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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钦佩刘禹锡之我见
!

陈文新
!

方
!

宪

摘
!

要)同样是向民间诗学习&刘禹锡所达到的境界是委婉含蓄&白居易却流于直露'而

就通俗哲理诗而言&白诗缺少锤炼&风格俚俗&比较而言&刘诗却多了几分锤炼和雅驯'白

知己之短&推人之长&这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他特别钦佩刘禹锡的!雪里高山头白早&海

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诗句&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关键词)白居易/刘禹锡/民间诗/哲理诗

白居易早期的诗友为元稹&人称!元白"&后期的诗友为刘禹锡&人称!刘白"'白居易

(刘白唱和集解*曰)

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予顷以元微之唱和颇多&或在人口&常戏微之

云)!仆与足下在二十年来为文友诗敌&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情性&播扬名声&其

适遗形&其乐忘老&幸也'然江南士女语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之故&使仆不得

独步于吴+越间&亦不幸也'今垂老&复遇梦得&得非重不幸耶, 梦得&梦得&文之

神妙&莫先于诗&若妙与神&则吾岂敢'如梦得4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

迟5&4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5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

灵物护之&岂唯两家子癙秘藏而已'"

!

白居易对刘禹锡$字梦得%的称赏&尤其是对作为例证的两联诗的称赏&招致了诸多非议'

如北宋魏泰(临汉隐居诗话*)

$若%白居易殊不善评诗&其称徐凝(瀑布*诗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

青山色'"又称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此皆常语也'禹锡自有可称之句甚多&顾不能知之耳'

"

明王世贞(艺苑鮐言*卷四)

白极重刘!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

万木春"&以为有神助'此不过学究之小有致者'白又时时诵李颀!渭水自清泾

自浊&周公大圣接舆狂"&欲模拟之而不可得'徐凝!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

青山色"&极是恶境界&白蛮喜之&何也, 风雅不复论矣'张打油&胡钉铰&此老便

是作俑'

#

清王士?(带经堂诗话*)

乐天作(刘白唱和集解*&独举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

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以为神妙'且云此等语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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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殊不可晓'宜元+白于盛唐诸家兴象超诣之妙&全未梦见'

!

近人陈寅恪撰(元白诗笺证稿*&力排众议&为白居易辩护'该书(附论*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云)!乐

天深赏梦得诗之处&即乐天自觉其所作逊于刘诗之处'此杜少陵所谓4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5者&非

他人&尤非功力远不及己之人&所能置喙也'"

"

!乐天自言其与微之诗文之病&在辞繁言激'故欲删其

烦&而晦其义'此为乐天有自知之明之真实语也'"

#

!梦得诗4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54沉舟

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5等简炼沉着之名句&与乐天删烦晦义之旨&极为
!

合'"

%

!乐天之所以倾

倒梦得至是者&实职是之故'盖乐天平日之所蕲求改进其作品而未能达到者&梦得则已臻其理想之境界

也&若不然者&乐天固一世之文雄&自负亦甚不浅&何苦于垂暮之年&而妄以虚词谀人若此乎,"

&陈寅恪

的辨析&自是真知灼见&但语焉不详&似还有更值得探讨的部分尚待涉及'未发之覆&试作揭示'

一+刘白歌谣体诗的境界之别

语言通俗+浅近是白居易诗给予一般读者的印象'白居易(与元九书*描叙其诗在民间流传的盛况&

有云)

日者&又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传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

口中'仆恧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

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复

何人哉, 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乐&如他宾&诸伎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

(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

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

一个诗人的作品&妇孺皆知&流传众口&浅近与通俗是其必备的条件之一'故李肇(国史补*卷下有!元和

以后"!学浅切于白居易"之语'

( 北宋以降&谈论白诗浅易的代有人在'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梅圣俞云)!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元微之云)!道得人心中事'此固白乐天长处'然情

意失于太详&景物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余蕴&此其所短处'"

)

吴聿(观林诗话*)

乐天云)!近世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文&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

今秉笔者&谁能及之'"故东坡有!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之句'然乐天既知韦应物

之诗&而乃甘心于浅俗&何耶, 岂才有所限乎,

*

王若虚(滹南集诗话*卷三十八)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至长韵大篇&动数百

千言&而顺适惬当&句句如一&无争张牵强之态'此岂睰断吟须悲鸣口吻者之所能至哉. 而世

或以浅易轻之&盖不足与言矣'

+,-

李东阳(麓堂诗话*)

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乐府歌辞所载(木兰辞*前首最近古'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刘梦

得(竹枝*亦入妙'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混僻而反之而弊

一至是&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

$按&李义山即李商隐&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其时白居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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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前辈诗人如何能!反"后辈诗人呢,%

胡应麟(诗薮*卷六)

乐天诗&世谓浅近&以意与语合也'若语浅意深&语近意远&则最上一乘&何得以此为嫌'

(明妃曲*云)!汉使却回频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三百

篇*+(十九首*&不远过也'

!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评汇*三)

元与白同志'白意古词俗&元词古意俗'$陈绎曾%按乐府古与俗正可无论&患在易晓易尽&

失风人微婉义耳'白尝规元乐府意太切&理太周&欲稍删其繁而晦其义&亦自知诗病概然故云'

"

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二)

乐天诗极清浅可爱&往往以眼前事为见得语&皆他人所未发'

#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三)

乐天忠君爱国&遇事托讽&与少陵相同'特以平易近人&变少陵之沉雄浑厚&不袭其貌&而

得其神也'集中可采者多&兹取其大有关系者'外间妪解之说&不可为据'

%

赵翼(瓯北诗话*)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

言'试平心论之&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奇警者&犹第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

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

人咀嚼'此元+白较胜于韩+孟'世徒以轻俗訾之&此不知诗者也'

&

对白居易诗风的评价&众口一词&认定浅近平易是其显著特征'或褒或贬&所针对的事实则是一致的'

浅近平易诗风的形成&与白居易的艺术追求密不可分'就系统的理论而言&白居易对民间诗怀有深

切的好感'(诗经*中的风诗&汉乐府&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都是他所钟情的'由于(诗经*在中国文化

中已成为众所仰望的六经之一&故他和元稹乐于标举(诗经*&而真实的意图是标举民间诗'如白居易

(新乐府序*)

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适&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

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

他标举(诗经*&所作新乐府也俨然以经典自居&如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所说)!乐天

(新乐府*五十首&有总序&好戏摹(毛诗*之大序'每篇有一序&即仿(毛诗*之小序'又取每篇首句为其

题目&即效(关睢*为篇名之例'全体结构&无异古经'质而言之&乃一部唐代(诗经*&诚韩昌黎所谓4作

唐一经5者'"

(

又元稹(乐府古题序*)

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

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

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

篇&无复倚旁'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

追溯新乐府运动的形成&可大体划分出几个阶段)从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一变而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

写时事&再变而为杜甫的!因事立题"$这一传统由元结+顾况等继承发扬%&三变而为元白的新乐府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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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意识地以!歌诗合为事而作"为写作准则'元稹所描述的就是这一过程'从其描述&我们可以抽绎

出乐府诗的两个特点)$一%!缘事而发"&写的是现实生活题材/$二%诗中有!事"&即属于叙事诗的范畴'

白居易所谓!为事而作"&说的就是这一特点'

仿效(诗经*和古代的乐府诗&这是元+白的基本理论主张'而在具体的操作中&他们$尤其是白居

易%又注意向唐代的民间歌谣学习'白居易诗!多以重叠两三字句&后接以七字句&或三字后入接七字

句'此实深可注意'考三三七之体&虽古乐府中已不乏其体&即如杜工部(兵车行*&亦复如是'但乐天

(新乐府*多用此体&必别有其故'盖乐天之作&虽于微之原作有所改进&然于此似不致特异其体也'寅

恪初时颇疑其与当时民间流行歌谣之体制有关&然苦无确据&不敢妄说'后见敦煌发见之变文俗曲殊多

三三七句之体&始得其解'"

!

!然则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

时民间流行之歌谣'"

"

!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与陈$子昂%李$白%辈之

改革齐梁以来士大夫纸上摹写之诗句为标榜者&大相悬殊'"

#

!是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良当时民俗传诵

之文学'"

%

说到对民间歌谣的仿效和改进&问题便与刘禹锡联系起来了'刘禹锡(竹枝词序*说)!四方之歌&异

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

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停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

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之&附于末'后

之聆巴蟎&知变风之自焉'"

&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刘禹锡惊异于其

!含思宛转"&遂兴致勃勃地拟作了若干首'他拟作的(竹枝词*流传至今的两组共十一首'!从音乐美的

要求来看&每首的前两句主要吸取了七绝声律谐婉的特点&后两句又保持了民间传唱的(竹枝词*在曲调

上凄凉怨慕的特点&兼有两者之长&做到和谐和拗怒的递用&并采用谐声双关+重叠回环等艺术手法&使

之更加符合天地自然之声'"

'其中传诵最广的是下面这一首)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

诗中的!晴"双关!情"字&南朝乐府亦多用此法&如(子夜歌*之!丝"双关!思"&!莲"双关!怜"&(读曲歌*之

!丝"双关!思"&!莲"双关!怜"&(读曲歌*之!碑"双关!悲"&!蹄"双关!啼"&都属于这种情形'白居易所特

别欣赏的刘禹锡的另两句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

)

&采用的同样是谐声双关手法'以

山头之!头"谐人头之!头"&以果子之!子"谐子孙之!子"'这种来自民间歌谣的修辞技巧&一方面增加了

表情的委婉含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作者的丰富想象&而委婉含蓄&正是白居易向往的境界'

委婉含蓄的对立面是直露'白居易对他本人的创作风格&感到最为遗憾的即是直露'其(和答诗十

首序*云)!顷者在科试间&常与足下同笔砚&每下笔时&辄相顾语&共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则辞

繁&意太切则言激'然与足下为文&所长在于此&所病亦在于此'"

*意切而辞繁&所缺乏的即委婉含蓄'

后人的批评&也往往集矢于这一短处'陆时雍(诗镜总论*甚至说)!元+白之韵平以和&张王之韵庳以急&

其好尽则同&而元+白犹未伤雅也'虽然元+白好尽言耳&张+王好尽意也'尽言则繁&尽意则亵矣'"

+,-

元+白+张+王&这是新乐府创作中的四员健将&却毫无例外地受到陆时雍的批评&可见其直露之弊是异常

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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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 等)白居易钦佩刘禹锡之我见

同样是向民间诗学习&刘禹锡所达到的境界是委婉含蓄&白居易却流于直露'相形之下&他钦佩刘

禹锡尤其是极赏!雪里"一联&便极为自然&对此大惊小怪&只能视为一种偏见'

二+刘白通俗哲理诗的雅俗之别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

&这是白居易的人生信条'其(与元九书*曾自分其诗为四类)讽

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他对闲适诗的定位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一百首&谓之闲适诗'"

"这类作品所表达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老子说)!知足不辱'"

#

!知足"

是免于受辱的基本前提'从闲适诗的旨趣及风格着眼&将之视为通俗哲理诗其实更准确一些'这类诗

之深受后世欢迎&首先即在于其旨趣有助于涵养性情'如晁迥(法藏碎金录*卷四)

白乐天有诗&其末句云)!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务由己

者&省躬谅非难'勿问由天者&天高难与言'"予因拟之&别作八句云)!求位不由己&求道不由

天'位即无以求&道可使进焉'且务由己者&己能尽心源'勿问由天者&天高擅化权'"""

%

卷五)

唐白氏诗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近道之人&率多爱之'予友李公维录出其诗&名曰(养恬集*'

予亦如之&名曰(助道词话*'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予记其有诗

云)!此身是外物&何足苦忧爱'"又有句云)!己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夫如是&则身

外悠悠不合意事&何足介怀'

&

黄澈(蛩溪诗话*卷八)

白公(送崔考功*云)!称意新官又少年&秋凉身健好朝天'青云上了无多路&却要徐驱稳着

鞭'"余谓新进少年&躁锐不已&往往自取倾覆'此诗可谓忠诲矣'又有云)!竿头已到应难久&

局势虽迟未必输'"尝三复之&凯椎钝者偏乐闻此等语耶,

'

计有功(唐诗纪事*)

时二李党事兴&乐天畏祸求退&故(咏怀*云)!人间祸福愚难料&世上风波老不禁'万上差

池似前事&又应追悔不抽簪'"

(

朱承爵(存馀堂诗话*)

近世士大夫家&往往崇构室宇&巧结台榭&以为他日游息宴闲之所'然而宦况悠悠&终不获

享其乐&是诚可悲也'因记白乐天诗云)!试问池台主&多为将相官'终身不曾到&惟展画图

看'"乃知乐天之诗真达者之词与'

)

屠隆(鸿苞集*卷十七)

香山诗有伤于妍媚浅俗者&此特其游戏三昧语'读其全集&禅乘名理&往往深入玄解'

*

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九(忙闲*)

白香山诗)!见苦方知乐&经忙始爱闲'"又)!巧未能胜拙&忙应不及闲'"皆阅历到家语'高

房山曰)!无限飞红随马足&春光更比路人忙'"可见!不是闲人用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也'

+,-

沈德潜(说诗蒣语*)

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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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十)

白诗虽时伤浅率&而其中实有得于古人作诗之本旨&足以扶人识力&养人性天&不可不分别

择出以求益焉'

!

张培仁(妙香室丛话*!新宅")

乐天(移家入新宅*诗云)!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既可避燥湿&复免忧寒饥'疾平未还

假&官闲得分司'幸有禄俸入&而无职役羁&清旦盥漱毕&开轩卷帘帏'家人及鸡犬&随我亦
!

!

'聚兴或寄酒&放情欲作诗'何必苦修道&此即是无为'外累信已遣&中怀时已思'有思一

何远&默坐抵双眉'十载办窜客&万里征戍儿'春朝锁笼鸟&冬夜支床龟'驿马走四蹄&痛酸无

歇期'磨牛封两目&昏闭何人知'谁能脱放去&四散任所之'各得适其性&如吾今日时'"又(偶

作二首*云)!扰扰贪生人&几何不夭阏&遑遑爱民人&几何能贵达'伊余信多幸&拖紫垂白发'

身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骸虽渐衰&向未苦赢胣'资产虽不丰&亦不甚贫竭'登山力犹在&

遇酒兴时发'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安贫有处所&适意无时节'解带松下风&抱琴池上月'

人间所重者&相印将军钺'谋虑系安危&威权主生杀'"!焦心一身苦&炙手旁人热'未履方寸

间&得如吾快活'"!日出起盥栉&振衣入道场'寂然无他念&但对一炉香'日高始就食&食亦非

膏粱'精粗随所有&亦足饱充肠'日午脱巾簪&燕息窗下床'清风飒然至&可以致羲皇'自西

引枕屦&散步游林塘'或饮茶一盏&或吟诗一章'日入多不食&有时惟命觞'何以遣闲夜&一曲

秋霓裳'一日分五时&作息率有常'自喜老复健&不厌闲中忙'是非一以贯&身世交相忘'若

问此何许&此是无何乡'"昔人云&学道人须寻真乐处&是真能寻乐者'

"

在引用上述材料以说明白居易的通俗哲理诗影响广远之后&我们还有必要提到唐以降格外钦慕白居易

的两位作家)一是自号东坡居士的北宋苏轼&一是将书房名为!白苏斋"的明代袁宗道'关于!东坡居士"

的得名&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东坡立名*云)

白乐天为忠州刺史&有(东坡种花*二诗&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

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

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

忠州之作也'

#

日人近藤元粹辑(苏诗纪事*卷下云)

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

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又云)!东坡向春暮&树木今何如'"又有(步东坡*诗云)!朝上东

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有(别东坡花树*诗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

坡桃李种新成'"皆为忠州刺史时所作也'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忠州相似'因忆苏诗&如(赠写

真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云)!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

赏遍洛阳村'"(送程懿叔*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入侍迩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

缘终浅道缘深'"而跋白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诰&遂拜中书舍人'某

虽不敢自比&然谪居黄&起知文登&召为仪曹&遂忝侍从'出处老少&大略相比'庶几复享晚节

闲适之乐'(去杭*云)!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序曰)!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

天'"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又云)!渊明形神似我&乐天心相似我'"

%

苏轼景仰乐天&主要是人生态度上的认同&即所谓!世缘终浅道缘深'"这一点颇有助于我们理解白居易的

通俗哲理诗的品格'至于袁宗道的以!白苏"名斋&也应着眼于人生态度的相近'袁中道(白苏斋记*云)

伯修$宗道字伯修%赋性整洁&所之必葺一室&扫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至必以白苏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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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 等)白居易钦佩刘禹锡之我见

年买一宅长安&阶上竹柏森
"

&香藤怪石&大有幽意'乃于抱翁亭后&洁治静室'室虽易&而其

名不改&其尚友乐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谓惟其似

之&是以好之也'"""吾观乐天+子瞻为人&大约皆真实淳笃&不立城府/而伯修亦温良重厚&胸

中无半毫鳞甲&是其心同也'乐天典大郡&所携不过天斋石+华亭鹤+折腰菱&晚年买履道里宅&

至鬻骆马&子瞻虽处颠沛&不轻受人丝毫&无田可归&竟至流落&而伯修赋性耿介&泊然自守&虽

居官十年余&无异寒士&终不以只字干人&是其操同也""是其趣同也""是其才同也'

!

从苏轼和袁宗道的仰慕乐天&我们确凿无疑地感受到了白居易人生哲学的魅力'他的通俗哲理诗的魅

力亦应作如是观'

曾有人称白居易为唐代的陶渊明'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一语天然万古新"诗自注)!柳子厚&唐之

谢灵运&陶渊明&晋之白乐天'"

"

$按&(元遗山诗集笺注*作!陶渊明&唐之白乐天'"

#

%几种不同的表述&

实际揭示的是一个事实/白居易与陶渊明很有几分相像&并非偶合&白居易是唐代少数几位仿效过陶诗

的作者'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二四!陶渊明诗显晦"条曰)!余泛览有唐一代诗家&初唐则王无功&道

渊明处最多/喜其饮酒&与其人同好&非赏其诗也'"

%

!颜真卿咏陶渊明&美其志节&不及文词'钱起诗屡

称渊明&惟(寄张蓝田*云)4林端忽见南山色&马上还吟陶令诗5&乃及渊明之诗'"

&

!韦苏州于唐贤中&最

有晋宋间格&曾(效陶*二首&然(种瓜*一首&不言效陶&而最神似'苏州行旅之什&全本谢客/柳州乃元遗

山(论诗绝句*所谓4唐之谢灵运5&二家之于陶&亦涉笔成趣焉耳'东坡称渊明诗)4质而实绮&癯而实

腴'5王右丞田园之作&如(赠刘蓝田*+(渭川田家*+(春日田园*&太风流华贵&持较渊明(西田获早稻*+

(下睷田舍获*+(有会而作*等诗&似失之过绮'储太祝诗多整密&惟(同王十三偶然作*第一第三首+(田

家杂兴*&淳朴能作本色田夫语&异于右丞之以劳农力田为逸农行田者'然皆未屑斤斤以陶诗为师范&故

右丞(偶然作*第五首4陶诗任天真5云云&专论其恃酒傲兀&未及其诗/文集(与王居士书*至斥其忘大守

小&终身抱惭&并不取渊明之为人矣'至白香山明诏大号&(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云)4苏州及彭泽&与我不

同时'5(题浔阳楼*曰)4常爱陶彭泽&文思何高玄'又怪韦苏州&诗情亦清闲'5所作诗亦屡心摹乎追'"

'

白居易虽有志于学陶&且少量作品几乎可与陶诗并置而无色调上的差异&如爱新觉罗弘历等(唐宋

诗醇*评白居易(不致仕*一诗曰)!4朝露贪名利5二句&入之渊明集中&几无以辨&或谓乐天浅易&岂其然

乎,"

(但从总体上来看&他的哲理诗与陶诗的差异甚为显然'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五(向背*)

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耳'渊明不为诗&

其胸中之妙耳'学杜无成&不失为工'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乐天耳'

)

这是说白居易诗无陶之!妙"'(唐宋诗醇*评白居易(咏兴五首*曰)

!出府归吾庐"&胸有真得&信手拈来&自饶无趣&此种诗境的是从渊明脱化而出&但不无繁

简古近之别&必以字句形迹求之&是耳食之见也'

*

这是为乐天辩护的话&但在辩护时仍不得不说明)陶诗简古&白诗繁近'

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

白公五古&上接陶&下开苏+陆'

白公之妙&亦在无意&此其似陶处也'

即如宋人诗)!有时俗物不称意&无数好山俱上心'"称为佳句'而白公则云)!有山当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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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事到心中'"更为自然'

!

潘德舆(养一斋诗话*驳翁方纲曰)

$石洲%谓白乐天为似陶&沿遗山!陶为唐之白乐天"语&不知陶乃达人天机&白乃家人琐语&

高简+平铺&绝不相侔也'

"

意思是)陶诗以!高简"见长&白诗以!平铺"见短'

白居易的哲理诗&经由与陶诗的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其特点是通俗+琐细'琐细谓之!繁"&通俗谓

之!近"&是为!繁近"'也可称之为!浅易"'这一特点&与唐代通俗诗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白居易(赠

内子*五律云)

白发方兴叹&青娥亦伴愁'寒衣补灯下&小女戏床头'暗澹屏帏故&凄凉枕席秋'贫中有

等级&犹胜嫁黔娄'

#

所谓!等级"总是相比较而言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表达的知足心态&是人保持内心安宁+恬退不争

的心理依据'白居易一生出处进退安身立命的理论&核心即在!知足"'作为对比&我们引初唐王梵志

(他人骑大马*为例)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

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

诗所表现的凡事退后一步想的心理状态&不是与白居易所写极为相似吗, 又如白居易(小园五古*)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

但斗为主人&一坐十余载'

回看甲乙第&死在都城内'

素垣夹朱门&蔼蔼遥相对'

主人安在哉, 富贵去不回'

池乃为鱼凿&林乃为禽栽'

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

亲宾有时会&琴酒连夜开'

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池台'

&

试对比王梵志的(鸿鹄尽飞*)

鸿鹄尽飞&蝙蝠夜陵泊'

幽显虽不同&志性不相搏'

他家求官宦&我专慕容作'

斋得二斗米&铛前交詉脚'

脱帽安怀中&坐儿膝头著'

不羡荣华好&不羞贫贱恶'

随缘适世间&自得恣情乐'

无事强入选&散官先即著'

年年愁上番&猕猴带斧凿'

'

这种!不羡荣华"&!不羞贫贱"的自适自得的心情&与白诗不是完全可以沟通吗,

王梵志还有其他通俗哲理诗&如(他家笑吾贫*+(吾有十亩田*+(蒙人惠一恩*+(城外土馒头*等&或

抒发安于贫贱的情怀&或展示旷达起脱的胸襟&或传达知恩报恩的哲理66都不乏格言的精警与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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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梵志$约
')%+66%

%&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生平事迹不详'据(桂苑丛读*&王梵志生于隋代王德

祖家的林檎树瘿'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伯8九七八%云)!维大唐开元二十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

湖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谨清酌白醪之奠&敬祭66"

!则王梵志卒年的下限在开元以

前&他主要活动于初唐时期'这样看来&通俗哲理诗的兴起在唐代为时颇早'敦煌遗书中有(知足即是

富*一诗$拟题%&与王梵志诗风格相近'该诗原见斯四二七残诗卷'首尾俱佚&无题记&作者亦不详'关

于斯四二七七残诗卷的著录有三种意见)一+日本金刚照光(敦煌文学*$

&)*&

年大藏版%和(敦煌出土文

学文献分类目录附解说*$

&)*&

年东洋文库敦煌文献研究联络委员会出版%均著录为王梵志诗'二+翟

理斯(敦煌汉文写本书解题目录*$

&)'*

年伦敦出版%著录为翟
6%%,

)!一位禅师的随感式诗作'"三+刘铭

恕所编(斯坦因劫经录*$见(敦煌遗书总目索引*&

&)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则题为!梵志体"'诗曰)

知足即是富&不假多钱财'

谷深塞易满&心浅最难填'

盛衰皆是一&生死亦同然'

无常意可见&何劳求百年'

"

这首口语化的哲理诗&如果不出于王梵志之手&其作者也必然与王梵志属于同一类型/而从翟理斯(解题

目录*来看&这种通俗哲理诗与禅宗密切相关'换句话说&通俗哲理诗的文化背景是禅宗的兴起###禅

偈与通俗哲理诗本是息息相通的'如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附说十七(说理诗与偈子*所云)!释氏作

诗&唐以前如罗什(十喻*+惠远(报偈*+智藏(三教*+无名(释五苦*+庐山沙弥(问道叩云*&或则喻空求

本&或则观化决颖&虽涉句文&了无藻韵'居士林中为此体者&若王融(净行*&梁武帝(三教*+(十喻*&简

文帝(十空*+(四城门*之类&语套意陈&无当理趣'初唐寒山+拾得二集&能不搬弄翻译名义&自出心眼/

而意在贬俗警顽&反复譬释&言俚而旨亦浅66寒山妥贴流谐之作&较多于拾得'如4杳杳寒山道5一律&

通首叠字&而不觉其堆垛'说理亦偶有妙喻&如比人性精灵于经霜老树曰)4皮肤脱落尽&唯有真实在5&

黄山谷&戴石屏等皆用以入诗'而予则激赏其4昨到云霞观5一首&讥道士求长生不死&即得大药&仍未脱

生死&因曰)4但看箭射空&须臾还坠地5/深入浅出&真能使难达之情&如同目睹者也'66禅宗公案偈

语&句不停意&用不停机&口角灵活&远迈道士之金丹诗诀'词章家隽句&每本禅人话头'66又往往富

于理趣'如(五灯会元*十三龙光醔禅师云)4千江同一月&万户尽逢春5&以明法身之分而不减&散而仍

一&妙谛曲包'66常建之4潭影空人心5&少陵之4水流心不竞5&太白之4水与心俱闲5&均现心境于物态

之中&即目有契&著语无多&可资4理趣5之例'香山(对小潭寄远上人*云)4小潭澄见底&闲客坐开襟'借

问不流水&何如无念心'彼惟清且浅&此乃寂而深'是义谁能答&明朝问道林'5意亦相似&而涉唇吻&落

思维&只是4理语5耳'"

#

白居易对禅宗的公案偈语是非常熟悉的&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问题'照佛教的看法&世界上

的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而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我必须突破!你"+!我"$包括物+我%的界限&

物我两忘&与宇宙打成一片&才能领悟生命存在的意义'禅师们常说)!张公吃酒李公醉"&表达的也是这

种生命的共感&而他们更富于诗意的表述是)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

白云自占东西岭&明月谁分上下池'

东庵每见西庵雪&下涧长流上涧泉'

南山起云&北山下雨'

%

白居易(寄韬光禅师*化用以上禅偈&写得颇为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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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以一寺分'

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

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声下界闻'

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

!

六相圆融&万有一体&无论东西+南北+前后+上下+还是山门+流水+云彩+花朵&一一互为缘起&相即相入'

白居易诗所传达的这种内涵&说明他对禅宗$包括禅偈%是下过几分功夫的'

白居易的通俗哲理诗&从总体上看&明显受到禅宗公案偈语的影响&带有劝世和抚慰自我心灵的意

味'其长处是风趣&其短处是俚俗'欧阳修(六一诗话*载)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

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襬车&载极重&而赢牛甚苦&岂非足下4肥妻子5

乎,"闻者传以为笑'

"

所谓!得于容易"&即缺少锤炼/而以!肥"字入诗&又不免俚俗之诮'缺少锤炼和失于俚俗&可说是白居易

通俗哲理诗的两个缺点'许靑(彦周诗话*云)

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此语具眼'客见诘曰)!子盛称白乐天&孟东野

诗&又爱元微之诗&而取此语&何也,"仆曰)!论道当严&取人当恕'此八字&东坡论道之语也'"

#

!白俗"&即旨在批评白诗俚俗'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论文*下)

!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孟子心不动&吾今其庶几'"此乐天以文滑稽也'然犹雅驯&

非若今之作者村里杂剧也'

%

以!村里杂剧"相比&虽目为!雅驯"&也是有限度的'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 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

近于鄙俚'

&

将!唐末之诗&近于鄙俚"的过错归之于白居易&当然是不够公允的'但作为一代文坛领袖&白居易也确

乎难辞其咎'李东阳(麓堂诗话*)

质而不俚&是诗家难事'乐府歌辞所载(木兰辞*前首最近古'唐诗张文昌善用俚语&刘梦

得(竹枝*亦入妙'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其意岂不以李义山辈为涩僻而反之&而

弊一至是&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

'

李商隐$义山%行辈晚于白居易&故反义山辈涩僻之说不能成立&但!浅俗"之评&毕竟确切'邓元锡(函

史*上篇卷四十七(唐文学传*)

香山晚嗜易甘俚&务嗜众听&令老媪读之能解以为止&遂使盛际沉雄深浑之诗&至于绝响'

(

!易"即率易&就写作过程而言/!俚"即俚俗&就作品风格而言'叶燮(原诗*外篇)

后人渐以多为贵'元+白(长庆集*&实始滥觞'其中颓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所存

二三&皆卓然名作也'

)

!颓唐"与率易含义相近&即!嘴滑"的意思'李重华(贞一斋诗话*)

唐贤诗集惟白香山最多&宋则放翁尤甚&大约伸纸便得数首或更至数十首&以故流滑浅易

居多&笔力去少陵辈绝远'可知诗必有为而作&作必凝重出之/不尔&不如辍笔'

*

!流滑浅易"与!凝重"相对&指缺少锤炼'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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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白长律&滔滔百韵&使事亦复工稳&但流易有余&变化不足'

!

!流易"即!流滑浅易"'赵翼(瓯北诗话*卷四)

(寄元九*云)!若不九重中掌事&即须千里外抽身'"(赠梦得*云)!头垂白发我思退&脚踏青

云君欲忙'"(题池西小楼*云)!虽贫眼下无妙乐&纵病心中不与愁'"(赠梦得*云)!无情一任他

春去&不醉争消得日长'"又云)!政事素无争学得&风情旧有且将来'"又(代梦得吟*云)!世上争

先从尽汝&人间斗在不如吾'"当时有元轻白俗之诮&盖为此等句也'

"

例句中过于散文化的表达方式&给读者一种信笔写来&过于随意之感'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三)

唐白傅!草绿裙腰一道斜"&纤巧而俗'

#

这里的!俗诗"云云&是完全意义上的贬语'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

东坡谓白诗晚年极高妙&或问之&曰)!风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余按此二语殊

平浅&非白诗之妙者&不解东坡何以赏之'至如)!不知皇甫七&池上兴何如,"!南檐纳日冬天

暖&北户迎风夏月凉'"!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点波心一颗珠'"!无奈妖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

鱼'"弥浅而俚矣'学之必成村巷盲词&不可不慎.

%

提及!村巷盲词"&自然是因为白诗的!浅俚"之弊过于明显&不宜仿效'

白居易的通俗哲理诗&缺少锤炼&风格俚俗&这两个弱点&他本人也意识到了'不妨说&白居易对刘

禹锡诗的佩服即含有借他人之长克自己之短的用意'所举!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二句&出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

这一联所写的意思颇为曲折复杂'白居易曾作(醉后酬刘二十八使君*&叹息刘禹锡时运不济&寂寞于

!满朝官职"之中&跟着蹉跎于!举眼风光"之余&二十三年间&经历了太多的挫折'针对白诗的叹惋&刘在

这首酬诗中表示&自己虽如!沉舟"!病树"&但!千帆过"!万木春"的景象足以使人振奋&不必因!蹉跎"+

!寂寞"而感伤+介怀'刘诗的这种旷达意绪&白居易也常加抒写&但比较而言&刘诗多了几分锤炼和雅

驯&意味便与白诗不同'

白知己之短&推人之长&这是真正艺术家的态度'宋吴聿(观林诗话*曰)

乐天云)!近世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文&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

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故东坡有!乐天长短三千首&却爱韦郎五字诗"之句'然乐天既知韦应

物之诗&而乃甘心于浅俗&何耶, 岂才有所限乎,

'

确实&乐天!才有所限"&故所作不免于俚俗率易&但这不妨碍他向往与推崇!高格"'这样一种襟怀&不是

很令人钦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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