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李白论文参考文献 李白的为人论文
(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
集的优秀范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
朋友。

李白论文参考文献篇一

首先，低调，选调生相对公务员，本身有优势，不低调，可
能会被人嫉妒，一定要低调。

其次，肯做，到乡里去，不吃亏是不行的，要多做，肯做，
还不能埋怨。领导看的你起，你才能上。

再次，随和，要和兄弟们打成一片，有机会的时候兄弟们才
能想起你来。

在机关工作最重要的是：注意领导。

1、办事得力

一个成功的领导的身边，总有那么一两个办事出色的下属。
他们是领导倚重的对象，是领导的左膀右臂，甚至是领导的
接班人。实际上，对于多数领导来说，身边下属对他最大的
支持，莫过于把工作做好，使自己放心，省心。这是领导对
下属最主要的要求和期望。因此，成为领导所倚重的干将，
是下属努力的方向。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自身修养上下功
夫，主动学习，提高自己的办事能力，在工作中拉近与领导
的距离，让他离不开你，并最终倚重你。



2、保持距离

有人误以为：跟领导走得近，就成了领导的人，就更容易获
得晋升、加薪的机会。所以，他们处心积虑地接近领导，希
望得到领导的赏识，可往往物极必反。作为下属要注意上下
有别，与领导之间保留一定的距离才能游刃有余。

3、服从第一

服从命令是下属的天职。虽然在人格上，领导和下属是平等
的。但在组织上，下属要懂得自己的职责就是服从领导的指
挥。这是上下级开展工作，保持正常工作关系的首要条件。
一般来说，领导所做的指示往往从全局出发，作为下属应牢
固树立起尊重领导，服从指挥的意识，不管自己具备有什么
能力，不管命令在眼前会产生什么结果，服从是第一要求。
它意味着在工作中你能忠于领导，忠于组织。千万不可自以
为是，成为领导眼中的“刺头”。

4、脱颖而出

如何在领导面前展示自己?这是每个下属都要面对的问题。很
多人几年如一日，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结果却发现尽管自
己累的半死，在领导眼中却无足轻重。归根结地是不善于表
现自己的缘故。俗话说：七分苦干还要加上三分吆喝。无论
是在工作中，还是在上班时间外，抓住种种机会，拉近与领
导的距离，主动表现你的上进心，表现你的亲和力，让领导
在无形中接受有关你的信息。当领导的视野中总有你的影子
时，你的工作自然更有价值。

5、善解人意

准确地领会领导的意图，以便按照领导的意图去行事，是衡
量下属办事能力的标准之一。如果理解领导意图准确，并照
此办了，领导就会满意，就会认为你悟性强，善解人意;如果



理解领导意图不准确，甚至错了，领导就会不满意，认为你
脑子迟钝，悟性差。不同的领导在不同的场合对自己意图的
表达形式是不同的。有点领导直来直去;有的领导比较含蓄，
态度不大明朗;有的领导出于某种原因，对自己的意图不便明
说，而采取试探、商量，甚至相反的表述方式。下属应认真、
小心地加以分析和判断，摸准了再去执行。

6、适当关怀

领导也是人，有着自己的七情六欲，有着不为人知的心酸历
程，有着来自高层和下属的双重压力，有遇见麻烦的尴尬，
有人走茶凉的无奈。其实，领导更需要真情的关怀。但领导
毕竟是领导，关怀要讲究艺术。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
表达自己的关切之情。对领导的成功关怀，能够让对方在心
底把你当成朋友，彼此之间当然能更好的相处。

7、多多请教

8、赢得信任

俗话说：“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领导身边，要想成为
他们所倚重的下属，首先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领导信任你，
遇到问题时才能想到你，才会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你，你才有
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干。因此，作为下属，要对领导保持忠诚，
从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让他们对你放心。当领导感觉到你的存
在对他有所帮助时，他自然会确认你的忠心和价值，并最终
信任你。

9、说话小心

作为领导，对别人的话一般十分重视，不仅听你的话，往往
还要分析你说话的目的。因此，下属一不小心就有可能“祸
从口出”。同时，领导每时每刻都在观察自己的下属，特别
是双方交谈的时候。下属用“头脑”说出来的话，其分量自



然比随口说的要强，给领导的印象深。所以，在领导面前说
话时，必须站在较高的角度，通盘考虑，特别是在进言的时
候，每一句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你才你能打动领导的心。

10、注意形象

下属给领导的印象，很多时候决定着领导对其的好恶。作为
领导，下属们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关系他的脸面，关系到下
属对工作的认真程度。邋遢、艳丽的装扮，影响工作的私人
习惯，无意识下的种种举动都有可能引起领导的不快。因此，
下属要注意在领导面前的个人修养，让领导看见你时觉得顺
心，而非觉得厌恶。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从细微方面着手，
逐步改善自己的个人形象，把私人生活和工作空间分开，在
领导面前保持修养。

11、灵活应变

领导并非“万能”，也有产生错误的时候;也有遇到麻烦的时
候;也有尴尬的时候;也有丢丑的时候。这时，下属切记不可
不闻不问，要主动请缨为领导解决问题，及时替领导“补
台”，为领导争脸面。如果领导觉得脸上有光，心里自然会
感谢下属的帮助。当然，问题也要区分开来，下属不能轻易
给领导“背黑锅”，对于来路不明的好意更要妥善拒绝。灵
活应变，既要保住领导的面子，又不能让领导误解。

文档为doc格式

李白论文参考文献篇二

《论语》一书主要记载了孔子与弟子的对话及孔子日常生活
中的一些情况。它不仅是在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更是在
讲做人之道。孔子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
时代，针对当时天下无道的状况，孔子主张恢复天下有道的
局面，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此，他提出要正



名，恢复天下正常秩序，而正名的关键在正人，正人的关键
又在正己，要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培养良好道德品质。因此
《论语》思想的核心就是“正人”，教导人们如何做人。

一君子之道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在《论语》一书中出现
多达107次，君子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身居高位的贤者，二
是道德高尚的人。了解君子内涵，对于我们磨炼意志，砥砺
品格、培养高尚的人格情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仁”是君子的基本要求，是君子人格的核心所在，子
曰：“仁者，爱人。”就是强调要爱护别人，对人有爱心，
能先人后己，为别人着想。孔子把仁爱看作君子一生的追求，
君子要处处体现出仁善之心，为此，孔子提出“君子成人之
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但同时
强调孝顺父母、敬重兄长乃仁爱之基础，“孝弟也者，其为
仁之本”。不过，儒家所讲的爱不仅仅是爱家人，儒家有一
句名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以“爱人”又要求“泛
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也就是博爱。

“义”是君子的一种重要价值取向，所谓“君子义以为
上。”（《论语·阳货》）在对待“利”时，不会因为物质
的诱惑，而迷失自我。儒家并不一味地反对追求利欲，但更
注重的是，在获取物质利益时，要“见利思义”，对物质的
追求要符合道义，不按照道义而取得的利益对孔子而言是不
屑一顾的。因此，孔子特别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种正确的义利价值观，对于今天的公民道德建设仍有很
强的现实意义。

“礼”是君子衡量言行举止的重要标尺。中华民族，礼仪之
邦，君子言行举止要特别符合礼仪规范，“不知礼，无以立
也。”（《论语·尧曰》）在日常生活中懂得为人诚恳，尊
重他人，懂得谦让，这样才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立足社会。



相反如果行为处事不遵礼制，就会带来危害。正如孔夫子所
说的那样“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
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二孝道

孝道是社会伦理的核心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论语》
一书中“孝”字出现了19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
谨而信，泛爱众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说明在家
要孝顺父母，在外要敬重兄长、尊敬师长，百善孝为先，学
习文化知识要从做人开始。

孝道主要体现在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和孝顺上。《论语·为政》
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
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在此孔子认为孝不仅
仅是养活爹娘，简单满足父母的衣食住行，如果对父母没有
敬重之心，就跟养狗养马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孔子提出了
以“敬”为核心内容的孝道，强调对父母的孝要建立在敬的
基础上。孝道不仅包括对父母物质上的满足，更包括对父母
人格上的尊重和精神上的慰藉。同时，在孔子看来，孝敬父
母还必须做到不违背父母的意愿，要做到“事父母几谏，见
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大意
是说儿女侍奉父母时，如果父母有什么过错，要委婉劝阻，
和颜悦色，即使自己的意见没被听从，仍要恭敬地不触犯他
们，虽然忧愁，但不怨恨。这是孔子在强调子女对父母还要
孝顺，顺者为孝，必要时给予父母一些生活习惯和爱好上的
包容和尊重，让他们精神上能够愉悦，才是真正的尽孝。

此外，孔子讲的孝道还表现在弘扬继承父母的遗志，祭祀时
遵守严格的礼制，游必有方的'牵挂等多方面。

三交友之道

《论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重要的思想和智慧，如何交友便



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主要有对朋友的选择、对朋友的态
度、与人相处等几个方面。

人际交往中，择友至关重要，如果交友不慎，将给我们带来
不利和麻烦。《论语》中孔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交友原则：
亲近益友，远离损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
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论语·季氏》）鼓励人们要多结交那些正直、守信用、
知识广博之人，而远离那些虚伪奸诈、自私自利、阿谀奉承、
夸夸其谈、言过其实之人。

在对友态度上，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不能朋友说什么就是什
么，要看他是如何去做的，人有时言行不一致，表里不如一，
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和认识朋友的为人，交到可靠的朋友。当
面对朋友的错误思想和行为时，应该做到忠告而善道。在
《论语·颜渊》中，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
可则止，无自辱焉。”孔子认为，朋友之间要以忠诚之心引
导其改正错误，但要适可而止，不作过分强求，否则可能劝
导不成，反而会自取其辱，自讨没趣。这在今天也不失为一
个好的人际交往技巧。另外，朋友交往还要保持一个谦逊、
恭敬的心态，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要多看别人优
势和长处，虚心讨教，对其不足，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与人相处，孔子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交友原则：适当距离产生
美。在《论语·里仁》中，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
友数，斯疏矣。”意思是说，对君主过于烦琐，就会招致侮
辱；对待朋友过于烦琐，反而会被疏远。朋友相处也要有一
个度，适当的距离，孔子曾经说过“过犹不及”，这也是
他“中庸之道”的具体反映。有个故事“刺猬取暖”也正说
明人与人相处要保持恰当距离，独立人格，才能达到距离美
的效应。

四修养之道



孔子对自己要求很严，特别重视提高自身的修养。提出“修
己以敬”的观点，主张在品行方面不断完善自己，达到做事
恭敬认真谨慎，通过修炼自己，达到“修己以安人”、“修
己以安百姓”的境界。

加强道德修养就必须要不断地反省自我，即“自讼”，在此
过程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多从自身找原因，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所以，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孔子还提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只有不断
内省吾身，改正过错和存在的不足，方能成就自我，不断提
升道德境界。

李白论文参考文献篇三

1、李白道“行路难”，却一直在走。走着笑着红尘，走着辞
别故友。一壶浊酒，“歌遍山河八万里”；一叶轻舟，“惟
见长江天际流”。然而李白同样是位被上苍嫉妒的文人啊！
嫉妒他的人——年少英才；嫉妒他的诗——出水芙蓉。李白道
“行路难”，却一直在走。翰林遭贬，他“仰天大笑出门去，
我辈岂是蓬蒿人”流放夜郎，他“凤歌笑孔丘，一生好入名
山游”、李白所走的路更让我佩服。这样说虽有失公平，但
我仍然觉得，李白人生路上的磨难哪里比陶潜与屈子少呢？
但他却一直在走，因为他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一块宝
玉，在僵硬的政治舞台上磨来折去，却无半点玷污与磨损！

2、李白洒脱，不寄托于高堂的庄严，不艳羡那官场的利禄，
站在大唐的江山上，站在诗人的位置上，任清风涤荡心胸，
随月辉起舞弄影，“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他吟出了好大的斗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
月”，他吟出了好大的气魄，于是，大唐的江山史册上又多
了几分厚重、灵动的神气!难道能说无仕途作为的李白没有体
现自己的价值吗?不能。



3、当李白不被重用时，他却仍能快乐地梦游天姥，却仍能举
杯畅饮。他对明天有着乐观的微笑。当苏轼屡遭贬谪，他却
仍有“泛舟游赤壁”的雅兴，有“浪淘尽千古英雄”的豪迈。
他对明天有着希望的微笑。当屈原纵身投江时，我想他也一
定带着微笑，因为他坚信他的“众人皆醉唯我独醒；举世浑
浊唯我独清”一定会给后人带来思索和警惕。

4、一勾弯月在冷凝处低悬，片片浮萍碎成摇曳的翡翠。诗人
一声长叹，涌起层层墨香。李白的一生因为没有模仿世俗的
不堪之流而铭留青史，因为舍弃了“钟鼓馔玉”，而做了一
回真正的自我。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如果他像当时的士大夫
之徒一样追求金钱和名利，而违背自己的灵魂，那么祖国的
山河里便不再有他的飘逸长衣，历史里也便不再有他的名篇
佳作为世人吟咏。历史的雨没有下进太白的灵魂，他把一个
真实的自己写进了历史。

7、“不事权贵”的青莲居士，曾放荡不羁地笑骂孔夫子，曾让
“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杨玉环为其碾墨，让高力士为其脱靴。
这是多么“异端”之举，多么荒谬之行。然而太白见不容于
世之滋垢时，便愤然离去了。没有易安居士那“这次第，一
个愁字了得？”的忧伤，也没有柳三变“执手相看泪眼，竟
无语凝噎”的悲哀。一句“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植一杯
水”的笑叹而已。

8、高远恢宏的理想。李白生活在盛唐时代,具有恢宏的功业
抱负、”申管仲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
区大定,海县清一”,这是他执着的'人生信念。为此,他“仗
剑怯园，辞言远游”,广为交游,诗名远播、以期能入朝为官,
实现济世的政治抱负,在高扬亢奋的精神状态中实现自身的社
会价值。“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为早日平息战乱，复兴
大业，在隐逸多年后，又欣然接受玄宗之子，永王李璘的恭
请，满怀热忱毅然从戎。即使在“赐金放还”之后，年近六
十之时，他仍壮心不已，准备踏上征途，参加李光弼的平叛
大军。途中因病折回，不久病死当途。



9、傲岸独立的个性。无论是得意之时，还是失意之日，始终
保持傲岸不羁的个性。应诏入京之时，他一路狂歌“仰天大
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赐金放还”之后，他愤然
呐喊，“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面对荣
华富贵的诱惑，他不失耿介光明之志。“乍向草中耿介死，
不求黄金笼中生。”面对炙手可势的权贵，他始终保持着人
格的尊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西卒不复。”

10、豪迈超脱的人生。李白一生充满自信。他坚信“天生我
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他对未来充满信心：“长风
破浪会有时，直挂去帆济沧海”，这种乐观的情怀，让诗仙
在坎坷的人生路上始终豪迈。他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旷世才华，
入永王幕府之后，他曾以谢安自比。“但用东山谢安石，为
君谈笑静沙。”这与隐居隆中却高吟《梁父咏》的诸葛孔明
何其相似。他始终以豪迈而超脱的情怀去拥抱阴晴不定的生
活。”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即使是寂寞失
落之时，也要“花间一壶酒”，用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
三人”。这是何等的洒脱，何等的乐观。

11、“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浪漫诗仙
李白，在遭遇仕途不顺的挫折后，他沉寂了吗？消沉了吗？
没有。“长安市上酒家眠”，笑对痛苦，面对挫折他拂袖而
去，遍访名山，终于成就了他千古飘逸的浪漫情怀！

李白论文参考文献篇四

无论发生任何事，日子任然会继续，地球也不会因此而停止
转动。

大唐诗人李白有一句诗很出名——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
樽空对月。何不在人生在世时，多享受这个花花世界所带来
的快乐，有些人活着想死，而有些人死了，也不会再有机会
让他说出想人生再来一次。



李白的性格若放到现世来说，那么有可能会背着“世人皆欲
杀”的名号，但好在他活在大唐，让我们宁愿去学习他的好，
而不愿意去研究他的坏，到现在，他的豪放性格使现人对他
的'了解更加深入，他的名字人人皆知，“诗侠”这个称誉果
不其然，侠气的风格，放荡不羁的一生，风流的性格，使这
个人物更添加了魅力，让人捉摸不透。

李白的一生，倒不如用"好死不如赖活着“来说，他拿得起，
放得下，以乐观看待人生，却把悲愤献给了挚友，李白一生
最重视的就是情谊，特别是友情，知道他的《望庐山瀑布》
吗？可能你们都不知道这首诗看似平常却又埋藏了一个故事，
李白东南一游之时，他的自蜀旅伴吴指南暴病身亡，李白痛
哭不止，大家都知道，在古代，男儿的泪如金，不可轻易撒，
而李白就是这样，哭的十分伤心，连路人见此，也补禁被感
染，泪抹几滴，后来李白暂时将好友埋葬于洞庭湖，东南之
游后，再重新埋葬好友，后来李白来到了庐山，不知抱了多
大的勇气，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

李白这一辈子没什么特大的爱好，除了那不得不让人佩服的
才华以外，那便就是嗜酒成性，现代人都知道，喝酒伤身，
但在古代，酒里可没有现在的酒里放些劣质物品，喝喝也无
所谓，但李白可不是有时候喝，而是天天喝，甚至有时候两
个时辰不到便又嘴痒了，宁愿倾家荡产也要换口酒喝，他那
自由的个性再配上说到做到的性子，可真让人恭维不起。

李杜，这可是一个历史上最奇迹的一对，当两个历史上非常
有名的大诗人碰到了，那么，最后留下的就是世人的争论了，
这是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两个人友谊的开始，两个人情谊至
深，难舍难分，相遇又分离，相遇又分离，直到最后不再见，
对于这两人对对方的情谊，到底谁用情至深，那么当然是杜
甫了，一分离，杜甫便大章片论的写对李白的思恋有多深，
有多少诗都是对李白的思恋，而李白呢，并没有多大的表示，
或许他认为，放在心里的是最重要的吧，李杜，一个传奇流
到至今。



李白，最后病逝，逝者已逝，默哀这个伟大的诗人。

李白论文参考文献篇五

李白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巨星，被历代文人称为“诗仙”，
杜甫的诗句“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就是对李白诗歌
高度成就的十分形象的概括。

李白，字太白，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o1年)出生在中亚的
碎叶;5岁时，随父亲迁居四川江油县青莲乡。李白从小就受
到良好的教育。他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15岁
时，学习剑术。20岁前后，在家乡的匡山读书，从友人学习
纵横术。李白勤奋好学，“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在20
岁以后，李白游历了蜀中不少名胜古迹。蜀中雄伟壮丽的山
川，培育了李白开阔的襟怀，豪放的性格和对大自然的热爱。
由干受纵横家和儒家思想影响，李白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希
望建功立业;但他受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较深，又热切地向往
着求仙学道的隐逸生活。这种矛盾的生活理想，在他身上最
后形成二者兼顾的愿望，即“功成，名遂，身退”。

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李白“骇骥筋力成，意在万里
外。”于是“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在途中，他写了著名的
《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人平羌江水流。夜
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出三峡后，李白首先漫
游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当时正是开元盛世，国家呈现一派欣
欣向荣景象，李白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对前途充满了
信心。那时的人，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通常是走科举考
试的道路。此外，还有一条“终南捷径”，即通过求仙访道
的隐居生活，扩大影响，引起朝廷重视，也可能被召去做官。
李白豪放不羁，又抱负很大，自视甚高，不愿走科举道路，
所以选择了一终南捷径。为此，李白在江陵拜访了著名道士
司马承祯，并写了一篇《大鹏赋》，用寓言形式记叙这次会
晤。此赋通过“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的大鹏形象，
抒写了他远大的抱负。



李白在求仙访道的同时，很注意结交“豪雄”，即那些能够
抗暴扶弱、仗义舍身的游侠人物。李白自己就“少任
侠”，“轻财好施”。他在东游吴越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
散金三十万，周济生活困难的人。李白一生写了许多歌颂侠
士的诗，赞美那些在国家危急关头，勇于舍身赴难而不居功、
不贪恋爵禄的豪侠。如《侠客行》赞美侯赢、朱亥“三杯吐
然诺，五岳倒为轻。”“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古
风》第十首赞美鲁仲连“却秦振英声，后世仰末照。”并
说“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他景慕这些历史人物，反
映了他的性格、抱负和理想。”李白在游历中，很注意向乐
府民歌学习，加上阅历的增长，使他的诗歌创作日益提高，
写下了不少著名的诗篇。如《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天
开，碧水东流直北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
来。”再如《望庐山瀑布二首》其二：“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雄
伟壮丽的祖国山川景色，经过诗人别出心裁一番吟咏，更给
后人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李白在学习乐府民歌时，创作
了不少乐府诗。《长干行》第一首开头六句是：“妾发初覆
额，折花门前剧(游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
干里，两小无嫌猜。”后来“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
便成了比喻小儿女相亲相爱的著名成语。

开元十六年早春，李白来到湖北安陆。在这里，他和曾在唐
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围师的孙女结婚，开始了“酒隐安陆，
蹉跎十年”的生活。他曾隐居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
岩，后又与道士元丹丘一道隐居嵩山。

开元二十四年，他去山东，又和孔巢父、韩准等人隐居祖徐
山的竹溪，时人号为“竹溪六逸”。他写的《代寿山答孟少
府移文书》，表白自己此时的隐居是“养贤”而非遁世，是
在等待时机。文章说，“奋其智能，愿为辅粥，使衰区大定，
海县清一。”可见隐而不忘政事。开元二十二年，李白在襄
阳，“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韩荆州即韩朝宗，任荆
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判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李白



《与韩荆州书》是他初见韩时的一封自荐书。文章开头借用
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
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
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表现了李白“虽长不满七尺，而心
雄万夫”的气概和“日试万言，倚马可待”的自负，以及他
不卑不亢，“平交王侯”的性格。文章写得气势雄壮，广为
传诵。在此期间，李白结识了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
以善写山水田园诗著名，二人一见如故。当他们分手时，李
白写了著名的七言绝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
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
天际流。”

开元二十四年，李白移家东鲁任城(今山东济宁)，自己则继
续往来各地，寻找政治出路。天宝元年(公元742年)，他又举
家南下，住到安徽南陵去了。不久，李白被朝廷征召去长安，
临行时写的《南陵别儿童人京》一诗，表达了他踌躇满志和
狂喜的心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在长安，
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贺知章对李白的
《蜀道难》十分赞赏，“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
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滴仙人”。《蜀道难》
描绘了由秦人蜀途中的山川，一开头就以“噫呈*，危乎高
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种充满磋叹的情调很快抓住
了读者，中间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揉欲度愁攀援”等，
竭力形容人蜀途中山川的高危险峻，再衬以“悲鸟号古木”、
“子规啼夜月”的凄厉气氛，以及诗人的反复嗟叹，把蜀道
的高危艰险渲染得十分突出而激荡人心。由于玉真公主和贺
知章的进一步推荐，李白终于受到玄宗皇帝的亲自接见，并
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翰林供奉的主要职责是
为皇帝草拟文浩诏令之类文件。同时也迎合皇帝的兴趣，随
时写些应景诗文。李白曾利用与玄宗接近的机会，向玄宗申
述过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遗憾的是，这时的玄宗，
已不是早年那个励精图治，能够任用贤才的开明君主，而是
已经变成贪图享乐，不问政事的人了。他把“朝事付之宰相，
边事付之请将”.深居官中，沉溺声色。玄宗曾一度受重李白，



目的是要他写诗作词，供自己享乐。当玄宗觉得李白好言政
事，不满足于当驯服的御用文人时，就疏远了他。从李白方
面来说，玄宗之所以疏远他，与他那傲岸性格有关。杜甫在
《饮中八仙歌》中说：“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这种无视封建秩
序的叛逆精神，显然是统治者所不喜欢的。相传，玄宗在便
殿召见李自时，李白曾让高力士为他脱靴。高力士是最有权
势的一个大宦官，为解“脱靴”之恨，他挑拨杨贵妃说，李白
《清平调》词中的“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二
句，“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使杨贵妃由此深恨李自。
他们都是玄宗最宠的人，在玄宗面前进谗言，自然会影响玄
宗对李白的看法，何况对他进行中伤的，还有驸马张*等人。
权臣贵成的谗毁，玄宗的疏远，使李白很苦闷，发出“行路
难”的感叹。

天宝三载春，李白知道自己留在长安已不能再有所作为，于
是上疏，“恳求归山”。玄宗没有挽留他，而是“赐金放
还”。李白在长安实际上只有一年半时间。这期间，他亲眼
看到朝政的黑暗腐败，以满腔忧愤写下了许多揭露和批判现
实的诗篇，如《古风》第十五首，谴责统治阶级“珠玉买歌
笑，糟糠养贤才”。

天宝三载，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
杜甫“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其抱负是“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
共被，携手日同行”。和杜甫分别后，李白又在漫游中度过
了。这时，他因夫人许氏早已去世，又在广州梁国(在今河南
开封)与相门之女宗氏结婚，并常住于此，所以他说：“一朝
去京国，十载客梁国”。以梁园为中心，李白往南到过越中，
往北去过幽州，有不少地方，如金陵等地，则是旧地重游。
他的漫游，一是求仙访道，一是欣赏大自然的美。他
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此外也是寻求
为国效力的机会。他在《梁园吟》中说：“东山高卧时走来，
欲济苍生应未晚。”这个时期，朝政更加黑暗，把持朝政大



权的宰相李林甫，大兴冤狱，打击迫害正直贤能的官员。目
睹国是日非，李白内心的痛苦也与日俱增。但他决不向权贵
屈膝，在著名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他写道：“安
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表现了他的高尚人格。
他还写了许多揭露和鞭挞黑暗现实的诗篇。《远离别》对玄
宗宠信李林甫等奸臣，大权旁落，提出警告：“君失臣兮龙
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北风行》批判了安禄山“欲以
边功市宠”而挑起的对奚、契丹等少数民族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