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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明哲保身&辨正

邵明珍

摘!要! 欧阳修评价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其中&明哲保身'一词历来被曲解为欧阳修对乃师的批
评!并以此作为对晏殊一生之定评" 而事实上!在欧阳修以及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富贵'&优游'与&明哲保身'一样均无
贬义" &明哲保身'最早出现于.诗经0大雅0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是朱熹充分肯定的一种修养" &明哲保身'
者!不仅要尽心国事!犯言直谏!而且还要大公无私!这与后世理解的所谓圆滑处世#自私自利没有丝毫关系" 以此解读
&明哲保身'一词!才能破除过去对晏殊&居官油滑'等的不当评价!还晏殊以&刚俊'&鲠峭敢言'之本来面目"
关键词! 明哲保身$!褒义$!晏殊$!辨正
作者简介! 邵明珍!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通讯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
路 %UU% 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原对外汉语学院)!邮政编码% "'''U"" 电子邮箱% 3),5/2+5/.*>061.>0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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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晏元献公挽辞三首(%其三'开首谓*
+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 %欧阳修
$#"'其中+明哲保身,一词历来被曲解为欧阳修
对乃师的批评"并以此作为对晏殊一生之定评#
而事实上"在欧阳修以及当时的文化语境里"+富

贵,+优游,与+明哲保身,一样均无贬义#!
一个

有力的佐证是* 若干年后"与欧阳修以+明哲保
身,赞美老师晏殊一样"其得意门生苏轼也同样
以此赞美自己的老师欧阳修*+伏审抗章得谢"释
位言还# 2113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 虽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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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苏轼
#%V&'# 把欧阳修挽词里的+明哲保身,看作对乃
师之批评是明显忽略了此词的原来意义以及当时

语境"其错误不言自明# 因此我们认为"辨明+明
哲保身,一词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真实含
义"对正确评价晏殊及其作品至关重要#

一

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语境中"+明哲保身,作
为褒义词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明哲保身,是指明辨善恶是非"择安
去危$避免祸败以保全其身"而其前提乃是尽心王
事$尽悴事君#

最早出现+明哲保身,一词的是&诗经!大
雅!烝民(# &烝民(乃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赞美
仲山甫的篇章*+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 邦国若
否"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夙夜匪
解"以事一人#,%&四书五经( #T$'在此"尹吉甫
高度赞美了仲山甫优秀的品德和才能# 关于+既
明且哲"以保其身,"唐孔颖达疏曰*+既能明晓善
恶"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择安去危"而保全其
身"不有祸败,%&十三经注疏( &U$'# 可见+明哲
保身,之目的是为了+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其不
辞辛劳$尽心王事乃是前提# 在此前提下"又能明
辨善恶"择安去危"避免祸败#

+明哲,一词则出于&尚书!说命(*+王宅忧"
亮阴三祀# 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
/呜呼6 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 天子惟君万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
%&四书五经( "V#'孔颖达疏*+知事则为明智"明
智则能制作法则#,%&尚书正义( %U&'儒家以+中
庸,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而+明哲保身,则是后
世普遍尊奉的处世原则# &中庸( %其三十一'*
+大哉圣人之道6 洋洋乎6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
优优大哉6 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待其人然后行#
故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
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温故
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诗(
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0"其此之谓与6,%&四书
五经( V%''由上可见"+明哲,与+明哲保身,都是
值得肯定的一种修养与处世准则#

在中国古代"+明哲保身,一直都是作为褒义
词加以使用的# 如对中唐时位及将相而又博学的
杜佑"白居易&杜佑致仕制(称颂说*+尽悴事君"
明哲保身"进退始终"不失其道)自非贤达""孰能
兼之.,%白居易 ##VU'首先肯定的是杜佑的+尽
悴事君,"是一个真正+贤达,之人"与尹吉甫对仲
山甫的赞美同义# 范仲淹在庆历八年给好友叶清
臣的信里则如此写道*+国之安危存亡"系于其
人# 正人安则王室隆"正人危则天下忧# 故君子
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所以身安而国家可
保"岂特厚于己耶. 2113前者数君子感遇激
发"而高议直指"不恤怨谤"及群毁交作"一一斥
去"此不为重乎. 道卿能不鉴此. 宜其与国同忧"
无专尚名节"而忘邦家之大"则天下幸甚幸甚6,
%范仲淹 "%'' +正人安则王室隆,"+身安而国家
可保,"先保身才能保国# 而这正是范仲淹在新
政失败后的一种反思"由此告诫好友叶清臣吸取
教训# 范仲淹在此虽没用+明哲保身,一词"但
+身安而国家可保,之说与+明哲保身,意义一致#

发展到明代"阳明后学王艮对+明哲保身,的
含义作出了理论的阐发"赋予其更为明确的积极
+入世,之内涵*

明哲者!良知也" 明哲保身者!良知
良能也" 知保身者!则必爱身+能爱身!
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
爱我!则吾身保矣" 能爱身者!则必敬
身+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
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 故一家爱
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家+一
国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保一
国+天下爱我!则吾身保!吾身保!然后能
保天下" 知保身而不知爱人!必至于适
己自便!利己害人!人将报我!则吾身不
能保矣" 吾身不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
哉( 能知爱人!而不知爱身!必至于烹身
割股!舍生杀身!则吾身不能保矣" 吾身
不能保!又何以保君父哉( $黄宗羲
W#&-#U%

+保身,才能+保国, +保君父, +保天下,"将
+明哲保身,上升到+良知良能,的高度"也将+明
哲保身,的积极意义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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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中国古代讲+明哲保身,"不仅要尽
心国事"犯言直谏"而且还要大公无私"这与后世
理解的所谓圆滑处世$自私自利没有丝毫关系#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右骐骥使$象州防
御使$入内副都知王守忠得疾"大书以授其子崇吉
等曰* 公直忠孝"事国保身而不及其私#, %李焘
%#V&'将+公直忠孝,与+事国保身,并举"即谓既
要公忠报国"又要明哲保身"而+不及其私,即一
心为国"不谋私利"以保天下# 王守忠作为一介武
官"在临死之时如此告诫其子"难能可贵# 而北宋
时期像他这样竭忠报国的文臣武将不在少数# 欧
阳修在世时"苏轼以+明哲保身,赞美恩师急流勇
退"欧阳修去世后"后学李端叔也赞美欧阳修*
+贤哉文忠"直道大节# 知进知退"既明且哲# 陆
贽议论"韩愈文章"李$杜歌诗"公无不长# 当世大
儒"邦家之光,%&欧阳修全集( "W"#'# 欧阳修之
+明哲保身,"乃是在坚持+直道大节,的前提下"
急流勇退"保全了晚节"所以深为苏轼$李端叔所
敬仰#

再次"+明哲保身,还有淡泊名利$低调处世"
以免蹈于是非危机之意"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人生
智慧#

如南朝谢瞻清高淡泊"不愿干预时政"据&南
史!谢晦传(记载*+后因宴集"灵运问晦* 潘$陆
与贾充优劣# 晦曰* 安仁谄于权门"士衡邀竞无
已"并不能保身"自求多福# 公闾勋名佐世"不得
为并# 灵运曰* 安仁$士衡才为一时之冠"方之公
闾"本自辽绝# 瞻敛容曰* 若处贵而能遗权"斯则
是非不得而生"倾危无由而至# 君子以明哲保身"
其在此乎#,%李延寿 &"&-"U'谢瞻身处乱世"以
+明哲保身,为高"与谢灵运的想法大异其趣"而
后者也因为过于热衷干预时政"不甘寂寞"最终招
致杀身之祸# 又如&宋史!吕大防等列传(论苏
颂曰*+颂独岿然高年"未尝为奸邪所污"世称其
明哲保身# 然观其论知州张仲宣受金事"犯颜辨
其情罪重轻"又陈刑不上大夫之义"卒免仲宣于
黥# 自是宋世命官犯赃抵死者"例不加刑"岂非所
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欤., %脱
脱 #'$U$'既以+明哲保身,许之"称其不为+奸邪
所污,"又特别标举其+犯言,为张仲宣辩护一节"
足可见苏颂既洁身自好"又敢于仗义执言"并非一
味避事自保# 再如明代朱亮祖等人也与谢灵运类
似"&明史!朱亮祖等列传(的最后论曰*+亮祖以

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
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 %张庭玉等 %$W#'朱亮
祖不能明哲保身"终于招来杀身之祸"乃是咎由
自取#

+明哲保身,更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人格风范
和难得的政治智慧# &梁书!王僧辩传(称赞王
僧辩之母亲*+性甚安和"2113及僧辩克复旧
京"功盖天下"夫人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 朝
野咸共称之"谓为明哲妇人也#,%姚思廉等 U%#'
+恒自谦损"不以富贵骄物,"才是+明哲,之举#
而陆游更感叹要做到真正的+明哲保身,之不易"
其&跋范文正公书(谓*+观文正范公书札"如欲与
韩魏公同荐李泰伯"见其进贤之诚"戒余安道$石
守道避祸"见其爱惜人才之意# 呜呼贤哉6 然泰
伯卒弃不用"安道$守道俱陷患难"或至死不解"志
士仁人至今以为叹# 信乎明哲保身之难也, %陆
游 ""U#'# 保身才能保国"而为范仲淹+爱惜,的
几位+人才,"最后均陷于危难"令+志士仁人,深
为惋惜#

二

对照上文+明哲保身,的含义"欧阳修对乃师
晏殊的肯定与褒扬之意便不言自明# 而如果我们
不囿于以往对晏殊的种种成见"仔细研读现存与
晏殊有关的文献"我们不难看到"历史上的晏殊尽
心国事"不仅自己敢于直言"+赋性刚俊,"+立朝
有大节,"还大量举荐刚直不阿之士"范仲淹$欧
阳修$孔道辅等直言之士"均出于晏殊门下"其一
生之行迹确乎当得起传统意义上的+明哲保身,
一词#

晏殊既做到了+尽悴事君,"又+赋性刚峻,"
敢于+犯言直谏,"因此+屡遭拂逆,"从政五十年"
约有十六年时间在贬谪或者外放中度过#"

有个

鲜为人提到的事实是"晏殊因为敢言"曾经担任过
御史中丞一职"据&宋宰辅编年录校补("明道元
年"晏殊除枢密副使*+天圣六年"晏殊之出也"上
意初不谓然"欲复用之# 会李及卒"召殊于南京"
命为御史中丞"仍命班翰林学士上"是年遂有此
除# 未几"改参知政事#,%徐自明 #T%'晏殊于天
圣六年因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由是忤太后
旨"被贬谪# 天圣六年被召回"为御史中丞"担任
言责# 北宋担任御史中丞者"历来必须是正直敢

!##T!



文艺理论研究!"'#T 年第 " 期

言之士"而由御史中丞升任执政者不乏其人# 雍
熙四年"赵昌言自御史中丞除枢密副使"&宋宰辅
编年录校补(记载*+王称赞曰* 朝论以张宏偱默"
故罢其政"使与赵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职在触
邪"而中丞之位"号执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
而言之"其责岂不重哉6 偱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
&事略(太宗时张宏"真宗时李维清"皆自枢密为
御史中丞"盖重其言责也# 仁宗时亦多名前执政"
如晏元献$王安简公皆是# 自嘉佑后迄今"无为之
者#,%徐自明 VW-V$'晏殊被任命为御史中丞并
非出自偶然# 晏殊不仅仅敢对太后的红人张耆表
示异议"对深得仁宗信任的内臣也敢发声# 内侍
王守忠因服侍仁宗日久"深得仁宗信任"还自认有
功"曾经要求赏赐其节度使官衔# 康定元年"夏守
赟除宣徽南院使$陕西经略缘边招讨使"+时以内
侍王守忠为都钤辖"知谏院富弼$三司使晏殊各请
罢内臣监兵云,%徐自明 ""&'# 虽然富弼与晏殊
翁婿间也不无矛盾隔阂"但这一次"则是翁婿联
手"请罢王守忠监兵# 由上二端"足见晏殊之敢于
犯言直谏#

不仅如此"晏殊一生确也做到了+事国保身
而不及其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二+记事,
有+晏元献节俭,条*+晏元献&与兄手帖(* 殊再
拜2113# 况须因干求经营方受"殊一生不曾干
求# 况今虽经位极人臣"更何颜求觅"是以须待出
于特命"且不能效人干请结托"以至势须恬静
2113# 右晏元献公手帖# 2113然则仁宗治
致太平"非公而谁., %%UU-UW'晏殊于庆历三年
罢相后外放十年"并没有如其他人一样谋求回朝"
直到身患重病才请求回京养病"&宋史!晏殊传(
曰*+以疾"请归京师访医药# 既平"复求出守"特
留侍经筵"诏五日一与起居"仪从如宰相# 逾年"
病浸剧"乘舆将往视之# 殊即驰奏曰* 臣老疾"行
愈矣"不足为陛下忧也# 已而薨# 帝虽临奠"以不
视疾为恨"特罢朝二日"赠司空兼侍中"谥元献"篆
其碑首曰/旧学之碑0#, %脱脱 #'#TW'晏殊病情
好转即+复求出守,"而仁宗皇帝给他的待遇则是
+仪从如宰相,"即是对一个忠心老臣的最高
礼遇#

晏殊敢于荐士"+立朝有大节"一时名臣多出
其门,%赵齐平 #'#'"而且"受他荐举或者提拔的
范仲淹$欧阳修$孔道辅等门下士"也大都是与他
一样的正直敢言之士# &宋史!晏殊!章得象!

吕夷简等传(在晏殊$吕夷简等人传后评论曰*
+殊$籍$随$得象皆起孤生"致位宰相# 2113"
殊喜荐拔人物"乐善不倦"方之诸人"殊其最优
乎6,%脱脱 #'"'&-#'"'U'欧阳修论曰*+公为人
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尊酒相对"欢
如也"得一善"称之如己出# 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
淹$孔道辅等"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 当
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
阁"多一时之贤#, %%&%'而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
范仲淹"过去一提到庆历新政与庆历兴学"都只提
范仲淹等人"事实上"晏殊在当时的作用与影响恐
怕要超过范仲淹# 晏殊于天圣三年年底因上疏得
罪章献太后"外放至应天府# &宋史!晏殊传(
载*+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 自五
代以来" 天下学校废" 兴学自殊始#, %脱脱
#'#TU'+兴学自殊始,"这才是不争之事实# 欧阳
修&晏公神道碑铭(也明说+当公居相府时"范仲
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
其中包括欧阳修自己# 范仲淹由于晏殊的识拔与
荐举"才登上北宋的政治舞台"终于位至执政"中
间因为贸然进谏"与晏殊有过一些分歧"但范仲淹
在庆历新政失败后不无反思"且之后对小自己两
岁的恩师晏殊终身以+门生,事之*+公以晏元献
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 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
少变# 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起南阳"道过特
留"欢饮数日# 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投诗
云/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0之句"闻
者皆叹服, %WT&'# 由此可见晏殊在范仲淹心目
中之地位#

以刚直敢言着称的欧阳修也是晏殊之门生#
&宋史!欧阳修传(*+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
帝独奖其敢言"面赐立品服# 顾侍臣曰*/如欧阳
修者"何处得来.0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诰# 故事"
必试而后命"帝知修"诏特除之#, %脱脱 #'%WU-
#'%WW'在庆历新政期间"晏殊虽与欧阳修之间也
有过不愉快"但还是推荐欧阳修为谏官"成为庆历
新政中最积极的干将# 关于拔擢欧阳修为谏官"
历史上有+御笔亲除,之说*+君主亲擢台谏官的
方式有两# 2113其二直除"亦即中旨$中批$内
批$御批等# 庆历时仁宗御笔亲除欧阳修等三谏
官"即为直除典型#, %虞云国 #T'但作为宰执大
臣"有向皇帝推荐谏官以及大臣之义务# 事实上
很可能是欧阳修经由晏殊推荐"最后由仁宗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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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授# 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子中
允$集贤校理欧阳修为太常丞" 并知谏院#
2113按* 修除谏官时"韩$范$富俱未入也# 据
晏殊传"修乃殊所荐#,%李焘 %%&T-U''富弼"庆
历新政中革新主将之一"位至宰辅"经由范仲淹介
绍"成为晏殊的女婿# &宋史!富弼传(记载*+弼
性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
谒见"皆与之亢礼"气色穆然"不见喜愠# 其好善
嫉恶"出于天资#,%脱脱 #'"&W'+好善嫉恶"出于
天资,"于此可见富弼之政治品格#

以鲠直著名的孔道辅也受知于晏殊# 明道二
年"范仲淹$孔道辅均以谏废郭后事被贬# &宋
史!孔道辅传(记载*+道辅性鲠挺特达"遇事弹
劾无所避"出入风采肃然"及再执宪"权贵益忌之#
2113天下莫不以直道许之# 皇佑三年"王素因
对语及道辅"仁宗思其忠"特赠尚书工部侍郎#,
%T$$&'杨察"字隐甫"+论事无所避,"也是晏殊女
婿"&宋史!杨察传(载*+晏殊执政"以妻父嫌"换
龙图阁待制# 母忧去职"服除"复为知制诰"拜翰
林学士$权知开封府"擢右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
论事无所避, %T$&U'# 张洞"晏殊门下士"以+直
言正论,为人所忌# &宋史!狄棐!郎简!张洞
等传(载*+殊儒臣"喜客"游其门者皆名士"尤深
敬洞# 2113张洞以直言正论为大臣所忌"则其
抱负从可知矣#,%TT%T$TT&''

由上可见"晏殊荐拔或者敬重的门下士"大都
是正直敢言之士"可谓声气相求"如果不是因为晏
殊自己+赋性刚俊,"就不可能欣赏提拔这些+论
事切直"人视之如仇, +以直言正论为大臣所忌,
+鲠挺特达"遇事弹劾无所避,+论事无所避,的正
直敢言之士# 纵观历史"正直敢言者往往会招致
来自皇帝$宰执等的打压# 北宋有举主连坐之法"
晏殊明知自己荐举之人又可能会连累自己"但依
然大量荐举人才"由此可见他公忠为国$尽心国事
的政治品德#

三

在晏殊的官宦生涯中"+刚俊, +梗介, +鲠峭
敢言,是其本色"+居官油滑, +圆滑处世,云云与
其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被晏殊在奏折中肯定过的$太宗时+自结于
人主,的王化基"#

淳化二年为右谏议大夫$权御

史中丞"+化基尝慕范滂揽辔澄清之志"献澄清
略"言五事,"其中第二条即为+谨公举,*+朝廷频
年下诏"以类求人# 2113其受举之官"如经任
使"实着廉能"所司举行赏典"特旌举主# 若所举
官贪赃败露"举主并当连坐#,%李焘 W"#'真宗天
禧二年应李虚己之请正式下诏*+诏自今命官犯
赃"不以轻重"并劾举主"私罪杖以下勿论"从判大
理寺李虚己之请也#, %"#'$'李虚己是晏殊的第
一个丈人"晏殊凡三娶"第一个夫人就是李氏"$

李虚己向朝廷提出举主连坐之请"天禧二年被朝
廷采纳"晏殊时年二十八岁# 八月"以户部员外郎
充太子舍人"知制诰"判集贤院# 对丈人之提议"
同朝为官的晏殊应该非常清楚# 可是"晏殊并没
有因此而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在以后的官宦生涯
中"不仅自己敢言直谏"而且冒着风险"大量举荐
正直敢言之士"此举"足可证明晏殊在政坛上并非
一个圆滑的政客# 受他一力举荐重用的蒋堂"%

也与晏殊一样"不怕自己受到牵连"大量举荐贤
材# 据&宋史!蒋堂传(记载*+%蒋堂'在江$淮"
岁荐部史二百人# 或谓曰*/一有谬举"且得罪"
何以多为.0堂曰*/十得二三"亦足报国#0坐失按
蕲州王蒙正故入部吏死罪"降知越州#, %脱脱
TT#%'蒋堂不怕连坐"是为+报国,"晏殊可能就是
看中了蒋的一片公忠报国之心"因此曾经竭力推
荐过蒋堂"并且为此不惜与王举正+争累日,#

历来批评晏殊圆滑处世者"大都以晏殊为丁
谓草制一事以及范仲淹于天圣八年写的&上晏资
政书(为口实# 而此二事"也很有必要做一定的
辨析#

关于前者"据&宋史!刘筠传(载*+初"筠尝
草丁谓与李迪罢相制"既而谓复留"令别草制"筠
不奉诏"乃更召晏殊# 筠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
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 帝久疾"
谓浸擅权"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0请
补外"以右谏议大夫知庐州#, %#''$$'晏殊内愧
是事实"但以此断定晏殊在政治上圆滑$平庸"就
难免以偏概全"对此"陈元锋的解释颇为中肯*
+晏殊年辈稍低"由神童$馆职而至两制"政治上
尚未崭露头角"故略乏杨$刘那样的锋芒, %陈元
锋 VW'# 从晏殊后期多次敢言直谏"如谏张耆不
可为枢密使$太后不该+被帝者之服,"&

可见其

+赋性刚俊,之一面# 而宋人笔记也有晏殊天性
+梗介,之记载"据王明清&挥麈录(*+蔡伯俙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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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与晏元献俱五六岁以神童侍仁宗于东宫# 元
献自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
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 既践祚"元献被知遇"至宰
相# 蔡竟不大用"以旧恩常领郡"颇不偱法令#,
%王明清 ##&'

+刚俊, +梗介, +鲠峭敢言,"乃是晏殊优秀
的政治品格"这一优秀品格"被他的后代所继承#
晏殊曾孙晏敦复"与曾祖父一样+鲠峭敢言,"据
&宋史!晏敦复传(记载"晏敦复+素刚严,"+居右
省两月"论驳凡二十四事"议者惮之# 复为吏部侍
郎#,秦桧为议和"许以高官厚禄"+桧使所亲谕敦
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0敦复曰*/吾终
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
言#0桧卒不能屈# 2113静默如不能言"立朝论
事无所避# 帝尝谓之曰*/卿鲠峭敢言"可谓无忝
尔祖矣0#,%脱脱 ##W%T' +无忝尔祖,四字"就是
高宗对晏殊以及曾孙晏敦复+鲠峭敢言,这一政
治品格的高度肯定与褒扬#

再看范仲淹的&上晏资政书(# 据范仲淹年
谱"范仲淹于天圣八年上书晏殊"对晏殊责以轻率
上书"唯恐累及举主之说"表明心迹# 历来都以此
肯定范仲淹敢于+非非,的处世之道"而批评晏殊
圆滑处世# 对此"我们也不敢苟同# 首先"晏殊的
顾虑不无原因"先不说具体是非对错"从范仲淹日
后对自己以及其他庆历革新参与者行为之反省"
就不难作出判断# 在上文所引范仲淹于庆历八年
给好友叶清臣的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范仲淹对于
庆历新政期间自己以及同道中人过于激进行为的

深刻反思"所谓+国之安危存亡"系于其人# 正人
安则王室隆"正人危则天下忧# 故君子安其身而
后动"易其心而后语$所以身安而国家可保"岂特
厚于己耶.,%范仲淹 "%''# &长编(也说+仲淹等
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
顾避#, %李焘 %&$''当年范仲淹也曾意气用事"
由此错误地责备自己的恩师晏殊"时隔多年之后"
范仲淹明显意识到了自己以及同党当年过于激进

而由此引发的严重后果"因此"对自己当年对恩师
之指责"虽然我们无法看到他表示歉意的文字记
载"但仅从他对晏殊日后始终执弟子之礼一事就
足见他此事之反省以及对晏殊之态度#

过去对晏殊处世圆滑"居官平庸之评价"严重
不符合事实"有关晏殊的政治品德是否圆滑平庸
的问题笔者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

兹再举二例"

足证晏殊在北宋政坛上并非庸碌之徒#
其一"据欧阳修记载*+初"真宗遗诏* 章献明

肃太后权听军国事# 宰相丁谓$枢宻使曹利用各
欲独见奏事"无敢决其议者# 公建言* 群臣奏事
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 议遂定#,%欧阳修
%&"'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宰相$枢密使都想+独见
奏事,"其实是都想独自左右朝政"在这样一种
+无人敢决其议,态势下"朝廷很易出现权臣独揽
朝政的危局"面对丁谓这样权力欲极强的宰相"晏
殊敢于建言*+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
得见#,晏殊一言九鼎"由此免除了朝廷有可能出
现的乱象与危险#

其二"仁宗康定元年元昊反"掌管军政的枢密
院王鬷$陈执中等对于边事束手无策"宰相张士逊
认为军旅之事"枢密院当任其咎"于是罢王$陈等
三人"并任命晏殊等知枢密院事*+三司使$刑部
尚书晏殊"资政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知河南府宋
绶并知枢密院事)保安节度使$检校太傅$驸马都
尉王贻永同知枢密院事# 殊在三司"请罢内臣监
兵"不以阵图授诸将"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备战斗#
又请出宫中长物助边费"凡他司之领财利者"殊奏
悉罢还度支# 事多施行# 帝初以手诏赐大臣居外
者"询攻守之略# 绶在河南"画十策以献"于是复
召之"与殊及贻永同管枢密#, %李焘 "T$$'晏殊
作为一个文臣"在掌管军机的枢密院提出了不少
主张"+事多施行,"于此不难看出晏殊具备多方
面的政治才能# 为了有效应付$处理边防事务"晏
殊还建议执政参与原本只有枢密院分管的军国大

事*+诏参知政事同议边事"仍书检# 从知枢密院
事晏殊之请也#, %"T$$'也正因为晏殊在枢密院
工作的出色成绩"+戊辰"刑部尚书$知枢密院事
晏殊为检校太傅"充枢密使#,%%'V"'在庆历新政
期间"晏殊作为副相"在首相章得象事实上反对革
新的前提下"独立支持范仲淹等人"对新政尤其是
兴学之推行"功不可没# 而晏殊在相位上的所作
所为"与其对宰相应当+斥退奸党"荐延忠直,%曾
枣庄!刘琳 ""&'的自觉认识有关"表现出一种
高度的政治使命感与责任感#

通过前文辨析可知"历来对欧阳修挽词里的
+明哲保身,一词显系误读"欧阳修在长期外放过
程中"与范仲淹一样"对庆历新政以及过去的所作
所为有过反思"(

虽然与晏殊也有过小小的过节"
但他对自己的老师始终怀有尊敬"对晏殊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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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低"其挽词也许可能还有以官样文章示人之
嫌"但其&跋晏元献公书(说乃师*+公为人真率"
其词翰亦如其性"是可嘉也,%欧阳修 #'&&'与挽
词一样表达的都是欧阳修对乃师的公正评价#

四

由上可见"过去对晏殊的评价"或者出于成
见"或者以偏概全"认定晏殊圆滑处世$居官油滑
云云"与历史事实真相严重不符# +刚俊,+耿介,
+鲠峭敢言, +为人真率,"才是历史上真实的
晏殊#

学界论及北宋初年真宗$仁宗时的政坛文坛
情况"尤其是庆历新政以及文学革新"大都只提范
仲淹$欧阳修等人"而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被
誉为一世之龙门的晏殊"则大都要么视而不见"要
么人云亦云横加指责# 有一种现象由来已久"那
就是偶像崇拜"如陶渊明"不能说他半个不字"再
就是范仲淹"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乎完美的
范仲淹"早已经是一种精神象征"成为士大夫群体
维护和发扬其道统的精神支柱# 因此"说到范仲
淹一切都是好的"一切的功劳也似乎都是他的"而
其他人"则被错误地作为范仲淹的对立面加以非
毁"如吕夷简等# 说到庆历新政"晏殊也一样是作
为反衬人物*+仁宗庆历年间"朝廷推行/政事革
新0"主持这一段新政则是参知政事范仲淹#
2113当时章得象为首相"晏殊为次相# 章得象
/无所建明0"居官平庸)晏殊虽文才出众"喜奖掖
人才"然居官油滑"明哲保身"无所作为#, %诸葛
忆兵 #WT'而细读历史"我们发现事实往往并非
如此# 晏殊在庆历新政以及兴学中起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论及范仲淹与晏殊的关系"一般都会竭力美
化范仲淹"而把晏殊放在范仲淹的对立面# 这个
现象"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有所改变"如说*+石
介$梅尧臣赞许晏殊"主要看他立朝有大节"一时
名臣多出其门"而不涉及他写诗填词#, %赵齐平
#''-#'#'+主张实施新政的代表人物范仲淹"核
心成员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人"或为门生"或为爱
婿"他们之间"不只是师生$翁婿的私谊"更主要的
是思想政治主张上的相近$相同"自然汇合为一股
进步的政治势力# 2113事实表明"庆历新政期
间的人才荟聚"革旧立新主张的实施"都因晏殊政

治生涯的升降浮沉而聚散行止"充分显示了他在
此期间的重要作用#, %孙望!常国武 ##''再后
来"论及范$晏也相对客观公正多了"如刘德清的
&范仲淹与晏殊("文章一方面从晏殊范仲淹交往
始终"肯定了晏殊支持庆历革新"举贤荐才"敢于
犯言直谏"居官清廉"生活节俭"严于律己等"但刘
文也认为+范仲淹主要以功德名世"晏殊则主要
以文学著称,%刘德清 %""'# 关于&晏元献公挽
词("刘文的看法也有些矛盾"认为欧阳修+将/富
贵优游0/明哲保身0与晏殊的名望$文章并举"显
然不是贬义# 然而"据欧阳修&非非堂记(的名
言*/一以观之"未若非非之为正矣#0可知欧阳修
并不肯定晏殊式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而赞同范
仲淹式敢于/非非0的处世之道#, %刘德清 %"W'
虽然认为+明哲保身,并无贬义"但刘文最后也还
是为了褒扬范仲淹的+危言危行,"而把所谓的
+晏殊式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作为其对立面加
以否定"因此"对+明哲保身,一词的理解"实际又
回到了+贬义,一端# 赵慧俊在&宋代笔记中人物
形象---以杨亿$晏殊$石曼卿为中心(一文中
说*+宋人好言本朝人事"本朝人物即是宋代笔记
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来源# 2113我们又可以发
现人物在成为某种笔记的话题之后"便不再是其
本身"而成为被该笔记作者塑造的形象"这种形象
又会成为后代笔记作者的话题"如此循环下去"人
物形象最终会在笔记世界里被符号化定型#,%赵
慧俊 #%"'晏殊与杨亿"都作为+神童,被宋人笔
记所谈论"但同时"因为+仁宗伴读的身份让他在
仁宗亲政后顺利进入宰辅系统"2113笔记作者
不仅谈论晏殊诗歌中体现的富贵气象"还乐于从
宴饮中表现其富贵气质里的风流与从容#,
%#V"-V%'因此"晏殊在笔记世界里定型为+神
童,与+富贵宰相,# 赵文的研究结果也告诉我
们"后世对晏殊的很多有违史实的不当评价以及
被污名化的不公待遇"也与宋人笔记里陈陈相因
的各种传闻记载不无关系# 可惜的是"论及笔记
作者孔平仲%&谈苑('与魏泰%&东轩笔记('关于
欧阳修与晏殊之纠纷之记载时"赵文认为*+可以
想象"同有科举士大夫身份的孔平仲应更倾向欧
阳修一些"但晏殊毕竟还有欧阳修座师的身份"连
欧阳修自己也只能通过/富贵悠游五十年"始终
明哲保身全0的话语暗暗透露出自己的不满"那
么晚辈后学又怎能对祖师出言不逊., %赵慧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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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显然"此一评价同样不无偏见"而这也同样
源于对+明哲保身,原义理解之错位#

总体上来看"学界对晏殊在政治上以及文学
上成就"持平之论日见其多"但与其在历史上$文
学史上应有的地位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为此"笔者就欧阳修晏公挽词中+明哲保身,一词
的词义"以及由此涉及的对晏殊有关评价"作了必
要的辨析"以还原$恢复历史上$文学史上被范仲
淹等+遮蔽,的晏殊之荣光#

注释#5/#%($

! 参见拙文&也论晏殊及其词---从4浣溪沙5说开去("
&词学(%%%"'#&'* #-"%#
" 详见拙文&晏殊平议-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
&华东师大学报(%%"'#&'* #%%-V"#
# +一日"侍便殿"问以边事"对曰*/治天下犹植木焉"所
患根本未固"固则枝干不足忧# 朝廷治"则边鄙何患乎不
安.0,%&宋史(二百六十六卷&王化基传( T#$V'# 晏殊
认为+化基之言甚简且要"真知治本者也#,见%宋'曾枣庄
&天圣上殿札子("&全宋文%第十九册'("刘琳编%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U 年'第
"'& 页#
$ 据夏承焘先生的&二晏年谱(*+咸平六年"李虚己许妻
以女"因荐于杨大年#,见&唐宋词人年谱(%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TWT 年'第 "'" 页# 欧阳修&晏元献公神道碑
铭(也说晏殊+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己之女#,%&欧阳修
全集( %&%'
% +初"晏殊欲用堂代杨日严"王举正谓不如明镐"争累日
不得"卒用堂#,%+庆历四年%甲申"#'VV 年'条,)&长编(
卷一百五十三 %W"&'
& +始"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参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
后之服为对"失太后旨"辅臣皆依违不决#, %+明道元年
%壬申"#'%" 年',条)&长编(卷一百十一条 "&T&'
' 参见拙文&晏殊平议-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
&华东师大学报(%%"'#&'* #%%-V"#
( 周必大庆元二年&与吕子约寺丞(曾说*+庆历诸贤黑
白太明"致此纷纭# 六一%欧阳修'壮年气盛"切于爱士"
不知文靖 %吕夷简'浑涵精深"期于成务"未免责备#
2113故语言多失中"后来大段自悔#,%&全宋文(%第二
二九册' "&T'
) 详见&晏殊平议-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华东
师大学报(%%"'#&'* #%%-V"#

引用作品#8/)9(:"#%0$

白居易* &白居易集("顾学颉校点# 北京* 中华书局"
#TWT 年#

2]/-" \>*-02%$$(/+(? *%.G)%7:#"F'4"AS:0Y>
>̂6P-60]6-P-.(* b52.(5>/]22J =23A/.*" #TWT03

陈元锋*+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以杨亿为中
心,"&文史哲(&%"'#"'* VU-&T#

2 =56." _>/.<6.(0 + Q/.?-. @1/:63-1-/., /.: 956
48/.,<283/9-2. 2<M269-1F9*?6:>8-.(956K6-(. 2<
S3A6828b56.)2.(2<956F2.(N*./,9** @=/,6F9>:*2<
_/.(_-0, F%'.3#$%78"+(.#+'.(" M")+%.4#3? C,"$%)%1,4
&%"'#"'* VU &T03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范能浚编集"薛正兴点校# 南
京* 凤凰出版社""''V 年#

2O/." b52.(*/.02%01$(+(*%.G)%75#3 W,%3&4#3AS:,0
O/. Z6.(P>. /.: >̂6b56.(E-.(0Z/.P-.(* M526.-E
M>B?-,5-.(Q2>,6" "''V03

黄宗羲* &明儒学案("沈芝盈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T$& 年#

2Q>/.(" b2.(E-06(/%.?)%7+,(-"3& H/,%$#.)AS:0F56.
b5-*-.(0]6-P-.(* b52.(5>/]22J =23A/.*" #T$&03

孔安国* &尚书正义("孔颖达正义#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
社""''T 年#

2a2.(" @.(>20 2%..(/+@3+(.1.(+#+"%3 %7B,(:%%G %7
!%/'0(3+)AS:0a2.(_-.(:/0 F5/.(5/-* F5/.(5/-
=5-.6,6=?/,,-1,M>B?-,5-.(Q2>,6" "''T03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京* 中华书局"#TT" 年#
2R-" 4/20S9+(3?(? 2%3+"3'#+"%3 %72%01.(,(3)"D(-"..%."3

>"? %7E%D(.3#3/(A]6-P-.(* b52.(5>/]22J =23A/.*"
#TT"03!

李延寿* &南史(# 北京* 中华书局"#TW& 年#
2R-" _/.,52>0M")+%.4%7+,(H%'+,(.3 !43#)+"()A]6-P-.(*

b52.(5>/]22J =23A/.*" #TW&03

刘德清*+范仲淹与晏殊,"&宋代文化研究( # %"''T'*
%#W-%&#

2R->" N6L-.(0+O/. b52.(*/. /.: _/. F5>0, H+'?"()%3 +,(
2'$+'.(%7H%3& !43#)+4#%"''T'* %#W %&03

陆游* &陆游集(# 北京* 中华书局"#TWU 年#
2R>" _2>02%$$(/+(? *%.G)%78' X%'A]6-P-.(* b52.(5>/

]22J =23A/.*" #TWU03
孟子等* &四书五经(# 北京* 中华书局""''T 年#
2I6.1->," 69/?05%'.:%%G)#3? 5"D(2$#))"/)A]6-P-.(*

b52.(5>/]22J =23A/.*" "''T03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李逸安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 年#

2c>*/.(" -̂>02%01$(+(*%.G)%7R'4#3& P"'AS:0R-
_-H/.0]6-P-.(* b52.(5>/]22J =23A/.*" "''#03

阮元编* &十三经注疏(# 北京* 中华书局"#T$' 年#
2K>/." _>/." 6:0B,".+((3 2$#))"/)K"+, S9(&()")A]6-P-.(*

b52.(5>/]22J =23A/.*" #T$'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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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明哲保身,辨正

苏轼* &苏轼文集("孔凡礼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T$U 年#

2F>" F5-02%$$(/+(? S))#4)%7H' H,"0S:0a2.(O/.?-0
]6-P-.(* b52.(5>/]22J =23A/.*" #T$U03

孙望 常国武* &宋代文学史(#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TTU 年#

2F>." C/.(" /.: =5/.(Y>2D>0>8"+(.#.4M")+%.4%7+,(
H%3& !43#)+40]6-P-.(* M62A?6H,R-968/9>86M>B?-,5-.(
Q2>,6" #TTU03

脱脱等*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T$& 年#
24>2L92H/" 69/?0M")+%.4%7H%3&A]6-P-.(* b52.(5>/]22J

=23A/.*" #T$&03
王明清* &挥麈录(#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年#
2C/.(" I-.(L-.(06(/%.?)%7*#D"3& # !')+(.AF5/.(5/-*

F5/.(5/-]22J,9286M>B?-,5-.(Q2>,6" "''#03
吴曾* &能改斋漫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TWT 年#
2C>" b6.(06#3?%0 6(/%.?)*."++(3 "3 +,(H+'?4%7

2%..(/+"%3A F5/.(5/-* F5/.(5/- =5-.6,6 =?/,,-1,
M>B?-,5-.(Q2>,6" #TWT03

徐自明*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王瑞来校补# 北京* 中华
书局"#T$U 年#

2 >̂" b-3-.(06(D")(? #3? H'11$(0(3+(? 2,.%3"/$(%7H%3&
!43#)+4T)C."0(-"3")+(.)AS:0C/.(K>-?/-0]6-P-.(*
b52.(5>/]22J =23A/.*" #T$U03

姚思廉等* &梁书(# 北京* 中华书局"#TW% 年#
2_/2" F-?-/." 69/?0:%%G%78"#3&A]6-P-.(* b52.(5>/]22J

=23A/.*" #TW%03
虞云国*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 上海* 上海书店"

"''T 年#

2_>" _>.(>20>H+'?4%7H%3& !43#)+4T)H'1(.D")%.4H4)+(00
F5/.(5/-* F5/.(5/- ]22J,9286 M>B?-,5-.( Q2>,6"
"''T03!

曾枣庄!刘琳* &全宋文(#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U 年#

2b6.(" b/2)5>/.(" /.: R-> R-.02%01$(+(S))#4)%7+,(H%3&
!43#)+4AF5/.(5/-* F5/.(5/-R6E-12(8/A5-1/?M>B?-,5G
-.(Q2>,6" "''U03

张庭玉等* &明史(# 北京* 中华书局"#TWV 年#
2b5/.(" 4-.(*>" 69/?00M")+%.4%7-"3&A]6-P-.(* b52.(5>/

]22J =23A/.*" #TWV03
赵慧俊*+宋代笔记中人物形象---以杨亿$晏殊$石曼卿

为中心,"&宋代文学评论(第二辑# 北京*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W 年# #%"-&&#

2b5/2" Q>-P>.0 + c. 956=5/8/1968,2<F2.(N*./,9*H,
R-968/8*FJ69156,* =/,6F9>:-6,2<_/.(_-" _/. F5>"
/.: F5-I/.L-.(0, H%3& 8"+(.#+'.(6(D"(KA 2̀?0"0
]6-P-.(* =5-./F21-/?F1-6.16,M86,," "'#W0#%" &&03

赵齐平* &宋诗臆说(#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TT% 年#
2b5/2" e-A-.(02%3/(1+"%3)%3 C%(+.4%7+,(H%3& !43#)+4A

]6-P-.(* M6J-.([.-;68,-9*M86,," #TT%03
诸葛忆兵* &宋代宰辅制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年#
2b5>(6" _-B-.(0H+'?4%3 +,(H%3& !43#)+4T)H4)+(0 %7

C."0(-"3")+(.A]6-P-.(* =5-./F21-/?F1-6.16,M86,,"
"'''03!

(责任编辑% 查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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