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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丰官制后黄庭坚任职秘书省间 的题画诗

王艳 军 ＼季红艳
２

（ １
．
石 家庄铁道大学 文 法学 院 ， 河北 石 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

２ ． 武警士 官 学校 基础部 ，浙 江 杭 州３ １００００ ）

摘 要 ： 秘 书 省 作 为 国 家 图 籍 的 收 藏 之所 ， 也 收藏 了 大 董 的 珍 贵 书 画 ， 以 黄 庭 坚 为 代表 的

很 多 秘书 省 职 官 们 又兼通 书 画 ， 处 于这样 的工作 环境 中 ， 题 画诗 也 就有 了 很好 的 创 作 环境 。 黄

庭坚 的 题 画 诗 将诗 歌和绘 画 两 种 表 达方 式有机 结合 起来 ， 阐释绘 画 的 意境 和 画 家 的 情 思 ， 画 面

咫尺 而 情 思 万 里 ，使得题 画 诗 表现 出 了 独 特 的 审 美情 趣 。 而 元 祐 党 争 中 的 政 治 倾 轧和 人心 浮

荡 与 题 画 诗 中 的 清 幽 美 景 、 悠远 情 趣 形 成 强 烈 的 反 差 ， 又 使他 的 题 画 诗 具 有 了 复 杂 的 现 实 意

蕴 ，题 画诗 成 为 党 争 中 的 黄庭 坚 宣 泄 复 杂 心 态 、 缓解 现 实苦 闷 的 一 种 途 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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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省是 中 国古代朝廷设立的图籍收藏 、编

籑 、管理的机构 。 北宋前期 ，秘书 省之职能被三馆

秘阁承担 ，秘书 省有名 无实 。 北宋元丰五年新官

制行 ， 三馆秘 阁并人秘 书省 ， 秘书 省 原有职能恢

复 。 元丰官制 后的秘书省不仅是国家图籍文献 中

心 ，亦是文人萘萃之地 。 秘书省职官多为文人 ，文

化素养较髙 ，
且工作 、生活 与诗 、 书 、 画 为伴 ，他们

的创作 中题画诗也 日渐繁盛 。 秘书省职官的题画

诗不仅仅是将诗歌和绘画两种表达方式有机结合

起来 ， 阐释绘画 的意塊和画家的情思 ，更重要的是

作者或者借 画 面的 描述表达 与 画 家情意相通之

处 ，或者借景抒情表达 自 己 的人生感悟 ，诗情画意

中诗 、 画一体 ，水乳交融 ， 成为抒写心 中情怀 的载

体 。 黄庭坚是其中最杰出 的代表 。

一

、 秘 书 省 收藏 图 画 与题 画 诗 创作

氛 围

宋代偃武修文 ，文化繁盛 。 不论是 三馆秘 阁

还是秘书省 ，作为 国家的 图箱收藏之所 ，不仅收藏

图书 ，历代珍贵书 画 也得 以收藏 。 秘书 省职官们

处于这样的工作 环境 中 ，题 画 诗也就有 了很好的

创作缘由 和文化氛 围 。

宋初之馆 阁不仅收藏大量图籍 ， 也收藏大童

珍贵书 画 。

“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十 月 ，诏诸州搜访

先贤笔迹 、图 书 以献 。 荆湖献晋张芝草书及唐韩

干画马 三本 ，潭州 石熙载献唐 明皇所书 《道林寺王

乔观碑 》 ，袁州 王 擀献宋之问 所书 《龙 鸣寺碑 》
， 升

州 献晋王羲之 、
王献之……韶州 献唐相张九龄画

像及 《文集 》九卷 。

” “

太宗端拱元年五 月 ， 诏就崇

文院 中堂建秘 阁 ， 择三馆真本 书籍万余卷及 内 出

古画墨迹藏其 中 。 凡史馆先贮天文 、 占 候 、 谶讳 、

方术书五千一十二卷 ，图 画百 四 十 轴 ，尽付秘阁 。

有晋王羲之 、王献之 、庾亮 、萧子云 、唐太宗 、元宗 、

颜真卿 、 欧阳 询 、柳公权 、 怀素 、怀仁墨迹 ， 顾恺之

画 、维摩诘像 、韩干马 、薛稷鹤 、戴崧牛及近代东丹

王李赞 华 千 角 鹿 、 西 川 黄 鹰 白 兔 ， 亦
一 时 之 妙

也 。

”？ 不仅如此 ，历代帝王也多次到 馆阁 阅 览图

画 录德二 年 四 月 二十 一 日 ， （ 真宗 ） 观诸 阁 书

画
”

，

“

大 中祥符三年正月 二十八 日 ， （真宗 ）至阁西

观画 。

”
［

｜
］
“

宣和 四 年三 月 二 日 ， （徽宗 ）幸 秘书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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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提举厅 ，宣三公 、 宰执 、 亲王 、使相 、从官观御府

书画 ， 赐御书 画有差 ，又出 御墨分赐
”

［
１
］

。 仁宗朝

设立图画院 ，神宗朝又设图画局 ，徽宗朝甚至专 门

为 书画学设置 固定 的格式 ，

“

徽宗崇宁三年六月 十

一

日 ，都省言 ：

‘

今未有校试劝赏之法 ，欲仿先王置

学设 官之制 ，考选 简拔 ， 使人 自 奋所身 于 图 画 工

技 。

… …谨修成《书画学敕令格式 》
一

部 ，冠以
‘

崇

宁国子监
’

为名 。

’

从之 。

”
［ １ ］元丰官制后 ，馆阁及其

书库皆并人秘书 省 ，秘书 省文人得 以有机会观览

名 画 ，如黄庭坚的 《题 阳关 图二首 》 、 陈师道 的《 和

谢公定观秘 阁文与 可枯木 》等作 品就是观画 之后

的题诗之作 。

宋代不仅出 现了李成 、 郭熙 、李公麟 、文同等众

多优秀画家 ，而且许 多秘书省文人 皆擅诗 、 书 、 画 ，

如黄庭坚等 皆是一时绘画名 家 。 以黄庭坚为代表

的秘书省文人编校 于秘书省 中 ， 书 、 画与之为伴 。

工作之余 ， 闲暇之时 ， 书 、画也进入到他们的创作视

野之中 ，题画咏物 ，使事用典 ，逞才博艺 。 诗歌与绘

画本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艺术形式 ，绘画借助色彩搭

配 、动静相 间 、形态多样来传神写意 ， 而诗歌借助

音 、韵 、字的排列组合来言志抒情 ，但二者在秘书省

文人手中得以融和 。 秘书省文人参与绘画 ，反观诗

歌 ，以文人的眼光 、文人的视角绘画 ，并融人秘书省

文人心 中 的万里江山 、大千世界 、百味人生 、 多样情

感 ，使得绘画与诗歌融会贯通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题画诗 ，题画诗是秘书省这些文人宣泄 内心情感的

渠道和方式 。 黄庭坚是其中最杰出代表 。

二
、黄庭坚题 画诗中 的审美情趣

在
“

蓬 山 兰 省辍 名流 ，礼乐光华共心企
”

［
２
］ 以

及
“

道 山 不为人间设 ， 蓬莱诸仙 当 闲暇
”

［
３

］

的秘书

省 ， 以黄庭坚为代表的秘书省文人们在 闲暇之余 ，

饮酒品茗 ， 观画赋诗 ，题画诗成为他们交友往来的

重要活动 之一 。 借助题画 诗可 以 品鉴对方之 画

作 ， 阐述 自 己 的绘 画理论 ，如晁补之的 《题惠崇画

四首 》 、黄庭坚的 《题惠崇画 扇 》等 ；也可 以品评对

方的人格品性 ，表达朋友之间的情谊 ， 如晁补之的

《和苏翰林题李 甲 画雁二首 》
、黄庭坚的《咏李伯时

摹韩干三马次子 由 韵简伯时兼寄李德素 》等 ； 还可

以次韵别人之作 ，如晁补之 、黄庭坚 、孔武仲 、张耒

等秘书 省文人在次韵唱和之中赞赏文与可的枯木

竹石之画 的技艺高超 。 因此 ，他们创作 了数量众

多 的题画诗 。 现将黄庭坚 、晁补之 、秦观 、孔武仲

等人秘书省期 间 的题画诗统计如表 １ 。

表 １ 黄庭坚 、晁补之 、秦观 、 孔武仲秘 书省期 间题 画诗

诗人
秘书省

期间 诗歌

秘 书省

期间题画诗
比例 ／ ％

黄庭坚 ４５６ ５５ １ ２
．０ ６

晁补之 １ ５ １ １ ５ ９ ． ９３

秦观 ６３ ９ １ ４ ． ２ ９

孔武仲 ２０２ Ｂ ３ ． ９６

“

题画诗三唐间见 ，入宋寝多
”

［
４
］

。 从诗歌创作

本身来看 ， 出现如此多 的题画诗无疑是对宋诗题材

领域的极大拓展 ，反映 出宋人审美意识的变化 。 元

祐三年四月 ，苏轼在《又跋汉杰画山二首 》 （之二 ） 中

说 ：

“

观士人画 ，如阅 天下马 ，取其意气所到 。 乃 若

画工 ，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 ，无一点俊发 ，看

数尺许便卷 。 汉杰真士人画也 。

”
［
５
］ 苏轼指 出 士人

画不同于画工之画 ，就在于文人更加注重其传情寄

意
。
同样 ， 《梁溪漫志 》在论述诗 、书 、 画 内蕴时也有

同样的观点 ：

“

书与画 皆
一

技耳 ，前辈多能之 ，特游

戏其间 ，后之好事者争誉其工 ，而未知所以取书 画

之法也。 夫论书 当论气节 ，论画当论风味 ，凡其人

持身之端方 ，立朝之刚正 ，下笔为书 ，得之者 自 应生

敬 ，况其字画之工哉 ？ 至于学 问文章之馀 ，写出 无

声之诗 ，玩其萧然 ，笔墨间 足 以想见 其人 ，此乃 可

宝 。 而流俗不问何人 ，见用笔稍佳者则珍藏之 ，苟

非其人 ，特一画工 ，所能何足贵也 ？ 如崇宁大臣 以

书名者后人往往唾去 ，而东坡所作枯木竹石万金争

售 ，顾非以其人而轻重哉 ！ 蓄书画者当以 予言而求

之 。

”Ｍ这段材料以
“

崇宁大臣以 书名者
”

与
“

东坡所

作枯木竹石
”

在后人眼 中境遇 、价值的 巨大差异来

说明书画如人的道理 。 也就是说 ，文人作画时将 自

己 的审美情感和 审美趣味都融注在图画之 中 ，画 、

诗与人的品性在精神上是可 以相通的 ，虽然艺术手

法不同 ，但仍然可 以实现情感上的交流和互动 ，题

画诗就是宋人对诗与画 的审美认识的融会贯通的

产物 。 所以苏轼说 ：

“

文以达吾心 ，画 以适吾意 。

”
［
５ ］

苏轼在《书摩诘蓝 田烟雨图 》中也说 ：

“

味摩诘之诗 ，

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 ，画中有诗 。

”Ｍ

与苏轼一样 ，黄庭坚关于诗与 画关系的认识 ，

也强调诗画 一体的传情写意功能 。 如元祐元年 ，

时任秘书省校书 郎的 黄庭坚 ，其 《 次韵子瞻题憩寂

图 》
：

“

松含风雨诗骨瘦 ，法窟寂修僧定 时 。 李侯有

句不肯 吐 ，淡墨写 出无声诗 。

”“

龙眠不是虎头痴 ，

笔妙天机可并时 。 苏仙漱墨作苍石 ， 应解种花闻

此诗 。

”
［
７
］

黄庭坚认为文人作 画 注重
“

笔妙天机
”

，

讲究诗意 ，从而深化画 的境界 ，达到
“

淡墨写 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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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诗
”

的效果 。 孔武仲在 《 东坡居士 画怪石赋 》 中

也说 ：

“

尝 闻之 曰 ： 文者无形之画 ， 画者有形之文 。

二者异迹而 同趋 ，以其皆能传生 写似 ，为世之所贵

珍。

”
［
３
］
“

我虽不见韩干马 ，

一读公诗如 见者
”

°° 强

调在诗情画 意中传达情感的 重要 。 对于题画 诗 ，

晁补之认为 ：

“

画写物外形 ，要物形不改 ；诗传 画外

意 ，贵有画 中态 。 我今岂见画 ，观诗雁真在 。

”
［
２
］ 晁

补之认为题画诗要真正把握画 的 内 在本质 ， 才能

够真正 阐述画的 神韵 。

宋代大画家李公麟曾 说
“

为 画如骚人赋诗 ， 吟

咏情性而已 ，奈何世人不察 ，徒欲供玩好耶 ？ 因

此 ，题画诗的写作不仅要能够描述出 图画 的内 容 ，

诠释 出 图 画的意境 ， 诗人还要 能够凭借 自 己 的审

美来挖掘画面隐含 的 情感意蕴 ，表现 出 诗人 自 己

的审美情趣 。 题画 诗既是诗与 画 的 融合 ，也是诗

人与 画家的交流 。 如元祐二年时任著作佐郎的黄

庭坚作 《题 阳 关图二 首 》 （其
一

） ：

“

断肠声里 无形

影 ，画 出无声亦断肠 。 想得阳关更西路 ，北风低草

见牛羊 。

”
ｍ
唐代王维 的 《送元二使安西 》是著名 的

送别诗 ，宋代李公麟据其诗画 为 《 阳关图 》 。 黄庭

坚诗歌前两句是说前人据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

谱 曲 为 阳关三叠 ，歌曲动人有声而无形 ，歌声 中却

能够传达出 断肠之情 ， 而李公麟所画 的 《 阳关 图 》

有形却无声 ，仍 然表现出 断肠之情意 。 后两句化

用 民歌《敕勒歌 》 中
“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

牛羊
”

的诗句 ，离别之人 只要想到 阳关更西 之路 ，

只要看到北风低草 中 的 牛 羊 ，就会断肠悲伤 。 黄

庭坚此诗在李公麟图 画 的基础 上展开想象 ， 借用

典故 ，化用前人诗句 ， 把抒情 的意境推 向远 方 ，抒

写离别之情的缠绵悲伤 。 黄庭坚此诗形象地 概括

出 了王维之诗和李公麟之 画共 同的 艺术魅 力 ，也

说明 了诗与画相辅相成 ，画 是有形之诗 ，诗是无形

之画 ，题画诗实现了诗情画 意的结合 。

“

题画之作是 因观画而生发 为诗 ， 因而题 画诗

往往有画意不到之处 ，常将画作难以展现的情感内

容借助诗歌表现出来 ，从而使有限的画面得到无限

的扩展和延伸 ， 丰 富 了 画 的 内容 ，赋 予画新 的 意

境
”

［
， °

］

。 如张耒的两首题画诗 ：

“

我虽 不见韩干 马 ，

一

读公诗如见者 。 韩生画马常苦肥 ， 肉 中藏骨以 为

奇 。 开元有 臣善司牧 ， 四十万匹屯 山谷 。 养之罕用

食之丰 ，力不曾施空长 肉 。 韩生 图像无乃然 ，我谓

韩生巧未全 ，君不见昔时骐骥人未得 ，饥守盐 车惟

有骨 。 昂藏不受尘土侵 ，伯乐未来空伫立 。 骐骥乏

食肉 常聃 ，韩生不写瘦马驹 。 谁能为骥传之 图 ， 不

如凡马饱青刍 。

”
［
８
］
“

头如翔鸾 月 颊光 ， 背如安舆凫

臆方 。 心知不载 田舍郎 ，犹带开元天子红袍香 。 韩

干写时 国无事 ， 绿树阴低 春昼 长 。 两 髯执辔俨在

傍 ，如膾驰道黄屋张 。 北风扬尘燕贼狂 ，厩 中万马

归范 阳 。 天子乘骡蜀 山路 ，满川苜蓿为谁芳 。

”
［
８ ］ 张

耒这两首题画诗作于元祐二年 ，时任秘书省正字 。

韩干是唐代 大画 家 ，善画 马 。 诗 中写出 了 画作
“

我

虽不见韩干马 ，

一读公诗如见者
”

的逼真效果 ，但诗

歌的意 蕴却像二苏 所说 的
“

似 欲讥世
”

，

“

意在 万

里
”

， 由 马指 向 了对唐代时事地讥评 。 韩干 身处 太

平岁 月 ，其画马之作不干时事 ，所画之马也是天子

苑囿 中
“

头如翔鸾 月 颊光 ， 背如安舆凫朦方 。 心知

不载 田舍郎 ，犹带开元天子红袍香
”

的太平景象 ， 这

与
“

北风扬尘燕贼狂 ，厩中 万马归 范阳 。 天 子乘骡

蜀 山路 ，满川 苜蓿为谁芳
”

动乱之景形成 了鲜 明 的

对比 ，诗歌以马 观映现实 ，直接批判 时政 。 同 时在

这样的背景下 ，又写出 了
“

饥守盐车惟有骨
”

的骐骥

的遭遇 ， 以
“

韩生不写瘦马驹
”
一句批评了压抑人才

的现实 ，也暗含着对韩干之作不关现实的不满 。 张

耒之作是由 韩干画马而引发
。

相较于张耒 ，黄庭坚的题画诗 内涵更加丰富 。

黄庭坚有的题画诗表达了
“

画 写物外形 ，要物形不

改 ；诗传 画外意 ， 贵有 画 中 志
”

［
７
］ 的审美情趣 。 如

黄庭坚 《题郑防画 夹五首 》 （其
一

、 四 ） ：

“

惠 崇烟雨

归雁 ，坐我潇湘洞庭 。 欲唤扁 舟归去 ， 故人言是丹

青 。

”“

折 苇枯荷共晚 ，红榴苦竹 同时 。 睡鸭不知飘

雪 ，寒雀 四顾风枝 。

”
［
７
］ 这组诗作于元祐二年 ， 黄庭

坚时任秘书省 著作佐郎 。 郑防 ，生平事迹不详 ，这

首诗是黄庭坚题所藏郑防画册之诗 。 诗 中 的惠崇

是宋代著名僧人 ， 与苏轼 、 黄庭坚等人 皆有交往 ，

惠崇
“

工 画鹅 、雁 、鹭鸶 ，尤工小景 ，善为寒汀远渚 ，

潇洒 虚旷之象 ，人 所难 到也
”

［
ｎ

］

。 组诗 中的第 四

首描述 了
一

幅 冬天傍晚雪后 图 ： 冬 日 傍晚 ，折断的

芦苇 、 枯黄的荷花 、鲜红的石榴 、微黄 的竹子都浸

没在寒冷的风 中 。 岸边沉睡的水鸭并没有感觉到

天空 已 经开始飘落雪花 ， 而那麻雀却在寒风 中 随

着晃动 的树枝而 四处张望 ，

一派萧瑟清冷 的景象 。

相较于第四首单纯的描绘 图景 ， 第
一

首在绘景之

中更是表达了 自 己 的审美感受 。 第一句 中 的
“

烟

雨归雁
”

概括出 了 惠崇所 画的景象 。 烟雨迷蒙 ，归

雁飞舞 ，画 面凄冷却又能引 发人无限 的遐想 。 诗

歌的第二 、第三两句写诗人看到这画面时 的感受 。

自 己仿佛置身于 潇水 、 湘水或 者洞庭湖 的 优美的

景色之中 ，这既写 出 了惠崇画得逼真 ，又引发 出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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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诗人的行为 ，面对如此的美景 ， 自 己正要 呼唤小

舟之人 ，乘
一叶扁舟归去 。 最后一句

“

故人言是丹

青
”

却是突然之间 的转折 ，故人提醒这本是一幅图

画啊 ，才 明 白 自 己原来正在观赏惠崇 的 图画 。 诗

歌首尾两句契合观画之事 ， 中 间两句则是 写出 诗

人在观画 时浮想联翩 的感受 ，夸张与想象相结合 ，

语意转折之中赞扬 了惠崇绘画技巧 的 高超 ，也揭

示 出诗人真挚的 情感 。 同样 的手法也 出 现在 《次

韵子瞻题郭熙画秋山 》中 ：

“

黄州逐客未赐还 ，江南

江北饱看山 。 玉堂卧对郭熙画 ，发兴 已在青林间 。

郭熙官画但荒远 ，短纸 曲折开秋晚 。 江村 烟外雨

脚 明 ，归雁行边余叠巇 。 坐思黄柑洞庭霜 ，恨身不

如雁随阳 。 熙今 头 白有 眼力 ， 尚 能弄笔 映窗光 。

画取江南好风 日 ，慰此将老镜 中发 。 但熙肯 画宽

作程 ， 十 日 五 日
一

水石 》

”
［
７ ］此诗作于元祐二年 ，苏

轼时任翰林学士 ，黄庭坚时为著作佐郎 。

“

黄州逐

客
”

指苏轼 ，契合诗题 。 是说苏轼当年被贬黄州之

时 ，看遍 了江南 江北 的大 山之风光 。 如今 回 到京

城任职翰林 ，看到郭熙所花的秋 山 图 ， 又触发了他

的江湖情思 。 诗 中 用江村 、 烟雨 、归 雁 、洞庭等词

语描绘 出 了 郭熙所画 的 《秋 山平远 》图 的美丽景

象 。 面对美景 ，诗人
“

恨身不如雁随阳
” “

慰此将老

镜 中发
”

， 诗人也产生 了 纵情 山水隐 居避世 的情

思 。 整首诗以 言绘景 ，情在景外 ，这种表达情意的

手法 ，正如方东树所说 ：

“

余情远韵 ，力透纸背 。 曲

折驰骤 ， 有江海之观 ，神龙万里 之势 。

”Ｄ ２
］

诗人的

审美情趣借助这样 的手法表达出 来 ，就像黄庭坚

所说的
“

诗传画外意 ，贵有画 中志
”

。

黄庭坚等人 的题画诗 ，都是 由观画而作诗 ，表

现 出独特的审美情趣 。 诗歌因 画而生 ，借助诗人

丰 富的想象力和 多样的 艺术手法 ， 画面咫尺而情

思万里 ， 图画的 意境和诗人的 情感完美地结合到

—■起 。

三 、黄庭坚题 画诗中的现实意蕴

从上文列表可以看 出 ，黄庭坚 、晁补之 、秦观 、

孔武仲等人任职秘书省期间都有数量较多的题画

诗 ，尤其是黄庭坚 的题 画诗在秘书 省期 间 的作 品

中所 占 比例尤大 。 黄庭坚元丰八年 四月 至元祐二

年正月 为秘书省校书 郎 ，元祐二年正月 至元祐六

年三月 为著作佐 郎 （其 中元祐三年五月 任著作郎

不足一月 ） 。 就黄庭坚本人来看 ，按照郑永晓先生

编辑整理的 《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 》 ，黄庭坚
一生

所做题画诗 ９３ 首 ，任职秘书省之前题画诗仅有 ５

首 ，黄庭坚秘书省 任职的 ６ 年时间则达 ５５ 首 ， 占

其一生所创作的题画诗的
一

半以上 。 黄庭坚秘书

省期 间的题画诗范围广 ，既有题山水竹石画诗 ，也

有题鸭 、雁 、鹅 、孔雀等花鸟 诗 ，也有题马 、牛 、鹰等

动物画诗 ，也有题杜甫等人物画诗 。 而且题画诗

形式也多样 ， 既有题画扇 ，也有题画册 ，还有题图

画 。 黄庭坚 出 现如此多的 题画诗 ， 固然与任职秘

省工作悠闲 、 心态优裕 ，独特的 审美意识借助于题

画诗表现出来有关 ，但此期 的 秘书省文人除黄庭

坚外如晁补之 、张耒 、
秦 观 、

孔武仲等人都 陷于党

争 ，且都有较多 的题画诗 ，如果仅用审美意识的表

达 、诗歌题材的开拓来解 释则稍显不足 。 黄庭 坚

任职秘书省 的元祐年间 ，看似旧党执政 ，却是新旧

党争 、 乃至旧党 内部斗争激烈 的时期 ， 党争中的政

治倾轧和人心的浮荡与题 画诗 中 的 清幽美景 、悠

远情趣形成强烈的反差 。 从这个角 度讲 ， 题画诗

的意境与现实 中 的 斗 争完 全不合拍 ， 这也恰恰说

明题画诗好 比
一剂精神上 的清醒药 ， 使那些陷 于

党争中 的秘书省 文人能够在青 山绿水 、 清风 明月

的画境中舒缓现实 中 的苦 闷和压力 ，对现实 、对 自

身的处境保持清醒 。 因此 ，题 画诗成为身陷党争

中的如黄庭坚一样的秘书省文人宣泄复杂心态的

一种途径 ，这在黄庭坚 的诗作 中得到验证 。

黄庭坚任职秘书省的元祐年间 ，元祐更化 、洛

蜀之争 ，黄庭坚身列苏 门不可避免地 卷入 到 了矛

盾甚至斗 争之中 。 元丰八年四 月 ， 黄庭坚 除授校

书 郎 ，人京后预修《 神宗实录 》 ， 至元祐六年修完 。

修《 神宗实录 》期 间 ， 因语涉王安石 ，黄庭坚与陆佃

产生争执 。

“

哲宗立 ， （陆佃 ） 以修撰 《神宗实录 》徙

礼部 。 数与史官范祖禹 、黄庭坚争辨 ，大要多是安

石 ， 为之晦隐 。 庭坚 曰
：

４

如公言 ， 盖佞史 也 。

’

佃

曰 ：

‘

尽用君意 ， 岂 非镑书乎 ！

’？３
］

。 哲宗 亲政后

新党执政 ，以 《 神宗实录 》多有所诬为 由 打击 旧党 ，

黄庭坚因预修 《 神宗 实录 》而首当 其 冲 。 后 又因
“

铁龙爪
”
一事被拘拿审 问 。 不仅如此 ，元祐二年

苏轼举黄庭坚 自 代 ， 监察御史赵挺之 以黄庭坚为

人轻薄无行而弹劾 ，

“

其举 自 代 ，乃荐黄庭坚 。 二

人轻薄无行 ， 少有 其 比 。

”
［

１ ４
］

。 元 祐三年五月 ， 黄

庭坚除授著作郎之命
“

以御史赵挺之论其质性奸

回 ， 操行邪秽 ，罪恶尤大
”Ｄ ４

］ 而罢 。 元祐六年三月

癸酉 ，黄庭坚被任命为起居舍人 ，又 因为中 书舍人

韩川认为
“

黄庭坚所 为轻翻浮 艳 ， 素无士行 ，邪 秽

之迹 ，狼藉道路
”

［
Ｍ

］ 而罢 。 可 以说 ， 黄庭坚 自秘 书

省任职就饱受攻击 弹劾 。 在这样的 背景下 ，处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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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同伐异 、 意气相争的险恶政坛之 中 ，大量题画诗

的创作 ，就不仅仅是阐释诗画理论 、表达独特 审美

情趣的产物 ，很大程度上更可以看作是厌恶党争 、

远离党争 的一种畏祸全身的心理的选择 。

元祐三年春 ，苏轼知贡举 ，时任著作佐郎的黄

庭坚与李公麟等皆 为属官 。 在 锁院期间 ， 李公麟

作 了大量 的画 ，而黄庭坚为之 题诗 ， 如 《观伯 时画

马 》《题伯时画顿尘马 》《题伯 时画观鱼僧 Ｍ题伯 时

画揩痒虎 》《题伯时画松下渊明 Ｍ题伯时画严子陵

钓滩 》等 。 伯时 ， 即李公麟 ，宋代大 画家 。 在 黄庭

坚 的这几首诗 中 ，有 的描绘
“

横 波
一

网 腥城市 ， 日

暮江空 烟水寒
”ｎ ５

］

的图 景 ， 以 江中 紫鱗 被
一

网 打

尽 比喻仕途的险恶 ；有 的借
“

竹 头抢地风不举 ， 文

书堆案 睡 自语
”

来表现 自 己 身困琐事 、身不 由 己 的

状态 ， 表达希望能够
“

忽看髙 马顿风尘 ，亦思 归 家

洗袍褎
”

［
｜ ５

］

的 归 家愿望 。 尤其值得注 意 的 是 《题

伯时 画严子陵钓滩 》 ：

“

平生久要刘文叔 ， 不肯为 渠

作三公 。 能令汉家重九 鼎 ，桐江波上
一

丝 风 。

”

严子陵 ，即严光 ， 《后汉书 ？ 隐逸传 》记载 ：

“

少有髙

名 ，与 光武同游学 。 及光武 即 位 ， 乃变 名姓 ， 隐 身

不 见 。 帝思其贤 ，乃令 以物色访之 。 后齐 国上言 ：

“

有
一

男 子 ，披羊裘钓泽 中 。

”

帝疑其光 ， 乃备安 车

玄繡 ，遣使聘之 。 三反 而后 至 。

… … 除 为谏 议大

夫 ，不屈 ， 乃 耕于富春 山 ，后人 名 其钓处为严陵濑

焉 。

”
［

１ ６
］诗歌的前两句是说 ，刘 秀 与严光是年轻时

的好朋友 ，刘 秀称帝后多次邀请 ，严光都不愿意去

朝 中做官 。 后两句是说富春江 （ 即桐江 ）上风 中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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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

： ４０７ ，
４６７

， ４６８ ， ４７０ ， ４７ ２ ．

［８ ］ （宋 ） 张耒 ． 张耒 集 ［Ｍ ］ ． 李逸 安 ， 孙通海 ， 傅信 ， 点 校 ．

一

条钓丝都能够使汉家天下如 九鼎一样稳重 ， 是

说严光那不为名 利所动的 节操 ，能够激励士气 ，让

后人敬仰 ，正如任渊所注 ：

“

东汉多名节之士 ，赖以

久存 ，迹其本源 ，正在子陵钓杆上来耳
”

黄庭

坚 由李公麟之画 ，称颂 了严光的髙 尚品质 ，也是有

感而发 。 元祐初年 ， 旧党执政 ，尽废新法 ，而原来支

持新法的一些人马上扭 回 头又 为废除新法而摇旗

呐喊 ，在政治变革 中反复摇摆 。 黄庭坚 的这首题画

诗 ，对那些政治上的
“

墙头草
”

颇为不满 ，在咏史 中

讥讽世俗 ，寄寓着浓烈的情感 。

元祐三年 ， 时 任著作佐郎 的黄庭坚还作 了
一

首 《题竹石牧牛 》 ：

“

野次小峥嵘 ， 幽篁相倚绿 。 阿

童三尺箠 ， 御 此老穀 觫 。 石吾甚 爱之 ， 勿 遗牛砺

角 。 牛砺 角 尚可 ， 牛残 斗 我 竹 。

”ｎ ５
］ 诗前小 引说 ：

“

子瞻画丛竹怪石 ，伯时增前坡牧儿骑牛 ， 甚有意

态 。 戏 咏
”

，可见竹石牧牛 图是苏轼与 李公麟合作

而成 ，黄庭坚为之题诗 。 黄庭坚 的诗歌前 四句描

绘 出 了 图画之景 ：野外一块块怪石突兀罗列 ， 山坡

下的竹林 ，枝叶繁茂显 得幽暗静谧 。 山 坡前一 个

牧牛娃骑在牛背之上 ，拿着三尺长 的鞭子指挥 着

老牛 。 后 四句则是 黄庭坚 的联想 ，是说山坡前的

石头我很喜 爱 ，不要让 牛 在上面砥砺磨 角 。 有 时

宁肯让牛在上面磨 角 ，但千万不能让牛相斗 时残

害我的竹子 。 后 四 句虽是想象之语 ，却让人联 想

到元祐初期朝廷内 的党争 以及党争 中黄庭坚所受

到的攻击弹劾 ，暗含着作者对元祐间党争 的不满 ，

题画诗的现实意蕴也就更加深刻 。

北京 ： 中华 书局 ，
１ ９９０

：２ ３７ ．

［９ ］ 俞 剑 华 ． 宣 和 画 谱 ［Ｍ ］ ． 北 京 ： 人 民美 术 出 版 社 ，

１ ９６ ４
：

１ ３ １ ．

［
１ ０

］岳振 国 ． 晁补之研究 ［Ｄ］ ． 成都 ： 四 川 大学 ，
２ ００８

．

［
１ １

］ （宋 ）郭若虚 ． 图 画见闻 志［Ｍ］ ． 文渊 阁 四库 全书本 ．

［ １
２ ］ （淸 ）方东树 ． 昭昧詹 言 ［Ｍ ］ ． 汪绍楹 ， 校点 ． 北 京 ：人 民

文学 出版社 ，
１ ９６ １

： ３ １ ５
．

［ １ ３ ］ （元 ）脱脱． 宋史 ［Ｍ］ ． 北京 ： 中华 书局 ，
１９ ７７ ： １ ０９ １ ７ ．

［Ｍ ］ （宋 〉李 焘 ． 续资治通 鉴长编 ［Ｍ ］ ． 上海 ：上海 古籍出 版

社 ， １
９８ ６

：
３８ ５５ ，３ ８ ９９ ， ４２ ７５ ．

［ １ ５ ］ （宋 ）黄庭 坚 ． 山谷诗集注［
Ｍ

］
？ 任渊 ，史容 ，史 季温 ， 注 ．

上海 ：上海古箱出 版社 ，
２ ００３

：
２ １７

，
２ １ ８

，
２３ ９

．

［
１ ６

］范晔 ． 后汉 书 ［Ｍ ］ ． 北京 ： 中华书 局 ，
１ ９ ６５

：
２７ ６３

．

（ 下转第 ９ １ 页 ）



第 ２ 期 刘 素 萍 ： 以 诗歌见证 时代 ９ １

参考文献 ：

［ １
］郑欣欣 ，崔 志博 ． 雁翼作 品评论 文集 ［Ｃ］

． 北 京 ： 知识 产

权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３
：

１９３
．

［２］陆耀东 ． 四 十年代 长篇叙事诗初探 ［Ｊ ］ ． 文学评论 ， １ ９９ ５

（６ ） ： ５
－

１ ５
，

［
３ ］李东东 ． 铁道兵賦 ［Ｎ ］ ． 中 国铁道 建筑报 ， ２０ １４

－

０ １
－

０ １
．

［４ ］华 叔 ． 我 们 是 当 年 的 铁道 兵 ［ Ｎ ］ ． 人 民 日 报 ，
２ ０

１ ７
－

１ ２
－

１ ６ ．

［５］中 国 人 民解放军历史资 料丛书编 审委员 会 ． 铁 道兵综

述 大事记 表册 ［Ｍ ］ ． 北 京 ：解放军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０ ： ７

１ ．

［
６ ］髙长安 ， 赵艳 斌 ． 朱永 全教授 ： 隧道 深处砥 中流 ［Ｎ ］ ．

中 国科学报 ，
２０ １ ３

－

１ ０
－

１ １ ．

［７ ］雁翼 ． 雁 翼选 集 ［Ｃ］ ． 成 都 ： 四 川人 民 出 版社 ， １ ９８ １ ：

５ ，

２２ ７
－

２ ２８
．

［８ ］李莉 ． 濒危剧种河南坠 子的保 护与传 承 ［Ｊ ］ ． 河南 科技

学院学报 ，
２０ １

３ （ ９ ）
：
８ ９

－

９２ ．

［９ ］朱憙 ． 四 书章句集注 ［Ｍ］ ． 北 京 ： 中 华 书局 ，
２０ １ １ ： ３４６

．

［
１ ０ ］张 学 亮 ． 青 少 年 必 知 的 共 和国 故 事——蜀 道 通途

［Ｍ ］ ． 长春 ：吉林出 版集团 ，
２ ０ １ １

：
４０

， ８５ ．

Ｗ ｉ ｔｎｅｓ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ｗ ｉｔｈＰｏｅｔｒｙ ：ＯｎＯｄｅｔ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

Ｂ ａｏ－Ｃｈｅｎ
ｇＲａｉ ｌｗａｙＣｏｌｏｒｆｕ ｌＢｒｉｄｇｅｂｙＹａｎｙ ｉ

Ｌｉ ｕＳｕｐ
ｉｎｇ

（Ｓ ｃｈｏｏ ｌｏｆＨ ｕｍａｎ ｉ ｔ ｉ ｅ ｓａｎｄＬａｗ
？
Ｓｈ ｉ

ｊ
ｉａｚｈｕ ａｎ ｇＴ ｉｅｄａ ｏＵｎｉ ｖｅ ｒｓｉ ｔ ｙ ＊Ｓｈ ｉ

ｊ
ｉａ 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 ０４３ ｔ

Ｃ ｈ 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
Ｙａ ｎｙ

ｉ
，ａｗ ｒ ｉ ｔｅ ｒｏｆＨｅｂ ｅｉｐ ｒｏｖ ｉｎ ｃｅ ，ｗｒｏｔｅ ａｌｏ ｎｇｎａｒｒａ ｔ ｉ ｖｅｐｏｅｍＣｏ ｌｏ ｒｆｕｌＢｒ ｉｄｇｅ

ｉｎｔｈｅ

１ ９５０ ｓ ？ｗｈｉ ｃｈ ｉｓａｎｅｘｃｅ ｌ ｌ ｅｎ ｔ
ｐｏｅｍｔｏｅｕ ｌｏｇ ｉｚｅｔ ｈｅｂｅａｕ ｔｙ

ｏ ｆｔ ｈｅ ｔ ｉｍｅｓＣａｎｄｔｈｅｃｒｅ ａ ｔｏｒｓｏ ｆｔｈｅｂｅ ａｕ ｔｙ．

Ｉｎｏ ｒｄｅｒｔｏｂ ｕ ｉ
ｌｄｔｈｅＪ ｉａ ｌ

ｉｎｇｊ
ｉａｎｇＢｒｉｄｇ ｅｏ ｆＢａｏ

－

Ｃｈ ｅｎｇ
Ｒａ ｉ

ｌｗａｙ ＾ｒａ ｉ
ｌｗ ａｙｂｕｉ

ｌｄｅ ｒｓｏ ｆｎ ｅｗＣｈ 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ｒ ｅ
？

ｓｅｎｔ ｅｄｂｙＣｈ ｉｈｕ ａ ＊ｔｈｅｈ ｅｒｏ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ｅｍ ，ｏｖｅ ｒｃｏｍ ｅｍｕｌ ｔ ｉ

ｐｌ ｅｄ ｉ ｆｆ ｉ ｃｕ ｌ ｔ ｉｅ ｓｓｕｃｈａｓｄ ｉ ｆ ｆｉ ｃｕｌ ｔ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 ｔ

ａｎｄ
ｐｏ ｏｒｃｏｎ ｓ ｔｒ ｕｃ ｔｉｏｎｃｏｎｄ ｉ ｔ ｉｏ ｎｓ ，ｓｏａｓｔ ｏｒｅａ ｌ ｉｚｅｔ ｈｅｓ

ｉ
ｍ ｕ ｌ ｔａｎ ｅｏｕｓ

ｐｒｏｍｏ ｔ ｉｏｎｏ ｆｃｏ ｌｏｒｂ ｒ ｉｄｇｅａｎｄｌ ｉ ｆｅ

ｖａ ｌｕ ｅ
．Ｔｈ ｅ

ｐｏ ｅｍｌｅａ ｒｎｓ ｆｒｏｍｆｏ ｌｋ ａ ｒｔａｎｄ
ｐｕ ｒｓｕ ｅｓ

“

ｓｕｂ ｌ ｉｍｅ
”

ｂ ｅａｕ ｔｙ ， ｗｈｉ ｃｈｍ ａｋｅｓｔ ｈｅ
ｐｏｅｍｐｒｅ ｓｅｎｔｕ

－

ｎ ｉ ｑｕ ｅａ ｒ ｔ ｉｓ ｔ ｉｃｃｈａ ｒｍ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 ａｎ ｙｉ
；Ｂａｏ

－Ｃｈ ｅｎｇＲａ ｉ
ｌｗ ａｙ ；ｌｏｎ ｇｎａ ｒ ｒａｔ ｉ ｖｅｐｏｅｍ ；ｏｄｅ ；ａｒ ｔ ｉ ｓ ｔ ｉｃ ｃｈａｒｍ

（上接第 ８５ 页 ）

ＯｎＩｎｓｃｒｉｐ
ｔ ｉｏｎＰｏｅｍｓｏｆＨｕａｎｇＴｉｎ

ｇｊ
ｉａｎＳｅｒｖｉｎｇｉｎＥｍｐｅｒｏｒ

’

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ａｆｔｅｒｔｈ ｅＹｕａｎｆｅｎｇ
Ｏ ｆｆｉｃｉａ ｌ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ｎｇＹ ａｎ
ｊ
ｕ ｎ

１

，Ｊ ｉＨ ｏｎｇｙ ａｎ
２

（ １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 ｕｍａｎ ｉ ｔ ｉｅｓ ａｎｄＬａｗ ？Ｓｈ ｉ
ｊ

ｉ ａ ｚｈｕａ ｎｇＴ ｉ ｅｄａｏ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
ｔ
ｙ

＊Ｓｈ ｉ
ｊ
ｉａ ｚｈｕ ａｎｇ 

０ ５００ ４３ ＊Ｃ ｈ
ｉ
ｎａ ｉ

２ ． Ｔｈｅ Ｔ ｒａｉｎ ｉ ｎｇＤｅｐａ ｒｔｍｅｎ
ｔｏｆＰｏ ｌ ｉｃ ｅＣｏｍｍ ａｎｄ ｉｎ ｇＣｏ ｌ ｌｅｇｅ ，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 １ ００００ ＊Ｃ ｈ ｉ 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Ａｓ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 ｌｃ ｏｌ ｌｅｃｔ ｉｏｎｉ ｎ ｓｔ ｉ ｔ ｕ ｔ ｉｏ ｎｏｆｂ ｏｏｋ ｓ ，ｔｈ ｅＥｍｐ ｅｒｏ ｒ＾ Ｓｅｃ ｒｅ ｔａｒ ｉａ ｔａ ｌ ｓｏｃｏ ｌ ｌｅｃ ｔｅｄ

ａ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 ｅｒｏ ｆ
ｐｒ ｅｃ

ｉｏｕｓ
ｐａ

ｉｎｔ ｉｎｇｓａｎｄｃａ ｌ ｌ
ｉ

ｇ ｒａｐｈｙ 
ｗｏ ｒｋｓ ．Ｍａｎｙ

ｓｅ ｃ ｒｅ ｔ ａｒ ｉ ｅｓ ｉｎＥｍｐｅ ｒｏｒ
’

ｓＳｅｃ ｒｅ ｔａｒ ｉ ａｔ

ｗｅｒｅｅｘｐ ｅｒ ｔｓｏ ｆ
ｐ ａｉｎ ｔｉｎｇ

ａｎｄｃａ ｌ ｌ
ｉ

ｇｒａｐ ｈｙ ａｎｄＨ ｕａｎｇＴｉｎｇｊ
ｉａｎｗ ａｓａｔ ｙｐ ｉ ｃ ａ ｌｅｘａｍｐ ｌｅ．Ｉｎ ｓｕ ｃｈａ ｗｏ ｒｋ ｉｎｇ

ｅｎｖ
ｉ ｒｏ ｎｍ ｅｎ ｔ

， ｔｈｅｉｎｓ ｃｒ ｉｐ ｔｉｏｎｐｏｅ ｔ ｒｙａ ｌｓｏｈａｄａｇｏｏｄｒｅａ ｓｏｎｆｏ ｒｃ ｒｅａ ｔ ｉｏ ｎ
．Ｈ ｕａｎｇＴ ｉｎｇｊ

ｉ ａｎ
＾

ｓｐ ｉｃ ｔｏｒｉａ ｌ

ｐｏ ｅｍ ｓｏｒｇａｎ ｉ ｃａ ｌ ｌ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ｈ ｅｔｗｏ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ｏｎｓｏ ｆ
ｐｏｅ ｔ ｒｙａｎｄｐ ａ ｉ ｎｔ ｉ ｎｇｔｏｅｘｐｌ ａｉｎｔｈｅａ ｒｔｉｓ ｔ ｉｃｃ ｏｎｃｅ ｐ

？

ｔ ｉｏｎｏｆ
ｐａ

ｉｎ ｔ ｉｎｇａｎ ｄｔｈｅａｒｔ ｉ ｓｔ ＾ｅｍ ｏｔ ｉ ｏｎ ｓ
．Ｔｈ ｅｐ ｉ

ｃｔ ｕｒ ｅｗ ａｓｖ ｉ ｖ ｉｄａｎｄｔ ｈｏｕｇｈ ｔ ｆｕｌ ＊ｓｈｏｗ ｉｎｇａｕｎｉｑｕｅ

ａｅｓ ｔｈｅ ｔ ｉ ｃｉｎ ｔ ｅｒｅ ｓｔ ．ＡｎｄＹ ｕａｎ
ｙ
ｏｕＰａｒｔｙＤ ｉ ｓｐｕ ｔ ｅｆｏ ｒｍｅｄａｓｔ ｒｏｎ ｇｃｏｎ ｔｒ ａｓｔｗ ｉ ｔｈｈｉ ｓｉｎｓｃｒ ｉｐ ｔ ｉｏｎｐｏｅ ｔｒｙ

ｗ ｉ ｔｈｃｏｍｐｌｅｘｒ ｅａ ｌ
ｉｓ ｔ ｉｃｉｍｐ ｌ

ｉ ｃａ ｔ ｉｏｎ ， ａｎｄｔｈ ｅｆ ｌｏａ ｔ ｉｎｇ
ｏｆ

ｐｅｏｐ ｌ ｅ
’

ｓｈｅａ ｒｔ ｓａｎｄｔｈｅｂｅ ａｕ ｔｙｏ ｆ
ｐｅａｃｅ

ｉｎｔｈｅ

ｐｏｅ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ｃ ｒ ｉ

ｐ ｔｉｏ ｎ
ｐ ｏｅｍｂ ｅｃ ａｍｅ ａ ｗ ａｙｆ

ｏｒＨ ｕａｎｇ
Ｔ ｉ ｎｇｊ

ｉ ａｎｔｏｏｕ ｔｌｅ ｔｃｏｍｐ ｌ ｅｘｍｅｎ ｔａｌ
ｉ ｔｙａｎｄｒｅ ｌ ｉｅｖｅ

ｒｅａ ｌｄ ｅｐ ｒｅｓｓ ｉｏ ｎａｍｏｎｇｐａｒ ｔｙｄ
ｉ ｓｐ ｕｔ ｅｓ ．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ｓ
：
ｅｍｐｅｒｏ ｒ

？

ｓ ｓｅｃｒｅ ｔ ａｒ ｉａ ｔ
ｉｎ ｓｃ ｒ ｉ

ｐｔ ｉｏ ｎ
ｐｏ ｅｍ

；
Ｈ ｕａ ｎｇ

Ｔ ｉ ｎｇｊ
ｉ ａ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