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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 成 大 早 期 事 迹 考

孔 凡 礼

范成大
,

字至能 (一作志能
、

致能 )
,

吴县 (在今江苏 ) 人
。

绍兴二十四年 ( 1 1 5 4) 进

士
。

约次年
,

赴徽州户曹任
。

本文所说的早期
,

即指其出仕前
。

周必大 《周益国文忠公集
·

平园续稿》卷二十二《范成大神道碑》 (以下简称《神道碑》 )

及《宋史 》本传
,

关于范成大早期事迹的记载
,

都极简略
,

本文想就此做一些考索
。

一 赴南宫

《神道碑》说成大
“

年十二遍读经史
,

十四能文词
” ,

并非溢美
,

有旁证在
。

宋王明清《挥座录
·

余话》卷二云
:

绍兴壬戌夏
,

显仁皇后归就九重之养
。

伯氏仲信年十八
,

作 《慈宁殿赋 》以献
。

…… 奏赋

之时
,

与范至能成大诏俱赴南宫
。

壬戌乃绍兴十二年 (1 14 2)
,

显仁皇后乃徽宗之后韦氏
。

这一年
,

韦氏从金国回来
,

居于慈宁殿
,

回来以后称皇太后
。

王明清所说的仲信
,

名廉清
,

以才华横溢著称
。 “

真草篆隶
,

沈著痛 快
” , “

烟 云 落

笔
,

人藏以为宝
”
((( 挥崖录

·

余话》卷二参陆游 《剑南诗稿》 卷三十八 《题王仲信画水石横

幅》 )
。

晓天文
,

作《新乾耀真形图》 ; 留心内典
,

作《补定水陆章句》 ; 又有《京都岁时记》
、

《广古今同姓名录》诸书 (《挥座录
·

余话》赵不敬跋 )
。

皆不传
。

《彦周诗话》作者许颇盛赞

《慈宁殿赋》 ,

谓
“
此赋如河决泉涌

,

沛乎莫之能御也
,

夭资辞源之壮
,

盖未之见
”
((( 挥座

录
·

余话》卷二 )
。

但一生憔悴
,

享年不长
。

王明清在这里把范成大和他的哥哥并列
,

可

以想象范成大同样具有过人的才华
。

这一年
,

成大十七岁
。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七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的纪事中
,

也提

到了《挥座录
·

余话》中所说的事
:

诏皇太后回变
。

士人曾经奉迎起居及献赋颂等
,

文理可采者
,

令后省看详申省取旨
。

时

献赋烦者千余人
,

而文理可采者近 四百人
。

大理正吴桑
· ·

一为第一
。

… … 诏有官人进一官
,



进士免文解一次
。

于是吴县范成大亦在数中
。 ` · ·

… 成大
,

零子也
。

王廉清当亦包括在
“
文理可采者

”

之 中
。

李心传没有提王廉清
,

而特别突出地提到了

范成大
,

当然与他们后来各自不同的遭遇有关系
,

但可以仍然肯定范成大的才华得到了

人们的公认
。

范成大的奏颂文章没有传下来
。

从王廉清的 《慈宁殿赋》 来看
,

写好这样一篇文章
,

需要有功力和文词
。

少年的范成大能具备这样的条件
,

除掉他个人勤奋以外
,

还由于他

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

《系年要录》提到了范成大的父亲范零
。

零字伯达
,

宣和五年 (1 12 3) 进士 (《吴郡志》

卷二十八 )
。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五《范秘书》条说范零
“
尝试《禹援颜回同道论》 ,

先生

见之以为奇作
,

置之魁选
,

遂驰誉于太学
,

学者至今以为模范
” 。

绍兴五年 ( 1 13 5) 为江

阴教授 ( 《正德姑苏志》卷五十一《王棠传》 )
。

绍兴十一年 ( 1 1 4 1 )八月为秘书省正字
,

十二

年十一月为校书郎 (《南宋馆阁录 》卷八 )
,

范成大奏颂时
,

范零在临安
。

据《神道碑》记载
,

范成大的母亲蔡氏
,

是北宋名臣
、

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孙女
,

北宋

名臣文彦博的外孙女
。

范成大从小就受到父亲的良好教育 (见《神道碑》 )
。

可以想象
,

他的奏颂是他父亲给

他安排的一条进身之道
。

然事与愿违
,

范零于绍兴十三年 ( 1 1 4 3) 死去了
。

关于这
,

以后

还要述及
。

现在还弄不清王明清说的
“
赴南宫

”
的具体内容

。

南宫
,

当指礼部
。

陆游为礼部郎

中
,

张锹《南湖集》卷三有《次韵陆南宫晨起有感》
,

以南宫称陆游
。

范成大
“

赴南宫
” ,

是

到礼部接受赏赐呢
,

还是再奏赋呢
,

不得而知
。

二 入诗社

宋开禧三年 ( 1 2。了) 原刊本龚显所辑《昆山杂咏》 ,

收有范成大诗十多首
,

其中三首
,

《石湖诗集》 (以下简称《诗集》 ) 未收
。

这三首诗是
:

气压伊吾一剑鸣
,

风生铜柱百蛮惊
。

君家自有堂堂阵
,

兜罗世界三千刹
,

重壁楼台十二成
。

云暗峨眉封古邑
,

洁
,

且摊梅花慰广平
。

更忆猴山可怜夜
,

怯寒谁与伴调笙 ?

调笙
。

)

节物阴浑里
,

人情冷淡中
。

百忧寻老大
,

一笑属儿童
。

满 b1] 巷
,

终 日自西东
。

我欲周旋恐曳兵
。

—
和马少伊韵

日嚷鸽鹊溜春声
。

莫将蕉 叶评摩

(原 注
:

晏元献 《雪》 诗
:

级御怯

—
次韵项丈雪诗

雪意愁饥雀
,

风声入断鸿
。

新 衣

—
元日奉呈项丈诸生

马少伊的原韵
,

亦见《昆山杂咏》 ,

题为《喜乐功成招范至能入诗社》 ,

诗云
:

燕 国将军善主盟
,

新封诗将一军惊
。

范家老子登坛后
,

鼓出胸中十万兵
。

这几首诗说明了以下一个事实
:

范成大参加了一个诗社的活动
。

这 个 诗 社 的 成 员



有
:

乐功成
、

马少伊
、

项丈
。

乐功成
,

名备
,

一字顺之
。

《永乐大典》卷六千六百四十一引《范石湖大全集》 ,

有《代

乐先生还乡上季太守书》
。

乐先生
,

即备
。

从书中看来
,

备为鲁人
。

洪武 《苏州府志》 卷

三十三
、

正德《姑苏志》卷五十一《乐备传》 ,

都说他原是淮海人
,

后徙昆山
。

马少伊诗中

的
“

燕国将军
” ,

当是指他
。

这里用的是乐毅的故事
,

因乐毅是燕国将军
。

从马少伊的诗

句看来
,

乐备在诗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

他
“
有学行名

,

能文章
,

尤长于诗
” , “
由进士官

至军器监簿
” 。

范成大除称备为
“
先生

”

外
,

还称为
“
丈

” ,

很敬重他
。

《诗集》中提及备的诗很

多
。

淳熙四年
,

成大 自蜀归
,

时备刚去世
。

成大为文 以祭
,

痛切感人
,

文见《永乐大典》

卷一万四千零五十四
。

马少伊
,

名先觉
,

昆山人
。

以文章名
。

登绍兴三十年 ( 1 1 6 0) 进士
。

初主海门簿
,

调

常州教授
。

为浙西常平干官
。

号得闲居士
。

所著诗文日 《惭笔》
。

道光《苏州府志》卷一百

三有《传》 , 《传》入隐逸
。

《惭笔》今不传
。

项丈
,

名寅宾
,

字彦周
。

见《昆山杂咏》
。

《昆山杂咏》有寅宾《雪》原韵
、

《和范至能元

日》诗
。

《 昆山杂咏》 还有寅宾 《和郑逢辰元宵韵》 ,

有
“
忆昔先皇赏露台

,

鳌 山半影落蓬

莱
”
之句

,

则寅宾及见徽宗宣和间之
“

繁盛
” 。

据宋原刊本《 昆山杂咏》 ,

参加诗社的还有李衡
、

耿铁
、

钟孝国等
。

李衡字彦平
,

本江都人
,

避地居昆山
。

《宋史》 卷三百九十有传
。

《传》 称其
“
宣和间

入辟雍
” , “

为文操笔立就
” 。

在昆山
, “
聚书瑜万卷

,

号日 乐庵
。 ”

耿铁
,

一名元鼎
,

字德基
,

一字时举
,

见《昆山杂咏》 铁善诗
,

仲并 《浮山集》中
,

与之倡酬甚多
,

并于钱推仰甚至
。

宋刊《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收铁文多篇
。

钟孝国
,

字观光
,

昆山人
,

见《 昆山杂咏》
。

诗社中人
,

常常以某一事物为题
,

反复吟咏
。

如上面提到的范成大与马先觉
、

范成

大与项寅宾之间的唱和
。

再如
:

马先觉赋 《幽居客至》 ,

乐备和其韵
。

又如
:

李衡赋 《短

项翁》 ,

耿滋
、

钟孝国
、

乐备有和韵
; 李衡再赋

,

钟孝国
、

耿锤
、

乐备又和
。

《诗集》 卷二有 《 中秋卧病呈同社》 诗
。

联系 《 昆山杂咏》 ,

这里说的 “ 社
” ,

即诗社
。

《诗集》 只有此一处提到诗社
。

这首诗一开始写到中秋 的
“

佳风月
” ,

因为生病
,

不能
“

受

用
” 。

接着写道
:

卧病窘诗料
,

坐贫羞酒钱
。

琼楼与金 圈
,

想象屋角边
。

如闻真率社
,

胜游若登仙
。

四者

自难并
,

造物 岂我偏 !

诗社中的倡酬是很频繁的
,

成大以致为
“

卧病窘诗料
”

发愁
。

诗社同人之间
,

在倡酬

中
,

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

彼此真诚坦率地相待
。

范成大在卧病 中
,

想象到他们此时一

定结伴踏着
“

浩浩
”
月光

,

仿佛进入仙境
,

而 自己偏偏不能参加 ! 这里
,

透露了他们在诗

社中生活的一个真实侧面
。

由于彼此交往
,

陶冶了气质
;
由于不断倡酬

,

锻炼 了技 巧
。

这些
,

对于范成大以后成为一个诗人以及一个诗人所应具备的品格
,

都是有影响的
。

很

可惜
,

范成大在诗社中的其他倡酬作品没有传流下来
。

那么
, 《中秋卧病呈同社》这首诗作于哪一年 ? 诗社是哪一年开始活动的 ?



要 回答这些问题
,

是很困难的
。

《石湖诗集》 虽说按年编次
,

但前后参差之例很多
。

《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卷一百六十谓成大送洪迈使金诗凡四首
,

其两首在第八卷
,

列于迈

《使还入境以诗近之》 之前
,

其两首乃在第十卷
,

列于 《何溥挽词 》 之后
。

这种情况
,

在

《诗集》 前四卷更为突出
。

据范成大的儿子范萃
、

范兹 《诗集跋》 ,

对于《诗集》 ,

成大只是
“

手编仅成峡
” ,

并未做最后校订
。

其前后多处参差
,

主要当原于此
。

对待前四卷诗
,

应

该综合考察
。

成大早期与乐备的诗中
, 《诗集》卷四 《岁早邑人祷第五罗汉得雨乐先生有诗次其韵》

一诗
,

可约略考察其写作时间
。

诗中有
“

沙煎日烂千山童
”

之句
,

可见其旱情之重
。

查

《宋史
·

高宗纪》绍兴十四年至绍兴二十二年 ( 1 1 5 2 ) 纪事
,

唯绍兴十八年戊辰 ( 1 1 4 8 ) 有

浙东西淮南江东旱之记载
。

又
,

李洪《芸庵类稿》卷一《迎送神辞
·

序》中
,

有
“
绍兴戊辰

,

夏五月甲子
,

迄八月丙戌不雨
,

武原之早
,

视他邑为甚
”
之语

。

武原
,

今海盐
,

距离苏

州不远
。

据此
,

《岁早 邑人… … 》或作于绍兴十八年
。

时乐备大致已在苏州定居下来
。

由

于材料不足
,

现在还不能确定《岁早邑人… … 》是不是诗社中的作品
。

但可以肯定
,

乐备

组织诗社和范成大参加诗社
,

是绍兴十八年前后的事
。

三 读书荐严寺

《神道碑》谓范成大
“
年十二遍读经史

,

十四能文词
” ,

是岁其母卒
,

明年其父卒
。

据

此
,

成大之母蔡氏
,

卒于绍兴九年 ( 1 1 2 9 )
,

父零卒于绍兴十年
。

按
: 《神道碑 》此处有文

字上脱误
。

上面已引《南宋馆阁录 》 ,

说明成大绍兴十二年奏烦时
,

其父范零在 临 安 任 职 的事

实
。

现在再举两件事
: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七
,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丁未纪事
:

秘书省正字范零为校书郎
。

《南宋馆阁录》卷七
,

秘书郎题名
:

范零
,

… … 〔绍兴〕十三年二月除
,

六月致仕
。

宋制
,

有引年致仕之例
,

年满七十或虽昏老不胜任
,

得奏请本官致仕
;
官 员 不 禄

,

先乞守本官致仕
,

后奏身故 (见赵升《朝野类要》卷五 )
。

范成大自己就是依据后者规定这

么办的
。

据《神道碑》 ,

绍熙四年 ( 1 1 9 3 )九月
,

成大病情严重
,

自知不起
,

请求告老致仕
,

“
诏下

” ,

成大以是月五 日卒
,

时年六十八岁
。

范零宣和间驰誉太学时
,

年龄并不大
,

至

绍兴十三年
,

当未及七十
。

其致仕情况
,

当同其子成大
。

这就是说
,

范零乃卒于绍兴十

三年
。

范零卒后
, 《神道碑》只是概括地说成大

“
十年不出

” , “
无科举意

” 。

那么
,

这十年

的具体情况怎样呢 ? 宋凌万顷 《淳佑玉峰志》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
。

该书卷下 《寺观》 :



荐严资福禅寺
:

在县东三百步
,

梁开平三年置
,

为昆山福院
。

贞明五年三月重修
。

皇朝

大中祥符元年
,

救改惠严禅院
。

后又救改今额
。

… …范石湖尝读书寺中
,

屡有诗载《大全集》

及 《杂咏》
。

其后石湖读书处生紫藤
,

萦蔓可爱
,

名以范公藤
,

名公各有题咏
。

同上《园亭》 :

东禅寺后池上矛亭
。

昊仁杰取杜诗
“
可以赋新诗

”

之句
,

名 日可赋
。

范石湖多游息其中
。

玉峰车昆山地 (今属嘉定 )
。

明弘治《昆山县志》卷十一谓
“

荐严资福禅寺
”
即

“
东禅

” ,

“
以其居城之东偏

” 。

《正德姑苏志》 卷三十二谓
“

范公亭
,

在昆山荐严寺后圃池上
” 。

此
“

范公亭
”
当即

“
矛亭

” 。

凌万顷所说范成大 《大全集》屡有诗载其读书荐严寺事
,

单纯看今本《诗集》
,

已很难

找出其踪迹
。

幸而宋原刊本《昆山杂咏》 (当即凌氏所说的《杂咏》 )还在
,

把它和《诗集》一

对照
,

就很明白
。

《诗集》卷一《两木》诗小序云
:

壬申五月
,

卧病北窗
,

惟庭柯相对
。

手植绿橘批把
,

森然出屋
,

批把已著子
,

橘独十年

不花
,

各赋一诗
。

《昆山杂咏》 “

卧病
”
后有

“

东禅之
”
三字

。

那就是说
, 《两木》二首

,

写的是住在荐严寺

的事
。

壬申为绍兴二十二年 (1 152 )
,

成大在这里已经住上十年了
。

《神道碑》所说的
“

十

年不出
” ,

原来他住在荐严寺
。

因为从绍兴二十二年上溯到绍兴十三年
,

以首 尾 计
,

正

是十年
。

这也就证 明成大之父零乃卒于绍兴十三年
。

以下诗篇
, 《诗集》与《昆山杂咏》题目有差异

。

《诗集》卷三 《宿东寺二首》 , 《昆山杂咏》

作《东禅廊夜二绝》 ; 同上《晚步》
,

《昆山杂咏》作《夜步东寺之西》
。

这个差异
,

恰恰证明

这些诗写的是荐严寺
。

弄清楚这点以后
, 《诗集 》 卷一至卷四的一些诗

,

可 以确定写的是荐严寺僧院生活
。

如卷一《与时叙现老纳凉池上时叙诵新词甚工》 ,

此池
,

当即《淳佑玉峰志》所说的东禅寺

后之池
。

再如卷二《六月七 日夜起坐殿庞取凉》
、

卷四《病中夜坐》等
。

现在把《病中夜坐》

抄在下面
:

村巷秋春远
,

禅房夜磐深
。

饥蚊常绕鬓
,

暗鼠忽鸣琴
。

薄薄寒相 中
,

棱棱瘦不禁
。

时成

洛下咏
,

却似越人吟
。

凄凉寂寞的僧院
,

反映了由于双亲双亡
,

家庭负担沉重 (
“
嫁二妹

” ,

教抚二弟
,

见

《神道碑》 )
,

疾病折磨而产生的凄凉寂寞的心情
。

但他并没有就此真的消沉 下 去
,

而 是

不断地
“
咏

” 、 “
吟

” 。

这首诗
,

是范成大十年荐严寺生活的一个缩影
。

这一时期
,

他的思

想处于严重的矛盾状态中
。

一方面
,

想寄迹山林
,

自号
“
此 山居士

”
(《神道碑》 ) ; 想逃形

虚无
,

从佛理中找到慰藉
,

他看破了
“
八万四千空色界

” ,

要
“
不离一法认毗卢

”
(《诗集》



卷四《题记事册 》)
。

一方面
,

在诗社中 (他参加诗社是在荐严寺十年中事 ), 在外出中
,

他

接触了社会的许多方面
,

了解 了农村的一些真实情况
,

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

越来越起

着支配作用
,

他勇敢地面对现实
,

写出了一些揭露现实的诗篇
。

这些
,

后面还 要 提 到
。

《诗集》卷一有《荣木》诗
,

紧次《两木》诗前
,

与《两木》同时作
。

诗小序有云
“

卧病十

日
”
与《两木》小序

“
卧病

”

合
。

诗中有云
“
自我来归

,

十年不富
” ,

当指荐严寺寺 中十 年
。

又有
“

今我不学
,

殆其已而
”
之句

,

甚悔以往为学不力
,

要
“

着鞭
”

赶上
。

《神道碑》谓王

葆勉成大以举业
,

无负其父之志
,

当为此时事
。

此处所说的
“
学

” ,

当为
“
举业

” 。

从此
,

成大结束了僧院生活
,

为进入仕途
,

迈出了新的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

这也是上面所说的

积极因素的一个发展
。

四 交 旧

一
、

王葆
。

葆字彦光
,

吴郡人
。

《吴郡志》卷二十七 《王葆传》谓
: “
成大早孤废业

,

一

日呼前
,

喻勉切至
,

加以洁责
,

留之席下
,

程课甚严
。

未几… …吞科 第
。 ” 《神 道 碑》和

《正德姑苏志》 卷五十《王葆传》亦有类似记载
。

周必大《省斋别稿》卷十有《王葆墓志铭》
。

“

葆学行俱高
” ,

著有《春秋集传》
、

《春秋备论》 ,

官至监察御史
。

二
、

唐子寿
。

子寿字致远
,

昆山人
。

父埠
,

为礼部侍郎
,

有望于 时
, 《吴 郡 志 》 有

传
。

子寿中隆兴元年 ( 1 1 63 ) 进士
,

官至朝请大夫
。

见《至正昆山郡志》卷四
、

《正德姑苏

志》卷五
。

子寿为王葆次女之婿
。

周必大《南归录》多处及之
。

子寿与崔敦诗有交往
, 《永

乐大典》卷二千八百十有崔和子寿腊梅诗
。

成大早期及子寿诗甚多
。

《诗集》卷二《青青砌

上松送致远入官》以松比子寿
,

以柏自喻
。

足见友情之深
。

三
、

唐烨
。

烨字子光
,

潭弟
。

建炎二年 ( 1 1 2 8 ) 进士
。

官至朝请大夫
。

见《至正昆山

郡志》卷四
、

《正德姑苏志》卷五
。

《诗集》卷二有《次韵唐子光教授河豚》
、

《次韵唐子光席

上赏梅》
。

四
、

汉卿
。

《诗集》卷三有《次韵汉卿舅即事二绝》
、

《次韵汉卿舅腊梅二首》
。

按
,

周

必大《周益国文忠公集
·

省斋文稿》卷三十三有《靖州推官张君廷杰 墓 志 铭》 ,

称其 字 汉

卿
,

吴郡人
,

或即成大所云之汉卿
。

《铭》 又称其
“
少业儒

” , “
刻意教子

,

藏书 数 千 卷
,

士大夫喜从之游
” ; 又称

“
创亭榭十余区

,

环以佳花美木
,

四时皆有奇观
” , “

为吴 门绝

景
” 。

周必大《南归录》乾道八年三月癸酉纪事
: “
张汉卿 自夭池遣其子见招范至能来

。 ”

据

《铭》 ,

廷杰长成大十五岁
。

不识何故成大称之为
“

舅
” ?

五
、

王咳
。

咳字希武
。

《诗集》卷三有《王希武通判娩词二首》 ,

有
“

当代名臣后
,

惟

公奕世贤
”
之句

。

其父绚
,

字唐公
,

官至参知政事
,

有第宅在昆山
。

见《中吴纪闻》卷六

及《吴中旧事》
。

《翰词》 中又有
“

事契从先世
,

姻联亦近亲
,

速为重壤去
,

凄断十年邻 ,’ ,

成大与咳盖为亲邻
。

六
、

周必大
。

《周益国文忠公集》卷首附《周必大年谱》 : “
绍兴二十一年

,

… …摧进士

第
, ·

“ …王公葆许以女妻公
。

… …绍兴二十三年癸酉
,

公年二十八
。

是岁
,

公亲迎于平

江之昆山
。 ” 《神道碑》 : “

某与公齐年
,

御史王公
,

予外舅也
,

以是与公善
。 ”

成大与必大之

交往
,

当 自必大亲迎时始
。



七
、

魏信臣
。

成大岳父
,

官承信郎
。

见《神道碑》
。

《诗集》卷五有 《外舅翰词二首》 ,

作于赴新安椽前
。

八
、

魏良臣
。

成大妻魏氏
,

乃其侄女
。

《神道碑》谓良臣
“
知公深

,

一见以远大期之
” 。

良臣字道弼
,

官至参知政事
。

事迹详周必大 《周益国文忠公集
·

亲征录》绍兴三十二年四

月辛未纪事
、

《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三下《魏良臣传》
。

九
、

魏仲恭
。

仲恭字端礼
,

自号醉口居士
。

《诗集》 卷五有 《夜至宁庵见壁 间端礼

昆仲倡和明日将去次其韵》 ,

约作于绍兴二十五春赴新安椽前
。

仲 恭
,

长 伯友
,

仲恭居

中
,

次乃叔介
。

光绪 《宣城县志》 卷二十九引魏 良臣 《昆山 (按
:

此乃宣城之昆山 ) 金牛

洞记》 ,

有
“

犹子仲远
” 。

诗题中之
“
昆仲

” ,

当指伯友
、

叔介
、

仲远等
。

叔介
,

韩元吉《南

涧 甲乙稿》 卷二十一有《墓志铭》
。

《诗集》卷五《送端言》之端言
,

当为其
“

昆仲
”
之一

。

仲

恭为朱淑真《断肠诗集》辑集者
,

其事迹参拙撰《朱淑真佚诗辑存及其它》 (《文史》 第十二

辑 )之第五部分
。

一 O
、

潘时叙
。

成大与时叙往来甚密
,

有多诗及之
。

《诗集》卷一 《与时叙现老纳凉

池上时叙诵新词甚工》 诗中
,

有
“
潘郎忽鼎来

,

谈诗解人颐
。

晚诵云髻篇
,

灌灌余春姿
。

想见篇中人
,

清润如君诗
”
之句

。

一一
、

林元复
。

《诗集》卷一有《林元复翰诗》
。

首云
“
胸次峥嵘满贮书

” ,

又云
“

漫道

春风须得意
,

那知秋雨不成珠
” ,

元复盖有志用世
,

才亦足以相称
,

而不得志于场屋
。

陆

友仁《吴中旧事》云
: “
近世儒门之盛

,

必推林氏
。 ”
元复当属其族

,

为吴人
。

一二
、

唐少梁晋仲兄弟
。

成大尝与少梁登吴中天平山绝顶
,

宿 天 平 寺 中
,

联 句 达

晓
。

见《诗集》卷三《天平寺》
。

《诗集》卷八有《奠唐少梁晋仲兄弟墓下》 ,

作于绍兴三十一

年 自新安橡归来时
。

中有
“
生平书札频双鲤

”
之句

,

盖成大椽新安时
,

尝有书信来往
; 又

有
“

黄壤一时终玉树
”
之句

,

则其兄弟凋谢之时当甚相近
,

时约在成大椽新安不久
。

一三
、

现老
、

范老
、

澹庵
。

皆僧
。

《诗集》卷一作于荐严寺的《与时叙现老纳凉池上》

诗
,

有
“
老禅挽我游

,

高论方轩眉
”
之句

,

现老当为荐严寺之僧
。

成大以后尝及之
。

《诗集》卷三有《范老前岁相别约归括苍便游四明今不知何地暇 日有怀》诗
,

中有
“

故

人一去不肯还
”
之句

。

以故人相称
,

可见其交往之密
。

成大以后诗篇
,

及之者颇多
。

查

明成化《虎丘山志》 , “

范号默堂
” ,

则范老当为僧于虎丘
。

《诗集》卷四有《戏答澹庵小渴》
。

成大以后亦有诗及之
。

一四
、

圣集
。

《诗集》卷一有《代圣集赠别》
。

《诗集》卷五 《圣集夸说少年俊游用韵记

其语戏之》 ,

作于新安户曹时
,

中有
“
京尘红软扑雕鞍

,

年少王孙酒量宽
”
之句

,

其人当

姓赵
,

少年时有过浪漫生活
,

在临安呆过
。

一五
、

周杰
。

杰字德万 (知不足斋丛书本《吴船录 》有周杰德俊万
, 《宝颜堂秘发》原

刊本《吴船录》有周杰德俊万
,

今从明万历刊《全蜀艺文志
·

峨眉山行纪》 及明抄本 《吴船

录》 )
。

为成大女弟之婿
。

《诗集》卷五有《周德万携擎赴龙舒法曹
,

道过水 阳相见
,

留别女

弟》 ,

作于绍兴二十五年春访南塘 岳家时
。

水阳在宣城
,

见《舆地纪胜》卷十九
。

淳熙初
,

周杰佐成大成都幕
,

见《吴船录》
。

一六
、

范成象
。

成象字至先
,

其父为成大之伯父 (见下面提到的成大祭文 )
,

成象乃

从兄
。

绍兴五年 ( 1 1 3 5 )进士
,

见《吴郡志》卷二十八
。

成大事之
“
如严师

”
(《神道碑 》 )

。

成



大少时尝与成象及唐少梁等登吴中天平山绝顶
,

见《诗集》卷三 《夭平寺》
。

绍兴二十五年

十二月丙申
,

以左从政郎行太学录
,

见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卷一百七十
。

乾道五年四

月
,

自湖南提举任被召赴临安
,

见《永乐大典》卷八千六百四十八引《衡州图经》
。

旋任工

部员外郎
,

见《黄氏日抄》卷六十七
。

淳熙七年卒
,

成大有祭文
。

见《永乐大典》卷一万四

千五百一
。

其文之传于今者
,

有见于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卷四之昆山县《重修学记》 ,

见

子清顾泥重修本《虎丘山志》卷三之《水陆堂记》
。

前者作于乾道元年
,

文中有
“
既辞弗获

”

之语
,

知成象颇有誉于乡里
; 后者作于乾道二年

,

知成象与佛徒交往颇密
,

亦甚谙佛理
。

一七
、

诗社诸交游
,

不在此重述
。

五 行踪

范成大早期行踪
,

可 以理出头绪的
,

有三次
。

一是赴太学试之行
。

《掺莺录》乾道八年十二月二十二 日纪事谓
:

出德清
, “
游城山

。

顷岁赴太学试
,

道病暑
,

晚对轩题诗壁间
,

故在
。

” 诗集》卷二《题城 山晚对轩壁》 ,

当即

其作
。

诗云
:

一枕清风梦绿萝
,

人间随处是南柯
。

也知睡足当归去
,

不奈溪山留客何 !

紧次此诗为 《题城山挂月堂壁》 诗
,

当作于同时
。

城 山
,

即在德清县境内
,

见康熙

《德清县志 》卷一
。

《宋史》卷三十《高宗纪》及卷一百五十七 《选举志》
、

《文献通考》卷四十

二均有绍兴十三年始建太学的记载
。

《文献通考》并谓这一年
“
秋季始开补

,

就试者五千

人
” 。

成大赴太学试
,

不知为何年事
。

从上面所举诗看来
,

他对这次赴试
,

并不汲汲
,

当

为荐严寺十年中事
。

看来
,

他以后并没有入太学
。

一是赴金陵遭试之行
。

范成大所在地区遭试
,

是在江东转运司所在地— 建康 (即金

陵 ) 举行
。

嘈试得荐后
,

次年
,

即赴临安应礼部试
。

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三

《诸路同日解试》条
, “
祖宗旧制

,

诸路州军科场
,

并以八月五 日锁院
” ,

成大中绍兴二十

四年进士
,

是此次槽试为绍兴二十三年秋季事
。

《诗集》卷一末首《南徐道中》及卷二的一

些诗作于此时
。

一是南塘岳家之行
。

《神道碑》 谓范成大的妻子魏氏
,

是魏良臣的侄女
。

据《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三下《魏良臣传》 ,

良臣为漂水崇教乡南塘人
。

《永乐大典》卷一万

零九百九十八引成大 《再辞免知建康府札子 》 ,

有
“
臣妻族魏氏

,

现居漂水
、

宣城之间
”

语
。

属于漂水的南塘
,

后来属高淳
。

成大岳家之行
,

是在漂水
、

高淳
、

宣城之间进行
。

《诗集》卷四有 《晓 自银林至东浦登舟寄宣城亲戚》 诗
。

查民国 《高淳县志》卷三
,

县

东五十里有银林桥
,

旧有银林市
,

为财货商旅之所集
。

银林市
,

当即诗中所说的银林
。

清沈钦韩《范石湖诗集注》卷上谓东溺在银林之东
。

苏州在高淳之东
,

成大 自银林至东潘

登舟
,

乃东向返苏州
。

诗中所云
“

风细桐叶堕
,

露浓荷盖倾
” ,

乃夏末秋初
。

诗题所云亲

戚
,

当指岳家
。

这是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以后的事
。

回苏后不久
,

成大在
“
红树亭亭 ,’( 《诗集》 卷五 《复自姑苏过宛陵至邓步登陆》 )的季

节里
,

到了南塘岳家
。

民国《高淳县志》卷三谓南塘在县东十里
,

下并引成大 《题南塘客



舍》
、

《南塘冬夜唱和》二诗 (见《诗集》 卷五 ) ,
卷五谓魏良臣故宅在县东十里南塘铺

。

成

大在南塘度岁
,

到第二年— 绍兴二十五年寒食后离去
,

有《诗集》卷五《南塘寒食书事》

诗为证
。

这段期间
,

成大游历了宣城境内名胜金牛洞
,

魏 良臣有《洞记》
,

见光绪《宣城县志 》

卷三十七
。

到了净行寺
,

据民国《高淳县志》卷十
,

此寺为魏良巨香火院
,

在县东北十二

里
。

游历了衰山
、

花山
。

前者在宣城县东三十里之麻姑山
,

后者在高淳县南四十里
,

上

产白牡丹
。

分别见光绪《宣城县志》卷四
、

民国《高淳县志》卷三
。

《诗集》卷三皆有诗
。

此外
, 《诗集》卷一有 《过松江》

、

《过平望》
、

《长安闸》 诗
,

三诗紧次
,

当作于同一

时
。

据周必大《奏事录》
,

长安闸在临安附近
,

此行当往临安
。

《过松江》中
,

有
“

去年匹

马兀春寒
,

今此孤蓬转秋热
”

之句
,

说明成大数数来往于这条路线上
。

又
, 《诗集》卷二有《姑恶》 诗

,

序中有
“

余行若雷
” ,

若雷
,

在今浙江吴兴
。

次 《姑

恶》
,

为《大暑舟行含山道中
,

雨骤至
,

霆夔滩挂可骇》诗
。

含山原在崇德 (今属桐乡
,

在

浙江北部 )
。

诗中云
: “
扁舟风露熟

,

半世江湖遍
。 ”
说明舟行江湖

,

乃其经常生活
。

类似的意思
,

在卷四《夜发昆山 》中表达得更具体
。

该诗末二句云
:

惭愧沙湖月
,

年年 照薄游
。

在《诗集》卷二 《除夜感怀》 一中
,

成大感叹
“

贫病老岁月
” 、 “

逝者 日已远
,

生者 日已

衰
” 。

风露江湖
,

是他荐严寺十年生活的又一个真实内容
。

他并不是整天在荐严寺读书
,

而且也不能
。

就在上面这首诗里
,

诗人对 自己处境
,

淡淡地透露了一点
“
怨尤

” 。

但是
,

全面地看

起来
,

他是可以不怨尤的
。

因为
,

正是这种奔走
,

正是上面介绍的几次行踪
,

他深入了

社会
,

扩大了眼界
,

知道
“
忧稼稿

” ,

懂得
“
老农苦

”
(《诗集》 卷二 《大暑舟行 含 山道

中… … 》 )
,

他的诗的内容得到了充实
。

他的 《催租行》 (卷三 )
,

揭露里正榨逼农民丑态
,

《长安闸》 (卷一 )斥津吏之横暴
, 《秋 日二绝》其一 (卷一 ) 讽刺当时徒以江山宏丽夸于敌国

而不谋振兴国力的当权者
, 《净行寺旁皆抒 田

,

每为潦涨所决
,

民岁岁兴筑
,

患粮绝
,

功

辄不成》 (卷五 )指出兴修水利的根本问题不在农民本身
,

都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

在新安户曹任上
,

范成大曾有两句诗抒发个人的抱负
,

总结 自己的创作经验
:

宇宙勋名无骨 相
,

江山得句有神功
。

( 《诗集 》卷六 《晚集南楼 》 )

远大的抱负
,

认真的态度
,

多姿的山川
,

与深入生活
,

关系极为密切
。

范成大自己

就是以这两句诗做为以后行动的依据的
。

他在早期的基础上
,

创作了《 四时田园杂兴》这

样鲜明地描绘农村生活的诗篇及其他作品
,

在包括诗在内的文学领域里
,

创出了自己的

业绩
,

就是证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