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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洛阳才子祖咏 移家汝州咏唱终老
□尚自昌

州汝化文

唐代的诗人称才子，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就是“唐诗

人传”。

祖咏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其诗笔致徐缓，起语高远而

情真意婉；其人才名著于当时，且以卓尔不群的个性为时人

瞩目。《唐才子传·祖咏》：咏，洛阳人。开元十二年杜绾榜进

士。有文名，殷璠评其诗：“翦刻省静，用思尤苦，气虽不高，调

颇凌俗，足称为才子也。”少与王维为吟侣，维在济州，寓官

舍，赠祖三诗，有云：“结交二十载，不得一日展。贫病子既深，

契阔余不浅。”盖亦流落不偶，极可伤也。后移家归汝坟间别

业，以渔樵自终。有诗一卷，传于世。

祖咏 26岁移居汝州，以渔樵自终，终年 46岁，葬汝坟山
庄附近。他一生诗作大多散失，《全唐诗》卷 313收录 36首，
卷 869收录 1首，与初唐汝州诗人刘希夷留今诗作不差上
下。这 30多首诗大部分是移居汝州后所作，为汝文化的厚重
增添了光灿的一页。

恃才傲物不拘检 半首制诗成佳话

祖咏（699年 - 746年），洛阳人，盛唐前期山水田园派诗
人，因在家中排行老三又叫祖三。

祖咏少有文名，与王维、储光义人交往密，常有诗和。

开元九年（721年），23岁的祖咏和 21岁的王维到长安
参加进士考试。

武则天执政时期，采取各种措施广开入仕门路，又不断

下令举荐人才，极大地刺激了一般士子通过科举入仕的积极

性。唐代的科举考试不糊名，试前举子可以自行投文于名公

大卿和知贡举者，名公大卿又可向知举者推荐人才。士子们

为了求得王公权要的赏识和提携，往往要奔走于达官贵人之

间，上启陈诗，这就是唐代举仕“开后门”的请托之风。因此，

举子能否得第，有没有人举荐延誉，就大不一样。

王维深知其中之理，试前走了多种关系，基本内定了状

元。与王维同样才华横溢的祖咏却恃才傲物，偏不走这个斜

路。尚书省公布考试结果那天，榜上没有祖咏的名字，他落榜

了。上榜的人可以凭证信大摇大摆地走进尚书省的大院，落

第的多垂头丧气从尚书省门前悄悄散去。祖咏看到一个个落

第者失魂落魄地散去，又见那些上榜者志得意满的样子，心

里不屑地“哼”了一声，转身吟道：“落去他，两两三三戴帽子。

日暮祖侯吟一声，长安竹柏尽枯死。”这就是祖咏著名的《尚

书省门吟》。

祖咏想说的是：落第就落第吧，毕竟能上榜的只是少数。

我祖咏可是有实力的，傍晚时候我要是在长安大街上随便吟

句诗，两旁的竹柏都会被我的才气逼死。

《尚书省门吟》在当时轰动很大，祖咏的才气和自负亦随

着那些上榜的进士和落第的“孙山”口传名播各地。

开元十一年底，祖咏第二次进京参加第二年的考试。途

游华山作《观华岳》诗：“西入秦关口，南瞻驿路连。彩云生阙

下，松树到祠边。作镇当官道，雄都俯大川。莲峰径上处，仿佛

有神仙。”诗中可见祖咏再次赴试前的自信、豪放，大有“仰天

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气概。

唐代的科举考试到唐中宗李显复位时，已经确定下三场

试的格局。而在三场试中，每场均能决定去留，首场诗赋是关

键所在。

开元十二年正月，考试如期进行，担任这次考试的主考

官是考功员外郎贾季阳。首场的题名《终南山望余雪》，限五

言排律一首，六韵十二句，不能多一句也不能少一句。这既是

考试的程式，也是严格的规定。

祖咏看到诗题，抬头向南望了望窗外的终南山，山上的

积雪在落日的余晖下，显得那么光亮，却分明又给人寒气逼

人的感觉。

祖咏感觉远山上的寒意正阵阵向自己袭来，他下意识地

抖了一下，然后似乎是不加思索地挥笔写 20个字：
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

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

写毕，祖咏又默读了一遍，十分满意地交卷了。

当其他考生还在苦苦为这首诗“立意谋篇”时，祖咏却交

卷了。贾主考看到这么优秀的学生喜出望外，但一看卷面只

有四句，立即喊住他问：哎，你怎么没写完，要写十二句的不

是吗？

祖咏面带微笑地回答了两个字：“意尽。”———该写的都

在那二十个字上面了，再多一个字就是废话了。

主考官细品祖咏的诗，觉得确实是“意尽”了，若再敷衍

数句，就是画蛇添足。

虽然祖咏没有按套路出牌，但主考官却因欣赏其才，还

是力主“破格”让他顺利通过了考试。

祖咏恃才傲物的个性和贾季阳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担当，

成就了中国科举史上的一段佳话。把考中与否放在次、而把

诗歌写作的本意放在首位，这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唐人的

试帖诗十之八九不传于今，祖咏这首小诗却独能传诵千载，

正说明后人对他这种勇气和潇洒的肯定。

官场不容才高气傲 仕途注定止于开始

祖咏的半首制诗惊动了爱才的宰相张说。祖咏考上进士

后，经张说推荐任驾部员外郎，掌管舆辇、传乘、邮驿之事。张

说当时不但在政治上居宰相之位，而且是一个有成就的诗

人，在文坛上俨然是一代宗主，尤重词学之士。由于他的吸

引，一批文人学士如张九龄、贺知章、王维、王翰、卢象等常游

其门。祖咏也因张说的“高看”使其得以与张九龄、王翰等名

人的交往，成为张系的“朋党”。

开元十三年，朝廷决定在泰山举办封禅大典，任命张

说为封禅使，具体操办唐玄宗东封泰山大典的事宜。封禅

是国家大事，封禅后按例凡随行官员都晋升一级，并大赦

天下，以示皇恩。张说爱财，用人多带私心。张说多推荐自

己的部属中书省、门下省的吏员和自己亲近的人任代理官

职随从前往。也有人为能得到参加封禅的名额，不惜向张

说行贿。封禅大典结束后，张说命张九龄起草推恩颁赏的

诏令。张九龄对张说推荐的人选觉得有失公允，实行后必

定会引起众人的失望，对张说的声望也会带来损害，于是

建议张说改变这种做法，并提醒他现在纠正还不迟。张说

拒绝采纳这一意见，张九龄只好服从命令，起草诏令。诏令

颁布后，朝廷内外果然一片哗然。张说的女婿郑镒本是九

品小吏，被连升四级，骤迁五品，上下议论纷纷。玄宗追问

此事，他默不作语，有人一语双关地说：“此乃泰山之力

也。”落下了泰山就是老丈人的笑话。之后，人们便把祭坛

旁边的那个石峰叫“丈人峰”，“泰山”便成了“岳父”的专

称。第二年四月，张说罢知政事，失去了宰相职位，不久因

朋党命其致仕，受牵连者多人。

张说最终受到的是命其提前“退休”的致仕处分，受张

系“朋党”牵连的人众多，多为“降职”的贬官处理。张九龄

调出京师担任冀州代理刺史，后改授洪州（南昌）都督，转

授桂州都督，充岭南按察使。终因才能出众成为开元盛世

的最后一位贤相。王维贬为济州司仓参军，张九龄执政后，

擢为右拾遗，次年迁监察御史。唐肃宗乾元年间任尚书右

丞，故世称“王右丞”。王翰因一贬再贬，但官级没降还升，

不是贬任途中去世，张九龄执行必被重用。祖咏却是“免

职”在家闲居，这与他恃才傲物、卓然不群的个性不无关

系。虽然“意尽”的半首制诗“捡漏”得到进仕为官的机会，

终要坏在这个与世事不合的性格，埋下了仕途止于开始的

伏笔。

移家汝州归山林 山庄迎送无白丁

开元十四年（726年）四月，祖咏被免官，回洛阳家中闲
居。同年秋，并州晋阳（今太原）诗人王翰，由正六品驾部员外

郎出任汝州长史，这个正五品的长史是州刺史的佐官，没什

么实权，实为明升暗降的“贬官”。王翰上任途中路过洛阳看

望了祖咏，闲居无事的祖咏就送王翰上任。两个喜爱山水的

诗人自然会相伴游玩汝州的山水名胜。祖咏被汝州秀丽的山

川所吸引，万般烦恼之中祖咏想起了晋代诗人陶渊明的田园

生活。祖咏回洛阳后变卖了家产来到了汝州，在王翰的帮助

下在汝北山中购地建起了自己的汝坟山庄。

祖咏移家至汝州的原因在《汝坟别业》诗中说得很清楚：

“失路农为业，移家到汝坟。独愁常废卷，多病久离群。”但田

园生活让他感受到全新的世界，使自己从困惑中解脱了出

来：“鸟雀垂窗柳，虹霓出涧云。山中无外事，樵唱有时闻。”山

水秀丽的汝州，让他从城市的喧嚣中返了清清和自然，他在

《田家即事》中描述的生活的确能让人陶醉：旧居东皋上，左

右俯荒村。樵路前傍岭，田家遥对门。欢娱始披拂，惬意在郊

原。馀霁荡川雾，新秋仍昼昏。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稼

穑岂云倦，桑麻今正繁。方求静者赏，偶与潜夫论。鸡黍何必

具，吾心知道尊。

王翰家资富饶，性格豪放不羁，“枥多名马，家有妓乐”。

到汝州后仍“旧习不改”。《旧唐书》载其“至郡，日聚英豪，纵

禽击鼓，恣为欢赏，文士祖咏、杜华常在座”。朝廷闻报再改仙

州（今叶县）别驾，仍我行我素。再改州司马，却在赴任途中离

世。

王翰在汝州期间，其官舍和祖咏的“汝坟山庄”成了文友

相聚的平台，王翰调仙州后两人常在两地约友相聚、诗作相

寄。他在《寄王长史》写道：“汝颍俱宿好，往来托层峦。终日何

寂寞，绕篱生蕙兰。”第二年秋天，王翰到汝州山中与文友相

会，祖咏非常高兴，一气呵成了《汝坟秋同仙州王长史翰闻百

舌鸟》百字长诗。

祖咏和王翰在汝州度过了人生最快乐的时光。

王翰离世后虽然少了出手阔绰的朋友，但汝北祖咏的

“别业”仍然是“来往无白丁”山居。

在洛阳任河南府司的卢象专程到汝州看望祖咏。他在

《归汝坟山庄留别卢象》记下了这件事：“淹留岁将晏，久废南

山期。旧业不见弃，还山从此辞。沤麻入南涧，刈麦向东菑。对

酒鸡黍熟，闭门风雪时。非君一延首，谁慰遥相思。”

开元二十八年（740年）秋，王维专程到汝州看望祖咏，
在祖咏的陪同下畅游汝州香积寺（风穴寺），写下了《过香

积寺》的五言律诗：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

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

制毒龙。

苏州嘉兴丘为，累举不第，归山读书数年，于玄宗天宝二

年（743年）进士及第。丘为与祖咏诗风相近，《载酒园诗话又
编》：读丘为、祖咏诗，如坐春风中，令人心旷神怡。一次丘为

赴京会试失败，南归途中至汝州拜会祖咏，临别祖咏作《送丘

为下第》相赠：“沧江一身客，献赋空十年。明主岂能好，今人

谁举贤。国门税征驾，旅食谋归旋。皦日媚春水，绿蘋香客船。

无媒既不达，予亦思归田。”诗中对诗人的才华给予高度肯

定，同时对唐代的举荐风气感发了无奈和浩叹。

“请长缨”边关歌心志 命蹇乖汝山葬诗魂

孔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入仕报国光宗耀祖原本是唐代文人努力追求的方向。唐

代入仕有三条公共途径。一是通过科举考试，二是文士隐居

引起官方的重视称之谓“终南捷径”，三是边关杀敌立功。

祖咏是一位热衷于功名富贵的才子，否则就不会有“日

暮祖侯吟一声，长安竹柏皆枯死”豪言壮语。他移家汝州山林

或许想走“终南捷径”，这在他《汝坟秋同仙州王长史翰闻百

舌鸟》一诗中，以鸟喻人表达了自己昂扬向上的心声：“高飞

凭力致，巧啭任天姿。返覆知而静，间关断若遗。花繁上林路，

霜落汝川湄。且长凌风翮，乘春自有期”。

或许汝州的穷困生活改变了祖咏性格，重出江湖的渴望

与日俱增。祖咏人生最后的 10多年里，他多次走出汝州，南
下渡淮河、过长江，在吴越之地寻觅机会；北上越黄河、登燕

山，直达幽燕腹地，想通过边关的将士出人头地。

在边塞，他亲自见识了壮美的塞北风光，也亲身体验了

戍边战士的生活。他多希望自己能像那些过去的边关名将一

样，能勒石燕然，用武功来成就辉煌人生。一日，面对着蓟门，

祖咏激情澎湃，想象自己疆场立功的情景，当场吟出了《望蓟

门》一诗：

燕台一望客心惊，笳鼓喧喧汉将营。

万里寒光生积雪，三边曙色动危旌。

沙场烽火侵胡月，海畔云山拥蓟城。

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

登上燕台眺望不禁感到震惊，笳鼓喧闹之地原是汉将兵

营。万里积雪笼罩着冷冽的寒光，边塞的曙光映照着旌旗飘

动。战场烽火连天遮掩边塞明月，南渤海北云山拱卫着蓟门

城。少年时虽不像班超投笔从戎，论功名我想学终军自愿请

缨。

《望蓟门》流溢着热血诗人的英雄气概，是祖咏所留的 30
多首诗中唯一的边塞诗。后人将这首诗与王翰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征战几人回？”比肩，讲王翰《凉州词》多提到《望蓟门》。

《望蓟门》《凉州词》均选入中小学教材之中，为祖咏赢得

了十大豪迈边塞诗的美誉。与《凉州词》相比，《望蓟门》还凝

化了一个激励热血青年杀敌报国的三字成语“请长缨”，这是

王翰、祖咏均没想到的。

苍天终没有再给祖咏拜将封侯的机会，他移居汝州后的

人生“突围”均以失败而告终，最后不得不带病回到他的汝坟

山庄，直至终老。

史家逸其行事 人间班班有文

唐代开国约百年之后，迎来了唐诗的黄金时代———盛

唐之音。女作家苏雪林在《唐诗概论》指出,盛唐时期“作品

里反射的只是青春的光热，生命的歌颂，自然的美丽，祖国

的庄严，什么人生的悲哀，社会的痛苦，永远不会到他们心

上”。

纵观祖咏 30多首诗作，除《望蓟门》为七言边寨诗外，
全部为五言诗，山水田园诗和交友诗各占一半，其交友诗

中多有山水田园的模写，整体仍属田园诗风。翁方纲《石洲

诗话》卷一日：“丘庶子为、祖员外咏，则右丞之先声也。”对

丘为和祖咏的山水田园诗先于王维的评价。

“新旧唐诗史”均没为祖咏立传，但欧阳修在《新唐史·

文艺志》序中对他评价很高，并称祖咏与韦应物、沈亚之、

阎防、薛能、郑谷等人，“皆班班有文在人间，史家逸其行

事，故弗得而述云”。

唐代选评家殷瑶所选唐诗《河岳英灵集》是公认为卓

有成就、特色鲜明的选本。选录祖咏《游苏氏别业》《清明宴

司勋刘郎中别业》《宿陈留李少府揆厅作》《终南望馀雪作》

和《古意二首》共 6首。
唐国子进士芮挺章撰《国秀集》三卷，集李峤至祖咏诗

220首，收录祖咏《蓟门别业》《望蓟门》二首。
唐人姚合《极玄集》收录祖咏《留别卢象》《兰峰赠张九

皋》《苏氏别业》《夕次圃田店》和《题韩少府水亭》等 5首。
晚唐韦庄承继姚合《极玄集》而选编《又玄集》三卷，再录祖

咏《苏氏别业》一首。

唐李肇的《唐国史补》称“诙谐自贺知章，轻薄自祖

咏。”

后蜀韦毅编选的《才调集》，选唐人选诗 1000首，有祖
咏的《七夕》：“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

捧金盘。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

看。”

宋李防等人承旨编撰《文苑英华》，录祖咏诗歌《终南

望馀雪》《七夕》《观华岳》《中峰居喜见苗发》《泊扬子津》

《扈从御宿池》《宴吴王宅》《清川口宴张郎中别业》《宿陈留

李少府揆厅》等 9首。
《千家诗》是唐诗的普及读本，宋谢枋得编选，录有祖

咏《苏氏别业》《江南旅情》。

宋洪迈编集的《万首唐人绝句》一百卷，其编选宗旨是

为了“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同《千家诗》类同。选录祖

咏《终南望馀雪》。

宋代赵师秀编选的《众妙集》选录唐代五七言律诗，录

祖咏诗《苏氏别业》《兰峰赠张九皋》。

元代诗论家方回编选的《瀛奎律髓》兼选唐宋二代之

诗，录有祖咏《题远公经台》。

元代杨士弘积十年之力编成《唐音》一书，选录有祖咏

五言律诗 4首：《题韩少府水亭》《苏氏别业》《留别卢象》
《江南旅请》。

明初高棅的《唐诗品汇》首开明人诗宗盛唐的风气，以

诗体编排诗篇，录有祖咏《夕次圃田店》《田家即事》《古意》

《终南望馀雪》《江南旅情》《泊扬子岸》《泗上冯使君南楼

作》《留别卢象》《题韩少府水亭》《苏武别业》《宿陈留李少

府宅》《扈从御宿池》《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家园夜坐

寄郭微》《望蓟门》。

晚明文学思潮影响下的重要唐诗选本《唐诗镜》，是陆

时雍所选，录祖咏诗六首：《苏氏别业》《题韩少府水亭》、

《江南旅情》《泊扬子津》《望蓟门》和《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

业》。

清人王士稹《唐贤三昧集》选录祖咏诗歌 9首：《归汝
坟山庄留别卢象》《夕次圃田店》《田家即事》《长乐驿留别

卢象裴总》《苏氏别业》《题韩少府水亭》《望蓟门》《家园夜

坐寄郭微》和《终南望余雪》。

乾隆《御选唐诗》录祖咏诗 6首:《苏氏别业》《过郑曲》
《泊杨子岸》《题韩少府水亭》《清明宴司勋刘郎中别业》《终

南望余雪》

清《唐诗三百首》“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俾

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较《千家诗》不远胜耶！”选有祖

咏《望蓟门》《终南望馀雪》。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生张春荣是较早系统研究祖咏的

学者，借他的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两唐书中惜无传，盛唐诗留才子名。

科考场上留佳话，恣为欢赏为知音。

漫游山川壮情怀，心系魏阙建功业。

进退穷达且随它，流落不偶亦风流。

（作者系汝州市融媒体中心主任编辑，汝州市炎黄文

化研究会会长，出版有《汝瓷的前世今生》《风穴寺探秘》

《汝文化简论》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