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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宋之际的四六文

黄之栋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宋体四六自成立之后就形成两个风格不同的流派 ，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 。两宋之际

的汪藻等四六文名家 ，一方面取法本朝欧阳修 、王安石 、苏轼 ，融汇两派之优长 ，创作出既典雅工致又明白

畅达的四六文 ，使欧阳修等人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 ；另一方面 ，远师唐代陆贽之风 ，融至诚

于骈俪之中 ，变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 。这些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继北宋中期欧 、苏之后 ，成为宋体四六的

又一座高峰 。

［关键词］两宋之际 ；四六文 ；王 、苏二派 ；陆贽

On Parallel Prose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Huang Zhidong

（School o f H umanities ，Zhej iang University ，H angz hou ３１００２８ ，China）

Abstract ：Han Yu in the Tang Dynasty advocated classical prose and promoted the stylistic
reform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However ，classical prose did
not prevail ．After the period of Han Yu and his followers ，parallel prose became popular again in
Chinese literary ．Ornate diction had been the main feature of prose until the beginning of the Song
Dynasty ．Ouyang Xiu ，imitating Han Yu ，continued to promote poetry and prose reform and finally
was able to establish w riting patterns ：classical prose as the predominant prose w riting style ，
parallel prose as the practical w riting style ．Ouyang combined classical prose with parallel prose
and created Song Parallel Prose ，which was different from Tang Parallel Prose ．Ornate diction was
not advocated in his Parallel Prose and even rhythm was not applied in some prose ．Therefore ，the
Song Parallel Prose gradually lost its aesthetic features in rhyme scheme ，tonal pattern and
literary quotation ，all of w hich were hallmarks of traditional parallel prose ．Noticing these
weaknesses ，Wang Anshi strictly kept to the rules of parallel prose and modified the Song Parallel
Prose by quoting classical idioms ．But Wang摧s parallel prose was not as powerful and magnificent
as those of Ouyang摧s and Su Shi摧s ．Hereaf ter ，two schools of Parallel Prose emerged ，one
acknow ledging Wang Anshi as their master and the other imitating Sushi ．But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North Song to the South Song ，the two schools tended to merge with each



other ．Wang Anzhong ，Sun Di ，Qi Chongli ，Wang Zao ，and other poets learned the strong points
from both of the two schools ，combining aesthetics of prose with the rhythm of parallelism ，

applying natural and poetic diction ，which perfected the parallel prose reform proposed by Ouyang
and other poets ．

After Six Dynasties ，edicts and presentations were usually w ritten in the form of parallel
prose ，characterized by elegant and graceful expressions ．During the time of Dezong in the middle
of Tang Dynasty ，Lu Zhi was in charge of the official documents w riting ．Lu w rote summons and
presentations in the form of parallel sentences ，however he didn摧t use literary quotations ．Instead ，
Lu used plain words in illustrations and discussions ．His articles were full of true feelings and
inspiration ，which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suppressing rebellions and stabilizing the society ．

At the turn of North Song and South So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as between the beetle and
the block ，facing more handicaps than Dezong in Tang Dynast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urt
required ministers to follow the w riting sample of edicts created by Lu Zhi to inspire people to
cooperate to code with national difficulty ．Thereaf ter ，a large number of edicts following the style
of Lu Zhi appeared ．Wang Zao ，Qi Chongli and etc ，who were regarded as the living embodiment of
Lu Zhi at that time ，changed Parallel Prose from formal w riting to influential w riting which
matters to the entire country ．Two of Wang Zao摧s parallel prose were well‐known ，one was ″A
Proclamation to the people by Emperor Dowager ，″the other was ″An Imperial Edict Issued by
Emperor Gaozong（on Nov ３rd ，３rd year of Jianyan ） ．″The former was recognized as the best
parallel prose by Chen Yinque ．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ny Parallel Prose

w riters gained their fame in the literature field ，winning universal praise with their masterpieces ．
This formed another peak af ter Ouyang Xiu ，Wang Anshi ，and Su Shi in the history of Parallel
Prose ．The masterpieces bore both aesthetic value and sincere feelings ，so they were regarded as
the apotheosis of Parallel Prose ．
Key words ：betwee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Parallel Prose ；the

Schools of Wang Anshi and Su Shi ；Lu Zhi

在宋代文学史上 ，两宋之际相对来说成就不高 ，诗歌创作处于“凝定期”
［１］２６

，散文处于“波谷

期”
［２］９３

，当时的词人群体也“未产生第一流的大家”
［３］４

。但这一时期的四六文却是奇峰突起 ，成就

斐然 。其间名家辈出 ，佳作纷呈 ，一派繁荣景象 。然而 ，目前尚未见有专文对其进行讨论 。本文尝

试将其置于宋代四六文的流变中加以考察 ，勾画其“基因图谱” ，以期对两宋之际的四六文在文学史

中的地位加以初步的说明和界定 。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教正 。

一 、宋体四六与王 、苏二派

四六作为一种文体名称被使用起于晚唐李商隐 ，李商隐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枟樊南四六枠 。在

宋代 ，四六文是通行于公私之间的应用文体 。洪迈说 ：“四六骈俪 ，于文章家为至浅 ，然上自朝廷命

令 、诏册 ，下而缙绅之间笺书 、祝疏 ，无所不用 。”
［４］三笔卷八 ，５０５宋代四六文作家作品数量之多 ，远远超过

此前任何一个朝代 ，而且其中不乏名家名作 。元代 ，陈绎曾遂将四六文分为“唐体”与“宋体”
［５］１２６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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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诗一样 ，宋体四六也不始于宋初 。宋人赵彦卫说 ：“本朝之文 ，循五代之旧 ，多骈俪之词 ；杨文公

始为西昆体 。”
［６］卷八 ，１３５杨文公是杨亿 ，他所作的“西昆体”文章就是因取法李商隐雅饬婉约的四六文

而得名 。李商隐“为文 ，多检阅书册 ，鳞次堆积 ，时号獭祭鱼”
［７］４８６

。杨亿“凡为文章 ，所用故事 ，常令

子侄诸生检讨出处 ，每段用小片纸录之 。文既成 ，则缀粘所录而蓄之 ，时人谓之衲被焉”
［８］卷四 ，１３３

。

广征博引以成文需要才高学博为前提条件 ，而那些“西昆体”的追随者才识不足 ，终因流于“错丛磔

裂” 、“浮夸靡蔓”而为朝野人士诟病 。为革除“西昆体”之弊 ，欧阳修等人继续了由唐代韩愈倡导的

“古文运动” ，以骈入散 ，文质并取 ，使之最终取得成功 ；而对于四六文 ，则以散入骈 ，创造出独具面目

的宋体四六 。陈师道说 ：“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 ，然用散语与故事尔 。杨文公刀笔豪赡 ，体亦多变 ，

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 。又喜用古语 ，以切对为工 ，乃进士赋体尔 。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 ，又

善叙事 ，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 ，次退之云 。”
［９］３１０陈善亦云 ：“以文体为诗 ，自退之始 ；以文体为四

六 ，自欧公始 。”
［１０］上集卷一 ，７所谓“以文体为四六” ，就是将古文作法引入四六之中 。四六文主要由形

式整齐 、两两对仗的四字句和六字句连缀成篇 ，同时又有严格的音律限制 ，但往往因过于讲求属对

之工 、声韵之美 ，而流于浮靡卑弱 。欧阳修将古文气格引入骈偶之中 ，不用故事陈言 ，从而使四六文

气象一新 。高步瀛说 ：“永叔四六 ，情韵俱佳 ，不尚藻丽 ，一出自然 ，遂开宋代之体 。”
［１１］乙编卷四 ，１６１７与欧

阳修一起革新文体的还有苏轼 、王安石等人 。苏轼的四六延续了欧阳修破体为文的改革路线 ，并且

走得更远 。邵博说 ：

本朝四六 ，以刘筠 、杨大年为体 ，必谨四字六字律令 ，故曰四六 。然其敝类俳语可鄙 。欧阳

公深嫉之曰 ：“今世人所谓四六者 ，非修所好 。少为进士时不免作 ，自及第遂弃不作 ，在西京佐

三相幕府 ，于职当作 ，亦不为作也 。”如公之四六云 ：“造谤于下者 ，初若含沙之射影 ，但期阴以中

人 ；宣言于廷者 ，遂肆鸣枭之恶音 ，孰不闻而掩耳 。”俳语为之一变 。至苏东坡于四六 ，如曰 ：“禹

治兖州之野 ，十有三载乃同 ；汉筑宣防之宫 ，三十余年而定 。方其决也 ，本吏失其防 ，而非天意 ；

及其复也 ，盖天助有德 ，而非人功 。”其力挽天河以涤之 ，偶俪甚恶之气一除 ，而四六之法则亡

矣 。
［１２］卷一六 ，１２４ １２５

这段话所引欧阳修的文字出自枟亳州谢上表枠 ，虽然也用对偶 ，但不求工稳 ，自然流畅 ，气势充沛 。所

引的苏轼文字出自枟徐州贺河平表枠 ，南宋人黄震说它“与散文无异” ，又说苏轼枟文集枠“二十七卷启

三十首 ，皆散文之句”
［１３］卷六二 ，５３８

。欧阳修 、苏轼的四六以“散文之句”言情说理 ，而无视“四字六字律

令” 。不仅如此 ，苏轼的一些四六文还突破了四六的声韵规则 ，如“仁莫大于求旧 ，智莫良于用众”

（苏轼枟除吕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加食邑实封余如故制枠）
［１４］卷一八五二 ，第８５册 ，２１１

，两句末尾皆用

仄声字 ；又如“用之朝廷 ，则逆耳之奏形于言 ；施之郡县 ，则疾恶之心见于政”（苏轼枟杭州谢放罪表枠

之一）
［１４］卷一八六四 ，第８６册 ，１５３

，亦于声律有所不合 。刘克庄称欧 、苏是“四六中缚不住者”（刘克庄枟跋方汝

玉行卷枠）
［１４］卷七五八三 ，第３２９册 ，３７８

，与邵博感叹“四六之法亡矣”一样 ，都是就他们横放杰出的四六文而言

的 。欧阳修“以文体为四六”固然革除了昆体“错丛磔裂”之弊 ，但传统四六文因引经据典而特有的

典雅高华之气象也被荡然消解 。如何焯所说的 ：“欧公四六对属 ，流转变化 ，有如弹丸 。而矫枉已

过 ，学之太枯 。”
［１５］卷三八 ，６７８

王安石“评文章 ，常先体制 ，而后文之工拙”（黄庭坚枟书王元之竹楼记后枠）
［１４］卷二三〇九 ，第１０６册 ，１８２

。

鉴于欧阳修变唐体为宋体之失 ，王安石一方面谨遵四六文体制 ，少用“散文之句” ，另一方面则以典

雅救正枯淡 。叶适说 ：“然余尝考次自秦汉至唐及本朝景祐以前词人 ，虽工拙特殊 ，而质实近情之意

终犹未失 ；惟欧阳修欲驱诏令复古 ，始变旧体 。王安石思出修上 ，未尝直指正言 ，但取经史见语错重

组缀 ，有如自然 ，谓之典雅 ，而欲以此求合于三代之文 ，何其谬也 ！自是后进相率效之 。”
［１６］卷第四八 ，７１１

王安石的“典雅”是熔经铸史而成的 ，其“自然”的表象之下是锤炼的功夫与苦心 。曾季貍指出 ：“荆

公诗及四六 ，法度甚严 。汤进之丞相尝云 ：‘经对经 ，史对史 ，释氏事对释氏事 ，道家事对道家事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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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甚然 。”
［１７］３１０王安石用“经史语”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如叶适所说的“错重组缀” ，即经过剪裁加工

而成的 ，如“秋水方至 ，因知海若之难穷 ；大明既升 ，岂宜爝火之弗熄”（王安石枟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

谢上表枠）
［１４］卷一三七五 ，第６３册 ，２５１

，全部出自枟庄子枠 ，“道家事对道家事” ，用典能化 ，在颂扬皇帝的同时 ，也

表达了自己的求退之意 。另一种则是用古人的成语 ，如枟贺贵妃进位表枠中的一联“枟关雎枠之求淑

女 ，以无险诐私谒之心 ；枟鸡鸣枠之思贤妃 ，则有警戒相成之道”
［１４］卷一三七六 ，第６３册 ，２６２

，杨万里赞叹道 ：“一

联用两处古人全语 ，而雅驯妥帖 ，如己出者”
［１８］１５１

。所谓的“古人全语”均出自枟诗经枠的小序 。一是

枟卷耳枠序 ：“卷耳 ，后妃之志也 ⋯ ⋯内有进贤之志 ，而无险诐私谒之心 。”另一是枟鸡鸣枠序 ：“鸡鸣 ，思

贤妃也 。哀公荒淫怠慢 ，故陈贤妃贞女 ，夙夜警戒 ，相成之道焉 。”

一般认为 ，宋四六自欧阳修之后就分为特征鲜明的两个派别 ，分别以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 。

“皇朝四六 ，荆公谨守法度 ，东坡雄深浩博 ，出于准绳之外 ，由是分为两派 。近时汪浮溪 、周益公诸人

类荆公 ，孙仲益 、杨诚斋诸人类东坡 。”
［１９］１１９

“宋之四六各有源流谱派 ，袁清容自言能一一辨之 。今

此诸集已不能尽致 ，撮其大要 ：藏曲折于排荡之中者 ，眉山也 ；标精理于简严之内者 ，金陵也 。是皆

唐人所未有 ，其它不出两公范围 。”
［２０］序 ，２９７

二 、整合王 、苏 ，精整明畅

由于徽宗时期在政治上严禁“元祐学术” ，苏轼的文章被禁止传习 ，一些取法苏文的朝臣甚至被加

以“曲学”的罪名而遭罢黜 ；再加上四六固有体制对人们的惯性规范 ，“出于准绳之外”的欧 、苏四六文

人们很难学得 ，因此徽宗时期东坡一派门庭冷落 。而蔡京主政时期打着继承王安石的旗号 ，尊崇“荆

公新学” ，再加上王安石的四六典雅而有法度 ，因而就出现了叶适所说的“后进相率效之”的局面 。但

仿效王安石的人没有他那样的才学 ，只是学他用“古人全语” ，于是又出现了新的弊端 。叶梦得指出 ：

“自大观后 ，时流争以用经句为工 ，于是相与裒次排比 ，预蓄以待问 ，不问其如何 。粗可牵合则必用之 ，

虽有甚工者而文气扫地矣 。”
［２１］卷二 ，２６１１ ２６１２唯典雅是求 ，而不顾文气不畅 。当时一些四六名家都难免此

病 。如翟汝文“平时四六多聱牙高古”
［２２］卷七 ，４７１６

，四六本是便于宣读 ，而他为求高古而使自己的文字诘

屈聱牙 ，这正是用古不化的表现 。翟汝文枟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除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制枠制头一

联云 ：“古我先王 ，惟图任旧人共政 ；咸有一德 ，克左右厥辟宅师 。”
［１４］卷三二〇五 ，第１４９册 ，１８两句均用枟尚书 ·商

书枠成句 ，“经语对经语” ，但下联却显得非常突兀 。其枟贺日有戴承表枠的末尾言 ：“众非后何戴 ，率倾就

望之心 ；无不尔或承 ，永怀畏爱之德” ，当时蔡京也认为“无不尔或承对众非后何戴 ，似乎偏枯”
［２３］卷八 ，６１

。

更有甚者 ，则是生吞活剥 ，弄巧成拙 。据吴曾记载 ：

靖康元年四月 ，颜岐赐出身 ，除中书舍人 、殿中侍御史 。胡舜陟指岐之非云 ：“其草枟晁说之

中书舍人枠辞云 ：‘知世掌美 ，又润色于丝纶 。’用杜甫诗 ：‘欲知世掌丝纶美’之句 ，今曰 ：‘知世掌

美’ ，成何等语耶 ？ 枟除孙传侍读枠云 ：‘朕念元子 ，出就外傅 ，从学之始 。左右前后 ，羽翼既多 。

宜得知孔氏正道者 ，以表率之 。’此东宫辞也 。传已罢东宫官矣 ，劝读而为此语 ，岂非昏缪之甚 ？

郡守承流宣化也 。怀安雷安国再任 ，乃云 ：‘宣流河内 。’张良运筹帷幄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

枟除钱伯言知真定枠乃云 ：‘增筹幄之胜 。’至若枟除程瑀正言枠曰 ：‘送丽使金 ，士望甚休 。’枟许景衡

兼太子谕德枠曰 ：‘日静身安 。’枟李旦除屯田员外郎枠曰 ：‘稍迁应宿之郎 ，增耀起工之部 。’枟王云

出守枠曰 ：‘昔自琐闼之拜 ，肃持金国之书 。’其辞不典如此 。”奉圣旨 ，岐罢中书舍人 。 （枟能改斋

漫录枠卷一四 ，“胡舜陟非颜岐撰制辞”条 ，原书标点有误 ，径改之）
［２４］４０８

为使文章气韵流畅而不失典雅之趣 、声韵之美 ，当时的四六名家如王安中 、孙觌 、綦崇礼 、汪藻

等人 ，往往不拘一格 ，兼取王 、苏 ，从而使这一时期的四六文光景一新 ，佳作纷呈 。王安中是徽宗时

期词臣的代表 ，文章才华受到徽宗 、高宗父子二人的赏识 。他非常善于使用成语 ，并以此享誉士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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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谢伋记载 ：“近世王初寮在翰苑 ，作枟宝箓宫青词枠云 ：‘上天之载无声 ，下民之虐匪降 。’时人许其裁

剪 。”
［２５］３４这一联是化用枟诗经枠成句而来的 ，用旧语述己意 ，妥帖自然 ，所以受到了时人的赞许 。杨

万里还具体细致地分析了他使用成语的方法 ：

有一联用两处古人全语 ，而雅驯妥帖 ，如己出者 ⋯ ⋯王履道枟贺唐秘校及第启枠云 ：“得知千

载 ，上赖古书 ；作吏一行 ，便废此事 。”前二语用渊明诗 ：“得知千载事 ，上赖古人书 。”剪去两字 。

后二句用嵇康书 ：“一行作吏 ，此事便废 。”而皆倒易二字 。

四六有用古人全语 ，而全不用其意者 。 枟行苇枠之诗云 ：“仁及草木 ，牛羊勿践履 。”此盛世之

事也 。又枟鸱鸮枠之诗云 ：“予未有室家 ，风雨所漂揺 。”谓鸱鸮之巢也 。王履道 ，北人也 ，靖康避

乱 ，谪在八桂 ，思乡里坟墓 ，作枟青词枠云 ：“万里丘坟 ，草木牛羊之践履 ；百年乡社 ，室家风雨之漂

摇 。”
［１８］１５１ ，１５３

在王安中的四六文中 ，很多对属既像王安石那样严格遵循“经对经 ，史对史”的规范 ，同时又于

工整警策中不乏自然之趣 。如枟除少宰余深制枠有句云 ：“盖四方其训 ，以无竞维人 ；必三后协心 ，而

同底于道 。”
［１４］卷三一五〇 ，第１４６册 ，１７５上句出自枟诗 · 大雅 · 抑枠 ：“无竞维人 ，四方其训之 。”下句出自枟尚

书 ·毕命枠 ：“惟周公克慎厥始 ，惟君陈克和厥中 ，惟公克成厥终 。三后协心 ，同底于道 。”当时连同蔡

京恰好有三位宰相 。此联造语巧妙 ，但巧不伤雅 ，且又自然妥帖 。又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 ，

曾莫测 于真游 ；通神 明之德 而类 万物之 情 ，独 获窥于 宝画 ” （王安 中 枟谢赐 御 诗

表枠）
［１４］卷三一五三 ，第１４６册 ，２３４

，上下联分别用枟庄子 ·逍遥游枠和枟周易 ·系辞枠成句 ，虽然没有遵守四字六

字律令 ，但既典雅自然 ，又律吕和谐 。王安中有些大放厥词的长联 ，如“盖上有好善忘势之诚意 ，虽

筦库俘囚之类 ，皆取而不疑 ；下无发策决科之空文 ，虽捭阖揣摩之言 ，尚近于可用”（王安中枟谢及第

启枠）
［１４］卷三一五八 ，第１４６册 ，３３７

，神似苏轼 ，但音韵铿锵 ，莫不合度 。周必大说他是“苏学”的继承者 ，“夺胎

换骨自有仙手”（周必大枟初寮先生前后集序枠）
［１４］卷五一一八 ，第２３０册 ，１５１这一评语是很恰当的 。

孙觌在当时以“四六清新 ，用事切当”
［２２］卷四 ，４６７６著称 。他进士及第后又中词科 ，枟代高丽国王谢

赐燕乐表枠是孙觌参加词科考试的作品 ，凭借这篇文章他一举夺魁 。王应麟枟辞学指南枠只收录三篇

表文作为范例 ，此文即其中之一 。文中有“登歌下管 ，天地同流 ；鼓瑟吹笙 ，君臣相说”之句 ，王应麟

评曰 ：“此表警句全用经句而复典丽”
［２６］卷二〇三 ，３７０３

。文中又有“荡荡乎无能名 ，虽莫见宫墙之美 ；欣欣

然有喜色 ，咸豫闻管龠之音” ，用枟论语枠 、枟孟子枠全语 ，气势充沛 ，律吕和谐 ，也受到时人的推重 。在

孙觌的文章中 ，像这样因典雅妥帖而脍炙人口的例子还有不少 ，但更多的则是那些开阖动荡 、气势

宏壮的大篇长句 。如 ：“昔唐太宗破高丽 ，怅然叹郑公之已亡 ，而归其遗忠 ；魏武帝胜乌蛮 ，翻然悟谏

臣之爱己 ，而独见褒赏 。”（孙觌枟范宗尹除集英殿修撰提举西京崇福宫制枠）
［１４］卷三四一九 ，第１５８册 ，３６９ ３７０

。

“方其心迹之未辨 ，窃楚相之璧 ，虽百口何以自明 ？要之名实不可欺 ，校郿坞之金 ，而真盗然后乃

见 ⋯ ⋯西方佛已谓人而为鬼 ，鬼复为人 ，历三生而怀恩未泯 ；北山公亦云子既生孙 ，孙又生子 ，累十

世而图报难忘 。”（孙觌枟复左朝奉郎谢表枠）
［１４］卷三四二三 ，第１５８册 ，４４５ ４４６杨囦道说孙觌“类东坡” ，正是基于

这些而作出的判断 。

綦崇礼的四六“文简意明”（枟北海集枠提要）
［２７］卷一五七 ，２１０６

，这一特点正是整合王 、苏二派的结果 。

楼钥记载了綦崇礼的成名作枟代宰执贺顺州进枸杞表枠的产生经过 ：

会进筑顺州 ，得枸杞宿根于土中 ，其形獒伏 ，仙家以为千载所化 ，驰献阙廷 。上生于壬戌 ，

正符所属之辰 ，尤以为善祥 。百寮欲以诘朝拜表 ，诸公阁笔 ，相视无以措词 ⋯ ⋯公从容属联 ，妙

绝一时 。首曰 ：“灵根夜吠 ，变异质于千年 ；驿骑朝驰 ，荐圣人之万寿 。眷荒裔沈藏之久 ，实王师

恢复之初 。物岂无知 ，时各有待 。”既进 ，天子为之改容 。即日喧传京师 ，诸公咸自以为不及也 。

（楼钥枟北海先生文集序枠）
［１４］卷五九四八 ，第２６４册 ，１０２

从所引用的这几句可以看出 ，綦崇礼的四六法度谨严 ，但述事条畅 ，而且典雅庄重 ，有朝廷气象 。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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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联 ，把事由交代得清楚明白 ，而笔势翩翩 ，毫不粘滞 。遣词造语似直寻自然 ，非补假而成 ，但实

际上首句“灵根夜吠”是由白居易的诗句“不知灵药根成狗 ，怪得时闻吠夜声”（白居易枟和郭使君题

枸杞枠）点化而来 。这样的文章在綦崇礼的枟北海集枠中比比皆是 。如枟除吕颐浩特授依前尚书左仆

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江淮两浙荆湖诸军事枠 ：“警跸屡迁 ，藩篱莫固 。徒得君重 ，

果为朕行 。矧黄裳佐唐 ，专决用兵之筭 ；而王导辅晋 ，尝兼都督之称 。是用独委戎旃 ，并提相印 ，董

师干于八路 ，仍魁柄于中朝 。尽长江表里之封 ，悉归经略 ；举宿将王侯之贵 ，咸听指挥 。庶宣畅于威

灵 ，用拊宁于方域 。”
［１４］卷三六四一 ，第１６７册 ，１８０严格遵守四字六字律令 ，却气机生动 ，尤其是“尽长江表里之

封”一联 ，全凭白战成文 ，而宏壮遒丽 ，尽显朝廷声威 。又如枟除秦桧特授观文殿学士提举江州太平

观依前通奉大夫食邑食实封如故任便居住制枠 ：“而乃凭恃其党 ，排拫所憎 。进用臣邻 ，率面从而称

善 ；稽留命令 ，辄阴 以交攻 。”
［１４］卷三六四一 ，第１６７册 ，１８３属对工整 ，但文气流畅 ，寥寥数语生动地刻画了秦

桧党同伐异 、阴险狡诈的奸臣面目 。楼钥说綦崇礼和汪藻一样“谨四六之体”（楼钥枟北海先生文集

序枠）
［１４］卷五九四八 ，第２６４册 ，１０３

，其实綦崇礼并不总是如此 ，偶尔也使用大篇长句 ，如“辅周则国必强 ，轻敌

损威者惟汝之戒 ；将能而君不御 ，临机制胜者惟汝之为”（綦崇礼枟除韩世忠特授开府仪同三司依前

武成感德军节度使神武左军都统制充淮南东西路宣抚使加食邑食实封制枠）
［１４］卷三六四一 ，第１６７册 ，１７８

。

“辅周则国必强”与“将能而君不御”均是枟孙子兵法 ·谋攻篇枠中的成句 ，但在这里如水着盐 ，不见痕

迹 ；而长句的使用 、工整的对仗 、和谐的声韵 ，也使文章气势恢弘 。

两宋之际 ，四六文成就最高者非汪藻莫属 。陈振孙指出 ：“四六偶俪之文 ，起于齐 、梁 ，历隋 、唐

之世 ，表章 、诏 、诰多用之 。然令狐楚 、李商隐之流号为能者 ，殊不工也 。本朝杨 、刘诸名公犹未变唐

体 ，至欧 、苏 ，始以博学富文 ，为大篇长句 ，叙事达意 ，无艰难牵强之态 ，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 ，俪语之

工 ，昔所未有 。 绍圣后置词科 ，习者益众 ，格律精严 ，一字不苟措 ，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

也 。”
［２８］卷一八 ，５２６欧 、苏为了言事说理明白畅达 ，将散文句式引入四六之中 ，而使“四六之法亡矣” 。王

安石的四六文虽辞趣典雅 ，但在气势上不及欧 、苏宏壮 。汪藻将欧 、苏的明白条畅和王安石的典雅

精工融为一炉 ，从而使宋体四六最终趋于成熟 。杨囦道说汪藻“类荆公” ，笔者以为这一结论并不十

分准确 。袁桷认为 ，“汪彦章则游乎苏 、王之间”（袁桷枟答高舜元十问枠）
［２９］卷七二四 ，第２３册 ，４０５ ４０６

，“合王 、

苏之精整明畅”（袁桷枟题汪龙溪与从子书后枠）
［２９］卷七一九 ，第２３册 ，２７０

，形成了“肆而不野 ，丽而不侈”的独

特风格 ，从而断言“宋世内外制之作 ，至公而始备”（袁桷枟跋汪龙溪外制草枠）
［２９］卷七二三 ，第２３册 ，３６８

。这一

论断最为确当 。汪藻很少使用大篇长句 ，更没有像苏轼那样多至四五十字的长联 。他的很多篇章

也用经史全语 ，如“我陵我阿 ，不以山溪之险 ；有民有社 ，在吾邦域之中”（汪藻枟贺进筑隆兑州城寨

表枠） ，张邦基就赞为“用经史全语而工者”
［２２］卷七 ，４７１５

。但汪藻用典的巧妙更表现在剪裁化用上 ，这也

为宋人津津乐道 。如周密记载了这样一则材料 ：“建炎末 ，柔福帝姬自北归朝廷 ，封为福国长公主 ，

下降驸马都尉高世荣 。汪浮溪当制 ，云 ：‘彭城方急 ，鲁元尝困于车驰 ；江左复兴 ，益寿宜充于禁脔 。’

可为善用事 。”
［３０］卷上 ，１３汪藻将两个复杂的史实用简明的语言表达出来 ，并且属对工整 ，尤其是切于

当时之事 ，所以受到宋人推重 。 杨囦道甚至将它视为用典之极致 ，认为“引用故事 ，莫切于

此”
［１９］１１５

。李心传的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枠也将其抄录 。

汪藻在使事用典方面 ，还突破了王安石的故规 。吴曾记载 ：“李丞相靖康初以主兵失利 。既罢 ，

而京师父老与太学士子 ，伏阙下挝鼓乞用 。钦宗遣内侍宣谕已用纲 ，尚未退 ；暨召纲入 ，仍令纲面谕

遣之 ，方退 。汪彦章有启贺之云 ：‘士讼公冤 ，竞举幡而集阙下 ；帝从民望 ，令免胄以见国人 。’盖用故

事 ，以配今事 。汪尝举以谓予 ：‘作四六要当如此 。’”
［２４］卷一四 ，４３１没有“以史对史” ，而是“用故事配今

事” ，正因为富于创造性 。汪藻的四六文既不失四六固有轨范 ，格律精严 ，同时又流畅自然 。如汪藻

枟代王枢密谢知建康府表枠中写道 ：“猿惊鹤怨 ，昔愧草堂之讥 ；虎踞龙蟠 ，坐窃台城之寄 。乍阅我理

我疆之耘耨 ，恍思某水某丘之钓游 。耆旧至于欢迎 ，簪绅以为盛事 。昔王氏著称于江左 ，荣未如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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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韩琦被遇于昭陵 ，勋乃称此 。”
［１４］卷三三七六 ，第１５７册 ，８９精工典雅 ，气畅词达 ，而且声和韵协 ，如仄声句尾

“寄” 、“事”为去声四置韵 ，“此”是上声四纸韵 ，平声句尾“讥” 、“斯”是五微韵和四支韵 。汪藻将其错

落安排 ，使文章“玲玲如振玉” ，“累累若贯珠”（枟文心雕龙 ·声律枠） 。 又如枟代汪枢密谢子自北归不

令入城降诏奖谕表枠 ：“伏念臣顷窃州符 ，适遭寇骑 。欲肆凭陵之虐 ，先行劫质之威 。邀国重盟 ，絷臣

私属 。防之百计 ，难逃虎穴之深 ；逮此经年 ，宁有雁书之信 。已分终天之诀 ，忽闻间道之归 。在于常

情 ，可谓至喜 。言念一人之孝 ，尚违二圣之欢 。颍谷及亲 ，郑伯方思于大隧 ；庐陵在远 ，王 敢顾于

眉州 。 虽 复 钟 情 ，忍 令 会 面 。 岂 谓 抗 章 之 渎 ，乃 蒙 青 诏 之 褒 。 天 语 一 颁 ，臣 邻 胥

叹 。”
［１４］卷三三七六 ，第１５７册 ，９４在四字六字律令的严格束缚之下 ，叙事言情 ，婉曲条畅 ，真可谓有必达之隐而

无难显之情 ，无施而不可了 。

宋人谢采伯说 ：“四六本只是便宣读 ，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乃善 。欧 、苏只是一篇古文 ，至汪龙

溪而少变 。”
［３１］卷三 ，３２汪藻的四六既有散体之美 ，又不失骈体之韵 。当时的四六名家名作多具备这样

的特征 ，只是汪藻最为典型而已 。他们融合王 、苏之长 ，创作出音韵铿锵 、对仗工整 、既辞趣典雅又

自然流畅的四六文 ，为欧阳修等人的骈文革新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

三 、取法陆贽 ，情文并茂

沈松勤先生指出 ，宋代四六文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 ，基本可以分为代言体和自言体两类 ，各

自有不同的功能［３２］３０ ３１
。表章 、书启是作者自道衷曲 ，有抒情言志的功能 。只是表章施之于朝廷 ，

而书启则用于同僚朋辈 。 “表以陈情”（刘勰枟文心雕龙 · 章表枠） ，宋人文集中有大量的冠以枟陈情

表枠 、枟陈情启枠之名的文章 。对宋四六而言 ，表 、启的文学性最为突出 。而朝廷的命令诏册是词臣代

朝廷发言 ，有纪事存史的功能 。六朝以来 ，朝廷诏令多用四六形式 ，往往“言必弘雅 ，辞必温丽” ，以

表现朝廷的庄重和威严 。但在特殊时期 ，这类文章往往会表现出另一种面貌 。 唐德宗建中四年

（７８３） ，朱泚叛乱 ，德宗由长安逃往奉天 ，当时朝廷词命由陆贽执掌 。由于他去世后被谥曰“宣” ，故

而世称陆宣公 。陆贽起草的诏令一改雍容典重之风 ，并出现了这样的句子 ：“长于深宫之中 ，暗于经

国之务 。积习易溺 ，居安忘危 。不知稼穑之艰难 ，不察征戍之劳苦” ；“天谴于上而朕不悟 ，人怨于下

而朕不知” ；“上辱于祖宗 ，下负于黎庶”（陆贽枟奉天改元大赦制枠）
［３３］卷一 ，２ ，３ ，５等等 。陆贽撰写的诏令

和奏议多用四六骈句 ，但他不征事用典 ，而是以浅显平易的文字言事说理 。前人说他的文章“真意

笃挚 ，反复曲畅 ，不复见排偶之迹”
［３４］卷一五 ，５９３

，因为他的文章情真意切 ，所以具有极大的感染力 。

“故行在诏书始下 ，虽武人悍卒 ，无不挥涕激发 。议者以德宗克平寇乱 ，不惟神武之功 ，爪牙宣力 ，盖

亦资文德腹心之助焉 。”（权德舆枟陆宣公全集序枠）
［３３］８１５

在两宋之交 ，赵宋政权面临比唐德宗时更加严峻的考验 。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闰十一月 ，金军攻破

北宋都城汴京 。二年（１１２７）三月 ，金军扶持张邦昌建立伪楚政权 。徽宗 、钦宗成为金人俘虏 ，被送

往金国 。这年五月 ，赵构于应天府即位 ，改元建炎 ，建立南宋政权 。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 ，南宋政权

在金人的军事压力下东躲西藏 ，甚至被迫入海逃亡 。在这一时期 ，朝廷对词臣的要求就是撰写出像

陆贽那样的诏令以鼓舞人心 ，共赴国难 。如程俱撰写的枟龙图阁学士朝议大夫致仕翟汝文翰林学

士枠这篇制词 ：

敕 ：朕惟唐室中微 ，出狩于外 ，时则有帷幄之杰 、不二心之臣如陆贽者 ，通达国经 ，弥缝衮

阙 ，克乂厥辟 ，迄成恢复之功 ，朕未尝不想见其人也 。具官瑰玮之文 ，藻饰王度 ；迈往之气 ，高视

士林 。出则藩宣之良 ，入为侍从之长 。兹用旧物 ，还之禁涂 。岂惟资润色之功 ，感人心而孚朕

意 ；庶几有论思之赖 ，竭忠节以赞中兴 。其景行于昔贤 ，以钦承于休命 。可 。
［１４］卷三三二六 ，第１５５册 ，６３

制头部分开宗明义 ，表明了皇帝渴望得到像陆贽那样的大臣这一心愿 。制尾则对翟汝文提出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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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他取法陆贽 ，以协赞中兴 。同样的表述还有很多 ，如李正民的枟张守翰林学士制枠中有云 ：“方用

兵如至德 ，式求深谋密议之咨询 ；必下诏若奉天 ，可使悍卒武夫之感涕”
［１４］卷三五三五 ，第１６３册 ，５

；等等 。

宋代的词臣包括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 ，“翰林学士司麻制批答等 ，为内制 ；中书舍人六员 ，分房行

词 ，为外制”
［６］卷五 ，８２

。在两宋之交 ，效法陆贽也是词臣们的自觉追求 。如张守在枟谢除翰林学士表枠末

联写道 ：“曲留朝宁 ，已铭正人端士之褒 ；助发德音 ，期感悍卒武夫之涕 。”
［１４］卷三七八三 ，第１７３册 ，２６０汪藻在枟谢

除中书舍人表枠中也慷慨陈词 ：“虽不能草诏 ，使武夫悍卒之涕流 ；然常愿输忠 ，俾君子小人之情

得 。”
［１４］卷三三七五 ，第１５７册 ，６９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 ，一些风格酷似陆贽的诏令纷纷出现 。如滕康的枟高宗登

极大赦诏枠第一段里写道 ：“盖尝指日以誓诸军 ，使前迎而后请 ；不惮戴星而檄率土 ，冀外附而内亲 。而

三事大夫与万邦黎献 ，共致乐推之恳 ，靡容牢避之私 。谓亹亹万几 ，难以一日而旷位 ；矧皇皇四海 ，讵

可三月而无君 。勉徇群情 ，嗣登大宝 。宵衣旰食 ，绍祖宗垂创之基 ；疾首痛心 ，怀父母播迁之难 。顾号

令久隔 ，众罔系心 ，军旅荐兴 ，农多失业 。慰民耳目之注 ，敷朕腹心之言 。”
［１４］卷三八二五 ，第１７５册 ，８２ ９４这些“腹

心之言”诚恳地道出了高宗为臣之义 、为子之孝 ，词意明白 ，得诏令之体 。结尾还写道 ：“呜呼 ！圣人何

以加孝 ，朕每惟问寝之思 ；天子必有所先 ，朕欲救在原之急 。嗟我文武之列 ，若时忠义之家 。不食而哭

秦廷 ，士当勇于报国 ；左袒而为刘氏 ，人咸乐于爱君 。其一德而一心 ，伫立功而立德 。共徯两宫之复 ，

终图万世之安 。副我忧勤 ，跻时康乂 。”“圣人何以加孝”一联化用枟孝经枠和枟诗经枠成句 ，与第一段呼

应 ，再次表明皇帝孝悌之诚 ；而“不食而哭秦廷”一联以史对史 ，号召臣民忠君报国 ，辞情悲壮 。这篇诏

书“词旨激扬 ，闻者无不感动流涕”（枟滕子济墓志铭枠）
［１４］卷三三九一 ，第１５７册 ，３３８

。

再看建炎三年（１１２９）二月二十四日这篇枟责己诏枠 ：

朕以菲躬 ，获承大统 。万方请命 ，未能解涂炭之忧 ；二圣蒙尘 ，莫获展晨昏之养 。兵已练而

力屈 ，备虽设而用违 。震于朕心 ，罔知攸济 ；实由凉德 ，未究远图 。仰无以当上帝之意 ，而祸乱

遄臻 ；俯无以得百姓之心 ，而流亡失所 。比因强敌深入近境 ，退保江津 ，以援淮甸 ，事出仓卒 ，人

用震惊 。衣冠顿踣于道途 ，帑藏弃捐于兵火 。呜呼 ！皇天后土 ，岂不鉴朕之至诚 ；志士仁人 ，岂

不恤朕之恳恻 ？傥以寡昧 ，难弥凶灾 ，宜降罚于朕躬 ，以谢罪于率土 。尚以国家历数之未艾 ，祖

宗德泽之在人 ，未至沦亡 ，必将恢复 ，益当洗心改事 ，雪涕输诚 。悉去弥文 ，务从简素 。屏斥细

务 ，专事兵戎 。明告庶邦 ，暨于列位 ：忠言可以规朕之过失 ，长策可以救国之倾危 ，毋蕴于衷 ，

悉以上达 。庙堂近服宜务交修 ，藩翰诸侯深思夹辅 。将帅致爪牙之用 ，黎元保父母之邦 。思持

颠而扶危 ，用兴仆而起坏 。庶资多助 ，驯致丕平 。咨尔万邦 ，钦予至意 。
［１４］卷四四四九 ，第２０１册 ，２５３ ２５４

对于生灵涂炭 、社稷倾危的现实 ，痛心疾首 ，承担责任 。 “仰无以当上帝之意 ，而祸乱遄臻 ；俯无以得

百姓之心 ，而流亡失所” ，与陆贽“上辱于祖宗 ，下负于黎庶”之语一脉相承 。而“呜呼 ！皇天后土 ，岂

不鉴朕之至诚 ；志士仁人 ，岂不恤朕之恳恻 ？傥以寡昧 ，难弥凶灾 ，宜降罚于朕躬 ，以谢罪于率土”这

样的话语 ，更是近于捶胸顿足 ，泣涕以道 。像这样“雪涕输诚”的语句在当时诏令中还有很多 。如建

炎三年六月十四日的枟罪己诏枠中 ，词臣写道 ：“尔有疾痛 ，朕同其 呻 ；尔有忧劳 ，朕同其焦

灼”
［１４］卷四四五一 ，第２０１册 ，２８８

，情真意切 ，诚挚感人 。

这些饱含至诚真情的诏令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勤政爱民 、恪尽职守的圣王明君的光辉形象 ，让百

姓毁家纾难而不辞 ，使赵宋政权重新获得安定 。而词臣们也因此获得了崇高的声誉 ：

一时诏令往往多出公（汪藻）手 。凡上所以指授诸将 、感厉战士 、训饬在位 、哀悯元元之意 ，

具载诰命之文 。开示赤心 ，明白洞达 ，不出户窥牖 ，而天威咫尺 ，坐照万里 ，学士大夫传诵 ，以比

陆宣公 。 （枟宋故显谟阁学士左太中大夫汪公墓志铭枠）
［１４］卷三四八八 ，第１６１册 ，１３

永嘉南渡之行 ，公（綦崇礼）在帝侧 ，实代王言 。诏旨所至 ，读者感动 。诸将奔走承命 ，如陆

宣公之在奉天也 。 （枟北海先生文集序枠）
［１４］卷五九四八 ，第２６４册 ，１０２

其（孙觌）章疏制诏表奏往往如陆敬舆 ，明辩骏发 ，每一篇出 ，世争传诵 。 （枟孙尚书鸿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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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枠）
［１４］卷五一一八 ，第２３０册 ，１４９

当时 ，汪藻撰写的两篇诏书影响最大 。一篇是枟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枠 ：

比以敌国兴师 ，都城失守 。祲缠宫阙 ，既二帝之蒙尘 ；诬及宗祊 ，谓三灵之改卜 。众恐中原

之无统 ，姑令旧弼以临朝 。虽义形于色而以死为辞 ，然事迫于危而非权莫济 。内以拯黔首将亡

之命 ，外以舒邻国见逼之威 。遂成九庙之安 ，坐免一城之酷 。

乃以衰癃之质 ，起于闲废之中 。迎置宫闱 ，进加位号 。举钦圣已行之典 ，成靖康欲复之心 。

永言运数之屯 ，坐视邦家之覆 。抚躬独在 ，流涕何从 。

缅惟艺祖之开基 ，实自高穹之眷命 。历年二百 ，人不知兵 。传序九君 ，世无失德 。虽举族

有北辕之衅 ，而敷天同左袒之心 。乃眷贤王 ，越居近服 。已徇群情之请 ，俾膺神器之归 。繇康

邸之旧藩 ，嗣我朝之大统 。汉家之厄十世 ，宜光武之中兴 ；献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 。兹为

天意 ，夫岂人谋 。尚期中外之协心 ，共定安危之至计 。庶臻小愒 ，同底丕平 。用敷告于多方 ，其

深明于吾意 。
［１４］卷三三六八 ，第１５６册 ，４０４ ４０５

汴京城破之后 ，徽宗和钦宗被金人俘虏北去 ，张邦昌在金人扶持之下建立了伪楚政权 ，但不为人心

所附 。他将被废黜的哲宗孟皇后迎入宫中 ，尊为“宋太后” ，奉之以发号施令 ，最终接受吕好问等人

的建议 ，迎立康王赵构为皇帝 。汪藻当时还不是词臣 ，却因为他的文章“明白易晓”
［３５］卷四 ，１０７而受命

撰写这一重要文书 。当时形势复杂 ，但汪藻以不到三百字的篇幅不仅将情理事由叙述明白 ，而且剀

切动人 ，起到了安定人心 、鼓舞士气的作用 。第一段叙述汴京城破 ，二帝被俘 ，金人立张邦昌 。第二

段叙述自己恢复名位 ，坐朝听政 ，乃是秉承钦宗之意 。第三段写应天顺人 ，迎立康王继承大统 。此

诏书也像通常的诏诰一样熔经铸史 ，但却文简意明 ，曲尽情事 。文中长联很少 ，多采用比较整齐的

四六句式 ，运虚字以行气 。 “历年二百 ，人不知兵 。传序九君 ，世无失德” ，只用十六个字 ，写出了宋

朝之德泽深厚 。随后以 “虽举族有北辕之衅 ，而敷天同左袒之心”承接 ，于文势于事理均水到渠成 ，

一“虽”一“而” ，把当时赵宋王朝命悬一线的残酷局面以及天下同仇敌忾 、共御外侮的决心 ，淋漓尽

致地传达出来 。文中最著名的一联“汉家之厄十世 ，宜光武之中兴 ；献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 ，

以光武帝中兴汉室来比喻高宗的辉煌前景 ，以晋文公重耳来比喻高宗的身份和处境 ，而宋代从太祖

到高宗正好传承十世 ，赵构又是徽宗的第九子 ，古典今事 ，比拟恰当 。所以宋人赞曰 ：“事词的切 ，读

之感动 ，盖中兴之一助也 。”
［３６］丙编卷三 ，５３４３陈寅恪先生认为这篇文章“其不可及之处 ，实在家国兴亡哀

痛之情感 ，于一篇之中 ，能融化贯彻” ，所以把它视为宋代四六文“第一”
［３７］７２

。

但这篇文章自问世以后就受到争议 。四库本枟浮溪集枠在第一段之后加按语云 ：“李心传枟系年

要录枠及选宋人四六者 ，并删改‘虽义形于色’以下作二句 ，盖因其回护张邦昌也 。”这也一直被视作

汪藻人格的污点 。笔者认为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全面客观 ，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枠删改这篇文

书并非不满汪藻回护张邦昌 ，乃是李心传为了回护赵宋王朝 。首先 ，这几句完全符合历史事实 ，不

是文过饰非的不实之词 。其次 ，汪藻作为词臣 ，其职责就在于“能道上意所欲”
［３８］卷七 ，７７０６

。这篇文章

乃是代皇太后发言 ，文章写完以后 ，“御封付御史台看详然后行下”
［３５］卷四 ，１０７

，这表明对张邦昌的评

价不是汪藻个人的意见 ，而是当时朝廷的看法 。这篇诏书是四月甲戌发布的 ，五月辛丑 ，朝廷在诏

书中还赞美张邦昌“知几达变 ，勋在社稷”
［３５］卷五 ，１２９

。六月癸亥 ，张邦昌被贬斥 ，制词由汪藻撰写 ，其

中制头“以死偿节者 ，臣子之宜 ；求生害仁者 ，圣人所嫉 。 傥或志存于躯命 ，则将义薄于君

亲”
［１４］卷三三六八 ，第１５６册 ，３９０

，义正词严 ，明正其罪 。对同一人事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 ，只因朝廷政局变

化 ，绝非词臣可以任意而为 。

汪藻还有一篇枟建炎三年十一月三日德音枠
［１４］卷三三六九 ，第１５６册 ，４０９ ４１０

，当时“人以比陆宣公枟兴元赦

书枠”
［３９］卷四 ，３４８９

。限于文章篇幅 ，兹节录前三段 ：

御敌者莫如自治 ，动民者当以至诚 。朕自缵丕图 ，即罹多故 。昧绥怀之远略 ，贻播越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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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 。虽眷我中原 ，汉祚必期于再复 ；而迫于强敌 ，商人几至于五迁 。兹缘仗卫之行 ，尤历江山之

阻 。老弱扶携于道路 ，饥疲蒙犯于风霜 。徒从或苦绎骚 ，程顿不无烦费 。所幸天人协相 ，川陆

无虞 。仿治古之时巡 ，即奥区而安处 。

言念连年之纷扰 ，坐令率土之流离 。乡闾遭焚劫之灾 ，财力困供输之役 。肆夙宵而轸虑 ，

如冰炭之交怀 。嗟汝何辜 ，由吾不德 。故每畏天而警戒 ，誓专克己以焦劳 。欲睦邻休战 ，则卑

辞厚礼以请和 ；欲省费恤民 ，则贬食损衣而从俭 。苟可坐销于氛祲 ，殆将无爱于发肤 。

然边陲岁骇 ，而师徒不免于屡兴 ；馈饷日滋 ，而征敛未遑于全复 。惟八世祖宗之泽 ，岂汝能

忘 ；顾一时社稷之忧 ，非予获已 。少俟寇攘之息 ，首图蠲省之宜 。

文章开头的“动民者当以至诚”一句 ，就给全篇定下了基调 。第一段叙述因自己昧于怀柔之策 ，而为

强敌所迫 ，屡屡播迁 。 “虽眷我中原 ，汉祚必期于再复 ；而迫于强敌 ，商人几至于五迁” ，表明了恢复

社稷的信心 ，也道出了辗转迁徙的无奈 。第二段抒发了对臣民饱受战祸的悲悯 ，以及克己爱民之至

诚 。第三段写自己对百姓赋役之苦知之甚明 ，战争结束将立即予以简省 。其中“八世祖宗”一联既

表达了对臣民报效国家的期盼 ，也抒发了对百姓的顾惜之情 。这篇文章因为能以诚感人 ，所以发挥

出了巨大的感召力量 。对此 ，陆游有生动的记载 ：

顷者建炎 、绍兴戡定变乱之日 ，一切赋敛 ，有非承平之旧者 。高宗皇帝宵旰焦劳 ，每欲俟小

定而悉除之 ，故诏令布告天下曰 ：“惟八世祖宗之泽 ，岂汝能忘 ；顾一时社稷之忧 ，非予获已 。止

俟捍防之隙 ，首图蠲省之宜 。”臣幼年亲见民诵斯诏 ，至于感泣 ，虽倾赀以助军兴 ，而不敢爱 。

（枟上殿札子四枠）
［１４］卷四九二五 ，第２２２册 ，２１４

王志坚说 ：“国家艰难之际 ，得一诏令 ，足以悚动人心 ，所关系不小 。唐之陆贽 、宋之汪藻 ，皆其

选也 。”
［２０］卷一 ，３３０欧阳修“论事似陆贽”（枟六一居士集叙枠）

［１４］卷一九三一 ，第８９册 ，１８１
，苏轼也“好贾谊 、陆贽书”

（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枠）
［１４］卷二一〇〇 ，第９６册 ，２６０

，但他们都没有被比作“陆宣公” 。欧阳修在枟内制集序枠

中道出了他心中的遗憾 ：“予在翰林六年 ，中间进拜二三大臣 ，皆适不当直 。而天下无事 ，四夷和好 ，

兵革不用 。凡朝廷之文 ，所以指麾号令 ，训戒约束 ，自非因事 ，无以发明 。矧予中年早衰 ，意思零落 ，

以非工之作 ，又无所遇以发焉 。其屑屑应用 ，拘牵常格 ，卑弱不振 ，宜可羞也 。”
［１４］卷七一六 ，第３４册 ，５７身处

承平之世 ，朝廷的应用之文只能拘牵常格 ，作者难以发挥才性 ，有所创新 。但两宋之交 ，因为时代风

云的激荡 ，汪藻等人将至诚 、真情融化贯注于其间 ，把应用文变为关系国家社稷的经世之文 ，完成了

欧阳修等人未尽的心愿 。这些文章就社会功用而论 ，足以与古文并峙而无愧 ；置之于宋四六历史中

考察 ，也是光耀一世的杰作 。

四 、结语 ：宋四六之高峰 ，应用文之典范

清人孙梅说 ：“宋初诸公 ，骈体精敏工切 ，不失唐人矩镬 。至欧公倡为古文 ，而骈体亦一变其格 ，

始以排奡古雅争胜古人 ⋯ ⋯于是六朝三唐格调寖远 。”
［４０］卷三三 ，４９５５远离六朝三唐格调 ，正是宋体四六

确立的标志 。两宋之际的四六名家虽然创体之功不及欧 、苏等人 ，但他们取本朝前辈之长 ，创作出

既典雅工致又明白畅达的四六文 ，使欧阳修变唐体为宋体的骈文革新最终完成 。另一方面 ，他们远

师唐代陆贽之风 ，融至诚和真情于骈偶之中 ，变诏令等应用公文为经世之文 。他们以杰出的创作成

就 ，使两宋之际的四六文成为继欧阳修 、王安石 、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 。不仅如此 ，他们的名篇杰

作还示来者以轨范 ，对南宋中后期的四六文影响深刻 。洪迈在枟容斋随笔枠中所举宋人“四六名对”

共收录 ２７ 联 ，而两宋之际的作品就达到 １７ 联 ，汪藻和孙觌分别以 ７ 联和 ４ 联占据前两

位［４］枟三笔枠卷八 ，５０５ ５０８
。词科出身的真德秀和王应麟都将汪藻 、王安中等人的文章作为学习的典范 ：“前

辈之文惟汪龙溪集中诸表皆精致典雅 ，可为矜式 。录作小册 ，常常诵之 。”
［２６］卷二〇三 ，３７０５

“四六当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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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公 、岐公 、汪彦章 、王履道 ，择而诵之 。”
［２６］卷二〇一 ，３６７７

“前辈制词 ，惟王初寮 、汪龙溪 、周益公最为可

法 。”
［２６］卷二〇二 ，３６９０这些言论都昭示了两宋之际四六文地位之高 、影响之大 。

作为宋代广泛通行的应用文体 ，四六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可南宋大儒叶适却说 ：“自词科

之兴 ，其最贵者四六之文 ，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 。”（枟宏词枠）
［１４］卷六四七八 ，第２８５册 ，２５５叶适一方面是因为不

满词科之人“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 ，另一方面则是不满一些文人徒知雕章琢句 ，“意主于

谄 ，辞主于夸”
［４１］卷三 ，３０

，有句无篇 ，言之无物 ，才有此激烈之言论的 。那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有用”

呢 ？叶适没有直接给出答案 。但孙梅的一段话作出了回答 ：“令狐公（令狐楚）于白刃之下立草遗

表 ，读示三军 ，无不感泣 ，遂安一军 ，与宣公草兴元赦书 ，山东将士读之流涕 ，同一手笔 。必如此 ，始

为有用之文 ，四六所由与古文并垂天壤也 。若以堆垛为之 ，固属轮辕虚饰 。纯以清空取胜 ，亦无非

臭腐陈言 。”
［４０］卷一〇 ，４４５２应用文以明白易晓为优 ，更以感动人心为上 ，其优劣无关乎骈散 。而且 ，骈文

因为对属精工 、声和韵协 ，比散文往往更有感染力 ，汪藻等人的那些脍炙人口的名对就证明了这一

点 。四库馆臣论汪藻曰 ：“说者谓其制作得体 ，足以感动人心 ，实为辞令之极则 ，固不独其格律精密 ，

擅绝一时 。”
［４２］目录 ，６汪藻的文章被视为“极则” ，其能感动人心不仅因为其辞令之美 ，更在于修辞立

诚 。两宋之际汪藻等人的文章不朽之处正在于此 ① ，其文学史意义亦在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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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枟经济学之路枠

编 　者 ：本 　力 　曹 　毅

定 　价 ：４９ ．００元

·新 书 架 ·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由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年会秘书处策划 ，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总编 ，收入了著

名经济学家钱颖一 、吴敬琏 、林毅夫 、周其仁 、陈志武 、杨小凯等人讨论现代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文

章 ，以及如何进行文献阅读 、做好案例研究 、进行论文写作等实用指南 ，宏观指引和具体指导相结

合 ，同时结合网友学习的实际经验 ，为对经济学感兴趣或有志于进行经济学研究的学子们提供了

一条可供参考的“经济学之路” 。全书分为七部分 ：包括如何理解经济学 、经济学与中国 、国外的经

济学教育与研究 、经济学与数学 、文献阅读 、调查和案例研究 、论文写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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