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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或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杜甫在长安写下了五言律诗《春日忆李白》。
其开篇就是：“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    公元2011年，作家吴永生在安徽枞阳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李白外传》。
“飘然思不群”、“不系之舟”分别是杜甫和吴永生对李白的感觉，这感觉隔千余年而神似——它们
传达的精神气质是相同的，即飘然不羁。
    “飘然”很好，不同凡俗；“不羁”似乎也很好，但也很麻烦，麻烦就在于俗世不喜欢不羁甚至厌
恶不羁的人。
不羁的李白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不羁而只能飘然而不是飘飘然于江湖了。
这在总得在庙堂谋得一席之地的中国古代文人中，是很不幸。
麻烦还在于不系之舟一样气质的李白，几乎不是小说可以叙述的，甚至也是不能描写的。
小说能够叙述的是情节和故事，能描写的也总是类似于西方油画中的那些坚定、结实的人和物，“飘
然？
也好，“不系之舟”也罢，它们本质上都是不可叙述拒绝叙述的，也不是可以描写的，“飘然”或“
不系之舟”是神韵，神韵只适合于中国画，于不着笔墨处暗示，或者适合于诗，以字句的组合产生的
又一层结构，而非字句直接传达。
再一点就是，李白留下了许多诗，却没有留下足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他自己的故事。
这，或许就是直到吴永生写出长篇历史小说《李白外传》之前，都没有一本写李白的小说的原因。
    于是，吴永生用小说文体怎样写诗人李白，就成了一个读者关心的问题。
要解答它，最好的办法并且也许是唯一的办法，当然就是读吴永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白外传》。
因为永生请我给他这部小说写序，因此我得以近水楼台地先读了它。
《李白外传》写到的事情，大多有历史依据(这个历史依据包括历史上关于李白的传说)。
不过，我以为这对于写出李白的内在之神并不重要，因为，任何事情，包括完全虚构的，都可以被用
来表达出“这一个人”。
我注意到从开篇就采用的白描手法，并且这白描手法是与电影电视剧本的那种简洁的跨跳写法相结合
的。
吴永生为什么在这部长篇小说中采用这种写法？
很显然，是因为他意识到这种写法很接近诗歌的主要技巧，适合于用来显示(这儿我有意选用“显示”
，而不用小说理论说到人物时习用的“塑造”一词)“飘然不群”、“不系之舟”的诗人李白——技巧
在常人眼中仅仅是技巧，仅仅是技巧的技巧是死的，而在把技巧不仅仅看成技巧，在它组合字句从而
与字句融合之后，它就与字句一样有了意味，技巧是活的，它给字句以生命并且自己也有生命。
    此外，《李白外传》中的李白，也并非总是飘然不羁，小说写到了李白约束自己的不羁，甚至谨小
慎微。
这是真实的。
再不羁的人，面对皇上，和贵妃相处，尤其是还渴望得到皇上的青睐，以让自己能大显身手以济天下
如李白者，当然会收起自己的不羁本性。
这方面，写得精彩的是李白与杨贵妃的那些章节。
但不羁既是本性，靠压抑、掩饰就总难免让它滴水不漏，于是就又有得到唐玄宗和杨贵妃对自己诗歌
才能的青睐时，对高力士这样身份低微者的狂放。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消长，显示出的才是真实的李白，或者说是特定情境中的真实的人。
到了放逐于江湖，没有需要压制、掩饰本性的外力时，李白才任由天性，飘然不群如不系之舟了。
    按照通常的说法，小说塑造的主要人物形象，应该是“典型”，即是某些人的代表。
《李白外传》中的李白，一方面是努力接近历史上的那个真实的李白，一方面也是命运总是坎坷不幸
的天才们的象征。
以《李白外传》中的李白为例，可以说：天才各有各的不幸的原因，但世俗对天才和天才性格的不理
解，以及“时不我遇”，是他们不幸的共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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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状况，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改变。
这，也是《李白外传》这部长篇小说的意义之一。
    谨以此为《李白外传》序并祝贺它的问世。
    本文作者，安徽望江人，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安徽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
长。
主要作品有诗集《沈天鸿抒情诗选》《我和世界》《另一种阳光》，散文集《访问自己》，文学理论
集《现代诗学形成与技巧30讲》等。
    2011年11月30日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白外传>>

内容概要

公元2011年，作家吴永生在安徽枞阳写出了长篇历史小说《李白外传》，这是吴永生第二部长篇历史
小说。

李白身世奇特，仕途坎坷，譬如他是凉武昭王九世孙，唐玄宗和宗正寺为何不让其归宗？
供奉翰林后为什么又“赐金还山”？
怀着报国的忠心从永王东征，为何成为“造反谋主”？
《永王东巡歌》究竟是十首还是十一首？
唐肃宗为什么执意要杀李白？
高适在这场冤案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种种疑团，相信读者能从《李白外传》中获得答案。

《李白外传》中的李白，一方面是努力接近历史上的那个真实的李白，一方面也是命运总是坎坷不幸
的天才们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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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永生，男，1952年生人，笔名寒雨，安徽枞阳人。
现为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枞阳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国文学艺术家和文房四宝专家传略》录有作者小传。
作者自小酷爱文学，曾练笔数百万字。
1986年起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3年起先后出版小说散文集《初雪》《西窗雨》《弄潮岁月》；影视
文学剧本《范公堤的传说》《夜归山逸事》《黄白地》等；2011年出版长篇历史小说《杜牧外传》。

本书是作者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
第三部长篇历史小说《父子皇帝》正在创作中，即将封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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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飘然思不群
序二  文学之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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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诗人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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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七娘出蜀
第二十九章  伟哉子仪
第三十章  淑妃惑主
第三十一章  牢狱重逢
第三十二章  长流夜郎
第三十三章  过西陵峡
第三十四章  潇湘情思
第三十五章  寄寓当涂
第三十六章  情系秋浦
第三十七章  诗人醒来
尾声  青山有幸
李白年表
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白外传>>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晚上，李白斜依床头就着烛光喝酒，一边听七娘讲她辛酸的往事。
丹红也靠在自己床头静听。
七娘说，她原是金陵良家女，自小丧母，是父亲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她拉扯大。
父亲是秦淮河畔颇有名气的画匠，专画人像，偶尔临摹山水，日子也还能过。
只因家里人丁少，无兄无弟，惯受当地一豪强欺凌。
一日豪强见逼婚不成，就带人砸了相馆，并把她父亲毒打一顿。
父亲人老体弱，气恨交加，以致不治，临终前嘱她投远房表亲。
这远房表叔是跑江湖的“弄潮儿”，长年在吴楚巴蜀漂泊。
他觉得七娘孤单单的一个人留在金陵有危险，于是收她上船，并寻思着日后为她找个好人家嫁了，也
就不负老表之意。
孰知船行三峡时，纤绳突然断了，失控的货船一头撞在乱石堆上，表叔落得船毁人亡的下场。
七娘大难不死，被当地一渔民救起。
这个渔民是个好人，帮她找了家织坊⋯⋯ 七娘还说，她受父亲熏陶，粗通文墨，懂点绘画技巧，织坊
老板很看重他。
无奈与当地地痞结仇，这地方是无论如何住不下去了。
她请求李白收留她，做丫环使女，干仆妇粗活，她都愿意⋯⋯ 七娘说完，不免又流下辛酸的眼泪。
 李白同情七娘遭遇，同时又深感棘手。
他吩咐丹红找店老板号间房子，让七娘先住下。
究竟如何处置，他要三思而行。
 很快的，丹红就领店小二上来了。
店小二还打来一盆热水。
说女客官的房子就在隔壁，大家来往也方便。
 七娘道声谢，同店小二走了。
丹红起床把房门关上。
 李白仍独自喝闷酒，像是自言自语：“这下好，一手招进来，两手推不开。
这如何是好呢？
” 丹红坏笑笑，不免幸灾乐祸：“我看此女容貌非凡，心地也好，怕是看上公子了吧？
” “胡说！
”李白气恼地用酒杯敲敲桌，又喃喃道，“我是一介书生，功不成，名不就，怎么能谈婚论嫁呢？
家父若知，非得打死我不可。
” “那就认个义妹吧，也是救人一命。
老大人也不会严拒的。
” 丹红不愧是鬼灵精，尽出鬼点子。
 “这个⋯⋯”李白沉吟着，又喝了一杯酒。
 第二天清晨，李白盥洗毕，独自敲开七娘房门。
 “怎么样，晚上睡得还好吧？
”李白关切地问。
 七娘朝李白点点头，不觉脸红了。
 “我们今天要外出公干，或晚上，或明天定然回来。
你安心住着，不要着急啊，我是特地来打个招呼。
” 李白是站着说这番话的，他没有坐下。
 七娘却改了口：“谢谢先生，我现在才知道你是蜀中才子李白——李太白先生呢！
” 七娘说话时，目视李白，眨也不眨。
 李自觉得这双水灵灵的明眸，蕴有倒不完的深情，有烧不尽的火焰⋯⋯ 李白突然觉得心跳加剧，词
不达意地说：“就这样吧，我，我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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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别急着走么，你叫丹红把换下的衣服抱过来，我无事，就帮着洗洗吧。
”七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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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太白先生走完“还情之旅”，又回到出版社。
何谓还情？
说实话，在拙著选题未获批之前，我对责任编辑疏利民先生也是支吾其词。
现在我觉得应该说明真相了。
我不能继续瞒着疏先生和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同仁。
    大约在2011年7月份，我那少不更事的侄儿冬冬——他酷爱文学，仅初中文化就在起点中文网发表近
万字小说。
他对我说：大伯伯的《杜牧外传》要在网上发，每年至少也能挣几万元稿费。
我惊问其故，又详阅起点资料，综合各方评语，觉得这家网站还真的不错，于是叫小侄给我注册。
后来知道那次注册是成功的。
但我回家后却不知所措，8月买电脑不会上传，9月初经人指点，一知半解地传了三章，虽然成功了，
却把文本全部打乱。
有感于诸多评友的鼓励，特别是他们一口一个地称我“吴大大”，要“吴大大加油，写出传世经典”
，“祝吴大大大红大紫”等等，看着就令人心里热乎乎的，眼圈也是潮潮的。
没得说，请人将全书上传，这是9月8日的事。
约在9月12日，起点编辑部将全文发布，当天晚上就发生了“哄抢”事件，全国有二十多家大小网站(
其中不乏较好的文学网站)倾巢而出，拼命下载电子读物，看着百度和搜狗页面，真乃触目惊心！
我急电起点编辑部——起点内部预警系统“蓝精灵”也在同一时间快速反应——编辑称这是网络盗版
，他要我放心，编辑部会立即采取反制打击盗版；同时要我以作者名义通知这些网站撤除页面。
可叹我，网盲一个，又如何制止这种行为呢？
接后几天，起点中文网页面显示，也捉了十几个盗版者，但网络侵权的违法成本极低廉，起点中文网
也感到无奈⋯⋯事后我才明白：由于百度、谷歌、搜狗三大主流频道连篇累牍地宣传拙著《杜牧外传
》，加上《李白外传》的序《甘苦寸心知》一文，自7月起就被三大主频辟为“历史文化专题”互动
，我已经成为他们“自动抓捕”的对象，新浪博客上哪怕三言两语也被主频转载，这才是引起“哄抢
”的主要因素。
“哄抢”使我有得有失。
得者，作品的访问量激增。
据51La免费网统计数据显示：我那时日均访问量达18万人次，因此被谷歌录为“网络红人”！
失者，外热内冷，太白老先生在起点内遭到冷遇，点击率上不去⋯⋯细想想，以1:20的概率计算，我
大约在起点失去30余万的点击⋯⋯我把这一现象称之谓太白老先生“还情”，因他生前受人馈赠太多
，千年后也要通过写他的人来还情，也是给困境中的小网站发点“救济款”。
虽说是无奈地调侃，但起点认可了，类似的评论、广播照发，很有人性！
不仅如此，“哄抢”还带动了社会效益，据三大主频显示：一些尘封已久的图书如郭沫若的《李白与
杜甫》、《甲申三百年祭》，人物传记《李白传》等，被重新推上书架而热销！
对此，我喜忧参半。
喜者，从一个侧面证明社会认可了我这部小说，我有了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如走红网络等等；忧者，
是否影响实体书的销售呢？
对此，市作协主席、著名影视编剧金海涛先生说：哄抢是利大于弊。
以中国之大，世界之大，以太白先生的知名度，以你现在的影响，销个几万册图书是不成问题的，就
看出版社和责编的胆略了！
此番话消除了我的隐忧。
    现在说说“良禽择木而栖”。
    疏编告诉我，现在的图书市场要打“组合拳”，中国文坛，李白只有一个，是诗歌的代名词。
《李白外传》的出版应该有带动效应，一旦形成气候，就适时推出《杜牧外传》的新版，“双管”齐
下，有可能产生一点规模效应，第三部书稿《父子皇帝》的出版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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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喜从天降啊！
没有什么说的，我的《唐史三部曲》就让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包养”吧！
    顺便说说《父子皇帝》的创意。
我给这部长篇小说的定义是：鄙人的封刀之作，并给自己下了死命令，宁可战死，不能辍笔！
全书拟分上下卷，上卷写唐玄宗，卷名暂定为《盛世危情》，下卷写唐肃宗，卷名为《帝国之殇》，
全书六十万字左右。
疏先生要我在2012年国庆节前交稿，我想无意外可以按期交卷。
此外，在《杜牧外传》签售期间，县委宣传部和文联领导还建议我写大明名臣左光斗；这是本乡气节
之士，也是一部好题材。
但我重在“一诺”，不能辜负疏先生，“左传”只好先放下。
    值得一提的是：《李白外传》在起点公示期间，天南海北的书友纷纷参与评论。
其长评有：河南商丘游见介先生所撰评《李白外传》第十九章《李杜相会》；安徽枞阳吴日生先生所
撰我对《李白外传》的看法；浙江杭州《独爱流云》的作者水澜晶女士所撰《人生两难》。
一作为读者印象短评有：新疆吐鲁番的幽兰如梦女士，陇上酒泉龙女女士，陇上庆阳风刃飞旋先生，
辽宁锦州茗馨一笑女士，上海闸北惟惟女士，陕西西安解语女士，浙江湖州谨涩女士，北京东城舒昌
武先生，江苏无锡不老的江湖，四川达州域雪之战先生，江西赣州浪子幻夜先生，天津武清窝爪女士
，四川雅安饮下女士，浙江台州奎之先生，江苏徐州的灵草儿，河南洛阳的若汐(白小汐)，江苏常州
梦美的花儿，湖南常德雨后灵芝女士，江西抚州天雨玄星小弟等共二百余人。
为不使高品湮没，高情瞬逝，故择其重点醒目。
安徽安庆刘才友先生拨冗为本传单章点评并仔细阅校，一并附录并致谢！
    最后，我要和太白先生说几句：敬爱的先生，我已陪你走完了“还情之旅”，您将在合肥工业大学
出版社获得永生！
而我，将要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写——还要写你，只是你在这部大书中不再是主角了。
主角是帝王将相，叛乱的反臣，淫乱的后宫，还有乞怜的文人⋯⋯你的形象也不如这部书正统，我很
可能要把你写成除诗歌成就外，一个吃喝嫖赌一无是处的古惑仔，这样才能博得更多的掌声。
你看呢？
    作者    2011年10月28日于枞阳古镇汤沟双溪河畔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白外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