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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白“酒”中的悲剧意识

成松柳，张碧云

（长沙理工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系，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１１４）

摘要：李白是盛唐诗歌中杰出的浪 漫 主 义 诗 人，一 生 爱 酒，以 酒 成 欢，亦 以 酒 化 愁。他 的“酒”中 包 含 了 对

自身遭遇、人生沉浮和社会现实的无限感慨，使得李白的“酒”及诗中夹杂着一股似淡还浓的有关时间和

生命的悲剧意识，最后通过一种自我张扬的方式使这种求而不得的“欲望”得以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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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在《说 文 解 字》中 的 解 释 是：“就 也，所

以就人性 之 善 恶。从 水 从 酉。”（清 代 陈 昌 治 刻

本《说文解字》卷十四）从水，说明“酒”具有水的

某些特性，杯酒一觞，宛如“清泉石上”般流动而

富有生命力；“就人性之善恶”，表示用来迁就满

足人性之中的 善 恶，使“酒”和 人 性 紧 紧 勾 连 在

一起，喜来饮酒悲亦酒。纵观历史，中国文人中

诗、酒与人生 的 情 缘 早 已 有 之，如 汉 魏 的 曹 植、

正始的竹林 七 贤、东 晋 的 陶 渊 明 等 等，而 让 诗、

酒与人 生 的 情 缘 走 向 巅 峰 的 文 人 却 非 李 白 莫

属［１］，一句“但愿长醉不用醒”［２］（Ｐ１５９）概括了人生

的无可奈何和深切的悲剧意识。“悲剧”一词源

于西方，它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一种解读方式，

其中蕴 含 了 深 厚 的 悲 剧 意 识。亚 里 士 多 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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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提出“悲剧”是通过摹仿方式来引发怜悯

和恐惧，从 而 使 这 些 情 感 得 到 疏 泄。西 方 文 化

中悲剧意识具有消解痛苦的积极意义。在中国

文化中，所谓 的 悲 剧 意 识，不 是 指 肤 浅 的 苦 难，

而是指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的无限要求与人

的主体能力 有 限 之 间 的 矛 盾 的 显 现，是 与 人 同

在、不可克服的人的生命感知和存在方式，它不

是逃避现实，而是同现实抗争，提高自己的精神

境界［３］。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诗人独特的

人生经历，可 见 李 白 在“酒”中 表 现 了 他 的 悲 与

乐、不幸与抗争。

　　一、李白“酒”中的悲剧意识

杜甫《饮中八仙歌》中用“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安市上酒 家 眠。天 子 呼 来 不 上 船，自 称 臣 是

酒中仙。”短短四句七言诗精炼地概括了李白的

诗酒人生。酒对于李白来说是多元的，有“烹羊

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２］（Ｐ１５９）的 酣 畅 豪

饮，也有“花间酒一壶，独酌无 相 亲”［２］（Ｐ９０４）的 形

单影只等等，由 于 李 白 特 立 独 行 的 生 活 经 历 和

不同寻常的 人 生 轨 迹，所 以 他 手 中 的 酒 别 有 一

番滋味。无论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

蒿人”［２］（Ｐ６３５），还是“人生得意须尽 欢，莫 使 金 樽

空对月”［２］（Ｐ１５９），我 们 都 难 以 简 单 地 说：这 是 他

的洒脱？还是他的悲伤？因为作为盛唐诗坛的

代表符号，大 多 数 人 眼 中 的 李 白 是 自 由、洒 脱、

豪放与飘逸的“谪仙人”，其人其诗尽显开放、明

朗、昂扬的盛 唐 气 象，却 容 易 忽 略 他 放 荡 不 羁、

衔觞赋诗下 隐 藏 的 悲 剧 意 识，而 李 白 的 悲 剧 意

识主要体现 在 自 身 遭 遇、人 生 沉 浮 和 批 判 现 实

三个方面。

（一）抒写怀才不遇的悲愤

命运总是无情地捉弄着“有心人”。从唐太

宗的贞观之 治 到 唐 玄 宗 的 开 元 盛 世，唐 王 朝 逐

渐走向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伴随着疆域辽阔、

经济繁荣、思想开放的新气象，士子们期许建立

不朽功业、跻 身 显 贵 的 情 绪 也 愈 加 强 烈。与 此

同时，帝王追 求 享 乐、奸 臣 谗 言 惑 主、藩 镇 暗 藏

风云等现象 也 在 无 声 上 演，政 治 上 无 疑 开 始 透

露出由盛转 衰 的 讯 息。李 白 出 生 在 盛 世，却 在

一个由盛转 衰 的 时 期 里 积 极 追 求 入 世，期 待 实

现 儒 家 的 人 生 梦 想，而 他 “天 生 我 材 必 有

用”［２］（Ｐ１５９）的豪情换来的终究是“千金散尽 还 复

来”［２］（Ｐ１５９）的 缺 憾。积 极 入 世 的 李 白 在 仕 途 上

远不如他在 诗 意 上 的 快 意 畅 达，理 想 与 现 实 的

矛盾难以调和，于是李白只有“借酒消愁”，醉酒

成为他寄托情感的独特方式。

当李白第一次满怀期待入长安却求见名人

无 果 时，他 大 呼 “大 道 如 青 天，我 独 不 得

出”［２］（Ｐ１６８）。世 路 本 艰 难，求 仕 又 无 果，残 酷 的

现实泼了这个 热 情 的 青 年 一 身“冷 水”，在 无 尽

的失意悲愤 之 后，诗 人 自 我 安 慰：“且 乐 生 前 一

杯酒，何须身后千载 名”［２］（Ｐ１６９）。借 用 杯 酒 情 怀

来释放对功名的执念。低沉的情感在酒中不断

升温而变得 高 昂 起 来，这 种 情 感 变 化 在 李 白 的

诗中时有出 现，又 如“行 路 难，行 路 难，多 歧 路，

今 安 在？ 长 风 破 浪 会 有 时，直 挂 云 帆 济 沧

海”［２］（Ｐ１６８）。由低沉渐高昂，酒 自 然 而 然 成 为 了

李白宣泄情感的助推器。

当我们进一 步 看，会 发 现 李 白 酒 中 的 呼 声

不仅仅停留 在 对 功 名 的 苦 苦 哀 求 上，他 在 抒 发

怀才不遇的 惆 怅 外，增 添 了 一 层 对 个 体 意 识 的

呼唤。怀才不 遇 使 人 悲 愤，但 李 白 的 悲 愤 中 却

包含了他傲视权贵、摒弃卑躬屈膝的个性底色，

当外界需求 与 个 人 主 体 产 生 矛 盾 时，他 以 一 种

更高境界的 方 式 来 释 放 自 己 的 情 绪，进 而 提 升

自己的精神境界。就如他自己所说的：“安能摧

眉折 腰 事 权 贵，使 我 不 得 开 心 颜。”［２］（Ｐ６０５）李 白

追求的是 放 荡 不 羁、不 受 束 缚 的 功 名。“申 管、

晏之谈，谋 帝 王 之 术”［２］（Ｐ１０４３）的 梦 想 与 他“吾 观

自 古 贤 达 人，功 成 不 退 皆 殒 身”［２］（Ｐ１６９）和“为 而

不恃，功成而 弗 居”［４］的 道 学 思 想 是 相 匹 配 的，

他始终都希 望 自 己 能 够 建 立 不 朽 功 业，然 后 功

成身退赢得 身 后 荣 名。可 惜 事 与 愿 违，李 白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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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政治缘分不大，出游、流放、最后客死他乡，

满腔壮志无 处 施 展。即 使 后 人 纷 纷 假 设：李 白

是个好诗人，若做官，却不足为一个好仕人。殊

不知谋略一般的李白有“遍干诸侯”“心雄万夫”

的鸿鹄志向，加 上 他 豪 情 万 丈，个 性 张 扬，感 情

喷发热 烈，于 是 怀 才 不 遇 的 悲 剧 意 识 悄 然 生

发［５］，由此引发的个体自由意识也更加强烈，悲

愤与自由交织伴随了他生命的始终。

（二）抒写人生沉浮

“逝者如 斯 夫，不 舍 昼 夜。”（《论 语·子 罕

篇》）岁月生生不息的流逝感同样在李白身上留

下了深深的痕迹。“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

如青 丝 暮 成 雪。”［２］（Ｐ１５９）他 感 叹 朝 暮 之 间，青 丝

变成白发，人 生 何 其 短 暂。“浮 生 速 流 电，倏 忽

变光彩。天地 无 凋 换，容 颜 有 迁 改。对 酒 不 肯

饮，含情欲谁 待。”［２］（Ｐ３０７）人 生 如 同 闪 电 一 般，倏

忽间变化无常，而“对 酒 不 肯 饮”恐 怕 是 对 世 事

无常的感伤。不 过，李 白 对 时 间 的 感 慨 依 然 逃

离不了他自己的人生遭遇。因为有了感时不遇

的遭际，所以 生 活 的 游 历 和 岁 月 的 积 淀 更 加 丰

富了李白情感中的时间意识，他才会有“烈士击

玉壶，壮心惜暮年”［２］（Ｐ３２８）的感叹；有“白 日 何 短

短，百年苦易满”［２］（Ｐ２７９）倒不如“北 斗 酌 美 酒，劝

龙 各 一 觞”［２］（Ｐ２７９）的 肆 意；抑 或 是“称 是 秦 时 避

世人，劝 酒 相 欢 不 知 老”［２］（Ｐ２００）的 欢 饮，这 些 不

过都是借酒淡化岁月的流逝，消解人生的不快。

李白的人生 沉 浮 除 了 潜 隐 着 日 月 如 梭、世

事变换无常 之 外，还 把 它 置 于 赠 别 的 酒 杯 中 加

以聊慰，这是 李 白 诗 歌 悲 剧 意 识 中 一 种 独 特 的

表达方式。在 李 白 的 赠 别 诗 中，“酒”是 经 常 出

现的 一 个 抒 情 载 体，“劝 此 一 杯 酒，岂 唯 道 路

长”［２］（Ｐ６３０）是 借 贾 生 共 勉 长 期 的 客 居 生 活；“清

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２］（Ｐ４１３）是对 昔 日 雄 豪 如

梦的宽慰。古 往 今 来，人 生 的 沉 沉 浮 浮 增 添 了

李白的愁绪，这里的愁与酒似一对孪生兄弟，难

舍难分。朋友 相 聚 大 兴“岑 夫 子，丹 丘 生，将 进

酒，杯莫 停”［２］（Ｐ１５９），而 邀 请 朋 友 豪 情 畅 饮 的 目

的是为 了“与 尔 同 销 万 古 愁”［２］（Ｐ１６０），即 使 明 明

知道“举杯消愁愁更愁”［２］（Ｐ７３７），还是会有“停 杯

投箸 不 能 食，拔 剑 四 顾 心 茫 然”［２］（Ｐ１６７）的 忧 虑

迷茫。

总之，面对时光流逝和人生沉浮，李白笔下

是酒愁交织，或 是“愁 来 饮 酒 二 千 石，寒 灰 重 暖

生阳 春”［２］（Ｐ５００），或 是“穷 愁 千 万 端，美 酒 三 百

杯，愁多酒虽少，酒倾 愁 不 来”［２］（Ｐ９０５）借 酒 消 愁，

写出了李白 对 人 生 的 深 切 感 悟，写 尽 了 他 内 心

的苦闷愁情［６］。

（三）抒写对现实的批判

李白酒中的悲剧意识还包含着对现实的激

烈批判，“安 能 摧 眉 折 腰 事 权 贵，使 我 不 得 开 心

颜”［２］（Ｐ６０５）是 李 白 批 判 现 实 中 最 直 接 有 力 的 声

音。除此之外，通 过 对 古 人 的 追 忆 和 缅 怀 来 表

现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批判也是李白常用的手

段，借古讽今，或感同身受，或截然相反。

在李白的诗中，特别喜欢把古人搬出来，如

“世 人 不 识 东 方 朔，大 隐 金 门 是 谪 仙”［２］（Ｐ３２８）。

东方朔被汉武帝视作滑稽弄臣，内心苦闷，曾作

歌：“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

身，何必深山 之 中，蒿 芦 之 下。”［２］（Ｐ３２９）李 白 引 东

方朔自喻，刚好契合自己在京都的不幸遭遇，尤

其是“世人不识”四字，一语双关，充满了对现实

的无可 奈 何，又 进 一 步 充 实 了“三 杯 拂 剑 舞 秋

月，忽 然 高 咏 涕 泗 涟”［２］（Ｐ３２８）的 内 容。“陈 王 昔

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２］（Ｐ１６０）是 李 白 所 崇

尚的宴饮生活，而“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

事高洁”［２］（Ｐ３４０）是感叹过去已成过 去，昔 日 荣 景

难再复等等，李 白 常 以 古 人 往 事 来 凸 显 现 实 与

理想的矛盾，从 侧 面 表 现 出 对 现 实 的 无 奈 和 批

判。其中表现 最 为 明 显 的 是《悲 歌 行》，这 首 诗

作于李白晚 年，以“悲 来 乎，悲 来 乎！主 人 有 酒

且莫斟，听 我 一 曲 悲 来 吟”［２］（Ｐ３６０）开 场，随 后 悲

叹了微子、李将军、屈原等先哲往贤，对照古今，

是他为古人 唱 的 祭 歌，也 是 为 自 己 唱 的 一 曲 悲

歌，同时还表 现 了 对 经 历 了 安 史 之 乱 后 盛 唐 社

６１１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７卷



会危机 重 重 的 悲 叹，抒 发 了 一 种 纯 真 深 厚 的

情感。

李白善用古人的遭遇沉浮来表达自己的情

志，从而表现出对现实的批判，不但增添了人事

的历史感，更突显了自己的孤寂聊。“古来圣贤

皆寂 寞，惟 有 饮 者 留 其 名。”［２］（Ｐ１６０）无 非 是 借 他

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而已，对现实的批判中

更多地包含了对现实的无可奈何。

由此可见，李 白 的“酒”中 有 他 不 幸 遭 遇 的

写照，有他人生沉浮的闲愁，更有他对现实社会

的无可奈 何，他“酒”中 种 种 的 悲 剧 情 感，或 隐

或显。

　　二、悲剧真相的追寻

俗语云：“只 要 感 情 深，那 就 一 口 闷。”酒 对

于李白来说，既是用来寻找刺激的具体物质，又

是用来抒发 悲 情 的 载 体，不 论 是 借 酒 壮 胆 还 是

酒后吐真言，李白喝时是豪情恣肆，喝后却是无

尽的悲情惆 怅。但 是，我 们 需 要 明 白 李 白 的 悲

剧意识并不等同于悲观的人生态度，相反，其悲

剧的真相是 对 生 命、对 社 会 更 深 沉 的 思 考 与 探

索。自人与社 会 诞 生 之 后，在 任 何 时 候 都 有 适

合悲剧意识 发 展 的 土 壤，即 使 在 风 光 无 限 的 盛

唐文化下也 不 例 外，繁 荣 的 背 后 依 然 暗 藏 着 重

重悲情。至于 酒，不 得 不 说 它 是 一 个 很 好 寄 托

感情的东西，古 人 嗜 酒 由 来 已 久，喜 也 喝 酒，悲

也喝酒，李 白 不 仅 是“诗 仙”，还 是 有 名 的“酒

仙”。不过，李 白 喝 酒 不 是 斟 一 盏 小 酒 浅 吟 低

唱，而是像他傲娇的性格一样豪饮高歌，加之丰

富的人生阅 历，他 把 自 己 的 不 幸 悲 遇 延 展 到 个

体人生，酒后赋诗为盛世繁华埋藏了一丝悲愁。

纵观李 白 一 生 的 活 动，虽 然 有 从 仕、有 隐

居、有游侠，但从他年轻时的“遍干诸侯”到年老

时的“请缨”，都 可 以 看 出 他 对 建 功 立 业 的 渴 望

是始终如一 的，这 大 概 是 李 白 悲 剧 意 识 产 生 的

源头。然而值得思考的是，自隋代以来，科举考

试成为士子进身的有效途径，从现有资料来看，

李白未参加 过 科 举 考 试，却 在 干 谒、从 军 等“终

南捷 径”方 面 做 了 不 少 努 力［５］。如《与 韩 荆 州

书》中 的 “生 不 用 万 户 侯，但 愿 一 识 韩 荆

州”［２］（Ｐ１０５５），乍看 起 来 李 白 豪 情 万 丈，表 现 出 对

韩荆州的仰 慕，实 际 上 当 时 士 子 中 流 行 一 种 希

求名公巨卿 荐 引 之 风，这 是 士 子 们 入 世 的 一 条

有效途径［７］。因 此，这 里 传 递 出 的 更 强 烈 的 信

息是李白希望得到韩荆州的赏识引荐。当李白

抛开虽 有 身 份 等 条 件 限 制 但 最 公 平 公 正 的 科

举，把自 己 的 才 华 和 能 力 施 展 到 这 些“终 南 捷

径”上时，更加突显了其对功名的强烈欲望。而

干谒屡爽，从军不成，“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

是平交人。”［２］（Ｐ３０９）一幅王侯 官 吏 云 集 在 他 身 边

的画面只能是他对美好生活的构想。直到四十

二岁受诏赴 京，又 遇 太 子 宾 客 贺 知 章 赏 识 复 荐

于朝，李白终于在漫漫人生中看到了一点星光，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 蓬 蒿 人”［２］（Ｐ６３５），这

是李白应仕 离 家 的 写 照。力 士 脱 靴、贵 妃 研 墨

或许是李白 一 生 中 最 快 意 的 事 情，可 惜 这 只 有

短暂的三年，此 后 李 白 大 部 分 时 间 都 是 在 回 忆

和希冀中度 过，六 十 二 岁 时 以 怀 愤 病 死 他 乡 的

悲剧画上了 生 命 的 句 号。然 而，李 白 凭 借 着 他

自己独特的 个 性 和 气 质，在 诗 歌 中 把 强 烈 的 自

由意识、浓厚的浪漫精神、豪爽飘逸的个性与深

隐的悲 剧 意 识 交 织 贯 通，汇 成 一 曲 曲 人 生 高

歌［８］。在李白这里，悲剧好像是人生不得意，其

实失意只是 他 悲 剧 意 识 中 的 一 小 部 分，比 失 意

更深刻的内 容 是 对 个 体 价 值 的 追 寻，他 藐 视 权

贵，期待未来，在 酣 畅 淋 漓 地 抒 发 人 生 短 暂、现

实无奈而执 着 追 寻 理 想 的 同 时，发 出 了 追 寻 个

体价值的信号。

此外，李白的悲愤也离不开他生活的时代，

表面上看，那 是 一 个 开 明 的 盛 世，人 口 繁 盛 如

“昔日开元全盛 日，小 邑 犹 藏 万 家 室”（杜 甫《忆

昔二首二手》），生 活 富 足 有“兰 陵 美 酒 郁 金 香，

玉碗 盛 来 琥 珀 光”［２］（Ｐ８６３）。然 而，盛 衰 兴 替，伟

大的诗人对这盛世中潜藏的危机是有敏锐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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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疆辟土、戍边护国是每一个时代的任务，

即使李白生 活 的 时 代 国 家 强 盛，但 也 避 免 不 了

金戈盾矛的碰撞。“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

舞 龙 泉”［２］（Ｐ６８４）是 送 军 出 行 的 豪 迈，而“何 日 平

胡虏，良 人 罢 远 征”［２］（Ｐ３０６），却 是 对 无 尽 征 战 的

厌恶以及对 战 士 们 的 深 切 同 情。另 外，李 白 还

亲身经历和目睹了当时社会存在的各种或显或

隐的矛盾危机，因 谗 言 毁 谤 而 被“赐 金 放 还”并

不是李白独 有 的 经 历，谗 言 在 开 明 的 时 代 仍 然

如洪水猛兽 般 侵 袭，李 白 是 深 深 感 受 到 李 林 甫

和杨国忠等人的诡计毒害的，安史之乱前，安禄

山假装纨绔子弟，沉迷声色，骗取唐玄宗的信任

和封赏，而李 白 曾 亲 自 去 幽 州 探 看 了 安 禄 山 在

边地胡作非为的嚣张气焰［９］。“馋惑英主心，恩

疏佞 臣 计。彷 徨 庭 阙 下，叹 息 光 阴 逝”［２］（Ｐ７７１），

是李白对当时社会阴暗面的真实写照及对此无

能为力的叹息。

所以，李白在盛世中的悲吟，是他为不遇人

生的呐喊，也 预 示 着 当 时 社 会 危 机 重 重。他 渴

望自己能够 化 解 种 种 悲 愁，事 实 之 下 又 是 无 能

为力的，他一 生 为 之 奔 走 的 生 活 并 不 能 实 现 他

美好的 理 想，“但 愿 长 醉 不 用 醒”［２］（Ｐ１５９）或 许 才

是他唯一的寄托。

　　三、悲剧意识的升华

尼采在《悲 剧 的 诞 生》中 指 出，“‘酒 神 的 本

质’就在于 个 体 化 原 理 崩 溃 之 时 从 人 的 最 内 在

基础即天 性 中 升 起 的 充 满 幸 福 的 狂 喜。”［１０］酒

神精神象征着积极的悲剧世界观，“悲剧用一种

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

事物基础中的生命仍然是不可摧的和充满快乐

的。”［５］然而，这种幸福的狂喜与快乐是表层的，

更深 层 的 还 是 在 于 崩 溃 之 时 升 起 的 情 感 心

绪———深感个体化的痛苦。虽然东西方的“酒”

存在着 某 些 差 异，但 是 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李 白 的

“酒”和西方的“酒”又 具 有 一 些 相 通 之 处，即 醉

态下的冷静 与 激 情，悲 剧 意 识 不 知 不 觉 地 产 生

并以一种酒中“狂喜”的方式得到升华。

一方面，盛唐的时代精神与李白对自身、对

未来的期许，升 华 了 他 的 悲 剧 意 识。李 白 有 着

远大的政治抱负，一生不断为之奔波努力，就像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２］（Ｐ４３７），他 坚 定 地 追

逐理想。同时，包罗万象、昂扬向上的盛唐文化

滋养着李白 张 扬 狂 放 的 个 性 特 征，所 以 尽 管 道

路坎坷，前途渺茫，李白仍然能够凭借自己的才

华和酒的刺 激，把 自 己 不 幸 的 遭 际 转 化 为 对 未

来的期盼，他 相 信“长 风 破 浪 会 有 时，直 挂 云 帆

济沧 海”［２］（Ｐ１６８）。让 笔 端 的 悲 剧 意 识 在 醉 态 下

进入了无比 豪 情 的 境 界，且 李 白 的 悲 愤 贯 通 古

今，在期许中潜藏着一种深沉的时间意识。“欲

邀击 筑 悲 歌 饮，正 值 倾 家 无 酒 钱。”［２］（Ｐ４７１）他 善

于运用典故，化 用 他 人 故 事 抒 写 自 己 悲 愁 的 心

扉。今昔对比与“君不见”式的怀古伤今方式在

其诗中呈现出一幕幕借古时酒解今日愁或用今

日酒化古时 恨 的 场 景，最 后 把 化 解 悲 愤 的 希 望

指向即将到来的明天。“今日非昨日，明日还复

来。”［２］（Ｐ７９１）这 样，过 去、现 在、未 来 交 织 汇 成 一

个有机的整 体，李 白 积 极 的 悲 伤 延 展 了 时 间 的

长度，增加了生命的广度。

另一方面，李 白 悲 剧 意 识 的 升 华 表 现 为 对

有限生命的及时行乐。生活中的悲伤与快乐是

对立统一的，李 白 看 似 凌 云 壮 志、激 情 满 怀，事

实上，历经多 次 干 谒 不 遇，目 睹 社 会 纷 争 涌 起，

深感岁月缥 缈 无 常 等 等 事 情 后，他 的 内 心 早 已

千疮百孔，是 酒 的“刺 激”再 次 点 燃 了 他 埋 藏 在

心底的激情，在 其 酒 诗 中 多 次 呈 现 通 过 饮 酒 的

方式化悲为 乐，如“人 生 飘 忽 百 年 内，且 须 酣 畅

万古 情”［２］（Ｐ７７７）把 生 活 引 向 一 种 欢 畅 的 状 态。

而伟大的诗人也是寂寞的，面对孤独，李白写下

了众多的独酌诗，其中有《月下独酌》四首，花间

月下，及时行 乐，酒 酣 心 开，充 分 显 示 了 孤 独 是

李白心中隐秘的本质存在。可是李白并不是一

个沉迷于孤 独 而 不 能 自 拔 的 人，不 然 他 怎 么 能

“笔落惊风雨，诗 成 泣 鬼 神”（杜 甫《寄 李 十 二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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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韵》），晚 年 孱 弱 仍 然 主 动 请 缨 复 业 呢？李

白虽怀揣悲愤，享受孤独，却也是呼吁及时行乐

的，这种 现 象 一 方 面 与 李 白 的 道 教 信 仰 有 关。

从李白受道 箓、炼 丹 服 药 可 看 出 他 信 仰 道 教 的

明显迹象，无 疑 道 教 贵 己 重 生 的 人 生 观 影 响 了

李白对个体 自 我 的 追 求，现 实 中 的 求 而 不 得 又

进一步刺激着他对“欲”的渴望。而人摄入过量

的酒精后容 易 产 生 幻 觉，李 白 借 着 豪 饮 之 后 的

酒性幻觉便 可 以 进 入 到 快 乐 的 道 教 神 仙 世 界，

使苦闷的心 灵 得 到 暂 时 的 慰 藉 和 满 足，同 时 豪

饮和梦幻的快乐在一定程度上也成就了他诗歌

喷发式的抒 情 方 式。另 一 方 面，李 白 对 及 时 行

乐的追求离不开盛世中“今朝有酒今朝醉”风尚

的引导，所以在《将进酒》中他大呼“人生得意须

尽欢，莫 使 金 樽 空 对 月”［２］（Ｐ１５９），把 及 时 行 乐 的

激情与狂傲 化 成 淋 漓 畅 达 的 语 词，冲 淡 生 命 的

空愁。醉饮使 李 白 进 入 一 种 神 奇 的 状 态，使 他

具有一 种 特 异 的 眼 光，俯 视 并 超 越 生 命 的 悲

剧［１１］，从而升华了其悲剧意识的含义。

“何以解忧？唯 有 杜 康。”（曹 操《短 歌 行》）

酒后不是醉生梦死，而是只有在喝醉之后，人才

能无所忌惮 地 展 示 最 本 真 的 内 心，做 回 真 正 的

自己。李白的 诗 酒 人 生 让 悲 情 得 以 激 情 飞 扬，

这是灵魂的躁动、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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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罗宗强．中国文学思想通史 隋唐五代文 学 思 想 史［Ｍ］．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２１１．

［８］孔德玉．论李白的 悲 剧 人 生 与 悲 剧 精 神［Ｊ］．名 作 欣 赏，

２０１８（３３）：７３－７５．

［９］郁贤皓．论李白思想的形成与发展［Ａ］／／中 国 李 白 研 究

会、安徽马鞍山李白纪念馆．中国李白研究（一九九一年

集）———中 国 首 届 李 白 研 究 国 际 学 术 讨 论 会 论 文 集

［Ｃ］．中国李白研究会、安 徽 马 鞍 山 李 白 纪 念 馆：中 国 李

白研究会，１９９１：１９．

［１０］［德］尼 采．悲 剧 的 诞 生：尼 采 美 学 文 选［Ｍ］．周 国 平，

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８６：１５．

［１１］梁森．李 白 饮 酒 诗 中 的 生 命 价 值 取 向［Ａ］／／中 国 李 白

研究会、安徽马鞍山李 白 纪 念 馆．中 国 李 白 研 究（一 九

九一年集）———中国首 届 李 白 研 究 国 际 学 术 讨 论 会 论

文集［Ｃ］．中 国 李 白 研 究 会、安 徽 马 鞍 山 李 白 纪 念 馆：

中国李白研究会，１９９１：１２．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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