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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欧阳修书简的艺术特色
!

!!!从日本学者新发现的
."

通书简说起

熊礼汇

摘
!

要"书简是欧阳修实行散文艺术革新的文学体裁&欧公现存书简-包括新发现的
."

通.

"&0

通%可以分为论理言事和存劳谈心两类&前者兼有书(论的特点而以论为主%多数

平顺柔和%亦有峻厉严正者%风格取向与所论事理性质和受书对象特点有关&存劳谈心简

札-新发现者即属于此类.则以袒露情怀(丁宁委曲为多&

关键词"欧阳修'书简'新发现
."

通'艺术特色

一(欧阳修书简的现存状况

书牍本为古代的应用文体%使书牍成为文学性很强的短篇散文体裁%是韩愈对古代散

文艺术发展的重大贡献&钱穆就说")以书牍运入文学%在汉时特太史公始创之&,,而

后来嗣响%仍少佳构&必待韩公出%而后书牍一体始成短篇散文中极精妙之作品&写情说

理%辨事论学%宏纤俱纳%歌哭兼存%而后人生之百端万状%怪奇寻常%尽可容入一短札中%

而以随意抒写之笔调表出之&,,此实为韩公创新散文体之一绝大贡献&*

!欧阳修复兴

古文%为文学韩处多%书牍亦为其实行散文革新的重要文体&其内容之海涵地负%功用之

多种多样%修辞策略之常中有变%均可与韩愈(柳宗元同论&再者%欧公作书作简%一如作

其他文字%总爱反复斟酌(修改"

%故其书简有艺术性的确不少&

欧公一生所作散体书简甚多%今存亦不在少数&仅#欧阳修全集$

#中的#居士集$就

收有
!$

通%#居士外集$收有
&"

通-#代曾参答弟子书$除外.%#书简$十卷收有
&0!

通%又

有#补佚$辑得
#$

通&总共
1&0

通$

&加上去年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发现的
."

通%

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欧公散体书简就有
"&/

通之多&

东英寿的发现%无疑会给欧阳修散文研究(特别是书牍研究增添新的内容%但其意义

远不止于此&在我看来%至少在三方面对中国学者研究欧阳修深有启发&

一是促使我们思考整理欧阳修文集以何种本子为底本&东英寿所发现的
."

通书简%

全部出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收藏的#欧阳文忠公集$的#书简$-共十卷.&据他

考证%这个被日本指定为)国宝*-

!.1#

年.的)天理本*%有正文
!1/

卷和附录
1

卷%后人补

!

"

#

$

钱
!

穆"#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载#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四%安徽教育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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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即云")前辈尝言公作文%

$

之壁间%朝夕改定&今观手写#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

字往往不同%故别本尤多&*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1跋$&

#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中华书局
#$$!

年出版&该书以清代嘉庆二十四-

!%!.

.年欧阳修二十七代孙欧阳

衡所编#欧阳文忠公全集$为底本加以整理&

#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五(九十六有书启
"0

首%#补佚$卷二有#寓随启!!!与钱惟演$一首%均为四六文%不在本

文讨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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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内容不超过
#/

卷&)是基于周必大原刻本刊行的周纶-周必大之子.修订本%周必大的原刻本#欧阳

文忠公集$于庆元二年-

!!."

.刊行%周纶修订的工作则大约在十年后的开禧年间完成&*

!他拿天理本

#欧阳文忠公集$和北京图书馆收藏的南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集$-共有
#1

卷配明抄本.

以及日本宫内厅收藏的另一种宋版#欧阳文忠公集$-仅存
".

卷.作对比%发现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所

收#书简$较其他版本欧集多出
."

通&考虑到周必大刻本最能体现欧阳修编集的意图%周纶修订本基于

周必大刻本补充的文献最为丰富(可靠%今日整理欧阳修全集%当以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为底本&像

#四部丛刊$本#欧阳文忠公集$-号称元刊本%实为以明代内府本为底本的版本.(欧阳修二十七代孙欧阳

衡于嘉庆二十四年编纂的#欧阳文忠公全集$

"

%似乎不宜作为整理欧阳修全集的底本&

二是东英寿的发现揭露了欧阳修文集版本变异的一个重要现象%使欧学研究者想到一些问题&比

如人们会问"周纶修订本多出的
."

通书简%周必大及其编纂班子见到过没有+ 未见到好说%如果见到过

为何弃而不用+ 如果全是周纶补充进去的%其材料是否全部来自欧阳蓒编纂的家传本欧公文集呢+ 人

们更会问"为什么周纶以后的欧阳修文集编纂者或刊刻者没有收入这
."

通书简+

三是通过了解
."

通书简的内容%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欧公书简在研究欧学中的重要作用&

."

通

书简内容丰富(具体%真实记述了欧公逝世前
!$

多年方方面面的情况-包括为学(为文(著作整理(社会

交往(日常生活(身体状况(晚年心境等.%为欧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第一手材料&如著作整理方面%有学者

因欧阳修手定#居士集$收有其#集古录自序$%而推断#集古录跋尾$在欧阳修生前已编定&今
."

通书简

中第
&1

通#与蔡忠惠公$言)前日承惠李邕碑%字画诚佳%辄已入录*%第
"!

通#答张仲通$言)碑文极烦

费*%)贵成集录%为助之惠不细矣*%第
1!

通#与蔡忠惠公$言)方诠次#集古录$*%实可佐证其说&又如论

文%不但有论及他人之文者%还有欧公自道其诗文写作情况(传播情况以及请人修改文章或批评他人擅

改其文的书简&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一谓)欧阳公作#文正神道碑$云"/吕公复相%公亦再起被

用%于是二公欢然相约%共力国事%天下之人皆以此多之&0文正之子尧夫以为不然%从欧阳公辩%不可%则

自削去/欢然0(/共力0等语&欧阳公殊不乐%为苏明允云"/范公碑为其子弟擅于石碑改动文字%令人恨

之&0*邵氏所说欧公言于苏洵者%即本于
."

通书简中第
10

通#与苏编礼$&原文为")昨日论范公神道

碑%今录呈后&为其家子弟擅于石本减却数处%至今恨之&当以此本为正也&*而第
%"

通#与张续$言"

)修向作范文正文字%而悠悠之言谓不当与吕申公同褒贬%二公之贤%修何敢有所褒贬+ 亦如此而已耳&

后闻范氏子弟欲有所增损%深可疑骇&*是书称非议范碑范(吕同论为)悠悠之言-荒谬之说.*%对了解欧

公何以坚持不改范碑的深层原因%也是其他文献所不能取代的&

二(欧阳修论理(言事之书的艺术特色

和韩(柳一样%书牍也是欧阳修实行散文革新的重要文体&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以论为书%大大扩充

其内容%增多其功用%提升其艺术表现水准&故其手定#居士集$%收书仅收论政(论事(论学(论文之作%

但他同时又写有大量)朋旧往来*的书简%并说")书者%虽于交朋间不以疏数为厚薄%然既不得群居相笑

语尽心%有此%犹足以通相思(知动静%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纸%数行亦可&*

#可见他对朋旧间叙起居(

道殷勤(致问候(言及私事(感受一类书简的重视&受欧阳修的启发%周必大也将欧公论事一类的书简从

其书简中剔出%编入#居士外集$%且在#书简$十卷后特别注明")吉(绵本#书简$有论文史(问古事之类%

已移入#外集$第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卷中&*这样%周氏秉承欧公之意%实将其书牍按内容和功用分为

两类%一为论理言事之作%一为)存劳*谈心之作&当然%论理言事之作也有表达)存劳*之意的%)存劳*之

作也会有论理言事成分%只是主次(多寡有别而已&一般说%论理言事之作篇幅较长%)存劳*谈心之作篇

幅较短%但也不是绝对的&#居士外集$所收书牍就有
##

通在
/1$

字以下%#书简$十卷中也有
&

通在

/1$

字以上&如此看来%新发现的
."

通书简%自然应列入)存劳*谈心之作一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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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英寿"#关于天理本欧阳文忠公集$%载#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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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与富文忠公$六通其一%载#欧阳修全集$卷一百四十四#书简$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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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理(言事之书%可以简称为论体之书%其写法实是以论为书&艺术特征则既应有论体)论如析薪%

贵能破理*()义贵圆通%辞忌枝碎*()要约明畅*的特点!

%又应有书体)舒布其言*()贵在明决*()辞若对

面*()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的特点"

%而以论之特点为主&欧阳修的论体书作%除具有上述特点外%

还有其独特之处&其独特性的形成%自与其为人禀性及特有的艺术趣味(文风取向有关%而书中所论之

理(所言之事的性质和与书对象的特点却是起决定作用的两大因素&大凡欧书所论之理以学理-包括经

学(史学(小学(谱牒学(金石学等.(文理-包括诗文理论和诗文批评.为主'所言之事以政事-涉及政治(

经济(军事(吏治等.(人事为主%兼及书法(学道(习文之事和个人心事等&与书对象则有君王(时相(上

司(朋辈故旧(门生后学之别&由于所论之理(所言之事和与书对象有一定程度的对应性%所以探讨欧书

论理(言事之作的艺术特色%可以分而言之&

其论理之书偏于对学理(文理的阐述%即使纠正对方谬误%也是博引事理%详细论述&如#答李诩第

二书$%实因李诩连作#性诠$三篇%且)自谓夫子与孟(荀(扬(韩复生%不能夺吾言*而发&欧公不赞成用

许多气力空言性理%故以)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之说作答&而论述其理则遍引儒家

典籍为证%既详说#易$(#春秋$(#诗$(#书$(#礼$(#乐$)不言性*%又说#论语$所载七十二子问于孔子不

言性%孔子告于弟子数千言及于性者仅一言&然后两用)或有问曰*设论%一说)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为

急%而不穷性以为言*%一说孟(荀(扬三子言性)不过始异而终同*&言下之意%君子所学当)不事无用之

空言*%专言人性实无必要&论述全面%点题自然(明显&

#与张秀才第二书$所言道(文特点%是欧公古文理论中的重要观念%其说是借批评张蓒诗赋杂文)述

三皇太古之道%舍近取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毛病提出来的&所谓)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

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其)学*实可解读为古文之

学&意谓为古文者%当知古明道%且以古道作为行己(行事的原则%而发之于文&不但说明古文要文以明

道-贴近人事之道.%而且要具备以古道为理论基础的艺术精神&就行文章法言%书中言此既是对)舍近

取远*云云的批评%也是为了引出对道(古的阐释&释道(释古%皆一再引用孔子和圣人之语为证'说)舍

近取远*之为非%则细说孔(孟之言关心当下实际生活的特点&于此可见此书继承的是儒家说理文博引

圣人之言为证%且论述细密%文风平实(婉转的传统&

他如#答徐无党第一书$驳徐氏)春秋起于平王*说%#与曾巩论氏族书$言曾巩所说曾氏氏族)迁徙(

世次多失其序*%都是心平气和地引经据典%详证细说&#答祖择之书$借作论以道祖氏为文)所守未一而

议论未精*%论述虽三用顶针句法(两用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硬转硬接%推理作论%论断迭出%且以内涵丰

富(层转层深的长句作反诘之用%行文显得气促语急%势不可遏%但也是细言其理%泛言其事&所谓)一一

指点%不翅倾仓倒以出之*&而在论述中插入)足下所为文*一段%连用三问句称美对方以舒缓语气%且

在肯定其文)甚善*时指出)其病*%故其言真切朴至%仍以详赡(平易见长&其#与乐秀才书$谓)古人之于

学也%讲之深而信之笃%其充于中者足%而后发乎外者光*%实与#答徐无党第一书$)学者当师经%师经必

先求其意%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施于事者果敢*%持论

相同%论证则博引经文和圣贤之文细加推阐&说)今之学者或不然*%亦是详言其事'论及对方之文%更是

寓勉励之意于称美之中&风格偏于柔缓&#答吴充秀才书$借作论肯定对方文章%言为文当学道而至于

至%不可溺于文之工)至弃百事不关于心*&又谓)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也是既从正面立论%

又批评)世之学者之所为*&论理%或通过描叙展开来说%或以孔(孟(荀子和子云(仲淹为正反例证%或引

对方议论于行文中%无不切合实际&说得从容(平和%并无严词峻语&至于#与王淑源论古碑字书$(#与王

深甫论裴公碣$(#问刘原甫侍读入阁议帖$等%本是因问作答%或求教于人%自是言之娓娓%逊让之态可掬&

欧阳修言事之书%分为上书(与书两类&上书系上与朝廷或长官之书%与书多写给同级(同辈或下

级(晚辈之人&欧公比较重要的上书有七通%其中#通进司上书$(#准诏言事上书$(#论河北财产上时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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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所言尽为国家大事%写法多是依次条陈其事%说古道今%不厌其详&

欧公较有特点的上书是另外两种%一种是代人求人之作%如#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和#代杨推

官洎上吕相公求见书$%两者都是有求于人%妙处是作者极会说有求于人的道理%不但把求人之理说得理

直气壮%还能使人不能不答应对方的要求&这一点可谓真得韩愈撰写干谒之作的诀窍%即能自占地步%

变被动为主动%堂而皇之地说一番大道理%使对方毫无遁词可言&一种是上书批评对方为官的不作为或

作为之不当%可以#上范司谏书$(#上杜中丞书$为代表&前书作于范仲淹任司谏仅两月时%此时批评范

公不作为似乎太早%欧公急欲对方)一陈昌言*%且要说得对方悚然不安%就必须)有所言说*%要讲究言事

方法&如书中说)以谏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时之公议系焉*%故任其职可贺'说)坐乎庙堂之上%与天子相

可否者%宰相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说谏官失职)取讥于君子*%)垂之百世而不

泯*%)甚可惧也*'说洛之士大夫对)范君*的满怀期待和)卒未*)有闻*的疑惑'说范公)有待而为*想法的

不可取%既言当年韩愈作文讥阳城居官五年而不谏的正确%又讲今之居官者任期短暂%无时可待'今之政

治)清明*)无事*%待亦枉然&所说桩桩件件都)兹事体大*%颇能引起范公的惊恐不安和激发其及时进谏

的紧迫感&作者言事%不但所持事理说服力强%而且说得巧妙&书中言事%受到过韩愈#争臣论$的影响%

但韩文重在斥责%风格雄迈强硬'欧书貌似批评%实为忠告%行文纡徐婉切&

同以婉切著称的#上杜中丞书$%批评杜衍既举石介为主簿%旋以介上书论赦而举他吏以代之%议论

的中心议题是)可惜者%中丞之举动也*&细论则先说介不当罢%介之所为证明)执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

负执事之知*%)若随以为非%是大不可也*&继而详说赵普举贤故事%对杜衍于介是)先审知其可举*还是

)偶举之*提出质疑&再从中丞为天子)司直之臣*的特点说起%直谓杜衍)始举介曰能%朝廷信而将用之%

及以为不能%则亦曰不能%是执事自信犹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于执事哉*&最后说荐人

代介之不可取%谓其)如此%则必得愚暗而后止*&真是正说反说%进一步说%退一步说%无不落在杜衍)举

动*之为非上%而行文于温顺舒缓中不时显露火焰&

欧公与书-包括答书.言事%则以平心静气(平铺直叙为主&王元启说)欧公书牍%惟#与高若讷$自云

发于极愤%其他无一峻厉之辞*

!

&的确%#与高若讷$是欧书中火气最盛(形同戟指怒目的作品%但并不

能说此外就没有气盛语激(显露峥嵘者&在写#与高若讷$前一年-

!$/1

.所作#与石推官第一书$(#第二

书$%前二年所作#答西京王相公书$%及后四年所作#答范龙图辞辟命书$%就直切无隐%文气不弱&其与

石介#第一书$言介书法之怪%而先斥其为文)有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其论若未深究其源者*%可谓知无不

言%直言相告&而言其书法为何求怪求异%直谓)是果好异以取高*%言其)能使人誉者*或即)昂然自异以

惊世人而得之*%而)教人为师*)反率然以自异%顾学者何所法哉*%皆为一针见血(当头棒喝之辞&#第二

书$似为自己)听之未审而论之之略*使对方)未能谕仆之意*而申说之%实则针对石介两段辩词严加驳

斥&一说)此皆非也*%一说)此又大不可也*%且行文中多用反诘句强调其意%或直言)此甚不可也*()不

可也*%或以通俗比喻讥斥其谬&故储欣说)较第一书尤切直*

"

&他如#答西京王相公书$出言自辩%严

正说明献言本意%严厉驳斥对方)出位*之说%而以)直士*()狂士*自喻%亦少婉转之言&#答范龙图辞辟

命书$%作者本意乃)直以见招掌书记%遂不去矣*

#

%而行文温顺其外%径直其内%讽切之意显然&

当然%欧公峻厉无前的言事之书是#与高司谏书$&作者)当与高书时%盖已知其非君子%发于极愤而

切责之%非以朋友待之也*

$

%故行文极尽讥讽(挖苦(怒骂之能事&虽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却骂得极有

章法&作者怒斥高氏的中心事件%是范仲淹被贬%高氏不但不进言以救%反随而诋之%以为当黜&就此事

严词诘责其人%自不可少%而除此之外%作者还用层层递进的手法说到
!&

年中对其为人三致其疑()然后

决知足下非君子也*&而所得认识既是三致其疑的结论%又是下言其非的起点&下言其非%即)探其隐而

1

#/

1

!

"

#

$

王元启"#读欧记疑$卷三%转引自洪本健"#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外集卷十八#与谢景山书$集评%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

储
!

欣"#六一居士外集录$卷一评语%转引自洪本健"#欧阳修诗文校笺$外集卷十六#与石推官第二书$集评&

欧阳修"#与梅圣俞$云")安抚见辟不行%非惟奉亲避嫌而已%,,直以见招掌书记%遂不去矣&*载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1书

简$卷六&

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载#欧阳修诗文集笺校$外集卷十七&



熊礼汇"略论欧阳修书简的艺术特色

刺之%四面攻击%直令他无逃闪之路*

!

&最后气涌如山%要对方)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还忘不

了刺他一句")亦谏臣之一效也&*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每节文字后面的怒骂之辞%都是通过正说反说或反复

比较或以退为进等手法%自然而然带出来的%故读者不但觉得作者骂得痛快%还觉得骂得巧妙(骂得有理&

欧公平心静气所作与书%言事多直言无隐%少用委曲(含蓄笔法%而且文字简省%出语自然&如#与黄

校书论文章书$直说黄氏文章)其救弊之说甚详%而革弊未之能至*'#与谢景山书$对谢(蔡之争明确表

态%直谓)与君谟往还书%不如此何以发明*%)景山不当责之而欲自蔽也*'#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不但说

为杜衍作墓志事恳切笃实%即使道及范公之子)擅自增损*欧公所为墓志(尹氏之子请人)别为墓表*%亦

不大动声色'#与尹师鲁第一书$(#回丁判官书$(#与刁景纯书$更是言事如同晤谈%或袒露胸臆%或情致

依依%无不真切自然&而#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序书$%从)前所集录*金石文献)直以字画而传*%说到)为

仆不朽之托者%在君谟一挥毫之顷
%

*%自为巧思巧言'又谓)窃惟君子乐善(欲成人之美者%或闻斯说%谓

宜有不能却也*%说得风趣有味%但两者都是语语平易%脱口而出%并非刻意为之&

三(欧阳修存劳谈心简札的艺术风貌

欧阳修的存劳谈心之书多为短简小札&他说过"古代)寓书于简%止于舒心意(为问好*%后世对亲近

者)寓书存劳*%)宜有所款曲以亲之之意*

"

%使之)足以通相思%知动静*&故其存劳谈心-包括简述私事

及随感.的短简小札%除传递信息(倾诉心事外%问好和抒发情意的内容必不可少&欧公短简小札内容丰

富%不但是考其生平(编其年谱的第一手材料%也是研究欧阳修散文或欧学的重要文献%这是因为欧公生

平各个时期的身心状况在书简中都有真实(细致的反映&

除前已言及者外%短简小札-包括新发现者.说得很多的是欧公的政治活动(文化生活(人际交往和

健康状况&如新发现的
."

通书中说到自家)体候*或)体况*%就有)衰病如昨*%)眼疾为苦*%)道中暑毒

发动齿疾*%)以病足为苦*%)十余日左车牙痛*&)今髭已三分中二分白%发十分中四分白*%)患疮数日*%

)疲病难支*%)百疾交攻%尤苦牙车*%)两目昏泪*%)两手指节拘挛伸皆难*%)左臂疼痛%举动艰难*%)以淋

渴为苦*等语&#书简$中尚有)近以口齿淹延%遂作孽%两颊俱肿%饮食(言语皆不能*%)今又为风毒所苦%

情绪萧然*%)夜夜灯下阅数十纸%目疾大作*%)手指拘挛%又添左手%两目仅辨物*&)自春首已来%得淋渴

疾%癯脊昏?%仅不自支*%)今夏病暑%又得喘疾*%)齿牙摇动%饮食艰难%食物十常忌八九*%)药毒为孽%

攻注颐颔间结核%咽喉肿塞*云云&这些无疑是欧公
&$

岁以后身体状况最真实的记录&

至于欧公短简小札的思想价值%也有不可忽视者&如新发现之第
/#

(

//

通%对范仲淹的评价%虽是

片言只语%却能看出欧公对他的敬仰和惋惜之情&而#书简$卷七#与谢舍人$为梅圣俞鸣不平%直谓)何

故见遗+ 可骇2 可骇2 由是而较%科场果得士乎+ 登进士第者果可贵乎+*卷七#与梅圣俞$谓)读轼书%

不觉汗出%快哉2 快哉2 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2 可喜2 ,,吾徒为天下所慕%如轼所言%

是也&奈何动辄逾月不相见+ 轼所言乐%乃某所得深者
%

&不意后生达斯理也*&卷十#与十四弟$谓

)昨书中言欲买朱砂来%吾不缺此物&汝于官下宜守廉%何得买官下物+ 吾在官所%除饮食外%不曾买一

物%汝可安此为戒也*&或怒%或喜%或恨%皆能见出欧公的性情之真&就是他在
#"

岁时两#与梅圣俞

书$%反复陈说)孜孜不能默受*诸君将其列入)八老*之中而以)逸*称之的理由%希望)诸君以/达0名我*%

亦可见出他年轻时为人的意气所在和认真态度&

作为著名的作家(学者%欧公的文化生活是很丰富的%比如他有许多短简小札谈他请人搜集金石文

献和得到珍品)惊喜失声*的激动情状%而在记述与人唱和(评论他人诗文以及自道诗文长短的短简小札

中%更有许多可视为重要文论观点或创作经验的论述&#书简$卷四#与章伯镇$谓章氏三本传记)文伟意

严%记详语简%而赏罚善恶%劝戒丁宁述作之功%正为此
%

*&卷七#答曾舍人$谓曾巩#为人后议$)笔力雄

赡%固不待称赞%而引经据古%明白详尽%虽使聋盲者得之%可以释然矣*&卷七嘉元年#与渑池徐宰$

1

//

1

!

"

张伯行"#与高司谏书$评语%载#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五%浙江古籍出版社
!..&

年&

欧阳修"#与陈员外书$%载#欧阳修诗文集笺校1外集$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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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著撰苟多%他日更自精择%少去其烦%则峻洁矣&然不必勉强%勉强简节之%则不流畅%须待自然之

至&*嘉二年#与渑池徐宰$说")作文之体%初欲奔驰%久当收节&使简重严正%或时肆放以自舒&勿为

一体%则尽善矣&*卷七#与王几道$谓)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穷*%卷十#与十四弟$谓)古诗中时复要一联对

属%尤见工夫*&以及新发现
."

通中的第
!$

通谓)洵之文权变多端%然辞采粲然明白*%第
!!

通谓王
!

)答策语辞有深识*%第
1%

通谓)介甫鄞县新文*及曾巩所作#唐论$)读之饱足人意%盛哉2 盛哉2 天下文

章%久不到此矣*&都是了解欧阳修诗文创作理论(艺术特色和如何推动北宋诗文革新活动的典型材料&

虽多为吉光片羽%却弥足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公有十余通短简小札谈到墓志(碑文写作%其中说

到范仲淹碑志的就有十通-包括新发现的
."

通中的第
10

(

%"

通.%其文化意义之深广%岂仅限于了解欧

公墓碑写作之策略2

欧公存劳谈心简札%除具有一般简札篇幅短小(用语简直(明白(内容私密性强(写法自由灵活等特

点外%还有明显的个性特征&这个特征就是和欧文纡徐宛转(平易自然(条达疏畅(情韵悠然大体一致%

可以称为欧公用个人语调表现个人内心世界的个性化散文&前已言及%欧公是主张作书当)足以通相

思(知动静*的&其皇五年#与梅圣俞$说")数日阴闷%昏然&因作圣俞书%顿觉豁然如有所释%若遂一

握手%可胜为慰也&*嘉二年#与梅圣俞$又说")暑中接近文字不得%无以度日&时因作书简%得一挥毫%

尚可销忧
%

&*

!同年#与刘侍读$则说")承见问%不觉书多%聊代面话&*

"时人苏颂说欧公简札%则云")所

遗书简%往往指事诘难%尽其底处&*)至于私家细故%亦多询其何如%故其简札丁宁委曲%虽至亲亦不过如

此&*

#据此可知%欧公简札的个性化艺术特征%就在于袒露情怀%丁宁委曲&

所谓袒露情怀%他人作简作札%可能不掩情性%自然流露%欧公却是有意抒发情性(释放感情%喜乐悲

伤(郁闷欢欣%往往溢乎言辞之外%有时甚至不吐不快%说则痛快淋漓%以致作者)得一挥毫%尚可销忧*&

书简中如说读苏轼之书的快感%新发现之第
&&

通说对蔡襄学问长进的由衷钦佩%第
0$

通说对圣俞之亡

的无限伤感情绪%都是绝好的抒情文字&其抒情性表现为"

!H

情感的真实性%即讲真话%说真感受'

#H

表

白的直接性%即径遂直陈%不转弯抹角或含而不露'

/H

用语的简明性%语简意达%点到即止&

&H

好叠用经

过浓缩的语词或短句表达强烈的感受或心情&欧公存劳谈心简札除用)呵呵*一类象声词再现其愉快心

情外%还大量使用经过浓缩的语辞或短句表达强烈的感受或心情&诸如)甚慰甚慰*()欣慰欣慰*()不怪

不怪*()奈何奈何*()不罪不罪*()愁人愁人*()悚息悚息*()悚惕悚惕*()多荷多荷*()幸荷幸荷*()多感

多感*()荣感荣感*()感愧感愧*()盛哉盛哉*()取笑取笑*()甚佳甚佳*()甚善甚善*()可珍可珍*()多爱

多爱*()保爱保爱*等%简札中俯拾即是&此类词句的应用%显然符合简札语少意多(且便于表达作者情

意真挚(感受强烈的要求&

所谓丁宁委曲%就是委婉曲折叮嘱以表达对对方的关心&有时为了细说事情原委或问题症结所在

以开导对方%难免语多&有些写给至亲密友的简札%不但说一件事细而又细%而且同一简札说好几件事%

内容之间跳跃性大%大有乘兴而言(想到那里就说到那里的样子%故作者有)聊代面话*之说&丁宁委曲

也是由作者作简作札(存劳谈心%言事抒怀)辄不自外*的基本态度所带来的书写方法和艺术风貌&这样

做的一个好处是"欧公不少存劳谈心的简札具有文如其人(性灵跃然纸上的特点%使人读起来觉得有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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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皇五年#与梅圣俞$(嘉二年#与梅圣俞$%均载#欧阳修全集1书简$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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