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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鬼洛岸悲铜驼

我有迷魂招不得

昌谷九月悲寒秋

“ 问 世
间 情 为 何
物？直教人
生死相许！”
莫愁经历了
一段没有结
果 的 爱 情
后，在元和
十年（公元
815 年）的
春天，一缕
香 魂 归 洛
河。次年冬
天，李贺带
着 深 深 的
自责，把自
己 的 生 命
化作了一片
雪花。

李贺不顾莫愁的苦苦挽留、含血哭诉，
决然地离开洛阳，到了潞州。潞州即今山西
长治市，是昭义军节度使的治所（古指地方
政府驻地），郗士美为节度使。李贺受其朋
友张彻的推荐，进入郗士美幕府。

李贺走后，莫愁的生命终结在这个春
天，时为元和十年（公元 815 年），李贺 26
岁，莫愁年龄与他相仿。“死恨相如新索妇，
枉将心力为他狂。”这是元稹的诗《筝》中的
两句，诗中明确提到莫愁已死，此诗为莫愁
死后而作。

当年六月，洛阳籍宰相武元衡，在长安
遇刺身亡，他遇刺前给女诗人薛涛写了一
首诗，名曰《赠佳人》。诗中道：“步摇金翠玉
搔头，倾国倾城胜莫愁。若逞仙姿游洛浦，
定知神女谢风流。”武元衡曾见过莫愁，他
在《听歌》写道：“月上重楼丝管秋，佳人夜
唱古梁州。满堂谁是知音者，不惜千金与
莫愁。”而《赠佳人》这首诗说，薛涛的美貌
赛过莫愁，又说薛涛若要游洛浦，神女也
谢却风流。这里的“神女”指洛神宓（fú）
妃，也指莫愁。莫愁可能与宓妃一样，是投
洛河自尽的。

次年三月，李贺从潞州来到洛阳，仍住
在辛廖客栈，但他再也见不到莫愁了。他长

歌当哭，写下了《铜驼悲》：“落魄三月罢，寻
花去东家。谁作送春曲，洛岸悲铜驼。桥南
多马客，北山饶古人。客饮杯中酒，驼悲千
万春。生世莫徒劳，风吹盘上烛。厌见桃株
笑，铜驼夜来哭。”

铜驼坊，是隋唐洛阳城内的一个里坊，
位于洛水北岸的新潭附近。当时，这里人烟
稠密，店铺林立，游人如织。每当夜幕降临
时，家家炊烟袅袅，时而有蒙蒙细雨，高低
错落的店铺楼堂掩映在一片缥缈之中，恍
若神话世界。因此，铜驼暮雨，成为洛阳八
景之一。莫愁坊、辛廖客栈，位于新潭附近，
与铜驼坊为邻，新潭是洛河上的人工港。

铜驼坊，有郑园，这也是一处酒坊。正
是在这里，李贺与莫愁第一次见面。他的

《许公子郑姬歌（郑园中请贺作）》中曾写
道：“铜驼酒熟烘明胶，古堤大柳烟中翠。桂
开客花名郑袖，入洛闻香鼎门口。先将芍药
献妆台，后解黄金大如斗。莫愁帘中许合
欢，清弦五十为君弹……蛾鬟醉眼拜诸宗，
为谒皇孙请曹植。”这里的“皇孙”是李贺自
称，莫愁等“蛾鬟”在演出后拜见李贺，是他
们认识的开始。此后才有了莲舟之会，才有
了李贺的《莫愁曲》，才有了莫愁为情所困，
一缕香魂归洛河，异国女儿化为神。

李贺被后人称为“诗鬼”，
因为他写神仙鬼魅的作品，常
常让人感到阴森可怖。但是，
李贺这类作品，仅是他诗作的
少数篇章，这些诗篇实际上是
他去世当年的作品，他诗中
所指的正是已经不在人世的
石莫愁。

李贺的故里，在今宜阳县
三乡的昌谷。李贺故里遗址在
何处？今人有两种观点，杨其
群、刘衍、王恺等学者认为在
汉山南麓的沟壑中。经考察，
此地为唐代连昌宫旧址，在李
贺生时，此行宫尚在，为皇家
禁地，李贺故里不可能在这
里。乔文博等学者认为，李贺
故里在西柏坡村，有一定道
理，但是西柏坡村的南边为洛
河，李贺诗中提到的“南山”“南
园”无法解释。因此，这个观点
也无法成立。

李贺故里在哪里？昌谷，又
名连昌河，源于陕县马头山，经

洛宁的郭头、牛头、刀环、南村、
杨坡、城头、河西、牛渠、窑头，
宜阳的后院、后寨、仁村、河
西、三乡，于下庄南注入洛河，
全长 54 公里。这里除了汉山
之南为连昌宫旧址不可能为
李贺故里，沿河地区都可能为
李贺故里。

李贺的庄园，有南园、北
园，南园在南山，面积较大。李
贺回到昌谷后，首先请了吴道
士为莫愁做法事，他的《绿章
封事（为吴道士夜醮作）》云：

“愿携汉戟招书鬼，休令恨骨填
蒿里。”接着，又请了女巫做法
事，他的《神弦》云：“女巫浇酒
云满空，玉炉炭火香冬冬……
神嗔神喜师更颜，送神万骑还
青山。”

李贺已忧思成疾，他亲到
南山招魂，其《南山田中行》云：

“石脉水流泉滴沙，鬼灯如漆点
松花。”《致酒行》云：“我有迷魂
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

李贺的病越来越重，这年
的秋天，风格外凉，他的生命将
走到尽头。他留下了生命中的
最后一首诗《秋来》，诗中云：

“桐风惊心壮士苦，衰灯络纬啼
寒素。谁看青简一编书，不遣花
虫粉空蠹。思牵今夜肠应直，雨
冷香魂吊书客。秋坟鬼唱鲍家
诗，恨血千年土中碧。”

我不杀莫愁，莫愁因我而
死！在这秋风惊心的时刻，内心
的苦向谁诉说？孤灯下，秋虫在
陋室中啼鸣。书已久不读而生
蠹，今晚思念满腹肠，冷雨伴我
吊香魂。听见那亡魂正唱悲伤
的鲍家诗，那仇恨满腔，其血会
化成碧玉。

心中的结无法解开，带着
深深地自责，27 岁的李贺，将
生命定格在这年寒冷的冬天
里，当时雪下得正紧！他的母亲
郑氏和妻子乡乡，非常悲伤。

《宣室志》有所记载，李贺

死后，太夫人郑氏非常悲伤，不
能排解。一天晚上，她梦见李贺
跟她说：“我很幸运能够成为您
的儿子，您十分惦念我。我没有
死，是成仙了。”太夫人问是怎
么回事。李贺说：“上帝神仙的
住处，最近迁都到月圃，构造新
的宫殿，命名为‘白瑶’。因为我
辞藻华丽，所以召见我和文士
多人，共同作《新宫记》。上帝又
建凝虚殿，派我们编纂大型套
曲。现在我是神仙中人，很快
乐，希望太夫人不要为我惦念
不已。”说完了，就告辞离开了。

从这以后，太夫人悲伤稍
有排解。但是太夫人的伤子之
痛，夫人乡乡的丧夫之痛，怎么
可能排解呢？她们不久都相继
去世。杜牧《李长吉歌诗叙》述
李贺的朋友沈子明语：“贺复无
家室子弟，得以给养恤问。”太
夫人郑氏及贺妻均亡殁，李贺
又无子，故沈子明如此说。

——走遍河洛访莫愁之三 □郑贞富

世上已无石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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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下政通人和 百姓感恩赠柏
潘安，原名潘岳，字安仁，是西晋大文学家。营花寨遗址是

当年潘安任河阳县县令时修造的后花园。如今，在遗址之上，
用古砖砌成的寨墙高高耸起，寨墙正中有石门，上书“南天
门”。苍劲的古柏就紧紧倚着寨墙，树荫恰好映在“南天门”
的石刻楹联上。楹联上联为“古柏奇而秀”，下联为“天门高
且宏”。

登上寨墙，古柏赫然在目。它的树根粗壮裸露，树身系
满红绸，整体向南倾斜，四大枝干仅有一枝绿意繁茂。树旁
石碑上书“西晋潘安植柏”，树后遗址上建有一座老君庙，现
正在修缮。

潘安植柏要从他治县有方说起。他做官治理的河阳县处
黄河滩涂，连年洪水泛滥。他结合地理环境令百姓栽树，尤以
桃树为盛。林木不仅能抵御了洪水，而且也为百姓带来富足，
遂有了“河阳一县花”的典故。

不仅如此，潘安好弄花草。相传，他每日徜徉花园，就连公
堂也设在花园之中。百姓告状打官司，原告和被告都要先到花
园中合伙抬水浇花。一番辛苦之后，双方对立情绪减弱，判定
是非曲直自然容易。这就是著名的“浇花息讼”。

潘安治下，河阳县政通人和，深得百姓民心。群众感激其
恩德，特进献翠柏一株，并献诗一首：“根深枝叶翠，河阳百姓
心。岁岁盼峥嵘，代代留芳馨。”潘安有感，欣然植下。

貌美而又情坚 千古佳话流传
后来，潘安调离河阳县。继任的几任县令无视民众疾苦，

惹得民怨沸腾。潘安所植柏树也日渐萎黄，唯独朝向他做官的
东南方，有一枝翠绿。而后，每遇潘安调任，柏树都自动转向。
潘安逝后，此柏四大枝仍只有一枝翠绿，且每一个甲子轮换一
枝，故而被人称为“转枝柏”，也叫“古柏爷”。而今，到此祈福的
信众依然很多。

在当地，潘安不仅是为人称道的父母官，有关他是“美男
子”“重情郎”的典故也广为流传。

据说，潘安，有着不凡的容貌和风度。年轻时，他穿行在洛
阳大街上，遇到他的妇女无不为他着迷，纷纷往车里扔水果，
以至于把车都装满了，成语“掷果盈车”便由此而来。

潘安器宇不凡却也重情重义。其妻杨氏逝世后，他为亡
妻写的悼亡词情谊真挚，缠绵无尽。此后，他终身未再续弦，
成为千古佳话。直到今天，人们也在用“潘杨之好”来形容夫
妻恩爱。

潘安不仅生了一副锦绣皮囊，而且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他
与当时的文学家陆机并称“潘江陆海”，意思是说他们才思涌
如江海，留下了《西征赋》《秋兴赋》《闲居赋》《悼亡诗》等名篇
佳作。被誉为“中国园林之母”苏州拙政园的名字，就是从潘安
所作《闲居赋》中选出的。

本报记者 白云飞 通讯员 周慧婷 文/图

核心提示

洛阳
古树名木

人们习惯用
“貌比潘安”来夸
赞男子的 美 貌 ，
而潘安是咱洛阳
的帅哥。其实，潘
安不仅生了一副
锦 绣 皮 囊 ，而 且
写得一手锦绣文
章。而今，在吉利
区冶戌村营花寨
遗址，1700多年前
潘安亲手所植的
柏树独依高墙、顽
强生长……

吉利转枝柏：
潘安亲手植 河阳传佳话

●树种：侧柏 ●树龄：约1700年
●编号：豫C1689
●等级：名木、国家一级古树
●地址：吉利区吉利乡冶戌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