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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五逐客

”

滴琼诗地域特色探微

向 伟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
,

四川 南充 6 3 7 0 0 9 )

【摘 要 ]海南 自汉开疆 以来
,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

作为古代中国最边远的 州郡
,

一直以来它都被 观作远摘罪 臣的流放

之所
。

如
:
宋代大文豪苏轼就曾摘居昌化军三年

,

在海南当地留下 了不少遗迹
。

有着
“

海外五逐客
”

之称的李德裕
、

李纲
、

赵鼎
、

胡铃和李光等五人
,

是较早的在海南留下笔墨的贬摘文士
。

在他们 所作的摘琼诗中
,

不乏从正面或侧 面描写海南独特的 自然

和人文景观的作品
,

这些篇章不仅为后世了解
、

认识海南提供契机
,

同时也为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和意境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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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海南岛在地形
、

气候和人文风俗等方面与内陆 又在其《咏诗》八首中摘《李卫公德裕》一首
,

合为五

表现出迥然不同的特点
。

在中国古代
,

北方长久地 首
,

并将其称为
“

海外五逐客
。 ”

至此
, “

海外五逐客
”

作为全国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中心
,

南方的发展相 之名得以确立起来
1[] 。

对滞后
,

而被称为琼州的海南岛
,

其发展更是远远
“

海外五逐客
”

的政治身份是相当特殊的
。

在

滞后于北方地区
。

海南作为古代中国实际管辖的 遭受贬滴之前
,

他们都是位高权重的朝廷重臣
,

掌

最偏远的州郡县
,

在隋唐时期便被当作罪臣的流放 握着国家机要大权
,

且都身份高贵
,

生活优握
。

贬

之地
。

唐宋时期
,

由于政治斗争的缘故
,

一大批政 滴之后
,

却落魄异常
,

生活更是艰苦不堪
。

正因为

治或文化名人遭受贬滴
,

更有一些曾位高权重的朝 贬滴前后处境的极大反差
,

使得他们的滴琼诗中体

廷重臣被贬滴到了边远的海南
,

如唐代的名相李德 现出很强的仕途失意的伤感情怀
。

当他们在面对

裕和宋代的大文豪苏轼等
,

就是滴琼名人的典型代 被自己称为
“

鬼门关
”

的海南岛时
,

自然而然地表现

表
。

他们离开了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腹地
,

来到偏 出一种悲观和绝望的消极情怀
。

因此
,

在他们滴琼

僻的海南
,

在体味到了贬居地生活之艰的同时
,

也 期间所写的诗词中
,

山川树木
、

花草虫鱼都难免地

体验到了琼州迥异于中原大地的自然和人文风俗
,

染上一层恐惧或愁苦的色彩
。

但是
,

当他们在埋怨

并留下了一些着力描写海南风物的诗词歌赋
,

为后 和愁苦之余
,

却又常常被海南独特的自然风光
、

奇

人认识
、

理解海南岛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

更为重 特的花木虫鱼鸟兽和迥异于中原的风俗文化所吸

要的是这些别具海岛特色的诗歌也为充实中国诗 引
,

或有意
、

或无意地记录下了当时海南的自然风

歌意象库和缓解与消除后世文人恐南心理起到一 物和人文景致
,

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

定的作用
。

自古以来
,

人们对于山水的态度便充斥着敬畏

一
、 “
海外五逐客

”
得名由来 与征服

、

愉悦与恐惧的复杂感受
。

在原始社会里
,

在历代贬滴海南的文士中
,

有一个被后世人们 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人们认识与改造 自然的能力

称为
“

海外五逐客
”

的特殊的滴琼团体
,

他们是早期 的低下
,

使得他们更多地选择顺应 自然的发展
,

对

滴琼文士 的杰出代表
。 “

海外
”

即指海南
,

因其居于 神秘的大自然也是充满着敬畏与恐惧的
。

原始先

大海之中而得名
。 “

五逐客
”

指李德裕
、

李纲
、

赵鼎
、

民们不管是上 山狩猎
,

还是下水捕鱼
,

都是群体性

胡锉和李光等五人
。

此五子虽然生活的年代不同
,

的活动
,

他们共同劳作
,

一方面是为了积聚力量
,

在

但因他们的政治身份特征颇为相似
,

并都有相似的 竞争中获得力量优势
,

另一方面
,

也是为了克服心

滴琼经历
,

故后世便将他们五人放到一起
,

并合称 理的恐惧
。

为
“

海外五逐客
” 。

在魏晋时期
,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干预和
“

海外五逐客
”

之名最早见于明代著名学者王 改造 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
,

且人们在生产力水平提

佐所著的《鸡肋集》中
。

王诗原题为《海外四逐客》
,

高之后
,

受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的约束力减小
,

人

是对李纲
、

赵鼎
、

胡锉和李光四人的四首赞美诗
。

们便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从事一些非物质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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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
,

于是
,

山水诗便开始兴盛起来
。

但是
,

魏晋

士人们所发现的山水与唐代滴琼文士们所面对的

山水存在着质的差异性
,

前者已经是比较纯粹的审

美对象
,

而后者则同时包含了功利与审美两种因

子
。

因此
,

唐宋的滴琼文士们对海南岛的山水持有

矛盾的态度
。

二
、

渡海诗的生命情感体验

唐宋时期
,

作为罪 臣贬滴之所的海南
,

其生活

环境是十分恶劣的
。

北宋时期的苏轼曾在《与王敏

仲书》中如是说道
: “

某垂老投荒
,

无复生还之望
,

昨

与长子迈诀
,

已处置后事矣
。

今到海南
,

首当做棺
,

次当作墓
。 ”

又在与《陈秀才书》中语
: “

此间食无肉
,

病无药
,

居无室
,

出无友
,

冬无碳
,

夏无寒泉
。 ”

连一

向以乐观豁达著称的东坡居士也发出如此的悲磋

之叹
,

由是观之
,

当时海南生活条件之恶劣可见一

斑
。

“

海外五逐客
”

中最早被贬滴到海南的是中晚

唐时期 的李德裕
。

李德裕 曾在唐文宗大和七年

( 83 3年 )和武宗开成五年 ( 840 年 )两度为相
。

后由

于党争
,

于大中二年 (公元 848 年 )被贬崖州
,

并于

大中三年 (公元 849 年 )卒于贬所
,

终年 63 岁
。

在其

贬滴路途中
,

李德裕写了一首 《贬崖州司户道中

作沪
p s ,

其诗云
:

岭水争分路转迷
,

枕榔椰叶暗蛮澳
。

愁冲毒雾逢蛇草
,

畏落沙虫避燕泥
。

五月舍田收火米
,

三更津吏报潮鸡
。

不堪肠断思 乡处
,

红植花中越鸟啼
。

在此诗中
,

李德裕极力地描写了自己在途中所

见的景象
,

并强烈地表达了他的思乡之情
。

全诗表

现出诗人对崖州极不适应
,

这不管是从诗人的诗歌

意象的选择
,

还是从诗歌的用语上都体现得十分明

显
。 “

路转迷
” 、 “

蛮溪
” 、 “

毒雾
” 、 “

蛇草
” 、 “

沙虫
”

等
,

都带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排拒心理在其中
。

此诗的

前两句在表现诗人对崖州的山水草木的情感上十

分巧妙
。

诗人首先通过
“

争分
”

一词来表现水流的

湍急和路途的艰险
。 “

路转迷
”

三字既是写实景
,

表

明道路艰险繁复
,

又是暗示诗人不知前路在何方的

渺茫感
。

就在诗人无助之时
,

却看见了在茂密的椰

树林中有一条小溪
,

似乎又让他看到了希望
。

可在

仔细观察之后
,

心里却对其产生了一种恐惧和迷惘

感
,

因为诗人不知道在那些幽暗阴森的槟榔林和椰

子林里
,

究竟又 暗藏着多少艰难险阻呢 ? 这两句
,

将诗人对崖州山水的心灵感受以及诗人心绪的变

化都刻画得十分微妙
。

海南是一座海岛
,

它与内陆相隔着琼州海峡
,

因此
,

要登上海南岛
,

必须要跨过海峡
,

而渡海对当

时生活在内陆的唐宋滴琼文人而言
,

则具有身体和

心理的双重挑战性
。

因此
,

对渡海的畏惧情绪成了

他们贬滴途中的诗歌的重要表现内容
。

李纲在《南

渡次琼管并序沪蒯中道
:

巨舶浮于海
,

长飘送短篷
。

夜潮和月白
,

晓 日跳波红
。

云影摇修浪
,

澜光接远空
。

喜过三合流
,

愁远冠 头峰
。

雷化迷天 际
,

琼瞻入望 中
。

此诗详细地记录了李纲的渡海经历
,

并将自己

在渡海中的情绪变化表达得惟妙惟 肖
, “

喜过三合

流
,

愁远冠头峰
”

二句更是十分巧妙
。 “

三合流
”

即三

条河流的交汇处
,

三河交汇
,

易形成漩涡
,

所以对行

船是十分不利的
。

此二句的妙处之处在于用一个
“

喜
”

字和一个
“

愁
”

字作对比
,

前后形成了强烈的情

感反差
。

诗人正在暗自窃喜 自己所乘的船顺利地

经过了一处险要的河段
,

可抬头一看
,

诗人离那座

隐约可见的冠头峰都还相距甚远
,

更不用说距离 自

己所要到达的 目的地了
,

而在漫长的行程中
,

究竟

还有多少
“

三合流
”

呢? 无人可知
。

胡锉在其《鹤鸽天
·

癸酉吉阳用山谷韵沪澎中更

是将这种渡海的惊险与恐惧感受移植到 自己对当

时宦官当权的不满情绪与终将战胜恶势力的积极

心态上
。

其诗云
:

梦绕松江属玉飞
,

秋风苑美更妒肥
。

不 因入海求诗句
,

万里投荒亦 岂宜 ?

青薯笠
,

绿荷衣
,

抖风细雨也须归
。

崖州险似风波海
,

海里风波有定时
。 “

崖州险似

风波海
,

海里风波有定时
”

二句
,

用一个
“

险
”

字
,

直

白地说明了渡海的危险
。

但是
,

虽说崖州的海是如

此危险
,

但海里的风波也会有平静的时候
,

这在前

人所表现的对渡海的恐惧的情感之上
,

又表现了诗

人的达观与自信
。

相较于胡锉的达观与自信
,

李光的《渡海二首护禅

在对渡海情感的表达上更具普遍性
。

其诗云
:

宜一

三载藤江守药炉
,

身轻那复羡飞亮
。

琼山万里乘风便
,

始 觉惊涛异坦途
。

宜一

潮回齐唱发船歌
,

查渺风帆去若梭
。

可是胸 中未豪壮
,

更来沧海看鲸波
。

久居 内陆的文士们
,

以前没有过渡海的经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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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对渡海的认识都停留在想象之中
。

想象的美

好与现实的残酷形成鲜明的对照
,

是二诗共同的特

点
。

《在渡海 》第一首中
, “

三载藤江守药炉
,

身轻那

复羡飞鬼
”

二句是诗人略带调侃地交代 自己渡海时

的身体状况不佳
, “

琼山万里乘风便
”

一语则是自己

想象渡海的情景
,

应该是顺风顺水
,

飞流直下
。

但

临终一语
“

始觉惊涛异坦途
” ,

才最终道出了诗人渡

海的真切感受
。

《渡海》诗第二首也类似
,

一句
“

可是

胸中未豪壮
” ,

既带有一点点幽默与自嘲的味道
,

又

能体味出诗人满腹的心酸与忧伤
。

二诗的高明之

处就在于用一种相对轻松活泼的语言去表达 自己

深沉的内心情感
,

用想象中的渡海场景与现实中的

渡海情景作比较
,

不露声色地把那种渡海的艰辛
、

被贬滴的愁苦表现得人木三分
。

对未知的领域和陌生的事物产生恐惧与排斥

心理是人之常情
。

这种恐惧心理的消除是建立在

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干预和改造 自然的能力不断

加强之上的
。

众所周知
: 山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便

被当时的士人纳人到了审美的视域之中
,

而实现这

种审美关照 的前提是人与山水的无功利性
。

也就

是说
,

人和物是两个客观存在的对象
,

人不企求从

山水之中获得生活必需品或其它东西
,

而山水也不

会对人的生命
、

生活带来 困扰与威胁
,

二者是没有

任何的功利性关系的客观存在
。

但是
,

在唐宋时

期
,

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对海洋的认识
、

利用和开发

水平的局限性
,

大海还未能被纳人到审美的视域范

围
。

这种现象直到明代才有了较大改观
。

明代造

船技术的发展和海洋经济的兴盛
,

使得人们对大海

的认识更加深刻
。

因此
,

从明代开始
,

海洋已经不

再是一个令人恐惧和害怕的事物
。

三
、

独具特色的海岛景致

花草虫鱼鸟兽等
,

历来就是中国古代传统诗画

的主角
,

历代文人墨客对它们的吟咏不绝如缕
。

但

是
,

在古代中国
,

由于政治
、

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多在

多在北方或者长江流域
,

所以
,

这些诗词歌赋中的

意象以北方或长江流域的景致居多
,

绝少有海南的

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描述
。 “

海外五逐客
”

的滴琼诗

词
,

便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
。

上文已经提及的李德裕 《贬崖州司户道中作 》
中便载录了一些比较新奇的诗歌意象

,

如
: “

毒雾
” ,

即山区的瘴气 ; “

草蛇
” ,

即藏在草里的蛇 ; “

沙虫
” ,

即水蛙
,

是一种吸血的害虫 ; “

红模花
”

是一种生长

在南方的开花灌木 ; “

越鸟
”

则是指南方的鸟
。

虽然

说这些意象被诗人组合起来
,

建构成了自己对海南

地区的恐惧与愁苦的心理
,

但是
,

不可否认的是
,

在

这些中原音韵中极少出现的诗词意象当中
,

诗人向

读者展示出的是一个尚未被人开发和保持着原始

面貌的自然生态系统
。

除了李德裕诗歌中全景式的展现海南 自然风

物之外
,

还有一些则是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对海南风

物进行细微展示
。

如李纲的《孔雀沪澎
,

其诗云
:

孔雀来从海上村
,

参差修尾灿金文
。

素知肃穆笃凤侣
,

不是喧卑鸡鹜群
。

元固赤霄虽有志
,

碧梧翠竹正须君
。

携持万里归吴越
,

怅望海山深处云
。

此诗不仅对孔雀的外表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

“

修尾
”

写出孔雀尾巴细长的特点
, “

灿金文
”

则是说

明了孔雀的羽毛的颜色和花纹
,

更为重要的是它还

写出了孔雀的性格习性
。 “

素知肃穆莺凤侣
,

不是喧

卑鸡姿群
, ”

孔雀是肃穆的
,

是和莺凤等合群的
,

这

不是那些喧嚣嘈杂的鸡姿之群可 以比拟的
。

诗中

的孔雀显然是诗人 自我人格的象征
,

所以
,

本诗又

带有极强的人格的自喻性
。

与李纲的 《孔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李光所

写的一首名叫《啄木鸟沪卢的诗歌
,

其诗云
:

海南四五月
,

有鸟名啄木
。

飞鸣乱叶间
,

形渺身繁促
。

枝间时瞥见
,

黑味羽毛绿
。

雌雄响应和
,

生浦依老各
。

啄木鸟体态小巧
,

毛绿
,

嚎黑且长
,

叫声也十分

难听
,

因此
,

它是一种极不受人喜欢的禽类
。

于是
,

诗人便将啄木鸟
“

雌雄响应和
”

的情态摘来讽刺像

秦桧之流的奸邪之徒相互勾结的丑陋嘴脸
。

以鸟

喻人
,

读来清新而有趣
。

除了这些咏物的诗歌外
, “

海外五逐客
”

还为我

们留下了一些富有海南人文气息的诗歌
。

这些诗

歌
,

不仅记录了海南的风物特产
,

而且还表现了当

地的文化风俗
,

李纲的《南渡次琼管沪蒯便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
。

其诗云
:

蛮市鱼虾会
,

宾居栋宇雄
。

人烟未寥落
,

竹树自葱笼
。

碧暗槟榔叶
,

香移薄荷丛
。

金花翔孔翠
,

彩幕向黎童
。

在这段近似于记叙的文字中
,

不仅记录了槟榔
、

椰子和薄荷等当地的特产
,

而且还记载了当地人们好

食鱼虾等海鲜的饮食习惯
,

更为重要的是
,

在这段记

述中
,

还记载下了当地的民族习俗
。 “

金花翔孔翠
,

彩

幕向黎童
, ,

所说的正是海南当地人民的衣着和节日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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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琼诗地域特 色探微

祝的场景
。

在此诗中
,

对海南的风物虽说仍旧走的是

以对其蛮荒状态的描写来表现自己遭受贬滴的苦闷

情怀这条老路
,

但是
,

此诗中却少了很多先人为主的

偏见
,

转而采取了比较平缓的情绪和实录的态度来记

录下他在滴琼过程中的所见所闻
。

此外
,

在滴琼诗中还有一些极富情趣的诗歌
,

如李光的 《文昌陈令寄龙眼甚富沪哪
。

其诗云
:

不羡葡萄马乳寒
,

品流需着荔枝间
。

幽人顿觉空囊富
,

合浦明珠一夜还
。

书写荔枝的诗歌不 占少数
,

最著名的有两首
,

其一是唐代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中的
“

一骑红尘

妃子笑
,

无人知是荔枝来
”

两联 ;另一首是宋代苏轼

的《惠州一绝》中所写的
`

旧 吠荔枝三百颗
,

不辞长

作岭南人
” 。

杜牧诗带有明显的劝谏讽喻的意味
,

而苏轼诗则是一种对荔枝的直接赞美
。

相较于以

上二子有关荔枝的叙写
,

此诗赞美荔枝别具趣味
。

马乳葡萄虽然甘甜
,

但是诗人并不羡慕
,

因为要品

评其高下
,

需要在荔枝身上才能找到品鉴标准
。

诗

人刚刚得到了文昌陈县令送来的几框荔枝
,

顿时便

觉得 自己富足了起来
,

仿佛以前失去的一切美好的

东西
,

都像合浦的珍珠一样
,

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

边
。

此诗之所以高妙
,

一是其在恰到好处的夸张中

显示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艰苦 ;二是诗人在如此物

资匿乏的处境之下
,

仍然有如此的生活情趣
。

此诗

以略带 自嘲的语气
,

抒发了诗人安然自适的情怀
,

表达出了诗人乐观的心境和广博的襟怀
。

此外诗人还有一篇表达相似情感的诗歌《昌化

肉不常得沪溯
,

其诗云
:

颜 乐革瓢孔饭疏
,

先生休叹食无鱼
。

小兵知我须招客
,

市上今晨报有猪
。

面对当时海南物质匿乏的现实
,

诗人只好以颜

回的安贫乐道 自勉
,

接着又以冯援叹
“

食无鱼
”

的典

故来表达自己对朝廷的不满与牢骚
。

但是
,

人要在

现实生存
,

埋怨和牢骚又有何裨益呢? 今早市场上

难得有猪肉卖
,

还是赶快召集宾客去市场上买来猪

肉宴请朋友暂且欢愉一次吧 !

其实
,

在中国古代
,

海南的自然风光就在广裹

的中国大地上占据了独特的位置
,

如 《方与志 》中

云 : “

琼与中州绝异
,

素无霜雪
,

冬无冻寒
,

草木不凋
,

四时花果
。 ”

明代诗人方向也曾作《海天春晓护
p ` 28
一诗

来赞美海南独特的自然风物
,

其诗云
:

海外风光别一 家
,

四时杨柳四时花
。

寒来暑往无人会
,

足有桃符纪岁华
。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
,

不管是海南的气候
、

植被等自然环境
,

还是草木虫鱼鸟兽等风物特产
,

都给异乡的游子带来了深刻的
、

独特的情感体验
,

具有很强的海南地域特色
。

总之
,

在
“

海外五逐客
”

的滴琼诗词中
,

不管是

对折射出他们内心恐惧世界的险山恶水的描绘
,

还

是对寄托着 自己别样情怀的花木虫鱼的摹写
,

其终

极情感指向都是一致的
,

那就是对 自己滴琼经历的

刻骨铭心的记忆
。

这些诗歌所具有的巨大价值
,

并

不仅仅局限于对海南极具地域特色的自然和人文

风俗的描绘和展示上
,

也不完全表现于对滴琼文人

本身或其滴琼经历的具体研究上
,

而更多的是它们

在内容与风格上表现出了一种完全迥异于以黄河

流域的中原地区和以长江流域的江汉地区为主导

的中国内陆诗歌的特点
,

这不仅为完善中国诗词的

意象库作出有益贡献
,

而且也对后世认识海南自然

和人文风俗提供契机
。

此外
,

就其当下性而言
,

这

些滴琼诗也是海南发展旅游经济和增强文化软实

力的宝贵财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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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比喻
,

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

这些双向睦

比喻的喻体十有八九是政治
、

战争
、

官僚
、

宗教
、

商

人和女人等等
,

而在文学中这些主体作为被讽刺的

对象已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传统
。

从另一个方面看
,

这也是一种拔高式的比喻
,

用一些重大甚至崇高的

人
、

事
、

物来 比喻普通人在 日常生 活中鸡毛蒜皮的

小事件
,

并带有一定的滑稽意味
,

产生一种别样的

效果和意义
。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

一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质

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这部作品的优劣
,

从这个层面

上来讲
,

可 以说《围城》对语言的锤炼已臻极致
。

笔

者认为陌生化手法是形成小说独特语言特色的最

主要的技巧
,

而对这种陌生化的认识不能局限于对

具体的文本语词分析上
,

应要延伸至创作主体
、

创

作环境等多个场域
,

才能全方位地剖析整部小说呈

现出来的陌生化效果
,

领略作者钱钟书在小说中所

表现出来的深刻意蕴
,

理解这种精湛的技巧背后潜

藏的作者的良苦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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