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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战事与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

陈友冰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ꎬ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５１)

〔摘　 要〕苏轼豪放词风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事ꎬ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ꎮ 熙宁六年的“熙

河大捷”促使苏轼以«江城子密州出猎»为代表的豪放词风形成ꎻ元丰六年“永乐之败”又促使苏轼以«念奴

娇赤壁怀古»为代表的豪放词风由豪放雄壮向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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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苏轼在词史上的地位ꎬ当然离不开他创

立的“豪放词”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苏轼

在词的发展史上有“再变”之功:“词至晚唐五季

以来ꎬ以清切婉丽为宗ꎮ 至柳永而一变ꎬ如诗家

之有白居易ꎻ至轼而又一变ꎬ如诗家之有韩愈ꎬ遂
开南宋辛弃疾等一派ꎮ 寻源溯流ꎬ不能不谓之别

格ꎮ 然谓之不工ꎬ则不可ꎮ” 〔１〕

至于苏轼“豪放词”风格是如何形成的ꎬ学
者们从多方面进行探究ꎮ 清代田同之«西圃词

说»和蔡崇云«柯亭词论»均认为这与苏轼的秉

性、襟怀有关:“填词亦各见其性情ꎬ性情豪放者ꎬ
强作婉约语ꎬ毕竟豪气未除ꎮ 性情婉约者ꎬ强作

豪放语ꎬ不觉婉态自露ꎮ 故婉约自是本色ꎬ豪放

亦未尝非本色也ꎮ 东坡词ꎬ胸有万卷ꎬ笔无点尘ꎬ
其阔大处ꎬ不在能作豪放语ꎬ而在其胸襟有涵盖

一切气象设非胸襟高旷ꎬ焉能有此吐属ꎮ” 〔２〕

当代学者杨忠也认为苏轼的豪放词与他的“人生

豪气”有关ꎬ“苏轼的人生豪气经过漫长的积聚

之后ꎬ终于在他四十不惑的时候勃发了ꎬ形成了

千古绝唱的豪放词ꎮ” 〔３〕近年来ꎬ学者们更注重将

苏轼豪放词风与他的政治遭遇、生活道路结合起

来考察ꎬ如游国恩等主编的高校教材«中国文学

史»评价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之一«念奴娇赤

壁怀古»:“作者写这些词时正在政治上受到挫

折ꎬ因而流露了沉重的苦闷和‘人生如梦’的消

极思想ꎻ然而依然掩盖不住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

度和要求为国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ꎮ” 〔４〕 中国社

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唐宋词选»也认为

«念奴娇赤壁怀古»与作者的黄州之贬有关:
“词中描绘了赤壁的雄伟壮丽景色ꎬ歌颂了古代

英雄人物周瑜的战功ꎬ并抒发了作者自己的感

慨ꎮ” 〔５〕柯大课的«苏轼豪放词风形成初探»和

«苏轼豪放词形成的主观因素»则分别从客观原

因和主观原因两个方面进行详细探讨ꎮ 作者认

—３３１—



为客观原因是“在北宋中叶的时代条件下产生出

来的ꎬ是在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土壤中滋生的”ꎬ
“是国势日微ꎬ积贫积弱ꎬ每况愈下ꎮ 一切爱国有

志之士都在寻求出路ꎬ要求变革”的社会思潮在

文学上的表现ꎮ “时代在呼唤着崭新的词风ꎬ豪
放派的词正是在改革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高潮中

应运而生的ꎮ” 〔６〕至于主观上ꎬ则与苏轼的“理想

抱负、生活道路、意志性格等心理特征ꎬ以及所受

的儒释道思想影响ꎬ本人的文学主张等方面” 〔７〕

密切关联ꎮ
这些分析都有道理ꎬ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确

实与这些方面皆有关联ꎮ 但说实在的ꎬ这些评说

又给人不够精确ꎬ乃至隔靴搔痒的感觉ꎮ 尤其是

那种既是主观又是客观ꎬ每一“观”又分为诸多

方面ꎬ说得很全面周到ꎬ但实际上等于什么都没

有说ꎮ 其实ꎬ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固然与他所处

的时代和本人的气质、经历不无关系ꎬ但形成这

种词风的直接触发点和当时宋与西夏的西北战

事ꎬ以及苏轼对此战事的态度密切关联ꎮ

一、“熙河大捷”促使苏轼豪放词风形成

首先ꎬ我们对苏轼的豪放词风作一界定ꎮ 司

空图«二十四诗品»“豪放”品对诗歌的豪放风格

是这么说的:“观花匪禁ꎬ吞吐大荒ꎮ 由道返气ꎬ
处得以狂ꎮ 天风浪浪ꎬ海山苍苍ꎮ 真力弥满ꎬ万
象在旁ꎮ 前招三辰ꎬ后引凤凰ꎮ 晓策六鳌ꎬ濯足

扶桑ꎮ” 〔８〕司空图用的是中国古典诗论传统的比

喻象征之法ꎬ如果直接道破ꎬ那就是充满内在豪

情ꎬ涵咏万物、包容天地ꎬ外在表现为狂放的气

势ꎮ 苏轼本人对自己创造的这种风格也很得意ꎬ
并说得比司空图具体得多ꎬ这就是被人们乐道的

«与鲜于子骏书»:“近却颇作小词ꎬ虽无柳七郎

风味ꎬ亦自是一家ꎮ 呵呵ꎬ数日前猎于郊外ꎬ所获

颇多ꎬ作得一阕ꎬ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ꎬ吹
笛击鼓以为节ꎬ颇壮观也ꎮ” 〔９〕

词从产生的那一天起ꎬ就是“艳科”ꎮ 从题

材上来说多表现宫内或深闺妇女的发饰、容貌、
体态、心理ꎬ或是士大夫的伤春、伤别ꎬ就是到了

词体第一次革命的柳永手中ꎬ也只是扩大到市

井、歌妓和自己的离愁别绪ꎻ表现手法上形成了

一种狭深的文体ꎬ多用抒情ꎬ尤其是抒发曲折层

深的内心世界ꎮ 柳永的功绩是在此之外增加了

铺叙和白描ꎬ适合一个 “十七八女郎ꎬ执红牙

板”ꎬ歌“杨柳岸ꎬ晓风残月”ꎮ 但到了第二次革

命的苏轼手中ꎬ其豪放词作则“一洗绮罗香泽之

态ꎬ摆脱绸缪宛转之度”ꎬ〔１０〕 “于柔情风月之外ꎬ
举凡送别、闲适、壮志、旅怀、农事、悼亡诸类ꎬ均
可入词ꎮ” 〔１１〕 抒情、议论、叙事、状物ꎬ无一不可ꎮ
这篇«与鲜于子骏书»说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就是描绘一个“为报倾城随太守ꎬ亲射虎ꎬ看孙

郎”的壮阔射猎场面ꎬ“颇壮观也”ꎮ 因此歌者也

不适合“十七八女郎ꎬ执红牙板”ꎬ应该是“东州

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ꎬ吹笛击鼓以为节”ꎮ 可见ꎬ
在苏轼的心目中ꎬ他新创的豪放词风格应该是视

野广阔ꎬ气象恢弘雄放ꎬ底气则是“壮”ꎮ 苏轼豪

放词的这种风格也为当时的读者所认同ꎮ 据南

宋俞文豹«吹剑录全编»载:“东坡在玉堂日ꎬ有
幕士善歌ꎬ因问:‘我词何如柳七?’对曰:‘柳郎

中词ꎬ只合十七八女郎ꎬ执红牙板ꎬ歌“杨柳岸ꎬ晓
风残月”ꎮ 学士词ꎬ须关西大汉ꎬ铜琵琶ꎬ铁绰板ꎬ
唱“大江东去”ꎮ’东坡为之绝倒ꎮ” 〔１２〕

词在当时是“艳科”ꎬ适合“十七八女郎ꎬ执
红牙板”ꎬ歌“杨柳岸ꎬ晓风残月”ꎮ 这位幕僚说

苏轼的豪放词则宜关西大汉ꎬ手拿铜琵琶ꎬ铁绰

板ꎬ唱“大江东去”ꎮ 这当然是对苏轼豪放词从

题材到手法的揶揄ꎮ 但苏轼却“为之绝倒”ꎬ非
常认可ꎮ 认为这位幕僚对他的豪放词与流行的

婉约词的区别ꎬ说到了点子上ꎮ
当然ꎬ苏轼豪放词的内涵并不止于视野广

阔ꎬ气象恢弘雄放ꎮ 苏轼本人对此亦有补充ꎬ他
在«书吴道子画后»中还强调:“得自然之数ꎬ不
差毫末ꎬ出新意于法度之中ꎬ寄妙理于豪放之外ꎬ
所谓游刃余地ꎬ运斤成风ꎮ” 〔１３〕他认为ꎬ“豪放”的
内涵所产生的“新意”不仅是题材的拓展和手法

的多样ꎬ还应该有“妙理”ꎮ 所谓“妙理”应该是

深邃的理性思考ꎬ就像他在«水调歌头明月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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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中表达的

那样:“寄妙理于豪放之外ꎮ”这也是豪放词应有

的内涵ꎮ
苏轼认为豪放词还应该有一个内涵ꎬ那就是

在表达方式上无论是夸张还是狂放ꎬ都应该出自

内心ꎬ无拘无束ꎬ自然而然ꎮ 他在«答谢民师书»
中认为作品应该“如行云流水ꎬ初无定质”ꎬ“文
理自然ꎬ姿态横生”ꎬ〔１４〕还进一步说“求物之妙如

系风捕影ꎬ能使是物了然于心”ꎮ 在«文说»中又

说自己的文章“如万斛泉源ꎬ不择地皆可出ꎮ 在

平地滔滔汩汩ꎬ虽一日千里无难ꎮ 及其与山石曲

折ꎬ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ꎮ 所可知者ꎬ常行于所

当行ꎬ常止于不可不止ꎬ如是而已矣ꎮ” 〔１５〕

根据上述对豪放词尤其是苏轼本人对豪放

词的定义ꎬ苏轼词作中豪放词并不多ꎬ包括一些

阐发哲理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乃至“以
健笔写柔情”的花间风月之作ꎬ如«蝶恋花春

景»“花褪残红青杏小”等在内ꎬ共 ５０ 多首ꎬ这在

其 ３４０ 多首词作总数中仅占七分之一左右ꎬ其大

部分还是婉约词作ꎬ其中直接或间接涉及歌妓的

风月之作就有 １８０ 首之多ꎮ 所以我们可以称赞

苏轼是豪放词的开创者ꎬ但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

位豪放词人ꎮ 如果我们将这 ５０ 多首豪放词的创

作时间排列一下ꎬ就可以发现ꎬ包括其发轫之作

和绝大多数豪放词代表之作皆在熙宁七年

(１０７４)前后和元丰四年(１０８１)前后这两个时间

节点上ꎬ约占苏轼豪放词作的百分之八十以上ꎮ
而这两个时间节点又都和宋与西夏的战争尤其

是熙宁六年(１０７３) “熙河大捷”和元丰四年灵

州、永乐惨败密切关联ꎮ 先说熙宁六年“熙河大

捷”对苏轼豪放词的产生和创作的影响ꎮ
苏轼生活的时代ꎬ北宋的主要外患ꎬ一是北

方的辽ꎬ另一就是西北的西夏ꎮ 宋真宗景德元年

(１００４)十二月ꎬ北宋与辽在经过二十五年的战争

后缔结盟约“澶渊之盟”ꎮ 宋、辽约为兄弟之国ꎬ
宋每年送给辽银 １０ 万两、绢 ２０ 万匹ꎬ宋、辽以白

沟河为边界ꎮ 此后宋、辽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

战事ꎬ礼尚往来ꎬ通使殷勤ꎬ双方互使共达 ３８０ 次

之多ꎬ辽边地发生饥荒ꎬ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

济ꎬ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ꎬ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

哀ꎬ后妃以下皆为沾涕ꎮ” 〔１６〕 但与西夏的军事冲

突却接连不断ꎮ 自仁宗宝元元年(１０３８)元昊建

立大夏国以后ꎬ夏就成为宋朝西北一带主要边

患ꎮ 据史载:在 １０４０ 年至 １０４２ 年这三年中ꎬ北
宋与西夏接连发生三次大战ꎬ皆以北宋惨败乃至

全军覆没而告终ꎮ 三年之内三次惨败ꎬ于是只好

讲和ꎮ 庆历四年(１０４４)ꎬ北宋与西夏达成协议ꎬ
宋朝只好承认元昊自立的大夏国ꎬ册封元昊为夏

国国主ꎬ每年“赐”夏国绢 １３ 万匹、茶 ２ 万斤、白
银 ５ 万两ꎮ 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
兵、民户不再归还对方ꎬ史称“庆历和议”ꎮ

这种屡战屡败的局面ꎬ直到神宗熙宁初年王

韶的出现才得到改观ꎮ 王韶ꎬ嘉祐二年(１０５７)进
士ꎮ 为人足智多谋ꎬ富于韬略ꎮ 熙宁元年(１０６８)
上«平戎策»ꎬ提出“收复河湟ꎬ招抚羌族ꎬ孤立西

夏”的方略ꎬ〔１７〕由于«平戎策»既正确分析了熙河

地区吐蕃势力的状况ꎬ又提出了北宋统治者最急

迫的西夏问题的解决策略ꎬ其目的与神宗、王安

石等变法派“改易更革”的政治主张相一致ꎬ因
此得到北宋朝廷的高度重视和采纳ꎬ王韶被任命

为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相当于机要秘书)之
职ꎬ主持开拓熙河之事务ꎮ 后改任著作佐郎ꎬ仍
提举西北军务ꎮ 神宗志在收复河陇ꎬ于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修筑古渭城ꎬ组建通远军ꎬ以王韶知军事ꎮ
王韶奉神宗之命经营西河(今陕西东部沿黄河地

区)ꎮ 王韶的战略是“欲取西夏ꎬ当先复河湟(指
黄河上游、湟水流域、大通河流域三角地区ꎬ古称

‘三河间’)”ꎬ〔１８〕 避开正面战场ꎬ绕道西夏的西

南腹地湟州、西宁州一带ꎬ从背后进袭ꎮ 从当时

的情况来看ꎬ王韶的这个方略是正确的ꎮ 因为当

时西夏兵力主要布置在以兴庆府(西夏国都ꎬ今
宁夏银川市)为中心的三角地带ꎮ 元昊以七万兵

力守护兴庆府ꎬ以五万兵力镇守东南的西平府ꎬ
五万兵力驻守西北的贺兰山ꎮ 而西南的河湟地

区仍是被吐蕃、西羌等少数民族控制ꎬ元昊认为

是个缓冲地带ꎬ没有重点设防ꎮ 王韶避开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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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战场ꎬ进袭河湟ꎬ正是抓住了对方的弱点ꎮ
熙宁四年(１０７１)王韶成功招抚吐蕃俞龙珂部ꎬ俞
龙珂“率所属十二万口内附”ꎬ〔１９〕 宋神宗赐名包

顺ꎬ使其永镇岷州(今甘肃岷县)ꎬ受此事影响ꎬ
远近大小蕃部纷纷归附北宋ꎬ前后有二十余万

口ꎬ北宋由此所辖疆土拓展了一千二百里ꎮ 通过

对秦州蕃部的招抚ꎬ宋廷基本上控制了这里的局

面ꎮ 熙宁五年王韶在渭源堡(今甘肃渭源县城)
和乞神坪(今甘肃渭源西南)筑城ꎬ进兵至抹邦

山ꎬ与吐蕃蒙罗角、抹耳和水巴等族对垒ꎮ〔２０〕 熙

宁六年三月ꎬ王韶一举攻克河州(治今甘肃临夏

市东北)ꎬ王韶被擢升为枢密直学士ꎮ 四月ꎬ攻占

诃诺木藏城(今临夏县南)和香子城(今甘肃和

政县)ꎮ 熙宁六年闰七月ꎬ攻占武胜军ꎬ朝廷改武

胜军为镇洮军ꎬ迁王韶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ꎻ八
月王韶率部穿越露骨山ꎬ南入洮州境内ꎮ 前后行

军五十四天ꎬ跋涉一万八千里路ꎬ平定五州之地ꎬ
招抚吐蕃诸部无数ꎮ 自宕州临江寨北达安乡关ꎬ
幅员两千里ꎬ斩获不顺蕃部一万九千余人ꎬ招抚

小大蕃族三十余万口ꎮ 包括熙、河、洮、岷、叠、宕
六州之地全部收复ꎬ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

朝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ꎮ 这也是北宋王朝在结

束十国割据局面之后ꎬ八十年来所取得的最大一

次军事胜利ꎮ〔２１〕在开拓熙河的过程中ꎬ王韶采取

招抚、征讨、屯田、兴商、办学相结合的战略方针ꎬ
取得了“凿空开边” 〔２２〕 的重大胜利ꎮ 在此期间ꎬ
他“用兵有机略” “每战必捷”ꎮ 十月ꎬ朝廷改镇

洮军为熙州(今甘肃临洮县)ꎬ并置熙河路ꎮ 任

命王韶以龙图阁待制任熙州经略安抚使ꎬ兼知熙

州ꎮ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熙河战役”ꎮ
必须指出的是:王韶的被重用和军事上的节

节胜利ꎬ与神宗皇帝的信任、正在主持变法图强

的王安石的支持ꎬ以及正在推行的“熙宁变法”
所激起的国家朝气密不可分ꎬ而且熙河大捷也与

神宗和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互动ꎮ
熙宁四年八月ꎬ宋神宗接受王韶«平戎策»ꎬ

设立洮河安抚司ꎬ让王韶负责招抚蕃人ꎮ 对此ꎬ
主持军务的枢密使文彦博提出异议ꎬ建议谨慎行

事:“如曩时西事ꎬ初不谓劳费如此ꎬ后乃旋生ꎮ”
但神宗坚持己见ꎬ反驳说ꎬ此前之所以如此ꎬ是因

为朝廷的策略未能得到有效落实:“西事本不令

如此ꎬ后违本指ꎬ所以烦费ꎮ” 〔２３〕力挺王韶的王安

石亦云:“如起兵ꎬ事则诚难保其无后患ꎮ 若但和

附戎狄ꎬ岂有劳费在后之理?” 〔２４〕 王韶计划的第

一步———招安河洮地区的木征及其他蕃部ꎮ 此

事开始并不顺利ꎬ木征不仅没有如王氏设想的那

样投靠大宋、成为宋朝招抚蕃部的助手ꎬ反而对

宋朝介入河湟事务极具戒心ꎬ极力抵制ꎮ 他扬

言ꎬ如果王韶不停止招抚蕃部ꎬ他将转而联合董

毡对抗宋朝ꎮ 消息传至宋廷ꎬ文彦博担心如果继

续招抚ꎬ将会爆发军事冲突ꎬ“若木征果来ꎬ须与

力争ꎬ力争则须兴兵”ꎮ 王安石仍然继续支持王

韶的行动ꎬ表示打仗也在所不惜ꎮ 神宗亦附和

云:“有天下国家ꎬ即用兵亦其常事ꎮ” 〔２５〕“在王韶

行军的进程当中ꎬ王安石还不断写信给他ꎬ告诉

他在战争中应注意的一些策略ꎬ在精神上给予鼓

励ꎬ使他得以奋勇地依预定计划行事ꎮ” 〔２６〕 因此ꎬ
熙河大捷后ꎬ“上解所服玉带赐安石”ꎬ〔２７〕表扬王

安石知人善任、力排对此非难的众议ꎮ
熙河大捷消息传来ꎬ举国欢庆ꎮ 王韶也因收

复河湟这个重大胜利饱受誉扬、名声大震ꎬ北宋政

府“拜韶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ꎮ 资政、观文学士ꎬ
非尝执政而除者ꎬ皆自韶始ꎮ 官其兄弟及两子ꎬ前
后赐绢八千匹ꎮ 未几ꎬ召为枢密副使”ꎬ〔２８〕 并以

“奇计、奇捷、奇赏”著称ꎬ被戏称为“三奇副使”ꎮ
这个时段苏轼的经历是:熙宁四年元月ꎬ时

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因

不满王安石新法中的一些举措ꎬ连续上书神宗皇

帝表示反对ꎬ“荆公之党不悦ꎬ命御史知杂事

诬告先生过失ꎮ” 〔２９〕苏轼为避祸ꎬ也像司马光、欧
阳修、尹洙等人一样ꎬ请求外任ꎮ 但苏轼与司马

光等人不同的是ꎬ他并不反对改革ꎬ而是对改革

中的用人路线和部分改革内容如设置三司条例

使、“青苗法”表示不满ꎮ 他在«上神宗皇帝书»
中说ꎬ“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ꎬ经今百年ꎬ
未尝阙事ꎮ 今者无故又创一司ꎬ号曰制置三司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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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使ꎮ 六七少年ꎬ日夜讲求于内ꎻ使者四十余辈ꎬ
分行营干于外ꎮ 造端宏大ꎬ民实惊疑ꎻ创法新奇ꎬ
吏皆惶惑”ꎻ“青苗不许抑配”ꎮ 批评改革派的用

人路线ꎬ“专用果锐少年ꎬ务在急速集事ꎬ好利之

党ꎬ相师成风ꎮ”二月ꎬ再次上书神宗皇帝ꎬ再次批

评改革派的用人路线ꎬ“今议者不察ꎬ招来新

进勇锐之人ꎬ以图一切速成之效ꎬ未享其利ꎬ浇风

已成”ꎻ〔３０〕“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ꎬ不愿陛

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ꎮ” 〔３１〕

但在对外政策ꎬ如对西夏的入侵ꎬ则与王安

石、王韶相同ꎬ一直反对那种屈辱求和、苟且偷安

的妥协政策ꎬ主张坚决抵抗ꎮ 早在仁宗嘉祐六年

(１０６１)ꎬ苏轼在制科考试所作的策论中就明确批

判主政者的对外政策:“昔者大臣之议ꎬ不为长久

之计ꎬ而用最下之策ꎬ是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

资强虏ꎮ 此其既往之咎ꎬ不可追之悔也ꎮ” 〔３２〕 他

认为ꎬ宋朝要消弥边患ꎬ除了坚决抵抗外别无他

法:“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ꎬ岁以百万计ꎮ 奉

之者有限ꎬ而求之者无厌ꎬ此势必至于战ꎮ 战者ꎬ
必然之势也ꎮ 不先于我ꎬ则先于彼ꎻ不出于西ꎬ则
出于北ꎮ 所不可知者ꎬ有迟速远近ꎬ而要以不能

免也ꎮ” 〔３３〕

熙宁四年六月ꎬ朝廷任命苏轼为杭州通判ꎮ
苏轼七月离开汴京南下赴任ꎬ经过泗州(今安徽

泗县)、扬州、润州(今镇江市)ꎬ于十一月二十八

日到达杭州任所ꎮ 此时的苏轼ꎬ心情是灰暗和孤

独的ꎬ又因为是“因言得祸”ꎬ他的表兄文与可告

诫他此番去杭州不要再议论朝政了:“北客若来

休问事ꎬ西湖虽好莫吟诗ꎮ”于是ꎬ他便开始用词

来抒发此时情感ꎬ因为“词言情”ꎬ善于表达曲折

层深的内心世界ꎮ 一些学者认为ꎬ苏轼词的创作

正是从赴杭州任上开始的ꎮ 如晚清词家朱孝臧

首次为苏轼词编年ꎬ即是从宋神宗熙宁五年苏轼

三十七岁任杭州通判时开始ꎮ 厥后ꎬ许多研究苏

轼词的论著及文学史教材都沿用朱孝臧的编年ꎮ
叶嘉莹在«论苏轼词»一文中ꎬ还探讨了苏轼三

十七岁才开始写词的原因ꎮ 她认为ꎬ在此之前的

苏轼正是一位满怀大志的青年ꎬ初应贡举ꎬ便获

高第ꎬ他所致力去撰写的乃是关系国家治乱安危

大计的«思治论»和为朝廷谋深虑远的«策略»
等ꎬ无暇措意于小词的写作ꎬ当他“以天下为己

任”的意志受到打击ꎬ出为杭州通判ꎬ才致力于小

词的写作ꎮ〔３４〕 当然ꎬ也不止叶说的这个原因ꎬ苏
轼在此之前有过两次丁忧ꎬ在丁忧时期是不适合

写歌词的ꎮ 其次ꎬ在熙宁四年以前ꎬ苏轼有将近

四年的时间是在朝廷供职ꎬ也不适合写这种“娱
宾遣兴”的小词ꎮ 以下一些词作可以证实这个判

断ꎮ
熙宁四年十月ꎬ苏轼经过泗州ꎬ写下«如梦

令题淮山楼»:
城上层楼叠巘ꎬ城下清淮古汴ꎮ 举手揖

吴云ꎬ人与暮天俱远ꎮ 魂断ꎬ魂断ꎬ后夜松江

月满ꎮ
淮山楼ꎬ在泗州治所临淮(其故城在今江苏汴洪

东南ꎬ盱眙对岸ꎬ清康熙年间被洪水淹没ꎬ陷入洪

泽湖)城内ꎬ亦称都梁台ꎮ 诗人一生多次经过泗

州ꎮ 第一次是英宗治平四年(１０６７)ꎬ诗人兄弟护

父丧沿水路归蜀ꎬ南行过泗州遇大风受阻ꎬ诗人

听从舟子劝告ꎬ去向僧伽塔祈祷于风神ꎬ果然“香
火未收旗脚转”ꎬ变了顺风ꎬ得以顺利前进ꎮ 第三

次是元丰二年(１０７９)三月ꎬ时作者奉命移知湖

州ꎬ经过泗州ꎬ求顺风不遂ꎬ转而批判鬼神之事虚

妄ꎬ写有七古«泗州僧伽塔»记其事ꎮ 这前后两

次皆是诗作ꎬ这一次却是词ꎬ也不是记其事ꎬ而是

抒发“魂断” “暮天”的怅惘之情ꎮ 应当说ꎬ此时

苏轼的心情是很沮丧孤独的ꎬ也更适合常用来抒

情的词这种狭深文体ꎮ
苏轼在此后不久ꎬ从泗州经淮河由瓜洲渡长

江到达京口(今镇江市)写的«醉落魄离京口

作»表达的是同样的情感:
轻云微月ꎬ二更酒醒船初发ꎮ 孤城回望

苍烟合ꎮ 记得歌时ꎬ不记归时节ꎮ 巾偏扇坠

藤床滑ꎬ觉来幽梦无人说ꎮ 此生飘荡何时歇?
家在西南ꎬ常作东南别ꎮ

但到了杭州后ꎬ面对着“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

湖山水ꎬ同僚和友人的宴饮唱和ꎬ尤其是前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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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主官的善待和照顾ꎬ苏轼的心情好了许多ꎬ逐
渐恢复了对生活的信心ꎬ他一直没有改变对自己

才华的自持ꎬ为国尽忠的志向也再次抬头ꎬ此时

仍然在写“小词”ꎬ但题材却有所拓展ꎬ“于柔情

风月之外ꎬ举凡送别、闲适、壮志、旅怀、风景、怀
古、咏物、农事、唱和均可入词ꎮ”风格也“一洗绮

罗香泽之态ꎬ摆脱绸缪宛转之度”ꎬ恢弘雄放ꎬ体
现一种豪放洒脱的“壮”ꎮ 如这首«沁园春孤

馆灯青»:
孤馆灯青ꎬ野店鸡号ꎬ旅枕梦残ꎮ 渐月华

收练ꎬ晨霜耿耿ꎬ云山摛锦ꎬ朝露漙漙ꎮ 世路

无穷ꎬ劳生有限ꎬ似此区区长鲜欢ꎮ 微吟罢ꎬ
凭征鞍无语ꎬ往事千端ꎮ 当时共客长安ꎮ 似

二陆初来俱少年ꎮ 有笔头千字ꎬ胸中万卷ꎬ致
君尧舜ꎬ此事何难ꎮ 用舍由时ꎬ行藏在我ꎬ袖手

何妨闲处看ꎮ 身长健ꎬ但优游卒岁ꎬ且斗尊前ꎮ
苏轼与其弟苏辙兄弟情深ꎬ其任杭州通判期间ꎬ
熙宁六年苏辙也因反对变法被外放到齐州(今济

南市)任掌书记ꎮ 为接近亲人ꎬ苏轼向朝廷请求

到密州任职ꎬ得准改任密州知州ꎬ熙宁七年起程

赴密州ꎮ 这首词便作于由杭州移守密州的早行

途中ꎮ 词人将自己和苏辙比作晋代才子陆机兄

弟ꎬ跟他们一样有才华:“笔头千字ꎬ胸中万卷ꎮ”
有理想壮志:“致君尧舜ꎬ此事何难ꎮ”自己今虽

遭打击ꎬ仍不改初衷ꎬ能放得下、拿得起ꎬ进退自

由:“用舍由时ꎬ行藏在我ꎮ”要弟弟保护好自己ꎬ
以待来年:“袖手何妨闲处看ꎬ身长健ꎮ”

苏轼在杭时ꎬ前后两任主官都与他交谊甚

厚:陈襄比苏轼大二十岁ꎬ对苏轼才华非常赏识ꎬ
是忘年交ꎮ 杨元素是他眉州同乡ꎬ唱和更多ꎮ 如

苏轼写给杨元素有两首词:«劝金船无情流水

多情客»和«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一
首和词)ꎮ 其中第一首写道:

无情流水多情客ꎬ劝我如曾识ꎮ 杯行到

手休辞却ꎬ这公道难得ꎮ 曲水池上ꎬ小字更书

年月ꎮ 还对茂林修竹ꎬ似永和节ꎮ 纤纤素手

如霜雪ꎬ笑把秋花插ꎮ 尊前莫怪歌声咽ꎬ又还

是轻别ꎮ 此去翱翔ꎬ遍赏玉堂金阙ꎮ 欲问再

来何岁ꎬ应有华发ꎮ
熙宁七年ꎬ杭州知州杨绘(字元素)调迁为翰林

学士ꎬ自己也将调往密州任太守ꎮ 词中将自己与

杨元素的相处比作兰亭雅集:“茂林修竹ꎬ似永和

节ꎮ”对杨元素调迁回京表示祝贺:“此去翱翔ꎬ
遍赏玉堂金阙ꎮ”词中虽有离别的伤感ꎬ但已无初

来杭时的郁闷和孤单ꎮ 词风开朗大度ꎬ也有别于

婉约词派的“自古多情伤离别”ꎮ
此时写的咏物怀古词 «行香子过七里

濑»、交谊送别词«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ꎬ题
材、风格也类此ꎮ 据统计ꎬ苏轼在杭州和密州的

豪放词作多达 ２２ 首ꎬ几乎占其全部豪放词作的

一半ꎮ 其豪放风格的产生除上述原因外与王韶

的“熙河大捷”关系极大ꎮ
当熙河大捷消息传来后ꎬ举国欢庆之际ꎬ产

生不少欢庆这一重大胜利的诗词包括对王韶的

讴歌ꎬ如在西北边塞长期抵御西夏入侵的老将蔡

挺有首«喜迁莺»ꎬ就是描述大战之后“熙河路”
的太平景象ꎬ和自己一生戍边的感受:

霜天清晓ꎬ望紫塞古垒ꎬ寒云衰草ꎬ汗马

嘶风ꎬ边鸿翻月ꎬ垅上铁衣寒早ꎮ 剑歌骑曲悲

壮ꎬ尽道君恩难报ꎮ 塞垣乐ꎬ尽双鞍锦带ꎬ山

西年少ꎮ 谈笑ꎮ 刁斗静ꎮ 烽火一把ꎬ常送平

安耗ꎮ 圣主忧边ꎬ威灵遐布ꎬ骄虏且宽天讨ꎮ
岁华向晚愁思ꎬ谁念玉关人老ꎮ 太平也ꎬ且欢

娱ꎬ不惜金尊频倒ꎮ〔３５〕

蔡挺(１０１４—１０７９)ꎬ字子政ꎬ宋城(今河南商丘)
人ꎮ 景祐元年(１０３４)进士ꎬ官至直龙图阁ꎮ 曾知

庆州ꎬ屡拒西夏犯边ꎮ 宋神宗即位ꎬ迁天章阁待

制ꎬ知渭州ꎬ治军有方ꎮ 元丰二年卒ꎬ年六十六ꎬ
谥“敏肃”ꎮ〔３６〕 魏泰«东轩笔录»称其词“盛传都

下”ꎮ〔３７〕

还有晁端礼«鹧鸪天»ꎬ直接提到西羌战事ꎬ
大、小蕃部纷纷归附和胜利之后的太平景象:

八彩眉开喜色新ꎮ 边陲来奏捷书频ꎮ 百

蛮洞穴皆王土ꎬ万里戎羌尽汉臣ꎮ 丹转毂ꎬ锦
拖绅ꎮ 充庭列贡集珠珍ꎮ 宫花御柳年年好ꎬ
万岁声中过一春ꎮ〔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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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端礼(１０４６—１１１３)ꎬ字次膺ꎬ澶州清丰(今属

河南濮阳)人ꎮ 宋神宗熙宁六年登进士第ꎬ曾历

单州主簿ꎬ瀛州防御推官ꎬ知州平恩县ꎬ官满授泰

宁军节度推官ꎬ又迁知大名府莘县事ꎬ也是一位

西北边防的军事、行政主官ꎮ
这一胜利也直接导致苏轼豪放词的产生ꎬ并

将其推入创作高峰ꎮ 检索一下«东坡乐府»ꎬ他
在熙宁七年前后相关的豪放词作有:

熙宁六年:«瑞鹧鸪观潮»ꎻ
熙宁七年:«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

«南乡子梅花词和杨元素»«沁园春赴密州早

行马上寄子由»«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沁
园春孤馆灯青» «满江红天岂无情» «鹊桥

仙七夕»«阳关曲» (三首)、«浣溪沙缥缈危

楼紫翠间»«昭君怨金山送柳子玉»«醉落魄
离京口作»«行香子携手江村»«蝶恋花雨过

春容清更丽»«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更漏子
水涵空»«如梦令题淮山楼»«浣溪沙霜鬓真

堪插拒霜»ꎻ
熙宁八年:«减字木兰花送赵令» «江城

子密州出猎»«望江南超然台作»ꎻ
熙宁九年:«河满子湖州作寄益守冯当

世»«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ꎮ
其中作于熙河大捷后熙宁七年、八年的豪放

词有 ２２ 首之多ꎬ占苏轼豪放词作近半ꎮ 而且这

个时段也是苏轼豪放词的发轫期ꎮ
其中熙宁七年的豪放词作«阳关曲军中»

就直接提到熙河战役和斩“契丹首”:
受降城下紫髯郎ꎮ 戏马台南旧战场ꎮ 恨

君不取契丹首ꎬ金甲牙旗归故乡ꎮ〔３９〕

此为熙宁七年苏轼由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太守途

经徐州时作ꎮ 戏马台在徐州城南一里许的南山

上ꎬ西楚霸王项羽定都彭城(今徐州)后ꎬ于此构

筑高台ꎬ以观戏马ꎬ故名戏马台ꎮ 受降城亦称三

受降城ꎬ为汉武帝接受匈奴贵族投降而建ꎬ皆筑

于北纬 ４０°线以北的河套北岸及漠南草原ꎮ 唐朝

的三受降城体系则是控制后突厥的军事重镇ꎮ
苏轼在词中由楚汉相争时的戏马台所触发ꎬ联想

到汉唐时代接受匈奴投降的受降城ꎬ以此来比喻

北宋政府在熙河大捷后设置熙州和河州两府与

“熙河路”ꎮ 也表达自己的军事主张:应该继续

挺进ꎬ直捣西夏老巢———“取契丹首”ꎬ彻底解决

西北边患ꎮ
如此愿望ꎬ在苏轼密州任上的第二年写的

«江城子密州出猎»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
老夫聊发少年狂ꎬ左牵黄ꎬ右擎苍ꎮ 锦帽

貂裘ꎬ千骑卷平冈ꎮ 为报倾城随太守ꎬ亲射

虎ꎬ看孙郎ꎮ 酒酣胸胆尚开张ꎮ 鬓微霜ꎬ又何

妨! 持节云中ꎬ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

月ꎬ西北望ꎬ射天狼ꎮ
熙宁八年(１０７５)十月ꎬ他作为太守率众到常山祈

雨ꎬ归途中与同僚会猎于铁沟ꎮ 词的上阕描绘的

就是万马奔腾、弓矢交加的景象ꎬ形成一种飞动

的气势ꎬ充分体现了苏轼豪放词“豪壮”的特色ꎮ
下阕转入抒情和咏志ꎮ 其中提到的冯唐故事见

«汉书冯唐传»:汉文帝时ꎬ云中(今内蒙古托

克托东北)太守魏尚镇守边陲ꎬ防御匈奴ꎬ作战有

功ꎮ 因上报朝廷的杀敌数字与实际不符ꎬ只差六

颗头颅ꎬ被削职查办ꎮ 郎中署长冯唐认为对魏尚

的处理不当ꎬ当面向皇上直谏ꎬ文帝醒悟ꎬ派冯唐

手持符节去云中赦免魏尚ꎬ恢复了他云中太守之

官ꎮ 魏尚复任后ꎬ努力整顿云中郡的军事ꎬ让匈

奴人忌惮不已ꎮ 苏轼在此引用冯唐“持节云中”
之典ꎬ意图很明确:自己何日也能像魏尚一样被

赦免ꎬ去云中作战ꎮ 至于作战的对象词的结尾已

经道破:“西北望ꎬ射天狼ꎮ” 在古代星相学中ꎬ
“天狼星”又称“狼一星”是作为外族首领的代

称ꎮ «楚辞九歌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ꎮ”
王逸注:“天狼ꎬ星名ꎬ以喻贪残ꎮ” «晋书天文

志»:“狼一星在东井东南ꎬ为野将ꎬ主侵掠ꎮ” 〔４０〕

苏轼要“西北望ꎬ射天狼”ꎬ词意很明确ꎬ就是希

望能像王韶一样去剿灭强敌西夏ꎬ因为西夏就在

西北ꎮ 甚至要完成王韶未竟之功:“取契丹首ꎬ金
甲牙旗归故乡ꎮ”其实ꎬ从天文学知识的角度来

说ꎬ天狼星并不在西北而恰恰相反在东南ꎬ所以

洪兴祖在«楚辞补注»中特别标明“狼一星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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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东南”ꎬ就是屈原在«九歌»中也只是说“举长

矢兮射天狼”ꎮ 苏轼为何要改变方位ꎬ说成是

“西北望ꎬ射天狼”? 就是为了强调要亲身参加

剿灭西北边患ꎬ“取契丹首”这一创作目的ꎮ 这

一目的ꎬ在同时写的同题材诗«祭常山回小猎»
中说得更为明确:

青盖前头点皂旗ꎬ黄茅冈下出长围ꎮ
弄风骄马跑空立ꎬ趁兔苍鹰掠地飞ꎮ
回望白云生翠巘ꎬ归来红叶满征衣ꎮ
圣明若用西凉簿ꎬ白羽犹能效一挥ꎮ〔４１〕

其结构也与«江城子密州出猎»相同ꎬ前六句

叙述围猎的情景ꎬ比词«江城子»具体ꎬ只是气势

不如词ꎻ最后两句道破题旨:希望朝廷起用自己ꎬ
去西北边塞讨伐西夏元昊ꎬ为国建立功勋ꎮ 其

中ꎬ“西凉簿”即西凉主簿ꎬ这里代指晋朝名将谢

艾ꎮ 谢艾ꎬ官西凉主簿ꎬ本书生ꎬ善用兵ꎬ胜仗无

数ꎮ “白羽”ꎬ即“羽扇”ꎬ亦可指代军中主帅用的

指挥旗ꎮ 说自己虽是书生ꎬ也能挥白羽扇退敌ꎬ
这和之后在黄州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形

容周瑜“羽扇纶巾ꎬ谈笑间ꎬ樯橹灰飞烟灭”是同

一种修辞方式ꎮ 与此同时还有一首«和梅户曹会

猎铁沟»诗ꎬ开头两句说:“山西从古说三明ꎬ谁
信儒冠也捍城ꎮ”“三明”ꎬ用«后汉书皇甫张段

列传»之典:段颎ꎬ字纪明ꎬ初与皇甫威明、张然明

并知名显达ꎬ京师称为“凉州三明”ꎬ皆在抵抗外

辱中建立功勋ꎮ 作者以“三明”自比ꎬ也是表示

自己虽然是一介书生ꎬ也可以为国戍边ꎬ建立功

勋ꎮ 与«祭常山回小猎»的结句用意相同ꎮ 由此

可见ꎬ这首豪放词代表作的产生ꎬ与政府的西北

用兵尤其是王韶的熙河大捷密切关联ꎮ

二、“永乐之败”促使苏轼词风由豪放雄壮向

清壮深沉、多内心反省转变

　 　 下面再说说苏轼豪放词创作高峰的另一个

时间节点:元丰四年黄州之贬ꎮ 如果说熙宁七年

前后是苏轼豪放词风的形成和第一个高峰期ꎬ其
特点是豪壮外放ꎬ如天风海雨动地而来ꎬ那么元

丰四年黄州之贬后的豪放词则是清雄旷达、悲壮

深沉ꎬ更多带有理性的思考和生命本体意义的思

索ꎬ显示出一种超然独立的人格特征ꎮ 当然ꎬ都
离不开豪放词的基本特质“壮”ꎮ 其形成原因同

样与西北战事ꎬ具体来说是灵州、永乐之败和苏

轼本人当时的经历有关ꎮ
此时的苏轼在人生道路上也在经历一场巨

变:元丰三年(１０８０)ꎬ苏轼正在黄州(今湖北黄

冈)团练副使贬所任上ꎮ 在此之前的元丰二年ꎬ
四十三岁的苏轼调任湖州知州ꎮ 上任后ꎬ他即给

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ꎬ这本是例行公事ꎬ
但苏轼语带牢骚埋怨ꎬ挖苦正在得势的朝廷新

党ꎬ说自己“愚不适时ꎬ难以追陪新进”ꎬ“老不生

事ꎬ或能牧养小民”ꎬ这些话被新党抓了小辫子ꎬ
说他是“愚弄朝廷ꎬ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

乘舆”“包藏祸心”ꎮ〔４２〕于是ꎬ朝廷震怒ꎬ于七月二

十八日下令将其“锁拿进京”ꎬ〔４３〕 受牵连者达数

十人ꎮ 新党章惇等欲置苏轼于死地ꎬ但救援活动

也在朝野同时展开ꎬ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

元老纷纷上书ꎬ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

神宗不要杀苏轼ꎮ 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ꎬ也上书

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４４〕 在大家的努力

下ꎬ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ꎬ苏轼得到

从轻发落ꎬ元丰三年贬为黄州团练副使ꎬ本州安

置ꎬ受当地官员监视ꎮ 一直到元丰七年(１０８４)
“量移汝州”ꎬ在黄州前后生活了五年时间ꎮ

苏轼在黄州ꎬ生活上虽异常困苦窘迫ꎬ但精

神生活却异常丰富活跃ꎮ 他在开荒种稻之时就

开始想象着稻子的抽穗、结实ꎬ想象着月下看稻

穗的美景、秋来稻入筐的踏实ꎬ想象着自己面对

丰收的喜悦ꎻ他与同情他遭遇的官员ꎬ前来看望

他的昔日弟子、朋友ꎬ到黄州来开饭店的家乡商

人饮酒叙旧ꎬ甚至在中秋月夜与友人整夜在大江

上游玩ꎬ然后“相与枕藉乎舟中ꎬ不知东方之既

白”ꎮ 他早年有过批评佛、老的言论ꎬ但经过黄州

之贬的政治挫折尤其是经过深刻的自我反省ꎬ开
始向佛、老靠近ꎮ 他贬居黄州时ꎬ“惟佛经以遁

日”ꎬ“常到安国寺焚香默坐ꎬ深自省察”ꎮ («黄

州安国寺记»)他与僧人参寥子、定慧院长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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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ꎬ与佛印的友谊更为人乐道ꎮ 他学道术ꎬ作
为健身强体御病之法ꎬ发明“静功养生七法”ꎬ并
有体悟:“无事此静坐ꎬ一日是二日ꎮ 若活七十

年ꎬ便是百四十ꎮ” («司命宫杨道士息轩»)此时

的苏轼ꎬ思想和眼界大大开阔ꎬ使他走向兼容佛、
道的宏通一途ꎬ认为“儒、释不谋而同”ꎮ («南华

长老题名记»)而庄子对儒学“阳挤而阴助之”ꎬ
(«庄子祠堂记»)并把自己对佛老的体悟写在

«黄州安国寺记» «盐官大悲阁记» «南华长老题

名记»«庄子祠堂记»之中ꎬ并化用到自己的诗赋

中ꎮ 如著名的«前赤壁赋»中的“水月之喻”就是

化用六朝僧人肇所作«肇论»中词人“羽化而登

仙”的愿望ꎮ 虽然他融通三教ꎬ但儒学的出仕、从
政仍是他的主导思想ꎬ经世济民、致君尧舜的积

极入世精神仍是他的理想抱负和主导思想ꎮ 他

学道ꎬ却反对道学家的空谈性命ꎻ他敬佛ꎬ同样不

赞成“释者的无心、无言、无为”ꎬ(«盐官大悲阁

记»)认为这是“为大以欺佛”ꎮ («盐官大悲阁

记»)
黄州五年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ꎮ 诗

人一生存诗 ２７００ 多首、４０００ 多篇文、３００ 多首

词ꎬ黄州期间分别是 ２００ 首诗、５００ 篇文、８０ 首

词ꎮ 尤其是豪放词约 ２５ 首ꎬ约占苏轼豪放词作

的一半ꎬ计开列如下:
元丰三年:«无愁可解光景百年» «贺新

郎乳燕飞华屋» «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

作»ꎻ
元丰四年:«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八声甘州寄参寥子»ꎻ
元丰五年:«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临
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满江红江汉西来»
«满庭芳蜗角虚名»«水龙吟小舟横截春江»
«哨遍为米折腰»«念奴娇中秋»ꎻ

元丰六年:«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

佺»«鹧鸪天林断山明竹隐墙»ꎻ
元丰七年:«满庭芳三十三年»«满庭芳

归去来兮»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浣溪

沙自适»«浣溪沙寓意»«临江仙诗句端来

磨我钝»«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减字木兰

花回风落景»«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ꎮ
这二十多首豪放词ꎬ又多集中在元丰五年

(１０８２)和元丰七年ꎮ 其原因固然与自己来黄的

处境有关ꎬ但更重要的是西北战事ꎬ尤其是与灵

州、永乐之败对他的冲击有关ꎮ
到了元丰五年ꎬ苏轼来黄已近三年ꎬ生活基

本上安定了下来ꎬ与继任的太守徐君猷关系很

好ꎮ 元丰七年ꎬ朝廷已准备开恩ꎬ第二年三月神

宗去世ꎬ四月一日苏轼便接到“量移汝州”的赦

令ꎬ朝廷对苏轼的管束已经放松ꎮ
西北对西夏的用兵ꎬ在熙宁六年的熙河大捷

后ꎬ军事态势开始发生变化:鬼章大败宋军于踏

白城(今甘肃积石山)ꎬ王韶的副手景思立战殁ꎻ
木征围攻岷山ꎬ宋廷为之大震ꎬ情况一度相当危

急ꎬ刚刚到手的熙河之地又有失守的危险ꎮ 于是

朝廷又急调已升任左谏议大夫、端明殿学士的王

韶回熙河平乱ꎮ 王韶回师熙河ꎬ绕到踏白城后ꎬ
焚毁吐蕃八千帐ꎬ斩首七千余级ꎬ木征走投无路ꎬ
只好归降ꎮ 但随着改革派的失利ꎬ王韶的地位也

不保ꎮ 熙宁九年(１０７６)ꎬ王安石受到保守派和改

革派的内外攻讦ꎬ加上长子王雱病故ꎬ灰心至极ꎬ
再三请求罢相ꎮ 后于十月罢相ꎬ出判江宁府ꎮ 此

时失去王安石保护和支持的王韶就处于孤危地

位ꎬ在经营熙河屯田方面又受到当地的经略使李

师中、接替李师中担任经略使的窦舜卿、派去调

查此事的李若愚、大将郭逵等人的连续攻击ꎮ 失

去王安石保护的王韶仍一如既往口不择言批评

边政ꎬ并提出要隐退:“举事之初ꎬ我据理力争ꎬ想
节用民力ꎬ节省财政开支ꎬ但各位官员都不愿听ꎬ
以至于拿熙河之事来指责我ꎮ 我本来的意思是

不想使朝廷受到损失而可以到伊吾卢甘ꎬ所以最

初就不想将熙河作路ꎬ河、岷作州ꎮ 现在我与大

家的意见不同ꎬ如果还不引退ꎬ一定不会为大家

容纳ꎮ” 〔４５〕王韶将屡用兵事、劳力费财的错误归

于朝廷ꎬ神宗当然很不高兴ꎬ所以将他贬去知洪

州ꎮ 又因在谢恩表上颇多怨言ꎬ又被降职知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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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ꎮ 元丰四年ꎬ因生毒疮疽而死ꎬ时年五十二岁ꎮ
朝廷赠为金紫光禄大夫ꎬ谥号曰“襄敏”ꎮ〔４６〕

改革失利后ꎬ西北前线的军事态势也出现反

转ꎮ 但年轻气盛的神宗不知形势已变ꎬ仍要对西

夏用兵ꎮ 元丰四年ꎬ下令李宪、种谔等五帅分五

路伐夏ꎮ 开始时ꎬ宋军还差强人意:九月ꎬ李宪攻

陷兰州ꎻ十月ꎬ种谔收复米脂ꎻ高遵裕受降西夏清

远军ꎻ刘昌祚击败莲乞埋大军ꎮ 但时间一久ꎬ这
种作战方略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五路大军无统一

节制ꎬ各自为政又各自为争功而互相拆台ꎮ 与此

同时ꎬ西夏主政的梁太后却在大军压境之时听从

一位老将的建议ꎬ坚壁清野ꎬ纵敌深入ꎬ把精兵聚

集在兴、灵二州ꎮ 先调十二监军司十万精兵驻守

在兴州要害之地ꎬ又派轻骑抄宋军后路ꎬ切断宋

军粮食供应ꎮ 种谔、王正中部都因断粮而溃退ꎮ
高遵裕部则被西夏决开的黄河水淹没、冻死无

数ꎬ大败而退ꎮ 于是西夏反败为胜ꎬ由守转攻ꎮ
元丰六年(１０８３)ꎬ攻陷徐禧等仓促筑起的永乐

城ꎬ守将徐禧战死ꎬ宋士卒、民夫损失近二十万ꎮ
王韶苦心经营五年之久取得的军事进展又付之

东流ꎮ 宋在战事失利的情形下只好议和ꎬ贡银纳

绢如故ꎮ
如前所述ꎬ苏轼一生未离过仕途ꎬ始终贯注

着正视现实、关注国计民生的积极入世精神ꎮ 在

黄州ꎬ他虽然是个“不准签署公事”并在监管之

中的通判ꎬ但“少壮欲及物ꎬ老闲余此心”ꎬ(«次

韵定慧钦长老»)关心现实政治的入世情怀始终

未减ꎮ 此时ꎬ对西夏用兵当然是他思考的主要问

题之一:为何王韶经营河湟能取得如此成功? 王

韶去后为何又得而复失ꎬ屡战屡败? 其中的关键

何在? 写于元丰五年ꎬ李宪、种谔等五帅灵州之

败后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即是表达他对此的

思考和批评ꎬ只是在严酷的政治打击和友人的劝

告下ꎬ变得比较隐晦ꎬ多用比喻和怀古的方式表

达罢了ꎮ 这个看法ꎬ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一是

战胜强敌的前提是决策正确ꎮ 西北战事的失败

主要是朝廷决策失当:五路大军无统一节制ꎬ各
自为政又为各自争功而互相拆台ꎮ 与此相反ꎬ西

夏主政的梁太后却在大军压境之际采取坚壁清

野ꎬ纵敌深入的正确决策ꎮ 诗人这一观点是通过

周瑜这个形象来委婉表达的ꎮ 他“羽扇纶巾ꎬ谈
笑间ꎬ樯橹灰飞烟灭”ꎮ 其中“羽扇纶巾”四字ꎬ
摹写出周瑜的风流儒雅之态ꎮ 强调这位年轻的

军事统帅在大兵压境的强敌面前仍然气定神闲ꎬ
暗示他对指挥这场战争早已成竹在胸ꎻ而“谈笑

间ꎬ樯橹灰飞烟灭”则以十分轻松的笔调ꎬ赞扬周

瑜赤壁大战中取得的辉煌胜利ꎬ有力地衬托出周

瑜儒雅潇洒的英姿和指挥若定的气度ꎮ 相形之

下ꎬ宋王朝在对西夏用兵中却失于计算ꎬ举措失

度ꎮ 作者通过这两句描叙在赞扬什么ꎬ指责什

么ꎬ自在不言之中了ꎮ 二是上下同心ꎬ君臣互信ꎮ
读过陈寿«三国志»的都知道ꎬ周瑜之所以以三

万士卒战胜二十多万人马的强曹ꎬ除了本人的杰

出军事才华外ꎬ与吴主孙权的信任与重用ꎬ友军

诸葛亮等通力合作ꎬ同僚鲁肃等多方维护ꎬ部下

黄盖等效死听命分不开的ꎮ 熟悉这段历史的苏

轼联系到对西夏用兵的惨败ꎬ感慨尤深:“江山如

画ꎬ一时多少豪杰!”词人通过“一时多少豪杰”ꎬ
高度集中地概括了赤壁之战时孙刘联军方面的

人才荟萃ꎬ战将如云ꎻ相形之下ꎬ宋王朝用兵西

北ꎬ神宗却将唯一的干将王韶罢免ꎬ让他赍志以

殁ꎮ 受到任用的五路统帅不但无统一节制各自

为政ꎬ又为争功而互相拆台ꎮ 中了西夏纵敌深入

的圈套ꎬ还长驱直入自以为所向披靡ꎬ结果粮食

断绝被对方彻底击溃ꎮ 苏轼对着滔滔的江水自

然要生无穷感慨了ꎮ〔４７〕

当然ꎬ以上议论更有作者此时此地的生活感

受:苏轼在黄州ꎬ “责以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

置”ꎬ这实际上是受地方官监管的政治犯的别称ꎮ
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ꎮ 据说当时苏轼醉

后写了一首小词«临江仙»ꎬ其中有几句抒发人

生感慨:“夜阑风静縠纹平ꎮ 小舟从此逝ꎬ江海寄

余生ꎮ” 〔４８〕据宋人叶梦得的笔记«避暑录话»记

载:“(有人见此诗后传说苏轼已)挂冠服江边ꎬ
拏舟长啸去矣ꎮ 太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ꎬ以为州

失罪人ꎬ急命驾往谒ꎬ则子瞻鼻鼾如雷ꎬ犹未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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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ꎮ” 〔４９〕可见ꎬ苏轼确实是在地方官的监管之下ꎮ
这种情怀作为全词的基调一直贯穿始终ꎮ 所以ꎬ
当词人描述年轻的周郎在赤壁指挥若定取得辉

煌战果ꎬ正感奋不已、兴高采烈之际ꎬ转而又“故
国神游ꎬ多情应笑我ꎬ早生华发”ꎬ掉入伤感的现

实冰水之中ꎮ 道出这一切盛事都已成为历史ꎬ面
对现实ꎬ自己只不过是“多情”而已ꎮ 这个“多

情”ꎬ指的就是对国事的关心和现实的无奈ꎬ当然

也包括作者身不由己、报国无门的悲愤和伤感ꎮ
而“早生华发”亦应当是对国事的忧虑、对自身

不平遭遇的愤懑而导致的ꎮ 词人此时才四十四

岁ꎬ所以强调是“早生华发”ꎮ 当然这个强调也

不仅是自身年龄上的强调ꎬ更是将自己与周瑜在

赤壁建立功勋暗暗进行对比ꎮ 周瑜受到吴主孙

权的高度信任ꎬ任大都督时才三十四岁ꎬ结果一

战而胜强曹ꎬ奠定三国鼎立局面ꎮ 词人为了强调

周瑜的年轻ꎬ特地加了句“小乔初嫁了ꎬ雄姿英

发”ꎮ 而自己已经四十四岁了ꎬ早就想“西北望ꎬ
射天狼”ꎬ早就想“圣朝若用西凉簿ꎬ白羽犹能效

一挥”ꎮ 结果呢ꎬ不但壮志不能实现ꎬ反而因为国

分忧、积极进言ꎬ被贬到黄州ꎬ不但平生之愿成为

泡影ꎬ而且受到“监管”ꎬ失去人身自由ꎮ 相比之

下ꎬ更加沮丧和愤懑万分ꎮ 南宋有位颇似苏轼风

格的词人张孝祥ꎬ也是因为主张抗战被迫从中央

枢要解职ꎬ曾经写过一首亦颇似«念奴娇赤壁

怀古»的怀古词«水调歌头和庞佑父»ꎬ其中写

道:“忆当年ꎬ周与谢ꎬ富春秋ꎬ小乔初嫁ꎬ香囊未

解ꎬ勋业故优游ꎮ 赤壁矶头落照ꎬ肥水桥边衰草ꎬ
渺渺唤人愁ꎮ”所不同的是ꎬ张孝祥在词中将自己

与周瑜和谢玄对比ꎬ直接抒发自己壮志成空、遭
人诬陷的愤懑和伤感ꎬ而苏词只是暗暗流露愁情

而已!
既然作者当时的政治遭遇和生活环境如此ꎬ

为国效劳不成ꎬ被贬黄州处于被“监管”的窘境ꎬ
那么如何解脱呢? 词人在词的结尾处深沉地来

了个萧疏冷落之笔: “人生如梦ꎬ一尊还酹江

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ꎬ是以萧疏冷落之笔消

解如火肝肠! 这与他同时期写的«赤壁赋»的结

尾部分所说“惟江上之清风ꎬ与山间之明月ꎬ耳得

之而为声ꎬ目遇之而成色ꎬ取之无禁ꎬ用之不竭ꎬ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ꎬ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出于

同一种思考ꎬ用的是同一种手法ꎬ皆是“故作解脱

之语”ꎮ 因为苏轼忧国之心、报国之志是无法消

弥的ꎬ壮志一天不实现ꎬ国事一天不转安ꎬ苏轼的

慷慨悲歌就一天不会停歇ꎬ这就是词人在«念奴

娇赤壁怀古»中所要抒发的第二种感慨ꎮ
如果将元丰五年写的这首«念奴娇赤壁怀

古»与熙宁八年写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对读ꎬ
可以发现:两者虽都是豪放词ꎬ但风格明显不同ꎮ
虽都立足一个“壮”字ꎬ但«念奴娇赤壁怀古»
是清刚、悲壮ꎬ«江城子密州出猎»则是雄壮、
奔放ꎻ后者引古喻今ꎬ是正喻ꎬ以魏尚自比ꎬ表达

自己要亲赴西北战场“射天狼”的壮志ꎻ前者虽

也引古人ꎬ但属反喻ꎮ 以周瑜和孙权君臣互相信

任和支持带来赤壁大捷ꎬ反衬神宗对王韶的罢黜

造成的“永乐之败”ꎬ并暗示自己的满腔忠诚也

遭到被贬的命运ꎮ 另外ꎬ此时也多了自省和佛老

情思这类人生观的变化ꎬ这倒是和同期的前后

«赤壁赋»相一致ꎮ
苏轼豪放词在此阶段已由前期的横放杰出ꎬ

雄迈豪放ꎬ如怒龙挟雨腾跃霄汉ꎬ变为悲壮、深
沉ꎬ多人生的反省和佛老的思辨ꎬ如元丰四年在

定慧院居住时写的«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

作»:
缺月挂疏桐ꎬ漏断人初静ꎮ 谁见幽人独

往来ꎬ缥缈孤鸿影ꎮ 惊起却回头ꎬ有恨无人

省ꎮ 拣尽寒枝不肯栖ꎬ寂寞沙洲冷ꎮ
«苏词编年校注» 将此词断为元丰四年ꎬ不确ꎮ
因为此词还有个副标题:“黄州定慧院寓居作”ꎮ
元丰四年ꎬ太守已将废弃的水上驿站临皋亭分给

苏轼居住ꎬ所以此词只能是元丰三年初到黄州寄

居在定慧院时所作ꎮ 词人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

寄托了自己政治失意、心情寂寞孤独的情思ꎬ表
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苦闷彷徨又不肯随人俯仰的

政治态度ꎮ 其中的“有恨无人省”应该是包括自

己遭遇在内的“家国之恨”ꎮ 在表达方式上ꎬ上
—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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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状孤鸿之形态ꎬ下片抒孤鸿之情思ꎬ名为写鸿ꎬ
实则写己ꎬ物我合一ꎬ形神兼备ꎬ空灵流走ꎬ含蓄

蕴藉ꎮ 他的门人黄庭坚评价说:“语意高妙ꎬ似非

吃烟火食人语ꎬ非胸中有万卷书ꎬ笔下无一点尘

俗气ꎬ孰能至此!” 〔５０〕这种空灵流走、含蓄蕴藉的

豪放风格ꎬ明显不同于其熙宁年间的词作ꎮ 还有

一首前面提到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ꎬ
这首词的下阙写道:

长恨此身非我有ꎬ何时忘却营营ꎮ 夜阑

风静縠纹平ꎮ 小舟从此逝ꎬ江海寄余生ꎮ
词人又一次提到“恨”ꎮ 这个“恨”恐怕不仅仅是

身被监管、不得自由之恨ꎬ更主要的是在抒发道

家情思ꎮ 因为这两句都是在化用«庄子»中的句

子:“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
“汝生非汝有也”句ꎻ“何时忘却营营”则是化用

«庄子庚桑楚» “全汝形ꎬ抱汝生ꎬ无使汝思虑

营营”ꎮ 本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

赋予ꎬ此身非人所自有ꎬ为人当守本分ꎬ保其生

机ꎬ不要因世事多变而思虑百端ꎬ随其周旋忙碌ꎮ
结句“小舟从此逝ꎬ江海寄余生”是苏轼直接道

出的人生归趋ꎮ 当然ꎬ词人并没有归隐而去ꎬ上
面提到的负责监管的太守也只是空紧张一场ꎮ
这也就是前面说过的ꎬ苏轼一生未离过仕途ꎬ始
终贯注着正视现实、关注国计民生的积极入世精

神ꎮ 类似的道家情思ꎬ在其同期词作 «水调歌

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鹧鸪天林断山明

竹隐墙»以及«后赤壁赋»中皆有表现ꎮ «水调歌

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的下阕:“堪笑兰台

公子ꎬ未解庄生天籁ꎬ刚道有雌雄ꎮ 一点浩然气ꎬ
千里快哉风ꎮ”在道家情思中更有冲决一切的浩

然之气ꎮ 就像金代诗人元好问指出的那样:“自
东坡一出ꎬ情性之外ꎬ不知有文字ꎬ真有‘一洗万

古凡马空’气象ꎮ” 〔５１〕

到了元丰七年ꎬ词人对国事尤其是西北战事

彻底绝望了ꎮ 就在之前的元丰六年八月ꎬ徐禧等

仓促筑起的永乐城被西夏攻陷ꎬ守将徐禧战死ꎬ
“死者将校数百人ꎬ士卒、役夫二十余万ꎬ辎重损

失尤重ꎮ” 〔５２〕 据王宗稷 «东坡先生年谱»ꎬ就在

“永乐之败”八个月后的元丰七年四月ꎬ苏轼接

到朝廷任命ꎬ由黄州“量移汝州”ꎮ 汝州虽然离

京都较近ꎬ虽是开恩ꎬ但仍是“不得签署公事”的
团练副使身份ꎬ“永乐之败”更让他沮丧、失望ꎮ
词人此时写有两首«浣溪沙»ꎮ 第一首曰«浣溪

沙自适»:
倾盖相逢胜白头ꎮ 故山空复梦松楸ꎮ 此

心安处是菟裘ꎮ 卖剑买牛吾欲老ꎬ乞浆得酒

更何求ꎮ 愿为辞社宴春秋ꎮ
词人面对友人公开表白要归隐回乡、安度晚年ꎬ
其中“梦松楸” “辞社宴春秋”皆是此意ꎬ词中引

用苏秦落魄回乡“尘暗旧貂裘”更是暗示被贬五

年的处境ꎮ 其中“卖剑买牛”一典出自«汉书
龚遂传»:“民有持刀剑者ꎬ使卖剑买牛ꎬ卖刀买

椟ꎮ” 〔５３〕词人对战事的灰心绝望更可从中体现ꎬ
再没有当年“会挽雕弓如满月ꎬ西北望ꎬ射天狼”
的豪气ꎬ而是“卖剑买牛吾欲老”了ꎮ 这与陆游

晚年的叹息“惟有躬耕差可为ꎬ卖剑买牛悔不

早”(«贫甚作短歌排闷»)用意相同ꎮ
作此词之后ꎬ词人余意未尽ꎬ又再和了一首

«浣溪沙寓意»:
炙手无人傍屋头ꎬ萧萧晚雨脱梧楸ꎮ 谁

怜季子敝貂裘ꎮ 顾我已无当世望ꎬ似君须向

古人求ꎮ 岁寒松柏肯惊秋ꎮ
前一首的副标题叫“自适”ꎬ点明自己的归趋ꎬ这
一首叫“寓意”ꎬ干脆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ꎮ “炙
手无人傍屋头”是说权贵与自己断绝往来的政治

上孤单处境ꎻ“谁怜季子敝貂裘”是用苏秦说秦

王不成ꎬ“黑貂之裘敝”狼狈还乡之典ꎬ来比喻自

己遭受贬谪后急欲还乡之情ꎮ “顾我已无当世

望ꎬ似君须向古人求”ꎬ上句正面道出自己对世事

和政局的绝望ꎬ下句大概包括像“遥想公瑾当

年”这类思古之情ꎮ 结句一如既往ꎬ表达自己的

松柏本性ꎬ不愿随人俯仰的倔强性格ꎮ
词人是这么说的ꎬ也是这么做的ꎮ 据«东坡

先生年谱»ꎬ这年四月〔５４〕 词人从黄州出发ꎬ沿水

路到达泗州ꎬ在此向朝廷奏上«乞常州居住表»ꎬ
表中说自己无法再去汝州赴任ꎬ原因是:

—４４１—

　 ２０２３. １１学者专论



禄廪久空ꎬ衣食不继ꎮ 累重道远ꎬ不免舟

行ꎮ 自离黄州ꎬ风涛惊恐ꎬ举家重病ꎬ一子丧

亡ꎮ 今虽已至泗州ꎬ而赀用罄竭ꎬ去汝尚远ꎬ
难于陆行ꎮ 无屋可居ꎬ无田可食ꎬ二十余口ꎬ
不知所归ꎬ饥寒之忧ꎬ近在朝夕ꎮ 与其强颜忍

耻ꎬ干求于众人ꎻ不若归命投诚ꎬ控告于君

父ꎮ〔５５〕

另一个原因是:“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ꎬ粗
给饘粥ꎬ欲望圣慈ꎬ许于常州ꎮ” 〔５６〕 奏章中形容自

己“坐废五年”之后思想和身体状况是“积忧薰

心ꎬ惊 齿 发 之 先 变ꎻ 抱 恨 刻 骨ꎬ 伤 皮 肉 之 仅

存”ꎬ〔５７〕也无法再担当官任ꎮ 诉说自己请求退休

的愿望是“漂流弃物ꎬ枯槁余生ꎮ 泣血书词ꎬ呼天

请命”ꎮ〔５８〕

苏轼一生ꎬ北上南下ꎬ多从水路ꎮ 泗州是北

连淮河、大运河ꎬ南入长江的进出水口ꎮ 因此词

人来往泗州十多次ꎬ写有四十多首诗和五首词ꎮ
就在写奏章的同时ꎬ还写有三首游览泗州名胜、
被称为“第一山”的南山词ꎬ表达同样的归趋思

想ꎮ 一首叫«满庭芳三十三年»ꎬ写于元丰七

年十一月晦日ꎬ词前有序:“余年十七ꎬ始与刘仲

达往来于眉山ꎮ 今年四十九ꎬ相逢于泗上ꎮ 淮水

浅冻ꎬ久留郡中ꎬ晦日同游南山ꎬ话旧感叹ꎬ因作

此词ꎮ”词曰:
三十三年ꎬ飘流江海ꎬ万里烟浪云帆ꎮ 我

自疏狂异趣ꎬ君何事、奔走尘凡ꎮ 流年尽ꎬ穷

途坐守ꎬ船尾冻相衔ꎮ 巉巉ꎮ 淮浦外ꎬ层楼翠

壁ꎬ古寺空岩ꎮ 步携手林间ꎬ笑挽扦扦ꎮ 莫上

孤峰尽处ꎬ萦望眼、云海相搀ꎮ 家何在ꎬ因君

问我ꎬ归梦绕松杉ꎮ
三十三年前ꎬ诗人十七岁ꎬ与故乡老友刘仲达往

来家乡眉山ꎬ今日再见已经四十九岁了ꎮ 三十三

年白云苍狗ꎬ自己身心俱疲:“故人惊怪ꎬ憔悴老

青衫ꎮ”两人携手登高远望ꎬ只见“孤峰尽处ꎬ萦
望眼、云海相搀”ꎬ“家何在ꎬ因君问我ꎬ归梦绕松

杉ꎮ”尽管故友重逢ꎬ携手同游ꎬ但看不到欢情ꎬ整
首词悲伤郁结ꎬ充满世事沧桑和对故乡的思念ꎮ
另一首«行香子题第一山»ꎬ写于此后的十二

月ꎬ与泗州太守刘士彦同游南山ꎮ 即使在宴饮之

中、酒酣耳热之际ꎬ抒发的也还是归隐之思、家山

之恋ꎮ 词人先用夕鸟归巢进行暗示:“白云间ꎮ
孤鸿落照ꎬ相将归去ꎮ”然后直接发问:“何人无

事ꎬ宴坐空山?”第三首是«龟山辩才师»ꎬ通过今

夕之变ꎬ写出世事沧桑:“此生念念浮云改ꎬ寄语

长淮今好在ꎮ 故人宴坐虹梁南ꎬ新河巧出龟山

背ꎮ”然后通过僧人辩才之口道出自己的人生坎

坷:“羡师游戏浮沤间ꎬ笑我荣枯弹指内ꎮ”最后

点题ꎬ道破人生如梦ꎬ归隐之志:“千里孤帆又独

来ꎬ五年一梦谁相对ꎮ 何当来世结香火ꎬ永与名

山躬井硙ꎮ”
苏轼上表后ꎬ即到金陵等候朝廷回复ꎮ 在金

陵ꎬ苏轼看望了在钟山闲居的王安石ꎬ叙旧之中ꎬ
苏轼当面责备王安石ꎬ其中提到西北战事和冤

狱:“西方用兵ꎬ连年不解ꎮ 东南数起大狱ꎬ公独

无一言以救之乎?”并警告说:“大兵大狱ꎬ汉唐

灭亡之兆ꎮ”王安石也承认这是弊政ꎬ但为自己开

脱说:“二事皆惠卿(即吕惠卿ꎬ王安石推行改革

的主要助手ꎬ王安石罢相后ꎬ他担任参知政事ꎬ继
续推行改革)启之ꎬ安石在外ꎬ安敢言?” 〔５９〕

元丰八年元月ꎬ朝廷批复苏轼准予常州居

住ꎮ 刚到常州不久ꎬ形势又起变化ꎮ 正月初ꎬ雄
心大志的宋神宗赵顼由于对西夏战事的惨败ꎬ精
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ꎬ病情恶化ꎮ 同年三月ꎬ年
仅三十八岁的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

这个世界ꎮ 年仅九岁的哲宗即位ꎬ高太后秉政ꎬ
著名的元祐更化即将拉开大幕ꎮ 苏轼到常州不

久ꎬ五月ꎬ即以朝奉郎知登州ꎮ 不久ꎬ朝廷下令ꎬ
任命苏轼为中书舍人知制诰ꎬ进入朝廷中枢ꎬ参
加元祐更化去了ꎬ还是未能摆脱仕途ꎬ跳出政治

漩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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