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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观，字少游。宋代婉约派词人代表人
物。

他的一生经历是一场难以诉说的悲剧。
他虽然未能像其老师苏东坡那样，做到忘情
于江湖的慨然人生，但也不会如柳永那般，遇
挫即安心于奉旨填词的纵情潦倒。在他的笔
端，流露的是一代文人面对出世入世选择时
的思考与担当，面对人世间悲欢离合之情的
哲学层面思考。

甚至，他在藤州归途中似是“含笑坐化”
而去的！

只可惜，千百年来，人们对于秦观这一人物
的解读，往往流存于一两首诗词的片面理解，以
及史书中不多的三言两语记载，甚至给秦少游
的头上安上了绝对误读后的三大关键标签：

误读标签一：纵情声色的风流男人
这一标签似乎来自于秦少游身边的师友

同好，只是引用此言的绝大多数人忽略了“风
流”这一词汇含义的历史演变。

风流一词，原指似风、水般流动的韵律，
之后便被引申为历史流传的承袭，更有对上
古崇高风尚的追袭，还有超逸佳妙的文学风
格。我们翻阅词典，发现对于“风流”一词竟
包含有总共15种的词意解释，其中，仅有“花
哨轻浮”与“男女私情”两个几乎至近代才逐
渐定型的贬称之意。

所以：
苏东坡赞秦观之“风流”，是因为他文“有

屈、宋之才”；
王安石赞秦观之“风流”，是其诗“清新似

鲍、谢”；
李纲赞秦观之“风流”，“如晋宋间人”之

“婉美萧散”；
秦少游的“风流”，不得割离对他冠以“国

士”的同一时期评价之词。“风流国士”是宋时
士大夫阶层对于国之栋梁之才的一种言辞定
义，而切不可犯了古词今解的谬误。

当然有人说，秦观词中的那些风流韵事
如何解释？比如,《绿窗新话》记载的这一例
就十分具有代表性：

秦观住在京师期间，有一贵官请客，让其
宠姬碧桃劝酒。秦观为答谢其意，举酒反
劝。贵官怕碧桃不愿，说：“碧桃不善饮。”碧
桃却说：“今为秦学士，何惜一醉。”然后举大
杯痛饮。秦观很感动，当场填词曰：碧桃天上
栽和露，不是凡花数。乱山深处水萦回，可惜
一枝如画为谁开？……而贵官云：今后永不
令此姬出来！

你看你看！秦观此人，在京城之中的做
事行径是如此地风流放荡，参加贵官的酒宴，
竟然会以词曲调戏从家的宠姬，甚至还因此
惹恼了贵官的情绪。

但是，请大家细读原文。所谓宠姬，原本
来就是贵官用以在此等宴请席间来劝酒助兴
的工具人，所以，你劝我酒，我再反敬，无非就
是席间的常事。主人开口说宠姬不善饮酒，
这不就是我们在劝酒时常用的套路，无非就

是反让客人多喝几杯，而宠姬开口说是“为了
秦学士不惜一醉”，各位认为这种酒席间的话
语又有多少当得了真的？为何？无非就是都
知道秦观诗词冠绝，希望你能以词酬谢，为此
宴留下一篇传世之作罢了。

秦观身处其中，填词酬唱本是惯例，词中
赞颂宠姬如“天上仙女”，一切都是人情世
故。再看贵官所谓“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
是不是与我们现在说“哎呀，以后再也不带这
个孩子出来了”的那种戏言相似？倘若把这
篇小文放在高中课堂上分析一下，中心思想
是否应该就是“贵官以佯怒暗赞秦观词句绝
伦，令其不敢再令宠姬见客人”呢？

宋之小词，恰如今天之流行歌曲，满屏的
情爱之语，但即使是最八卦的狗仔队，也不会
去对着每一句的歌词，去极力印证是不是作
词者写给自己的某个风流对象。如果这样的
话，那歌坛的八卦新闻也太好编了。

当然，笔者也并非一定要证明秦观是个
“坐怀不乱”“不谙风情”的刻板夫子，只是任
何历史人物的特征分析，必须要放入到他所
处的那个历史时空去进行全面地分析，再作
出客观的评述。

秦观所在宋代，士大夫中养妾蓄妓成风，
而秦观之一生，仅有一妻一妾，并在自己南贬
之路上，唯恐拖累耽误其妾朝华，而忍痛两次
遣其归家。有人不太理解他这一举动，甚至
还说其过于薄情。实则不明白宋时侍妾的制
度习惯：

女性为妾可以不被视为过往婚姻，而只
是一个职业经历。秦观自知被贬困苦，见朝
华年轻尚轻，若此时遣其回家，尚还有机会再
嫁良人。其用情用心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有此情怀之人，再将其说成是“流连于风
月场所，去一地爱一人、见一人留一情”的花
花公子，于情于理都极难说通。

所以，观秦观之一生，以其诗词中的语

句，而联想臆造出的各种艳情韵事，绝大多数
都是后人的望文生义，当然也有不少是寻常
百姓对于悲苦诗人不公的人生经历的一种美
好想象而已。

误读标签二：只写风花雪月的哀怨词人
这个误读的标签更加普遍。
世人只道秦观只作“女郎词”，而全览秦

观留存至今的诗词作品五百多篇，其中词作
实际不过八十多首，而描写相思情恋、离愁别
恨的内容，在其中只是占了一半不到。

秦观诗文在两宋诗坛亦自成一家。他的
诗作题材丰富，常常记景说事，又似一部人生
笔记。让人可以清晰地追述其少年时期的浪
漫、青年时期的迷茫、中年之际的困惑、贬谪
阶段的苦闷。

秦观的诗作，先于词作一步，摆脱了当时
仅仅用来即兴娱乐、酬唱社交的原有功能，转
而开始关注于更加深刻的个人情感表述、更
多地起到个人情感的现实精神的需要。

秦观更擅长于策论写作，“辞华而气古，
事备而意高”是古今对其文笔风格的一致评
判。元祐二年(1087年)，在苏轼的推荐下，秦
观应召参加了“贤良方正直方极谏”制科考
试，按此考试的要求，秦观进献《进论》30篇、
《策论》20篇，系统性地阐述了他的治国安邦
之思想。

而仔细阅读这些策论，且不提其中文笔
犀利，说理透彻，引古征今，富有说服力和感
染力这些艺术手法的特点。就其文中所透露
出来的思想认知，便足以映射他人所言的“淮
海秦郎天下士,一生怀抱百忧中”的忠实评
价。

秦观还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农桑著作
《蚕书》的作者，反映了他关注民生疾苦、善于
观察并总结生活的独特品格。

了解这些，你才会明白：苏轼门下弟子众

者，为何独爱少游之才！

误读标签三：只会弄词作诗的软弱文人
这一误读，似乎更加普遍。
北宋婉约派的两大代表人物，秦观与柳

永，都有着仕途不顺的共同点。
秦观在生前，寄禄官职只到了宣德郎，包

括最高做到的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
馆编修，都只有从八品，算是倒数第三高的官
职。别说高邮的历代名人，就算是在他同一
时代之中，也比先前做到的龙图阁学士兼侍
讲的孙觉，还有刑部侍郎的乔执中，都要差了
不止一大截。

但秦观的仕途坎坷，却不同于柳永的仕
途潦倒。

秦观的个人追求与报国情怀，自青年始、
至逝前终，穷其一生而不悔。

秦观的不幸，是被卷入了北宋末年愈演
愈烈的党争；秦观的不幸更是他与老师苏轼
一样不合时宜地坚持了反对党争。

如果你反对旧党，会在新党得势时翻
身。相反，你会在旧党丛中找得存在。

可惜，这师徒俩，却反对整个党争，他们
于是落到了新党痛恨、旧党不爱的境地。

更可惜，空负了秦观一生之中满腔的报
国之热血情怀。

对于国家，秦观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睿
智的治世良方，有敏锐的世事观察，更有悲天
悯人的圣人情怀。但他却缺少了圆滑奉世的
精明、缺少了见风使舵的立场、缺少了厚黑凶
辣的手段、缺少了冷酷无情的心肠。

世人更是少知，秦观出身于兵武世家，从
小熟读孙子兵法，崇尚那样“下马文治天下，
上马武定河山”的古之名士生涯。

只可惜，历史并没有给他一片可以驰骋
的沙场！

曾读过王这么写的一篇《人人都爱秦少
游》，是啊，爱秦少游的人很多，但是，懂秦少
游的人又能有几个？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真
的只是在写感情的拥有与在手么？

“便作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真
的只是在叙述你所见到的愁苦么？

“山无数，乱红如雨，不记来时路”，真的
只是叹前途的迷茫么？

……
所以，在笔者以秦观为重要人物及时代背

景而创作的历史小说《风流大宋》中，所关注而
重点渲染的，正是那个不可重复的风流时代、
不可比拟的风流人生、不可尽释的风流情怀。

而有些“望题生义”的网友在追更评论中
会留言：作者加快更新啊，什么时候才能看风
流韵事的情节啊？

于是想起了历史上另一个以“风流才子”
著称的明代唐寅的含泪词句：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或许，被世人误解，就是风流才子难以摆

脱的命运罢了。

风流、哀怨、软弱，对秦少游的三大误读标签
□ 林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