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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壮丽的关中平原东部名城渭南是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故里。曾经两度在渭
南的乡居生活，是白居易难以忘怀的人生
阶段，也对其诗歌题材的拓展与审美倾向
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卜居渭上

白居易的家世及迁徙历程，据史料记
载，其远祖是秦朝名将白起，白起为秦国统
一六国立下大功，被秦王封为武安君。他后
来惨遭奸人陷害，被赐死于杜邮。秦始皇统
一天下后，追念白起当初的功劳，封其子白
仲于太原，于是，白家世代为太原人。白起
之后二十三世孙白邕，在后魏曾经担任过
太原的太守。白邕之后的五世孙白建，担
任过北齐的五兵尚书，当朝赐田于韩城，白
家从太原迁徙到韩城。白建的曾孙白温曾
经担任过唐朝的检校都官郎中，这时白家
才迁徙到下邽。

白居易生活的年代，是唐代经过“安史
之乱”逐渐趋于衰落的时代。从表面上看，
社会秩序暂时恢复安定，但已不是城市繁
荣、人口稠密、流通兴旺的强盛境况，而是宦
官专权、藩镇割据、党祸不断的局面，处在这
历史夹缝中的唐王朝，虽然有过短暂中兴，
然而风雨飘摇、动荡不安，前景仍然黯淡。

贞元二十年（804），白居易三十三岁，这
年暮春时分，他回到下邽故居。其原因在
《泛渭赋》里说得非常明确：“十九年，天子并
命二公对掌钧轴，朝野无事，人物甚安。明
年春，予为校书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渭上。”
所谓“卜居渭上”，是指归居下邽县义津乡金
氏村——因为此地曾经是汉代金日磾的封
地，也许是其后人聚拢居住在这里，故名金
氏村吧。

此次卜居渭上，白居易心情平静而欢
畅，社会相对安定平顺，“朝野无事，人物甚
安”——这是他直观而质朴的感受。前几
年，白居易幸运而必然地通过严格的科举考
试，进士及第，其“十年常苦学，一上谬成
名”，更何况“慈恩塔下题名处，二十七人最
少年”——前程似乎在一瞬间放射出来耀
眼的光芒。进士及第，在唐朝是读书人最
大的梦想与荣耀，也是“释褐”的必备条件，
而从此走上仕途。第二年，经过吏部书判
拔萃科及第，授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官职
不大，却是良好开端。更重要的是与元稹
订交，结为一生一世的好友。这一切，都使
白居易感到前程光景灿烂无边。在这种背
景和心情下，他要干的一件大事，就是“始
徙家秦中，卜居渭上”，把全家安居在下邽
义津乡金氏村故居。

金氏村故居，有“榆柳百余树，茅茨十数
间”（见《白居易诗集校注》卷五《效陶潜体诗
十六首》之《其九》），想起来也十分宽阔，绿
树浓荫，翠色透窗，这使得长期四处漂泊的
白居易有了家的感觉，他非常珍视这个家。
这天，他信步出村，只见村南满地的桃林绯
红一片，不由得吟诵道：

村南无限桃花发，
唯我多情独自来。
日暮风吹红满地，
无人解惜为谁开？

安排好家事之后，由于公务在身，白居
易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金氏村故居。不过，在
这段时间里，白居易经常来往于长安与下邽
金氏村之间，他说：“家去省兮百里，每三旬
而两入。”他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这里山
水是如此美好，就干脆在这里住下不走了
吧。然而，他刚刚步入仕途，还未真正尝到
世事的艰难，“达则兼济天下”的宏伟理想依
然还在激励着他，他不甘心就此停住，终于
还是展翅远飞了。

任官周至与《长恨歌》

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从故居返
回长安后，与元稹居华阳观一起苦读，以
应制举考试。制举考试，最主要的项目是
试策——所谓的“策”，就是针对皇帝的

“提问”做出自己的“对策”，而“策”的内容
都是当前迫切的时政问题，考查考生的实
际处理问题的能力。为了能顺利过关，他
与元稹在永崇里华阳观一块积极备考，撰
写出的《策林》，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
事、外交、刑法、吏治等方面，系统地论述了
自己的意见和主张。

制举考试，白居易入四等。朝廷依等授
官，元稹担任左拾遗，白居易授周至县尉。
《旧唐书》之《白居易传》说，“居易文辞富艳，
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
数十百首，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
缺”。畿甸，指周至，这段话是说白居易在周
至写出了数量甚多的“讽喻诗”。其中就有
反映残酷现实的代表作《观刈麦》。这首诗
描写了关中麦收时节的农忙景象，对造成人
民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提出指责，对于诗人
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丰衣足食而深
感愧疚，很有思想高度。

元和元年（806）冬季，在陈鸿、王质夫等
朋友的邀请下，“暇日，相携游仙游寺”，酒宴

上，他们在一起谈论起五十多年前唐玄宗与
杨贵妃的故事。说到兴奋处，王质夫举起酒
杯，走到白居易面前，怂恿他说：“夫希代之
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
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
之。如何？”于是，“深于诗，多于情”的白居
易创作出了千古名篇《长恨歌》。

官拜授左拾遗

白居易诗歌文采斐然而又通俗易懂，得
到大唐各阶层人的喜爱和传吟。此时，唐宪
宗励精图治，喜欢直言纳谏之士。元和二年
（807）秋天，他下诏将白居易自周至调京兆
府担任进士考官，试毕，由集贤院召入翰林。

元和三年（808），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得
授左拾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牛增
孺、皇甫湜、李宗闵等登第。宰相李吉甫以
三人对策语直，泣诉于上，三人均不如常例
授官。考官因之被贬。白居易上《论制科人
状》，极言考官不当被贬。其后，李吉甫子李
德裕与牛增孺等各结党，“牛李党祸”从此而
起。白居易也因此受李德裕排挤。淮南节
度使王锷入朝，多进奉，谋为宰相，白居易上
《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力谏不可。他屡陈
时政，因为谏言切中时弊，被朝廷所认可。

白居易就这样“位未足惜，身未足爱”
（左右拾遗是从八品），履职“天下利病无不
言”拾遗生涯，觉得这是实现“达则兼济天
下”政治怀抱的好平台。元和四年（809）十
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唐宪宗“令神策中
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引起大家不满，白居
易激切抗争，甚至当面指责唐宪宗。唐宪宗
很不高兴，给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
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好在李
绛对这件事的态度和白居易一致，他对唐宪
宗说：“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
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此
言缓和了气氛，平息了唐宪宗的怒气。

然而，这次上谏的后果很快显现出来。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左拾遗任期将满，唐
宪宗找了个理由让白居易改官走人。这段
意气风发的翰林学士兼拾遗的政治生涯，从
此完结了。这也成了白居易从政以来的重
大打击，原先“誓酬君王宠，愿使朝廷肃”“只
要明是非，何曾虞祸福”的愿望，只落了个

“入仕欲荣身，须臾成黜辱”的下场。
白居易大约从贞元三年（787）至元和五

年（810），有讽喻诗 170 余首，基本写于此
时。早期的白居易属于政治理想主义者，
大量创作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诗风冷
峻犀利，鞭挞有力，使“权豪贵近者相目而
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见
《与元九书》）却得到老百姓的欢喜，得到广
泛的流传。元稹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
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
不道……自有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
者”（见《白氏长庆集序》）。白居易的讽喻诗
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普遍传颂，因为他在诗中
揭露了当时的社会黑暗现实，引起了大家的
情感共鸣，具有强烈的思想和认识价值。

丁忧紫兰村

元和六年（811），白居易的母亲陈氏因
为看花，不慎掉入井中，卒于长安宣平里第，
还不到60岁。按照古代礼制，父母亲去世的
三年内，要服丧守灵，不能工作。他含悲忍
泪，带着丧母之痛和政治上的失意，“丁忧”
渭上，全家迁回下邽县义津乡金氏村，将母
亲葬入白家祖坟。由于前述原因，白居易心
境和上次“卜居渭上”大不一样，在《重到渭
上旧居》诗里，他写道：

旧居清渭曲，开门当蔡渡。
十年方一还，几欲迷归路。
追思昔日行，感伤故游处。
插柳作高林，种桃成老树。
因惊成人者，尽是旧童孺。
试问旧老人，半为绕村墓。
浮生同过客，前后递来去。
白日如弄珠，出没光不住。
人物日改变，举目悲所遇。
回念念我身，安得不衰暮。
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
唯有山门外，三峰色如故。

仅仅几年时间，旧居村庄就发生了这么
大变化，当年在土地上插的柳条，已经蔚然
成林，所栽种的桃树苗成了老树，而自己
呢？“朱颜销不歇，白发生无数”。这一切的
一切，都使白居易黯然神伤、情绪低落……
刚料理完母亲的丧事，爱女金銮子又不幸夭
折，年仅三岁。这真祸不单行，雪上加霜，

“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结为肠间痛，聚
作鼻头辛”，白居易一时间掉入了痛苦深渊，
病倒了。这样的苦痛该如何解脱呀？“我闻
浮屠教，中有解脱门”，他愿意“置心为止水，
视身如浮云”“抖薮垢秽衣，度脱生死轮。胡
为恋此苦，不去犹逡巡？”——欲遁入佛门以
解此苦。金氏村西原先有一座兴福寺，因为
白居易“制紫衣以献之，始更名为紫兰寺”。
也许，在极度痛苦中，只有专心礼佛才能暂
时得到精神解脱，故有此举，当为史实。

元和七年（812）深秋，白居易把祖父母
的灵柩，分别从权厝于下邽县下邑里、新郑
县临洧里“迁葬于下邽县义津乡北原”；同
时，也把其父白季庚的灵柩从“权窆于襄阳
县东津乡南原”（见《襄州别驾府君事状》）迁
回与母亲合葬在一起。次年二月，从符离县
之南偏，将外祖母与幼弟白幼美的灵柩迁葬
于北原。这是他丁忧故居期间，全力为之的
事关孝道的大事情，完结了多年悬挂在心头
的念想。白居易两年内连续经历了这么多
大事，花费自然不小。丁忧期间无俸禄，长
兄白幼文病养符离，估计也没有多少资助，
家中生计陷入穷困之中。

为了排解心中的忧愁，天色晚了，白居
易走出家门，去田间散心：“霜草苍苍虫切
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前门望野田，月
明荞麦花如雪。”也许在这辽阔的田野里，凛
冽的秋风能吹散心头的郁积。村子南北空
旷无人，他只好孤零零地伫立在地头，看着
月光下如雪的荞麦花……或者在蒙蒙细雨
里独自一人到村外渭河沙滩上去散步：

渭水寒渐落，离离蒲稗苗。
闲傍沙边立，看人刈苇苕。
近水风景冷，晴明犹寂寥。
复兹夕阴起，野色重萧条。
萧条独归路，暮雨湿村桥。

他想将愁苦排解在大自然的优美景色
中。直到阴风吹起，天际飘洒着蒙蒙细雨，
天色已暮，才踏着潮湿的小道回家。要不，
他就持一竿竹，在河边垂钓：

渭水如镜色，中有鲤与鲂。
偶持一竿竹，悬钓在其傍。
微风吹钓丝，袅袅十尺长。
谁知对鱼坐，心在无何乡。
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
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
况我垂钓意，人鱼又兼忘。
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
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

“身虽对鱼坐，心在无他乡。”他想起遥
远时代的姜太公。当年的姜太公也曾在渭河
边垂钓，但那是“钓人不钓鱼”，希冀有人上
钩，以实现自己的宏图大志，这与自己多么相
似，但姜太公“七十得文王”，终被周文王请去
干了一番大事业。而自己呢？当今的“周文
王”在哪里？他想到这里，不禁心头一沉，顿
生惆怅，他又坐不住了，默默收起钓竿走回家
去。回到家里，又独自举杯，以酒浇愁。

白居易身体“本来形体羸”，这一连串的
打击更使他“戚戚抱羸病，悠悠度朝暮”。然
而，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正确的，再三检点，没
有丝毫的个人利益夹杂其中，全是为了社稷
苍生，尽管忧而成疾，却不改变其主张。但
这有用吗？因而又有“去国固非乐，归乡未
必欢”“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的情绪流
露。古代知识分子总是在“出世”与“入世”
之间徘徊，白居易表现得更明显一些，遇到
挫折便想放弃自己的主张，《遣怀》这首诗就
表现了他矛盾与纠结的心理：

乐往必悲生，泰来由否极。
谁言此数然，吾道何终塞？
尝求詹尹卜，拂龟竟默默。
亦曾仰问天，天但苍苍色。
自兹唯委命，名利心双息。
近日转安闲，乡园亦休忆。
回看世间苦，苦在求不得。
我今无所求，庶离忧悲域。

乡村老百姓的日子苦透了，他们衣不遮
体，烧着“蒿棘火”取暖，村巷人家因贫穷而
不断发生亲人的丧亡。凄惨的哭声令人同
情与伤悲，白居易写下了这令人揪心的哭
声，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昨日南邻哭，哭声一何苦！
云是妻哭夫，夫年二十五。
今朝北里哭，哭声又何切！
云是母哭儿，儿年十七八。
四邻尚如此，天下多夭折。
乃知浮世人，少得垂白发。
余今过四十，念彼聊自悦。
从此明镜中，不嫌头似雪。

此刻，他联想到自己：
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
褐裘覆紖被，坐卧有馀温。
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
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和民不聊生的生活相比较，白居易“念
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能有如此的觉
悟，在其时算是进步思想，说明他对老百姓
的苦难有深刻的同情。唐代中后期，内有藩
镇割据，外有吐蕃入侵，唐王朝控制的地域
大为减少，却供养了大量军队，再加上官吏、
地主、商人、僧侣、道士等，不耕而食的人甚
至占到人口一半以上。农民负担之重、生活
之苦可想而知。白居易对此深有体验，他在
另一首诗中所写“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
苦”，即是对乡村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携
来朱门家，卖与白面郎。与君啖肥马，可使
照地光。愿易马残粟，救此苦饥肠。”这是一
幅多么辛酸悲惨的生活图景啊！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丁忧到了除服

时间，但出仕毫无音信，他决计务农为生：
犹须务衣食，未免事农桑。
薙草通三径，开田占一坊。
昼扉扃白版，夜碓扫黄粱。
隙地治场圃，闲时粪土疆。
枳篱编刺夹，薤垄擘科秧。
穑力嫌身病，农心愿岁穰。
朝衣典杯酒，佩剑博牛羊。
困倚栽松锸，饥提采蕨筐。
引泉来后涧，移竹下前冈。
生计虽勤苦，家资甚渺茫。
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

这首寄给崔群等朝廷大臣的长诗，固然
有虚构的艺术成分在内，却是他在乡村真实
的农民生活记录。整天在地里忙活，身体也
强壮起来，他在《得袁相书》诗中形容自己：

“谷苗深处一农夫，面黑头斑手把锄。何意
使人犹识我，就田来送相公书。”袁相，即袁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白居易在贞元十
六年（800），进士及第后再游江南时，袁滋由
尚书右丞出刺华州，由此相识。此时，任山
南东道节度使。若不是邮差赶到地头送来
袁相的信件，有谁还认识他是白居易呢？他
在下种收割的过程中，觉得种地来得实在，
也感到踏实，又说：

种黍三十亩，雨来苗渐大。
种薤二十畦，秋来欲堪刈。
望黍作冬酒，留薤为春菜。
荒村百物无，待此养衰瘵。
葺庐备阴雨，补褐防寒岁。
病身知几时，且作明年计。

白居易村居数年之后，思想感情发生了
很大变化，认为种田人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在学农的过程中，他虚心向老农学习，同老
百姓建立了深厚情谊：“村中相识久，老幼皆
有情”“言动任天真，未觉农人恶”。他也逐
渐习惯了乡居的生活，心态变得平静下来，
有《村居二首》：

其一
田园莽苍经春早，
篱落萧条尽日风。
若问经过谈笑者，
不过田舍白头翁。

其二
门闭仍逢雪，厨寒未起烟。
贫家重寥落，半为日高眠。

这年冬天，唐宪宗终于下诏，授了一个
闲散职务左赞善大夫给白居易。从此他永
远离开了渭上紫兰村……但是，无论是谪贬
江州还是其他地方，故乡仍然是白居易精神
寄托和心灵的安栖之地，令他魂牵梦绕。离
别家乡，心头一阵酸楚：“掩泪别乡里，飘摇
将远行”——此去不知何日还，他满怀惆怅，
踏上通往长安的古道。

诗风转折

白居易渭上丁忧期间，是其诗歌的重大
转型期。在伤痛忧患不断的情况下，白居易
诗兴却不曾减弱，有学者说他共写有 119首
诗歌，仔细检点，不算一题多诗，计有86首。

白居易从周至县尉调任朝廷，担任翰林
学士及左拾遗这段时期，勇于实践“丈夫贵
兼济，岂独善一身”的政治主张。傅璇宗先
生认为，“五年间的翰林学士生活，是白居易
一生从政的最高层次，也是他诗歌创作的一
个高峰”（见《从白居易研究中的一个误点谈
起》）。高峰过后就是低谷，后来白居易的
改官，接着丁忧渭上遭遇的个人种种伤痛忧
患，“给他带来思想、情绪上的最大冲击”。
在这个背景下，反映在诗歌写作上，便有了
一个新的转折，由此进入伤感诗写作。

在秉持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的同时，
他开始出入于道释，尤其是在其诗歌写作
上，渐渐消减了讽喻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影
响，转向抒写内在的个人情感与哀愁——
这个过程持续到了以后的岁月，《白香山
集》共收 123首伤感诗，力作萃于退居乡村
故居这个时期。

□柏峰

白居易在渭南的乡居岁月与诗作
辋川烟雨、石门汤泉；玉

山并秀、灞水环青。你见过什
么样的蓝田？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
日暖玉生烟。”蓝田玉山，日光
煦照，美玉精气，远察如在，近
观却无。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
蓝关马不前。”蓝关古道，沟通
秦楚，韩愈阻雪，一腔忠愤。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辋川秋浓，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让人陶醉，忘怀世事。

“终南之秀钟蓝田。”山
雄、岭秀、原坦、川阔，绿海飘
翠的关中平原和巍峨雄伟的
秦岭怀抱之中，蓝田县古韵延
绵至今，焕发新意。

灞上
“濯濯长亭柳，阴连灞水流”

人们常说“八水绕长安”，
灞河便是八水之一。灞河原
名滋水，春秋时秦穆公称霸西
戎后改名为霸水，后人在“霸”
字旁加上了三点水。每到阳
春时节，灞河两岸柳絮纷飞，
宛若雪花。文人墨客会聚灞
水之畔，或赏灞柳美景、吟诗
作对，或折柳相送、依依惜别，
极尽风雅。

灞河溯源，来到蓝田灞源
镇青坪村，大山环绕，形成一个天然小盆地。古老
民居在大树的掩映中，影影绰绰地透出雕刻精致的
窗棂，几名老人坐在自家门口忙着手中的活计，狗
兀自吠几声，惊起了树上的雀儿。青坪村党支部书
记李祥岐是这里的河长。他说，洪水期水流湍急，
以前灞河上游一发水，下游就遭殃。这些年退耕还
林、涵养水源，生态环境成了群众的金饭碗。

环顾四周，灞河之上，秦岭层峦叠嶂、碧绣成
堆。难怪青坪村吸引了不少艺术家驻足停留，还成
了陕西国画院授牌的“文化艺术村落”。因为游客
日渐增多，无论是灞源镇传统特产豆腐干，还是新
栽种的蓝莓、香菇，都很受欢迎。

“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从青坪
镇顺灞河一路往西，便到了白居易笔下的白鹿原
一带。《水经注》有载，“有白鹿游于此原，以是
名。”1982年，作家陈忠实从西安市区搬回老家白
鹿原，专心写作而成长篇小说《白鹿原》。位于蓝
田县前卫镇的白鹿原影视城，是陕西省重点文化
产业项目，成为西安及周边省市节假日游客的热
门打卡地。影视城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
1400余万人次，来往游客也为当地村民提供了致
富创业的新途径。

古道
“一本陕菜谱，半部蓝田味”

秦楚古道是秦国的“高速公路”，而贯穿蓝田全
境的部分，就是诗中鼎鼎有名的蓝关古道。作为十
三朝古都长安的京畿之地，络绎不绝的运兵、迁官、
游学、经商人流经古道交织于此，孕育了丰富的餐
饮文化。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核桃、葡萄、石榴、黄
瓜、大蒜等异域食材。胡人大量散居在蓝田各地，
更使蓝田烹饪文化在不断吸收融合中创新发展。

蓝田县有着“中国厨师之乡”的美誉，无论大
饭店里还是小摊贩处，处处是美好的味觉体验。
特级厨师王涛在县城经营着一家饭店，他将油糕
体积缩小为传统的一半，装在精致的小竹篮里，改
良成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关中人常在职业名称
后边缀一个“客”字，譬如过去给人割麦的麦客，收
购西瓜的瓜客，做厨师的也叫作勺勺客。在蓝田，
勺勺客很多。

早在唐宋时期，蓝田职业“行厨”就已出现。他
们擅长的除了醋粉、饸饹、油糕、水晶饼等小吃外，
还有葫芦鸡、莲菜炒肉片、鸡油菜心等传统民间菜
式。“一本陕菜谱，半部蓝田味。”现在，蓝田勺勺客
已成为蓝田特色劳务品牌。

辋川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位于蓝田县城西南约5公里处峣山间的辋川，
王维曾在这里半官半隐，生活多年。这里是“秦楚
之要冲，三辅之屏障”，也是古代达官贵人、文士骚
客心醉神驰的风景胜地。“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
舟。”诗人王维的一首《山居秋暝》，将辋川的旖旎风
光和淳朴风尚，灵动展现。“辋川烟雨”为蓝田八景
之冠。在《辋川集》中，王维以辋川山庄的文杏馆、
鹿柴、临湖亭等二十景入诗。

辋川二十景，今天还能否寻到踪迹？
“二十景中最难寻找，也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

当属金屑泉。《辋川集·金屑泉》间接地提供了寻觅
线索。”蓝田县王维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效东曾不懈
走访，终于在一处废弃的地下设施找到了金屑泉，
至今一池碧水，清可鉴人。

近年来，蓝田持续推进全域旅游发展，成立了
王维文化研究会，基本摸清辋川文化的家底，取得
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隐居辋川十余载，王维身
后留下大量珍贵的遗迹以及后世纪念的石刻。然
而，由于年代久远，世事沧桑，如今仅余一株古银杏
巍巍挺立。在辋川镇白家坪鹿苑寺遗址，生长着一
棵相传为王维手植的银杏树，树高 20余米、胸围
5.20米，树龄超过 1300年。王维写道：“文杏裁为
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每年
秋天，银杏树迎来最佳观赏季，四周山峰层林尽染，
秋意甚浓。

蓝田，一座诗里走出的小城。王维、杜甫、白居
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商隐、欧阳修、司马光、
苏轼……这些历史上的风流名士无不为蓝田添上
一笔，勾勒出小城独特的韵味。

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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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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