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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的传播方式对李白诗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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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化，前人多认为来自于对鲍、谢的学习，自然山川的陶冶和李白自身性格使然。文章通 

过对李白诗歌的分析，认为李白是在考虑了唐诗的传播方式以及诗歌的传播对象后而创作的，因而对其诗歌风格产生了影 

响，目的是为了制造特定声誉以获得社会的承认和皇帝的赏识，从而走上仕途，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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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人对李白诗歌风格形成原因的认识 

李白在世时已名闻宇宙，以匹夫而动九重 ，诗名之盛远 

非时人可比，“千载独步，唯公一人”_l J。论及李 白诗歌风格 ， 

千载以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自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_2 将其风格概括为一个“奇” 

字；元稹说李白的风格是“壮浪纵志，摆去拘束”_3 ；《沧浪诗 

话》则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 

郁”_4】，将其归于飘逸一类；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太白 

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以俊逸高畅为贵。” 现在一般文学 

史和研究者多以“飘逸”总括之。至今一些有影响的中国文 

学史教材仍然采用“飘逸”之说概括李白的诗风。 

其实，李白的风格有其多样性。朱熹说曾说“李太白诗 

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_6 如“抒发性灵，寄托规 

讽”_' 的五十九首古风就不都是“飘逸”的。恐怕是 以古朴厚 

实为主。这一点不但从前人“指事深切，言情笃挚”的评论见 

出消息 。而且从“自风骚以迄太白，皆一线相承”_g 的赞誉亦 

能悟出道理。又如李 白 140多首乐府诗。有人跟老杜对照。 

认为“工部缓。供奉深”，像《梁甫吟》、《行路难》、《将进酒》等 

名篇。多以哀怨骚人的笔触极尽感士不遇之苦，实在看不出 

“飘逸”来。及至律诗、绝句。李白写得各具特色，要以“飘逸” 

概之，实难符合。 

对于李白诗歌风格的成因，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杜甫就 

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_9J，认为是学习庾信、鲍照的结 

果；《河岳英灵集》评李诗云：“李白性嗜酒，志不拘检，常林栖 

十数载。故其为文章，率皆纵逸。”_l 将诗歌风格归结为人格 

的反映；同是李白朋友的另一位诗人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 

对李诗的风格和形成原因作了更为详尽的分析和描述，诗 

云：“古来文章有奔逸气，耸高格，清人心神，惊人魂魄，我闻 

当今有李白⋯⋯登庐山，观瀑布，海风吹不断 ，江月照还空。 

余爱此两句。登天台，望渤海，云垂大鹏飞，山压巨鳌背(一 

作“波动巨鳌没”)，斯言亦好在。至于他作，多不拘常律，振 

摆超腾，既俊且逸，或醉中操纸，或兴来走笔。手下忽然片云 

飞，眼前划见孤峰出。”_l 任华以“奔逸”和“既俊且逸”来概 

括李白诗歌的风格，并从人格与风格的紧密联系来加以说 

明，这种风格的形成是受山川自然之气长期陶冶的结果，宋 

人孙觌在《送删定侄归南安序》中也说：“李太白周览四海名 

山大川，一泉之劳，一山之阻，神林鬼冢，魑魅之穴，猿 狡所 

冢，鱼龙所宫，往往游焉。故其为诗，疏宕有奇气。” 

元和十二年，范传正为李白新墓作碑铭，对李白的性情 

抱负、人格气度以及诗歌风格作了详尽的描述分析，范《碑》 

云：“(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 

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 将李诗风格的阐释建立在分 

析诗人性情抱负和人格气度的基础上。却又打上“宿命论”的 

烙印。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说得更干脆：“先生得天地 

秀气耶!不然，何异于常之人耶!⋯⋯故为诗格高旨远。若 

在天上物外 ，神仙会聚，云行鹤驾，想见飘然之状。”_l 完全 

将李白诗歌风格成因神秘化了。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后人 

对李白的再认识。如《文献通考》引宋祁语云：“太白仙才。长 

吉鬼才。”欧阳修《太白戏圣俞》诗云：“开元无事二十年。五兵 

～不用太白闲。太白之精下人间，李白高歌《蜀道难》。” 徐 

积《李太白杂言》云：“至于开元间，忽生李诗仙。是时五星 

中，一星不在天。”_l 这种神秘化的倾 向必然导致对李诗风 

格的现实基础的忽视，陷于不可知论的泥潭。 

星宿论固然不可信，将诗风归于山川自然之气长期陶冶 

的结果亦似是而非口引，而完全归于诗人个性的反映，虽能解 

释部分诗歌，却无助于对李白诗风的整体认识。对李白诗歌 

风格的分析比之对其他唐人诗风的分析要更困难一些，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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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因为李白的诗歌不依常理，不守常规，率性而作，“但贵 

乎适其所适，不知夫所以然而然。”m 严羽在仔细研究过李 

白诗集后发出感叹：“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 其次 

在于李白创作动机的多样化，一方面“我欲攀龙见明主”，“为 

君谈笑净胡沙”，幻想功成业就图阁渔隐，另一方面却是“向 

君发皓齿，顾我莫相违”，“莫持西江水，空许东溟臣”，低声下 

气以求馈赠。近乎完美的仕进理想和近乎绝望的仕途现实， 

使诗人的创作动机更加复杂化。第三就是李白为了使自己 

“以匹夫而动九重”，已认识到了传播的社会力量。《独异记》 

载：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贾胡琴者，值百万，豪贵传视， 

无辨者。子昂突出，顾左右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日：“余 

善此乐。”皆日：“可得闻乎?”日“明 日可集宣阳里。”如期偕 

往，则酒肴毕具，置胡琴于前。食毕，捧琴语日：“蜀人陈子 

昂，有文百轴，驰走京毂，碌碌尘土，不为人知。此乐贱工之 

役，岂宜留心?”举而碎之，以其文轴遍赠会者。一 日之内，声 

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n9 假如这件事可信 

的话，小陈子昂4o多岁又是同乡的李白不可能不知道这件 

事。初出川时，李 白以诗投谒名流，“三十成文章，历抵卿 

相” J，喜爱题壁的李白登黄鹤楼时，看到崔颢的题诗后搁 

笔叹道，“眼前有景道不得 ，崔颢题诗在上头-[21]，说明李 白 

已经有了很强的传播意识：宁愿罢笔也不甘居人后。“谪仙” 

之名是贺知章在李白初入长安时当面奉送的，他竟终生以此 

自称：“青莲居士谪仙人”，“大隐金门是谪仙”，更以早年与司 

马承祯相交往时说的客套话“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 

表” 相佐证，这个他在世时叫得很响，死后无人敢僭的绰 

号，虽缘于犬诗人贺知章所赠，但更重要的是看重它的传播 

效果。可见李白也是自觉地重视民间这种口头传播的力量 

的，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恰当地考虑到了传播的因素，因 

而对其诗风也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对李白的诗歌作些分 

析，会发现李白的诗歌风格和传播因素有着很大的关系。 

二 传唱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我们可以把唐诗的传播方式粗略分为语言传播方式和 

文字传播方式两大类。这两类可以称作是诗歌的传统传播 

方式。在文字出现以前，口耳相传是诗歌传播的最主要途 

径。台湾朱传誉先生曾论道：“口头传播是最早的传播方式 

之一，韵文则是为了便于口传的最早的传播技术”。∞ 郭茂 

倩在《乐府诗集》卷九十《新乐府辞》序中说：“有因歌而造声 

者，若清商，吴声诸曲，始皆徒歌，既而披之管弦是也。有有 

声有辞者，若郊庙，相和，饶歌，横吹等曲是也。” 这说明文 

人创作乐府诗时就已考虑到了传唱(传播)的对象和特点。 

到了唐朝，能否入乐歌唱更是造就诗歌流传的标志性手段。 

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就反映了当时诗歌被伶工配曲演 

唱的情况，而诗歌也就凭借乐曲广为流传。所以胡震亨干脆 

说“古人诗即是乐”。 在这里，诗歌的传唱对象有两种，一 

是民间和社会底层，一是宫廷和上层社会 ，李 白所创作的针 

对不同对象而传唱的诗歌正好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 

格。 

前者如《巴女词》：“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 

里 ，郎行几岁归?”这是李初次出川时买舟东下的作品，一般 

认为是他学习古今乐府民歌的产物，而使诗风为之一变。刘 

禹锡《竹枝词》序称巴渝民歌“其卒章激 如吴声，虽伧I宁不 

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澳之艳音。” 说明巴渝一带的民歌 

风格是以“淇澳艳音”为主，而巴渝一带的民歌传唱者和传唱 

对象都是“下里巴人”，正是这一阶层的审美取向和审美要求 

决定了这类民歌的内容和风格。杜甫写过“万里巴渝曲，三 

年实饱闻。”【圳能够使人“饱闻”，可见其数量不在少数，说明 

有不少的文人创作的诗歌进入了民间传唱领域。李白学习 

古乐府的表现手法，同时也注意到了民歌的传播对象，决定 

了该类型诗的风格特点：语言直率，真情毕露，喜用夸张，极 

少用典，诗思宛转，性情泼辣，这些都是因诗歌的传播对象而 

决定的。胡震亨《李诗通》卷四说：“太白往来襄汉金陵，悉其 

人情土俗，因采而演之为长什。一从长干下巴峡，一从江夏 

下扬州，以近乎行贾者之程，而言其家人失身误嫁之恨、盼归 

望远之伤。”汹 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李 白是个极爱用典的诗 

人，有时竟达到句句用典的程度，但在这些诗中极少用典，无 

不用极为朴素平易的语言来表达一种单纯、真挚的感情或一 

种莫可捉摸的情趣，这首诗朴素明快，清新自然，全诗充满了 

浓厚的生活气息 ，闪烁出晶莹耀眼的民间文学的光芒。它的 

风格不是豪放飘逸，而是朴素自然。它的感情基调也不是忧 

郁和愤怒，而是诚挚天真。故朱谏《李诗辨疑》批评说：“辞气 

粗鄙，皆鄙人之语”，而认为“俱非李作”。 他没有看到李白 

有时为了传播对象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从而形成 

不同的诗歌风格。同类型的还有《长干行》、《乌栖曲》、《越女 

词》、《长相思》、《杨叛儿》等。 

后者如《清平调三章》。任半塘云：“《清平调》是唐代曲 

牌名，前所未有。有声无辞，李白三章乃倚声而成。”【加 可见 

《清平调》应写什么内容、什么风格并没有规定。其时唐玄宗 

正“赏名花，对妃子，焉用 旧乐为?”因而命李龟年持金花笺宣 

李白填之。D̈ 李白的《清平调》正是考虑了特殊的传播环境， 

特定的传播对象，加上特定的描写内容，从而形成了该诗的 

风格特点，叶燮认为“平平宫艳体耳” 】，此论虽偏激，然该 

诗写得艳丽旖旎，艳而不俗，风神韵清，实是承宫艳体而来， 

由于李白强烈的出名欲望和出众的才华，使该诗“运笔空灵 

跳脱”【33J。明陈继儒《唐诗三集合编》评云：“三诗俱戛金石， 

此篇尤胜，字字得沉香亭真境”，说的就是该诗艳而能清，乐 

而不淫。现存《宫中和乐词》八首、《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 

柳色初清听新莺百啭歌》、《春日行》、《阳春歌》等，内容虽无 

可取，从形式上看都是属对工切的五律，风格上承宫艳体，词 

丽句清，气象氤氲，少于用典，不涉粗犷，可见李白的“狂介” 

气质和“瓢逸”诗风都没有得到反映，而是因为传播要素的不 

同而形成的不同诗风。 

三 题赠对李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题赠是古人最常用的一种通讯方式 ，通常是向特定的读 

者寄赠诗歌，或言志咏怀，吐诉衷情；或写物记事，传递信息； 

或含怨托讽，寻求帮助。这是种最基本的传播行为，是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的表现形式 ，正如威尔伯·施拉姆等言：“我们 

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 

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因此，“要了解人类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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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关系的”。 李白题 

赠诗的对象有两种类型：身处魏阙的官吏和寄身湖海的布 

衣。前者包括藩王、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判官、都 

史、司户、司士、参军、明府、少府、赞府、录事、主簿等。在赠 

给太守、长史一级的地方大员中，经常称赞对方是招贤纳士 

的战国某公子，而以寄食门下的某客自居，如《赠宣城赵太守 

悦》、《送鲁郡刘长史迁弘农长史》、《博平郑太守见访赠别》、 

《江上赠窦太史》等；甚至在区区县丞面前也唱出“长铗当来 

乎”，如《于五松山赠常赞府》；在赠给县宰一级的父母官的诗 

中，也是经常恭维对方的政绩，如《赠清漳明府侄聿》、《赠范 

金乡》、《赠从孙义兴宰铭》、《献从叔当涂宰阳冰》，或投其所 

好，把对方比作当彭泽令的陶潜，如《赠临明县令皓弟》、《赠 

崔秋浦》、《戏赠郑溧阳》、《赠闾邱宿松》、《别中都明府兄》等。 

李白写作此类诗的目的或求干谒，或求依托，或求布施，诗风 

奇峭，语势峻急，格局宏大，惯用事典，色彩明丽。如《读诸葛 

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诗云：“汉道昔云季，群 

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 

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 

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 

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 

济，结交为弟兄。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全诗格局宏大， 

气势雄深，开放得体，精严浑成，为此类诗歌风格的主要特 

征。 

后者主要是寄赠亲人、诗友、隐朋 、居士、同僚，他们和李 

白一样或奔走仕途 ，辗转呼嚎；或隐居山林，希冀仕进，或寄 

身幕府，干谒求生。如《送孟浩然之广陵》、《赠孟浩然》、《金 

陵酒肆留别》、《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赠汪伦》、《哭 

宣城善酿纪叟》、《宿五松山下苟媪家》、《下终南山过斛斯山 

人宿置酒》，这类诗的寄赠对象因大多是仕途失意或身为布 

衣，李白和他们的交往也就缺少了功利心理，不必披上“仙风 

道骨”的鹤氅 ，诗中感情真挚，诗也写得深情绵邈 ，情致悠长， 

色彩明快清丽，行文平易浅切，俊快流畅，不事用典，归于婉 

约一路。李白最爱使用的风、月、心等意象大都出现在这一 

类诗歌中。 

即使有时李白诗歌所题咏的意象相同，但由于题赠对象 

不同，也会导致诗歌风格的差异。《上李邕》是早年干谒李邕 

之诗，写得极度狂妄自负，可谓俊逸潇洒；而临终诗《临路歌》 

虽气局宏大，但气挚跌宕，两诗虽都以大鹏自比，然词气有飞 

扬跋扈与黯然神伤之别，就是因为前者是写给李 邕看的，后 

者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南陵别儿童人京》和《寄东鲁二稚 

子》都是写给儿女辈看的。前者写其奉诏人京时的狂喜心 

情，诗歌写得汪洋恣肆，痛快淋漓，喜怒哀乐跃然纸上。而八 

年后写的却是沉挚顿挫，一唱三叹，关键原因就在于读者对 

象不同了，虽同是寄语儿女，但前者的真正读者是弃自己而 

去的妻子刘氏，而后者的读者却肯定是儿女自己了。同是闻 

笛，《春夜洛城闻笛》“风调清华，作法工致” ，感情直露无 

遗，因其在少年时，涉世未深，又当青年，更重要的是此时只 

有自己一人，可以无所顾虑地吐露心声；而《与史郎中饮黄鹤 

楼上吹笛》则写得隐晦，“思清缜密，齐梁余风犹在”， 因为 

此时是两人闻笛。《梦游天姥吟留别》，留别的对象是东鲁诸 

公，所以他在诗中写出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豪迈誓 

言，而在《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中向一 

个县尉乞怜而求推荐拨擢。如果说这还是青年时的懵懂无 

知，晚年在《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表现出少有的舒畅心 

情，其原因是在“卷身编篷下，冥机四十年”，英雄有了用武之 

地，因而在永王幕府写了不少风格明快的短诗，《永王东巡 

歌》中极尽称颂之词，组诗节奏明快，慷慨激昂，如风行水上。 

永王势败后，在《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 

太守良宰》却说自己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徒赐五百 

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全不念永王对 

他的“三顾之恩”了，对韦 良宰吹捧得几近肉麻 ，“览君荆山 

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陆游在《老学庵 

笔记》中说他“识度甚浅” 】，明朱谏《李诗选注》论日：“白虽 

有文章而疏于义理之学，故于利害之际，处之不当，以致自累 

也。孰谓白果有助于永王哉?” 大概说 的就是这类诗歌 

吧。 

四 题壁对李 白诗歌风格的影响 

如果说口头传播是声情并茂的、动态的传播方式，那么 

题壁是便于观览的、静态的传播行为。题壁主要是指题写于 

公共场所的驿亭、驿馆、庙宇、寺观、山崖、酒楼、饭肆，它以稳 

定的自然存在物作为媒体，其传播对象是不特定的，而辐射 

范围在当时来说又是最为广泛的。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认 

为唐人题壁诗“在于它是公开发表，便于传播。所以题壁诗 

少用典故，倾向于明白易晓”，题壁诗人的共同点，“就是都想 

藉题壁达到传播的目的” 】。这也说明，唐诗的题写行为， 

主要属于大众传播方式，也是一种较为广泛、较为直接的方 

式。最早所见的题壁诗大概是陶弘景的《题所居壁》。唐代 

题壁诗蔚为大观，刘洪生编《唐代题壁诗》，收诗人 324位的 

诗作 841首，其中录李白题壁诗十首。柏】，在唐人中不算多的， 

但远非其全貌，如《金陵白下亭留别》、《自巴东舟行瞿塘峡登 

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人彭蠡经松门观石镜缅怀谢康乐 

题诗书游览之志》、《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醉题王汉阳 

厅》、《题随州紫阳先生壁》、《题江夏修静寺》、《题许宣平庵 

壁》，该书均未录。该类诗大多写其慕仙学道、羡隐求友的志 

趣，诗歌意境空潆清旷，想象瑰奇，可谓“飘逸”之风的典型 

反映。唐代南北一统，交通发达，文士漫游成风，题壁传播媒 

介多处于人员往来较为频繁的名胜古迹区，便利于受众观览 

传播。李白从小就想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仙风道骨式的人 

物，“长庚人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_4IJ‘‘余昔于江陵， 

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 以 

求“终南捷径”而人仕途，题壁求誉，制造舆论，当然就是最好 

的选择了。 

干谒诗发展到最后是行卷风气的盛行和诗人结集留存。 

在编选过程中，对其所传播的“信息”进行了必要的抉择和抽 

取，只将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转化为传播信息。杜牧在嘱托 

外甥裴延翰为自己编集的第二年，便“尽搜文章，阅干百纸 

掷焚之，才属留者十二三”，幸因裴延翰久有藏蓄，“比校焚 

外，十多七八”-43 就是明证。与李白大致同时的魏颢，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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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李白“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 

“上元(761)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一字不下。今日 

怀旧，援笔成序。” 可见李白也是作过编纂努力的。这一 

过程只影响到诗人对自己诗风的取舍和作品流传，对创作影 

响不大，故不做论述。 

五 结论 

一 个作家或诗人，自成一种独特的风格 ，一定是艺术 日 

臻成熟的标志 ；然而风格的多样性、变化性也更是艺术造诣 

非凡的反映。这不仅跟诗人的气质 、个性有关 ，也跟诗人的 

生活道路紧密相联。李白想走藉诗名而致魏阙的捷径，故干 

谒时极力塑造 自己的“谪仙”形象 ，以合乎皇帝的求仙欲望 ； 

和隐士、道士交往时又极力塑造 自己的隐士形象，以求闻于 

官府 ；由于生活所迫，李白以写诗求馈赠，换取裘、罗衣、茶 、 

墨、鱼酒 J，多作阿谀之词；但由于性情使然，一生耿直狂介 

的李白在写给亲朋和独抒 已怀的诗 中表现出淋漓酣畅的诗 

风，政治上的投机和已经程式化的仕进道路注定李白的幻想 

不可能成为现实，故此类诗中颇多愤激之词。凡此种种传播 

手段、传播方式、传播对象的因素导致李白诗歌风格的多样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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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il the Style of Li Bai’S Poems Affected by the Communication 

Malillers of Tang dynasty 

ZENG Ding—．hua 

(Urdvers~y ofSouth Ch／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l"~ _, The style ofLiBai’8 poelnsis diversified，whichis consideredfrom learningPao and xie’8 poelns，cultivated by beauties of 

nature8。and affected by Li Bai’8 nature．This paper thinks that Li Bai thought OVer the communication rllannel'lS and the objects of poems of 

Tang dynasty when he produced own which affected his style．Li Bai gained his honor through the process．He hope,]his honor appreciated by 

the emperor and society SO that he could be commissioned and found achievements． 

Key words： Li Bai： poem’s style； conmaunicafion fa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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