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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千古吟诵(二)--“真”中的潇洒人生 

王一丰  

【正见网】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生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李白 《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这是一首意境优美、气氛浓烈的田园诗，诗中生动描绘了月光下景色如画的田园和与朋友相聚不亦

乐乎的潇洒人生。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清新而空灵的画面脫穎而出:  

暮色缓缓涂抹在碧绿的群山，明月伴随我，漫步于山岭的小道，不禁回首流连，远处走过的小路静

静躺卧在苍翠的山岗，象一条绵延的玉带。  

人从画中走出来，你从画中走进去，淡泊、宁静却又富于遐想，这是典型的唐诗风格，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紧跟下去：“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漫步于宁静的黄昏，一个戏

剧性的场面出现了：就在我流连顾盼的时候，迎面巧遇我正要造访的朋友，立刻你会体会到那种不

期而遇的惊喜，相携而行，来到了家门口。且慢，更生动的场景出现了：孩子们闻声而来，雀跃到

门前，为我打开了紫荆藤编织的门扉，在这种热烈而意外场面出现之后，作者又笔锋一转接下去：

步过幽长茂密的绿竹小径，我的衣裳不时会轻轻碰到四周丛生的青萝。一张一驰，动静相济，场景

更叠起伏。从一开始的黄昏，明月远景，至触手可及的绿竹、青萝，同时孩子们的纯真，乃至田舍

四周的清香皆是呼之欲出，让人身临其景。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生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整个氛围推向了高潮：我们一边畅饮美酒，一边抚琴吟唱，纵横捭阖，如鱼得水,兴致盎然，不觉已

月落星稀，沉醉在这无拘无束的时光中，全然忘却了红尘的烦恼。整个场面写得神采飞扬, 目不暇

接，朋友之间水乳交融，刻画出了一幅可遇不可求的人生片刻－－美不胜收。全诗色彩斑澜，极富

生趣，人情与景致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令人神往的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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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表面上我们可以体会到的，而这首诗好就好在整首诗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一个“真”字，这是

诗人灵性的发挥。暮色、碧山、绿竹、青萝展示的是大自然那种真，稚童的天真憨态写出了童心的

无暇纯真，而与朋友相携入门，到长歌欢言，吟诗抚琴，直到陶醉在忘形忘我的境界，刻画了朋友

间的志趣相投，神来神往的真挚。  

这种入情入理、入诗入画的“真”的大写意，同样把我们带入流连忘返、似幻似真的场景。作者当

时虽已官至翰林、名满天下，但内心渴望着返朴归真的田园生活,这种天性流露下的作品，读罢回味

无穷，沁人心脾。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性的生命与生俱来，就具有“真”这种特性，所以当我们走

进大自然时，会顿觉神清气爽，是因为大自然的“真”的特性和你的生命特性沟通起来了。为什么

讲真话会感到自然，讲假话会汗颜，是因为“真”直接对应和关照着自己生命的最本质的成分。讲

真话就是顺应了生命的特性，讲假话就是违背生命特性。而当生命走上一条返本归真的路时，就会

体会到生命境界的升华，找到真正的自己。  

返本归真就是人生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