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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的建树和晚年概况

姜光斗 顾 启

正当韦应物位于朝官逐渐消沉下去的时候
,

又在贞元四年 ( 7 8 8) 秋
,

被任命 为苏 州刺

史
,

让他去治理 比江州更加富庶均
“
大藩

” 。

关于苏州的富庶繁华和版图之大
,

比韦应物稍

后的白居易曾有具体的描写
:

甲郡标天下
,

环封极海滨
。

版图十万户
,

兵籍五千人
。

①

阎门四望 郁苍 苍
,

始觉州堆土俗强
。

十万夫家供课税
,

五 千子弟守封疆
。

阖闯城碧铺秋草
,

乌鹊桥红带夕阳
。

处处楼 前飘管 吹
,

家家门外泊舟航
。

云埋虎寺山藏色
,

月耀娃宫水放光 … …②

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确实是一个十分繁华的大都市
。

韦应物有感于此
,

颇想干一番事业
:

时暇涉云构
,

晨异澄景光
。

始见吴都大
,

十里郁苍苍
。

山川表明丽
,

湖 海春大荒
。

合沓臻水

陆
,

拼闻会四方
。

俗繁节又暄
,

雨顺物亦康
。

禽鱼各翔泳
,

草木遍芬芳
。

于滋省 旷俗
,

一用 劝农

桑
。

诚知虎符 岳
。

但恨归路长
。

③

尽管诗为结尾稍有点泄气
,

但全诗洋溢着一股喜悦之情和积极奋发的精神
,

诗人感到让他到

这个大郡来
, “

省毗俗
” , “

劝农桑
” ,

是可以干出一点有利于人民的李业的
。

刺苏前期
,

韦应物十分关心民虞
,

他曾训诫下属
,

必须
“
矜老疾

,

活艰因
” ,

凡贫民拖

欠的赋税
,

命令
“

乡计之而 自于县
,

县审之而上于郡
” ,

然后 由刺史根据实情于以竭免④
。

他的

这种行为
,

曾受到史家的赞扬
: “

若韦应物
、

白居易
、

刘禹锡亦可谓循吏
,

而世独知其能诗

耳
。

韦公 以清德为唐人所重
,

天下号 日韦苏州
,

当贞元时为郡于此
,

人赖以之
。 ” ⑤因此

,

即使在酣歌宴饮中
,

他也没有忘掉民生的疾苦
:

兵卫森画 戟
,

宴寝凝清香
。

海上风雨至
,

逍遥池阁凉
。

烦病近消故
,

嘉宾复 满堂
。

自惭居处

崇
,

未赌斯民康
。

理会是非遣
,

性达形迹忘
。

鲜肥属 时禁
,

蔬果幸见尝
)

俯饮一杯酒
,

仰聆金玉章
。

神欢体自轻
,

意欲凌风翔
,

昊中盛文史
,

群彦今汪洋
。

方知大藩地
,

岂日财赋疆
。

⑥

白居易称赞此诗
“
最为警策

” ⑦
,

杨慎称赞它
“ 为一代绝唱 ” ⑧

。

除了着眼于它的艺术手法

外
,

主要足赞扬他民胞物与的伟大胸襟
。 “

自渐居处崇
,

未睹斯民康
” ,

推己及人
,

居安思

困
,

一饭不忘来处
,

这是他关心民痪
、

搞好政务的动力
。

这时韦应物从政的热情很高
,

在岁末冬宴时看到
“
戎士气益振

” 的场而
,

他 感 到 很 高

兴
,

勉励部下要以积极工作的态度来报答
“ 皇恩

” : “
顾谓军中士

,

仰答何由申? ” ⑨他 自己

也是勤奋地处理政务
, “

大藩本多事
,

日与文章疏
” L

,

连诗歌创作都暂时搁下了
。

辛勤耕

耘
,

总会有收获的
。

韦应物努力从政的结果
,

换米了州民小康的局面
,

他
一

也享受到了这种愉

快
: “

宴集观农暇
,

笙歌听讼徐
。 ”

@

然而好景不长
,

麻烦
i

为事愈来愈多
,

韦应物积聚在心头的不 渝决也愈来愈浓重
: “ 居藩

久不乐 ”
@

,

表面的原因似乎仅仅是
: “ 谬泰诚所愧

” L
,

自己因搞不好政 务而感到渐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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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却别有更深的原因在
。

首先
,

朝廷派来的巡郡大使会百般挑剔
,

有意找岔子
, “
政拙

劳详省
,

淹留未得归
” L

,

他们久久地赖在苏州不走
,

显然别有用意
,

而韦应物是不愿意阿迎

的
,

这 自然增加了他心头的不快
。

其次
,

他部下的里骨为 了催索贫苦人民拖欠的赋税
,

叫骂

威协
,

鞭答禁锢
,

无所不为
,

这是违背他的初衷的
。

们身为刺史
,

当然都把帐算在他头上
,

这自然又增加 了他的不快
。

再次
,

州刺史本有察举人才的权利
,

可是他却因州有贤才而无权

举荐感到痛苦
: “ 邑中有其人

,

憔悴即我想
。

由来牧守重
,

英俊得荐延
。

匪人等鸿毛
,

斯道

何由宣 ! ” L基于以上这些原因
,

他又变得消沉起来
:

素寡名利心
,

自非周圆器
。

徒以岁月资
,

屡蒙藩条寄… … 常负交亲责
,

且为 一官 累
。

况本友落

人
,

归无
.

置锥地
。

省己已知非
,

枉书见深致
。

虽欲效区区
,

何由枉其志
。

L

他归隐故乡的心情又 日见迫切
。

于是
,

故态复萌
,

他又去逍遥山水
、

锄药赏竹
、

饮酒养真
、

参禅悟道了
:

盟漱忻景清
,

焚香澄神虑
,

公门自常事
,

道心宁易处 ? O

似与尘境绝
,

萧条斋舍秋
。

寒花独经雨
,

山禽时到州
。

清筋养真气
,
玉书示道流

。

岂将 符 守

恋
,

幸以栖心幽
。

净

过去人们认为韦应物的这一类诗
,

冲淡闲难
,

脱尽人间烟火
。

联系韦应物的生平和思想发展

的脉络来看
,

这类诗实际上在是官场碰壁以后一种反常的
、

消极的表现
。

如果都象他现在那样

当官
,

里青会更加横行 霸 道
,

人民会更加遭受蹂嗬
。

而这种做法
,

实际上也好比有人一面嘴

里嚼着猪肉
,

一面 口中又在念着
“ 君子远厄厨

” 一样的可笑
。

韦应物在刺苏期间
,

跟当时著名诗人刘太真
、

顾况
、

孟郊
、

秦系
、

皎然
、

丘丹等 频 有交

往
,

共同对诗歌创作问题进行探讨
,

相互发生较大的影响
,

现分述于下
。

刘太真
,

宣州人
,

拜著名古文家萧颖士为师
,

萧对他十分赞赏
,

曾称之为
“
太真

,

吾入

室者也
” L

。

贞元四年 ( 7 8 8 ) 重阳节
,

他曾和唐德宗 《重阳日赐宴曲江亭赋六韵诗》 ,

被 评

为上等
,

由此可见其诗名之著
。

刘太真本有集三十卷
,

可惜都散失了
,

今仅存诗三首
,

其中

有一首题为
:

《顾十二况在迁
,

过韦苏州
、

房杭州
、

韦睦州三使君
,

皆有郡中燕集诗
,

辞章

高丽
,

鄙夫之所仰慕
,

顾生既至
,

留连笑语
,

因亦成篇
,

以继三君子之风焉》 。

仅据诗题
,

就可看出刘太真对韦应物
、

顾况等诗歌的仰慕钦佩之情
。

刘太真另有 《与韦书》 云 :

顾著作来 (原注
:
况也 )

,

以足下 《 郡斋燕集 》 相示
,

是何情致
,

畅茂遒 逸如此 ! 宋
、

齐 间

沈
、

谢
、

吴
、

何
,

始精于理意
,

然缘情体物
,

备诗人之旨
,

后之传者
,

甚失其源
。

惟足下 制 其横

流
,

师挚之始
,

《 关雄 》 之乱
,

于足下之文见之矣
。

L

认为韦应物的诗歌
,

能缘情体物
,

上继 《诗经》 的优良传统
,

写得既有情致
,

又有骨力
。

这

种恰如其分的赞许
,

对韦应物写作富有现实意义的诗篇
,

显然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

顾况
,

字通翁
,

苏州海盐 (今属浙江 ) 人
。

既工诗
,

又善于书画
,

皎然曾写诗赞扬他
:

“
吴门顾子予早闻

,

风貌真古谁似君 ? 人中黄宪与颜子
,

物表孤高将云片
。

性背 时 人 高 且

逸
,

平生好古无侍匹
。

醉书在筐称绝伦
,

神画开厨怕飞出
。

谢氏擅郎亦可铸
,

道情还似我家

流
。 ”

@ 由此可见
,

顾况的性格和志趣跟韦应物极相融洽
。

而顾
、

韦处于李 白
、

杜甫之后
,

元白
、

韩孟之前
,

在两个诗歌高峰的中间
,

都是力主创新的
。

顾况以狂放诡奇的面貌矫俗
,

韦应物以简净古淡的风貌矫俗
,

二人殊途而同归
。

所 以顾对韦的诗作也极其佩 服
,

曾和 其

《郡斋燕集》 诗
,

倾诉了对韦的深厚感情
: “

自云帝乡远
,

沧江枫叶鸣
。

却略欲一言
,

零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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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酒倾
。

寸心欠摧残
,

别离重骨惊
。 ”

@ 顾况诗集中关心民痪之作甚多
,

如 《上 古 之 什补亡

训传十三章》 (著名的《图》即为其中第十一章 ) 《弃妇词》 等
,

跟韦集中这类诗作的精神是

一致的
。

两人在诗歌创作上相互切磋
,

显然有利于提高各自的创作水平
。

孟郊
,

字东野
,

湖州武康 (今浙江德清 ) 人
。

比韦应物小十四岁
,

为韩派重要诗人
,

一

生困顿
,

诗歌多反映寒士和人民的寒苦之音
,

诗凤瘦硬
。

他曾有诗赞扬韦应物的诗风
:

谢客吟一声
,

霜落群听清
。

文
一

含元气柔
,

鼓动万物轻
。

嘉木依性植
,

曲枝亦不生
。

尘埃 徐 庚

词
,

金玉曹刘名
。

章句作雅正
,

江 山益鲜明
。

萍苹一浪草
,

翰蒲片池荣
。

曾是康乐咏
,

如 今 寨其

英
。

顾
J

准菲薄质
,

亦愿将此并
。

L

说韦应物象嘉木一样生性正直
,

没有曲桂
。

将他的作品比喻成如同谢灵运的作品
,

泡 含 元

气
,

’

廓清群听
,

诗风难正
,

使山川 自然之天表现得更加鲜明
。

说他的名声象
一

曹植
、

刘现一样响

亮
,

而把徐陵
、

庚信之作看得象尘土
。

这样的说法难免有溢美之辞
,

但我们认为韦应物描写自

然之美的作品确实是继承了谢灵运的某些艺术技巧
,

因而指出这一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

而更重

的是
,

孟郊对这位前辈诗人如此倾倒
,

证明孟诗也是受到韦诗一定影响的
。

秦系
,

字公绪
,

会稽人
,

隐于泉州南女九 日山中
,

注 《老子》 ,

整年不 出
。

权德舆曾有

文叙其为人和诗歌的成就说
: “

儒有秦公绪者… …于当时遭多故
,

道进身退
。

越部山水
,

佐

其清机
,

圆冠野服
,

愉然 自放
。

… … 随州刘君长卿… …尝自以为五言
一

长城
,

而公绪用偏伍奇

师
,

攻坚击众
,

虽老益壮
,

未尝顿锋
。

词或约而旨深
,

类乍近而致远
,

若衡佩之清越相激
,

类组绣之玄黄相发
,

奇采逸响
,

争为前驱… … ”
@ 《全唐诗》 中共收录秦系诗四十首

,

其中

五言诗仅十八首
。

可见已伙失很多
。

现存秦系诗几乎全部是写山林闲适隐逸生活的
,

这很投

合韦应物一定时期的思想情趣
、

因而对他非常钦佩
。

秦系被征为秘书省校书郎时曾写 了一诗呈

韦应物
:

久卧云间已息机
,

青袍忽著钾鸥飞
。

诗兴到来无一事
,

郡中今有谢玄晖
。

L

韦应物读到这首诗以后
,

曾有答诗云
:

知掩山扉三十秋
,

鱼须翠碧弃床头
。

莫道谢公方在郡
,

五言今日为君休
。

@

韦
、

秦二人这两首诗
,

至少能说明以下两个问题
:
其一

,

秦系将韦应物比为谢眺
,

不仅是对

他的恭维
,

主要是看出韦诗继承了小谢五言诗的优良传统
,

这为我们研究韦诗的渊源
,

作了

很好的指示 , 其二
,

韦应物对秦系五言诗艺术成就
,

佩服得五体投地
,

韦应物那些闲适诗
,

曾受秦系作品的影响
,

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
。

皎然
,

字清昼
,

吴兴人
,

是谢灵运十世孙
。

他曾参加由颜真卿主持的 《韵海敬源》 编写

工作
,

由此取得很高的名声
。

他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

《全唐诗》

称其
“
文章隽丽

”
@

,

共收诗七卷
。

他的诗歌理论著作 《诗式》 与 《诗评》
,

在文学批评史

上有较重要的地位
。

据史书记载
,

皎然曾在诗歌的创作和理论上深得韦应物的帮助
:

(皎然 ) 尝于舟中抒思
,

作古体十数篇求合韦苏州
,

韦大不喜
。

明日
,

献其旧制
,

乃 极 称赏

云
: “ 何不但以所工见投

,

而狠希老夫之意? 人各有所得
,

非卒得至
。 ”

昼大服其鉴裁之精
。

L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韦应物主张写诗应当根据各人不同的个性特点进行创造
,

而反对因袭模

仿 ; 他还主张突破诗律
,

不拘常格
: “

今体诗中偏出格
” L

。

这些主张对皎然都曾产生过较

深刻的影响
。

皎然对韦应物的诗歌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
:

诗教殆沦缺
,

庸音互相倾
。

忽观风骚韵
,

会我夙昔情
。

荡漾学海资
,

郁为诗人英
。

格将寒 松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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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秋江清
。

何必邺中作
,

可为千载程 , 受辞分特竹
,

万里临江城
。

到 日扫烦政
,

况 今休 赎兵… …L

赞扬韦应物能排庸音
,

追风骚
,

格高气清
,

可为千载榜样
。

我们 认为
,

这些议论并不是盲目

的捧场
,

而是深得韦诗真髓和深知当时诗弊的知音之论
。

在平庸纤弱的大历诗风笼罩下
,

韦

应物锐意革新
,

以其高古淡雅的诗风力挽狂斓
,

确实起到了起衰纠偏 的作用
。

而皎然的评价则

是当时人对韦诗艺术的一个精当的总结
。

丘丹
,

嘉兴人
,

曾担任过诸暨令
、

尚书郎等官职
,

后隐居于临平山
。

韦应物与 他 交谊 深

厚
,

唱和之作甚多
。

韦集中共有六首寄赠送别之作
,

其中 《 赠丘员外 》 有句云
, “

高词弃浮

靡
,

贞行表乡间
” ,

可见韦对其诗风和为人的钦佩
。 《 全唐诗 》 卷三 O 七共收丘诗十一首

,

倒有五首是跟韦应物唱和的
,

其中 《 和韦使君听江笛送陈侍御 》 云
: “

离尊闻夜笛
,

寥亮入

寒城
。

月落车马散
,

凄恻主人情
。 ”

亦写得情景交融
,

清新可诵
。

根据当时制度
, “

刺史县令自今后改转
,

刺史 以三年为限
,

县令四年为限
” 。

。

除了特

殊情况
,

一般都是照此执行的
。

韦应物子贞元四年 ( 7 8 8 ) 秋刺苏
,

到贞元七年 ( 7 9 1 ) 秋被

免职
,

恰为三年
。

因从现存于韦集中的几首反映他免职后生活情况的诗歌来看
,

节令显然是岁

末暮冬或岁初早春
,

即贞元七年暮或八年初春
,

韦应物 已闲居于苏州郊居之永定寺
,

那么
,

将他 的免职时间推定为贞元七年秋
,

大致是不错的
。

如前所述
,

到了刺苏后期
,

韦应物日益消沉
,

结交了不少隐者和僧道
,

过着焚香独坐的

清闲生活
,

甚至于想服药以求长生
。

他的 《 饵黄精 》 诗写道
:

灵药出西山
,

服食采其根
。

九蒸换几骨
,

经著上世言
。

候火起中夜
,

释香满南轩
。

斋居感众 灵
,

药

术启妙门
。

自怀物外心
,

岂与俗士论
。

终期脱印缓
,

永与天壤存
。

黄精是一种滋补中药
,

有补气
、

润肺
、

生津的功效
,

服食黄精当然跟服食汞丹不 同
,

不能看

作是迷信的行为
。

但从这首诗的最后四句来看
,

却也不能否认韦应物有一定的成仙 思 想
。

从
“
自怀物外心

” 、 “ 永与天壤存
”
的期待中

,

更不难看出宗教对韦应物的消极思想影响
。

罢

职之初
,

他似乎感到很潇洒 自在
,

曾有 《 野居 》 诗言志
:

结发屡辞秩
,

立身本疏慢
。

今得罢守归
,

幸无世欲患
。

栖止且偏辟
,

嬉游无早晏
。

逐兔 上 坡

周
,

捕鱼缘赤涧
。

高歌意气在
,

贯酒贫居惯
。

时启北窗扉
,

岂将文墨间
。

过着捕鱼打猎
、

宴饮嬉游
、

高歌赋诗的清闲生活
,

实现了他的夙愿
,

似乎应当心满意足了
,

可是实际上空虚叔寞之感还不时涌上
』

臼头
:

子有新岁庆
,

独此苦寒归
。

夜扣竹林寺
,

山行雪满衣
。

深炉正撤火
,

空斋共掩扉
。

还 将一 尊

对
,

无言百事违
。

L

从
“
无言百事违

”
这个结句 中可 以看到韦应物充满着痛苦的心声

: “
兼济天下

”
的大志并未

能很好地实现
,

在历任地方官任上
,

尽管诗人作了不少努力
,

但由于社会制度的种种限制
,

韦应物并未能真正地解民于倒悬之苦
,

只好空叹
“
自惭居处崇

,

未睹斯民康
” 。

诗人做了近

三十年的官
,

到头来还是两袖清风
,

甚至连返回故乡的路费都没有
: “

政拙忻罢守
,

闲居初

理生
。

家贫何由往 ? 梦想在京城 1 ” L只能在梦中享受一下回乡之乐
。

不仅如此
,

甚至连生

活都没有着落
,

只好寄迹野寺
,

租田督子弟耕种
: “ 野寺霜露月

,

农兴羁旅 情
。

聊 租 二顷

田
,

方课子弟拼
。 ” L再加上老境惭至

,

衰象毕露
: “ 眼暗文字废

,

身闲道心情
。

即与人群

远
,

岂谓是非婴 ? ” L尽管表面上很旷达
,

却掩不住骨子里的凄凉 !

邹灵暗文字废
”
的自述是相 当真实的

,

从此以后
,

再也看不到韦应物的诗作了
。

大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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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九年 (7 9 3 )
,

这位富有独创性的杰出诗人
,
终于与世长辞了

。
(编者按

:
此文 系 《 韦应

物评传 》 之一章
,

本刊略有删节
。

)

注
.

① 白居易《 自到郡斋
,

仅经旬日
,

方专公务
,

未及宴游
,

偷闲走笔题 二十四韵
,

兼寄常州贾舍人
、

湖州崔郎中
、

仍呈吴

母诸客 》 。
② 白居易《 登间门闲望 》 。

③ 《 登重玄寺阁 》 。

④ 李观 《 代李图南上苏州韦使君论戴察书 》 ,

载《 李元

宾文集 》 。
⑤ 宋朱长文《 苦眼图浓续变 》 卷上

“
牧守

”
门

。

⑥ 《 郡斋 雨中与诸文士燕集 》 。

⑦ 白居易《 吴郡诗石记 》 .

⑧ 杨懊 升庵全集 》卷五 四
“
书应物苏州郡斋燕集诗

”
条

。

⑨ 《 军中冬燕 》 。

L 《 赠丘员外 》 。

L 《 酬阎员外涉 .))

@ L 《 送陆待街还越 》 。

L 《 赠李判官 》 。

L 《 酬张协律 》
。

L 《 答故人见谕 》 。

@ 《 晓坐西斋 》 。

L 《 郡

中西斋 》 。

画 见《 唐诗纪事《 卷二十八
“
刘夫真

” 条
。

妙 见 《 唐诗纪事 》 卷二十六
“

韦应物
”
条

。

⑧ 见《 皎然集
·
送顾

处士 》 。

@ 见赵昌平校编穿顾况诗集 》二五页 《酬本部韦左司 (时况在迁饶州 》 。

L 孟郊 《赠苏州韦郎中使君办
,

载 《全唐

诗 》卷三七七
。

@ 权德舆 《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 》 ,

载 《 文苑英华 》 卷七一六
。

⑦ 秦系 《 即事奉 呈 郎 中韦使

君 》 。

题下原注
: “
时系试秘书省校书郎

。 ”

@ 《 答秦十四校书 》 。

⑧ 《 全唐诗 》 卷八一五
“ 皎然小传

” 。

国 计有功

《 唐诗纪事 》卷七三
。

@ 《 寄答秘书王承 》 。

L 皎然《 答苏州书应物郎中 》 。

⑧ 见 《旧唐书
·

代宗纪》广德元华七月

记载
。

@ 《 永定寺喜辟强夜至 》 。

L⑧夕 《 寓居永定精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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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和专门的业务学习结合起来
。

因此青年教师进步都很快
,

到一九五

三年先后开课的助教就达到二十三人
,

解决了当时教学任务多而教师不足的严重困难
。

天石同志非常尊重知识
,

爱惜人才
,

注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敢于任用一些具有真

才实学但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展其所长的知识分子来为人 民教育事业服务
。

天石同志对干部知人善任
。

在使用上既大胆放手
,

又严格要求
,

并引导干部在实践中锻

炼思想
,

积累经验
,

增长才干
。

他特别注意培养干部从外行变为内行
,

要求政工干部至少要

钻研并掌握好一门课程
,

能上讲台教课
。

当时政治辅导处的处
、

科级干部差不多都去兼上公

共政治课
,

其余同志则跟班听课和参加辅导工作
,

并要求他们作出在一定时间内达到开课水

平的计划
。

优 良作风 民主办校

天石同志作风民主
,

平易近人
。

建院初
,

他立即组织成立院务委员会
,

学校的重大工作

均向院务委员会报告和交付讨论决定
。

院委会成员有广泛的代表性
,

除各处
、

各系科班的负

责人外
,

还有一般教师和学生的代表
。

他在任的三个学期共召开了十四次院委会
,

开会时让

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

深入展开讨论 , 学校经费收支也向大家公开
,

充分表现了他民主办校的

精神
,

他平时密切联系群众
,

热情关心同志
,

经常深入到基层
,

虚心听取和采纳意见
。

他为

了便于经常接触教师和指导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工作
,

主动把自己编在马列主义教研组教师的

政治学习小组里
。

作为一院之长而同教师在一个小组里共同学习
,

这是少见的
。

他对群众来信

来访十分重视
,

总是及时而认真地答复
、

解决
。

他不仅关心教师和干部
,

就是伙食房
、

印刷

厂
、

操场
、

学生宿舍等处
,

他也经常下去
,

很随和地跟职员
、

工人和同学们接触谈心
。

因此

大家心情舒畅
,

积极性很高
,

全校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
、

热气腾腾
、

紧张团结
、

秩序井然的

新局面
。

这样
,

天石同志就在全校师生员工中自然地树立了很高的领导威信
。

直到今天
,

我

校当年在他领导下 的许多师生员工仍然深深地怀念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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