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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禹锡诗选》

刘禹锡是我国中唐时期 (八世纪末期、九世纪前期)的法家政治家、朴素唯物主义

思想家和进步文学家;诗歌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更具有革新的政治内容与优美的艺术形式

相结合的特点,是值得重视的进步文学遗产和法家著作。

刘禹锡 (772——
8碴2年),字梦得9自称中山(今河北正定〉人,他的老家实际在洛

阳。晚年官至太子宾客,故又称为刘宾客。他的生平事迹,略见于他临死前写的 《子刘子

自传》和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 《新唐书》卷一百六十八。他的主要著作,保存在宋

人汇刻的 《刘梦得文集》 (又名 《刘宾客文集》,包括外集)和清人编纂的《全唐诗》、

《全唐文》里9计有诗约八百首,文二百多篇。

刘禹锡的一生,根据他生活和思想的变化,可分为青少年、中年和晚年三个时期。

刘禹锡的青少年时期 (三十四岁以前,72⒉一 8̄05年),到永贞革新失败为止。永

贞革新是中唐时代一次旋风式的政治改良运动,它是当时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儒法两条路

线斗争的产物。刘禹锡出生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十七年。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

折点;唐王朝的衰败是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反法尊儒、任人唯亲的反动政治路线所造成

的必然结果。安史之乱的平定,并没有能消除引起唐代社会危机的根源,宦官擅权,藩
镇割据9国家更加处于分崩离析之中。官僚大地主与宦官相互勾结,把持中央的军政大

权;宦宫的杈柄甚至扩大到可以决定皇帝的废立;与宦官互相利用又互相争夺的地方藩

镇势力恶性膨胀,父死子代,俨 然是分封制的复辟。由于均田、府兵等制度 的遭 受 破

坏9土地兼并之风大盛9两税法、募兵制挽救不了中央集权的迅速 崩 溃, “进 奉”、
“宫市”种种苛征暴敛,更使农民的负担加重。朝政的腐败,激化了农民与地主阶级之

间的矛盾夕农民起义运动,此伏彼起。在阶级斗争推动下,地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的

矛盾愈见尖锐9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中出现了一股革新势力,力图对弊政有所改革,实现

本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9使阶级关系能有某些调整,使国家能够恢复统一9使
社会危机能够有所缓和。这就是永贞革新的历史背景。

刘禹锡出身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他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两个皇帝g代宗李豫是靠

宦官扶上 “宝座″
的脓包,德宗李适 (音括)是朝令夕改、胡作非为的昏蛋。他们变本

加厉地尊孔崇儒9特别表现在把大杈交给宦官和对藩镇一味迁就的政策上。这种佟守oTn

·26 ·

厂

系蝌睐
缝
学无

毗
都
巾

戚

四



策只能把阶级矛盾更加推向澈化,引 起社会中下层的普遍不满。刘禹锡两岁的时候 (773

年),有晋州 (今 山西临汾)男子郇 (音荀)谟在长安东市痛哭9诘求取消宦官监车。
他二十一岁的时候 (即 2年 ),有许州 (今河南许昌)人李狗儿持仗打人长安 皇 宫 含元
殿,殴击卫士扩他二十六岁的时候 (797年 ),有长安农六因宫市而痛打宦官:这 些 事

件说明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公元780年 9刘 禹锡九岁,杨炎炷议实施 “两税法”9曾指出
当时 “上户优而下户劳”,因此引起人口流亡p “乡居地著者,十不四五矽

。公 元 783

年,刘禹锡十∵岁,野心家朱油,利用兵变把德宗赶出长安9德宗不能不假惺惺地让陆
贽代他写了一篇 “罪已〃诏9说 :“人怨于下而朕不知。殄从这些官方文件的字里行问,

我们很可推想当时阶级矛盾的尖锐。 “少年负志气” (《学阮公体》)的刘禹锡,正 是 在
这样的情况下,开始了政治活动。由于唐太宗、武则天法家路线的影响,他和当时许多
地主阶级中下层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 “

堆床万卷书9学者识其真
殄 (矧禺f乍》)o有

去取地泛览 “九流”
、 “百氏

” (《游桃源一百韵》)。 从德宗贞元力J年 到十-年 问 (7岵—

79o年 ),先后考上了进士、宏词和吏部取士科勇获得了太子校书的职位。此后经 历 了
一段时间的淮南幕府生活,接近了著名的经济、军事和历史学家杜佑。贞元十八年⒅02

年),调补京兆府渭南主簿。次年 (8θ 3年),入酉京长安任监寮 御 史,即 与Ⅰ】叔文、
王伍、柳宗元、吕温等结为一个政治集团,发动了永贞草新运动。

“永贞”
是宦I顷 宗李诵的年号。德宗贞元末年,太子李诵j司 围就形成了一个旨在革

新玫治的集团。它以王叔文、王亿为首,以柳宗元、刘禹锡为骨干9号称 “
=.工

刘柳”
。

贞元二十ˉ年 (即 永贞元年,805年)9德宗死,顺宗即位, 他们依靠版宗的杈力,自
上而下地进行了一场政治改革。改萆的锋芒直指宦官、藩镇等反动保守势力玢在玫治上
起用保守势力排斥的进步政治家,以加强革新派力量,在经济上把被地方藩镇控制的盐
铁管理权收归中央,在军事上剥夺宦官控制中央禁 军 的兵 权;又实行罢 “宫市”,兔
“进奉

”,取消民间旧欠,查办贪官污吏9以调整紧张的阶级关系。这些揩施,对于维

护唐工朝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具有进步意义。这一场革新的政治淀风9是在法家路

线指引下对当时最腐朽最黑暗的反动势力的猛烈冲击。但由于革新运动仅仅在地主阶级
内部、在上层统治集团中进行,它不可能触动封建制度本身,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危机

的根本办法,也就不可能获得广大草命农民的支持,它的社会基础是很薄弱的。这次革

新运动的阶级属性的局限,决定了 “他钌l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裰镶压反萆命的事
J清”

。藩镇割据势力没有坚决铲除,中央政权机构中的呆守派没有迅速清洗,皇帝周围

的宫妃宦竖还不免暂时利闭,因而不可避免地落得一个失败的结局。革新运 动 进 行 不
到五个月,以俱文珍为头子的宦官勾结地方剖据势力和朝官中的保守派拼命反扑,顺宗
李诵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迫 “内禅

”退位,王佐、王叔文先后遇害致死”革新派成员八

人被贬为边远地区司马。刈禹锡去到朗州,就这样,筘束了他后来所称 为 “少 年 曾 得
意” (《由江春望》)的一场政治风暴。

刘禹锡的中年时期 (三十五岁到五十五岁,806-826年 )9是在贬谪生 活 中过 去
的。永贞革新失败后,他曲工部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贬为朗州司马 (806-81娃

年),后转连州 (815-819年 )、 夔州 (82⒈-824年 )、 和州 (82座一826年 )等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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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处的大都是僻远、褊小的地区。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 (《酬乐天扬加初

逢席上见赠》)夕 这是刘禹锡自己对这一时期贬谪生活的概括。永贞革新代表一种 进 步 思

潮,尽管革新战士遭到贬谪,但革新的政治影响终于在元和年间 (806-820年 )通过有

所作为的裴度、李憩等政治家、军事家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然而这一时期所

经历的三个皇帝,仍然是不同程度的昏庸之主。藩镇势力没有进一步打击,宦官权柄更

有所扩大,宪宗李纯和敬宗李湛 (音站),都死在宦官手里。保守派规定被贬远地的永

贞革新人士 “纵逢恩赦 ,不在量移之限△ 而且凭借种种口实,极力排斥、打击刘禹锡 ,

致使他长期回不了长安。巴山楚水的贬谪生活固然使刘禹锡离开了施展政治 抱 负 的 舞

台,但同时却绐他刨造了接近社会下层的机会,使他对冖工朝的政治经济危机有了更为

深刻的感受。他选择了文学这个武器继续战斗。他在贬谪期间,特别是在朗州的十年 ,

写了大量作品以表露自己块垒难消、孤愤不平的情怀,有力地反击保守顽固势力,宣传

革新思想,歌咏国家的统一,鞭挞藩镇的跋扈。如果说,青少年时期的刘禹锡立志要作

一个法家政治家夕那末”这时候9由于环境的变迁”他又成为一个为法家政治路线的推

行大喊大叫的进步文学家和杰出诗人。

二十三年的贬谪生活磨砺了刘禹锡 ,使他的法家思想愈益明朗。在 《上杜司徒书》和

《答饶州元使君书》里 ,他鲜明地表达了尊法反儒、厚今薄古的观点;在 《奏记丞相府论

学事》里,他尖笱t地批评了尊孔派;特别是他在朗州期间参与了有名的一场关于天人关

系的大论战,突出地宣传了作为法家政治思想基础的艮天命哲学思想。这场论战是保守派

的政治思想代表帏愈挑起来的。韩愈趁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而满腔9恨的时候,向柳

宗元进行关于 “天管赏罚”的说教。柳宗元写了著名的论文《天说》,对韩愈进行反击。

刘禹锡坚决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与柳宗元协同作战,在 《天论》三篇中,提出了 “天

人交相胜”的观点分并且把反天命与重法治的思想结合起来,明 确指出: “人能胜乎天

者法也。”他坚持的法家路线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是比较明确的。刘禹锡不仅是政治史

上的著名法家,而且是哲学史上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

刘禹锡由和州刺史奉召回朝以后2进入了他的晚年时期 (五十六岁至七十一岁,827

-8奎 2年〉。这一时期,他除了在长安作礼部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 (828-831年),在
苏州 (832-83碴年)、 汝州 (834-835年 )、 同州 (835-836年)三个地区作刺史以外”

其佘时间,都在东都洛阳9最后官做到检校礼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尽管他

不断遭到佴守派的谤讪, “不得久处朝列” (《丨日盾书·刘禹锡专》),但究竞和巴山楚水的

弃置生活大不相同了。这个时期唐王朝政局更加动荡,各种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统治政

权内部的官僚集团掀起了剧烈的朋党之争,给 宦官掌权制造了机会9使刚刚受到制裁的

藩镇凶焰复张。这一时期的两个皇帝:文宗李昂、武宗李澶 (音 缠),都是宦官拥立的。

文宗曾慨叹: “去河北贼易 ,去朝廷朋党难 !” 他想摆脱朋党的纠缠,打击宦官的骄恣,

结果在一次政变中,自 己进一步变成宦官掌握中的傀儡。 “吏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

(.《 酬乐9t咏老见示》),处于这样昏暗时代的刘禹锡9并没有因为晚年生活稍安而 忘 掉 革

新事业。 “朔风悲老骥”,他仍然渴望登 “远道”, “驰 绝 塞” (《学阮公休瘳)。 直到

他一生的最后几年,因 患足疾,困 卧洛阳,还用 “秋风
”的到来象征他所理 想 的 法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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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路线的实现冫高吟: “天地肃清堪四望9为君扶病上高台。” (《始闻秋尺》)这种力
求振作,积极向上的法家革新精神9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

但是,刘禹锡究竞是一个地主阶级的革新派,不可能没有历史和阶级所加于他的局

限。在二 卜三年忮丨灵不平的贬谪期间,他已经不免通过言:j文 、写书信向有力者求援,

流露了一个灰良主义者的不彻底性。朋党之争,混淆丁两条跻线斗争的界限夕这当然是

他晚年在政治上难于插手也不愿插手的一个原因,但他对朋党之争听采取的态度也是有

问题的。他极力回避在牛 ({皆 孺)李 (德裕9两党所争论的∷些重大问题上表示自己的

看法,牛李两党的头日,他都与之周旋,尽量烬持私人交情:这难道不是由于他晚年地

位有些变化,锋芒也就有所收敛了么?对于刘禹锡生活和思想的变化,我们应该如实地

作出应有的评价。

毛主席拍出: “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 于一定的 政 治 路 线

的。”刘禹锡是永贞革打运功自J中 坚分子,他的诗歌为地主阶级革新派服务,为法家政

治路线服务,旗枳十分纤明。

在歧治上主张革新,反对保守9是刈禹锡诗i欤的一个重艹内容。 “请君 莫 奏 前 朝

曲9听唱新翻 《杨柳枝》。” (《饬仰权词))这样闪烁着除旧布新光芒的警句9的确代表

了刘禹锡政治讨的主题。当}刂
ˉ
的一群反动统治者混淆是非,颠倒黑白9用人唯亲ρ上吹

下捧,刘 禹锡把他们比作 缸淡然丧其品拶
的 “

昏镜”和 酤 爱 “昏镜
”

、 “陋 容
” “

自

欺
”的螽家伙 (《昏i词》,迸 -1÷ ,干举~i例子都是选人本书的乍f钴 )。 这些蠢家伙大开倒车,甚 至

想把社会拖回到基聪蔽明的 “轩后初冠冕”
时代 (《讽古》)。 刘禹锡向他们大声 疾 呼 :

“万户千门成野草 ,只缘一曲 《后庭沱》″ (《土灰五辽 台:9),象陈叔宝一样腐化享乐 ,

就会破国亡家!当 时危机四伏的社会矛盾9刘 禹埸通过 《衤 鸷 Π》、《贾 客 词》、《武

夫讠亍1》 、 《崔元受少府自贬所还辶山i:花 以诗笞之》等一系列 ii二 品把它形象 地 反 映 出

来。在刘禹锡膏来,那些碎心于保守的家伙,没有觉察到这种危 机,真 象 被 “
春 色”

“嗾’得发 “正”的精神病患者,该吹起一股 “
清

``广

马'” ∶J“从”风,让他们醒悟过来

(《秋词》)。 可是, “唱尽新 l司 欢不见
” (皓秉;)· 永i廴 以后”真正醒悟过来9能寄

托革新希望的君相找不到了夕刘禹锡不胜廿恨,巴他也只能愤恨。

革新与保守的斗争还突出地反映在统一还是分裂这洋重大的政治问题上。保守派的

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地方剖据势力。刘禹锡坚决主张削平藩镇,加强中央集权 的 封 建 统

治,在 《平蔡州》、 《平齐行》等著名的诗篇里,舛 明地表达了这一攻治主张。割据势

力鼓吹什么 “Ι气
”

、 “地形”9大造反动舆论,妄图负隅顽抗,刘 禹锡的 《西塞山怀

古》、 《金陵怀古》对准这些腐烂发臭的论调,狠狠地投出锐利的批判匕首。刘禹锡认

为9只有铲除这些分裂河山的顽固堡垒,才能 “四人归业 闾 里 闲” (矧=夺州》), “耕

夫满圩行入歌
″ (《IF齐 j》 )。 这些作品,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群众渴空统一的历史趋 向。

和政治上主张革新、反对保守一致,在思想上宣传唯物主义的 “人治万物”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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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上),反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论9是刘禹锡诗歌的叉一重要内容。
“
常谈即至理,安事非

常情?” (《寓兴》)刘 禹锡的许多诗篇9都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嘲笑孔孟徒、玄学 免 的

奇谈怪论。作为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刘 禹锡对于事物发展变化的看法与 那些 孔 孟

徒、玄学鬼有根本的分歧,他认为旧事物为新事物所代替是理所当然的。 “
芳林新叶催

陈叶9流水前波让后波。
”

(《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这是 “常

谈”9也是 “至理″。 “新臃代谢是宇宙闯普遍的永遁不可抵抗的规律σ
”-切反动派

都害怕这个规律,他们总是用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反动谬论来保持旧事物使它兔于死

亡。刘禹锡没有为这种反动叫嚣所吓倒,他那种新催陈、前让后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使他

坚定地相信革新派必然要战胜保守派,因而他为革新事业战斗 ,“丿b如砥 柱”
(巛咏史”),

“波浪不能推” (《il枝词》)。 他曾用 “沉舟侧畔干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这 样 响 铮

铮的语言回笞白居易
“命压入头不奈何″

的劝慰 (《酬乐天扬川初逢席上见赠》)。 “沉舟” 、

“病树扩
表面上看去是自嘲,实际上自己不进步反而妄想阻止历史巨轮前进的恰恰是倮

守派”这两句话就成了以自嘲为形式的嘲他。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借用这种名句来形

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在进步力量面前的无可奈何状态。

-切政治上的保守派、思想上的玄学鬼都是孔孟信徒9刘禹锡的进步诗歌是瞄准倮

守派、玄学鬼的投枪,这一点还表现在尊法反儒的严肃态度上。在 《庭梅咏寄人》里,

他歌颂
“犯寒”、 “

苦酸
″的梅树,锋芒是对准儒家的 “中庸之道

”的;在 “讽古
″和

《经檀道济故垒》里,他贲扬工于朱墨的苏绰,惋惜惨逵枉杀的檀道济多矛头是指向儒

家的 “去食去兵”的。他用向往的感情,歌颂了佘威显赫的秦始皇 “赭山”(《君山怀古》);

用轻蔑的口吻,嘲笑了奴颜婢膝的反动儒生 “腰如磬” (《学阮公体》)。 这一类对法家儒

家爱僧分明的诗歌 ,刘 禹锡作品里是不少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建一胡

的。
”

中唐时代,政治上倮守与革新的斗争,思想上唯心与唯物的斗争十分激烈”这是

儒法斗争在那一时期的具体体现。刘禹锡主张革新9反对倮守,宣传唯物,反对唯心 ,

他那种绊明的法家思想,决定了他的诗歌在文学史上元庸置辩的进步意义。

毛主席在谈到政治和艺术的关系时9要求 “潋治和艺术的统一
”9并且指出 “

缺乏

艺术惟的艺术韪,无论跛治上怎榛避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刘禹锡诗的进步政治内容 ,

是通过它精巧的艺术形式表达出来的。刘禹锡把诗歌作为反天命、反保守的政治斗争武

器,囚此,他的诗批判色彩十分鲜明。这样讲,当 然不是说刘禹锡诗没有用优美的形象

来咏歌他的革新理想 ;正象许多法家著作从破中立-样 ,他的革新埋想往往通过对黑暗保

守势力的批判体现出来。新旧两部 《唐书》都咒骂刘 禹锡
“褊 (音匾冫心” (《 刘禹锡

传》)。 什么是 “褊心”? “褊心″就是不讲懦家的 “中庸之道
”

,要骂人9要斗争。御隹

是褊心,是以为剌” (《诗孚·魏风·葛屦》),很不 “温柔敦厚”。但是夕诗歌总要通过艺

术形象来 “言志”;刺 9出得讲求艺术。古代许多进步诗人对当时黑暗现实的揭露相批

判往往采用比兴手法。比兴手法总是借助于象征性的艺术形象 ,以 启发读者的联想 ,来表

达诗人所不能直接抒写的感情。刘禹锡和历史上的进步诗人一样,巧妙地运用这种手法

来进行战斗,来痛剌保守派,这就形成了他诗歌
“
讣1托幽远”

(《新唐书 灾喁锡传》)的著

名特色。刘禹锡的战友柳宗元,曾 用 “俊而膏9味无穷而炙 (音至,煎,烤)愈出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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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写他诗文的风貌,刘禹锡很同意这个说法 (《犹子蔚适越芯》)。 所谓 “俊
”

,就 是用精练

的笔调舅所谓 “膏
”9就是有普遍的意义:这是讽刺艺术的特点 (鲁迅 《且介亭杂文二集·

什么是“
讽束刂”?》 )。 “味无穷而炙愈出

殄,通过比兴手法来达到高度艺术水平的讽 刺 作

品,是经得起反复寻味的,这就是 “
讽托幽远”

这一持色的说明。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

召至京戏赠膏花诂君子》、 《再游玄部观绝勹》两首诗,∫Ⅱ玄部现的桃花9形象地勾画

出二十多年新、老保守派叉勾结叉倾轧的兴衰史,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保守派一看到

就气急败坏,狼狈不堪。在刘禹拐的笔下 ,〃讽托”尽管 “幽远”
,反 动的保守派也嗅得

出来。当然9我们也应该膏到, “
矾托△远″是永贞革新夫败后,刘禹锡在反动势力猖

狂一时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艺术形式。这种形式给我们理解刘禹锡诗带来了一

些困难。毛主席在评价鲁迅时曾指出: “鲁迅畲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白曲,所

以用冷嘲热讽的崇文形式去镩战9鲁迅是完全正确的。
”

同时又指出: “我钔要大声蒺

呼,两不要隐薅豳折,蜜人民太众不曷看懂◇”这段教导,钣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去看待

刘禹锡诗 “讽托幽远椤的历史宙景9正硗评价它沟进步挂和后限性。

刘禹锡对当时的黑Ⅱ占社会进行揭露尔:比 刑,应该特别提到他所写的那一批以鸟兽虫

鱼为题材的政治咏物诗。根捃这些鸟兽虫鱼的某种特征,刘 禹锡赋予它们的性格以社会

志义9叉替它们涂上了耸明的对代色彩。 “
捧鲜望青玄

”的 水 獭 (《有獭吟》), ‘‘r即 唧

满庭飞”的鹊鹈 (《匙鸩r今 》), “舌端万变乘春晖”的百舌鸟 (《自占吟》), “
膺隼 仪 形

蝼蚁心
”

的飞鸢 (《 匕扌孓》)9 “喧腾鼓钭吝昏黑”
的蚊虫 (《聚蚊谣》):百兽率 舞,魔

怪蹁跹。如果我们再加上柳宗元所描写的 “至死不语
”的临江小鹿, “庞然大物?的贵

州驴子, “盗暴尤甚″的永州老鼠 (《二成》), “伺人隐微失误”的尸虫 (《骂尸虫文》),
“捷取巧噬”的j复 蛇 (《宙竣蛇文冫)等等,简苴是屮唐时代上层社会一切害人虫五光十色

的漫画走廊!刘 禹锡用诗歌,柳宗元用文章 ,同 样反映了这个时代 ,同 样取得了杰出的成

就,这不是偶然,而是他们站在革新派立场,向保守势力发动一次联合进攻的战果。刘

禹锡的诗歌是杂文式的讽刺诗,柳宗元的文章是讽剌诗式的杂文。这是韩非 寓 言 的 发

展,是儒法斗争在文艺史上值得特写的一页。

刘禹锡诗在艺术上取得的这样不寻常的成就,除了和他革新的政治斗争有关外,刻

苦地向古代和当代进步诗酞学习也是一个原因,但重要的还在于他学习民歌。他的 《竹枝

词引》,极力称贞先秦法家诗人属原学习民歌的戍就。他沿着屈原的刨作道路9更有所

发展,加工改写了西葫各诶人民从生产劳动中刨造出来的对歌、联舞曲词,认真从中吸

取首荞。 《竹枝词》、 《踏歌词》、 《浪淘沙词》、 《杨柳枝词》等就是他学习民歌的

革硕戍果,也是他所写的政治抒情诗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发 展 史 上, “清”
变 为

“词
”,这是一项草新;而刘禹锡的这些歌词则是其较早的作品。

作为封建社会巾期的地主阶级草新派,刘禹锡的阶级烙印和历史局限不可避免地要

反映到他的诗歌中来。在 《武夫词》里9他谴责破坏法纪的一群滥兵恶棍,把矛头指向

盗窃兵权的宦官,揭 露得很深刻;但他却认为这一群恶棍的阶级基础是 “编户人
”

,而且

“无种取侯工”
一句,还把这些家伙的趁机窃权与农民革命相提并论,明显地暴露了他

敌视农民革命的地主阶级思想,就是一个例子。刘禹锡的晚年,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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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越来越多。人民生活 “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唯-源泉。
”

刘禹

锡渐渐地远离了这个唯一的源泉,所以晚年所作,比之中年绚烂多彩的篇章,就显得褪
色了。对于刘禹锡的作品,我们必须坚持 “以酸治标准放菝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
二位″的马列主义文艺批评原则,有所采取,也要有所删除, “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

蓄。”

刘禹锡的诗歌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冫H。 他的政治诗是在反动派一片咒骂声中写出来

的。他用诗歌向保守派开火,几次掀起轩然大波。反动派制造种种舆论,说什么他 “
恃

才而废”
,“不能无怨望”

呀,说什么他作诗 “以诋权近”
,“ 闻者益薄其行

”
呀 (《新唐

书 刘夙锡传》)。 总而言之,他 “居心不正”
(《容斋续笔》卷七),诗文也就不足取了。柳宗元

很为此不平,曾 借和刘禹锡讨论书法的机会愤慨地说: “世上悠悠不识真 !畛 (《重赠》)

这是对那些流言蜚语的有力回击。 “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王安石,很 爱 刘 禹锡

诗,曾经亲手抄录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引《雪浪斋日记》)。 历史上尊法反儒的进步作家

和评论者,对于刘禹锡诗的估价都是很高的。

但是,刘 禹锡身前身后经历着漫长的黑暗封建统治,反动的保守势力气焰嚣张,他
们总是对刘禹锡进行恶毒的攻击。永贞革新时人,孔孟信淀韩愈已经骂刘柳是 “小人乘

时偷国炳” (o<贞彳j》 );直到一干年后,清嘉庆帝颟琰,还 是暴跳如雷,诅咒刘禹锡 “趋
炎乱政

”(《咏刘禹锡事》)。 反动派玫击刘禹锡,还拼命毁谤他有战斗性的诗篇。刘禹锡的

诗,真象他所歌咏的一粒一粒金子 ,被 尊儒反法的
“
狂沙

叼
沉埋了一千多年 (《浪淘沙词》)。

尊孔派的评论者,一谈到刘禹锡的诗,总是肆意歪曲,尽量贬低。宋代的魏秦,骂 刘禹

锡 f不 自知”,甚至于白居易称道 “沉舟侧畔
”
等句子,也被攻击为

“不善评诗
”

(《临汉

隐居诗话》)。 清代的方东树,骂刘禹锡的 《西塞山怀古》, “无甚奇警
”, 〃又无 自 己

在诗内”,因 而连
“
七律似梦得

”
的王安石也一起遒到攻击 (《昭昧詹砉》卷十八)。 就这样,

刘禹锡诗长期以来很少人去研究,没有出现过有注释的本子。

一千多年过去了,我国历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党 中

央和毛主席发出号召,要评注法家著作。刘禹锡和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其著作,一个一

个得到认真的研究,被反动儒家颠倒了的历史都将颠倒过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桕当

长的历史阶段,基 础和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中的新旧斗争,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

的资本主义进行交锋的反映。全国人民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正认真学习马

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加强团结 ,

反对分裂;坚持继续革命,批判因循守旧。在这样的伟大时代,回顾中唐时期激烈的革

新与保守两条路线斗争,读一读刘禹锡顶颓波、战恶浪、激壮心、长精神的诗篇, “用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 “

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 重 要 的 帮

助的。”我们在党的领导下,编注了这部 《刘禹锡诗选》,目 的是想在用马列主义占领

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战斗中,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根据 “
古为今用

”
、 “

批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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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的原则,对刘禹锡和他的诗歌作出应有的评价;为工农兵着想,扫清刘禹锡诗歌

在阅读上的障碍,提供刘禹锡政治诗的一个通俗读本。     `
这个选本,选入了刘禹锡诗七十二首,约 占他诗仝部的十分之一。编排次序,略依

写作时代先后;选入的诗都参校了刘禹锡著作现存的各种重要版本,字句歧异的地方 ,

根据我们的判断9选 用了一种,异文郜略去不再标出;注释力求通俗,也适当地收进一

点历史、语言资料;评 语只抓置点,不要求面面俱到·为 r便于工农兵渎者理解原诗,

在诗后附上了译文;为 了帮助渎者了解所选诸诗的写作背景,在书末附录一个 《简明刘

禹锡年表》。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9闻见有限,又加时间比较仓卒,所 以错误的地

方一定是不少的,希望读者提出批评,以便及时改正。

-九七五年六月 匕日初稿 ;

^刂
八日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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