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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千古吟诵(四) -- 千年遗梦 
 

王一丰  
 

【正见网】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凄凄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崔颢 《黄鹤楼》 

这首诗被推为唐诗中七言律诗第一首，称为千秋绝唱的奇作。的确，前四句巧用黄鹤的神仙故事与

黄鹤楼连用，一气呵成，抒发怀古之豪情，白云千载，鹤去楼空，紧接着后四句拉回现实，日暮黄

昏，凭楼远眺，烟波迷蒙，愁肠万种：何处是故乡？当年誉满天下的诗仙李白登上黄鹤楼见此诗而

慨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遂然搁笔，无作而去，令后来的墨客骚人望而止

步，使这首诗更添了奇异的风采，成就了唐诗中的一段佳话，为空前绝后之作。历代多有赞誉谓：

气格超然，不为律缚，不拘对偶，纵笔挥洒，纯以韵胜。  

当然不论是手法或意境都堪称唐诗中的上乘。精彩之处在于这首诗引出的黄鹤及黄鹤楼神仙故事激

发了历代文人内心的真实渴望，那是对根植于整个中国本土文化的寻道梦的共鸣：修道成仙是多么

令人神往！在早期的历史中人们亲眼目睹修道人成仙是颇为自然的现象，《抱朴子》、《神仙传》

等书中多有记载。当修道人修成的时候，天门为之打开，修成的道人“白日飞升”-- 即大白天飞升

而去，或有仙鹤等吉祥物下世载着仙人远走高飞，这种景象美妙而殊胜，为世人所向往，黄鹤楼就

是当年的仙人子安乘鹤经过此地后而建，可见人们对于得道成仙的敬仰。  

历代的文人求道者不计其数，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李白少年时便遍访名山，求仙寻道。唐诗中的

文豪很多都是修道的，然而时代变迁，能修成的仙人亦越来越少：“黄鹤一去不复返”，再难见到

那可遇不可求的殊胜景象了，仅留下这个美妙的故事和这个伫立黄昏之下的空楼，这怎能不令人谓

然长叹？何处是归宿？何处存真道？大江东去，逝者如斯，愁煞寻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