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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阅泽平的《唐宋才子的真实生活》，情不自禁地想起一段阅读经历。
大约三十年前，初读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曾为那种“心雄万夫”的气概所震撼。
随着阅历加深，对李白文章的关注逐渐聚焦于唐代盛行的文人干谒之风：唐代文人生活的一个侧面。
兴之所至，还特地写过一篇短文，讨论干谒问题。
在我看来，唐代盛行文人干谒之风，个中原因，大约有三个方面：一、唐代的科举考试，试卷不糊名
，考生的平时声望及才能是评定等级的重要依据，因此产生了“行卷”之风。
士人带着自己诗赋的选本，写成一卷，称为行卷，投献当世显达，过几天再投献新卷，称为温卷，以
免被遗忘。
如果得到显达的赏识，替士人向主考官揄扬，及第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自高”、“自贵”的话，就会被忽略，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所以，唐代书生与宋以后的谦谦君子不同，“说大话”是生存的需要，人们都习以为常了。
皇甫■《答李生第二书》说：“近风教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卅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
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
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
书字未识偏傍，高谈稷契，读书未知句度，下视服郑，此时之大病。
”皇甫浞对“说大话”提出批评，是因为上述“大话”太离谱了。
至于李白的《与韩荆州书》，意态豪迈地宣称他曾“遍干诸侯”，“历抵卿相”，丝毫不因千谒而抱
愧，亦足见一时风尚。
二、唐代是一个门阀制度趋于衰微而依然存在的时代：一般说来，“华丽家族”的后代，因为享有盛
族衣冠之荫，往往竞尚豪奢：而拖家带口的寒士，却无所依傍，倘若未能做官或官做得不大，便不免
冻馁之患。
豪奢与冻馁的触目惊心的对照，也促使他们多方干谒，以求改变生存的境遇。
韩愈《与李翱书》说：“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曰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
今日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
”以韩愈之贤，故十谒仅是为了度日；有些不那么“贤”的人，干谒的目的恐怕是为了挥霍，比如郑
太穆。
他官至刺史，还给司空于■上书作衣食之乞，提出的要求是：“赐钱一千贯，绢一千匹，器物一千事
，米一千石，奴婢各十人。
”这可是一份相当可观的家产！
至于李白给韩荆州上书，当然不屑于在金钱方面落笔，他向往的是‘扬眉吐气，激昂青云”，体现了
一种“我辈岂是蓬萬人”的气度，尽管“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时机还未到来。
三、唐代实行科举取士的制度后，社会阶层的流动加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带有传奇色
彩的事件在生活中已不止一次发生。
那些已经飞黄腾达的人，在他尚未荣显之吋，也和寒士一样的潦倒不堪．这种现象足以激发寒士出人
头地的愿望，千谒之风在这种愿望的推动下愈演愈烈。
王泠然《与御史高昌宇书》直言不讳地说：“仆闲穷如君之往昔；君之未遇，似仆之今朝。
君是御史，仆是词人；虽贵贱之间，与君隔阔，而文章之道，亦谓同时。
倘也贵人多忘，国士难期，仆一朝出其不意，与君并肩台阁，侧眼相视，公始悔而谢仆，仆安能有色
于君乎？
”其《论荐书》又说：“将仕郎守太子校书郎王泠然谨再拜上书相国燕公(张说)阁下。
昔者公之有文章时，岂不欲有文章者见之乎？
未富贵时，岂不欲富贵者用之乎？
今公贵称当朝，文称命代，见天下未富贵有文章之士，不知公何以用之？
公一登科甲，三至宰相，是因文章之得用。
于今亦二十年，后进之士，公勿谓其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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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大言以动，一会儿危言耸听，一会儿作寒士口吻，一会儿呈狂奴故态，意兴所至，无拘无束
，可见在唐人看来，干谒这件事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没有必要扭扭捏捏。
李门的这篇文章，出语如此坦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宋以后，读书人以清淡自甘，豪华奢纵之气不复存在，干谒之风亦随之消歇。
上面这些想法，是十多年前写下的，明日黄花，已不新鲜。
之所以重新提出是因为我曾一度为这些想法兴奋不已，我关注唐宋文人的生活，并期待读到一部系统
介绍唐宋文人生活的书。
如今，我所期待的书终于问世了，而它的作者又是我所熟悉的泽平，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泽平是一个勤奋刻苦且有才情的青年学者。
他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们交往颇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我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泽平是中唐卷的分
卷主编之一。
他全身心地投入编纂工作，其敬业精神和学术水平得到同行专家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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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宋两朝，才子林立，佳作如云。
对那些经典名篇，你也许能闭目成诵，但对隐藏其后的才子们的真实生活又到底了解多少？
你是否知道：王维在安禄山的刀剑之下出任过“伪官”；李白被笑称为当代的“古惑仔”，对打打杀
杀有着非同一般的兴趣；严肃的诗圣杜甫在十五岁前还是个精力充沛的顽皮小淘气；白居易成名之前
也曾面对过今天高中生一样的巨大考试压力；绝代女才子李清照好酒、嗜赌、闹离婚；爱国词人辛弃
疾有着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嫌疑⋯⋯本书挖掘唐宋以来历代史料，钩沉索隐，上下考索，去伪存真，
还原了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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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闵泽平，湖北宜昌人，文学博士，副教授。
著有《宋词二十讲》（新世界出版社）、《文化视野里的昭君形象与意义生成》（武汉出版社）、《
唐宋散文导读》（合著，长江文艺出版社）、《中唐文学编年史》（合著，湖南人民出版社），发表
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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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王维王维是大才子吗？
答案是毋庸置疑的。
论才气，在大唐才子中他鲜有敌手。
他工诗善画，兼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是一个全能型的艺术家，这种全面发展的态势是其他
才子所望尘莫及的。
但把王维归属为才子，似乎又有些别扭，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才子除了有才，还要有个性、有气质
、有怪癖、有风流逸事等等。
而王维除了才气多一点，脾气不大，性格不怪异，为人处事与寻常人没有差别。
大哲学家康德说才子们都是不可理喻的，杨格说才子们都不走寻常路，这些说法都对王维不适用。
在那些风流倜傥、性格张扬的才子当中，王维显得太文静了，实在不像才子。
1.交游王维的文静，在他自己看来，或许是有修养的体现，因为他是一个贵族，贵族子弟自然要时刻
爱惜自己的羽毛，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
王维的籍贯，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论，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
《旧唐书》说王维本来是太原祁人（今山西祁县），他的父亲，曾任汾州司马的王处廉，把家搬到蒲
州（山西永济），即后来的河东郡，所以他成了河东人。
还有人说王维是京兆人或琅邪人。
为什么大家对王维的籍贯这样在意，至今喋喋不休呢？
因为籍贯对王维太重要了。
《隋唐嘉话》说，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平生享尽了荣华富贵，只有三件事情让他耿耿于怀，那就是
没有进士及第，没有机会修国史，没有能够娶五姓女。
前两件事情努把力或许可能实现，只是这娶五姓女比较麻烦。
因为李、王、郑、卢、崔氏这五姓自恃身份高贵、血统纯正，对皇帝的女儿都没有太大的兴趣，估计
对寻常的宰相也不会中意。
唐文宗嫁女儿的时候，发现贵族们你推我让、十分谦虚，就大发雷霆，说我老李家当了二百年的天子
，还比不上崔、卢这些家族吗？
大唐皇帝也在“五姓”之列，为什么还得不到有关士族的认可呢？
因为并非普天下的这五姓都是尊贵的，只有清河或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赵郡或陇西李氏、荥阳郑氏
、太原王氏才是正宗的。
大唐皇帝号称陇西李氏，但有人认为他们胡化严重，有人说他们是大家族中的“破落户”（陈寅恪就
如是说），总之，山东(崤山以东）士族对他们的血统抱以怀疑的态度。
王维若是河东人或京兆人、琅邪人，虽然可能还是太原王氏的分支，但毕竟不如太原王氏正统。
王维的母亲，史书明确说明是博陵崔氏，而当时五姓多内部通婚，这也证明王维确实血统纯正。
出身名门，好处甚多，首先能受到良好而系统的教育。
《新唐书》说，王维九岁就会写文章了。
九岁就能舞文弄墨的神童很多，但长大后能够进一步成为成功人士的却很少。
神童可以靠天分，成功则需要良好的素质，素质则要靠教育与培养。
王维和王安石口中的那个仲永一样自幼聪颖过人，而家庭环境远远好过仲永，所以综合素质就更好更
高。
仲永只会写诗这一招，其他方面的潜能没有机会挖掘与培养，所以只能“环谒于邑人”，即在乡里面
转来转去，在土财主那里混口饭吃，没有能够进入上层社会的交际圈。
王维的综合素质好，诗文之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这样他就能“环谒于贵人”了。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大约在十五岁，王维就离开家乡来到长安，游走在权贵之门。
唐人薛用弱在《集异记》里这样记载：“王维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
性娴音律，妙能琵琶，游历诸贵之间，尤为岐王之所眷重。
”这段话意思就是说，王维还相当年轻的时候，文章就很出名了，而且还精通音律，琵琶弹得好，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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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在那些皇族诸王家里表演，尤其得到了歧王的眷顾与看重。
薛用弱并非捕风捉影为了提高点击率而信口开河，他的说法得到了大诗人自己的许可。
翻翻《王右丞集》，我们可以看到《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
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诸如此类诗题，看来诗人早年也是以此为殊荣的，即使成熟后，他功成名
就了，想必对这段风光的生活还是很惦记的。
经常同唐室亲王交往，王维成为了他们的座上客。
这时的王维很年轻，有自己的立场与原则，同《红楼梦》中贾政身边的那些门客有很大的区别，能够
对那些亲王有所规讽。
宁王李宪是唐玄宗的长兄，曾经把太子之位让给玄宗，看起来很识时务。
不过毕竟是亲王，尤其是玄宗即位之后，倚仗玄宗的尊宠，也做出了一些巧取豪夺、令人侧目的事情
。
有次，他看见一个卖饼者之妇，长得“纤白明媚”，便不由分说，塞给饼师一些钱，把她载回家。
过了一年多，宁王想知道锦衣玉食的她是否还想念饼师，于是接来饼师，让夫妻俩会面。
结果这位卖饼者之妇见了饼师，“双泪垂颊，若不胜情”。
当时在座的观众，除了宁王外，还有王维等十几个文士，这些文士看到这副场面“无不凄异”。
宁王提议说，有景如此，不能无诗，就要大家以此为题材赋诗。
王维才思敏捷，最早写好诗歌，诗云：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
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
诗歌以《息夫人》为题。
息夫人本是春秋时息国君主的妻子，楚王灭调息国后，将她据为己有。
息夫人虽然为楚王生了两个小孩，但始终默默无言，从来不和楚王说话。
王维说，小人物虽然无法做出自己的选择，但不表明他们没有自己的选择，息夫人就是在以沉默来抵
御所遭受的屈辱。
宁王见王维把他比作荒淫的楚王，有些尴尬，但他有“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把强占饼师之妻
也视为一场游戏一场梦，为了表明自己的大度与高雅，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又将饼师之妻奉还给了饼
师。
其实，年纪轻轻就旅食京华的滋味并不好受，有时候为了某种需要，王维还得飘到洛阳。
看看王维这一时期所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我们大致可以明了诗人那种黯然的心情。
不过，为了前途，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王维“环谒于贵人”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仲永“环谒于邑人”得来的那点口粮。
据说，王维的功名就是这样得来的。
《集异记》说，当时有一个叫张九皋的人，名声震天响，后来又走上了公主的门路，公主亲自写信给
京兆考官，暗示要以张九皋为解头。
王维这年刚好也好参加考试，就把自己的想法汇报给岐王，希望得到他的庇护和鼎助。
这个歧王，就是唐玄宗的弟弟李范，当时家里是名角荟萃，连李龟年这样的大音乐家也经常出入他的
府上。
关于这一点，杜甫可以为我们作证，后来，他在《江南逢李龟年》一诗无比怀念地说“岐王宅里寻常
见”。
岐王听了王维的想法，感到很为难，如果这个时候帮助不了王维，显得自己太没有面子，但公主的来
头又更大，怎么办呢？
“贵主之盛，不可力争，吾为子画焉。
”意思是咱们不强攻，只智取，要王维准备一些诗和一首新的琵琶曲，五天后来见他。
王维带上这些东西，如期而至。
岐王说：作为文人，你还有其它的门路去见公主吗？
你现在想清楚，愿意听从我的安排吗？
王维一口答应。
于是岐王拿出“锦绣衣服，鲜华奇异”，让王维穿上，即把打扮成前卫时髦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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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岐王带着王维一行来到公主宅第，说是要为公主举行一个艺术沙龙。
王维是贵族，身材好得无可挑剔，“妙年洁白，风姿都美”，在这群艺术家中如鹤立鸡群，气质相当
引人注目，一下子就吸引上了公主的眼球。
公主立刻向岐王打听王维的情况，岐王故意漫不经心地说他是音乐家，并让王维演奏新曲一首。
王维手抚琵琶，那手也是“黄金杆拨春风手”，音乐响起，亦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声调哀切，满
座动容，泪湿长袍。
公主十分惊异，岐王趁热打铁，说这个年轻人不仅精通音律，还是个才子，写的诗简直无人能超过他
。
公主更为好奇，就要王维把他的作品拿出来晒晒。
王维从怀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诗歌递给公主，公主一看，大惊失色，说：“这些我早都见过，还以为
是古人之作，没想到竟然是你写的呀！
”于是马上让王维更衣，换掉拿身奇装异服，意思是不把他看做艺术家，即“伶人”，而升于客人之
列，当作文人对待。
恢复文人身份的王维更加自信，在沙龙上挥洒自如，引经据典，倜傥风趣，诙谐幽默，很快以高雅的
谈吐、卓绝的风姿与广博的学识征服周围的听众。
岐王瞅准时机，对公主说：“若教京兆府今年能以此人为解头，一定会成为国家的荣光。
”公主问：“那为什么不教他去应举？
”岐王和盘托出，说：“传闻您已经吩咐下来，要将解头给那个张九皋。
”公主笑道：“我怎么会管这些小孩子的事，那是因为他人求情，哪是我想给张九皋。
”随即回头对王维说：“如果你参加考试，我当全力荐你作解头。
”就这样，在公主的亲自支持下，王维做了解头，一举登第。
王维与仲永的不同遭遇，确实让我们看到了“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只会考试并不一定会取得优异成绩。
会写文章的韩愈“四举于礼部，三举于吏部”，在考场上长期抗战；会写诗的孟郊，“春风得意马蹄
疾”之日也将近六十岁了，估计他们这些人无论在外貌风度上还是艺术素质上都与王维不可以道里计
。
来自四川的陈子昂，虽然其貌不扬，虽然也不懂音乐，可家里有钱，能一掷千金，买来一把谁都不认
识的古胡琴将一班文人忽悠得不知南北，所以也能一举登第。
这样看来，对今天那些极力培养下一代艺术素质的家长，我们还是应该致以崇高的敬意。
只是这个故事未必属实。
按照有关史料，王维十九岁那年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文中提到的那位张九皋早已明经及第。
专家反复寻觅，也找不出那位比岐王更威风的公主。
开元七年（719）前后，比较有势力的公主，如唐中宗的女儿安乐公主已经驾鹤西去，长宁公主贬谪他
乡，而睿宗的女儿都比较低调，玄宗的女儿年纪太小。
《唐才子传》说此公主就是玉真公主，却不知依据何在。
王维有首诗名为《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看起来两人关系比较遥远。
不过王维中状元还是事实，那是在开元九年（721年），当时王维21岁。
状元及第的王维，被任命为太乐丞，这也算专业对口。
太乐署专管邦国祭祀专用的乐舞，丞是副职。
可惜没过多久，王维就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原因则是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享用了不能享用的乐舞
。
《集异记》说：“（王维）及为太乐丞，为伶人舞黄狮子，坐出官。
黄狮子者，非一人不舞也。
”这里解释得很清楚，黄狮子舞，只允许一个人欣赏观看，那就是九五之尊的皇上。
王维利用职权之便，坐享了黄狮子舞，那就是僭越，自是大罪。
2.被俘王维的文静，与他的家庭环境、性格有关，还与其经历有关。
这首《终南别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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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这里是写王维归隐生活的乐趣。
王维说自己到了中年以后，就很注意养生之道了，后来又把家安在终南山边，生活更加悠闲了。
兴致来了，就独自漫游，随意而行，走到哪里算哪里，不知不觉来到流水的尽头，无路可走了，索性
就地坐了下来看行云变幻。
碰到山间老人，就谈谈笑笑，把回家的时间也忘了。
这样的生活，看起来很美，真正过起来还需要莫大的勇气与毅力。
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诗歌充分表现了诗人那种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
王维性格中淡逸的一面十分醒目，却未必是他的全部。
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整天飘飘然，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
王维说自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只说中晚年以后他的生活很平静，可见青年时期他的心情
未必宁静。
中状元的那年秋天，王维离开京城，来到济州任司仓参军，济州在今山东荏平西南，王维在那里整整
呆了了四年多。
这段时间王维非常苦闷，一个才华横溢的热血青年，刚刚步入仕途，对未来饱含期待，有无限的憧憬
，但发现自己被人遗忘在偏僻的角落，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
漫漫长夜中，黎明迟迟未到，诗人无法忍受寂寞，四年之后他辞去了司法参军一职，离开济州隐居于
淇上。
两年后又回到长安，闲居了很长时间。
此时的王维还没有体现出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一面，他对入仕有着强烈的向往。
开元十六年（728年）孟浩然到长安应试，第二年冬却怅然而归，写了一首诗留别王维：寂寂竟何待，
朝朝空自归。
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
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
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孟浩然说，偌大个京城，没有一个做高官的知音，自己苦苦等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竟然一点消息都没
有。
看来自己只能回到襄阳老家，在寂寞中度过此生。
传说孟浩然的失意，是因为他面试失败。
当时他正与王维聊天，唐玄宗突然驾到，他无处躲避，只好藏在床底下。
后来玄宗知道了，让他出来吟诵诗歌，他无数的好诗，偏偏选择了一首《岁晚归南山》，说自己“不
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唐玄宗很生气，觉得自己受了委屈，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
”于是就把孟浩然放还南山了。
这只是一个传说而已，当时王维自己都还没有找到出路，玄宗皇帝怎么会去看望他呢？
看看他写给孟浩然的诗：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他劝孟浩然老老实实回乡隐居，不必再辛辛苦苦地来长安举试求官，就在乡间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算
了。
自己中了状元后又如何，还不是两眼一摸黑，赋闲在长安吗？
当然，在这里王维只是发牢骚而已，他从隐居地淇上来到长安，本身就带有某种想法。
在长安这些年，他也没有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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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三十四岁那年，王维献诗中书令张九龄成功，后来被拜右拾遗，写了一首答谢诗《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
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
任智诚则短，守任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雠。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
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样的诗歌，很难让人想象出自超然物外、天性淡泊的王维之手。
他首先说那些隐居山野的文人逸士都是鄙陋之人，见识太短，所守的乃是“匹夫”之节，大丈夫不为
也。
然后又称颂张九龄大公无私，为苍生谋福利，值得天下人景仰。
最后“跪自陈”，说明自己为张宰相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希望能够进入他的帐下，为朝廷排忧解难。
张九龄是宰相中的诗人，诗人中的高手，艺术气质太浓，自然看不起政治手腕，很快在与李林甫的争
斗中败北，黯然离开首都。
据说他的离去，标志着大唐盛世开始从高峰回落。
王维的心情也从高峰回落到谷底，此后几年虽然也在朝为官，但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总在右拾遗、监
察御史、左补阙、库部郎中这样的闲职转来转去。
其间，还曾赴河西节度使幕，在边塞生活了一段时间，留下了不少好诗，如《出塞作》、《使至塞上
》等，让我们见识了诗人慷慨的一面。
让王维彻底沉默无言的，是他有过做“伪官”的经历。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安禄山攻陷潼关，随即进军长安。
《旧唐书》说玄宗“出幸”，《新唐书》说玄宗“西狩”，而事实是玄宗仓皇出逃，狂奔至四川。
四川真是个好地方，尤其是战乱之时，皇帝都很喜欢它，后来的唐僖宗、民国的蒋总统都曾“出幸”
或“西狩”至此。
四川人民也非常欢迎这些皇帝的到来，在特殊时刻皇上能够选择四川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信任，更何况
很多风景区、名胜古迹都是由于皇帝“到此一游”而身价百倍。
玄宗出逃时，朝廷百官顿时分成好几派，有忠心耿耿随皇帝出逃的，有积极主动与新君安禄山合作的
，有自谋出路避往山间乡野的，也有摇摆不定、静观其变的。
王维属于哪一类，史料有限，不敢妄言，应该是属于忠心耿耿那一类吧。
《旧唐书》说他是“扈从不及，为贼所得”，意思是还没有来得及逃跑便作了俘虏，也就是说他有逃
跑之心，只不过还没有付诸行动。
仅仅是这一点，就比周作人不愿“扈从”强了许多。
后来的事实进一步证明王维确实不是一个“汉奸”。
周作人呆在北平，有人在大门口放了一枪，他就乖乖地为日本人服务去了。
王维见势头不对，马上吃药取痢，假称患病，这是一种什么策略？
是甘地所宣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也可以理解为反抗的一种形式。
安禄山没有放过他。
《旧唐书》云：“禄山素知其才，遣人迎置洛阳，拘於菩提寺，迫以伪署。
”乱世有才名，也会带来烦恼。
《新唐书》也说安禄山因为爱惜人才，让王维做了他的给事中。
王维自己宣称他是在刀剑的威逼下做了伪官，在替同样做过伪官的韦斌撰写墓志铭时，他描述了自己
这段经历：“君子为投槛之猿，小臣若丧家之狗。
伪疾将遁，以猜见囚。
勺饮不入者一旬，秽溺不离者十月，白刃临者四至，赤棒守者五人。
刀环筑口，戟枝叉颈，缚送贼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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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安禄山进入两京的时候，大臣们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自己这类小官就像丧家之犬，惶惶不
可终日。
后来自己吃药称病，准备潜逃，结果引起叛军警惕，被抓了起来，十多天没怎么吃饭，大小便都在关
押的房间里，外面的守卫拿着刀枪棍棒，架在他的脖子上，将诗人捆成粽子形状送到安禄山他们办公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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