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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初诗人刘因的诗歌创作戊就

黄  琳

作为封建正统文化之精英的诗歌 ,在经历了唐宋的鼎盛发展 ,呈现出异常令人瞩目的成熟繁

荣局面后 ,从元代开始 ,似乎就走向了不可挽救的衰落。代之而起的 ,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元曲,而

元诗 ,则被摒弃在
“
唐诗宋词元曲

”
之外 ,很少得到古今学术界的瞩目。诚然 ,元诗欲与前代诗苑争

胜 ,确乎很难 ,然而它
“
上接唐宋之渊源 ,而下启有明之文物

”(顾嗣立《元诗选凡例》),独特的时代特

色 ,以 及诗人特殊的创作心态和风格特征(参拙文《元初诗人刘因的文化心态派河北师院学报》91.3),却

也有着唐宋诗不可替代的价值。

刘因,即是元初在北方诗坛上脱颖而出,以 其创作实缋打破了平庸局面的诗人。对元诗的不

够重视 ,自 然也造成了对刘因研究的匮乏 ,加之资料不足 ,目 前仅台湾有学者专文论述 ,所憾也不

能见到。窃以为对刘囚的研究 ,除填补一些空白外 ,还有助于我们了解自元好问以后诗歌在元初

的发展趋向及当时特殊政治经济条件下文人们的创作心态。本文拟就刘因的诗歌创作成就作一

初步探索。

刘因(1249— 1293),一名咽 ,字梦吉,雄州容城人(今属河北),元初著名的学者和诗人 ,在元

初声名很大。曾多次受到荐举和征召,一度出山,旋即辞归乡里 ,从事教学。他在理学和诗歌创作

方面都有一定成就 ,尤其是他的诗歌 ,改变了元初诗坛的沉寂局面 ,颇受时人推重 ,对元诗的发展

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刘因遗著 ,今存《四部丛刊》影印元宋文堂刊本《静修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影

印《四库全书》抄写至正刊本《静修集》,其 中包括《丁亥集》五卷、《樵庵词集》一卷、《遗文》六卷、

《拾遗》七卷、《静修续集》二卷 ,合为三十一卷 ,收入诗歌近千首。刘因一生很少浪迹天南地北 ,除

一度到过大都外 ,仅在镇州、易州过住。其余时间家居教授 ,基本上在太行山麓。他的诗 ,除少部

分写太行风物外 ,大多数写隐居生活 ,以 及一部分题画、咏史、怀古之作 ,表现了他的个性特色。

前人曾称刘因是金末元初诗坛上继元好问后的第二大诗家 ,就刘因诗歌的艺术成就和风格

特色看来 ,此说实非过誉之词。刘因生活于元初 ,蒙古王朝灭金以后 ,与南宋两相对峙达四十多年

之久,当时的北方诗坛主要受金代诗风的影响。王恽《西产赵君文集序》言 :“逮壬辰北渡 ,斯文命

脉 ,不绝如线 ,赖元、李、杜、曹、麻、刘诸公为之主张 ,学者知所适从。
”
袁桷《乐侍郎诗集序》中也

说 :“ 金之亡 ,一时儒元犹秉旧闻于感慨穷困之际 ,不改其度 ,出语若一。故中统至元间皆昔时之绪

余。
”
说明了元初诗坛 ,自 元好问到刘因的承继关系。由于诗歌在唐已达到顶峰 ,发展到宋后 ,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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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技巧和形式 ,欲加以突破创新。以文为诗 ,以 理为诗 ,雕词琢句 ,使诗歌逐渐生涩乃至僵化 ,出 现

了许多弊病。在金未诗坛上 ,已 经有许多人想变革这种现象 :“金 自南渡后 ,诗学为盛 ,其格律精

严,词语清壮 ,度越前宋 ,直 以唐人为指归。
”(王恽《西岿赵君文集序》)王恽这段论述虽然不能涵盖

诗坛所有的现象 ,但也较真实地道出了金末诗坛的复古趋向。其中 ,尤以元好问崇尚豪迈清壮 ,崇

尚自然与美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 ,予诗坛以深刻的影响。刘因在文艺理论上 ,除了形神关系外
(《 书东坡传神后记》),没 有明确提出什么主张 ,但从他在易州写给学生的临别赠言所说 :“魏晋而

降 ,诗学 日盛 ,曹 、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 ,诗学 日变 ,变而得正 ,李 、杜、韩其至者也。周宋

而降 ,诗学 日弱 ,弱而后强 ,欧 ,苏、黄其至者也。
”

(《叙学》)看法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基本相近 ,

显然元好问的理论主张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其诗歌的流派师承 ,由 此也可大抵见之。

刘因诗歌 ,直溯汉魏盛唐 ,且颇得其中精髓 ,诗风豪宕、苍劲 ,又兼有沉郁。

刘因少年时颇有用世之志 ,加之阅历不深 ,故早期诗作中 ,自 然而然地呈现出豪放的风格 ,这

与他当时的思想胸怀不无关系。他的古体诗 ,受李白、韩愈、李贺的影响较多 ,自 言
“
斯文元李徒 ,

我当拜其旁。
”
对时人称赞 自己有

“
呼我刘昌谷 ,许我参翱翔

”
(《呈保定诸公》)之句 ,颇感 自豪“

“
昌

谷
”
即指李贺。可见他于李贺诗艺已达到了有所造诣的程度。刘因自编《丁亥集》时 ,“悔其少作

”
,

删去了《呈保定诸公》一诗 ,但并非针对其创作艺术。他中年以后所写七言 ,仍不免有李贺气味。其

杂言《观雷溪》:

飞狐天下脊,老气盘五回。三江泻天怒,合 为一水东南来。此势不杀令人愁,石 门喜见西山开。未补青

天裂,谁凿混沌胎?奇声猛壮万万古,山根几许犹崔嵬。两山倒倾澜,百丈逢颠崖,先声动毛发,馀爽开襟怀。

初疑万壑转奔石,意像仿佛坤轴摧。又疑鼓角鸣地中,百步未到仍徘徊。⋯⋯穿石谁能穷窟宅,流 沫势欲浮

蓬莱。平生芥蒂今寒灰,两耳到骨几纤埃。郦元笔头天下水,石 门之奇犹见推。乃知兹游亦奇绝,快弄素电

喷琼瑰。东崖一片石,坐抚千年苔。为招郎山君,共拎长鲸杯。江妃为挝灵鼓催,赤解跃出银山堆。先生醉

来泉洒面 ,狂歌一和湍声哀。

写他游太行山飞狐岭观看雷溪瀑布 ,从气势 (形 态、声音各个方面 ,极其夸张想象之笔 ,抒写雷溪

瀑布的奇壮 ,更融神话传说于其中 ,表现了他游赏时的豪情逸兴 ,语言和感情都有纵横开阔之势 ,

抑扬跌宕之韵。另一首《西山》:

西山龙蟠几万里,,力 尽西风吹不起。夜来赤足蹈苍鳞,一著神鞭上箕尾。天风冷冷清入肌,醉抱明月

人间归。嫦娥洒泪不敢语,银河鼓浪沾人衣。寄谢君平莫饶舌,袖 中此物无人知。    ^
此诗想西山(太行山)之大 ,从而梦游上天 ,“醉抱明月

”
以归。其中

“
赤足蹈苍鳞

”“
天风冷冷

昭
银河

鼓浪
”
与《观雷溪》中的

“
素电喷琼瑰

”“
江妃挝灵鼓

”“
赤鱼军跃出银山堆

”
等 ,皆是险怪瑰丽的意

境 ,这正是李贺诗歌的最大特色。两首诗中都尽情驰骋想象 ,熔铸词采 ,李贺之长 ,已 运用 自如。当

然 ,刘 因年轻时学李贺 ,并非就因此将他的诗单一地划归某家某派。正如以上两首诗 ,以 及《咏荆

轲》、《呈保定诸公》等 ,或从魏晋学来 ,意气又俨然如李贺 ;而豪情气势 ,奇想夸张 ,又兼有太 白遗

风 ;或奇崛险怪 ,师承韩愈占他是兼采众长融变为自己独特风格的。

真正能代表刘因诗歌特色的 ,是其七言、歌行。元初诗歌多承袭模仿 ,而刘因以其苍劲高迈 ,

在诗坛独树一帜。这种风格 ,《 登镇州龙兴寺阁》最能代表。刘因生长在太行山麓 ,有较长时间生

活在镇州 ,这首诗即是他登临太行山龙兴寺阁时所写 :

太行鳞甲摇晴空,层楼一夕蟠白虹。天光物色惊改观,少微今在青云中。初疑平地立梯磴,清风西北天

门通。又疑三山浮海至,载我欲去扶桑东。雯华宝树忽当眼,拍肩爱此金仙翁。金仙一梦一千载,腾掷变化

天无功。万象绕口恣喷吐,坐令四海皆盲聋。干池万沼尽明月,长天一碧无遗踪。我生玄感非象识,此 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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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将安庸。海岳神光埋禹鼎 ,人 间诡志何由穷。金天月窟尔乡国 ,玉毫万丈须弥峰。一杯迳欲呼与语 ,为 我

返驾随西风。堂堂全赵思一豁 ,江 山落落吾心胸。中原左界此重镇 ,形势仿佛余兵冲。歌舞遗台土花碧 ,旗

帜西风霜叶红。乾坤割裂万万古 ,乌鸢蝼蚁谁为雄 !滹水悠悠自东注 ,落 日渺渺明孤鸿。

隆兴寺在今河北正定县城内 ,创建于隋开皇六年 (586),大 悲阁是其主阁 ,十分应严壮观 ,尤其是

其中的千手千眼观音像 ,气宇非凡。刘因登上阁顶 ,纵览正定古城的风光 ,突发奇情逸兴。首二句 ,

由苏轼
“
千山动鳞甲,万谷醒笙钟

”
化来 ,写天光山色 ,万物奇观 ,声势极壮 ,飘然若高蹈绝尘。此后

极其铺张扬厉 ,于想象中如临仙界佛境 ,有东海三神山浮海而至 ,势欲带诗人东去扶桑 ;而千手千

眼观音的壮观 ,又幻化出佛界的无边法力。诗人神思渺渺 ,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十分神奇壮丽 ,融现

实与幻化为一体的艺术境界。最后 ,在对无边佛法的惊羡与对西天极境的向往中触发了对尘世的

感叹。山川形胜、沧桑世态 ,包容了诗人的无限思绪 :“ 中原左界此重镇 ,形势仿佛余兵冲。⋯⋯乾

坤割裂万万古 ,乌鸢蝼蚁为谁雄 ?”乌鸢蝼蚁 ,典 出庄子故事。诗人在此借喻 ,写中原 臼古乃兵家必

个之地 ,被各种势力争夺割据 ,从未安宁 ,而天地乾坤 ,依旧浩然宽广。表现了诗人阅尽世间沧桑。

高迈旷远的人生气度。此诗属七言歌行 ,全诗押宽阔洪亮的东冬韵 ,音调铿锵 ,气势奔放。由阎外

至阁内,由 仙境入人世 ,笔势纵横 ,收合有度 ,十分整饬。胡应麟《诗薮》称 :“刘梦吉·
?·
⋯歌行学杜 ,

《隆兴寺》、《明远堂》等作 ,老笔纵横 ,虽 间涉宋人 ,然不露儒生脚色。元七言苍 劲 ,仅此一家。
”
实

乃的评。刘因这种苍劲豪宕 ,又 时发伧语的风格 ,在他其它的诗作中还有很多表现 ,如《五月二十

三曰登城楼》、《金太子允恭唐人马》等。在《乙亥十月往平定奔外舅郭判官丧 ,早发土门 ,宿故关 ,

书所见》的七古中 ,写太行 山局部的山形、山势、景物 ,怪怪奇奇 ,最后发出感慨 :“ 北门形胜护中

原 ,辨与奸雄增技痒。太行横绝半九州 ,留 在平原几尘埃。何人为我起六丁 ,嵯峨尽堕天宇朗。
”
也

是说太行山这个中原的北门屏障总被奸雄利用 ,他居然想铲掉太行山 ,这就和杜甫《剑门》诗末的
“
君将罪真宰 ,意 欲铲叠障

”
同样气度了。

刘因诗歌 ,在触及咏史、抒怀及个人身世上 ,又 体现出挹郁梗概而又内蕴奇气的风格。对于宋

金之亡 ,刘因一直不能释怀 ,而对历史兴衰和现世政事的洞察 ,又让他将深邃的 目光投向了亘古

沧桑。这方面 ,以 他的咏史诗最为典型。刘因有一首著名的七律《白沟》: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

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

白沟在刘因生长的容城附近 ,乃宋辽交战的国境线。刘 因借赵简子以宝符暗示其子进攻代北的

典故 ,比喻宋朝皇帝多不能继承宋太祖谋取幽燕的遗志。一贯的妥协投降 ,不仅使宋失去 了收复

燕云十六州的时机 ,而且金人攻宋 ,又 将宋金边界推到江淮之间 。刘因一针见血地指出 ,宋 的颓

势 ,不仅仅是宋徽宗的过失 ,宋太宗、宋真宗和赵普、王钦若之流也难辞其咎。追源祸始 ,刘 因把宋

朝灭亡 ,汉族政权不振的远因 ,又 追溯到晚唐五代。他在《渡白沟》中进一步写道 :

莱公洒落近雄才,显德千年亦英主。谋臣使臣强解事,枉着渠头污吾鼓。十年铁砚自庸奴,五载儿皇安

足数。当时一失榆关路,便觉燕云非吾土。更从晚唐望沙陀,自 此横流穿一缕。谁知江北杜鹃来,正 见江东

青鸟去。渔阳挝鼓鸣地中,鹧鸪飞满粱园树。⋯¨。

全诗从白沟何以成 为国界立论 ,盛赞了寇准之类勇臣和显德皇帝这样的英主 ,而对桑维翰之流

的
“
谋臣使臣

”
卖国求和十分义愤。自李克用勾结契丹 ,宋政权便逐步崩溃 ,有如黄河决 口始于一

线。刘因感怀至深故而作诗寄托遥深 :

天津月明啼杜鹃,梁 园春色凝寒烟。伤心莫说靖康前,吴 山又到繁华年。繁华几时春己换,千秋万代合

欢扇。铜雀香销见墨痕,秋去秋来几恩怨。÷声白雁更西风,冠盖散为烟雾空。百钱袜锦天留在,祸胎要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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骊山宫。当时梦里金银阙 ,百杯楼前无六月。琼技秀发后庭春 ,珠帘晴卷天门雪。棹歌一曲白云秋 ,不觉金

人泪暗流。乾坤几度青城月 ,扇影无情也解愁。五云回首燕山北 ,燕 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峨峨 ,大风

起兮奈尔何 !

全诗以宋理宗所题两把宫扇为题 ,借咏物写时事 ,写尽了宋朝的兴衰变迁 ,意象凝重 ,用典隐微 ,

比兴遥深 ,情感抑扬。如前述两首诗 ,具有极强的概括力 ,寄托了兴亡之叹 ,哀悼之情 ,但刘因南悲

临安北怅蔡州,并不囿于就事论事 ,而是能
“
入乎其内,出 乎其外

”
。神与物游 9思接千载 ,以 深邃敏

锐的目光洞察历史 ,昭示亡国垂鉴。刘因这种超越史事的独特眼光 ,还表现在他的一系列诗作中 :

他从汉朝政权的衰败来写《明妃曲》,表现出一种民族感情 ,并 以《大风歌》来鼓励汉元帝重振
“
汉

家气象
”
,不同于历史窠臼;《和咏荆轲》则否定燕太子丹的刺秦活动 ,而要求九国仁政强国、同仇

敌忾等等 ;而在《白马篇》中 ,又借南宋施全刺杀秦桧之事影射王著等刺杀作恶多端的元中书左丞

相阿合马的壮举。纵观古今 ,细阅世事 ,刘因才发出了对宋金相继灭亡的激愤叹惋 :“试听阴山敕

勒歌 ,朔风悲壮动山河。南楼烟月无多景 ,缓涉微吟奈尔何
”

(《题理宗南楼风月图》)“物理兴衰不可

常,每从气韵见文章。谁知万古中天月 ,只 辨南楼一夜凉。
”

(《 同上》)“ 已末天王自出师 ,眼前兴废想

当时。临江酹酒男儿事 ,谁向深宫正赋诗。
”

(《 题理宗书卷》)皆痛言宋君不恤国事 ,自 取夷灭。对
“
白

首归来会同馆、儒官争 看宋师臣
”
被俘不屈的家铉翁等宋臣表示敬意 ,而斥责留梦炎之徒

“
风节

南朝苦不伸,洱 流直欲到昆仑。世宗一死千年见,此是黄河最上津。
”
对五代时寡廉鲜耻 ,历事四

朝十君 ,丧尽节操的冯道 ,更欲
“
何当铲叠障 ,一洗他山羞

”
。(《 冯瀛王吟诗台》)要为民族洗去羞辱。

在刘因的不少登临怀古诗中,他的悲怀激烈表现得更明显、更强烈 ,深有魏晋慷慨劲健之风 ,

租杜甫的沉郁顿挫之气 ,尤其是一些五七、言近体 :“朝游樊子馆 ,晚上武阳城。潮接沧溟近 ,山从

碣石生。断虹云淡白,返照雨疏明。且莫悲吟发 ,樵歌已怆情
”
。(《 登武阳》)“古戍寒云接渺茫 ,故乡

游子动悲凉。江山自古有佳客 ,烟雨为谁留太行。野色分将愁外绿 ,物华呈出夜来霜。海门何处

秋声急 ,极 目沧波空夕阳。
“

(《 登雄州城楼》)刻 划的都是一幅苍茫悲壮、辽远的意境和梗慨的胸怀。

其巛书堂旅夜》,也颇似杜甫《北征》、《梁甫吟》等抒怀诗深沉、忧愤的风格 :

淹留己半载,去住意何深。月色一千里,愁人方寸心。秋声助摇落,生理叹浮沉。松桂清霜满,哀歌动故
林。

是乃刘因亦身经乱离 ,阅 尽沧桑 ,故不独得杜诗之精神 ,且胸中有泪 ,亦言之有物。

刘因诗作 ,有相当一部分归隐之作。

如前文所述 ,刘 因在元初曾多次受到荐举和征召,曾 一度出山夏大都 ,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
二十年(1283)被 任以承德郎、右赞善大夫 ,旋即为国子祭酒。但刘因初涉官场 ,便发现并无实现平
生愿望之可能 ,便 以母疾辞归。戚然之心情 ,在《夜坐有怀寄故人》等诗作中皆有流露 :“高情千古
谢安石 ,壮志平生马少游。有错真成六州铁 ,欲还空说大刀头

”
。淡淡说来 ,其悔更深。待终于摆

脱了勾心斗角的环境 ,便决意不出了。以至于至元二十九年(1292)再 次征为集贤学士 ,嘉议大夫
时,几番坚辞不就 ,连世祖也叹息道 :“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 !” (《元史。刘因传》)力口之文
化的涵浸、理学的深习、对世代更迭的领会 ,刘 因痛切于汉家文化的衰落 ,遂从理学寻求根基 ,立

定了
“
静以修身

”
的思想行为准则 ,(详参《刘因文化心态》一文)隐入山林 ,过起了田园生活。刘因与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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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封建文人不同,对于仕与隐 ,他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
“
君子立心之初〃,应当

“
为善而

不为恶
”

,“为君芋而不为小人
”

,“苟为善也 ,为君子也 ,则其初心遂也。
”
或

“
出

”
或

“
处

”
,只要是

“
为

善为君子
”
,不论

“
义当闲适

”
或

“
时在匡济

”
,都 已

“
遂其初心”

(《遂初亭记》),足见其出与处 ,决非终

南捷径之类庸俗心理。故其隐居 ,除研习学问、家居教授之外 ,或闲游赏景 ,或静坐饮酒赋诗 ,悠闲

自在。相应的,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反映了这种恬淡的生活 ,尤其是-些 山光水色林景 ,写得雅致清

新,透出山野意趣 ,田 园风貌 ,引 人入胜 ,很有特色。

如《玉溪精庐》:“居然山四颓 ,危槛俯晴春。川气生不极 ,翠润流布衣。林荫起薄暮 ,酒色生微

醺。歌声忽落谷 ,惊飞欲归云
”
。短短八句 ,将晴日黄昏的山野秀色和悠悠行云、落谷歌声以及诗

人酒兴微酣的情态表现得格外动人。再如《野亭会饮》一首 :“行乐人生当及辰 ,今朝光景为谁新。

林阴薄薄微露日,花气溶溶暖着人。春色十分看欲尽 ,鸟 声千种听难真。东风就手吹残酒 ,无限青

山动翠鳞
”
。花缀青山,鸟鸣东风 ,诗人秀林亭饮 ,一派洒脱自在的图景。这些诗恬淡清新 ,虽较之

陶渊明的隐居田园诗来 ,仍在朴素清新 ,自 然成趣方面略逊一筹 ,技巧的痕迹也略可见出,还没有

达到天然浑成的程度 ,但在总体风格上已近陶诗。

刘因晚年学陶 ,《 和陶集》便是他学陶之作 ,咏怀之集。和陶始于苏轼 ,金末赵秉文也曾和陶。

但刘 因的和陶一卷写于辞官之后 ,与陶潜行止相近 ,故借和陶来抒写自己归隐后的胸怀 ,与赵秉

文身为礼部尚书 ,闲玩文学的倩况不同。对陶潜 ,他不仅推尊其诗旨,更推尊其品行 ,他们的遭遇

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相通 ,即 他们都有济世之心、高洁之性 ,又 皆因生不逢时而退隐。由此 ,

便不难理解其诗歌与陶诗有不解之缘的底奥了。刘因和陶直抒胸臆 ,不假雕琢 ,无论语言、意境、

思想、风格皆与陶诗逼近。          ,
刘因年少时 ,是未曾想到过人世沧桑的。他在《和归园居》中说 :“少小不解事 ,谈笑论居山 ,”

仅是一种戏语而已。等到现实生活使他真正走向隐居生活时 ,他才真正体味到陶潜那种闲适生活

之外对清贫盛世的向往和对现实的不满。近代文学大师鲁迅说陶潜并非一味飘逸 ,刘因也早就这

样理解陶潜了。他曾有
“
每读渊明诗 ,最爱桃源长

“
之句 ,向 往桃源 ,否定暴秦。结合他

“
人生丧乱

世,无君欲谁仕
”
以及

“
忽忆少年日,猛志隘九州?之句 ,表 明刘因也和陶潜一 样 ,不满现实。毕竟

“
叹老自非缘白发 ,爱闲元不为青山。

”
(《 秋望》)他并非一身静穆 ,退隐也是无可奈何而为之。他把

元朝的统治隐隐比作暴秦 ,虽然他和陶潜一样无力反抗 ,但也和陶潜一样
“
猛志固常在

”
,这从《和

咏荆轲》诗中,明显看得出来。他写道 :

两儿戏邯郸 ,六 国朝秦嬴。秦王鸷鸟姿 ,得饱肯顾卿。燕丹一何浅 ,结客报咸京。当时势己危 ,奇谋不及

行。政使无此举 ,宁 免系颈缨。如丹不足论 ,世 岂无豪英。天方事扫除 ,孰御狂飚声。我欲论成败 ,交歌呼贾

生。乾坤有大义 ,迅若雷霆惊。堂堂九国师 ,谁定讨罪名。一战固未晚 ,何为割边庭 :区 区六孱王 ,山 东但空

城。孟荀岂无术 ,乘时失经营。今虽圣者作 ,不求乱已成。酒酣发羽奏 ,乱我怀古情。

陶潜的原作 ,肯定燕太子丹的刺秦活动 ,而惋惜荆轲的剑术不精 ,没有成功 ,基本思想出于司马迁

的《刺客列传》。刘因反对搞暗杀 ,赞成贾谊的《过秦论》,认为九国之兵敌不过秦国,一是他们不讲

正义 ,“

‘
师出无名

”
;二是无抵抗决心 ,常常割地求和 ;二是不采孟荀施行仁政以调动人民

“
同仇敌

忾
”
的积极性。结合刘因《书事》中

“
朱张遗学有经伦,不是清谈误国人

”
的诗句来看 ,刘因是在惋惜

南宋之亡 ,其不满元朝统治的隐衷 ,也就可见了。所以,陶潜不是一味
“
飘逸

”
而常怀

“
猛志

”
,刘因

也同样是暗藏
“
猛志

”
的。表现在诗中,伤时之意累见。《和归田园居》:“人生丧乱世 ,无君欲谁仕。

沧海一横流 ,飘荡岂由己。巛和拟古》:“ 忍饥待竹实 ,淡荡今何之 ,歌 以灵凤谣 ,乱以猛虎诗。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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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旅夜》:“丈室不自扫 ,寸心徒尔豪 ,世徒仍险阻 ,风物固萧骚。
”
时政如此悖乱 ,刘因又是

“
冷然石

上足 ,不逐随波流。长风索我御 ,欲举仍迟留。
”

(《游源泉》)所以才说
“
西山霍原宅 ,古迹犹可稽。长

吟豆田谣 ,愁云落崩崖
”
。想通过隐居、退匿行迹来最终保持明德 ,所谓

“
伤时仍磊磊 ,对景即休

休
”
。虽在许多桃源诗中 ,仍表现了对桃源的无限向往 ,也终以汉时曾入汉廷而不仕的商山

“
四

皓 :’ 、曾朝宋太宗亦不仕的陈抟 (希夷 )自 况 ,做了个人外人 ,世外身。故诗作虽个别深沉凝重而透

露出梗慨叹惋之气 ,但和陶一类 ,仍不失为其高远的人格理想与和谐意境的统一 ,表现出从容优

雅的明快格调 ,于恬然中 ,又显豪放 ,旷远。                 ·

陶潜诗信手拈来 ,如不经意。刘 因的这类诗 ,也是信手拈来 ,毫无雕琢之气 ,于平淡朴实中显

示胸怀。如《和咏贫士》:

陶翁本强族,田 园犹可依。我唯一亩宅,贮此明月辉。翁复隐于酒,世外冥鸿飞。我性如延年,与 众不同

归。孤危正自念,谁复虑寒饥。努力岁云暮,勿取贤者悲。

陶潜乃陶侃之后 ,本来就是
“
强族

”
,陶潜辞官以后 ,不仅有

“
方宅十余亩 ,草屋八九间

”
,而且还有

田可耕。刘因只有一亩之宅 ,只 能种点菜蔬 ,他感到 自己的性格有些像颜延年。陶潜曾以
“
独正者

危 ,至方者碍
”
规劝颜延年 。刘因觉得 自己也有

“
狐危

”
之感 ,哪还考虑

“
寒饥

”
呢?表明他生活不及

陶 潜 ,但也安贫乐道 ,不求人也不怨天。他还在《和饮酒》诗中写道 :

十年小学师,一屋荒城隅。饥寒吾自可,畜 养无一途。亦愧县吏劳,催征费驰驱。平生御穷气,沮丧恐无

馀。长歌以自振,贫贱固易居。

他靠教授村童维持生活 ,不御饥寒 ,又 不足以
“
养

”
继母和

“
畜

”
妻子 ,连催征的县吏 ,对 自己也无可

奈何。诚如嵇康所说
“
贫贱固易居 ,贵盛难为工。

”
安于贫贱 ,于刘因心志 ,又有何不可呢。

刘因安于贫贱 ,不肯求人 ,又 不肯做官 ,其实正是珍重 自己的品德。他在《和拟古》中写道 :

依依月光缺,婪脾恒独完。清光如素丝,长怀缀君冠。形虽隔万里,咫尺皆君颜。望君君不来,十年不开

关。岂无黄金缯,藉以青锦端。爱惜明月珠,肯 为黄雀弹!庭前秋柏实,月 夜栖孤鸾。君尝寸心苦,中有千岁

寒。

这是一首
“
感遇

”
式作品 ,表 明自己辞官不做 ,隐居授徒 ,是为了坚持松柏岁寒的操守 ,不以明珠弹

雀。寄托遥深 ,令人神 往。

刘因在《和陶集》中 ,也缅怀往哲 ,或批评 ,或景仰 ,以 寄托 自己的志趣。如《和杂诗》写道 :

太玄岂无知,不觉世运迫。为问莽大夫,何如成都陌。扶摇得真《易》,太卧山云白。中有安乐窝,气 吐宇

宙窄。消长灿似密,彼主我为客。问子居何方,寰 中有真宅。

扬雄仿《周易》著过《太玄经》,也 曾在成都向严君平学过《易》理 ,但 他后来失足 ,臣事王莽而被称

为
“
莽大夫

”
,就不如在成都巷陌隐居为好。说明他根本不懂《易》理。真正懂点《易》理的 ,例是 自

号
“
扶摇子

”
的陈抟 ,看穿了

“
消长

”
的气运 ,就隐居深山白云之中 ,不肯做官了。刘因是景仰陈抟而

鄙视扬雄的。他还在另一首《和杂诗》中写道 :

朝耕隆中田,暮采成都桑。平生淡泊志,丑女同糟糠。爱此真丈夫,忘 我厨无粮。当年
“
静修

”
铭,团 茅鸡

距阳。回头十五载,尘迹徒自伤。山居久岑寂,主静岂无方。安得无极翁,酌我上池觞。

刘因曾居鸡距泉之阳 ,取诸葛亮
“
静以修身

”
的意思 ,名 所居为

“
静修庵

”
,他对诸葛亮

“
淡泊以明

志 ,宁 静以致远
”
的遗言 ,深有体会。辞官之后 ,他希望进一步真正达到

“
主静

”
的境界。当然 ,刘因

并没有忘情现实。他在《和饮酒》中写道 :

四时有代谢,寒暑皆常经。二气有交感,美恶皆天成。天既使之然,人力难变更。区区扶阳心,伐鼓达天

庭。乾坤固未坏,杞 人已哀鸣。虽知无所济:安敢遂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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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于《易泯老》之学 ,懂得一点朴素的辩证法。他知道阴阳消长为天理之常 ,不可改变。天下

有治有乱 ,也无可奈何。正如他在另一首《和饮酒》中说的
“
既知治常少 ,莫叹才虚生 ,”不必过分悲

伤。但是 ,“人力
”
虽然难于

“
变更

”
这个乱世 ,而作为汉族知识分子 ,他不能坐视民族文化的消亡 9

“
虽知无所济 ,安敢遂忘情

”
,他依然从教授生徒中积极传播并保存民族文化。

刘因早年学李白、韩愈、李贺等 ,咸宗汉魏 ,形成了豪迈、苍劲且梗概沉郁的风格。晚年尚陶 ,

又形成了冲淡、自然、不假雕琢的风格 ,《 和陶集》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远非赵秉文之流所能

企及。

如前所说 ,刘 因的七古及杂言诗 ,从李贺入手而兼学韩李 ;刘 因的五古 ,学 陶潜直抒胸臆 ,冲

淡自然而内蕴奇气。至于刘因的近体诗 ,也是兼学唐宋而不着意求工。他本即是元代名儒 ,又是

著名理学家 ,故其近体诗在某些方面似受理学影响。试以《西湖》为例 :

水窦深藏十亩烟,卖书真欲买渔船。数椽破屋已自足,四 海虚名良可怜。醉后不知清露下,兴来拟共白

鸥眠。濂溪漫有当年志,老去而今只爱莲。

这个西湖当然不是杭州西湖 ,而是他家乡附近的西湖 ,湖面大概不过十多亩。他对着西湖 ,忽然想

到自己空有
“
可怜

”
的

“
四海虚名

”
,不如卖书买船 ,做个渔翁。因为

“
老去而今只爱莲

”
。周敦颐 (濂

溪 )写过《爱莲说》,说莲花
“
出污泥而不染

”
,刘 因认为 自己辞官不做 ,正是

“
出污泥而不染

”
的体

现。与他的另一首《白莲》诗
“
安得同爱人 ,同此良夜永

”
同一旨趣。而颈联的

“
数椽破屋己自足 ,四

海虚名良可怜
”
,第五字平仄互易 ,成为拗句。这在刘因其它七律中 甚多。例如《五月二十三 日登

城楼》的
“
云移山影乱初定 ,雨带风声来渐豪

”
;《次韵答范阳生》的

“
曲肱睡起亦何事 ,弄月归来徒

自吟
”

;《 过徐桥》的
“
十年往事不回顾 ,百里清泉如可闻

”
。不能说刘因有意学杜甫和黄庭坚 ,他是

信手拈来 ,自 成拗句 ,并非为拗而拗。此外 ,受理学影响 ,有些诗也涉及理趣。如《李伯时〈马〉》:

足不能行气自驰,天机深处几人知?世间无物能形此,除我南窗兀坐时。

此诗题画 ,画 中之马 ,“ 足不能行
”
,但

“
气

”
在奔驰 ,他觉得这种境界很难说清 ,只 有 自己

“
南窗兀

坐
”
,心驰万里之外和万古之上 ,才能与此相似。又如《题可庵》

莫道无衣不可身,更从裘葛辨冬春。恶恶(wu)不可恶恶可,戥称无星恐误人。

自名
“
可庵

”
的人 ,大概取义于

“
无可无不可

”
,意 思是不问是非。刘因反对这种提法。他认为 ,不能

说什么衣服都
“
可

”
穿 ,因 为冬只能着裘 ,夏只能衣葛 ,哪

“
不可

”
哪又

“
可

”
呢?像戥秤上没有星点 ,

就会误事。说理很明白。又如《下山》:

峻岭重岗尽意登,要 收风景入高明。下山却向山头望,始觉从前险处行。

上山时兴致很高 ,一味往上爬 ,下 山之后再回头望去 ,才感到 自己多么冒险啊 !这也许是他辞官之

后的感受吧!又如《雨晴》:

雨晴物物自生春,喜 气浮空似有纹。吾亦乾坤物中一,相看草树自欣欣。

这是充满理趣的心理描写 ,与程颢的
“
万物静观皆自得 9四 时佳兴与人同

”
极为相似。

宋人喜发议论 ,刘 因诗亦往往如此。如《子期听琴图》:

琴瑟自吾事,何求人赏音。绝弦真俗论,不是古人心。

伯牙断琴故事 ,成为千古美谈 ,比喻世间知音的人很少。刘因的翻案 ,是从理学来发议论的。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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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诗 :

纪录纷纷己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

史论家所谓
“
诛心”

之说 ,相沿己久 ,刘 因一反其说 ,认为从字里行间追求古人的
“
心术

”
,未免冤枉

好人 ,与今人重效果不重动机之论 ,极为相似。

刘因还写有一些反映家庭生活的小诗 ,也颇异于常人情调 ,如《书李渤联德高蹈图》组诗。本

来画梁鸿、孟光夫妇隐居故事 ,刘 因却借题发挥 ,写 自已家庭的生活情趣和心态。这组诗有十多

首,影元刊本《静修先生文集》只录五首 ,而《四库全书》本《静修集》还多出几首。其中之一云 :

戾房吹罢补麻衣,习取禁寒抗老饥。幸自伯鸾无识者,对人不必案齐眉。

封建文人都喜欢孟光
“
举案齐眉

”
的故事 ,希望妻子也象孟光尊敬梁鸿 (伯鸾 )一样尊敬 自己。刘因

却反对这种礼教俗套 ,颇有异于古人的生活情趣 。其中之一又云 :

牙牙女巽似偏刚,教女如羊尚恐狼。若使此刚能有用,文姬却不辱中郎。

传统的说法是
“
生女如羊。尚恐其狼

”
,;认 为女子秉性应该象羊一样柔顺 ,时时防她出现刚强性

格。刘因发现 自己女儿 (巽似为其乳名 )性格似偏于刚 9他却一反传统 ,说女儿刚一点好 ,如果蔡文

姬性格刚强 ,就不会受辱于匈奴了。当元之世 ,女子刚强还是比柔弱好些。观点虽然仍属于传统

的封建道德 ,但从爱护女儿一点看 ,仍然富有人情味。

刘因的一些小诗 ,更是信手拈来 ,似乎不假思索而饶有情趣 :

来时残雪点征衣,落尽庭花尚未归。梦里不知身是客,青衫归路马如飞。 —《万寿宫馆舍》

马蹄踏水乱明霞 ,醉袖吟风受落花。怪见溪童出门望 ,鹊声先我到山家。 —《山家》

梦回闻雨声 ,忽觉是风叶。问余何以知 ,仰 见梁问月。 亠《偶成》

邻翁走相报 ,隔窗呼我起 :“ 数日不见山,今朝翠如洗
” 一《村居杂诗》

均是涉笔成趣 ,每见妙语 ,自 然而然地充满了生活情趣。很多景物写来 ,也是别具情态 ,奇特新颖。

如写禾苗 :“禾稼乍迎红日影 ,依稀学似杏花残
”
。写群蜂 :“酒醒梦觉日将午 ,蜂学远山风雨来。

”
写

角声 :“人间无物比悠扬 ,谁道一声随夜长。馀哀到晓无寻处 ,吹作南湖十里霜。
”
写初春 :“道边残

雪护颓墙 ,墙外柔丝露浅黄。春色虽微已堪惜 ,轻寒休近柳梢傍
”
。而对前人曾写尽的

“一江春水
·

向东流
”“

只恐双溪舴艋舟
“
载不动 ,“谅这太小车儿

”
也载不动的愁 ,也写得别有一番滋味 :“ 谁教

霹溜如愁思 ,欲断还连到天明。
”
语意十分传神生动。

刘因淡于功名 ,作诗有时近于陶潜 ,又 用理学家的心情来看待生活,使读者感到闲情和理趣 ,

但无论是哪一时期的创作 ,其
“
不平

”
之气仍然在压抑中不时露出。诚如他在《读史》一诗中说的 :

“
人间多少不平声

”
,这

“
不平

”
不仅是个人的 ,更是民族的 ,如他的《感事》诗 :

高天厚地古今同,共在人形视息中。四海堂堂皆汉土,谁知流泪在金铜。

用金铜仙人流泪典故来感叹汉族政权的灭亡。
“
不平

”
之气跃然纸上。又如著名的《观梅有感》诗 :

东风吹落战尘沙,梦想西湖处士家。只恐江南春意减,此心元不为梅花。

西湖处士指北宋诗人林逋。林逋在西湖的孤山种了许多梅花 ,刘因观梅而想起林逋 ,想起了伯颜

进兵临安(杭州),战争的烟尘破坏了
“
江南春意

”
,这难道不是有感于民族文化受到摧残而产生的

“
不平

”
之气么?此诗诗意曲折含蓄、寄托遥深 ,堪谓

“
尺幅万里

”
。深切地表现了诗人心怀。类似

此意的《琼花图》亦有
“
春风不相待 ,回 首已焦土”

之句 ,叹 息元宋战争破坏了扬州琼花 ,同样流露

了民族文化受到摧残的
“
不平

”
之气。哽噎于心而发于诗 ,这 已成为刘因心中绵绵不绝的心理情

绪。思之读之 ,常常有回肠荡气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