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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东都（西京）留守录”之晏殊

学生欧阳修
写诗讽刺他

学生范仲淹陪他欢饮

洛洛河河 学 堂

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崇
尚老子和庄子的一种思潮，为这一时
期的主流思想。

魏晋玄学出现的背景，一是东汉
末年社会危机尖锐，意识形态上占主
导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二是长
期战乱和政治腐败，使得统治阶级中
不少人意志消沉，不愿面对现实，转而
到玄虚淡泊中寻求精神寄托。

曹魏的首都是洛阳，西晋的首都
是洛阳，洛阳自然就成了魏晋玄学的
产生地和兴盛地。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有何晏、王
弼等。

何晏，三国时曹魏大臣，南阳人，
他崇尚清谈，是魏晋玄学的创始者之
一。他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
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

《资治通鉴》的一段记载，或许能
加深我们对这位魏晋玄学“领军人物”
的了解：“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
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
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
虚无……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
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

可惜，你说你玩玄学就玩玄学，尚
清谈就尚清谈，专一弄这些“虚”就行
了，何晏偏不，除了“虚”，他还搞

“实”。他积极参与政治，投靠大将军
曹爽，依仗曹爽权势，在首都洛阳的政
治舞台上专权擅政，威风八面。后来，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何晏和曹
爽被诛灭三族。

王弼，曹魏时期山阳（在今焦作）
人，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

《世说新语》中记载，何晏任尚书
时，家里清谈的宾客常常满座，20岁不
到已名声震动洛阳的王弼去见何晏，
何晏把大家刚刚辩论的精妙玄理告诉
他，说：“这些内容玄之又玄，你能加以
反驳吗？”王弼滔滔不绝，满座理屈词
穷，哑口无言。

何晏看重王弼，想让他做黄门侍
郎，但曹爽轻视王弼，最后只给他了个
台郎。就这，曹爽被杀后，王弼仍受到
牵连，官职被免，几个月后得病身亡，
年仅24岁。

魏晋玄学
□记者 陈旭照

富弼也是晏殊抬举的人才，
而且，除了师生之谊，两人还有翁
婿之情。

《宋史》中载：“（富弼）少笃
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曰：

‘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
殊，殊妻以女。”

范仲淹见富弼是个人才，就
将他推荐给了王曾和晏殊，晏殊
将自己女儿嫁给了富弼。

富弼找了个好老丈人，可他
对老丈人的感觉并不好。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辽
兵压境，遣使者向宋求“关南十县
之地”，富弼受命出使辽国。行到
半路，他忽然对副手说：“我身为
国使却没看国书，万一临行前政
府的口头授意跟国书所写不一
样，谈判时我不就死定了？”

于是，他打开国书，果然，上
面所写跟口头授意不一样。

富弼打马回京，面见仁宗，表
达气愤。仁宗问宰相吕夷简咋回
事，“夷简从容袖其书曰：‘恐是
误，当令改定。’”

吕夷简的从容让富弼更加气
愤，“益辩论不平”。仁宗无奈，又

问晏殊：“这到底是咋回事？”晏殊
替吕夷简打圆场：“夷简决不肯为
此，真恐误耳。”

富弼已怒不可遏：“晏殊
奸邪，跟吕夷简沆瀣一气欺骗
陛下！”

晏殊是皇祐五年（公元1053
年）秋到洛阳的，但仅仅不到一
年，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的六
月，他便因病回到开封，于次年正
月去世。

可能是因为生病，加上时间
短暂，原本文采飞扬的大词人竟
然没为洛阳留下一首叫得响的

“洛阳诗”或“洛阳词”，这不能不
说是一个遗憾。

不过，检阅晏殊诗词，里面居
然有一首写牡丹的《浣溪沙》，不
管是不是在洛阳所写，只要跟牡
丹有关，就让人有一种亲切感，值
得一录。

“三月和风满上林，牡丹妖艳
直千金，恼人天气又春阴。为我
转回红脸面，向谁分付紫檀心。
有情须殢滞（tì）酒杯深。”

“为我转回红脸面，向谁分付
紫檀心。”这相思，写绝了！

是的，今天咱们要讲
的晏殊就是北宋大词人
晏殊。“一曲新词酒一杯，
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
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
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一首《浣溪沙》，让多少人
心驰神往。

晏殊，北宋抚州人，
文学家，政治家，皇祐五
年（公元1053年）秋到洛
阳任西京留守。

晏殊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是一次
贬官，这次贬官，史载与欧阳修有关。

晏殊与欧阳修是师生关系，天圣
八年（公元1030年），欧阳修参加礼
部考试并得了第一，欣赏他的主考官
就是晏殊。

宋代笔记小说《侯鲭录》中载：
“晏元献公作相（晏殊庆历年间为宰
相，死后谥号‘元献’），因雪设客，如
欧阳文忠公辈在坐。时西方用兵，欧
公有诗云：‘可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
万屯边兵。’”

当时西夏正侵扰宋境，欧阳修看
不惯老师的做派，你身为“国防部部
长”（枢密使），不顾前方战事紧张、士
兵辛苦，居然在家饮酒作乐！

据说晏殊很生气：“唐裴度作相，
亦曾邀文士饮，如退之（即韩愈）但作
诗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几
曾如此合闹？”他认为欧阳修在胡闹。

对胡闹的欧阳修，晏殊反感，想
将他外放，但遭到谏官反对，他们上
书皇帝，历数晏殊种种不是，强烈要
求把欧阳修留在京城。

于是晏殊宰相之职被免，加上诸
多原因，先后“知颍州”“徙陈州”“徙
许州”“知永兴军”，最后来到了洛阳。

是不是觉得晏殊度量小、不
容人？实际上，他是历史上有名
的“伯乐”，非常善于发现人才、重
用人才，至于对欧阳修的反感，更
多是因为性格不合、政见不同。

《宋史》中载：“殊平居好贤，
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
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
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
台阁，多一时之贤。”

叶梦得《石林燕语》拿范仲淹
做例子。晏殊做枢密使时，推荐
尚在地方的范仲淹进京做了秘阁

校勘，后来他做了宰相，范仲淹又
被提升为副宰相。

范仲淹对晏殊很尊敬。
“范文正公以晏元献荐入馆，

终身以门生事之。”《石林燕语》中
记载，庆历年间，晏殊被免去宰相
职位，到陈州做官，其时范仲淹也
因为“庆历新政”遭到阻挠，自己
请求外放到邓州任职。

经过陈州，范仲淹特意陪晏
殊“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
皆称门生”，临别又作诗一首，表
达了对晏殊的深深敬爱。

女婿富弼骂他奸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