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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时#太监刘瑾专擅朝政#南京给事中御

史戴铣等人上疏切谏#触怒刘瑾#逮系诏狱#廷杖除

名( 王守仁!!G"% H!J%^"带头抗疏相救#亦下诏

狱#廷杖四十#贬贵州龙场!在今修文县境"驿丞#这

是正德元年!!J&'"十二月发生的事( 第二年王守

仁赴贬所#由浙江入江西#经萍乡至湖南醴陵#过长

沙#溯沅水#经湘西入贵州#一路上写了不少记行

诗#)王文成全书*载有 JJ 首( 在醴期间#他寄寓城

西的泗州寺#曾在泗州寺及靖兴寺讲学#并在此作

诗 G 首#反映了旅途环境的艰险#寻求解脱的心理#

僧人的纯朴#也有对寺庙如画风光的描绘(

有关泗州寺的诗有二首#一为去时所作#一为

回时所作(

第一首)醴陵道中风雨夜宿泗州寺次韵*%

风雨偏从险道当"泥深没马陷车箱$ 虚传鸟道

通巴蜀"岂必羊肠在太行$ 远道渐看连瞑色"晚霞

会喜见朝阳$ 水南昏黑投僧寺"还理羲篇坐夜长$

本诗次何人诗韵已不可考( 诗题即已透出苦

雨的情绪#首联紧扣诗题#描写在风雨中长途跋涉#

泥深当道#何等艰辛#象征着人生旅途的坎坷不顺(

被贬蛮荒之地是他人生的一大低谷#一路上还会有

多少艰难险阻更难预料( 不仅自然环境如此#而且

还有人为的祸害( 他受廷杖被贬后#先到钱塘!今

杭州市"#刘瑾派人暗中跟踪#想加害于他#只好托

言投江才躲过这一劫#一路上岂能不提心吊胆2 首

联以融情于景的手法#抒忧心忡忡之情( 颔联继续

描写路途的艰难#但带有议论的色彩( 出句用李白

)蜀道难*诗意#李诗中有+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

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颠,

之句#极写由秦入蜀难于上青天#王守仁却说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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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传,#意谓去龙场驿之路比蜀道还难#因为蜀道

之上至少无人暗算( 对句用曹操)苦寒行*诗意#该

诗是曹操征袁绍外甥高干途中所作#首四句说%+北

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

摧,#表现行军的艰苦#意思是说途中的苦况与当日

曹军翻越太行山一样( 因为山路的陡峭曲折#曹军

的车轮也为之摧折#王守仁的车箱则被泥水陷没#

虽然处境不同#但旅途的艰苦一样( 所以王守仁借

用曹诗对行路难作进一步的描写#同样象征着人生

旅途的不顺( 王守仁去龙场驿要穿越浙江'江西'

湖南'贵州四省#迢迢数千里( 而醴陵属丘陵地带#

他已深感行路难( 后面的湘西'贵州到处是崇山峻

岭#龙场驿就在万山丛中#是少数民族杂居之地#其

行将更为艰苦( 瞻望前途#诗人心中能不忧虑2 这

是诗中不言之意( 颈联则一反前半首的凄苦情绪(

诗人极目远方#只见暮色苍茫中现出一抹晚霞#这

是天将放晴的征兆( 诗人想象#明天一早便会红霞

满天#久为风雨所困的诗人一扫心中的阴霾#着一

+喜,字#高兴之情毕现( 尾联作动态的描写#由萍

乡到醴陵城要渡过渌水#诗人由渌水南岸涉江#投

宿城西的泗州寺( 泗州寺为唐时所建#后屡有兴

废#今已荡然无存( 诗人旅途劳顿#本当尽早歇息#

可他却+还理羲编坐夜长,( +羲编,#影印本民国

)醴陵县志*作+义编,#误( 当是+羲,'+ 义,二字

形似#以+羲,为+义,#又简化为+义,( +羲编,指

)羲经*#即)易经*#相传八卦为伏羲所作#故有这

一称谓( 司马迁称文王被商纣囚禁在里!故址在

今河南汤阴县北"时#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

-!.

)易

经*是儒家经典#是封建士子的必读之书#它不仅叫

人占卜#也教人如何对待人生的穷达祸福( 理学家

对)易经*都有研究#理学的开山人周敦颐的)太极

图*与)易经*就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作为理学中

异军突起的心学大师#王守仁也经常研读)易经*(

此前#他就写过)读易*诗#又在)杂诗三首*之三中

说%+灯窗玩古)易*#欣然获我情(,此次旅途苦不

堪言#投宿僧寺后仍深夜读)易*#这既有从)易*中

寻求解脱#调整心态之意#也有像文王那样#在逆境

中不灰心#发愤有为的含义( 正德庚午!!J!&"他作

)游瑞华*二首#其一说%+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

国未全灰#正愁不是中流柱#千尺狂澜岂易摧1,可

见其人志存高远#意志坚定( 不过#最后的+坐夜

长,三字仍透出了一丝抹不去的愁思#正如陆游)临

安春雨初霁*中所述+小楼一夜听春雨,而彻夜不

眠#不就是因为心绪不佳吗2 这首诗以写景为主#

也有叙事#还稍涉议论#将复杂的思想感情溶化于

其中(

第二首)泗州寺*%

渌水西头泗州寺"今过转眼又三年$ 老僧熟认

直呼姓"笑我清癯不似前$ 每有客来看宿处"诗留

佛壁作灯传"开轩扫榻还相慰"惭愧维摩世外缘$

王守仁于正德五年!!J!&"初结束贬谪生活#离

开贵州贬所#重经醴陵#仍投宿泗州寺#并作此诗(

从首联的+转眼,二字看#龙场驿的 $ 年很快就过去

了#但这是痛定之后的感觉( 其实#处于困境中的

人#往往会觉得度日如年#这是人们的普遍心态(

贵州的 $ 年#王守仁艰苦备尝#不说环境的荒僻#以

及政治上的挫折#就连温饱也成问题( 刚到那里

时#他住的是高不及肩的茅草棚#见其)初至龙场无

所止#结草庵居之*诗&他还住过洞穴#有+洞居颇不

恶,之句( 生活中多次断粮#在)谪居粮绝#清学于

农#将田南山#永言寄怀*诗中叹息说%+谪居屡在

陈(,用孔子在陈绝粮的典故#从+屡,字看#他比孔

子更狼狈( 他不得不采蕨'采薪'种地( 在这种境

遇下#会觉得日子飞快地过去吗2 只有事后回想#

才会感到那是过眼烟云#语调才会显得轻松( 三'

四句在叙事中带有诙谐#所以更显轻快( +熟认,这

一细节描绘老僧感到似曾相识而仔细辩认的神态#

非常逼真( 一旦认出#就像老朋友一样#冲口而出#

直呼其姓#又笑他不像 $ 年前那么胖( 通过一连串

的细节#写出僧俗二人的不拘形迹( 王守仁赴贬

所#经过醴陵时#不过是一匆匆过客#只能盘桓数

日#讲讲学#看看当地的风景名胜( $ 年后老僧仍

能认出他#说明 $ 年前二人便有了交情#老僧不因

王的被贬而轻慢他( 第四句中的+不似前,#)王文

成全书*作+只似前,#应以前者为是#+不似前,说

明有变化#这才会笑#也可看出 $ 年磨难在诗人形

体上留下的痕迹( 五'六两句涉及第一首诗#那首

诗当是题于泗州寺壁( 王守仁离开后#每有投宿

者#那位老僧就向客人介绍此诗#竟如佛教中的+传

灯,!即传法"一样#可见老僧对身处逆境的王守仁

仍心怀敬重#没有世俗中人情冷暖的势利( 佛法主

张众生平等#反对分别心#老僧都做到了( 神秀偈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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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

尘埃(,

-%.$%$

! +惹,#)祖堂集*作+有,"老僧的心理

就颇有此风( 不过泗州寺也有过势利和尚#与王守

仁同时的郴州人何孟春!)明史*卷 !C! 有传"#在

泗州寺也留下了题壁诗#诗云%+我昔过此人不识#

解装借宿寺门侧( 而今来过顿殊前#阁黎出候走欲

颠(,诗人因而感叹%+吁嗟世态应如是#不意山僧犹

复尔(,诗人两次投宿泗州寺#前后身份不同#接待

则迥然有别#如同苏秦发迹前后#家人对他的不同

态度一样( 苏秦问他嫂嫂为何前倨后恭#嫂嫂回答

说%+以季子位尊而多金(,位尊多金与否#是世态炎

凉'人情冷暖的根本原因( 老僧的可贵#就在于他

心中已无此尘俗( 第七句回到眼前#写老僧一面忙

着为他整理宿处#一面安慰他( 离开龙场本是王守

仁否极泰来的转机#不久便有庐陵县尹之任( 老僧

当然不知这些#以为他仍运交华盖#所以好言相慰#

进一步刻画出老僧的善良真诚( 面对这位心地如

此纯粹的老僧#诗人感叹 +惭愧维摩世外缘,#

+缘,#民国)醴陵县志*作+传,#误#与第六句+诗留

佛壁作灯传,的韵脚犯重#这是律诗之忌( 维摩#佛

名#即维摩诘#与释迦同时#他讲说的大乘教义称维

摩经( 诗中维摩指佛#+维摩世外缘,即佛缘( 王守

仁来回经过醴陵时#投宿的是同一佛寺#接待他的

是同一善良厚道的老僧#二者本是萍水关系#却在 $

年内两次相遇#并结下友情#他觉得这是一种佛缘(

之所以感到惭愧#是由于刘瑾还未倒台#自己仍处

于困顿之中#前途未卜#虽然心存大志#却不能有所

作为( 这首诗主要刻画一位老僧的形象#他真挚和

善#具有慈悲心怀#与山僧相较#他是佛门正传#佛

已在他心中( 与第一首相比#本诗基调有明显变

化#一扫以前的沉重灰暗#色彩明朗(

清代及民国)醴陵县志*都载有王守仁另两首

寓醴诗#统称)过靖兴寺*#而)王文成全书*未收(

其一%

隔水不见寺"但闻清磬来$ 已指峰头路"始瞻

云外台$ 洞天藏日月"潭窟隐风雷$ 欲询兴废迹"

荒碣满蒿莱$

靖兴寺在醴陵西山#唐时所建( 传说李靖曾驻

兵于此#后建靖兴寺以纪念他( 石壁上有李靖画

像#今已不存( 西山高七百市尺#隔江与县城相对#

风景宜人( 王守仁欲访靖兴寺#尚未过江#即听到

靖兴寺传来的钟磬清音#那是僧人们在做功课#环

境何等幽静#气氛又多么肃穆( 诗的开头就写出了

寺庙的特色#这是所闻( 三'四句写所见#远望山

路#看到了高出云表的台阁#那就是高耸天际的靖

兴寺( 诗人笔下的靖兴寺有如仙境#在此基础上展

开想象( 神仙家认为神仙喜居洞壑#其地称为洞

天#道家就有三十六洞天之说( 第五句+洞天藏日

月,#意谓靖兴寺如神仙洞府#别有天地( 第六句既

写实#又有虚拟#西山脚下有一临江巨石#可坐数十

人#其下有一深潭#诗人想象风雷深隐其中#足见潭

之深不可测( 这与曹操)步出夏门行*的构思相似(

曹操为了表现沧海的广阔#想象+日月之行#若出其

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王守仁笔下的潭窟则可

吞吐风雷( 这一联渲染靖兴寺及其周围的仙家气

象#也是对西山风光的赞美( 前六句所写包含了王

守仁对美好世界的向往#但他作不了方外之士#所

以尾联回到现实( 唐人诗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

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羊公碑尚在#

读罢泪沾巾(,

-$.凡风景胜地#多有碑刻#所记为国

家或地方的重要人事#这些碑刻成了历史的见证(

封建士子在面对江山胜迹时#往往缅怀历史#借以

一吐心中块垒#上述唐诗就有代表性( 王守仁在靖

兴寺也发思古之幽情#于是在四周寻访碑刻#但满

目蒿莱#石碑已废弃在野草中( 景象凄凉#抒发的

是吊古伤怀之情#是诗人当日心情的写照( 本诗运

用了强烈对比的手法#以前六句的美好#反衬后二

句的伤情#更显诗人心情的悲凉(

其二%

老树千年惟鹤住"深潭百尺有龙蟠$ 僧居却在

云深处"别作人间境界看$

这是一首写景诗( 靖兴寺前古木参天#至今仍

有几人合抱的古樟#据当地林业部门鉴定#其树龄

约有 !J&& 年( 所以#+千年老树,并非虚言#这已染

神奇色彩( +惟鹤住,是说只有鹤才有资格栖居其

上#因为鹤在古人眼中是高洁之物#是仙禽( 鹤这

一意象在王诗中多有出现#如)化城寺* !六之一"

有+月明猿所偈#风静鹤参禅,之句#鹤也参禅#当然

是仙鹤了( 鹤又是神仙坐骑#王子乔就骑白鹤#费

文乘黄鹤登仙#所谓+昔人已乘黄鹤去,说的就是

他&

-G.有的干脆化鹤#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去(

第二句中的龙与鹤一样#称为神龙#传说中的神奇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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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也是仙人所乘( 树之老#潭之深#物之奇#共

同勾勒出靖兴寺的不同凡响( 三'四句写人#+僧居

却在云深处,当出于杜牧)山行* +白云深处有人

家,#二者意境相似( 这一句既写出靖兴寺的高竣#

又点染出它的仙气#还显示出它与自然的和谐( 最

后#诗人由衷地赞美靖兴寺别有天地#是人间仙境(

这首诗虽然是一首写景诗#没有涉及社会现实#但

当时王守仁处境艰危( 他描画的人间仙境#风光无

限#和谐宁静#没有世事纷争#没有人心险诈( 这就

曲折地表现了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的矛盾#流露出

避世之想#虽然不是很强烈( 江西安福人邹守益#

曾任祭酒#是王守仁的学生#在王离开醴陵赴谪所

之后#步乃师后尘#来到醴陵#也写了一首 )靖兴

寺*( 全诗如下%+凤阙一鸣成远斥#龙场千里且深

蟠( 题诗留得行程记#老树深潭不忍看(,这是步王

守仁诗诗韵之作#+风阙,句与韩文公)左廷至蓝关

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相

似#韩'王二人都因忠而被斥#非罪远谪( 邹诗运用

王诗中的意象#为老师作不平之鸣( 从最后一句

看#他对王守仁这首诗的象外之旨#理解是深刻的#

可以说#师生之间#心心相印(

这 G 首诗的内容有一共同点#即都与佛教有

关#如写对佛家清静之地的喜爱#对心地纯洁的僧

人的敬重#等等#这与王守仁的经历'思想有关( 王

守仁有过遁世的念头#因而潜心佛道#向往道者的

养生之说#在绍兴阳明洞中学神仙导引之术#经常

出入佛寺#后来虽然跳出佛'道#但佛'道思想已渗

入他的血液中#使他的哲学具有佛'道的因素( 在

如何对待朱熹和陆九渊二家学说的问题上#是朱非

陆是主流#而王守仁表面上对二者采取和光同尘的

态度#实际上为陆学左袒#继承了陆九渊的心学传

统( 朱熹曾批评陆学中有许多禅#王学何尝不是这

样( 在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家虽然党同伐

异#却又互相渗透#各自既保留本来面目#又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 所以#王学中有禅并不奇怪( 他在

)答人问良知*二之二中说%+饥来吃饭倦来眠#只

此修行玄更玄( 说与世人浑不信#却从身外觅神

仙(,不仅思想受禅宗影响#连话头都是禅宗的( 禅

宗认为#我心即佛#不假外求( 慧能说%+我心自有

佛#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2,

-%.$'J

王守仁则认为良知就在自己心中#舍却本心是寻找

不到的#与禅宗的说法正相仿佛#只是将+佛,换成

+良知,二字而已( 禅宗有个公案记载唐代慧海答

源律师问修行说+饥来吃饭#困来即眠(,

-J.唐代还

有个叫懒瓒的和尚#他所作)乐道歌*也说%+饥来

即吃饭#睡来即卧瞑,

-'.禅师们多有以吃饭睡觉启

人开悟的( 王守仁借用这两句禅语来说明良知就

如佛那么平常#它就在每个人的心里( 由此可知#

王守仁与佛禅的密切关系#是他的寓醴诗全与佛寺

有关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 司马迁B史记)周本纪%\&B北京)中华书局#!CJC)!!CB

%%& 河北禅宗研究所B禅宗七经)坛经%\&B北京)宗教文化

出版社#!CC"B

%$& 孟浩然B与诸子登岘山%\&DD全唐诗)上!第三函第三

册"B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C^')$"JB

%G& 崔#颢B黄鹤楼%\&DD全唐诗)上!第二函第九册"B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C^')$&JB

%J& 普#济B五灯会元)卷三 %\&B北京)中华书局#

!C^G)!J"B

%'& 释#静#释#筠B祖堂集 %\&B长沙)岳麓书社#

!CC')''B

责任编辑!骆晓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