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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刘禹锡诗文看其在连州、夔州、和州的政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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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摘　要：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先后被贬至朗州、连州、夔州、和州四地。其中在后三州任刺

史期间，刘禹锡秉承永贞革新的政治主张，在削弱藩镇力量，整顿吏治，任用人才等方面都做了思考，

能看出其虽身处远地，仍心系中央朝廷。在地方任刺史时，刘禹锡深入了解民风民俗，其贬谪时期

的诗歌创作、文章奏议中表现出的文化认同，可以看做是在岭南巴蜀等地维系世道人心的有力手段。

探究刘禹锡在连、夔、和三州的政治努力，可以深入认识刘禹锡的政治思想以及其蹈道心一，俟时

志坚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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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贞元九年，擢进士第，又登宏辞

科”[1]，贞元十一年，“以文登吏部取士科，授

太子校书”[2]，至此“三忝科第”[3]，踏上仕途。

从作于贞元年间的作品看，刘禹锡在这一时期

就已经对当朝弊政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其《因

论七篇》中的《讯氓》，是贞元十二年（796）
汴州三乱后董晋初至镇时所作，通过与流亡农

民的对话，深刻阐明了政治上“声”与“实”

的关系问题，指出应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来决

定声实之先后。这种政治上的求实精神在官吏

为政的要求上就表现为一种实干的精神，刘禹

锡在《与刑部韩侍郎书》中提出“既得位，当

行之无忽”[4]，这实际是对当政者提出了在其位

谋其政的要求。然而永贞革新持续时间太短，

刘禹锡虽进入了革新集团核心，但却未能尽情

施展政治抱负。宪宗元和元年（805），刘禹锡
“坐贬连州刺史，在道，贬朗州司马”[5]，在朗

州十年，元和十年（815），自武陵召还，然复
出为播州刺史，又改受连州刺史。虽然在朗州

时有过消极怨愤，但作于朗州后期的《何卜赋》

中透露出自己坚定的政治理想，赋末云：“于

是蹈道之心一 ,而俟时之志坚”[6]，更见其实现

理想的决心和意志之坚定。在随后的连州五年，

夔州四年，和州两年多的刺史任上，刘禹锡用

实际的政治努力实践着自己的政治理想，做出

了不俗的政绩。

一、支持削藩

唐朝藩镇割据自安史之乱后愈演愈烈，陈

寅恪曾说“安禄山之霸业虽不成，然其部将始

终割据河朔，与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从此不振，

以至覆亡。”[7]到德宗时期，藩镇势力更加锐

不可当，《新唐书》卷七赞曰“德宗猜忌刻薄 ,
以强明自任 ,耻见屈于正论 , 而忘受欺于奸谀。
故其疑萧复之轻己 ,谓姜公辅为卖直 ,而不能容；
用卢杞、赵赞 , 则至于败乱 ,而终不悔。及奉天
之难 ,深自惩艾 , 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 ,
而方镇愈强 ,至于唐亡 ,其患以此。”[8]刘禹锡

在贞元年间就认识到德宗朝的弊政不可不除，

并做《鉴药》一篇以刺时政。永贞革新有裁抑

藩镇的措施，但因革新持续时间太短，还未取

得显着成效。反对藩镇割据是革新的一部分，

同时也是刘禹锡一贯的主张。

元和十二年（817），由裴度督师，李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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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攻占蔡州，活捉吴元济，平息了淮西叛乱。

远在连州的刘禹锡闻知此讯，万分激动，向朝

廷上了《贺收蔡州表》，向裴度上了《贺门下

裴相公启》、《上门下裴相公启》，并挥毫写

下《平蔡州三首》：

蔡州城中众心死，袄星夜落照河水。汉家

飞将下天来，马棰一挥门洞开。贼徒崩腾望旗

拜，有若群蛰惊春雷。狂童面缚登槛车，太白

夭矫垂捷书。相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

四人归业闾里间，小儿跳踉健儿舞。

汝南晨鸡喔喔鸣，城头鼓角音和平。路傍

老人忆旧事，相与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泣前致辞，

官军入城人不知。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

承平时。

九衢车马浑浑流，使臣来献淮西囚。四夷

闻风失匕筋，天子受贺登高楼。妖童擢发不足数，

血污城西一抔土。南风无火楚泽间，夜行不锁

穆陵关。策勋祀毕天下泰，猛士按剑看常山。[9]

如果说《贺门下裴相公启》、《上门下裴

相公启》还有刘禹锡希冀裴度秉上重用之嫌，

那《平蔡州三首》则是真情的表露，远在贬所，

闻削藩取得胜利的动情之作。诗中一云狂童，

再云妖童谓吴元济也，据瞿蜕园笺证，“其实

元济年非童幼，禹锡概恶宪宗之淫刑，诛及稚

孺耳。”[10]按此说则这三首诗还有更深层的含义。

首先，刘禹锡确实为削藩取得胜利感到高兴，“相

公从容来镇抚，常侍郊迎负文弩”也对裴度和

李愬表示赞扬，对朝廷中央政权的稳固加强了

信心。但同时，禹锡于宪宗之穷兵黩武，深所

不取，“猛士按剑看常山”可见其曲折之义。

元和十三年三月，王承宗上表请求悔过自

新，并交出德、棣二州。刘禹锡又上了《贺雪

镇州表》，表云“大河以北，化为礼乐之乡。

率土之滨，重见升平之日”[11]，由衷的喜悦足

见刘禹锡支持削藩的态度。元和十四年二月，

割据淄、青十二州的李师道又被部下刘悟所杀，

师道所管十二州平。刘禹锡再上《贺平淄青表》，

并作《平齐行》二首。表云“五纪巢穴，一朝

荡夷。遂使齐、鲁之乡，复归仁寿之城。”[12]

这都因“感我仁化，激其深衷”[13]。《平齐行》

中也热情赞扬了削藩的胜利：“驿骑函首过黄河，

城中无贼天气和。朝廷侍郎来慰抚，耕夫满野

行人歌。”[14]用削藩来维护国家统一，是刘禹

锡始终的主张，远在岭南，不能为削藩出谋划策，

但依然心系朝廷，由衷地为削藩胜利感到欣慰。

二、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与实际努力

元和十年刘禹锡自朗州奉召回朝，本以为

迎来了事业第二春的他，却再次被贬到播州，

虽是刺史，实为“官虽进而地益远”[15]。后因

裴度上奏得以改授连州刺史。两唐书关于连州

有如下记载：《旧唐书 ·地理志三》记“隋熙平郡。

武德四年，平萧铣，置连州。天宝元年，改为

连山郡。乾元元年，复为连州。”[16]《新唐书 ·

地理志》七上载连州隶属于岭南道，管辖县有

三：桂阳、阳山、连山。贞元二十年，韩愈被

贬至连州阳山令时，其《送区册序》谓“阳山，

天下之穷处也。陆有邱陵之险，虎豹之虞；江

流悍急，横波之石，廉利侔剑戟，舟上下失势，

破碎沦溺者，往往有之。”[17]由此看来，连州

是一个偏远遐荒之穷地，生存环境险恶，甚至

生命都受到威胁。韩愈被贬阳山时，内心感情

极度激愤，带有愤懑抑郁怨仇之情，或许评价

并不客观。刘禹锡初至连州，就写了《连州刺

史厅壁记》，在文中详尽描述了连州的天文地

理、建制沿革、山川气候和人情物产，展现了

一个民风淳朴，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连州。“山

秀而高，灵液渗漉，故石钟乳为天下甲，岁贡

三百铢。⋯⋯林富桂桧，土宜陶旊，故侯居以

壮闻。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丽闻。

环峰密林，激清储阴，海风驱温⋯⋯信荒服之

善部，而炎裔之凉墟也”[18]。可见刘禹锡对连

州的印象颇佳。记中还提到“或久于其治，功

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厥官，翘颙载于歌谣”[19]，

表明了他治理地方的宗旨，将“功利存乎人民”，

作为一以贯之的目标。

（一）深入了解民情，大量写作民歌   
囿限于地方官职的身份，刘禹锡难以以正

式的文书向朝廷呈奏自己的政治主张，但自古

就有采诗的传统，刘禹锡转而在自己的诗文中

将政治理念曲折地表达出来，以俟采风者。早

在朗州时期，刘禹锡就在《答饶州袁使君书》

中深刻论述了自己治国安民的想法。提出统治

者在施政时当因时、因地，灵活变换政策，还

建议统治者设缿筒，接受百姓的监督检举，杜

绝地方权贵滥用职权。到连州之后，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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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风民俗，体察百姓生活，创作了《插田歌》、《莫

徭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蛮子歌》

等作品。这些诗歌的创作，拉近了他与当地百

姓的距离，对维系地方统治大有益处，是刘禹

锡在贬所维系世道民心的有力手段。中唐时期，

岭南少数民族不堪唐朝官吏的压迫和剥削，曾

多次起来反抗。连州正是汉族和少数民族杂居

的地区，因此 ，深入了解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
对与之建立和谐融洽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中《莫徭歌》对莫徭族人民的生活习惯、婚

姻制度、买卖生产等方面进行描述，诗云：

莫徭自生长，名字无符籍。市易杂鲛人，

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夜渡

千仞溪，含沙不能射。[20]

而《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则选取观猎

这一角度，歌颂莫徭狩猎人狩猎的壮观场景：

海天杀气薄，蛮军部伍器。林红叶尽变，

原黑草如烧。围合繁铮息，禽兴大斾摇。张罗

依道口，嗾犬上山腰。猜鹰虑奋迅，惊麏时踞跳。

瘴云四面起，腊雪半空消。箭头馀鹄血，鞍傍

见雉翘。日莫还城邑，金笳发丽谯。[21]

莫徭之名，最早见于《梁书 ·赵缵传》，

莫徭得名，是由于“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

役，故以为名。”[22]然而至中唐，一系列的削

藩运动造成财政紧缺，宪宗为增加国家财政收

入，以整顿江淮财赋入手，加强赋税征收，尤

其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的赋税分配。元稹《中

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中说：“请令天下州

县，有山野、溪洞无布帛、丝绵之处，得以九谷、

百货，一物已上，但堪本处交易用度者，并许

折纳，便充留州、留使钱数。”[23]既然“山野、

溪洞”等少数民族亦应征税，此时莫徭是否依

然享有免征徭役之待遇也未可知。且韩愈被贬

阳山所作《送区册序》中云：“始至，言语不

通，画地为字，然后可告以出租赋，奉期约。”[24]

这足以说明此时莫徭需要征税。新旧唐书中也

有关于莫徭与朝廷发生激烈冲突的记载。以上

皆可说明，中唐时期，尤其宪宗朝，莫徭与朝

廷关系颇为紧张，禹锡正任职连州，并作有以

上作品。

不论是《莫徭歌》中对徭族同胞在千仞溪

涧这般恶劣环境下勇敢的生活状态的赞扬，还

是《连州腊日观莫徭猎西山》里饱蘸热情的语

言展现出的波澜壮阔、激动人心的狩猎景观，

都饱含着刘禹锡对莫徭同胞的友好感情。作为

被二度贬谪的地方官员，能做到知百姓疾苦，

试图增进彼此的了解与感情，是一种政治职责

所在，更是一种胸怀。

（二）抨击现实，不遗余力

《插田歌》亦作于连州时期，与上面两首

不同的是，不但有当地农民在田间劳作的描写，

还具有批判精神。全诗如下：

冈头花草齐，燕子东西飞。田塍望如线，

白水光参差。农妇白纻裙，农夫绿蓑衣。齐唱

田中歌，嘤伫如《竹枝》。但闻怨响音，不辨

俚语词。时时一大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

烟火生墟落。黄犬往复还，赤鸡鸣且啄。路傍

谁家郎？乌帽衫袖长。自言上计吏，年初离帝乡。

田夫诘计吏；君家侬定谙。一来长安罢，眼大

不相参。计吏笑致辞；长安真大处。省门高轲峨，

侬入无度数。昨来补卫士，唯用筒竹布。君看

二三年，我作官人去。[25]

诗歌前面部分记述了连州田妇、农夫在田

间劳作的欢歌笑语以及田间村落景色的优美宜

人，将色彩、动态和音响的词汇交织在一起，

意境清澹闲远，诗人语气平和，饱含赞美。从“自

言上计吏”开始，诗人笔锋一转，将计吏用头

等细布换取禁军空缺的丑恶嘴脸娓娓道来，计

吏的狡黠无耻同农夫的淳厚正直形成鲜明的对

比，当地的风土人情通过这一个小小的缩影表

现出来。沈德潜《唐诗别裁》中云：“前状插

田唱歌，如闻其声；后状计吏问答，如绘其行。”[26]

刘禹锡这首诗或许并非无心之作，永贞革新时，

王叔文曾亲任计相（度支副使），刘禹锡、韩

晔等人在计司任职，一度使“奸吏衰止”[27]。

但革新失败后，奸吏复起。刘禹锡将奸吏的嘴

脸揭露出来，正是其想要匡正恶习，整顿吏治，

进而净化社会风气，使百姓免于奸吏的欺压和

迫害。与创作民歌，深入百姓生活一样，这种

批判的背后依旧是刘禹锡以民为本的思想。他

曾在《贾客词》中揭露官商勾结、商贾垄断市场，

导致贾雄农伤的局面，一句“农夫何为者？辛

苦事寒耕”[28]深刻道出了农民生活之艰辛。如

今远在岭南，无法像从前一样参与到政治决策

中，却有机会与百姓接触，更直接地发现国家

弊政之所在。一路贬谪的刘禹锡做了五年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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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民的连州刺史，不忘初心，一如既往的坚定。

（三）全力救灾，心系百姓

如果说民歌创作和抨击社会现实还都只是

以诗文为武器，那么在和州的赈灾之事则毫无

疑问是刘禹锡心系百姓，以民为本的最有力的

证明。由于常年贬谪远州，因此有更多的机会

接触到下层百姓的真实生活。夔州所作《机汲

记》就是对当地人民生活进行细致观察与了解

后所作。长庆四年正月，敬宗即位，夏，调刘

禹锡为和州刺史。刘禹锡抵达和州后，正值当

地旱灾之后。在《和州谢上表》中，刘禹锡云“伏

以地在江、淮，俗参吴、楚。灾旱之后，绥抚诚难。

谨当奉宣皇恩，慰彼黎庶。久于其道，冀使知

方。”[29]关心百姓之情充斥其中。在去夔赴和

所作的《历阳书事七十韵》中云“退思常后己，

下令必先庚。”[30]同样是先百姓后自己的博爱

胸怀的表现。据卞孝萱《刘禹锡评传》，段文

昌大和元年六月四年三月为淮南节度使，耳闻

刘禹锡任和州刺史时的政绩，加之与禹锡素有

交往，故表荐入朝。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刘禹锡

和州时期政绩斐然。

三、对人才任用和州县治理的深入思考

唐穆宗长庆元年，刘禹锡被任命为夔州刺

史，夔州即今重庆奉节，地处巴东，是湖南和

四川的交界处。与连州相比，夔州距离京城要

近很多。刘禹锡于长庆二年抵达夔州，即上《夔

州谢上表》，“竟坐连累，贬在遐藩”，“又

遭馋疾，出牧远州”，此次至夔州，“伏感天

慈”，但又“空怀向日之心，未有朝天之路”，

可见其渴望回京，再干一番大事的心情。事实是，

刘禹锡没有等来回京的诏令，但还是表达了自

己认真治理夔州的决心并且向朝廷提出了自己

恳切的意见。

长庆三年和长庆四年分别向朝廷呈上《夔

州论利害表》和《夔州论利害表二》，前表中

有言“臣伏见贞观中诏许群臣各上书言利便。

马周时一布衣，遂因中郎将常何，献策二十余事，

太宗深奇之，尽行其言，擢周为御史。至龙朔

中，壁州刺史邓弘庆进平索看精四字堪为酒令，

高宗嘉之，亦行其言，迁弘庆为朗州刺史”[31]。

以太宗和高宗不拘一格任用人才之例，进而谈

及“则知苟有所见，虽布衣之贱，远守之微，

亦可施用。”[32]发表了对于任用贤才的看法，

其中虽不免有渴望被任用之意，但对于任贤用

能的观点是有助于中央加强统治的。永贞革新

时王叔文任用贤能，刘禹锡长庆三年依然提倡，

可见其革新精神并未消磨殆尽。

第二表以开元十八年裴耀卿上便宜事，论

转输甚详却不被采纳之事开始，“至二十一年

耀卿为京兆尹，再以前事奏论，方见允纳。”[33]

结果成效显着：“比及三年，漕运七百万石，

省脚三十馀万贯。”[34]瞿蜕园笺证曰：“今录

十八年（七三〇）耀卿之奏于下，以见牧守之

于当地利害知之较切，且以禹锡所陈必非泛泛

者，惜其陈奏之文不传矣。”[35]深刻道出禹锡

上此表的远见卓识，地方官员关于当地治理的

意见，朝廷如若采纳，无论对中央还是地方都

大有裨益。

据《唐会要》卷六八载：“十二年四月勒：

‘自今以后，刺史如有利病可言，皆不限时节，

任自上表陈奏，不须申报节度观察使。’”[36]

刘禹锡以上两表即据此勒。夔州时期，还上奏

一篇《奏记丞相府论学事》，概禹锡所陈利病

之具体内容。禹锡反对大肆花费于州县释奠，

而应将钱款用于学校经费事。具体呈奏如下：

十一月七日使持节都督夔州诸军事、夔州

刺史刘某谨奏记相公阁下：凡今能言者，皆谓

天下少士。而不知养材之道，郁堙而不扬，非

天不生材也；亦犹不耕者而叹廪庾之无馀，非

地不产百谷也。伏以贞观中增筑学舍千二百区，

生徒三千馀人。时外夷上疏，请遣子弟入附于

三雍者五国。虽菁菁者莪，育材之道，不足比也。

今之胶庠不闻弦歌，而室庐圮废，生徒衰少。

非学官不能振学也，病无赀财以给其用。鲰生

今有一见使太学立富，幸遇相公在位，可以索

言之。

礼云：凡学官春释奠于其先师。斯礼止于

辟廱判官，非及天下也。今四海郡县咸以春秋

上丁有事孔子庙，其礼不应于古。且非孔子意

也。炎汉初定，群臣皆起屠贩为公卿，故孝惠、

高后之间，置原庙于郡国。逮孝元时，韦玄成

以硕儒为丞相，遂建议罢之。夫以子孙尚不敢

违礼以飨其祖，况后学师先圣之道而首违之乎？

祭义曰：祭不欲数。语云：祭神如神在。与其

烦于旧飨，孰若行其教道？今夫子之教日颓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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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非礼之祀媚之，斯儒者所宜愤悱也。[37]

文章前两段先以比喻引出话题，进而提出 
“非学官不能振学也，病无赀财以给其用”[38]

的观点，第二段则由《礼》至汉代关于释奠的

做法层层展开，自然引出“与其烦于旧飨，孰

若行其教道”[39]，为下文提出自己关于罢释奠

而移作学校经费事做了铺垫。刘禹锡详细陈述

了夔州当时的情况“谨按本州四县，一岁释奠

物之直缗钱十六万有奇。”[40]进而推导出“举

天下之郡县，当七千百不啻，羁縻者不在数

中。”[41]基于此种情形，提出自己的建议“罢

天下县邑牲牢衣幣。⋯⋯然后籍其资，半附益

所隶州，使增学校，其半率归国庠，犹不下万

计。筑学事，具器用，丰籑食，增掌固以备使令。

凡儒官各加稍食，率令折入。学徒既备，明经

日课缮书若干纸，进士命讎校亦如之。”[42]这

样不但能强化教育体制，而且能为国家节约开

支，可谓一举两得。增学校，使得国家多了培

养人才的土壤，与之前《夔州论利害表》中谈

到的任用人才也有密切关系，都对国家建设有

重要意义。后大和年间，刘禹锡任集贤殿学士

近四年的时间里，供进新书二千馀卷。也是其

对于文化教育极其重视的佐证。

四、结语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自永

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被贬在外二十多年，经

历了朗州十年的思索总结，其后的连州、夔州、

和州时期，我们看到的是俟时而志坚，功利存

乎人民的刘禹锡。无论是为削藩胜利的欢欣鼓

舞，还是以民为本的政治思考与实际努力，亦

或是不懈上表呈奏利害，都是刘禹锡渴望对国

家建设出一份力，为黎民百姓做一点实事的直

接体现。被“贬谪”二字跟随了大半生的刘禹

锡有着难能可贵的乐观精神与积极态度，《周易》

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43]曲折

的道路并未使他蹉跎一生而是更加激发了他坚

强的意志与进取精神。正如《浪淘沙词九首》

中言：“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44]诗人

有坚定的信念，狂沙终究盖不住真金，迁客刘

禹锡以诗文为见志之具，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

理念，并为之付出不懈努力，这份努力本身就

值得肯定，更遑论还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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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pting Fairclough’ s three-dimensional model of CDA and Halliday’s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wo economic news reports i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China Daily about Google’s shutdown of its site in mainland China in terms of transitivity, modality and intertextuality.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journalists from the two news agencies manipulate their language to express their different ideologies which 

coincide with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 stanc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situational and cultural con-

text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different representations of news discourses even on the same economic event. And it is s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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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Yongzhen Innovation had failed, Liu Yu-xi was dispatched consecutively to such remote areas as Lang-

zhou, Lianzhou, Kuizhou and Hezhou, but he was still devoted to the regime. When being the governor of the the last three 

states, he spared no effort to publicize his former political ideas, that is, reducing the regional power, rectifying bureaucracy 

and drafting more talents. During that time, he probed thoroughly the folk customs, and all his works, including poetry, prose 

and offi cial reports created in the meanwhile conveyed his cultural concern about the locality,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ng his ideology. In sum, Liu Yu-xi’s political thoughts and activities were evidenced in his creation produced in 

those states, and confi rmed his being a man of action and dig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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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hui, with its variants like Baling, Bashang, Babridge, and Bacha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mages frequ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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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yproduct of the dual political construction in Yuan Dynasty, the Imperial Academy appeared to be distin-
guished but had little real power, which enabled academicians to occupy a stable position and live a leisurely life. Since most of 
them were well established both in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ey gradually integrated these two artistic representations, resulting 
in the rise of illustrated poetry, which featured natural scenery and still lives such as plums, orchids, bamboos, and chrysan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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