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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汾阳杏花村之名酒叫乾和酒，李白曾
两次专程来汾阳访酒。李白一生两度游历汾
阳，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夏季应友人元演之邀
来太原，历半载，因酷爱饮酒游历过酒乡汾阳，
李白写诗句“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
心”。天宝十二年，李白来汾专访刘少府饮酒，
再次游历汾州西河郡。

根据李白年谱，天宝十二年李白五十三
岁，北游范阳时感觉到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安
禄山图谋不轨，所以他很快离开范阳，南下魏
县。早春自河北魏县西行登太行山入晋，春游
西河郡汾阳，并作《留别西河刘少府》《赠郭季
鹰》等诗。醉校郭君碑事件也应该发生在第二
次游汾期间。

李白第二次来汾阳的原因难以追索，但一
定特殊，因为李白是特意来西河郡（今汾阳）
的。李白此行的路线是从魏县向西越太行山，
登上党高原，前往西河郡，然后南下潼关，入华
州登华山，然后去往江南。如果李白此行的目
的地是华山，他可以从魏县直接向西，如果他
此行目的是江南，他可以从魏县直接沿着运河
南下即可。然而李白却自魏县转而折返西北
汾州，绕了一个大圈子，所以说李白是特意漫
游汾阳的。

《留别西河刘少府》一诗说明，李白来西河
郡与访问好友刘少府有关，“少府”乃唐代县令
佐官，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闲倾鲁壶酒，笑
对刘公荣”，东晋兖州刺史刘昶，字公荣，性格
豪放旷达，终日以饮酒自慰。后因此以“刘公

荣”指称豪饮之人，西河刘少府之名失传，李白
将他比喻为东晋逸士。

诗曰“秋发已种种（头发短），所为竟无
成。闲倾鲁壶（瓷壶）酒，笑对刘公荣。谓我是
方朔，人间落岁星。白衣千万乘，何事去天
庭。君亦不得意，高歌羡鸿冥。世人若醯鸡，
安可识梅生。虽为刀笔吏，缅怀在赤城。余亦
如流萍，随波乐休明。自有两少妾，双骑骏马
行。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

李白与刘少府无话不谈，结为知己，用茶
壶喝酒，汾阳方言茶壶俗称鲁壶或漏壶。刘少
府赞扬李白如西汉东方朔一样才华横溢，是文
曲星下凡，是一位谪仙人。刘少府同情李白失
去翰林职位，赞美他不愿与权贵为伍的性格。
而李白也同情刘少府才能出众，却得不到朝廷
重用。赞美刘少府似古代的仙人梅生。梅福，
汉成帝时期九江郡寿春县人。年轻时在长安
求学，通晓《尚书》《谷梁春秋》，任南昌县县
尉。后来辞官回了寿春，多次通过使者上书谈
论非常之事，总是不被采纳。 大将军王凤专
擅朝政，诛杀正直，群臣中没有人敢说真话，梅
福则坚持上书直谏。到王莽专政，一天早晨梅
福抛弃妻子儿女，去了九江，传说他成了神仙，
史称梅生。鲍照有仙女诗“会得两少妾，同是
洛阳人”，李白所谓“自有两少妾”当自比东晋
诗人鲍照。“东山春酒绿，归隐谢浮名”会稽东
山是谢安隐居之地，李白直抒胸臆，要学习谢
安归隐东山，机会成熟的时候再出来为国家效
力。

李白漫游汾州留下的第二首诗歌是《赠郭
季鹰》，疑是悼念唐初汾州将军郭君的，诗曰：

“河东郭有道，于世若浮云。盛德无我位，清光
独映君。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
仞，相期凌紫氛”。 学界认为该诗创作于汾
阳，清末黄锡珏《李太白年谱》认为：“天宝十二
年秋，李白游河东，途经汾阳作”。东汉介休人
郭泰，世称郭有道，卜子夏段干木田子方介子
推郭有道，在汾州西河郡被称为五贤，明代在
汾阳东关林宗祠附近曾经建有五贤祠。东汉
郭林宗效法卜子夏西河设教，进一步加强了后
世西河郡的崇儒之风。

李白赞美汾州郭君和古代郭有道一样，人
品高尚不与在朝奸臣为伍。其实也暗示了李白
本次特意游汾阳的意图。李白在范阳发现了安
禄山图谋不轨，但是碍于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
之间的特殊关系，不便于说明，只能接受古人的
经验教训，学习东山谢安暂时隐居等待变化，他
特意来汾州辞别刘少府，与好友表明心迹，同时
也了结他多年来考察西河山水的愿望。

光绪年间汾州曹树谷《汾酒曲》中写到：“琼
酥玉液漫夸奇，似此无惭姑射肌。太白何尝携
客饮，醉中细校郭君碑。”说明古代汾州地区流
传着“李白醉校郭君碑”的故事。郭君是唐初李
建成李世民兄弟首战西河而收下的将军，战功
显赫，勋爵上柱国，官至上大将军。《郭君碑》出
土于杏花村东北高岗上，明代已经漫漶不清，故
失其名。李白为什么要来到汾州醉校郭君碑？
李白曾经写诗表明自己是老子的后裔，他用“仲
尼欲浮海，吾祖之流沙”描写老子出关的故事，
这与李唐王室宣传自己是老子后裔一致。李白
特意考察郭君碑之谜，令人遐想。

李白漫游汾阳之后，入潼关登华山，转入
下江南。然而此后三年他只在江南漂泊。既
然有谢安之志向，为什么不学习兵法？李白漫
游江南，写下了许多精美诗篇。安史之乱爆发
后，李白雄心勃勃参与永王的军队，自夸“但用
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净胡沙”，结果与唐肃宗
思想不一致兵败被流放夜郎，虽被赦免，然而
经此打击后，李白情绪低落疾病缠身，六十二
岁捞月亮而死。

李白不仅是诗仙，而且是酒仙，天子呼来
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其太原、汾州之两次
旅行无疑为酒都杏花村增色不少，也成为吕梁
汾阳文旅产业开发的潜在资源。

吕梁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
发祥地之一，境内有仰韶文化遗址、
德岗遗址、乌突戌古城遗址、高红遗
址、杨家坪遗址、八亩垣遗址、上贤遗
址，以及商代墓葬、周代墓葬、汉代遗
址等，这些遗址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文
化价值，应当全面保护，科学开发利
用。

左国城，就是这样一处大名鼎鼎
的古代文化遗址。之所以有名，在于
一千多年前的西晋年间，这里出了一
位著名的匈奴单于刘渊。正是这位
刘渊，一手建立了新的汉赵王朝，这
个王朝又直接覆亡了西晋，成为了当
时北方民族大融合的滥觞。

一个初春的日子，我们在左国城
内探寻古迹，山中清幽的雾气尚未全
散 ，正 如 久 远 的 历 史 ，朦 胧 而 又 苍
茫。举目四望，四周的黄土地刚刚解
冻，才透出星星点点的绿意，远处，一
座陡峭的土崖兀然矗立，像一头巨大
的展开翅膀的雄鹰。

从方位看，这座土崖坐落在城垣
内，估计就是当年刘渊的宫城吧。千
年而下，这座宫城早已不复当年的王
者之气，被剥蚀成一片片瘦骨嶙峋的
山石，只有覆盖其上隐约可见的古墩
和残缺不全的断墙，似乎在静静地叙
述着当年的风雨沧桑。

就是在这里，刘渊和他的贵族大
臣们商讨着军国大计。这里当初是
怎样的一派北风猎猎，金戈铁马啊，
一代枭雄刘渊就是在此养精蓄锐，带
领着他的五万虎狼之师，誓师出发，
所向披靡，直扣西晋王朝的都城长
安。

从建武年间，南匈奴入居西河，
徙单于庭到左国城，至公元 308 年刘
渊迁都，离开左国城，匈奴人在左国
城这个山水环绕的地方经营了二百
五十多年。匈奴民族号称马背上的
民族，世代逐水草而居，在此之前，从
没有在一个地方固定地居留这么长
时间。左国城之于匈奴休养生息、崛
起壮大的意义之不凡，从此可见一
斑。

从文物保护部门可以获知，我市
地处黄河中游，拥有较为丰富的历史
文物资源，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3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73处，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95处，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 1399 处。大遗址保护是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中的新领域，虽然起步较
晚，但发展较快，涉及面广泛，近年来
我市主动配合国内科研院所开展重
大考古研究项目，围绕“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等重大科研课题，为中华文
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考古案例，左国
城探源就是其中的重要项目之一。

说起古城，吕梁山里还有另外一
座城池——秀容古城，据说也是刘渊
所建。秀容古城在今岚县东村镇南
一公里处，遗址至今清晰可见，因为
姿容秀美，故名秀容城。这座秀容城
位于左国城北部四十余公里处，在西
晋末年战事频繁之时，选不远的位置
修建这么一座城池，显然是要作为都
城左国城的护卫，起到军事辅助的作
用。

作为都城，左国城或许是古往今
来世界上最小的都城了。整个左国
城址周长有 4315米，外围周长也只有
9932米，总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城池
分为内城、西城、东城三部分，如此之
小，估计后代中原地区的任何一座小
县城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山不
在高，水不在深，一代枭雄刘渊正是
凭借这样一座城池，聚集起五万兵
马，取代了晋王朝的统治。

站在断墙瓦砾之上四处眺望，远
处的山峦苍茫雄伟，往北的国道公路
上车辆川流不息，北川河有若大地上
的一线流脉，时断时续，一路向北，再
向北。或许，当年的南匈奴就是沿着
大河边的山道,从蒙古高原长途跋涉
来到了这里。

据了解，像左国城这样的古代遗
址，属于不可移动文物。目前全市核
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5826处，约占全
省资源总量的 11%。按照文物保护
部门的说法，对留存至今的古代遗
址，应科学准确地修复保护。对已遭
受破坏的古建筑等遗址，在实地调研
的基础上，要根据相关的史料记载而
进行充分的论证评估，全面分析其历
史性、真实性及修复的可行性，从而
作出科学准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修
复方案，尽最大可能来恢复其历史原
貌，绝不能仅凭主观想象或者个人喜
好，甚至迎合商业需要而进行毫无依
据的改造，那样的修复只会因失去了
历史真实感而变成虚假的建筑，不再
具备承载历史文化印记的作用。

而对未被破坏的遗址则要加大
保护力度，使其尽可能免受破坏。对
遗址周边环境要进行改造，尽量让其
融合到文化遗址中，从而形成遗址文
化群落。对照这样的科学要求，显然
左国城的修复和保护工作还有很长
的一段路要走。

事实上，为最大程度达到保护和
利用的目的，对现有的文化遗址，还
要根据其各自特点制定不同的管理
机制。比如在人员配备、经费拨付、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要科学合理
分配，使每一处遗址都能有人管理，
有经费保障，有机制可遵循。同时对
文化遗址的保护要严格依法进行。
对立法层面未能涉及的一些细节性
问题，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机

制，力求实现对文化遗址的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方位保护。

徜徉左国城遗址，脑海中升
腾的，固然有这样理性的思考，但
更多的，还是油然而生的思古之
幽情。脚下的砖瓦石块随处可
见，一道道断垣残壁，残存的孔
洞若明若现，似乎是一个个深深
的时光隧道，连接起历史的过去
与现在。

李白与西河刘少府醉酒汾州
□ 吕世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