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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隐：我很丑，可我很有才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他很丑，可是他很有才。

丑到哪种程度？据记载：宰相郑畋有一位千金，很喜欢罗

隐的诗文，很想见他一面，于是郑畋把罗隐找来让女儿躲在

屏风后面观看。这一看不打紧，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丑陋

的男人，读他诗文时对他所有的浪漫遐想顷刻间化为乌有，

从此以后她再也不读罗隐的诗文了。

这个故事似乎有点夸张，但也不难看出，罗隐的确丑陋

到了极点，丑陋到连满腹的才华都无法弥补。

他很狂，因为他很有才。

狂到哪种程度？据说他在长安城到处游玩，逛遍了长安

城的每一个角落，一边逛一边作诗，一看到不顺眼的事，他就

诗兴大发。很快，他就在长安出了名。可是他出的不是美名，

他把长安那些纨绔子弟讽刺了个遍，那些吊儿郎当的纨绔子

弟说他是一只刺猬，见人就刺。这只刺猬还很大胆，纨绔子弟

他敢刺，朝廷命官他也敢刺。

他十试不第，因为他很有才。他参加过十次进士考试，虽

然屡败屡战，但最终还是铩羽而归，自称“十二三年就试期”，

史称“十上不第”。他终于绝望，发誓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他把

所有的教科书全部烧掉，去酒馆里买醉。这一天，他彻夜未

归，泡在酒馆里，大碗大碗地喝酒。半醉半醒之际，他悲伤地

吟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第二天，他离开

了长安，再也没有回来。

他是唐朝最后一位大才子，大诗人。

他叫罗隐（833 年 2 月 16 日—910 年 1 月 26 日），字昭

谏，杭州新城（今浙江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人，唐代文学家。

他出生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后，避乱隐居九华山，光启三年

（887 年），归乡依吴越王钱镠，历任钱塘令、司勋郎中、给事

中等职。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十二月十三日（910 年 1月）去

世，享年 77岁。著有《谗书》《太平两同书》等。

他是一个铁骨铮铮的男人，他从来不掩饰自己说真话的

欲望，他的直言犯谏只有同时代的魏征可以与之媲美。

他是唐朝的鲁迅，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文章做匕首，刺

向人间不平事。

一

得即高歌失即休，

多愁多恨亦悠悠。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明日愁来明日愁。

———罗隐《自遣》

唐诗宋词里的风花雪月总是那么遥不可及，我们往往以

为只有生活在那时的辞藻，才能构建出最完美的诗意，这是

因为唐人宋人为自己定下了文学的使命，而后来人却对诗词

失去了全身心投入的思考。

那片天空下的烟霞更易醉人，那时的青葱少年心怀希望

与梦想，因此他们写下的文字便斗志昂扬，引人向往。然而也

有例外者，也有把坏脾气带进字里行间的家伙，他们写下的

诗词就显得消极不堪，读之使人如鲠在喉，不忍再试。比如罗

隐，这位唐朝诗人历经悲苦命运，流离辗转多年，心中积下了

万千悲愤，遂写下了这首大唐最为消极的一首诗。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得即高歌失即

休，多愁多恨亦悠悠”。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句，也是出自

这位长得很丑、可是很有才的诗人之手。

罗隐其实原名叫做罗横，改名叫做罗隐是因为他参加科

举考试连续参加十次，结果一次都没有上榜，就被人戏称是

“十举不第”，所以他就一气之下给自己改名叫做罗隐。从改

名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自嘲潜质。罗隐是晚唐时

期的诗人，他的诗风简单而又直白，让读者一读就懂，读完品

一品，意思里面的意思还觉得妙不可言。

所以在当时，罗隐也拥有大批的粉丝，但是他的长相不

好，甚至是怪异，相传宰相家的小姐读了罗隐的诗就迷上了

他，甚至为此还害了相思病。小姐的父亲无奈就请来了罗隐，

小姐隔着屏风偷偷地看罗隐，结果被罗隐的长相吓到，从此

就从粉丝变成了路人。

从日思夜想到弃之不顾，这可能是唐代的“见光死”吧，

可见罗隐确实长得不大好看。

但他不仅相貌生猛，脾气也很生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动不动就写首诗怼一怼人，真的是不吐槽会死星人。

罗隐一生作品很多，著作有《谗书》《淮海寓言》《湘南应

用集》《江南甲乙集》《灵壁子》等。罗隐的诗很有境界，对人生

的认识也很深刻，如《孟浩然墓》批判了当时社会对书生的冷

遇：“数步荒榛接旧蹊，寒郊漠漠雨凄凄。鹿门黄土无多少，恰

到书生冢便低。”坟墓的高低显示了人死后礼遇的高低。

古代的很多诗人都是凭借着才华出名，但他却不一样，

虽然他才华出众，但是他因为丑陋，红遍天下。

不仅他的长相丑陋，而且他的嘴巴也很毒。

据说有一次罗隐和一位朝廷大臣坐在同一条船上，这位

朝廷大臣对船夫进行刁难，结果罗隐看不下去了，然后便对

船夫说：“那个人是谁，我脚上夹一支笔都能比他们 10个。”

结果，当年科举的时候罗隐直接落榜，他不仅落榜了这么一

次，在历史上，他一共落榜了 10次。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高考考了十次，十次落榜，这是一

个多么大的打击呀。

相貌丑陋，不为世人所喜，数十次参考科举，却屡屡落

第，十几年的蹉跎岁月，足以摧毁一个人。

也正是由于他性格的原因，才导致了科举迟迟不中。他

的诗，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通常带着一些讽刺意味，讽刺着

世间对他的不公，对于那些谄媚的势利小人，他通常都会看

不起。

但是，人丑归丑，嘴巴臭也归嘴巴臭，他的才华还是有目

共睹的。

二

群盗方为梗，分符奏未宁。黄巾攻郡邑，白梃掠生灵。

尘土周畿暗，疮痍汝水腥。一凶虽剪灭，数县尚凋零。

理必资宽猛，谋须藉典刑。与能才物论，慎选忽天庭。

官品尊台秩，山河拥福星。虎知应去境，牛在肯全形。

旧政穷人瘼，新衔展武经。关防秋草白，城壁晚峰青。

破胆期来复，迷魂想待醒。鲁山行县后，聊为奠惟馨。

———罗隐《送汝州李中丞十二韵》

虽说唐朝代言了诗歌的盛放，但晚唐时期的诗坛早已大

不如前，以一诗平步青云的案例越来越少，凭借诗歌吃饭也

越来越难。唐朝最后一位诗人罗隐就是最有力的见证者。

他自公元 859 年开始赴京应试，却连续七次未中，后来

他又断断续续考了几次，前后共有十几次之多，却都被刷了

下来，史称“十不上第”。究其原因，是应考官动了手脚，故意

不使他中榜。有才却无位，让罗隐终于看透了晚唐的腐败，此

后他便“破罐子破摔”起来了：反正已经这样了，倒不如随波

逐流吧。

那一天，无聊的罗隐趁着酒兴，挥笔为朋友写下了这首

《送汝州李中丞十二韵》。

初读此篇，给人的印象里这就是一首描写山河破碎、盗

贼四起的诗篇，字里行间充满了破败、颓废、荒芜，甚至是残

毁。比如“攻郡邑、掠生灵、汝水腥、穷人瘼”等等，大唐的江山

和战乱真可谓满目疮痍、千疮百孔、触目惊心。

当然，诗人也在描写中夹杂了自己的个人感情。在创作

这首诗篇的时候正值他最为落魄、最为无奈的年代，所以说，

这个时期也是诗人心里最为苦闷的阶段，在这首诗中我们不

难看出诗人复杂的生活经历。

其实，罗隐的讽刺散文的成就也很高，堪称古代小品文

的奇葩。

收在《谗书》里的讽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愤懑不平之言，

不遇于当世而无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谗书》跋）。他自

己也认为是“所以警当世而戒将来”的（《谗书》重序）。如《英

雄之言》通过刘邦、项羽的两句所谓“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

了那些以救民涂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强盗本质。最后更

向最高统治者提出了警告：“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

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

类似这样的光辉思想在罗隐的杂文中是不时流露的。

《说天鸡》《汉武山呼》《三闾大夫意》《叙二狂生》《梅先生碑》

等篇，也都是嬉笑怒骂，涉笔成趣，显示了他对现实的强烈批

判精神和杰出的讽刺艺术才能。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

中对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辟的见解。

他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

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

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

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

锋芒。”

罗隐在唐末五代诗名籍甚，有一些精警通俗的诗句流传

人口，成为经典名言。如“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家财不为子孙谋”“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

等。许多人喜欢他的《赠妓云英》一诗。《唐才子传》中有一段

故事，原文如下：隐初贫来赴举，过钟陵，见营妓云英有才思。

后一纪，下第过之。英曰：“罗秀才尚未脱白”。隐赠诗云：“钟

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

不如人。”

罗隐才高，云英色艺兼美，如何是不如人呢？只是社会没

有给他们机会吧？每次读到此诗，都会让人产生莫名的感动，

可能是诗人的遭遇让人不平吧。

三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

———罗隐《牡丹》

他还写过一首诗，甚至其中一句还被曹雪芹用来形容薛

宝钗，这首诗就是《牡丹》。

这首诗的意思是：牡丹花似乎是被东风吹的零落下来

的，但似乎又是有其他的原因。花朵层层叠叠，好像承受不住

春风的洗礼。如果它能理解人的语言那么它就会成为倾国倾

城的美女，便纵然是含情不露真情，也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

芍药只配充当它的近侍，芙蓉即使是看见了它凋零的落花，

也只能远远的躲避。可怜了韩弘这种成功者，没有惩恶除善

的真能力，只会对人间美好的事物痛下毒手。

他的诗通常带着一些讽刺意味，通常讽刺着世间对他的

不公，对于那些谄媚的势利小人，他通常都会看不起，于是就

借着夸赞牡丹的名义去讽刺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这首诗可

以称得上是从反面来称赞牡丹的，虽然几乎没有怎么写牡

丹：描写花开、花谢、花的美丽，而是用花来比喻人，这也正是

他独特的地方，使得这首诗更加的生动、引人注目。

他所处的年代，科举考试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不像

唐太宗李世民时期那样，只要你有才就不必担心英雄无用武

之地，至少考试是公平的，无论出身，只论才华。而到了唐末，

科举考试成了暗箱操作，你有钱你有势，哪怕你大字不识一

个，也照样进士及第。甚至录取的时候，完全取自于皇帝的个

人喜好，他喜欢你就录取你，不喜欢你哪怕你才高八斗也别

想及第。

每次考试的结果，都出乎他的预料，自认为答卷完美无

瑕的他，刚出考场的时候认为，即使中不了状元，榜眼、探花

应该没有问题，最起码得中个进士及第吧。可每一次，红榜上

密密麻麻的名字没有一个是他罗隐的，他什么也没中，别说

状元，进士及第都没他的份。

他想不通，他当然想不通，不是他没有才华，不是他的文

章没有做好，这一切全是他讽刺考官的结果。

所以，我们庆幸他做了失意才子，假使他像一般读书人

一样，在官场上浑浑噩噩地度过自己的一生，那么他就不会

写出“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样两句经常被

我们挂在嘴边的诗歌来，一个我们喜欢、失意时引为知己的

真性情的才子就不会存在。

最后，他把他的名字改为“罗隐”，预示他今后的生活将

会和隐士一样。这一年，他五十岁，知天命的年龄。

从此，你是风儿我是沙，四海茫茫走天涯。

四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罗隐《雪》

虽然他很丑，但他的才气还是非常出众的，也被当时的

人们所推崇。

他在唐末五代诗名籍甚，有一些精警通俗的诗句流传人

口，成为经典名言。据说有个朋友中了进士，罗隐写诗祝贺，

朋友的父亲却说：“儿子及第我并不高兴，高兴的是得到罗公

诗文一篇。”可见罗隐在当时的名气之大。

这首小诗非常的简单也通俗易懂，说的就是下大雪就是

丰年，但是丰年的时候又怎么样呢？长安城还是很多穷人在

忍受着寒冷和饥饿，瑞雪还是少点好吧。这首诗明面上是嘲

讽瑞雪没有用，其实暗地里是在批判统治的朝廷不体察民

情，让百姓受苦。这样直爽的批评朝廷，真的是刚到让人佩

服。

虽然他的诗充满了牢骚、抱怨、甚至是颓废，但是只要有

唐诗这一层镀金，就能完成绝地反转。他的诗塑造了一个活

脱脱的旷士形象，其愤世嫉俗的品格值得赞叹，人物也反映

出了晚唐社会的黑暗现实。然而，也反映了旧时代知识分子

执拗的心理。

那首比较出名的《自遣》，是对他和当时一些有才华而不

能报国的志士的无奈心理做出描述，这些句子至今还被一些

人引用，但已经是断章取义了。比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

愁来明日愁。”

而他诗中的佳句，如《蜂》中“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

苦为谁甜。”《筹笔驿》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

由。”将思想和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诗艺达到了极高的水

平。

民间传说，罗隐有一张“圣贤嘴”。说来也怪，他说什么就

灵验什么，大家既想讨他说好话，又怕惹他讲坏话。所以，他

在民间的故事流传不少。

比如罗隐堵河、吃猪肉、路铺茶、罗隐戏秀才等，无不代

表着老百姓对他人品的敬重和才学的爱惜，在此不再一一赘

述。

令人无奈的是，他生活在晚唐五代时期，这是一个希望

缺失的年代，政权不断更迭，战乱频仍，而罗隐也几经沉沦，

就算他付出了千倍百倍的努力，也只能换得一事无成的结

局。

于是，他写下“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这不

失为一种豁达，一种对时代悲剧无奈的自嘲，不管明天如何，

至少今天有酒，也就足够了。

时光流转，罗隐走了一千多年，而他的这句诗却越来越

多的被人想起，因为不管时光如何流传，悲欢离合、喜怒哀乐

一直是人间的主题，从未离开过。

只愿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悲剧时，亦能如他一般自嘲，如

他一般豁达。

伟大的唐王朝灭亡后两年，罗隐无疾而终。

然而，这样一个光芒四射的人却生不逢时，在唐末那样

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他的人生道路充满了坎坷，他也只能

自我解嘲地叹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

然而，“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谁又能在人

生得意的时候写出这样无奈、悲伤的诗句呢？

落日余晖虽美，但残阳如血。无奈中，他为大唐华丽的诗

坛，划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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