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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据说初唐文坛发生过一起“窃诗害命”的案

件，涉及著名诗人宋之问和刘希夷。经《大唐新

语》《旧唐书》《太平广记》《全唐诗话》《唐诗纪事》

《唐才子传》《唐人说荟》《全唐诗》及《直隶汝州全

志》等书所沿袭，演变为这样一起“诗案”：

刘希夷是宋之问的外甥。二十五岁那年和舅

舅同榜进士及第，这年乃高宗上元二年（675

年）。两年后，希夷写了“年年岁岁”一诗，之问见

而羡慕，知其尚未外传，欲占为己有。希夷不同

意，之问便怀恨在心，派人用土囊把外甥压死在

陕州……《唐诗鉴赏辞典》《辞海》，社科院《中国

文学史》等都以此为据。认为刘希夷生于高宗永

徽二年（651），约卒于高宗仪凤三年（678）至调露

二年（680）之间。这样，诗人刘希夷成了年未及三

十，因诗才遇害的冤魂，诗人宋之问则成了窃诗

害命的凶犯。

对于这一说法，笔者分析刘宋诗中表现出的

不同政治倾向，提出如下质疑。

二

据新、旧《唐书·艺文志》的存目，刘希夷曾有

诗文集传世，但皆已失散。其现存诗作，除《全唐

诗》收录一卷外，还散见于《文苑英华》《唐诗别裁

集》等书中。按图索骥，只要认真仔细地分析一下

他的作品，就不难发现，所谓他未满三十岁为奸

人所害的说法，是非常可疑的。

（一）希夷诗中有《夜集张湮所居》和《洛中晴

月送殷四入关》二首，便是他三十岁之前并未死

去的证据。

殷四者，何许人也？岑仲勉《唐人行第录》中

有“殷四遥”条，认为殷四即诗人殷遥。王维有《送

殷四葬》一诗，云：“慈母未及葬，一女才十龄。”孟

浩然诗中有《同王十三哭殷遥》一首，写道：“生理

无不尽，念君在中年。”孟浩然生于武后永昌元年

（689），《唐旧书·文苑传》（下）云：“年四十，来游

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由此推知，孟浩然与

王维结交当在开元十六、十七年间。这期间殷遥

病故，约四十岁左右，同孟浩然的年龄差不多，约

小于刘希夷近四十岁。殷遥是丹阳句容人，刘希

夷在丹阳一带生活过。两位诗人虽辈分不同，但

交游往来是可能的。希夷诗中有《蜀城怀古》《巫

山怀古》《春女行》《江南曲》（八首）诸篇章，描绘

了巴蜀、巫山、沅湘、吴楚一带的风光。由此可知

他曾有过一次自中原入蜀，经三峡沿江而下的长

途旅行，且在维扬（扬州）、长洲（苏州）、南湖（嘉

定）地区盘桓不少日子。《洛中晴月送殷四入关》

诗中有“复首秦关尚千里”句。一个“复”字和一个

“尚”字似在说明两人已同行多日。如今作者已达

目的地，同伴殷四则还有一段路程。这就是说，刘

希夷并未在仪凤调露年间遇害，而是长期浪迹江

南。待玄宗即位之后，才同青年诗人殷遥一道返

回中原，从诗中可知殷四是赴京师长安的，希夷

则到了故乡附近的东都洛阳便安顿下来。

（二）《夜集张湮所居》应是返乡后的作品。张

湮是唐代著名画家和诗人。原籍永嘉，曾隐居嵩

山少室山下，闭门读书多年。

《唐才子传》卷二载：张湮，初隐少室山下，与

李颀友善，事王维为兄，皆为诗酒丹青之契。李颀

诗中有《同张员外湮酬答之作》《临别送张湮入蜀》

《咏张湮山水》等篇。说明张湮隐居嵩山的时间同

李颀“十年闭户颍水阳”的时间大体相同。李颀在

嵩山间曾和著名隐士卢鸿有交往。而卢鸿于开元

六年被玄宗请到洛阳授谏议大夫，他固辞不就，重

返嵩山建“东溪草堂”聚众讲学。由此可知，李颀和

张湮隐居嵩山应在开元初年，王维集中同张湮的

赠答之作有七首，其《赠张五弟湮》一诗云：“闭门

二室下，隐居十余年。”二室即嵩山的少室与太室

二山。王维于开元九年中进士，任太乐丞。因受伶

人私舞黄狮子一事牵连，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在开

元十四年去职归嵩山。假若该诗为王维初到嵩山

时所作，那么张湮此时已隐居嵩山十多年了。刘希

夷的故乡汝州，位于少室南麓的颍水、汝水之间，

正是张湮的隐居地区。他以《夜集张湮所居》为题

描写山林生活的乐趣，便说明他开元初年曾同张

湮有过交往，且同张湮一样有着对隐逸乐趣的追

求。诗中写道：

江南久成客，门馆日萧条。惟有图书在，多伤

鬓发凋。

这显然是自况，一个长期隐迹江南，耄耋之

年始返业已萧条冷落的家园的老人形象，确实呼

之欲出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再如《故园置酒》一

诗写道：“旧里多青草，新知尽白头。”《览镜》一诗

写道：“白发今如此，人生能几何？”《饯李秀才赴

举》一诗写道：“自怜穷浦雁，岁岁不随阳。”诸如

此类，都十分清楚地表现出老年人自伤途穷的感

怀。当是与《夜集张湮所居》同一时期的作品。

（三）从对上述诗篇的考证中可知，刘希夷并

不是在三十岁以前被人谋害而死的，而是长期隐

迹江南，在开元初年又返回了故乡。

那么，他中进士后为什么不做官而远离政治

中心隐迹江南呢？如果仔细探究一下他的诗篇，

也是可以发现线索的。他的《从军行》《将军行》

《入塞》等作品，慷慨激昂地赞美功勋卓著的将

军，颂扬投笔从戎的班超，仰慕矢志扫除天下污

秽的陈蕃，期待“课绩朝明主”的恩遇，的确表现

出一种强烈的进取精神。这应是他的早期作品，

亦是他参加科举考试时基本思想倾向的写照。但

是，他的这类作品并不多，而充满怀才不遇的悲

愤和韶华易逝感伤情绪的诗篇，则是他创作的主

流。其《夏弹琴》一诗写道：“予欲娱世人，明月难

暗投。”这就是他取得功名之后不做官而隐居的

缘由。他希望为朝廷做事，使“世人”欢娱，但看到

环境龌龊，不愿把明月宝珠一样的光洁投向黑暗

的处所。在这里，他所讲的黑暗，显然是指武后集

团把持朝政的现实。据史书记载，永徽六年

（655），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接着罢黜顾命大臣

褚遂良，废掉太子李忠，逼杀长孙无忌。贬逐长孙

派贞观老臣 20 多人，“政归中宫”。显庆五年

（661），武则天处理政事，数年后杀掉建议废武后

的宰相上官仪。“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

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

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资治通鉴》唐

纪十七）。这些事变都发生在刘希夷的青少年时

期。之后，高宗让太子李弘监国，“太子弘仁孝谦

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天后方逞

其志，太子奏请，数迕旨。由是失爱于天后。……

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鸩之也”

（《资治通鉴》唐纪十八）。恰在这一年，刘希夷进

士及第，四月间李弘暴死，六月，李贤立为太子。

李贤曾召集著名学者刘讷言等注释范晔《后汉

书》。后汉时，朝政多次落入皇后外戚手中，造成

朝廷纲纪废弛的局面。李贤注释此书，显然含有

讽喻意义，调露元年（679），高宗又“命太子监国，

太子处事明审，时人称之”（同上）。第二年八月，

武后便罗织谋反罪名，“废太子贤为庶人……幽

于别所，党与皆伏诛”（同上）。

（四）刘希夷诗中多处运用后汉典故，歌颂光

武帝中兴汉室的功业，抨击篡权的外戚王莽，讥讽

掌权的外戚梁冀，赞扬立志扫除污秽的陈仲举
……确实同李贤之注释《后汉书》的用意是相通

的。因此，面对着太子李弘、李贤相继被杀被废，

“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资治通

鉴》唐纪）的现实，他以涧底孤松自比，渴望出现千

金买骨的燕昭王式的复国明主，就表明他是站在

李唐宗室一边的人。孙翌在《正声集》中将刘希夷

誉为正声之最，原因就在这里。孙翌系在开元年间

编撰《正声集》的，正声者，正义之声、正统之声也，

是以作家作品的思想倾向为重要标准的。刘希夷

拥护李唐正统，反对并敌视武氏集团，但又无力改

变现实，所以采取明哲保身的措施，远离政治中心

长安和东都自然就成了最佳选择。这也许便是他

隐居江南的原因。再说，徐敬业曾在扬州起兵讨伐

武氏。虽然很快失败，但这一地区毕竟驻扎过反对

武氏的大本营，所以刘希夷隐迹于此地是容易理

解的。他在《江南曲》中两次提到“维扬”时都流露

出仰慕之情，似乎也能说明这一点。

（五）最后，还有必要说一下《旧唐书·文苑传》

对刘希夷的记载。在这里，刘希夷是附在乔知之传

后面的。按一般通例，凡是附在某人传略之后的人

物，都同某人有一定的必然联系。然而，刘与乔却既

无血缘关系，又非隶属或同党，只有在两人的诗作

中发现的一丝瓜葛。刘希夷的《洛川怀古》诗里有

“绿珠不可夺，白首同所归”一联，乔知之写过《绿珠

篇》，皆对绿珠予以赞扬。绿珠是西晋巨富石崇的爱

妾，善吹笛，赵王司马伦专权时，其党羽孙秀指名向

石崇索要绿珠，被石崇拒绝。后来，石崇被孙秀捕

杀，绿珠亦跳楼自尽。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知

之时有侍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

知之怨惜，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

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资治通鉴》

的记载与此相同，只是将“侍婢曰窈娘”几字改作

“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去教诸姬歌舞，“遂留不

还”，这件事对于乔知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他

被诬陷遭杀害的直接原因。同时，他与晋代的“绿珠

事件”也确实有相似之处。所以，刘希夷在怀古诗中

写绿珠之死，显然有影射乔知之被杀一案的用意，

对乔知之寄予了同情。这大概就是《旧唐书》将刘希

夷传附于乔知之传之后的原因吧。关于知之被杀

的时间，史书记载不详，或云天授元年（690），或云

神功元年（697），但皆在武则天称帝期间。这从另一

侧面表明，刘希夷并未在高宗仪凤调露年间离开

人世，而是看到了乔知之事件的。

三

至于为什么要嫁祸宋之问，应当说这是当时

人们对宋之问人品的鞭笞。据《新唐书》载，宋之

问急功好利，“倾心媚附”武则天的内宠张易之、

张昌宗兄弟，“至为易之奉溺器”。后来，张氏兄弟

被诛，中宗复位，宋之问流放到岭南。不久，他逃

回东都。“匿于友人光禄卿、驸马都尉王同皎家”

（一说“匿于张仲之家”）。其时，同皎与仲之策划

除掉武三思。宋之问发觉后，便向武三思告密。

“及同皎等获罪，起之问为鸿胪主簿”（《旧唐

书》）。宋之问就是这么一个阿谀奉承、卖友求荣、

巴结告密的无耻之徒，人们把他说成谋诗害命的

凶手，恰是对他人品不端的抨击。

总之，刘希夷是一位终于天年的长寿诗人，

《大唐新语》《太平广记》《唐才子传》等书中所记

载的年未及三十而被奸人杀害的事实，是不准确

的。所谓“诗谶”应验，应属小说家杜撰。

摘自《汝州文史资料》，原稿编辑陈凝

刘希夷卒年质疑
●李立功

春秋大义铸笔史

北宋大儒王寀在《汝帖跋》中说：“来汝逾年，吏民习其疏拙，不

甚诿以事。闲阁萧然，奉亲之外。独念弃日偶得三代而下讫于五季字

书百家，冠以仓颉，奇古、篆籀、隶草、真行之法略具，用十二石刻置

坐啸堂壁。其论世正名于治乱之际，君子小人之分，每致意焉，识者

谓之‘笔史’，盖使小学家流固以博古知义，不特区区近笔砚而已。大

观三年八月上丁敷阳王寀记。”

现在，我们对这一段短短的跋文进行逐句疏解。

“来汝逾年，吏民习其疏拙，不甚诿以事。”此言“无为而治”，是

为政的最高境界。

“闲阁萧然，奉亲之外。”此言“孝道”。

“独念弃日偶得三代而下讫于五季字书百家，冠以仓颉，奇古、

篆籀、隶草、真行之法略具，用十二石刻置坐啸堂壁。”志于道，据于

德，依于仁，游于艺。

“其论世正名于治乱之际，君子小人之分，每致意焉，识者谓之

‘笔史’。”

“正名”出自《论语·子路篇》。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

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

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孔子周游列国，宣扬

仁政，劳而无功，退而著《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

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

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王寀是以孔子作《春秋》

为楷模，借“笔史”而“论世正名于治乱之际，君子小人之分”。

唐末五代，和春秋时代一样，整个社会处于相互杀戮之中。包括

赵家天下，赵匡胤的“黄袍加身”，赵光义的“烛光斧影”，都是谋纂而

来。在王寀眼里，赵氏兄弟不过是“小人”。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王

寀刻《汝帖》，其目的都是明天道、叙人伦，重建儒家理想的政治社会

秩序。

“盖使小学家流固以博古知义，不特区区近笔砚而已。”姜夔《绛

帖平》中也说：“小学既废，流为法书。法书又废，唯存法帖。法帖乃古

人陈迹耳。”王寀将《汝帖》的定位，首先是为明经达理之用，其次是

书法，再次才是法帖。

“大观三年八月上丁”这个落款也大有深意。上丁，指农历每月

上旬的丁日。唐代以后，每年仲春（二月）、仲秋（八月）上丁日，为祭

孔之日。

与《汝帖》的以“春秋大义”而铸“笔史”相比，宋代其他诸帖，立

意浅陋，买椟还珠，不过是“区区笔砚”，“古人陈迹耳”。

千古一帖，超迈无伦

《淳化阁帖》为“法帖之祖”。可惜负责编纂《淳化阁帖》的王著本无

学问，更遑谈理想。黄庭坚说王著：“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

碌，则书不病韵。”经他的手摹刻出来的法帖，“但得形范，而无神妙”。

王寀不是简单翻刻《淳化阁帖》，则是文以载道为主旨的新的艺

术创造。

清王文治称《汝帖》：“神采迸露，远出世俗所传《绛》《潭》诸刻之

上。”又说：“此帖全以粗漫传神。”学者余彦焱说，粗漫传神是“求生，求

变，以学问、修养入书，而非以书法为定技”，“是一种有深厚内涵的境

界”。

《汝帖》所刻的书迹，纯中锋运行，线条雄健，内力充沛，神采飞

扬，与小心谨慎的皮相摹勒气象迥异。

王铎曾于花间酒后，“再观此帖，喜意发扬。真乃稀世之宝，超迈

无伦”。

《汝帖》无论从内容上、精神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都堪称“千古

一帖”。

春秋大义铸笔史 千古一帖读叶 汝帖曳
●李志军

《汝帖》，汝州知州王寀刻于宋大观三年（1109年），选夏商周三代以降至唐末五代九十七人书，刻十二石。《汝帖》先后置于州衙、望嵩

楼。明代散遗。清代州官两次搜罗补刻，分为二十石。今安置于汝州文庙内。

《汝帖》有“宋室鸿宝”之誉，与《淳化阁帖》《绛帖》《泉州帖》并称“天下四大名帖”。其他法帖，主要是为了学习书法，《汝帖》以其鲜明

的主题，独树一帜。

王寀书法 《汝帖》局部

王寀不仅是手握兵权的重臣，更是一位刚正

不阿的大儒。其道德精神和文化理想，全部寄托

在他所编纂的《汝帖》里面。

岳珂《桯史》中有“南陔脱帽”一则逸事，说的

是大宋襄敏公王韶的第十三个儿子王寀（号南

陔），元夕夜，家人肩扛他上街看灯。至宣德门，皇

上登楼，士女仰视喧拥。转眼间，家人肩上没了小

主人，慌作一团。王韶也吃了一惊，听说丢的是王

寀，笑道：“如是他子当遂访，若是十三儿，必能自

归。”十几天后，有皇宫车驾来到，内侍大人车中

抱出王寀。原来贼人看中了王寀帽上宝珠，乘机

抱走了王寀。王寀不动声色，藏珠帽于怀中。刚好

皇家车乘路过，攀车呼救，贼人逃窜。次日，内侍

大人抱王寀上殿，皇上问其身世，王寀说：“儿乃

韶之幼子。”侃侃对答。皇上喜欢，令留伴宫中，并

密诏开封府捕获了贼盗。

“南陔脱帽”，又称“十三郎五岁朝天”，与“文

彦博灌穴浮球”“司马光破瓮救儿”，都是千古流

传的神童故事，被写入《今古传奇》《二刻拍案惊

奇》，还被杨少华、郭德纲编入了相声。

王寀于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登进士第，后

以直秘阁知汝州、陕州、襄州，任翰林学士，兵部

侍郎。

王寀才思敏捷，为著名诗人，又是著名的书

法家。身陷囹圄时，狱卒们纷纷带着纸笔求墨宝。

狱卒说：“当年苏东坡坐系乌台，狱吏是我们的父

祖。苏学士出狱后，都在后悔没有向他老人家求

墨宝啊！”
寀父王韶为一代名将，以军功起家，位居枢

密副使。哥哥王厚，为边关元帅。王寀任兵部侍

郎。和岳飞一样，王寀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迫害

而死。

王寀小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