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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级别低一点的赠诗对
象，诸如《赠薛校书》，这个薛校书
是什么机构的呢？注释里提供好
几种可能性，一种是弘文馆的校
书郎，设置有两个，专管校对经籍
的谬误，进行修改；一种是集贤殿
的校书郎，总计有四个。另外秘
书省设置了十个，著作局有两个，
司经局设置了四个，崇文馆设置
了两个。薛校书到底属于哪个单
位，这是个谜。不过有一点可以

肯定，其级别是九品，原来是个芝
麻官，估计给李白不会有太多打
赏，最多蹭顿饭吃，甚至是李白请
他吃饭喝酒。

关于这个薛校书，还有个美
好的谣言，说其人居然就是唐朝
的大才女薛涛。诗仙李白赠诗给
白富美薛涛，这画风实在太美。
薛涛，长安人，生活在四川，女中
才子，也算是一代名诗人，人称

“女校书”，其生活很有品位，喜欢

用桃红色小笺来写诗，人称“薛涛
笺”，可以说一个人带红了一个产
品。薛涛的感情世界也很丰富，
还和大诗人元稹，名臣韦皋有过
恋情，李白如果和她有交集，似乎
挺浪漫的。不过浪漫的想象还请
就此打住，李白和薛涛虽然是一
个朝代的，却不是一个时代的，李
白死于公元762年，而薛涛生于
公元768年，两人在空间上不可
能有交集，不要想得太多。至于

赠给的地方官吏，有诸如“少府”
“司户”“知县”等。

李白的这些干谒诗、答赠诗，
不可能全都是白写白送，不排除
对方有打赏的可能性，如果在这
个领域深入研究下去，探索唐朝
诗人的生存手段，颇有学术价
值。如果有这个作为解释，李白
长期漫游天下的经费来源，就应
该有合理的解释了。

（刘黎平）

《赠薛校书》是赠给谁的

我们通常说的“空气湿度”一
般都是指“相对湿度”，它是空气
中实际水汽压与当时气温下的饱
和水汽压之比，用百分数表示，百
分数越大，表明空气湿度越大。

据《广州日报》报道，古人那
时候不知道相对湿度的百分数，
但大致的空气干湿概念还是有
的：湿度越小表示空气越干燥，湿
度越大表示空气越潮湿。早在西
晋，傅玄就有一首《炎旱诗》问世，
诗中的“河中飞尘起，野田无生
草”。就写出了空气的干燥和旱
情的严重。宋代梅尧臣的《梅雨》
诗中就有“湿菌生枯篱，润气醭素
裳”。其中的“润气”就是潮气、湿
气。古人甚至还能根据空气湿度
的大小进行天气预测，唐代黄子
发著的《相雨书》里便有“壁上自
然生水者，天将大雨”“石上津润
出液，将雨数日”等记载。

空气湿度肉眼是看不到的，
怎样大致评估出空气湿度的大
小，其实就涉及空气湿度的测量
了。

我国是最早发明测湿仪器的
国家。东汉王充在《论衡·变动
篇》中曾经谈到，琴弦变松，天就
要下雨。琴弦变松，是天变潮湿、
弦线伸长所造成的，表示空气湿
度较大。可见，古代的弦琴也可
当作原始的空气湿度测量仪器。
现代毛发湿度计中的“毛发”，其
实就是古代琴弦的微缩和精确。

元末明初娄元礼在《田家五
行》一书中也说，如果质量很好的
干洁弦线忽然自动变松宽了，那
是因为琴床潮湿的缘故；出现这
种现象，预示着天将阴雨。他还
谈到，琴瑟的弦线所产生的音调
如果调不好，也预兆有阴雨天气，
这其实也是因为变松宽了的弦
线，其音准敏感度降低了，合乎科
学道理。

在《史记·天官书》中曾提到
一种把土和炭分别挂在天平两
侧，以观测挂炭一端天平升降的
仪器。这其实就是原始的“湿度
计”。原理是：天气干燥了，炭就
轻，天平就倾向于土；天气潮湿
了，炭就重，天平就倾向于炭。也
就是古人说的“燥故炭轻，湿故炭
重”。《淮南子·泰族训》曰：“夫湿
之至也，莫见其形，而炭已重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湿气到来
的时候，人是看不见的；但是炭已
经表现出沉重了。这就进一步阐
明了这个测湿仪器能测量出看不
见的水汽。”显然，这样的测湿仪
器在测量方式和精确度上，比“琴
弦测湿”又进了一步。

清康熙年间，西方来华传教
士南怀仁曾用小鹿的筋做成一个
弦线湿度表，以验空气中的燥
湿。其原理也是“鹿筋吸湿”，但
如此制作仪器，取材太残忍也太
昂贵了。

最接近现代湿度计的测湿仪
器的发明者，当数清代发明家黄
履庄。1656年出生的黄履庄，发
明或改进过许多光学仪器（如探
照灯、望远镜、显微镜），也发明过
许多“验器”，其中的验冷热器，就
是现代“温度计”的雏形；而验燥
湿器，就是现代“湿度计”的雏形，
它利用弦线吸湿伸缩的原理，测
量空气中的湿度，比瑞士人索修
尔发明的毛发湿度计早了一百多
年。

（霍寿喜）

古人如何测量
空气湿度

李白靠打赏获财务自由？
李白是诗仙，但神仙也要吃饭穿

衣，所谓的“仙”，除了有纵横超逸的
才华，也是指有行动上的自由，而行
动上的自由得有财务上的自由作为
基础。据《南国都市报》报道，李白一
生行遍南北，看遍大好河山，但大部
分时间都没有具体职务，又无具体营
生，旅行资本从哪里来呢？那极有可
能的是，李白是靠写诗赚打赏费，才
获得仙人一般的自由。

李白的诗歌，最脍炙人口的
除了《望庐山瀑布》《静夜思》，还
有一首《赠汪伦》：“李白乘舟将
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
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
首诗好就好在将朋友之间深厚
的友情具象化，变成一汪潭水，
而且将友情量化了，数据化了，
说小白和汪哥的友情到底有多
深呢？那就拿根尺子量一量，居
然比千尺还深！李白的《金陵酒
肆留别》也这样衡量老友之间的
感情指数：“请君试问东流水，别
意与之谁短长。”也是拿抽象的
感情和具体的水流进行比较。

这首《赠汪伦》除了让我们
惊艳于桃花潭水深与友谊的相
得益彰之外，更让我们记住了一
个名字：“汪伦。”汪伦，何许人
也？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业？有什么惊人的才华？读者
们完全不知道，然而，这些都不
重要，重要的是：汪伦这个名字，
跟着李白的诗，流传千古，永远
都不会被人遗忘，比很多英雄豪
杰、圣贤名人的名气还要大，真
的是赚大了。其实李白在推广
汪伦的名字时候，也有点硬推的
嫌疑，写桃花潭水，写岸上踏歌，
最后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生生地

植入“汪伦”的名字，还好，没有
破坏画面的对称感和优美感。

所以说，这首诗从精神角度
而言，获益最大的是汪伦大哥，
而李白写这个也不是白写，人家
是有润笔费的，也就是说有打赏
的，我们看看清代诗人袁枚的
《随园诗话》第六卷的《补遗》第
十一，讲了这么一个典故：安徽
歙州黟县的汪伦，邀请李白赏桃
花，李白受邀，“款留数日，赠名
马八匹，官锦十端，而亲送之。
李白感其意作《桃花潭绝句》一
首”。

这里面的故事就不赘述了，

重要的是“赠名马八匹，官锦十
端”，还亲自给李白送行，可见汪
伦踏歌送行的同时，后面还跟着
优厚的打赏费，他的名字植入不
是白干的。有了名马，纵行天
下，可见李白的“五花马，千金
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还真不是
吹的，因为手里有货呢。

当然，这个典故见于清朝的
学术著作，跟唐朝相去甚远，可
靠性有多高呢？难以确定，但诗
人写诗相赠，对方有一定打赏，
也不是稀奇事情，而且袁枚同样
是诗人，对于打赏似乎也有着相
当的期待，此情不会有假。

清朝袁枚考据，《赠汪伦》或获八匹骏马的打赏

李白从四川进入东部之后，
行迹颇广，“仗剑去国，辞亲远
游”，游过扬州，北上河南，又到安
陆，在安陆做了赘婿，娶了故宰相
许圉师的孙女，这应该使他的财
力增加不少，有了稳固的后方。
三十多岁的时候，北漂在长安，也
没有具体工作，长安物价可不是
闹着玩的，能在那里待下来，荷包
不充实可不行。这段时间，李白
应该是有金主的，他住在唐玄宗
妹妹玉真公主的别馆里，和王公

大臣经常有来往，或者写诗答赠，
也是常事。

翻 阅 一 下 乾 隆 二 十 三 年
（1758 年）刊行，王绮辑所注的
《李太白文集》，发现其诗歌当中
不少是赠给朝廷以及地方官吏
的。例如第九卷，有两首名为《玉
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
首》，就是写于李白第一次北漂长
安期间。玉真公主是唐玄宗的妹
妹，而这个张卫尉是什么人呢？
按照《唐百官志》，卫尉的级别可

不低，是“从三品”，“掌器械文
物”。还有一首《赠韦秘书子春》，
这个“秘书”该怎么理解呢？就是
指唐朝掌管经籍图书的机构，也
比较重要。秘书省的负责官员名
称叫监，官职从三品，还设有两个
少监，官职从四品上，再往下有一
个官职叫做丞，官职从五品上。
李白这首诗是写给秘书省一位姓
韦的官员的，但具体是秘书省的
什么官职，李白没有交代。《李太
白文集》里也承认：“未详子春为

省中何职。”不清楚这个“韦子春”
在秘书省具体的职务。

有赠给将军级别人物的，例
如《赠郭将军》，具体是哪位将军
倒不清楚，肯定不是郭子仪。这
位将军的级别不低，至少跟皇帝
接近，你看诗中所描述：“入掌银
台护紫微。”所谓银台，就是大臣
朝见皇帝的紫宸殿旁边的左右两
个银台门，所谓紫微，天子所居之
宫。这位将军就是护卫皇帝宫殿
的。另外还有赠独孤驸马的。

很多诗都是赠给官员的

李白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