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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个时代，以天下为己任的人还有多少？
以天下为己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还有多少？
回望柳宗元，并非反衬我们志向的褊狭，而是让我们每个人多一次反思的机会：在为一己私利匆忙奔
走、蝇营狗苟的状态中，我们真的还做着自己吗？
我们被什么驱使着，停止不了不断索取的脚步？
我们又该如何找回自己？
    反思总会让人正视自己的孤陋和渺小，这在写和读柳宗元的过程中得以完成。
在史料中逡巡，为他一身伟岸而振奋，为。
他一世的孤往而感慨，为他身陷困境的遭遇而伤怀，更为他坚持着自己而赞叹。
柳宗元给予我的，在写他的过程中一一收获；而在读他过程中的你，能否也收获这些？
我难以预测。
因为我是在写到尾声时才真正理解柳宗元，有些想法无法更改，也来不及更改。
只希望这本书能提供给你一个接近柳宗元的平台，你同他对话，同时映照出自己的灵魂，成为你自己
，做你自己，而后拓展自己的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在困境中如何面对自己，坚持
真理。
    中国的儒与道给士人提供了仕与隐的双重价值观，让他们进退自如，乐在其中。
柳宗元却超出苑囿，自成一道。
他从未退缩，坚持一己之力可以改写历史；当事态陡转，他拒绝退避三舍，厌弃全身而退的油滑，以
一己之力对抗着炎凉。
他始终为他自己负责，无论是精神上的还是理论上的。
他在自己的信仰中永生。
    因此，我们读柳宗元，学习他的求知若渴、坚执不屈、拼搏奋进、勇于付出的精神。
倘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种不断前进的力量，这世界就依然向着光明迈进。
纵然我们永不能达到，却依然可以为这世界点亮一盏指路的灯。
    用我们的灵魂之光点亮我们心灵的灯，与古代的灯光相和呼应连接，并把这灯光传向永远。
    尹博    壬辰年孟秋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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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尹博所著的《柳宗元故事（唐宋八大家故事丛书）》内容简介：反思总会让人正视自己的孤陋和渺小
，这在写和读柳宗元的过程中得以完成。
在史料中逡巡，为他一身伟岸而振奋，为。
他一世的孤往而感慨，为他身陷困境的遭遇而伤怀，更为他坚持着自己而赞叹。
柳宗元给予我的，在写他的过程中一一收获；而在读他过程中的你，能否也收获这些？
我难以预测。
因为我是在写到尾声时才真正理解柳宗元，有些想法无法更改，也来不及更改。
只希望《柳宗元故事（唐宋八大家故事丛书）》能提供给你一个接近柳宗元的平台，你同他对话，同
时映照出自己的灵魂，成为你自己，做你自己，而后拓展自己的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以及在困境中如何面对自己，坚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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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博  1982年生，辽宁海城人，古典文学爱好者。
鞍山师范学院外语系学士，广西师范大学古代文学硕士．南开大学古代文学博士，现工作于辽宁大学
图书馆古籍特藏部。
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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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生逢战乱定姻缘一封贺表出奇名别父蓝田议朝政长安初识韩退之科举及第遭父丧军中段秀实逸闻木匠
说出大道理种树先生的启示三大文豪有分歧绝密会议待天时新政艰难出笼日市井欢呼新政好出师未捷
身先死母亲病逝龙兴寺亲朋离世一恸哭不甘沉沦的笼鹰愿卜湘西冉溪地独钓孤舟雪满江遍游永州摹八
景捕蛇者蒋氏人家相伴而行回长安玄郜观桃花诗案请求柳州易播州衡阳依依惜别情讴歌智勇小区寄释
放奴婢办学堂开荒种田凿水井从此江山空柳州魂栖柳州罗池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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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生逢战乱定娴缘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在长安城东部亲仁里的一座府第中，柳
宗元来到了这个世间。
柳镇和母亲卢氏望着襁褓中的孩子，喜出望外。
两个女儿看到咿咿呀呀叫的弟弟，也十分开心。
    柳家祖籍原是唐代蒲州解县，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镇。
古代这里属河东郡，到了唐代置蒲州，在唐玄宗天宝年问、唐肃宗至德年间曾一度恢复河东郡旧称。
因此，多年后的柳宗元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柳河东集》，他也被尊称为“柳河东”。
    在北朝，柳、薛、裴并称为“河东三大姓”。
作为名门望族，柳镇这一系那时开始就历代仕宦，均为高官重僚。
郡守、都督、大将军、仆射、中书侍郎、太常少卿、黄门侍郎、州刺史这些职位，柳镇的祖辈都曾担
任过。
尤其在唐初，柳家更是权贵兼外戚，在朝廷上下势力显赫，高宗时期，柳家同时官居尚书省的就多达
二十几人。
然而，经过百年变迁，那样的鼎盛到了柳镇的时代早已悄然落幕，繁华与荣耀仅为回忆提供一个兴奋
点。
柳镇也是长期担任下级官僚，最高不过做到殿中侍御史。
柳镇的几个兄弟也基本没有进入到权势的上层。
因此，柳镇对这刚出生的婴儿，既有深深的喜悦，又寄托无限的期望。
他期望这个孩子能够重振柳氏一族门风，能够转变家族的命运，更能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为李唐王朝建功立业，普济天下，泽被生民。
    柳镇有这样期望并非空大。
唐代自“安史之乱”后，盛世已逐渐成为过往，雄壮巍峨的宫阙和车水马龙的街道无法掩饰帝国的衰
败。
朝廷外临强藩跋扈，内有宦官专权，当朝为官者又结成几个党派，为了各自的利益，与宦官、藩镇勾
结，皇权不稳。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最受苦的就是黎民百姓，战乱中流离失所，战争过后还要饱受沉重的劳役和赋
税，那些民不聊生、鸡犬无遗、饥荒连年的年月让很多庶族文人渴望着社会的变革早日来临，希望大
唐江山在“安史之乱”之后能有一次重新振作的“中兴”。
因此，柳镇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寄予如此厚望，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柳镇何尝预料到，多年后的柳宗元正是因为奋不顾身地实现“中兴”而逐渐陷入政治的漩涡，无
所顾忌地逆流而上，又被无情地雨打风吹去，折戟沉沙在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
如果命运可以预测，柳镇将怎样重新引导幼小的柳宗元呢？
一切不可得知。
可是，学识这样渊博的父母，这样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几乎注定了幼小的柳宗元在灵魂深处会
种下一颗家国天下的种子。
    这一年，柳镇外放为宣城县令，卢氏带着一家人暂住在城西南一个“数顷田，树果数百株”的小庄
园中。
柳宗元和两个姐姐聚坐在庭院中，听母亲卢氏为他们讲书。
卢氏向每个子女提问，大姐先背诵了《诗经》选篇，讲解了自己的体会；二姐背诵刘向著的《列女传
》。
    轮到四岁的柳宗元时，他不慌不忙，将卢氏前日教他的古赋十四首逐一背诵，得到了母亲和两位姐
姐的齐声称赞。
    末了，柳宗元又央求母亲讲一段东汉宦官专权的史实，卢氏道：“那么久远的事，母亲记不清了。
”    柳宗元走到母亲面前，依偎在她怀里，撒娇道：“父亲说，他旧日读过的史书和诸子百家，您没
有不知道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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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就给我们讲一段嘛！
”两个姐姐也拍手叫起来，央求母亲讲东汉史。
卢氏笑着看着三个儿女，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这是柳宗元家庭中最普通不过的片段。
贤淑聪敏的卢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相当高的文化素养，且能周睦亲族、孝养长幼，在柳镇常年在外
奔波的情况下独自操持家务、教养子女，备受艰。
辛、无怨无悔。
卢氏既是柳宗元的文化启蒙者，也是人格的教养者。
    时光荏苒，五年后，柳宗元能够背诵更多的古赋了。
长久浸淫在诗书中，华美与优雅占据着柳宗元的心灵。
当他以为生活是一曲高贵典雅的古琴曲时，战争突发而起，烽火和逃亡让他暂停了对生命美好的想象
。
继“安史之乱”后，河北藩镇再反，泾原兵变，朝廷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关中大乱。
硝烟弥漫在大唐之上，长安的官员四处避难。
京城内人心浮动，民怨沸腾。
九岁的柳宗元看在眼中，第一次体验到生民之苦。
原来生命里也有不定的流徙，难耐的饥饿，慌乱的脚步，骨肉的分离。
    最初体验首先来自自家。
柳镇正从夏口出差到长安，来往正经过李希烈叛军盘踞的地区，回去后一时没有消息，柳宗元的母亲
卢氏和姐姐万分担心，几个月来吃不下饭，直到柳镇的书信回到长安，一家人的担忧才烟消云散。
    接连着亲身经历了战火。
长安骚乱的后期，柳镇把少年柳宗元送到自己任所夏口。
叛军李希烈曾兴兵进犯夏口，被击退；第二年，李希烈又派遣董侍率领七千叛军前来攻打。
将领李兼在最后时刻率士卒迎敌，奋力死战，击退了强敌的进攻。
柳镇就是李兼的幕僚。
少年柳宗元跟着父亲一同经历了刀光剑影，目睹了藩镇分裂带来的巨大危害，而知识的增长和视野的
开阔更培养和锻炼了他的品行和人格。
他的聪颖和早慧，早被柳镇的同僚看在眼中。
    李兼很能网罗人才，除了柳镇这样的文士，他还将权德舆、杨凭等人留在门下。
杨凭也是李兼的女婿。
当时，杨凭的妻子已经逝世，小女儿杨氏自丧母后一直住在外祖父李兼家中。
杨凭感到柳宗元年纪虽小，却胸有大志，将来必成大器。
不过，他还想试试眼前这个少年。
    在庆祝击败董侍一战的酒宴上，柳镇作了一首《夏口破虏颂》诗歌，众同僚齐声赞叹。
柳宗元坐在柳镇身边更是十分欢快。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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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小时候听父亲讲历史故事，柳宗元一直以一个政治上的倒霉鬼形象出现在脑海中。
父亲一再提醒，人要有政治上的“警觉”，不能像柳宗元一样，最终搞得自身不保，连家人也跟着受
连累。
而那首脍炙人口的《江雪》只作为毛笔习字的内容为我们这些孩子熟悉着，其丰富的内涵无从得知。
    读硕士时，选择柳宗元、韦应物作为毕业论文研究的对象，又一次与柳宗元结缘。
在细读柳宗元诗歌的过程中，也走进了他的心灵世界。
他两度遭贬谪，远放永州和柳州，无法倾诉的寂寞在诗间流动，让人为之动容。
《江雪》似乎勾画了这样一个无法触及的“寂寞场”，他是他自己的读者，倾诉与思考的对象都是他
自己。
    直到毕老师接下“唐宋八大家故事丛书”这一选题，最终决定由我来写柳宗元的故事，我再一次与
柳宗元对话。
真正了解一个人，懂得他的心，似乎总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次，我分析了他的文章，了解了他的过往以及他生活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永贞革新”的经过。
他的出生、少年、人仕、贬谪、离世，我一一走过。
他对真理的追求、对正义的挑战，在一个渴求结果的人看来不过是一场玩笑，对于一个想要结果却惯
于观望的人来说不过是一针打在精神上的鸡血。
唯有那些敢于面对自己、最终成为自己的人，才会懂得他的所作所为。
因为懂得，所以再读《江雪》时，不再一厢情愿地希望柳宗元放下与自己的对立，身心与万物和合。
    本书的体例要求写故事，我首先要成为一个说故事的人，所以摒弃了很多无法成为故事的史料。
我不知道我说的故事是否动听，只知道由我说柳宗元的故事给大家听，这是何其珍贵的缘分。
我希望有机会再说得详细一些，动听一些。
    在写作过程中，我参考了孙昌武《柳宗元评传》、翟满桂《一代宗师柳宗元》、刘柯《柳宗元》、
杨伯《欲采蘋花不自由》等书，在此深表感谢。
感谢长春出版社孙振波先生策划的这套选题，使我有机会在柳宗元的思想中徜徉，来去自如。
    是为记。
    尹博    识于壬辰年孟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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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尹博所著的《柳宗元故事（唐宋八大家故事丛书）》读柳宗元，学习他的求知若渴、坚执不屈、拼搏
奋进、勇于付出的精神。
倘若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这种不断前进的力量，这世界就依然向着光明迈进。
纵然我们永不能达到，却依然可以为这世界点亮一盏指路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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