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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李白对庾信诗歌的继承与发展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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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李白生活的时代有较好的庾信诗歌接受文化语境。李白从艺术风格、诗体和思想内容以及创作手法等方

面，较多地承传了庾信审美写作经验。具体而言，李白主要继承并发展了庾信清新纯朴和明快流丽的诗风、乐府和古风

占优的诗体、修辞用典的创作手法。李白将其融为一体，完善了自己的诗歌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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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诗歌中浪漫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达到了高度的统一，奏出了盛唐时代的最强音，后人

誉之为“诗仙”。庾信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华民族由大分裂走向大统一的时代，他的创作生涯也随着

这个动乱的时代而沉浮。学术界通常以公元５５４年庾信出使西魏为界，将庾信的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风格以浮艳绮丽为主，后期的风格以清新自然、纯真朴素、老成刚健为主。同时，庾信由南入北，大

大推动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加速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庾信的文学创作直接影响了唐代文学家的创作：如初

唐四杰、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诸人———因此是一个集南北之大成、承前启后的伟大文学家。

南北朝时期各种文学体裁发展迅速，唐代文学承此兴盛。庾信作为一个集南北之大成的文学家，泽

被后世。其中李白作为庾信的后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他积极地向庾信学习，汲取其精华分

不开，从而带来了唐诗的大繁荣。李白对庾信诗歌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　艺术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庾信诗歌艺术风格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风格虽然以浮艳绮丽为主，但是也不乏清新自然的

佳作；后期以清新自然、纯真朴素、老成刚健为主，同时在内蕴上充满了悲剧意识———后期诗歌中所体现

出的悲剧意识最为后世所称道。

１．１　清新纯朴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李白在《古风》组诗创作中体现出清丽纯朴的风格，与六朝不合，但六朝人追求辞采的华美以及对

于声律对偶的讲求，对诗歌发展的意义自不必言，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将“清”作为诗学概念大量引入文

学批评的也正是六朝人。因此，李白诗歌的清新自然、纯真朴素与六朝诗人有着更直接的联系。杜甫称

李白诗“清新庾开府”［１］１４９，以庾信之清新比李白，不惟表明杜甫审美的一种偏好，实际亦点明了李白这

种诗风特点的部分渊源。

我们来看李白是如何借鉴庾信诗风的。庾信《咏画屏风诗二十四首》之三云：“昨夜鸟声春，惊闻动

四邻。今朝梅树下，定有咏花人。流星浮酒泛，栗镇绕杯唇。何劳一片雨，唤作阳台神。”［２］３５４此诗疑咏

河边初开的梅花，但作者在此诗中不限于描写画中景，而是根据画中之人物，进行合理丰富之想象，虚实

相生，意趣盎然。庾信此诗清新纯真，不饰雕琢，无一难解之字，亦无一费解之语。再看李白的《系寻阳

上崔相涣三首》之三：“虚传一片雨，枉作阳台神。纵为梦里相随去，不是襄王倾国人。”［３］９２很明显，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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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两句系化用庾信诗的后两句而来，但是又不露痕迹。虽然两首诗歌的主题不同，庾信诗为题画诗，

李白诗为赠别诗；但是从语言表达来看，却是一脉相承的：李白此诗清新浅易，好读好懂，而且从抒情方

式来看，是为纯粹的直抒胸臆，比庾诗的抒情要浓烈一些。又如庾信的《舟中望月》，写诗人夜行时，于

舟中所望月亮之皎洁和星空之澄明。想象之新警奇幻，诗境之纯净清空，为六朝诗中所罕见。王夫之评

此诗“正尔不劳入情”［４］３０２，说此诗虽未写情，而诗境自美。而李白的《挂席江上待月有怀》与庾诗极为

神似，诗中虚实相生、情景相合，取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

１．２　明快流丽风格的继承与发展
庾信诗歌不仅自然，也很明丽。如《奉和山池》，为庾信在南朝时的奉和之作，属于宫体诗的范围，

但自有逸致，它描写了宫池中美丽的秋景，萧疏闲雅，运笔明快流丽，其中“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

鱼”［２］１７８二句尤为生动传神；且整首诗有开有阖，有起有落，初具律诗章法。李白之诗亦明快流丽，如

《秋登宣城谢罣北楼》：“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

桐。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３］１８５其写景句明快而不做作，流丽而不晦涩，深得庾诗之长，青出于蓝。

２　诗体及思想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庾信作为南北朝时代承前启后和集大成的诗人，不仅在艺术风格上取得的成就值得后人学习，而且

在丰富诗歌体裁上亦值得后人学习。李白的乐府诗、歌行体诗、近体诗、组诗，无一不向庾信学习。

２．１　乐府诗的继承与发展
庾信一生中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乐府诗和歌行体诗，比如《怨歌行》：“家住金陵县前，嫁得长安少年。

回头望乡泪落，不知何处天边。胡城几日因尽，汉月何时更圆。为君能歌此曲，不觉心随断弦。”［２］４０４此

诗用乐府旧题。从内容上看，诗歌仍然属于传统题材。诗中以女子自述的口吻诉说其远离家乡又远离

丈夫的哀怨，实则体现了庾信由南入北不甚相思之苦，乃以远嫁他乡异国自比。而李白的《乌夜啼》：

“黄云城边乌欲栖，归飞哑哑枝上啼。机中织锦秦川女，碧纱如烟隔窗语。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

泪如雨。”［３］２２则与庾信的《怨歌行》实乃一脉相承，写一个闺中妇女思念远在边关的丈夫，但是日复一

日，不见夫婿之音讯，空房难独守，只好把满腔的相思化作倾盆大雨。李白的诗在继承庾信怨妇题材的

基础上，更深一层地揭露了边境战争对于普通的家庭特别是广大妇女所造成的巨大不幸，后一点可以说

是李白对于乐府诗和歌行体诗的新发展。庾诗与李诗不论在内容还是思想上都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如

前人所评价的那样：“深衷浅貌，语短情长。”［５］１２４总之，庾信有开拓之功，李白有发展之力。

２．２　其他诗体的继承与发展
庾信不仅创作了大量的乐府诗，而且在充分继承永明体诗歌革新成就的基础之上为后世留下了丰

富的各体诗歌。可以说，庾信对新体诗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成就是突出的，因而成为唐代格律诗

的直接开启者。如《乌夜啼》《晚秋诗》《重别周尚书二首》，前两首已近于唐人七律、五律之体，后一首

则已具唐人五绝格律。因此，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

唐初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６］５７而李白正是在继承庾信所取得的成

就的基础之上把唐诗推向了新的高峰。比如李白的《静夜思》短小精悍，言简意丰，实乃五绝中的极品。

不论是从形式还是到内容都比庾信的《重别周尚书二首》之一要高明得多，但是庾诗又是李诗必然的基

础。李白的七言古诗《梦游天姥吟留别》《金陵酒肆留别》等创造性地用赋化的语言入诗，铺陈其事而直

言之，体现出诗歌的铺叙性，庾信的不少诗歌也是用这样一种手法。如《杏花》系从不同的空间去描绘

事物，这种手法正源于汉大赋创作程式中“前后左右广言之”的铺叙方式。不过这种铺叙并不追求汉大

赋铺张扬厉的气势，而是为了更全面更完善地表现事物形象。而李白的七言古诗，前面所述的两首是这

样，其它的七言古诗如《蜀道难》《梁甫吟》《襄阳歌》等皆是以赋化的语言入诗，而且李白运用这种手法

入诗的时候，他的诗歌显得气势磅礴，感情充沛，这一点应该说不仅仅是李白学习庾信的成果，亦属于李

白的独创，也只有李白的天才横溢才能有如许的大手笔。

此外，庾信创作有大型抒怀组诗《拟咏怀二十七首》，李白亦有《古风》五十九首，与之遥相呼应。庾

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非一时一地之作，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也非一时一地之作，但都是见物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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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物起兴之作。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继承了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托喻寄兴、忧愤深广的艺术传

统，以政治抒情为主，间有人生感慨和历史回顾，大多是由现实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事件出发的。多

用比兴手法，或显或隐地流露出对政治时局的讽刺，体裁均为五言古体，风格质朴。然而，在对人生和社

会历史的思考上，李白是远胜于庾信的，但是李白的《古风》与庾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却都是深厚与

精致的统一，内蕴之深沉，风格之苍劲，有正始之遗音，建安之风骨。

３　创作手法的继承与发展
伟大的文学家必定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而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一定会运用丰富的创作手法，庾信和

李白都是这方面的高手。

３．１　使事用典的继承与发展
综览庾信的全部作品，庾信的使事用典技法基本上是成功的，庾信的用典技巧大致可归为以下几

类：一典多用、多典并用、多典糅用、曲用典故、典故的具象化。如《拟咏怀二十七首》第十首：“李陵从此

去，荆卿不复还。”［２］２３６这里即是一典多用，他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苏武、李陵相别，一个是荆轲刺秦王，

燕太子丹及高渐离易水相送的故事，都是隐括自己出使西魏，使命未尽而不能归还的悲苦心情。庾信用

典的整体特点是“使事无迹”，这对李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然而对于李白而言，他是大量运用典故抒

情写意。李白的用典是别出心裁以流水方式，往往用多句诗化解一个典故；有时又以直觉化解诗中典

故，使诗中的文化密度相宜，直觉具有精神深度。李白诗歌用典又可以化出文化真趣，这与庾信用典的

精髓不谋而合：使事无迹，投盐水中。比如李白的《古风》二十一：“郢客吟白雪，遗响飞青天。徒劳歌此

曲，举世谁为传？试为巴人唱，和者乃数千。吞声何足道，叹息空凄然。”［３］１４用典明白易懂，典故与诗意

合而为一，但又含而不露能引人深思，这体现了李白用典的高超。李诗用典与庾诗相较，可发现二人用

典皆有通用之特点：李白爱用燕昭王筑黄金台、鲁连功不受贵、谢安东山归隐等，而庾信亦善用李陵、苏

武、荆轲等众人皆知的典故，这些典故既为大家所常用，便易于理解，易于流传，从而有“易尽”的特点。

３．２　修辞艺术多样性的继承与发展
庾信的诗歌辞藻绝美，充满性灵之味，讲究平仄互协，韵律追求刚柔相济，使作品融抑扬顿挫和柔婉

遒劲的气势与韵致为一体。李白天才横溢、豪放杰出，故其作诗不刻意追求字工句丽而诗句自工整流

丽，也因为李白的天才，其诗作在学习庾信作诗之想象与联想的基础上更为大胆，比如《秋浦歌》中“白

发三千丈”［３］６３的夸张，《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３］１８２的豪放，除了李白，并世再无如此之想

象。但并不是说李白恃才傲物，而不注意炼字炼句，前面已论述过李白诗是“不追求其工而自来”，如

《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３］１８５对仗极其工

整，再如《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

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鹭洲
①

①。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３］１８２其“吴宫”“晋代”“三山”

“一水”四句的对仗自然浑成。比较可知，李白对庾信诗歌创作的修辞手法的学习是有继承有发展的，

这也正体现了李白诗歌的个性特征，当然这也是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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