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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仲淹的 “吏隐 ”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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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常意义上的 “吏隐”往往饱含着世俗的人情味 , 也意味着隐逸文化由抗争转向顺应。北宋名臣范仲

淹在他三次贬谪外任地方官之际 ,流连往返于名山秀水之间 , 自称 “吏隐 ”。他安贫乐道的人格操守使其 “吏隐”具

有温润平和 、和谐从容的特征。其 “吏隐”涵盖了向内向外两个维度的意义 , 向外为世人立法 , 履行社会责任;向内

则开辟心灵的一片净土 ,追求精神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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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Zhong-yan' sOfficialSeclusionComplex

HAOMei-juan
(SchoolofLiterature, RenminUniversityofChina, Beijing100872, China)

Abstract:Generallyspeaking, officialseclusionusuallyimpliestheworldlyhumantouch, andthereclu-

sivecultureshiftingfromfightingtoaccommodating.FANZhong-yan, afamousofficial, calledhimself

ahermit, lingeredaroundfamousbeautifulmountainsandriverswhenhewasdegradedandbanished

threetimes.Helivedhappilyinspiteofpoverty, whichwastypicalofhispeaceful, harmoniousandcare-

freelife.Outwardly, hefulfilledhissocialresponsibilitybymakinglaws;inwardly, hefoundhispeaceof

mindbyseekingafterspiritual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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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仲淹 ,字希文 ,江苏吴县人。他是北宋重臣 ,也

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 、思想家 、文学家 。范仲

淹一生出将入相近四十年 ,政绩卓著 ,其功业文章可

谓辉映百代 、彪炳千古而为万世景仰。他曾以 “先天

下之忧而忧 ,后天之乐而乐”的人生警句 ,实践了其作

为儒家知识分子 “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并开有宋一

代士大夫忠义高尚之风气 。或许正是因为卓越的政

治成就 、至大至刚的人格操守掩盖了其放游山水之间

的潇洒从容 , “几时身退琼坛畔 ”、“一枝巢隐自逍

遥”,
[ 1] (P102)

那份对隐逸的深切向往之情则常常为人

所忽视。只要翻开范公的作品集 ,我们就会发现 ,其

字里行间所吐露出的志在丘壑 、冲澹自守的心绪是那

样深 、那样浓 、那样的从容平和 、潇洒飘逸。

范仲淹的仕途人生并非一帆风顺 ,和许许多多

的文人士大夫一样 ,他也曾经历了宦海生涯的起落

沉浮 。宋仁宗明道二年(1032),因谏废郭皇后而处

知睦州。景祐三年(1036),因上 《百官图》弹劾吕夷

简而被贬江西饶州。庆历五年(1045),因庆历新政

的夭折而被贬邓州。面对人生的患难 ,他却少有唐

人那样激愤之语与牢骚不平之气 ,反而在被贬期间 ,

徜徉于明丽秀美的山川之间 ,过起了闲适愉快而诗

情画意的吏隐生活 。 “吏隐 ”一般是指士大夫在外

任地方官之时 ,既避免朝廷的纷争 、又能享受闲适自

由的生活 、居官而犹如隐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它是

我国士大夫文人面对人生的出与处 、仕与隐 、进与退

的人生矛盾时的一种平衡机制与调节方式 ,其本质

在于士大夫文人既不能摆脱政统现实的控制 ,又要

努力摆脱现实人生的束缚而暂得人生的自由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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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意义上的吏隐往往包含着浓厚的世俗人情味 ,

也意味着文人士大夫人生追求由外在的昂扬奋发向

内在的闲适自足的转折 、隐逸精神由以道抗势 、追求

个性自由的积极意义转向求取内心的自足与生活的

适意。

宋人之吏隐往往直接受启发于中唐白居易知足

饱和的中隐理论 ,范仲淹也仰慕乐天晚年 “知足保

和 ”的闲适人生方式 , “进则尽忧国忧民之情 ,退则

处乐天乐道之分 ”,
[ 1] (P423)

但是与白居易的世俗功利

以及价值虚空而人生无法依归截然相反 ,范仲淹却

走出了平庸世俗的生活方式 ,以其崇高独立的人格

以及对流连山水的生命诗意赋予了 “吏隐 ”新的意

义与特征。他深怀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 ,一生

不遗余力地恢复儒家传统道德 ,挽救五代以来颓靡

的士风 ,而对于民生社稷的深切关怀更是至死不渝 。

他以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安贫乐道 ”的人生准

则 ,巧妙地平衡了仕与隐 、进与退之间的人生矛盾 ,

从而赋予了 “吏隐 ”从容平和 、优游不迫的美学特

征 ,正如他在 《谢苏州谢两府启》所言:“风俗未殊 ,

足张调教 ,江山为助 ,宁慕笑歌 ,鹤在阴而亦鸣 ,鱼相

忘而还乐 ,优游吏隐 ,谢绝人伦 。”
[ 1] (P518)

一 、范仲淹吏隐的特征:从容平和 、优游不迫

范仲淹出知睦州时 ,写信给对他有知遇之恩的

晏殊 ,信中这样写道:“郡之山川 ,接于新定 ,谁谓幽

遐 ,满目奇胜 ,衢歙而水 ,一浊一清 ,如济如河 ,百里

而东 ,遂为浙江 。鱼钓相望 ,凫骛交下 ,有严子陵之

钓台 ,方干之隐茅 ,又群峰四来 ,秀状如嵩 ,白云徘

徊 ,终日不去。岩泉一支 ,潺湲斋中 。春之画 ,秋之

夕 ,既清且幽 ,大得隐者之乐 ,恐逢恩一日移去 。且

有章阮二人从事 ,俱富文能琴 ,夙宵为会 ,跌唱交和 ,

忘其形体。郑声之娱 ,斯实为暇 。往往林僧野客 ,惠

然投诗 。其为郡之乐 ,有如此者 。”
[ 1] (P682)

周孔教 《万历本范文正公集序 》评范仲淹有关

日常生活的诗歌 “温润和雅”。蔡增誉 《万历本范文

正公集序 》也认为他的诗歌 “平和温洽 ,如父子家

人 。”温润和雅 、平和温洽正好可以评价范仲淹在吏

隐各地时期的文风与人生态度 。 “千峰秀处白云

骄 ,吏隐云边岂待诏 ”。
[ 1] (P102)

知饶州时 , “三出专城

鬓如丝 ,斋中潇洒过禅师” 。
[ 1] (P113)

知润州时 , “不更

从人问通塞 ,天教吏隐结山居 ”。
[ 1] (P117)

知邓州时 ,

“南阳偃息养衰颜 , 天暖风和近楚关 ”。
[ 1] (P124)

无论

宦途多么坎坷 ,每到一处 ,范仲淹都能以 “悠悠乘画

舸 ,坦坦解朝绅 ”的平和而从容的心境优游于山水

之间 ,而在晚年 ,庆历新政失败 ,人生事业上的高峰

过去之后 ,范仲淹退隐悠闲的心情变得更加浓郁。

皇祐元年(1049), 60岁的范仲淹知杭州 ,这可以视

为北宋朝廷对于这位功绩赫赫的一代重臣的恩惠 ,

而范仲淹对此也感激不尽 。在被贬睦州时 ,范仲淹

写下了《潇洒桐庐郡十绝 》,颇能代表他 “吏隐 ”时悠

游不迫 、快乐从容的审美感受与人生情趣。我们不

惮其烦 ,兹录如下:

潇洒桐庐郡 ,鸟龙山霭中。使君无一

事 ,心共白云空 。

潇洒桐庐郡 ,开轩即解颜。劳生一何

幸 ,日日面青山 。

潇洒桐庐郡 ,全家长道情。不闻歌舞

事 ,绕舍石泉声 。

潇洒桐庐郡 ,公余午睡浓。人生安乐

处 ,谁复问千钟 。

潇洒桐庐郡 ,家家竹隐泉。令人思杜

牧 ,无处不潺潺 。

潇洒桐庐郡 ,春山半是茶。新雷还好

事 ,惊起雨前芽 。

潇洒桐庐郡 ,千家起画楼。相呼采莲

去 ,笑上木兰舟 。

潇洒桐庐郡 ,清潭百丈余。钓翁应有

道 ,所得是嘉鱼 。

潇洒桐庐郡 ,身闲性亦灵。降真香一

炷 ,欲老悟黄庭 。
[ 1] (P97)

这里的环境清幽静谧 ,山川如画 ,既得渔者之

乐 ,又有生命的闲适安乐 。这十首组诗如一气呵成 ,

而首首皆以 “潇洒”开篇 ,可见范公对桐庐生活的喜

爱程度以及他徜徉于其间的潇洒快乐 、从容平和。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 ,范仲淹何以如此平和 ,何以如此

从容 ?首先 ,作为北宋功绩卓著的政治家 ,其远见卓

识与博大开阔 、从容不迫的襟怀气度使他对于政治

人生有着较为理性的认识与看法 ,对于以往士人怨

怒乖张 、黑白分明的处世方式 , 范仲淹并不赞同。

《与省主叶内翰书 》:“汉李膺之徒 ,黑白太明 ,而禁

锢戳辱 ,虽一身洁清 ,千古不昧 ,奈何邪正相激 ,速天

下之祸 ,汉室亦从而亡之 。 ……宜遇过同忧 ,无专尚

名节 ,而忘邦家之大 ,则天下幸甚。”
[ 1] (P263)

正是因为

如此 ,范公不以人生的得意与失意为意 , “仕宦自飘

然 ,君恩岂欲偏 。才归剑门道 ,忽上洞庭船。坠絮伤

春目 , 春 涛废 夜眠。 岳阳 楼上月 , 清赏 浩无

边。”
[ 1] (P93)

“江上多嘉客 ,清歌进白醪。灵均良可

笑 ,终日著 《离骚 》”。
[ 1] (P99)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音

乐享受 ,范公最推崇的还是那些神清气和 、雅远清静

之作品 , “关乎处士之作 ,己孑然弗论 ,洗然无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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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必以淳 ,语必以真 。乐则歌之 ,忧则怀之。无虚

美 ,无苟怨。隐居求志 ,多悠游之咏 ,天下有道 ,无怨

愤之作 。骚雅之际 ,此无愧也 。”
[ 1] (P178)

“师深于琴 ,

余尝听之 ,爱其神端气平 , ……故其音清而弗哀 ,和

而弗淫 ,自不知其所以然 ,情之至也。”
[ 1] (P197)

另一方

面 ,范仲淹的人生思想还受到道家委任自适的影响 ,

“千古圣贤 ,不能免生死 ,不能管身后事 ,一自从元

中来 ,却归天中去 ,谁是亲疏以 ,谁能主宰? 既无奈

何 ,即放心逍遥 ,任委来往 ”。
[ 1] (P664)

“人生忧多乐

少 ,惟自适为好 ,此间疏懒成性 ,日在池塘 ,或至欢

醉 ,亦依旧行气不废 ,且遣疾耳 ”。
[ 1] (P675)

而范公 “吏隐 ”之 “乐 ”在根本上源于其我国古

已有之的 “乐道”传统 ,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乐感文

化的特质。 “饭疏食饮水 ,曲肱而枕之 ,乐亦在其中

矣 。不义而富且贵 ,于我如浮云 ”,
[ 2] (P143)

“一箪食 ,

一瓢饮 ,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 2] (P121)

“乐

道 ”的人生态度在范公诗文作品 、书信往来中俯拾

皆是 、屡见不鲜 。 “乐道忘忧 ,雅对江山之助 ,含忠

履洁 ,敢移金石之心 ”,
[ 1] (P387)

“而水石琴书 ,日有雅

味 ,时得佳客 ,相与咏歌 ,古人谓道可乐者 ,今始信

然 。”
[ 1] (P686)

“涉道圭深 , 退即自乐 , 非深沉之可摇

也 ”
[ 1] (P706)

“唯君子为能乐道 ,正在此日矣 。”
[ 1] (P707)

范公为人外和内刚 ,其潇洒悠游之气 ,与孔子晚

年 “舞雩之乐 ”有异曲同工之妙。 “杀身成仁 ,舍生

取义”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

任 ,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 2] (P159)

道乃我

国古代士人毕生孜孜以求的人生理想 ,然而此严肃

庄重却非我国士人人生的最高境界 ,正所谓 “从心

所欲而不逾矩 ” ,超越伦常秩序或宇宙自然而获得

一种 “不待乎外而足乎己 ”的盈盈的审美乐感方为

我国文人以及审美文化中之最高境界 。 “知之者不

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此处乐不只是音

乐 ,更是指主体快乐的心灵感受。而此种乐又绝非

世俗的感官欲望之乐 ,乃是得道之后的审美乐感 ,朱

子注 “尹氏曰 :̀知之者 ,知有此道也。好之者 ,好而

未得也 。' ” “乐之者 ,有所得而乐之也。”
[ 3] (P115)

“好

知者是知之已至 ,分明见得此理可爱可求已得之于

己 。凡天地万物之理皆具足于身 , 则乐莫大

焉 。”
[ 4] (P814)

我们多次提到 ,由于中国文化中没有外在的神 ,

所以与西方文化通过基督 、神灵而走外在超越的道

路不同 ,中国文人只有通过内在超越的路线而获得

审美的乐感与人生的解脱。在宗教文化的世界里 ,

西方人的悲剧虽然深刻而震撼人心 ,然而无论如何 ,

他们可以通过基督去寻求精神的解脱与心灵的皈

依。而对于中国人来讲 ,现实世界残酷无情 ,人生历

程漫长而又艰辛 ,却只有通过 “万物皆备于我矣。

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
[ 5] (P520)

“不待乎外而足乎己 ”

的方式 ,通过自我主体的艰苦奋斗 、自我道德修养的

努力完善与培养去获得人生的乐感 ,在污浊而残酷

的现实人生世界 ,最大限度地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完

整 ,回归到宁静朴素的大自然去追寻心灵的家园与

人生的安慰。无论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安贫乐道 ,立

足于伦常秩序而又对其进行超越 ,还是道家否定现

世的犬马声色而齐一物我 、如庄生梦蝶 、濠濮间想至

乐无乐的逍遥境界 , “乐道”毫无疑问是二者相通之

处。朱氏注 “张敬夫曰:̀此古之学者 ,所以自强而

不息者与 ?' ”
[ 4] (P115)

李泽厚先生说:“现代学人常批

评中国传统不及西方悲观主义之深刻 ,殊不知西方

传统有全知全能之上帝做背景 , 人虽渺小 , 但有依

靠。中国既无此背景 ,只好奋力向前 ,自我肯定 ,似

乎极度夸张至 与̀天地参 ' ,实则因其一无依傍 ,悲

苦艰辛 ,更大有过于有依靠者。中国思想应从此处

着眼入手 ,才知乐感文化之强颜欢笑 、百倍悲情之深

刻所在。”
[ 6] (P177)

二 、范仲淹吏隐的意义:独立自主的人格追求

一般意义上的 “吏隐 ”饱含着世俗的人情味 ,往

往意味着士大夫人格的逐渐向内转折 ,是士大夫为

追求人格的独立与精神自由而选择的一种迂回曲折

的人生方式 。 “吏 ”是士大夫文人安身立命的物质

基础 ,是世俗生活的基础 ,而 “隐 ”则是人格自由与

闲适人生在相对意义上的获得。作为一名儒家知识

分子 , 范公 “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 , 不一动其

心。”
[ 7] (P169)

然范公为人 “外和内刚”,加之安贫乐道

的人格操守 ,因而他赋予 “吏隐 ”一词以新的内涵与

意义 。 “吏隐 ”在范公而言已不仅仅是闲适世俗的

生命享受 ,它一方面是人生自适的实现与获得 ,而另

一方面也是其生命价值 、人生意义的实现 ,是 “不以

物喜 、不以己悲 ”的人格风范 ,是 “可负万乘主 ,甘为

三黜人。岂量尧舜心 ,如日照孤臣 ”
[ 1] (P42)

的胸襟气

魄。范仲淹一生与许多隐士有颇为密切的往来 ,对

于隐士 “独立高尚 ”的人格怀着更多地是崇敬与仰

慕的心情:“如近代之陆龟蒙 、陈陶 ,今朝雍丘邢敦 ,

钱塘林逋 , 或执节坚介 ,或放词雅远 ,皆四方之闻

人 ”,
[ 1] (P178)

“莫道隐君同年少 , 樽前长揖圣贤

情” ,
[ 1] (P81)

“片心高与月徘徊 ,岂为千钟下钓台。犹

笑白云多事在 ,等闲为雨出山来”,
[ 1] (P88)

“我亦宠辱

流 ,所幸无愠喜 。进者道之行 ,退者道之止。矧今颔

方面 ,岂称长城倚。来访卧云人 ,而请无诸己 。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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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言 ,佩之玉非美 。”
[ 1] (P54)

早晚功名外 ,孤云岂得

亲 ,
[ 1] (P79)

“落落崆峒一大儒 ,四方心逸忆江湖。东

南赖有林君复 ,万里清风去不孤 ”。
[ 1] (P84)

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 ,范仲淹将严子陵这一形象拔高到无以复

加 、至高无上的地位 ,虽然在范公之前 ,严子陵这一

形象就已走入宋人的视线 ,如 “我来亦有沙洲兴 ,愿

借先生旧钓竿” ,
[ 8] (P1083)

“鸟尽弓藏良可哀 ,谁知归

钓子陵台”
[ 8] (P45)

等等 。然而 ,严光被如此推崇尚属

首次 , “风雅先生旧隐存 ,子陵台下白云村 。唐朝三

百年冠盖 ,谁聚诗书到远孙 ” ,
[ 1] (P102)

“子陵台畔观

渔钓 ,无限残阳媚绿蒲 ”。
[ 1] (P101)

《桐庐郡严先生祠

堂记》:

先生 ,汉光武之故人也 ,相尚以道 。及

帝握赤符 ,乘六龙 ,得圣人之时 ,臣妾亿兆 ,

天下孰加焉 ,惟先生以节高之 。既而动星

象 ,归江湖 ,得圣人之情 ,泥涂轩冕 ,天下孰

加焉 ,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 《蛊 》之上九 ,

众方有为 ,而独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 ,先生

以之。在《屯 》之初九 ,阳德方亨 ,而能以

贵下贱 ,大得民也 ,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

出乎日月之上 , 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 。

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 ,惟光武岂能遂先

生之高哉! 二世贪夫廉 ,懦夫立 ,是有大功

于名教也。某来守是邦 ,始构堂奠焉 。乃

复其为后者四家 ,以奉祠事 。又从而歌曰:

云山苍苍 ,江水泱泱 。先生之风 , 山高水

长 。
[ 1] (P190)

范仲淹重塑了严子陵这一已被忽视很久的隐逸

典型 ,并使这一典型在北宋文坛上大放异彩 ,而严光

的意义在于实际上涵盖了宋代士大夫人格建构的两

个基本维度 ,或者说人生理想的两个基本维度 ,向外

是为世人立法 ,为君主立规则的巨大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亦即所谓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

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的精神 ,向内则是开辟

一片心灵的净土 ,使心灵得以安顿的精神需求:“圣

人画 井̀ '之象 ,以明君子之道焉 ,予爱其清白而有

德义 ,为官师之规 ,因署其堂曰 清̀白 ' 。又构亭于

其侧 ,曰清白亭 ,庶几居斯堂 , 登斯亭 ,而无忝其名

哉 !”
[ 1] (P193)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 、伟岸的精神气度与 “杯中好物闲

宜进 ,林下幽人静可邀 ”
[ 1] (P102)

奇妙而完美地统一起

来 ,充溢于诗歌是其至大至刚 、藐视一切功名富贵的

伟岸气度 ,不依靠他人而独立自主的人格力量 。范

仲淹 “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士大夫群体而非

个人具有独立人格 ,建构起人格 、气节 ,而且第一次

使士大夫群体而非个别人物具有了自由之精

神”。
[ 9] (P128)

与此前吏隐文人内心深处的忧谗畏讥 、

惶惶不可终日不同 ,范仲淹表现了北宋文人吏隐人

生追求中新的对独立人格 、自由精神的向往 。

对范仲淹而言 ,吏与隐是合二为一的 ,是一体的

两面 ,二者并行不悖而互为表里 。作为一名忧国忧

民的政治家 , “吏 ”是实现其经国济民的方式 , 而

“隐 ”是其独立的人格操守的完成 。为何在积极入

世的同时 ,平静地接受生命苦难 ,作为一位儒家知识

分子 ,最重要的是能实现其道 ,而富贵荣华 、升沉进

退并不是生命的本质的快乐 。只要了解了此点 ,那

么我们就能够理解范仲淹何以有 “先天下之忧而

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宣言 ,何以能够在遭遇

贬谪的命运安排时仍然能积极为天下苍生积极奔

走 ,浙西救灾 、兴办学校 、提携后人 、经略陕右 。在那

颗 “道德的心 ”实现的同时 , 生命的乐感也随即实

现。而这颗心又是充沛的 ,如流动不息的泉水 ,生动

而活泼 ,充满了诗情画意 。牟宗三先生 《道德的理

想主义》有曰:“道德的心 ,浅显言之 ,就是一种 `道

德感 ' 。经典的言之 ,就是一种生动活泼怵惕恻隐

的仁心 ,生动活泼 ,是言其生命之不滞 ,随时随处感

通而沛然 ,莫之能御 。怵惕恻隐是生动活泼之特殊

化 ,或说是它的内容 。在不滞之心之感通中 ,常是好

善恶恶 ,为善去恶 ,有所不忍 ,迁善改过 ,意识生物生

理的活泼 ,乃不是此处所说的活泼 ,即便智巧的灵力

不是此处所说的生动。如果没有怵惕恻隐之心为

本 ,则这一切聪明才智都是在陷于物欲的机括中耍

把戏 ,其生命已经是呆滞而被窒塞了 ,那里还能说是

生动活泼 。”
[ 10] (P13)

而范公所饱含的不就是一颗活泼

生动 、充沛饱满的仁心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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