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目　录

绪　论 （１）……………………………………………………

第一章　文同的生平仕宦与师友渊源 （４）…………………

　第一节　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竭己尽思虑，

求民亦隐微：生平仕宦 （４）……………………

　第二节　知音其难哉，千载待一乎，师友亦亲友，

谈艺共心途：师友渊源 （１１）……………………

第二章　音乐与绘图建构下的诗画艺术———文同在诗歌
领域的开拓 （１７）……………………………………

　第一节　题材：园林题画 （１７）……………………………

　第二节　诗艺：多重审美 （３６）……………………………

　第三节　渊源：转益多师 （５９）……………………………

　第四节　文同墨竹画对苏轼诗学思想的启示 （７２）………

第三章　辞格俊逸　推陈出新：文体创作 （８０）……………

　第一节　拟古乐府寄深远，即事名篇创新题：乐
府诗 （８０）…………………………………………

　第二节　佳句近参风雅，微词间发 《离骚》：拟
楚辞 （９９）…………………………………………

　第三节　事偶尤精清可画，言精韵美藏巧妙：六
言诗 （１０７）…………………………………………

·１·



第四章　书法艺术与嗜石兴味 （１１５）…………………………

　第一节　清韵雅逸有生气，劲爽遒畅亦风流：书法
艺术 （１１６）…………………………………………

　第二节　石不能言最可人，诙谲怪奇任天真：嗜石
兴味 （１２１）…………………………………………

结　语 （１３０）……………………………………………………

附录一 （１３２）……………………………………………………

附录二　文同诗中苏轼名号问题考辨 （１３４）…………………

参考文献 （１３９）…………………………………………………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书书书

绪　论

文同是北宋初中期一位诗赋书画全能的大艺术家。他博

古通今，游心翰墨，在书法、绘画、诗歌等多个领域都取得
了不俗的成绩。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赞其诗、楚辞、草
书、画为 “四绝”①，并与他一道开创了 “湖州竹派”。苏辙
认为他 “发为文章，实似其德。风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
之工，世无拟伦”②。《宋史》本传称其 “善诗、文、篆、

隶、行、草、飞白”③。四库馆臣以为其即使 “驰骋于黄、

陈、晁、张之间，未尝不颉颃上下也”，可惜其 “特以墨竹
流传，（其诗）遂为画掩，故世人不甚称之”④。长期以来，

只有绘画史、艺术史留有文同的一席之地，文学史、诗歌史
却几乎将其遗忘，即使偶尔论及，也多是作为苏轼的附庸而
出现的。

唯有钱锺书先生独具慧眼，在 《宋诗选注》里对文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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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宋］苏轼：《书文与可墨竹并叙》，［清］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苏
轼诗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３９２页。

［宋］苏辙：《祭文与可学士文》，《栾城集》（卷二六），四部丛刊初编本，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文苑五》，［元］脱脱等：《宋史》（卷四四三），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

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３１０１页。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３１８页。



诗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点评。他对文同诗风的界定，对
《织妇怨》的评注，对其以画为诗的写景手法的认可等精微
的创见，不仅为文同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开辟了一席之地，

且为此后的文同诗歌研究指明了一个方向。

近２０年来，学界对文同及其诗歌又有了一些新的研究
成果。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台湾地区学者赖丽
娟对文同的题画诗所作的一番颇有见地的论析考辨。大陆学
者中，罗琴在这方面用力颇深，她除了撰写 《谈钱锺书的文
同诗研究》《文同与二苏的交游及交往诗文系年考》《论文同
的咏竹诗和墨竹画》诸文对文同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外，

更与胡问涛一起，集二人之力，整理完成了 《文同全集编年
校注》一书。该书共收录文同诗８６９首、赋１７篇、散文２２１
篇，除了对文同的诗文作了详尽的注释和辑佚外，还对散见
于传志年谱、书翰诗文、总志方志、序跋著录中有关文同及
其创作的各种资料作了汇编，并附有 《论文同的诗书画艺
术》一文，是当前文同研究中的集大成之作，为以后学人的
研究提供了不少便利。此外，夏青的 《论文同及其诗歌艺
术》，刘培的 《生气远出、意思萧散———论文同的骚体创
作》，库万晓、木斋的 《论文同诗中之 “子平”为苏轼》，文
伯伦的 《艺文馨百世　风义炳双星———文同和苏轼的友谊》

分别从不同视角对文同生平及其诗歌作了进一步的挖掘，提
出不少创见。还有南京师范大学王纱纱的 《文同山水诗研
究》、暨南大学曾永久的 《文同及其诗歌研究》两篇硕士学
位论文对文同的生平、吏隐心态以及山水诗、咏物诗、社会
诗等主要诗歌类型及其艺术特色等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和梳
理，也填补了文同研究中的一些空白。目前学界对文同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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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其生平及其与二苏交游的考
证；二是对其吏隐心态以及社会诗、山水诗、咏物诗等主要
诗歌类型以及艺术特色的分析。而对其与北宋二苏以外其他
士大夫文人的交谊，游心翰墨的文人意趣，乐府、拟楚辞、

六言绝句等文体创作，园林诗、题画诗、宝塔诗等有意味的
诗歌形式以及其诗歌创作中对绘画美、音乐美、建筑美的独
特追求等方面的研究都还比较薄弱，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本书旨在通过详尽、细致的文本阅读，就以上方面多作探
骊，以期进一步确定文同在北宋诗歌发展中的贡献及其在北
宋诗坛的应有地位。

·３·



第一章　文同的生平仕宦与师友渊源

第一节　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
竭己尽思虑，求民亦隐微：生平仕宦

　　文同 （１０１８—１０７９），字与可①，自号笑笑先生②，人称
“石室先生”③，或 “文湖州”，曾号锦江道人，安静先生，

·４·

①

②

③

苏轼 《文与可字说》：“子夏之于人也，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
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子张之意，岂不曰与其可者，而不可者
自远乎？吾友文君名同，字与可。与可之为人也，守道而忘势，行义而忘利，修
德而忘名，与为不义，虽禄之千乘不顾也。故曰：‘与可为子张者也。’”参见
［北宋］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版，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苏轼 《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 “与可自谓笑笑先生。盖可谓与道皆逝，
不留于物者也。顾尝好画竹，客有赞之者曰：‘先生闲居，独笑不已。问安所笑，
笑我非尔。物之相物，我尔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余，以竹发妙。
竹亦得风，夭然而笑。’”参见 《苏轼文集》（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
版，第６１３页。

苏轼 《石室先生画竹赞并叙》：“与可，文翁之后也。蜀人犹以石室名其
家。”



第一章　文同的生平仕宦与师友渊源 　　　

又自号丹渊客，人称丹渊先生。宋梓州梓潼 （今四川盐亭）

人。①　西汉蜀郡太守文翁、西晋散骑常侍文立之后。

文氏的祖先最早繁衍于活动在中原地区的黄帝部落，至
后稷时率部向西迁徙，到达今陕西武功一带，在这里生息繁
衍数百年，此后又在夏朝时迁居泾水流域，在公刘时迁于
豳，在古公亶父时迁于陕西岐山之阳。递传至殷周之末王季
之子姬昌，为西伯侯，薨谥为文，后之子孙，因以谥为姓。

郑樵 《通志·氏族略四》引汉应劭 《风俗通》曰： “文氏，

周文王支孙，以谥为氏，越大夫文种。”②　第周秦以前，代
远年湮，世系无可考。至庐江文党，为成都府守，立学官，

明经术，声教大治，比于齐鲁，蜀人因尊之为翁，子孙宦留
于蜀。厥后翁殁，为石室以舍翁像。③

“文翁，名党，字仲翁 （蜀人长期尊呼为 ‘翁’，以致
‘史失其名’，遂以 ‘文翁’名世），庐江舒人。少好学，通
《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

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
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又修起学
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蜀地由是大化，

学于京师者堪比齐鲁。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

·５·

①

②

③

按 《宋史·文同传》称其为 “梓州梓潼人”，“梓潼”指梓潼郡。《宋史·
地理志五·潼川府路》：“梓潼郡，剑南东川节度，本梓州。县十：郪、中江、涪
城、射洪、盐亭、通泉、飞乌、铜山、东关、永泰。”然宋代又有梓潼县，隶属隆
庆府，二者极易造成误解，特此说明。

［宋］郑樵：《通志·氏族略四》，北京：中华书局 （影印本），１９８７年版，
第４７０页下。

陈世松：《文天祥的先祖 “来自成都”——— “庐陵文氏”与四川渊源关系
考》，载 《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５期。



官，自文翁为之始。”① “其后又有文立，字广休，巴郡临江
人。蜀时游太学，专 《毛诗》《三礼》，师事谯周，门人以文
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仕至尚书。蜀
平，举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济阴太守，入为太子中庶
子。后又立为散骑常侍。年六十卒，有诏追谥号曰文真先
生。所著章奏诗赋数十篇行于世。”②　文同即出生在这样一
个有着深厚儒学传统的书香世家，不过到了他的父祖辈，家
道中落，其曾祖彦明，祖廷蕴，父昌翰，皆儒服不仕，布衣
终生。幼年的文同就表现出卓尔不群的资质，因此从小父亲
就对他期望很高，经常谆谆教导他 “吾世为德，汝其起家
乎？将高吾门于吾庐之东偏以待，汝宜勉之”③。文同亦不
辜负父亲的期望，孜孜为学，淹习经史，博雅能文，名冠乡
里。

庆历中，文彦博守成都时，文同贽文拜谒，文彦博很是
赏识。庆历六年 （１０４６年），文同在梓州应试， “举乡书第
一”④。这大大鼓舞了他的士气和自信心，在同年十月望日
所作的 《太元观题壁》一诗里，他这样自表心迹：“三十穷
男子，其势胆气存。鸿毛在乡里，骥足本乾坤。周孔为逢
揖，轲雄自吐吞。平生所怀抱，应共帝王论。”⑤　皇祐元年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循吏传》，［东汉］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九），北京：中华
书局标点本，１９６２年版，第３６２５～３６２６页。

《儒林传》，［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九一），北京：中华书局标点
本，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３４７页。

［宋］范百禄：《文公墓志铭》， ［宋］文同著、 ［明］陈眉公先生订正：
《丹渊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宋］范百禄：《文公墓志铭》，文同著、陈眉公先生订正：《丹渊集》，四
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罗琴先生辑自乾隆 《盐亭县志》（卷二）《土地部·古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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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同的生平仕宦与师友渊源 　　　

（１０４９年）举进士，次年赴邛州 （今四川邛崃）军事判官，

从此文同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至元二年 （１０５５年）

调静难军 （今陕西彬县）节度判官。嘉祐中，召试馆职，判
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书籍。以亲老，请通判邛州，寻改汉州
（今四川广汉）。熙宁中，复入朝，知太常礼院兼编修 《大宗
正司条贯》，后因议礼，坐夺一官，以太常博士出知陵州
（今四川仁寿）。后调知兴元府 （今陕西汉中），徙洋州 （今
陕西洋县）。代还，判登闻鼓院。数月，乞郡东南，除知湖
州，未至而卒。

文同为人标致廉方，勤政爱民，居家不问资产，恬于远
官，不趋时好，不避权仇，兴利除弊，办学倡文，所至尤恤
民事，吏治卓有循声。在陵州任上，有不法之徒打家劫舍，

凌轹乡里，“良民暮即阖户，不敢出”①，文同迅速将他们捉
拿归案，绳之以法，确保一方百姓平安。知兴元府，当地沃
腴，邑屋富盛，人民繁庶，然俗饶财寡文，轻视文化教育，

多年来从未出过一名进士。于是，文同兴办庠序，“择行艺
之秀者，使掌之；风谕境内，使民遣子弟就学”②，并亲自
督促教导，终于使汉中地区 “风俗寖改，向学为多”③。洋
州任上，文同发现当地人民以产茶为主要收入来源，当时正
推行 “榷法”，岁课四十余万斤。而洋州地处山区，商旅不
通，百姓为了运送 “茶纲”，不得不荷担远行，有时甚至往

·７·

①

②

③

［宋］范百禄：《文公墓志铭》， ［宋］文同著、 ［明］陈眉公先生订正：
《丹渊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宋］范百禄：《文公墓志铭》， ［宋］文同著、 ［明］陈眉公先生订正：
《丹渊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宋］范百禄：《文公墓志铭》， ［宋］文同著、 ［明］陈眉公先生订正：
《丹渊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返逾千里，十分艰辛。还有当地一向都是以所产茶叶换取外
来之食盐以供食用，推行 “榷法”之后，食盐由官府专卖，

而官盐往往又不能及时供给，以致百姓常有 “淡食”之苦。

这一切文同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屡次上书奏请朝廷因
地制宜，体恤民情，后来终得 “弛禁”，百姓 “舆诵欢然”。

王安石主持新法，然用人不当，新法在推行的过程中滋
生种种弊端，文同对新政采取了一种 “远之”的姿态。在这
一点上，他与苏轼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文同往往将自己对
国计民生的忧虑付诸歌咏，以寄情志。如 《织妇怨》：“质钱
解衣服，买丝添上轴。不敢辄下机，连宵停火烛。当须了租
赋，岂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胥踞门限，

叫骂嗔纳晚。安得织妇心，变作监官眼。”① 通过织妇哀怨
的自诉表达了对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同情，以及对苛政的挞
伐。又如 《宿东山村舍》，诗歌以对话的形式展开，通过与
八十老翁的对话，展现了遭逢虫害、鸟食、官税等天灾人祸
之后民不聊生的乡村境况：“八十雪眉翁，灯前屡歔欷。问
之尔何者，不语惟抆泪。良久云老矣，未始逢此事。种粟满
川原，幸已皆藏遂。喜闻欲登熟，近复失所冀。有虫大如
蚕，日夜啮其穗。群鸦利虫食，剪摘俱在地。驱呵力难及，

十止余三四。供家固未足，王税何由备。瘠土耕至骨，所得
几何利。又令遭此祸，不晓上天意。在世幸许年，必以饥馑
死。闻之不敢诘，但愧有禄位。移灯面空壁，到晚曾不

·８·

① ［宋］文同：《织妇怨》，［宋］文同著、［明］陈眉公先生订正：《丹渊集》
（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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寐。”① 一字一泪，如泣如诉，作者对贫苦煎熬中的民众的
同情以及对身居禄位却不能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自责
和愧疚之情形诸笔端。相同的情绪还能从 《大热见田中病
牛》一诗中见出：“垅上病牛良可悲，皮毛枯杭头角垂。两
鼻谽谺只自喘，四蹄屴岌曾不皮。牧童默坐罢牵挽，耕叟拱
立徒嗟咨。朝驱暮使气力尽，尔死主人安得知。”②　诗歌表
面上写的是对病牛的同情，然而却包含着对百姓艰辛困苦生
活的哀悯。

对于这样一位 “均税赋、简徭役、抚茕独、明冤滞”③

的良吏，同时代的人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比如旧党领袖司
马光曾写信称赞道：“与可襟韵游处之状高远潇洒，如晴云
秋月，尘埃所不能到。”④ 盛赞文同襟怀洒落，清洁出尘，

这种对人物操守和格调的品评，使人不禁联想起魏晋士人之
间相互品题的流风余韵。宋人范百禄在 《文公墓志铭》中云
其 “不趋时好，不避权仇，修其在己，而不求其在人者，安
义与命，盖超然自得”⑤。但也不乏另一种评价，北宋末年
的叶梦得在 《石林诗话》中说文同 “不撄世故”。于此两种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宋］文同：《宿东山村舍》，［宋］文同著、［明］陈眉公先生订正：《文
同丹渊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宋］文同：《大热见田中病牛》，［宋］文同著、［明］陈眉公先生订正：
《文同丹渊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宋］文同撰，胡问涛、罗琴校注：《文同全集编年校注》，成都：巴蜀书
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８６０页。

司马光 《小简》。又 《宋史·文同传》云： “文彦博守成都，奇之，致书
同曰：‘与可襟韵洒落，如晴云秋月，尘埃不到。’”二者文字大同小异，究竟是
文彦博所说还是司马光所说已无从考证。特此说明。

［宋］范百禄：《文公墓志铭》， ［宋］文同著、 ［明］陈眉公先生订正：
《文同丹渊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迥然不同的评价中，似乎能够得到一个更加完整立体的文同
形象。所谓 “不撄世故”，大约也可以看作是 “高远潇洒”
“尘埃所不能到”的另一个角度的诠释。新党领袖王安石对
文同十分赞赏，《送文与可学士倅邛州》一诗这样写道：“文
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马唱成都，嗣音得王杨。荦荦汉
守孙，千秋起相望。操笔赋上林，脱巾选为郎。拥书天禄
阁，奇字校偏旁。忽乘驷马车，牛酒过故乡。时平无谕檄，

不访碧鸡祥。问君行何为？关陇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
缀前芳。岂特为亲荣，区区夸一方。”① 对文同的文学和吏
治才能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岂特为亲荣，区区夸一方”尤
其透露出文同不同流俗的襟怀与抱负，体现了正统儒家士人
的庄严的经世使命感。作为文同一生挚友的苏轼，在其去世
之后更发出这样的感叹：“孰能惇德秉义如与可之和而正乎？

孰能养民厚俗如与可之宽而明乎？孰能为诗与楚辞如与可之
婉而清乎？孰能齐宠辱、忘得丧如与可之安而轻乎？”②　苏
轼对文同的哀挽和褒扬溢于言表，对文同的道德文章、功业
修养作出了盖棺定论的评断。

纵观文同几十年的官宦生涯，这种仁政爱民的思想始终
如一，他 “上坚报国之心，下固立身之节”③， “竭己思虑，

求民隐微”，努力践行着一个封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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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１９８９年版。
［宋］苏轼：《祭文与可》，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 （卷六三），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４２页。
［宋］文同：《谢转官表》，胡问涛、罗琴校注：《文同全集编年校注》，成

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６４页。本书所引文同诗作，均出自该版本，以下
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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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天下的人生理想。

第二节　知音其难哉，千载待一乎，
师友亦亲友，谈艺共心途：师友渊源

　　宋代堪称 “举世重交游”的时代，时人交游面之广，交

游风气之盛，令人叹为观止。人们以各种社会关系形成不同

形式的交游，人际交往成为一种时尚。如亲友、同学、同

年、师生、僚友、世交、同乡、方外等均有其各具特色的社

交圈子。端静能文的文同就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其

中苏轼和苏辙兄弟在其生命中留下了深重的印迹，对其艺术

创作和评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书拟在此方面多下笔

墨，通过考察文同与苏轼兄弟的交谊，来全方位更深入地了

解文同其人。

文同与三苏父子情谊深厚，他曾与苏洵共事，与苏轼互

为知己，唱酬往复，与苏辙为 “亲家翁”。在三苏的诗文集

中有大量反映双方交往的诗文，其中苏洵有关文同的诗１首
（《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之》），苏轼有关文同的诗文７９
首 （篇），苏辙有关文同的诗文５５首 （篇）。而文同 《丹渊

集》中同样也有不少有关三苏的诗文。

刘勰 《文心雕龙·知音》谓：“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

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①　文同生于宋真宗天

禧二年 （１０１８年），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四年 （１０３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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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
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９１页。



二人相差了近２０岁，但他们却成为俞伯牙、钟子期那样心
心相惜的知音至交。二人虽然聚少离多，但彼此间的情谊却
始终不渝。文同抱恙，苏轼嘘寒问暖，并寄陈抟唐福山药方
（指服食山芋）；文同豢养的猿猴、马匹暴毙，苏轼作诗遥相
吊。①　苏轼贬谪杭州，文同也作诗宽慰，并千叮咛万嘱咐：
“东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后谁能防？愿君见听便如此，鼠
蝎四面人恐伤” （《寄题杭州胡学士官居诗四首》之 《方
庵》），“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②，惟恐苏轼因
写嬉笑怒骂文章而多生是非。文同的担忧绝不是多余的，元
丰二年 （１０７９年），苏轼终究还是因为自己这种不羁的个性
而招致 “乌台诗案”。同年，文同以疾卒于陈州宛丘驿，苏
轼悲痛万分，“闻赴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梦相从而惊觉，

满茵席之濡泪”③，久久不能释怀。是年七月七日，苏轼在
湖州曝书画，见文与可所画筼筜谷偃竹，犹废卷而哭失声。

事后，他在 《林子中以诗寄文与可及余与可殁没追和其韵》

一诗中集中抒发了这种情感：

自闻与可亡，胸臆生堆阜。悬知临绝意，要我一执
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牖？遗文付来哲，后事待诸
友。伶俜嵇绍孤，老病孟光偶。世人贱目见，争笑千金
帚。君诗与楚词，识者当有取。但知爱墨竹，此叹吾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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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文同文集中有 《和子平悼马》《和子平吊猿》，子平经前人考证即指苏轼，
既为和作，料想必有原作在先，可惜其文佚失，今无从得见。

［清］翁方纲：《石洲诗话》记载：“（文同）《送苏倅杭》云：‘北客若来
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

［宋］苏轼：《祭文与可文》，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六三），北京：
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９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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