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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念龙兄相交三十年了。
还记得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首招研究生，我与念龙兄有幸同登武大中文系“金榜”，十月入学.又同
列先师胡国瑞先生门墙，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硕士毕业后我赴美留学九年，又赴台侍亲、执教十八年.中间暌隔二十有七年，然音问未断，情谊如昨
。
多年前在台北时，念龙兄曾驰书索字，我书“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十字应之，当时意虽拳拳，
而实未敢必也。
不意去年年初我自台湾政治大学退休，念双亲已逝，侍亲之责已尽，乃决意返汉定居。
当年与念龙兄之约竞可得而践之矣。
一年来，我与念龙兄相聚频繁，把酒论文，诗词唱和，乐也融融.真有点不知老之将至了。
日前念龙兄以新作《李白文化现象论》见示，命我作序。
细读一过，觉新意迭出，甚为可喜。
以三型论李白，前未之见，允称创获。
虽其中论述逻辑，包括三型命名、各型特征，或可慢商细榷，但在方法论上已为研究历史人物及文化
现象建立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新的范式。
历史原型、自我造型、传说塑型三型的层垒交错的确是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及文化现象形成的一个共
同模式，在研究中自觉加以厘清实有助于我们说清许多问题，也有助子将研究引入纵深。
前之学者也并非没有碰触到这个问题，但明白清楚地提出“三型论”，则自念龙兄始。
此书出版，念龙兄作为国內研究李白卓然一家的地位也就可以确立了，这是可以告慰先师的一件大事
。
先师胡国瑞先生平生治学甚广，而以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李白研究为两大宗。
弟子中我跟顺智可说是继承了前者，而念龙兄则是继承了后者。
薪尽火传，衣钵有托，于学者乃为终极关怀之大事，作弟子的自应濯手燕香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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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李白文化现象论》是国内第一部较为全面、系统、深入地解读“李白文化现象”的专著。
作者以“三型李白”为锁钥，从历史本真、诗歌自塑、传说故事三方面解读一千多年来的李白文化现
象，并且对从盛唐到清代的李白再塑史进行了初步梳理，阐释其文化意蕴，从而拓展并深化了李白研
究，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流大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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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念龙，祖籍湖北黄陂，生于湖南常德，成长工作于武汉。
自述：七尺微命，一介书生。
优游典籍，采玉掇英。
吟诗作赋，但抒性灵。
回天无力，内怀如冰。
百年苦短，一笑浮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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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李白人京受到玄宗礼遇，由此演绎出“御手调羹”、“龙巾拭吐”、“贵妃捧砚”、“力士脱靴”
诸情节，甚至演义出“醉草吓蛮书”、“解救郭子仪”等故事。
又如关于李白的游侠故事，结交少年、杀人都市等。
第三，浪漫性，即故事本身带有理想化浪漫化色彩，具有超现实特点。
如上举李白人京受到玄宗礼遇诸事便是如此，又如母梦长庚而生李白，少年李白梦笔下生花，以及李
白晚年醉酒采石矶下水捉月骑鲸仙去的传说，显然都是带有超现实色彩的。
又如后世有诸多关于李白逝后成仙的传说，仿佛若有其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浪漫性中常常表现了一种圆满美好的结果，即从溢美视角出发，美事美谈，褒扬
有加。
第四，真假杂糅与雅俗合鸣。
这是说有关李白的传说故事大多有真有假，真假相合，难以分辨。
往往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或传言既多，遂习以为常；或虽有事实，但加以组合生衍夸张，遂成大观
。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李白的传说故事不仅见之于野史稗闻，笔记杂说，也常载于正史书传或文坛名家
之手笔，也就是说有关李白传说故事的流播也存在着两个体系，即官方记载与民间杂说。
如《新唐书?文艺传》就载有母梦长庚人怀而生李白、玄宗“亲为调羹”、力士脱靴、杨贵妃被高力士
的挑拨而激怒、以及李白与郭子仪互救等记载。
这些事也分别见于李阳冰、魏颢、范传正、刘全白、乐史诸名家为李白所作的诗文集序或墓碑碣文，
而后世的许多著名文人墨客，对此也乐于传颂鉴赏，甚至推波助澜，鼓吹于诗文，这只要稍稍看看王
琦《李太白全集》卷三十一以后的附录，就会有如行山阴道上美不胜收之感。
至于从中唐开始的那些私人撰述的笔记稗闻，自然是这些传说故事最热衷、最有力的收录者和传播者
，他们更免不了添枝加叶，生发再创。
二、傲岸与自在在我们概括地指出了有关李白传说故事的这些特点后，最重要的是，这些传说故事究
竟塑造了一个怎样的李白？
面对如此丰富生动的材料，我们不难看到他人笔下的李白必然也是丰富多彩的，这是历史原型李白和
其自塑的诗艺造型李白的丰富性所决定的，从李白的同代人开始，他人笔下的李白确可以用缤纷多彩
、面貌各异来描述，然而在经过仔细的比较分析归纳后，我们感到，尽管时有差异、人各有别，但是
他人笔下的李白却有着更为鲜明的共同性的突出特征，它既展示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共同心理趋向，
代表着具有久远性的特定文化内涵，又有着不完全相同于前两型李白的独特风貌，这也正是我们称之
为传说特型李白的原因。
这个“李白”，从创造特点来看，是历史人物“演义”化，艺术形象理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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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三十五万余字的书稿终于完成了，虽然自知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完善，但这毕竟是
自己学习研究李白近三十年的一个结晶，也是对“李白文化现象”研究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尝试。
古人说“十年磨一剑”，如果从我1998年提出“三型李白论”开始进行“李白文化现象”的探索，至
今确实荏苒十年了，对此不能不有一些感想。
首先，我想到了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
1978年我考取了武汉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在胡国瑞等先生的指导下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胡先生曾先后给我们全体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李白研究两门课程。
由于我在大学时期就喜爱李白诗歌，以后经过研究生期间的学习，对李白的诗歌渐有一些心得，所以
在最后一年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时，我选择了李白研究，这样就自然在胡先生的指导下进行论文的写
作。
当时在先生直接指导下写作论文的有大师兄唐翼明、二师兄傅生文和我三人。
胡先生为国内古代文学研究的名家，李白研究为其重要并卓有成绩之领域。
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生便屡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发表论文，参与有关李白诗歌的讨论，并对
林庚先生的李白“布衣平民意识”提出商榷，当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因此，我能在李白研究的名师指导下研究李白，实在是莫大的幸运。
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开始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读有关李白的资料，一年后完成了七万余字的硕士论文
——《试论李白诗歌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并顺利获得通过，可以说从此我便真正踏人了李白研究
的领域，并以此为契机，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将李白研究作为个人的爱好坚持下来，尽管这只是自己
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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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白文化现象论》是何念龙编著的，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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