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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与文学

赵  润  金
(南华大学 文法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  文学研究对宋孝宗缺乏关注, 实际上他对宋代文学有着重大影响。他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而他的诗歌以抒

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他提倡读苏轼作品,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宋太祖强调的经史两部。他崇尚道学, 召张栻与朱熹侍经筵

讲习儒家经典, 使经筵讲义走向兴盛。孝宗朝的戏剧和话本小说已经相当兴盛, 而他对这些新兴的市民艺术不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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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孝宗赵眘 ( 1127~ 1194), 字元永,秀王偁子, 生于秀

州。初名伯琮, 高宗绍兴三十二年 ( 1162)立为皇太子, 改今

名今字。同年, 即皇帝位。建元隆兴、乾道、淳熙, 在位 27

年。宋孝宗在位期间的文化高度繁荣, 号称 /小元祐0。目

前对宋孝宗与文学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 仔细研究后发现,

宋孝宗对宋代文体文风有着重大影响。

一  宋孝宗诗风

5全宋诗# 孝宗诗6以5周文忠集6等书所录辑为 1卷 38

首 3句。题材主要是两类: 一是题画诗,二是战斗诗。

宋孝宗题画诗如七言绝句组诗5题刁光胤画册6中5双

飞蛱蝶图6: /倘有红妆来拾翠,无端蝴蝶斗飞来。0 [ 1] 268695五

羊图6: /苏武还朝典属国, 一时高爵岂庸人。0 [ 1] 26869 5葵石

图6: /中央正色殊堪重, 况复丹心向太阳。0 [ 1] 26869这类诗歌

为皇族中常见的题材, 如徽宗七言绝句组诗5题院画册6中

5修竹士女图6: /莫向东风倚修竹,翠衫经得几多寒。0 [ 1] 17075

5荷花士女图6: /临池试展凌波步,只恐红莲妬艳妆。0 [ 1] 17075

又如高宗七言绝句组诗5题丹桂画扇赐从臣6其一: /好向烟

霄承雨露, 丹心一一为君开。0 [ 1] 22215其二: /秋入幽丛桂影

团, 香深粟粟照林丹。0 [ 1] 22215

宋代皇族倡导文艺之风, 促进绘画与诗歌的融合,这在

他们的诗歌中屡见不鲜。因此孝宗的题画诗不能脱颖而出,

而战斗诗则显示出了特色, 自太宗开辟升平诗风以后,皇族

中就缺乏有关战斗的篇章。孝宗的战斗诗虽然为数不多, 但

能令人面目一新。孝宗在史论中被誉为 /卓然为南渡诸帝之

称首。0 [2] 3册, 692他即位后有志于恢复, 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

与此相称, 他的诗歌以抒发昂扬的斗志为特色, 展示出了皇

族中少有的雄心抱负 ,别具一格。

孝宗即位后对高宗的路线作了调整。5宋史6卷 335孝

宗一6绍兴三十二年 ( 1162)七月戊申, /追复岳飞元官, 以礼

改葬。0 [ 2] 3册, 618隆兴元年 ( 1163)二月壬戌, /用史浩策, 以布

衣李信甫为兵部员外郎, 赍蜡书间道往中原, 招豪杰之据有

州郡者,许以封王世袭。0 [ 2] 3册, 621孝宗起用主战派发动北伐,

在战争的前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是在战争后期局势发

生了变化。隆兴元年 ( 1163 )五月甲申, /李显忠、邵宏渊军

大溃于符离。0 [ 2] 3册, 623符离兵败使北伐受挫, 无法改变宋金

对峙的局面。对此孝宗于隆兴元年 ( 1163 )十二月丙申制

云: /寻澶渊盟誓之信,仿大辽书题之仪, 正皇帝之称,为叔侄

之国,岁币减十万之数, 地界如绍兴之时。0 [ 2] 3册, 630客观地来

看,虽然孝宗北伐的最终结果没有恢复中原, 但是还是取得

了一些胜利,在与金的隆兴和议上获得了一些权益, 这是其

他南宋帝王所无法企及的。史论称孝宗 /卓然为南渡诸帝之

称首0 [2] 3册, 692并非虚言。与孝宗的恢复理想相应,他的诗歌

中有一些战斗诗,确切地说是北伐的篇章,如七言绝句5题金

山6: /狂虏来临须破胆, 何劳平地战貔貅。0 [ 1] 26864五言古体

诗5新晴有感6: /神州应未远, 当继沛中歌。0 [ 1] 26864杂言古体

诗5新秋雨过述怀6: /平生雄武心,览镜朱颜在。0 [ 1] 26865

陈岩肖5庚溪诗话6卷上对孝宗的这类作品予以热情地

歌颂:

今上皇帝以英睿之资, 宸文圣作, 涣然超卓。方居王邸

时,从太上皇帝视师江左 ,经由京口, 题诗金山曰: /屹然山立

枕中流,弹压东南二百州。狂虏来临须破胆, 何劳平地战貔

貅。0辞壮而旨深,已包不战而屈人兵之意矣。

今上皇帝躬受内禅, 践阼以来,未尝一日暂忘中兴之图,

每形於诗辞。如5新秋雨过述怀6有曰: /平生雄武心, 览镜

硃颜在。岂惜常忧勤, 规模须广大。0如5春晴有感6曰: /春

风归草木,晓日丽山河。物滞欣逢泰, 时丰自此多。神州应

未远,当继沛中歌。0观此则规恢之志大矣 [ 3]上册, 164。



孝宗的战斗篇章在体式上以古体较多,古体诗是孝宗所

擅长的, 如杂言古体诗5冷泉堂6: /孰云人力非自然, 千岩万

壑藏云烟。上有峥嵘倚空之翠岭, 下有潺湲漱玉之飞

泉。0 [1] 26868他所推崇的诗人是李白, 5宋诗钞# 剑南诗钞序 6

云: /孝宗尝问周曰必大: -今诗人亦有如唐李白者乎? . 必大

以游对, 人因呼为小太白。0 [ 4] 2册, 1819李白的古体诗无疑影响

了孝宗的创作。

孝宗的诗歌抒情不够含蓄,如五古5新秋雨过述怀6云:

/平生雄武心, 览镜朱颜在0 [ 1] 26868等。正如徐学夷在 5诗源

辨体# 后集6卷一中所说: /宋人五七言古, , ,快心露

骨。0 [5] 376而且缺乏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因为与金国很快达

成了隆兴和议, 所以孝宗本人一生并没有亲自领兵出征过,

实际上他对战争情景是陌生的。但是比起太宗来,他又是有

突破的, 太宗一生亲自领兵出征多次包括两次御驾亲征伐契

丹, 而流传下来的 560首诗中没有 1篇描写了战斗场面或抒

发战斗豪情。相比之下, 孝宗的诗篇展示出了皇族中少有的

雄心抱负, 较有特色。但是这类作品数量并不多, 这与北伐

的时间太短有关, 前后不到一年。孝宗无法改变皇族重文轻

武的祖宗家法, 无法改变宋金对峙的局面, 他文治有余, 武功

不足, 在位期间广征图书,修 5中兴馆阁目录6, 重视道学, 发

展文化事业 , 虽然孝宗七言律诗 5游玉津园赐皇太子以下

官6云: /文武从来资并用,酒余端有侍臣篇。0 [ 1] 26868在文武

并用当中, 孝宗还是侧重于文, 执行的是皇族崇文抑武的祖

宗家法, 因此他的战斗诗篇不多就不难理解了。

二  宋孝宗与苏轼作品的传播

宋代皇族倡导读书,宋孝宗就兴起一股读书热。孝宗诗

说: /富贵必从勤苦得, 男儿须读五车书。0 [ 1] 26871孝宗提倡的

读书与一般的皇族提倡的读书有不同。宋代皇族倡导读书

的目的如5宋史6卷一5太祖一6建隆三年 ( 962 )二月壬午对

侍臣们说是 /通治道, 0 [ 2] 1册, 11与此相应读书的范围是在经

史两部, 如5宋史6卷三5太祖三6云:

晚好读书, 尝读二典,叹曰 : -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

何近代法网之密乎! . 谓宰相曰: -五代诸侯跋扈, 有枉法杀

人者, 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 自今

诸州决大辟, 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 [ 2] 1册, 50。

又5续资治通鉴长编6卷九开宝元年 ( 968)四月丙子,

/上好读书,每遣使取书史馆, 多逊预戒吏令遽白所取书目,

多逊必通夕阅览以待问。0 [ 6] 2册, 201- 202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6

卷 155绍兴十六年 ( 1146)十一月庚午, /上曰: -当日行诗赋

为士人不读史; 今若耑用诗赋士人不读经。大抵读书当以经

义为先, 所论宜令礼部看详以闻。. 0 [7] 2519

而孝宗提倡读苏轼作品, 使读书的范围突破了经史两

部, 包括大量文学作品。苏轼的作品既有非文学作品,又有

文学作品。非文学作品如5御试制科策6, 对于自己的科程

文章, 苏轼是不满意的。5苏轼全集 6文集卷 495答刘巨济

书6云: /仆老拙百无堪,向在科场时, 不得已作应用文, 不幸

为人传写, 深可羞愧, 以此得虚名。0 [ 8]下册, 1662苏轼本人的追

求体现在5苏轼全集6文集卷 665论文6:

吾文如万斛泉源 ,不择地皆可出, 在平地滔滔汩汩, 虽一

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 随物赋形 ,而不可知也。所

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 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

虽吾亦不能知也 [ 8]下册, 2100。

以及5苏轼全集6文集卷 495与谢民师推官书6: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 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 初

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 常止于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 姿态

横生。孔子曰: /言之不文, 行之不远。0又曰: /辞达而已

矣。0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 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

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 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

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 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 则文不可

胜用矣 [ 8]下册, 1652。

/随物赋形0、/文理自然0、/姿态横生0、/辞达0才是苏

轼的追求。苏轼的文学作品如5后赤壁赋6、5记承天寺夜

游6、5游金山寺6、5水调歌头6等等实践了苏轼的追求, 不同

于科程文章等功利性作品, 有自身独特的审美价值, 是优秀

的文学作品,值得学习。但是苏轼的这些文学作品在徽宗朝

禁止传播, 5宋史6卷 195徽宗一6建中崇宁二年 ( 1103 )四月

乙亥云: /诏毁刊行5唐鉴6并三苏、秦、黄等文集。0 [ 2] 3册, 367这

不利于传播苏轼优秀的文学作品。而孝宗则在传播苏轼优

秀的文学作品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5宋史6卷 345孝宗

二6九年二月丁亥, /特赠苏轼为太师0 [ 2] 3册, 655。孝宗喜爱苏

轼作品,他于乾道九年 ( 1173)下5苏文忠赠太师制 6盛赞苏

轼,说: /远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声。0 [ 9] 235册, 161诏书由词

臣撰写,用了许多美妙动人的言语,杨万里5诚斋诗话6云:

黄仲秉摄西掖,行东坡赠太师谥文忠词云: /朕考百年治

乱之原,识诸老忠邪之辨; 惟小人无所忌惮使君子至于困

穷。0又云: /某目无全牛,意空凡马。道不行而言立, 身愈退

而名高。0 又云: / 言之尚 至于 叹嗟, 闻者 亦为 之兴

起。0 [ 3]上册, 156

由于孝宗的推动, 苏轼作品迅速得到了推广。罗大经

5鹤林玉露6卷 95二苏6云: /孝宗最重大苏之文, 御制序赞,

特赠太师,学生翕然诵读。所谓人传元祜之学, 家有眉山之

书,盖纪实也。0 [10] 87册, 139/家有眉山之书0虽然夸大其词, 但

是也的确说明了因为孝宗的提倡使得阅读苏轼作品成为当

时的社会时尚。据5宋人别集叙录6 [ 11]上册, 401- 468可知苏轼作

品在南宋中期有四个集子, 为现存宋人别集之最,分别是5东

坡集6、5王状元集注东坡诗6、5东坡先生诗6、5经进东坡文

集事略6。其中5东坡集6在孝宗时, 就有孝宗时刊大字本、

孝宗时刊小字本、孝宗时刊二十字本三种版本。孝宗还向大

臣推荐好的注释本,陈岩肖5庚溪诗话6卷上云:

今上皇帝尤爱其文。梁丞相叔子, 乾道初任掖垣兼讲

席,一日, 内中宿直召对, 上因论文,问曰: /近有赵夔等注轼

诗甚详,卿见之否? 0梁奏曰: /臣未之见。0上曰: /朕有之。0

命内侍取以示之 [ 3]上册, 171。

可见因为孝宗的提倡而使苏轼作品得到广泛诵读, 对弘

扬优秀文学作品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  宋孝宗与经筵讲义

宋孝宗在位期间崇尚道学,他召道学大师张栻与朱熹侍

经筵讲习儒家经典。经筵讲义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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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宋人有意识地整理经筵讲义, 主要出现在南宋, 如 5宋

史6卷 4705杜范传6云: /嘉定元年举进士,调金坛尉, 再调婺

州司法。, ,其所著述, 有古律诗歌词五卷,杂文六卷, 奏稿

十卷, 外 制 三 卷, 5进 故 事 6 五 卷, 5经 筵 讲 义 6 三

卷。0 [2] 35册, 12279- 122895宋史6卷 4375真德秀传6云: /登庆元五

年进士第, 授南剑州判官。, ,所著5西山甲乙稿6、5对越

甲乙集6、5经筵讲义6、5端平庙议 6、5翰林词草四六6、5献

忠集 6、5江 东 救 荒 录 6、5清 源 杂 志 6、5星 沙 集

志6。0 [ 2] 37册, 12957- 12965宋人的经筵讲义较多出现在理宗朝, 与

道学的官方地位确立有关。5宋史6卷 4295朱熹传 6云: /淳

祐元年正月, 上视学, 手诏以周、张、二程及熹从祀孔子

庙。0 [2] 36册, 12769理宗于宝庆三年 ( 1227 )正月十九日下 5朱嘉

赠太师追封信国公诏 6云: /朕每观朱熹 5论语6、5中庸6、

5大学6、5孟子 6注释, 发挥圣贤之蕴, 羽翼斯文, 有补治

道。0 [9] 345册, 98道学的地位在理宗朝得到了皇帝的确立,因此

经筵讲义在理宗朝已经是达到了顶峰。

但是经筵讲义在孝宗朝是道学的迅速上升时期,这是道

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如周密在 5癸辛杂识6续集卷下5道

学6说: /道学之名, 起于元祐, 盛于淳熙。0 [ 10] 345册, 471李心传

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6甲集卷六 5道学兴废6说: /乾道淳熙

间, 二人 (张栻与朱熹 )相往来, 复以道学为己任。, ,南轩

侍经筵不久而去, 晦庵屡召不起, 上贤之。0 [ 10] 29册, 39- 40 5宋

史6卷 4295朱熹传6云:

孝宗即位, 诏求直言,熹上封事言: /圣躬虽未有过失,而

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

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举, 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

意。陛下毓德之初, 亲御简策, 不过风诵文辞, 吟咏情性, 又

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夫记诵词藻, 非所以探渊源而出

治道; 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

物致知, 以极夫事物之变, 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 则自然意

诚心正, 而可以应天下之务。0 , ,其为学, 大抵穷理以致其

知, 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尝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

方册, 圣经之旨不明,而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 以研

穷圣贤之经训 [ 2] 36册 , 12752- 12769。

5宋史6卷 4295张栻传6云:

时孝宗新即位, 浚起谪籍, 开府治戎, 参佐皆极一时之

选。栻时以少年, 内赞密谋, 外参庶务, 其所综画, 幕府诸人

皆自以为不及也。间以军事入奏,因进言曰: /陛下上念宗社

之仇耻, 下闵中原之涂炭,惕然于中, 而思有以振之。臣谓此

心之发, 即天理之所存也。愿益加省察,而稽古亲贤以自辅,

无使其或少息, 则今日之功可以必成, 而因循之弊可革矣。0

孝宗异其言, 于是遂定君臣之契。, ,兼侍讲, 除左司员外

郎。讲5诗葛覃6,进说: /治生于敬畏, 乱起于骄淫。使为国

者每念稼穑之劳, 而其后妃不忘织紝之事, 则心不存者寡

矣。0 [2] 36册, 12770- 12773

孝宗请道学大师张栻与朱熹侍经筵,于是经筵讲义开始

活跃起来, 直到理宗朝达到高峰。经筵讲义较一般的儒学讲

义有区别, 因为它是给帝王侍讲, 所以语气十分严谨不及一

般讲义活泼。如朱熹5晦庵集 6卷 155经筵讲义6中有关5大

学6的讲义多有 /臣尝窃谓, ,惟圣明之留意0 [ 12] 1143册 , 250- 251

等严肃的话语而无师生对话, 而对照朱熹 5四书或问6卷 1

中有关5大学6的讲义就发现常有师生对话, 如 /或问: -大学

之道理,吾子以大人之学, 何也? . 曰: -此对小子之学言之

也 . 0 [ 12] 197册, 217。师生问答以阐发义理, 语气较活泼。经筵

讲义为孝宗朝兴旺起来的体例, 该体例只有 5南宋文范6中

才有著录,该书卷 26收经筵讲义 1卷 2篇, 1篇为张栻作品,

侍讲5诗经6中的二南 [ 13]上册, 304- 305; 1篇为文天祥作品, 侍讲

5周易6中贲卦 [ 13]上册 , 305。而5文选6、5唐文粹 6、5元文类 6、

5明文衡6、5文章辨体6、5文体别辨6等都不见著录该体。客

观地说,此体虽然少有文学价值,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文体也

不应该忽视。

四  宋孝宗与戏剧

宋代皇族奉行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国家承平日久, 社

会经济发展,文娱活动繁荣。作为当时新兴艺术样式的戏剧

如宋杂剧也有了长足发展。宋孟元老5东京梦华录6序云:

/伎巧则惊人耳目。0 [ 14] 4 就是指这些新兴的艺术令人耳目

一新。宋代戏剧开始繁荣的时间在徽宗朝后期, 如卷 5/京

瓦伎艺0云: /崇、观以来, , ,每遇内宴前一月, 教坊内勾集

弟子小儿,习队舞, 作乐杂剧节次。0 [ 14] 132- 133

孝宗朝的戏剧已经相当兴盛, 已经涌现出一大批御用演

员,对于这个演员阵容, 5武林旧事6卷 4/乾淳教坊乐部 0作

了非常详细的记录:

杂剧色:

德寿宫:

刘景长使臣、王喜保义郎头, 名都管使臣, 又名公谨, 号

玩隐老人、茆山重茅牙头、盖门贵、盖门庆末、侯谅侯大头,次

末、张顺、曹辛、宋兴燕子头、李泉现引兼舞三台。

衙前:

龚士美使臣都管、刘恩深都管、陈嘉祥节级、吴兴祐德寿

宫引兼舞三台、吴斌、金彦升管干教头、王青、孙子贵引、潘浪

贤引兼末部头、王赐恩引、胡庆全蜡烛头、周泰次、郭名显引、

宋定次德寿宫蚌蛤头、刘信副部头、成贵副、陈烟息副大口、

王侯喜副、孙子昌副末节级、焦金色、杨名高末、宋昌荣副,欢

喜头 [ 15] 109。

乾淳指乾道 ( 1165 ~ 1173)和淳熙 ( 1174 ~ 1189) , 是孝

宗的第二、三个年号。关于德寿宫 , 5宋史6卷 325高宗九6绍

兴三十二年 ( 1162 )六月云: /戊辰, 名新宫曰德寿。, ,丙

子,诏皇太子即皇帝位。帝称太上皇帝, 退处德寿宫, 皇后称

太上皇后。0 [ 2] 611周密5武林旧事6卷四 /故都宫殿0: /德寿宫

孝宗奉亲之所0 [ 15] 107。根据乾淳和德寿宫可知此时高宗已

经退位而由孝宗执政, 这个时期是宋朝的第二个鼎盛时期,

5武林旧事6序云: /乾道、淳熙间, 三朝授受,两宫奉亲, 古昔

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 号-小元祐 . 0 [ 15] 1。这时期社会

经济和文化都与元祐相提并论。乾淳年间的宋代戏剧达到

了高峰, 5武林旧事6卷 4/乾淳教坊乐部0中规模空前的杂剧

演员表的出现就是标志, 此前的文献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记

载,后世也罕有此阵容。宋孝宗朝杂剧已经相当完备了,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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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耐得翁5都城纪胜6 /瓦舍众伎0中印证: /杂剧中, 末

泥为长, 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 先做寻常熟事一段, 名曰艳

段; 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 引戏色分付, 副

净色发乔, 副末色打诨0 [ 10]续编240册, 270。5武林旧事6卷 4/乾

淳教坊乐部0杂剧三甲: /潘浪贤一甲五人: 戏头孙子贵、引

戏郭名显、次净周泰、副末成贵。0 [ 15] 117两者在人数、角色方

面基本一致, 充分说明了孝宗朝杂剧已经定型。遗憾的是因

为孝宗忽视这些御用演员, 所以关于这些演员的生平事迹罕

有记载, 而元代钟嗣成5录鬼簿6则对元代戏剧演员的生平

事迹有介绍,如卷上云: /关汉卿, 大都人, 太医院尹,号已斋

叟。0 [16] 8卷下云: /沈和甫, 钱塘人, 能辞翰, 善谈谑, 天性风

流, 兼明音律,以南北词调和腔自和甫始。如5潇湘八景6、

5欢喜冤家6等, 极为工巧, 后居江县卒。江西称为蛮子汉

卿。0 [16] 33明代皇族更是重视杂剧。皇子朱权创作了 5冲漠

子独步大罗天6, 5卓文君私奔相如6等多部杂剧,皇孙朱有

火敦是明代杂剧史上创作旺盛的作家。有5牡丹仙6、5八仙

庆寿6 5小桃红6、5十长生6、5辰钓月 6、5烟花梦6、5香囊

怨6、5团圆梦6等近 30部, 内容多喜庆、升平、神仙。而贾仲

明和杨讷都是成祖的御前侍从。贾仲明创作了 5萧淑兰6、

5升仙梦6, 杨讷创作了 5西游记6, 以朱权、朱有火敦为核心

形成了宫廷派杂剧创作的流派。与此相反,宋代皇族鄙视戏

剧, 这种态度对当时俗文学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 使之难登

大雅之堂, 长期得不到重视。这种现象在孝宗朝尤其突出,

因为孝宗朝的杂剧是非常繁荣的,而孝宗在体例上重视的是

文章, 如经筵讲义。而对于戏剧, 持可有可无的观点, 如5宋

会要辑稿# 乐五教坊乐6云:

孝宗隆兴二年天申节, 将用乐上寿, 上曰: /一岁之间只

两宫诞日外, 余无所用, 不知作何名色? 0大臣皆言, 临时点

集, 不必置教坊。上曰: /善。0乾道后, 北使每岁两至, 亦用

乐, 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 止令修内司先两旬教习 [17] 351。

他对于日常生活中所目睹的杂剧艺术不予关注, 包括

5武林旧事6卷 4/乾淳教坊乐部0中庞大御用杂剧演员阵容。

这种态度对于正处于繁荣上升阶段的戏剧艺术非常不利。

五  宋孝宗与话本小说

周密5武林旧事6序: /乾道、淳熙间, 三朝授受, 两宫奉

亲, 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 号-小元祐 . 。既而曳裾

贵邸, 耳目益广,朝歌暮嬉, 酣玩岁月,意谓人生正复若此, 初

不省承平乐事为难遇也。0 [ 15] 1孝宗朝时期的社会文化生活

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娱乐艺术的话本小说在题

材、作品数量、艺术创作等方面都较完备。面对日益繁荣的

说话艺术, 孝宗却采取了冷漠态度。

在题材方面, 宋代话本题材已经基本定型, 如耐得翁5都

城纪胜6 /瓦舍众伎0云 :

说话有四家: 一者小说, 谓之银字儿, 如烟粉、灵怪、传

奇。说公案, 皆是搏刀赶捧,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 谓

士马金鼓之事。说经, 谓演说佛书。说参请, 谓宾主参禅悟

道等事。讲史书, 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最畏

小说人, 盖小说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 顷刻间提破。合生与

起令、随令相似,各占一事 [ 10]续编240册, 270。

而吴自牧5梦粱录6 /小说讲经史0条云:

说话者,谓之 /舌辩 0, 虽有四家数, 各有门庭。且小说

名 /银字儿0,如烟粉、灵怪、传奇、公案朴刀杆棒发发踪参之

事, , ,谈经者, 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者,谓宾主参禅悟道等

事,有宝庵、管庵、喜然和尚等。, ,讲史书者, 谓讲说 5通

鉴6、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 ,但最畏小说人,

盖小说者,能讲一朝一代故事, 顷刻间捏合, 与起令随令相

似,各占一事也 [ 10] 96册, 270。

虽然5都城纪胜6分为小说、公案、说铁骑儿、说经、说参

请、讲史书六种而5梦粱录6分为小说、谈经者、说参请者、讲

史书四种,在名目稍有差异但是基本上一致, 而且都认为其

中以小说最生动感人。因此宋代话本的体制已经成熟。

在作品数量方面,罗烨5新编醉翁谈录6甲集卷一 /舌耕

叙引0中 /小说开辟0所开列的小说篇名名单, 如云: / 5杨元

子6、5汀州记6、5崔智韬6、5李达道6、5红蜘蛛6、5铁瓮儿 6、

5水月仙6、5大槐王6、5妮子记 6、5铁车记6、5葫芦儿 6、5人

虎传6、5太平钱6、5芭燕扇 6、5八怪国 6、5无鬼论6, 此乃是

灵怪之门庭。0 [ 18] 1266册 , 408等等共有 111种, 可见宋代话本作

品数量已经非常庞大。

在创作方面, 罗烨 5新编醉翁谈录6甲集卷一 /舌耕叙

引0中 /小说引子0对小说艺人的创作修养作了概括 ,如云:

/夫小说者, 虽为末学, 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 有博览

该通之理。幼习5太平广记 6, 长攻历代史书。烟粉奇传, 素

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 只在唇吻之上。 5夷坚志 6无有不

览, 5诱莹集6所载皆通。0 [ 18] 1266册 , 408可见宋代话本艺人的职

业涵养已经具备了水准。

在社团方面,这些民间艺人还组建了专门的社团如周密

5武林旧事6卷 3/社会0条中 /雄辩社小说0 [15] 75。可知宋代

话本艺人的组织已经具备了规模。

在作家方面,周密5武林旧事6卷 6/诸色伎艺人0开列了

一份详细的话本小说艺人名单:

小说:

蔡和、李公佐、张小四郎、朱修德寿宫、孙奇德寿宫、任辩

御前、施珪御前 、叶茂御前、方瑞御前、刘和御前、王辩铁衣

亲兵、盛显、王琦、陈良辅、王班直洪、翟四郎升、粥张二、许

济、张黑剔、俞住庵、色头陈彬、秦州张显、酒李一郎、乔宜、王

四郎明、王十郎国林、王六郎师古、胡十五郎彬、胡衣毛三、仓

张三枣儿、徐荣、徐保义、汪保义、张拍、张训沈 、沈、湖水

周、熬肝朱、掇 张茂、王三教、徐茂、王主管、翁彦、嵇元、陈可

庵、林茂、夏达、明东、王寿、白思义、史惠英女流 [ 15] 181- 182。

这当中有多人就是专门为宋孝宗服务的 ,如 /朱修德寿

宫、孙奇德寿宫、任辩御前、施珪御前、叶茂御前、方瑞御前、

刘和御前。0根据德寿宫可知此时高宗已经退位而由孝宗执

政,这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都与元祐相提并论, 作为娱乐活

动的说话艺术高度发展,而孝宗对说话艺术的忽视使得这种

当时繁荣的新兴艺术得不到应有的关注。现存宋话本非常

美妙动人。如5碾玉观音6:

当时崔宁买将酒来, 三杯两盏,正是: /三杯竹叶穿心过,

两朵桃花上脸来。0道不得个 /春为花博士, 酒是色媒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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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秀道: /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 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

你记得也不记得? 0崔宁叉着手, 只应得喏。秀秀道: /当日

众人都替你喝采: -好对夫妻! .你怎地倒忘了? 0崔宁又则应

得喏。秀秀道: /比似只管等待, 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

不知你意下如何? 0崔宁道: /岂敢。0秀秀道: /你知道不敢,

我叫将起来, 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 我明日府里

去说! 0, ,当夜做了夫妻。

塑造出这样一位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是诗文这些正统

的体式中少见的, 贴近人生。话本小说这样一种在以市民生

活为主要题材的通俗流行的新兴艺术长期为宋孝宗所忽视,

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看来他们是对牛弹琴了。

综上所论, 宋孝宗对宋代文体文风有着重大影响,这当

中既有积极的一面如战斗诗篇和读书热,又有消极的一面如

鄙视戏剧和小说。而且有些很难用积极与消极来区分的文

体如经筵讲义。如何客观地评价宋孝宗与文学的关系还有

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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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eror X iaozong of Song and L iterature

ZHAO Run- ji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It is a lw ays lack of literature study about em pero rX iao zong, w ho actua lly had a g rea t influence on literatu re o f Song

Dynasty. H e appo inted battle faction to fight northern and h is poem s expressed a h igh- sp irited fightw ill as a cha racte ristic. H e advo-

ca ted read ing Sushi wo rks wh ich m ade a g rea t breakth rough from Confucian classics and histo rical w orks that em peror Ta izu had

stressed. H e uphe ld Confucian ism and asked Zhux i and Zhangshi to expla in Confucian class ics as h is teachers, so Confucian class ics

flourished . D ram a and novel had been prosperous in his day, but he ignored the new ly deve lop ing city res ident art.

K ey words:  Em pe ror X iaozong of Song;  poetic sty le;  Sush;i  Confuc ian; dram a;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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