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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准诗在后世的被理解和被误解

林  伟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基础教学部, 辽宁 葫芦岛 125105)

[摘  要 ]  文学史上对于寇准诗歌的关注, 在南宋初年一度掀起热潮, 王十朋、辛敩、陆游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寇诗进行

了评价, 这些评价有的是正确的理解, 如认为寇准之所以诗名不显, 很大程度上是为其功业 /所掩0; 但其中也不乏误读, 盲目

拔高, 失之绝对。客观的说,寇准诗在当时之所以引人注目,应该是宋金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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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初 /晚唐体0的几位代表诗人,如潘阆、魏野、

林逋等在生前均享有极高的声誉。潘阆与宋初著名

文人王禹偁、柳开、宋白等人皆有诗赠答, 清人撰

5四库全书总目 6称 /宋人绝重之也0。魏野和林逋

诗名更甚于潘阆。魏野诗集 5草堂集 6十卷在当时
就远播异域, 5宋史#隐逸传6记载: /大中祥符初契

丹使至, 尝言本国得其上帙, 愿求全部, 诏与之 0。

一位在野布衣的诗集竟能成为两国外交上的 /国

礼 0,可见魏野诗名之盛、声望之隆。林逋其时与魏

野并称,南宋陆游 5跋林和靖帖6尝言: /祥符、天禧

间,士之风节文学名天下者, 陕郊魏仲先、钱塘林君

复二人,又皆工于诗。方是时, 天子修封禅,告太平,

有二人在, 天下麟凤芝草不足言矣。0他的诗作 /时

人贵重甚于宝玉 0 [ 1]
。被称为宋诗开山鼻祖的梅尧

臣,不仅为他的诗集作序,对其诗作推崇备至, 而且

早年创作颇受其影响。

与这些在野诗人相比, /晚唐体 0中唯一的显贵
诗人寇准的诗名似乎要略逊一筹, 但也绝非籍籍无

名之辈。如范雍 5忠愍公诗序 6就称赞他 /尤工于

诗,所成篇咏,脍炙人口, 传写宝密,恨不多得, 鸿笔

奥学, 靡不钦敬0,对他的诗歌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

价。宋僧文莹在 5湘山野录6卷上也有这样的记载:

/寇莱公诗-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 .之句, 深入唐

人风格。初, 授归州巴东令, 人皆以寇巴东呼之,以

比前赵渭南、韦苏州之类。0无论如何, /寇巴东0这

一特定称呼,能够体现出寇准在诗歌创作上所取得

的独特成就。

在寇准身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他在诗坛上仍

然有着一定影响。尤其是南宋初年, 对于寇诗的关

注一度达到了高潮,许多名家时有评论之言,其中的

代表有王十朋、辛敩以及陆游等人。

王十朋,字龟龄, 号梅溪, 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

( 1157)状元, 是高宗、孝宗时期名臣, 以风节闻名于

时。他对寇准之功业极为倾慕, /每叹靖康间复有

如公者出,则南北岂倦于分裂耶? 0 ( 5寇忠愍公巴东

祠记 6 )曾亲至巴东县寇准祠堂凭吊, 撰 5寇忠愍公

巴东祠记 6一文; 在其诗集中, 还另有诗三首, 对寇

准极力推崇,可谓不遗余力。然而,王十朋对寇准的

推崇,基本上还是着眼于他宏伟的政治功业,即使偶

有涉及诗歌,也始终摆脱不了政治因素。他对寇准

将韦应物 /野渡无人舟自横 0增为 /野水无人渡, 孤

舟尽日横 0非常欣赏, 而当时却有一名新进士对这

一联提出质疑: /语当人意为佳句, 何与韦郎野渡

舟。0王十朋对此甚为不满, 于是用其韵作诗回击:

/野水再经吟咏手, 一般景象两般舟。莱公相业韦

郎句,付与诗人仔细搜。0其实这一观点在他先前所

作的 5寇忠愍公巴东祠记 6中,阐述得更为充分:

国朝太平兴国中, 寇莱公为巴东令, 有 /野水无

人渡,孤舟尽日横 0之句, 识者知其必大用。然世知

诵公诗,而不知是诗本出于韦应物, 公取其七字, 析

而增之。应物虽能道是语,而官只郡刺史,不见于施

设, 殆不过为诗人之诗而已。及公取而用之,则果能



舟楫巨川,是岂后人因其已试之效,而为是附会之说

耶? 盖公雅存济世之心,与舟横野渡之意合。正犹

郑七子之徒,取风人之意而赋之,言发诸口而肺肝之

隐洞然可见
[ 2]
。

事实上, 那名进士确实是从纯文学创作的角度

出发,就诗歌而评论诗歌。他认为寇准化用韦应物

之句, 并没有突破前人的成就, 反而因为因袭模拟而

失去了自然之态。这种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清人所

著 5四库全书总目 6, 虽然肯定了寇准的诗歌成就,

却认为这两句诗一无是处, /殆类生吞活剥, 尤不为

工,准诗自佳, 此二句实非其佳处 0 [ 3 ]
。相反, 王十

朋的反击却有穿凿附会之嫌。寇准作此句时, 可能

仅是就眼前之景而发,并无深意隐含其中。王十朋

由于思想上先入为主,用 /莱公相业0与 /韦郎句 0两

相对举,将文学创作与政治功业混为一谈,不能说不

有所偏颇。由此可见,王十朋之推崇寇诗,显然不是

单纯就诗歌成就而言的, 而是在其中添加了过多的

政治色彩。

与王十朋的态度有所不同, 辛敩对于寇诗的欣

赏,政治色彩要相对淡薄得多。宋孝宗隆兴元年

( 1163), 辛敩在徽宗宣和五年 ( 1124)济南王次翁版

寇集的基础上三刻寇准诗, 并作 5再开莱公诗集后

序 6,对寇诗的艺术成就做了充分的肯定: /公清才

雅韵, 冠绝一世, 播于篇什, 平淡淳正, 得风雅之

体。0不仅如此,他还找出了合理的解释来试图为寇

诗正名。在 5再开莱公诗集后序6一文中, 他提出:

/莱公两朝大臣, 勋业之盛, 掀天揭地, 人皆知有其

名徃徃而或不知有其诗。何也? 0得出的结论是:

/盖勋业有以掩之也。0意为寇准的政绩实在太突

出,所以无形中把诗名掩盖了。无独有偶,明人胡应

麟也持相同的观点,不过他论述的范围要宽泛得多,

并非单对寇诗而言。胡应麟在 5诗薮 #杂编6卷五

中提出一个观点, 即 /宋诸人诗皆实有篇章 0, 而其

人之所以在诗歌史上名声不显, 主要是为它物所

/掩0,这些能够掩盖诗名的因素包括了文、词、书、
画以至儒、佛、学、行、勋、节、奸、佞等诸多方面。基

于这种认识,他将寇准归于 /掩于勋者 0一类。就其

实质而言,无论是辛敩的 /勋业0还是胡应麟所说的
/勋0,都是指彪炳史册的政治事功。他们的观点,

一言以蔽之,就是寇准的政声淹没了文名。

辛敩和胡应麟的这种观点, 应当客观地加以分

析。首先它有一定的合理性。中国古代的士人,虽

然是把实现 /立德、立功、立言 0视为人生的最高境

界和终极目标, 但是当这 /三不朽 0无法兼顾的时

候,他们对三者的追求,是有所侧重的。战国时叔孙

豹已经说得非常清楚: /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 此之谓不朽。0 [ 4 ]
三国魏曹

丕虽然在 5典论 # 论文6中提出了 /盖文章, 经国之

大业,不朽之盛事0这一命题,空前提高了 /立言0的

地位和价值,但还是无法使二者等量齐观。唐代是

甚为重视军功的, 但是 /宁为百夫长, 胜作一书生 0
(杨炯5从军行 6)、/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

水0 (李白 5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6 )这些名人名

句, 却能够鲜明地体现出在唐人那里 /立功0与 /立

言0之间悬殊的地位。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和影响
下, 人们在衡量个人的社会价值时, /立功 0的意义

要远在 /立言0之上。如此就不难理解辛敩所说的

/勋业有以掩之 0了: 在 /掀天揭地 0的政治功业面
前, 寇准那本就不甚突出的诗歌成就自然要相形见

绌, 很快为人所遗忘, 以致 /人皆知有其名徃徃而或

不知有其诗0。假设寇准不是一代名臣、建有奇功,

而是如潘阆、魏野或林逋那样的一介寒士,政治上无

丝毫作为,也许他反而会像这些诗友一样,在后人心

目中留下一个 /诗人 0的印象。在这里, 煊赫的政治

功业似乎造成了这样一对矛盾: 它在为寇准带来不

朽政治声名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湮没了诗人在

诗歌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

但是,这种 /诗名掩于勋业 0的观点还是很值得

商榷的。诗名为勋业所掩毕竟只是相对而言的。事

实上,杰出的诗人诗作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掩盖的。

辛敩的观点只是道出了寇诗在后世影响不大的一方

面原因,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正如前文所言,寇

准的诗歌创作,尚无法代表他那个时代诗歌创作的

最高成就;在整个宋代诗坛上,他也不是一位具有影

响力的诗人。辛敩推重寇诗, 急于为之正名的心情

可以理解,但脱离创作实际、盲目拔高就失之绝对

了。

作为一位在诗歌创作上成就突出的诗人, 陆游

对寇诗也有很高的评价。在寇准仙去 147年之后,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六年 ( 1170)十月

过巴东县、登秋风亭缅怀了这位前辈, 留下了一首

5秋风亭拜寇莱公遗像6 (其二 ) :

豪杰何必后世名,材高遇事即峥嵘。

巴东诗句澶州策,信手拈来尽可惊。

陆游在5跋巴东集6中自陈: /予自乾道庚寅入

蜀, 至淳熙戊戌东归,九年间两过巴东, 登秋风、白云

二亭,观莱公手植桧, 未尝不怅然流涕,恨古人之不

可作也。0 [ 5 ]
也许是同样满怀报国壮志又身具高才

的陆放翁,才能算是寇准真正的知音。在这里,他不

仅是以政治家的心态,同时也用诗人的眼光对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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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称 /豪杰0的一生重新进行了审视。在他眼中,

/巴东诗句0甚至是可以和 /澶州策0相并列的, 两者

俱可视为寇准才高惊人之体现:这对寇准的诗歌创

作业绩是一个极大的肯定。寇诗之所以在南宋初期

得到如此多的关注, 这其中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和

历史原因。当时在北方异族金人咄咄逼人的攻势面

前,南宋朝廷步步退让,饱受耻辱, 长期处于被动挨

打的窘境。在有识之士眼中,只有那些有识见、有气

魄、有担当的杰出人物才能拯救国家于水火之中,而

宋朝寇莱公在澶渊一战中所表现出的风度和气质,

他一生赫赫的文治武功, 无疑正是这种英雄人物的

标准样本。于是,寇准又在人们记忆中重新复活,即

以以上所述各家为例,王十朋倾慕他的政治功业,陆

游对他的人生遭遇产生共鸣。从根本上说, 他能够

再度引起文人的热情关注, 他的诗篇无论是被正确

解读还是有所误读,都是宋金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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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u zhun. s Poem s Understood andM isunderstood by the FutureGenerations

LIN We i

(L iaoning Technical University, Huludao 125105, Ch ina)

Abstrac t:  In the early years o f Southern Song Dynasty, a burst o f concern ing Kou Zhun. s poem s rose. Som e fam ous persons,

such asW ang Sh i- peng and Lu You though t h igh ly o f h is poem s. Ove r a l,l their v iew s have both righ t and w rong aspect. This phe-

nom enon w as a resu lt o f an intensified nationa l contradiction be tw een Song dynasty and Jin dynasty.

K ey words:  Kou Zhun;  W ang Sh i- peng;  X in X iao;  Lu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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