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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安大道连狭斜：大唐诗人的飞扬与落寞》浩然正气，可浇胸中之块垒；文思汤汤。
荡尽纤丽浊词。
昨晚又翻检了一回李白的诗。
今日猛然读先生文。
觉有荡气回肠之感。
那段张扬的历史，又历历在目。
那离我们远去的，不仅仅是一张张鲜活的面容。
还有更多的深刻的人生况味。
仔细地看完了第一页。
眼睛快睁不开了。
写得真全，看完都几乎补了个大唐历史了。
更喜欢李白了，也对贺知章有了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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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鑫，江苏建湖人，公务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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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现实生活中，寻找隐士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隐士是个不易轻得的荣誉头衔，一要弃宫去职，远在江湖；二要薄钱尚德，心近自然；三要才识过人
，特立独行。
三个要素条件拆开来，相对容易，但如果粗筛细选，大浪淘沙之后，全部符合的为数便不多了。
当我们将目光投射到千年之前的大唐王朝，可以在那叱咤风云、兴衰成败的三百年间，在那一群斗酒
吟诗、光耀千载的文人群体中，在那些正传野史、竖排繁体的线装书籍里，寻觅到各式各样的隐士。
历来的编史者，因为隐士的高风胜情，在笔下也是推崇有加。
《新唐书》和《旧唐书》作为反映当时社会生活最权威、最翔实的文献资料，专门辟了“隐逸”的卷
目，将隐士逸人与孝友、良吏、列女等一同褒奖宣传。
　　王绩，可以算是唐朝的第一位隐士。
他在朝廷里干不下去，回到家乡，听说附近有一个名叫仲长子光的隐士，“服食养性”，“非其力不
食”，而且三十年间始终如此，立即动了心，哎哟，这样的人是可以结交为友的！
大约拜访过几次，后来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干脆搬了过去，结庐相近，与其为邻。
那位脾性古怪的仲长子光先生终日不语，两人却饮酒甚欢。
谁也不说话，举杯相碰，一杯又一杯，喝得很高兴，喝完了，种田的种田，弹琴的弹琴，写诗的写诗
，或者想睡觉就去睡觉。
这样的饮酒小聚，从内容到形式，可谓是奇怪至极。
　　每个人，都在寻觅自己人生仰慕的对象，都在追求理想的生活状态。
有些人立志当官，于是熟稔官场规则，忝列其中。
有些人刻意经商，不惜破译商贾秘密，求富于时。
王绩的人生理想，是以远他三百年前的著名隐士陶渊明为楷模，成为陶的隔世弟子。
陶渊明的一生，曾经数次出仕，有一次，因为督邮的到来，态度无礼，他自己也受不了穿衣束带、低
头拜揖的规矩束缚，这位只做了八十天的县长便愤然辞官，回乡采菊。
王绩当官也不安分，在先前的隋朝，当到副县长就受不了了。
有一次，他因贪酒而遭弹劾，思来想去，平日里迎来送往，寄人篱下，受人拘束，言若由衷上司不高
兴，言不由衷自己别扭，自己就好像一只鸟，到处都是罗网，再这样待下去非把自己逼疯不可，于是
写了一纸辞呈，挂印弃官，“轻舟夜遁”，转身之间，就把自己送归故乡。
来去自由，连离任审计也都免了。
　　隐者自隐。
回到乡下，无事一身轻。
没有了薪俸工资，但家有良田十多顷，相当于有房有车、衣食无忧的中产阶层，生活倒还算过得去。
王绩自己也说，“酒瓮多于步兵，黍田广于彭泽”，酒比当年的阮籍要充足，田产比起陶渊明的“方
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也要阔绰得多，家里还有几个佣人，经济条件方面是比较优越感的。
可是，王绩知道，自己差的，还是那一份脱离樊笼、融入天地自然的心性。
所以，他甚至不惜离开自家的华堂大屋，搬到几十里之外，与那个贫农仲长子光为伍。
他的身边，摆着《庄子》《老子》，读得异想天开，忘乎所以。
有时兴趣来了，还帮着村人占占卜，算算卦（依他的性格，大约也不会收金纳银，图个快乐罢了），
乐此不疲地混迹于村野之间。
他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到田间做点小活，然后停下来，看看花鸟鱼虫，或者倚在某个幽静的角落，看
着路上那些行人，走走停停，有时忍不住诗兴大发：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
　　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
　　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
　　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野望》　　牧人带着小犊返家了，猎马驮着主人捕获的飞禽回来了，春夏秋冬的景色
让人陶醉，还有那些质朴的农人，这一切，都会让王隐士心生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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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东皋，王绩自名“东皋子”。
一天到晚，东皋子徘徊于瓜田李下，山间溪旁，饮酒望世，自得陶然。
自己辞官不算，还煞费苦心地写了一首诗，奉劝当时身在庙堂的房玄龄：“位大招讥嫌，禄极生祸殃
”，又暗示和提醒人家，不如学学聪明的范蠡，功成身退，趁早归隐吧。
隋唐易代之时，王绩以敏锐的嗅觉观测新朝时政，心怀警惕，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远离官场是非，
寻求心灵自由。
田间和庙堂相比，环境迥异，心情也自然不同。
　　这样的观望，看起来当然是无官一身轻、放任于山水自然之间的陶然自乐，但在骨子里，却隐藏
着深不可测的情绪波澜。
隐士们的表面沉静，遮掩不了心底的黯然神伤，而这些往往会通过文字诉诸笔端。
王绩的《古意六首》里有这样一首诗：“竹生大夏溪，苍苍富奇质。
绿叶吟风劲，翠茎犯霄密⋯⋯刀斧俄见寻，根株坐相失。
裁为十二管，吹作雄雌律。
有用虽自伤，无心复招疾。
不如山上草，离离保终吉。
”言外之意是什么？
既希望有人赏识，建功立业，又希望身心自由，不受伤害。
这样的情绪，也恰恰是许多有识之士弃官归隐的心结。
很多人有向隐之心，但一生未能滤清尘世的烦忧，而这种进与退、得与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理，也恰
恰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天真与脆弱。
　　所以，隐士们面临的最大挑战，通常是外界的诱惑。
他们需要自我解脱，最大限度地保持清心寡欲、安宁有序的生活状态，积累更多的精神能量。
　　月夜，王绩会在山间摆下琴来，独奏一曲，弦动于心，孤芳自赏。
隐士多是性情慈善之人，与世无争。
王绩把自己彻头彻尾地“藏”了起来，即便是刺史慕名登门拜谒，也不予理睬。
请他去讲学，也只是挥挥手，婉言谢绝，我在家里酿酒呢，哪能“谈糟粕，弃醇醪”！
拒人于千里之外不算，还狠狠地泼了人家一盆凉水。
不过，有位叫杜之松的刺史对他也还算尊敬，虽然请他讲学不肯去，每年仍不忘派人给送些酒脯来，
以示尊重。
除了过着“置酒烧枯叶，披书坐落花”的神仙生活，王绩还常常拄杖入深山，寻访隐土。
一个隐士，总是要在内心里，想寻找到更多的隐士。
　　功名放得下，荣华放得下，偏偏有一样，王绩始终放不下，那就是酒，而且嗜酒成瘾，矢志不渝
。
他哥哥大儒王通是有名的“书虫”，王绩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酒量大约比后世的李白还要大
些，可以饮五斗不醉，自诩为“五斗先生”，并且大约在一次酒气深沉之后，写过一篇类似自画像的
《五斗先生传》：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游于人间。
有以酒请者，无贵贱皆往，往必醉，醉则不择地斯寝矣。
醒则复起饮也。
常一饮五斗，因以为号焉。
先生绝思虑，寡言语，不知天下之有仁义厚薄也。
忽焉而去，倏然而来。
其动也天，其静也地，故万物不能萦心焉。
　　一提有酒，可爱的王绩先生立马腿软嘴馋，移步不前，不知东南西北，而且只要有酒，无论贵贱
皆往，一屁股坐在席上，以开怀畅饮为乐事，不及其余。
初唐时，他曾以隋朝旧臣的身份待诏门下省，别人问他：您现在待诏无事，有什么可乐的呢？
王绩回答说，朝廷每月供应三升好酒，足以使我留恋于此啊。
简直就是为了酒而工作，动机十分单纯。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长安大道连狭斜>>

他哥哥的门生陈叔达当时主事，听说以后，特例给予王绩关照，每日供应一升酒，人称“斗酒学士”
。
听说太乐署史焦革家多有好酒，便想着法子到焦大人手下当差，吏部没有批准，王绩三番五次地找领
导，陈述缘由，苦苦哀求。
主事者问，为什么非要到那里工作？
他说，其中有深意。
好说歹说，总算得到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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