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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京写下《东武吟》

李白赋诗抒发愤懑之情
□马睿

壹
受到青睐

被任命为翰林院供奉

按年份算，李白在翰林院当了三年

的供奉，但若按月份算的话，他在翰林

院只待了一年半（742年秋-744年春）。

而这一年半又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

个阶段。

早期是从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

秋到天宝二年（743年）夏。在贺知章、

玉真公主等人的推荐下，李白在东鲁南

陵(今山东曲阜西南陵城村南庄)（安

旗《东鲁寓家地考》）接到了皇帝召他

入京的圣旨（《南陵别儿童入京》）。他

兴致勃勃地来到了长安(今陕西西

安)，被唐玄宗安排在翰林院当了一名

供奉。这期间，他跟随唐玄宗赴骊山

华清宫泡温泉、在白莲池泛舟、在大明

宫看歌舞、于沉香亭赏牡丹……处于

人生的巅峰。为了报答皇上的知遇之

恩，李白创作了许多歌功颂德之作，比

如《温泉侍从归逢故人》《驾去温泉宫

后，赠杨山人》《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

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宫中

行乐词》《春日行》《阳春歌》等，其志得

意满之态溢于言表。

天宝二年（743年）5月，唐玄宗陪杨

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观赏牡丹，命李白

写下了《清平调词三首》。高力士因曾

受脱靴之辱，便利用伺候杨贵妃的机

会，故意曲解李白“借问汉宫谁得似，可

怜飞燕倚新妆”的诗句，诬陷李白把杨

贵妃比作汉朝行为放荡的皇后赵飞燕，

是蓄意讽刺杨贵妃。杨贵妃听了高力

士的话，非常生气，便在唐玄宗面前一

再讲李白的坏话，因此唐玄宗渐渐对李

白也看不惯了（李濬《松窗杂录》、李昉

《太平广记》、阮阅《诗话总龟》、计有功

《唐诗纪事》）。

中期是天宝二年（743年）夏到天宝

三载（744年）正月初五。“杨贵妃对李白

不满”的消息没多久便尽人皆知。此

后，同僚对李白的态度便凉了起来，李

白在翰林院的处境也每况愈下，翰林院

也不再安排李白随驾外出。既然如此，

他和唐玄宗见面的机会就没了。

翰林院平常是二人值夜班，节假日

则是一人值夜班（白居易《与钱员外禁

中夜直》《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

忆元九》），以便处理紧急事务。由于

不再伴驾，李白索性在长安附近四处

游玩。华山、杜陵、金城县……都留下

了他的足迹，他先后写下了《西岳云台

歌，送丹丘子》《夕霁杜陵登楼寄韦繇》

《同族弟金城尉叔卿烛照山水壁画歌》

等诗篇。

虽然李白的政治嗅觉很迟钝，但时

间久了也知道是杨贵妃在唐玄宗耳边

说了他坏话。于是，李白便借古讽今，

通过批评商纣王宠妃妲己、周幽王宠妃

褒姒，以及对汉太后吕雉、秦太后赵姬

等的讽刺，影射杨贵妃（《雪谗诗赠友

人》），以泄心头之恨。李白还写了很多

描写弃妇、怨妇的诗，比如《夜坐吟（冬

夜夜寒觉夜长）》《秋夜独坐怀故山（小

隐慕安石）》《古风·其四十九（美人出南

国）》《古风·其五十六（越客采明珠）》

《感遇·其三（昔余闻姮娥）》等，自比受

冷落的美人，频频宣泄胸中冤屈，希望

能重获唐玄宗的信任和重用。

贰
晚期失宠

写诗借古讽今抒发愤懑

晚期则是天宝三载（744年）正月初

五以后。唐玄宗天宝二年（743年）冬，

文坛领袖、秘书监贺知章大病一场，医

生诊断是酗酒过度（冯贽《云仙杂记》卷

五）。病愈之后，贺知章便向朝廷申请

告老还乡。

天宝三载（744年）正月初五这一

天，为了感谢贺知章教育皇子多年的功

劳，唐玄宗特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告

别仪式，不仅诏赐镜湖剡川一曲，而且

亲作御制诗相赠，同时还让皇太子及文

武百官前往送别（彭定求《全唐诗》卷三

《明皇帝》之李隆基《送贺知章归四明并

序》）。众所周知，李白能当上翰林供

奉，主要是靠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举

荐。玉真公主因为修道常年云游四方，

经常不在长安。而贺知章一走，李白便

失去了在朝廷内唯一的靠山。过去，翰

林院同僚即使对李白有所不满，但看在

贺知章面子上，不好说什么。而当贺知

章一走，众人对李白的不满便公开爆

发。朝野皆知，贺知章曾宣称李白是

“谪仙人下凡”，贺知章走后，大家就用

此语来讥讽、调侃甚至挖苦李白。

文人爱名誉胜过爱性命，李白是个

特别要强的人，哪里受得了这奇耻大

辱。在这一时期，李白写了大量的《古

风》诗，比如《古风·其十二（松柏本孤

直）》《古风·其二十一（郢客吟白雪）》

《古风·其三十七（燕臣昔恸哭）》《古风·
其四十（凤饥不啄粟）》《古风·其四十二

（摇裔双白鸥）》《古风·其四十三（周穆

八荒意）》……他以一种近乎疯癫的态

度，不断反击着同僚们的讥讽、挖苦、洗

刷与调侃。

除了作诗外，能让李白暂时忘却烦

恼的另一个办法就是疯狂地酗酒。这

方面的史料，比比皆是。当时“丑正同

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公乃浪迹纵酒以自秽”（李阳冰《草堂集

序》）；“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富”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

碑》）；“其放浪于麯生柔曼，醉月迷花，

特讬而逃焉耳”（王樨登《李翰林分体全

集序》）……对李白来说，此时的翰林院

简直就是巨大的牢笼，每天一跨进银台

门便感到无比的压抑、煎熬和痛苦，他一

刻也待不下去了。临界点很快就到了。

叁
仕途失败

却成就更多千古名句

一次，宫里举办宴会。皇家乐队表

演了一支《雉子舞》。美丽的宫女惟妙

惟肖地模仿着雉鸟的各种动作和神态，

引得众人不断喝彩。李白看到这一幕

后，顿时就联想到了自己的处境——他

终于爆发了，愤然写道：“乍向草中耿介

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

雉子斑曲辞》）。这支舞曲帮李白下了

决心，上书辞职。

唐玄宗早就烦李白了，只不过碍于

贺知章和玉真公主的面子，不好撵他

走。如今收到辞呈，毫不犹豫就准了。

为了显示自己的宽宏大度，唐玄宗还特

地打招呼让李白到户部去支一笔路费

（赐金放还）。当李白最后一次离开皇

宫金马门时，蓦然回首，万般滋味涌上

心头：想当初，我接到诏书辞别家人时，

高呼“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

人！”，左邻右舍都羡慕不已，痛痛快快

出了一口窝囊气（《南陵别儿童入京》）；

想当初，我正是穿过这道金马门，来到

宫中与陛下见面。万岁爷当时对自己

格外青睐，连去骊山泡温泉都指名点姓

带我一道去（《侍从游宿温泉宫作》）；想

当初，陛下怕我写诗时笔尖被冻住，专

门安排几十名宫女轮流呵气（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想当初，从骊山

一回长安，王公贵族纷纷邀我赴宴，求

我替他们多多美言（归来入咸阳，谈笑

皆王公）；想当初……此时李白灰溜溜

地离开长安，岂能不作诗遣怀？遂写下

了这首《东武吟》。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李

白终于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他毕生都念

兹在兹的翰林院、白莲池与温泉宫。对

于仕途来说，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但

对于诗歌来说，却是一次革命性的淬炼

和飞跃。如果继续待在翰林院，李白是

永远也写不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

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

思》）这些千古佳句的。

其实，李白毕生都对唐玄宗有一个

误会。他始终觉得唐玄宗不重用自己

是听信了高力士、杨贵妃、张垍等奸佞

小人的诬陷。直到晚年，他都对唐玄宗

心怀幻想，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得到唐

玄宗的重用（《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上

皇西巡南京歌》《天马歌》等）。殊不知，

这一认知障碍害苦了李白。

唐玄宗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尽管

晚年沉溺女色，酿出了“安史之乱”，但

他作为政治家，识人用人的本领还是很

厉害的。从一见面，唐玄宗就认定李白

不是当官的料（非廊庙器），并且还说：

“此人固穷相”（段成式《酉阳杂俎》卷

十二《语资》）。之所以不用李白，说到

底，还是唐玄宗从一开始就只是把他

当作一个文学弄臣看待。当然，事实

也证明，李白确实不是当官的料，只适

合写诗。

陕西西安华清宫唐星辰汤遗址。
新华社资料图片《东武吟》

好古笑流俗，素闻贤达风。方希
佐明主，长揖辞成功。白日在高天，回
光烛微躬。恭承凤凰诏，欻起云萝
中。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君王
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乘舆拥翠盖，扈
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入新
丰。依岩望松雪，对酒鸣丝桐。因学
扬子云，献赋甘泉宫。天书美片善，清
芬播无穷。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
公。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客
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犹可倚，不
惭世上雄。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

终。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翁。

天宝三载（744 年），李白被
唐玄宗“赐金放还”，他离开

长安之际，写下《东武吟》遣怀：我信而
好古，世俗之风看不顺眼，一心仰慕贤
达之风。希望能够辅佐明主，功成之后
再长揖而去。皇帝像高悬天空的白日，
光辉有幸照到我身上。我恭承皇上的
诏书，起身草莽中，奔赴长安。从此后
在皇帝身边，在皇宫自由出入。由于君
王的宠爱，使我声名鹊起，如凌烟虹。
常履从天子的乘舆，进出于长安城东的
温泉宫中。我骑着宝马来到这风景优
美之地，身穿锦衣进入新丰镇。在骊山
温泉宫里，有时游山逛景望松雪，有时
在筵席上喝酒弹琴。也曾像汉代
的扬雄献赋甘泉宫一样向皇
上献赋。皇上御笔亲批对
我的“雕虫小技”加以
肯定，我的美名从此
朝野尽知。从温泉
宫回到长安，王公权
贵争相交结，好不热
闹。一旦我朝别金
马，辞京还山，就如
同一株蓬草一样随
风飘落，门前宾客日
稀，案上酒杯已空。
但我自觉才力犹堪
一用，与当世之雄才
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闲来作一曲《东武吟》，曲终
而意未尽，书此诗向诸知己告
别，从此吾将像黄绮翁（商山四皓
之一）一样，隐居山林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