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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黄石地区行旅诗文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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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摘 要】：有宋一代,以苏轼、苏辙、王十朋、陆游为代表的黄石地区行旅诗文,承载了兄弟之情,感伤之情,爱

国之心。体现了平淡、恬静、苍凉的风貌,抒发了羁旅的愁绪,归隐的无奈,展现了内心的孤寂,旷达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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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行旅诗文,主要是诗人们在客居他乡,及行旅途中所见所感的诗文。反映出诗人们羁旅异乡的艰难、漂泊无定的辛苦,并引发

诗人们对亲人的思念,故乡的思归,对自我人生处境的感慨。古人的行旅诗,大部分与他们的仕宦经历有关。宋代黄石地区(今大

冶市和阳新县)隶属兴国军。太平兴国二年(977),以永兴县置永兴军,太平兴国三年(978),改永兴军名兴国军,隶江南西道,领永

兴县、通山县(今咸宁)、大冶县 3 县。崇宁元年(1103),属江西路。当时黄石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风景秀丽。诗

人们由于多种原因途径或游历此地,留下了不少行旅诗。学界对此涉及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笔者不少论述的空间。本文依据

《苏轼集》、《栾城集》、《梅溪集》、《剑南诗稿》,以宋代苏轼、王十朋等诗人,在黄石地区所做的行旅诗文为切入点,通过重新挖

掘资料,探讨诗人们的人生所感,以及诗中所体现的人文情怀。 

一、北宋黄石地区行旅诗文 

北宋黄石地区行旅诗文,以苏轼、苏辙最具有代表性。元丰三年(1080)正月,苏轼被贬黄州作团练副使。在此期间,他游历长

江两岸的鄂州、浠水、大冶、阳新等县,留下了不少诗篇。这其中就有几首在今黄石地区所做的行旅诗。 

如夜宿阳新农家,留诗作《自兴国往筠宿石田驿南二十五里野人舍》,诗云:“溪上青山三百迭,快马轻衫来一抹。倚山修竹

有人家,横道清泉知我渴。芒鞋竹杖自轻软,蒲荐松床亦香滑。夜深风露满中庭,惟见孤萤自开阖。”[1]诗的大意是说,诗人穿着轻

衫,骑着快马,在群山中一闪而过。看到山前竹林里有一户人家,一条河从门前流过。进入屋内,眼见有芒鞋竹杖供人使用,还有蒲

草做的 

席子和松制的木床。夜深之际,竹林里水汽充盈,只看见进出孤独的萤火虫,进进出出的忙碌着。诗的首联,作者用夸张的手

法,传达出愉悦的心情;颔联写出野人舍室外的的特点,修竹倚山和清泉横道;颈联着重写了芒鞋竹杖和蒲荐松床;尾联以孤萤夜

深自开阖,衬托幽静的山居环境。诗人通过描写这些景致,表达出自己喜爱清幽的环境以及旷达的心情;同时作者以孤萤自比,表

达出内心的孤寂。 

又如元丰五年(1082)五月,诗人在阳新桃花寺喝桃花茶时,写了五言诗《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曰:“周诗记苦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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茗饮出近世。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庶将通

有无,农末不相戾。春来冻地裂,紫笋森已锐。牛羊烦诃叱,筐筥未敢睨。江南老道人,齿发日夜逝。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2]

诗中诗人要极力展示自己种茶的本事。以及表达自己对桃花茶的赞美之情,“初缘厌粱肉,假此雪昏滞。”同时诗人向往淡泊恬

静的田园生活,“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自己愿意“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蓺。”亲自种茶。等到茶叶成熟的时候,“他年

雪堂品,空记桃花裔。”字里行间无不透露诗人渴望像陶渊明那样,不受约束,亲自躬耕的自由生活。在回忆清新淡雅的茶香中,

诗人挥毫泼墨,将自己的人文情怀融入其间,在字里行间建构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 

再如元丰七年(1084)四月,诗人沿长江而下,在途中作《浣溪沙·渔父》词曰:“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

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3]上阙描写了黄州、黄石长江两岸的山光水色和田园风光。

由三幅画面构成:“西塞山”配上“白鹭飞”,“散花洲”配上“片帆微”,“桃花流水”配上“鳜鱼肥”。静中有动,动中有静。

展现出一种素雅恬淡的场景。下阙首先勾画了一个典型的渔翁形象,同时描绘了乐而忘归的田园生活。诗人采用青箬笠、绿蓑衣

与白雨的色调相配,烘托出此时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追求超然自由的隐士生活。全词以黄州、黄石特有的自然风光为依托,所

表现的不是一般自然景物,而是属于诗人此时此地特有的幽居生活乐趣。全词色彩鲜明,初看也只是一幅风景画而已。原来在这

青山绿水中,还有一位超脱名利的渔父,诗人把自己融化在大自然中,自乐其乐。 

从以上诗词来看,这一时期苏轼的诗文,在内容上多转向大自然、咏物言情、记游写景、转向人生体悟。题材上则将侧重点

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在风格上空灵隽永、朴质清淡。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与乌台诗案之

前,大气磅礴、豪放奔腾;积极仕进的心态,截然相反。 

除苏轼外,其弟苏辙也在黄石地区留有行旅诗作。元丰三年(1080),苏辙沿江而上探望其兄苏轼,在兴国军的佛池口(今黄石

阳新县富池镇)遇长江风浪,作《佛池口遇风雨》,诗云:“长江五月多风暴,欲行先看风日好。此风忽作东南来,阴云如涌拨不开。

惊雷往还转车毂,狂波低昂起坑谷。中流一叶那复持,卷舒已付天公知。解帆转柁不容语,佛池口中幸可住。须臾急雨变昏霾,柁

师喜贺风已回。澄溪不动萦白练,老木苍崖蔚葱蒨。系舟茅屋得青蔬,试问钓船还有鱼。开樽引满向妻子,明日复行未须怖。阴阳

开阖良等闲,扁舟谁令乘险艰。”[4]这首诗借江行遇风、狂波涌动的气势,喻示着诗人宦海浮沉中的险恶难测,祸福不定,但诗的末

尾,借山水之景来表达作者旷达自遣,养炼心性的心境,从容地毅然战胜的现实忧患与之坦然承受。当时是为五月,“须臾急雨变

昏霾,柁师喜贺风已回。”虽然在这里遇上了风雨。但是苏辙丝毫没有贬谪之人的沮丧之情。“开樽引满向妻子,明日复行未须

怖。” 

苏辙诗中总是存在着一种人生感唱。作者往往将自己的幽怀、遭遇,甚至疾病与即目所见之景、即时所遇之事联系起来。诗

人行旅中的山水景物,一方面加剧了宦游倦累的漂泊感,引发游子浓烈的乡愁;另一方面,又以其清静自然的审美属性,给予诗人

心灵安慰和价值补偿,提供归宿的精神家园。 

诗人辞别佛池口,再前进就是磁湖,黄州近在眼前。可是天公不作美,在这里又遇上了风雨。苏辙在磁湖滞留二日,作《舟次

磁湖以风浪留二日不得进子瞻以诗见寄作二篇答之前篇自赋后篇次韵》寄子瞻。诗云:“惭愧江淮南北风,扁舟千里得相从。黄

州不到六十里,白浪俄生百万重。自笑一生浑类此,可怜万事不由侬。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西归犹未有菟裘,拟就

南迁买一丘。舟楫自能通蜀道,林泉真欲老黄州。鱼多钓户应容贳,酒熟邻翁便可留。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4]诗

的大意是说,风雨浪涛相阻隔,万事不由人,而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必然靠向的港湾,风浪太大,我的身躯无法抵达,先让我的魂魄

飞去,与你对床听雨。此情此景,真是感人。以“风雨对床”指兄弟久别重逢,共处一室倾心交谈的欢乐之情。此即写途中过磁湖

之事,由浪阻行程而联想到自己的仕宦,这就是对身边事物进行审美观照。将自身的怀抱、情感、身世与眼前事物相结合。 

这是苏辙第一次受打击,在仕途上。在此期间,苏辙创作了大量山水行旅诗,表现出诗人贬谪所带来的政治失意和人生逆境。

同时也表现出诗人旷达挺立,以理自遣,傲视忧患、道足胸怀的刚健人格和精神。诗人一路游踪,或借山水之行,表达仕宦的倦累

与无奈,以及对自我命运的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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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宋黄石地区行旅诗文 

南宋黄石地区行旅诗文,以王十朋、陆游的诗文最具代表性。隆兴三年(1165)七月,王十朋官场失意,溯江而上,途经兴国军

(今黄石地区)大冶境内时,暴雨滂沱,江上波涛汹涌,自己的行船被阻,留宿县驿,作《遇雨两宿县驿》,诗曰:“绝巘笙箫断,邻州

鼓角闻。江淮两岸雨,吴楚一天云。有驿聊堪憩,无尊亦自欣。西山逢老宿,往事说三分。”[6]第二天过还地桥时,又作《宿大冶县》,

诗曰:“隔岸呼舟子,湖光日欲曛。人家数点火,风物一川云。小渡渔人占,中流县界分。秋深山驿冷,萧瑟夜深闻。”[6]三天后,

王十朋漫步江岸,见山川秀丽,风光迷人。心甚爱之,于是作《至兴国军》,诗曰:“一宿真如饮渫泉,钟声催上渡头船。夜来一雨

湖光好,拟把穷愁洗富川。近涵州郭远连天,明月清风不计钱。欲比西湖及西子,品题须唤旧苏仙。”[6] 

从这三首诗,可以看出,在王十朋的笔下,行旅途中所见的山水景物,融入了诗人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体现了理想志趣、人生

体验等,展示出诗人宽阔、真率的精神世界。 

之后,诗人在永兴、大冶知县和当地文士的盛情挽留之下,留住兴国多日,遍游名胜,所游之地多有题咏。如在铁山,诗人看过

岳飞冶铸之地,又到宋高祖刘裕庙凭吊,慨叹今日中原沦陷,作《铁山宋高祖庙》,诗曰:“规模仍旧宋乾坤,遗恨于今失所真。庙

食铁山精爽在,铸兵思欲定中原。”[6]这首诗体现出王十朋以收复河山为己任,为国献身的崇高精神。刘裕具有卓越的军事能力,

他成功的北伐,激励着诗人。当看到宋武帝庙景象,王十朋颇有怀古伤今之意,他多么希望再有宋武帝这样的人物,来平定中原。 

如在东方山,王十朋瞻仰东方朔遗迹,到弘化禅寺焚香礼佛,作《东方寺》诗曰:“大冶迢迢接武昌,西征逾月到东方。白莲智

印蟠桃朔,仙佛同归一道场。”
[6]
东方山相传是东方朔,在此结庐,采药炼丹,布施于民,因而得名。唐高僧智印大师在此开辟道场,

建弘化禅寺,普渡众生。这首诗借用两个历史人物,表达自己坚定抗金决心,渴望统一的感慨,也流露着浓郁的乡土之情。 

随后下山过真如寺,作《宿真如寺》诗曰:“迢迢修岭踏朱红,溪谷深藏古梵宫。一阁摩云锁宸翰,神光长照大江东。白帝孤

城在何许,遥想西风急砧杵。我行初至渫泉山,御书阁下眠秋雨。”[6]后游历永兴,山川俊秀,碧水轻灵,别有洞天,王十朋叹为“兴

国江山似杭之西湖”,欣然作《题谋野堂》,诗曰:“满目江山富一堂,公余身在水云乡。遥岑更作有无色,西子为谁浓淡妆。荷有

香能凝燕寝,缨无尘可濯沧浪。使君坐此谋何事,境静心清百虑忘。”[6]途中又作《瑞昌永兴道中作》,其一:“蜀道青天手可摩,

肩舆从此上危坡。永城朝过日方永,多佛夜眠僧不多。”[6]其二:“冈畔泥深愁欲雨,渡头舟小喜无波。青山满眼森乔木,正为游人

少斧柯。”[6]兴国知军是王十朋好友,早已到怀坡桥迎接。王十朋感激友人深情厚意,作《题怀坡阁赠王景文国正》,诗曰:“穷途

喜见富川波,已觉兹行所得多,杭颖西湖堪鼎足,兼怀六一与东坡。眼中十里是烟波,天遣江山助子多。自是玉堂挥翰手,不应此处

久怀坡。”[6] 

这几首诗,诗人运用借景抒情、寓情于事、虚实结合、渲染烘托的手法。描绘出对秀美祖国山河的热爱。如“一阁摩云锁宸

翰,神光长照大江东。”“满目江山富一堂,公余身在水云乡。”诗人喜欢游览,勤于作诗描摹山川。“蜀道青天手可摩,肩舆从

此上危坡。”“青山满眼森乔木,正为游人少斧柯。”在诗人的行程中,始终伴随着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思乡之情浓厚。“我行

初至渫泉山,御书阁下眠秋雨。”“永城朝过日方永,多佛夜眠僧不多。”同时,诗人一直不忘忠心为国。“白帝孤城在何许,遥

想西风急砧杵。”“杭颖西湖堪鼎足,兼怀六一与东坡。” 

除王十朋外,陆游也在黄石留有行旅诗作。乾道六年(1170),陆游从故乡启程,乘舟逆江入蜀赴任。八月十三日,陆游途经阳

新富池口。就携祭品参拜,瞻仰甘宁神像。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邀陆游至其幕中任参议官。淳熙五年(1178)春,陆游离蜀东归,

再度经过富池,又进甘宁庙祭奠,作《祭富池神文》曰:“某去国八年,浮家万里。徒慕古人之大节,每遭天下之至穷。登揽江山,

徘徊祠宇。九原孰起,孤涕无从。虽薄奠之不丰,冀英魂之来举。”[16]大意是说,离京八年,自己远离故土,四处漂泊,空自仰慕古

人高尚的节操,每每陷入窘迫之地。登高望远,江山尽收眼底。浮想联翩,在富神池庙前徘徊。我孤独地悲泣,谁能使死去的英雄

复生,没有可以跟随的人。希望英雄的英魂前来享用,自己微薄的祭品。通过缅怀古代英雄,诗人慨叹自己壮志难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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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剑南诗稿·排闷》诗曰:“西塞山前吹笛声,曲终已过雒阳城。君能洗尽世间念,何处楼台无月明。”[17]笛声在西塞山

前吹起,一曲方终已经进入下游,说明极言行舟之疾速。这是诗人回忆当年乘船出蜀,路过黄石长江段的情形。人生过得飞快,排

除那些功利俗念,就会天高地阔,无往而不适,处处楼台都有月明,人生道路更加宽广。 

三、宋代黄石地区行旅诗文特点 

行旅诗文所写的内容,无非是诗人在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抒发诗人自己的思乡思亲之情。由于仕途的失意,诗人们

长期客居在外,滞留他乡,漂泊异地。在被贬赴任途中,游历名山大川或探亲访友。通过诗文抒发自己绵绵的乡愁,对家乡亲人无

尽的思念和郁郁不得志之情。以及抒发自己内心的孤独、凄凉。反映出诗人独居它乡,不得重用,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寂寞、愤

慨之情。它往往表达出羁旅行役宦游的艰苦。有宋一代,以苏轼、苏辙、王十朋、陆游为代表的黄石地区行旅诗文,充分反映出

以下几个特点: 

1、仕途失意的无奈。 

据上述所言,我们不难看出,在古代中国社会,追求功名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好体现。诗人们具有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

最终由于社会现实和官场黑暗无法实现。诗人们只能借沿途的所见所闻,寄情于景,寄情于诗,来抒发自己的感情。如苏轼“夜深

风露满中庭,惟见孤萤自开阖。”“他年雪堂品,空记桃花裔。”如苏辙“阴阳开阖良等闲,扁舟谁令乘险艰。”“自笑一生浑类

此,可怜万事不由侬。”“从此莫言身外事,功名毕竟不如休。”如王十朋“西山逢老宿,往事说三分。”“秋深山驿冷,萧瑟夜

深闻。”“使君坐此谋何事,境静心清百虑忘。”“眼中十里是烟波,天遣江山助子多。”如陆游“君能洗尽世间念,何处楼台无

月明。”表现出诗人们一腔的热忱抱负,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感。 

2、向往归隐的生活。 

古代士人在积极仕途的同时,也有一种远离尘世,远离纷争,归隐避世,过着田园生活的情怀。特别是自己在官场失意,理想难

以实现的情况下,这种情感尤为突出。这在宋代黄石地区的行旅诗文中都有所表达。如苏轼“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

地闲,更乞茶子蓺。”反映诗人被贬之后,向往陶渊明那样,亲自躬耕,不受约束的田园生活。如王十朋“欲比西湖及西子,品题须

唤旧苏仙。”“我行初至渫泉山,御书阁下眠秋雨。”表现出诗人在行旅途中的寂寞忧思之情,又把这种情感转化为对山林的向

往。 

3、壮志报国的无望。 

在宋代黄石地区的行旅诗文中,诗人们或者直白,或者含蓄,表达自己慷慨激昂的爱国情感和壮志未酬的悲愤。王十朋、陆游

所处的时代,正值宋室南渡,偏安东南一隅,主战派与主和派此消彼长。 

王十朋自少年时,就怀有忠心报国之志。在政治上他反对和议,坚决抗战,主张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如前述“大冶迢迢接武

昌,西征逾月到东方。”“白莲智印蟠桃朔,仙佛同归一道场。”通过品评历史人物,表达坚决抗战的政治主张,突出爱国主义精

神。看到宋武帝庙景象,王十朋颇有怀古伤今之意,他多么希望当今能再有宋武帝这样的人物来平定中原。“庙食铁山精爽在,铸

兵思欲定中原。”不过对宋武帝最终失败,让王十朋深感遗憾。陆游年轻时,就以慷慨报国为己任,把消灭入侵的敌人、收复沦陷

的国土,当作人生第一要旨,但是他的抗敌理想屡屡受挫。于是他的大量诗歌,既表现了昂扬的斗志,也倾诉了深沉的悲愤之情。

如前述“九原孰起,孤涕无从。虽薄奠之不丰,冀英魂之来举。”诗人一心报国却壮志难酬,昂扬豪壮中带着苍凉悲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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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士人们由于各种原因,长期客居在外,滞留他乡,用诗文的形式反映自己漂泊异地,在被贬赴任途中,游历名山大

川,探亲访友的所见所感。宋代黄石地区行旅诗文,抒发了诗人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以及对自己处境的伤感愤慨。同时,也表达

出诗人们平淡、恬静、凄凉、孤寂的心境。反映出诗人们,仕途失意的无奈,向往归隐的生活,壮志报国的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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