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白事蹟三個問題探討

羅 聯 添

本文討論有關李白事蹟三個問題:一、「五歲誦六甲J ;二、太原救

子儀;三、為人行事。這三個問題，論者已多，惟意見紛耘，持議不一;

或有待申辨，或必領折衷。本文之作，旨在追求真實，怯除誣妄。至於是

否允當，仍冀博雅學人，有以指正。

一、「五歲誦六甲」

(一〉

唐玄宗開元十八年(七三0) ，李白時年三十，寓居安陸(今湖北安

陸縣〉有上安州裴長史書云:

少長江漠，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

經藉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

「五歲誦六甲J '清王靖注:

禮記: r九年，教之數日。」鄭康成注: r朔望與六甲也。」漢書: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南史: r顧歡年六、七

歲，知推六甲。」六甲，今之六十甲子。@

王氏所引禮記及鄭注;見禮記卷二八內則篇;引漢書二旬，見漢書卷二四

上食貨志;引南史云云，見南史卷七五顧歡傳。其所謂「六十甲子J '是

@種兌圈李白集校注卷二六。

@見主琦李太自集注卷二六。商務印書館景印四庫全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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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天干地支相配用以記年日 D 一周甲為數六十。其中所含六甲郎宋王應麟

「小學甜珠」律歷類中所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賓。」

至漢書所謂「學六甲J '王先謙漢書補注引周壽昌曰: r猶言學干支J 0

撮此，知李白所謂「五歲誦六甲J '應是指五歲誦干支衰而言 D 這個說

法，近今若干中外文史學者有以為不然者，如民國二十九年李長之撰作

「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一書，其中有云:

李自從小接受道家的薰陶，就他自己詣的「五歲誦六甲J '六甲就

是道宗末流的一種怪書 D 神仙傳有「左慈學道，尤明六甲，能役使

鬼神」的話可證。@

李氏視六甲為道宗的怪書，從而肯定李自從幼年即開始接受道家思想的黨

陶。之後，依循李氏君法或與李氏論調近似者，有一九四四、四五年間

(民國三十三、三十四年)出版之日本田中克己「李白」傳云:

六甲大概是指道教關係的簡單避煞神的咒文、經丈那樣的東西而說

的 o@

李氏以六甲為道家怪書，還提出一點論證'田中以為是道歡避煞神的咒

文，則純是脂測 o® 其後，增訂本中國文學發展史云:

他(李白)在四川的少年時代，似乎沒有受過儒家的傳統教育 D 他

自己說，他學的是文學、奇書、六甲和百家雜霄 o®

@見李書第二ar李白求仙學道的生活與輪廓」。李書，民國二十九年長沙商都印書

館翻版。六十五年，畫北大漢出版社景印，作者改為長植。

@見頁一七。 l此書一九四四、四五年出版，民國六十一年李君典中擇，專心企業公司

出版。

@田中氏李自傳頁二五三年請注「六甲」云: r時日子支之類」。則又取王琦說，其

自相抵梧如此。

@華正版中國丈學讀歷史頁四四八。著者劉大蕉。增訂本部分組畫灣學者催訂附益。

此段丈字曬民國三十七年版，原丈「他在四川的少年時代，是讀書擊劍。」一節為

繁多，當不出於劉大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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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說明六甲為何物，觀乎其與奇書、百家雜言並列，或亦靚六甲為道家

怪書 o 至民國五十九年劉維崇撰著李白評傳，叉將六甲說成遁甲術:

五歲誦六甲。......六甲，就是遁甲之術，漢書藝文志載風鼓六甲二

十卷 0 <1>

劉氏所舉「風鼓六甲」書名，見漢書卷三 O藝文志五行類著錄。惟二十卷

當作二十四卷。除此，漢志五行類另叉著錄「文解六甲十八卷 J '劉氏未

稱引，當是舉類例而言，可不論 o 二書雖為道家典籍，然失傳已久，內容

所記是否為遁甲之術，今無從得知。叉遁甲之術'究竟如何，劉氏未作解

釋。案後漢書卷八二方術傳序云: r叉有風角、遁甲、七政......之術。」

唐李賢注: r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是知遁

甲為古代方士一種術數。李白「五歲誦六甲 J '照劉民意思，就是李白五

歲時通曉術數知道推算六甲而隱遁。這與李長之說法相近，可能受他的影

響而發此論。但歷來也有不少學者依循王瑞注，認定六甲是計算年月日的

干支 o 如民國四十三年主瑤撰作「詩人李白」一書。其中云:

六甲是計算年月日的六十甲子。@

艾六十年郭鼎堂「李白與杜甫」書中，李白杜甫年表云:

六甲，師六十花甲。十干與十二支相配，蓋唐的啟蒙有此課程。@

叉七十一年陳香李白評傳云:

按說誦六甲，猶言能辨記歲月之序，六甲即甲賓、甲辰、甲午、甲

申、甲戌、甲子之簡稱 o@

七十三年譚繼盛譯日本小尾郊一李白傳記亦認為:

@李白評傳第四章思想，一七三頁，民國五十九年蠹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頁一四。是書一九五四年大陸初脹，一九六 0年香港新月出服社再服。

@李白與杜甫，頁二五三。

@見李白評傳，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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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六甲可能是指他能記住十干十二吏的組合 o@

以上均以六甲為干支組合，不視為道家怪書。其中郭鼎堂且認為六甲是唐

代兒童啟蒙課程，當是依攘漢書食貨志所稱「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

方、書計之事」而來 o

(二)

考六甲用以記日，亦見於漢書卷二一上律歷志:

夫五六者，日有六甲，展有五于 o

此所謂「六甲」指六旬，六十日; r五子 J '指半旬五日，有五個子的時

辰。隔開皇四年(五八四)李詩上文帝書云:

......於是間里童昏，貴游總角，未窺六甲，先制五言。至於羲皇舜

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 o@

李需批評南朝以來文風趨重利祿，見童少年捨本逐末不誦六甲，而先作五

言以事吟詠。此明白顯示六甲是指兒童必讀的基礎課程一一干支衰 o 這種

用干支記日方法，淵諒甚久，攘傳遠在黃帝時代已開始使用，殷商最為通

行，今藏甲骨文就有專用檢查日子的干支衰 o 如附圖一、二 o

董作賓「殷代的紀日法」一文，有云:

中國紀日用干吏，相傳始於黃帝時代「大擴作甲子 J (史記曆書索

隱引世本) ，約在臣今四千六百年以前。新史料可以誼朗的，是殷

虛甲骨文字。攘最近的估計，五十餘年出土達十萬斤幾乎無一井無

干支者。叉有專用以檢查日名的「干支衰 J '列自甲子至癸亥六十

日，分為六行，每行十日，可證殷虛時代「干支紀日」最為通行 o@

六甲干支衰使用白淵涼久遠，李白所謂「五歲誦六甲」眼漢書所謂「八歲

@見李白傳記，頁一五。

@晴書卷六十六李講傳。

@董作賓學術論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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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國一 甲骨文于夫去 附國二 于夫去譯文

入小學，學六甲...... J 一樣，應該都是指背誦干支表而言。李陽冰草堂集

序云:

李白，字太白，朧西成紀人 0···..·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誦居條

友，易姓典名 o ......神龍之始，逃歸於蜀 O

李白生於唐武后長安元年(七。一〉 ，@神龍元年(七O五〉隨父自西域

逃歸於蜀，時年當五歲。回國先讀入門課程一一干支衰，自是合情合理。

近今部分學者所以不取王靖注，而視六甲干支表為道家怪書，或許是由於

@王琦李白年諧。詹銀李譜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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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二旬，與李白牆張相鋪詩「十五觀奇書，

作賦凌相如 J ，@貫串起來而產生錯誤的聯想。

或許會發疑問， r大甲」干支表由是一般見童誦讀'事屬尋常，李白

何以特別提出?推想或是一般學童都是八、九歲才誦六甲，南朝顧歡六、

七歲知推六甲，比一般學童早一、二歲，所以南史顧歡傳特為記下，以示

其穎悟不凡。李白五歲就能推算六甲，比一般學童早三、四歲，其小時聰

明，自然足以自豪。

(三〉

李白詩自稱「十五觀奇書 J '感興詩八首之五叉云: r十五遊神仙 J 。

@十五歲「觀奇書」叉「遊神仙 J '奇書或與神仙有闕，當指道教典籍。

@論李白與道教接觸之始，接此則不宜早於十五歲。文撮北宋楊天蔥彰明

逸事云:

元符二年春正月天惠補令於此。竊從學士大夫求間逸事。......太自

.:-....隱居戴天大匡山，往來旁郡，依連江趙徵君在。在亦節士，任

俠有氣，善為從橫家，著書號長起經。太自從學歲餘，去，遊成

都，益州刺史蘇碩見而奇之。@

李白遊成都謂蘇頓時在開元八年(八二 0) ，二十歲。@其隱居戴天山與

道士交往，@至撞江隨趟著 E學從橫術，當在開元六、七年，十八、九歲

@李白集校注念十一。

@李白集校注念二十四。

@唐代通行道教典籍有丹紐真話及道經藥珠篇。白民長慶集念五十三味道詩云: r七

篇真諂論仙事，一卷壇經說佛心。」同集念五六雨中招張司業宿云: r斜支花石

說，臥詠築珠篇。」

@攘唐詩紀事一 Aslo

@星E詹錢李白詩文繫年。

@李白集校注本卷二十三，有訪戴天山道士不過詩，可證李白曙戴天山與道士交往，

志在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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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o 合而觀之，李自接觸道教與道流人物交遊，當在十五歲至二十歲之

間，似不必求新立異，推前到五歲 o

二、太原救子儀

(一〉

李自在太原故郭于儀轅事，最早見於唐武宗會昌三年(八三四〉費敬

所撰翰林學士李公(自〉墓碑:

〔自〕嘗有知壁，客并州，識郭扮陽於行伍間 o 為免脫其刑責而獎

重之 o 後街陽以功成官爵請贖翰林，上許之，因免誅，其報也 o @

這段記載分析其要點有四:叫李自遊太原載郭于儀於行伍;已于儀犯法，

李白為兔脫其刑責;曾李白附永主麟，郭于儀以官爵贖李白罪;的李白因

此得以免誅 o 到宋代樂史(九三0--一00七〉撰李翰林別集序，揉其說

:z;;:

自嘗有知壁，客并州，識份陽主郭于儀於行伍間，為脫其刑貴而獎

重。及翰林坐永主之事，扮陽功成，請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

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份陽之報德如彼o@

樂史序除增易幾個字，特別提出知人報德二事外，含意與妻敬李碑沒有什

麼兩樣。其後宋祁(九九八---0六一〉復取之以入李自傳，新唐書卷二

O二文藝傅云:

曉敗，當誅o 初自游并州，見郭于儀奇之o 于儀嘗犯法，白為救

免。至是于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

新傳文字雖有所改動，意思與李碑出入不算太大，惟「上許之，因兔誅J '

改為「有詔長流夜郎」則頗為不同。稍後蘇軾(一0三七~一一。一〉亦

@全唐丈卷七六四，又塵世國李白集校注本附錄二。

@糧價圍李白集枝注本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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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原序，大不相同，或稱「此蓋出諸家牌說，而此書(學闡蕙蘇〉誤以為

樂史序耳J dr>應是可信。下造情乾隆時代(一七三六~一七九五〉王靖

撰李白年譜採太原救于儀事繫於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云:

太白遊太原......識于儀於行伍中，言於主帥，脫其刑責。@

李白長流夜郎，王靖繫於乾元元年(七五八) ，並引樂史序、新書傳二段

文字，可見王靖認定李郭互數為實有其事。除此，王氏叉於李太白集輯注

跋(乾隆乙卯六十年(一七九五) )云:

試為平情論之，識于儀為豪傑之士，救免其刑責，而力為推獎，知

人之明誠足稱矣。@

頌揚李白推獎于儀為有知人之明，亦可見王氏於其事深信不疑。稍後朱駿

聲(一七八八~一八五八〉作唐李白小傳云:

開元二十三年(乙亥〉遊太原識郭于儀於行伍中。時郭有薄過，言

於主帥，脫其刑責。......乾元元年(戊戌〉以永主事論死，時扮陽

功成，請以官爵為贖，乃詔長流夜郎。@

所謂「言於主帥J '殆撮王琦李白年譜; r詔長流夜郎J '乃取自新書本

傳; r郭有薄過」與才于傳「死罪」之說，大相逕庭，殆出於推想，自不

足信。晚清黃錫哇(一八六二~一九四二〉於光緒二十年(一九O六〉撰

李太白年譜，攘唐裴敬丰碑取太原救于儀一事，繫於開元二十三年:

太白年三十五。......孟夏即遊太原。〔案) ......考唐裴敬李公墓碼

稱曰: r嘗有知鹽，客并州時，識郭扮陽於行伍間，為兔脫其刑責

而獎重之」云云，正是時事。@

@詹民李白詩丈繫年開元二十三年附考引主琦語。

@李白集校注本附錄一。

@李白集校注本附錄三。

@傳經堂丈集卷八，李白集校注本附錄二引。

@畫北學海出版社景印本，民國六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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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黃民不取郭于儀以官爵請贖李白附永王罪一節，是有別於歷來論事者。

為醒目並便於比較，將唐以後各家論李郭互救事，簡列要點於後:

將|丰白

是敬|識郭於行但

無史l 同上

東方It l 見郭奇之

表白 人

貴刑其克馬

同上

郭于做報梅

以官爵請晴丰 I -上許之，因兔
台罪 |誰 o

同上 同上

2做犯法為救|解官以蜻

辛文房 l 見郭奇之 i 救其死罪

楊慎l 識郭於永遇 I /

有詔長流千克郎

請官以蜻 詔長流千克郎

解官贖罪 長流千克郎

誰先回
間

許土
SEHam

官以做于
郭﹒

費
將

刑
門

其
牙

脫
再

見命
，

坐輪舒哥
郭文雜陳

王琦l 識郭於行但

家肢聲l 同上

費錫挂l 同主

古於主帥，脫

其刑青 o

郭有薄遍，古

於主帥，脫其
刑青 o

梅克其刑青

同主 !同主

台論死，郭 l

官爵毒品睛。以|詔長流R~~

/ I /

裴敬以下各家文字大致相同，意思亦相去不遠 o 椎宋祁、楊慎、朱駿聲

等「上許之因免誅」一旬，易為「有詔長流夜郎J ;王晴、朱駿聲於「脫

其刑責」上增「言於主帥」四字，與原意稍有出入;辛文房改「脫其刑

責」四字為「救其死罪J '差異甚大，最為不當。

(二〉

李郭互救，知人報德，傳為美談，然其事是否真實，歷來甚少質疑 o

椎清趙翼嘗謂其不可信 o 其毆北詩話卷一云:

10



李白事蹟三個問題探討 39

背蓮救郭子儀及坐永主嘴事，得子儀救解，此見樂史序中。......新

唐書本傳亦載之，然背蓮集中無一字典于儀往來者 o 當其繫獄時，

以詩上崔澳、宋若恩求雪;如果有德於于儀，豈無一字乞援?即或

道遠不相及，而子儀救釋之後，何文無一字述其恩、記其事?則此事

之有無，未可信也 o 集中有贈郭將軍一首云: r將軍少年出武戚，

入掌銀臺護紫薇。」此文非于儀履歷，當男是一人 o

李郭互救事，趙民以為始見於樂史序，雖未正確，但首先提出李白與郭子

儀無任何文字來住，可謂獨具隻眼，值得注意 o 贈郭將軍詩，@天寶三載

(七四四〉李白四十四歲在長安作 o ®l詩末有「疇昔雄豪如夢裹，相逢且

欲醉春暉 o J 則郭將軍乃喪失兵權之武人，趙謂非指郭于儀，當男是一

人，亦極有理〈詳後〉。民國以後論之最詳，辨之最精者，應推詹缺 o 其

李白詩文繫年〈民國四十六年出版〉開元二十三年附考云:

按薔唐書郭子儀傅: r子儀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

使 c 天寶八載於木刺山置橫塞草、及安北都護府，命于儀領其使。」

新唐書郭子儀傅: r子儀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單于副都護

振連軍使 o 天寶八載木刺山始築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詔即軍為

使。」於天寶八載以前事語焉不詳。顏真卿郭(敬之〉家廟碑云:

「恭惟令公，先皇之佐命臣也 o ......弱冠以邦鄉之賦，驟膺將帥之

舉 o 四握高第，有聲前朝;三為將軍，再守大郡 o J 于儀卒於建中

三年(七八一) ，享年八十五。上推至弱冠應舉，當在開元四年左

右，時太白尚未出要門耳!

郭〔敬之〕家廟碑，原題「有唐故中大夫......壽州刺史上拉國贈太保郭公

廟碑銘J '見全唐丈卷三三九，四庫全書顏魯公集卷七題作「郭公廟碑

@李白集校注本卷九。

@詹員長李白詩文繫年。

11



40 畫大中文學報

銘J 0 閒元十三年(七二五〉李白二十五歲方經巴撤出三峽。開元四年

(七一六〉郭子儀屬冠(二十歲)中武舉之年，正是李白(十六歲) r觀

奇書」、「好劍術」、「遊神仙」時期 o 李白年齡小於子儀，于儀中武舉

受宮，李白尚在綿州默默無聞。詹氏叉攘主昶金石華編卷九二郭氏家廟碑

陰所載于儀官爵考之，謂天寶以前子儀實未嘗任職并州，開元二十三年子

儀居行伍之說，亦不得其實 o 同前附考文云:

自開元四年頃至天寶八載，其間子儀凡升遷十三次 o 訣平均以二

年半升遷一次計之，則開元二十三年當為州威衛中郎將或安西副都

護，官爵如是之高，豈得尚謂之居行伍耶!豈尚勞太白獎重之耶!

犯法後叉豈一客居丈人如李白者所可脫其刑責者耶!即使子儀特為

晚遠，則是時至低亦當為城舉府別將，亦不得謂之居行伍中也o 可

知太白解教務陽之說，純屬僑託 o

案接郭氏家廟碑陰，于儀 r:iit舉及第授左衛長上J '左衛長上，階從九晶

下，至開元二十三年積功至左威衛中郎將或安西副都護，階為正四品下或

從三晶 o@ 官高如此，豈得謂「融于儀於行伍J ，詹民總結稱「太白解救

扮陽之說，純屬儡託。」誠是精到之見 o 其後(民國七十一年) ，朱金城亦

考辨李白數子儀事不足信 o@唯所論多引述詹氏語，創發無多，此不贅o

(主〉

李郭互教事僅見於費敬李公墓碑，裴碑作於唐武宗會昌二年(八四

二) ，上距李白之卒一一實應元年(七六二) ，為八十年 o 在農碑之前，

李陽冰草堂集序，魏頓李翰林集序，范傳正李公新墓碑暨其他典籍如李肇

國史補等，均未記載 o 李陽冰為李白族杖，聽顯親見李白其人，范傳正與

李白有通家之好 o 此輩與李白關係非同尋常，如李郭互救具有其事，集

@舊唐書卷四十二職官志。

@見「讀李白集札記」中「李白郭子儲五救事考辨」一節，唐代文學論叢一九八二年

第二期。

12



李白事蹟三個問題探討 41

序、墓碑，不應略而不及。叉李肇國史補一書記當代文壇掌故、文人逸

事，相當詳細。李郭互救，知人報德，尤為文壇佳話，亦不當捨之不載。

凡此俱可見要碑班丈單證'不足攘信。

其次，再就李自在太原生活行事觀察:李白開元二十三年(七三五〉

五月應議郡人完參軍(名演〉之招赴太原，@翠年五月去太原至東魯。在

太原一年期間，作品可考的有「軟日於太原甫柵饒陽曲王贊公、買少公、

石艾尹少公廳舉赴上都序」、® r太原早秋」、@ r贈郭季鷹」、@ r觀

放自鷹」、@ r干旦思」、@ r蘇武J@ 等詩。考其內容，未有一字涉及

郭于儀事 o 十年後，天寶五載(七四六) ，李白四十六歲作「憶舊遊寄論

郡元參軍」詩云:

君家嚴君男祖虎，作尹并州遇或虜 o 五月相呼渡太行，摧輪不道羊

腸苦 o 行東北京(京原誤涼，攘王靖注改〉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

金。瓊杯綺衣背玉案，使說醉飽無歸心，時時出向城西曲，晉祠流

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簫鼓鳴，徵渡龍鱗莎草蟻。典故揖妓恣經過，

其若楊花似雪何，缸妝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寫翠娥，翠娥嬋娟初

月輝，美人更唱舞羅衣 o ......@

此節可親為李白遊北京太原生活回憶錄。瓊杯綺食，揖妓遊樂，為李白寓

@黃鶴哇攝李白「冬夜於隨州紫鷗先生餐霞樓還煙子元演隱仙識山序」以為元器軍自口

元嘎〈見李白年譜開元二十三年〉。詹錢云:r元演似自P元事軍。」案攘李白集投

注本省十三「憶舊遊寄書長郡元參軍詩J: r相隨迢迢訪仙城J' r餐霞樓上聽仙樂」

等語，責說可信。

@李白集投注本卷二十七。

@同前各二十二。

@同前卷九。

@同前卷二十四。

@同前卷六。

@向前卷二十二，黃錫挂李白年譜附編年詩集目錄，謂開元二十三年秋遊雁門關作。

@同前各十三。詹蜈李白詩文繫年，謂天實五戰暮春作。

13



42 臺大中文學報

居太原一年期間的真實寫照。其無一言半語有關識于儀脫刑貴之事。數十

年後?費敬撰李碑因何而得知?其為接傳聞而書，灼然、可知。叉撮「君家

嚴君J r作尹并州」語，知元演參軍之父時任太原尹(唐制太原尹為北都

留守、河東節度使兼任) d1l領兵防守戒虜 o 郭子儀如在太原行伍中，應

為元參軍父之部屬。李白識于儀為脫刑貴，或亦有可能 o 但無任何資料，

可資佐證。

此外，再考察李白附從永王嘴，免誅流夜郎一事，與郭子儀有無關

係。為簡明醒目，畫畫摟舊唐書玄宗、肅宗本紀暨李白詩丈繫年，將天寶十

五載(七五六〉至乾元二年(七五九〉有關李郭事蹟及時事，列對照衰如

後:

年 月 時 事 郭子做事蜻 三字 白 事 蜻

正安祿山悟麗特泉郁。

天
六 監察御丈朱若忠告b御

實
史中丞。

十
吉索西幸，安祿山~

五

載
東陷長安。

、 ..c 肅索即位於重武。永 斌，丰台商餘杭蛙企

蠱Z載至-
王講喬四道度使、 陵、社浦，至 1尋陽，

江陵大都換督為 。巳晶郡 隱居屏風壘。

太守在 相。

r、十 指補掌相官4星旗巡撫江南..c
，投吏。

五

-;主、•
十 江陵大都督永王瑋擅 永王實丰台之才，三

、J

引舟師7廣陵。 7碎書，徵1a尋b悔位 o
永王令舟師至 陽，白
道應惜行。

@清吳廷費唐方鎮表卷四，開元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河東節度使、太原尹為信安王牌，

二十五年為主昱。未有元姓尹太原人物 Q

14



43李白專蹟三個問題探討

永玉兵敗，丰台亡走

彭澤，徒生喝得1尋陽獄

正l安慶緒我祿山白立。

二i永玉埠兵敗奔郵陽，
萬皇甫他所埠。

丰台嘉索氏在聽章代

合學求權膏。

朔方節度使郭子做大
破安丈~眾於渣間。

白布「在海陽~~所寄
內」持。@

郭子做詩天7兵馬副

元帥。

至

回

丰台在就上詩程講求

昭雪。「在獄中主程

相換」詩苦: r羽翼

三元聖，發揮兩太陽

，應念農盆r' 當泣
拜天光。」又有「幣
1尋陽就上程相淚」詩

三首。@又作「主程
相育是幸J ，趣?原

注: r時在海陽獄」。

詩云: r屆法申息，

...藏取材，冶長~~罪

，尼父無緒，最盆嘴

萃，應照寒友。 J@

郭子做兵敗詣閩詢服

，認為左價射。

五|張鋪~相。

峰

丈
推

御
台

、
李

換
為

程
思

使
若
。

太
東
當

慰
丞
清

宣
中
農

為
訪
出
蟬

，
泉

事
江
政
、

如
守

龍
太

議
杭
。

程
餘
使

入

最鍋出兼河南節度使

來
途
，

守
，
囚
﹒

太
南
白

城
河
字

宣
赴
釋

丞
兵
，

中
率
陽

丈
思
得

御
是
次

郭子做率蕃漢兵學安
丈部束，故很長安。

先d

15

@李白集投佳木卷二十五。

@向前卷十一。

@向前卷二十四。



44 畫大中文學 F 報

使參講謀軍事，@並上
拜是 台才官可用，特請

載
一京 ，不報。@

r-.. 朝廷窮究示槍，丰台
..t: 離宋若思幕，逃至宿
五 杖。

七、J十 安慶緒，卉河北。 郭于做.收彼洛陽。 丰台餅、痛於宿松。

有贈張相錯特二首@。

十 郭于儀至長安，如司

一 徒。

十 上皇酋蜀還長安，大 都手做.還洛陽，組學

- 赦。 ;可;II:.。

正 春，丰台避居司空山

乾 - 。

一 流放于是郎，有「混@于是

兀
四

郎聞騙不預」持。

五

FM，也4品峰使剩太丞圳于相大屠部騙宰府。
張鴿以詩來贈，丰台

兀
長相丈

行至江夏，有特答之

。@

..t: 郭子儀入朝為中書令

年 ，諸行營。

f、 @丰台至~~刑，有詩。..t: J\

五
先a 郭于儀統九持皮之師

J\
、J

'詩安慶緒。

十 大赦。

@同前卷十-題稱「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海喝，脫余之囚，參謀幕府，

因以牆之。」

@同前卷二十六。

@同前卷十~O

@同前卷二十五。

@同前卷十九，詩題: r張相公出鎮荊州，尋除太子詹事，余時流夜郎，行至江夏，

與張相公相去千里。公因太府丞主昔使車寄羅哀二事，五月五日j治余詩，余答以此

詩。」

@同前卷二十，詩題: r泛何州城南郎官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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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事蹟三個問題探討 45

乾正 丰台至三峽。

兀
- 流罪以寸，一切放丸。

- 一 丰台放遣 'r且唐，

一 過是巫山。

年 -c 紋，丰陵台至洞庭。旋

r-.. 赴零 。

-c
五 J\

先d
、J 九

觀上衰，可知李白附從永主嘴一事大略經過是:刊至德元載十二月永主嘴

舟師東下，至海陽，李白應命借行;已二載永主兵敗，李白亡走，至溝陽

繫獄;何李白在獄中曾上詩宰相崔換，請求洗罪;的崔換與御史中丞宋若

思為李白推覆清雪;的宋若恩率兵次講陽為李白脫囚，使參謀軍事，不獲

許 o 李白離宋幕，逃至宿松;科詔流夜郎;的李白至三峽，因赦，放還;

郭于儀在北方率軍忙於征討安史之亂。

攘李白詩文，悄然可見李白得以脫囚，乃由於宰相崔澳、御史中丞

宋若思昭雪之力，與郭子儀無關。晚唐以後各家所載于儀解官贖罪，李白

免誅、流夜郎一節，蓋好事者接傳聞杜撰，不合事實。

(四〉

總合言之，清代趙廠北從李郭二人無任何文字來往一點觀察，認為互

救一事未可信。今人詹銀就郭于儀出身、官爵考辨其未嘗任職并州，居行

伍之列，稱「太白解救扮陽之說，純屬偽託。」故叉接裴敬李碑以前載

籍、李白在太原生活行事、暨李白附永主經過各端考察，闡明李郭五救，

知人報德之說，出於虛構，佐證趙、詹二家所辨，確不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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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臺大中文學報

三、為人行事

〈一〉

李白作品中確有不少詩篇表現其為人是:好神仙遊名山，放情醇酒婦

人、輕祖功名富貴、嘲笑孔丘魯儒。如感興八首其五云:

十五遊神仙，仙遊未曾歇 o 吹笙吟松風，汎瑟窺海月，西山玉童

子，使我鍊金骨，欲逐黃鶴飛，相呼向蓬關。@

登峨眉山詩云:

蜀國多仙山，峨眉遭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雲間吟

瓊簫，石上弄寶瑟。平生有徵尚，歡笑自此畢 o 煙容如;在顏，塵累

忽相失，備逢騎羊子，撓手凌白日 o@

叉秋下荊門詩:

•••...此行不為鱷魚鱗，自愛名山入劍中。@

東山時:

換妓東土山，悵然悲謝安，我妓今朝花去日月，他妓古墳若草寒。自

難夢後三百歲，灑酒燒君向所懼。聞來自作背海舞，教風吹落紫綺

冠。......@>

示金毆子云:

•••••.謝公正要東山妓，搶手林泉處處行。@

出妓金傻子是盧六四首，其二云:

南國新鹽酒，東山小妓歌，對君君不樂，花月奈愁何。@

@闊前卷二十四。

@同前卷二十一。

@向前卷二十二。

@向前卷七。

@向前卷二十五。

@同@。

18



@同前卷七。

@同@。

@同前卷二十。

@闊前卷八。

@向前卷二十五。

李白事蹟三個問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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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連，一生好入名山遊。......@

攘詹銀李白詩文繫年，李白登峨眉山賦詩，時在開元十二年(七二四) ,

二十四歲;愛名山，入劍中，時在開元十三年(七二五) ，二十五歲;據

妓遊東山，酒甜起舞，時在開元十四年(七二六) ，二十六歲;載妓隨

浪，美酒于無}作江上吟，稱「一日須傾三百杯」賦襄陽歌，時在開元二十

二年(七三四) ，三十四歲;嘲魯儒詩，作於開元二十五年(七三七) ，三

十七歲;廬山諸「鳳歌笑孔丘J '時在上元元年(七六0) ，六十歲 o 李白

從「十五好神仙」至背壯時期愛名山，揖妓飲酒，直到晚年猶自稱「尋仙

不辭遠J' r一生好入名山遊J '自然容易對李白產生一個印象:即以為李

白放浪形骸'不間人事。自唐迄五代，若干李白集序、墓誌、傳記文變本

加厲，加以評述，益使後人對李白觀感淪於丹面。唐魏顧李翰林集序云:

白娶於許， ......叉合於劉。劉訣，次合於魯一婦人。......終娶於

宋。間撐昭陽金使之妓，遊類謝康樂，世號為李東山。駿馬美妾，

所適三干石郊迎 o@

唐殷璿柯嶽英軍集序:

自性嗜酒，志不拘撿，常林棲十數載，故其為文章，率皆縱逸。

叉唐劉全自李君碼記:

少任快，不事生棠，名聞京師 o·心..叉志尚道術，謂神仙可致 o 不

求小官以當世之萄自負。@

薔唐書卷二O二丈苑傅:

李白......少有逸才，志氣宏放，飄然有超世之心。......浪遊江湖，

終日況飲。

@間前卷十四。

@李白集按注本附錄三。

@李白集按注本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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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次娶妻，文有美妾，尚道術求神仙，任俠不事生產，飄然有超世之心。

宋人順此觀念，再加推衍評論，李白為人面目，益為不同。如王得臣廬史

-E

王安石云:自才高而識卑，其中言酒色，蓋什八九。@

蘇轍(一0三九~一一一二) r詩病五事」云: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而不知義理之

所在也。......唐人李杜稱首，令其詩皆在。社有好義之心，自所不

及也。@

趙次公社工部草堂記云:

至季社，號詩人之雄。而白之詩，多在於風月草木之間，神仙虛無

之說，亦何補於教化哉!@

貫徹窘，漠詩話卷二云:

白之論撰，亦不過為玉樓、金毆、鴛鴦、弱翠等語，社稜蒼生何

賴。......歷考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于美語一何鮮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八云:

李太白當王室多難，海字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

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環蒼生，曾不繫其心脊，其視社少慶之憂國憂

民，豈可同年語哉!

或責其「識卑 J ' r不知義之所在J '或斥其狂醉於花月，缺少愛國憂民

之心，凡此可見宋人對李白觀感之一蝕。

元明清各代褒美李白詩歌者多，疵議李白為人者少。唯民國以來，頗

多猶承宋人議論，貶抑李白。如胡適認為李白「始終是世外的道士J , ®

@亦見宋憲淇泠齋夜話、陳善們劃新語、陸游老學苓筆記。

@樂城集卷j丸。

@成都文類卷四十二。

@白話文學史，頁二O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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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瑞稱李白為「頹廢之詩人 J '劉大杰撰「中國文學發展史」一書，謂

李白:

是天才、詩人、神仙、豪傑、隱士、酒徒、流浪者、政治家的總

體。......排聖賢、反禮法、厭虛名，愛自由的思想，貫通他的全部

作品 o@

俠、仙、隱士之稱，已見宋人言論。酒徒、流浪者、排聖賢、反禮法思

想，貫通李白全部作品，似為劉氏獨見。劉書近三四十年流傳甚廣，其言

論觀點，甚可能誤導讀者對李白的認識。

(二〉

自宋至近代當然也不乏為李白辯護者，如陳善謂李白婦人美酒，不散

其志，們現新語云:

詩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氣常游戲萬物之衰，其於詩寓意

焉耳，豈以婦人與酒敗其芳、乎?

張戒(宋紹興間人〉更指責王安石言論之非是，其歲寒堂詩話云:

王介甫云: r白詩多說婦人，識見污下。」介甫之論過矣!孔子刪

詩，三百篇說婦人者過半，豈可謂之識見污下耶?

嚴羽(幸宗一一理宗時人〉謂讀李白詩要識其安身立命處。滄浪詩話﹒詩

許云:

觀太白詩者，要議員太白處。太白天才豪逸，語多率然而成者 G 學

者於每篇中，要識其安身立命處可也!

南宋葛立方(幸宗隆興二年〔一一六四〕卒〉雖稱李白不能為醇儒，然謂

其樂府詩， r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 J@ 清代劉熙載(一八一三一一

八八一〉以為李白志在經世，其出世之語乃有為之言。詩概云:

@徐民擴有「頭廢之詩人李白」一文，見小說月報十七卷雖外，民國十六年。

@華正本中國文學發展史，頁四五 0 、四五一。

@韻語屬秋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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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與少鼓同一志在經世，而太白詩中多出世語者，有為言之也 o

屈子遠遊云: r悲時俗之迫屁兮，願輕舉而連遊 oJ 使疑太自誠欲

出世，亦將提屈子誠欲輕舉耶?

太白詩言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樂府形體耳。讀者或認作

員身，豈非皮相?

趙翼(一七二四~一七九七〉復指出李白功名之念，至老不衰 o 毆北詩話

卷一云:

青蓮雖有志出世，而功名之念至老不衰，集中有留別金酸諸公詩題

云: r聞李太尉大學秦兵百萬出征，懦夫請喂，冀申一割之用，半

道病還。」按李光粥為太尉，在上元元年，統八道行營鎮臨准 o 青

蓮於乾元三年赦歸，是時已在金使矣 o 一聞光粥出師，叉欲赴其軍

自擻，何其壯心不已耶!或欲自雪其從瞬之累耶!

案接通鑑卷二二二，李光粥統八道行營鎮臨准，事在上元二年(七六一 )0

王靖李白年譜定留別金駿諸公詩，為上元二年教作，時年六十一歲 o 六十

之年猶欲奮其雄心，投軍自劫。近代黃節承流接響，亦以為太白「憂時感

慣，恆發於言 oJ 其「詩學」中論唐至五代詩學云:

李白古風最為五言之冠，顧其天才卓絕，而憂時感慣，恆發於言 o

開元中自配以揚把之 m去圈，意快快，作雪讀詩。天賽中北討奠契

丹，勤於兵，作戰城南 o 天寶末君子失位，小人用事，以至胡將稱

兵，夫子幸蜀，作連別離、蜀通難、枯魚過河泣等篇 o 閻肆俊偉，

參差屈曲，幽人鬼話，使人一唱一嘆而有餘衷 o 而忠義激發，叉足

以繫夫三個主典之重，議者稱其深得園風諷刺之旨 o@

責民舉李白戰城南、遠別離、蜀道難、枯魚過河泣等篇樂府，稱忠義激

麓，足繫三綱五典之重，此與南宋葛立方言論一致 o 其後夏敬觀亦為李白

@見鱷聯標蝙「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續編 J '頁三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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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學李白蜀道難、梁甫吟、戰城南、上留田行、尺布之謠、鐘接謠、

山人勸酒、白頭吟、妾薄命、古朗月行、塞上曲、鼓吹入朝曲、樹中草、

上雲樂、枯魚過河泣、遠別離、飛龍引等十餘篇樂府詩，一一闡明其要

旨，認為其中皆寓有諷刺時事之意。@此足以使人認識李白亦關懷社覆蒼

生，詩歌多有為時為事而作。其為人有其積極嚴肅的一面，並非全是嚮往

神仙，縱情酒色的詩人。

(2)

前人論李白為人，多稱引其詩，未注意其文。下列幾篇碑文亦可佐證

李白為人言論端正的一面。虞城縣令李公去思頌碑去:

......厥德孔昭，折獄旺清，五教大行，殷雲雷之聲。臨食其哎，叉

子其子，春之以風，化成草靡。......@

案李公名錫。此稱頌李錫為虞城縣令，行五敬請訟獄，足見李白並非飄然

出世，不重倫常。詹氏李白詩文繫年，以為作於天寶十二載(七五三),

時李白五十三歲。叉凍陽溺水貞義女碑銘:

貞義女者，聽陽黃山里史氏之女也。以家標陽，史缺害之。歲三

十，弗移天於人，清英潔白，事母純拳，手柔翼而不龜，身擊漂以

自業。......于胥始東奔勾吳， ......七日不火， ......告窮此女。......

授之壺漿。全人自況，形與口滅，卓絕于古，聲鼓浮囂。歡節必報

之瞥，雪誠無壤之地。難乎哉! ......@

表毒品春秋時代貞義女子，贊其清英潔白，事母純拳，此可見李白具有傳統

儒家思想觀念。攘詹民李白詩文繫年，碑銘作於天寶十三載(七五四〉

李白年五十四。叉武昌宰韓君去思頌碑云:

@唐詩說，說李白。見中國文學史論文選集帥，頁八三五~八三七。

@李白集按注本卷二十九。

@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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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尼，大聖也，宰中都而四方取則;子賤，大賢也，宰單矢，人到

於今而思之。乃知德之休閉，不在位之高下，其或繼之者，得非韓

君乎? ......頌曰: ......韓君作宰，撫站遺人，濟注王澤，猶鴻得

春。和風潛腸，惠化如神，刻石萬古，永思清塵。@

韓君名仲卿，韓愈矢。此尊仲尼為大里，稱仲卿作宰，安撫百姓，濟注王

澤。此可證李白亦尊崇孔子，關心人事;並非逍遙世外之人。攘李白詩文

繫年，此碑作於至德二載〈七五七〉多或乾元元年(七五八) ，李白年五

十七、八歲。李陽冰草堂集序云:

......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

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撞揚馬，干

載獨步，唯公一人。......臨當掛冠，公叉疾亟。草實萬卷，手集未

修。枕上授筒，俾于為序。論關睡之義，始愧卡商;明春秋之辭，

終慚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

存者，皆得自他人焉。......

李陽冰，李白族叔，其稱李白著述「言多諷興 J '具有「春秋之辭」、

「關睡之義 J '應為真實可信。叉李白著述「十喪其九 J '今就李白殘存

十之一詩文，論其為人行事，已有管窩蟲捌之憾。若叉僅取其部分詩篇邊

下判斷，自難免淪於斤面。

要而言之。李白「諷興之作 J ，殆多已散快。但就今所存十之一作品

考察，李白為人行事固有消極退避的一面，但也有積極用世的一面。由於

宋人過分注意其酒、色、俠、仙行為，遂使後人對李白的認知有了偏差。

結 主
間

三個問題探討的結果，總結如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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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白與道教接觸或與道流人物交往，當在十五歲至二十歲之間。

所謂「五歲誦六甲 J '六甲是指記日的干支衰，不是道家典籍或道教怪

書。因此遺句不能作為「李自從小接受道家黨陶」的憑證 o

二、李白太原救于儀，于儀以官爵贖李白罪，此說始見於晚唐費敬李

公墓碑。清趙翼嘗謂其不可信，今代詹銀復論盡其為僑託。本文補充申論

李郭互救，知人報德之說，出於垃撰，確無可疑。

三、宋以後過分注意李白有關俠、仙、酒、色詩篇，遂對李白認知有

了偏差，觀感淪於丹面。今細考其實，可知李白詩歌多有為時為事而作。

李白不僅「憂時感慣，恆發於言 J ;亦嘗尊仲尼為大墓，數致意於「三綱

五常之道」。其為人行事固有時從恣放浪;但積極用世，端正不苟，亦常

見於詩文篇章。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