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朔堂前艳闻飞

———从范仲淹风流韵事公案看宋代士大夫生活日常

王瑞来

　　［摘　要］范仲淹曾写下过一首七绝《怀庆朔堂》。这 首 短 诗 的 背 后 是 否 隐 含 艳 闻，自 宋 代 以 来 的 解

读，颇多聚讼。把范诗置于宋代士大夫日常习尚的历 史 背 景 中 加 以 观 察，从 这 首 诗 的 写 作 开 始，检 视 各

种文本的异同记载，分析迄今为止的历代聚讼，并以范仲 淹 的 女 性 观 作 为 旁 证，站 在 历 史 主 义 的 客 观 立

场上，剥离当世与后世塑造的虚幻形象，还原历史人物立 体 而 近 实 的 本 来 面 目，则 是 这 件 个 案 考 察 的 意

义与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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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韵事，最能牵动人的兴奋神经，津津乐道，成为街头巷尾的传闻，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由

于风流韵事多隐蔽于重重簾帷之后，所以最能激发人之本性所具有的窥秘心理。窥秘不得，也能生

出无穷想象。

此种现象，自古而然。除非严格到了男女授受不亲，否则，虽圣人亦不免艳闻上身。君不见子

见南子，也弄得说不清道不明，害得孔夫子气急败坏，直发毒誓，连连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

之！”①意即我去见那个名声不好的风流女人并没有什么不良意图，如果不是这样，天诛我，雷劈我。

圣人以降，则更是不可胜数。比如宋代的文豪欧阳修、苏轼都有艳闻，就连道学集大成者的朱

熹也难免。

近日读书，看到范仲淹也有风流韵事缠绕。此事尽管早就读到过，这次还是想深究一下。

１３０　　　　　　　　　　　　　　　　　｜学术视野｜

① 《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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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痛感五代以来世风浇薄、气节沦丧，担当起道德重建的重任，疾呼振作士风。范仲淹的

作为，为后来的道学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朱熹曾这样评价：“本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

来也。”①所以朱熹将范仲淹视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早在朱熹之前，王安石就曾高度评价过

范仲淹：“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②在把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士大夫们大张旗鼓地揄扬与塑

造之下，死后的范仲淹终于上升为完美无缺的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圣人。

居然，这样一位“名节无疵”的完人也有风流韵事？

以下，想就事情的来龙去脉与后人纷争略加评述。

一、起因：一首诗惹的祸

景祐三年（１０３６）五月，范仲淹在权知开封府（相当于北京市长）的任上，因政见与宰相吕夷简发

生激烈冲突，被贬放到外地，成为饶州知州。不过，范仲淹担任饶州知州的时间并不长，实足在任仅

十八个月，景祐五年一月，便改知润州。离任之后，范仲淹写下一首题为《怀庆朔堂》的绝句：

庆朔堂前花自栽，

便移官去未曾开。

年年忆着成离恨，

只托清风管勾来。③

就是这短短的四句二十八个字，让范仲淹成为了艳闻的当事者。本事、传闻、考证、想象，在宋

人笔记、类书中津津乐道并辗转引述的范仲淹韵事，都是由这四句诗生发出来的。

二、文本：记载与辨析

徐度《却扫编》卷下载：

范文正公自京尹谪守鄱阳，作堂于后圃，名曰庆朔。未几，易守丹阳，有诗曰：“庆朔堂

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如今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勾来。”予昔官江东，尝至其处。

龛诗壁间，郡人犹有能道当时事者云，春风，天庆观道士也。其所居之室曰春风轩，因以自

名。公在郡时与之游，诗盖以寄道士云。④

徐度引诗，与《范文正公集》卷４所载此诗的文字略异。“年年忆着”记作“如今忆着”。“清风”

记作“春风”。徐度转述当地人的说法，说“春风”乃是实指，是一个当地与范仲淹有过交游的道观道

士之名。但这段记载只是提及了范仲淹此诗的石刻，并未提及艳闻。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１１《文正公属意小鬟妓》条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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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正公守番阳郡，创庆朔堂，而妓籍中有小鬟妓，尚幼，公颇属意。既去，而以诗寄

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介因鬻

以惠公。今州治有石刻。①

宋人祝穆原编、元人富大用新编之类书《古今事文类聚后集》②卷１７亦收录此条，不过误将出

处记作《泊宅编》。明人彭大翼《山堂肆考》③也于卷１１１以《文正属意》为题转录此条。《能改斋漫

录》的记载，较《却扫编》最大的不同，是直道艳闻。于事实层面披露出，范仲淹此诗所指乃是一个他

喜爱的年幼的歌伎。记载也提及了石刻。不过所记范仲淹寄诗之人名有小误，此人姓魏名兼字介

之。郡守的作品被刊刻 上 石，在 宋 代 比 较 普 遍，苏 颂 就 记 载 说，宋 庠 知 扬 州“在 郡 赋 诗，有 刻 石 僧

寺”。④

姚宽《西溪丛语》卷下载：

范文正守鄱阳，喜乐籍。未几召还，作诗寄后政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

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到京，以绵胭脂 寄 其 人，题 诗 云：“江 南 有 美 人。

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⑤

《西溪丛语》较《能改斋漫录》的记载，不仅事实又有所增益，还披露了一首范仲淹直接寄给那个

歌伎的五言诗。一句“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夫家”，在一定程度上着意显示这一记载的可信性，表明

是经过实地调查的结果。然而，所云“未几召还”与“到京”，都与事实有违，前面已经提及，范仲淹是

由饶州改知润州，并非返回到京城任职。

俞文豹《吹剑录》外集载：

范文正公守饶，喜妓籍一小鬟。既去，以诗寄魏介曰：“庆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

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春风干当来。”介买送公。⑥

从记载的类似性来看，《吹剑录》的内容没有超出《能改斋漫录》，并且人名“魏介”也同误。这似

乎反映了两种文献的同源性。

观察诗的最后一句“只托清风管勾来”，以上四种记载中，“清风”一词，有三处记作“春风”，一处

记作“东风”，如此观之，《却扫编》之人名说，似有几分可信。此外“管勾”一词，或作“干当”，或作“管

领”，都与“管勾”义近。作为管理或照管之意，宋人习用“管勾”一词，后来因避宋高宗赵构讳，才多

记作“干当”。不同的文字记载，或多或少反映了文献传写的时期。

上述四种的作者，徐度、吴曾、姚宽都生活在南宋初年，只有俞文豹生活的时代稍晚，已经是南

宋中期以后的理宗时期。因此，前三种文献基本可以排除相互抄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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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俯瞰：前人聚讼

以上四种宋人记载，除了《却扫编》不涉艳闻，其余三种，均言之凿凿。既然言之凿凿，那么范仲

淹的这件风流逸事是不是就可以着实了呢？对此，自古以来聚讼纷纭。

（一）事实否定派

清人黄宗羲编《明文海》于卷２５０收录有明人李维桢《范文正公集补遗跋》，其中写道：

公谪饶州时，于州圃北创庆朔堂，手植花卉，栏为二坛。既移润州，题诗其上，有“年年

忆得成离恨，只托春风勾管来”之句，后人和者数十家，亦云“主人当日留真赏，魂梦还应屡

到来”。所指皆所植花卉耳，而诬公于乐籍有所属意，不根甚矣。①

清人陈焯编《宋元诗会》卷８收录仲淹此诗，并于其后写道：

按志，公曾植九松于堂前，间以杂卉。未几即移润州，故作此诗。所谓“芝产三茎，松

栽百尺”者是也。而稗史谓公别有属意，岂其然乎？②

与清人厉鹗同编《宋诗纪事》的马曰璐在卷１２仲淹此诗之后附注云：

按范公诗，自怀庆朔堂栽花作，读四和诗，可以辨《西溪丛语》眷忆乐籍之诬。并《却扫

编》春风为道士名，亦近附会矣。③

《宋诗纪事》的编者由于有这样的认识，所以把“庆朔堂前花自栽”一句的“花”字，毫无版本根据

地改成了“手”字，以强调仲淹栽花的事实。

以上列举的否定派的说法，无非是说仲淹《怀庆朔堂》一诗乃是实指，就是讲的花卉，别无隐喻。

以花比喻女人，这是最为明显不过的修辞手段了。由于上述否定派的说法有些牵强，所以明代

又有个叫文元发（字子悱）的人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明人冯时可《雨航杂录》卷上载：

《西溪丛语》载范文正守鄱阳，喜乐籍一幼女，未几召还，作诗寄后政云：“庆朔堂前花

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东风管 领 来。”到 京，以 胭 脂 寄 其 人，题 诗

云：“江南有美人，别后常相忆。何以寄相思，赠汝好颜色。”文子悱谓，范公决无此事。当

时小人妒媢者为之，西溪不察，而遂笔之也。大都小人之谤君子，不能以财利污之，必以声

色污之。二诗鄙浅，决非公笔。④

从诗内容与表现手法出发，文元发认为包括《怀庆朔堂》在内的这两首诗过于鄙浅，完全不可能

是出自范仲淹之手。这一伪作说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这两首诗的真实性。不过，《西溪丛语》所收

录的《江南有美人》一诗由于不见于范集，姑且存疑，但《怀庆朔堂》一诗，历代各种范仲淹集的版本

均有收录，绝非文元发一句“决非公笔”所能否定。

在道学一统天下的明代，道学的实际奠基者之一范仲淹的精神地位极为崇高。倘若范仲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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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风流韵事被认可为事实，那么对于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

精神打击。因此，这样的事实必须否定，必须维护范仲淹“名节无疵”的道德形象。上述明代人这样

的态度与立场很可以理解。

清人王士祯在《居易录》卷１５引述了《西溪丛语》的范仲淹这件逸事和《江南有美人》一诗之后，

连同史书中记述的关羽逸事，表示了自己的困惑：“以二公风节行义殊不类，何耶？”①

（二）事实肯定派

前面引述的南宋晚出的《吹剑录》，在叙述事实之后，还有一段俞文豹的议论：

王衍曰：“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以范公而不能免。慧远曰：“顺境如磁石，遇针不觉合

为一处。”无情之物尚尔，况我终日在情里做活计邪？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

渊明作《闲情赋》，盖尤物能移人，情荡则难反，故防闲之。

“以范公而不能免”，无疑是认定范仲淹实有这段艳情。

《全闽诗话》卷四引明人何孟春撰《余冬序录》云：

东坡与客论事难在去欲。客曰：苏子卿啮雪啗毡，缩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死生

之际矣。然犹不免纳妇生子，穷居海上。且尔况洞房绮 疏 之 下 乎？乃 知 此 事 不 易 消 除。

王相公旦性俭约，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真宗使内东门司呼二人者，责限为相

公买妾二人。以告公，公不乐，然难逆上旨，遂听之。初，沈伦家破，其子孙鬻银器。直省

官议以银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问：“昔 沈 氏 器 尚 在，可 求

否？”二人谢曰：“向私以银易之，今见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声色之移人如此。以是观

之，退之中秋夜琵琶筝，见于张籍之诗。范文正庆朔堂前花，着于鄱阳之石刻者。槩其平

生，其可勿信矣乎？杜祁公衍两帅长安，其初守清俭，宴饮简薄，倡妓不许升厅，服饰粗质，

裤至以布为之。及再至筵会，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系红裹肚勒帛。吴曾《漫录》以为公

之通变，予不知何也。胡澹庵海外北归，饮胡氏园，为侍 姬 黎 茜 作 诗，殊 累 其 为 人。朱 子

《胡氏客馆观壁间诗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黎涡却有情。世路无如人欲险，几人

到此误平生。”为胡发也。贤者于此，且借以自警，况在他人？吾闻老聃不见可欲，使心不

乱。诗末句或作男儿到此试平生。春不其然，今 定 前 语 为 是。善 哉！鲁 男 子，吾 所 愿 学

者。②

这段不算短的论述中，讲了几件为欲所惑、为情所动的事例，从汉代的苏武、唐代的韩愈、北宋

的名相王旦和杜衍，一直说到南宋的胡铨，其中就提到了范仲淹的“庆朔堂前花”。面对这些事例，

这位明代人感慨地说：“槩其平生，其可勿信矣乎？”就是说，从这些人的一生经历来看，不能不让人

相信确有其事。

同为明代人的何乔新撰《椒邱文集》卷５《史论》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一条中说

道：

古之贤相，不世出汉之萧、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以至宋之韩、范、富、欧，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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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士祯：《居易录》，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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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数人而已。然夷考其行，或学术之未至，或操履之未纯。虽先忧后乐如范仲淹，然庆朔

堂之诗，不能无声伎之娱。①

这段话其实是讲七情六欲乃人之本性，他专门例举出高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道德典范范仲淹“不能无声伎之娱”之事，来强调他的见解。肯定此事存在，则是他举例的前

提。

在激烈的否定声浪中，还有诸如上面所引述的些微肯定的声音，自然也属难能可贵。当然，任

何时代，道学家以外，好事者总还不乏其人。

四、平视：今人纷纭

其实，对于范仲淹风流韵事之有无，除了古人多有聚讼之外，今人的见解也颇为歧异。对此，这

里也略举正反两例。

方健《范仲淹评传》云：

范仲淹在州治又建庆朔堂，取古诸侯藏朔之义，离任后有诗云：“庆朔堂前花自栽，便

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着成离恨，只托春风管勾来。”后提点江西铸钱魏兼、江东提刑陈希

亮、同提点江西刑狱曹泾、职方员外郎毕京相继有和诗，传为文坛佳话。孰料却引出了一

场桃色新闻，说范仲淹守饶日，看中意色艺双绝的雏妓，离任后，时时思念，遂写诗寄魏兼，

魏为赎身送范云云。小说家言之谬妄，莫此为甚！魏兼，字介之，吴处厚又误魏兼为魏介，

连名字都未搞清。其次毕京和诗已说得很清楚：“花木还依旧径栽，春园不惜为时开。几

多民俗熙熙乐，似到老聃台上来。”复次，洪迈有《庆朔堂记》称：仲淹手植九松，今盈百尺，

仲淹的离恨，指未能亲眼所见花木葱茏的美景而觉遗憾，但前人栽树，后 人 乘 凉，历 来 如

此，这也是范仲淹在饶州的德政之一。也有宋人解为仲淹思念饶州天庆观道士之作，就更

离奇。②

这段话，先是语气强烈地否定了桃色新闻的存在：“小说家言之谬妄，莫此为甚！”然后讲了三点

理由。第一，吴处厚将魏兼误记为魏介，说他“连名字都未搞清”，意即遑论事实了。第二，毕京和诗

明确指为花木。第三，根据洪迈的记载，南宋时仲淹手植九松已高百尺。所以结论是范仲淹的离恨

是指未亲见花木葱茏而遗憾，与桃色新闻无关。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以记载将人名弄错来否定事实的存在。在这里，人名正误与事实存否之间并不

存在必然关系。人名误植，只能表明作者的疏忽。且记为“魏介”，极有可能是以字名人“魏介之”的

“之”字脱落。顺便提及的是，这段话说是吴处厚弄错了，并注明见于点校本《青箱杂记》卷八第８３
页。点校本《青箱杂记》③此条开头一句“《吹剑录》载范文正守饶”，表明是转引自《吹剑录》。这里

６３０ ｜２０１７／１【月刊】总第１３期

①

②

③

［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６年。

方健：《范仲淹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１页。
［宋］吴处厚撰，李裕民点校：《青箱杂记》，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



面便存在很大问题。《青箱杂记》作者吴处厚的生活时代仅较范仲淹稍后，是皇祐五年（１０５２）进士。

而《吹剑录》作者俞文豹的生活时代则是南宋后期，这有《吹剑录外集》书前写于淳祐十年（１２５０）的

自序可证。北宋的吴处厚引述２００年后南宋俞文豹的文字，犹如相声所说“关公战秦琼”，匪夷所

思，明显是后人羼入，方健先生失察。

第二个理由引毕京的和诗为佐证，说范仲淹明确指的是花木。其实，不仅毕京，其他三人的口

吻也都一致。如魏兼写道：“史君去后堪思处，庆朔堂前独到来。桃李无言争不怨，满园红白为谁

开？”陈希亮写道：“弱柳奇花递间栽，红芳绿翠对时开。主人当日辜真赏，魂梦还应屡到来。”曹泾写

道：“池馆名花旧日栽，几番零落又春开。谁人解识红芳意，犹有多情五马来。”①隐秘情事，不可晒

到光天化日，只能是心照不宣，而借用现成的以花喻人的传统手法，则最为方便。所以无论是范仲

淹，还是当事人的魏兼，抑或是另外三人，都毫无例外地使用了花木为喻。

第三个理由以洪迈所云庆朔堂前的百尺九松为证。这是否定派常用的方式。庆朔堂前有松，

确是事实。如南宋人林希逸还在自己的《正月郡圃偶成庆朔堂》诗后自注云：“范文正公有《庆朔堂》

诗，手植七松，今存者四。”②其实，何处庭堂无花木？禹陵、杏坛之松柏还云为大禹、孔子所植，实在

无从取证。即使庆朔堂前的花木确为仲淹所栽，又与情事何干？二者兼有，从而以花喻人，更见巧

妙。

与历史学者的视角不同，治文学者是这样看的。先父故友陶尔夫先生所著《北宋词史》这样写

道：

与宋代其他士大夫一样，出入歌楼妓馆，偎红倚翠，也是范仲淹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

方面。姚宽《西溪丛话》卷下载：“范文正守鄱阳，喜乐籍，未几召还，作诗寄后政云：‘庆朔

堂前花自栽，为移官去未曾开。年年忆著成离恨，只托春风管领来。’到京，以绵胭脂寄其

人，题诗云：‘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何以慰相思，赠汝好颜色。’至今，墨迹在鄱阳士大

夫家。”这种经历，使范仲淹对男女的相思恋情有了十分深入细腻的体会，所以，他的两首

写男女恋情相思的作品，也特别真挚动人。③

治文学者有治文学者的独特视角。表面上看，只是平平地引述一条史料，其实这段话运用了反

向思维，从范仲淹词作对男女恋情相思的透彻理解来反证范仲淹情事的真实性。无疑是说，如果没

有“对男女的相思恋情有了十分深入细腻的体会”，是写不出真挚动人的词作的。

那么，范仲淹的两首词是如何写的呢？

其一《苏幕遮》：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其二《御街行》：

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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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练，长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

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①

“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

灭枕头攲，谙尽孤眠滋味”，读这些令人断肠的词句，谁能相信，没有切身的感受可以写得出来？清

人许昂霄在《词综偶评》中说范仲淹的“酒入愁肠”词是“铁石心肠人，亦作此消魂语”②。晚清词坛

大家端木埰也评说范仲淹《御街行》词：“性情至深者，文词自悱恻。”③我认为，这种内证法更具有逻

辑力量。《御街行》词还有个不大引人注目的副题“秋日怀旧”，这个副题其实隐含着作者个人的秘

密。那么，范仲淹是对什么人抒发的思念呢？我们来试加解码词中文字。“纷纷坠叶飘香砌，夜寂

静，寒声碎。真珠帘卷玉楼空”。香砌、珠帘、玉楼分明是女性的住所。“玉楼空”与下文的“长是人

千里”相连，则无疑是对一个女人的思念。这首词婉转含蓄与“江南有美人，别后长相忆”的直白表

达，有着如出一辙的联系。

五、求证：宋人日常

前引陶尔夫先生所云“与宋代其他士大夫一样，出入歌楼妓馆，偎红倚翠，也是范仲淹日常生活

的一个组成方面”，绝非主观臆测，述说的是确曾存在的事实，这是唐五代以来的文人风习，与道德

形象无关。

至少从唐代开始，官伎隶属于乐部，所以称作在乐籍，身份不自由。各地官府每有宴会，多以官

伎作陪，歌舞佐兴。由于研习歌舞词曲、琴棋书画，其中也涌现出不少色艺俱佳的才女，为士大夫所

倾心，许多风流韵事也因此产生。

宋人曾慥《类说》卷２９记载一件唐代的逸事：“杜牧佐沈传师在江西，张好好十三，始以善歌来

入乐籍中。公移镇宣城，好好复宣城籍中。后二岁，为沈述师著作双鬟纳之。”④这个张好好年仅十

三，也与宋人记载范仲淹所眷顾的幼伎年龄相仿佛。⑤

吴越钱氏后人钱世昭撰《钱氏私记》，记载了年轻的欧阳修担任河南推官时的逸事：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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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俞润生：《端木埰———晚清词坛祖灯》，《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９年第４期。
［宋］曾慥：《类说》，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６年。

按，杜牧所书《张好好诗》卷尚存北京故 宫 博 物 院，诗 卷 序 及 诗 释 文 如 下：“牧 大 和 三 年 佐 故 吏 部 沈 公 江 西 幕。好 好 年 十

三，始以善歌舞来乐藉中。后一岁，公镇宣城，复置好好于宣城藉中。后二年，沈 著 作 述 师 以 双 鬟 纳 之。又 二 岁，余 于 洛 阳 东 城 重

睹好好，感旧伤怀，故题诗赠之。君为豫章姝，十三才有余。翠茁凤生尾，丹脸莲含跗。高阁倚天半，晴江连碧虚。此地试君唱，特

使华筵铺。主公顾四座，始讶来踟蹰。吴娃起引赞，低徊暎长裾。双鬟可高下，才过青罗襦。盼盼下无袖，一声离凤呼。繁弦迸关

纽，塞管引圆芦。众音不能逐，袅袅穿云衢。主公再三叹，谓之天下殊。赠 之 天 马 锦，副 以 水 犀 梳。龙 沙 看 秋 浪，明 月 游 东 湖。自

此每相见，三日以为疏。玉质随月满，艳态逐春舒。绛唇渐轻巧，云步转虚徐。旌旆忽东下，笙歌随舳舻。霜凋小（此字点去）谢楼

树，沙暖句溪蒲。身外任尘土，尊前且欢娱。飘 然 集 仙 客（著 作 任 集 贤 校 理），讽 赋 期 相 如。聘 之 碧 玉 佩，载 以 紫 云 车。洞 闲 水 声

远，月高蟾影孤。尔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徒。洛阳重相见，绰绰为当炉。怪 我 苦 何 事，少 年 生 白 须。朋 游 今 在 否，落 拓 更 能 无。门

馆恸哭后，水云愁景初。斜日挂衰柳，凉风生座偶。□□□襟泪，短章聊（下残）。”



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圃，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

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

犹未见。”公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当为赏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

声。小楼西阁断虹明，栏干倚遍，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

动簟纹平，水晶双枕，旁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其失钗。①

以罢政担任西京留守的钱惟演为中心，当时洛阳聚集了一批文人。除了梅尧臣、尹洙、谢绛之

外，后来与范仲淹一样，成为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也以河南推官的身份参与其中，诗文酬唱，俨然一时

盛事。是时，二十五岁的欧阳修刚刚迎娶恩师胥偃十五岁的女儿不久，正处于燕尔新婚之际。② 就

是这样的时候，欧阳修居然还跟一歌妓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且毫不避嫌，公开出双入对在交际场

所。尽管梅尧臣、尹洙、谢绛等人认为欧阳修“有才无行”，略致微辞，但作为长官、并且跟欧阳修妻

子有着亲戚关系的钱惟演，竟对欧阳修的行为不加阻止。因歌妓丢失金钗而宴会双双来迟，欧阳修

临场赋词后，不仅得到谅解，还被加以激赏，甚至钱惟演还动用公款为那个歌妓补偿了金钗。欧阳

修的行为，钱惟演的态度，都表明与歌妓等风尘女子交往是当时司空见惯的士大夫风尚。欧阳修与

范仲淹不仅是同时代人，而且两人交往密切，有过诗文酬唱。范仲淹曾举荐过欧阳修，欧阳修在范

仲淹被贬官之际曾仗义执言。在范仲淹去世后，欧阳修还应范家之请为范仲淹写了神道碑。虽说

行为因人而异，然朱墨相近，风尚所及，自有互相影响。

宋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还记载有苏轼的逸事云：“东坡谪居齐安，时以文笔游戏三昧。齐安

乐籍中李宜者，色艺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诗曲者，宜以语讷不能有所请。人皆咎之。坡将

移临汝，于饮饯处，宜哀鸣力请。坡半酣笑谓之曰：东坡居士文名久，何事无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

工部，海棠虽好不吟诗。”③

宋人王明清在《挥麈录》一书的《余话》卷中则记载了后来成为宰相与执政的王黼和聂昌为一乐

籍女子争风吃醋因成仇怨的事：“王、聂同年生也，始甚欢。而聂于乐籍中有所属意，王亦昵之，每戒

不令前。聂恨之，因而遂成仇怨。”④

宋人赵德麟《侯鲭录》卷８也记载过一个知州的逸事：“宣城守吕士龙好缘微罪杖营妓。后乐籍

中得一客娼，妙丽善歌，有声于江南，士龙眷之。一日复欲杖营妓并丽华，丽华曰：不避杖，但恐新到

某人不安此耳。士龙笑而从之。”⑤

士大夫宠爱乐籍伎女，这在宋代是公开的习尚。黄庭坚在给一个人的信中，还特地询问对方有

没有新到的乐籍女子。收录在《山谷简尺》卷上的信是这样写的：“斋中小宴歌舞，中更得新进否？

此邦乐籍，似皆胜渝泸，微有成都之风也。庭坚再拜。”⑥

就连范仲淹的儿子，后来成为宰相的范纯仁也在《和持国听琵琶二首》诗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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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成列抹朱弦，劝得嘉宾醉满筵。却笑西湖游赏处，村歌社舞漫盈船。

须知绝艺好娱宾，能使知音作伯伦。累月应将笞乐籍，恐公重作独醒人。①

“美人成列抹朱弦，劝得嘉宾醉满筵”，这并非范纯仁的夸张，而是写实。这就是官僚士大夫宴

会的场面。《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有人弹劾范纯仁等人“更相会饮，用妓至夜深”，②可以作为一个

旁证。

南宋的士大夫们也流风沿袭，尽管对金对蒙时和时战，但并未妨碍士大夫的歌舞升平。“山外

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首有名的讥刺诗描写的就是

这样一番景象。南宋曾任宰相的周必大，在做地方官时写下这样一首绝句：“局势方迷棋有色，歌声

不发酒无欢。明朝一彩定三赛，国手秋唇双牡丹。”

宴饮是一定要有歌舞助兴佐欢的。这正如周必大在同一诗题下的另一首绝句写到的那样，“呼

白从来要助欢”。在这首绝句后面的自注中，周必大还特别对“国手秋唇双牡丹”有明确的解释：“谓

新妓李莹、李棠也。”③在南宋初年，侍御史汤鹏举就在奏疏中指出：“近年州县许用妓乐，遂有达旦

之会，监司、郡守或戒约之，则哄然生谤。此风起于通判，行于司理，至于盗用官钱、官酒，苦刻牙人、

铺户，恣纵市买，以至县官筵会之费尽科配于公吏。”堤坝在上面开了个口，下面便是洪水滔滔。允

许州县使用妓乐，动用公款的宴会歌舞便成了通宵达旦。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对使用妓乐做出了级

别上的限制：“天申节及人使往来之处，守臣休务之日，许用妓乐于公筵，其余自总管、谋议官、通判

以下，并不许擅用借用，违者委监司、郡守即时具奏。”④这样的规定只是限制了通判以下官员的公

款行乐，知州以上则可依然如故。

士大夫利用权力地位可以动用乐籍女子享乐，普通士人流连于花街柳巷也是当时的一道风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柳永，他“倚红偎翠”，为青楼歌馆女子填词写作，写下了“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雨

霖铃》，令千古吟唱；写下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望海潮》，让完颜亮生出“立马吴山第一峰”的

南下野心。⑤ 柳永为此耽误了功名，科举落第后，写了首《鹤冲天》词发牢骚，高傲地宣称自己“才子

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并说：“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词广播朝野，以致当他再度应试，

都快放榜之时，宋仁宗发现了柳永的名字，讥讽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便将其黜落。⑥ 后

来柳永穷困潦倒，一群歌伎知己为其送葬。

六、聚焦：日常范仲淹

柳永，与范仲淹同时代，他年过五十获得进士功名之时，也就是在范仲淹写下《怀庆朔堂》一诗

两年之前的景祐元年（１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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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这首广播朝野《鹤冲天》，无疑也影响到了范仲淹。影响的证据便是，范仲淹在一首词中居

然原封不动使用了“忍把浮名”四个字。我们来看一下收录于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卷５的这首

词：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

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年少，忍把浮名牵

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①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柳永词：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

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

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上述范仲淹的词，与被宋仁宗揶揄的柳永词，何其相似乃尔！

人生不满百，好时更无多。草木一秋，流水一程，无论高贵，还是富有，都留不住一天天逝去的

生命。“尔曹身与名俱灭”，政治是灰色的，浮名为过眼烟云。把有限的宝贵生命牵系于浮名，也直

如还少不更事时的痴騃，真不如与刘伶为伍，珍惜生命，把握青春，陶醉于酒中天地。人都是多面

体。有这样的人生观，有这样对生命的彻悟，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与士人习尚下生活的范仲淹，既是

生命的自觉，又是流风所及，自然不会脱凡超俗。

他的《怀庆朔堂》是写给魏兼的。在范仲淹集中，还有几首与魏兼的唱和诗。如《滕子京魏介之

二同年相访丹阳郡》②《同年魏介之会上作》③《送魏介之江西提点》④《依韵和魏介之同游玉仙坛》⑤

《依韵和介之未开菊》⑥等。其中的《同年魏介之会上作》写道：

寒苦同登甲乙科，天涯相对合如何？心存阙下还忧畏，身在樽前且笑歌。

闲上碧江游画鹢，醉留红袖舞鸣鼍。与君今日真良会，自信粗官乐事多。

这首诗形象地描写了宴游的场面。其中“醉留红袖”则显示了有歌伎在场。

紧接在《怀庆朔堂》之后，范集有《依韵酬叶道卿中秋对月二首》，诗中的“处处楼台竞歌宴”，⑦

正是对士大夫歌舞升平的形象写照。

范仲淹的后来知邓州时所作的一首《中元夜百花洲作》诗中，也描写了他的宴游歌舞的场面：

“客醉起舞逐我歌，弗舞弗歌如老何？”⑧人生苦短，及时行乐，时不我待，这也是再普通不过的人之

常情。在邓州，范仲淹写的《依韵答提刑张太博尝新酝》中，有这样的诗句：“长使下情达，穷民奚不

伸？此外更何事，优游款嘉宾。时得一笑会，恨无千日醇。”⑨范仲淹的宴游是在政事之余，所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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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政治理念并无相违。

宴会歌舞是宋代士大夫的日常生活。正如范仲淹在《依韵和同年朱兵部王宾客交赠之什》诗中

所描述的那样：“西园冠盖时时会，北海樽罍日日亲。”杯觥交错，弦歌轻舞。微醺之中，范仲淹从异

化的官身返璞归真。他在这首诗中还如此写道：“共弃荣华抛世态，同归清静复天真。”①

通过俯瞰宋代士大夫的时代风尚，像唐代的文人杜牧喜欢十三岁的张好好一样，范仲淹喜欢一

个女子毫不奇怪，并非不可理解。不过，我猜想范仲淹喜欢这个歌伎，大多是喜欢她的天真烂漫，而

非肉欲。

出世与入世，一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相反相成的两个面。得意之时奋进，失意之时放纵，

亦时有之。屡屡遭受政治打击、贬放外任的范仲淹，诗中多次出现“吏隐”这个词②，表明他神往林

泉之意。当此之时，范仲淹需要的是另一种麻醉或者说是精神慰藉。吟诵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同样也吟诵过“自古荣华浑一梦，即时欢笑敌千金。”③

而这些，才艺双全且天真烂漫的女孩可以带给他。这并不仅仅像白居易诗中所云之“悦耳即为

娱”，还因为范仲淹有着丰富的艺术感受力。他在《听真上人琴歌》中写道：“伏羲归天忽千古，我闻

遗音泪如雨。”④听琴乃至泪飞如雨，这样的描述或许有些夸张，但毕竟是琴动心魄，产生了共鸣。

那个才艺双全且天真烂漫的女孩也一定有让范仲淹心动之处，以致于离开之后还有思念。

七、旁证：范仲淹的女性观

男人，在生命的世界里，接触的第一位女性应当是自己的母亲。母亲对男人的影响甚大。这一

点对于范仲淹来说，尤其如此。因为范仲淹“生二岁而孤”，母亲贫无所依，将大一点的孩子送回南

方范氏家族，自己则带着踟蹰学步的范仲淹改嫁他人。对于范母来说，在陌生的环境中，范仲淹是

她血脉相连的骨肉，直至长大离家，范母对仲淹无微不至地呵护。

成年后的范仲淹，曾在《求追赠考妣状》中深情地回忆说：“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养在母，

慈爱过人。恤臣幼孤，悯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断荤茹逾二十载，至于其终。又臣游学之初，违离者

久，率常殒泣，几至丧明。”⑤像所有慈爱的母亲一样，谢氏对年幼而多病的范仲淹关怀备至，对长大

后外出游学的范仲淹倚门待望，几乎思念得哭瞎了双眼。范仲淹可以说就是她全部的寄托所在。

自幼至长，十几年相依为命的母亲，给范仲淹的女性观涂上了浓重的底色。母亲的形象，传递

给他的是女性的伟大。让他懂得，应当敬重女性。范仲淹从母亲那里，从妻子那里，深深感受到了

女性的辛劳。宋人刘清之《戒子通录》卷六收录的范仲淹佚文《告诸子书》写道：“吾贫时，与汝母养

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而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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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①这段话中，充满了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爱与怜。

最近新发现的欧阳修佚简，提及范仲淹临终前的一件事：

范公平生磊落，其终也昏迷，盖病之然。如公所示。其心未必不分明也。只是治命与

母坟同域，此理似未安，如何？虽不可移，亦须思虑，后事皆托名公矣。②

欧阳修书信中的这段话，披露了范仲淹临终希望与母亲埋在同一处。这是不是也期望在九泉

之下为一生守护自己的母亲尽一份孝心呢？尽管欧阳修对范仲淹的临终遗言表示了不解，范仲淹

的子女还是满足了范仲淹的这个临终愿望。据讲范仲淹的陵墓就与其母墓相邻。范仲淹的原配妻

子李氏病逝于景祐四年（１０３７），范仲淹与之感情甚笃。梅尧臣在挽诗中描述：“君子丧良偶，抚棺哀

有馀。”这种描述或为套话，但也一定不是事实迥异的失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见范仲淹对妻子的

情意。

不过，没过两三年，范仲淹便再娶新妇聂氏入门。这并非是范仲淹寡恩薄情。在此前几年范仲

淹因谏废仁宗郭皇后被贬知睦州时，便已是拖家带口，他自己在诗中说是“十口向天涯”。这样一大

家子人，没有一个女主人不可想像。况且，范仲淹尚有幼子需要继母来抚育。然而，至迟在庆历五

年（１０４５）以前，范仲淹又再度迎娶一位夫人曹氏。曹氏在庆历六年为范仲淹生下幼子范纯粹。因

文献中对范仲淹第二位夫人聂氏没有更多记载，估计在迎娶曹氏之前亦已病逝。③

范仲淹的母亲曾经再嫁，而十年之内，范仲淹又有两次再娶。对范仲淹的再娶，不能完全与古

代一般男子再娶等量齐观。范仲淹有其特殊经历、特别感受。他再娶的深层意识中，应当说是含有

对母亲再嫁的理解、同情以及尊重。

范仲淹对女性再嫁的态度，应当说直接折射了他的女性观。在范仲淹亲拟的《义庄规矩》中，就

可以看到这样的规定：

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④

起码，作为家法，在范氏家族中支持再嫁再娶。这几句简单的文字，浸透着温馨的人情，体现了

深切的人性关怀。在今天看来，这个规定实在是充满了女权主义精神，对女性再嫁的资助优于男性

再娶。范仲淹亲历亲为拟定这样的规矩，折射出其从内心里对母亲再嫁包含的感激，扩展到对世间

所有女性的关爱。

不仅对于走入生命中的女性如此，不仅对宗族女性如此，推己及物，对纳入乐籍视同贱民的女

性，范仲淹也充满同情与怜爱。宋人吕本中《童蒙训》卷下记载了一件事：

范文正公爱养士类，无所不至。然有乱法败众者，亦未尝假借。尝帅陕西日，有士子

怒一厅妓，以瓷瓦剓其面，涅之以墨。妓诉之官。公即追士子，致之法，杖之曰：尔既坏人

一生，却当坏尔一生也。人无不服公处事之当。⑤

官伎多是贫家女生计无着卖身入籍，地位几同奴隶，所以有些无良士人不拿官伎当人看。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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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１９８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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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三娶之事实，参见方健氏考证。见《范仲淹评传》第１２、１３页。
《文正公初定规矩》，《范仲淹全集》，第９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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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记载的士人迁怒于一个官伎，竟然用瓷片划破官伎的脸，还像刺青一样涂上颜色，跟朝廷防止

逃跑对待士兵的方式一样。这样残虐的做法，不仅仅是羞辱，等于是毁容，让主要靠容颜为生的这

个女性没有了活路。当女性告到范仲淹那里，范仲淹十分震怒，说既然你毁了别人的一生，一报还

换一报，你也要搭上一生。严厉地处罚了这个无良士人，为那个无辜的女性出了口恶气。从对残害

官伎士人的严厉处置，可以概见范仲淹对女性的同情与尊重。

范仲淹对身为官伎女性的同情与尊重，与他对身为官伎女性的喜爱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码事。

范仲淹属意的女孩也是歌伎。且不论是否思无邪、行不苟，范仲淹在当时普遍风尚之下，与这类女

子相处，也一定是充满了尊重与呵护。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人间世界由男女共同构筑。然而，在传统中国，多数女性深处内闱，“养在

深闺人未识”。男人奔走于外面的世界，政治、权术、利益，一切都是昏暗暗的拼杀、博弈，于是，舞榭

歌台、浅斟低唱便成为一道亮色，让他们紧张的神经得以片刻松弛。客观的需要就有了客观的存

在。范仲淹，也是常人。

八、余论：情之所钟，正在我辈

前面引述南宋俞文豹在《吹剑录外集》中的议论提到了王衍所说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检

视《晋书》卷４３《王衍传》，如是记载：

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 胜。简 曰：“孩 抱 中 物，何 至 于 此？”衍 曰：“圣 人 忘

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①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然而，历史上的正面人物，在其死后，却大多被锦上添花涂脂抹粉，包裹

上厚厚的油彩，塑造成道德的标本。这样的标本无血无肉，无情无欲，活像一具具让人难以亲近的

木乃伊。这绝对不是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大千世界，形形色色，各色人等，千姿百态。千姿百态

还不仅限于外表容貌，更在于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人是一个多面体，犹如自然界有些动植物在特

定的环境媒触的作用下会改变颜色一样，人在不同的情境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面。

范仲淹的感情世界就十分充沛，前人已经从上面引述的两首范词窥见到，这位刚毅坚强的铁石

心肠人也会作消魂之语。文词悱恻，正是由于性情至深。

清人徐釚在《词苑丛谈》卷３引述范仲淹的《御街行》词之后就说：“人非太上，未免有情。”②是

的，“无情未必真豪杰”。从词里，从对《怀庆朔堂》诗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范仲淹，有

血有肉，有情有义，敢爱敢恨有担当。唯其平凡，才可亲近，唯其有情，才显可爱。忘情，不及于情，

如此圣人非人，凡间所无。

讨论范仲淹《怀庆朔堂》诗，观察范仲淹的立体形象，鲁迅晚年论陶渊明诗的一段话我觉得颇有

启示意义：“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

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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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

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

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哉！我每见近人的称引陶渊明，往往不禁为古人惋惜。”①

笔者曾以范仲淹为例，写过《宋代士大夫主流精神论》，展示了宋代士大夫的正面形象。② 本文

还是以范仲淹为例，试图展示宋代士大夫被研究者所漠视的另一面———生活日常中的隐秘，以期丰

富人们对宋代士大夫的多面认知。

历史的真实在哪里？如何追寻？泥于表面事相，惑于传统理念，定势思维障目，都会像层层迷

雾，阻碍人们窥见巫山神女峰。从前面所例举的今人对范仲淹《怀庆朔堂》诗的解读看，有时直指人

心的文学方法，较之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反倒更能获得逻辑的真实，实在值得治史者借鉴，文史不分

家。

对于多面体的人，仅从一面观之，势必片面。研究历史人物，首先要还原历史人物一个立体的

形象。立体形象的形成，包括阐幽发微，揭示出在当世或后世被刻意隐藏起的一面。

王衍说得好，“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为亲者讳，为尊者惜，不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历史研究，

不是强化道德说教。对于已经风化得只剩下骨骼的历史人物，需要怀着一份温情，本着科学精神，

缜密考证，找回那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还原曾经丰满的血肉。“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也是历史学

者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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