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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午朝卷：北宋末年，国力衰微，朝政萎靡，百官因循故习，处族虎视耽耽。
年轻皇上勃勃雄心，“王安石变法”以雷霆之势开场。
新法旧制抵牾冲突，权变政争纷起。
享有盛名的文坛挚友王字石、司马光、苏轼也卷入共中。
公心私情，相亲相底，荣辱升迁，悲欢离合。
名臣学士，人格特异，名领风骚，失势得势命运失常。
社会变革，激荡反复，因由玄机，扑逆迷离。

    暮鼓卷：
    晨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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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参知政事赵抃，字阅道，时年五十二岁，浙江衢州人。
他着蓝色蟒袍，神情凝重，半睁的双目和紧闭的嘴巴，说明他此刻心情并不平静。
阅道大人为人正直，不尚清谈，曾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有“铁面御史”之称。
二十多年来，他的仕途生涯多在州、府任职，赵顼即位后，方调入西府。
他不愿孟浪参奏，以免自寻过失。
　　王安石已不知是第几次环视，观察着眼前的形势：　　四位宰执大臣用沉默对付“变法”，已使
皇上骑虎难下。
其结果，“变法”极可能将在皇上的暴怒之下发端。
今天，他根本就不准备说话，他的话两年来已冲皇帝讲完了，刚才皇上的那几句掷地有声的谕示，就
是从他讲过的千言万语中拣来的。
此刻，他只须顽强等待身边四位执政大臣的参奏，以便从他们的言论中试探自己前进途中的阻力大小
。
　　执政大臣们装聋作哑式的沉默，使年轻的皇帝不耐烦了。
他面色愠怒，压着心头的怒火，竭力用平和的语气，直奔宰相曾公亮发问：　　“明仲先生，你是当
朝宰相，为什么默不作声?!”　　曾公亮听出了皇上的不满，但他并不紧张，慢慢叩头站起，拱手禀
奏：　　“臣年老力衰，见事迟钝，不敢孟浪作语，干扰圣听。
现蒙圣上询问，臣大胆禀奏：我朝太祖、太宗皇帝，启天纵英明之思，借唐末五代之鉴，创建朝制朝
纲；事权分离，不抑兼并，内外相维，守内虚外。
从而保持了百年太平，创造了大宋王朝的百年辉煌⋯⋯”　　曾公亮搬出了赵匡胤、赵炅的神灵来吓
唬年轻皇帝，赵顼忍住了，他霍地站起，面色铁青，发出几声冷笑，大声激愤地说道：　　清晨，福
宁殿宦侍把一份东华门外市井骚乱、商贾罢市的“急报”和一份宗室王公联名弹劾市易司提举吕嘉问
“市易违法”的奏表送进御堂。
已被“十月不雨”、“流民人京”折磨得焦头烂额的皇帝赵顼，心神更烦。
骚乱已逼近宫门，连宗室也卷进来了!他几经思索，召来了办事认真的三司使曾布。
　　曾布仓皇走进福宁殿御堂，尚不及跪倒请安，就被皇帝赵顼当头一声森冷的询问弄懵了：　　“
曾卿，你身为三司使，近一年来，又代王安石料理朝政事务，东华门外市井骚乱之事，原委何在?”　
　一贯木讷的曾布更加结结巴巴：　　“臣、臣今日卯时方知此事，听说，听说缘于宗室王公发威闹
事⋯⋯”　　“宗室王公为何闹事?”　　“臣、臣不敢查询。
”　　“市井商贾为何罢市?”　　“臣亦不明原委。
”赵顼厉声叱斥：　　“蠢才!一问三不知，要你何用?”曾布仆俯于地，叩头不止，讷讷作答：　　
“圣上，京都市易务的一切事务，俱由吕嘉问直接管理，臣不敢胡乱插手。
且市易经营，纷繁复杂，金银钱财，数额巨人，收进支出，干系各方，臣，臣无此才，也不敢染指。
乞圣上恕罪。
”　　“吕嘉问主管市易，群臣有何议论?”　　“臣不曾听闻。
”　　“京都商贾有讦告奏表上呈三司吗?”　　“臣亦不曾见。
”赵顼叹息：　　“不聪不明，市井熊不发生骚乱吗?曾卿，你可知，这市井骚乱，商贾罢市，会轰毁
朕六年‘变法’的业绩。
”　　赵顼拿起宗室联名弹劾吕嘉问的奏表交给曾布，低声发出谕旨：　　“朕知卿一向未参与市易
事务，今特授权于卿，勘查京都市易务‘尽括行户、细碎无遗’、‘贱买贵卖、重进轻出’、‘聚敛
财利、侵渔贫下’之罪。
卿勿敷衍应付，更勿官官相护，朕要知市易务的实情真相。
”　　“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
矣!”　　“‘物我’何以‘相忘’?‘身心’何以‘皆空’?”　　“默坐焚香，深日省察，日日不息
，其功自成。
”苏轼哑笑出声：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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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崇尚佛门‘普渡众生’之旨，亦崇尚佛门‘博辩顿悟’之思。
但焚香默坐，待饱熟睡，晨昏钟鼓，腹摇鼻息，其状其性，与猫儿、狗儿何异?佛当何解?”潜道大师
失望叹息：　　“桀纣之性，犹尧舜之性也，其所以不睹其性者，嗜欲好恶之所昏也。
佛法虽曰无边，但对六根不净之人，却是爱莫能助的。
苏子，你崇佛而无佞，读经而多思，其性奇戾，其情浪漫，愿你深日省察，善自为之，虽然终生难登
‘如来’地，但于另一天地中‘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之境界，还是混得进去的。
阿弥陀佛⋯⋯”　　苏轼仍在倾耳静听着，但潜道大师已飘然去了。
他心底突然浮起一层浓重失落的悲凉：我罪愆深重，连佛门也无解脱之法，真是“过可悔而无缘自新
”啊!回头无岸，人佛无门，也许只有一条“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道路可走了。
　　“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境界在何处呢?二十多年来仕宦人生淤结的链条，自缚着心灵的双翼，
使人难以冲破名缰利锁的樊笼；十多年来朝政纷争凝结的创伤，时时折磨着波起浪翻的心，使人难以
消除膨腹堵肠的怨气；一场惊魂落魄的“乌台诗案”，至今仍在，至今仍在心头重压着，使人犹若惊
弓之鸟不敢飞鸣。
苏轼浸着夜色，拄杖点路，吟着无可奈何、苦涩自嘲的词句回到了定惠院。
　　缺月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敢栖，寂寞沙洲冷。
　　五月十三日，惊魂未定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从南都商丘托人捎来的书信：　　⋯⋯弟定于五
月二十日奉旨离南都应天府赴贬所筠州，任妈、嫂子、侄儿随船至黄州与兄团聚，六月初可抵黄州西
二十里处巴河口渡口，望兄早抵渡口迎接⋯⋯　　喜讯?愁音?“本州安置”，形同禁锢。
薪俸薄微，生计窘迫的苏轼，立即陷于居住无屋、糊口无米的艰难困境。
他派儿子苏迈去官府催领三个月来欠支的薪俸，因官府钱荒，所欠银两均以实物抵折，苏迈领回来的
只是一堆盛酒的布囊。
“压酒囊”固然可以换钱，可人地生疏，苏迈数日奔忙，沿街叫唤，总是找不到换钱的门路。
苏轼厚着脸皮亲自求助于黄州太守徐君。
多亏徐君猷格外恩遇，移苏轼居于黄州城南的临臬亭。
　　临臬亭，傍江岸而筑，去江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与对岸武昌相望，青峰如黛，江流碧
蓝，江面千帆往还，更增添了形胜的灵秀。
此亭传说建于唐代中期，是历代官员江上行舟登岸歇息的一座驿站，因二百多年来的风蛀雨蚀，屋宇
亭台已失去昔日风采，落拓为衰敝斑驳之状。
现时的朝廷官员奢华成习，胃口极高，锦帆丽舱，穿梭江面，都不屑歇脚于此，更无心思凭吊这座古
驿的历史神韵。
黄州太守徐君猷早有修缮古驿为黄州增色之意，但府库银两拮据，只能望“亭”兴　叹。
苏轼家眷即将来到黄州，苦无安身之处，遂违例安置于　此，以尽太守之责和仰慕苏轼之谊。
并于江畔高处筑屋三间，　取名“南堂”，供苏轼游息。
至于“压酒囊”抵折薪俸一事，乃检校郎应行制例，不好更改，便以默而不语表示“爱莫能助”了。
　　六月二日，任妈、王闰之、王朝云、十二岁的苏迨、十岁的苏过来到黄州，苏轼、苏迈迎接亲人
于新筑的“南堂”。
多情的长江似解人意，浪涛拍岸，飞溅着层层雾雨，为“南堂”　　消暑；江风轻拂，摇曳起片片白
云，为“南堂”送爽。
苏迈愁容尽消，跑进跑出，为亲人捧来自己烹制的菜肴，并捧来了从街上打来的浊酒。
生离死别后的亲人团聚，原是人世间最欢愉、最醉心、最伤情的团聚啊!　　苏轼喜泪盈眶，吟着“幸
兹废弃余，疲马解鞍驮。
全家古江驿，绝境天为破”的诗句，为七十二岁的任妈敬酒。
望着任妈满头银色的发丝、满脸密布的皱纹和一双泪尽失神的眼睛，他心里浮起一层凄楚：这都是为
自己的厄运操心煎熬的!他嗓眼发紧，说不出一句感慨的话来，只是一再喝尽杯中之酒。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汴京风骚（全三册）>>

　　苏轼笑容和泪向着王闰之、王朝云举杯，他凝目而视：季璋瘦多了，忧愁刻就的鱼尾纹已上了眼
角，连一双晶莹的眼睛也蒙上了一层愁雾；霞也变多了，变得忧郁、变得沉默、变得深沉了。
他心里一阵痛楚，这都是情扰五内、梦断九肠之所致啊!话淤嗓闸，相慰的话也无法说出。
　　苏轼抚抱着年幼的迨儿、过儿，儿子们拦腰扯衣地一声呼唤，一下子冲开了苏轼强抑的情感闸门
，禁不住泣咽出声，他猛地举起酒坛痛饮，纵声而笑，若癫若狂，手舞足蹈地唱着心中淤积已久的苦
歌：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汴京风骚（全三册）>>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是一部发生在北宋三大文豪——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之间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二年（1096年）二月，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和他的九项变法措
施，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烃法”。
这一声势迅猛的变革，震撼了沉醉于“百年无事”的朝廷、因循故习的百官，冲击着导致国家积贫积
弱的旧制陈法，唤醒了衰飒的民心。
但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随着“缺失”的出现，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三个“大归相同、操术各异
”的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争，以至水火不容。
公心私情，相亲相抵，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展示了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和社会大变革中扑朔迷
离的复杂因由。
历史留下了种种疑团，令后人反刍，沉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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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部发生在北宋三大文豪——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之间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二年（1096年）二月，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和他的九项变法措施
，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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