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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

刘亚文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陕西咸阳
!

C#!"B!

"

摘
!

要!嘉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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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苏洵%苏轼%苏辙第二次共同赴京'苏轼在此次途中所创作的诗歌作品#包含着诗人对人生有限%

宇宙无穷的模糊思考与探索'这一哲学思考成为苏轼重要的人生课题之一#它起源于这一时期#成熟于黄州,赤壁赋-#而,赤

壁赋-之后苏轼对待这一问题的态度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哲学思想的发轫较为集中地体现在,南行集-苏轼诗歌的江水意

象中'在此次进京途中#苏轼与江水意象二者之间实现了双重推进'

关键词!南行集&江水意象&苏轼&哲学思想&人生有限&宇宙无穷

中图分类号!

Q"@"!

!!!!!

文献标识码!

E

!!!!!

文章编号!

!"F%@CC"3

!

!"#$

"

"$@""FB@"%

GHI

获取!

0;;

J

$((

:11

5

:.1

<

>2

K

()*+,->L+

(

L0

(

2+M41>,:

J

1

!!

!"#

$

#">##FF%

(

K

>2::+>!"F%@CC"3>!"#$>"A>"!A

C507#A0*E/+

6

0#%,501"0/."))04,#"%"-K"9*%0

3

,"

,508"9,5+%!,5015#)"2"

(

5#4+)70-)04,#"%

111

/)/02

)

:S0()

O

0;(.

*

X2.42::0(*;,+M;04)+294*:42:4;4*+,-

+

?G,!3(B*'

!

01))*

.

*1

;

?&J*53)"549

#

%&U3'

.

M&'U7,'&2*59&4

:

#

%&3'

:

3'

.

C#!"B!

#

0<&'3

"

$<2,*+4,

$

/)3)+

#

/)/02

#

/)\04,+M;042*R0(-4.,72-

<

R4+;;(;04L,

J

2;,-2+#"%F>/)/02

J

*(M)L4M-(;:(.

J

(47:(+02:

R,

<

#

R02L047N(M24M02:

J

*4-272+,*

<

;0()

O

0;(.

*

X2.42:;((:0(*;,+M;04)+294*:42:4;4*+,-

+

>S02:;0()

O

0;0,:N4L(74(+4(.

/)/02

)

:7(:;27

J

(*;,+;-2.4-4::(+:>V4

J

*4:4+;4M02:7,;)*4;0()

O

0;(.;02:2M4,,;;044+M(.-2;4*,*

<

R*2;2+

O

(.S04Z4M

P-2..YM4>S02:2M4,2:47N4MM4M2+;04*294*27,

O

4(.;04

J

(47L(--4L;2(+(.'()*+4

<

;(;04/();0>

=0

3

>"*!2

$

;04

J

(4;*

<

(.;04'()*+4

<

;(;04/();0

&

;04*294*27,

O

4

&

J

02-(:(

J

0

<

&

-2.42::0(*;,+M;04)+294*:42:4;4*+,-

一&+南行集,与其中苏轼诗歌江水意象

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人生有限%宇

宙无穷+的哲学思考#他在,赤壁赋-中论述了他思考

的结论'关于苏轼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在嘉四年

!

#"%F

年"的苏轼诗歌中#便已初见端倪'这一年#

苏洵%苏轼%苏辙第二次一同进京)

#此时苏轼二十

四岁'此次进京路途分为舟行和陆行两个阶段'从

四川眉州至江陵#沿长江顺流而下#一路舟行#父子

三人汇集舟行诗文为,南行前集-

*

#苏轼为其作序'

从江陵开始#陆路北上进京#江陵至京师诗文汇集为

,南行后集-'前后两集合称为,南行集-'

+

从苏轼研究的角度来看#此次进京有两重意义'

首先#这是苏轼步入仕途的开始'其次#这也是苏轼

文学生涯的正式开端'关于前者#此处不再赘述&而

后者#则是我们将要进行的论证所绕不过去的一个

话题'

在嘉四年进京之前#苏轼已经有文学创作活

动这是必然的#如子由,怀渑池寄子瞻兄-自注云$

*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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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

5

#

6

#%可见三苏第一次进京时#即嘉元年!

#"%$

年"#他们也有文学创作活动'但是从今天所存资料

来看#,南行集-之前的苏轼作品能够流传后世的极

少'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此前作品未能大量流传#

从一定程度上证明其作品质量不能与日后相提并论&

另一方面#从苏轼一生的文学活动也可以看出#此前

的创作应算作苏轼的练笔阶段#甚至在,南行集-中我

们仍然看得见这种艺术上的青涩感'另外#从现存的

苏轼作品来看#此前创作也确实没有惊人之作'

从艺术的角度来看#,南行集-确实有其幼稚之

处'但是无疑,南行集-对于苏轼而言#又具有重要

的意义',南行集-是苏轼文学生涯正式的起点#同

时#伴随着,南行集-的诞生#苏轼的创作活动真正进

入个人的文学自觉时期',南行集-的编撰标志着苏

轼文学创作的觉醒'

,这一方面表现在#,南行集-是

苏轼参与的第一部有意编辑成册的诗文集'从,南

行集-开始#苏轼开始有意保留下自己的创作'无论

这一行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这都说明#至少从形式

上#他已经开始为自己的作品找到了文学上的认同

感'他开始用文学的眼光来看待%审视自己的创作'

其次#从,南行集-开始#苏轼大量的作品被保留下

来#后世对苏轼青年时代文学活动的认识#绕不过去

的就是,南行集-'

,南行集-诞生之前#苏轼的生活范围以四川为

主'嘉元年三苏第一次进京#一路陆行#路线与第

二次进京完全不同'嘉四年沿长江顺流而下的这

次旅行#让苏轼与孕育了一半华夏文明的长江有了

近距离的接触',南行前集-中对江水的描写非常

多'江水的流动%渺远与永恒带给了苏轼很多思考'

在苏轼对江水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年轻的苏轼对*人

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问题的模糊认识与思

考',南行集-是苏轼文学的开端#而这一文学开端

又展示了苏轼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最初思考#所以说

苏轼这一哲学思考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以,南行集-为

起点的'

二&$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哲学思考

,南行前集-是嘉四年#三苏进京沿长江顺流

而下舟行部分诗文的汇集',南行后集-是舟行结束

以后#弃舟登陆#陆行至京师部分诗文的汇集'因

此#,南行集-中与江水意象有更多联系的实际为,南

行前集-',南行前集-今存苏轼诗歌四十首#其中绝

大部分都涉及到对江水的描写'旅途中描写自然风

物是最正常不过的了'但是#苏轼笔下的江水意象#

无论与同样在其路途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山意象相

比#还是与同行的苏洵%苏辙笔下的江水意象相比#

都带有明显的个人化印记'这种个性化最突出的表

现之一#便是其中的哲学思考'此次舟行#三人尽览

长江景致#而浩浩汤汤的长江水则给了苏轼无尽遐

想的空间#在此期间#苏轼的创作中已然若隐若现地

展示出了他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的最初思考'

'一(水边的思想者

潺潺的长江水#让我们看到的是独立江边思考

着的苏轼'从故乡眉州出发#至嘉州开始舟行#苏

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有同题诗三首'今将三人作

品?录于此#对比观之$

初发嘉州"苏洵#

!!

家托舟航千里速!心期京国十年还.乌牛

山下水如箭!忽失峨眉枕席间.

Z

!

[

ABB

初发嘉州"苏轼#

!!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故乡飘已远!往

意浩无边.锦水细不见!蛮江清可怜.奔腾过

佛脚!旷荡造平川.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

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Z

&

[

$

初发嘉州"苏辙#

!!

放舟沫江滨!往意念荆楚.击鼓树两旗!势

如远征戍.纷纷上船人!橹急不容语.余生虽

江阳!未省至嘉树.砏砏九顶峰!可爱不可住.

飞舟过山足!佛脚见江浒.舟人尽敛容!竞欲揖

其拇.俄顷已不见!乌牛在中渚.移舟近山阴!

壁峭上无路.云有古郭生!此地苦笺注.区区

辨虫鱼!尔雅细分缕.洗砚去残墨!遍水如黑

雾.至今江上鱼!顶有遗墨处.览物悲古人!嗟

此空自苦.余今方南行!朝夕事鸣橹.至楚不

复留!上马千里去.谁能居深山!永与禽兽伍.

此事谁是非!行行重回顾.

Z

#

[

!

初发嘉州#开始长江之上的数月漂泊#这是一个

值得纪念的日子#三人都或多或少有对江水的描写'

苏洵绝句以江水之急#写舟行之速'虽仅短短数语#

却是别有洞天'苏辙由江水颜色之黑#想到*云有古

郭生#此地苦笺注+

5

#

6

!

#忆往事#思来者'苏洵%苏辙

诗作虽各有佳处#然从其诗歌言意关系来看#写眼下

真实的所思%所想#大体上也都可算作是言已尽

意了'

与父亲和弟弟的诗歌相比#苏轼的诗歌没有父

亲的浑然天成#也没有弟弟的博古通今#却比他们二

人更多了一重意境'纪昀评此诗说*气韵洒脱+

5

&

6

C

'

清晨出发#带着对未来无限的希望和热情#奔波良

久#方生出思乡之意'随着江水东流#故乡已离自己

越来越远'此刻的兴奋之情尚能够让自己暂忘这一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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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乡愁#看着奔腾的江水#仍能引出一片诗情'只

是#日落时分#独立江边等待相约会别的乡僧#恐怕

久久望着潺潺江水之时#心中不能只是白日里那种

顺流而下的畅快和为自己比友人先到一步的欣喜

了'傅道彬先生说#中国文学中有一种*日暮情思+#

落日让人联想到的不仅是*太阳的家园+#更是*精神

的家园+'

5

A

6黄昏时刻是最容易引出绵绵情思的时

候'久立水边#年轻的苏轼想到了什么#他没有告诉

我们'灵动的江水给人以深邃的宁静和无尽的想

象'日落时分独立水边的苏轼让我们看得到日后那

个面对江水可以进行无尽思考和想象的诗人'诗人

*久立+所思为何/ 所有的这些都在*水潺潺+三个字

中烟消云散'

,初发嘉州-是苏轼人生中与江水的第一个约

定#正如末句的*久立水潺潺+所造之境一样#在苏轼

以后的人生中#在渺远的时间和空间中#苏轼面对浩

浩江水完成了那么多人生与哲学的思考'南行之

时#那个在黄昏时刻面对江水*久立+的身影#让我们

隐约看到一个一如写作,赤壁赋-时的%思考着人生

的苏轼'

'二(羡长江之无穷

苏轼笔下的江水是大气的%渺远无穷的',竹枝

歌-有*苍梧山高湘水深+

5

&

6

!A

&,初发嘉州-有*奔腾

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5

&

6

$@C

&,入峡-有*长江连楚蜀#

万脉泻东南+

5

&

6

&#

&,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

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

子由韵-有*江边晓起浩无际+

5

&

6

!"

&等等'

江水意象在时间和空间上为苏轼开拓出一个新

的境界',牛口见月-有*山川同一色#浩若涉大

荒+

5

&

6

#"之句#壮阔的山川景物#为苏轼创造出新的

空间概念#仿佛置身*大荒+之境&,舟中听大人弹琴-

又有*弹琴江浦夜漏永#敛衽窃听独激昂'江空月出

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

5

&

6

#&

#江浦夜弹的静谧#将

时间拉长#这一时#这一刻#仿佛永远静止江面之上&

前文所引,初发嘉州-有*久立水潺潺+之句#渺渺幽

思如江水般缠绵不尽&,神女庙-中同样有*茫茫夜潭

静#皎皎秋月弯'还应摇玉佩#来听水潺潺+

5

&

6

&F

#相

似的意境#潺潺的水声#给苏轼以无尽的想象&,白帝

庙-中有*荒城秋草满#古树野藤垂'浩荡荆江远#凄

凉蜀客悲+

5

&

6

&"之句#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而浩荡荆

江却是源远流长'

滚滚长江给苏轼的始终都是一种浩荡无边的%

模糊的意绪'历代都不乏描写江水的诗人#也不乏

描写江水的佳作'苏轼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那么

多面对江水的篇章都能给人以无尽的想象'同样的

山川景物#同行的苏洵和苏辙便没有给人留下这么

多想象的空间'苏轼的江水#是其个人化了的江水#

不是矫揉造作#也不只是一时一地的感受'苏轼和

江水之间有一种情感上的默契#所以他才写得出,念

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

物+

5

%

6

#B&这样的句子#苏轼后期#面对江水的这种阔

大的胸襟和打破时空局限的思考在,南行集-中便已

初见端倪'

'三(哀吾生之须臾

长江滚滚东去#而随之消逝的却是*千古风流人

物+'与渺远无穷的江水相比#舟中行人#则不过宇

宙之过客#沧海之一粟'面对浩浩江水#苏轼的心底

时常涌出这样一种*过客+之悲'他在,仙都山鹿-中

感慨*日月何促促#尘世苦局束+

5

&

6

!"

&,留题仙都观-

中更有*山前江水流浩浩#山上苍苍松柏老'舟中行

客去纷纷#古今换易如秋草+

5

&

6

#B的悲叹&,望夫台-

亦是这种情绪的一次集中表达$

!!

山头孤石远亭亭!江转船回石似屏.可怜

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浩浩长江赴沧

海!纷纷过客似浮萍.谁能坐待山月出!照见寒

影高伶俜.

Z

&

[

!&

有情之人生苦于太短#化作无情之石像才得以

与江水长存'而化作石像#得以永存之后#日日看到

的却又是*可怜千古长如昨#船去船来自不停+

5

&

6

!&

#

数千年如一日的味道便在此一句中了'这其中百转

千回的矛盾心理正是苏轼对有限之人生和无穷之宇

宙思考的困惑'

然而#在这种生命的困惑之中#苏轼的仁者情怀

仍然更多地让他对人生生发出同情和赞美'绵延不

断的水流#让苏轼想到昼夜不息的时间流'以时间

流和水流的绵延不绝写出已化作石像的女子守望的

永恒'以彼之动#写此之静'以自然万物之永恒的

流动%生生不息来衬托人性%意志和情感的恒常不

变'他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限之自然#道家*物化+

的思想在这其中若隐若现'苏轼作品的大气#很大

一方面便来源于此#这是一种形而上的超越#脱去言

辞上的浮夸#纯然是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而以

有限之生命比之无限之自然#这无疑是悲壮的'因

此#苏轼对这一哲学问题的思考#总是带有一种悲壮

美',南行集-中苏轼诗歌与其后期诗歌相比#虽然

算不上优秀#但是这种艺术个性已然初见端倪'

,郭纶-一诗写英雄迟暮#*河西猛士无人识#日

暮津亭阅过船+

5

&

6

%

'落魄英雄郭纶与望夫台的石

像#都给人以永恒的守望之感'因此#郭纶之人也无

异于不朽的石像了'然而这种不朽中#又总有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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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亚文$,南行集-中的江水意象与苏轼哲学思考发轫

生命与自然相抗衡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可奈何

的悲凉'

三&苏轼哲学思考与江水意象的双向推动

诗人描绘了江山#江山塑造了诗人'嘉四年

的这次进京#让苏轼得以和长江产生如此密切的接

触'苏轼毫不吝啬地用数十首诗文描绘了数月之

间#旅途所见的山川风物与自己的所思所感#而长江

一带壮阔的景物也给了苏轼不尽的灵感'一个人少

年时代的经历对其一生的性格形成都有着重要的意

义&同样的道理#一个文人的文学初创期对其一生的

文风也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很难说#苏轼早年

若是没有这次长江之上的数月旅行#日后面对浩浩

江水#是否也会产生那么多想象#是否也能为我们呈

现出,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那样的千

古佳作'长江的水遇不到苏轼#或多或少都要在中

国文化史上减色几分&苏轼没有长江水所带给他的

想象和灵气#也不会完全如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苏轼'

嘉四年的这次进京#让苏轼和江水之间#实现了一

种双向的推进'

'一(苏轼人生的重要课题

,南行集-的创作本身便是*得于谈笑之间#而非

勉强所为之文+#*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

5

$

6

&!&

#并非

刻意为之'而在此途中#苏轼对江水这一意象的完整

塑造更不是有意的'苏轼所赋予江水意象的所有内

涵都在自然而然间完成#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嘉四年的苏轼在文学创作上仍然处于练笔和

起步的阶段#,南行集-中的苏轼作品甚至都很难与

这一时期的苏洵作品相比'但是这次旅途在很大程

度上启发了苏轼对*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

问题的思考#而这一思考又主要表现在此时苏轼笔

下的江水意象中'长江的自然风光与苏轼的个性品

质#在这一时期极好地融合%交流%碰撞#就这样#一

个哲学问题在年轻的诗人心中萌芽#最终成为他一

生的重要课题'

人生有限#宇宙无穷#这一哲学的悖论困惑了苏

轼几十年'古往今来不乏文人墨客感慨人生苦短#

天地无穷#却鲜有人如苏轼一般#用毕生的思考来找

到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答案#并去践行这种人生观'

黄州是苏轼凤凰涅?的地方#苏轼被贬黄州时期让

他在诸多方面发生了蜕变'而这个困惑了他几十年

的哲学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以最终解决111苏

轼用,赤壁赋-完美地回答了自己',赤壁赋-是苏轼

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原因之一便是#它标志着苏

轼的这一哲学思考有了质的改变'而这一改变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苏轼日后的处世态度'

'二(独特的美学特质

悲壮美的气质'*自然+在苏轼的诗歌中是伟大

的#因为它永恒'人的生命亦是伟大的#因为人有

情'苏轼在有限之生命与无限之自然的悖论中#构

建起有情之人生与永恒之宇宙相反相成的双重美

感'然而#以有限之生命比之无穷之自然#这注定是

悲壮的'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往往为苏轼贴上乐观%

旷达的标签#但实际上#每一个人物都是复杂的%多

面的%发展变化的'苏轼早年对于*人生有限%宇宙

无穷+的思考#始终带有一层掩盖不住的伤感'而这

种伤感#随着苏轼对这一问题越来越深重的困惑而

逐渐演变成悲壮#直到随着,赤壁赋-的完成#他才终

于获得解脱#得以坦然%旷达地面对这一问题'

水气氤氲的浪漫'如前所述#,南行前集-在三

苏由眉山进京沿长江舟行时期创作而成#因此#江水

是,南行前集-绕不开的话题'苏轼面对浩浩江水所

生发出的无尽思考#让整个,南行集-带有了一种湿

漉漉的水气#一种高远的意境和纷飞的浪漫'唐宋

诗不是时代概念#而是两种美学范式'苏轼是宋诗

的典范#而他这一浪漫的格调又让他突破宋诗%超越

宋诗#而向唐诗靠拢'

形而上的超越'苏轼赋予了传统的江水意象以

哲学的意味'自然之动本身彰显着一种永恒不变#

永恒不变便是*静+'而心境之*静+的表象下涌动的

又是人不同于自然的*情+'情如暗流在静的表象下

流动'苏诗中含有很多哲学的思辨#或许这种思辨

都是不自觉的#但却是不能否认的'而苏轼的思考

中又有一种道家的超然物外之感#我们可以在苏轼

的诗歌中找到仙风道骨的意味#被赋予了哲学意味

的江水意象#在苏轼的诗歌中便具有了形而上的高

度'施议对先生在,新宋四家词说-中对比苏轼和辛

弃疾时说$*苏轼思考的问题是在哲学层面上#辛弃

疾思考的问题是在利害得失上+#*苏轼思想超越古

今'既能使之大#又能使之高#高到天上+#苏轼是

*神仙中的人+'

5

C

6施议对先生是就苏轼的词来论述

这一问题#同样的#这一观点也适用于苏轼的诗歌'

精神上的居高临下'苏轼的大气#无需像李白%

杜甫一样选取一个*制高点+#*站在空中俯瞰山河大

地+

5

B

6

#哪怕暮色遮住视线#只是静静地站在江边#他

都能用永不停歇的思考#给人一个打破时间和空间

的大宇宙'苏轼站在地上#都可以给人以飞翔的感

觉#苏轼作品正是具有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居高临下

之感#才让人难以望其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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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杨玲玲$试论高等院校音乐课程的德育功能及其实现路径

多方面%多角度加强对音乐教师的后期培训活动#包

括音乐专业素质的培训%思想道德的培训%音乐教育

中德育内容与德育方式方面的培训等等#由此使其

深化对高校音乐教育的德育价值的认识#并掌握科

学%有效的德育方法#由此顺利地实现高校音乐教育

活动的德育效果'这是我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活动

顺利实现思想道德教化功能的又一项重要保障'

'五(激发学生对于音乐课堂的学习兴趣与学习

积极性和主动性

高校音乐教师一方面要制定出系统而严格的考

核措施#提升学生对于此门课程的重视程度&另一方

面要选择一些既蕴含着积极正面的德育观念#又符

合学生音乐审美特征与审美心理的教学内容#并通

过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来展开具体的音乐教学活动#

由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

音乐学习活动#从而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音乐教育

中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熏陶与感染#最终逐渐提升自

身的思想道德修养'

孔子曾说过$*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荀子也认

为音乐可以*广教化#美风俗'+人们在很早便已意识

到音乐艺术在道德教化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并由此

进行相关的音乐创作%音乐传播与音乐教育活动5

%

6

'

当前#我国教育部门应在素质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针

对高校学生现状#制定出系统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

加强对高校音乐教学活动的指导#由此发挥其应有

的德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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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的气质#浪漫的风格#形而上的超越#精神

上的居高临下111所有这些都构成了苏轼高远%大

气%清旷的独特美学风格#使其在北宋文坛独树一

帜'而这些特质#在嘉四年所创作的,南行集-中

便已然隐约展现出来'

四&结语

,南行集-是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唯一一部

诗文合集#其中的苏轼作品代表着苏轼文学生涯的

正式开端'尽管从整体来看#苏轼这一时期的作品

并不成熟#但是其日后诸多的文学风格在此时都已

初见端倪#其日后的诸多文学成就也都与此时的创

作不无关系'所以#,南行集-是我们进一步认识苏

轼的一扇窗户'

,南行前集-创作于舟行阶段#父子三人在数月

时间内与长江有着近距离的接触#江水意象在,南行

前集-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一意象是,南行前集-

的一个点#以点带面来看#我们可以在文学%哲学%美

学等不同层面进一步认识苏轼#同时也可以看到这

次旅行对苏轼文学生涯的影响实际上超出了我们以

往的认识'

"注
!

释#

)!

父子三人第一次一同进京为嘉元年!

#"%$

年"#苏洵

陪同苏轼%苏辙兄弟进京参加科举考试'

*!

据苏轼,南行前集叙-所言$*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

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由此可知#舟行部分诗文集#

最初叫,南行集-#后为区别于,南行后集-改称,南行前

集-'

+!

此处参见曾枣庄先生,三苏合著
#

南行集
$

初探-#文章

见于,文学评论-

#FBA

年第
#

期'

,!

关于这一问题#也曾有不少人持否定态度'清代学者整

理苏轼作品集#便有人将,南行集-部分删除#而以苏轼

为官凤翔时期为其文学的初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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