草，战 国

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声 何 微 茫，
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

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 珍。圣 代

复元古，垂 衣 贵 清 真。群 才 属 休 明，乘 运 共 跃 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

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２］８７。
考察这首诗并结合古今诗论家的一些观点，可得出

以下认识：
第一，《古风》（大雅久不作）一诗以诗歌的语言

与逻辑，解说了以《大雅》为代表的《诗经》儒学传统

逐渐衰变的诗歌演变史，内隐着诗人的批判意识与

诗学倾向。“大雅久不作”一句，概括了诗歌正统流

变的历史过程。李白指出：以《诗经》为代表的“大

雅”（“雅”为“正”的意思，或可视其为儒学之现实主

义精神）传统，历经春秋战国而至两汉，遭遇社会动

乱的冲击 和 文 人 创 作 实 践 之 偏 离，“正 声”（以《大

雅》为代表的《诗经》传统）趋于“微茫”，诗歌之发展

虽经历“废兴”，然诗歌之最高典范即“宪章”却已沦

落；建安之后历经多朝以至于隋，文学“绮丽”之风

盛行，这些均不值得推重。李白之前，陈子昂认为

“文章道弊五 百 年 矣”［１］（《修 竹 篇 并 序》），此 处 的

“文章”即指体现儒学精神的风雅作品等，“五百年”
指建安之后的西晋至唐初，“道弊”即衰败之意。李

白认同陈子昂的判断，以“绮丽”呼应陈子昂之“彩

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同时，李白将《诗经》风雅精

神的衰颓推远至春秋时代，即“王风委蔓草”现象出

现时期，此比陈子昂界定大雅精神的蜕变至少要早

七百年以上。“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

颓波，开流荡无垠”，在这四句中，李白对举阐述积

极与消极两个方面，勾勒出战国至汉朝风雅正声衰

变过程中的“废兴”起伏现象，指出骚体与赋体出现

对风雅传统的变革与影响，具有历史感、过程感和

曲折感。李白指出，战国时代风雅正声趋于微茫，
于是抒发哀怨的楚骚兴起。需指出的是，李白对以

屈原为代表的骚人是肯定的，没有贬斥之意。李白

《江上吟》之“屈平词赋悬日月”句也足以佐证。至

于“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两句，后之学者多认

为这是李白对扬雄与司马相如等赋体作家的指责，
笔者以为非是。其实形成歧义的关键在于如何理

解“扬马激颓波”中之“激”字？若据现代汉语常意，
释为“激 发”意 思 则 指 批 判；若 类 比 成 语“激 浊 扬

清”，将“激”解释为“阻挡水流”且具有“冲击、撞击”
之意，则是肯定扬雄、司马相如的文学功绩。笔者

以为李白诗歌的文意在于肯定，如此，既与诗中“废
兴”之“兴”字顺应，也与扬、马在文学史上的实绩相

符合。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李白对《诗经》之后诗文

流变态势、特点与规律的把握，发人之所未发，超越

了陈子昂等前期诗论家们的视野，具有创新性发明

之功，而这一点往往为后世研究者所忽视。
第二，李白鲜明地提出了追求“清真”的诗学主

张。李白之“清真”理念，已得到诗学理论界普遍关

注，均认为具有显著的创新之见。李白“清真”诗学

理念的内涵何在？自字面意思理解，当为纯真、朴

素、自然的意思。李白提出崇尚清真的艺术理想，
与他对六朝艺术成果及其清丽诗风的汲取密切相

关。结合 李 白 的 有 关 诗 句，或 可 有 深 切 的 感 受。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宣州谢朓楼

饯别校书叔云》①），前句盛赞李云，推许汉魏风骨；
后句以谢朓自比，对六朝清丽之风表达钦羡。“诺

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昌》），“解道

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

吟》），“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

佐明见赠五云裘歌》），同样表明李白对谢朓清新诗

风的膺服与吸取。清诗论家王士祯认为李白“一生

低首谢宣 城”［３］３２７，或 颇 能 说 明 问 题。李 白 对 谢 灵

运、谢惠连也很喜爱：“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

生春草’”（《送舍弟》），“昨梦见惠连，朝吟谢公诗。
东风引碧草，不觉生华池”（《书情寄从弟邠州长史

昭》）。另外，李白对江淹、鲍照、阴铿等诗人的清丽

诗风同样欣赏。李白对谢朓等人的追慕与其“自从

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评价并不相悖，因为他批判

０５

① 凡文章中 未 注 明 作 者 的 诗 文，均 为 李 白 所 作，皆 引 自
《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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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绮丽侈靡的文风，而并不贬低有价值的艺术成

果。李白能秉持取精华、弃糟粕的批判精神，相较

于陈子昂，则又前进了一大步。

二、李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典型性

李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融庄、屈为一体，自成

体系，影响深远。李白之前，中国古典浪漫主义有

两种类型，一为庄子式浪漫，一为屈原式浪漫，两种

浪漫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特征差异甚大。庄子

《逍遥游》：“《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

千里，抟 扶 摇 而 上 者 九 万 里，去 以 六 月 息 也。’”［４］３

又曰：“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

负青天 而 莫 之 夭 阏 者，而 后 乃 今 将 图 南。”［４］５－６又

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
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

名。”［３］１４“逍遥 游”指 不 受 任 何 约 束 的 自 由 自 在 的

活动，庄子借“大鹏”之譬喻，意在阐发道家物我两

忘、与 道 合 一 的“坐 忘”境 界（“无 己”“无 功”“无

名”），以摆脱现实束缚，进而实现精神上的自在遨

游，文中的“大鹏”遂成为庄子自由精神的象征。庄

子本人不愿从俗，追求绝对自由，抗争礼法，藐视权

贵。他的文章蕴涵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具有浓郁

的浪漫主义色彩，构思奇特，境界雄阔；行文变化莫

测，文风汪洋恣肆。
《离骚》中的抒情主人公“长太息以掩涕兮，哀

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为实现美政理想，借神

话传说以 驰 骋 想 象。抒 情 主 人 公“驷 玉 虬 以 乘 鷖

兮，溘埃风余上征”，调遣曦和、望舒、飞廉、鸾皇、凤
鸟为己所用，“上下而求索”，多次实施“求女”行动，
虽未能如愿，然 绝 不 苟 且，决 计“从 彭 咸 之 所 居”。
屈原忠于祖国，品行高洁；坚持理想，疾恶如仇；上

下求索，虽九死而不悔。他的作品表现理想追求，
想象特异，瑰丽神奇，开古典浪漫主义诗歌之先河。

李白时代，诗歌呼唤创新，简单重复庄、屈传统

难以走出困境而创造新的诗歌风貌。李白的诗歌

既表现“苟 无 济 代 心，独 善 亦 何 益”（《赠 韦 秘 书 子

春》）的政治理想，也表现向往“大鹏一日同风起，抟
摇直上九万里”（《上李邕》）的逍遥自在；既有“狂风

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的耿

耿忠诚，也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

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愤世嫉俗；既有“呼儿将

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高爽豪

迈，也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

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悲怆孤愤。总之，李白

的个性极其复杂，多元性格要素形成了诗人复杂矛

盾的心理状态，此也成为他能够融合庄、屈浪漫主

义传统的 心 理 机 制，正 如 龚 自 珍《最 录 李 白 集》所

评：“庄、屈 实 二，不 可 以 并，并 之 以 为 心，自 白

始。”［５］李白之所以能形成兼容庄、屈而又自成一家

的浪漫主义风格，与其能够多元汲取众家之长密不

可分，他既注重学习汉乐府民歌，也十分青睐魏晋、
南北朝优秀诗人的作品，诸如魏晋之曹植、阮籍，南
北朝之庾信、鲍照、阴铿、谢灵运、谢朓、陶渊明等，
均是其师法的对象。

李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具有神奇的艺术魅力，
其诗歌浪漫主义艺术特征鲜明地体现于诸多方面，
或如：强烈的主观色彩；澎湃的激情；奇特的想象；
惊人的夸张；清新明丽或豪逸俊爽的语言等。李白

选取多种题材，并融入浪漫主义精神，形成了诸多

特点，或如蔡守湘《中国浪漫主义文学史》所言，李

白诗歌具有“豪放昂扬、狂傲不羁”［６］３８１“迷离奇幻、
璀璨瑰丽”［６］３８１“飘逸浑茫、灵动浩渺”［６］３８７“清丽洒

脱、感伤纯情”［６］３９３等特点。
李白的浪漫主义传统对古代的文学家产生了

明显的影响，有唐之韩愈、李贺，宋代的苏轼、辛弃

疾、陆游，明代的高启、杨慎，清代的黄景仁、龚自珍

等，均沾溉其惠而获益匪浅。李白浪漫主义精神对

现当代诗人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毛泽东、郭沫

若的诗词创作均善袭用李白精粹而化出新意。李

白浪漫主义精神对当代文化普及所产生的影响有

目共睹，学界、政界、商界、文化传媒界读李白、谈李

白、引李白、写李白俯仰可见，蔚然成风。“小时不

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古
朗月行》），明月意象曾使无数儿童心旌荡漾；“天若

不爱酒，酒星不在天……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
（《月下独酌》其二），已成为阐释中国酒文化精神的

经典素 材；“飞 流 直 下 三 千 尺，疑 是 银 河 落 九 天”
（《望庐山瀑布》），想落天外，激荡人心，为奋进新时

代撞击出无限的想象力、创新力！

三、李白诗歌语言的示范性

李白遣词造句，遵从古汉语规则，顺应 唐 人 语

言规范，但又能适度予以新变。其千首（篇）作品，
言语 系 统 完 备，个 性 特 色 鲜 明，语 汇 丰 富，修 辞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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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法度谨严又张弛自如，为时人和后人树立了语

用典范，使人有样可采，有度可依。在此，从语汇角

度谈一谈李白语言的示范性。“清水出芙蓉，天然

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

韦太守良 宰》），或 能 一 语 道 破 李 白 诗 歌 的 语 言 特

色。该诗句原是李白赞扬韦良诗歌的评语，古今学

者一致认为此句也是李白对自我语言特色的概括。
杜甫曾对 李 白 清 新 自 然 的 语 言 风 格 进 行 了 评 价：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杜甫《春日忆李白》）、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

范十隐 居》）。庾 信、鲍 照 语 言 都 有 清 绮 明 丽 的 特

色；阴 铿 诗 风，宋 代 诗 论 家 韩 驹 则 以 为“清 丽 简

远”［７］（韩驹《题阴铿诗》）。这些诗学评价，兼取而

用之于李白，实为妥帖。
（一）李白诗语，真率自然，清新朴实，感情充沛

“大道如青天，我独 不 得 出”（《行 路 难》其 二）；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襄阳歌》）；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

入京》）。这些诗句自然放达、坦诚率真，直抒壮志

豪情。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

无嫌猜”（《长 干 行》）；“人 道 横 江 好，侬 道 横 江 恶。
一风三日吹 倒 山，白 浪 高 于 瓦 官 阁”（《横 江 词》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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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鹦鹉洲》）。这些诗

句从乐府民歌中汲取菁华，清新明朗，天然朴实，饶
有情趣。诗语虽简约浅明，但并不肤浅随意，细究

之，可见诗人遣词精工、造语深刻，有力透纸背之震

撼力量。
（二）李白诗语，凝练精致，言近韵远

“炉 火 照 天 地，红 星 乱 紫 烟”（《秋 浦 歌》其 十

四），诗句描 写 冶 炼 工 人 劳 动 的 场 景，动 词“照”和

“乱”看似平常，一经炼入诗行，冶铁场面顿时生辉，
场面动态栩栩如生，人物情态亲切可感。“天门中

断楚江开，碧水东流直北（一作‘至此’）回”（《望天

门山》），有些版本易“直北”为“至此”，专家们也多

以为“此”比“北”好，用“此”虽不能明示长江在此转

北的地理方向，但注入了丰富的诗意，如“此”字发

音的力度、诗人“自我”的存在、视野聚焦的情状、长
江巨流的能量、雪浪滔天的情态等均生动地表现了

出来，而用“北”字则难以表达如此丰厚的意蕴。
言近韵远与遣词炼字的精致密不可分，而与典

故的化用也多有关联。例如：“故人西辞黄鹤楼，烟

花三月 下 扬 州。孤 帆 远 影 碧 空 尽，惟 见 长 江 天 际

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乍读此诗，只觉诗

意简单明了，若深挖字词的文化内涵，或会发现诗

意丰厚、韵味悠远。“黄鹤楼”是分别地，传说仙人

子安尝乘鹤过此，联系典故，人神相映之浪漫气息

十分浓郁；“烟花”，形容广陵柳絮如烟、春花烂漫，
或也暗示广陵素有烟花风流之声誉，难免使人浮想

联翩；“西”，不 仅 表 明 方 向，结 构 上 也 紧 扣 下 游 扬

州；“下”表明长江流势，也显示舟行速度轻快；“孤”
表明形单影只，深寓别愁；“流水”是实有之象，更是

表达情感的象征意象，“流水”“孤舟”存现于开阔的

“碧空”之 下，尤 显 友 情 的 深 厚 与 别 愁 的 悠 远。又

如：“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醉看风落帽，舞爱

月留人。”（《九日龙山饮》）此诗所用意象并不繁盛，
所创造的意 境 却 不 疏 空，具 有 疏 朗 隽 永 的 意 境 美

感。“九日”“黄花”不只表明特定时间与景物，尤在

于书写与重阳节有关的文化内涵；“风落帽”不只是

表现风吹帽落的自然情状，更当能体现“孟嘉落帽”
之处变不惊的魏晋风度；月下人舞，不只是兴致所

至的手 舞 足 蹈，尤 当 能 显 现 特 色 鲜 明 的“白 纻 歌

舞”；“逐臣”二字凝重而意深，诗人“安社稷”（《赠韦

秘书子春》）、“济苍生”（《梁园吟》）的责任感，对君

王披 肝 沥 胆 的 忠 诚，一 生 不 遇 之 感 慨，尽 寓 其 中，
“逐”字千均，堪为诗眼。
（三）李白诗语，时或错落有致，浑合多姿

“行路难！行路难！多 歧 路，今 安 在？长 风 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前四

句语悲而愤，三字一句，整齐紧凑，节奏急促，铿訇

有力；后两句为流水对句型，行云流水，豪爽俊发。
前后六句连接，易整为散，又形成表意灵活、纵放自

如的散文化言语特色。“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
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

月。天生我 材 必 有 用，千 金 散 尽 还 复 来。”（《将 进

酒》）前两句为悲愤之语，后四句则又呈现明显的潇

洒之风，通过语词快速链接，使不同情绪特征的言

语自如转接、融为一体，从而使诗人起伏动荡的心

绪状态得以充分表达。“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赠孟浩然》）前两句为

口头语，后两句则为典雅的书面语，在此雅俗融通，
自然而不觉唐突，白描勾勒与精细描绘，交相辉映，
尽得其宜。

总之，李白“自然白描、朴实真 率”［８］的 诗 歌 言

语系统具有典范性指导价值和意义。古往今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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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诗文的遣词之法、用语布局都是后人“取法乎上”
的学习范式，一代代读者都乐于从李白诗文的言语

系统中获取滋养，或挖掘语汇材料，或取法遣词技

艺，或获取塑美经验。在当今“互联网＋”飞速发展

的信息社会，快餐化组合语料、碎片化表达语意或

有意无意地戕害着语言组织和写作本身，如何避免

思维水平和写作能力弱化？发挥文学经典的示范

引路功能当 是 一 条 重 要 途 径，李 白 诗 文 的 言 语 系

统，无 疑 就 是 供 给 今 人 素 材、范 式 与 经 验 的 经 典

宝库。

四、李白文化的审美性

李白其人其作，具有认知作用、价值判断作用，
也具有强烈的审美作用，契合读者心灵，使人愉悦

舒畅！

（一）李白的出处行藏及其诗文，易于唤起人们的审

美体验

　　李白的出处行藏及其笔下勾勒的心路历程是

真实性和理想性的交融，也是崇高性和悲剧性的统

一，蕴 含 着 美 的 因 素，易 于 唤 起 人 们 的 审 美 体 验。
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云：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

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

毕，然 后 与 陶 朱、留 侯，浮 五 湖，戏 沧 州，不 足 为

难矣。
这是李白的奋斗纲领和人生终极目标，学术界一般

将其概括为“功成身退”，既能表达现世情怀，又能

体现传世业绩。“奋智”“辅弼”是古代士人真实的

奋斗实践；“事君之道”“荣亲之义”则是士人忠君、
孝亲的真实世俗目标；“海县清一”是远大的政治目

标，是“现世”的成功理想，又是“传世”的理想业绩；
“申管、晏之谈”是理想的功业期待，“浮五湖，戏沧

州”是传世的美名佳话。诗人的奋斗目标直奔壮大

理想，充满崇高感。诗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

现崇高目标。然其人生并不顺达，屡遭重创，如“赐
金放还”、“从璘系狱”、“流放夜郎”（中道遇赦）、“晚
年从军未果”等现世性的追求与结果，均是其人生

中的一幕 幕 悲 剧。再 将 其 身 世 浮 沉 置 于“安 史 之

乱”的时代悲剧中审视，则可知李白的崇高性和悲

剧性都是时代的典型表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

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该

诗是诗人理想心曲的自陈和悲剧人生的总结，易于

使人产生悲鸣。读者或悲慨李白追求行为本身的

正义和伟大，或 悲 嗟 李 白 不 遇 人 生 之 社 会 必 然 存

在，或悲叹诗人屡遭打击而绝不言弃的坚韧情怀！

由此可见，悲鸣中充斥着悲剧性特质，但也闪烁着

崇高性光芒！

李白积极向上的现世情怀跨古至今，正契合着

今人的心灵感受，今人多能在诗人身上找到精神对

应与撞击触点。李白浮沉起落的经历往往与当代

人的追求行迹多有相似。兴奋———“仰天大笑出门

去，我 辈 岂 是 蓬 蒿 人”（《南 陵 别 儿 童 入 京》）；苦

闷———“大 道 如 青 天，我 独 不 得 出”（《行 路 难》其

二）；时光感慨———“常时饮酒逐风景，壮心 遂 与 功

名疏”（《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其一）。李白的种种

情绪，均易 刺 激 今 人 衷 肠 而 产 生 心 理 上 的 古 今 共

振。“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

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少年早欲五湖去，见此弥将

钟鼎疏”（《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四句意指

归隐，李白所怀有的因失落而逃避的心理与今人挫

折期的心态也多有暗合，但李白的可贵之处就在于

功未成而身 终 不 退（偶 有 林 泉 之 隐 也 只 是 权 宜 之

计）。这种世俗性与理想性融合的矛盾心态，在当

代人身上也较为普遍，易于激活人们的美感经验。
（二）李白的生死传说、明月境界富于浪漫，易于触

动人们的审美情怀

　　“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

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称

太白之精，得之矣。”［２］１４４３（李阳冰《草堂集序》）“公

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复姓，先夫人梦长庚而告

祥。名之与字，咸 所 取 象。”［２］１４６２（范 传 正《唐 左 拾

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这是李白诞生传说

的两则文献记载。太白星，民间早已赋予其超世绝

伦的天才品格，将李白的出生与其绾合，反映了人

们对突出智慧、杰出才能的渴望，这是一种期待成

功的心理结构，揭示出人们崇尚才能的审美期待。
李白传奇的经历和精美的诗歌给予唐人以充分的

美感享受，也给予今人以强大的审美震撼。
关于李白“捉月”溺江的传说，记载甚多。王琦

《李太白年谱》载：“《摭言》曰：李白着宫锦袍，游采

石江 中，傲 然 自 得，旁 若 无 人，因 醉 入 水 中 捉 月 而

死。”［２］１６１２－１６１３宋梅尧臣《采石月赠郭功甫》：“采石月

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

手弄月身翻然。”宋郭祥正《采石渡》：“骑鲸捉月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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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返，空馀绿草翰林坟。”明月世界是李白诗歌中的

典型境界，明月是触发才情的媒介，月辉是任情挥

洒的自由之光，明月是天涯情深的见证，明月更是

澄澈理想与永恒存在的化身。后人读出了李白诗

歌中的明月之美，深切感受到诗人壮志未酬的悲剧

之痛，也在反复吟咏和不断咀嚼中体味着明月意象

的不朽价值，从而获得了身心的愉悦与满足。人们

积极传播“捉月”的传说，或在于借江河的亘古流动

来譬喻诗人的不朽灵魂，或在于用生动的“捉月”故
事来激发人生积极向上的态度。因此，明月也就成

为传播李白文化精神的审美化身。
李白生命之旅起于“长庚入梦”，终于“捉月”神

话，神秘而来，仙然而去，自天入地，首尾圆合，从而

完成了栖居天地、辉映千春的生命行程。这种首尾

呼应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如团

圆的心理结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等。这些都深刻

地反映出历代读者超越平凡、追逐自由、追求圆合

等审美心理。今人与古人跨越时空进行对话，其共

通的美感经验一脉承传。
（三）李白怀有多元化理想崇拜，易于激发人们的塑

美动机

　　其一，崇拜旷世英雄。吕望、鲁仲连、伯夷、叔

齐、苏秦、李广、诸葛亮、周瑜等都是催其奋进的理

想楷模。“鲁连及夷齐，可以蹑清芬”（《感兴八首》
其七），是对鲁仲连、伯夷和叔齐的赞美；“自比管葛

竟谁许，长吁莫错还闭关”（《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

人》），自比管仲和诸葛亮，抒发远大抱负。其二，崇
拜杰出文人。“屈平词赋悬日月”（《江上吟》），表示

对屈原的膜 拜；“解 道 澄 江 净 如 练，令 人 长 忆 谢 玄

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表明仰慕谢脁的清新

风格。其三，崇拜儒学精神。“我志在删述，垂辉映

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表
明绍述孔子之志而泽惠后世的崇高愿望。其四，崇
拜庄子仙 道。自 比“向 九 万 而 迅 征”“鼓 奔 飙 而 长

驱”（《大鹏赋并序》）的大鹏，且终其一生。其五，崇
拜纵横家理想。“当朝揖高义，举世钦英风”（《赠从

兄襄阳少府皓》），表现李白对行侠行为的自豪。其

六，尊崇 佛 性。“青 莲 居 士 谪 仙 人，酒 肆 藏 名 三 十

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答湖州

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表明礼佛之信仰。其七，
尊崇酒神精神。“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

非人推。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襄阳

歌》），表达李白钦羡酒酣之乐；“黄金白璧买歌笑，

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借用

阮籍典故抒发其对自由和勇气的向往。其八，尊崇

大自然。“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登
金陵凤凰台》），勾勒出金陵城外江山风光；“五岳寻

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

舟》），总 括 了 李 白 一 生 钟 情 于 大 自 然 的 情 怀。其

九，尊崇人间温情。“此肠断，彼心绝，云鬟绿鬓罢

揽结，愁如回飙乱白雪”（《久别离》），表达出诗人对

其妻许氏的深挚牵挂；“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寄东鲁二稚子》），表达出诗人对女儿平阳和儿子

伯禽的彻骨思念。以上种种理想崇拜，合乎社会、
自然之真，反映人性伦理之善，因而具有了美的内

涵，反映出李白心目中的人物美、信念美、山水美以

及人情美等 内 容，这 些 与 今 人 的 理 想 愿 望 多 有 相

似，易于激发人们的塑美动机和豪情壮志。
基于上述几点，可以说李白形象及其作品的审

美性价值，对于涵养今人情怀、激发奋斗意志，对于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均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五、结语

李白的诗学主张、创作方法、作品特点等，内容

丰富，多 姿 多 彩，今 人 很 难 系 统 地、全 面 地 予 以 把

握。笔者所作的考察，也只是一鳞半爪。要 之，李

白提出自然清新的诗歌主张较之陈子昂诗学理论

又前进了一步，具有创新性意义；李白之所以能兼

容庄、屈的浪漫主义传统而又自成富有个性的浪漫

主义风格，与其多元化汲取前辈作家之特长密不可

分；李白的诗歌语言特色明显，诸如真率自然、清新

朴实、遣词凝练、言近韵远等，均为后人写作提供了

范式经验；李白其人其作具有传奇色彩，蕴含着诸

多审美品质，如崇高美、悲剧美、自然美等，这些美

的因 素，贯 通 古 今，契 合 今 人 的 心 理 结 构 和 审 美

追求。
在历代李白接受史上，李白其人其作的价值得

到了多方位、多层面的挖掘，也愈发彰显出其价值

内涵与社会影响的魅力所在。时至当代，如何充分

开发李白 文 化 的 价 值 仍 是 一 项 重 要 的 时 代 课 题。
或许，深度挖掘李白文化的旅游资源，当有功于文

旅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或许，将李白文化资源应

用于文化产业化发展，诸如影视剧创作、舞台演艺、
动画文本创作、图书资源出版等，将有助于弘扬优

（下转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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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教育等方面中国也实施了很多项目，对非洲

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未来还要加强

与非洲在安全和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中方必会担当

更加重要的角色。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洲国家的建设，西

方出现了攻击抹黑中非合作的论调。一些政客甚

至称中国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地区影响力，使
得非洲一些国家或地区陷入债务陷阱，危及这些国

家主权和可持续发展。这种论调不仅没有历史根

据，而且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既不

是殖民主义，也不是新殖民主义，非洲是否因中非

合作而受益，要由非洲人民自己来回答。任何国家

都不能不倾听非洲声音，不能无端指责中国。
（三）进一步加强中非文化交流

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要促进中非文明交流

互鉴、交融共存，为彼此文明复兴、文化进步、文艺

繁荣提供持久助力，为中非合作提供更深厚的精神

滋养。我们要扩大文化艺术、教育体育、智库媒体、
妇女青年等各界人员交往，拉紧中非人民的情感纽

带。”［８］中国和非洲不仅仅要在经济领域进 行 务 实

合作，也要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互鉴。语言是交流

的重要工具，目前国内学生较为重视的国际语言是

欧美语言，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

的语言学习重视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文化交

流是沟通心灵的桥梁，在国际交往中具有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因此，中非应加大文化交流力度，更

好地做到民 心 相 通，增 进 中 非 人 民 之 间 的 了 解 和

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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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升经济产值；或许，对绝大多

数人来说，认知李白文化之形、探究李白文化之神，
对于培育思维方式、训练语言表达能力、激发创造

精神、增进品德修养、促进人际沟通，进而提升文化

自信力，均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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