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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继唐代大诗人李白
,

杜甫
,

补愈
,

白从易之后
,

宋代首屈一指的大诗人
。

对于诗

人赞之以
“

大
” ,

就在他的作品内容的广阔丰

官及艺术表现的变化多姿
。

在唐宋诗人中
,

他自有其卓越的地位
,

历代 已有定评
。

但自

解放以来
,

无论在文学史的论述及单箱论文

的评价中
,

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

这乃

是 由于这时期内的学术思想受普
“

左
”

的思潮

支配
,

一方面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成就不够重

视
,

因而不去致力研究 , 另一方面
,

就是着

重论述的思想意义
,

也仅限于反映民生疾苦
、

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等类之事
。

这后一

个方面
,

作为诗歌的内容确是很重要的
,

但

在所有大诗人的全部作品中
,

其所占的比例

都是相当小的
。

尽管他们 中间
,

分量又各有

所不同
,

而苏轼在这方面比起来显得更少些
,

这主要由于他所处的现实环境与他们有所不

同而致
。

从唐宋几位大诗人的全部创作看来
,

他们的诗歌
,

是他们各自整个人生的生活经

历和感情的艺术体现
,

由于他们各自特殊的

气质秉赋
、

艺术修养和复杂丰富的生活经历
,

使其在诗歌中表现的生活事物和感情以至精

神境界
,

令人感觉纷纭繁富
,

风调迥殊
,

各

有其独具的胜概
。

而苏轼在这些方面
,

比起

李
、

杜诸家
,

亦自有所短长
。

苏轼的全部诗歌的内容所包罗的生活面

是相当广阔的
。

他一生的经历和生活中接触

的事物
,

以及通过一切事物所展示的精神状

态
,

在其诗中是反映得非常充分的
。

可以说
,

苏轼的全部诗歌
,

是其一生的具体真实的写

照
,

从中我们可 以亲切地啥望到诗人丰富饱

满的自我形象
,

而首先使人感受深刻的是其

中体现出的他那种高尚的人格精神
。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
,

从政是其人

生的必 由之路
,

而政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的
,

其

在政治上的表现
,

亦可反映出其对人民的态

度
。

苏轼从投身入仕途
,

就一直生活在政治的

激荡风浪中
,

但他始终是以儒家的
“

民本
” 、

“

爱民
”

思想来指导他的航程的
。

从关心国家

的安危出发
,

苏轼在其散文中曾广泛地提 出

他的政见
,

也曾多次为民请命
,

当发生重大 自

然灾害的年岁
,

即向朝廷申清减免赋税及赚

济灾民
。

他在历任地方官中
,

也曾作不少有益

人民的好事
,

如在徐州
、

杭州和颖州等地杭

洪赚灾和开浚西湖
,

这些都是一直被人民歌

颂的卓越政绩
。

由于这样的思想基础
,

而当

其感触及民生疾苦
,

不能 已于怀时
,

亦常发为

咏叹
,

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人民痛苦的同情关

怀
,

尽管对苏轼来说
,

他的政见是充分运用

散文来表达的
,

诗只是他抒发个人性情的工

具
。

《吴中田妇叹》是大家熟知的同情人民疾

苦的名篇
。

诗中尽致地写出农民在天灾人祸

煎迫下苦不欲生的情况
。

虽然大自然的不顺

适给农民造成很大困难
,

但农民辛劳获稻而

乞求残卖
,

还要
“

卖牛纳税
” ,

归根是
“

官今要

钱不要米
” ,

而最后意味深长地说
“

龚黄满朝

人更苦
” ,

便揭示出农民痛苦的基因在于吏治

不良
。

诗中写农民盼望获稻的迫切心情
,

久

雨不能收割的悲伤
,

以及卖牛拆屋的苟且作

为
,

都深切地表现出农民生活紧迫的心理
,

因而最后才感到
“

不如却作河伯妇
” ,

生动地

勾画出农民走投无路的窘状
。

与上诗创作时

间相近的还有《 汤村开运盐河雨中餐役 》 ,

其



中有句云
:

盐事星火急
,

谁能恤农拱里 龚龚晓笨动
,

万指罗沟玩
。

天雨助官政
,

核然琳衣级
,

人如

鸭与猪
,

投泥相派惊
。

这是诗人亲临现场所作的实地速写
,

描绘出

农民被迫放下农作
,

在泥水中开掘河道时的

一幅狼狈景象
。

这两首诗都代替农民控诉了

他们生活的惨痛
,

诗人并确切指出那些惨痛

乃出自官府的残酷压迫
。

诗人这时正任杭州

通判
,

但他并不是站在官府方面来说话
,

而

是以同情人民的态度对官府的措施作了尖锐

的讽刺批评
,

这对一位封建官吏来说
,

实是

难能可贵的
。

由此
,

我们也可 以理解苏轼这

时写出《山村五绝》的用意
。

这五首诗乃为新

法而发
,

尤以
“

老翁七十自腰镶
”

及
“

杖蔡裹饭

去匆匆
”

二首明显地讽刺了盐法及青苗法
。

王

安石的变法本是进步性的政治革新措施
,

但

由于用非其人
,

致获得相反的病民效果
。

这

也是事实
,

苏轼从人民的实际感受出发
,

批

评新法的流弊
,

又有何不可呢 !

苏轼还有一首《许州西湖 》诗
,

其中有云
:

使君欲春游
,

波招役千掌
,

纷纭具备饭
,

闹若蚁运集
。

… … 池台信宏丽
,

贵与民同赏
, ,

但恐城市欢
,

不知田野枪
,

顺川七不登
,

野气

长苍莽
。

谁知万里客
,

湖上独长想
。

这首诗写许州太守为了游乐
,

役使众多人民

修筑池台的烦劳之状
,

而最后指出广大农村

已七年荒数
,

田野与城市悲欢殊异
,

严厉地

批评了地方官吏不与人民同优乐
。

上举的许多诗篇
,

都是为深切关心民生

疾苦而发
,

他的这种善 良的心情
,

还常从自

己的生活实践中表白出来
。

如他在卸密州太

守任时
,

继任的孔宗翰曾于途中寄诗给他
,

他在《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的发端即写

道
:

秋禾不满眼
,

宿麦种亦稀
,

永愧此邦人
,

芒刺在肤肌
。

诗的后端还道
: “

何以累君子
,

十万贫与点
。 ”

诗人在这里表示深感对不起所治理的人 民
,

并深歉把困难留给了继任者
,

这其中虽有对

继任者的自谦之意
,

却也可以看到诗人作为

一个地方长官的善良心怀
,

与韦应物的 《寄李

偷元锡 》诗所云
“
邑有流亡愧棒钱

”

同为仁人

之言
。

再如 《除 夜 大 雪 留潍 州
,

元 日 早

晴
,

遂行
,

中途雪复作》诗中有云
:

三年东方早
,

逃户连敬栋
,

老农释朱叹
,

泪入饥肠痛
。

春雪虽云晚
,

春麦犹可种
,

敢怨

行役劳? 助尔歌饭瓮
。

这是他卸了密州官任回到汁京的途中写的
」

,

恰逢春节
,

他还奔赴在雪路上
。

正由于诗人

能注意农民的灾苦
,

所以自己虽在辛苦的雪

途中
,

犹能为他们将来的生活有希望而衷心

幸喜
。

诗人关心人民疾苦之情
,

还触处即发
,

如《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句云
: “

斯民如鱼

耳
,

见网则惊奔
, · · ” “ 刑政虽首务

,

念当养

其源
。

一闻播裤音
,
盗贼安足论 ! ”

于送别朋

友赴官时
,

向朋友提出政清民安的要着
,

真

可作为地方官的咸铭
。

他还在《李氏园》中描

写了园中繁富的花木景物后
,

叙说李茂贞修

此园时
, “

抽钱算闲口
,

但未榷羹粥
,

当时夺

民田
,

失业安敢哭 !
”

揭示出这一名园乃是破

耗了无数人民的产业和脂膏修建起来的
,

表

达了他对鱼肉人民的军阀的愤恨
。

关心民滇
,

讥评弊政
,

表现了我国封建社

会知识分子一种优良传统的正义感
。

苏轼的

这种正义感是一贯坚持
,

即在极端困逆之境

也未放弃
。

当神宗元丰二年 (1 0 7 9) 苏轼因讽

刺新法下狱
,

新党直欲陷之于死
,

他在狱中

作诗云
: “

平生文字为吾累
” , “

白首累臣正坐

诗
” , “

并于出狱时告诫自己说
: “

塞上纵归他

日马
,

城东不斗少年鸡
。 ”

(按
: “

城东
”

句合用

《东城老父传》及王勃橄英王鸡得罪事
,

主旨

在后者 )而他的朋友文与可早在他作杭 州通

判时 曾以诗告诫他
: “

北客若来休间事
,

西湖

虽好莫吟诗
” ,

可是当他被滴将到黄州
,

就在

题《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诗末感慨地写

道
: “

而今风景那堪画 ! 县吏催租夜打门
。 ”

正

从他这样不能克制自己地写出这些讽刺诗
,

更足表明他关切人民的感情之真挚
。



尤令人感到难能可贵的
,

他于哲宗绍杀

二年 ( 1 0 , s ) 在政治上第二次遭受盆大打击
,

远 漪在岭南惠州时
,

竟写出刺 t 辛辣的《荔支

叹 》
.

这首冷也是大家非常热悉的
。

诗的前端

极写人民因运荔支而牺牲生命的协盆
,

只不

过供统治者的
“

宫中关人一破颇
” ,

极 概 括

地揭示出历代封建统治者之荒淫残忍
,

这些

只不过楚因见岭南荔支而感触到 的
,

更宜要

的是后半把讥刺的笔锋转到同时代的官徐
,

斥贵他们以贡茶进花来争新买宠
,

其现实意

义及战斗性并不弱于白居易的讽谕诸作
。

苏

轼并在
“

今年斗品充官茶
”

句下注云
: “

今年闽

中监司乞进斗茶
,

许之
。 ”

而 1
`

谓
、

蔡襄和钱

惟演都是比他年辈稍长的大官僚
,

其后用及

旧徐属不少仍在
,

而作者无所顾忌
,

显刺他

们
“

争新买宠
”

逢迎君欲的不 良官风
,

从而显

示出他坚持正义不计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
。

这种高尚品格还随处流阵出来
,

如《 和钱安道

寄惠建茶》有云
: “

收藏爱情待佳客
,

不敢包

裹钻权幸
。 ”

又于《续鱼行》末云
: “

吾生东归收

一解
。

苞直未肯钻华屋
。 ”

并极斩截地显示了

他为人的高朗风度
。

与上述表现相应一致的

是对于邪恶的鄙视
,

如在《马融石室》末端云
:

“

吾诗慎勿刻
,

猿鹤为君羞
。 ”

马融是东 汉 大

儒
。

但因他曾为梁冀草奏诬陷李固
,

为清议

所不齿
,

故诗人于此亦表达出不屑之态
。

再

如《和子由园中草木十一首》咏牵牛花云
:

牵牛独何畏
,

洁曲自芽雍
,

走寻荆与棒
,

如有宿昔约
。

南裔读书处
,

乱翠晓如拨
,

偏工

贮秋甫
,

岁岁坏芳落
。

这幅情态生动的花卉写生
,

也是小人朋比为

奸行径的描绘
。

在这里我们虽不必机械地加

以牵强 比附
,

指实它是讥讽什么
,

但可以肯

定诗人在对自然物状的体会中
,

切贴地融入

了他的人生经验
,

这种经验
,

乃是他平 日以

正直的冷眼观察邪恶情态而蓄之心脚的
,

所

以能从眼前物象自然地联想及之
,

写来这样

浑然
,

使人感到即物即人
。

这正是袍嫉恨邪

恶之情的下意识的流礴
,

也表现出平 日蓄养

于心脚的正直气概
。

与
.

卜述关怀人民的感情相通的
,

还有对

于人才的爱护期冤
。

大家娜知进
,

在当时文

坛上
,

受过苏轼赏拔的诗人足很多的
。

他的

这种精神
,

也在对许多事物的歌咏中自然有

所流耳
。

如其《刘 R厮诗》所写的
,

乃她和柳

宗元在《 宜风寄传 》中所写的奇宜一样
,

苏轼

于叙写了这个十二岁乞儿的钾勇行为后
,

接

, 叙述对他的安顿和希望云
.

官肠二万钱
,

无家叮归娇
,

为肠他日妇
,

姚然初垂 .
。

洗沐作小吏
,

班头束其层
,

名砚

拼学苑
,
弓矛战天桥

,

壮大随汝好
,

忠李福可

I
。

相国有折胁
,

封侯或吹策
,

人事岂昌料
,

勿

轻此位侥 I

这是哲宗绍熙元年 ( 1 0 9 4 ) 诗人作定州太守

时他的属下发生的事
。

他对这个传奇式的儿

盆采取这样非常的措施
,

并对其将来寄予无

限希望
。

也是他爱惜人材的善 良心理的表现
。

至如致意所放的鱼
, “

安知中无蛟龙种
,

或恐

尚有风云会
,

明年春水涨西湖
,

好去相忘渺

淮海
” 。

①而在他眼中的一群树苗是
“

稚衫取

取三千本
,

且作凌云合抱看
。 ”

②这类深长的

情意
,

出于偶然随物触发中
,

表现了诗人博

大仁爱的胸怀
,

这种感情
,

由于诗人蓄之有

素
,

所以才吐属得这样从容自然
。

在苏轼的诗中
,

我们很易感到他特具的

一种高朗的精神面貌
,

从 日常生活中随处表

现出来
。

总的看来
,

他对于现实生活是执着
、

热爱
、

始终乐观
、

情趣横溢的
。

这种生活态

度
,

不仅在平常时候
,

尤其当他在政治上遭

受重大打击时
,

表现得更为突出
。

他在去黄

州的路上说
: “

吾生如寄耳
,

初不择所适
,

但

有鱼与稻
,

生理已自毕
。 ”

③他衣初到黄州 》即

唱道
: `

长江绕郭知鱼美
,

好竹连山觉荀香
。 ”

人事上的失意
。

并未妨碍他锐敬地感到所在

生活之新鲜有味
。

这时他还写下许多游赏山

水景物的诗
,

如《游武昌西山寒溪寺 》
、

《定惠

院寓居月夜偶出》及《寓居定惠院之东
,

杂花

满山
,

有海棠一株
,

土人不知贵也》等篇
。

在

其中我们除了可欣赏到清丽的自然物象
,

还

可从诗人对自然景物的爱赏中
,

感到诗人在



优患中的旷远心情
。

他的《东坡八首》 ,

写他在

这次艰难环境中的生活安排
,

生产活动及人

事交往
,

极真切地显示了他这时的生活态度
,

我们试看其中的第四首
:

种稍清明前
,

乐事我能数
,

毛空暗春泽
,

针水闻好语
。

分秧及初夏
,

渐喜风叶举
。

月明

看璐上
,

一一珠垂缕
。

秋来箱艳重
,

颠倒相挣

拄
,

但闻畦陇间
,

炸锰如飞雨
。

新春便入盆
,

玉粒照筐答
。

我久食官仓
,

红腐等泥土
,

行当

知此味
, 口腹吾 已许

。

从开始播种以至收获和收获后的生活
,

在诗

人乐观心情的设想下
,

描写得这样亲切有味
,

洋溢着多么新鲜的生活意趣
,

这种意趣
,

也

同样表现在他贬滴惠州时的许 多诗 篇 例如

《游博罗香积寺》
、

《雨后行莱圃》等作品中
。

从他在黄州
、

惠州及檐耳等地的大量诗篇中

所写的
,

他对诸处生活风习的喜爱
,

人物过

往的亲密
,

可见他无论在任何困境中
,

都是

无往而不自得的
。

他在赴黄州的途中表示
:

“

便为齐安民
,

何必归故邱
。 ” ④在惠州《食荔

支》食说
: “

日唤荔支三百颗
,

不辞长作岭南

人
。 ”

在海南岛甚至自己认为
“

我本海南民
,

寄

生西蜀州
。 ”
⑤生活逆境毫未使他颓丧

,

而倒

是始终保持着饱满情绪
。

他在《 闻子由瘦》的

结末云
: “

相看会作两雁仙
,

还乡定 可骑黄

鸽
。 ”
于穷苦中毫不自衰

,

反如此诙谐有趣
。

他在早年即曾表明自己
“

平生傲优患
,

久矣

恬百怪
。 ” ⑥ 他一生确是傲然优患之前

,

从不

被它们屈服的
。

这种不为优患屈服的精神
,

乃

是他平 日深厚学问修养工夫所发挥的作用
。

他在赴循途中所作的《行琼循间
,

肩舆坐睡
,

梦中得句……诗中
,

这种精神表现得最为酣

杨
,

如其中有云
:

登高望中原
,

但见积水空
,

此生当安归
,

四

顾真途穷 ! 渺观大滋海
,

坐味谈天翁
,

茫茫太

仓中
,

一米谁雌雄 ! 幽怀忽破散
,

咏啸来天风
,

千山动续甲
,

万谷酣笙钟
。

安知非群仙 , 钧天

宴未终
。 · ·

一
当他四顾茫茫

,

感到人生途穷时
,

他平素的

学间修养
,

使他的精神一下飞到无穷高远的

境界
,

不仅穷途之感一扫而空
,

而眼前一切
,

对他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

从
“

安知非群仙
”

以

下
,

诗人更悠情地发抒其奇妙的浪漫想象
,

简

直要使自己
“

囊括大块
,

浩然与溟津同科
”

⑦

了
。

当然
,

我们不可迷于表象
,

以为苏轼对于

生活无所选择
,

就是无所不可
,

实则这是他

在不得已时的安排精神的方法
,

这在他《与程

正辅提刑 》书简中即已表明
:

某睹近事
, 已绝北归之望

,

故中心甚安之
。

… … 替如元是惠州秀才
,

累举不第
,

有何不可?

到了事情既 已绝望
,

只有把心情安定下来
。

为

了求得心安
,

便生出
“

元是惠州秀才
”

的想法
。

他在《答参寥书》中
,

也有类似的想法
:

其余瘫疡病人
,

北方何尝不病 ! 是病皆死

得人
,

何必瘴气里 但苦无医药
,

京师国医手里
,

死汉尤多
。

这是一种思想上的回流
,

当无可奈何时
,

只有

退一步着想
,

其性质是消极的
。

但这种本质是

消极的想法
,

却也有它的积极的因素和作用
。

因为这乃是诗人对其逆境的一种反抗
,

更不

用说向敌人俯首告哀了
。

所以诗人并不颓丧
,

而能以乐观的现实主义态度
,

对待 当前一切
。

这种思想
,

在我国具有正义感的封建士大夫

中
,

成了一种传统
,

当其对现实无能为力而

不甘屈服时
,

便在思想上开辟这条道路
,

它

本身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

同时也含有它

所属的阶级局限性
,

因为它只是士大夫阶级

孤掌难鸣时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解脱方法
,

不过
,

它在情调上乐观而不沮丧
,

昂扬而不

消沉
,

基本上还是健康魄
对人民深切的关怀

,

作为一位封建王朝

的官员
,

而能揭示出人民生活的痛苦
,

批评

朝廷的敝政
,

并不因个人在政怡上遭受危害

而有所涵默
,

即令 自身处在极为难堪的困境
,

而能邀然视之
,

绝无悲戚可怜之状
,

在邪恶势

力面前无所屈服
,

始终坚持正义
,

这些高尚的

精神品质和旷远胸襟修养
,

在苏轼的诗中随

处可抱
,

就是在今天
,

对于读者仍具有良好

的道德品质教育及深远的精神浸润作用的
。

严羽曾说
: “

诗有别趣
,

非关理也
。 ”

乃以

唐人造诣为极则
,

不满于苏
、

黄之异辙而发
。



而我们读苏诗时
,

则常从中获褥前人少有的
, 神

种趣味
。

乃从对生活奋物的咏叹巾拥示出

人生竹理
,

给人以满愈的启发
,

经过 !llj 咐
,

弥觉意味隽水
。

试观其《和脚饮湘二十种》之

四
:

忿峨食叶虫
,

仰空苏离飞
,

~ 朝傅网翅
,

乃得称网悲
,

叨嗽周集宙
,

沮伟毅可依
,

赴水

生两壳
,

道闭何时归玄 二虫宽准是
,

一笑百念

衰
,

幸此未化间
,

有侧君典违
。

常见有人不滴于自己当前处境而有所企求
,

等到获伶心愿反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中
,

终于

演成人生悲剧
。

这首诗即给了人们这样的启

示
,

颇足发人深省
。

我们今夭读这首诗
,

如

从积极方面来理解
,

可大有教益的
。

当然
,

诗

人的原意是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的
,

它反

映了封建知识分子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生

实感
。

这种抽象而 ,
’ `

泛的人生事理
,

诗人不

假繁言直说
,

而是将其概括地纳入具体的事

物中
,

使人从中易于得到启示并进而有所感

悟
,

事虽微小寻常
,

而所包组的人生经验和

感概却非常丰富深远
。

至于雀入水化为蚌
,

为事实所无
,

不过袭用 旧说以表明事理
,

正

如刘拐指明纬书
,

虽
“

无益经典
” ,

而却是
“

有

助文章
”

的
。

再如其《和子由混池怀旧》云
:

人生到处知何似
,

恰似飞鸿踏雪泥
,

泥上

偶然留指爪
,

鸿飞那复计东西 ,

人生行踪之双忽不定
,

在这样浅近的比喻下
,

确使人感到多么渺茫而不可把握 ; 它恰切地

道出封建文人普遍具有的人生实感
。

所以在

过去常能拨动无数读者的心弦
,

而
“

鸿爪
”

一

直成为千古习用的偶留行迹的名喻
。

其它如
“

不识庐山真面 目
,

只缘身在此山中
。 ”
⑧于对

名山胜境的概括体会中
,

亦包含着人们常自

感到的事物至理
,

所以常被用作借喻的名句
。

苏轼诗里这些从感情的抒发中升发 出 的理

趣
,

颇能启迪读者的精神境界
,
对人生事理

有所领会
,

有助于滋育人的幽美的情趣
。

作为苏轼诗歌内容的还有很多的方面
,

所有诗人一生经历的地方山川风土
,

名胜古

迹 ,
所交搜的人物及砂 及的事物

,

都有真实

而具体的反映
。

从这一切爪面
,

我们可明晰

地看到当时社会生活许多方而的状胶
,

并获

褥丰商的生 活知识
,

及健康的生活情趣
。

苏轼的
~ 一
生

,

足迹达到北宋国上的大半
,

所以各处的名胜山水
,
都铆以其各自特具的

状貌
,

艺术地展示在诗人笔下
,

衷现了他对

祖国山川的纵情爱氮 如其写三映中
’

的 《新

滩 》 :

扁舟转山曲
,

未至已先惊
,

白浪橄天起
,

提牙似时城
,

拼番从离来
,

一 一投润坑
。

大鱼

不能上
,

. 橄滩下横 . 小鱼徽复合
,

育洛如通

烹
,

两绮不敢下
,

飞过两翅轻 . 白茸夸度健
,

摘脚还欲椒
。

区区舟上人
,

娜技安敢呈
,

只应

滩头庙
,

技此牛旧盈
。

这种湍流迅疾
,

鱼鸟失势的奇险之景
,

确为

新滩所特有
,

不能移 1 他处
。

结尾二句对于

邪恶势力的翻讽
,

颇觉耐人寻味
。

又如写庐

山的《栖贤三峡桥》诗有云
:

清寒入山骨
,

草木尽坚岌
,

空谭烟公间
,

硕润金石奏
。

这种幽深的山水音容
,

又正是庐山的妙境
。

这样对于山水的真实描绘
,

苏轼虽也无愧于

前人
,

但他在这方面 的成就
,

还远不止此
。

从晋宋之间起
,

山水成为诗材的一个重

要方面
,

开始对山水只是作客观形似的攀写
,

其后逐渐注入主观抒情成分
,

把自然景物作

为感情的衬托
。

到了唐代
,

更进而使情景交融
,

加以当时诗人生活面的广阔
,

及诗的多种体

式的采用
,

使山水的描写
,
无论在形象上和

风格上纷纭万状
,

达到前所未有的丰美境界
,

似乎可以叹观止了
。

但苏轼在这方面却又别

开生面
,

以其卓越艺术才能给以更完善的补

充
。

苏轼在山水的描写中
,

更常离以人生经验

及生活事理与书卷修养
,

再加以浪祖的想象
,

使其山水诗中
,

含有前人们所未有的丰厚越

味
。

如其《游径山》发端形容径山的来势云
:

众峰来自天目山
,

势若狡马奔平川
,

中扮

勒破千里足
,

金鞭玉扭相回旋
。

《百步洪 》诗中形容轻舟下渊时的 速 急之 状

万
吕



有如免走鹰卑落
,

较马下注千丈坡
,

断弦

离柱箭脱手
,

飞电过隙珠翻荷
,

四山眩转风凉

耳
,

但见流沫生千锅
。 ·

一
迅急的水势

,

在诗人借用事物的比喻下
,

是

如此形象飞动
,

眩人心目
。

而这一切用来比

喻得这样精当的事物
,

正是诗人从其平日蓄

积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中烹炼出来的
。

至如他

的《 白水山佛迹岩》诗
。

表现了在山水的描写

上
,
达到人所难于企及的奇妙境地

:

何人守蓬莱
,

夜半失左殷
,

罗山若璐璐
,

忽展垂天羽
。

根株互连络
,

岩桥争吞吐
,

神工

自炉构
,

融液相级补
,

至今余隙毋
,

流出千解

乳
。

方其欲合时
,

天匠庵月斧
、

帝筋分余沥
,

山骨醉后土
,

峰峦尚开阅
,

润谷犹呼舞
。

海风

吹未凝
,

古佛来布武
。

当时汪网氏
,

投足不盖

拇
,

青莲虽不见
,

千古落花雨
。

双溪汇九折
,

万马腾一鼓
,

奔雷派玉雪
,

潭润开水府
,

潜鳞

有饥蛟
,

掉尾取渴虎
。

我来方醉后
,

灌足聊戏

侮
,

回风卷飞雹
,

掠面过强弩
。

山灵莫恶剧
,

徽命安足赌
,

此山吾欲老
,

慎勿厌求取
。

溪流

变春酒
,

与我相宾主
,

当连青竹竿
,

下灌黄精圃
。

我们读这首诗
,

俨如置身于一丛千奇百怪的

山水之间
。

在这里
,

诗人把有关的神异传说

和实地景象联系起来
,

加以浪漫的想象
,

赋

予读者对这片南国山水图画以既真实而又神

秘的感觉
,

使读者感到这片声色状貌眩人的

山水
,

真是天工巧构了
。

又如《虎邱寺 》诗云
:

入门无平田
,

石路穿细岭
,

阴风生润壑
,

古木婚潭井
。

湛卢谁复见 ? 秋水光耿耿
,

铁花

绣岩壁
,

杀气嗓蛙 龟
。 “ ·

…

这片气象森凛的山水图画
,

不仅写出了虎邱

山水的真实神貌
,

也表出了它的历史
。

它的

特殊的形象
,

正是从它 的历史中熔炼出来的
。

这样把山水的历史与其形象融合起来
,

也即

是把书卷与生活融合起来
,

使在诗人这种艺

术手法下呈现出的山水
,

不仅具有独特的形

貌
,

也蕴含着深长的意趣
,

这种卓越的艺术

成就
,

乃是诗人杰出的艺术才能及丰厚的书

卷修养相互作用的效果
.

对于山川之外
,

广大自然界各类繁富的

幽美景物
,

苏轼常在诗中以自己的艺术赏会
,

掬示 出来
,

能给读者以无限美感
,

如《中秋见

月寄子由》
:

明月未出群山高
,

瑞光万丈生白毫
,

一杯

未尽银朗涌
,

乱云脱坏如崩涛
。

谁为天公洗眸

子
,

应费明河千解水
,

遂令冷看世间人
,

照我

湛然心不起
。

这是诗的首端八句
。

前四句描写月在未出
、

将

出
、

初出时的急进变动过程
,

景象极为生动
、

真切
、

新鲜
。

后四句写月升到高空时的澄明

虚寂之象及给自己的感受
,

表达出自己被明

月清光映涤后的心境
,

自己的心情也随明月

一同净化了
。

把对 自然景物的赏会融入到对

人生的领悟
,

其中也包含了深微的理趣
。

八

句后面态笔叙写在这清美的月夜各种景象事

物
,

极幽远清寂之趣
。

最后结束二句说
: “

明

朝人事随 日出
,

恍然一梦瑶台客
。 ”

令人恍然

于人境外的良宵清境之不可 留
,

磋惋之意悠

然不尽
,

也吐露着对人生的顿悟之感
。

又如

其 《舟中夜起》开始四句云
:

微风萧萧吹魏蒲
,

开门看雨月满湖
,

舟人

水鸟两 同梦
,

大鱼惊窜如奔狐
。

写出舟中夜起的因由及特异感觉
,

从耳闻目

见的动象显出一片极为清美寂静 的 自然 境

界
,

使读者恍如置身于水天明静的月夜舟中
。

又如其《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诗中有句云
:

“

江云有态清自媚
,

竹露无声浩如泻
。 ”

也是于

细微的动态中
,

展现出一片幽光流溢的大自

然界的清静柔美的景象
,

可使人身心释然于

其间
,

达到物我两忘之境
。

更如其描写黄州

定惠院东山海棠云
:

朱唇得酒晕生脸
,

翠袖卷纱红映肉
,

林深

雾暗晓光迟
,

日暖风轻春睡足
,

雨中有泪亦凄

枪
,

月下无人更清淑
。

这是一幅多么清丽柔美的海棠春意图画
,

使

人读来
,

不仅感到即物即人
,

亦觉眼前晃漾

着杜甫所咏的那位幽谷佳人满怀 凄 怨 的形
象

。

从上所举看来
,

苏轼在诗中无论是描写

山水或其他自然景物都能于对山水及自然景

物美的评价中
,

赋予人生的情趣及哲理
,

使



读者于其所描绘 的优丈形象
,

!
, ,

!诊,lJ 对 人生

事现经驳的启发
,

因而感觉余昧无穷
,

在这

些 lJ’ 而 ,
:lI 是他 卜宵的人生经验及深厚的学

问修莽工人的体现
。

不仅在文坛上
,

而且在 J
“ `

泛的艺术领城

内
,

苏轼也是个多面手
。

他不只是文学家
,

而 IL是书法家兼画家
。

在他的许多以艺术品

为欣咏主肠的诗篇中
,

他以自己在艺术实践

中的深切体会
,

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在艺术上

具有普遍性的精论妙理
。

如其《书见补之所成

文与可画竹》诗云
:

与可丽竹时
,

见竹不见人
,

岂独不见人
,

嗒然丧其身
。

其身与物化
,

无穷出清断
。

他通过对文
一

与可的艺术生活经验的描述
,

道

出自己对艺术创作的深切体会
:

一个艺术家

之能取得新异的成就
,

在于他能在形象构思

时进入物我相忘的境界
,

也即是刘拐所说的
“

神与物游
” 。

能够这样把自己的精神融入生

活事物 中
,

则在艺术家笔下呈现的东西
,

自

然光景常新了
。

他在 《 书那陇王主薄所画折

枝》 诗首端云
:

论画以形似
,

见与儿盆邻 , 斌诗必此诗
,

定非知诗人
。 ”

一
在《王维吴道子画》诗末段云

:

吴生虽妙绝
,

犹以画工论 , 牵请得之于象

外
,

有如仙翻谢笼樊
。

认为超脱形似而达到神似
,

才是艺术家的最

高造诣
。

从这类诗句中
,

我们可以窥侧到当

时艺术理论 已达到的高度
。

至如以
“

端庄杂流

丽
,

刚健含婀娜
。 ”

⑨形容其书法的笔姿
,

以

“

字外出力中藏棱
”

。 道出用笔的要诀
,

而对

杜甫所说的
“

书贵瘦硬方通神
” ,

表示
“

此论未

公吾不凭
,

短长肥瘦各有态
,

玉环飞燕谁能

憎
”

0 诸如此类
,

都是深得书家要理的名言
。

他还有许多对于墨砚的歌咏
,

也可给予我们

一些古代有关艺术工具的知识
。

另外
,

从苏轼大量的题画诗中
,

所题画

福的内容
,

邀及山水
、

木石
,

鸟兽
、

花卉及

人物故事等众多方面
,

可以见到当时画家取

材之广泛及其成就之殊异
,

也显示了我国绘

面艺术的发展概况
。

至 ,
;

他的翅画诗水 身如

《王维哭道 r 画 》
、

《惠泉卷汀晚景二首》
、

《 书

王定润所雌烟 2L桩峰图 》等
,

从诗中极鲜明地

展示了多种优芡的画幅
,

给予了我们丰京的

诗画相兼的艺术享受
.

更如《书李毗南所画秋

景 》 :

盯水今整落旅戒
,

吮林软例见擂根
,

. 舟

一掉归何处
,

家在 tr 南黄叶村
。

不仅绘出了令人 t 远的素谈平 远 的 山 水实

景
,

更展示 出了画家悠闲 自得的精神面貌
,

深刻地掬示 了画家的用心
。

这种虚实互发的

抒写
,

实可谓题画诗的绝唱
。

苏轼的诗
,

所展示的当时社会生活面貌

是很广泛的
。

从他的《馈岁》
、

《和子由蚕市》

等类的诗
,

我们可看到当时地方人民风习
。

他的《石炭》诗
,

给我们提示了煤在当时被采

用的情况
。

《秧马歌 》和《无锡道中赋水车》 ,

形象地描述了那些农业生产工具的效用
。

它

和《馈岁》
、

《别岁》
、

《守岁》
、

《和子 由蚕市》

之类的诗
,

展示了广大农村社会风习的图画
。

而作为苏轼诗歌社会生活内容的一个重要方

面的
,

乃是在社会中与各类人士的交往
。

苏轼在离开家乡投入广泛社会生活的四

十多年中
,

即令是作为罪犯安置在黄州
、

惠

州及借耳时
,

也有许多新的人物和他相结识
。

而他平生所接触的
,

上自朝廷
,

下至地方
,

处于朋僚之间的人士
,

以至僧道秀才及各种

技艺工匠
,

诗中于勾点出他们情状的同时
,

也吐礴出自己的怀抱
,

并揭示出与彼此相关

的社会生活
。

我们在他的诗中
,

随处看到他

和其弟苏辙极其笃挚的手足情谊
。

尤其当苏

轼身处严重优患之际
,

表现的情谊更为笃至
。

如其初到黄州
,

其弟子由即自陈州来探望
,

诗人闻讯远迎之于巴河
,

在《晓至巴口 迎 子

由》诗中云
: “

余生复何幸
,

乐事有今 日
。 ”

极

见难后兄弟重逢的意外欣喜之情
。

下面接着

写出
“
江流镜面净

,

烟雨轻幕幕
,

孤舟如兔璐
,

点破千点碧
。 ”

这般美好的江上景色
,

正是从

当时那种处境中感受到的
,

从中也离包着他

们的分外愉悦之情
。

他于《与子由同游寒溪西



山》时
, “
却优别后不忍到

,

见子 行 迹 空 徐

凄
。 ”
至情之语

,

极为动人
。

他们同在宦途
,

政见一致
,

在政治风雨中也是同舟共济的
。

所以彼此常以诗唱和
,

抒发手足间的悲欢离

合之情
,

及在人生道路上互相关怀慰勉之意
,

真所谓
“

鹤鸽在原
,

兄弟急难
”

者
,

读来足以增

重人们的骨肉之情
。

这类诗篇
,

披卷即是
,

为

数甚多
,

这里不必罗举了
。

苏轼是位长期生活在政治道途 中 的诗

人
,

由于社会接触广泛
,

所以诗中涉及的社

会人士极为繁移
。

他与同时的政界文坛上名

人的关系都在诗中有所反映
。

他在其中除了

表达彼此间一定的情感
,

也叙述与彼此相关

的人事
,

并反映出社会人事的变化
,

披落出

自己的胸襟
。

总之诗人常于与人酬赠的诗歌

中
,

抒发了自己的人生实感
,

所以这类诗歌

读来仍非常有味
,

绝非那种但事敷衍应酬之

作可 比
。

如其《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

邀同赋》中写刘芋老云
:

江陵昔相遇
,

幕府称上宾
。

再见明光宫
,

峨冠揖捂绅
。

如今三见子
,

坎坷为逐臣
。

朝游

云霄间
,

欲分示相茵 , 蓦落江湖上
,

遂与屈子

邻
。

了不见恤喜
,

子岂真可人 1 邂逅成一欢
,

醉语出天真
:

士方在田里
,

自比渭与萃 , 出试乃

大谬
,

自狗难重陈
。

岁晚多箱露
,

归耕当及辰
。

这首诗以极精要的辞句
。

把自己对刘挚三次

不 同的印象
,

刘前后迥殊的 政 治 命 运
,

勾

画得历历分明
,

而于后半描绘出刘的真率正

直人品
,

于叙写刘的人生遭遇中
,

反映出当

时政治的变化
。

结尾二句提出自己应择取的

人生道路
,

表示对于刘的同情
,

也同时显示

了与刘共同的政治立场
。

其中
“

士方在田里
”

四句显然是对王安石的变法而发
。

全诗笔力

矫健
,

舒卷自如
,

是五言短古的精悍之作
。

他从黄州东行
,

将转道江西摘州看望他

的老弟子 由时
,

路经建昌而写下《过建昌李野

夫公择故居》诗
:

彭盘东北源
,

庐阜西南笼
,

何人修水上
,

种此一双玉
。

思之不可见
,

破宅余修竹
,

四邻

戒莫犯
,

十亩森似束
。

我来仲夏初
,

解捧呈新

绿
,

幽鸟向我鸣
,

野人留我宿
。

徘徊不忍去
,

微月挂乔木
。

遥想他年归
,

解组巾一幅
,

对床

老兄弟
,

夜雨鸣竹屋
,

卧听邻寺钟
,

书窗有残

烛
。

李公择是东坡的一位好友
,

李野夫为公择之

兄
,

这时都作官在外
。

东坡因旅途经过好友

故居
,

尽管好友弟兄都不在家
,

还是去访间

了
。

诗人于徘徊在好友的故居时
,

深致对于

好友弟兄高尚人品的崇敬
。

中间写出友人故

居景象的鲜美
,

即象征地寄托了对屋宅主人

风度的钦慕
。

最后设想友人弟兄他 日同辞官

归来彻夜款叙之乐
。

诗中所写自然景象及设

想中的人事
,

形象俱极鲜明
。

其中
“

对床老

兄弟
,

夜雨鸣竹屋
”

实际是诗人与子由曾经历

的景况
,

诗人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们兄弟夜

雨对榻情景
,

这里便移到对李氏兄弟晚年生

活的设想上来
,

因为同是品格高尚的人
,

手

足之情当是同样笃挚的
。

苏轼为朋友发出的歌咏
,

无论是因人因

事而作
,

从中都可窥见他纷繁的社会生活情

状及超逸无端的人生意趣
,

绝无庸琐凡鄙之

态
,

此类篇章颇为繁多
,

这里不过略示鼎味

一育而 已
。

以上所述
,

乃苏诗内容方面的苹荤大者
,

在他的笔下
,

还出现许多异人的形象
,

除了

前面提到的刘丑厮
,

还有墨工播谷和眼医王

彦若
。

《赠潘谷 》诗开始举出潘岳
,

尽管
“

明珠

白璧惊世人
”

而由于他有
“

望尘遥拜
”

的丑行
,

实是
“

胸中一解泥与尘
” 。

下面接着说
: “

何似

墨潘穿破揭
,

琅歼翠饼敲玄茹
,

布衫漆黑手

如龟
,

未害冰壶贮秋月
。 ”

两相对照写来
,

显

示出人间真正的美在于高尚的心灵
,

不系于

外表的黑 白
。

东坡在 《志林》中曾叙写潘谷的

非常性行
,

认为
“

非市井人
” ,

所以虽是墨工
,

却给予了光辉的写照
。

在《赠眼医王生彦若 》

诗中诗人先写王生运针拆去眼翁技术的入神

精妙
,

然后转述眼医自道其技艺所以精绝之

理
,

乃是《庄子》所谓
“

用志不分
,

乃凝于神
”

那种入化的精神境界之体现
。

这些沦于社会

生活底层的人
,

在诗人别具的眼光写照下
,

都显得如此不凡
,

这也是诗人一贯关心人民
,



说
“

遗 忘
”

— 学文杂记

魏 生

在奋迅先生草年写的《康 , 玲力说》一文中提到

拜伦若的诗剧 《受弗雷特》 ,

说
“

里失恋绝欢
,

陷于巨

苦
,

欲忘弗能
,

鬼神见形间所欲
,

受云欲忘
,

兔神

告以忘在死
,

则对日
,

死果能令人忘耶? 复衷贬而

典信也
。 ’

这种沉痛妾绝的情境
,

我觉得也在 . 迅若名小

说《伤逝 》中显现粉
。

. 迅先生在这箱小说的末尾写

道
:

“

我愿愈 X 有所谓
.

电魂
,

X 有所谓地狱
,

那

么
,

即便在草风怒吼中
,

我也将觅子君
,

当面说

出我的悔恨和悲哀
,

祈求她的饶恕 , 否则地狱的

稀焰将围烧我
,

搜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
。 ,

“

我仍然只有唯歌一般的哭声
,

给子 君 送

葬
,

葬在遗忘中
。 ”

拐

我要遗忘 , 找为 自己
,

并且要不再想到这

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 .

“

我要向新生的路踌进第一步去
,

我将宾实

深深地限在心的创伤中
,

欧歇地前行
,

用遗忘

和说流傲我的前导… … ,

这中外两篇名若
,

我们若* 来一起细读
,

对两

篇作品在写作
、

构思方面的理娜
,

一定能进一步深

入
。

爱惜人才的善良心理的体现
。

以上所举
,

乃是苏诗内容较重要而广泛

的方面
,

所有诗人关心人民
、

对待优患的态

度
,

以及对人材的爱护培养和对祖国大好山

川的爱赏
,

还有对书画艺术的鉴赏评论
,

这一

切都体现了诗人高尚的人品
,

旷远的襟抱和

深厚的学养
。

今天
,

对于我们的道德品质及

精神境界的陶养
,

仍有着广阔而深微的滋润

作用的
。

另外
,

在苏诗中
,

还有大量的名胜

古迹草木花鸟以及日常生活事物的题咏
,

诗

人从中展示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
,

融入了

广泛而深厚的生活情趣
,

对于读者在生活的

知识和精神上都会有所丰富的
。

注释
:

① 《西湖秋佃… …戏作放鱼一首.)}

② 《与孟屁同游常州份舍三首》
。

⑧ 《过淮 ))o

④ 《子由自南都来陈
,

三日而别 .))

⑤ 《别海南黎民表》
。

⑧ 《十月二日
,

将至祸口五里所
,

遇风留宿札

⑦ 李白《 日出入行o))

⑧ 《题西林璧 》
。

⑨ 《次韵子由论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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