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禹 锡
( 之二 )

卞孝营 臭汝煌

五
、

滴居朗州
、

勤于创作

在唐代
,

士人多数愿意当京官
,

不乐外任
。

刘禹锡先是无辜地被贬为连州 (今广东

省连县一带 ) 刺史
,
所受的打击是很大的

,

哪知行室荆南 (唐荆南节度使驻江陵府
,

今

湖北省江陵县 )
,

又改授朗州 (今湖南省常德市 ) 司马
。

他想 到别人 横加在 自己身上

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和朝廷上正在掀起的对他们大肆挞伐的浊浪
,

内心非常愤慈
。

在江

陵
,

他会见了老朋友韩愈
。

韩愈当时任江陵府法曹参军
,

特为置酒相待
。

他劝刘禹锡不

要
“
籍 口自绝

” 、 “
甘心受诬

” 0 ,

建议向杜佑求援
。

韩愈的盛情招待
,

暂时驱散了刘

禹锡心头的愁雾
。

他写了 《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
,

因令属和
,

重以自述
,

故足成六十二韵》 的长诗
,

诗 中说
:

故人南台② 旧
,

一别如弦驶
。

今朝会荆蛮③ ,

斗酒相燕喜
。

为予出新什
,

笑作

( b i己
n
变 ) ④ 随伸纸

。

韩愈在 《永贞行 》 一诗中错误地说王叔文辅佐顺宗搞政治革新是
“
小人乘时偷国柄

” ,

但对刘禹锡
、

柳宗元的态度基本上是友好的
,

既有责备
,

又有开脱
。

他说
: “

数君⑤ 非

亲岂其朋
,
郎官清要为世称

,

荒郊迫野噬可矜⑥
。 ,, 说刘

、

柳不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成

员
,

当然不符合事实
,

但在当时这样说
,

是为了保护他们
,

主观愿望是善良的
。

刘禹锡到达朗州以后
,

在城边更鼓楼旁
,

选择了一片高地
,

筑楼而居
,

以避潮湿
。

州司乌这个官职
,

在中唐时期多用来安置被贬滴的官员
,

没有什么实际执掌
,

因此刘禹

锡有大量的时间来从事创作活动
。

他在《刘氏集略说》中说
: “

及滴于沉湘间
,

为江山风

物之所荡
,

往往指事成歌诗
,

或读书有所感
,

辄立评议
.

穷愁著书
,

古儒者之大同
,

非

高冠长剑之比耳
。 ” “

高冠长剑
”
是用屈原 《涉江》

: “
带长铁之陆离兮

,

冠切云之崔

党
” 之意

,

这里是借指屈原
。

他谦虚地说
,

自己还比不上屈原
,

实际上正好说明他在有

意识地追攀屈原
,

用屈原那种顽强的斗争意志来激励自己
。

这一时期写的 《硒石斌》
、

《楚望斌》
、

《何 卜赋》 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在形式方面
,

都同 《楚辞》 有着密切的联

系
。
《低石赋》通过一把宝刀锈涩后经过磨砺而重新变得锋利一事

,

借题发挥说
: “

雾尽

披天
,

萍开见水
,

拭寒焰以破眺① (幼自)
,

击清音而振耳
。

故态复还
,

宝心再起
。

既

斌形而终用
,

一蒙垢焉何耻 ! 感利钝之有时兮
,

寄雄心于瞪视
。 ”

把自己遭贬的不幸
,

说成是宝刀蒙垢
,

不足为耻
,

表现了他对于来自朝廷的无理责罚的蔑视
。

他坚信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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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是正确的
,

表示要恢复故态
,

保持雄心
,

继续斗争下去
。

这同屈原坚持理想
、 “

九

死未悔
” 的思想境界是多么相似三

元和元年 (公元 8 06 年 )
,

刘禹锡接连受到两个重大打击
。

一是宪宗下 诏 说
: “

左

降官韦执谊
、

韩泰
、

陈徐
、

柳宗元
、

刘禹锡
、

韩哗
、

凌准
、

程异等八人
,

纵缝恩赦
,

不

在量移之限⑧ ” 。

他原先读到 《改元元和赦文》
,

曾写信给杜佑要求调回长安或洛阳
,

至此成为泡影
。

二是王叔文被杀
。

这件事情使刘禹锡震动很大
。

他对王叔文十分敬重
,

对

王叔文的冤屈十分了解
,

但因为王叔文是朝廷宣布的
“ 罪人

” ,

当时他如果公开出来说

什么
,

必然会遭到新的迫害
,

所以只能曲折地表示自己的感情
。

在 《华陀论》 一文中
,

用悲抑的语气说
: “

夫以佗之不宜杀
,

昭昭然不可言也
。

… … 吾观自曹魏以来
,

执死生

之柄者
,

用一患 ⑨ ( hu 了秽 )而杀材能众矣
。

又乌L 用书佗之事为 ? ”
对当时执政者 的 残

暴轻杀
,

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

宪宗的诏书和王叔文的被杀
,

象两块无形的石头压在刘禹锡的心头
,

使他原来就已

经很不平静的感情 波涛更为剧烈地翻滚起来
。

强烈的愤愈
、

高度的自信和对现实的不屈

服
,

使他写出了一系列富有讽刺性的诗歌
。

这些诗歌托讽幽远
,

寓意深切
,

嬉笑怒骂
,

战斗性强
。

它是刘 禹锡一生中最有特 色的诗歌之一
。

如 《聚蚊谣 》 :

沉沉夏夜闲堂开
,

飞蚊伺暗声如雷
。

嗜然数⑥ ( hQ 呼 ) 起初骇听
,

殷殷若自南

山来
。

喧腾鼓舞喜昏黑
,

昧者不分聪者惑
。

露华滴沥月上天
,

利嘴迎人看不得
。

我

躯七尺尔如芒
,

我孤尔众能我伤
。

天生有时不可遏 ( .俄 )
,

为尔设幢@ 潜匡 床
,

清商一来秋 日晓
,

羞尔微形饲丹鸟⑥
。

把宦官
、

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比为渺小而又可恶的蚊虫
,

表现了诗人对他们鄙夷不屑和

极端痛恨的感情
。

诗 中先是用夸张的手法
,

形象地描绘出这些害人虫耀武扬威
、

不可一

世的神态
,

最后冷冷地指出
,

它们很快就要灭亡
,

只配喂丹鸟
。

对那些死到临头而洋洋

自得的丑类
,

谁不感到既可笑又可僧呢 ? 全诗正是在这一点上加强了讽刺的力量
。

刘禹锡除了善于揭示出讽刺对象的可笑之处以外
,

还常常运用对比手法来达到讽刺

的效果
。

如 《飞莺 ( y u如渊 ) 操》
:

聋飞杳杳青云里
,

鸯鸣萧萧风四起
。

旗尾飘扬势渐高
,

箭头奢L (h
u 。花 ) 划

声相似
。

长空悠悠雾。 (jT 际 ) 日悬
,

六翩L ( h`核 ) 不动凝飞烟
。

游 鹑 ⑦ ( k on

坤 ) 翔雁出其下
,

庆云清景相 回旋
。

忽闻饥乌一噪聚
,

瞥下云中争腐鼠
。

腾音砺吻

相喧呼
,

仰天大吓疑鸳 ( y 。己 n冤 ) 雏L
。

畏人避犬投高处
,

俯啄无声犹屡顾
。

青鸟

自爱玉山禾
,

仙禽徒贵华亭露
。

朴巡 L ( s 。诉 ) 危巢向暮时
,

毽世④ ( p翻 s面陪

腮 ) 饱腹蹲枯枝
。

游童挟弹一靡 ( h uT挥 ) 肘
,

臆碎羽分人不悲
。

天 生 众 禽 各 有

类
,

威凤文章在仁义④
。

鹰华 ( s如笋 ) 仪形缕蚁心
,

虽能反L l(1 利 ) 天何足 贵 生

这首诗的题材采自 《庄子
·

秋水篇 》 中的一个寓言故事
。

庄子的原意是用腐 鼠隐 喻 相

位
。

他的朋友惠施在梁国作相
,

庄子经过梁国
,

惠施很紧张
,

以为庄子来向他 争 夺 相

位
,

于是
,

庄子就用了上面的比喻来作回答
。

刘禹锡这首诗主要是揭露那些表面上道貌

岸然
,

实际上整天鼠窃狗偷
、

争权夺利的宦官权贵的鄙劣本质
。

诗的前面八句主要描绘

聋的威风
,

突出他外表的气度不凡
,

后面部分通过对他争夺腐鼠的描写
,

撕开他肮脏
、

狠琐
、

鄙劣的 内心世界
。

这样
,

形象的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

通过对比
,

读者



启然舍对他后来的可悲下场投以轻尊的晒笑
。

刘 禹锡这一时期所写的讽刺诗还有 《有獭

吟》
、

《昏镜词》
、

《百舌吟》
、

《鹤媳 t (下 J峙提决 ) 吟》 等
。

这些诗都无情地 鞭 挞

和嘲弄了丑恶事物
,

_

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神精
。

鲁迅先生说
: “

一个作者
,

用了精炼的
,

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 但自然也必

须是艺术的地—
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

,

这被写的一群人
,

.

就称这 作 品 为
`

讽刺
’

1

。 ” L 由于刘禹锡当时同本阶级的执政者处于某种对立的状态
,

所以能够对他

们 “
一群人

”
的丑恶面看得比较真切

。

他的讽刺诗篇虽然大多用寓言的形式写成
,

但无

不可以从这 ,’~ 群人
”
中找到当时被讽刺的对象

,

因此
,

这些诗的思想性是不可低估的
。

刘禹锡在这一时期还写了不少抒情诗
。

同他在永贞以前的作品比较起来
,

这些抒情

烤不仅内容充实
、

深刻
,

.

而月
.

感情深沉
、

丰富
。

他的 《效阮公体三首》
、

《偶作二首》 、

《秋词二首》
、

《白鹭儿 》 等诗
,

有的凝聚着诗人在政治斗争中得来的经验教训
,

有的

抒写了作者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

有的塑造了坚贞洁白的自我形象
。

它们 大多 托 物言

志
,

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诗人这一时期的思想状态
。

如 《熬词二首》 之一
:

自古逢秋悲寂寥
,

我言秋日胜春朝
。

晴天一鹤排云上
,

便 引诗情 到碧霄

诗 人在贬滴时期能够保持如此昂扬向上的乐观情绪
,

表现了多么高尚的生活情操卜
卜

l({ 日唐书
·

刘禹锡传》 说
: “

禹锡在朗州十年
,

惟以文章吟咏
,

陶冶情性
。

蛮俗好

巫
,

每淫祠鼓舞
,

必歌但辞
。

禹锡或从事于其间
,

乃依骚人之作
,

为新辞
,

以教巫祝
。

故武陵黔 x( T溪 ) 洞间夷歌
,

率多禹锡之辞也
。 ”

这说明
,

刘禹锡向民歌学习是从朗州

开始的
。

不过
,

他并不是一下子就重视这项工作的
,

所以
,

尽管他为巫祝所写 的
“
新

辞
” 长期在朗州少数民族的口头流传

,

而集子中却未见收录
。

现存刘集中 《竞渡曲》
、

《采菱行》 两诗可以确定为朗州时期所作
。

这两篇作品初步显示了学习民歌的 成 效
。

《采菱行 》 序说
: “

武陵俗嗜菱 (j t计 ) ⑧ 菱色 岁秋矣
,

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
,

薄 言⑥

采之
,

归以御L 客
。

古有 《采菱曲》
,
罕传其词

,

故斌之以侯采诗者
。 ”

从这里可以看

出
,

刘禹锡被民间丰富多彩
、

生动活泼的劳动生活深深地吸引住了
。

他情不 自禁地把这

种美丽景象吸入诗中
`

自马湖平秋日光
,

紫菱如锦彩鸳翔芭荡舟游女满中央
,

采菱不顾马上郎
。

争多

逐胜纷相向
,

时转兰挠@ ( r o6 饶 ) 破轻浪
。

长鬓 h( 。6n 环 ) 弱袂母 (碗 i妹 ) 动参

差
,

钗影铡 ( ch 。 。 n串 ) 文浮荡漾
。

笑语哇咬顾晚晖
,

寥 i(l 如了 ) 花L 绿 岸 叩 船

归
。

归来共到市桥步
,

野蔓系船萍满衣
。

家家竹楼临广 陌 ( m 6 莫 ), 下有连墙 ( iq 6 gn
_

墙 ) 多估客
。

携筋荐菱夜经过
,

醉踏大堤相应歌
。

屈平L 祠下沉江水
,

月照寒波白

烟起
,

一曲南音此地闻
,

长安北望三千里
,

诗人高度的词章修养同生气勃勃的民间生活* 接触
,
立即闪耀出异彩

。

优美的语言
、

明

快的节奏和浓厚的乡土味
,

使诗的意境分外魂人
。

美中不足的是诗的最后忽然拖出一条

感慨贬滴之苦的尾巴
,

与整首诗的意境很不协调
。

这说明
,

他的思想感情同人民之间还

有着明显的距离
。

t

朗州时期是刘禹锡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

在此后十几年的贬滴生活中
,

他的

诗歌创作继续
一

吸取民歌的营养
,

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

` _

元和三年 (公元 80 8年 ) ,
柳宗元从永州 (今湖南省零陵县 )给他寄来了两 篇 新作

,

易6



屏他莎伞娜九 刻禺福城攀界不了鼻已的寡黑
,

卿瓤两蟒渊
!

然
二

以瓜
,

幼私 齐和粼舞珠
@

种求
: “

子吟
沁

而绎⑦ 匆t荞之

嵘户两 ) 声令
;

_

鼓行乘窝
。

`

”

粼篡狱霍桨森霭梁器熟装黔粼梦
“畔枷

粼 顾其

电瘫个评
.

仍然具有

一

川 为了导月翁裹孤寨无聊鲍翼通龚灵看
,

一

霉新发挥身录的政治才熊
,

鸡曾经多次孰琪召

柯长安
,

或移得离长安稍近一点
,

但是都没有成功
。

在 , 沐次的失望以后
,

他有时鸡胳

产辉度的苦lqo 殉商居{嗓摆二首》 莽是这种苦夙。清的写照
·

这里选录其一
;

恨 (刃义 ) 饱何恨饱
,

长沙地卑湿
。

楼上见春多
,

花前恨风急
。

猿愁肠断叫
,

廊珊岛
牛衣撕邮队谁哀仲卿御

、
_

诗人的情绪是那样的低沉
,

以至美丽的春色
、

花前的春风
,

都使他感到讨厌
。

诗的调子
,

确实如他后来所说
, “

凄然如憔桐孤竹 @ ” 。

但是
,

刘禹锡并没有被悲哀所压倒
,

而是

力求从悲哀中摆脱出来
。

他迫切希望重新被录用
,

但又坚决不肯让自己的志节暮受任何
污损

。

当时 ,
他的岳父薛套 i(j 。。 剪 ) 因为同宦官薛盈珍拉关系

次
得
榔

州…(岑汪苏省
盯胎县北 ) 刺史升为福建观察使

。
⑧ 薛盈珍是逼迫顺宗内禅的宦官禾矛之一

,

元和初很

有权力
。

刘禹锡明明知道
,

如果通过岳父薛睿去打通薛盈珍的关节
,

很可能重新受到重

用
。

但是
,
这种违心之事

,

他坚决不干
。

元 和 四 年 (公元 80 9年 ) 、 “
八司马

”
中 的

程异被召回长安
,

受到重用
。

刘禹锡写了 《咏古二首有所寄》 赠送给他
。

第一首的末联

是
: “

一朝复得幸
,

应知失意人
。 ” 第二首的末联是

: “ 也无三千女
, 、

初心不可忘
。 ”

“
三千女

”
是指遭幽闭的宫女

,

用来 比喻 永贞 之变后一起被贬的同伴
。

诗中有希望程
杏 异援引之意

,

但更重要的是易勉他不要改变志节
,

忘记了在顺宗朝共同革新政治的
“
初

心” 。

程异精于理财
,

克己竭节
,

后来做到盐铁转运使
,

进而入居相位
,

但始终廉洁奉

公
,

死后
,

_

家无余财
。

说明他确实同刘禹锡一样
,

是不忘
“ 初心 ” 的

。 、

刘禹锡在贬滴朗州的后期
,

同中唐另外一位重要 诗人元租保持着良好的关 系
。

元

棋
,
字微之

,

祖先是鲜卑族
,

汉化后称河南 (今何南省络阳市 ) 人
,

早年曾任左拾遗
、

监察御史等职
,

对侯幸进行过斗争
。

元和五年 (公元 81 。年 )
,

在华阴县
.

敷水释
,

宦 官

刘士元违反制度
,

_

与元镇争厅房
,
竞用马鞭子打伤了元镇的脸

。

唐宪宗对宦官的骄横不

加责罚
,

反而把元棋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

这件事在一部分士大夫中间引起了不平
。

刘

禹锡给元棋寄去了文石枕
,

并赠诗 , 首说
:

文章似锦气如虹
,

宜荐华替绿殿 中
。

纵使凉凡 b( 汤。
标 ) 生旦夕

,

我堪拂拭众

贡意是说
,

把义石枕送给象元模这样有才华
、

有刚气的诗人夹佑 用正合适
。

要是涡到青
料不到的风险和羚不及防的打击

,

它还能帮助你解除头痛
。

诗题是鹏元九侍御文石枕以

彝桨粼
_

, 只浆 ” 就是褒奖
;
诗写得担含蓄

,

不明言褒奖什么
,

实际上是寒奖元棋不屈

服于宦官豹浑威
。

元祺得诗脚后
,

了 《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

过咏鞭
,

既赞扬了元祺的品格
,

格保持下去
,

与宦官妥协了
。

回赠了卿双令四川省通冬县 )产的 马鞭
。

刘禹锡又写
,

诗 中说
: “

多节本怀端直性
,

露青犹有岁寒心
。 ”

通

又争朋了户已的志节
。

不过
,
元碘后米没有把把这种品

唐时朗州属荆南道
。

从元和六年起
,

严缓任荆南节度使① 。

严缓是勾结宦官逼迫顺

员了



嵘蠢磷鬓然熬燕全
生涯结束了

。

行至长安近郊

万端的心情
,

写下了这样 “

雷雨江湖起卧龙
,

长乐钟L 。

,

已经是元和十年
’

(公元幻 5年 )
。

·

他怀着悲喜支集
、

感棍

爵
:

` ,
1

,

一
·

一 一
武陵樵客摄 (n i色啮 ) 仙踪L 。

十年楚永枫林下
,

·

今 夜 初阅
少

一
「

一

石 扮
_

诸君子L
。

《元和 甲午岁
,

诏书尽征江湘逐客 ; 余自武陵赴京
,

宿于都亭
,

`

有怀续来

》
· “ 、 -

.

’
-

〔注释〕
刘禹锡 《上杜司徒书》 引韩愈语

。

南台
:

御史台
。

荆蛮
:
这里指江陵

。

扑
: 鼓掌

。

数君
:

指刘 禹锡
、

柳宗元等人
。

矜
:
怜悯

。

眺
:
眼眶

。

《旧唐书
·

宪宗纪上》
。

患 : 怒
。

乌
:

何
。

效
:
忽然

。

幢
:
帐幕

。

这里指蚊帐
。

丹鸟
:
蝙蝠

。
`

户

奢
:

象声词
。

原是指利箭飞射的声音
。

这里形容鸯飞的声音
。

弄
:
雨后的晴天

。

翩
:

原指鸟羽的根管
。

这里
“
六翩

”
泛指翅膀

。

璐
:

传说中一种象鹤的大鸟
。

鸳雏
:

凤凰一类的鸟
。

据说这种鸟非梧桐树不栖
,

非糠树实不食
,

非甘泉水不饮
。

朴进
:

形容鸟鼓动翅膀的声音
。

毯世
: 羽毛蓬松张开的样子

。

威凤
:
传说中威仪 尊严的凤凰

。

文
:

`

同纹

毛花纹叫信义
,

腹部的羽毛花纹叫仁智
,

反
:
到达

。

。

文章就是文彩
。

据说凤凰背上的瀚
所以凤凰是一种有仁义的鸟

。

一
`

①②⑧④⑤⑧⑦⑧⑨L@够@⑧LL@LL吻@

鲁迅 《且介亭杂文》 二集
,

《什么是
“
讽刺

” 》
。

菱
:

四角菱
。

薄言 :
句首语气词

。

LL@⑧



衅
:
:

拍忖
睡

兰挠
:

耸木做的柒
。

长拱弱袂
:

长长的发结
,

寥花
:

水草花
。

屈平
:
屈原

。

窄窄的袖子
。

绎
:

原意是抽丝
,

这里作仔细体会讲
。

陈
:
走动

。

这里作超越讲
。

以上引文见刘禹锡 《答柳子厚书》
。

刘禹锡 《彭阳唱和集引》
。

《册府元龟 》 卷六六九 《内臣部
·

朋党》 云
: “

薛盈珍
,

宪宗时为中贵人
。

有
权力于元和初

。

薛赛… … 以族人附进
,

盈珍颇延誉以助之
,

故自洒州刺史迁福

廖LLL妙
.

@LL匆L

建观察使
。 ”

({1 日唐书
.

宪宗纪上》
。 ’

元祺 《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傅赠太保郑国公食邑三千户 严 公 行

状》
。

武陵樵客
:

刘禹锡自称
。

跟
:
踏

。

仙踪
: 仙人住的地方

。

唐时称尚书省诸曹郎

官为仙郎
,

尚书省官署也被看作是仙人住的地方
。

刘禹锡曾担任过屯 田 员 外

郎
,

诗中有希望复职之意
。

长乐钟
;
西汉长乐宫有钟室

。

这里借指唐代宫中的钟声
。

续来诸君子
, 当时同时被召回的有柳宗元

、

陈谏
、

韩哗
、

韩泰等
。

L函L

公L

六
、 《 天 论 》

《天论》

写作缘起说
:

上中下三篇是刘禹锡在朗州时期所写的重要哲学论著
。 《夫论

·

上》 述其

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 《天说》 以折韩退之之言
,

文信美矣
,

盖有激而云
,

非所以尽天人之际
。

故余作 《天论》 以极其辩云
。

这就表呱 他写 x(( 论》 是为了补充和发展柳宗元 《天说》 中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
,

以

柳宗元和韩愈在天人关系问题上的哲学辩论引向深入
。

柳宗元早在长安担任礼部员外郎时就开始写作 《贞符 》 一文
,

批判汉代董仲舒的神
挥傅

李途信思想
。

顺宗朝的革新措施中有一条是裁撤
“ 阴阳

、

星 卜
”

待诏
,

体现了柳宗元等无神论者的意志
。

通过政治斗争的锻炼
,

等讲宿命迷信的翰林院

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

有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

蓦本论点是认为天有意志
,

者
,

世谓之天 ; 下而黄者
,

用阳
。

是虽大
,
无异果藏①

他的 《天说》 是针对韩愈的唯心主义天道观而写的
。

韩愈的

能够行赏罚
。

柳宗元不同意这种论点
。

他说
: “

彼 上 而 玄

世谓之地
。

浑然而中处者
,
世谓之元气

。

寒而暑者
,

.

世谓之

伽 6裸 ) 痈痔草木也
。 ”

.

意思是说
,

天地
、

元气
、

阴阳都是

自然现象
,

同瓜果
、

草木等客观事物在物质性这一点上是一样的
,

.

不过是体积比较大罢
了

.

棘
、

草木既然不能
“
赏功罚祸

” ,

天地
、 _

阴阳
、

元气也就不能
“

赏功罚祸
, 。

《天

毕



说 》 比较简短
,

提出了论点而没有深入展开论述
。

刘禹锡同样把天着作是物质性钓
。

他
在 《天论

·

上》 里说
: “

天
,

有形之大者也
;
人

,

动物之尤者么 分 “
关写人

,

万物之

尤者
一

也
。 ” 基本观点与柳宗元是一样的

,

但有童要的补充
。

他钎对佛道迷信把 “空
” 、

“ 无 ” 当作
一

世界木体的唯心主义谬说
,

提出了新的哲学命题
:

’

空者
,

形之希微者也 , 为体也不妨乎物
,

而为用也恒资乎有
,

必侬物 而
’

后 形

焉
。

今为室庐
,

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
。

为器角
,

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
。 ·

…..
古所谓无形

,

盖无常形耳
,

必因物而后见耳
。

—
《天论

。

中》

他认为
“ 空 ”

是一种物质形态
。

它的特点是不妨碍其他的物休
,

并且必须侬靠其他物体

来显示出自己的形状
,

如房屋中的
“
高厚之形” 的空间

,

是依赖子房屋而存在的
,

器皿

中的
“
规矩之形

” 的空间
,

是依赖于器血而存在的
。

所以
, “

无形 ” 实际上是没有固定

的形态
,

不是表明它不存在
。

刘禹锡这种精湛的见解
。

有力地支持 了柳宗元的论点
,

所

以柳宗元写信赞扬说
: “ 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

。 ” ⑨

刘禹锡还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提出了
“
天与人交相胜扩 的学说

,

对天人关系作了唯

物主义的论证
。

他说
:

天之能
,

人固不能也
; 人之能

,

天亦有所木能也
。

故余日
:

天与人交相胜耳
。

其说日
:

天之道在生植
,

其用在弧弱
; 人之道在法 制

,

其用在是非
` ,

一
’

天之所能者
,

生万物也 ; 人之所能者
,

治万物也
。

法大行
,

则其人口
: “

夭何

顶人邪 ? 我蹈道而已
” 。

法大弛 ,
,

则其人曰
: “

道竟何为邪? 任天而己
” 。

法小

弛
,

则天人之论驳焉
。

今以一己之穷通
,

而欲质夭之有无
,

惑矣 ,
-

—
《天论

.

上》

这就是说
,

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职能
。

天的职能是
“

生万物
” ,

它的法则是强弱竞争
。

人类

的职能是
“ 治万物

” 。 “ 治万物
” 靠什么? 刘禹锡认为主要靠法制

。

他说
: “

人能胜乎
天者法也

。 ’ , ` 法制大行
,

赏善罚恶
,

各得其所
,

人们看不出夫有什么作用
; 法制破坏

,

有功不得赏
,

有罪不得罚
,

自然界大欺小
、

强胜弱的竞争规律就表现出来了
,

人们只好
心任天而已

” 。

刘禹锡所说的 t’ , 法
” ,

毫无疑问是封建地主阶级之法
。

这个法是地主阶

级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

镇压人民反抗言行的武器
。

它的作用当然不可能象刘
`

禹锡所讲

的那样关妙
。

不过
,

他认识到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不同
,

注意到自然规律和社会拼带

应有所区别
,

提出人类必须利用和改造自
:

然
、

而且一定能够战胜自然的惠想
,

这些都是
很可贵的

。

基于这样的认识
,

刘
、

禹锡在 《天论中》 里进一步发挥说
: “

方物之所以无穷

者
,

交相胜而已矣
,

还相用而巳矣
。
万 意思是说

,

事物之间
,

有其矛后斗争的孟
`

面飞文

有其互相依存的一而
。

!听矛盾又联系
,

这也律现了刘禹橱的朴素的舞证法观焦
为了进一步破除

“ 死生有命理 的迷僧晚念
,

刘
卜

禹锡对客观事物的运动沈律 作 了探
`

索
。

他举 “ 操舟
”
为例说

,

两只胳在一起航徐 一只昭沉没
,

一只船安然羌孰 透况必

是不是出手天的惩罚瑰 ? 刘禹锡认为木是
。

他解释遣
:

.

水与舟
,

二物也
。

关物之合并
,

必有数存乎真间蔫
。

数存
,

然后势形 乎
.

其 讨

形
。

一以沉
,

一以济
,

适当其数
,

乘其势耳
。

彼势之阶乎物而坐
,

犹李响也
。

一
一 《夫论

·

中万



这里所说的
“
数

” ,

就是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
, “

势
”
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

他说术
.

和 船结合在一起
,

他们 的运动一定有客观规律存在
。

这种运动的客观规律决定了船沉与

不沉的客观趋势
。

船沉
,

可能是超过载重量
,

或航行不得其法
;
不沉

,

可能是 载 重 适

当
,

航行得法
。

它们都受到客观规律 (数 ) 和必然性 (势 ) 的支配
,

不是什么
“
天

” 的

意志决定的
。

刘禹锡对客观事锻
展变化西邹全种解释

,

有力鸡批判了宿带藻巷铆点
。

此外
,

刘 禹锡还对天命思想产生的根源作了认真的考察
。

在《天论上》中说
: “
生乎乱者

人道昧
,

不可知
,

故由人者举归乎天
。 ”
乱世往往是非不分

,

吉凶难晓
,

因此人们就把人祸归

之于
“
天命

” 。

这是刘禹锡所理解的天命思想产生的社会根源
。

在《天论巾》里
,

刘 禹锡又从

认 识论的根源上加以分析
。

他认为
“

理味
” ,

即对事物的规律缺乏认识
,

人们在无法掌握 自

己命运的时候
,

就迷信天命
; 如果

“

理明
” ,

即对事物的规律有了认识
,

人们能够掌握 自己

命运的时候
,

就不洲言天命
。

这种解释
,

在当时条件下
,

对破除迷信是有重要作用的
。

由于历史的
、

阶级的局限
,

刘禹锡不可能揭示出阶级社会里产生宗教有神论的根术

原因是阶级压迫
。

他把天命迷信产生的社会根源
,

归结于政治混乱
、

是非不分
、

赏罚不

平等等表面现象
,

脱离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

实际上还是唯心主义 的
。

《天 沦》 三篇虽然是哲学论著
,

但文学气息相当浓厚
,

不象王充的 《论衡 》 那样质

木无文
,

比苟子的 《天论 》 也显得更有文彩
,

所以读起来不感到通古燥
。

它辞藻优美
,

比

喻浅显生动
,

一

比中运用对话的部分
,

条达疏 畅
,

机趣横生
,

活泼态纵如 《庄子》
,

很多

抽象的道理
,

借助形象的语言表达出来
,

一

说服力和感染力都比较强
。

宋代的宋祁曾评论

说
: “ 刘梦得著《天论 》三篇

,

理虽未极
,

其辞至矣 ! ” ④ “ 辞至 ” 的说法是很中肯的
。

刘禹锡与韩愈在理论上的分歧
,

没有损害他们的朋友关系
。

他们之间的论战是严肃

的
。

刘禹锡这三篇文章
,

没有一句讽刺挖苦的话
。

始终是摆事实
、

讲道理
,

有破有立
,

以立为主
。

章太炎在 《国故论衡
·

论式》 中指出
,

唐代
“
持理

” 之文
, “

独刘
、

柳 论天

为胜方
。

就文风来说
, 《夭论》 三篇在唐代论说文中

,

堪称模范
。

韩愈者世以后
,
刘禹

姆曾写 了 必祭韩吏部文万
,

对韩愈
、

的散文创作成就和倡导古文运动时贡献作了很高的评

价
: “ 莺凤一鸣

,

绸螃 i(t 如 t 6 n g迢堂 ) 革音
。

手持文柄
,

高视寰海
。

权衡低昂
,

瞻我

所在
。

三十余年
,

声名塞天
。 ”

’

宋代孔平仲说
: “ 观刘梦得祭退之文

,
一

有以知弓鱼
,

之之文

独步一时
一

也
。 ” 勺在这篇

一

祭文中
,

刘禹锡对韩愈生前喜欢
“
诀墓” 的缺点

,

也作了微婉
-

的批 i平
: “ 公鼎侯碑

,

志隧表吁
。

一字之价
,

晕金如山
。 ” 这 四句话

,

顾炎武说是
·

“
可

谓发露真赃者矣
。 ” 。 总

.

之 ,
从 《天论》 三篇及这篇祭文可以着 出刘禹锡的人品

:

在学

术问
`

题上
,

各抒己见
,

是雏分明 , 在朋友关系
_

匕 实事求是
,

,

光明磊落
。

〔注释〕
赫

:

草本植物
i

结的果实
,

柳宗元 《答刘禹锡天论
“

勿瓜一类东西
。

书》

弛
·

:

讼弛
。

大弛拼是彻底毁坏
。

宋祁 《笔记》
,

卷上
。

孔平仲 《晰竣新论》 卷四
。

颇炎式 踌日知录》 卷千九 《作文润笔》

①②③国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