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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唐代安史之乱，对于中国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与破坏。
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范阳，率领“蕃、汉之兵十余万⋯⋯以诛杨国忠为名”，起
兵反叛朝廷，随之迅速占领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到代宗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自杀，其部将
李怀仙、田承嗣等投降朝廷，安史之乱得以平定。
这场由安史叛变引发的社会大动乱，首尾共约八年。
　　这八年的时间，整个中国的百姓都被抛进连绵不绝的战火厮杀，以及不堪重负的赋税徭役之中，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不知演出了多少人间苦难的悲剧！
而上层统治集团之间也是矛盾重重，王室内部的皇权之争、朝廷重臣相互的利害冲突，朝臣、武将与
宦官之间的博弈，上下激荡，波汹浪涌，成为唐代历史盛衰变化的分界，成为王权专制势力消长的枢
机。
在安史之乱前，经由李世民、武则天、李隆基等的百年经营，精心构建起一座以皇权专制为核心的“
权力金字塔”。
朝廷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经济得到发展，民众安居乐业，这些都激起了传统士人心中太平盛世的幻梦
以及建功立业的热情。
在安史之乱后，盛唐帝国的“权力金字塔”不只是被撞得歪歪斜斜，而且近乎四分五裂，士人心目中
太平盛世的幻象也如同风起云飞，荡然无存，而藩镇割据、宦官弄权、朝廷党争的祸患则与朝廷的施
政相随相伴，一直纠缠到唐王朝的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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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安史之乱是唐代天宝末年爆发的一场规模巨大、时间长久的大动乱，它既是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转折
点，也是唐诗演化的转折点。
本书考论了安史之乱对李白、杜甫、刘长卿三位代表性诗人的生活影响，论述了诗人在精神、创作等
方面所发生的嬗变。
本书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为第一部分，背景论；第二、三、四章为第二部分，作家论；第五章
为第三部分，流变论。
    第一部分背景论，论述了安史之乱诗坛三大诗人李白、杜甫、刘长卿所处的现实环境和他们精神成
熟期所经历的历史背景。
    三大诗人创作的现实背景，包括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和生活境遇。
就社会环境来讲，战乱不息，国力衰败，世道萧条，苍生苦难，诗人们被痛苦的海洋淹没，吟出了那
个乱世特有的悲歌。
就政治环境来说，安史之乱时期，朝政昏庸，政风败坏，正气不伸，诗人颇感失望和无奈。
同时，诗人们卷入了复杂而消极的政治漩涡之中，他们很多人陷入安史叛军之手被迫接受伪职，也有
些陷入玄宗与肃宗之间、肃宗与永王李磷之间的政权角逐之中，命运和精神受到深刻的消极影响。
玄宗的退出历史舞台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他们的盛世情怀。
代宗的继位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皇室的政派之争，改善了诗人的命运和心情。
就生活环境来讲，诗人们逃避战乱，年华空逝，他们嗟叹生活艰险，感慨身世飘零，思念故乡和帝京
，吞咽着失落和孤独的苦酒。
    以三位诗人为代表的三批诗人的精神成熟的历史背景是指他们从十五岁到三十岁期间所经历的朝政
风气。
安史之乱时期的诗人，从年龄层次上可分为三批。
第一批是指那些大约在神龙二年(706)以前出生的诗人，如王维、高适、李白等，他们精神成熟期经历
的是一个从拨乱反正、革故鼎新达到开元盛世的时期。
第二批诗人是指先天二年(713)前后出生的诗人，如杜甫、岑参等，他们的精神成熟期刚好处在由张说
、张九龄“文治”时期向李林甫昏政时代的转捩期。
第三批诗人是指约在开元九年(721)前后出生的诗人，如刘长卿、皇甫冉、李嘉(示右)、钱起等，他们
的精神成熟期基本上是在李林甫、杨国忠当政的君昏臣庸的政治之中度过的。
从道理上来讲，三批诗人在精神成熟期所经历的政风不一样，他们的精神积淀就不一样，进入安史之
乱以后，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创作风貌也就不一样。
     第二部分是作家论，分别考论了李白、杜甫、刘长卿三位诗人在安史之乱期间的生活经历、对安史
之乱的关注和反映、价值追求的主旋律、乱世心理。
    在诗人生活经历方面，我考论了李白在安史之乱期间的生活经历，包括乱初的行踪、避地剡中、隐
居庐山、从永王李磷、流夜郎的行程、赦后行踪等问题。
对于杜甫，我将他的生活经历分为乱初仕宦、弃官西奔、居川情形三个阶段，考论了其中的重要问题
，如以直谏招祸、离华赴秦之原因、幽居浣花溪的心理、流寓东川的心理、离严幕的原因、离蜀的时
间和原因等问题。
对于刘长卿，我将他的生活经历分为尉长洲、陷狱贬南巴、入幕淮南三个阶段，考论了一些重要问题
，如尉长洲的时间、陷狱的原因和时间、贬南巴的经过等。
其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新见，尤其是在对李白和刘长卿的考论方面是如此。
    在诗人对安史之乱的关注和反映方面，本书作了专门的论述。
三位诗人的诗歌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安史乱事的基本过程、与安史之乱相关的其他动乱以及战时的
社会苦难，渗透着诗人深切的感和思，显示了诗人的生命与乱世息息相关。
    对于三位诗人在安史之乱期间的人生价值主旋律，本书作了深入的探讨。
    功业人生是李白这一时期的执著追求，他的这种追求具有鲜明的纵横家风范。
这种追求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除了他的纵横家观念与时代不协之外，李白的诗人气质、人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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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也深深地阻碍了他。
李白的隐逸、求仙、游赏山水、醉酒之类的放逸生活，实际是他对苦难命运的一种抗争。
对于杜甫，我从泛爱、自爱亲亲、博爱、爱之升华、爱之限阈等层面上论述了他的仁者情怀；还论述
了他的忧患之心、稷契之志；列论了他的仕途坎坷，是由政治斗争的残酷、志向太高、门阀意识太强
以及某些个性因素造成的，指出了他的闲逸之趣主要是一种失志的寄托。
对于刘长卿，我探讨了他的忠君爱民、兼济天下的胸怀，指出他诗歌中的闲逸情调主要是精神苦闷的
一种自慰。
     本书结合时代背景和诗人的人生经历，分别论述了李白、杜甫、刘长卿三位诗人的乱世心理，主要
表现为飘零、迷惘、孤独、失望、无奈的乱世心境。
     第三部分是流变论。
首先，我从历时比较的角度考察了李白、杜甫、刘长卿三位诗人各自的精神状况的变化轨迹，指出就
三位诗人各自而言，由于受到世乱和个人殃祸的影响，他们的精神状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致说来
，除了刘长卿在佐幕淮南期间随着处境的改善，心情有些好转之外，三位诗人的精神整体呈现着一种
退化趋势。
其次，我又从并时比较的角度，对从李白到杜甫再到刘长卿的精神状况的变化进行了寻绎，指出他们
的主体意识，以及作为主体精神核心内涵的自信、雄心、豪气、逸兴、胸怀等，都呈现着一种退化趋
势。
与此对应，那些乱世心理，飘零和迷惘、艰辛和痛苦、孤独和凄凉、失落和无奈等，则呈现着一种向
更普遍、更深微的层面渗透的趋势。
再次，论述了诗歌风格由李白到杜甫再到刘长卿的演变趋势，列论了体现这一趋势的五个方面的苗头
，即诗人的写作心态由张扬到内敛、情调由畅朗到低沉、意境由浑然到破碎、写作态势由抒发到反映
、语言由天然到雕琢。
结果，也就渐渐使诗歌失去了盛唐的那种壮大的气势，浑然的意境，飞扬的神采，从而走向纤细，新
巧、淡秀、清冷的大历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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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德元年七月，太子李亨即位灵武。
这颗大唐的“北辰”闪现于北国天空，立刻使“千官无倚着，万姓徒悲哀”的臣民有了凝聚的核心。
至德二载二月，肃宗进驻扶风，召集群雄，组织战略大反攻。
李白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记其事：“天子巡剑阁，储皇守扶风。
扬袂正北辰，开襟揽群雄。
”　　至德二载九、十月，在回纥兵的帮助下，经过香积寺和新店大捷，唐朝相继收复了长安、洛阳
。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云：“胡兵出月窟，雷破关之东。
左扫因右拂，旋收洛阳宫。
回舆人咸京，席卷六合通。
叱咤开帝业，手成天地功。
大驾还长安，两日忽再中。
”这是唐朝战略性的大胜利，一时间，二帝归京，大唐帝国的艳阳再次照耀着人们。
　　宝应二年，史朝义授首，安史之乱平定。
李白有诗句“沧老卧江海，再欢天地清”（《游谢氏山亭》），略纪其事。
　　其次，李白的诗歌还反映了安史乱期的相关动乱。
随着社会动乱的不断蔓延，许多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就爆发了一些其他动乱。
这些动乱，在李白的诗歌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反映。
　　康楚元之乱，是一起将帅乘国难之危而拥兵叛乱的事件。
《资治通鉴》载，乾元二年八月，“襄州将康楚元、张嘉延据州作乱，刺史王政奔荆州。
楚元自称南楚霸王”。
九月，“张嘉延袭破荆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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