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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 鹏

德宗即位时，唐朝国运虽然已经走出安

史之乱的低谷，逐步朝着回升向好的方向发

展，但局势依然错综复杂。河南河北地区藩

镇 林 立 ，叛 服 无 常 ，以 致 有“ 天 下 尽 裂 于 藩

镇”之说。藩镇形同敌国，内地宛如边地，正

是“黄昏鼓角似边州”。内忧深重，外患依然，

西南吐蕃继续威胁边关乃至长安安全。德宗

既要削平藩镇，又要抵御外侮，困难重重。

写 出“轻 烟 散 入 五 侯 家”的
韩翃，遇到雅好诗词的德宗

德宗即位之初，“励精求治，不次用人”。

因雅好文学诗词，他比较青睐科举出身的文

士，经常亲自测试考生水平，遇到妙语佳句

都会反复吟哦，对宰相大臣言道，“此皆朕门

生也”。德宗很喜欢韩翃的《寒食》一诗：“春

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

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寒食节是我国古代传统节日，当天家家

禁 火 。皇 帝 一 般 会 在 这 天 赐 榆 柳 之 火 给 近

臣，故韩翃在诗中言“轻烟散入五侯家”，不

动声色地颂扬皇恩浩荡、浸润人心。德宗读

到此诗后大为赞赏，记下了韩翃名字。

有一次负责诏书起草的知制诰出缺，中

书省两次进拟人选，德宗都不满意，亲自点

名韩翃出任此职。当时还有江淮刺史也叫韩

翃，中书省不知德宗究竟中意哪个韩翃，就

将两人名字同时上报。德宗在报告上御笔写

下韩翃《寒食》一诗，御批道，“与此韩翃”。

德宗“善为文，尤长于篇什”，经常和“学

士言诗于浴堂殿，夜分不寐”。有年中元节，德

宗赴章敬寺，写下《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松

院净苔色，竹房深磬声”一句尤为时人传诵。

但喜好诗词的德宗，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

在吟风弄月上，而是努力刷新政治，清理积弊。

推行“两税法”的杨炎，最终
“生度鬼门关”

德宗登基时 37岁，年富力强，他立即着手

清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下诏拒绝各地进贡

皇家非急需物品，将皇家田庄所收田租拨付

州县充作粮食储备，撤销皇家梨园乐团编制

300 人，放还多余宫女，对审理不当的旧案冤

案进行清理。几把火下来，“中外皆悦”。素来喜

好作乱的平卢淄青藩镇军士，甚至将武器扔

到地上，相顾而言“明主出矣，吾属犹反乎”。

德宗最富政治智慧的措施，莫过于对郭

子仪权势的分割。当时郭子仪权力极大，责

任极重，功劳和威望极高，但他性情宽和，执

纪不严，所部军纪政令颇为败坏。代宗一直

想分割郭子仪的权力，但又怕伤功臣之心，

故久拖不决。

德 宗 登 基 后 ，尊 称 郭 子 仪 为 尚 父 ，加 封

太尉官衔，给他 10 多个儿子女婿升官，政治

地位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最大幅度提高

经济待遇，加采邑实封两千户；随后，免去郭

子仪所有地方实职，但没有将这些职务交给

他人，而是任命郭子仪亲信旧部分别担任。

此举既不伤害郭子仪感情，毕竟他们都

是郭子仪一手培养，郭子仪没有理由反对；

又收拢地方实力将领，将他们与郭子仪的私

人 感 情 关 系 改 造 为 与 朝 廷 、皇 帝 的 君 臣 关

系，可谓拆除栋梁而大厦不倒，并且因分散

支撑点而愈加坚固。

德宗逐步树立权威后，开始理顺财政尤

其是税收，他破格任用理财能手杨炎为门下

省副长官门下侍郎并拜相。建中元年（780）正

月初五，杨炎主持推行“两税法”改革，将以

前按人头征税的租庸调制度，改变成按财产

和土地面积征收的两税法，改变了从秦汉以

来 以 人 头 税 为 主 的 收 税 方 法 ，扩 大 了 纳 税

面，减轻了农民负担，是中国古代税收制度

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两税法实行刚一

年，国家财税收入就达到上年 3 倍。

后来，杨炎因结党营私、儿子贪赃，加上

奸臣倾轧，于建中二年（781）被罢相贬任崖州

（今海口市琼山区一带）司马。杨炎赴崖州途

中，路过广西玉林鬼门关，写下《流崖州至鬼

门关作》：“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

处在，生度鬼门关。”此诗本为感念身世，不

料 一 诗 成 谶 ，在 走 到 离 崖 州 不 到 百 余 里 处

时，杨炎被押送宦官秉承德宗旨意缢杀。

杨 炎 推 行 的 两 税 法 改 革 在 增 加 财 政 收

入的同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

为削藩进行了财政经济的准备。但德宗猜忌

多疑的性格在杨炎事件上暴露得无以复加，

这种性格给他的削藩事业造成极大损害，最

终导致削藩演化成叛乱。

“黄昏鼓角似边州”的藩镇之
乱，让韦应物“世事茫茫难自料”

安史之乱平定后，河北地区卢龙、成德、

魏博三镇节度使都由安史旧将担任，中央没

有人事任免权。建中二年（781）正月初九，成德

节度使李宝臣去世，儿子李惟岳欲父死子继，

被德宗拒绝。五六月间，李惟岳与平卢淄青节

度使李正己、魏博节度使田悦、山南节度使梁

崇义，四镇联合起兵反叛朝廷，这是安史之乱

以来最大的地方叛乱事件，史称“四镇连兵”。

德 宗 坚 决 镇 压 ，刚 开 始 取 得 了 很 大 战

果 ，梁 崇 义 被 淮 西 节 度 使 李 希 烈 打 败 后 自

杀；李惟岳被归顺朝廷的部将王武俊杀死；

李正己起兵不久就背发毒疮身亡，其子李纳

被幽州节度使朱滔和各路官军打得仓皇逃

窜 ；田 悦 受 重 创 ，几 乎 被 围 歼 。平 叛 胜 利 在

望，天下似乎指日可平。

但由于德宗缺乏战略眼光，猜忌多疑，加

上奸相卢杞作祟，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失

误，没有笼络好在平叛战争中出力甚大的朱

滔、王武俊、李希烈等人，将他们推到反叛阵营。

建中三年（783）十一月，叛军首领联合称

王建号立国，朱滔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

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十二月二十九，李希

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加入反叛

集团，胜败形势立马逆转。

建中四年（783）年初，李希烈攻陷中原大

部，东都洛阳“士民震骇，窜匿山谷”。德宗在

卢杞的撺掇下，竟然派三朝老臣颜真卿去汝

州招抚。李希烈反心已定，颜真卿厉声斥责，

后被缢杀。

这年夏末秋初，尚书比部员外郎韦应物

外放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一带）刺史，在洛

水与黄河交汇处见河山残破，写下《自巩洛舟

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夹水苍山路向

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

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

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黄 河 两 岸 萧 瑟 渺 茫 ，伊 水 孤 村 残 破 萧

条。朔风中的大雁，恰似只身东下赴任的韦

应物。面对每况愈下的朝政，内外交困的局

势，韦应物只能任凭命运安排。

而德宗此时的心境，亦何尝不是如此哀

伤。危急时刻，德宗于建中四年（783）八月调

五千泾源（今甘肃泾川县一带）藩镇兵马支

援前线。十月，泾源兵顶风冒雨到达长安，却

没有得到任何赏赐，所得军粮都是糙米糠咽

菜，立时哗变打进长安。德宗出奔奉天（今陕

西省乾县一带），叛军拥立居住长安的朱滔

之兄、曾任泾源军统帅的朱沘当皇帝，建立

“大秦”朝廷，藩镇之祸达到极点。

朱沘称帝之时，试图取得被德宗猜疑夺

去兵权的老将段秀实拥戴。谁料段秀实上前

唾朱沘一脸口水，用笏板猛击朱沘额头，被朱

沘手下格杀。德宗听闻，“涕泗久之”。白居易为

颜真卿、段秀实忠勇所感，以青石为喻，写下

《青石》一诗，“愿为颜氏段氏碑，雕镂太尉与太

师⋯⋯如观奋击朱泚日，似见叱诃希烈时”。

德 宗 出 奔 ，各 地 不 知 君 王 所 踪 ，人 心 不

定。已经到达滁州上任的韦应物派人北上打

听消息，音信全无，在寄给好友李儋的《寄李

儋元锡》一诗中表达了这种焦虑心情，“去年

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已一年”。下句“世事

茫茫难自料”，既指个人身世飘零，又指朱沘

盘踞长安，德宗逃难奉天，情况不明。韦应物

感觉家国前途茫茫一片，面对大好春光亦是

忧愁苦闷，“春愁黯黯独成眠”。

大乱之下，德宗终于意识到，必须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把叛乱平定。兴元元

年（784）正月初一，德宗在贤相陆贽的强烈建

议下，颁布罪己诏，宣布大赦天下，专讨朱沘，

其余不问。诏书一发，“士卒皆感泣”，只有朱

沘、朱滔兄弟和李希烈继续反叛，其他人都上

表谢罪。然而，一线生机即将到来，德宗却又

将前来救驾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逼反。

当 初 朱 沘 几 次 围 攻 奉 天 ，德 宗 朝 不 保

夕，是李怀光千里迢迢，率领朔方军紧急救

驾，德宗才能死里逃生。李怀光只会打仗，不

懂政治，到奉天前线后，上表要求杀掉卢杞

等人以谢天下，引起德宗猜疑。李怀光又与

中央军李晟部队发生矛盾，索性加入朱沘造

反集团。德宗被迫继续南逃梁州（今陕西省

汉中市一带），史称奉天之难。

关键时刻，德宗急召《长安十二时辰》中

的“主角”李泌从杭州刺史任上赶赴梁州，让

他 随 驾 参 议 军 国 大 事 。李 泌 稳 住 德 宗 的 情

绪 ，和 陆 贽 一 起 劝 德 宗 放 手 使 用 李 晟 等 大

将。五月二十八，李晟抓住战机，收复京师。

七月十三，德宗回到长安。贞元二年（786）四

月间，随着李怀光、李希烈先后败亡，这场削

藩战争才算结束。

德宗回銮后，认识到藩镇一时不可骤削，

开始采取姑息政策，地方尤其是藩镇林立的

中原地区更加动乱。以边塞诗见长、长期在藩

镇幕府任职的李益，有次在秋日黄昏时分登

临汝州（今河南省汝州市一带）城楼，眼望暗

淡天色，耳听悲凉鼓声，触景生情，写下《上汝

州郡楼》：“黄昏鼓角似边州，三十年前上此楼。

今日山川对垂泪，伤心不独为悲秋。”

同 情 卖 炭 翁 的 白 居 易 ，和
“空闻渔父扣舷歌”的韩愈，心情
是一样的

德宗削藩因决策失误而草草收场，未能

实现既定目标，但削弱了最为骄悍难制的河

北三镇和平卢淄青藩镇的力量，重塑了中央

地方关系，朝廷和藩镇的力量恢复了均衡。然

而，奉天之难给德宗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

回京后，他不再信任大臣，而是信重宦官，导

致弊政丛生。

当初德宗从长安出奔时召集群臣护驾，

仓促之间竟无人前来，只有窦文场、霍仙鸣两

个 大 宦 官 带 一 百 多 个 小 宦 官 护 送 他 狼 狈 出

宫。回长安后，德宗开始重用宦官，任命窦文

场和霍仙鸣为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让其掌

握军权 。至此，禁军兵权完全掌握在宦官手

中，宦官专权局面终于在德宗时期形成，并最

终制度化。贞元时期，宦官集团倚仗德宗信任

和禁军军威为非作歹，尤以宫市为甚。

宫市是唐朝皇宫从市场上采购物品之交

易。宦官手拿大内公文，强买百姓货物，所付

之钱根本不足成本，后来发展到派人到长安

两大市场东市、西市直接抢拿百姓货物，把破

烂绸缎撕成尺寸大小充当货款。白居易曾写

下以“苦宫市也”为主旨的《卖炭翁》：“⋯⋯一

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

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不再相信大臣的德宗，在李泌去世、陆贽

罢相后，连宰相也不信任，大小官员均亲自选

用，空缺官职长期不补。朝中乏人，群才淹滞，

连起码的河堤维护和水利建设都无人处理，

以致贞元十五年（799）秋七月，中原地区发生

大面积水灾。临近中原的徐州节度使张建封

不但不运粮赈灾，反而饮酒作乐，大摆筵席。

当时在张建封幕府任职的韩愈对此极为

不满，写下《龊龊》一诗，“龊龊当世士，所忧在

饥寒。但见贱者悲，不闻贵者叹”，直斥当时官

僚无心为国解忧，无能救民于水火，以致“河

堤决东郡，老弱随惊湍”。

贞元十五年（799）冬，张建封派韩愈代表

徐州藩镇到京师向德宗恭贺新年。韩愈见朝廷

政治混乱，权臣尸位素餐，内心苦闷，在返回徐

州（即彭城）时写下《归彭城》，“天下兵又动，太

平竟何时；訏谟者谁子，无乃失所宜”，认为天

下兵戈不止，百姓流离不定的根本原因，是执

政无能、朝廷腐败；自己空怀治国之策，却无尧

舜之君赏识，只能“遇酒即酩酊，君知我为谁”。

贞元十六年（800）冬，韩愈参加科举考试

中专门为在职官员举办的制举考试。考中后

回朝任职，贞元十九年（803）升任御史台监察

御史，终于获任监察谏诤之职，但不久他的致

君尧舜之心就归于破灭。

贞元十九年（803）关中大旱，深受德宗宠

信的京兆尹李实不但不救灾，反而上奏称关

中农业经受住了旱灾考验喜获丰收，德宗顺

理成章地不再因灾黜免租税。百姓走投无路，

只有拆屋售卖砖瓦、房梁，甚至抵押田里麦苗

借贷来交税。

韩愈上书德宗，请求允许百姓明年再交

纳今年欠税，又“上章数千言极论”宫市之弊，

结果被远贬为阳山（今广东省阳山县一带）县

令。韩愈走到湖南汨罗江时，凭吊屈原，写下

《湘中》：“猿愁鱼踊水翻波，自古流传是汨罗。

蘋藻满盘无处奠，空闻渔父扣舷歌。”

当年屈原投江的遗迹已经荡然无存，韩

愈连祭奠之处都无法找寻。屈原已去，渔父犹

在，今日之渔父虽非昔日之渔父，而今日之韩

愈恰如昔日之屈原。贤臣被贬，隐士得全。清

浊醒醉，古今同理，韩愈面对茫茫汨罗，如屈

原一般怅然若失。

德宗美政不终，弊政丛生，给正在走出低

谷的大唐蒙上一层阴云。而太子李诵则力图

拨云见日，正在东宫和柳宗元、刘禹锡等青年

才俊筹划一场政治革新运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黄昏鼓角似边州：藩镇之下，诗人们的伤心不为悲秋

□ 程遂营

南昌古称“豫章”“洪都”，因“昌大南疆、南方

昌盛”而得名。发源于武夷山的长江下游主要支流赣

江，自南而北穿城而过，在下游则通过鄱阳湖与长江

汇合。南昌“襟三江而带五湖”（旧说长江流过鄱阳

湖，分成三道入海，故称“三江”；“五湖”一说指太

湖、鄱阳湖、青草湖、丹阳湖、洞庭湖），处在“吴

头楚尾”，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南昌最著名的建筑，可能是滕王阁 。那么问题来

了，位列“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另外两个是黄

鹤楼、岳阳楼）是谁建的？滕王是谁？王勃为什么来到这

里？这里发生过怎样的传奇故事？

我们先从滕王说起。

滕王是唐高祖李渊之子，唐太宗李世民之弟，名叫

李元婴（约 630-684），因被封于山东滕州，称“滕王”。

这位滕王工于书画，深通音律，喜欢游山玩水，尤其喜

欢亭台楼阁。他曾于滕州建造一楼阁，名为滕王阁，闲

暇之余和一帮文人骚客登临楼阁，赏景作赋。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 年），李元婴被调任洪州都

督，驻守南昌。看到赣江穿城而过，气势雄浑，于是，仿

照滕州楼阁的样式，他在赣江边上也建起了一座宏伟

的楼阁，这就是南昌的滕王阁。历史上，滕王阁被多次

毁坏，又多次重建，今天大家见到的是 1989 年第 29 次

重建的。

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一篇千古美文，被选在了语

文教材中，熟读且背诵。我们不妨先回顾其中的几段：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

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

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时维九月，序属三秋。

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

寒，声断衡阳之浦⋯⋯”

除了《滕王阁序》，还有一首《滕王阁序诗》，“滕王

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

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

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

王勃为什么会来到南昌？

王勃（约 650-约 676 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

西省河津市）人，唐初著名文学家，被后世誉为“初唐四

杰”之一。据《旧唐书》记载，王勃自幼聪明好学，6 岁的

时候就能写文章，被称为“神童”；16 岁科举及第，被授

予朝散郎之职，成为朝廷最年少的命官。王勃开始在京

城长安广交朋友，还结交了不少朝廷显贵，成为沛王李

贤的座上宾、文学侍读（或说为修撰）。

著名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就是王勃创作的一

首送别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

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

女共沾巾”。虽然才气很大，但王勃的仕途并不顺利，

追根溯源，也是才气惹的祸。

唐代斗鸡之风兴盛，一次，英王李显邀请哥哥沛

王李贤到家里做客，李贤带着王勃一同前往。酒足饭

饱，兄弟俩斗鸡取乐。王勃作了一篇檄文《檄英王鸡》，

替沛王讨伐英王的斗鸡。本是文字游戏，没想到却惹

了大祸。

这篇檄文很快传到了唐高宗手里，高宗本指望儿子好好习读圣贤书，没想

他却沉溺斗鸡走狗。王勃作为皇子的文学侍读，不好好陪皇子读书，却用《檄英

王鸡》有意无意挑起兄弟不和。高宗震怒，当即传旨把王勃逐出沛王府，进而逐

出长安，永不录用。

被逐出长安后，王勃曾在朋友的举荐下，就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参军。

然而在虢州任上，他因杀死官奴曹达，官职被永远削除，仕途彻底断绝。王勃这

番折腾，也毁了父亲王福畴的前程，王福畴从雍州司功参军被贬为交趾令。交

趾在今越南北部一带，当时属于唐朝管辖，是没有多少人烟的南荒之地。

远在交趾的父亲不放心王勃未来的生计，修书希望王勃能南下和他团聚。

思量一番后，王勃便草草启程，南下交趾寻父。据相关史料记载，王勃从老家龙

门出发，大致的行程是这样的：先到东都洛阳，经大运河到楚州、扬州，再南下

苏州、杭州，转道衢州、洪州，再从洪州南行越过大庾岭，到达广州。唐代的洪州

就是南昌。就这样，一代诗人与南昌结下缘分。

王勃是什么时候抵达南昌，至今仍有争议，主要有上元二年（675），仪凤元

年（676）两说，这一年，王勃二十六七岁。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勃到达南昌的季

节是在九月、秋季。

滕王李元婴已经去世多年，时任洪州都督的是阎伯舆。阎公任职，新修滕

王阁，九月九日，大宴宾客，盛邀文人雅士，作文记事。这位阎公其实有一点私

心，已经让他的乘龙快婿提前作了一篇两人都认为不错的序，只等到时候一气

呵成，来个惊才绝艳。但王勃既然赶上了，就不得不邀请，而王勃也有自己的打

算，如果能够用才气打动阎公，得到他的赏识，或许能谋个一官半职。

当时，绝大多数与会者都是阎公的熟人，也明白他的意图。所以，当他命人

取出纸笔、邀请大家为新修的滕王阁写序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推辞谦让。

轮到王勃，他毫不客气，欣然命笔。

阎公有些不悦，又觉得年轻人未免有些狂妄自大，于是借故离开宴会现

场，并嘱咐人监看王勃作文，随时向他传报。不一会儿，监看人陆续传来王勃的

文章，开篇“豫章故郡，洪都新府”，阎公微微一笑道“不过老生常谈耳”；接着报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他不屑道“无非是些旧事罢了”；又报“襟三江而带五

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他听了有些沉默；之后，连续来报，他开始频频点头，当

报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他激动得一跃而起，抚掌称道“此

真天才，当垂不朽矣”。

《滕王阁序》的诞生过程，以上只是在南昌很流行的一个传说。在这个传说

中，这位阎公具有很高的文学鉴赏水平，虽有私心，却没有因私而废公、废才，

这才让《滕王阁序》得以诞生。从这一点上来讲，阎公还颇具儒雅的君子之风，

也一展了巍巍大唐的气度。

遗憾的是，王勃离开南昌后，继续南下寻亲，当年年底将要抵达父亲任职的

交趾县时，船只被风浪打翻，王勃溺水，后虽被救上岸，但没过几天便去世了。

在《滕王阁序》中，王勃盛赞了南昌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特色，实际情况也是

如此。由于濒临赣江，这里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利用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这里

又成为长江下游丝绸、茶叶、瓷器等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成为人人向往的“物

华天宝”之地。

王勃给南昌冠以“人杰地灵”，也并非虚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

频仍，人口大量南迁到长江流域，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江南经

济得到迅速发展。人才聚集，南昌的文化教育也日益繁荣。

据统计，在南宋和明代，江西科举考试录取的名额已经位居江南各省的前

列。明代仁宗洪熙元年（1425 年）规定全国各省进士录取限额，其中只有南北

直隶（北直隶辖今河北、天津地区；南直隶辖今安徽、江苏两省）的录取名额是

100 名，江西排在第三位，录取名额 65 名，其他各省都不超过 60 名，少的只有

20 名，可见当时江西在全国文化中的地位。

（作者系河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六大古都”“黄河上的古都”“丝路上
的古城”主讲人）

南昌

：因为一座楼一篇序

，记住一座城

本报讯（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蒋肖斌）今年 3 月，龙门石窟奉先寺危岩体加固和渗漏水治理工程已完成项目总工程量的 50%，整体工程预计 5

月底完工。工程现场，4 万米钢管和防护网，为奉先寺穿上了“工作服”。

奉先寺是龙门石窟规模最大、艺术最为精湛的一组摩崖群雕。主尊卢舍那大佛，通高 17.14 米，头高 4 米。据有关造像碑记载，“皇后武氏”在雕

造此大像龛曾“助脂粉钱二万贯”。去年 12 月初，奉先寺启动“大修”，这是时隔半个世纪，奉先寺再次启动大型保护工程。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主任孙英民说，龙门石窟特别是奉先寺，是“盛唐气象”最直观、最有代表性的物质载体之一。奉先寺保

护工程的施工过程、效果及工程保持阶段任何一个环节，不仅由相关专家验收，更需要由社会公众来验收。 图片均来自视觉中国

龙门石窟“大修”，预计 5 月底完工

江西南昌，赣江畔的滕王阁。 视觉中国供图

城

事

韩愈被贬，走到湖南汨罗
江，凭吊屈原，写下《湘中》，贤臣
被贬，隐士得全。

视觉中国供图

唐诗与唐史

2022 年 3 月 16 日，4 万米钢管和防护网，为奉先

寺穿上了“工作服”。2022 年 3 月 16 日，工作人员正在奉先寺崖壁上制作和安装微型滴水檐。

2021 年 12 月 6 日，龙门石窟奉先寺危岩体加固和

渗漏水治理工程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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