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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薛涛》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深描大唐女诗人薛涛的文化传记，兼具文学作品与学术专著特质：传奇的情节，翔实的史料
，诗性的描述，新历史视野的叙事，女性文化的解读。
本书上部，薛涛的人生遭遇、情感经历与社会交际，叙述薛涛从歌妓、女校书、女工商者，最后成为
女诗人的蝶变史。本书下部，薛涛的诗歌解析、薛涛的文化构成、薛涛的文化影响。
从空间考查，到历史文献——成都地域文化的独特诠释；
从身份焦虑，到身份证明——大唐第一女诗人的成长史；
从青涩少女，到丰饶女性——深描西蜀女校书的情感史；
从社会叙述，到文化解读——唐朝日常生活的风花雪月。
如果说诗仙绣口一吐半个盛唐，女诗人薛涛则裙袂飘连着中唐与晚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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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薛涛》

作者简介

谢天开，作家、副教授。有作品与论文为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学者辑录
。主要代表作品长篇纪实文学《国共兄弟》，为海峡两岸学者力荐。编著《民间艺术十二讲》。现为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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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薛涛》

书籍目录

上部   南北鸟
篇一   蜀江花
大唐孔雀，女诗人薛涛的被命名，中国诗界唯一的符号。
她虽说命运多舛却高蹈云端，身体释放身体，自我救赎自我，最终羽化为中国女性社会的集体记忆，
让诗人们追风赞叹，穿越千秋，影响古今。
篇二   锦官城
西川成都是大唐天下的肚脐，时称锦官城。丰腴、性感，被常年的盆地雾纱包裹得恰到妙处，恰到妙
处地遮掩，恰到妙处地炫耀。
宅兹中国，宅兹成都，滋润女性。
篇三   玄中观
“上善若水”、“恍兮惚兮”、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老子给蜀地带来了一种高阜深厚而绵绵浸泌的影响，虽说隐蔽却润物无声。那就是阴性的、水质的、
崇敬母性的老子哲学文化。
篇四   嫦娥镜
双鹊云龙月宫镜，俗称嫦娥镜。八出葵花形，圆钮。内区纹饰四分，两侧为展翅飞翔的衔绶双鹊，钮
下为海面腾龙，龙两侧有祥云陪衬。钮上月宫内中为大桂树一棵，两侧分别为一巨大的蟾蜍和捣药的
玉兔。
篇五   折腰齐
成都与长安为唐代音乐双峰并峙，长安为胡乐特色，成都为南乐特色；让人耳目一新，为之振奋。
那年薛涛十七岁，入籍两年了，她的双眸鲜亮迷离，步若风摇细柳，晃悠袅娜。
篇六   嘉州行
她居然做起天下男子们的白日梦：衣锦还乡，耀祖光宗。
不过，这在唐朝不为鲜例，女人有这样的想法，并不为过⋯⋯
篇七   色似金
幻影，幻听，幻觉，她病了，患上一种中唐社会颓唐之病，一种集体的臆病，别人噤若寒蝉，她却在
尖声地惊叫唤⋯⋯
男子可以任诞，可以简傲，女子怎么办？！
篇八   边城苦
命运叩响人生之门，晦暗的世风与她青春光亮的期待不停地纠结、搅杀，叫她的身心不得安宁。
荒芜了，她的心田竟无一丝青绿。凛冽的山风乱了秀发，荒山秃岭野马似地奔腾，狂野无羁，绝地哀
鸣。
篇九  满香砌
尽情抛洒青春，恣意浪费光阴，多梦时节，少女花季。
可是在眼下，欢乐的往昔，飘荡若幻景，良辰美景，成为尘封的记忆。
边关的寒风吹散了一切。
篇十   心独愁
南北鸟，往来风。那一首诗谶，似魔咒一样缠绕着薛涛今生今世。宿命啊，宿命。
她涉世愈深，感受愈切：天下男人皆为鸟，世间荣华都是风。
篇十一   复哀吟
五更疏断，枯枝零落，人生的帷幄，能否独立拉开？！
冬夜漫长，她在痛心地呼喊，问问问，这半江月属谁家物？
寒风冷冽，她在踯躅地寻找，看看看，哪一块云是我的天！
篇十二   白荒荒
此时，唐代后期最有政治作为的唐宪宗新继大位，以静制动，正想试探天下四方看谁不服从中央。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忽报西川刘辟拥兵自重，要挟朝廷给予大权，实属犯上作乱。
篇十三   日轮残
时政、欢歌、知遇、故主，一幕幕旧日光景浮现眼前。此刻，望见这摩诃池的水波都如此凄凉、颓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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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薛涛》

、暗淡⋯⋯
她，飞快地脱离了官府乐籍，搬出了锦浦里的官家寓所。在城外紧临杜工部草堂的浣花溪，另外赁了
一处房子住下来。
篇十四   好衣裳
萌发了彻底脱籍的想法，她想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
她要自己划自家的船，举棹高唱，击水中流。
篇十五   振霜威
本来他应当回长安述职了，欲望却在奔突之中，他还是被眼下这位红粉佳人牵挂住了，这是心口上的
一颗红痣，割舍不下啊，于是决定再盘桓下去⋯⋯
篇十六   枕流意
有心艳遇？无心邂逅？历史相会？！
这样的逸闻不久就生了翅膀，被渲染成为“梁州梦契”，而流芳百世千古了。
如果深度释梦，在这幽深梦屏后面，那红粉佳人，冷且艳，雪白瓷亮，一袭红裳裙，隐约可见。
篇十七   画眉长
春光恍在眉，两个女子相遇之际，不动声色之间，已在相互打量，激烈的较量了。
双方的容貌美丑，情智高下，仿佛通过各自额上的一双眉色，已然胜败立判了。
篇十八   莲叶间
她更在乎值得托付的那一刻，巫山云雨一梦，胜却庸常无数⋯⋯
汝曰：落英缤纷。
吾对：花开那夜。
篇十九   唳一声
元稹与白居易似有断臂山之恋。
当年，长安履道坊元稹家是白居易唯一能够促膝谈心、畅所欲言之地。
篇二十   乱鸣蜩
香火袅绕，有些呛人。在巫山神庙里，薛涛摇出一支签，竟然是下下签，又摇一支仍旧，她不敢奢望
了，有些怕，有些慌，有些乱了⋯⋯
篇二十一   风摇荡
平淡是真，一边牵挂并享受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天伦之乐；
激情澎湃，另一边回顾着青楼艳遇的踏花归来的马蹄之香；
这就是唐朝男人的生活，唐朝社会的风雅。
篇二十二   染轻沙
浣花溪畔，生产出薛涛笺，她为自己缔造出崭新的生活方式。
存在先于本质。薛涛突破了性别困境，自己救赎自己，她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从事工商、经济独
立的女诗人。
篇二十三   祸福兮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做一个好男儿，不要老大不能收拾自己了，晚节不保啊。薛涛的诗
如同一道魔咒，让元稹多少灭了些贪欲⋯⋯
篇二十四   羽衣舞
元、白二人都有强烈的音乐情结，白居易是始作俑者。
他早在江州就不堪忍受讴哑嘈杂的村歌鄙声。一旦到了锦衣玉食的杭州城，便想要恢复仙乐《霓裳羽
衣舞》，他修书函，要元稹助他一臂之力。
篇二十五   占山头
文士们各守山头，官僚们各有派系。
死地狱，活阎王，彼此间，用意气。
原本文艺上性情高雅的男人们，往往在官场人事纷争中却一身泥水。
酒色财气，四个字，之于中唐大男人们来说，最难过的就是个人意气。
篇二十六   双鱼底
在延续至晚唐的牛李朋党之争中，虽为远房表兄弟，李商隐两头受气，杜牧却两边吃糖。然而，成都
的美酒、笺纸却间接地沟通着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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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薛涛》

篇二十七   寄红笺
于性于情，男人看男人，才剖肝析胆，见肺见心，腥红丝丝点点，没有面具。
白居易的诗中说得如此明白，痴心的薛涛即使来到江南，也是春风不绿武陵溪的。
篇二十八   看花归
人不能老是生活在忧伤愁苦之中。不久，薛涛从浣花溪移居到城北的碧鸡坊。
有时换一个环境，也是对过去的生活来一次告别。
篇二十九   武担山
那夜无风，月色朦胧，他暗泣着，为自己长久的红颜知己动了笔墨。
《蜀中名胜记》记载唐西川节度使段文昌为薛涛亲撰墓志，“题曰西川校书薛洪度之墓”。
下部  往来风
篇一   来止兹
这样，中唐成都孔雀来历新推测便为：那只孔雀，应是于唐贞元九年（793年）或贞元二十年（804年
）间，由南诏国君王异牟寻向大唐西川节度使韦皋专门赠献的。
篇二   《十离诗》
《十离诗》：一个超越时空的女性文本，一次独特的文学体验。
悲情的火焰点燃了创作能量，真实的女性边塞体验，困窘纷繁的心路历程，月黑风高，呼天号地，欲
哭无泪，泥泞不堪。
君不见，在薛涛生前身后，古代中国还没有一位女诗人充军边地！
篇三   知不知
虽说历来都认为《筹边楼》为薛涛的压卷之作，其实薛涛的《春望词》，表现了女性的生存处境，才
是真正意义上女性“阴性书写”的代表作品。
篇四 暗池塘
在女性文化空间里，嫦娥是她的神话。她心里潜存着奔月的冲动，寻求自由新天地的深层意识。
她的欢乐与忧伤，悬挂在月亮之上。
篇五   长安夜
唐朝，纯美如月的情色，诗性弥漫的社会，饱满而朦胧的风尚。
我的唇，吻过谁？在哪里，我记不清了。这是唐朝女子之情、之欲、之意；一笑一颦，摄魂夺魄。
篇六   多少柳
唐代的男女交往，没有婚外恋的困惑，没有第三者的负疚。
薛涛更是男女自由交往的先锋，她轻贱礼与法，看重情与爱。听，薛涛飒爽地歌吟道：“不结同心人
，空结同心草！”
篇七   旧阳春
昨夜还是亲密无间，今日已隔万水千山。
先前的一嗟一叹，此时已化作了一痴一怨。
阳春，一下就旧了。
篇八   春日长
这里宜围棋，闲敲灯花，子声丁丁然，吟诗楼断无寂寥。
这里宜投壶，迎送万福，矢声铮铮然，吟诗楼红窗暗火。
篇九  似相接
薛涛暗自喜欢前朝诗人杜甫杜子美的诗。
杜甫曰：“城中十万家，此地二三户。”薛涛也有：“十万人家春日长”，就是化用老杜的。
篇十   花与树
薛涛诗的草部与木部，接续风骚，却翻新意，枝枝叶叶都关系着她的生计、她的异癖、她的交际、她
的崇尚⋯⋯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苍苍劲劲，芬芳自由⋯⋯
篇十一   忆荔枝
如果说杨贵妃是被诗人写荔枝的女人，那么薛涛便是在唐代第一次写荔枝的女诗人了。
篇十二   薛涛酒
“一杯名酒忽缠绵”，成都酿出的薛涛酒，却将这大江东去的豪饮在流逝的岁月里换作了卿卿我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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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薛涛》

浅斟低吟了，佐酒之物亦为成都名特小食品“薛涛香干”。

篇十三   碧鸡坊

暮年的薛涛，冬日最喜欢填写“九九消寒图”，自冬至起，每天填素梅一瓣，凡八十一日而事毕。这
既为习俗，也为仪式。
篇十四   女校书
吟诗楼前，花枝不断，四季春意。名至实归，薛涛终结了把持诗坛话语权的男人天下，雄霸大唐诗坛
的男性精英们自此不敢轻视女诗人了。
篇十五   薛涛笺
凝视，产生幻觉。
桃红灼灼，夭夭美妙。薛涛笺的轻薄、暧昧，竟能冰激诗人们的创作欲望。
由技术提升为艺术，薛涛笺风行千秋的奥妙。
篇十六   薛涛坟
小桃花绕薛涛坟，锦江畔，云水间，一个精灵在徘徊，美目相眄睐 轻衣现素身。
唐、宋、元、明、清，隔代不隔情。
文化没有时空。她的魅力千年不减，个中神奇，有谁能够说得清楚，道得明白？！
篇十七   媚青天
文妇，智商情商俱高的女性。
西蜀，自古有四大文妇：文君、薛涛、花蕊、黄娥。薛涛格外另类。
天下的女性都羡慕成都的姐妹。
篇十八   蹑青冥
孔雀的光晕与薛涛的光晕相互交汇而不断增殖，并成为了中国诗歌史上一个特定的隐喻：孔雀成为薛
涛的符号，薛涛成为孔雀的象征。
薛涛，唐代诗歌中的孔雀，这个崭新、惊奇且充满怀念与忧伤的意象值得细细考量。
篇十九   望江楼
大唐的薛涛，犹如一只凭空飞来的孔雀，美丽得匪夷所思。
她最终成为了大唐诗坛星空一颗织女星，独立不羁，光芒闪亮。
诗仙绣口吐出半个盛唐，薛涛的裙袂则飘连着中唐与晚唐。
附录一：大唐薛涛（歌词/天开）
附录二：     薛涛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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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薛涛》

精彩短评

1、这样一本描写女诗人薛涛的传记 为此类作品树立了新高度
2、“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一语成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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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薛涛》

精彩书评

1、《大唐薛涛》，一部慢阅读的书。适宜于半窗轻风品茗，灯下看美人的读法。精练、韵致，画面
，心摹于汉诗的意味。繁复、铺陈、咏叹，追崇于汉赋的华丽。幽默、快意、稀松，吸纳于方言的地
气。短句，长句，奇偶句，古代，现代，后现代。描述，抒情，议论，嘈嘈切切，鱼沙俱下，错综进
行，在保持整体的叙事节奏风格的同时，呈现出一种古典对立现代的复调语境。在叙事策略上，典藉
陈列，今人旁白。以细读的功事，串连，解证薛涛及同侪诗歌，在正史之外，参以稗官笔记。大胆的
猜想，小心的钩沉。于故纸翻新意，于平常作另解。尽力还还原唐人社会，唐人风尚，唐人习俗，唐
人心态，而文史纠缠，学术摇曳，虽存商榷之处，力争一家之言，偶尔失之偏执，但盼方家之雅正。
在对汉语的抒情传统同持一份敬意与温情的同时，笔墨当随时代。
2、《大唐薛涛》阅读前有感喜获天开相赠新作《大唐薛涛》，我心甚欣甚惜！又见网上已有阅读短
评，心里便觉应该写点什么作‘书评’，无奈我天资迟钝天性慵懒，‘短平快’之类断断逼不出。若
随意评之又怎对得起赠书者之美意？可懒散的我还未正式阅读又从何评起，此况堪比小学生迟迟交不
出作业般忐忑不安。情急之下，竟想起两件不相干之事，一下释然，于是细细记之，权当‘书评’。
其一：年轻时等情书的情景，一封信寄出去，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时间，算着该有鸿雁传书回川了，就
天天去传达室盘桓，绝不好意思开口问的，只拿眼角的余光瞟那桌上堆满的信，装着不经意翻一下，
没有熟悉的字迹，那份失望便如含冰似的凉透心。可真盼到了书信，明明欣喜若狂，却又装出一副淡
然样。拿回宿舍，断不会马上看的，只小心地收好，定要等把该做的事做完，没有了纷扰，心已静下
来，这才轻轻打开阅读，与他对话，也与自己对话，让心沉浸在世俗以外的另一个时间和空间里，享
受着这份恬静安逸及喜悦。我想，阅读薛涛，就是这份心情。只因太喜爱，太仰慕，就断不敢轻易与
她对话，只看了目录，便已向之往之，倾慕甚之。于是告诉自己再等等吧，须得等心静下，窗外有绿
茵鸟语，捧一盏清茶，于袅袅茶香中开卷阅读。另一件更不相干的事，小时候吃石榴的情景。记得那
时石榴很是稀罕之物，只有过中秋节才有得吃，而且一两个石榴几姊妹分享，父母都不舍得吃的。分
到自己的一份后，看着一颗颗鲜红欲滴、晶莹剔透的石榴，怎么也不忍吃，总是惊奇这美如宝石的东
西竟是自然天成，简直让人爱不释手，要在手中欣赏好久才开吃，一颗一颗小心翼翼掰开，放进嘴里
要含一会儿才慢慢咬出汁水，再细细回味那份浸润心底的甘甜。还是回到《大唐薛涛》吧，天开的文
章风格独特，文字一向很美，总会在人意想不到之处，或写景或描人或叙事时，跳出令人惊叹的文字
，看似突兀，却又是那么自然天成，给人以美妙的享受。薛涛一书，应该更是如此。阅读她，就如品
那晶莹剔透美如宝石的石榴，须得心怀珍惜、爱怜，细细品味，绝不可‘狼吞虎咽’的。此两种感受
，就权当正式阅读前的‘书评’吧。
3、翻开书，喜不自胜！合上书，一声叹息！喜的是本书精致的排版，优美的文字。叹的是诗人飘零
如浮萍，爱恨交织的一生。大唐薛涛——薛涛诗“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许是小女儿家懵懂无
知时随口拈来的一句诗而已，哪曾想竟囊括了自己一生的命运？大抵这就是命运与这位才女开的一个
大大的玩笑。从沦落为“艺妓”结识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韦皋、段文昌、武元衡、
元稹等名流，他们或许是南北鸟，或许不过是往来风，只是在她生命中留下了印记或者驻足停留一会
儿，便走了。《谒巫山庙》：“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斗画眉
长。”一首诗她声名鹊起，之后韦皋推荐为“校书郎”与当时诗坛名流唱和诗歌众多，书中细细详述
其中原委。她是孔雀，是一只睿智的孔雀，一只才貌俱佳的孔雀。大唐薛涛——薛涛情元稹——初识
元稹便是薛涛的缘故，他们一个是满腹锦纶的风流才子，一个是才思敏捷的的惊世女子，他们就像自
然天成的一对儿，笔墨纸砚间两颗心的碰撞儿生出了情意。他们也曾蜜里调油，或许还曾海誓山盟，
只是这段爱情在命运的推动之下，昙花归于一现，于是就自然而然有了一个俗得不能再俗，痴情女子
薄情郎的故事。这位大名鼎鼎的诗人一度让鄙人不喜，以至于高中时读到“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
山不是云”时都被作者名字惊讶到了。此时才明白，原来有些女子痴痴等待，深情所系之人，在男子
眼中不过是他取次的花丛，最终的结局自然是懒回顾的。原本以为这是一段旷世其缘，后来才发现这
样的爱情原来并非是两个灵魂之间的完美契合，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浪荡子便成为鄙人对他的印象
。他的《会真记》清楚地记录了他的薄情，风流便风流吧，但他以“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
，必妖于人”为借口为自己辩解时，真真儿让人不喜。之后的日子他所取次的花丛中，偶尔也采撷两
朵时，估计早已忘记在成都还有一位痴痴等待的佳人吧！人都说：“人不风流枉少年”，于是男子风
流，女子伤情成为了社会主流。“花开不同赏，花落不同悲。欲问相思处，花开花落时”情之一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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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害人、伤人，只是作为一位有思想的女子岂能少了风骨？薛涛与元稹分别多年，但始终未曾纠结于
儿女情长中，依旧把日子过得风生水起。虽然肯定也怨怼过，恼怒过。可她毕竟没有失去自我，虽没
有“你若无情我便休”气魄，但她终究没有沉溺与儿女情长，不似鱼玄机那般逼仄，不似卓文君那般
决绝。元稹若是把薛涛当做他生命中的过客，那么薛涛又如何不能也把这段爱情当做生命的过客？大
唐薛涛——薛涛笺古隆中有一副奇联，上联是：“南华经，相如赋，班固文，马迁史，薛涛笺，右军
帖，少陵诗，摩诘画，屈子离骚，古今绝艺。”可见，薛涛笺在当时或者说在以后的时代中有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一个女子，能在这样社会制度森严的男权社会之下，成为后世所敬仰的对象，自然有其
过人之处。薛涛除了是诗人，还是一位对生活有着极高要求的人。她喜红色，便着人制作了红色的薛
涛笺，她好制小诗，便命匠狭小之。于是薛涛笺便在这样一个女子的手中成型以至流传多年而被人称
赞，这算是命运对她的补偿吗？大唐薛涛——望江楼因薛涛寓居成都，明清为了纪念这位女诗人，在
成都锦江之滨修建了望江楼。“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成都望江
楼下，千古的江流依旧流淌着，云淡风轻地看着风流人物起起落落。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恩恩怨
怨终究随着烟云消散。而这副上联也成为了一道明亮的风景，照耀了千古的江流。其中或许还隐晦地
暗指薛涛的一生，薛涛便是那望江楼，只能静静地望江流，流水无情，流水落花春去也，流水的日子
摧残了年轻的容颜······望江河畔遥望望江楼，孤独地伫立在繁华的中央，望江楼如薛涛般孤
独，虽然没有相濡以沫的爱情，没有子嗣，到底千古流传。（很久以前就喜欢薛涛，敬仰这位女诗人
，但鄙人近两年辍笔，看了《大唐薛涛》完全不知如何表达内心喜爱之情，零散见解权当做书评吧！
）
4、在巴蜀文化圈中，成都属于西蜀，极具阴柔的特质。仰赖于岷江冲积，都江堰的扇形灌溉，丰饶
、富庶，插一根筷子也会生长出一笼竹子的膏腴之地。成都的性别？！元代费著《笺纸谱》记载：《
易》以西南为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西汉大学者扬雄在《蜀王本纪》里郑重其
事地记述：老子为关令尹喜著《道德经》，临别曰：“子行道千日后，于成都青羊肆寻吾。”老子光
临成都，让蜀地成为道文化与道教的策源地。千百年来成都人民深受老子《道德经》的浸染，“上善
若水” 、“恍兮惚兮”，已为成都人的口头禅与生活作派。然而，先哲老子给蜀地带来了一种高阜深
厚而绵绵浸泌的影响，虽说隐蔽却润物无声。那就是阴性的、水质的、崇敬母性的李耳哲学文化。玄
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道德经》“上善若水”，青羊宫玄中观里的高深哲学，历时千年流变
，早已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渗流出涓涓泊泊，滋润着蜀地民间日常生活，终让成都为一座中国女
性文化得天独厚的城池。老子的思想铸造了成都的哲学。在历史层累上，成都女杰辈出。吴越饶营妓
，燕赵多美姝，宋产歌姬，蜀出才妇。——（后蜀）何光远《蜀才妇》蜀多文妇，亦风土所致。——
（明）陶穀《藏锋都尉》才妇，亦为财妇，既有很高的文学涵养创造，也有富裕经济保障，智商情商
俱高的女士礼赞。西蜀，自古有四大才妇：文君、薛涛、花蕊、黄娥；薛涛格外另类。嗯，在成都知
识女性潜意识里，薛涛是一个标杆，不为超越，只为朝着那里，有一个仰望。名动大唐的蜀女有三位
，分别出生于利州的武则天、崇州的杨玉环、嘉州的薛涛。乐伎而工篇什者，成都薛涛，文之妖也。
——（中唐）李肇《张登善小赋》红粉文妖，一种闪烁的诅咒。嗯，在成都知识女性潜意识里，薛涛
是一个标杆，不为超越，只为朝着那里，有一个仰望。润物无声，不仅风土使然，更是文化遗传。而
今而后，这样的蜀地女性文化遗传基因还在复制，还在变异⋯⋯北宋成都尹吕大防撰《锦官楼记》在
论蜀地风水时，开宗明义道：蜀居中国之西南，于卦为坤。坤有致养致役之义，而风俗肖焉。《大唐
薛涛》写后，罢笔良久⋯⋯唉，叹一句：成都从来就是一座女人城。2015/10/29于锦城清水河
5、捧着这本书，翻开第一页，读了几行字，便知这不是一本可以快快读完的书。正因为此，至今未
读完，但颇有些感想。初读《大唐薛涛》便在眩晕中惊艳，文字太美了。开篇的气氛渲染，让人有些
窒息，也让人身临其境，和一个个历史上真实的诗人相遇，感觉身处流淌的诗河之中，何其享受！才
华出众、语言驾驭能力超强、文化底蕴深厚的作者不仅仅是塑造一个鲜活曼妙的唐代女诗人薛涛，而
是让我们透过这个人物，看到了那个时代蜀国的文化、政治、爱情、风俗、地理、物产......达到了艳
而不俗、美而厚重的境界，从而有了可以一读再读的冲动，这才是这本书的出色之处。一人一世界，
让我们慢慢地读谢天开的《大唐薛涛》
6、最近身边的几个教师朋友一直极力推荐品读《大唐薛涛》，刚翻开目录就颇为震撼。文字精美，
语言奇巧，古文言的潇洒刚毅又不乏清新淡雅，却能用现代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娓娓道出，风格独树
一帜。人物的形象用电影蒙太奇似的段落呈现再次惊艳了读者的眼球，薛涛的传奇丰富的一生在作者
笔下恰如清风斜雨中的一朵明艳的牡丹，傲然绽放又惹人疼惜。放下繁琐的工作，一壶清茶，心头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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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万般浮躁，翻开此书，千愁万绪立即化为茶尖细叶的一丝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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