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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真正作者究竟是谁？

南宋杨湜在其撰写的《古今词话》中记

载道：“蜀人《将进酒》，尝以为少陵诗，作《瑞

鹧鸪》唱之：‘昔时曾从汉梁王，濯锦江边醉

几场。拂石坐来衫袖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当初酒贱宁辞醉，今日愁来不易当。暗想旧

游浑似梦，芙蓉城下水茫茫。’”从这段记载

可以看出，杨湜认为这首诗曾经被人们误认

为是杜甫所作。但深入探究诗句内容，《将

进酒》所描绘的场景，是诗人曾经跟随当时

权贵在成都锦江之边开怀畅饮、沉醉于欢乐

时光的画面，诗中的地域特色和生活场景明

确显示出这无疑是蜀人所作。况且，“曾从

汉梁王”这一经历与杜甫的生平事迹完全不

符，杜甫一生并未有过这样的经历。那么，

这首诗的真正作者究竟是谁呢？

幸运的是，王安石撰写的墓志铭和周麟

之的《海陵集》为我们揭开了这位神秘作者

的身份面纱。周麟之，字茂振，海陵（今江苏

泰州市海陵区）人，在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

年）考中进士，此后仕途顺遂，先后担任起居

舍人，历经擢升，做到了兵部侍郎、直学士

院、给事中、知制诰、翰林学士，最终官至同

知枢密院事。在他所著的二十三卷《海陵

集》卷一中，有一首七言古诗《呈郫人李佥

判》，诗中写道：“锦江烟水春茫茫，锦城游宴

歌舞狂。酒酣缓辔踏花去，尚说当年先侍

郎。后来游宦家因徙，子孙不复归桑梓。世

居淮海二百年，路隔关山七千里……”在这

首诗的下方，周麟之自注道：“家本郫人，先

侍郎仕孟蜀日，有‘踏花归去马蹄香’之句。”

此外，在《送吕道人》一诗中，其自注云“先

侍郎仕孟蜀王为翰林学士，有‘拂石坐来衫

袖冷，踏花归去马蹄香’之句传于世，尝隐居

青城山。”同样在这一卷的《寄伯父元举》中

又提到“我家百笛门，族望甲乡国。堂堂六

世祖，名在碧落籍。”综合这些线索，可以清晰

地推断出，“踏花归去马蹄香”一诗是周麟之

二百年前的六世祖所作。其先祖原本是郫县

人，在后蜀孟昶统治时期，担任翰林学士，官

至侍郎，还曾隐居于青城山。后来，后蜀灭

亡，周氏家族入宋为官，其先祖官至知泰州。

而在王安石为姑丈周彦先撰写的《右侍

禁周君墓志铭》中，我们又进一步得知，周彦

先为蜀人周述之孙，也就是说，周述正是周

麟之的六世祖。至此，“踏花归去马蹄香”

的真正作者——后蜀时期的成都郫县人周

述，终于从历史的尘埃中浮出水面。

作者身世与诗句创作背景

周述，字敬述。在王安石所撰写的墓志

铭以及清代夏荃所著的《宋海陵周氏世系

图》《周氏世系考》中，均称其为“周敬述”。

追溯周氏家族的历史，在隋朝时期，周氏先

人从华阴迁徙至蜀地，从此在这片土地上扎

根繁衍。

后蜀末代皇帝孟昶（934年-965年）在

位期间，对文学和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他时常与词人相互唱和，在他的倡导和推动

下，成都的文学事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黄金

时期。周述凭借自身卓越的才华，“以文章

知名”，很快便引起了孟昶的注意，并得到了

孟昶的赏识与重用，“累授官资”。

在这一时期，周述的生活可谓丰富多

彩，他频繁参与各种文士聚会，与当时的文

人雅士交流切磋，共同推动着成都文学的繁

荣。例如，当时后蜀彭州刺史安思谦在天台

山禅院组织了一次联句活动，周述欣然赴

会，在活动中留下了“树老中庭寂，窗虚外境

澄”的佳句。这两句诗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

庭院中老树的静谧以及窗外环境的澄澈，通

过实景刻画巧妙传达出了禅境的清幽深远，

字里行间充满了宁静致远的悟道之意，其风
格与唐诗的韵味极为相似，展现出了周述深
厚的文学功底。

然而，世事无常，后蜀的繁荣并未长
久。广政二十七年（964年），北宋军队挥师
南下，对后蜀发起了进攻。仅一年后的广政
二十八年（965年)，后蜀末代皇帝孟昶无力
抵挡北宋的强大攻势，最终奉表出降，曾经
繁华一时的后蜀宣告灭亡。随着后蜀的覆
灭，周述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不

得不归降北宋。此后，在977年，周述开始

担任太子中允一职，到了1003年，又出任泰

州知事。

再看周述所作的《将进酒》，从首句“昔

时曾从汉梁王”便可以感受到，这是一首饱

含深情的追忆之作，诗中以汉代梁王的典

故，代指昔日交往的权贵或友人，通过诗句

回忆当年在后蜀皇城与友人诗酒流连、尽享

太平的美好往事。诗中描绘了在春天的美

好景色里，诗人坐在石头上，微微感到衣衫有

些凉意，而当他骑马经过缤纷的花朵踏上归

途时，马蹄上也沾染了淡淡的花香。然而，时

过境迁，如今的诗人只能在回忆中感叹过去

的美好，面对现实的种种忧愁，却发现难以排

解，一切仿佛都如梦一场。最后，诗人站在曾

经开满芙蓉的成都城下，望着眼前烟水茫茫

的景象，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慨与惆怅。

深入分析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我们不难

发现，入宋之后，从政的周述身处新的政权

之下，若公然怀念故国，无疑是一件极具风

险的事情。因此，从诗中的情感基调以及当

时的政治环境来推断，此诗应当创作于后蜀

国力逐渐衰败之际，大约在广政二十七年前

后。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周述目睹了后

蜀的衰落与变迁，心中满是对往昔繁华的怀

念以及对现实的无奈，于是借由这首《将进

酒》抒发自己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

遗憾的是，由于这首诗歌中饱含着对后

蜀生活的强烈追怀之情，在当时敏感的政治

环境下，不便大肆传扬。就这样，这首佳作

在历史的长河中沉寂了下来，直到180多年

后的南宋，才被周述的六世孙周麟之重新提

及。然而，尽管周麟之在仕途上一路高升，

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但他在诗名方面却并不

显著，其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这也导致了

“踏花归去马蹄香”这句诗的作者身份在后世

引发了无数争议和猜测。南宋李龏（gōng）在

《梅花衲》集句中认为“踏花归去马蹄香”为唐

代诗人胡曾所作；明代蒋一葵在《尧山堂外

纪》中将此句归为苏轼的作品；元代龙山祖

阐重编《禅宗杂毒海》时，将此句诗收入到宋

释如琰的诗作之中；明代陈耀文辑《花草粹

编》则把“踏花归去马蹄香”署名为“京师

妓”。但只要我们仔细研读原诗，其中“昔时

曾从汉梁王，濯锦江边醉几场”这两句，便明

确无误地表明了诗人所生活的时间和具体

地点正是后蜀时期的成都。这些确凿的诗

句证据，如同坚实的基石，有力地证明了

“踏花归去马蹄香”的真正作者就是后蜀时

期的郫县人周述。

历经岁月的洗礼与历史的变迁，“踏花

归去马蹄香”这句诗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

力，而它背后作者周述的故事，也为这句诗

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与传奇色彩。通过

对周述身世以及诗作波折历程的深入探究，

我们不仅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这句诗的创

作背景和情感表达，也仿佛穿越时空，领略

到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以及文人墨客们

的才情与风骨。

“踏花归去马蹄
香”，这句灵动优

美、意境深远的诗句，
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中华文化的长河中
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为
人耳熟能详。而它之
所以广为人知，与宋徽
宗选拔天下画工的一
段逸事有着莫大关联。

南宋俞成在其著作
《萤雪丛说》中记载：宋徽
宗政和年间，大力建设画
学，采用太学的选拔方法
来补录四方画工，考试
以古人的诗句作为命
题。其中一次考试，题
目便是“踏花归去马蹄
香”。这一题目极为抽
象，“香”本是无形之物，
难以用画面直接呈现，
如何能将其生动地展现
出来，让画作显得亲切而
富有韵味，着实考验画工
的才情与创造力。

众多画工绞尽脑
汁，却难以找到理想的
表达方式。然而，有一
位画工独具匠心，他的
画作别出心裁，画面中
并未直接描绘香气，而
只画了数只蝴蝶追逐马
蹄翩翩飞舞。这一巧妙
的构思，以蝴蝶对花香
的追逐，侧面烘托出马
蹄上沾染的花香，将“马
蹄香”这一抽象的概念
具象化，生动形象地表
现了出来。此画一出，
技压群雄，果然在众多
作品中脱颖而出，中了
魁选。也正因这次画学
考试的佳话，“踏花归去
马蹄香”这句诗被更多
人所熟知，在民间广泛
流传。

然而，这句诗的最
初出处，自南宋以来却
一直迷雾重重，众说纷
纭。在体裁方面，就存
在着酒令、绝句、词、律
诗等多种不同的说法。
而关于作者，更是争议
不断，有人认为是杜甫，
有人主张是胡曾，还有
人觉得是苏轼，甚至有
将其归为京师妓、释如
琰、鬼仙以及蜀人等各
种观点。在这诸多猜测
与争议之中，却鲜有人
知晓，这句诗的真正作
者乃是郫县（今成都郫
都区）人周述。

在宋画《晴春蝶戏图页》上，有清乾隆皇帝题诗：“宣和画院曾经试，何未明
拈逐马蹄”。 图据故宫博物院官网

“踏花归去马蹄香”
成都诗人周述的诗意人生

□许永强

公 告
患者田生，男，29岁，身份证号
210422******2715,于 2025年 6
月 9日 00时 28分在核工业四
一六医院因病不幸离世。请患
者直系亲属务必于 2025年 6月
24 日前联系核工业四一六医
院，配合处理相关事宜，电话
028-84771214(医患办)。

核工业四一六医院
■郫都区梓苑农耕旅店遗失黄
群瑶法人章一枚，编号：51012
45135362，声明作废。
■吴珍遗失崇州市元通镇麒麟
街60-1号国有直管公房的租用
证及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编号：
崇房租字 0104号，声明作废
■郭玉梅遗失崇州市元通镇麒
麟街 50-5号租用证及租凭合
同，合同编号崇房租字 0099
号，声明作废

■杨晓琼遗失崇州市元通镇
双凤街 21号国有直管公房租
用证及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编
号：（崇）房租字（0109）号，声明
作废。
■江万谋遗失崇州市元通镇增
幅横街 7号国有直管公房的租
用证及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编
号：（崇）房租字（0124）号，声
明作废。
■蒋玉辉遗失崇州市元通镇麒
麟街 67号租用证及租凭合同，
合同编号，崇房租字 0126号，
声明作废
■唐永建遗失崇州市元通镇麒
麟街 60号国有直管公房租用
证及房屋租赁合同，编号：崇房
租字（0130号），声明作废
■四川波加曼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胡善治法人章（编码：51010
76406794）遗失，声明作废。

■何全明位于崇州市元通镇新
街 77号国有直管公房，承租人
租用证及房屋租赁合同 (合同
编号：（崇）房租字（0086）号）
遗失,声明作废
■高大全遗失崇州市元通镇增
福街 58-2号国有直管公房租
用证及房屋租赁合同，合同编
号：（崇）房租字（0125）号），声
明作废。
■成都市中成永诚建筑材料有
限责任公司杨瑞法人章（编号：
5101135133730）及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135133729）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祥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公章（印章编码：51010550697
67）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众安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原法人章周志强（编码：510107
9972098）印销章证明遗失作废。

■四川智创一品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 510107524092
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若克科技有限公司工会
委员会谭友生法人章（编码：51
01140004228）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鑫亿达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成都分公司财务章（编码：51
0185012552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桂亭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章 (编码:5101259905651)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汪继云遗失崇州市元通镇麒
麟街 (小区)144号国有直管公
房租赁合同，编号：(崇)房租字
(0115)号，声明作废。
■高新区士杰唯建材店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
100MA6BNYJ662)正副本,公章
(编号:5101096585004)遗失，
声明作废。

■成都正茂聚兴电力成套设备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13
522558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三互鼎盛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55518
05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佳盟亿事通科技有限公
司祝彩霞法人章编号 5101008
046160印章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四川鑫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22594663767M）正
副本、公章编号：51012250197
72、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25
019773、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
229919575、吴开富法人章编
号：5101160049049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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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幼儿园及配套设施（中车配套幼儿园建设工程项目）项目业主及相
关人员：

我公司在成都市成华区二仙桥北路31号（中车成都公司成华厂
区）修建的幼儿园及配套设施（中车配套幼儿园建设工程项目）项目
已建设竣工，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公示内容张贴于幼儿园
及配套设施（中车配套幼儿园建设工程项目）大门口处，公示时间为
2025年6月19日至2025年6月26日。特此公告。

成都成华棚户区惠民改造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6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