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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唐宋时代 留下 了不 少除 夕诗
,

唐代 的 除 夕诗充 满 了 紊迈 乐观的 生命激情
,

反 映 了作者

的思 乡怀亲
、

孤独 悲切之情
,

表现 出唐人对生命短暂的 忧虑及对生命的 强 烈期盼
。

宋人的 除 夕诗

虽然不乏紊情
,

但与唐代 的火热激情不 同
,

它在对人生荣辱之体悟上
,

表现 出一种理性 的珍惜人

生 的 态度 同样
,

宋人对生命短暂
、

人 生坎坷也忧虑
,

但他们 不 是一味 穷愁 悲叹
,

而 是 能理性 看待

自然界的永恒规律
,

表现 出旷达
、

超然
、

积极的 态度
。

关键词 唐宋 除 夕诗 风格 生命意蕴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一 拓 一

宋人蒲积中编成 的《古今岁时杂咏 》收录唐人

除夕诗 首
、

宋人除夕诗 首
,

虽然这远非唐宋

除夕诗的总数
,

但从中可以看出唐宋时代除夕歌吟

之盛
。

对于如此重要的节俗诗歌
,

历来人们却很少

关注
,

这不 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

解读那些 除夕诗

歌
,

不仅可 以看到唐宋时代的民间信仰
、

民俗事象
、

社会风貌
,

更为重要 的是
,

可 以感受因除夕这一特

殊的时间点而 引发 的诗人对社会人生 的思考
、

感

慨
,

因而这些除夕诗渗透着诗人深层 的生命意蕴
,

具有独特的审美感染力
。

一
、

迎新 生命激情的进发

关于除夕风俗的渊源
,

《风俗通义
·

桃人 》记载
“

谨按黄帝书
,

上古之时
,

有茶与郁垒昆弟二人
,

性

能执鬼
,

度朔 山上立桃树下
,

简阅百鬼
,

无道理
,

妄

为人祸害
,

茶与郁垒缚 以苇索
,

执 以食虎
。

于是县

官常以腊除夕
,

饰桃人
,

垂苇菱
,

画虎于门
,

皆追效

于前事
,

冀以卫凶也
。

桃梗
,

梗者
,

更也
,

岁终更始
,

受介社也
。 ”

川 由此可知它大概起源于某种驱鬼逐

疫的宗教仪式
。

从一些文献中可见这一仪式一直

盛行
,

《吕氏春秋 》亦记载
“

岁前一 日驱疫厉鬼
,

日

驱摊
。 ”

唐李淖《秦 中岁时记 》云
“

除 日而摊 皆作

鬼神状
,

二老人为摊公摊婆以逐疫
。 ”〔 〕唐代除夕的

各种风俗活动已非常丰富
。

每到除夕
,

则会有许多

庆祝活动
,

唐时风俗
,

除夕之夜守岁
,

所谓
“

守岁
”
就

是除夕之夜达旦不寝
,

迎接新年
。

唐太宗《守岁 》诗
“

共欢新故岁
,

迎送一宵 中
” 、

孟浩然《岁除夜有怀 》

诗
“

守岁家家应未卧
”

即指此事
。

除夕
“

守岁
” ,

除了

合家团聚
、

大设酒宴之外
,

还有许多娱乐活动
。

张

说《岳州守岁 》
“

除夜清蹲满
,

寒庭燎火多
。

舞衣连

臂拂
,

醉坐合声歌
” 、

罗隐《除夜 》
“

儿童不谙事
,

歌吹

待天明
”

都反映了当时的歌舞娱乐
。

唐人还进行燃

放爆竹
、

驱摊逐鬼 的活动
“

殿上灯人争烈火
,

宫 中

振子乱驱妖
”

沈 侄期《守岁应制 》
、 “

兰萎残此夜
,

竹爆和诸邻
。

祝寿思 明圣
,

驱摊看鬼神
”

薛能《除

夜作 》
,

这种驱鬼逐疫的迷信活动在唐代成为带有

除夕节令标志的娱乐方式
。

此外
,

除夕 日唐人还用

很多物象来表示庆祝
,

祈求吉利
,

如
“

桃符堪辟恶
”

张说《岳州守岁 》
、 “

岁炬常燃桂
,

春盘预折梅
”

沈

侄期《岁夜安乐公 主满月侍宴 》
、 “

对局探钩柏酒

传
”

杜审言《守岁侍宴应制 》等等
。

除夕的种种除

旧布新的风俗礼仪活动寄寓着对新的时代
、

新的生

活的向往
,

表现了求新的精神
。

中国传统哲学一直

都强调刚健有为
、

自强不息 的精神
,

其中一个重要

的方面就是求新的精神
。

这种求新精神有着深厚

的哲学基础
,

《礼记
·

大学 》曰
“

苟 日新
,

日 日新
,

又

日新
” ,

《易传
·

系辞上 》云
‘

旧 新之谓德
” , “

生生之

谓易
”

’
。

唐人如此热烈地渲染除夕 的风俗气氛
,

如此隆重的欢送除夕
、

迎接新春
,

正是传统的 民族

文化精神的体现
,

是唐人生命激情勃发的表现
。

唐太宗 守岁 》
“

暮景斜芳殿
,

年华丽绮宫
。

寒

辞去冬雪
,

暖带人春风
。

阶馥舒梅素
,

盘花卷烛红
。

共欢新故岁
,

迎送一宵中
。 ”

诗歌从大处着眼
,

宏观

把握
,

表现出宏伟
、

壮阔的境界
,

显示 了作者阔大的

心胸气魄
。

诗人毫不 留恋逝去的岁月
,

以
“

梅
”

作为

迎岁
、

报春的天使
,

延引着曙光的驾临
,

显示 出大唐

帝国正如一轮喷薄而 出的朝 阳
,

冉冉东升
,

反映了

大唐王朝上升的时代精神
。

诗人热情洋溢
,

充满 了

对新的时代
、

新的生活的礼赞
,

迸发出积极向上
、

豪

迈乐观的生命激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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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 佳期《守 岁应制 》
“

南 渡轻 冰解渭桥
,

东方

树色起招摇
。

天子迎春取今夜
,

王公献寿用 明朝
。

殿上灯人争烈火
,

宫 中 振 子乱驱妖
。

宜将岁酒 调

神药
,

圣柞千春万 国朝
。 ”

这首除夕应制诗不是靠

辞藻的繁缚
、

富丽来粉饰太平
,

润色鸿业
,

而是直接

面对具体的场景
,

注重气势
,

渲染气氛
,

写出皇家气

派
、

盛世气象
,

反映了大唐王朝的恢弘气象
,

富于流

动的气 势 和较 大 的魄力
。

正 如清人翁方纲所 云
“

沈宋应 制之作
,

精 丽不待言
,

而尤在运 以 流宕之

气
。 ”

图湘石 美学 家朱光潜先生 说
“

语 言文字是每

个人表现情感思想的一套随身法宝
,

它与情感思想

有最直接关系
。

因为这个缘故
,

文学是一般人接近

艺术的一条最直接的路
,

一

也因为这个缘故
,

文学是

一种与人生最密切相关 的艺术
。 ’,

囚陋 这种 旨在

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宫廷应制文字
,

固然有一定的

应制色彩
,

但未尝不是诗人 的真心感受
,

饱含着因

时代的蒸蒸 日上而产生的生命激情
,

反映了积极乐

观的心态和幸逢明时
、

春风得意的感受
。

二
、

辞 旧 孤寂衰老的悲歌

站在除夕这一生命 的支点上
,

喜迎新 岁
,

面对

未来
,

翘首以望
,

人们信心满怀
,

激情迸发
。

但是当

人们因感未来的渺茫而将 目光转回过去
,

又对逝去

的青春岁月和美好的事物流露出深深的怀恋
,

心灵

充满孤寂和感伤
。

一 表现思乡怀亲
,

孤独悲切之情
。

中国人特

别重视伦理亲情
,

特别是除夕夜要求合家团圆
,

共

迎新春
,

同享亲人共聚之天伦之乐
。

《荆楚岁时记 》

云
“

岁暮家家具肴簌
,

谓宿岁储位 以迎新年
,

相聚

酣饮
。 ”

家人团聚是除夕欢乐的前提
,

是伦理亲情

的重要表现
,

这种亲情的融洽欢畅被看作是非常神

圣的
。

据《晋书
·

曹捻传 》记载
“

掳补临淄令
,

狱有

死囚
,

岁夕
,

撼行狱
,

悯之 曰
‘

卿等不幸至此非所
,

如何 新岁人情所重
,

岂不欲暂见家邪
。 ’

众囚皆泣

曰
‘

若得暂归
,

死无恨也
。 ’

滤悉开狱 出之
,

冠 日令

还
。

椽吏固争
,

咸谓不可
。

掳 曰
‘

此虽小人
,

义不

见负
,

自为诸君任之
。 ’

其 日相率而还
,

并无违者
,

一

县叹服
。 ”

《南史
·

谢方 明传 》 也有类似的记载
。

由此可知
,

这种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的伦理亲情在古

代被提到十分重要的高度
,

它可 以感化一切人
。

因

此
,

大年除夕万家 团圆之时
,

因谋生或薄宦之需而

离乡客居的诗人们表现的思乡怀亲
、

孤独悲切之情

就格外强烈
。

试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骚 》
旅馆谁相 问 寒灯 独 可 亲

。

一 年将尽夜
,

万 里 未

归人
。

寂寥悲前事
,

支 离笑此 身
。

愁颜与 衰翼
,

明 日又逢

春

孤灯相对
,

形影相 吊
,

而诗人的生命体验却是如此

的清晰
。

孤独寂寞的愁绪
、

欲归而未能归 的惆怅
,

时光巷再催人老 的恐慌
,

一齐涌人诗人的心头
,

不

禁悲从 中来
,

长叹一声
“

愁颜与衰鬓
,

明 日又逢春
” 。

对
“

春
”

之将至表达 出一种对命运
、

对前途
、

对思 乡

之情的无奈
。

情真慨深
,

寄意深远
,

凄恻婉转
,

幽思

动人
。

诗人的这种情怀之所以容易引起共鸣
,

在于

它富含民族共同的文化底蕴
。

二 表现出对生命的强烈期盼
、

执著追求
。

中

国传统哲学 向来不 缺对个体 的关 注
,

《庄子
·

养生

主 》
“

为善无近名
,

为恶无近刑
,

缘督 以为经
,

可 以

保身
,

可 以 全 生
,

可 以 养 亲
,

可 以 延 年
,

可 以 尽

年
。 , , 〔, “

保身
’, 、 “

全生
” 、 “

养亲
” 、 “

延 年
”

表现为对

生命的执著追求
,

它成为我们民族一个亘古不变的

话题
。

唐代尤其是 中晚唐时代的除夕诗特别关注

时光流逝
,

生命衰老
,

反映出对生命的强烈期盼
、

执

著追求
。

它首先表现为悲 叹 时光
、

生命 的匆匆流

逝
。

除夕之夜
,

时光
、

生命的快速流逝之感更显清

晰
,

而由此表现出的忧虑则格外强烈
。

他们感到除

夕夜是如此的短暂
“

一宵犹几许
,

两岁欲平分
”

曹

松《除夜 》
,

但却逝去得如此迅速
“

玉漏斯须 即达

晨
,

四时吹转任风轮
”

方干《除夜 》
,

以至于诗人忧

虑重重
“

坐恐三更至
,

流年此夜分
”

李呈以酬刘谷

除夜见寄 》
、 “

我惜今宵促
,

君愁玉漏频
”

韦庄《岁

除对王秀才作 》
。

光阴如梭
,

刺激着诗人敏感的心

灵
“

思怀耿如昨
,

季月已云暮
。

忽惊年复新
,

独恨

人成故
”

韦应物《除 日 》
,

无情的时光带走了故人
,

带走了旧的岁月
,

带来 了诗人 的感伤
,

诗人禁不住

发出
“

朝朝 自难度
”

韦应物《除 日 》的哀鸣
。

对生

命价值的执著追求而苦于时光的短暂
,

这种深沉的

生命体验笼罩着诗人 的心头
,

流露于诗歌 中
,

表现

出哀惋
、

无奈的意绪
,

具有浓厚的生命审美意蕴
。

对生命的强烈期盼
、

执著追求的另一个表现为

宣泄沉重的畏老情结
“

畏老偏惊节
”

白居易《除夜

言怀兼赠张常侍 》
、 “

畏老惜残更
”

罗 隐《除夜 》
。

他们对 自己容颜的细微变化非常敏感
“

老知颜状

改
,

病觉肢体虚
。

头上毛发短
,

口 中牙齿疏
”

白居

易《和微之除夜作 》
、 “

暗减浑身力
,

潜添两鬓丝
”

牛僧儒《乐天梦得有岁夜诗聊 以奉和 》
、 “

鬓丝饶

镜色
,

隙雪夺灯辉
”

李景《除夜长安作 》 他们的年

龄增长意识格外清晰
“

三百六旬今夜尽
,

六十四年

明 日催
”

白居易《除夜 》
。

诗人 的心灵跌宕起伏
,

远离故乡的孤寂
,

时光飞逝 的压抑
,

渐趋老迈 的苦

楚等等生命体验构成 了他们生命抒怀的悲歌
。

三
、

迎新辞 旧的统一 对生命的理性思考

由唐人宋
,

除夕仍然是诗人重视的题材
。

在宋

人的除夕诗中
,

漂泊孤寂
、

时光飞逝
、

人生易老仍然

是诗人常常表现的主题
“

已知颜貌徐徐改
,

不奈乌

蟾冉冉迟
”

梅尧 臣《和岁除 日 》
、 “

病 眼不 眠非 守

岁
,

乡音无伴苦思归
”

苏轼《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之



年第 期 刘衍军 论唐宋除夕诗的生命意蕴

一
、 “

物华全与斗构 回
,

依依残腊无情别
”

司马光

《和子渊除夜 》
、 “

酒醒灯前犹是客
,

梦 回江北 已经

年
”

王安石《除 日寄舍弟 》
。

但他们在 面对除夕
,

迎接新岁 的时候
,

却表现 出与 以往 不 同的生命体

验
。

一 以豁达的心态面对人生
。

仕途堰赛
、

命运

多鲜
,

岁月如流
、

人生易老常常困扰着人们
,

这些情

感在除夕之夜更易 占据人们的心灵
。

试看苏轼 的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 》之二

南来三 见 岁云 祖
,

直 恐终 身走道途
。

老去 怕 看新

历 日
,

退归拟 学旧 桃符
。

烟 花 已作青春意
,

霜雪偏 寻病客须
。

但把 穷愁博

长健
,

不 辞最后 饮屠 苏
。

在除夕这一特定 的时间环境 中
,

仕途奔波不定
、

时

光匆匆流逝
、

须发 日渐斑 白
,

种种愁苦云集心头
,

但

作者却没有发出哀叹之音
,

而能以乐观的情怀和理

性的精神消解心灵的伤痛
,

高唱
“

但把穷愁博长健
,

不辞最后饮屠苏
” ,

豪放旷达
,

溢于言表
。

而同样仕

途坎坷的苏辙也吟唱着
“

一岁不复居
,

一 日安足惜
”

苏辙《除 日寄仇池 》
,

以豁达的态度劝戒人们不必

留恋这终岁时光的离去
。

二 珍惜生命
,

把握人生
。

时光飞逝
,

人生短

暂是人类永恒的焦虑
,

宋人不是以穷愁悲苦面对人

生
,

而是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
,

珍惜有限的时间
,

最

大限度地 实现生命 的价值
。

苏轼就 曾直抒胸臆
“

明年岂无年
,

心事恐磋跄
。

努力尽今夕
,

少年犹可

夸
”

《守岁 》
,

表达 了 自己感到韶光 的可贵和奋发

进取的顽强精神
。

司马光云
“

男儿努力平生志
,

肯

使功名落草莱
”

《和子渊除夜 》
,

豪情满怀
,

动人心

魄
。

宋人 的这种生命体验来源于他们对生命的理

性认识
。

生命的生
、

长
、

老
、

灭是无法阻挡的 自然规

律
,

宋人对人类生命的新陈代谢规律有着深沉的思

考
,

这种对生命的理性体悟一再出现在他们的除夕

诗中
“

稚齿喜成人
,

白头磋更老
”

梅尧 臣《除夕与

家人饮 》
、“

万 国明朝贺新岁
,

东风依旧人春旗
”

梅

尧臣《和岁除 日 》
、 “

千门万户 暄 瞳 日
,

总把新桃换

旧符
”

王安石 除 日 》
,

这些诗句揭示 出岁序更换
、

四季轮 回
、

荣衰相继是 自然界永恒 的生命运动
,

而

人类 的生命运 动何 尝不 是如此 呢
“

稚 齿成 人
” 、

“

白头更老
”

的新陈代谢规律是人类无法 回避的
,

宋

人对此表现出平和
、

达观的心态
。

值得注意的是
,

宋人 的除夕诗中不乏豪情
,

但

这与初盛唐来 自时代所激发的青春朝气
、

火热激情

不同
,

而是在对人生荣衰之理性思索的体悟 上
,

表

现出一种珍惜人生的积极而理性 的态度 同样
,

宋

人也表现出对人生坎坷
、

生命短暂 的忧虑
,

但他们

又不像晚唐除夕诗一样一味的穷愁悲叹
,

他们能够

理性看待 自然界的永恒规律
,

表现出旷达
、

超然
、

积

极 的心态
。

从上述唐宋除夕诗的分析 中可 以看 出
,

在
“

除

夕
”

这一特定的时刻
,

人类 的生命体验往往表现得

相 当深刻
,

而这种体验
、

感悟作为人类的普遍情感
,

它充溢在文学作 品 中
,

形成 了广泛 的共鸣
,

正是文

学作品的审美意蕴
、

艺术魅力之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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