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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白的诗作里，我们经常会惊异
于他的奢华生活，喝酒用金樽，吃饭用玉
盘，一杯清酒价值十千，一餐美食超过万
钱。结交的朋友也是岑夫子、元丹丘这
样的上流雅士。如此高大上的生活方
式，难免令我们产生疑问，李白除了写诗
之外，他的主要生活来源是什么。

李白出身于刀客家族，他的父亲李
客曾是一名武将，后因过失杀人而逃归
于蜀。受家族文化熏陶，李白自小也酷
爱习武，他在《侠客行》里曾说：“十步杀
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
身与名。”《结客少年场行》里也扬言“少
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白猿公是传说
中的剑术达人，剑技十分了得。李白自
诩剑术可与白猿公有一比，可见其剑法
是相当高超的。更为重要的是，李白学
习剑术的师父是大唐第一“剑圣”裴
旻。据《独异志》载，裴旻“掷剑入云，高
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漫引手执鞘承之，
剑透空而入，观者千百人，无不凉惊
栗”。出剑如光电，速度之快，非常人能
及。在此种环境里生活的李白，能成为
剑侠也不足为怪。

能文善武是李白的人生写照。在
那个科举之风盛行的年代，李白的仕途
生涯并不顺畅，虽说他可以文能安邦武
能定国，但李白并没有做官，而是选择
远离官场游走天涯，铁饭碗的职业也从
此与他失之交臂。

文采斐然的李白赢得了诗仙的美
誉，但却只是一个名分，并不能像今天
一样可以层层包装炒作成网红大咖，进
而转化成经济效益。尽管写诗可以赚
取一部分稿费，李白却并不以此为生。
现实中，李白只是把写诗当做一项副
业，而他真正的职业则是一名矿商，主
要从事贩运矿石的工作。

从李白的诗作中可以查证，李白贩
运的矿石以铅铜为主。例如他在《铜官
山醉后绝句》中说“我爱铜官乐，千年未
拟还。要须回舞袖，拂尽五松山。”在

《宿鰕湖》里又言：“鸡鸣发黄山，暝投鰕
湖宿。白雨映寒山，森森似银竹。提携
采铅客，结荷水边沐。半夜四天开，星
河烂人目。”李白还在《秋浦歌十七首》
里用“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来形
容当时冶炼矿石的真实场景，可以说是

句句不离老本行。
诗中的铜官、鰕湖、秋浦都是地名，

位于今天的安徽铜陵和贵池一带，这些
地方在唐朝都是重要的矿石主产区。
李白将贩买的矿石通过水陆装船运到
扬州，再经过提纯加工卖到市场上。因
为当时的扬州舟樯栉比，车谷鳞集，手
工业十分发达，特别是生产的金银首
饰，制作工艺精细，质地色泽饱满，颇受
民众欢迎。

李白从事矿石贩卖生意足有十几
年，他比较喜欢这个职业，很多时候李
白都会亲自押运采购的矿石。人在旅
途，面对万水千山，李白常常吟诗作对，
乐此不疲，很多名篇也是在这个过程中
创作而成。

唐朝的扬州是矿石冶炼和熔铸的
核心区，李白常常与冶炼工人同吃同住
同劳动。他在《答杜秀才五松见赠》说

“铜井炎炉歊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
五松是指五松山，这是铜陵一处冶炼铜
矿的工地。炎炎夏日，面对高温火炉，
李白汗流浃背，表明他很接地气。

矿石贩卖生意在当时属于高薪职
业，李白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他经常出
入高档酒馆，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由于
能够实现“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还复来”的美好夙愿，所以李白对于钱
财从不吝啬。正因为李白不差钱，他的
诗作才显得浪漫飘逸而没有那么多的
千愁百结。

又有才华又会赚钱是现在很多人
梦想的生活，这也是为什么提到唐诗总
是要说一下李白的原因。

□ 李学彦
创作
谈 书本香，何况百年

近年来，随着
《国家宝藏》栏目在央视

的持续热播，一大批国宝纷纷绽放荧屏，特
别是近期三星堆文物的出土，使得一些与
文物相关的书籍，亦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
热捧。“考古热”中，青年学者萧易并没有忙
着追逐热点，而是独辟蹊径写出了《寻蜀
记：从考古看四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该书以独特的视角，从微观层面钩
沉出一个独具风味的蜀地史。

作为《中国国家地理》《南方周末》知名
专栏撰稿人的萧易，是位不折不扣的考古
迷。但凡国内考古上有新的发现，他都会
去现场一探究竟。本书就是他10年19次
踏访巴蜀之地所凝成的史学结晶，从新石
器时代到清代，作者将四千余年的四川历
史作了有序梳理，通过生动的考古发掘，具
体而微地讲述历朝历代的故事。这其中，
不仅有耳熟能详的三星堆、金沙遗址，也有
诸多难得一见的现场见证，如蒲江船棺、江
口沉银。还有大量文物出土和遗址留存，

如汉阙、龙桥群。作者以文物串连历史，辅
以文学性的细节补白，让那些名不见经传
的小人物，一些鲜为人知的典藏轶事，相继
浮出水面，呈现出古朴厚重的蜀地文明样
貌。而书中收录的300 余幅高清配图，涵
盖汉代的石阙、唐代的石窟、宋代的古城、
明代的陵墓、清代的建筑……惊艳的图片，
生动展现着中国文物之美，也补强了读者
对众多古迹古物的传统认知。

面对静寂无声的历史文物，全书力图让
冰凉的遗址、遗物“立”起来，以期呈现出立
体的多重景观。作为媒体从业者，萧易充分
发挥其遣词造句上的特长，用灵动鲜活的语
言，陈述着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飘逸的
文字里，有对遗址遗存的人文概描，有对器
皿器物所处时代的背景介绍，还有对人心世
相的绵密剖析……在诠释考古知识的同时，
作者借助花絮式的补白，一并将一些遗址遗
迹的发现经历、重现天日的古物发掘过程，
以及围绕着古器古物背后的沧桑流变，一路
娓娓道来。他穿越历史与现实之间，思绪飞

扬在文学与考古的每一处现场，笔走游龙，
点化记忆，开启了一段别开生面的寻宝探藏
之旅。随着他不疾不徐的叙写，一件件沉醒
千年、百年的文物，次第“活”了起来。跟着
作者徜佯于三星堆祭祀大坑等遗址，去寻访
巴蜀文物的生成之谜。那坑中出土的青铜
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等大量珍贵
文物，堪称华夏民族冶金史上的“活化石”。
从它们的浇铸成型观之，许多青铜重器的锻
造工艺、制作范式，在巧妙融入中原殷商文
明的风格后，又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个性。
而引人遐想的“西王”张自忠“江口沉银”，
三百多年来一直牵引着人们探求的目光。
最终，随着政府抢救性的发掘，3万多件金
银等宝物被悉数打捞上岸，惊心动魄的盗
掘与反盗掘之争，当年“西王”与明朝政府
围绕着财富与权力的较量，同时也随着宝
藏的出土，被一一揭晓。管窥着这些文物，
追溯着悠悠往昔，斑驳的世相，幽微的人
性，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书中，许多古物古迹都是第一次披

露。作者在追怀历史的同时，对一些专业
性的考古知识，也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释
义。如讲解先秦时代的汉家陵阙，就对

“阙”的概念进行了普及，指出所谓汉家陵
阙，就是汉朝广泛流行的陵前树起高大石
质建筑的意思，因具有“纪念碑”性的意义，
后用于特指城市、官殿。再如，在全景式介
绍巴蜀大佛景观时，就对判断佛像的类别，
是弥勒佛还是释迦牟尼佛，给出了标准答
案，告诉我们裁定的标准，依据的不是临江
与否，而是佛的手印、坐姿等等。这种必要
的科普，有助于强化读者对考古学的认识，
使我们在面对专业性较强的人文话题时，
在捋清基本概念的前提下，能很快进入正
题，去领略作者精心构筑的考古世界。

别有洞天的巴蜀史，是宏阔中华史的
一个片断、一幅缩影，而众多的古迹古物，
则完整地构成了光彩照人的国家宝藏。它
们既是历史的遗存，更是中华民族向着文
明之境奋勇迈进的鲜活例证，一器一物见
精神，它们每一件都值得我们铭记珍藏。

2017年的秋天，宣威西泽乡戈平村最
美的季节，我站在虎丘山麓，触景生情，写
了一首献给母校戈平小学的诗。就是这
一次，成了我与《书香百年》之缘。

人生成就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机会不
多。我是幸运的，缘分给了我一个书写母
校的机会，何况我的母校，学子万千，书香
百年。

受命写书以后，我对此书进行了编撰
定位：史料收藏性和文学欣赏性，并对该
书进行了主旨确定和整体策划，其主旨就
是：擦亮时代底色，彰显品质高标，展示师
生风采，激励后人奋进。对全书的十个篇
章，也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文脉纵向，作
了精心选题和布局。

为了对戈平小学进行立体展示，我邀
请部分知名教授、作家、诗人、书画家莅临
西泽，走进校园，以不同的视觉和笔触来感
受西泽，书写西泽，厘清学校教育与地区发
展的必然关系，对本书进行横向的铺展。

写作是一项特殊的劳动，有时候坐在
桌子前好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有时候已经
躺在床上了，突然有感，立刻起床，一写就
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到饭点了，又写得如火
如荼欲罢不能，最后只能边吃泡面边书写。

两年多的采访、书写、编辑和校对，遇
到过无数困难，有的苦楚，只能永远留在
心里，化成往事风烟。期间也有过无数的
感动，许许多多的轶闻故事，令我感动得
泪流不止。

我对文字从来都是敬畏的，除了史实
记述，对原创的每个文字，每个句子，我都
如对先贤，报以尊敬。

写书之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
此，我总结了六十字的编写感言：“缘为初
心起，赤诚染清波。千里寻常路，百年已
烂柯。乡间寻故事，坟头问蹉跎。半夜披
衣起，笔下泪婆娑。如今成万句，时光已
消磨。问我何所意，情满那山河。”

人生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和他人需不
需要你；人生的快乐取决于你是否愉悦了
他人和你身处的世界。

因此，每当我想起那些对世界温柔以
待，而世界却不一定温柔待之的人们，想
想自己，一切痛苦和辛劳似乎又化成快乐
的源泉。

回望历史，仰望先贤，对教师事业、学
校圣殿充满了无比的崇敬。同时，戈平小
学辉煌的历史和赤红的底色，增添了我对

她的敬爱之情，作为她曾经的一名学生，
我感到自豪。

《书香百年》是一面镜子，没有她的呈
现，很多历史的悲情会湮没在时间的长河
里，很多平凡而伟大的精神和品质会得不
到彰显，西泽素有的“文化之乡”“教育之
乡”之美名，就会经不起历史的推敲。

我坚信，《书香百年》也是一支号角，
她将为复兴西泽教育，弘扬传统文化，推
动西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进
步，奏响时代强音，成为一方山水的精神
引领。

要感谢编辑团队，《书香百年》是我们
集体辛劳的成果。

要感谢我刚离世不久的老娘，我接手
《书香百年》的时候，母亲手术不久。后
来，我无数次往返于昆明和西泽之间，几
乎每一次见面，母亲都要问我：你的书写
得怎么样了？这本书出版发行后半年，母
亲就去世了。因了这本书，我失去了很多
照顾和陪伴母亲的机会，但她没有埋怨过
我，我十分感谢她的理解和支持，但说尽
孝，我心有愧疚，非常自责。

任何一位母亲都是伟大的，我们之所
以把教育我、培养我的学校叫做母校，就
是源于那个生我养我的人，叫做母亲。正
是如此，在《书香百年》的编写过程中，每
当遇到困难、懊丧、甚至灰心的时候，就有
一股母爱的精神力量鼓舞着我，

那就是母亲的爱，母校的爱。

□ 刘中才

学而 不差钱的李白原来是矿商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