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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王安石诗歌中的“空灵”诗境特征

史　 俊　 杰
(青海师范大学 文学院,青海 西宁 810016)

[摘　 要] 　 儒释道文化兼容并包,经历坎坷、创作颇丰的王安石,其诗歌中蕴含的“空灵”诗境,呈现出超脱尘世、万物一

空的禅境特征,具有静淡中显灵动气韵、融自然与主观于空灵、以议论喻托之法显空灵、蕴理于空灵的特征。 探究这些特征在

诗歌中的呈现方式,将有利于加深对其诗歌中“空灵”诗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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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早年跟随父亲

在南方各地宦游,以儒家理想为人生志向,渴望建功

立业,以杜甫为偶像,积极作为,希望以自己的聪明

才智和能力帮助当时的皇帝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

业,这些都得益于他秉持安天下黎民苍生的崇高理

想。 虽然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他在实现儒

家理想的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当时以宋仁宗为

代表的最高统治阶层以及以太后为首的反对派的阻

挠,致使其人生大起大落,两次出入相府。 加之他晚

年,爱子王雱不幸早逝,这残酷的人生经历让他在现

实中异常苦闷悲痛。 在他退居金陵之后,开始转向

曾经接触过的佛教,特别是晚年更是醉心于佛禅,让
他的人生看到了一点希望。 在他与佛教结缘的过程

中创作了许多蕴含“空灵”诗境的诗歌,对于王安石

诗歌中空灵诗境的内涵,笔者已有专篇论文进行解

析,故在此不再赘述。 王安石“运用清新、淡雅、朴
素、自然的诗语,在灵感中自然凝结为意境空灵的性

灵诗” [1]具有独特的特征。 其中以自然景物喻像,
充满生命的灵动感和灵力,抒发感情合适,有些以议

论等方式来直接说明其内涵,有些是以理性的灵性

代替自然的灵性,而呈现出偏理性的特征,其诗歌中

蕴含的这些“空灵”诗境特征是笔者尝试探究的问

题,也是本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一　 静淡中显灵动气韵

佛禅文化主张以“悟”的方式参禅悟道,但是仍

要凭借一定的法相来实现,纵使佛国世界里营造的

虚静,万古长空、万物一体等空灵境界,也要通过我

相、众生相来形象地表达出来。 在王安石诗歌中营

造的自然之空灵、禅境之空灵以及心性之空灵也是

借助自然界的景物,如山、河、云、月、雾、日、花、绿
荫、桥等景物,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营造不同特征的

空灵境界。 王安石在诗歌中运用一些自然景物营造

具有自然空灵诗境的诗歌,如《游杭州圣果寺》一诗

曰:“登高见山水,身在水中央。 下视楼台处,空多

树木苍。 浮云连海气,落日动湖光。 偶坐吹横笛,残
声入富阳。” [2]595 此诗用山、水、楼阁、树木、浮云、海
气、落日、湖光、横笛等自然景象向读者呈现了一个

山水相映,寺院楼台隐没在苍苍葱郁的树木之中的

意境,此时空荡荡的山被苍翠的树木填满,被水环

绕,让本无生机和灵气的空山瞬间具有了生命的灵

动,同时也暗含了佛禅在远离尘世的环境中修行,而
修行的寺院以及周围的环境却充满空灵之意,尽显

深山藏古寺的意蕴。 远处浮云与海相连,此时海天

一线,在这种环境中的事物就像一个整体,完全融合

在一起。 西落的太阳照在平静的湖面上,波光粼粼、
万丈金光,仿佛空灵寂静的空山之中泛出一缕佛光,
让亲眼目睹此景者豁然开朗,心情顿时舒畅爽朗。
这是作者运用自然景物塑造的一个树木、水、光、楼
阁充盈了空山,却无处寻找任何行迹的空灵诗境。
《落星寺》:“崒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 坐



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 雁飞云路声低过,
客近天门梦易回。” [2]875 作者描写落星寺便运用了

云、长江、山川、日、月、雁等自然景象,描绘了一个完

全超乎人想象的空灵诗境,在那里高耸入云的台殿,
蜿蜒的长江,身处其中但又与这些物象保持一定的

距离,可以看到山川河流轮流吞并日月,但是远处并

没有车马扰乱这安静的环境。 在云中展翅翱翔的大

雁,其鸣叫声仍然能响彻整个山川大地,作为做客在

天地间的客人将要走近南天门的时候突然从梦中惊

醒,原来这一切都是梦,但是梦境却是包蕴“万古长

空,空山无人” [3]的空灵诗境,虽然在这里看不到人

的踪迹,但是变幻开阖,其中的一举一动都好像是一

位拥有神秘力量的人在操纵。 他能够很好地将梦境

中的“空与灵结合在一起,在纯净、虚静、空荡的气

氛中时时透露出生命的灵气” [3]。 其诗歌《自白兔

村入北寺二首》(其一)中运用农村田园生活中常见

的一些景物,营造了一种水流花开,静看花开花落,
风轻云淡的恬淡心态,从而更好地彰显人的心性之

空灵,其诗曰:
木杪田家出,城阴野迳分。
溜渠行碧玉,畦稼卧黄云。
薄槿臙脂染,深荷水麝焚。
夕阳人不见,鸡鹜自成群[2]578-579。
这首诗作者用农村田间常见的一些景物,畦稼、

深荷、夕阳、鸡鹜、百泉、飞鸟、潺湲等描绘出作者从

白兔村入北寺路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凭借自己的

才智和灵觉,描绘了一个远远望去只见笼罩在村庄

上方茂密的树梢,其村庄阴面的小路如此分明,小溪

如一条玉带一般,一畦畦临近成熟的麦田类庄稼远

远望去如片片黄云,这样绿色与黄色交织,顿觉周围

是生机盎然的景象。 作者在安静中慢慢欣赏木槿的

美色,远处的荷塘里散发出阵阵荷香。 夕阳西下,唯
独不见人的踪迹,周围鸡鸭成群,好一幅明净的农村

田园环境图。 作者用具有生命色彩感的绿色和黄色

以及盛开的木槿花和树叶的颜色,塑造了一个充满

色彩感的自然环境,而且几乎看不到人的踪迹,只是

用自然界无声的具有生命色彩植物的运动来衬托环

境的清幽、寂静,人在其中感受到这种环境的清幽、
雅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心性清净、心灵的空和精

神的淡泊,凸显出清逸与恬淡,在这里“诗歌意象呈

现出空明、静谧、物本自然状的寂然之美,在这种寂

然之境中生发出诗人高度圆满的主观心性,他是灵

动的、生机盎然的” [4],因此作者在这种环境下静静

感知不一样的美,打开心与物联系的关键一环。

二　 融自然与主观于空灵

在中国古代文论范畴里,主张“诗言志”,同时

又主张“诗缘情而绮靡”,因此在诗歌中抒发感情的

时候都会受这些传统观念的影响。 作为集“儒释

道”三家文化于一身的北宋文人中的一份子,王安

石在诗歌中表达感情时就会在无形之中蕴含禅宗参

禅悟道的思想,一定程度上体现“以心传心” “不立

文字”,甚至像迦叶拈花微笑的表达方式,所以抒发

感情的分寸与自己所处的环境相匹配。 如其在《题
勇老退居院》中用“梦境此身能且在,明年寒食更相

寻” [2]578-579 表达如果梦境中人身心健康,心性高度

圆满,那么明年在寒食节的时候希望再次相遇。 他

的另外一首《北山道人栽松》用“磊砢拂天吾所爱,
他生来此听楼钟” [2]1092 直接表达在风和日丽、晴空

万里、高山空谷的环境中,非常适合心有杂念的

“我”在此聆听自然的声音,而山谷中风声、树声、雪
融声如空谷传音,对内心净化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在
这里让作者很好地实现人与物、人与世俗的暂时隔

绝,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存在,与世事无争的自由状

态,这是作者在营造空灵诗境中蕴含的诉求,只是这

种诉求以一种圆满和谐的方式传达,与毛诗序里主

张的“主文而谲谏”以及中国传统诗歌主张的“言有

尽而意无穷”高度相似。
王安石不仅通过营造诗歌的空灵意境表达对友

人的相遇、钟声的喜爱,对空山无人、空谷幽静的向

往,而且还通过创作反前人之意而为之的空灵意境

来呈现“空灵”诗境的特征。 如作者为了凸显落花

流水、空山无人的空灵诗境特征,创作了一些诗歌。
如《钟山记事》一诗,其诗曰:“涧水无声绕竹流,竹
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

幽。”宋人李壁曾经对此笺注曰,荆公尝谓山谷云:
“古 称 ‘ 鸟 鸣 山 更 幽 ’, 我 谓 不 若 ‘ 不 鸣 山 更

幽’。” [2]1155 在这里,李壁的笺注通过荆公表达诗歌

空灵意境与王维营造“鸟鸣山更幽”的空山无人之

空灵诗境时不同想法的对比,认为他们都在营造一

种空山无人、花开无声、花落无息的空灵诗境,王荆

公通过静中极静来凸显空寂无人的空灵之境,与王

佑丞以动衬静来营造的空灵诗境所用的方法截然相

反,虽然王安石营造的空灵诗境表面是安静、毫无生

气,但实际生命的张力蕴含其中,与王维营造的充满

生命静感和动感融合、充满灵动生气感相比缺少了

表面的活力,实际上却多了一份生命的厚重和积淀,
让空灵诗境的特征更加明显。 王安石诗歌中的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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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境是“以圆满空静的自我心性去契合生生不息的

宇宙精神,达到灵气往来的美学境界,是寂然空明又

灵动自适的,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然后宇宙

中一切理一切事无不把他的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

前,所谓‘真力弥漫’,则‘万象在旁’” [4],展示了他

空灵诗境中表达的感情以及表达感情分寸的合适,
将自然之空与主观心灵的空融合为一体,深度体现

出融自然与主观于空灵的诗境特征。

三　 以议论喻托之法显空灵

宋诗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以议论入诗。 南宋著

名诗论家严羽评价宋诗:“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

挂角,无迹可求。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
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

意无穷。 近代诸公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

学为诗,以议论为诗。 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

也。” [5]严羽说明了唐宋诗的不同之处,并认为宋诗

好理、好议论,并明确表明了对宋诗的偏见。 而且对

于能够以议论入诗,清代著名的诗论家沈德潜曾说:
“人谓诗主性情,不主议论。 似也,而亦不尽然。 诚

思《二雅》中,何处无议论。 ……但议论须带情韵以

行,勿近伦父面目耳。” [6] 他指出,在众多文人观念

中,诗歌是用来抒情言志,不能在诗中进行议论,实
际上并非如此,诗歌能否以议论入诗,并不是绝对

的。 反观《诗经》中的“雅”诗部分,处处充满了议

论。 如果在议论的过程中做到文质统一,少一些说

教色彩,这样创作出来的诗歌反而更加具有艺术魅

力。 宋代文人创作诗歌采用以议论入诗的创作方法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效果,并且他们将诗歌的诗性美、
空灵美和哲学美有机统一,增添了诗歌的艺术韵味。
加之宋代疑古思潮的兴盛和理学的兴起,促使那一

时代的文人墨客在诗文创作过程中苦心孤诣创作新

的方式方法,尽可能摆脱唐代文学的桎梏,其中最为

出名的就是散文化的创作手法,主张“以文入诗,以
议论入诗”,使宋代的诗歌在营造意境,表达感情方

面比唐人更加别出心裁,而且“对于空灵的表现会

显露痕迹,空灵是万象森罗的表现。 这一理念在宋

人的笔下以议论的方式说出来” [7]。 只不过作者用

议论的方式表达感情时呈现的方式不同,有的在诗

句中间表现出来,有些意蕴在诗歌结尾处表现出来,
王安石的佛禅诗和晚年隐居金陵钟山时期创作的绝

句诗都有体现,在这些诗歌中,有些是单纯地表达自

己悟得的哲理、禅理、义理,有些诗歌既有写景叙事,
其中又蕴含义理,有些诗歌虽然是咏物诗,但细细品

味包含的理又深深地蕴含其中,而且这几类诗歌在

塑造禅宗和文学领域的“空灵”诗境时也运用了以

上几种表达方式。
王安石在诗歌中塑造空灵意境时,根据自己表

达感情的需要,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 因为佛禅文

化主张顿悟,表达自己恬淡心情和悟得的佛理时,往
往采用情景交融的方式,借用“以一统万、会万归

一”,和佛教禅宗的“水月”喻等表达方式,象征着当

下即是永恒,同时也使禅境和心境融合,让读者更容

易理解其诗歌的内涵。 如《游钟山》曰:“终日看山

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 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

留山自闲。” [2]1181 此诗总体禅理意味很浓,王安石

创作了许多借助“月、水”等意象的诗歌,而且诗人

是借助禅宗文化中的空灵境界来呈现诗歌中空灵境

界的特征。 诗人在塑造空灵诗境时,是运用山、花、
水这三个意象,比喻世间的永恒、人生易逝、生命虚

无,从而表达诗人在此山中能够长久享受这种环境,
甚至终老其间也乐在其中的理想和情感,这又是诗

人表面在写景叙事,但是人生哲理和禅理也蕴含其

中并反复强调“山”的作用,营造整个空灵境界的核

心景物,表达出诗人借助佛禅的“悟”和自己主观情

感上的“空”,体悟出人是现实的人,但又是佛国的

人,具有超脱尘世、六根清净的心性,然后借助佛禅

文化体现心性的空灵,进而让自己摆脱尘世的烦恼,
获得心灵的宁静。

不仅如此,王安石在诗歌中塑造“空灵”诗境时

不仅用到散文的创作手法,而且将“以议论入诗”的
手法运用其中,只不过在他的诗歌中营造的空灵诗

境包含万象森罗,而在他的诗歌中“万象森罗也可

以在一尘之中表现出来,其特别的深意不可言说。
比较唐人对于万象森罗的形象表现,宋人愿意将万

象森罗之意蕴直接告知读者” [7],只不过宋人告知

读者的方式丰富多样,有些诗歌是在营造空灵意境

的过程中,有些是在之后,由于对某种环境或者事物

拥有强烈的向往之情,作者就用大胆议论的方式直

接说明主要观点和想法。 如《记梦》《径暖》《庚申游

齐安院》等诗歌都运用了这些表达方式,其中《径
暖》曰:“径暖草如积,山晴花更繁。 纵横一川水,高
下数家村。 静憇鸡鸣午,荒寻犬吠昏。 归来向人说,
疑是武陵源。” [2]522 在这首诗里,作者通过草、山、
话、水等意象描绘了一个草木茂盛,艳阳高照之下,
山花更加烂漫,潺潺的溪水,循山望下去看到不同的

田园景象:一个山青花繁,溪水潺潺,数户农家静住

在深静的山中。 随后作者突然引入鸡鸣声、犬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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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时让整个暗含生命张力的寂静环境充满了生命的

气息和灵动,动静结合的环境凸显空灵诗境的特征,
但是作者最后一联点出其表达感情的方式,虽然自

己并不确定,但是又非常向往那种世外桃源,因此用

充满疑问但是又肯定的方式说自己怀疑那就是陶渊

明文学作品中所营造的世外桃源———武陵源。
既然是不确定的事情,作者为什么还要大胆推

测断定呢。 一方面是作者对世外桃源的向往之情非

常浓烈,另一方面是曾经看到前代文人的描述,这种

环境是世俗环境,却又没有那么多的世俗牵绊,心灵

就没有那么累,这就为作者充分享受释放主观上的

空,享受心灵的空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进而让作者

获得心灵的解脱和自由,实现环境的空和心灵上的

空灵相融合。 这种运用“山、水”等自然景物喻的表

达方式,与中国传统文论里的“意境”说相结合,让
这类诗歌的表达方式更加完美。 作品《书湖阴先生

壁》(其二)一诗通过描绘春天柳花盛开,风裹挟着

花的余香吹进屋里,让人身心舒畅,自然环境的清静

和心灵的空静高度契合,突然被一声黄鸟的鸣叫声

惊醒了,睡眼惺忪之际产生了错觉,认为仍然身在佛

禅修行地。 作者运用既充满疑惑又大胆推测的方式

推断目前所处之地,正是自己向往已久的地方。 他

为什么要这样大胆地推测呢,就是因为他对充满禅

趣和禅意的环境非常向往,感情很浓烈,以致在充满

禅意的清幽之境中表达自己浓烈的感情。 不仅这首

诗运用“山水喻”的表达方式去描绘环境,而且运用

春天的景色代表着仁义道德、春天的百花开落象征

着人生哲理的方式,让人既喜欢其诗又乐于接受诗

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参禅悟道之理、儒家仁义道德政

治义理。 其他诗歌中有些是塑造融合道家向往虚

静、空旷、安静的自然空灵境界和佛禅文化中“落花

流水、空山寂静以及阳光明媚、山花烂漫突然爆发出

生命的声音和张力的禅宗空灵之境。 体现空灵诗境

意蕴的方法,有些在诗歌中边叙边议,有些先描写一

个美好的空灵诗境,最后点出作者描绘此空灵诗境

的目的,让读者更好地理解融合诗人心中诗意与眼

中情境,努力关照生命与自然之真的特征。 诗歌

《北山道人栽松》也是依据他对空山无人环境的强

烈向往之情,描绘出暖风渐渐融化着积雪,远远望去

积雪和苍翠的山谷相互映衬的环境,这种清净的环

境,幽静的山谷更适合净化自己的心灵。 在这首诗

里作者运用了佛禅文化里的以一统万、会万归一的

禅宗表达方式,让人在美丽和神秘的自然环境中,融
内心外物于一体,塑造清寂、幽远的空灵之境达到人

与自然的融合。 作者创作这类诗歌,运用了表面描

写景物看不到人的踪迹,但仔细品味,其想要表达的

人生哲理、悟得的佛禅之理以及儒家伦理都深深暗

含诗中的表达方式与以议论入诗的表达方式相结

合,让诗歌传达感情的艺术方式得到了提升。

四　 蕴理于空灵

饱读儒家经书,熟读诸子百家的王安石,早年时

期以儒家理想为目标,所以他的诗歌抒发感情大多

秉持“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因此他一生创作

的许多蕴含“理”的诗歌,表面上看是情景交融,营
造了具有灵魂美、生命感、灵动感的空灵诗境,实际

上蕴含着丰厚的理,这些理包括“人生哲理” “儒道

的内圣和仁义道德之义理” “随缘任运自适的人生

态度、佛教般若的妙义难传、佛法的洁白清净和完

美、菩提自性的清净高洁禅理”等内容,这与王安石

的人生经历、接受的文化思想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密

不可分,是作者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作者在营造空灵之境时直接或间接表达的哲理

内含丰富,让后人为之叹服。 这些哲理有些是作者

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表达自己悟得的人生哲理,或
是表达自己品质高洁,不与人同流合污;或是表达看

透芸芸众生,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追求。 其代表性作

品如《北陂杏花》 《沟上梅花》 《红梅》等诗歌,其中

《梅花》:“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
为有暗香来。” [2]1023 咏叹了在天寒地冻、严霜厚雪

的恶劣环境下,依然冒着严寒独自盛开,不与百花争

春、不与群芳争艳的梅花。 洁白的花瓣颜色远远看

去与雪的颜色无异,但仍知道它不是雪而是梅花,其
原因便是它浓浓的梅香扑鼻而来。 这是一首咏物

诗,赞叹了梅花高洁的品质,实际上也是作者自喻自

己在纷纭复杂的世俗社会中坚持良好的品行,秉持

自己的初衷,彰显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这首诗中,选
取的景物看似无太多的生命力,但在其平静的外表

下蕴含着生命的张力和灵力,凸显了景物的特征。
垣墙的角落里生长着数枝梅花,周围都是孤寂萧瑟

清冷的自然环境,这种寂静、冷清、万里萧瑟的诗境

中由于花香的弥漫,显得灵动了许多,让人体味到空

寂无人、梅香扑鼻、沁人心脾的空灵诗境,这种借助

冬物以显道、载道的做法让诗歌的艺术美和人生哲

理有机融合,更显空灵诗境重理的特征。 《登飞来

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

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2]1321 表面看来是一

首写景之作,运用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一个站在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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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远处的鸡鸣声,伴随着东方冉冉升起的太阳,这
种登高望远,世间万物尽收眼底的万古长空、会万归

一的空灵诗境,表达了作者对这种环境的陶醉,对这

种空灵诗境美的享受。 实质上作者却巧妙将议论寓

于其中,抒发了关于人生的一种见解:人生是美好

的,应该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同时人不能只顾

眼前,要高瞻远瞩,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更好地实

现人生理想。
作者创作过程中借助空灵诗境表达“义理”的

诗歌,既让空静、虚幻的抽象性以一种可感可知、比
较容易理解的方式表达出来,淡化了诗歌的抽象晦

涩程度,并且很好地凸显了诗歌中蕴含的作者或者

主人翁秉持新儒学之力,注重内在道德修养。 为人

处事秉持儒家政治伦理道德,不仅要自身做到儒家

的仁义礼智信,而且还要慎重择友,“人以类聚”实

现相互督促提高道德修养品质,进而实现社会和谐,
国家政治清明、物阜民丰、国富民强的“义理”内容,
作者创作了许多这样的作品,如其诗歌《书湖阴先

生壁二首》(其一)曰:“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

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2]1120

表面上看是一首写景诗,通过茅檐、花木等意象营造

出空寂无人、流水潺潺、青山绿水的空灵诗境,这种

清幽的环境为作者忘却尘世的烦恼,静享世间清净

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 而且在这样的环境中有助

于净化身心修养,让外部清静幽寂的环境和内心的

了无牵挂相融合,进而实现自己加强自身道德修养,
提升伦理道德水平,追求内圣人格理想。 整个赵宋

王朝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追求“内圣”,强调个人的道

德修养,王安石也很注重个人道德品质修养,正如梁

启超引《隐居诗话》曰:
黄山谷题公画像云:“予尝熟观其风度……不

溺于财利酒色,……”象山陆子云:“英特迈往,不屑

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
之质也” [8]。

著名文学家梁启超引用黄庭坚对王安石的评

价,认为公不沉溺于财力酒色,认为他的品德操守如

洁白的冰霜那样纯洁,让人赞叹。 而且他在与朋友

交往的过程中也很注重对品德的考量,并且不止一

次在诗歌中表达对朋友美好品德的赞美。 《灵谷诗

序》云:“君姓吴氏……豪杰之望,临吾一州者,……
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文学知名于时” [9]。 王安石

对吴君美好的德性进行高度赞美,其孝悌忠信的品

行誉满一州。 作者在《书湖阴先生壁二首》 (其一)
中通过写居住环境的洁净清幽,暗示主人翁生活情

趣的高雅。 后两句通过化用典故描写周围大环境的

绿意盎然,充满生机和活力,意味着充满灵动力的环

境和顿悟的主观空灵有了结合的可能性,凸显出山

水与湖阴先生的关系。 在这首诗里山水具有生命感

情,山水主动与人相亲近,美好的环境有助于人品的

提升。 作者通过描写环境表达自己的感受,更注重

其中的空灵诗境与道德修养的“义理”的结合,使诗

歌具有了更深远的味外之旨,韵外之致。 《咏月三

首》(其二)通过描写海天一色,天空远远望见一缕

白云,此时只希望天空中的浮云赶紧散去,以便在这

包罗万象的尘世之中,寄托自己的各种理想于皎洁

的月光。 作者营造的是安静、深静的空灵诗境,在这

种诗境中将世间万物寄托在长空皓月,作者将像这

皓月一样皎洁,品行端正,胸怀博大。 正如李壁注中

曰: “ 此 见 公 包 容 小 人 之 意, …… 谓 吕、 蔡 之

徒” [2]1220。 在这里作者表达自己崇尚道德修养与皓

月长空的空灵诗境完美融合,凸显其秉承注重道德

伦理修养的“义理”。
王安石因为一生与佛教有不解的缘分,特别是

其政治上遭受挫折,爱子王雱去世后,让他更加醉心

于佛国世界,所以他借用禅宗思维方式和道理,创作

了许多饱蕴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佛教般若的妙义

难传、佛法的洁白清净和完美、菩提自性的清净高洁

等“佛理”的诗歌。 王安石创作了许多借助“月、水”
等意象的诗歌,如《江宁夹口三首(其二)》 《寄碧严

道光法师》 《咏月三首》等诗歌,其中《太湖恬亭》:
“槛临溪上绿阴围,溪岸高低入翠微。 日落断桥人

独立,山涵幽树鸟相依。 清游始觉心无累,静处谁知

世有机。 更待夜深同徙倚,秋风斜月钓船归。” [2]970。
通过槛、溪流、落日、桥、人、鸟、月、风、钓船等意象描

绘出一幅临溪而坐,绿荫葱葱,溪水潺潺,夕阳西下,
人立断桥,周围鸟树相依的明净亮丽、空山有声的空

灵诗境。 在这种诗境下,作者非常享受,同时也悟出

了其中蕴含的哲理:空山无人、鸟鸣山幽、绿意盎然、
月夜朦胧、月下垂钓,进而表现随缘自适的人生态

度,因为现实的困境,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干脆彻

底放松,尽可能保持身心适意,烦恼渐渐减少,人生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苦恼了。 现实中经历过大悲大

喜之后,很多感受只有自己知道,却又无法对他人言

说,只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物象或者精神寄托,才能让

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人生得到圆满。 除此之外,作
者还借用“‘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质象征佛

法的洁白、清净和完美以及菩提自性的清净高

洁” [10]的诗歌,如《莲花》 《芙蕖》 《沟西》 等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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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徐浩书法华经》:“一切法无差,水牛生象牙。 莫

将无量义,欲觅妙莲花。” [2]1025 通过运用佛经中蕴

含的一些佛理,说明万物并无差别,用“水”表明佛

教经典大义的妙义难传,大乘经提倡在大众之中悟

得无量义的“三昧”,修身养性加强佛心、佛性的修

为,从菩提自性的清净高洁中悟得佛法的精妙、洁
白、清净和完美,这正是作者通过不同的诗歌来赞美

或者描述莲花的原因。 以上佛法真理都需要在佛禅

的“空”之中,融合自身的顿悟、心灵的淡泊和主观

上的“空灵”悟得。 《沟西》一诗则是通过沟西下游

盛开的荷花、荷叶下嬉戏游玩的鱼儿,它们与濠梁相

比更加快乐,而且有人靠近,这些鱼儿也不觉得有危

险。 联想作者创作此诗的目的,认为此处的鱼儿就

是诗人自己,他沉浸在清净、完美的佛国世界里,菩
提自性如此清净高洁,身处其中的自己也是深受熏

陶,融内心和外物于一体,达到了物我两空的境地,
此时是多么快乐啊。 这些诗歌运用佛禅文化中的

“水、月、莲花”等意象,直接或者间接重现作者通过

观看身边的法相悟得的佛理,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了

净化和提升。
总之,王安石营造空山无人、落花人独立、微雨

燕双飞或者空寂无人、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或者落叶

满空山、水流花开或者皓月当空、光芒普照等空灵诗

境,有意或无意创作出富含“义理、哲理、佛理”的诗

歌。 这些理有些以直抒胸臆的方式表达,有些以议

论入诗,寓议论于空灵诗境的描绘中或者用纯说理

的方式,凸显出空灵诗境的重理特征,进而让诗歌的

空灵美、诗性美和哲理有机融合,尽显宋诗的情韵和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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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on Ethereal Poetic Realm Characteristics in Wang Anshis Poems

SHI Jun-jie
(Qing Hai Normal University,Xining 810016,China)

Abstract: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re all inclusive. Wang Anshi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and created a lot of
works, The “ethereal” poetic realm contained in his poems presen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Zen realm, which is detached from the world
and empty of everything.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smart in quietness, blending nature with subjectivity in ethereality, showing
ethereality by means of discussion and metaphor, and implying ethereality. Exploring the presentation methods of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his poems will help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ereal” poetic realm in his poems.

Key words:　 Wang Anshi;　 ethereal;　 characteristics;　 discussion;　 appreciate reaso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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