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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作人杰

□ 孙元礼
李清照1084年生于章丘

明水镇。其父李格非，北宋文
学家，系“苏门后四学士”之一。
他对史学、经学、佛学等方面均
有建树，可谓学识渊博。其母
王氏，官宦之女，文化教育良
好。李清照从小浸润在书香世
家，受到父亲等一流文人的熏
陶，吸取了丰富的营养，胸有笔
墨自不朽，成长环境得天独厚，
为她日后享誉文史盛名铸就了
坚实的基石。

一
上学时，读李清照的诗词，

只记住了一些片文只字，如：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
惨戚戚”“莫道不销魂，帘卷西
风，人比黄花瘦”等。在我们心
中，她好像是清秀淡雅如远山
晴眉，岂不知，这和李清照秉性
大相径庭。现在，读她的诗文，
掩卷覃思，一个多面、立体的李
清照娉婷在面前。让我们走近
李清照，和她一起品尝五味杂
陈的人生况味。

李清照存世作品不多，词
约50首、诗14首、散文几篇，其
余皆佚散。在这约50首词中，
近一半都飘散着酒的醇香；酒
在李清照生涯中，须臾不可离。

她的早期作品《如梦令·常
记溪亭日暮》，写于1100年前
后。那时李清照已出落成窈窕
淑女。一天，她走出闺房，泛舟
济南名泉溪亭边的池塘，留恋
如画美景，竟找不到归路。“常
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出
门时，多喝了几杯酒，才放任小
舟任意漂流。日暮进入家门，
乘兴落笔，后人才有幸反复玩
味这首千古绝调，是朦胧醉情
催生了这首小令。

在封建礼教桎梏中，李清
照作为一个女性，从少女时就
钟情于酒，这无疑是对社会的
反叛。她性情洒脱不羁，常常
浅酌几杯，偶尔酩酊大醉。这
风韵悠长的醉意酝酿了她的诗
情，激发了她的才智，凡是沾酒
的词作，篇篇都是华章。

李清照存世作品共有三首
《如梦令》，另一首《如梦令·昨
夜雨疏风骤》也是早期所作：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
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
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
瘦。”沉沉一夜酣睡，还不能消
尽残酒的酒力。可见诗人身处
闺中，郁结了一些闲愁，于是在
雨疏风急的晚上，开怀畅饮，借
惜花爱花之情，寄托自己的身
世，排遣心中的乱绪。

1127年，赵明诚任江宁知
府。次年，李清照押15车藏品，
脱镇江之险后，抵达江宁。此
时，金兵入侵，宋朝已分崩离
析。面对晚秋残景，家国支离
破碎，一首《鹧鸪天》，句句浸透
了忧思惆怅。“寒日萧萧上锁
窗。梧桐应恨夜来霜。酒阑更
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
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
东篱菊蕊黄。”

面对寒日梧桐，联想人间

的风雨变迁，世态炎凉，人情
冷暖，深感寂寞。于是自斟自
饮，饮多即醉。诗人借王粲之
典故，表露思乡不得归的漂泊
幽怨。既如此，不如心随“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
渊明，痛饮一杯，以求一醉，摆
脱烦懑。故国沦丧加上浓浓
的乡愁，不难想象此时的李清
照内心多么凄苦，令人泪眼
蒙蒙。

在李清照的诗词中，与酒
相关的佳句任意摘取。如“东
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

“坐上客来，尊前酒满，歌声共
水流云断”“来相召、香车宝马，
谢他酒朋诗侣”等。

李清照的这些与酒有关的
词，虽有借酒消愁之嫌，却并不
消沉，总有一缕阴中有晴、云开
见日的明朗之光，是一幅幅透
出清朗明丽的画面。

酒在文人雅士中，成了一
味随手可取的灵丹妙药。高唱

“对酒当歌”、酒能解忧的曹操
得知，定会笑傲江湖。

二
李清照不愧是“天下第一

才女”。她用文采斐然的长短
句，抒发了闺中生活的天真烂
漫、向往爱情的执着追求、离别
相思的伤感愁绪；记录了国破
家亡，尝尽了宋朝盛衰的酸甜
苦辣。

李清照是女子中的奇葩，
有梨花之纯洁如雪，有桃花之
灼灼其华，更有梅花之铁骨铮
铮。翘楚云端，非一般女子所
能比拟也。

李清照一生中历经三次大
的劫难。这三次劫难，都是对
她人生的历练。

李清照早期的几首小令：
《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如梦
令·昨夜雨疏风骤》等，脍炙人
口，不胫而走，广为传唱，一个

“奇女子”的形象玉立在历城和
汴京的大街小巷。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
在男女极不平等的封建社会，
传统的封建思想、伦理道德观
念在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
李清照在男子当权、当道的丛
林中，陡然之间俏然绽放，以绰
约风姿脱颖而出，轰动了一场
街谈巷议。有人啧啧称赞，有
人嗤之以鼻，甚至以文恶意攻
击。文学家王灼嘲笑李清照：

“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
如此无顾藉。”甚至无中生有，
诬蔑李清照词作“荒淫”。同是
词人的胡仔，则对李清照《词
论》中的评判，冷潮热讽：“不知
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
大树，可笑不自量！”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一般
男儿，或怒发冲冠，奋起反击；
或下战书，仗剑决斗。而美貌
与才智两者皆优的李清照，目
光澄澈，从容淡定，冷处理，依
旧我行我素，表现了一个女人
少有的沉稳和大度。真像一棵
大树，树欲静而风不止，随它去
吧。这才是妩媚又坚强的易安
才女。

其二是赵明诚的早逝及
“玉瓶案”。

1129年6月，赵明诚离池

阳（安徽贵池）复职湖州路上，
冒着酷暑疾驰，患病后走到建
康（南京），病情加重。李清照
急忙赶去，赵明诚病已无药可
救，于8月18日去世。

突如其来的致命一击，如
天塌地陷，李清照哀毁骨立，大
病了一场。阴阳相隔两茫茫，
从此再没有妇唱夫随的乐趣，
也没有息息相闻欣赏金石书画
的惊喜，更没有别离之后重聚
的温馨甜蜜，等待她的是孤苦
一人度日如年。李清照在吞声
忍泪中，写了一首《孤雁儿·藤
床纸帐朝眠起》，字字追思，句
句哀伤，悼念失去的丈夫：“藤
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
沈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
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
春情意。小风疏雨萧萧地，又
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
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
天上，没个人堪寄。”

思念夫君的丝丝缕缕都装
在她的行囊中，走到哪里，哪里
都有夫君的身影。但是，李清
照极力搁置理还乱的千头万
绪，要继续完成夫君未竟的事
业，也可消散、冲淡萦怀愁苦。

更有甚者，趁火打劫，不惜
捏造罪名，欲置李清照于死地。
赵构的亲信御医王继先，欲低
价收购赵明诚与李清照的藏
品。李清照回绝。这时又有人
竟然诬陷李清照，说她曾将收
藏的玉壶送给金人，给李清照
加上通敌叛国之罪名。此事非
同小可，李清照想把仅存的藏
品献给朝廷，以洗白通敌的嫌
疑。此事即有名的“玉瓶案”。

秋天是最易感伤的季节。
李清照在丈夫离世，又遭诬陷
的双重打击下，艰难凄苦，忍不
住句句哽咽字字血，细语轻唱
《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
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
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
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
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
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
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
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
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
了得！”

已无擎雨盖，犹有傲霜枝
的李清照，也会如泣如诉。一
片凄风苦雨中，还得“将息”，悲
戚而不沉溺。这是一个女人的
绝唱，高悬宋词之巅。“寻寻觅
觅……”街头巷尾，一直传唱了
800多年，至今，仍余音袅袅，不
绝于耳。

其三，张汝舟的骗婚、
掠夺。

浙江归安人张汝舟，低职

小吏，混迹江湖，虚情假意博得
赵明诚夫妇的好感。1132年，
李清照颠沛流离，长途奔波，跟
随皇室到了杭州，定居下来。
是年5月，张汝舟突然拜访李清
照，相隔数日，即遣媒人上门求
婚。此时，国亡、家破、夫丧，李
清照长途颠沛流离，身心疲惫，
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再者，李
清照期待有一个幸福的后半
生，对闲言碎语，置若罔闻。
但，情感的遮掩，使她看人出现
了盲点。

张汝舟看准了这一点，乘
虚而入，49岁的李清照嫁给了
他。婚后不几日，早已觊觎她
和赵明诚所藏金石书画的张汝
舟，疯狂地掠夺李清照的财物，
欲把几件珍品据为己有。遭拒
后，即对李清照拳打脚踢。李
清照奋起反抗，张汝舟肆无忌
惮，愈加恃强凌弱。

凶恶丑陋的张汝舟索性脱
下了伪善的外衣，竟然带着妓
女回家，羞辱李清照。李清照
没有流一滴眼泪，反抗无果，毅
然决然，一纸诉状把张汝舟的
匿罪告到衙门。朝廷治罪张汝
舟，并准许离异。但按宋律，妻
告丈夫，即使属实，妻子也须服
刑两年。李清照深知此律，即
使受两年牢狱之苦，也绝然告
发张汝舟，其勇气入云。但她
只入狱9天，被朝中为官的亲友
救出，实属大幸。

李清照嫁给张汝舟，到离
异，刚刚3个多月，算是闪婚
闪离。

这三次大难，没有压垮一
肩担千钧的李清照。攻击、诽
谤、侮辱，所藏金石书画大都散
失之痛，也没有在李清照光彩
照人的脸上留下一点污痕，苦
难的磨炼，使她更加坚毅、旷
达。她依然潇洒优雅地怀揣一
颗蓬勃的诗心，随日月同行，织
出一条条彩线，绘就“易安体”
的斑斓王国。

三
李清照不仅词彩纷呈，其

诗文也堪称一绝。
1129年3月，李清照与夫君

乘船去芜湖，上行恰好经过和
县乌江。一代枭雄项羽在这里
拔剑自刎。李清照触景生情，
抚今思昔，心潮难平，面对滔滔
江水，随口吟了一首《夏日绝
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李清照不以成败论英雄，
极力推崇楚霸王自吻为英雄之

举。这首诗不见婉约一点清
泪，以豪放大气起笔，饱蘸爱国
激情，出离愤怒，向南逃的朝廷
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呐喊，生要
作豪杰，死也要为国尽忠。鞭
挞朝廷抛弃中原、苟且偷生之
举，也隐含斥责赵明诚此前为
江宁知府，在金兵南侵、部下叛
乱的危局下，不但不平叛守城，
反而弃城抛妻只身逃跑的可耻
行为。

这首诗大气磅礴，以诗人
崇高的气节光照千古。多少男
儿读此诗，自愧不如，向李清照
深躬一拜，倾注仰慕敬佩之情。

李清照诗词了得，其散文
也绝非寻常手笔。《金石录后
序》，叙述创作过程，以及与赵
明诚婚后所经历的愉悦和坎
坷，文笔生动，情感真挚，感人
至深。后人对这篇后序称赞有
加，评价甚高。

此外，李清照对金石图刻、
古玩字画样样精通。《金石录》
三十卷，从文物的考察定位、编
纂出版，倾尽了她一生的心血。
李清照还擅长书画，通晓音律，
善于博弈，是历史上屈指可数
的全才。

李清照，从少女、少妇到老
年，一路走来，都能在诗词中寻
到她的人生百味。前期作品，
激情浓郁，活泼、俊朗、洒脱、无
拘无束，尽显少女情态。李清
照史称“婉约派”的领袖，其词
作艺术炉火纯青，“语尽而意不
尽，意尽而情不尽”的婉约风格
达到了极致，“易安体”独具一
格。后期的诗词雄浑壮阔，奇
峰纷呈，柔刚并举，如豪迈奇丽
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
等。其词作已达宋词顶峰。现
代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奠基者、
词学家胡云翼在《宋词研究》中
评价：“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已经与伟大的骚人屈原、诗人
陶潜、杜甫并垂不朽了。”作家、
文学史家郑振铎，在其《中国文
学史》中盛赞：“李清照是宋代
最伟大的一位女诗人，也是中
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女诗
人。”而她的人品，更是高山仰
止，一个钟灵毓秀、气质美如兰
的女子，优雅从容，正直勇敢，
嫉恶如仇，直到去世，历尽沧桑
风骨在，北望中原不了情。

李清照是一座光彩夺目的
丰碑。800多年来，鲜花不断，
膜拜不断，青史留英名。

在此，请接受一个老男人
的沧桑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