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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得时幸遇
!

徐建芳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N"""GJ%

摘C要!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

幸遇的士人之一' 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

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

二' 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

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 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

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

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

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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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就苏轼的一生来看"他是开中国文字狱先河

的第一个受害者"他一生曾两次遭受长期贬谪"他

入仕后几乎始终是新$旧党人攻击的首要目标,照

世人看来"苏轼的人生可谓不幸之极- 但据笔者

看来"苏轼实乃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得时幸遇的

士人之一%

一&科举幸遇

苏轼早年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正值朝廷思

欲改革五代以来文坛浮靡雕琢$空疏剽窃的文风

之时,他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文坛领袖欧阳修恰

好担任主考官"正欲借这次考试把文风改变过来%

评卷中凡是那些雕章琢句$空洞无物的文章全被

斥落"而那些平易畅达$内容充实$有经世致用价

值的文章则被录用% 自小生于西南偏僻一隅$不

学(时文)的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的评选

标准% 若不是欧阳修误把苏轼的考卷看作其门生

曾巩的"为了避嫌而把他置为第二"苏轼在此次考

试中就名列榜首了&#'

% 苏轼的幸运真可谓千载

一时- 对于自己文章风格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及

自己的幸运"苏轼内心相当清楚"在诗文中屡致感

叹% 如其.谢欧阳内翰书/曰+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 自昔五代之余#

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 圣上慨然太息#

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 于

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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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

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

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

33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

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 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

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 轼也远方之鄙人#

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

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 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

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 亦惟

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

心' 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笏跪起#谢

恩于门下' 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

(!)

.谢馆职启/曰+

轼之内顾#岂不自知' 性任己以直前#学师心

而无法' 自始操笔#知不适时' 会宗伯之选抡#疾

时文之靡弊' 擢居异等#以风四方'

(!)

.谢梅龙图书/曰+

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

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 人

之幸遇#乃有如此'

(!)

/上梅直讲书.曰+

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

实亲试之' 诚不自意#获在第二' 既而闻之人#执

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 而欧阳公亦以其能

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 是以在此' 非左右为之

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

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

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

(!)

从这些叙述可见"(长于草野"不学时文)的

苏轼的科举幸遇可谓生逢其时使然-

二&仕途知遇

苏轼的得时幸遇不仅表现在科举上生逢其

时"而且表现在仕途上得遇四朝知己之主% 尽管

他仕途上受到过不少挫折"但总体说来还算比较

幸运% 苏轼也从不讳认自己的幸运"如其.谢除

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表二首/之一曰+

伏念臣学陋无闻#性迂难合' 受四朝之知遇#

窃五郡之蕃宣'

(!)

.醮上帝青词三首/之一曰+

早窃人间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虚名' 溢取三

科#叨临八郡'

(!)

.谢兼侍读表二首/之一曰+

伏奉制书#除臣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者' 33

伏念臣以草木之微#当天地之泽' 七典名郡#再入

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 虽当世之豪杰#犹未

易居&矧如臣之孤危#其何能副'

(!)

.与陈传道五首/之一曰+

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

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

何者为遇乎0

.杭州召还乞郡状/曰+

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

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 33及服阕入觐#便蒙神

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 33及陛

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

异#古今无比'

(!)

.谢吕龙图三首/之一曰+

某西蜀之鄙人#33两登进士举#一中茂才

科#故当世名公巨卿#亦尝赐其提挈爱怜之意' 故

欧公引之于其始#韩公荐之于其中#今又阁下举之

于其后' 自惟末学#辱大贤者之知#出自天幸'

(!)

.英州谢上表/曰+

先帝念臣于众怒必死之中#陛下起臣于散官

永弃之地' 33臣实何人#恩常异众'

(!)

苏轼说自己(受四朝之知遇)诚非虚夸之词%

他一入仕途就被宋仁宗以宰相之器视之"如.宋

史/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3朕今日

为子孙得两宰相矣%2)

&F'在古代士人中"能有比

这更高的赞誉吗* 宋英宗一登基就欲骤用苏轼"

当某些大臣以(年少资浅"未经试用)为由反对

时"英宗极其坚定地反驳说+(试之未知其能否"

如轼有不能邪*)

&F'才能被皇帝如此信任"即使不

得高官又有何憾- 宋神宗对苏轼的文章更是喜爱

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并以(天下奇才)许之% 如

.宋史/载+(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

称为天下奇才%)

&F'当众小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

时"神宗坚定地保全了他,在被新党排挤贬谪黄州

期间"神宗屡屡为(人才实难)欲重新起用他,虽

因小人势力强大而没能及早起用"但神宗最终还

是力排众议$亲撰诏书!这在宋代是违反政治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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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重新起用苏轼&!'

% 神宗对苏轼的赏识于此

可见一斑- 可惜的是"还没等苏轼上任"神宗就因

操劳过度而英年早逝% 新执政的太皇太后高氏一

向反对新法"一掌权就黜免新党$起用旧党% 不到

一年"就把苏轼从一个贬废之人连连升迁为佐命

大臣% 之后又三次任命他为哲宗皇帝的老师"同

时又先后任他为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兵部尚书等

高位要职% 古代有几个文士得到过这样的殊遇

呢* 扪心自问"(早蒙希世之恩)$(恩常异众)$

(遭遇之异"古今无比)的苏轼有理由产生不遇之

感吗* 对君主们的非常知遇之恩"苏轼铭心刻骨$

念念不忘"屡屡流露于笔端% 如.因擒鬼章论西

羌夏人事宜札子/曰+(臣于侍从之中"受恩至深"

其于委曲保全与众独异"故敢出位先事而言"不胜

恐悚待罪之至%)

&!'

.大雪论差役不便札子/曰+

(今侍从之中"受恩至深"无如小臣"臣而不言"谁

当言者*)

&!'

.述灾?论赏罚及修河事缴进欧阳修

议状札子/曰+(臣受恩深重"不敢观望上下"苟为

身谋44)

&!'

.论边将隐匿败亡宪司体量不实札

子/曰+(臣近以目昏臂痛"坚乞一郡44伏蒙圣

慈"降诏不许"两遣使者存问慰安% 天恩深厚"沦

入骨髓% 臣谓此恩当以死报"不当更计身之安危"

故复起就职44臣非不知陛下必已厌臣之多言"

左右必已厌臣之多事"然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

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

&!'

.杭州召还乞郡

状/曰+(臣受圣知最深"故敢披露肝肺"尽言无

隐% 必致当途怨怒"愈为身灾%)

&!'因所受知遇之

恩非常人可必"所以苏轼尽管很清楚自己言他人

不敢言必将招来无穷祸患"但终因不愿辜负君主

们的深重厚恩"便抱着视死如归的态度犯颜直谏$

尽忠报国了%

三&生命之幸

就苏轼(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

&!'

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身首异

处$性命不保了,但幸运的是"他生在一个以(不

杀大臣及言事官)

!为祖宗家法的王朝里"遇到了

几位能容纳忠言且高度赏识他的君主,使他不仅

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这一点苏轼很有自知之明"且深感庆幸% 如.代

滕甫辨谤乞郡状/曰+

窃伏思宣帝#汉之英主也' 以片言而诛杨恽'

太宗#唐之兴王也' 以单词而杀刘洎' 33而臣

独蒙皇帝陛下始终照察#爱惜保全#则陛下圣度已

过于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

(!)

.谢宣召再入学士院状二首/之一曰+

此盖伏遇皇帝陛下33言虽直而无罪#身愈

远而益亲' 委曲保全#始终录用'

(!)

.杭州召还乞郡状/曰+

33臣以此卜知先帝圣明#能受尽言#上疏六

千余言#极论新法不便' 33先帝虽未听从#然亦

嘉臣愚直#初不谴问' 而安石大怒#其党无不切

齿#争欲倾臣' 33臣缘此惧祸乞出#连三任外

补' 而先帝眷臣不衰#时因贺谢表章#即对左右称

道' 党人疑臣复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三人#构

造飞语#酝酿百端#必欲致臣于死' 先帝初亦不

听#而此三人执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狱' 33到

狱#即欲不食求死' 而先帝遣使就狱#有所约敕#

故狱吏不敢别加非横' 33及窜责黄州#每有表

疏#先帝复对左右称道#哀怜奖激#意欲复用#而左

右固争#以为不可' 33若非二圣仁明#洞照肝

膈#则臣为党人所倾#首领不保#岂敢望如先帝之

赦臣乎0

(!)

.颍州谢到任表二首/之一曰+

明君知臣#终护其所短' 自欣投老#渐获安

身' 此盖伏遇太皇太后陛下33体水镜之无心#

忠邪自辨' 致兹愚直#亦克保全'

(!)

因(危言危行"独立不回)而(犯众怒)

&!'的苏

轼之所以能屡屡躲过杀身之祸"主要在于他(遭

时休明)$ (遭时得君)% 苏轼的人生能算不幸

运吗*

四&功名之幸

与那些生前身后始终坎
"

不遇$堙没无闻$文

章才华不为世人所知的士子相比"苏轼的一生可

算是功成名就- 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苏轼的

诗$文$词$赋$绘画$书法$学术及治军$治盗$治

水$治边$治民等才能都得到了人们的高度认可与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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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重% 苏轼生前不仅被宋神宗以(天下奇才)许

之"而且也被他的两大政敌高度称许% 如.西清

诗话/云+(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

日"与公游% 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 公叹

息谓人曰+3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244

又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 东坡云+3若(积李

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

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2荆公曰+3非子瞻见谀"

自负亦如此% 然未尝为俗子道也%2)

&N'王文公$

荆公均指王安石% 又如.闻见后录/云+(李定自

鞫东坡狱"势不可向% 一日于崇政殿门外语同列

曰+3苏轼奇才也-2俱不敢对% 又曰+3轼前二三

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

真天下奇才也-2叹息久之% 盖世之公论至仇怨

不可夺也%)

&L'由此可见"即使是极其仇嫉苏轼的

政敌也不得不肯定他的才华% 宋孝宗更把他推尊

为(一代文章之宗)+(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

之大节% 立天下之大节"非其气足以高天下者"未

之能焉% 44以是成文"刚而无馁"故能参天地之

化"开盛衰之运% 不然"则雕虫篆刻"童子之事耳"

焉足与论一代之文章哉- 故赠太师$谥文忠苏轼"

忠言谠论"立朝大节"一时廷臣"无出其右% 44

朕万几余暇"

#

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

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忘倦"常置左

右"以为矜式"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

&!'

我们从苏轼的一些诗文中也可推知"苏轼在

有生之年的确已获得了他人梦寐以求的巨大声

名% 如其.答李方叔书/曰+(仆细思所以得患祸

者"皆由名过其实"造物者所不能堪"与无功而受

千钟者"其罪均也% 深不愿人造作言语"务相粉

饰"以益其疾%)

&!'

.答李方叔十七首/之十三曰+

(某以虚名过实"士大夫不察"责望逾涯"朽钝不

能副其求"复致纷纷"欲自致省静寡过之地"以全

余年"不知果得此愿否* 故人见爱以德"不应更虚

华粉饰以重其不幸%)

&!'

.答李昭
$

书/曰+(轼所

以得罪"正坐名过实耳% 年大以来"平日所好恶忧

畏皆衰矣"独畏过实之名"如畏虎也%)

&!'等等%

从苏轼这些发自肺腑地恳请朋友不要过高称誉自

己及自悔自警之词中可以想见"苏轼当日的名声

有多么大%

而且苏轼当时的声名已远播国外"外国人也

对他仰慕有加"见到中国的使者就询问苏轼的状

况"并且还传刻$熟诵他的诗文% 如.辽史拾遗/

载+(.渑水燕谈录/云+3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

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者% 闻范阳书肆亦刻子

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集%2陆嘉淑.辛齐诗话/

曰+3苏子由为贺辽生辰国信使在元四年八月"

44既至"国人每问大苏学士安否*2子由经涿州

寄诗曰+3谁将家谱到燕都"识底人人问大苏% 莫

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2)

&G'苏轼自己

的诗文中也曾记述过此事"如.次韵子由使契丹

至涿州见寄四首/之三曰+(毡毳年来亦甚都"时

时鱰舌问三苏%)苏轼自注曰+(予与子由入京时"

北使已问所在% 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

&J'

苏辙出使契丹时"苏轼甚至担心因自己名声太大"

对方若知道了苏辙的家世会把他扣留"因此奉劝

弟弟说+(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J'

苏轼当日的声名于此可见一斑-

即使是千百年后的现代人也依然对苏轼钦佩

有加"如徐中玉先生曰+(我佩服苏轼"不只因为

他是一个全能的文艺家"可算门门都有头等成绩"

也因为他在行政事务上的才能同样不弱"历代都

有许多人称赞他在地方官任上颇有政绩"是个良

吏% 开河"筑路"治军"审案"防灾"访贫问苦"以至

关心医药"设计工程"进行社会调查"甚至种植"烧

菜"穿衣"形形色色"大大小小"许多事都干"很多

事还都干得比较合乎情理"有其特色% 他不是在

写诗词文章之外"还有.易传/等等的学术著作

吗*)

&M'可以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一个文士

生前身后得到过像苏轼那样高的声名$美誉"也没

有哪一个文士得到过古今中外的人民像对苏轼那

样的热爱$崇拜"拥有这样的人生"苏轼能算不幸

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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