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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一本大书，祖国的壮美山河与辉煌历史也是一本大书，汉代的司马迁和唐代的
李白就是善于从这两本大书汲取营养、取得成就而成为伟大的历史文化名人。
在中国历史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精神的实践和传承，造就了一代代的英才。
    李秋弟同志在大学读书时就探讨过《史记》精神与李白诗歌的关系，表现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浓厚
兴趣。
此后，他对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学精神继续身体力行，他除了在科学普及方面多有成果
外，更在走访历史故迹、进行实地考察方面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颇有些司马迁为创作《史记》
而遍访历史故地，和李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为熔铸自己独特的人格而大量寻访中国名山胜水的遗风
。
也正因此，才使他的这部《诗仙游踪》具有了知识丰富、叙事清晰、方位准确、言必有据的突出特色
。
    《诗仙游踪》以李白一生的游历与理想追求为经，以诗人诗歌涉及的风景名胜、重要古迹、历史典
故为纬，既沿着诗仙李白的游踪介绍了祖国诸多的风景名胜和历史文化知识，也多角度地显现了伟大
诗人李白传奇一生的基本历程。
《诗仙游踪》第一次出版于1996年，当时还只是一册20万字的小薄本；事隔15年之后，李秋弟同志又
大规模地修改、重写了此书，到这次出版的时候就已经是长达60万言的皇皇巨著了。
书中题目增加了近一倍，内容增加了约三分之二，而且每一章节都附有主要景点的摄影图片，图文并
茂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李白“一生好人名山游”，作者追寻李白的游踪，实地考察了李白诗歌涉及的绝大多数古迹。
对于个别由于条件所限不能实地造访的名胜，作者也总是通过与当地友人交流以及查阅、比对、研究
大量的文献，力求叙述得真实、准确、可靠。
例如，他在书中对李白故里和李白的几个长居之地所作的介绍，就是综合了多家观点，根据实地考察
的第一手材料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的；他在介绍太白为九华山、五松山取名以及对桃花潭一带实地景
象的描绘，和他对《赠汪伦》一诗的分析，都证据确凿、光景历历，令人读来饶有兴味他探讨李白南
至衡山、九疑，北至太原、幽燕的章节，也可以使读者得到不少历史、地理乃至科学方面的知识，从
而加深对李白生平和唐代历史文化的了解。
又如，书中对于屡经迁址的屈原故里准确地描述说：“从原址的香溪口处向东迁至长江南岸，它背倚
三峡副坝，与黄陵庙一西一东，形成了坝区的主要景点”，这些都是不到实地考察并经过认真琢磨所
难以说清楚的。
    又如，对李白赋诗怀念张良的下邳古城，作者较为详细地叙述和分析了它在秦汉三国时乃至隋唐时
的辉煌，以及最后湮没的原因和过程。
对于张良所封的“留”地，更是根据历史记载和周边地理环境的分析以及古人的有关诗文，作了令人
信服的分析和推论，为人们寻访英雄故地提供了相当准确的地理坐标。
对于李白诗中所述金陵征虏亭的方位，作者不仅实地考察访问了遗址，还引述了《建康志》的记载以
及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金陵怀古》作为佐证，结合自己的理解和其地理参考坐标——吴国冶城遗址的
方位，进行了比较严谨的逻辑推理，作出了不同于一些辞书和唐诗注解且能够以理服人的判断。
    此外，书中还很注意对彼此相似、相反、相互关联的景点、景物进行相互比较，相互连带的介绍，
从而使人由此及彼，相互关联地加深对许多知识、景物的认识。
如他在叙述完长江天门之险后总结性地写道：    祖国江河之上的天设之门，李白见过的也实在不算少
了，从诗人的作品中看，仅在    长江之上他就至少欣赏过三座。
它们分别是：三峡入口处的夔门，出口处的荆门，以及    此处的天门。
万里长江上有许多类似门的关口，就好像诗人那一波三折的人生之旅。
    这种抒情性的议论，反复地隐现在长篇的写景、叙事之中，既起到了一种阶段性的提点作用，又往
往使人能得到一种画龙点睛似的顿悟式的愉悦之感。
    《诗仙游踪》主要是讲李白一生所游览的行经之地，但本书的写法却远未停留于对李白一生所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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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的简单、平面的描写与叙述，而是贯穿着上下几千年、贯穿着自然山水与人类社会的巨大沧桑变
化来进行考察与描述的。
书中讲述的每一座城镇、每一处湖山、每一个景点，都联系着上古中古，联系着李白的当时，以及在
李白以后的一千二百多年间所发生的自然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等。
诸如对成都古代城池、古代园林的变迁，对南京、镇江一带长江水面的变化，对流传于河北涿鹿的黄
帝传说，对邺城“六朝故都”的描述等等，都收集了许多翔实的考古资料，简明而准确地讲清了有关
景点和有关人物、故事的来龙去脉，令读之者眼界大开。
    作者多年从事青少年教育和科学普及工作，特别是他的摄影家视角，使其文史研究有了不同于别人
的新视野和严谨而形象的表达方式。
作者十余年的精力，使这部形似休闲的知识性读物凝聚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乃至科学知识，做到了集文
学、历史、文化旅游和科学知识为一体。
    我一生从事古代文史的教学与研究，也曾去过许多地方参观考察，但读过李秋弟同志的这部《诗仙
游踪》后，就深深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差距了，我的确从这部著作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它使我以前许
多不清晰的地理概念，变得清晰起来；它使我以前许多未曾注意的历史人物与历史地理之间的关系，
从而明确起来。
这部书不仅对研究李白、喜爱李白的读者与专家有用，而是对古代文史的研究者与爱好者，以及对喜
欢旅游与从事旅游服务的人士都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
    祝贺李秋弟同志的《诗仙游踪》的增订再版，我们期待着李秋弟同志发挥自己博学多艺的特长，继
续为读者奉献更多的好作品，为祖国的文化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
    韩兆琦    二○一○年秋于京师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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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唐代大诗人李白一生的游历与追求为经，以其浪漫主义名作和诸多纪实性的诗篇为纬，间
以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逸闻趣事，涉及李白与历代咏怀古迹的名诗上千首、名胜数百处，既生动地
介绍了祖国的许多名胜古迹，也从一个新的角度通俗地勾勒出李白辉煌而又坎坷的一生。

　　本书能够引导读者在“行万里路”中“读万卷书”，寻求真知，了解民情与传统文化，达到广识
博物、陶冶情操的目的。
作者对某些问题的独特见解，对爱好历史和李白诗歌的人士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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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秋弟，高级工程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北京数字科普协会理事。
北师范大学文学学士，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汤一介、梁漱溟等主持的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研究
班第一期。
有关作品曾获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20世纪科普佳作和中国出版政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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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郭预衡题笺
王强题笺
李白游踪览胜示意图
李白巴蜀三峡览胜示意图
李白江汉潇湘览胜示意图
序，韩兆琦
前言
李白生平筒谱
巴蜀三峡篇（今甘肃四川重庆三峡一带）
一、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身世之谜
二、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西陲古道
三、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江油故居
四、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一戴天窦圃
五、危乎高哉！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剑阁蜀道
六、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蜀地人文
七、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吉蜀传说
八、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成都名胜
九、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秀色
十、白帝城边足风波，瞿塘五月谁敢过——白帝夔门
十一、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一巫峡风光
十二、屈子衣冠犹有冢，明妃脂粉尚留香-一西陵古迹
江汉潇湘篇（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地区）
十三、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荆门云梦
十四、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江陵章华
十五、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一文武赤壁
十六、登九疑兮望清川，望三湘之潺湲——舜逝之野
十七、衡山苍苍入紫冥，下看南极老人星——南岳烟云
十八、可怜渔父重来访，只见桃花不见人——桃花源里
十九、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安陆山水
二十、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鹿门隐逸
二十一、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诸葛故居
二十二、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岘山习池
二十三、南都信佳丽，甲第连青山——南阳掌故
二十四、钟期久已没，世上无知音——汉阳琴台
二十五、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一黄鹤楼头
二十六、拂拭倚天剑，西登岳阳楼-一洞庭胜迹
二十七、常闻玉泉山，玉泉流不歇——名寺名泉
附录 本书所涉及风景名胜篇章索引（按音序）
本书主要参考书日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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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唐代旧制，考功（考核官吏政绩的官职）员外郎（郎官副职）主持科举考试，有进士
与员外郎冲突，批评者认为员外郎地位卑下，难以服众。
从是年起改为礼部侍郎（主管礼仪、祭祀、官吏考核的副官）主持。
是年，玄宗听武惠妃谮，欲废太子瑛及鄂王瑶、光王琚，张九龄谏止。
以裴耀卿、张九龄为左右丞相，兵部尚书李林甫兼中书令。
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将安禄山在征讨奚、契丹之战中大败，当斩，玄宗赦之。
公元737年（开元二十五年），李白37岁。
闲居安陆修身养性，春作有著名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
四月，监察御史周子谅上书弹劾李林甫所荐牛仙客，玄宗怒，“杖子谅于朝堂，流滚州，死于道”。
张九龄以曾荐举周子谅而被罢相，左迁荆州长史。
废皇太子瑛及鄂王瑶、光王琚为庶人，旋赐死。
十二月，武惠妃死，追谥贞顺皇后。
公元738年（开元二十六年），李白38岁。
春游襄阳，随往南阳，又到颍阳、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宋城（今河南商丘市）。
秋访下邳，觅汉留侯张良遗迹。
游楚州（今江苏淮安市），过汉淮阴侯韩信故园。
冬，滞留楚州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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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李白是我国乃至世界的历史文化名人，是诗歌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传奇式的一生和无与伦比的浪漫诗篇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志士。
他的思想与诗歌是中华民族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笔者在求学时第一次通读李白诗集，就为诗人的才华，更为诗人的坎坷命运和执著追求所感动，写
下了一首古体长诗：    我爱李太白，忧民复忧国。
    诗章慨然有正气，不媚权贵弃云乐。
    入京旋复去，蓬蒿金殿屡磨折。
    一生好豪饮，醉吟起壮歌。
    才大难为用，终身遭坎坷。
    宫闱识遍权贵丑，清白羞与浊同列。
    自然拂尽君臣意，赐金还山归世界。
    身在江湖怀君恩，文章一片忧国心。
    指斥汉庭失德智，借鲸扫地类愚人。
    安史乱起长安小，九州攘攘声扰扰。
    明皇蒙尘固应得，百姓何罪血沾草？
    君子志在复长城，投笔佩剑事戎征。
    忧国竟以危国论，报国招得祸国名。
    《万愤词》、《百忧章》，    备述人间委曲情，愤国忧民恨难消。
    诗仙入世为谁来？
青莲亦有诗史在。
    清新子夜吴歌曲，悲凉《乌栖》、《乌夜啼》。
    《蜀道难》、《将进酒》，英风豪气几人有？
    《古风》尽述平生志，文史政论五十九。
    我推太白为诗圣，七咏五叹皆绝声。
    林泉名山携书剑，江湖处处留遗踪。
    雄思豪论惊风雨，凄凉委婉写世情。
    壮士请缨从军乐，盛世思危有不平。
    叹君年老逢大厄，文星惨然江东没。
    大鹏中天殒，长空黯失色，    忧民泪尽日，大地涌悲歌。
    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曾这样评价李白在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
，自白始。
”(《最录李白集》)这可以理解为，李白诗歌不仅在表现形式上融合了庄子散文的汪洋恣肆和屈原《
离骚》的奇幻瑰丽风格，而且在思想上将庄子“等死生、齐万物”的思想和屈原忧国忧民、“虽九死
其犹未悔”的精神熔铸为一体，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他有时像屈原一样面对夜空问天，有时会根据现实的不平质疑经典，甚至因此对被历代统治者视为宗
法社会秩序和道德楷模的尧、舜、禹的神圣故事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
庄子和屈原的思想往往是中国知识分子反礼教、反权威、追求独立的人格和独特个性的重要思想基础
，而李白在诗歌中将二者“并之以为心”形成的独特精神，对后世更是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李白的爱国情怀是始终不渝的。
诗人从少年时立下“安黎元”之志起，就开始了一生不懈的追求。
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成为一位名垂青史的政治家，但却留下了足以使国人
感到骄傲的壮丽诗篇。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
”李白优秀的山水诗和记游诗，生动形象地描摹了祖国名山大川雄奇壮丽的景色，激发了多少人的爱
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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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笔者求学之初，即钟情于祖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唐诗中充满真情与浪漫色彩的李白作品。
通过学习李白的诗歌，不仅汲取了许多古代文化、地理知识，形象、艺术地了解了祖国山川的风貌，
也越发为祖国文化的灿烂和祖国河山的壮丽感到由衷的自豪！
我想，我的同胞，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如果能够在认真诵读李白名诗的同时，以“行万里路”的精
神，探访一下诗人在神州各地的游踪，也一定会深有同感并有所收获的。
    为此，笔者把自己多年积累的研读李白作品和学习文化历史地理知识的心得，以及在各地探访名人
遗迹和山水胜景时的所思所感，整理编写成这本书，奉献给和我一样喜欢唐诗，热爱祖国文化传统及
爱好旅游的朋友们。
    笔者认为，李白一生以个性鲜明的方式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这一点是更接近现代人的。
他在“行万里路”中的创作生涯，更像是为现代人不断完善和丰富自己的文化求知之旅提供了一个可
供直接模仿的范本。
    本书此次增补的题目约为百分之五十，增订修改的内容超过初版的三分之二，而且增加了大量的实
景图片。
笔者在书中引用了许多名篇的原文，主要是为了便于读者一册在手，讽咏有据；而对原文没有作过多
的注解和阐发，一是因为李白的多数诗篇本来就明白如话，今人读起来也不会有什么障碍——即使是
其中的一些典故和特定背景，结合本书对相关历史地理知识的叙述，也完全可以读瞳；二是因为诗歌
作为一门艺术，其要旨和精神，每个读者自可心领神会；三是想节省一点篇幅，使本书更接近一本可
随时翻阅的旅游手册——之所以将全书一分为三，也多半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本书的初版曾得到郑一奇等先生的支持指导。
本次增订再版，也受到北京师范大学师长的鼓励和帮助。
韩兆琦教授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一些章节，就是在韩先生
的直接启发下得以完善的。
韩先生在序言中对本书的赞誉之词，更多地是对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种求知精神和方式的肯
定和鼓励，是对笔者深研古代文化典籍的一种鞭策，也是对后学的指导和期盼。
    特别要提到的是，在2010年年初，著名文史学者郭预衡教授以九十高龄为本书的增订再版题写了书
名。
令笔者万分遗憾的是，郭先生没有看到本书的正式出版就于当年夏季仙逝了。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诸多师友的大力支持，张开逊、李英杰、郑壬杰、杨少春、包建民、陶振宗、田
兵等曾为笔者提供了部分资料和照片，吴文虎、陈晨、陈合力、何龙、胡扬政、李声笑、张彤、李朝
军、甘南雄、吕洪斌、龚正伟、刘贤忠、王先华、苑铁东、翟端恩、马嵘、王义华等曾为笔者在各地
实地考证提供了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感谢！
    中央财经大学的王强教授为本书做了题笺，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有关编辑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
劳动。
在这里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书中的李白游历简谱是参考了郭沫若、詹锳、朱金城、瞿蜕园、安旗、薛天纬、郁贤皓并日本学者
笕久美子等多家李白研究的成果和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以及翦伯赞主编的《中外历史年表
》、沈起炜编著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的相关内容而形成的，其中有选择地列出的重大历史事件及
相关背景和与李白诗歌相关的人物及其他信息，可以使读者加深对李白思想发展和诗歌内容的理解。
    最后应该说的是，本书虽然尽可能多地增加了新鲜内容，订正了一些问题，希望对读者深入了解李
白诗歌和祖国的历史文化有所帮助，但囿于个人见闻与经历，书中一定还会有一些不妥乃至谬误之处
，衷心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李秋弟    2011年春记于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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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诗仙游踪》内容丰富、方位准确、叙事清晰、言必有据，讲清了与李白相关的诸多景点的自然地理
变迁和有关人物、故事的来龙去脉，可令读者眼界大开。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韩兆琦《诗仙游踪》结合作者读书旅行的所见所思，以通俗的文字记述探
讨了与李白相关的诸多历史、文化知识，可使读者增益见闻。
　　——清华大学教授 吴文虎当我吟诵着“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佳句，在大诗人李
白墓前凭吊的时候，我对他的一生充满了强烈的敬意与好奇。
因此，我认为《诗仙游踪》是一本可以让我们与诗仙一起神游天下的好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副会长 孙云晓《诗仙游踪》图文并茂，通俗
易懂，阅读此书，不自觉间就会深入到李白和唐诗的世界，如目睹其景，如耳闻其声，轻松畅游于历
史山川之间。
　　——《大众摄影》副社长、执行主编 郑壬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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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仙游踪·巴蜀三峡篇、江汉潇湘篇》：真诚邀请您与李白一起神游天下！
穿越历史时空，游遍九州名山，饱览华夏胜景！
探寻诗仙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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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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