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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问刘十九》赏析
绿蚁新醅酒，

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首先，作者白居易，我

们在讲《赋得古原草送别》

与《忆江南》时就介绍过

了，这里只说说关于白居

易写诗的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选自宋代彭

乘写的文言轶事《墨客挥

犀》。文章里说：唐朝著名

诗人白居易，每次做好了

一首诗，总是先念给不识

字的老婆婆们听，如果她

们听不懂，白居易就反复

修改，直到她们听后拍手

叫好，才算定稿。这是为什

么？

一是诗文写出来就是

给大家看的；既然如此，就

得写大家能懂而又喜欢的

语言。二是写诗文的目的

恐怕不是为了孤芳自赏，

而是想让更多的人分享、

欣赏或评论；既然如此，那

就应该写更多人之所想，

写更多人之所懂。其实，这

就是白居易写诗写文的出

发点。具体地说，就是虚心

求教于民众，就是希望得

到民众的共鸣，就是尽量

反映广大民众的心声。这

一点，从他写的《卖炭翁》

《重赋》《观刈麦》等诗中可

以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要讲的《问刘十

九》这首诗是白居易晚年

隐居洛阳时的作品。这首

诗写得明白如话，通俗易

懂，幽默有趣，充满了人情

味。

这首诗共 4 句，仅仅

20 个字，却把读者领到一

个虽然是冬季，但却泛着

红红炉火的屋里，给人以

满满的温暖。这时，诗人新

酿的米酒还未过滤好，酒

的表皮上还漂浮着一层绿

色的泡泡，香气扑鼻。如果

你正好遇上此情此景，你

这个不速之客会怎么样

呢？

其次，解释部分词语。

1. 刘十九：他是白居

易挚友刘禹锡的堂兄，因

为他在同族弟兄中排行十

九，所以称作“刘十九”。而

刘禹锡则排行二十八，所

以，白居易称他“刘二十

八”。白居易与刘十九有过

交往，彼此很合得来。

2. 绿蚁新醅酒：指新

酿的酒。绿蚁，指新酿酒未

滤清时，酒面上浮起的绿

色泡沫。由于它的颜色微

绿，细如蚁，所以称为“绿

蚁”。醅（pēi），酿造。

最后，赏析这首诗。

由于这首诗明白如

话，似乎无须解释，读者就

会一目了然。但，由于笔者

对这首诗情有独钟，所以

想把自己对这首诗所蕴藏

着的艺术造诣之领会，写

出来供读者评论与指教。

第一点：3 种颜色与 3

个意象融为一体。3种颜色

是绿色、红色、白色，3个意

象是“新醅酒”“小火炉”

“天欲雪”。

这两个“三”融为一

体，就使诗人的小屋温暖

如春，洋溢着热烈欢快的

气氛。此情此景，尤其会使

生活在北方或到过北方的

人们浮想联翩，幻想与诗

人共饮一杯！

第二点：现实景物与

想象中的景物相映成趣。

诗人描写的现实景物是

“绿蚁新醅酒”与“红泥小

火炉”，而想象中的景物则

是“晚来天欲雪”。这两种

景物既是相互对比，又是

互相映衬：对比，是指屋内

温暖而屋外寒冷；映衬，是

说正是由于寒冷，才显现

出火炉的可爱，也正是因

为温暖，才反衬出晚雪带

来的诗意。而这也正是诗

人请朋友刘十九共饮一杯

的由头。

第三点：字字含情。

这样说似乎有点夸

张，但读者只要细细品味

诗人所选之字，就可能与

我有同样的感受。如，“新”

字，那意思岂不是说：这酒

是刚刚酿出的，专等你来

尝新呢！再如，“小”字，那

意思岂不是说：我的精致

的用红泥制成的“火炉”小

巧可爱，用它温出来的新

酒，那味道你可品味过？还

如，“欲”字，诗人分明是在

催促他的朋友：看样子马上

下雪了，还不快点来？期盼

朋友速来的迫切心情溢于

言表。其余，请读者体会。

第四点：余音绕梁，不

绝于耳。

我这 8 个字是评价这

首诗最后一句“能饮一杯

无”的。

1.“能饮一杯无”是全

诗的亮点。如前所述，前三

句都是写景（现实之景与

想象之景），而“能饮一杯

无”是唯一的抒情句。如果

说前者是铺垫，后者就是诗

人的心声；如果说前者是画

龙，后者就是点睛。因为前

三句竭力渲染酒之纯美，夸

赞火炉之别致，描写晚雪之

降临，目的只有一个，那就

是引诱朋友的馋虫。

2.“能饮一杯无”用的

是疑问句，而不是祈使句，

其好处不仅使人物栩栩如

生，而且显现出人物之间

的亲密关系。如果用祈使

句写，那可能是“请君饮一

壶”或“陪我喝杯酒”之类。

这样写不仅索然无味，而

且丝毫看不出人物之间的

关系来。而当“能饮一杯

无”这个疑问句出现在末

尾时，诗中刹那间跃出关

系非常亲近的两个人物：

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刘十

九。你听，诗人在问：十九

呀，我这里一切都准备好

了，眼看就要下雪了，你闻

到我家新酒的香味未？你

能不能陪我喝一杯呀？能，

你就快点来；不能，你也回

个话。

3.“能饮一杯无”这是

诗人在问刘十九，读者当

然想知道刘十九的回答，

甚至都想知道回答之后的

情景。可诗人写完这句却

戛然而止。这正是白居易

的神来之笔，他是有意为

众多读者创造出一种豁然

开朗的境界，演奏出一种

“余音绕梁，不绝于耳”的曲

调。诗人好像在告诉读者：

我的诗只能写到这里了，我

的邀请也只能如此表达了。

至于后面情况如何，以及怎

样表达这种情况，这一切就

有劳诸君赐教了！

通览全诗，言简情长。

而这种情不只是独钟于刘

十九的，从某种意义来看，

更是倾心于所有读者的。

他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又

以这种灵感引发读者的共

鸣。这恐怕就是白居易诗

歌过人之处吧？文/李淑章

思露花语

人生的心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修

养的入境；生命的情态，难得糊涂、大智若

愚是涵养的化境。

人生，静以修身，故洁身自好是其佳

境；生命，俭以养德，故厚德载物是其妙境。

谋事，要能明白什么事对自己是最重

要的；识人，要能清楚哪些人对自己是最重

要的。人生，只有如此的认知，才会在关键

时作出正确的抉择。

人生，需要理解时，其担心的是被误

解；而面对误解时，则渴望的是被理解。

无论人还是自然，情有情缘，物有物

理，天有天道，故应常怀敬畏之心。

置身困境，弱者自惭形秽，故会逃避；

面对艰险，强者自强不息，故会跨越。

真假颠倒，善恶不分——如此世俗，奢

谈美丑！

自食其力者自信，自不量力者自负；自

知之明者自勉，自作聪明者自欺。

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方可步步为营，

一路前行；好高骛远，急功近利，则会故步

自封，半途而废。

承诺，一诺千金，故只有践诺，方为诚

信；誓言，一言九鼎，故只有立言，方为守

信。

做事鲁莽，从来不计后果，故很难有预

期的效果和满意的结果，当然更不会有意

外的战果。

我们高山仰止，因为仁者乐山，故而捷

足可以先登；我们观海听涛，因为智者乐

水，故而扬帆可以远航。 文/巴特尔

《人，或所有的士兵》

作者：邓一

光

版本：四川

人民出版社

当“人”成为

“士兵”，战争就

必然开始。而在

这一人类生存的

极 端 境 地 中 ，

“人”很可能失去

作为人的基本尊

严，没有了生命

权、人身权、人格

权……而对战争

的深入探究，又

是回顾历史、深

入“人之为人”的

重要途径。邓一

光用 5 年的时间

写就的《人，或所有的士兵》，写的是二战，具体地说是1941年香

港保卫战中的战俘的故事。

当人具有了如此特殊的身份（战俘），其话语、人生经历

便具有了特殊性，小说向我们讲述了这一特殊身份人物的

不可思议的经历，但更重要的并非这种特殊性，而是其普遍

性：说到底，他们是“人”。用虚构与非虚构混合的书写方

式，邓一光通过战俘的经历，探究着战争的面目，更探究着

人性的幽深之处。他说：“我认为，真正的战争文学一定是直

指人心，直至人的精神构建，最终一切落实到人性的考察之

上。”

《关于小精灵的几乎全部真相》

作者：（法）克洛蒂尔德·德拉克罗瓦

译者：张 迿

版本：后浪/天津人民出版社

这本绘本能读出多大的乐趣，取决于你打算怎么读。你可

以把它当一本小精灵驯养指南。全书7个篇章，回答了小精灵

为什么个子那么矮、为什么是尖耳朵、为什么喜欢穿红色和绿

色衣服等问题，你愿意相信多少看你喽。你还可以把它当7个

令人忍俊不禁的故事来读。

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种读法——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

成年人对文字的敏感性往往要大于对图画的敏感，感知内容

的逻辑页较常建构在前者的基础之上，这导致成年人会丧失

很多阅读绘本的乐趣。书中所画的小精灵，虽然都戴着尖帽

子、穿着红鞋子，有时候行为也很相近，但却在表达不同的故

事；作者的幽默巧思，也都藏在画面之中。孩子不会关注书里

有多少字，而会关心有多少蘑菇、有多少顶帽子、有多少白胡

子，会关心为什么那个乘车的小精灵要梳胡子，会关心什么时

候也能和小精灵一起尝尝蘑菇蛋糕的滋味。把自己当成孩子，

你会跷着脚丫把它读完的。

◎淑章谈古诗词

◎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