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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薛瑞生

在四甲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程中， 不管是从
，

思想史上去考察如 还是从文学史特美学史上去考察j
，
苏东坡

都是く个颇令人注 目的关键人物 。 由于种种复杂钓原因， 他

在文学史与美学史上的地位越来越为人所重视 ， 而在思想史

土的地位却越来越被人所忽略了 这是三个奇特的 学 ·术 现

象

其实， 苏东坡首先是 个思想家。 苏门四学士之 一 的秦

观就说得十分肯定而明确\ ı
'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 卧得 之

际， 其次则器足 以重任 ， 识足以致远
。.

至于议论文章， ：乃草

与世周旋 ， 至粗者也 。 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 意欲尊

苏氏， 适卑之耳 !
。 ( 〈淮海集 》 卷三 宪 答傅彬老简 〉 )这

不但遭出了苏轼是 一 个思想家 i 而且从根本上道出 了 苏 文

( 包括诗词 、 书 · 画等 )所以能风靡后 世的原因。

不管是北宋的熙宁党争 ，还是元神竟争其实都不过是新

学学 蜀学 、 洛学之争在政治上的反映。 三 家之争。 大抵于熙

宁年间， 洛 、 蜀合而攻王氏 (安石 ) 新学 。 待 至 元 祐。 则

洛◆ 邶分庭， 苏程决裂 ,
。 且不说新学 ， 单以洛， 蜀而言， 均

未超出上起汉简 中经魏晋隋唐、 迄宋而大昌 的
°

三 教 合

的思想潮流的规范， 不同之处仅在于蜀学公开鬩三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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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鼓吹，洛学则暗释老而明经术 ，故更 适合封建统治者的胄

口。
这就是宋明理学大昌的原因 。

然而在当时 ， 因为蜀学将

f需·
释·

道都供入 丁自己的坛 坫 ，
所 以在朝野上下 、 僧俗贵

贱中都找到了知音 。
且看东坡死后 ， 统治者让他从祀孔庙

，

沙门往他作妙石老人，

J &  0

自从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将苏学 目为
。

杂学
。

以来多 思

想史家就将苏东坡误解了 。其实东坡出入释老而又精通儒典
多

本于儒而不为儒所囿，
参释老而不为释老所溺 多 学殖既有所

自，
论道又出己意，

通三教之变ヲ
成一 家之言 9 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学术体系和世界观净印如他的君臣相济的思想 、 穷达

如 一 的思想 、
与民亲随的思想，

是f需、释、
道三家中无论那 一 家所能范围得住的 。说他合三家

而又有新的思想曙光， 大约是不为过分的 。
他用释家的

°世

法平等
' 来校正儒家的

' 君臣大义
°

， 主张
。君臣之间，

可

否相济。 ( 壤擗试馆职札子之二 》 ) 。
他 又 认 为

。命，
令

也。 君之令醂 ， 天之令日命 性之至者亦日命。

° ( 《昆

陵易传 》 )夫输、 君命， 向来为人所神化 ， 东坡却认为与人

之性命齐等笋这就将儒家 。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的教义撤在

了一 边， 显然不失为, 一 种叛逆思想了 。 但是思想史家长期以

来形成·\ 陈腐的观念， 即认为乙 且沾上了释老的边，
就与

消极 出世丫灰色结下了不解之缘， 岂不知释老也与儒家一

样，是可以 分为二 的多尤其是在哲学思辩的范围内是如此。

这就是在自唐宋以至明清的进步知识分子中， 既反对世俗的
作为宗教的释老

， 又从作为思辩的哲学的释老中去汲取思想
营养的原因

。 正是从这个角度土来说ダ ， 明代的浪漫思潮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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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又说他是奎宿 ， 可见他声名之广

知命乐天的思想等等， 都不



代的悲剧精神， 都是与苏东坡 一 脉相通的 。 他在思想上对后

世的影响， 是决不亚于在文学上 、 美学上对后世的影响的 。

' ' 苏东坡在文学上的贡献与成就可谓博大雄 浑， 地 负 海

涵 。 他是 个旷世稀有的全才作家和天才作家， 在诗 、 文 、

词 、 书 、 画等方面都成就颇高 ， 不仅风靡当时， 而且 流芳后

世
。 苏诗是北宋最大家， 苏文是两宋最大声! 苏词开创了豪

放派 ， 苏书是北宋四大家之
， 苏画也以墨竹名世 。 宋人所

以能将古文引向文学性、 实用性 、 通俗性之路 ， 并为明清散

文之近代化搭好桥梁 ， 苏轼是首创其功的。
至如苏

，
诗， 则以

豪放迈往之气， 秉天才烂漫之笔 ， 不拘泥于斤斧绳墨之间，

乐则大笑 ， 悲则大叫， 七情并发， 穷变百态
， 巍然 成 大 家

数 ， 也为宋诗的 '

以文警为诗， 以才学为诗如 以议论为诗 °

(严羽 《沧浪诗话 》 )打下!零基础
。 他 钓 诗 论 ， 文 论 、 书

论 、 画论也不拘成法 ， 自然透脱 。 从总体美学追求上雲霄ラ

他提倡的是细节的真实与祷意的结合 ， 开创了元明清以来各

个艺术门类的总体发展方向， 也创造了几代作者与读者的美

学鉴赏情趣
。 总之矗 他实在是 个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转变

过程中的伟人计 当然也是 个带着 自身缺陷的伟人 这里就

不必细说 了 ó

ņ

苏东坡的思想发展与文学创造矿 是随着他的生活道路 、

仕途足迹不断前进的 * 而他的仕途则是从陕西凤 翔开始的
自宋仁宗衣钵六年 ( 10 6 1 )十 一 月赴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
节度判官厅公事任 ， 至宋英宗治平元年 ( 1 0 6 4 )十二 月还朝
转官， 他在风翔整整待了三 年， 写下 1 3 0 余首 ( 篇 ) 诗 文 。

这些诗文 ， 比起他在黄州 以后的篇什来
， 自然显 出了单纯与

浑厚 、 稚嫩与老辣的区别 ， 但所谓苏体的基本风格 已 经 形

吕



惑 其中有些诗文如 《和子由渑池钚 旧 万
、 く风翔八观、

、

《次豹子由论书 力 、 ( 喜雨亭记 ：〉写 く 凌虚台记 〉等等
， 无

疑已是苏作中的名篇 。 为了迎接全国第六次苏轼学术讨论会

在风翔召开 ，
也为了介绍苏轼的政绩与文事

， 祁念曾同志利

用教学之余，
写成了 《 苏轼风翔诗文赏析 》 书并 陆 续在

《宝鸡 日报 》 连载，
这无疑是嘉惠读者的 件幸事

。

天下文章，
于赏析为难多 赏析文章 ， 于名家为难

。 难就

难在咫尺千里 ，
尺水丈波 ，

要在千字文中鉴赏出名家名作的

\ 道 、 神韵来 ，胸中没有鳥 丘壑是难于胜任的 。 读念曾文，

如入 幽篁， 如临碧池 清新活脱之气扑面 ， 学院派的艰涩沉

闷之气为之一 球 套头约得力于念曾既是诗人 · 又是散文作

家的缘故吧ł以诗人兼散文家之笔 ，评诗入兼散文家之苏作，

自然体味独到， 所见不凡了
。 加之念曾又身在宝鸡， 对凤翔

周围的山水文物了如指掌， 敌下笔为文
9 能使境与神接，

二

言萬锫 「即道出守苏作的真谛
。 文不厌短

， 文贵于短， 儲
斯當 · · 。 ，ţ

戦和念自是早已心识了 ， 第 次相见却是在西子湖畔。

那是加 8 8年的冬天
， 全国第五次苏轼学术讨论会在 杭 州召

开， 我们 见如故
， 谈天说地 ， 道古论今 。 他拿出一 个精致

的留言簿要我题写 ， 却之不恭
， 我便不揣浅陋信 笔 写 道

'

天马行空
9

： 难就城下 ," 崖下架屋 9
：愈见其小。

为人为文，

当既在绳墨之内， 又在绳墨之外
。

。

现在 ，
念曾的书要出版

下ji} 瞩为 之 序
多 我又 不揣浅陆地与孓血；以就教子念曾

及读者诸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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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 ( 1 0 3 7 1 1 0 1 ) 步 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 ラ 四川眉山

人 ， 我国北宋时期伟大的文学家 、 艺术家 。 他以多才多艺的

天才和无比韵创造能力 ， 成为我国文学史上旷世无双的多面

完成了宋代的文学改革 ， 使宋代文学成为继唐代文学之
1 9

后的又座 高 峰 。
他的散文平易自然 ， 流畅婉转 多 为

° 唐宋

八大家
°

之 一

。 他的诗比喻丰富 ヲ 新颖贴切 多 独具 格， 开

创了与唐诗特点交相辉映的宋诗特点 9 是宋代成就最高的诗

人之
。

他扩大了词 的描写领域 ， 丰富了词 的艺术手法， 开

了豪放派的先河
。

他的书法和绘画 ， 独辟蹊径 9 自成 一 家 9

其真迹遗墨 ，
已成为世界性的艺术瑰宝 。 他的父亲苏洵

， 弟

弟苏辙都是著名的文学家 ，他们合称 。

三 苏°

，在中外文学史

上传为佳活
。

宋仁宗嘉祐六年 ( 1 0 6 1 ) 乡 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

风翔府判官 。 大理评事是掌管刑狱的京官多 签书判官是州府

幕职 ， 掌管文书多 佐助州官 。 在凤翔， 苏轼生活 了 三 年 的

时间
。 宋英宗治平元年 ( 1 0 6 4 ) 。 苏轼任满回 京

。 凤 翔 三

年 9 苏轼不仅留下了卓著的政绩
， 疏浚了造福后代的东湖 ，

而且写下了 1 3 0 余篇诗文 。 这里是他初登仕途 、 步入政 治 生

涯的开端， 也是他文学创作的 一 个重要起点 。 为了全面研究
苏轼的思想和创作， 继承并弘扬民族文化多 笔者从苏轼在凤

翔创作的诗文中选出4 0篇代表作品加以注释分析多 以帮助广



大读者阅读鉴赏。 承蒙西北大学薛瑞生先生和陕西人民出版

社陈华昌先生的大力帮助， 使这本书得以出版， 在此道表谢
忱。 今年是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十周年， 全国第六次苏轼

学术讨论会将在风翔召开多 这本小船子就算是献上的 份镩

薄的礼物吧 !

ła

擲太；
， ! 作 者 ： 。 。 .

姓女山 示9 9 0 年 5 月

及

1 8 羚
。 ţ勺 長よ韭꾸弓內

， 奄阳
'

昏 歹 砖 ' ， 나 '

百气 ī码恐光芒

警 嚇聴亭尹曲劳 、定姚木兰曲 咎嗯叫皆
，ヨ ·

·
笋 名育 裏)

丈イノ中 。 ，ミニ °

í仰 け ；莹 。 式
I ř ， ，

莠

Į ł* t , * F ,  tła  ı $T?4& .  
I
v  
£3e f  · ť  .  i

'

*

駐 隧 耐 Ę
ł  ¢h  4 41«  ¢

咖っ香 嬴歹 个 ホす隻咽 · 朗 州

，
t l l

" J Ħ
脅\ '赭" % 釣扒į引 豺! ) $陪 ·\

J F

卫

鳥亡ポ l i ， 争 #
i に 。 ボ ぴ 知挪ゆ ，

こ驴



目 录

郈 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5

)

)

)

)

)

)

)

真兴寺阁涛雨 · · · ·4 = .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7 )

壬寅重九， 不预会， 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 · · · · · · · · ( 4 9 )

岁晚三首 (井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2 )

和子由蚕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9

1



题宝鸡县斯飞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4

十二 月十四 日夜微雪 ，
明日早往南溪小酌至晚 · · · · · · · · · ( 7 1 )

和董传留男 · · . " ' · · / ł J ·· · · . . . . . 。 *
·

· · · · · ı. l刀.
く

.
.

. · 。

Ý  Į  \ą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