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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作为第25届马鞍山中国李白诗歌节的重要内容，“李白生平”研讨会在马钢宾馆举行，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李

白研究专家聚首一堂，围绕李白的婚姻、横山“石门”石刻、李白生卒年、李白与五松山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交流。本

报记者记录部分专家观点，整理如下。 

   

   

薛天纬 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 

李白出生地或在四川 



  在“李白生平”研讨会上，薛天纬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近年完成的《李白诗选》及国家社科选题《李白诗歌解读》中对于李白

的出生地及李白流放是否达到夜郎两个问题的看法。 

  薛天纬指出，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时下主流看法是碎叶，因为他的父辈是公元705年才来到蜀地，诗人已经5岁。但细读李

《序》和范《碑》，按其叙事顺序，似李白之家归蜀在前，诗人出生在后。曾受李白之托为其编集文集的魏颢在《李翰林集序》

中亦云：“身既生蜀，则江山英秀。”所以，学术界也有李白生于蜀地之说。 

  关于李白流放是否达到夜郎，学界存在巫山遇赦说，亦即未至夜郎说，以及与之相反的确至夜郎说。巫山遇赦说的依据是曾

巩的《李太白文集后序》和王琦的《李太白年谱》。确至夜郎说的依据是黎庶昌的《李白至夜郎考》。薛天纬说，刘友竹《李白

长流夜郎放还问题研究综述》曾指出，李白流放究竟是“已至”还是“未至”夜郎，迄今尚难达成统一认识。因之，薛天纬认

为，关于李白流放是否到达夜郎的问题，似以二说并存为妥。 

  

汤华泉 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南陵别儿童入京》中“南陵”应为安徽南陵 

  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诗很多人都熟悉，这首诗是天宝元年李白奉唐玄宗的征召离开南陵前往长安时写的。题目上“南

陵”自唐代以来人们都认为是指宣州的南陵，也就是今天安徽芜湖的南陵县。 

  上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新说，说这首诗题所标的南陵不在安徽，而是在山东。而我最近在写作《李白安徽诗文写作时地

新编》时发现一条支持安徽南陵的有力证据。李白自天宝十二载专程来游宣城，来宣城后，他赠诗给宣城司户崔文说：“惟昔不

自媒，担簦西入秦。……一去已十年，今来复盈旬。”李白是天宝元年入京的，这正证明了十年前它是由此地前往京城长安的。 

  此外，我特地在《四库全书》数据库的地理类、别集类通检了一下“南陵”。地理类检得词条909个，800个左右专指宣州南

陵县，而山东没有一例。李白曾在南陵寓家，又从此地赴京城长安，在他生命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因此他自然对这里怀有深情。

他在南陵写的或在别处写到南陵的诗共有19首，数量不少，在安徽占前四位。这些诗表现了浓重的归来意向、故乡情节，因此，



南陵应该就是安徽芜湖的南陵县。 

  

阮堂明 苏州科技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太白何苍苍》作于天宝元年获谒贺知章前 

  《太白何苍苍》是李白《古风五十九首》中一篇较为重要的作品。诗歌托言神仙，抒发放怀忘世之情以及对“身欲为神仙”

的强烈愿望。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古今一般皆认为作于李白“赐金放还”、离朝东归时，依据是《唐宋诗醇》。 

  阮堂明指出，稍加留意可知，《唐宋诗醇》认为此诗“或其被放东归将受道箓时作”，是推测之辞，并无确据，因此令人难

以信服。他经过分析，认为《太白何苍苍》应该像《客有鹤上仙》一样，同样系于天宝元年秋作，更确切地说，应是在天宝元年

秋李白入京至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之前这一时间段内所作。 

  关于《太白何苍苍》的创作地点，阮堂明认为，李白天宝元年秋自东鲁入京，非奉诏而入，而是到了长安后，在经过曲折复

杂的投献、干谒活动之后才最终待诏翰林的，其间应有暂隐或出游近畿的经历，而就地理位置以及地位而言，终南山应最有可

能，《太白何苍苍》即当作于暂隐或出游期间。 

  

萧丽华 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客籍会员 

解开李白的庐山情结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一生乐游山水，唯独对庐山情有独钟，一生中曾五入庐山。台湾大学中文系教

授萧丽华《出山与入山：李白庐山诗的精神底蕴》一文从庐山的自然风光、文学传统、道释宗教文化三个层面为我们揭开李白与

庐山的不解之缘，探究庐山隐居时期诗作呈现的精神风貌。 

  文章分析了李白初次造访庐山的诗作，多表现自然风光；其次，着重探析以《庐山谣》为代表的庐山诗作品，展现山水风光

之外，多了一份对神仙洞府的想象，对宗教经验的追求，表现出极高的禅坐修为和超乎寻常的佛教智识，在自然风光的“书写庐

山”与“体证道禅”、“游仙想象”的辩证中，完成超越与飞升的自我救赎，这也是李白乐爱名山、从不辞远的原因；最后，政

治环境变化，李白因政治失意、忧愤失望又上庐山，此时期作品多以谢灵运等既可贡献朝廷、又能隐居的清高形象自居，渴求救

国拯民建功立业，反映了李白从“入山避难”到“出山救世”的心境转折。 

  庐山吸引李白的不是文学传统的氛围，而是由自然的想象中所升起的神仙想望与宗教意识，诗人以庐山为“世界中心”，

“山”即李白，二者是一体的。 

  

王清 湖北安陆李白纪念馆书记 

李白与许氏婚姻为社会舆论所不容 



  随着李白研究逐步深入，更多学者对于李白与许氏婚姻展开了探讨。 

  针对李白入赘相门的说法，王清指出，古代男子入赘地位低下，唐代犹然。入赘之后，男方就成为女方家庭人口。李白能够

很自由携子女移家东鲁，对于失去社会身份且行为受到限制的赘婿恐怕很难办到。另外，就算李白不能不考虑生活的现实，但在

唐代男到女家成婚不属于入赘的情况并不鲜见。由此，王清认为入赘之说难以坐实。 

  王清指出，从许圉师家族情况考察，李白所娶许氏无论出自哪一支派，其属士族家庭之女当属无疑。李白与许氏成婚之时，

当属庶民。王清认为，唐前期对士庶婚姻已经没有法律上的约束，但在人们思想观念上断然不被接受，为社会舆论所不容。 

  

阎琦 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副会长 

《草堂集》为李白本人所编 



  西北大学阎琦教授《关于李白<草堂集>的编辑及其“古风”命名的断想》一文讨论了李白《草堂集》的编辑情况及59首无题

诗的命名。 

  文中梳理了唐代以前文人文集的编辑情况，驳斥了李白对自己诗作“不甚留意、不甚爱惜、不甚有意保存”的观点，指出李

白曾先后三次将自己诗文托付友人保存或编集，并推断李白在当涂养病期间曾对自己诗文做过编辑整理，只是部分诗文一时无合

适题目，即“古风”59首。 

  “古风”59首，题材多以游仙、咏古、哲理、刺世、论诗为主，创作手法多用“赋比兴”，因而极有可能是李白在某一时间

段集中完成，推断其年代自天宝元年李白入朝待诏翰林至天宝末安史之乱，分别以“古风”其一、“古风”其十九为创作年代的

上下限。李白不受中国诗以“首句”命名方式的影响，自创“古风”二字，有其深意，不将59首无题诗统统归于《感遇》题下，

实际是李白不甘心为此方便而乏味之事，这也是其过人之处、独特之处，正因此，“古风”才称得上“凿空”道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曹化根 市监察局副局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 

李白为何数次自比严光 



  严光不受光武帝征召而归隐富春的故事对后世影响极大，李白也数次在诗中使用严光典故。就现有资料来看，李白使用严光

典故始于天宝二载供职翰林期间创作《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诸学士》。李白主观上把自己与唐玄宗的关系看成了严光与汉光武

帝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受到唐玄宗征辟，有了翰林经历，李白才认为有了身份和资格把自己比作严光。因此，李白此后不断

使用严光典故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定和自身价值的定位。 

  李白的人生理想是功成身退，他的人生典范是谢安和鲁仲连。严光是李白想象中功成身退之后的生活方式。李白称引严光，

主要出于平等意识和人格自尊，而不是一般的所谓自由和归隐。供奉翰林和赐金还山是李白终生的荣耀与伤痛，李白自比严光，

既是分享荣耀，更是聊救伤痛。因此李白一般都是在逆境中才想起严光。严光的人生是圆满的，李白的人生是失败的。严光因其

圆满而引起后代无限敬仰和向往，李白因其艺术天才与从政失败而引起后代无限敬佩和惋惜。 

  

杨栩生 四川绵阳师范学院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白生卒年“旧题新议” 



  李白生卒年是李白研究中一个极受关注，也备受争议的热点问题。绵阳师范学院杨栩生教授《李白生卒年研究中的问题分

析》一文梳理了有关李白生卒年的各家“新说”，出生年有长安元年（701）、神龙元年（705）、神龙二年（706）三种说法，

卒年有广德元年（763）、广德二年（764）、永泰元年（765）、大历二年（767）四种说法。 

  文章指出了各种“新说”在征引、考订李华《墓志》、《为宋中丞自荐表》、《十九韵》等资料上存在的问题，认为由此推

衍出来的结论是建立在不坚实的证据基础上，因此，李白生于神龙元年，卒于大历元年或卒于广德元、二年的结论不可靠。 

  文中将涉及李白生卒年的众多材料罗列、排比，作进一步的考订，认为李白生于长安元年（701），卒于宝应元年（762）应

是准确无误的。为验证结论的准备性，文章将生于神龙元、二年，卒于大历元、二年和永泰元年的说法置于李白生平的大平面中

去验证，出现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而所得结论却不存在这些矛盾，进一步说明了结论经得起检验。 

  

沙鸥 市文联组联部部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员 

横山“石门”石刻并非李白所书 



  今人徐而缓在《当涂新市镇发现李白署名题刻》一文中说，“石门”石刻为唐李白所书。沙鸥认为，徐而缓在文中的论据均

为推测之词，不可采信。 

  徐而缓证明横山“石门”石刻为唐李白所书，理由有五。一是李白在山西浑源县悬空寺所书“壮观”的“壮”字与“石门”

的“石”字均明显多出一点，同时李白是道教中人，道教中人写字多一点很正常。二是“石门”二字与李白在九华山题刻的“金

沙泉”三字笔锋走势相类。三是“石门”二字旁边的署名篆体石刻即“李太白”三字。四是李白写的《下途归石门旧居》说明李

白曾在石门居住过。五是石门是陶弘景隐居的地方，而李白最为仰慕的人物之一便是陶弘景。 

  沙鸥认为，第一点理由存在逻辑上以及书法上的严重错误。他指出，书法上的某字多一点，并非李白的专利。同时书法上的

多笔现象也不是道教人画符的随意性，而是为了调整字的空间结构、比重。第二点根据某字的笔画的相似点来断定为同一书者是

荒唐的，历史上学习书法的人大多经过临摹阶段，笔画相似比比皆是。第三点认定“石门”旁边的篆体石刻就是“李太白”三字

未免武断。观其篆书刻字虽模糊难认，但与篆书“李太白”相距甚远。第四点更为荒唐，因为诗题中“旧居”指的是传说陶弘景

曾经在这里炼丹居住。第五点根本与证明石刻为李白所书毫无关联。 

  

査屏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白失意命名“五松山” 



责任编辑：钟永新 

文档附件： 

隐藏评论 

  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是为人熟知的名作，而关于两首诗的写作背景争议极大，也影响了对诗意

的理解，其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是李白与南陵及五松山的关系。 

  复旦大学教授査屏球《李白与五松山关系三考——兼论唐代诗人对后世文学地图意识的影响》一文对李白宣州南陵之行详加

考订，认为《南陵别儿童入京》作于宣州南陵，表达了对入京城长安后前景的不乐观，而以苏秦落魄自况，故而与天宝元年奉诏

入长安无关。 

  文中分析了李白与五松山相关的8首诗作，集中表达了政治失意和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之情，推论出李白应于天宝十三载到南

陵五松山，隐居时间约在六月至九月之间。五松系前人误读《秦皇本纪》，意指得到过封赐的神木，后世以误用为通用，李白用

五松命名，既显得博览群书之才学，又露以秦皇自居之豪气。另外，由五松山诗推想出来的太白读书堂，其地名、纪念性建筑地

点的变化，也反映了李白影响不断普及，体现了文学名作与地理记忆的密切关系。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78；8417787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