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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公元1067年，不仅是大宋帝国由强盛而逐渐走向衰弱的分水岭，也是两宋文学的分水岭。
生于此后的宋代文人，在文学成就上无人超过此前的宋代文人。
其原因主要在于宋神宗堪称宏达的政治改革。
在这次变法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互有攻守，无数原本颇具文名的学者都被拖入了这场横跨两宋德大漩
涡中。
自此以后，政治的变幻带动着文学界的兴衰，诸多文人的命运为之起伏跌宕，两宋文学于是进入了全
面衰退的时期。
但是衰退并不意味着败亡，此后的宋代文坛虽然人才凋零，但还是有天纵英才浮出水面，这其中之佼
佼者就是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姜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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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轩，青年诗人，生于1979年。
诗作、诗论、散文散见于《诗歌月刊》、《诗林》、《西湖》、《厦门文学》等各大报刊，入选多种
选本；曾主编《中国当代网络爱情诗选》，《杭州桥》一书副主编及主撰稿人。
《我是崇武，我是海》获2005年泉州市“魅力崇武”征文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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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序曲繁枝容易纷纷落雪花飘飘扬扬，落在汴京城内。
皇宫的飞檐斗拱，红砖绿瓦，一夜间鹅毛素裹。
此时天光大亮，福宁殿前的道路仍然有点湿。
殿门口，侍立着一排官员。
“圣上的龙体可有好转？
”服侍皇帝用早膳的太监刚走出福宁殿大门，宰相韩琦立刻急步上前问道。
太监摇了摇头，把手中的虎皮玉盘往正前方微微举起。
韩琦立刻就明白了：原来皇帝只喝了一小碗粥汤之类的流食。
几乎与举盘的动作同时，太监小声地对韩琦说：“韩大人，快进去吧，圣上正等着您呢。
”韩琦顾不上对太监说“谢谢”之类的话，只“哦”了一声，便快步朝皇帝的寝宫走去。
皇帝已经由宫女扶起，以半卧的姿势躺在龙榻上。
寸长的银炭在白云铜大火盆内默默地燃烧着，把个内室烘得如初夏般暖和。
“陛下⋯⋯”行完一位人臣该行的礼，一阵嘘寒问暖的话说完后，韩琦便开始向皇帝启奏正事，“您
这么久不能亲自监理朝政，现在朝中人心惶惶，国外夷族虎视眈眈，宜早立太子以安众心。
”这位病得不能下床的皇帝，就是赵曙，庙号英宗，大宋帝国的第五位皇帝。
韩琦的建议，监察御史里行刘庠也曾提出过。
当时赵曙以药石维持健康的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病情并不是很严重。
他也以为自己很快就能够好起来，所以，他对刘庠的做法很不高兴，就把刘庠的奏请给封了。
可这回不同了，早在一个月前，他已经病得不能说话，有什么旨意，都得依靠手写。
于是，韩琦说完后，他便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
古来皇帝立太子，下有关继承人事宜的诏书，那是一件非常重要且很严肃的事。
中国历史上宫廷权利相争中的手足相残、皇亲国戚谋逆等一系列血淋淋的恶性事件有不少就是因为皇
帝来不及公开指定继承人就死了所致。
显然，作为当时宰相和文学界名士的韩琦是非常明白这个道理的。
所以，当皇帝点头同意后，他立即让人端来笔墨纸砚，恭请皇帝亲笔册封皇太子。
被立为皇太子者，乃赵曙之长子赵顼。
在这样的情景下立太子，等于是赵曙承认了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不久恐将离开人世。
对此，赵曙虽心犹不甘，却无能为力，纵然他内心有一千个舍不得，乾坤亦无法扭转。
谁让自己已经病得连话也不能说了？
史书上形容赵曙准韩琦之奏后的表现，用了这么四个字：泫然泪下。
人生至此，着实让人感伤。
那一天，得到自己被立为皇太子消息的赵顼，很快就来到他父亲的病榻前，哭得像个泪人，久久不愿
起身。
满朝文武闻此，都暗暗赞叹，认为他们的皇上实在英明，皇位没有传错人。
皇帝的手谕既下，立皇太子的相关仪礼和手续便也立即付之行动。
礼仪使，由翰林学士张方平担任。
写册文的人，也是翰林学士，姓王，单名一个“珪”字。
此人自幼极其聪敏，时常语出惊人。
史书上评价他的文章：“闳侈瑰丽，自成一家，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
”他在神宗、哲宗朝时，从参知政事干到宰相，一共干了十八年。
宋仁宗立赵曙为皇太子的诏书，亦是他的手笔。
连欧阳修看了那份诏书之后，也忍不住赞他：“真学士也。
”王珪前后给皇室草拟诏书、圣旨等文书，当了十八年的超级写手，是不折不扣的草诏专业户和制典
专家。
而这个王珪，也就是李清照的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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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很难肯定王珪是否见过他这位才华旷古、名烁千秋的外孙女。
因为李清照生于1084年，而王琏则于1086年五月病逝，时间隔得实在是太近了。
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
王珪所撰册文的墨迹才干没几天，春节的气氛还在北宋的大地上氤氲弥漫；各地仍是一派张灯结彩的
喜庆景象。
而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却在这一日到九霄上向天帝述职去了。
人生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赵曙就走完了三十六年的人生之路；流年似水，在位才四年，赵曙连
屁股下的龙椅也没能坐热。
然而，更令人痛惜的是，作为继任者的大宋第六位皇帝、庙号神宗的赵顼运道并不好，他正式步入中
国历代帝王之列的这一年成为赵宋帝国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公元1067年，不仅是大宋帝国由强而逐渐走向衰弱的分水岭，也是两宋文学的分水岭。
生于此后的宋代文人，在文学成就上几乎无人超过此前的宋代文人。
之所以这样说，其原因还是要归于神宗堪称宏达的政治改革，在这次变法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互有攻
守，无数原本颇具文名的学者都被拖入了这场横跨两宋的大漩涡中。
宋神宗登基之后，大宋帝国的改革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头等大事。
因为早在神宗的爷爷仁宗执政时，北宋帝国的钱袋里就已经没有几个余钱了，到了英宗时期，更是不
得不勒紧国库的腰带，过起紧巴巴的日子。
面对当时收支相减几乎为零的财政状况，提倡改革并不是坏事。
怎么改革，采用哪些人的主张来改革，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依靠老臣们？
早在仁宗执政时，范仲淹就提出过十条革新朝政的建议，史称“庆历新政”。
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
从那时起，朝中老臣们再也不敢冒进。
因此，在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眼里，保守的方式显然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
可抬眼望过去，满朝重臣不是保守派，就是不发表主张的明哲保身派。
赵顼不得不将眼光放到朝廷之外，把希望寄托在地方官员里的能人上。
他把脑袋里所知道的地方官员回顾了一遍后，想到了王安石。
可以说，赵项在当上皇帝之前，还是皇子时，王安石的名字对他已是如雷贯耳。
当时，赵顼身边有个亲信，叫韩维。
韩维经常给赵顼讲一些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段子，每当赵顼深以为然，夸奖他见识高、讲得好时，他便
会说：“这个观点是我朋友王安石说的。
”时间一久，听得多了，到赵顼当太子时，已经非常想见到王安石。
韩维之所以会千方百计在赵顼面前为王安石做宣传，当然是因为王安石对他的讨好。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王安石被任命为为江宁知府。
九月，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官至副宰相，翌年升为宰相，一路青云直上。
这一回，他连一次拒绝也没有。
原来，当初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仁宗、英宗耍大牌，拒绝到朝中当官，乃是因为他深谙当时的政治
环境。
王安石不愧是个审时度势的超级行家。
想当初，朝堂之上星汉灿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韩琦、曾公亮、曾巩、文彦博等一大批德高
望重者济济一堂，哪有他王安石发光发亮的机会？
人生苦短，岁月蹉跎。
为了这一天，王安石已经耗掉了大半辈子，即使是从他二十二岁考中进士算起，也等了二十六年。
光阴如刀催人亡，来日不多，时不待我。
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在年轻的皇帝面前表现自己并非浪得虚名，在有生之年风风火火地红一把，王
安石连走路也变得呼呼有声，遂以众叛亲离也在所不惜的架势推行自己的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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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本来就是他的性格，只是这性格造成的后果也实在太严重了。
变法施行之后，支持王安石者，升官发财、大鱼大肉、声色犬马；反对王安石者，削官革职、贬谪流
放、睡不安寝、食不甘味。
御史衙门也全换成他的人马。
王安石的变法，就像一块铅球般大小的金属钠投入装满水的脸盆中，登时水柱冲天、水珠四射——朝
廷沸腾了，党派之间的矛盾激化了，许多大臣纷纷卷入其中。
他们一生的命运也因此而改变，苏轼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公元1079年，也就是北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月末的那天，湖州城外，几匹快马卷着烟尘，直奔城内知
府衙门。
这伙人中，为首者叫皇甫遵，受御史台所派到湖州拘捕苏轼，罪名是其诗作“包藏祸心，怨望其上，
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
这个罪名在现在可能算不得什么，但在当时可谓晴天霹雳！
在被押解到京城开封的路上，苏轼听说事件非同小可，差点投水自尽。
他的一些亲友纷纷与他断绝关系、划清界限，唯恐受其连累。
他的家人为了避祸，也将他的诗文手稿一把火烧了。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事件：乌台诗案。
乌台，是御史衙门的别称。
据说在汉朝时，这个负责弹劾官员、审讯政治犯的衙门内因为树多而吸引了无数乌鸦前来栖居，人们
就给它取了这么个外号，也寓意那是一个充满是非和政治斗争的地方。
苏轼当时作为该案的主犯，虽然命没丢，却付出了坐牢百十天，被贬湖北黄州的代价。
与苏轼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友，如苏辙、王诜、司马光、范镇、张方平、黄庭坚等人，皆受到牵连，诸
多文豪叫苦连天。
从苏轼的这次巨大转折而论，文人的命运可谓悲凉。
自古以来，武人主政起杀伐，文人主政乱心机。
以苏轼本人而言，诗歌的浪漫与政治的凶险常让他处于迷茫的状态。
对于官场的变革他要保持理想的明灯，必然就没有办法适应尔虞我诈、钩心斗角。
从古至今，大凡在文学上光芒闪耀的巨星只要从政，其命运必然周折不定，特别是那些内心浪漫如屈
原、李白、苏轼者几乎都没什么太好的结果。
而究其原因，不外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对于这些超一流的知识分子而言，内心之中的理想总是坚定
不容更改的，而现实的残酷往往会摧杀他们内心的“乌托邦”。
大宋之前，唐朝的极度繁荣带来了文人的总体活跃，无数文人自得其乐，有的悠然自得，有的积极参
政，理想和现实很好地契合在了一起。
在这样的时代，大师不会孤独出现，总是成群结队，如星汉般璀璨。
而当时间的巨轮驶到北宋这个海峡时，时局已然大不相同，一次变法就足以让暗流变成巨浪。
虽然众多文人墨客谈笑官场，但这些人和真正的政治家之间有着不可弥补的差距，而这种差距的结果
就是命运的凄凉。
如果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只是一句戏言的话，那么文人当官自送其命，几乎就是一条真理
了。
苏轼的这次入狱，只是北宋文坛地震的一个开端，但同时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它代表着北宋文化
气脉的重大挫折，自此之后，朝野间两党相争，导致大批文人陷入了窘迫与厄运之中，整个文坛可谓
创伤累累，元气大伤。
如果说一个人得了病还可以慢慢恢复，那么放大到文化艺术上则大不相同，一次重创足以让多年的积
累毁于一旦，留下璀璨的诗句的同时，还有无数被折断的天才。
文人的命运就这样被绑在政治的列车上，不管你愿不愿意，都必须跟随着它，穿过山涧，越过大河，
也许偶然一次碰撞，你就会被列车抛下，粉身碎骨。
在这时，你命由天不由你，任你上天入地，也躲不过社会的变迁。
除非做一个避居深山的老农，但苏轼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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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会吗？
他们后面的李清照、辛弃疾、陆游会吗？
他们激情澎湃的时候肯定已经忘了屈原那场悲剧，他们总想成为弄潮儿，却不知一场巨大的波澜足以
让他们魂飞魄散。
从这点来说，他们的命运也就成了国家的命运，生死与共，不能分开⋯⋯公元1067年，这原本普通的
年份，承载了一个王朝的太多悲哀。
从此之后，物是人非，江山风物也变了模样，动荡的政局让文人们越来越少了剑胆琴心，生于此后的
宋代文人，在文学成就上，几乎无人超过此前的先贤。
自此中国的诗词文化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大唐、北宋时遍地开花的景象不复存在，仅有李清照、辛弃
疾、陆游、姜夔几人堪称风流。
此时苏轼虽在，不复壮年，李白犹闻，却成绝唱。
自此之后，南宋偏安，煌煌大宋词韵，只剩半壁江山⋯⋯第一阙李清照：花自飘零水自流假如说苏轼
之祸开启了两宋文学衰退的大门，那么在此之后，政治的变幻同样带动着文学界的兴衰，诸多文人的
命运为之起伏跌宕，两宋文学至此进入了全面的衰退。
但是衰退不代表败亡，瘦死的骆驼犹比马大，此时的文坛虽然人才凋零，气脉微微，但总归还会有天
纵奇才跃出水面，这之中就有李清照。
与历代才女相比，李清照实属其中的翘楚。
三国时女诗人蔡文姬，虽有“博学而有才辨，又妙于音律”之美名，并有《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
（两篇）》传世，但作品数量太少，不足以做系统评价；唐朝的上官婉儿、李冶、薛涛，五代末期的
花蕊夫人，李清照同期的朱淑真，她们虽然在中国的诗词史上也留有声名，但作品内容大多显得单薄
，境界也算不得太高，虽亦有风格蔚然者，充其量却不过是一帮女中才俊，与大家的身份尚相去几里
路程。
因此，说李清照是1067年之后宋代文人中屈指可数的一流文学家，一点也不夸张。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词文虽盛却不代表人生繁锦，李清照的前半生虽多姿多彩，但后半生却是红颜薄
命，幸福几乎与她绝缘。
在她的人生之中目睹了北宋的极速衰亡，也忍受了南宋的偏安之苦。
国家的政治环境带给她无尽的悲愤，而家人的政治遭遇则让她柔然无助。
历史对这个才女不算公平，她承受了太多男人都无法承受的痛⋯⋯第一篇嫩蕊商量细细开宋神宗元丰
七年（1084年），是中国文学史需要记载的一年。
这一年，司马光耗时十九年的大作《资治通鉴》正式编纂完成。
这一年，被贬黄州的苏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就此揭开了他命运转折的序幕。
还是这一年，在济南章丘，基层官员李格非家里诞生了一位千金，颇有文采的他给这个女孩取名为清
照。
当历史走到今天，我们已无法得知当时的这位小官为何给女儿起一个这样的名字。
但我们知道的是，在若干年后，这个女孩妙笔天下，一首首诗词当真是清韵无双、如花照水。
以家世而言，章丘李家虽然财产平常，但却是书香门第，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师从宰相韩琦，算是一
个颇有见地的文人，他的一生著述颇丰、为人刚正，几乎没有历史污点，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是非
常不易的。
以家风而论，李氏一门也颇得当地邻里的欢迎，男的不横刀打架，女的不当街放泼，满门上下既没出
过恶棍，也没出过贪官。
这一点从李格非的官场命运及李清照的诗词气韵中，我们也可窥得一二。
李格非年轻的时候点子不算横，官职也不显赫，很长一段时间让人颇有碌碌无为之感。
不过考虑到他在政治上比较亲近司马光和苏轼，因此不活跃也是意料之中。
1079年至1084年，那是一个充满恐怖气氛的年代，各路文人纷纷落马。
就在李格非身居山东的时候，他的偶像苏轼正被关在牢狱中，为能活下去而殚精竭虑、绞尽脑汁。
在这种情况下，于帝国政治几乎毫无影响的小李就如同一只蚂蚁，随时都可能被人踩死。
就此而论，除了夹着尾巴做人，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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