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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频交游小考

杨 秋 瑾

内容提要 李频是晚唐较有代表性的诗人,和 他交往酬唱的人很多,本 文着重谈

和他交往的六个诗人 :姚合、方干、薛能、许棠、郑谷、喻坦之。李频和这些人交往密切 ,

有不同的关系,或为翁婿 ,如 与姚合 ;或 为同乡好友 ,如 与方干。喻坦之;或为长辈和晚

辈 ,如 与郑谷等等。

关键词 李频 《新唐书》 《旧唐书》 《唐才子传》 《唐诗纪事》

唐人好游览 ,交游之风很盛。李频营求科第 ,仕宦他乡,一生游历丁很多地方。南游湖湘 ,北

至娜歧 ,西入川黔 ,东及海滨 ,多数时间在长安。因而和他交往唱和的入亦多 ,其 中有诗人、处士 ,

亦有朝廷官吏。这里拟就李频交游的部分诗人作一简单考察。

一、姚合

中晚唐之交的著名诗人 ,新 、旧《唐书》有传 ,记载甚简略 ,李频诗中多咏及之。

《新唐书 。李频传》载 :“给事中姚合名为诗 ,士多归重。频走干里 ,丐其品藻 ,合,大加奖挹 ,以

女妻之。
”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云李频

“
姚合之婿也

”
。其后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唐才

子传》皆作如是说。频为姚合之婿 ,当无疑义。姚合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为给事中,其 以女

妻姚合或当在此之时。李频以诗投赠姚合 ,“丐其品藻
”
,当 在此之前。

今按 :李频有《夏日周至郊居寄姚少府》诗。周至 ,《 元和郡县图志》载 ,属关内道京兆府 ,在长

安之西。唐人谓县尉为少府。辛文房《唐才子传 。姚合》:“元和十一年 ,李逢吉知贡举 ,有夙好 ,因

拔泥途 ,郑解榜及第 ,历武功主簿 ,富平、万年尉。
”
据《唐才子传佼笺》,“郑解

”
当为

“
郑丨解

”
。合为富

平、万年尉 ,时在长庆二三年(822年、823年 )间 ,同 时诗人朱庆余有《与贾岛顾非熊无可上人宿万

年姚少府宅》一诗可征 ,颇疑当时李频已入京 ,寄 居周至 ,曾 寄诗与姚合。然李频卒于乾符三年

(876年 ),被姚合珥赘为婿亦在开成三年(838年 )左右 ,故长庆初尚在年轻之时 ,与姚合或未相识

耳。要之 ,李频yⅡ刂虽未认识姚合,但慕名寄诗 ,亦情理中事。此诗是李频与姚合相交的最早的投

赠之作。

李频又有《送姚侍御充渭北掌书记》诗 ,此诗当作于长安。姚合初为监察御史 ,乃东都留台御

史 ,时在洛阳。任满 ,转殿中侍御史 9后 又任御史台侍御史 ,时当大和二(828年 )和其年后。又 ,姚

合于大和四年秋(83砝 年)任金州刺史。则此诗作于大和二年至四年秋 ,姚 合任殿中诗御史或御史

台侍御史期间。其时李频正当年轻进取之时 ,其 以诗投赠姚含 ,“ 丐其品藻
”
或在此时。姚合

“
奖

挹
”
李频 ,十分称赏 ,亦应在此时 ,其后便以女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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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频又有《陕下投姚谏议》诗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载 :“
(姚合)宝应 (按 :当 作历)中 .芏

察、殿中御史。出金、杭二州刺史 ,为刑、户二部郎中,谏议大夫 ,给事中。巛唐才子传冫所记咯胃 t谜

合任谏议大夫 ,在罢杭州任后,任给事中前。据《唐才子传校笺》,合 出刺杭州在大和八年(83|年 )

秋 ,改给事中在文宗开成三年(838年 ),其 为谏议大夫 ,当 在开成元年(836年 )左右 .具 体时闾不

能详考。此诗之作亦当在此之际。时李频因求第未成 ,寄居陕下。诗云 :“前心若不遂 ,有耻却白

耕
”
。以未能进士及第以遂

“
前心

”
而耻于

“
归耕

”
,借投赠姚合以抒不平之怀。

又李频有《陕府上姚中丞》诗云 :“关东领藩镇 ,阙 下授旌旄。
”
此当是姚含为陕虢观察使时昕

作。关东 ,本指函谷关以东。函谷关 ,在河南灵宝县南 ,为 秦之东关。藩镇 ,指观察使。《旧唐书 ·

僖宗纪》:“开成四年八月庚戌 ,以 给事中姚合为陕虢观察使。
”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四载 :开成

四年(839年 ),陕虢观察使为姚合,开成五年(840年 ),陕虢观察使为韦温。盖李频以诗投赠姚合 .

得其奖挹 ,被招为女婿后 ,合 出为陕虢观察使 ,随之到关东 ,故诗有
“
觅句秋吟苦 ,酬 恩夜坐劳

”
之

句。诗当作于开成四年(839年 )秋天。然因久客他乡,又未能及第 ,故频在陕下有归乡之思。其

《陕下怀归》云 :“故园何处在 ,零落五湖东。日暮无来客 ,天寒有去鸿。大河冰彻塞”高岳雪连空。

独夜悬归思 ,迢迢永漏中。
”
详诗意 ,开成四年冬李频仍当随陕虢观察使姚合任中。姚合有《答李频

秀才诗》,诗云 :“一年离九陌 ,壁 上挂朝袍。物外诗情远 ,人间酒味高。思归知病长 ,失寝览神劳。

衰老无多思 ,因 君把笔毫。
”
九陌 ,泛指都城大邑,此应指都城κ安。姚合为陕虢观察使一年 ,此诗

似是姚合回答李频《陕下怀归》诗而作 ,当 在开成四年末或五年初。
“
思归

”二句回答李频
“
独夜悬

归思 ,迢迢永漏中
”二句 ,“衰老

”一联合自指 ,年纪衰老 ,须女婿陪伴作诗吟句 ,委 婉劝谏李频留

下 ,其亲切口吻确如翁婿之间耳。

李频还有《夏日宿秘书姚监宅》。《新唐书》谓姚合
“
终秘书监

”
。晁公武《郡斋渎书志》、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亦谓姚合
“
终秘书监。

”
然皆未言其年代。《唐诗纪事》卷四十九载 :“开成末 ,终秘

书监。“唐才子传》亦云 :“后仕终秘书监
”
。今按 :姚 合有《寄李频》诗 ,诗云 :“ 闭门常不出,唯觉长

庭莎。朋友来看少 ,诗书卧读多。命随才共薄 ,愁与醉相和。珍重君名字 ,新登甲乙科。
”
李频为姚

合女婿 ,大 中八年 (85⒋ 年)进士。诗中言李频闭门读书 ,艰苦努力”终于登第 ,并勉励他
“
珍重

”
自

已的前途。知此诗当是李频及第后姚合的寄赠鼓励之作。由此可知 ,《 唐诗纪事》云姚合
“
开成末

终秘书监
”
,实误。文宗开成仅五年 ,开成五年(840年 )尚 在大中之前 ,大 中八年时合仍健在 ,何于

“
开成末

”
卒呢?故疑

“
开成末

”
乃

“
大中末

”
之误。姚合有《送李廓侍郎赴夏州》诗 ,李廓大中末自刑

部侍郎迁为夏绥节度使 ,此诗当为送李廓赴夏州任职时作 ,当 在大中末年 (十三四年 ,即 859年、

860年 ),其时姚合尚在世 ,故姚合之卒当在大中十三四年后 ,其为秘书监应在此之前。

此外 ,李频尚有《送姚评事》、《留题姚氏山斋》二诗 ,疑亦李频寄赠姚合之作。《唐会要》卷六十

六载 :大理寺有
“
评事

”
之职 ,姚 合或为大理评事 ,因 疑不能明,姑 留以待考。

二 方干

李频诗中无与方干往还酬唱之作 ,然李频与方干实交往甚深。方干 ,新 、旧《唐书》无传。《唐

才子传》云 :“干 ,字雄飞,幼有清才 ,散拙无营务 ,大 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唐才子传》

又云 :李频“与同里方干为师友
”

,《唐诗纪事》云 :“与里人方干善
”
。里人 ,同 里 ,即 同乡。干究竟是

李频之师还是友呢?按 :《 唐摭言 ·师友》:“李频师方干 ,后频及第 ,诗僧清越赠干诗云 :‘弟子已得

桂 ,先生犹灌园。”《鉴戒录》卷八云 :“方干号曰补唇先生 ,弟子李频皆中殊科 ,干可谓屈丿、矣。
Ⅱ
然

而《葆光录》云 :“李建州频与方处士为吟友 ,频有《题四皓庙》诗 ,自 言奇绝云云 ,示于干。笑而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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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则善矣 ,然 内有二字未稳 ,“作

”
字太簏而难换 ,“ 为

”
字甚不当。干闻

“
率土之滨 ,莫非王臣

”
,请

改作
“
称

”
字。’频降伏且惭 ,悔前言之失 ,乃曰 :‘圣人以一字褒贬 ,此其明矣。’遂拜为一字之师。然

则此
‘
为

’字当改作
‘
称

’。
”
孙邰《方玄英先生传》(《 全唐文》卷八二○)云 :“ 先生一举不得志 ,遂遁于

会稽 ,渔于鉴湖 ,与郑仁规、李频、陶祥为三益友 ,弟子弘农杨弁、释子居远。
”
孙邰与方干为好友 ,

且参与收集其遗诗 ,相知甚深 ,他只言李频为益友 ,而与弟子分叙 ,可见频未师事方干。干与频是

吟友、益友 ,故频拜干为一字之师。方干《寄李频》:“众木又摇落 ,望君还不还。轩车在何处 ,雨雪

满前山。思苦文星动 ,乡遥钓渚闲。明年见名姓 ,唯我独何颜 !”《途中逄孙辂因得李频消息》:“灞

上寒仍在 ,柔条亦自新。山河虽度腊 ,雨雪未知春。正忆同袍者 ,堪逢共国人。衔杯益无语 ,与尔

转相亲。
”
这两首诗写李频及第前的凄苦情景和对李频的忆念。

“
轩车在何处 ,雨雪满前山

”
,暗示

李频仕途蹭蹬 ,科场失意 ,与李白《行路难》颇相同。
“
明年见名姓 ,唯我独何颜

”
,既希望李频明年

高中及第 ,又 自惭自已未能求仕而无颜见人。
“
山河虽度腊 ,雨雪未知春

”
,说 明李频虽久滞长安 ,

然雨雪如旧,始终未知春天的消息。因而方干也为他
“
衔杯益无语

”
。罗隐有《题方干》诗 :“ 中间李

建州 ,夏油偶同游。顾我论佳句 ,推君最上流。九霄无鹤驭 ,双鬓老渔舟。世难方如此 ,何 当浣女

愁。
”
可见李频、罗隐对方干的推重。

三、薛能

晚唐诗人 ,两《唐书》无传 ,其生平事迹见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计有功《唐诗纪事》、辛文房

《唐才子传》。李频有《送薛能少府任周至》、巛关东逢薛能》、《送薛能赴镇徐方》三诗 ,可见李频与薛

能有着深厚的交往。《关东逄薛能》诗云 :“ 何处不相思,相逢还有时。交心如到老 ,会面未为迟。
”

详诗意 ,当 是李频与薛能初次相逢。诗又云 :“苦学缘明代 ,劳生欲白髭。
”
其与李频初会时尚未及

第 ,仍在
“
苦学

”
求第 ,“劳生

”
奔忙。按 :李频于开成四年(839年 )随陕虢观察使姚合到关东 ,其时

薛能亦未曾及第 ,二人相逢 ,自 是同病相怜 ,心心相映 ,故有
“
交心如到老 ,会面未为迟

”
的感叹。

《送薛能少府任周至》诗云 :“不才甘下第 ,君子蹇何重。相送昆明岸 ,同看太白峰。
”
从

“
不才甘下

第
”
、
“
同看太白峰

”
可知 ,此诗是李频未及第前于长安送薛能补周至尉时作。据《唐诗纪事》载 ,薛

能
“
会昌六年登进士第 ,大中末 ,书判中选 ,补周至尉。巛唐才子传》亦云

“
大中末

”
。今按 :宣宗大中

共十四年 ,“大中末
”
当是十年以后。然李频大中三年后游蜀 ,七年秋回长安京兆府试 ,八年进士及

第。薛能尉周至应在此之前。此诗当作于大中七年末或八年初。故《唐诗纪事》与《唐才子传》所

记有误 ,当 为
“
大中中

”
。薛能以会昌六年(846年 )尉月至 ,此八年间行止不详或就辟外府 ,李频谓

“
薛能少府

”
可证。薛能尉周至 ,有诗《周至官舍新竹》:“无端种在幽闲地 ,众鸟嫌寒凤未知

”
,盖以

新竹自喻 ,患人之不知己也。李频诗《夏日题月至友人书斋》:“修竹齐高树 ,书斋竹树中。四时无

夏气 ,三伏有秋风。黑处巢幽鸟 ,阴来叫倏虫。窗西太白雪 ,万仞在遥空。
”二诗描绘的景象颇同 ,

周至友人疑即薛能。李频又有《送薛能赴镇徐方》诗 ,诗云 :“列士人间盛 ,彭 门属九州。
”
徐方 ,即 指

徐州 ,古称彭城 ,《 书 ·禹贡》九州为 :冀 、兖、青、徐、扬、荆、豫、梁、雍 ,徐州为九州之一 ,故诗云
“
彭

门属九州
”
。《丨日唐书 ·懿宗记》:咸通十一年(870年 )“十月 ,以 给事中薛能为京兆尹

”
。又《旧唐书

·僖宗纪》载 :僖宗乾符元年(874年 )三月 ,“以银青光禄大夫、京兆尹、上柱国、歧山郡开国公、食

邑三千户窦浣、检校户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 ,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等使 :”此以京

兆尹窦浣为河东节度使 ,则能为京兆尹应在此之前。又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列薛能赴徐州在咸通

十四年(873年 ),则 咸通十一年至十四年 ,薛能当在京兆尹任上 ,窦浣当是咸通十四年继薛能为

京兆尹。此诗作于咸通十四年。又《唐摭言》卷一○载 :“张乔 ,池州九华人也 ,诗句清雅 ,复无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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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通末 ,京兆府解 ,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其年频以许棠在场席多年 ,以 为首荐。巛唐诗纪

事》卷六一《聂夷中》条云 :“咸通十二年 ,高浞知举 .捞 内孤贫者 :夷 中、公乘亿、许棠。
”
许棠咸通十

二年进士及第 ,则京兆府取解是咸通十一年。盖京兆尹薛能命频为京兆府参军主试。《关东逢薛

能》:“何处不相思,相逄还有时。交心如到老 ,会面未为迟。苦学缘明代 ,劳生欲白髭。唯君一度

另刂,便似见无期
”
,足见二人情谊深厚。薛能亦有(寄 李铥》诗 ,诗云 :“长安干万蹊 ,迷者多自迷。直

性身难达 ,良 时日易低。环檐消旧雪 9晴气满春泥。那得同君去 ,逢 峰苦爱齐。勹寸李频不畏权门的

刚直性格进行了称颂 ,亦证明了他们二人相交甚深。

四、许棠

李频有《送许棠及第归宣州汉送许棠归泾县作尉》二诗。许棠 ,两《唐书》无传 ,《 唐诗纪事 ·许

棠》云 :“棠 ,字文化 ,宣州泾县人 ,登咸通十二年进士第⋯⋯初为泾县尉 .郑 谷以诗送云 :‘ 白头新

作尉 ,县在故山中。高第能卑宦 ,前贤尚此风。芜湖春荡漾 ,梅雨画溟蒙。佐理人安俊.篇章莫费

功。’
”《唐诗纪事 ·张乔》云 :“咸通中,与许棠、喻坦之、剧燕、任涛⋯⋯谓之十哲 .咸通中 ,京兆府

解 ,其年李建州频主试 ,以 许棠老于场屋 ,以 为首荐。
”
可见许棠因于科考多年 ,及 第时已年老发

白。由于有相同的经历 ,作为主试的京兆参军李频对许棠的老于场屋的遭遇深表同倩 ,故 以为首

荐。许棠及第后 ,初为泾县尉 ,李频有诗送之 ,诗云 :“青桂复青袍 ,一归荣一高。县人齐下拜 ,邑宰

共分曹。绕郭看秧插 ,寻街听蚕缫。封侯万里者 ,燕颔及徒劳
”
。因许棠为

“
泾县人

”
,故诗题作

“
归

”
。县尉 ,九品,服浅青 ,故言

“
青袍

”
。《送许棠及第归宣州》:“高科终自致 ,志业信如神。待得

逢公道 ,由 来合贵身。秋归方觉好 ,旧 梦始知真。更想青山宅 ,谁为后主人。巛元和郡县图志》卷二

十八 :宣州管县十 :宣城、南陵(泾、当涂、溧阳、溧水、宁国、广德、太平、旌德。泾县乃宣州管辖之

内。许棠及第后尉泾县 ,顺道回归故乡宣州 ,乃情理中事。二诗皆作于咸通十二年。前诗云 :“绕

郭看秧插 ,寻街听茧缫
”
,当 是初夏四月之时 ;后诗云 :“秋归方觉好 ,一心从此去

”
,当 是秋天。许棠

亦有《送李频之南陵主簿》:“赴县似还乡 ,途程岂觉长。听莺离灞岸 ,荡桨入陵阳。野厥生公署 ,闲

云拂印床。晴天调膳外 ,垂钓有池塘。
”
南陵亦是宣州属县 ,与李频故乡睦州同属江南道 ,故云

“
赴

县似还乡
”
。据《新唐书 ·李频传》:“大中八年 ,擢进士第 ,调秘书郎 ,为南陵主簿。

”
频为南陵主簿

疑在大中十年后 ,时许棠因求取功名已入京城 ,故得与李频交往 ,因 而诗送李频之任南陵。

五、郑谷

李频集中无酬赠郑谷之作 ,然 频与郑谷却有交往。郑谷 ,晚唐人 ,两《唐书》无传。《唐文拾

遗》卷三三载郑谷《云台编序》云 :谷
“
自骑竹之年 ,则有赋咏。⋯⋯及冠 ,则编轴盈简。求试春闱 ,

历干于大匠,故少师相国太原公深推奖之。故薛许昌能1李建州频不以晚辈贝J待 ,预于唱和之流 ,

而忝所得为多。
”
又《唐诗纪事 ·郑谷》云 :“幼受知于李公朋、马博士戴。求试春闱,故薛许昌能、李

建州频不以晚辈见待。
”
则郑谷很早就认识李频 ,并诗歌酬唱,交往甚深。宋祖无择《都官郑谷墓

表》云 :郑谷
“
尤工五七言诗 ,为薛能、李频所知

”
,可见郑谷很早就为李频所赏识。郑谷曾参加咸通

十一年李频主持的京兆府试。《唐摭言》卷一○载 :“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复无与伦。李

建州频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乔及喻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嫉、周繇、郑谷、李栖

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以阝谷曾向薛能、李频学诗,有诗《故许昌薛尚书能尝为都官郎中,后

数年,故建州李员外频自宪府内弹、拜都官员外八座外郎,皆一时骚雅宗师。都官之会 ,振盛于此。

余早年请益,实受深知;今忝此官,复是正秩,岂 唯府慰孤宦,何以祖继前贤耶?荣惕在衷,遂赋自

贺》:“都官虽为是名郎,践历曾闻薛许昌,复有李公陪雅躅,岂宜郑子忝余光。荣为后进趋兰署,喜



130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02期

拂前提在粉墙。他日节旄如何继 ,不嫌曹冷在中行。
”
乾符中,郑谷为都官郎中,他十分推重薛能、

李频二位长辈 ,表示要继承他们的业绩 ,以 他们的业绩来指导自己。乾符三年(876年 ),李频卒于

任上 ,郑谷有诗《哭建州李员外频》:“令终归故里 ,末岁道如初。旧友谁为志 ,清风岂易书。雨坟生

野蕨 ,乡 奠钓江鱼。独夜吟还泣 ,前年值直庐。巛旧唐书》卷一九下 :“ (乾符)二年(875年 )春正月

⋯⋯以部官员外郎李频为建州刺史
”

,“ (乾符三年)十一月 ,以度支分巡院李仲章为建州刺史
”
。此

诗于乾符三年长安作 ,时郑谷仍在营求科第 ,参加礼部试 ,有诗《乾符丙申岁奉试春涨曲江池用春

字》。

六、喻坦之

李频诗中有《贻友人喻坦之》和《送友人喻坦之归睦州》二诗。《贻友人喻坦之》云 :“从容心自

切 ,饮水胜衔怀。共在山中长 ,相随阙下来。修身空有道 ,取士各无媒。不信升平代 ,终遗草泽才。
”

此诗似李频及第前的口吻 ,与喻坦之同来长安 ,多次落第 ,但他仍不灰心 ,坚信目标能实现 ,作此

诗和喻坦之共勉。《唐才子传》云 :“喻坦之 ,睦州人。咸通中,举进士不第 ,久寓长安 ,囊罄 ,忆渔樵 ,

还居旧山,与李建州频为友。
”
喻坦之和李频是同乡,都是睦州人。喻坦之又为

“
咸通十哲

”
之一。咸

通十一年 ,李频为京兆府参军 ,他同许棠、张乔等一起参加了由李频主持的京兆府试 ,因许棠老于

场屋 ,以 为首荐 ,喻坦之落第。喻坦之因久寓长安不第 ,还居旧山,落寞而终。李频诗《送友人喻坦

之归睦州》云 :“ 归心常共知 ,归路不相随。彼此无依倚 ,东西又别离。山花含雨湿 ,江树近潮欹。莫

恋渔樵兴 ,生涯各有为。
”
李频与喻坦之共在山中生活 ,一起入京求取功名 ,交谊深厚 ,喻坦之久试

不第归乡 ,李频则在长安任职 ,因而规劝友人不要恋渔樵。
“
生涯各有期

”
,表达自己积极进取的情

怀 ,同 时也鼓励关心友人。此诗约作于咸通末。

(本 文是作者硕士学位论文《论李频及其诗歌》的一部分 ,

全文近 3万 字,指 导教师吴明贤枚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