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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世坤

余秋雨在《柳侯祠》一文中写到，柳
宗元南贬永州是帝王投他入一座天然监
狱，然而也使他和自然相晤，写出了《永
州八记》高峰性的文学构建。南迁柳州，
作为朝廷棋盘上的一着棋子，他在这里
虽曰政绩，但用笔墨润饰，文采斐然，成
就了一种文化现象。

是的，柳宗元自青年朝官时参与永
贞革新，失败后两次南贬，可谓是半世沉
沦，然而却成就了他政治家、思想家和文
学家的一世声名。他对诏回京都欣喜若
狂，途中吟诗《汨罗遇风》，这是南贬永州
十年得诏回京时的心态。然而现实是骨
感的，二次南迁柳州，照他的说法，“官虽
进而地益远”，显然又是一次变相的处
罚。但他依然做着再度回朝之梦，以致
在梦灭之后，亦然提出最低的要求，“皇
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刘禹
锡）”，终了还是客死在他乡的柳州。

（一）

柳宗元曾在给许京兆孟容书中说：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
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他还念记
着儒家“三不朽”的信条，即“大上有立
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也正如

《礼记》中说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他
也说“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
末也，然立言在其中”，又有“事业无成耻
艺成”的观念。也许，他没有想到此后他
会进入中国古代散文大家的殿堂，不过
当时却有一个人看到了他日后的价值，
那就是韩愈。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
说：“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
滥停蓄，为深博无涯矣，而自肆于山水
间。”

韩愈这里说的“词章”，古代指有作
者思想感情又讲求艺术修辞的作品。在
此是说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俟罪非真
吏”的他闲居更加刻苦用功，博闻强记，
赋诗作文，文章汪洋恣肆，含蓄深沉，精
深博大，横无际涯，正是他纵情于山水间
之所为。又说假如他遭受贬斥的时候，
有人极力推举，也许他会被朝廷任用不
至于穷困潦倒；如果他遭受贬谪时间不
长，穷困也没有达到极度的地步，那么他
的文学辞章也一定不会盛传于后世；即
使让子厚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做到一时
将相，以此易彼，哪个是得，哪个是失，人
们也定会辨别得清。

韩愈说的文学词章，其中相当一部
分是柳宗元写的山水诗文。柳宗元的山
水诗文，写活了一个永州，对此，欧阳修
说：“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
如。”陆游说：“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
湘岂有诗。”宋人汪藻说：“盖先生居零陵
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
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长安四千余里，
极南穷陋之区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
徒以先生居之之故，遂名闻天下，先生为
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独非幸欤！”这段充
满感情的话，今时读起来仍倍觉亲切。
柳宗元的永州十年，是他思想和文学建
树大功告成的十年。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形成有客观
和主观条件。宋代宰相王安石慧眼独
识：“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
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
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
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
已，要其终，能毋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

者少耳，复何议于彼哉！”（《临川先生文
集》）正是指这些人。这个群体于一贬再
贬的南贬中自强不息、愈挫愈奋，这在中
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文化现象。王安石是
从自强不息的精神层面评说的，当年的

“八司马”群体也是他共勉的精神助力。
这“八司马”，再次南迁时成了“五司马”，
柳宗元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他对重振
柳氏政坛雄风依然念兹在兹，以致为此
抱恨终身。

（二）

到了现代，毛主席曾说，“屈原写过
《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
对》，胆子很大”“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
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这篇哲学
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
对天命论”。这其中“天与人交相胜，还
相用”，本是刘禹锡的观点，是柳宗元同
韩愈的论战中，刘禹锡助战柳宗元，在

《天论》一文中提出的。毛主席这段语
评，指出了柳宗元思想的哲学本原，是对
柳宗元文化现象境界的升华。

司马迁《屈原列传》说“《离骚》者，犹
离忧也”，即他去国后的忧愤忧思，“众人
皆醉，唯我独醒”。屈原《天问》提出170
多个问题，问天问地，问宇宙，问社会，问
人生，是屈原流放吟于泽畔的深长之思，
柳宗元的《天对》归纳为140个答问。柳
宗元、刘禹锡和韩愈究天人之际的一场
论辩意义深远。柳宗元的《天对》，提出
了“唯元气存”的观点，肯定了宇宙的物
质性。他的《天说》更见朴素唯物主义思
想，如他说的朝代更迭“受命于生民之
意，非圣人之意也”，帝王“受命不于天，
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反对“君
权神授”。他的《封建论》大篇，亦见其唯
物史观。柳宗元否定周公的封（诸）侯建
国之为，否定周之封建制，肯定秦的郡县
制，因而提出一个重要信条“唯以中正信
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
务”，唯图不提文武周公。

柳宗元对先儒的思想有历史继承。
为青年朝官时，他就着手写作《贞符》，贬
谪期间完成大作《贞符并序》。其文主旨
讲大唐的纯正品德是受命于百姓，而不
是受命于天。汉代董仲舒与汉武帝对话
说，夏商周三代君王受命于天，是有祥瑞
作为符征，而后的史学家也大都为之附
和，柳宗元直刺他们是“邪恶巫婆”和“瞎
眼太史”。他在《封建论》中否定“君权神
授”说，指出社会的发展是“非圣人之意

也，势也”。这也正如他在《伊尹五就桀
赞》中说的“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
心乎生民而已”。这即指人民群众的意
愿，是这种“势”的作用推动着历史的发
展。柳宗元的唯物主义哲学观和唯物史
观，又是他民本思想的本源，他主张“吏
为民役”，亦见他思想的时代前瞻，至今
有着现实意义。

柳宗元在思想上的建树是多方面
的，除了哲学思想、统合儒释的观念、民
本思想和“势”的社会历史发展观外，还
有“顺乎天性”的教育理念、“观游为政之
具”的观点、“民利民自利”的伦理经济思
想等，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

柳宗元的文章有许多骤爆的亮点。
章士钊先生在其《柳文指要》中指出“柳
宗元为从来反封禅之唯一文家”，又说

“子厚自幼好佛，并不等于信佛。求其道
三十年，自不足言信仰”。柳宗元“统合
儒释，宣涤疑滞”，同他汲取诸子学说“皆
有益于佐世”的思想是一致的。他的“通
其说”，是将中国本土化的佛教与传统的
儒家思想有机融合。他研究道学，却反
对道教的迷信和虚妄。他在古代散文发
展史上与韩愈齐名，有“韩柳”之称，两人
发表文章 600 余篇。他的“九赋十骚”，
对此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唐人惟柳

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他
的山水散文，正如明人张岱所说：“古人
记山水手，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
时则袁中郎。”他的诗歌以高简明净的唐
诗风独辟蹊径，成为“韦柳”一派的代
表。《古观唐集》说“能嗣响古诗正音者，
韦柳也”，他的近体诗有着一种盛唐味
道，“唯宗元能继盛唐之嗣响”，而“起列
盛唐”。他的山水田园诗，宋人指其“雄
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
谢”。《中国全史隋唐五代文学史》指他为
唐五大山水田园诗人的“王孟储韦柳”

（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之
属，其“柳诗擅长炼字造句，他的字句考
究，恰似五彩飞虹，点点都成颜色”。

柳宗元是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先行
者，他的一些思想颇为超前，具有深远的
历史意义。他亦见逆鳞之举，也见为民
请命之为，这些方面都与那个时代的正
统观念不合。因此他在南贬之中也曾发
出“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寄许京兆
孟容书》）的悲怆之音。我们似见从历史
忧伤中走来的柳宗元，这当是封建王朝
对文化精英大施淫威带来的效应吧！

然而，也正是那个时代造就了文化
巨人柳宗元，历史已给他注定了而后的
永世光辉，以致千百年后的今天，人们纪
念他的热情更见炽烈。据中国书友会、
人民网文化频道、搜狐网读者频道2007
年度“当代读者最喜爱的 100 位中文作
家”评选活动显示，柳宗元位列第七，他
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40位顶尖级
文化名人。现今，他的历史建树归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同当代革命文
化和先进文化结合，正在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文化事业助力。

笔者又从何满子先生《未来史家对
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的书序《鲁迅，
最受诬蔑的人》中得到启示：“人类之所
以为人类，归根究底是由于其能创造文
化的文明，而文化和文明的伟大创造则
是历久不衰乃至是永恒的，谁记得神圣
罗马皇帝？人们永远讴歌但丁的《神
曲》；谁记得詹姆斯一世或伊丽莎白女
王？但莎士比亚却永远是英国人的骄
傲；谁记得魏玛大公和维也纳神圣同盟
的各国帝王们？但歌德却光辉奕世。”唯
有文化和文明的创造者永恒，即罗曼·罗
兰所说的“以心而伟大的英雄，才是推进
文明，延泽永世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柳宗元正是这样以心而伟大的英雄。

以中正信义为志 兴尧舜孔子之道
——解读柳宗元的“一世声名”

运城晚报讯（记者 王捷）近日，
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运城市地方志
研究室）传来喜报，其编纂的《运城年
鉴（2022）》获评全国一等年鉴，另外
该单位还荣获两项省级表彰。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于近日
通报了第九届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

（年鉴类）评选结果，运城市委党史研
究室（运城市地方志研究室）编纂的

《运城年鉴（2022）》获评全国一等年
鉴。此奖也是《运城年鉴》自1998年
创刊以来所获的最高荣誉。

同时，2023年，该单位还被山西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中共山西
省委党史研究院联合表彰为“山西省
党史方志部门先进集体”。该单位的
宣传教育科，受到山西省委网信办和
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的联合表彰。

一直以来，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
（运城市地方志研究室）坚持“为党立
言、为国存史、为民修志”初心使命，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用专业和热情
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充分发挥了党
史方志工作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重
要作用，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运城市委党史研究室（运城市地方志研究室）
捧回1项国家奖2项省级奖

▲永济柳园中的柳宗元塑像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