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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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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黄帝族、炎帝
族、夷族和九黎族等几个部落连年征战，最后，
黄帝族、炎帝族和夷族联盟，打败了九黎族。
黄帝族、炎帝族、夷族等形成的部落联盟大约

有 100个氏族，每个氏族以地名或封号为姓，故
称“百姓”；抓获的九黎族俘虏则被称作黎民。
这个时候的百姓和黎民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代
名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姓”一词的含义也在
发生变化。西周时期，“百姓”成了贵族的化
身。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对“百姓”一词注
释得非常清楚，他说：“百姓，谓百官族姓；万邦，
谓天下公民……百姓者，群臣之弟子也。”司马

迁在《史记·夏本纪》中也谈到“禹奉帝命，命诸
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这里的“百姓”是指那
些地位仅次于诸侯的官吏。

春秋末年，宗族世袭制被打破，出现了土地
私有制，特别是到了战国以后，封建制彻底取代
了奴隶制，“百姓”的地位逐渐降低，他们中的大
部分人也降到了黎民中来，这时候黎民和百姓
统一称谓了。

据《天津日报》

“百姓”最早是贵族的象征

《长安三万里》之外

历史上的高适与李白

在《长安三万里》中，高适与李白认识得很早，
彼此交情也不错。

周兴陆说，历史上李白与高适年岁相仿，唐朝
有漫游之风，再加上杜甫，三人曾一起漫游梁宋，
即今天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关于时间有不同说
法，清人说天宝三载，宋人说是开元二十五年。

杜甫的年龄比高适和李白小不少，这次漫游
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后来在诗里反复提
到，如《昔游》云：“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高适
有一首《宋中别周、梁、李三子》，其中称赞李白天
资高，心无杂念，不久就会有官位。

李白是一个狂放之人，这种漫游在他的诗中
似乎没有留下太多记忆。不久，三人受北海太守
李邕的邀请，再次相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三位
诗人结伴同游，留下一段千古佳话。

然而，这段友谊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发生了变化。
天宝十二载，高适谒见河西节度使哥舒翰，任

掌书记，很受信任。“安史之乱”爆发，他又协助哥
舒翰防守潼关。潼关陷落后，高适追随玄宗西行，
被授予侍御史和谏议大夫之职。

之后，永王李璘在江南造反，唐肃宗任命高适
为淮南节度使等，讨伐永王。此时的李白一直在
江南一带游荡，受永王李璘征辟入幕。就这样，高
适和李白各为其主，身处不同阵营。

李璘叛乱被平定后，李白东躲西藏，最后还是
被捕，关在浔阳狱。他向高适求救，甚是可怜。

但高适应该并未出面相救李白。周勋初《高
适年谱》说：“高适对李白之厄难，似无所帮助。”后

来，李白被流放至夜郎，行至白帝城，遇赦放还，写
了千古名作《早发白帝城》。

此外，有人说杜甫是李白的“粉丝”。这虽然
是网络词汇，但大体上是成立的。

自天宝四载，两人在兖州分开后再未见面，所
以杜甫在《梦李白·其二》中写道“游子久不至”。
他连续三夜频繁地梦到李白，却说是李白特意来
入梦中，更见得友情深切。

另外，杜甫的五言律诗《天末怀李白》开篇写
道：“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这抒写了对李白
的深切牵挂。第三句“鸿雁几时到”，久盼书信而
不至。第四句“江湖秋水多”，暗示世事险恶。颈
联“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更是千古名句。

最后“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二句，谓李白
去夜郎经过汨罗，应该投诗赠屈原向他倾诉，意即
李白和屈原一样遭受巨大的人生冤屈。

李白的桀骜不驯，为世人所不容。杜甫却偏
偏是李白的“铁粉”，在《不见》中写道，“世人皆欲
杀，吾意独怜才。”不过，李白写给杜甫的诗不多，
基本都是早年同游齐鲁时之作。

在文学成就方面，李白与高适都是盛唐诗人
的代表，但不是一个重量级。

高适一生作诗200多首，李白有1000多首，数
量差距很大。借用明初高棅《唐诗品汇》的话说，
高适是名家，李白是正宗，杜甫则是大家。

写诗，李白无体不有，而且都写得很好，只是
七律写得少。高适主要写边塞诗，来源于行伍生

活，当时朝野上下高适诗的名声很大。《别董大》中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已经成为如
今日常的熟语。

高适直言敢谏，“安史之乱”时经常为朝廷出
谋划策，可谓能文能武，见识和功业都在李白等一
般诗人之上。《旧唐书》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
唯（高）适而已。只不过，高适属于“晚达”，35岁左
右去长安考试落第，一直到 49岁依然穷苦潦倒。
50岁才经人举荐，得一个县尉的官职，在封丘县里
主管治安，很不甘心。

他早年便曾立下志向，希望能够解救百姓苦
难。但直到 53岁入哥舒翰幕，人生才开始有转
机，此后为唐王朝戍边安邦作出重要的贡献。

周兴陆认为，古人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
其次立言。”相较而言，李白只是立言，高适则既立
言又立功，二人都是不朽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
说，都是一代之文学。

诗至唐代，各体均已成熟并且达到创作高
峰。尤其盛唐时期，才士辈出，骨气、声律大备。
唐诗也历来是童蒙教育的重要素材，清代孙洙编
选的《唐诗三百首》流传甚广。

不过，有的诗不适合青少年和初学者阅读，因
此，读唐诗需要鉴别取舍。

在《〈唐诗三百首〉通识》中，周兴陆提出，唐诗
精神风貌可以概括为游侠尚武的精神、自信张扬
的个性、博大仁厚的情怀、山水自然的意趣。

在他看来，深入阅读唐诗，是一次心游目想、
逸兴飞动的审美之旅，“作为中华文化的精华，唐
诗在培养青少年共知、共识和共情方面具有无可
替代的价值。” 据《湛江晚报》

在《长安三万里》的故事中，高适与李白

是两个重要人物。他们究竟是不是好朋

友？唐代哪位诗人诗歌成就更高？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唐诗三百首〉通识》作者周

兴陆说，李白、高适、杜甫三人曾结伴漫游梁

宋，后来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杜甫比

李白的年龄小不少，还是李白的“铁粉”。

高适与李白的友谊
杜甫是李白的“粉丝”吗？

谁的诗歌成就更高？

心游目想的唐诗审美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