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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在当涂，李白病重时，向李阳冰交代后事，
并将草稿托付给他， 希望他在自己去世后编定
诗集并作序。 李阳冰一一应允。 次年春，李白的
病神奇地好转了一些———其实就是回光返照。
他最后一次出游，目的地是当涂南边的宣城。 在
宣城起伏的山峦间， 他又一次看到了漫山遍野
的杜鹃花。 春阳下灿烂的杜鹃花，让他想起了与
它同名的鸟儿，也想起了故乡四川。

杜鹃花转瞬即谢，如同春天眨眼而过。63 岁
的李白走到了人生尽头。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 763 年），安史之乱
终于画上了句号，吐蕃却侵入长安，即位不久的
唐代宗只得逃往陕州。

这一年，高适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是有
名有实的封疆大吏；杜甫则从成都移居梓州，在
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写
下生平第一快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无论人间值得与不值得， 李白在之前一年
已经辞别人间。

作为诗人，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首诗是《临
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
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到底是什么疾病终结了李白的肉体生命，

历史语焉不详，大多是“以疾卒”“以病终”之类
的只言片语。 晚唐诗人皮日休则明白无误地说
李白“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 什么是“腐胁
疾”呢？ 对此，我以为郭沫若的推测比较有道理：
“腐胁疾，顾名思义，当是慢性脓胸穿孔。 脓胸症
的病因有种种，酒精中毒也是其中之一。 李白在
上元二年的发病，估计是急性脓胸症。 病了，没
有得到适当的治疗，便成为慢性。 于是，肺部与
胸壁之间的蓄脓，向体外腐蚀穿孔。 这可能就是
所谓‘腐胁疾’了。 ”

令人叹惜的是， 李白似乎对他死于酒精中
毒的命运有所预感。 他晚年经常到一个姓纪的
老者那里买酒，纪老者几十年来都靠酿酒为生，
李白为他的酒倾倒，两人成了朋友。 后来，纪老
者辞世，李白于 761 年写了题为《哭宣城善酿纪
叟》的诗：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
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
夜台没有李白这样的酒中知音， 纪老者你

酿出的美酒又卖谁呢？ 一语成谶，很快，李白就
循着那缕酒香追寻纪老者去了。

一辈子厌恶平庸的李白终于在平庸中死
去———除了他不朽的诗文。 偏偏，在他生前，他
并未太把这些诗文当成一回事， 至多只是叩开
官场的敲门砖。 偏偏，在他身后，却是这些诗文

让他永垂不朽。
在一些民间传说里，李白的死要浪漫得多。

人们说他乘着酒兴跃身到江中捞月亮， 月亮没
捞着， 诗人骑着鲸鱼成仙而去———这个故事说
明， 善良的人们总是希望他们热爱的人在天地
间得到永生。 殊不知，正如梵高说的那样：只要
活着的人还活着，死去的人也活着。 对于李白，
我们也不妨下一定论：只要人类还存在，只要汉
语还存在，他就永生。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这是我们的祖
先曾经困惑不已的问题， 对短暂的肉体生命而
言，或许精神世界可以长久，至少可以存留得更
久。

所有的人都得死，只有在死亡面前，人类才
真正平等。 唯有因为死亡，生命也才变得珍贵且
富于意义。

李白并不是一个畏惧死亡的人，生亦何欢，
死亦何惧， 这原本是中国大儒们追求的崇高而
淡泊的境界，李白亦然。 唐朝是一个诗人遍地的
时代， 也是一个诗人非正常死亡比较多的时
代———比如王勃因渡海溺水惊吓而死， 卢照邻
不堪疾病折磨投水而死， 李贺穷青春之精力作
诗呕血而死。 与之相比，李白的死要平静得多。
人类寿命普遍不高的古代， 李白能活一个甲子
以上，算得上善终了。

因此细细探寻李白到底病死还是醉死，抑
或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溺死，意义都不大。 我感兴
趣的是李白墓地。 李白墓地竟然有三处之多。

第一处墓地在长江采石矶边。 宋人赵令畤
的《侯鲭录》载：“太白坟，在太平洲采石镇民家
菜圃中，游人亦多留诗。 ”南宋程大昌的《演繁
露》也说：“采石江之南岸田畈间有墓，世传为李
白葬所。 累甓围之，其坟略可高三尺许。 前有小
祠堂，甚草草，中绘白像，布袍，裹软脚幞头。 ”

不过， 采石矶边的这座墓， 乃是李白衣冠
冢。 它呼应的正是李白在江上捉月而死的民间
传说。 今天，衣冠冢被圈入采石公园范围。 圆形
的坟前， 一块汉白玉石碑上， 是林散之书写的
“唐诗人李白衣冠冢”。

李白晚年流连于当涂山水， 绝壁临空的采
石矶是他经常前往之地。 采石矶又名牛渚，历来
是兵家必争之地。 晚年李白曾有一首《夜泊牛渚
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
诗中所说的谢将军， 乃是东晋时镇守牛渚

的名将谢尚，此人慧眼识才，举荐了“少孤贫，以
运租自业”为生的袁宏而传为美谈。“余亦能高

咏，斯人不可闻”，烈士暮年的李白心里仍然放
不下那一份怀才不遇的苦闷。 谢尚那样的伯乐
江流一般远逝了，只留下这个鱼龙混杂的江湖。
李白感觉到了无边的寂寞和阴冷。

第二处墓地在龙山。 龙山位于安徽当涂东
南 12 里，因山势蜿蜒若龙而得名。 范传正的《李
公新墓碑序》称，他任宣、歙、池等州观察使时曾
访得李白的两个孙女， 她们告诉他：“先祖志在
青山，遗言宅兆，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
而非本意。 ”李白生前因喜欢青山的风景而希望
葬在青山，但由于“顷属多故”———多半是经济
原因———又不得不暂殡龙山。

和采石矶一样， 龙山同样是一个曾经的风
流雅聚之地。 东晋时，名士、大司马桓温曾与手
下官员们于九月九日在此宴集， 在座的有参军
孟嘉。 孟嘉酒喝多了， 帽子被吹到地上也不知
道，桓温令人把帽子悄悄藏起来，然后叫孙盛作
文嘲之。 孟嘉即席以文作答，挥毫立就而文辞优
美，四座为之嗟叹，孟嘉帽也就成了一个著名典
故。

这些先人的风流故事，李白当然烂熟于胸。
他甚至也像距他几百年前的桓温一样和朋友在
龙山聚饮，并有《九日龙山饮》为证：

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
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
第三处墓地在青山， 也就是今天我们熟知

的当涂李白墓园。 青山又名青林山，在当涂县东
南 30 里。 李白殡于龙山 55 年后，他昔年好友范
伦的儿子范传正被任命为管辖宣城等地的地方
官，此人和李诗爱好者、当涂县令诸葛纵一道，
将李白改葬青山。 新坟“西去旧坟六里，南抵驿
路三百步，北倚谢公山，即青山也”。 至此，李白
的遗愿成为现实。

青山同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山之一。 此
山左带青山河，右与龙山遥遥相对，峰峦晴翠，
林壑优美。 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曾在青山上修建
别墅，与人把盏言欢，故得名谢公山。 谢朓死后，
人们将其别墅改建为祠。 谢朓祠与李白墓相距
仅十几里。

多少年来，人类总是追寻生命的意义。 所谓
生命的意义，按我的理解，就是人类用来抵抗虚
无的力量。 于李白，他所设想过的生命的意义也
许是出将入相，建功立业；最终，命运女神赐予
他的却是诗歌，是那些闪烁性灵之光的文字。 借
助不朽的文字，李白抵抗了虚无，他的生命有了
掷地有声的重量。

古人曾说， 世间最令人叹息的事莫过于英
雄末路，美人迟暮。 其实还得加上另一条，那就
是祖先声名显赫，后代却泯如常人。

宋朝诗人曾巩也是李白的粉丝， 他拜谒了

李白墓园后由衷地感叹诗人身后寂寞凄清：“曾
无近属持门户，空有乡人拂几筵”———曾巩陈述
了一个在古人看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李白没有
后嗣。

如前所述，李白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正室许
氏所生的伯禽， 一个是同居女子鲁妇所生的颇
黎。 关于颇黎，除了这个奇怪的名字，再没别的
记载。 至于伯禽，其平淡的一生，与任何一位乡
间老农没多大区别。

元和十二年（公元 817 年），范传正到龙山
为李白扫墓，眼前一派凄凉。 仅仅半个世纪的光
阴，李白坟上早已杂树丛生，乡人在这里打柴割
草， 放牛牧羊。 范传正一面派人为李白洒扫设
供，一面四处寻访他的孙女，也就是伯禽的两个
女儿。

直到四年后， 才终于找到了这两个没留下
名字的李白后人，此时两人皆出嫁，一个嫁给陈
云，一个嫁给刘劝，都是普通农民。 范传正把她
们请来相见时，她们“衣服村落，形容朴野”，但

“进退闲雅，应对详谛”，还隐约留有书香门第的
残余。

李白的两个孙女为范传正讲述了她们的凄
苦身世：“父伯禽，以贞元八年不禄而卒。 有兄一
人，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 父存无官，父殁为
民，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 无桑以自蚕，非
不知机杼；无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穑。 况妇人不
任布裙，粝食何所仰给，俪于农夫，救死而已。 久
不敢闻于县官， 惧辱祖考， 乡闾逼迫， 忍耻来
告。 ”

祖父一世英名，却不能给子孙一点余荫。 而
父亲老死乡间，兄长离家出走，这两个可怜的弱
女子只得嫁给目不识丁的农民为妻， 以求混得
一碗饭吃， 苟全性命于荒诞人间。 李白泉下有
知，该会是怎样的伤痛和无奈？

范传正劝李白的两个孙女改嫁， 他可以出
面为她们找更好的人家———没有程朱理学束缚
的唐代，妇女改嫁再嫁是很普通的事。 但她们婉
言谢绝了：“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 在孤穷，既
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门。 生纵偷安，
死何面目见大父于地下？ ”

当李白的两个孙女于 840 年左右相继去世
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李白的亲人了。 代表李
白留在世上的，是他那几卷雄奇的诗文，它们是
另一种无言的存在，提示我们：在唐代，在中国，
有一个诗人，他的名字叫李白，他曾经有过这样
一种难以企及的人生……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十三）

聂作平

夏日炎热，有扇则清凉。 人们喜
欢风，仿佛是天性。 风似乎一并吹去
了烦恼。夏夜得凉，扇把翩翩；戏台繁
华，折扇跳跃；风流书画，作于扇面。
扇子，早已脱离了风的羁绊，浸染了
人间琐事。

我独爱夏天，因为在跳动的阳光
下，有把扇子阻挡光热，带来缓解燥
热的凉意风儿，而奶奶，总是那个执
扇的人。

小时候的情景一一浮现，夏日的
夜里， 滚烫的空气与蚊虫的叮咬夹
杂，奶奶总会细心地关上纱窗、点燃
蚊香，用她那把结实的蒲扇为在浅梦
中的我扇风。奶奶扇的风比空调冰冷
的风轻柔许多。 睡梦里，我仿佛听见
了她为我唱的儿歌， 让我安心如梦。
有了奶奶的蒲扇，汗津津的身体都变
得凉呼呼的， 蚊子早不敢来侵扰了。
奶奶与她的蒲扇，陪伴了我一个又一
个美好的夏夜， 她高举蒲扇的手肘，
从此成了我对夏夜回忆的标签。

提起扇子，总能记起奶奶在电视
里看的戏曲，小小的扇子在手里翻出
了许多花样。团扇，各具情志：有的是
跳动的火光； 有的如活泼的小鹿；有
的静若处子。 折扇， 是儒生手中的
“仁”，是侠客心中的“义”，是君子眼
中的“礼”。奶奶总是笑眯眯地向我讲
述戏中的故事，告诉我做人的道理。

曾记得，奶奶珍藏着一把画着兰
花扇面的折扇。清新淡雅的兰花在风
中摇曳生姿，甚为可爱。 兰花图旁的
题字刚劲有力、美观大气。 奶奶喜欢
书画，爱好祖国古典艺术的美，她希
望中国许多优秀的文化都能很好的
传承和发扬下去。

现在正值盛夏，每当天气炎热难
耐时，我都会想起奶奶手中那把摇曳
的蒲扇， 以及摇曳在清风中的故事
……

（作者系巫山县初级中学 2023
届 15班学生。 指导老师：易春容）

扇
陆姝彤

当阳大峡谷位于重庆五里坡世界自然遗产
地腹心，从巫山县城码头乘坐快艇穿行巫山小三
峡， 再换车行走 50 多分钟， 即可抵达当阳大峡
谷。

或许你会说，小三峡风光足以让自己痴迷不
前，那还有动力去往它处。当阳大峡谷之幽奇，定
会让你舍弃眼前的景致。 无论你是慕名而往，还
是无心而至， 你都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惊
叹当阳大峡谷风光之幽奇。

时值盛夏，去往当阳大峡谷寻幽纳凉当属首
选。峡谷长约 50 公里，时宽时窄，宽时数丈，窄时
几米。 谷底一边是溪水潺潺，一边是公路沿着河
床蛇形向前。两侧山峰对峙而立，试比高低，时而
向内挤压而来，时而向外拉伸而去，让你在紧张
和舒缓之间不停地转换心情。 抬头仰望，山峰高
耸入云，且绵延开去，不知是天空在抚慰山峰，还
是山峰在托举天空，总之是浑然一体。脱去鞋子，

挽起裤腿，将双脚没入水中，惊得小鱼儿一股溜
儿躲在石头下，探出头来窥探我们。 拾起一个光
洁多彩的鹅卵石，捏在手中，似乎是在触摸大自
然最细腻的肌体。 谷风吹来，水草悠闲地摇动着
嫩绿的叶，在阳光的照耀下，绿的耀眼。

戏鱼弄虾之后，最兴奋地莫过于峡谷观赏瀑
布。令人惊奇的是，瀑布竟然从半山腰倾泻而出，
溅珠吐玉，勇猛地直扑水潭，好一番“疑是银河落
九天”的蔚为壮观。 在这里，不同它处的是，有高
瀑、中瀑之分，高瀑是诗情，中瀑充满画意。 观中
瀑，山岩呈罩形，瀑布沿岩壁飘泻而下，水雾空
濛，晶莹剔透，适宜躲进水洞向外看，在阳光的照
射下，似珠光闪闪的水帘。 透过水帘观看对岸青
山，似“雾中观花”，似景非景，似物非物，恰似一
幅秀丽的风景水墨画。

如果说瀑布是在歌唱，那么婉转动听的鸟鸣
则是这峡谷的代言。峡谷清幽，草木清香，内心澄

澈，倘若打坐，诵读一首诗篇，把内心的崇尚和眼
中的赞美诵读给这幽奇的峡谷，那回音中的崇尚
和赞美，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回赠。

在这峡谷深处找不到刀耕火种的点滴痕迹，
但可以找寻到四季更替留下的印痕。如果这里不
幽奇，它们肯定会去选择远方。 奇花异草遍布峡
谷，它们选择了时光，把芳香和美留给了和风细
雨；郁郁葱葱的树顽强地生长在怪石嶙峋，它们
选择了岁月，把生命和向往留给了风霜雨雪。 这
里的生命，它们都遵从自然，顺从岁月，在这里选
择生根发芽，选择在这里凋谢重生。 风带走的是
内心对美好的向往，则雨滴留下的是对故土的一
片痴念。

每一座山峰都有它的故事，每一座山峰都有
它的向往。 旗帜山堪称当阳大峡谷山峰一绝，站
在旗帜山的正面，其山像两面旗帜，旌旗猎猎，仿
佛能听见战鼓声、金戈声、人喊马嘶声，让人震

撼。如果空中俯瞰“薄刀梁”，奇的令人惊叫，一片
片银白色的山岩斜插在半山腰，薄如刀片，刀口
直立向上，看起来锋利无比，又像是薄如羽翼的
翅膀，在振翅飞翔，周围茂盛的树木加以遮掩，刀
锋若隐若现，寒气逼人。 移步异景，“猫儿岩”“狗
儿石”“白马峰”“一线天” 等的景观令人叹为观
止。“阎王鼻子”“鬼门关”这些蜀道中令人闻风丧
胆的“险关”让我们充满无限好奇。 欣赏山峰，一
定要听一段关于山峰的传说，赋予神秘色彩的山
峰，最值得远观，它会带领我们更加敬畏自然，想
起过往，追忆曾经，珍惜现在。

当阳大峡谷，碧水悠悠，绿藻依依，碧潭深
幽，苍崖翠壁，峰奇谷幽，让我们一起心旷神怡。

当阳大峡谷
赖扬明

一个村庄，用植物命名，
村庄里的天，就有了植物的味道。
一个乡镇，用植物命名，
乡镇里的人，就有了植物的秉性。

脸开万朵百日菊，
眉有千竿青叶竹。
腰板挺直，站成苍松擎天，
脚扣泥土，便立翠柏佑地。

昼过古道，长空当歌，
战天斗地，筋骨洞穿千丈石崖。
夜沐松风，明月佐酒，
道法自然，土家自是万种风情。

摆手成舞。 眉间画桃花，
是阿妹的小心思。
薅草成锣鼓。 眼中映心木，
有阿哥的大野心。

狮子岩顶，抻手握车盘。
井峰垭上，俯首观二坪。
放马场里，竖耳听，马蹄声近。
野山谷中，凝神寻，驼铃隐隐。

云上结庐，深山种药，
这里的风，带有植物的药性。
庙党益脾肺，牛膝通关节，
黄柏祛毒疗疮，贝母清热解郁。

在红椿，在毕兹卡的村居坐定。
老乡，上党参烤鱼！
好嘞！ 稀客，慢用———
这里的人间烟火，自带补性。

红椿，用植物命名
夏荣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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