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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对北宋文学的贡献

曾枣庄

(--)

苏辙在北宋文坛的声名及其在文学史上

的地位,历来就有不同吞法。秦观在 《笞丨Ⅰ

彬老简》中说 :

阁下又谓三苏之中,所愿学者登州(苏轼)为最

优,于此犹非也。老苏先生,吾不及识其人;今中书

(苏轼)、 补阙(苏辙)二公,则仆尝亲事之矣。中

书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 ,有生之类,皆知仰其

高明;补阙则不然 ,其道如元气,行 于混沦之中,万

物由之而不知之。故中书尝自谓
“
吾不及子由”,仆

窃以为知言。

秦观这段话说明了三个问题: (-)苏
辙兄弟生前,对他们的诗文就存在两种截然

相反的看法。傅彬老认为苏轼为
“最优″

,

秦观却认为子瞻 “不及子由”。 (二)具体

比较了两人文风的不同。轼文如日月,-望
可知,辙文如元气,深不可 测。苏 轼 说 :

“
子由之文 ,词理精确不及吾·而体气高妙 ,

吾所不及。” (《 书子由超然台畎后》)11理料确

可知,体气高妙难言9意思与秦观 的 话 桕

近。 (三)所谓苏轼自谓 “吾不及子由”
,

是指苏轼 《答张文潜书》: “子由之文实胜

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

愿人知之 ,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淡泊,有-
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在

巛记子由诗》中,苏轼也说: “手由诗过吾

递甚。”这倒不是苏牡客气’而熹亻茁的萁心

话;苏轼的祷文虽氵l豪放不羁、气势狞礴为

特筱∴恒他胼l追求的,特别矗他晚年所追求

的是Ⅱ外栝中甘″Ⅱ△.亻彳质耐实绮,癯而实映”

的 境 界。苏 辙
“淡泊”而又 “秀杰”的诗

文正具有这种风味。

正因为苏辙诗文淡而有味, “有一唱三

叹之声″,因此”南宋的陆游也很 推 崇 苏

辙。周必大说 :

吾友陆务观,当今诗人之冠冕,劝予哦苏黄门

诗。退取《栾城集》观,殊未识其旨趣。甲申闰月

辛未,郊居无事,天寒踞炉如饿鸱。刘友子澄忽自

城中寄此港相示,快读数过,温雅高妙,如佳人独

立,姿态易见。然后知务观于此道真先觉也。 (《

跋子曲和刘贡父省上示座客诗》)

也许正囚为苏辙诗文 “如元气
”, “混

沦”难测,所以连周必大这样的 “掌制手
’

,

最初也
“
未识其自趣”

;反复 “数过
”
,才领略

出 “温雅高沙″。而 “诗人 之 冠 冕”的陆

游,却 J巴
“哦方黄门诗”作为学诗门径。

关于周必大的这篇 《跋》,元人方回曾

说: “周益公尝问陆放翁以作诗之法,放翁

对以宜读苏子由诗。⋯⋯或问苏子瞻胜子由

否?以予观之,子瞻浩薄无涯9所谓
‘
诗涛

汹退之
’
也 9不若所谓

‘
诗骨耸东野

’
贝刂易学

矣。子由诗静淡有味9不拘字面事料之丽 ,

而锻意深 9下句熟。东坡自谓
‘
不如 子 由

’
,

识者宜细咀之可也o” 显然方回也是同意苏

轼、秦观、陆游的观点的。

明清两代,更把苏辙的文章同其父兄的

文辈工
起列为学习均典范,朱有的 《

^先

生

文集》1茅坤的 《唐宋八大家文钞》∶∶樯欣

的 《唐宋十大家全集录》,苏辙之 文 均 在

选。茅坤对苏辙砟了很高萍价:FiL说 :∶

∶∶注赤文
定公之文∴其馋削之思或永如父,∷ 薤杰芝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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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却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岩,大者  秦、西汉之文为最好, “后世莫能仿佛”
,

万言,小者千余言9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  因此他主张 “文律还应似两京”。 (《 送家安

扬,而洲岛之棼错,云霞之蔽亏,日 星之闪  国赴成都教授三绝》)“两似”就是指西京长安、

烁,鱼龙之出没,并席之掌上,而绰约不穷  东京洛阳。这正是后来所谓 “文必秦汉”的

者已,西汉以来别调也。” (《 苏文定公文钞  先声。自汉以后至中唐为第二阶段,其间南

引》)                   北朝 “文弊极矣
”
,初盛唐亦 “文气衰弱”

,

平心而论,苏辙的文学成就远 不 及 苏  直至韩愈才复 “西汉之旧”。晚唐五代以后

轼,既不如苏轼全面 (他在词、书法、绘画  为第三阶段9柔靡之风复盛。宋初继承了晚

等领域都不足以名家),又没有苏轼那样多  唐五代的余风,虽有柳开、王禹fFs反对 “五

脍炙人卩的名篇。但苏辙的诗文也有其自成  代文弊”,但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体

一家的特殊风格,因此,历代特别推崇苏辙  仍统治文坛数十年。苏辙在 《汝州杨文公诗

诗文趵人也不少。而解放以来对苏辙的研究  石记》中说: “公以文学鉴裁,独步咸平、

却很不够,不仅各家所著文学史很少论及苏  祥符间,事业比唐燕、许无愧,所与交皆贤

辙,而且据中华书局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  公相9一时名士多出其门。”对杨亿的这-

文索引》,三十年来竟无一篇研究苏辙的专  评价是颇有分寸的,-面肯定了他对培养后

论。仅此一点也就足以说明我们古典文学研  进之功,一面又以唐之燕、许比 宋 之 杨、

究领域的狭窄了。鉴于苏辙诗文所取得的成  刘。而燕、许正是 “文气衰弱”, “卒不能

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很有必要加强对苏辙  振”的代表,可见这-比拟就褒中有贬o经

的研究。苏辙积极投入了欧阳修所领导的诗  过穆修、石介、尹洙t宋祁等同杨亿的 “穷

文革新运动,从文艺理论到诗文创作,都为  妍极态”、 “浮巧侈丽”的斗争,到北宋中

这一运动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  叶诗 文革新运动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但

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又出现了一种 “险怪奇涩”的不良文风。欧

阳修既同西昆体,又同古文运动内部的这种(二
) 不良文风作了坚决的斗争: “是时进士为文

在文艺理论上,苏辙以复古为革新,反  以诡异相高,文体太坏坏o公患之,所取率

对时文,主张以西汉文辞为宗师。他在 《欧  以近古为贵,凡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

阳文忠公神道碑》中说。           (《 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以西汉文辞为宗师”

(苏轼《眉山远景楼记》)的苏辙兄弟 ,他们 的平
西汉之文,后世莫能仿佛,盖孔氏之遗烈,其

所及者如此。自汉以来,更魏晋,历南北,文弊极  意流畅的文风同那些 “以诡异相高
”的不良

矣。虽唐贞观、开元之盛,而文气衰弱,燕 (燕国  文风形成鲜明对比,得到欧阳修的 极 大 赏

公张说)、 许 (许国公苏廷页)之流,倔强其间,卒   识 : “
驰 词 数 干 ,适 当公 怀 。 擢 之 众 巾,群

不能振。惟韩退之-变复古,阙其颓波,东 注 之
疑相。公逐恬不惊,众 惑 徐 开。” (《 祭欧

海,遂复西汉之旧。自退之以来,五代相承,天下
阳少师文》)如 果 说 苏 辙 在参加进士试时,

不知所以为文。祖宗之治,礼文法度追迹汉唐,而

J庠之古,ˉ 杨 (亿 )、 刘 (筠 )而巳。及公(欧阳  还只是以自己语言质朴,不事雕饰的来风与

∴修冫之夂π于天下:乃复无愧于古。鸣呼,自孔子  当时的 “辞涩言苦”的不良文风相对抗,那
⋯

至今,千数百年,,文章废而复兴,惟得二人焉,未岂  么三年后他在参加制科试时,就进一步真按∷
∶
偶然也哉 l

∵.                批判了这种不良文风。他在《进笨∷·民玫上》

I1淬是萃唧∵申∵篇箪叩屮国氵学枣o钅他  中指责阝±大∷夫为声病剽窃之来厂雨治苟具
i

胥悉艹呷甲齐郑。寒犀绎历:了
三个阶雄°先  记问之学〃,并认为这是朝馔筏啐1举考试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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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以店之J ″天子fL听 r{求之者若此,而

入之所由以有得耔亦惟此,是犭若比不可却

也。″苏辙在这里讲行相苎j深刻,科举取士

制度是对读书人的指挥俸,仅以声律记闸之

学取士是造成不良文汉‘q勺重要原因之⋯。

无沦西昆体灼 “穷妍极态”还是 “险怪

奇涩”的所谓 “古文”,它们有一个共同特

点就是只重文字雕琢。针对这一弊端,苏馓

特别强调阅历对养气为文的作用。他在 《上

枢密韩太舄书》屮说:

盂子曰
“
我善荞吾洽然之气。

”
今观其文 ,

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问,称其气之大小。太

史公行天下,周 览匹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

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

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间而溢乎

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这就是说,为文一要象孟子那样
“
善养吾

浩然之气
”o孟子所谓的气是一种

“配义与

道”、 “集义而生”的气,偏重于主观的道

德修养。理直则气壮,气壮则言畅,可见善

养浩然之气对为文是很重要的。二要象司马

迁那样,周游天下开阔心胸和眼界。苏辙这

封信的重心是强调阅历对养气为文的作用,

他说他过去
“百氏之书无所不读9然皆古人

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汨没,故

决然舍去,求天下之奇闻壮观,以 知天地之

广大。”他在 《墨竹赋》中总结文与可的绘

画经验时也同样强调了阅历对创作的作用。

文与可的墨竹所以画得好,重要原因之
一

就

是他 “朝与竹乎为游,暮与竹乎为朋,饮食

乎竹间,偃息乎竹荫,观竹之变多矣。”-
面加强主观的道德修养9一面增多 生 活 的

阅历,这样自然而然就能写出好文章of此二

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 在苏辙看

来,有意于 “学
”未必能学成,而通过丰富

阂历,充实浩气,溢而为文,自 然就是好文

章。他在《舟中听琴》诗中写道: “昔有至人

爱奇曲,学之三年终无成。一朝随 师 过 沧

海,留置绝岛不复迎。终年见怪心自感,海

水震掉鱼龙惊o翻回荡橘有遗韵,琴意忽忽

从此上。师来迎笑问所得9抚手无 言 心 已

明。vj主 里的 “至人”指古代著名 琴 师 伯

呀, “师”指成连。据 《乐府古题要解 ·水

仙操》载,伯牙从戍连学琴,三年不成9后

随师往东海蓬菜,闻海水激荡穸林鸟悲鸣9

受到启发,琴技大进。苏钕这苘清与 《上韩

太尉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9执笔学文也

将
“学之三年终无成

”,而 通 过 周游天下

以激发其志气, “
气充乎其中而泾乎其貌

”
,

就 自然而然成为好文章。

反对雕琢9并非不要修饰和轻视文章的

艺术性。苏辙的 《诗病五丰》表明,他论计

是兼重道与艺的。这篇文章从益个方面批评

了诗歌的弊病,它涉及诗歌的思想内容,如

指责李白 “不知义理″9孟郊啼饥号寒,王

安石以诗害政等等。它又涉及诗歌的艺术形

式,如他称颂《诗经》歌颂 “征伐之事”善于

运用比兴手法,作侧面烘托s而批评韩愈直

接描写残杀战俘: “儿李靳颂秦0「不忍言,∶

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项,何其m比 :” 苏辙

还赞美 《诗经》写周太王迁豳,写得来
“事

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9虽相去绝远 ,

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
”; 称

美杜甫的 《哀江头》 “其词如百全 战 马 注

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 批评

白居易 “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 9

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可见苏辙

主张诗歌反映现实,既应突出重点,有跳跃

性,没有必要依样画葫芦, “寸步不遗
″

9

更反对象韩愈那样作自然主义的描写;又应

写得来气象连络,脉理为一,形成完美的统

一体。如果说苏辙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论述有

较多的道学气,那么他对诗歌沟艺术要求9

却不乏精到之见。北宋人的诗话,如欧阳修

的 《六一诗话》,司 马光的 《续诗话》偏重

于记载轶闻佚事,而苏辙这篇类似 诗 话 的

《诗病五事》,却偏重于诗歌理论的探讨9在

诗话史上也是较有价值的。       ∷

苏辙论文还很强调风格的多样性,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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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化 ,主张 “文章自一 家。” (《 开窗》)

苏 轼 的 《王 维、吴 道 子 画》诗有扬王抑

吴的倾向: “吴生虽妙绝9犹以画工论。摩

诘得之于象外9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

皆神骏,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苏辙在和

诗中反驳道: “谁言王摩诘 9乃过吴道子?”

他认为: “
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尔。壮马

脱 衔 放 平陆,步骤风雨百大靡。美人婉娩

守闲独,不出庭户修容止。女能嫣 然 笑 倾

国,马能一·蹴致千里。优柔自好勇自强,各

自胜绝无彼此。”在方辙香来,壮马南刚美

和美女的柔美都很美,是不同风格的美,不

应有所轩轾。其实,苏轼只是在就画工画和

文人画 作 比 较时,他更推崇王维为代表的

文人画。苏轼曾说: “杜陵评书贵瘦硬,此

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瘠各有志,玉环飞燕

谁敢憎?” (《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可见在主张

创作风格的多样性问题上,他们兄弟实际上

是一致的。

(≡≡)

苏辙对北宋文学的又一贡献就是为我们

留下了一千八百来首清幽峻拔,高雅闲淡的

诗篇。

苏辙早年的作品反映现实的较多。 《栾

城集》开卷第一篇 《郭纶》详尽叙述了郭纶

的一生,从 中还可看到同西夏的战争与平定

浓智高之乱的具体情况。对 “屡战 有 功 不

赏
”的郭纶,他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说 :

“予不识郭纶,闻此为敛容。一大何足言,

窃恐悲群雄。此非介子推,安肯不计功?郭

纶未尝败,用之可前锋。”可见他不只是同

情郭纶个人,而是从朝廷用人角度考虑问题

的,担心一夫不赏而影响群雄奋发。他的 《

夜泊牛口》表现了青年苏辙对民间疾苦的关

心: “水寒双胫长,坏挎不蔽股。日暮江上

归,潸鱼远难捕。稻饭不满盂,饥 饿 冷 彻

曙。”他以非常质朴的语言描写了蜀中百姓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况。苏辙也有

·84·

一些讥刺新法的诗符,如
“
自从四方多法律 ,

深山更深逃无 术
v(《次音匀子瑭见宙》),讥 刺

开河劳民的: “年来尚功勋,智者争雕钴。

山河不自保,疏凿非一端。讥诃西门豹,仁

智未得完。方以勇自许,未邮众口叹” (σ口

子瞻开泾村运盐润雨中督役》)。 讥讽朝廷派劝农使

四处督耕,骚扰人民的: “塍间白 水 细 无

声,日 暖泥融草不生。似恐回家忘帝力,多

差使者出催耕” (《 次韵子瞻山村五首》)。 嘲笑

王安石欲变梁山泊为良田的 :“ 谋夫欲就桑田

变,客意终便画舫游
v(《 梁山泊》)。 总的来

说,这类直接反映现实的诗篇在苏辙诗作中

并不多,他写得较多也较有味的是一些抒发

个人情怀的诗篇。

《宋史 ·苏辙传》说 :“ 辙与兄进退出处

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 ,

近世罕见。”苏辙兄弟的唱和诗特多,表现

出真挚深厚的兄弟情谊。特别是在他们第一

次离别期间,即苏轼任凤翔签判,苏辙在京

侍父时,他几乎遍和轼诗,后来他们还把这

些诗编成 《岐梁唱和诗集》。其中第一首是

《怀渑池寄子瞻兄》: “相携话别郑原上 ,

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

渡古崤西。曾为AR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

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骓马但鸣嘶。”

首联写苏轼赴凤翔任,苏辙送他至郑州西门

外,依依惜别。次联写别后自己还京,苏轼

赴任。颈联点题 ,因 苏轼将途经渑池而 “怀渑

池
”
,自 己曾被任命为渑池县主簿 ,但未赴任 ;

而当年他们兄弟赴京应试,曾共同题诗于渑

池僧舍。尾联写苏轼旧地 “独游佳味少
”
,无

人共语 ,只有骓马嘶鸣而已,而 自己不能伴兄

同游的离愁别恨已溢于言外。苏辙晚年贬官

雷州,苏轼贬官海南,相遇于途中o苏轼病

涛,他在 《次韵子瞻和陶公止 酒》诗 中 写

道: “今年各南迁,百事付诸子。谁言瘴雾

中,乃有相逄喜。连床闻动息,一 夜 再 三

起。”苏轼因病痔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

苏辙为之 “一夜再三起”。他们兄 弟 的 情



谊,真可谓老而不衰。

抒写仕途失意也是苏辙抒怀诗的重要内

容之一。他在制科考试中因抨击时政而 “忤

世”,只好辞去商州军事推官的职务。他写

道: “怪我辞官免入商 ,才疏深畏黍周行(仕

宦的行使)。 学从社稷原非本,近读诗书识

短长。东舍久居如旧宅,春蔬新种似吾乡。

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 (《 次

韵子瞻闻不赴商幕》)这是他在仕途上遇到 的 第

一次挫折,却能以婉而不迫、怨丽不怒的笔

调抒发-种淡淡的哀愁。他在贬官监筠州盐

酒税时写道: “微官终日守糟缸,环雨凄凄

夜渡江。早岁谬知儒术贵,安眠近喜壮心降。

夜深唧唧醅鸣瓮,睡起萧萧叶打窗。阮籍作官

都为酒,不须分别恨南邦°”(甏 雨中宿酒务》)

首写酒务繁忙,次写壮心消尽,再以眼前景

烘托凄凉心情,最后以自我安慰作结,全诗

同样表观得平和婉转,哀而不伤。这种诗风

在他晚年闲居颍昌时表现得尤其突出, “岭

南万里归来客,颍上六年多病身。·未死谁言

犹有命,长闲岂复更尤人?眼看时事知难了,

手注遗编近-新。点检平身无几恨,浊醪初

熟正逢春。” (《 岁暮》)不怨天,~不尤人,乐

天知命,以酒浇愁,著书自悦,颇似白居易

的晚年。

苏辙一生还写了不少咏物诗、题画诗。

《次韵子瞻系御史狱中榆槐竹柏》四首,皆

借物抒怀,寓意深远。其中咏槐一首开头即

感慨道: “盛衰日相寻,循环何曾歇?” 昨

目太守,今朝囚犯,盛衰相寻,感慨万端o按

着他具体描写槐树春荥冬萎的境况: “
攀条

孽柔荑,回首惊脱叶。绿槐阴最厚,零落今

存荚。干林一枯槁,平地三尺雪。”但苏辙

不甘 “枯槁”,安慰苏轼道: “草 木 何 足

道,盈虚视新月。微阳起泉下,生 意 未 应

绝。”万物都有虚有盈,伴随冬天而来的必

然是春天,暂时 “枯槁”之后仍将 f生意”

盎然。苏辙论画贵写意,他的 《韩干三马》

诗分剔描写了三匹马和三位御马者的不同神

态,最后称美韩干道: “画师韩干岂知道?

画马不独画马皮。画出三马腹中事,似欲讥

世人莫知。”他有一首咏蚕的诗,也着重咏

蚕的 “腹中事”: “饥蚕未得食,宛转不自

持,食蚕声 如 雨,但 食无复知;老蚕不复

食,矫首有所思。君画三蚕意,还 知 使 者

谁?” (《 题王生画三蚕、蜻蜓二首》)这里 9他生

动形象地刻画出饥蚕、食蚕、老蚕的不同神

态,并提出了-个耐人寻的思问题。而下一

首咏蜻蜒似乎就作出了回答 :“蜻蜓飞环环 ,

向空无所著。忽然逢飞蚊,验尔饥火作。-
饱困竹梢,凝然反冥寞。若无讥渴患,何贵

-箪乐?” 蜻蜒饥飞寻食,饱卧竹梢。 “使

者谁
”?—— “饥渴

”
而已。”“恨无二顷田,

伴公老蓬荜
”。(《 送张公安道南部留台》)他之所

以战战兢兢地奔走于仕途,也是为
“
饥渴

”

所驱。可见即使在这类题画、咏物诗中,也

寄托了他无限的感慨。

“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
”

(张耒《赠李德载》)苏轼诗有如大海 怒涛,汹

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 ,清幽深邃,“ 静

淡有味”,更接近陶、柳的诗风。

(口Ⅰ1)

苏辙的文学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他的

散文特色,用他自已的话说叫做 “子瞻之文

奇,予文但稳耳。”所谓稳,就是 立 意 平

允,结构谨严,行文纡徐,语言淡雅。他-
生写的大量政论散文就具有这种特点。他的

《民玫策第二》是-篇论宋代科举之弊的文

章,但他却从周、秦民风之异讲起。周代是
“自匹夫以上,莫不务自修絮,以 求 为 君

子”;而秦却是 “南亩之民而皆争为干戈旗

鼓之事。”之所以有这种不同, “上之人使

然也。”因为在周代要 “孝悌忠信”之人才

能 “登于有司”,而秦却要 “武健壮勇,能

斩捕甲首者”才 “优之以爵禄”。而 “利之

所在”,天下之人 “皆争为之”。文章的后

半部份才讲到宋代 “民昏而不知教”, “其

·85o



罪不在于民。而上之所以伫之古式太至也。
”

因为朝廷一面扭 “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
,

¨面却以科举取士。文章主旨至此才完仝显

露,略加回味就不难膏出”其莳落笔虽远却
:

紧扣中心。沽人刘海峰云: “子由之文,其
正意不肯-口道砹9纡兮百折而后出之,于
此篇可见。”

苏辙ˉ生还写了大△吏论9也往往具有

这种
“纡徐百折”冉t竹点。例如,他的 《唐

论》用了∵亠。半以~L均 符Ⅰ耳来论述一般的历史

现象而元只}及∴,仨坏处处茹为属画沧店 :

作铺垫。文章ˉ开头就说: “天下之变常伏

于其所偏重而不举之处9故 内重则为内忧,ˉ

外重则为外患。”月之玟即衰于外重 ,“ 诸侯

据兵而内无以制殄。犭:惩用之蚌,大搞中央·

集权,造成内重”结果 〃奸臣 (指赵高)擅

权而外无所忌,匹夫 (指冻胜、吴广)横行

于四海而英能禁。”其后汉高袒惩秦之孤立而

行分封,造成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惩封国

之祸而分裂诸侯,招致王莽篡汊。总之,他

们
“更相惩戒9以就一偏之利夕故其祸循环

无穷而不可解也。”苏辙剖析历代君主的顾此 ,

失彼,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宋王钥鉴于

晚唐五代圩藩镇剖据9大力加强中央集权 9

削弱大臣牛l另刂是武臣妁权力。在苏辙看来这

元异于以位求佴: “圣人将有大定于天下 ,

非外之有权巨9贝刂不足丨亡l镇 之也。而后世之

君乃欲去其爪牙9剪其股Ⅰ⒈,而责其成功 9

亦已过矣:”文章后一部份才直按论唐”指出

唐代 “外之节度9有周之诸侯外重之势
″

,

“
内之府真9有奉之关中内重之势

”
,“ 有月、

秦之利而无周、秦之害, 形 格 势禁”内之

不敢为变9外之不敢为乱,未有 如 唐 钴刂之

得者也
”;而 “天宝之乱,府兵四出〃9才

失去内外相制之势。这实际是苏 辙 为 宋 王、

朝开的药方,是 “深究利害”的 “大文字
”
∶

(明唐顺之语)。          ∷

苏辙的各种杂记、传状”语言精确。形

象生动,往往能给人以如临其 境,如∵见 其

。8θ ·

人,如闯其芦的感觉。他的 《庐山 栖 贤 堂

记》写道: “入栖贤谷 ,谷中多大石。岌业相

倚。”
接若写水石相潋9其声如雷: “水行

石问9其声如雷霆9如千乘车行宥。”其险
'

如三峡: “震杵不能白持,虽二峡之险不过

也,故其桥曰三峡。”△形如车轮: “渡桥

而东,依山循木9水平如白练9横触巨石 ,

汇为大车轮9氵忄:转 汹涌”穷水之变。”而栖

贤堂则倚山临水: “浣妇其上 流”右 倚 石

壁,左 俯 泔:水 。石△之趾”僧堂在焉。狂峰

怪石9翔 舞于堂惦⊥,杉 i公竹 俞,横 生 倒

植,葱蓓相相纠。每大风雨至,堂中之人疑

将压焉。”寥寥数笔,就写出了栖贤堂的 “

本石阴森9草本胶葛”之状, “读之便如在

堂 中。” (苏拭《Fk了 H1衤西贤氵∷记属》)这 是
·
摩

景°再 吞 具 状人: “蛋 则 坐 市区9鬻盐

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臼效。幕归 ,

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

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

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这

是
。《东轩记》中的一段,也只数笔就把他贬

官筠州期问酒务繁忙,郁郁寡欢,牢骚满腹

的 神 情 刻画得淋漓尽致。 “与市人争寻尺

以自效”-ˉ语,深刻表达了他被迫要将功赎
“罪”的痛苦心情。而 “哑然自笑”四字 ,

更是传神之笔 ,生动表现了他那无可奈何 ,自

怨 自 艾9自 我嘲笑均神态9含有丰富的潜

台词。这是写自己。再看他写别人。 《巢谷

传》,仅以三件事就为我们刻画出一位义士

形象°文章先写巢谷弃文学武 ,已表现得与众

不同。次写他与 “熙河名将”韩存宝的金石

之交,后韩因罪 “自料必死”,托巢谷以后

事, “谷许诺,即变姓名丿怀
:银

行步以授其

子9人无知者。”这已经表现 出 “缓 急 可

托”的义士之风。最感人的是,苏辙兄弟于

元萜年间青云直上时, “谷浮沉里中,未尝

一见″
'而

在他们远谪岭南时,七十三岁高

龄的巢谷却自眉山 “万里步 行” “访 余 兄

弟”∷。苏辙
“闵其老且病”,劝他不要再往



海南9但他却执j萤要去,结呆死于途屮。苏

辙感慨道 :“ }艮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

言,而行其志也:〃 是的9正因为他不用辙

言,才进-步表现出他的高风亮节。文章至

此本可结束,苏棘却笔锋 转9以古代义士

高恭比巢谷。这样9既使文章顿主波润9又

进⋯步抒发了对巢谷的敬慕之情。全文语言

质朴,不革雕琢,但由于选材典型9详略得

当,巢谷丿i彡象非常鲜明生动。

苏辙散文以冲雅淡泊,质朴自然为主要

特征,但不是说他就没有一些刻意为之的作

品。特别是他的 《黄楼赋》就颇重雕饰。他

说: “
余 《黄楼赋》学 《两都》也,晚年来

不作此工夫之文。″ (《 栾城遗言》)苏 辙 的

《黄 楼 赋》特 另刂是其中的 “东望则连山参

差”, “南望则戏马之台”9 “西望则山断

为块”,“北望则泗水泼漫
”⋯段,确实酷似

班固 《两都赋》的铺陈排比。不但苏辙 “晚

年不作此工夫之文”,就是他一生也所作不

多。正因为这篇赋与苏辙固有的文风不同,

当时就有人怀疑为东坡代作。苏轼说:“ (子

由)作 《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

愦愦者,而或便谓仆代作,此 尤 可 笑。”

(KK径 ;J长 灾△芯书》)。

袁宏道说s “坡公之可爱者,能其小文

小 说。″ (《 (苏长公合作〉》弓D较之 苏 轼 ,

苏辙故文多 “
高文大册″,小 i昆 文不多,但

却写得很有味。他晚年闲居颍吕,写了-篇
《自写真赞》:

心是道士,身足农大,误入廊府i,还居里闩。

秋稼登场,社泗盈壶。颓然一醉,终闸如思。

全文仅三十二字,就写出了他晚年退出

政治舞台9以闲居为乐的神i}∵ 9而 “误入廊

庙”的 “误v字仍使我们隐隐感到他的不平

和后悔。 《龙川略志》、 《龙川别志》是苏

辙的两部笔记文9但与同为笔记文的 《东坡

志林》不同9多 记国家大孪9 《略记》主要

记他自已所参与的各项政治活动, 《别记》

则记前贤、时贤的轶闻轶革。其文学趣味虽

不灰 《东坡志}卜 》”但史i丬
·介值却远远超过

《志林》。 《闸丿|三 提丐》说: f亻朱子 (熹 )

生平以程子 (颖 9之故9追修洛蜀之旧怨 ,

极不满于二苏,而所I《名臣言行录》,弓 i

辙此 《志》几叉;辶 ÷”川Ι0j店而仃征9亦
可以见矣。”与 《东∴忘i卜 》不司,这两部

笔记的行文一般注长”但也古⋯些短而有味

的篇章,如 :

贾昌朝始作国于监直讲,孙夫丿:刂 盅,吕朝

去侯萌,爽不出,使人以唐《路随》、《韦处

厚传》示之曰: “
书讫乃相见。

”
既见,爽曰 :

“
知此意否?足下异日以儒术作相,正如此工

人。”世谓爽能知人。

然其亿位则类矣,而邪正则耒也。若止论

贵贱,此但相帅所能耳!

这则笔记9前段记丰,谓孙爽知人多后

段是苏辙的反驳,言孙爽仅知贾昌朝后来的
“名位″,而不知其 “邪正”,因为贾昌朝

为相,多 与宫人、宦官相勾结。接着苏辙进

一步反驳,如果仅知 “名位’ “
贵贱”而不

知其 “邪正”就叫做 “知人”9那么看相算

命者也可叫
“知人”了。全文元论记事还是

议论,都非常洗炼,特别是议论部份,简劲

峭拔,戛然而止,可与工安石的名作 《读孟

尝君传》媲美。

(五
)

苏辙之所以取 行 女l儿 巨大的 文 学成

就9是与茔个北宋中「
i·文I的繁宋 分 不 开

的。北宋中叶足人才辈出的时人9唐宋故文

八大家就有六家出Ⅵ,t这一时期J也与西蜀

的文化繁未和受五代文许杉响饺小分不开 ,

正如苏轼所说: “
始朝廷丨)灾 声 i革 取士,而天

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许。独吾州之士通经

学古9以 西汉文辞为宗师。四是时9四 方指

以为迁阔。至于郡县胥吏,皆挟经载笔,应

对进退9有足观右。?(《
"」

丨辽景楼记》)这正

是八太家中灼六大家9有二大家出在西蜀的

重要原因。也与家学洲沔l分不开,苏洵鉴于

自己少不喜学9老大无戍沟技训”-面 白己

ρ87。



大发愤,一面精心培养二子,结果是 “一门

歆、向传家学,二子机、云并隽游o” (张焘

《老苏先生挽词》)

但更重要的还是苏辙自己的刻苦努力。

他说: “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

子瞻9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

得失为议论之要。以为士生于世, 治 气 养

心9无恶于身。推是以施之人,不为苟生 ,

不幸不用 9犹 当以其所知著之翰墨 ,使人有闻

焉。亍既壮而仕,仕宦之余,未尝废学。”

(《 历代论引》)苏辙-生的仕途比苏 轼 还 要

曲折。他十九岁进士及第,二十二岁应制科

试入等 9可谓少年仔志。但以后却沉沦下僚二

十余年9初因制科试抨击时政而闲居养亲,

继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出任幕僚,后又因苏

轼入狱雨j连坐贬官。苏轼在神宗朝还曾三典

名郡,而苏撤年近半百才是-个小小县令∶

“行年五+治丘民9初崇催科 傀 庙 神。”

(《 初到绩溪̈ ¨呈诸同官》)但在 元 磁 年间,他

比苏轼还升得快,短短五六年间他就由县令

而跃居副相。但接着又是贬官七年”放闲十

二年 ,在默默无闻中死去。当他能 “施之人
”

时,他就尽力以自 己 所 学
“施之人”,元

萜 之 政 ,“公之力居多” (《 苏文定公谥议》);

当不能 “施之人”时9如两次贬宫和晚年闲

居颍吕期问,他就 “以其所知著之翰墨o” 而

他一生曲折复杂的经历又大大丰富了他的创

作,他贬官筠州期间作诗四百二十余首,占

其诗歌自数的四分之一强。苏轼的创作高潮

在贬官黄州期间,苏辙的创作高潮在贬官筠

州期问。 “诗穷而后工”,坎坷的仕途是他

们政治上的不幸,但却是他们文学创作上的

大幸。

“机 巧”试 解一描
〓

陈斌 何世英

高中语文第三册《张衡传》巾
“
衡善机巧

”
一句,课

本将
“
机巧

”
注释为 :“ 机械方面制造的巧妙。”依此注释,

好些参考资料便译为:张衡揎长机械制造方面的巧妙。

“
擅长⋯⋯巧妙

”
是说不通的。这里把

“
巧

”
字讲错了。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释为: “
机巧,机械技

术。巧,技巧。
”
此注极是。《说文解字》:“巧,技也。"

《广韵》:“巧,能也。
”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巧 ,

技也。技巧也。
”

《辞源》、《辞海》、《古汉语常用

字典》等工具书均将
“
技也

”
列为

“
巧

”
的第一义项,可见

它的本义是
“
技术

`“
技铊

”,而“
精巧

`“
巧妙

”
贝刂是它

的引申义。在
“
衡善卩1巧

”
这个句子巾, “

巧
”
用的是本

义,即“
技术、技能

”,译成现代汉语便是:张衡擅长于

机械制造方面的技术。
“
巧

””
的这种用法,在古代作品

中是不乏其洌的。如:

《考工记 ·总序》: “
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

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习以为良。
”

《商君书 ·外内》:“未事不禁 ,则技巧之人利”
。

《孟子 ·离娄上》: “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

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

以上诸洌中的
“
巧
”
均应释为:“技术、技能

”。稍后

的同样是记述科学家事迹的《马钧传》,文中用了十四

个
“
巧
”
字 ,其中除

“
巧则巧矣

”(言诸葛亮所制连弩)讲作
“
精巧”

外,其佘均应作
“
技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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