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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游汪淮考

韦应物,新旧 《唐书》俱无 传。1978

年,傅璇琮同志在 《文史》第五辑上发表了

《韦应物系年考证》,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详细地考证了韦碰物的生平;但

是对于韦应物三十四岁至三十七岁 (大历五

年至八年 )的行踪没有提及。笔者通过对韦

应物生平的探索D认为在这段时间,韦应物

客游了江淮各地。

宋 ·沈作古占《补韦刺史传》说 :“韦

应物,⋯ ⋯贫无以自业,客游江淮间。所与

交结,皆一时名士。囚从事河阳,去为京兆

功曹摄高陵令。永泰中9迁洛阳丞。”沈作

吉古肯定了韦应物客游江淮,但把时间列在韦

应物任洛阳丞前,却是错误的。

建中四年 (783)韦 应物赴滁州途中

作 《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中有
“江汉曾为

客,相逄每醉还。浮云一别 后,流 水 十 年

问”之句。逆推十年,即大 历 八 年 (77
3)J而韦应物仕洛,是从广德元年至大历

元年 (763至 766),显 然客游江淮在

仕洛之后。

韦诗 《淮上遇洛阳李主簿》: “结茅临

古渡,卧见长淮流。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

秋。寒山独 过雁,暮 雨远来舟。日夕逢 归

客,那能忘旧游。
”
诗题⊥̂的

“
洛阳李主簿

”

即永泰元年(765)韦 应物任洛阳丞的同俨李

浣。 《甯人幕志碑传》有河南府洛阳县丞韦

应物为李浣之父撰的 《大唐故东平郡巨野县

令顿丘李府君墓志铭业序》,序说g “永泰

e72。

熔

元祀,浣始拜洛阳主簿,⋯ ⋯应物与浣为道

术骨肉,加同僚迹亲。”永 泰 二 年 (76
6)秋天,韦应物有 《答李浣三首》,即答

洛阳李浣主簿,据诗可知,当时李浣正客游
“海隅

”。可见 《淮上遇洛阳李主簿》必定

作于韦应物仕洛阳丞之后。韦应物客游江淮

诗 《寄洪州幕府卢二十一侍御》 “
洛阳相去

远,犹使故林荣。”诗题下自注: “
自南昌

令拜,顷同官洛阳。”这又是客游江淮在仕

洛后的证据。

此外,从韦应物的诗作可知,他在永泰

元年 (765)到 大历四年 (769)这 段

时间未曾客游过江淮。又据傅璇琮 《韦应物

系年考证》可知,韦应物从大历九年 (77
硅)到贞元七年 (7θ 2)这段时间也未客

游汪淮,而贞元七年后不久即逝去。因此 ,

韦 应物 客游 江淮 的时 间只能在大 历 五年

(770)至 大历八年 (773)前 后。

(二 )挛儋的字不是
“元锡

”

也不是 “
幼遐

”

人民文学出版社 1θ 78年版中国社科

院文研所 《唐诗选上》所选韦诗 《寄李儋元

锡》注说:“李儋,字元锡。”上海古籍出版

社 1980年 版金性尧 《唐诗三百首新注》

韦诗 《寄李儋元锡》注说 :“卷二有 《善福阁

对雨寄李儋幼遐》,则其字为幼遐、元锡。”

按:二 家的注 李儋仅 据诗 题,别无旁

证。唐人似乎没有把名和字业称的习惯,未

曾发现称元结次山,李益君虞的。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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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李儋 :

《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二》 “
儋,殿中

侍史。”
岑仲勉 《唐人行第录》 “

李儋即李

十九儋,⋯ ⋯精 舍碑 题名见之。”
李 儋的

字无考。有的唐人似乎没有字,如崔颢、祖

咏、常建等。
′

再说元锡 :

《全唐文》卷五百十八梁肃 《送元锡赴

举序》说: “
吾友君贶者,实能诵遗编,吟

逸韵,所作诗歌,楚风在焉 !” 标题的 “元

锡
”和序文的 ‘̄‘君贶

”同指一个,可知元锡

字君贶。据 《新唐书 ·宰相世系表五》 “
吏

部员外 郎元 挹有子三 人:注;洪 ,饶 州刺

史;锡字君贶,淄王傅。”又知道元锡有长

兄元注,次兄元洪。

再说幼遐 :

由韦应物诗大历十四年(779)春 《宴

别幼遐与君贶兄弟》和建中元年 (780)

春 《与幼遐君贶兄弟同游白家竹潭》可知 ,

幼遐不是李儋的字,而是君贶的兄长元注或

元洪的字。 《送元锡赴举序》说g “初元之

明年,予与 君贶 兄洪俱参 淮南军事属。”

“君贶兄洪″指的是元洪而不是指元注,可

知元洪与元锡曾在一起。
“
初元

”
指新皇帝登

位之初改元纪年,即建中元年 (780)。
“初元之明年

”指建中二年 (781)。 在

《韦江州集》中,建中元年 (780)前
,

有赠
“幼遐

”
或

“
幼 遐 与 君 贶兄弟

”诗多

首。而从建中二年 (781)起 ,却没有这

类诗了,却有赠元锡的诗。可见幼遐时已不

在京城长安,确与梁肃参加淮南军事属了 ,

据此可知幼遐是元洪的字。

(三)“西涧
”

和 “西楼
”

傅璇琮同志在 《韦应物系年考证》 (以

下简称
“
考证”

)中说:“韦应物在滁州尚有

《观田家》
”, “其中有

‘
归来景常晏,饮犊

西涧水。
’
西润在滁州,韦集中屡见,可见此

诗也当在滁州作9确切年月则未能确定。”

按:滁州有
“
西涧’,但通读韦诗后 ,

我发现有的虽标明 “西涧”,但显然不是滁

州作,而是作于长安。如:“行将亲爱别,恋
此西涧曲。远峰明夕川,夏 雨 生 众 绿。”

(《始除尚书赏阝另刂善福精舍冫), “值此归时 月,

留连 西 涧 渡
” (《 乘月过西郊渡》)等。这 些

诗里说的 “西涧”,就在长安西郊的沣水附

近。至于滁州的
“
西涧

”
,欧 阳修曾作过一番

考察,确定它的位置 “
在滁州城西门外,俗

名上马河。” (《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观田

家》诗中的
“
西涧∵究竟在滁州还是在滓上?

《观田家》诗 没有 山城滁 州的 特色,仅凭
“
西涧

”
一词是难以确定其一定作于滁州的。

《考证》既然也认为韦诗
“
有的部分是有时

间先后次序的”,我们就不妨看一看前后的

篇 目。 《观田家》前一首 《秋夕西斋与僧神

静游》,西 斋在沣 上,有 《沣 上西 斋宙诸

友》诗为证;紧挨着的其他几首从诗题 《与

幼遐君贶尺‘弟同游白家竹潭》 、《月溪与幼

遐君贶同游》 、《再游西郊渡》 、《西郊游

瞩》,皆知为长安西郊沣上所作。而后二首

《园亭览物》和 《观沣水涨》,也明显是作

于沣上。因此, 《观田家》应是韦应物闲居

沣上时所作。

另外,兴元元年 (‘ 8姓 9冬末韦应物

被罢滁州刺史后,作有 《示全真元常诗》 ,

中有
“始话南池饮,更咏西楼篇。”之句。

贞元元年 (785)春 的 《岁日》诗中,又
有

“
听松南岩寺,见月西涧泉

”之句。 《考

证》认为:前一首 诗 中 的 “南 池”和 “西

楼
”

即 后 一 首 诗 中 的 “
南 岩 寺

”和 “西

涧”。这种推断也是错误的。 《示全真元常

诗》中有
“
宁知风雪夜”

句,足证该涛写于

冬季;办 l、 全午「
。〈牢看,写的是州府生活,而

非郊外景象。另从作于滁州任上的 《寄别李

儋》 “
远郡卧残雨,凉气满西楼。想子临长

路,时当淮海呔”
可知, “西楼〃即在滁州

府第之中。而韦应物闲居西涧则是次年春夏

。73。



的事,这是 《考证》的作者也不否认的。至

于 “南池
”也决不是

“南岩寺
”, “南池

”

在州府中,从韦诗 《寄杨协律》 “
吏散门阍

掩 ,⋯⋯舟泊南池雨
”可知。

(四 )《答赵氏生伉》

诗的系年

韦应物诗 《答赵氏生伉》: “
暂与云林

别,忽陪鸳鹭翔。看山不得 去,知 尔 独 相

望。” 《考证》说: “建中元年 (780)
⋯∵有 《答赵氏生伉》诗。”

按:韦诗中的 “
鸳 鹭

”全 指 钥 官。如
“J隗无鸳鹭姿,矩 翮 空 飞 还。” (《观早

朝》
‘
); “南望青山满禁闱,晓陪鸳鹭正茔

池。” (《 雪夜下朝呈省叫卜绝》)9 “曾习邹鲁

学,亦 |衤 鸳 鹭 翔”
(《 始建射侯》)等 ,此 不

各举。从诗句 〃忽陪鸳鹭翔”可知,韦应物

作诗时已不在沣上闲居,而是已经在做胡官

了。他曾在 《始除尚书郎刖善福精含》诗题

下自注g “建中二 年 (781)四 月 十九

冂,自 前栎阳令除尚书比 部 员 外 郎。”因

此,这首诗只能系於建中二年 (7s1)四

月十力J日 后。

(五 )《伤逝》刍洼的逗

实性问题

韦诗 《伤逝》题下自注: “此后叹逝哀

伤十九首 ,Ⅱ尽 《同德精舍 旧居伤 怀》、时 所

作。” 《考证》说: “此注不知 为 何 人 所

加,其说颇误。” “其妻当卒于在长安任职

时
”, “芟于 《伤逝》诗题下小注 (同德栝

舍 )云云,此 ‘
同德 精舍

’
疑为 菩福 精舍 之

误。”

按g 《考证》之说是自相矛盾的。 《考

证》说:“其妻当卒于长安任职时
”,即韦应

物任京兆府功曹时,这是正确的。但韦应物

大历十三年 (77s)夏 任鄂县令,任京兆

府功曹必在此之前。据 《往富平伤怀》 “
晨

·7饿 ·

起凌严霜,恸哭临素帷”,可知其妻亡于冬

日。因此,韦妻亡故的时间或是大历十二年

(777)冬,或是大历十一年(776)冬。

《考证》本应将有关 《伤逝》诗的材料附于

这 二年 之后,但为了曲从猜测,竟 削足适

履,将材料附于建中元年(780)闲 居善福

精舍后面,业说
“此同德精舍疑为善福精舍

之误。
”
既然韦妻亡于任京兆功曹时,就不可

能再居善福精舍,因为韦应物是大历十四年

(779)六月二十二口才移居善福精舍的。

虽然韦应物没有明确说过其妻亡故的时

间,但我 们可 以推 测出 来。从 《伤逝》起

十九首悼亡诗的内容排列看,历经了一年时

间。古代有为妻服丧一年的说法,因此韦妻

亡故的时间不应是大历十二年(777)冬
,

而是大历十一年(776)冬。韦应物有 《答

贡士黎逢》诗,诗题下自注: “时任京兆功

苜。” 《唐诗纪事》卷三十六载
“逄,登大

历十二年 (777)进 士第。”此前黎逢被

州中送进京准各明春应试,投诗赠韦应物 ,

故有昝诗。由上可知 《答贡士黎逄》作于大

历十一年 (776)秋 冬,也即是韦应物任

京兆疗功茁的时问。一年后,即大历十二年

(777〉 秋冬韦应物因事重游洛阳,行至

城东同德精舍,目 睹昔年与妻共患难的旧居

宥感而作 《同德精舍旧居伤怀》: “洛京十

找别,东林访旧扉。山河不可望,存殁意多

违。时迁迹尚在,同 去独来归?还 见 窗 中

鸽 ,日 暮绕庭飞。″诗意是说仕洛阳丞时与

妻同来,离洛阝H时亦同去,今 日旧地重游 ,

形单影孤,令人伤感。逆推十年,即大历二

年 (767)秋 冬,其时韦应物罢官后与妻

居同德精禽,其冬离洛阳返回长安。从 《伤

逝》起到 《同德精舍旧居伤怀》止,恰好十

九首,全是悼亡妻的诗。

据上分析可知,韦应物的 《伤逝》诗题

下的自注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本 文作者是我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

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