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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炉火纯青，是诗的高峰。但宋诗题材材广，风格多样化，格律较自由；也可说好处于不那么

炉火纯青。元好问《论诗绝句》：“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宋代派系斗争厉害，是在政治上，而在诗坛上则是互相尊重的，这正是宋诗多样化的好处。“讳

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元好问这话过分了，至少我没见过批欧梅的诗，也没见过批

王安石的诗的诗。 

王安石罢相后居钟山，有首《题西太一宫壁》：“柳叶鸣蜩暗绿，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

水，白头想见江南。”黄庭坚次韵曰：“风急啼鸟未了，雨来蚁战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间北

看成南。”任渊注黄诗，说是用《庄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我看黄诗这里有一分为

二的味道。所以他另和一首曰：“短世风惊雨过，成功梦迷酒酣。草玄不妨准易，论诗终近周

南。”他对王的人品才学是十分欣佩的。 

苏轼与王安石唱和也是在王罢相以后。王有《北山》：“北山输绿涨横波，直堑回塘滟滟时。细

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苏轼次韵：“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

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骑驴”指王心爱的一幅骑驴图，王曾就图咏志。“求宅”是苏轼

曾想买金陵田。 

我谈过王安石的《明妃曲》，据说此诗一出，连司马光都有和作。又苏轼读王安石《寄女诗》中

“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曰：“自屈宋殁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今乃见之。”（《西清

诗话》） 

王安石死后，敕赠太傅。这个敕是苏轼起草的：“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已意。糠秕百家之陈

迹，作新斯人。”这是深知安石之言。 

王安石与欧阳修相见较晚。欧阳修赠王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

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王答曰：“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

身何敢望韩公。”这事引起后人许多议论，我看多半出于对王的偏见。清人蔡尚翔在《王荆公年

谱考略》中说：欧阳修诗好李白，文宗韩愈；“三千首”“二百年”分别指李、韩。又欧阳修寄

苏子美诗：“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寂寥二百年，至宝埋无光。”总之，欧阳修的赠诗只是

以长者身份称赞王安石的文才，并无他意。王的答诗，我看是比较认真的。似是说，我心在道义

（指政治），若就文章说，终身比不上韩愈。结语还有“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似是说，我若真以文章出名，那就不好了。都是真心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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