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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一位思想相当复杂、艺术风格极为丰富

多彩的大诗人，他留下来的直接阐述诗歌理论的文

字并不多，更没有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他的诗学

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本文试图通过

对李白的诗歌进行解读并综合历代诗话、诗论中的

相关记载，探寻李白的诗学理论主张。

一 诗歌理想：对风雅传统的继承
李白在《古风》其一中说：“《大雅》久不作，吾衰

竞谁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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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首诗集中代表了李白诗歌理想。李白

反思诗史，对整个唐以前的诗歌进行了审美把握和

继承革新的深刻思索，历叙《诗经》以后的文学，或

专注抒写哀怨，或重视铺采摛文，或着意追求华艳

轻靡，表达了诗人超越前贤的文学创新勇气，提出

了继承《诗经》的风雅正声，推崇清真的诗学审美

观。

李白这首《古风》，以复古为革新，与陈子昂一

脉相承。他把《诗经》中的雅正之作称为“正声”，以

此为标准来评判诗歌。在《古风》第三十首中说：

“玄风变大古，道丧无时还。”《古风》第三十五首又

云：“《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孟棨在《本事诗·
高逸》中说：“（李白）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

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2]

李白追求的诗歌理想是“大雅”、“颂声”，反对哀怨

文学，而实现这种诗歌理想的途径就是，“复古道”，

以恢复《诗经》的创作作风为己任。的确，李白的这

几首《古风》被文学史家公认为他继承风雅传统的

宣言，宣城当涂县令李阳冰为李白编《草堂集》，他

对李白这种诗歌理想追求尤有深切准确的理解，其

《序》云：“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

《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

一人。”[3]赵翼也说：“青莲一生本领，即在五十九首

《古风》之第一首，开口便说《大雅》不作，骚人斯起，

然词多哀怨，已非正声；至扬、马益流宕；建安以后，

更绮丽不足为法；迨有唐文运肇兴，而己适当其时，

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

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以千载后上接风、雅。盖自信

其才分之高，趋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

之，非徒大言欺人也。”[4]赵翼谓之“起八代之衰”，认

识相当精当，彰显了李白诗文革新的宏伟抱负。

二 诗歌渊源：以《庄》、《骚》为大源
《艺概·诗概》说：“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

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

秀，亦各有取，无遗美焉。”[5]这一段评论将李白诗的

渊源表述得非常清楚，其主要渊源是《庄子》与《离

骚》，又吸取了阮籍（字嗣宗）、郭璞（字景纯）、鲍照

（字明远）、谢朓（字玄晖）等诗人的长处。刘熙载揭

出了《庄》、《骚》为李白诗的大源。对于《庄》、《骚》的

特点与对后世影响的异同，刘熙载《艺概·诗概》还

说：“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

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

十之八九。”[6]屈原忧国忧民的思想，庄子遗世独立的

精神，都给李白精神上以丰富的营养；屈赋中瑰丽的

神话故事，《庄子》中优美的寓言，都给李白诗歌增添

了魅人的色彩。屈原和庄子的精髓被李白兼收并

蓄，吸取并巧妙地运用到诗歌创作之中。龚自珍《最

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

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

始。其斯以为白之真原也已。”[7]

从李白的诗歌可以看到他受屈原影响的情

况。屈原那深沉悲壮的爱国情怀和独立不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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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美一直受到历代文人的认同和敬仰。李白称赞

屈原的成就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

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

若长在，汉水亦应两北流。”（《江上吟》）诗中对屈原

充满景仰与赞赏。李白同情屈原的遭遇与处境，

《拟恨赋》云：“昔者屈原既放，迁于湘流。心死旧

楚，魂飞长楸。听江风之嫋嫋，闻岭狖之啾啾。永

埋骨于渌水，怨怀王之不收。”《古风》其五十一云：

“比干谏而死，屈原窜湘源。虎口何婉纞，女嬃空婵

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行路难》其三：“吾

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

屈原终投湘水滨。”李白将屈原引为知音，触景生

情，引发无限感慨。《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

“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单父东楼，秋夜送

族弟沈之秦》：“遥望长安日，不见长安人。长安宫

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一朝复一朝，发白心

不改。屈平憔悴滞江潭，亭伯流离放辽海。”不仅是

对屈原情感的认同，李白还对屈原作品加以仿效。

他有《代寄情楚辞体》，就是仿效《楚辞》所作的诗：

“君不来兮，徒蓄怨积思而孤吟。云阳一去，以远隔

巫山绿水之沉沉。留余香兮染绣被，夜欲寝兮愁人

心。朝驰余马于青楼，恍若空而夷犹。浮云深兮不

得语，却惆怅而怀忧。使青鸟兮衔书，恨独宿兮伤

离居。何无情而雨绝，梦虽往而交疏。横流涕而长

嗟，折芳洲之瑶花。送飞鸟以极目，怨夕阳之西

斜。愿为连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飞空之落花。”再

如，李白《鸣皋歌送岑征君》无论句法或意境，都与

《离骚》相近。《远别离》中那种若断若续、反复曲折

的表现方式，使人有一种“一唱三叹”的感觉，很有

《离骚》的特色。

庄子幻想奇丽的寓言，纵横捭阖的文风，构成

了《庄子》一书浪漫主义特色。李白诗歌文笔纵横，

发想超旷，落笔天纵，章法承接，变化无端，与庄子

一脉相承。可以说，李白诗和庄子文同妙。庄子

《逍遥游》中的鲲鹏形象，贯穿李白诗歌的始终，李

白初出道，便以《大鹏赋》名扬四方，以大鹏自比，怀

有一种天才的恣纵与自信，到李白临终前所作《临

路歌》把自己比作一只在中天摧折的大鹏鸟：“大鹏

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

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

涕？”《庄子》中的寓言典故在李白诗中出现了几十

次，诸如“东施效颦”、“匠石运斤”、“邯郸学步”、“庖

丁解牛”、“望洋兴叹”等等，为李白诗歌增色不少。

从风格上来看，李白与庄子是一致的。庄子的文章

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进退随意；李白诗歌纵横驰

骋，如天马行空，来往自如。晚唐皮日休说：“言出

天地外，思出神鬼表，读之则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

四溟，磊磊落落，真非世间语者，有李太白。”[8]清代

沈德潜说：“太白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涛

浪自涌，白云舒卷，从风变灭。”[9]都指出了李白诗歌

这种变化多端，飘逸奇纵的风格。

三 诗歌美学：清真与天然
李白在《古风》其一中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

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指出自从建安以

来的文学，不过绮丽而已，不足珍贵，唐代始复古

作，推崇清丽自然的美学境界。李白所标举的“清

真”是以《诗经》为典范而阐述的，清真，朴素自然，

与绮丽相对。李白是要以“清真”的文风来摒弃和

取代“绮丽”的文风。

李白诗文所涉及的“清真”的语句很多，诸如

“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留别广陵诸公》）、“所

愿得此道，终然保清真”（《避地司空原言怀》）、“右

军本清真，潇洒在风尘”（《王右军》）、“俄成万里别，

立德贵清真”（《南陵五松山别荀七》）等，李白将“清

真”运用于艺术创作、评论诗文、品评人物、志行德

操等各个方面，正如梁森《李白“清真”诗风探源》所

认为的：“清与真合用，则多指道家所崇尚的委任自

然、超拔卓立，不为事功拘囿的精神品貌”，“李白之

清真观念的内涵，体现在人格精神上，便是指从现

实功利活动中独立出来，把握人的自然天性，在与

自然的融通感应中获得人格的疏放与自由。作为

一种审美理想，则表现为崇尚清新自然、不假雕饰

的天然美，是一种清人心神、冲淡和谐的美。”[10]

在李白的诗歌中，“清”是他爱用的字眼，如：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见底

何如此？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清溪行》）

“登舻美清夜，挂席移轻舟。月随碧山转，水合

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月夜江行寄

崔员外宗之》）

“吾怜宛溪好，百尺照人。何谢新安江，千寻见

底清。白沙留月色，绿竹助秋声。”（《题宛溪馆》）

“水影弄明色，清光奈愁何。明晨挂帆去，离恨

满沧波。”（《江上遇蓬池隐者》）

他用“清”描绘山水景致，因而山水呈现出一片

清澈透明的境界，其实这也正是他胸中所追寻的那

种晶莹清空之气，清澄、透明而清丽，甚至“清”在他

笔下就是一种感受，因而有“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

水”，“门窥石镜清我心，谢公行处苍苔没”（《庐山谣

寄卢侍御虚舟》）之类的诗句。

南朝诗人谢朓引人注目的风格便是“清”，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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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参透了谢朓诗风的这一特点。所谓“解道澄江

净如练，令人常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李白在这首诗中，将谢朓《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中的

“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化入自己的作品，是一

种认同，一种共鸣，其“解道”所得，亦正是谢朓之

“清”：“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送储邕之武

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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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白诗集谢朓的名字屡

屡出现，李白对他倾注了异乎寻常的情感，那种不

渝之情可见一斑：

“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秋夜板桥浦泛

月独酌怀谢朓》）

“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谢公亭》）

“汉水旧如练，霜江夜清澄。长川泻落月，洲渚

晓寒凝。”（《秋夜板桥浦泛月独酌怀谢朓》）

“三山怀谢朓，水澹望长安。”（《三山望金陵寄

殷淑》）

“曾标横浮云，下抚谢朓肩。”（《赠宣城宇文太

守兼呈崔侍御》）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秋登宣城谢朓

北楼》）

“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

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后人对李白的“清”也有很深的见解，胡应麟在

《诗薮》外编卷四云：“子建、太白，人知其华藻，而不

知其神骨之清。”又说：“诗最可贵者清，然有格清，

有调清，有思清，有才清。才清者，王、孟、储、韦之

类是也。若格不清则凡，调不清则冗，思不清则

俗。王、杨之流丽，沈、宋之丰蔚，高、岑之悲壮，李、

杜之雄大，其才不可概以清言，其格与调与思，则无

不清者。”复云：“清者，超凡绝俗之谓，非专于枯寂

闲淡之谓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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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是李

白诗歌语言的生动写照，也可以说这是李白的好诗

标准。李白反对雕琢，提倡“天然”，即提倡道家的

自然美。自然，包括两方面的意义：“第一，诗中的

思想内容是真实的，感情是诚挚的，绝不是随身附

和的、虚伪的。第二，是用单纯的诗的语言表现出

来，并形成一种自然优美的风格的。”[12]李白在诗中

多次引用“东施效颦”的故事，来表现他的美学观

点：“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

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古风》其三十

五），“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玉壶

吟》）。

李白标举“天然”、“天生”反对“朴散”、“失真”，

他说：“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古来万

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草书歌行》）

“朴散不尚古，时讹皆失真。”（《酬王补阙惠翼庄庙

宋丞赠别》）在创作中李白力求朴实自然，通俗易

懂，他的很多诗运用民间语言，很少雕饰，最近自

然。像李白诗中有名的《长干行》、《江夏行》、《妾薄

命》、《子夜四时歌》、《乌夜啼》、《古朗月行》、《夜坐

吟》、《静夜思》、《赠汪伦》等，都深得民歌风神。如

《三五七言》：“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

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无论

就形式的特点或内容说，这首诗都是学习当时民歌

的作品。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中说：“他作诗也全

任自然。”“李白所作，自然而不觉费力，并且暗示着

超远的境界。”[13]这一评论是非常准确的。

四 诗歌境界：出人意表的“大言”
李白《上李邕》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

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赠

王判官时余归隐居庐山屏风叠》诗中也说：“苦笑我

夸诞，知音安在哉。”在这里，李白指出了自己好大

言、喜夸诞的诗歌特色。出人意表的“大言”形成李

白高大雄伟，无比寥廓的诗歌境界。李白的“大言”

表现在几个方面：

数字的夸大，语言的夸张。《望庐山瀑布》其一：

“挂流三百丈，喷壑散十里。”《襄阳歌》：“百年三万

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上云乐》：“天子九九八

十一万岁，长倾万年杯。”《古风》三十三：“北溟有巨

鱼，身长数千里。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上李

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

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赠裴十四》：“黄河落

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答王十二寒夜独酌

有怀》：“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梦游

天姥吟留别》：“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

城”。

宏观视角而形成宏伟的境界。如“庐山东南五

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望庐山五老峰》）中壮美

境界的描绘；又如《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登高壮

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

波九道流雪山”中雄壮阔大的景象，给人以一种崇

高感；再如：“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月下飞天

镜，云生结海楼”（《渡荆门送别》）、“三山半落青天

外，一水中分白鹭洲”（《登金陵凤凰台》）、“天门中

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望天门山》）中雄伟

壮阔、非凡奇特的意象组合。李白常爱用宏伟的自

然意象，在李白诗集中，运用次数最多的意象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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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云、雪、江、河、海、山、峰等。

言辞虚妄，语言荒诞。如，《登太白峰》：“太白

与我语，为我开天关。”《江夏赠韦南陵冰》：“我且为

君担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日出入

行》：“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涬同科。”

出人意表的“大言”基于李白在感情上对神仙

的向往，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

游”，又说“遥见仙人彩云里，手把芙蓉朝玉京”（《庐

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袁行霈的这段话很能说明

这点：“李白的诗歌语言里还沉淀着道家和方士的

气质和言辞，也可以说是一些仙气。道家喜言宇宙

自然，探讨世界的本原；方士好大言，求神仙，讲长

生。老、庄的著作，以及记载方士之言的汉魏晋南

北朝小说，都常常化为李白的诗语。所以李白诗里

多的是出人意表的大言，冯虚凌空的神仙，虚无缥

缈的仙境。”[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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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into Libai’s Poetics Theory

JING Zhi-ming，HUA Zhi-hong，YE Jun-li
（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13）

Abstract: Libai has permeated his poetic views and poetry standpoint through his poetry creation. This essay
delves into the Libai’s poetic views，claims，and the particular aesthetic taste in poetic criticism on the base of the
Complete Works of LI Tai-bai and the criticism of the schools of thought，and starts with the following aspects，such
as Libai’s poetry ideal，poetry origin，poetry aesthetics，and poetry rea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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