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白与牡丹的不解之缘
在唐代，牡丹因其华丽的外表和浓郁

的香气，被誉为“花中之王”。唐玄宗时

期，牡丹更是成为了宫廷中的宠儿。有一

回，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赏牡丹，伶

人们正准备表演歌舞以助兴。唐玄宗却

说，赏名花，对妃子，不可用旧日乐词。于

是，命人速速召李白前来赋诗助兴。

当时的李白，或许还沉醉在长安的酒

肆之中，被召入宫时，仍带着几分醉意。

可这醉意并未影响他的才情，反而让他文

思泉涌。面对盛开的牡丹和倾国的贵妃，

李白挥毫泼墨，一气呵成写下《清平调》三

首。其中“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

华浓”更是成为千古绝唱。

《清平调·其一》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清平调·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清平调·其三》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这三首诗，把牡丹和杨妃交互在一起

写，花即是人，人即是花，把人面花光浑融

一片，同蒙唐玄宗的恩泽。既赞美了牡

丹，也歌颂了贵妃，更讨得了唐玄宗的欢

心。这段故事，不仅成为了文坛佳话，使

得牡丹与李白的形象紧密相连，也让后人

将他尊为牡丹花神。

李白为何能成为牡丹花神？
诗歌风格与牡丹的契合：

李白的诗歌以豪放、奔放著称，充满

了浪漫主义色彩。而牡丹作为“花中之

王”，象征着富贵、华丽和圆满。这种外在

的华丽与内在的浪漫，与李白的诗歌风格

不谋而合。可以说，李白的诗歌赋予了牡

丹更多的文化内涵，而牡丹的华丽与富贵

也衬托出李白的非凡气质。

人格魅力与牡丹精神的共鸣：

李白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他不愿屈

服于权贵，追求精神的自由与洒脱。而牡

丹也有着“违抗武则天诏令”的传说。

传说，某年冬天大雪纷扬，唐朝女皇

武则天看到梅花遍开，心里十分高兴，就

下旨一道，命令百花盛开。隆冬时节，百

花凋敝，武则天这个非分的要求实难满

足。然众花惧其威，不敢违命，一夜之间

发蕊开花。武后观之，志得意满。不料行

走在花丛之间，竟见牡丹抗命不开，女皇

大怒，遂将其贬至洛阳。牡丹抵洛的时

候，正值春日，于是众花竞相吐艳，迎风怒

放。女皇闻听更怒，命人放火烧花，牡丹

历火后叶枯枝焦，但盛放如故，“焦骨牡

丹”之名自此遍传天下。

牡丹这种不屈不挠、追求自由的精

神，与李白的人格魅力形成了共鸣，使得

他成为了牡丹的最佳代言人。

牡丹花神的其他说法
尽管李白被广泛认为是四月牡丹花

神的代表人物，然而关于四月花神的人

选，实际上还流传着诸多其他说法。

丽娟：汉武帝的宠妃

丽娟，汉武帝宠妃，史载其“玉肌柔若

无骨，呵气如兰”，更以歌艺冠绝后宫。《洞

冥记》记载，武帝建芝兰殿，植异香牡丹千

株，丽娟常于花间轻歌《回风》之曲。歌声

起时，庭中花瓣纷飞如雪，与罗裙共舞，谓

之“曲庭飞花”。武帝痴迷其姿，以琉璃盘

承落花，称“此乃丽娟魂灵所化”，甚至命

人以金铃系于殿檐，听风铃与歌声相和。

欧阳修：牡丹专著的作者

欧阳修亲睹“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

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

说白了就是，洛阳人都喜欢花，无论什么

身份的人都喜欢插花，就连街上挑担子的

苦力都不例外。

于是，基于洛阳的这个习俗，欧阳修

遍访城中每个花园，寻觅牡丹佳品，将洛

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

期，以及赏花的习俗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考

察和研究，撰写出了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

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洛阳牡丹

记》。因此，他被人们尊奉为牡丹花神。

貂蝉：美女与牡丹的传说

传说，貂蝉是陕西米脂人，那里有个

貂蝉洞，相传是她出生的地方。貂蝉小时

候十分爱哭，奇怪的是，只要把她抱到院

子里的牡丹花下，哭声立刻就停止了，而

且还用小手抓着牡丹花吃。她在牡丹花

旁跳舞，周围的牡丹花也会跟着翩翩起

舞。因为她是吃牡丹花长大的，所以出落

得就像国色天香的牡丹花一样。

四月的花神究竟是谁？从历史到文

化，从诗歌到精神，李白无疑是其中最耀

眼的存在。他的诗歌不仅让牡丹的美丽

流传千古，也让四月的春天充满了诗意与

浪漫。下次当你漫步在牡丹花海中，不妨

想想这位与牡丹有着不解之缘的诗仙，感

受他笔下的“云想衣裳花想容”。

古人洗手总共分几步？仪式感比你

想象的还要足！这件工具必不可少，今天

来认识窃曲纹兽足匜（yí）！

匜（yí）？原来你是个“水瓢”。

扁扁的嘴巴和矮矮的脚丫，看这个可

爱的小家伙像不像小鸭子？它的技能其

实是——盛水！窃曲纹兽足匜（yí）是一

只2000多年前的“水瓢”，它的口缘较直，

流槽较窄长，很方便水从中流出。深腹圜

底，下面有四个扁兽足，后有兽首形把

手。 上腹饰有三角卷云纹，下腹饰有窃曲

纹，匜是古代盥手注水之器，身上却穿着

如此华丽的外衣。看来古人十分注意仪

式感与细节对盛水的工具都十分讲究！

这种重要纹样，由动物形象而来，这

件匜下腹的窃曲纹，是古代一种重要装饰

纹样，一般由两端回钩成“S”形的线条，构

成扁长形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是一

种变形的动物纹样，也是动物的简化和抽

象化，其名称据《吕氏春秋·适威》而来，

“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

之败也。”

窃曲纹始见于西周中期，

春秋早中期十分盛行，沃盥礼

中还有个“盘匜CP”，匜是中国

先秦时代礼器之一，用于沃盥

之礼。最初用于祭祀前的洁净

仪式，后逐渐演变为贵族宴饮

等场景的标准化礼仪。

沃盥礼盛行于西周时期，

西周中期以前浇水用盉（hé），

西周晚期匜出现后便改用匜，

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

洗手、洗脸。通过匜、倒水、盘、

接水的形式清洁双手，以示对

宾客或仪式的尊重。

既然有了水瓢，总要有工

具来接水吧？这不，盘来了！

《礼记·内则上》曾记载，“进盥，少者奉盘，

长者奉水，请沃盥。”盘是接水用的容器，盘

和匜总是组合式同时出现，就像一对好搭

档。盘匜组合始于西周晚期，流行至战国，

这件窃曲纹兽足匜在出土时，旁边就有一

件盘，与文献记载相符，看来它们两个真是

形影不离。

在这个可爱的“水瓢”里，能看到2000

多年前，古人对洗手的满满“仪式感”。

据《安徽发布》

2000多年前古人洗手的仪式感，藏在这个“水瓢”里

西周龙流盉 安徽博物院藏

4月的花神竟然是李白？
在百花的传说中，有十二月令花神之传说。在众花争艳的四月，牡丹以其

国色天香之姿，当仁不让地成为花中主角。可你知道吗，在这芳菲四月，被奉

为牡丹花神的，竟是那位仗剑天涯、饮酒赋诗的诗仙李白！这看起来毫不相关

的组合，背后藏着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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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曲纹兽足匜（yí） 安徽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