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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日常

相比于唐诗的豪迈、激动、悲凉，宋诗则注重日常生活的平淡

感情。学者吕正惠表示，宋诗的日常生活性就表现在其对题材的一

视同仁。这在舟山的宋诗中也有体现，吟咏仕宦、教学、交游诸多方

面，所描写的范围几乎涵盖日常生活。

1.仕宦

舟山自唐朝始设翁山县治，中间一度废建制，直至北宋神宗时

期复立县制并赐名“昌国”。于两宋时期士人而言，舟山历史“新”、

管理“难”，在诗歌创作上就表现为自觉且明显的历史意识，往往借

由诗歌记录当时的社会现状或者个人的为官感受。

舟山从古至今，是我国海盐的重要出产地。因此，舟山即使在

未恢复县治时，盐税也未曾停止过收缴，给盐户带来了深重的负

担。试看柳永《鬻海歌》：

鬻海之民何所营钥 妇无蚕织夫无耕遥
衣食之源太寥落袁牢盆鬻就汝输征遥
年年春夏潮盈浦袁潮退刮泥成岛屿遥
风干日曝咸味加袁始灌潮波塯成卤遥
卤浓咸淡未得闲袁采樵深入无穷山遥
豹踪虎迹不敢避袁朝阳出去夕阳还遥
船载肩擎未遑歇袁投入巨灶炎炎热遥
晨烧暮烁堆积高袁才得波涛变成雪遥
自从潴卤至飞霜袁无非假贷充糇粮遥
秤入官中得微值袁一缗往往十缗偿遥
周而复始无休息袁官租未了私租逼遥
驱妻逐子课工程袁虽作人形俱菜色遥
鬻海之民何苦辛袁安得母富子不贫钥

《鬻海歌》是柳永为数不多且流传至今的诗歌作品，题下原注：

“悯亭户也，为晓峰盐场官作。”亭户，即盐户。柳永自景祐元年

（1034）释褐为官，先后任余杭县令、晓峰盐监、泗州判官。九年三

任，所至皆有政绩。按宋制理应磨勘改官，最后竟未成行。据此推

测，《鬻海歌》的创作时间当在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三年（1043）

间。鉴于此，有学者推测，柳永是因此诗得祸才导致仕途失意。国泰

但民不安，对于当权者来说，是莫大的讽刺。柳永在这一首诗中屡

次三番地强调海边盐民不得休息，极力渲染他们的辛苦，无异于在

揭人伤疤、打人耳光。但全诗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既反映出了海边

盐民的艰辛生活，又从个体上升到家庭复上升到社会的高度，以小

见大、卒章显志，体现出一个为民请命的父母官的操守和信仰。在

全诗的最后六句，他说：

本朝一物不失所袁愿广皇仁到海滨遥
甲兵净洗征输辍袁君有余财罢盐铁遥
太平相业尔惟盐袁化作夏商周时节遥

可见柳永把写这首诗当作一种特殊的“谏书”，以诗歌来表达

政治见解：先是描绘现实希望君主施行仁政；次谈及政策希望去甲

兵存余财罢盐铁税；最后寄希望于宰相尽力辅佐帝王、审慎协调各

方权益并妥善处理各种情况。三方一齐用力，就有望实现夏商周三

代而治的盛世。柳永的这种态度，与白居易“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

作动机是一脉相承的。《鬻海歌》无论从内容、主旨，还是从技巧、形

式上都属于上乘，引得钱仲书称誉其和王冕《伤亭户》是宋、元两代

“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

王安石在盐税方面也有相似的诗歌，即《收盐》：

州家飞符来比栉袁海中收盐今复密遥
穷囚破屋正嗟郗袁吏兵操舟去复出遥
海中诸岛古不毛袁岛夷为生今独劳遥
不煎海水饿死耳袁谁肯坐守无亡逃遥
尔来贼盗往往有袁劫杀贾客沉其艘遥
一民之生重天下袁君子忍与争秋毫钥

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就任鄞县县令，因公事所需曾出海收

盐。据《宋史》记载：“宋自削平诸国，天下盐利皆归县官。”北宋初年

财政空虚，政府的财赋集权步伐明显加快，其中重要措施之一就是

推动茶盐引法，将专卖收归中央。王安石作为一县县令，收盐是其

职责之一，因而有机会目睹“吏兵”的执行过程。海中岛夷生计艰

难，只能依靠“煎海水”来维持温饱，希望“君子”能够以民为重。这

种睹民生而生怜悯的感情和柳永的《鬻海歌》类似。不同在于，柳永

是站在盐户的视角写出煮盐全过程的艰苦，王安石则是身为州家

的立场写了收盐的辛酸。虽然篇幅不及柳永，但王安石悲悯的情

绪，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王安石在入朝担任参知政事，即向宋神

宗奏请在舟山重置县治。追溯因果，王安石的这次“收盐”行对于他

日后的奏请有着重要的影响。

宋代的县分为十等，每三年升降一次县等。宋神宗复县昌国之

初，昌国属下县，人口不满1000户。南宋绍兴年间，昌国县升为望

等；“至元十五年（1278），以昌国升州”。也就是说，在不到100年的

时间里，昌国人口增长8倍以上，从中可知其政治地位在不断攀升。

这样快速的攀升，除了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及政策的扶持以外，也离

不开历任昌国县令的积极作为。每一任昌国县令都抱着实现县名

之“意”的强烈使命感。淳熙十五年（1188），王阮以承议郎知昌国县

事。《昌国偶成》即作于三年任职期间，诗云：

诸邑皆山可夜驰袁海中昌国力难施遥

昌国立于海岛之上，交通不便，信息滞后，其他县山连山，政令

可以连夜传递，昌国却无这一优势，推行政令和执行工作时都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阻碍。

风潮阻渡连天地袁期会申严限日时遥

这两句说，狂风和怒潮阻碍着人们传达，政令却严格限制了日

期和时间。

愿以老身从此免袁漫将人命逼诸危遥
蛟门山下须臾死袁肉食诸公知不知遥

这四句直抒胸臆、表明己志。最后一句袭用了《左传·庄公十

年》的句子，借“肉食者鄙”的典故规劝在位者眼界要广阔、谋略要

远大，同时也是警醒自己为官爱护百姓。

当然，王阮的重要性并不只是他的诗歌在舟山地方文学史上

所代表的意义。作为地方官，他的贡献在于：到任昌国后，见学宫芜

隘，便慨然重新整修，徙建县南之芙蓉洲。昌国士子从前未有登第

入仕者，自阮建学，文教丕振，魁辅辈出。王阮曾表示：若不为昌国

成就文教，死亦不往他地。此外，他还主持修纂过《昌国县志》。

2.教学

宋代舟山在教育上的重建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复

县起到南宋绍熙四年（1193），为第一阶段。从绍熙四年（1193）起直

至南宋灭亡，为第二阶段。

出于防范兵变的需要，贬抑武人成为宋初的基本方针，其后也

成为宋代家法。贬抑武人，势必擢用文士，这一倾向间接致使北宋

兴学之风盛行，昌国地区也不例外，县令张懿文初建县学。据康熙

《定海县志》载：“惟宋熙宁六年（1073）迨元至正之末，皆立邑校。”

可知，之前此地并无邑校。又载：“自熙宁创邑，至绍熙癸丑，百有二

十载，而应傃登进士第，诗书文物浸盛矣。”设邑校后，经过百年发

展，显现出了可喜的育人效果。

经历靖康之变、衣冠南渡之后，人们更热切地期盼收复国土，

考取功名、跻身庙堂则成为接受度最高的途径，大兴书院成为应时

之举。所以第二阶段的教育工作全国空前热烈。古代舟山的教育事

业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表现在许多曾经出任朝廷高官

的本籍士大夫回乡创建书院、教授子弟。涌现了虹桥书院、翁洲书

院、岱山书院等一批著名书院。尤其是翁洲书院。淳祐九年（1249），

参知政事应亻繇辞官归里，将昔日读书之地改造为书院。经年之后，

遂成规模，理宗御书“翁洲”二字赐之。翁洲书院学风之盛，陈著《送

儿沆赴昌国学录》可见一斑：

来汝沆袁吾语汝院
蓬莱乡袁仙者寓袁汝行岂为求仙故遥
宝陀山袁佛者住袁汝今岂为礼佛去遥
吾闻滃洲好学舍袁兵后弦歌尚存鲁遥

从诗中可知，翁洲书院当时就已经美名远扬，吸引了许多父母

送子远去千里地求学，鄞县人陈著便是其中的一员。翁洲书院之所

以脱颖而出，在于较少受到兵戈的侵袭，并且积极地传授儒家文

化。应亻繇族孙应奎翁在《重修翁洲书院记》中回忆先祖创建翁洲书

院的目的：“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闻清净寂灭之念，而求夫六籍之

学。”翁洲书院对于孔子及其学术十分尊崇，不仅力求肃清诸如道

教、佛教等其他思想、教义的干扰，而且对于经过孔子整理的六部

先秦古籍（《诗》《书》《礼》《易》《乐》《春秋》）也是一门不落地教授学

子。总之，“书院之设，于是不无助于圣教。”

巨鳌拄牢苍壁岛袁长鲸截断红尘路遥
黄公高节懔犹在袁茹侯英标俨如睹遥
芷翁器业国有传袁逸少词章家有谱遥
扶桑日出长精神袁沧溟际天豁襟宇遥
潮水生落见乘除袁风涛澎湃尝敛阻遥

这段文字细致地描绘了翁洲书院所处的地理环境，甚至交代

了送儿子去翁洲书院求学的动机和心理。同时，它也详细地阐述了

翁洲书院的教学优势。让人再一次看到翁洲书院的吸引力：自然环

境、教育资源等都成为它对外招生的亮点。而士子的追捧、诗歌的

赞颂又反过来使得翁洲书院更加知名内外，成为古代舟山地区一

大教育招牌，后来更成为舟山群岛历代书院中历史最长久的书院。

得益于如上各种机遇和人力，南宋成为古代舟山群岛第一个

教育事业发达的时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据《定海厅志》记载，从

绍熙四年（1193）至咸淳九年（1273）80年间，昌国有33人考中进士，

更多次出现了父子、叔侄、兄弟同登金榜的喜事。

3.交游

邓小南在《士人的交游活动》一文中指出：“通过读书、科举、仕

宦、创作、教学、游赏等活动，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结成了多种类型、

不同层次的交游圈，这是当时重要的人际网络。”下文所说的交游，

仅指狭义上的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游赏。随着昌国教育的兴起和

人才的培养，不少文人墨客都前往昌国，或欲有所作为，或与人相

交游，并留下许多诗文。譬如底下两例：

欲冲高浪却沉吟袁酒近瀛洲懒得斟遥
莫道颠风无好意袁为君吹过远归心遥

渊陈瓘叶文饶自京师还袁欲往昌国而风作不可渡袁绝句戏之曳冤

已闻舟楫具袁那得苦留君遥
雨过风霜急袁帆飞雪浪分遥
长途方策足袁暇日正论文遥
功业他年事袁风波岂足云遥

渊陈瓘叶苏文饶往昌国意颇惮之袁送以诗因勉之曳冤

很显然，这两首都是因同一件事有感而发。第一首作于苏文饶

自京师回程、赴昌国前夕送行所作。诗题中说“风作不可渡”。第二

首记文饶再次动身，却因第一回的“颠风”而心有余悸，陈瓘作诗劝

勉。两首诗联系起来看，可知苏文饶“欲冲高浪”、奔赴昌国的原因：

想要成就一番功业。更有意思的是，原本畏惧风波而犹豫前行的

人，在昌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还写诗寄予朋友、分享所见美景，

“百川衮衮到来休，此是人间第一流。鲸鬣为君翻骇浪，兰苕空自满

汀洲。”并表达出相邀之意。于是陈瓘复以诗次韵：“海邦渺渺知何

在？风入高帆顷刻过。何似一樽湖上酒，月明安稳照寒波？”海景壮

美，却不如湖景安稳宜人。虽然陈瓘最终安守家园没有应邀，但从

苏文饶不顾再三受阻也要前往和到达后邀请友人这些举动也可以

看出昌国对于当时想要一展抱负的士人的吸引力。

寺庙禅院等宗教建筑在昌国地区几乎随处可见，且各有各的

特色，成为昌国文人消闲、会见、参悟的好去处。如晏敦复《题梵慧

寺方丈梅》记录了他由赏梅（“桠槛欹檐一古梅”）而悟理（“本性从

来不染埃”）的一次寺庙经历。其他如高九万《昌国县普济寺小亭》、

王阮《宿祖印寺》，无不如此。尤其是王阮《劝农题吉祥寺》：

傍石寻幽径袁穷源得梵城遥
潮声四面合袁山色一团清遥
农合巡门劝袁僧烦倒屣迎遥
明年吾更健袁来伴此中耕遥

内容似乎与吉祥寺本身无甚关联。但是，王阮作为一县之长，

将外出履职的感受题写在寺墙上，并且约定明年倘若自己身体康

健就再来到此处随人耕种，这也证明了寺庙在当时的昌国地区承

担着重要的交际和传播意义。

不仅是这些寺庙公共空间里，我们看到一些山林泽薮、村落海

岸也成了士人交游独处的去处。像昌国县东的泄潭、翁山的海岸，

都是这样的地方。

遐想

与日常类诗歌形成强烈的风格差的，是求仙问道类的诗歌，也

在两宋时期广泛存在于昌国地区。舟山是普遍认知的求仙、礼佛的

圣地。前面提及的《送儿沆赴昌国学录》：“蓬莱乡，仙者寓，汝行岂

为求仙故。宝陀山，佛者住，汝今岂为礼佛去。”以两个“岂为”、充满

担忧的语气告诫孩儿去了昌国之后不要因为求仙、礼佛耽误学业。

但是，这一告诫也从反面证明舟山在宋代时期就已经以求仙、礼佛

之盛而知名。

浓厚的仙佛氛围加之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昌国常常给人一种

缥缈的审美体验。有时，甚至会让人感觉如至桃源、如临仙境。试看

以下几首诗歌：

两山对立石为门袁疑隔桃园旧日村遥
渊陈明可叶石门山曳冤

万顷沧浪终月夜袁更于何处觅天宫遥
渊黄龟年等叶马秦山联句曳冤

这两首虽然出自不同的作者，吟咏的对象也是不同的山，但都

不约而同地将“此地”比作了跨时空的、充满神秘色彩的“彼处”。第

一首中的桃园，即桃源。石门山的地形地貌，让诗人马上想到了《桃

花源记》中的环境描写，地形的相似让诗人疑心脚下之地就是“桃园

旧日村”。第二首则更加大胆奇妙，诗人放言身处之地不是天宫胜似

天宫，无须再费心寻找。经此种种，将昌国镀上了“仙乡”的色彩。

除了“桃源（桃园）”比喻之外，“三山”更是被频繁书写到的对

象。如以下：

明朝归去鹤齐飞袁三山乘缥缈袁海运到天池遥
渊史浩叶临江仙窑题道隆观曳冤

片帆落处是三山袁绝景尘居了不关遥
渊史浩叶次韵范经干昆季<昌国杂咏>曳其三冤

三山月淡白银阙袁九老春闲紫石宫遥
渊王阮叶留别昌国曳其三冤

“三山”即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据《史记·秦始皇本纪》：“齐

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

之。”此后三山的名字，便经常在古代笔记、小说、传奇中出现。关于

“三山”的位置，也有多种说法。《列子·汤问》：“渤海之东，不知几亿

万里……其中有五山焉，……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

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方壶，即方丈也。《汉书》记载：“此三神山

者，其传在渤海中。”又东方朔《海内十洲记》：“瀛洲在东海中，地方

四千里，大抵是对会稽，去西岸七十万里。……洲上多仙家，风俗似

吴人，山川如中国也。”若据此分析，则瀛洲极大可能就是舟山。爬

梳以上诗歌不难发现，“三山”在诗词中频繁出现主要集中在南宋

时期。这与南宋士人历经靖康之变、皇权更替、山河破碎有关，反映

到创作上，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抒发雪耻情节的爱国之

作，另一方面是寻求避世保身的游仙之作。

但也有一些诗人将“三山”作为一种参照来表达“高处不胜寒”

“何似在人间”的感受。马秦山在宋代舟山可以说是一处知名的景

点，不断有文人墨客前往山中游玩，甚至将山中胜景呈之于画图之

上。胡长孺曾题诗于图上：“三岛得见不得到，引船欲过遭回风。仙

圣往来岂荒渺，吾意只与兹山同。”诗中的“三岛”即“三山”。秦始皇

曾派徐福出海求不死药，但过程并不顺利，“未至，望之如云；及到，

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胡长孺诗歌化用

的正是这一典故，以表达自己对马秦山的喜爱。还有人在马秦山中

修行或隐居，前文提及的《马秦山联句》就是一例。据《乾道四明图

经》载：“马秦山有安期洞，耆老相传安期生得道隐此，因以名乡。”

其后常常有禅师、隐士修道于此，这座山的神仙色彩也被日益加

重、固化。

从地理位置上来讲，舟山能够流传出如此多的游仙诗，和它远

离内陆有着直接关联。仙传和经文中常常说“天涯海角某处神奇的

地方拥有不死的力量”，因为这些地方既适合作为人类躲避集权化

的官僚统治、逃离平原之后的藏身之处，又往往被视作为仙或者修

仙者的居住之所。从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来讲，舟山地区的游仙诗

集中在南宋出现，是因为南宋士人经历了靖康之变这样的战乱流

亡，比起北宋士人对于生死有着更深切的感触、对于求仙问道也有

着更迫切的需求。

作者单位：周婷(杭州师范大学) 龚忆梦 (舟山市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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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诗路文化

日常与遐想：宋代舟山诗词中的审美趋向
———以《昌国诗词》为中心

□ 周婷 龚忆梦

两宋时期的舟山诗词，一方面有充满日常细节的记录，一方面又有充满浪漫色彩的遐想。正如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所说，两宋时期的社会环境复杂多

变，既有承平的岁月，也有战乱的时期，繁荣辉煌和艰困忧患交错并存。在这种氛围中，士人群体构成的多元，生活内容的多元，思想意识的多元，艺术品味的多

元，都是当时社会的典型现象。另外，宋诗散文化、才学化、议论化，虽在后世为人诟病，但在当时却是宋人试图突破唐诗藩篱的努力方向。诗歌语言的散文化，带

来诗歌内容的日常化，受这一社会风尚影响，宋代舟山诗歌的一大主题便是描写日常生活。同时，舟山地理位置特殊，海岛缥缈，成为想象神仙的极佳承载地，由

此宋代舟山诗歌产生了另一大主题。

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