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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评传》

内容概要

《白居易评传》第一章讨论了关于白居易独特的家世的几个问题。第二至五章，几乎是编年式地缕述
了白氏曲折而漫长的一生。行文中多引述其各时期的诗作，以见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并从而窥知其
思想的转变的轨迹。第六、七章，分别评述其前期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和后期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思
想，是全书重点所在。第八、九章，分别评述其富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主张与创作成就。第十章，
总述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元稹是白居易生死不渝的挚友。二人诗风相近，才名也大体相当，史称“元白”。故附其略传于白传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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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蹇长春，男，1933年生于四川营山。1960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1987年晋升为教授。曾任《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主编、该校中文系主任及该校敦煌学研究所所长，现任该校知行学院中文
系主任。发表学术论文约50万字。有《傅玄阴铿诗注》（合作）、《白居易论稿》出版。参与编纂《
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任分典副主编兼中唐部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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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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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白居易的前期思想——激进的民本主义  一、弘扬君道，鼓吹仁政  二、勖励臣节，崇正疾邪  
三、关心民瘼，为民请命第七章  白居易的后期思想——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第八章  白居易的诗歌理
论第九章  白居易的诗文创作第十章  白居易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附：元稹评传前言第一章  元稹的
爱世与生平第二章  元稹的政治思想第三章  元稹的文学思想与实践索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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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白居易的世系与家族一、“公之世先，用谈说闻”白居易非同寻常的家世，对其一生的命运
，及其“知足保和”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甚大。依据白居易自撰《家状》所述，其先祖和世系，
以及与引相关的种姓问题，的确显得紊乱模糊，疑窦重重。学术界曾为此长期聚讼不休。应该说，这
桩公案，是白居易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是他有意为之的。元和六年（811）四月，白居易的母亲颍川县
陈夫人，殁于长安宣平里第。当时任京兆府户曹参军、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丁忧，退居渭上。同年十
月八日，因归葬陈氏夫人，乃将卒于大历十二年（777），“要权厝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的父亲白季
庚，同时迁护回下邽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为此，白居易自撰《太原白氏家状二道》，即为其
祖父白锽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为其父亲白季庚撰写的《襄州别驾府君事状》。总题“二
道”下，自注云：“元和六年，兵部郎中、知制诰李建按此二状修撰铭志。”白居易在为其祖父白锽
撰写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中，自述其种姓与世系云：白氏芈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
，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丙已降是也。裔孙
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
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
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
，朝请大夫、检校都官良中。公讳锽，字确钟，都官郎中第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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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白居易评传》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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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评传》

精彩短评

1、只能说，还好吧。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基本是中规中矩的研究。但也不能说它不好。不跳出原来
的中国马克思的窠臼，这在观念上就被束缚了。
2、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最近貌似出了平装本，把很多以前的一卷本拆分成了两卷。而且
价钱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譬如这本《白居易评传》（附元稹评传）。我买的是2002年5月第1版，2007
年5月第2次印刷的精装本，原价56元。书外面本身有塑料薄膜保护，卓越亚马逊又特意加了一层保护
，所以送来的时候，书很新，里面的纸张也白，完好无损。总之，这个版本令我满意。
3、　　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
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
　　
　　  白居易半身像[4]
　　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
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
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
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
，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
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
》）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
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
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
“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
，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
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
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
，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
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
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
，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
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
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
用一个中心
　　
　　  白居易坐姿画像[5]
　　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
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
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
，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
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
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
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
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
能自已。
4、　　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

Page 7



《白居易评传》

　　
　　  白居易全身像[2]
　　唐朝著名诗人，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它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
，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邽。白居易的
祖父白鍠后在河南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
，白居易本人就出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
　　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
”。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
。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
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
，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今安徽符离集）度过了童年时
光。白居易和并称“符离五子”的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握中、贾沅犀，一同泛舟陴湖
，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
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
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
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
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quot;刘白&quot;。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
故号“香山居士”。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
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
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
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
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
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非常有名。特别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为后
来朦胧诗的鼻祖。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
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影响
最大，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
“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的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任职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市）。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
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
　　
　　  白居易画像[3]
　　，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
。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
麦》《长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
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
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
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
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
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
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
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
（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门的一种）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
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弥勒信徒，他组织了
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书：
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我敬仰慈氏
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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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
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
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
，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
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
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
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
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
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
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
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
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
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
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
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
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
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
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但白居易
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
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
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
等。
　　编辑本段
　　诗歌作品
　　
　　
5、书不错，是研究白居易的必读之书。
6、些论文用
7、一个伟大的生命，大爱白居易!
8、书绝对厚
9、只读了前半部分。两个感受：一是旁征博引，细致入微；二是过于严肃，缺少生趣。
10、学术性比较强，很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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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评传》

精彩书评

1、白居易（公元772年～公元846年），字乐天，晚年又号香山居士，白居易全身像[2]唐朝著名诗人
，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它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达则兼济天
下，穷则独善其身。祖籍山西太原，新郑（今河南新郑）人，后迁下邽。白居易的祖父白鍠后在河南
巩县当县令，和当时邻居新郑县令是好友，见新郑山清水秀，就举家搬迁到了新郑，白居易本人就出
生于河南新郑（今属郑州新郑）。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与元稹合称“元白”。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河南一带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
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
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
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
今安徽符离集）度过了童年时光。白居易和并称“符离五子”的符离人刘翕习、张仲远、张美退、贾
握中、贾沅犀，一同泛舟陴湖，游流沟寺，登武里山，诗酒盘桓，称盛会焉。后为躲避中原战乱转移
到江南。迁居卒于武宗会昌六年。是另一文学家白行简的兄长。白居易自幼聪颖，读书十分刻苦，读
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至今还有他出生七个月“略识之无”
和初到长安“顾况戏白居易”等典故。他的诗不仅在中国有巨大影响，在日本和朝鲜等国也有广泛影
响，他还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quot;刘白&quot;。白居
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故号“香山居士”。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
、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
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元和时曾任翰
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
，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其
中《琵琶行》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非常有名。特别是白居易的《花非花》成为后来朦胧诗的鼻祖。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
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黄遵宪等，
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影响最大，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国唐代诗歌
的风云人物。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的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
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任职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
南新郑市）。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年）中进士白居
易画像[3]，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
书郎。元和元年（806年），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
观刈麦》《长恨歌》 《池上》。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
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
。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 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
先上书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
，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
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年）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
、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杭州人为了纪念他还把靠西湖边的一面，命名为白堤。文宗大和元年（827年
），拜秘书监，第二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
二年（842年）以刑部（唐代官吏部门的一种）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
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白居易是弥勒信徒，他组
织了一个学会，叫一时上升会。希望大家共同上升到弥勒境界。为了往生弥勒，白居易写过一分决心
书：仰慈氏形，称慈氏名，愿我来世，一时上升。慈氏就是弥勒，弥勒是音译，慈氏是意译。我敬仰
慈氏菩萨的身形，我呼唤慈氏菩萨的名字，希望来世的我，一定要上升到弥勒菩萨的身边。武宗会昌
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
，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
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
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翰林学士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
（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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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评传》

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
，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
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
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
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
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
。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
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
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
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
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
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
。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
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
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
，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
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
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张
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
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
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编辑本段诗歌作品
2、成就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
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
，白居易半身像[4]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
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
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早
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
，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
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
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
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
。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
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
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
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
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
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
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
，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
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
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
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
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白居易坐姿画像[5]事件和
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
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
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
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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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
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
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3、１.白公胜说秦始皇《追赠白起武安君诏》曰：“咨尔：武安君白起，先源两楚，继次三秦。昔在
先皇，秉节朝室⋯⋯”（伪造？出处不明）白居易《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白氏芈姓，楚公族也
，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其子奔秦，代为名将，
乙、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人怜之，立祠庙
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故今为太原人。”唐宰相
白敏中墓志云：“白氏受姓于楚本公子胜，理白邑有大功德，民怀之，推为白公。其后徙居秦，实生
武安君，太史公有传，遂为望族。元魏初，因阳邑侯包为太原太守，子孙因家焉，逮今为太原人也。
”白公陵巨碑：公讳胜，其先芈姓，楚公族也！楚平王太子建遭谗奔郑，郑人误杀之，建子胜与伍员
奔吴。惠王立，诏公返楚，以为巢大夫，封白邑，号白公，因氏焉。公思报父仇，请兵伐郑，惠王许
之而兵未起。适晋伐郑，郑求救于楚，令尹子西受赂与郑盟，公乃大怒。及周敬王四十一年七月遣部
将石乞袭杀子西于朝，劫惠王，踞郢都，立为王。会叶子高救楚，公兵败殒于山，石乞葬之，其地无
知之者。公享年五十五，子五，曰：乙、丙、已、降、张，四子奔秦，咸为名将。幼子居楚，湮祀焉
。洎大和五年正月，余守河南，前相国、武昌军节度使元稹书至，言部属于荆山之谷瞻拜公之墓垅，
及楚简公之佩剑铭。土人云：公九世孙起拔郢拜祖于此，云云。余狂喜不置曰：此诚天助也！易曰：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白氏先祖之兆，逾千载，于今问世，此非天意耶？公孤眠江汉间，地处僻壤
，为祭祀计，族亲议迁葬。遂遣敏中、景受奉公之灵至东都，其年五月五日安神于龙门西山之南阜，
礼也。裔孙居易拜撰，微之书，铭石以志。另有多本白氏族谱都是此说。２.白乙丙说《新唐书·卷七
十五下·宰相世系表》：“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为晋所灭。虞之公族井伯奚媵
伯姬于秦，受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奚生视，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后名，故称孟明视。孟明视二子
：一曰西乞术、二曰白乙丙，其后以为氏。裔孙武安君起，赐死杜邮，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于太原
，故子孙世为太原人。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孙建。”３.公子白说有因《战国策 赵策
》谓白起为“公孙起”而以白起为秦公族之说的。《战国策·卷十八·赵策一·秦王谓公子他》：秦
王怒，令公孙起、王齮以兵遇赵于长平。《战国策·卷二十·赵策三·平原君请冯忌》：夫以秦将武
安君公孙起乘七胜之威。白起的先祖是秦武公的嗣子公子白。武公死后，公子白未能继立，武公的同
母弟德公将君位从公子白手中夺走。武公居住的故地在秦国都城雍（今陕西凤翔）附近的平阳（今陕
西歧山、噤县一带），德公把平阳封给了公子白。公子白死后，他的后人就以白为氏。4.李商隐、陈
振孙、顾炎武、俞樾等人：白公胜说、白乙丙说都不认可（介个很砖家！）白居易评传蹇长春，尹占
华 著出 版 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2-5-1第一章 白居易的世系与家族（1）一、“公之世先
，用谈说闻”白居易非同寻常的家世，对其一生的命运，及其“知足保和”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影响
甚大。依据白居易自撰《家状》所述，其先祖和世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种姓问题，的确显得紊乱模糊
，疑窦重重。学术界曾为此长期聚讼不休。应 该说，这桩公案，是白居易自己造成的，或者说是他有
意为之的。元和六年(811)四月，白居易的母亲颍川县君陈夫人，殁于长安宣平里第。当时任京兆府户
曹 参军、翰林学士的白居易，丁忧，退居渭上。同年十月八日，因归葬陈氏夫人，乃将卒于大历十二
年(777)，“权厝于新郑县临洧里”的祖母薛氏，卒于贞元十 年(794)，“权厝于襄阳县东津乡南原”
的父亲白季庚，同时迁护回下葬于“下县义津乡北原”。为此，白居易自撰《太原白氏家状二道》，
即为其祖父白撰写 的《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为其父亲白季庚撰写的《襄州别驾府君事状》。总题
“二道”下，自注云：“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建按此二状修撰铭志。” 李建字杓直，陇西
人。是白氏所谓“并世相知唯五人”(《感旧》诗云：“生平定交取人窄，并世相知唯五人。”五人者
，白氏与四位挚友李建、元稹、崔玄亮、刘 禹锡也)的挚友之一。按李建所撰志文今不传。或拟请李
氏撰志之事，并未成行。白居易在为其祖父白撰写的《故巩县 令白府君事状》中，自述其种姓与世系
云：白氏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郑，建之子胜居于吴、楚间，号白公，因氏焉。楚杀白公，
其子奔秦，代为名将，乙 丙已降是也。裔孙曰起，有大功于秦，封武安君，后非其罪，赐死杜邮，秦
人怜之，立祠庙于咸阳，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孙因家焉， 故今为太原
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讳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曾祖讳士通，皇朝利州都督
。祖讳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讳温，朝请大 夫、检校都官郎中。公讳，字确钟，都官郎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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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子。　　白居易在这里把自己的种姓同“楚公族”联系起来，又把从白公胜、白乙丙到秦武安君白
起勾勒出一条“代为名将”的显赫世系，其姓氏阀阅，真可谓冠冕堂皇，令人钦羡。无奈大抵自白建
以上的世系，都是杜撰的，经不起历史事实的检验。因而累累受到历代学者的指责和批评。最 早对白
氏自撰的世系表示怀疑的，是应白居易嗣子景受之请，为其撰写《墓碑铭并序》的李商隐。李与白，
算是同时代人，而年辈稍晚。这篇《墓碑铭》见清初冯浩 编注的《樊南文集》卷八，曾一度被斥为伪
作。但清道光中钱振伦、钱振常兄弟搜集李商隐遗文二百零三篇，编为《樊南文集补编》十二卷，其
第六卷中，有《与白 秀才状》、《与白秀才第二状》两文，内容正是因白秀才(居易嗣子白景受)来书
请求为其父撰写墓铭而写的答状。由此可以证明，李商隐为白居易写的这篇《墓碑 铭》绝非伪作。其
第一《状》全文如下：杜秀才翱至，奉传旨意，以远追先德，思耀来昆，欲俾虚芜，用备刊勒。承命
揣己，悲惶莫任。 伏思大和之初，便获通刺，升堂辱顾，前席交谈。陈蔡及门，功称文学；江黄预会
，寻列《春秋》。虽迹有合离，时多迁易，永怀高唱，尝托余晖，遂积分阴，俄逾 一纪。今弟克承堂
构，允绍家声，将欲署道表阡，继志述事，必在博求雄笔，□□鸿生，岂谓爱忘，忽兹谋及!悚怍且久
，辛酸不胜，欲遂固辞，虑乖莫逆。表严平 于蜀郡，谁不愿为?叙郭泰于介休，亦惟无愧。庶磨铅钝
，聊慰(招)〔松〕扃，伏纸向风，悲愤交积。可见这非同一 般应酬的书笺。从中可知，大和初年，李
商隐曾投刺拜谒过白居易，两位大诗人有过愉快的“交谈”。所谓“尝托余晖”、“俄逾一纪”云云
，说明在白氏生前，二 人一直保持著友谊；状中称白秀才为“弟”，这说明李商隐把白居易视为前辈
；状中一再表示“悲惶莫任”、“辛酸不胜”、“伏纸向风，悲愤交积”云云，可见对 白氏的逝世，
李商隐作为晚辈是深怀伤悼之情的!按白居易生于大历七年(772)，李商隐生于元和七年(812）按李商隐
生年，有812、811、813三 说，此从张采田说。，两人相差整整四十岁。而《状》中却说：“欲遂固辞
，虑乖莫逆。”看来，李商隐十分珍重他同白居易的交情，是把二人的交往，看作“莫 逆”的“忘年
之交”的。据此，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推测：白秀才(白景受)请托李商隐撰写《碑铭》，正如元“微之
将薨，以墓志文见托”(白居易《修香山寺 记》)于白居易一样，也是出于白居易本人的嘱托。如果事
实果真如此，那么，作为晚辈的李商隐的确没有辜负白居易的遗愿。他的确不愧大手笔，在这篇洋洋
洒洒 一千三百余字的《墓碑铭》中，用清丽省净的文字，对墓主的事功与文学，作了如实的载记和公
正的评价。然而，李商 隐在涉及白氏先祖及世系的真实性这个严肃问题时，他并未因同白居易交往颇
深的私谊而悖弃“史德”，对白氏本来紊乱而模糊的世系，滥用曲笔，妄加讳饰。 《碑》文中叙及白
氏先祖及世系时，只用寥寥不到四十字：白氏由楚入秦，秦自不直杜邮事，封子仲太原，以有其后。
祖某，巩县令；考季庚，襄州别驾，赠太保。 按照写墓志铭通行的程式，这本来是所谓“谀墓”的著
力点，应当把墓主的世系及先祖大书一笔，借以张扬其阀阅门第。同白氏自撰《家状》相较，李商隐
在这里真 可谓“惜墨如金”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李商隐根本就不相信白居易在《家状》中煞费苦
心地为其种姓和家世杜撰的那一套虚妄不实之词。谓予不信，请看他在白 公《铭》文中，一开始就对
墓主的先祖及世系明确表示怀疑：公之世先，用谈说闻。鉴于李商隐是第一个对白氏的种姓及世系提
出质疑的人，而历来研究白居易家世 者大都忽略了这一条重要线索，所以在此不惜笔墨，特为表出之
。很可能是受了李商隐在白氏碑铭中标举的“公之世 先，用谈说闻”赫然八个大字的影响，两《唐书
》白传，在叙及白居易家世时，均极简略。《旧唐书》本传说：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
尚书建之仍孙。 建生世通⋯⋯世通生志善⋯⋯志善生温⋯⋯温生⋯⋯生季庚⋯⋯《新唐书》本传说：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盖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有功于时，赐田韩城，子孙 家焉。又徙下。父季
庚，为彭城令⋯⋯同白氏《家状》相较，两《唐书》本传，均回避了白氏出自何姓，而且对白建以上
的世系，均略而不书。倒 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叙述白氏世系颇详，而且对白氏所从出的种姓
，作了改动：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为晋所灭。虞之公族井百奚媵伯 姬于秦，受
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奚生视，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后名，故称为孟明视。孟明视二子：一曰西乞
术，二曰白乙丙，其后以为氏。裔孙武安君起，赐死 杜邮，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于太原，故子孙世
为太原人。二十三世孙后魏太原太守邕，邕五世孙建。《家状》说：“白氏姓，楚公族也。”《新唐
书?宰相世系 表》说“白氏出自姬姓”，乃周太王之后，而且说白乙丙乃百里奚之裔孙。再者，《家
状》说白起的二十七代孙白建：“北齐五兵尚书，赠司空。”《宰相世系表》 却说：“建字彦举，后
周弘农郡守，邵陵县男。”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说法，使白氏的种姓与世系，更加使人感到扑朔迷离。
关 于白氏究竟出自何姓的问题，南宋以来，屡有学者提出辩证。其中陈振孙《白文公年谱》考辨最为
详备。《陈谱》云：《新史?宰相世系表》及公所述《巩县府君事 状》，其不同者，《表》称虞公族
百里奚媵秦穆姬，生孟明视，视生二子曰西乞术、白乙丙，其后以为氏。而《事状》称楚太子建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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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号白公，其子奔秦，代为秦 将，白乙以降是也。如《表》言，则白出姬姓；如《状》言，则出姓。
按《左氏传》，晋败秦于，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孟明氏百里，谓为奚之子可也。 术、丙
与孟明号为三帅，乌知其为孟明之子耶?且万无父子三人并将之理，此其为说固已疏矣。若《事状》则
又合白乙、白胜为一族。白乙为秦穆将，去白胜几二百 年，而云白乙以降，则反以为白胜之后裔，又
何其考之不详也。《元和姓纂》载《风俗通》以白乙为嬴姓，盖亦以其为秦人意之尔。《姓纂》复泛
举秦白起、楚白胜、周白圭、汉白生等数人，而皆不能言其自出。大抵世祀绵邈，谱牒散亡，惟当用
《春秋》见闻传闻之义，断自近始，若必远推古昔，傅会本支，则固不能亡抵牾矣。《陈谱》不仅援
据确凿的史实，雄辩地驳正了《家状》谓白氏出于姓，《新表》谓白氏出于姬姓均于史无征，自相抵
牾，不足为训，而且提出了“世祀绵邈，谱牒散亡， 惟当用《春秋》见闻传闻之义，断自近始”，而
不必“远推古昔，傅会本支”的通达的史识。此后，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氏族相传之讹》条)
、汪立名《白 香山年谱》、沈炳震《唐宰相世系订伪》卷一二、俞樾《九九消夏录》卷一二，大抵均
认同《陈谱》，谓白氏出于姬姓或芈姓，皆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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