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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是任何一个朝代都可随便饮酒。
周初开始禁酒，除祭祀用酒外，平时不能饮，否则送京师论罪，不服管教，“搏而戮之”。
秦行商鞅之法，酒重税高价，不得私酿，民不能饮。
汉初用萧何律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三国时曹魏和蜀汉都禁酒。
到了唐代，全方位开放，百无禁忌。
公家酿酒，私家酿酒，家家户户都可酿酒。
不管是官是民，是僧是道，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可随便饮。
不管饮成什么样子，都无人干涉，无人理会。
这点我们只要看看杜甫的《八仙歌》便明白了。
这是一幅绝妙的漫画，但却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它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地结合的典型之作。
诗中的人物，不仅狂饮烂醉，而且公开抵抗君命。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这既无人怀疑杜甫在煽动叛逆，也无人给李白加上不服朝廷的罪名。
“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
”李白如此称赞孟浩然。
这些酒徒，真是胆大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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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做官的大概没有几个不是酒徒。
如今当官的若是醉汉，恐怕会遭抨击；那时当官的，要是不能醉两杯，亦同样会被人讥笑。
一些衙门有公田，专门种粮酿酒，以供当官的饮用。
不喝白不喝。
不会喝的也练出本事来了。
白居易作《府酒五绝》诗，纪述饮官酒和免费招待朋友和妓女的乐趣。
当官的怎么饮，怎么醉都可以，但不能影响公务。
那时的酒徒，大概都练就过硬的本领，即使手不离杯，也很少有醉倒在办公案前的。
宰相李泌，天天以酒自娱，而政绩甚佳，有美誉流传于世。
    酒业发达，名牌酒之多，超过其他朝代。
他们尽情享受之后，还嫌不够，又引进“外资”来开办酒家，采购“洋酒”，以尝新味。
空气里弥漫着酒香，白天的太阳、夜里的月亮，仿佛都有醉意。
就常理而言，人们如此沉湎于酒，治安状况一定不佳，颓风当是不可挽救的，但社会清醒，人心未醉
。
唐代大部分时光，社会生活都比较安定，犯罪率低。
盛世之年，远行出门，不持寸刃。
大唐帝国不但没被酒泡酥，一捏即散，而且铜头铁脑，非常坚强。
    人们不但可轻轻松松地饮酒，也可轻轻松松地写酒、吟酒、唱酒。
文学艺术的酒味，比哪一个朝代都多，比哪一个朝代都浓!别的不说，光一部《全唐诗》，就有浓烈的
酒气扑面而来，令人不饮自醉。
假如唐代也禁酒，唐诗还有那浪漫的情调、迷人的色彩吗?恐怕我们面对的只有烈日下一朵发蔫的花朵
，看到的只是一位在重压下进入暮年的美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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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性豪业嗜酒”的杜甫，也是诗随酒发。
“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
”（《乐游园歌》）心境悲凉，走投无路，被这口酒一勾，苦水就吐了出来。
“荆州爱山简，吾醉亦长歌。
”（《章梓州水亭》）“长歌”的气力何来？
激情何来？
当然是靠这一“醉”。
“把酒宜深酌，题诗好细论。
”（《敝庐遣兴奉寄严公》）从这-“深”，-“细”之间，人们不难发现它们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
白居易饮得最实在。
酒的消耗量，超过李白和杜甫。
他饮得认真，少吹少擂。
“遇物辄-咏，-咏倾-觞。
”（《洛中偶作》）不特饮得有滋有味，而且有板有眼。
酒的数量不一定与诗的数量相同，更不可能同步进行，但必定是彼此交织，互为促进。
“一酌池上酒，数声竹问吟。
”（《林下闲步寄皇甫庶子》）“闲倾三数酌，醉吟十余声。
”（《初授秘书监并赐金紫闲吟小酌偶写此怀》）“借君溪阁上，醉咏两三声。
”（《城东闲行因题尉迟司业水阁》）如果我们从艺术的角度去考察他，不断地重复同一内容，是没
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若就作为记录他写诗与饮酒生活来看，则为我们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
当然，白居易的诗酒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不是那么呆板乏味的。
“闲亭茶碗从容语，醉把花枝取次吟。
”（《病假中厐少君携鱼酒相过》）“取次吟”，是从容不迫、随意而吟之谓也。
既有单一的，条理化的，也有复杂多变的，烂漫无序的。
像他在《醉吟先生传》中所说的那样：“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
，高潮迭起，难以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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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与酒结缘甚早，在三四岁时，便有过惊人的豪饮。
为逃避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母亲把我从镇上送往农村外祖母家。
孤寂无聊，又乏零食。
外祖母的床边，倒是有瓮姜糖，是用来疗病的。
我偷吃过，辣得舌头发麻，眼泪直流，从此不敢染指。
附近有一家小店，出售香烛纸钱烧酒片糖之类的杂物。
我无处可玩，便常到那里去转悠，心里总想着那一缸片糖。
小老板眼尖，早就猜透我的心思。
他说：“外甥儿，想吃糖吗？
”我笑着点了点头。
他取出碗来，盛了一点酒，说：“你把它喝了，我给你一点糖吃。
”我接过碗来，一饮而尽，觉得苦辣之外，留下甘美的回味。
接着他又给我一点酒，又给我一点糖。
如此循环往复，我不知饮了多少酒。
我心想，如能天天到这里来饮酒吃糖，该有多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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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诗与酒》是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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