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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欧阳修生平及著作简介    欧阳修(1007一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属
江西省)人。
他自称庐陵人，因为吉州原属庐陵郡。
欧阳修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四岁丧父，生活陷于贫困。
寡母郑氏甘守清贫，亲自教他读书，至以芦杆代笔，让他在沙上写字。
郑氏还常对欧阳修讲述其父生前廉洁奉公、宽厚爱人的事迹。
这种良好的家庭教育为欧阳修日后成为一代优秀政治家和文学家打下了基础。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二十四岁的欧阳修进士及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
在西京留守幕府，他与尹洙、梅尧臣等一批青年文学精英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这次洛阳文友聚会，为日后由他发动的诗文革新运动预备了骨干力量。
景祜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受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
景祜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朝政，被贬饶州。
欧阳修为范仲淹辩护，被贬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积极参与革新，提出了改革吏
治、军事、贡举法等一系列主张。
庆历五年，新政因保守派的打击破坏不幸夭折，范、韩、富等人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知滁州(今安
徽滁 州市)。
次年在滁州自号“醉翁”。
以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至和元年(1054)八月，年已四十八岁的欧阳修奉诏人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
        嘉祜二年(1057)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的文风，录取了苏轼、苏
辙、曾巩等优秀人才。
这对北宋文风的转变很有影响。
        嘉祜五年(1060)，欧阳修拜枢密副使。
次年转户部侍郎  参知政事(副宰相)，进封开国公。
英宗治平二年(1065)，上表请求外任，不准。
此后两三年问，因被蒋之奇等人诬谤，多次辞职，都未获准。
治平四年(1067)，除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出知毫州。
神宗熙宁元年(1068)八月，转兵部尚书，改知青州，充京东东路安抚使。
次年，王安石实行变法。
正在外州郡任上的欧阳修对“青苗法”持有异议，不予执行。
熙宁三年(1070)，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
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
这一年，他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致仕，定居颍州。
次年七月病逝于颍州，享年六十六岁。
朝廷赐谥文忠。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博学多才，诗、词、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当时和后世所钦仰
。
他在文学创作上不但几乎是全能的，而且几乎是全优的，其诗、词、古文、辞赋、四六等创作在宋代
都领风气之先，艺术水平均臻于一流。
他不但是作家，还是文学理论家，其散文中有许多篇章就是文论；其《六一诗话》是古代诗歌理论批
评史上最早以“诗话”命名的开创性的著作。
在学术领域，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 方面都卓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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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方面，他研究《诗经》、《周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
他的史学造诣更j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之外，又自著《新五代史》74卷，总结五
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借鉴。
他广泛收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的资料专集——《集古录》。
他的著述，除了上述三种学术专著之外，其诗文结集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有明正德吉州刊本，
明嘉靖十九年刊本，清康熙吉水曾氏刊本；《欧阳文忠公集》，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二、欧阳修诗、词、文创作的        卓著成就和深远影响。
欧阳修是文学创作的多面手，是有宋以来第一个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成就卓著的作家。
他的各类文体的创作中，以散文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他既是一代名臣，政治上有很高的声望；又是创作上的高手，其典范作品为同道所折服。
以这双重的身份入主当时的文坛，他自然能够一呼百应，团结同道，汲引后进，成功地倡导和推进宋
代革新文风的运动。
他自幼喜爱韩愈之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愈、柳宗元为学习的典范，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精神。
但他并不盲目崇拜前人，他学习韩文，主要是取法其“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
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他虽提倡古文，但对骈体文的艺术功能和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西昆派”杨亿等人的“雄文博学，
笔力有馀”(《六一诗话》)也十分赞赏。
他早年为了应进士试，对骈文下过很深的功夫，同时又认真研读韩文，为日后的古文写作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他的一生，以古文为主要的文体进行写作，但也充分注意形式的多样化，创作了相当数量的骈体文。
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来指导文风革新，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
在同道和后辈中起了示范作用，从而开启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传世的散文共有五百馀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等。
他的文章，无论是议论、抒情，还是记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
尤其是政论文，都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充满着政治激情。
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尖锐地揭露和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小人行径，斥责其“
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是非分明，义正辞严，令人读之，禁不住击节赞赏。
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派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
“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的论点，引古论今，慷慨陈词，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政治
革新派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
他的史论文，虽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联系，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和人生的深刻思考，比如《新五代史
》中的《伶官传序》、《一行传序》等，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的褒贬态度，以及国家兴亡系于人事而不系于天命的正确历史观。
此外，他的文集中有多篇为友人的文集所作的序言。
这是一些将议论、记叙和抒情融为一体的作品，例如本书所选的《苏氏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
、《江邻几文集序》等，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写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
遭遇的深沉感慨，和他那些政论、史论一样，是为时为事为人而作的好文章。
    ......    三、关于本书的几点说明        欧阳修其人及其诗文，几百年来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宋
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产生过许多研究成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单单是欧阳修的传记和诗文选本，就有好几种。
本书并非白手起家，而是从选目、注释到艺术鉴赏都认真参考、吸纳或借鉴了古今这些研究成果。
但本书并非研究专著，限于普及读物体例，除了“品评”部分的引文括注出处外，选目和注释中有参
酌利用前人和时贤的研究成果之处只好不出注。
特此说明。
本书选欧阳修诗55首，词45首，文40篇。
入选作品所据均是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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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有异文的，则择善而从，限于选本的体例，不加说明。
        如上所述，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以散文为最高，其次才是诗和词。
但按目前通行的作家选本的体例，本书仍按诗、词、文的顺序作目录编排。
其中，诗编年排列；词因无法全部编年，只能按词牌排列；文则大致以赋、记、序、论、书、祭文、
碑铭、四六、笔记等文体归类排列。
        关于选目。
本书以选欧阳修文学传播接受史上为历代选家和受众所公认的代表作为主，同时也尽量选人一些别家
未选的佳作，以使读者更广泛地接触欧阳修的文学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更多地了解欧阳修其人。
        关于注释，以简洁明了为宗旨，力求重点突出，同时注意视野的开阔，适当介绍有关的历史背景
和文化环境。
        关于品评，以发挥个人见解为主，同时充分尊重一部欧阳修文学传播接受史，对历史上已有定评
的代表作，尽量引用前人中肯的评论并注明出处。
     本书虽力求做成精品，但经过努力仍感到未能尽如人意，诚恳地欢迎专家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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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欧阳修作为一代文宗，博学多才，诗、词、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当时和后世所钦仰。
他在文学创作上不但几乎是全能的，而且几乎是全优的，其诗、词、古文、辞赋、四六等创作在宋代
都领风气之先，艺术水平均臻于一流。
他不但是作家，还是文学理论家，其散文中有许多篇章就是文论；其《六一诗话》是古代诗歌理论批
评史上最早以“诗话”命名的开创性的著作。
在学术领域，他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 方面都卓有成就。
经学方面，他研究《诗经》、《周易》、《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提出自己的创见。
他的史学造诣更j深于经学，除了参加修撰《新唐书》250卷之外，又自著《新五代史》74卷，总结五
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借鉴。
他广泛收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编辑成一部考古学的资料专集 ——《集古录》。
他的著述，除了上述三种学术专著之外，其诗文结集今存《欧阳文忠公全集》，有明正德吉州刊本，
明嘉靖十九年刊本，清康熙吉水曾氏刊本；《欧阳文忠公集》，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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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盘车图①    浅山嶙嶙，乱石矗矗，山石硗聱车碌碌。
②山势盘斜随涧谷，侧辙倾辕如欲覆。
出乎两崖之隘口，忽见百里之平陆。
坡长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
③杨褒忍饥官太学，④得钱买此才盈幅。
爱其树老石硬，山回路转，高下曲直，横斜隐见，妍媸向背各有态，远近分毫皆可辨。
⑤自言昔有数家笔，画古传多名姓失。
后来见者知谓谁，乞诗梅老聊称述。
⑥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
⑦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
乃知杨生真好奇，此画此诗兼有之。
乐能自足乃为富，⑧岂必金玉名高赀。
⑨朝看画，暮读诗，杨生得此可不饥。
        【注释】       ①盘车图：盘车，是古代绘画中常见的题材，唐开元时画家董萼便以画盘车著名，五
代南唐画家卫贤也善画这一题材，《宣和画谱》卷八记载宋代有他的《雪岗盘车图》、《闸口盘车图
》和两幅《盘车图》传世。
今故宫博物院尚藏有宋人《盘车图》，绘牛车在山道上艰难行进之状。
欧阳修此诗又题作《和圣俞盘车图》，题下注“呈杨直讲”。
杨直讲：杨褒，字之美，成都华阳人，时与梅尧臣同为国子监直讲。
杨喜收藏古画，曾在市上购得《盘车图》一幅，请梅尧臣为之题诗。
欧阳修此诗就是和梅诗之作。
②嶙嶙：山峰重叠高峻的样子。
矗矗：高耸的样子。
硗聱(qia0 60)：山多石的样子。
③坂：斜坡。
按，这两句中的“牛力疲”、“人心速”等，乃是诗人对画中事物的揣测体会。
④“杨褒”句：杨褒当时任国子监直讲，其职责是在隶属于国子监的太学讲授诸经、训导学者。
这是一个俸禄微薄的职位，所以说他“忍饥官太学”。
梅尧臣《和杨直讲夹竹花图》诗也说：“太学杨君固甚贫。
”⑤“爱其”六句：大意是说，杨褒之所以忍饥买画，乃是爱这幅画的精美。
妍，美好。
媸，丑陋。
⑥“自昔”四句：是说《盘车图》自来就有数家的手笔，因流传久远而失其姓名，杨褒也不能确定谁
是此画的作者，只好向梅尧臣请教，于是梅尧臣写诗称述这幅画。
按，梅尧臣《观杨之美盘车图》诗说：“古丝昏晦三尺绢，画此当是展子虔。
坐中识别有公子，意思往往疑魏贤。
”展子虔，北朝著名画家，历仕北齐、北周，人隋为朝散大夫，善画人物、车马。
魏贤，即卫贤，五代南唐画家。
参见注①。
⑦梅诗：指梅尧臣的《观杨之美盘车图》诗。
⑧乐能自足：能以自我精神满足为乐。
⑨“岂必”句：不一定要拥有金玉之类的财宝才叫富有。
赀，同“资”，钱财。
高赀，丰厚的钱财。
        【品评】        这首题画诗是嘉祜元年(1056)在汴京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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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绘画艺术发达，诗人们因之喜作题画诗，此诗便是其中传诵很广的一篇名作。
诗中既有对画面所呈现的景物的传神描写，也有对画面不能直接表现的物态、人情的揣测和补充；既
有对名画收藏者杨褒清高人品的称赞，也有对诗画艺术的高明议论。
其中“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
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等句，是欧阳修论诗艺、画艺的著名观点，曾在宋代产生过很大
的影响，并引起过当时诗话家们的热烈讨论。
有关资料这里不一一具引，读者如有兴趣，可参看《梦溪笔谈》、《王直方诗话》及《韵语阳秋》等
。
除了善于议论外，本篇还运用自如地使用了散文句式，因此这首诗又是宋诗中“以文为诗，的一篇较
为成功之作。
朱自清先生《宋五家诗钞》评论说：“此杂言也。
须留意诗中散文句。
”它以七字句为主，适当穿插了四字、六字句，形成了全篇音律节奏的错落变化；而不管是四字、六
字或七字句，也多用虚字，使之散文化，这就产生了平易畅达之中见曲折顿挫的独特艺术效果。
        明妃曲和王介甫作①    胡人以鞍马为家，  射猎为俗。
    泉甘草美无常处，  鸟惊兽骇争驰逐。
④       谁将汉女嫁胡儿?   风沙无情貌如玉。
        身行不遇中国人，③马上自作思归曲。
④        推手为琵却手琶，⑤胡人共听亦咨嗟。
⑥。
       玉颜流落死天涯，  琵琶却传来汉家。
        汉宫争按新声谱，  遗恨已深声更苦。
        纤纤女手生洞房，⑦学得琵琶不下堂。
        不识黄云出塞路，  岂知此声能断肠?       【注释】       ①明妃：即王嫱，字昭君(晋人避文帝司马昭
讳，改为明君，或称明妃)，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汉元帝的宫女。
竟宁元年(前33)，汉室与匈奴和亲，元帝以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号宁胡阏氏。
王介甫：即王安石(字介甫)。
王安石于嘉j；占四年提点江西刑狱时，作《明妃曲》二首，梅尧臣、司马光、刘敞等人纷纷和作。
欧阳修也和了两首，即本篇和《再和明妃曲》。
②“胡人”四句：写匈奴人所过的狩猎游牧生活，点出胡、汉习俗之异。
《汉书·晁错传》：“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野，美草甘水
则止，草尽水竭则移。
”所记为这四句所本。
胡人，指匈奴。
③中国人：指中原地区的汉族人。
上古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  域，认为地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而称周边少数民族为  “四夷”。
 ④“马上”句：是说当年明妃(昭君)出塞时曾在马上作琵琶曲以寄托哀怨。
按，汉以后流传的王昭君琵琶怨曲，都是伪托，并非昭君所作。
 ⑤“推手”句：推手、却手，是弹琵琶时手指前后拨弦的动作。
推手往前拨弦叫琵，引手往后拨弦叫琶。
此句泛指弹奏。
⑥咨嗟：叹息。
 ⑦纤纤：妇女手指细弱柔美的样子。
洞房：宫禁中幽深的内室。
        【品评】        本篇与下一篇《再和明妃曲》，都是欧阳修的名作。
据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记载，欧阳修曾对其子欧阳裴说：“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
太白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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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
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我能之也。
”可见本篇是他平生最得意的作品。
本篇小中见大，从国家大事着眼来写昭君出塞的历史悲剧，见识高超。
其中描绘昭君出塞之苦，思归之切，尤为生动传神，又能巧借琵琶新声以发议论，也颇有诗意。
后人对此诗的构思及章法布置十分赞赏，如清人方东树评论说，此诗“思深，无一处是恒人胸臆中所
有”。
“以后一层作起。
‘谁将’句逆入明妃。
”“‘玉颜’二句逆人琵琶。
收四句又用他人逆衬。
一层一层不犹人，所以为思深笔折也”(《昭昧詹言》卷十二)。
P78-82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阳修集>>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欧阳修其人及其诗文，几百年来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产生过
许多研究成果，其作为一代文宗，博学多才，诗、词、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当时和后世
所钦仰。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以散文为最高，其次才是诗和词。
本书选欧阳修诗55首，词45首，文40篇。
入选作品所据均是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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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欧阳修其人及其诗文，几百年来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产生过许多
研究成果，其作为一代文宗，博学多才，诗、词、文创作和学术著述都成就卓著，为当时和后世所钦
仰。
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成就，以散文为最高，其次才是诗和词。
本书选欧阳修诗55首，词45首，文40篇。
入选作品所据均是通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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