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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I

摘 要 

本文以苏轼日常生活诗歌为论述对象。作为论述的基础，本文把日常生活分

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力求解决日常生活定义的困难。狭义日常生活是人类作

为个体维持生存和基本生活必须进行或必然发生的活动。为了交往和物质享乐及

精神享受的衣食住行则属广义日常生活。与广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重合但又

不完全相等的则是特定群体日常生活。由日常生活定义出发，本文梳理了苏轼诗

歌中以日常生活为主要描绘对象或审美对象的部分，作为立论的另一基础，并根

据其写作年代与个人生活状态和社会环境，考察了苏轼写作这部分诗歌的心理机

制，论述了苏轼日常生活诗歌与其思想及艺术观念的关系，认为苏轼日常生活诗

歌内容方面的 大特点是题材世俗化。日常生活诗歌与诗歌题材内容的关系着眼

点在诗的生活化与生活的诗化。日常生活诗歌与哲学美学关系当以物我内外的和

谐为中心，与语言风格的关系则以自然通俗为重点。在论述苏轼日常生活诗歌内

容及特点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其文化史意义。宋代诗歌正处于文学文化雅俗互

动的大背景中。苏轼日常生活诗歌既体现了诗歌本身的变化，也体现了苏轼本人

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而且，其中蕴涵的雅俗互动关系是宋以后文学文化领域雅俗

关系消长的缩影。题材世俗化的本质是文学观念的世俗化，是审美视域的延伸，

是艺术哲学的新思维。同时，苏轼日常生活诗歌也体现了文人生活方式、思想状

态、文化观念的变化。 

 

关键词：苏轼；日常生活；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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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Abstract 

The paper deals with the poetry focusing upon the daily life of Sushi,the greatest 

poet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As the basis of the theme,the paper tries to sovle 

the hard problem of defining the so called DAILY life by dividing it into two parts,the 

first in a narrow sense,and the second in a broad sense.The activities and nececities to 

maintain the life itself fall into the first part,while the social intercourse and activities 

for entertainment in terms of both materials and spirit fall into the second part.And 

relating to the daily life in a broad sense,having some ident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it 

but not all the contents of it ,is the daily life of some special groups.So from this point 

of view,the paper selects some poems of Sushi dealing with daily life as daily life 

poetry to analysize them according to the time of writing and the personal life and 

social environment.At the same time,to reveal the real condition of the mind of 

writing is the goal of this paper.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ily life 

poetry is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makes them the profane literature.And the concept of 

elite and profanity have experienced great changes with the advent of daily life 

poetry.It also shows the new thoughts in literature,aesthetics and art 

philosophy.Simultaneously,the daily life poetry of Sushi also shows the changes of the 

life ,the spirit and the culture concept of the elites of ancient China. 

 

Key Words:Sushi;Daily Life;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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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 论 

第一节  日常生活诗歌定义 

要讨论苏轼日常生活诗歌，首要问题是确定苏轼有哪些诗歌属于日常生活诗

歌。要确定哪些属于日常生活诗歌，则必须先确定什么是日常生活。关于日常生

活，目前已有文化理论深入研究。但日常生活概念的界定，存在很大模糊性。 

人具有自然性与社会性，而日常生活总是与个人、家庭相关的重在个体的活

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把人自身的再生产，即家庭

关系视作人类历史的重要因素或基本关系之一。在探讨了用以满足人的基本生存

需要的物质生产和在此基础上为满足新的需要所进行的再生产之后，他们指出：

‘一 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就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

人们 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

关系，也就是家庭。’”
①
与其它性质的活动相比，日常生活的个人性质要更突出。

“一般说来，所谓日常生活，总是同个体生命的延续，即个体生存直接相关，它

是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的各种活动的总称。……非日常活动总是同社会整体

或人的类存在相关，它是旨在维持社会再生产或类的再生产的各种活动的总称。”

②
如果细分，日常生活可以包括三种基本活动或三个基本层次：（一）、日常消费

活动；（二）、日常交往活动；（三）、日常观念活动。
③
日常生活由于和个人紧密

相连，所以和日常生活相关的空间相对窄小固定，而且自然性突出。“从日常空

间的特征来讲，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狭窄、封闭、固定的天然共同体。”
④
同样，

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时间也突出其自然性，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从日常时间的

特征来看，日常生活领域是一个相对凝固、恒常的世界。”
⑤
可见日常生活的个体

性、自然性是突出的，可以有以下定义：“日常生活是以个人的家庭、天然共同

                                                        
①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9 页。其中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80 页 
②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12 页 
③ 参见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14 页 
④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19 页 
⑤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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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等直接环境为基本寓所，旨在维持个体生存和再生产的日常消费活动、日常交

往活动和日常观念活动的总称，它是一个以重复性思维和重复性实践为基本存在

方式，凭借传统、习惯、经验以及血缘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而加以维系的自在

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
①
 

当然日常生活的相对独立与封闭性，并不能使之与其它个人性质的活动以及

社会活动绝对隔离。日常生活虽然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它与其它人类活动的界限，

不可能是泾渭分明的，所以，“日常把它自身提呈为一个难题，一个矛盾，一个

悖论：它既是普普通通的，又是超凡脱俗的；既是自我显明的，又是云山雾罩的；

既是众所周知的，又是无人知晓的；既是昭然若揭的，又是迷雾重重的。”
②
 

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被西方学界称为“现代法国辩证法之

父”，也是著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关于日常生活提出了深刻的理论。

但是即使被尊称为“西方日常生活批判第一人”的列斐伏尔，也未曾明确地解释

日常生活的概念。不过他作过大量描述。例如：“日常生活是由重复组成的。”“这

里任何东西都被计算着，因为任何东西都被数字化了。”“日常生活是生计、衣服、

家具、家人、邻居、环境……可以称之为物质文化。可见，日常生活是一种重复

性的、数量化的日常物质生活过程。
③
 

研究日常生活意义重大，“日常之于社会犹如空气和水之于人，一个健全的

社会除了应致力于塑造英雄和追求理想价值目标之外，还应该同时致力于激活普

通人和追求日常生活的意义。日常生活是鲜活而丰富的，同时也是杂乱无序的，

日常生活富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却又常常被琐碎细节纠缠着，人依偎日常生活却又

往往瞧不起日常生活。”
④
 “日常生活的运行具有自然性，‘世世代代，芸芸众生

曾经或正在过着他们的日常生活，仿佛日常是一种自然的氛围，他们从未停下来

去追寻日常的含义是什么’。”
⑤
列斐伏尔认为，“分析日常生活可以在平凡中发掘

出不平凡，人们并不懂得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日常生活是欲望与需要、严肃与

轻浮、自然与文化、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结合点和冲突点。”
⑥
 “习焉不察的日常

                                                        
① 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31 页 
② [英] 本·海默尔著,王志宏译《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30 页 
③ 参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63 页 
④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57 页 
⑤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57 页 
⑥ 转引自《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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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现代社会已构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思考。”
①
对日常

生活诗歌的研究可以理解为文学研究与日常生活研究的交汇。 

日常生活琐碎但不可忽略。“日常生活是有别于某种整体性的、有组织的、

具有专业性特征的结构性活动，是人们经常从事的琐屑的、平凡的、具有个人性

特征的活动。……日常生活作为一种琐碎的东西，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日

常生活是一切其他活动的汇集地，是它们的共同的纽带和根基。”
②
 实际上，人

的自由状态或者本质往往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在列斐伏尔看来，人是在平凡的

日常生活中被发现和被创造的，而且正是在这样的不起眼的日常小事中潜藏着整

个社会关系，日常生活构成为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一种基础性领域。”
③
他

（列斐伏尔）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归根结底不是经济人、理性人、技术人、劳

动人、政治人，而是日常生活中的凡夫俗子。
④
 

本文在基于上述对日常生活考察，认为日常生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

是在个人层面的考察，着眼点在于生命延续的必须。这一类日常生活在表现形式

上是重在生理活动，作为个体的人在生活过程中重复频率很高的，属于维持个体

生命活动必需的行为。另一层次是群体层次上的考察。这一层次与社会群体交往

有关。而群体根据不同观察点，又分为社会群体，即根据不同的身份、地位等交

际活动的基础而产生的社会交往团体。另一个观察点即作为种属概念的群体。第

一种群体层次上的日常生活，对群体内部的人来说，重复频率较高，但对于群体

之外的人来说，可能根本不在日常生活之列。此重在社会。第二种群体层次上的

日常生活在单个的人身上重复频率并不高，但却是作为种群概念上的人在生命历

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综上所述，日常生活可分为个体和群体两个层次。其中

群体层次又分两小类，一重社会特征，一重生理过程。根据需要，本文将把重点

放在生理过程这一部分。因为作为群体日常生活的第一部分，其外延广阔，与一

般的诗歌交叉点甚多，且从历史发展来看，并不能体现士人生活与诗歌观念的显

著变化。故本文的考察重点在于着眼点在生理过程的日常生活诗歌。对重社会的

一面，将略述其要。同时，作为 核心的衣食住行当然是古今中外人类共有的，

                                                        
①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57 页 
②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73 页 
③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73 页 
④ 参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81－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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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常生活既然是存在于时间之流的受到社会影响的个人活动，也必然会受

到历史条件的影响。因此，在必然性、琐碎平凡、重复性等共性的基础上，日常

生活的具体内容当然也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出现不同程度的差 。因此，日常

生活又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 

如上所述，日常生活研究非常有意义，但日常生活概念的具体含义却具有某

种不确定性，日常生活与其它个人生活以及社会活动的关系，存在模糊之处。综

合以上相关理论，笔者认为日常生活的概念可从狭义和广义来理解。作为立论的

基础，本文为日常生活这一有争议的概念暂时下一定义：狭义日常生活是人类作

为个体维持生存和基本生活必须进行或必然发生的活动。必须进行的衣食住行活

动是狭义日常生活的核心。围绕必须进行的衣食住行活动，在生存过程中大多数

自然人必然发生的活动，也涵盖在狭义日常生活概念之中。而为了交往和物质享

乐及精神享受的衣食住行则可视为广义日常生活。与广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

重合但又不完全相等的则是特定群体日常生活。狭义日常生活的特点是古今中外

自然人所共有之活动，其特点是普泛化和不断重复性，具有相对的恒定静止封闭

性。广义日常生活与特定群体日常生活是狭义日常生活的不对等非同向性延伸，

与整个人类社会文化活动相关
①
。广义日常生活及特定群体日常生活与人类文化

活动界限有模糊之处，而日常生活概念定义的困难正源于这一模糊界限。以下图

示之。（见下页） 

                                                        
① 作者注：此文化不仅仅指精神文化，而指文明人类所有具社会文化性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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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定义示意图 

 

以下作简要说明。如图所示，域 A与 B,以实线标示，是狭义日常生活。域 C

与 D,以虚线标示，是广义日常生活与特定群体日常生活。虚线意味着其界限与

范围的不确定性。域之外的未标示部分则意味着广阔的人类社会文化活动。举例

而言，一般人为了生存而进行吃饭穿衣活动，是必须进行的活动，属于狭义日常

生活的核心部分。而像做梦一类的事情，虽然不是为了生存而必须进行的活动，

却是作为普通人经常发生或不可避免的事情，即必然发生的活动，也属于狭义日

常生活。与一般的吃饭穿衣不同，有些衣食住行主要是为了享受目的，如饮茶，

则属于广义的日常生活。至于士大夫集会，对于士大夫本身而言也许经常发生，

但却不是作为一般的人所共有的，因此只能属于特定群体日常生活范畴。但是必

须特别说明的是，广义日常生活与特定群体日常生活与人类文化活动时有交叉重

复，其界限并非泾渭分明。 

依据上述理论和定义，本文把苏轼现存诗歌中以日常生活为主要描绘对象或

审美对象的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并且鉴于日常生活定义本身固有的不确定性，本

文以描绘上述定义中的狭义日常生活的诗歌为主，兼顾广义日常生活和群体日常

生活诗歌。 

 
 
 
 
 
 
 
 

C 广义日常生活 

 
 
 
 

B 必然发生   

A 必须 
进行 

 
 

D特定群体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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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研究简述、意义与方法 

研究苏轼诗歌，与研究宋诗紧密相联。对宋诗特点研究已有多部专著，如胡

云翼《宋诗研究》、许总《宋诗史》、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张宏生《宋诗:

融通与 拓》、张培锋《宋诗与禅》等。对苏轼研究更是形成苏学。其中总结性

的著作也很多，如曾枣庄先生《苏轼研究史》，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等。 

叶帮义、余恕诚先生《百年苏诗研究述评》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苏诗研究作了

总结性的梳理。文章指出：“自宋以来，苏诗虽也受到过一些非议，但总的说来，

是受到普遍的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专门的苏诗研究并不多见，更多的苏诗

研究是与苏轼研究尤其是与宋诗研究共同进行的。”
①
20 世纪 80-90 年代出版了

不少苏轼、苏诗研究专著如：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1982）、谢桃

坊《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曾枣庄《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三苏研究》（巴蜀书社，1990）、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

《苏轼新评》（中国文学出版社，1993）、王洪《苏轼诗歌研究》（朝华出版社，

1993）、《苏东坡研究》（广西师大出版社，1998）、杨胜宽《苏轼人格研究》（四

川大学出版社，1994）、王水照的《苏轼》（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苏轼研究》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王

友胜《苏诗研究史稿》（岳麓书社，2000）等专著以及由苏轼研究学会编的《东

坡诗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东坡研究论丛》（四川文学出版社，1986）、

《论苏轼岭南诗及其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纪念苏轼贬儋八百九十周

年学术讨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陶文鹏《苏轼诗词艺术论》（上海古

籍出版社出版，2001 年，所收多是作者 20 世纪 80-90 年代所撰论文）
②
。中国

人民大学《中国苏轼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2004，2007，2008）是较新的

苏轼研究论文集，至今已出版四辑。以上著作体现了苏轼诗歌研究取得的重大成

就。 

如上节所述，对日常生活这个文化概念的含义，是文化理论界已经深入研究

的领域。而日常生活审美化，更引起了学界广泛讨论。这些相关研究各自已经取

                                                        
① 叶帮义、余恕诚《百年苏诗研究述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第 2期 

② 据叶帮义、余恕诚《百年苏诗研究述评》，《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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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笔者所见，对苏轼日常生活诗歌研究却尚未有专著或专论，

仅有一些综合性研究著作涉及相关论点。如文史专家浦江清在讲述苏轼诗歌时提

到其“有朋友赠答、记述生活琐碎的诗”
①
。又如王水照先生《宋代文学通论》，

对宋诗的新面貌作了较深刻的论述，并且对其中的雅俗关系作了深入考察。该书

论及宋代诗歌、苏轼诗歌时，突出了其中雅俗互动关系，指出苏诗对日常生活题

材的重视。又张高评《宋诗特色研究》专题二其中一节《化俗为雅与宋诗特色》，

专论宋诗雅俗新变。本文一些论述即引述了以上专著成果。 

蔡瑜《中国抒情诗的世界》
②
有一章《闲情意趣――日常生活的品赏》。以下

是此章诗歌部分选目：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刘眘虚《缺题（道由白云

尽）》，张旭《山行留客》，王维《山居秋暝》，李白《山中问答》，苏轼《惠崇春

江晓景》。可以看出，所选诗歌意味悠长，或表现诗人隐居逸趣，或于情境描绘

中表现某种哲理，对研究诗人生活情趣不无启发性，但其品赏重在日常生活中的

“闲情”，与本文上述考察的日常生活定义区别较大。简锦松《从一个新观点试

论北宋诗》，
③
论及了宋诗多写生活琐事问题，并举苏轼诗《春菜》为例说明之。 

从日常生活与人的关系来看，日常生活诗歌研究很有意义。很久以来，人们

对每天的生活熟视无睹，并未深入思考其意义。一般人所注意的，往往是非日常

的一面，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伟大事件，却忽略了其实绝大多数人的时间，其实

都消耗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伟大或激动人心的事件总是昙花一现。其实日

常生活更体现了人的本质品格。所以，“人的 终解放不是体现在经济领域与政

治领域，而是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体现到日常生活中来。人类的幸福与希望不能诉

诸于日常生活之外而诉诸于日常生活中。”
④
那么，对日常生活集中描绘并力寻其

意义的日常生活诗歌就有了不可忽略的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作为宋代文学

的代表性人物，苏轼日常生活诗歌既体现了诗歌题材的变化，更由此可以看出宋

代诗歌以至文学文化上某些新的因素。这样，研究日常生活诗歌，尤其是其中具

有典型性意义的苏轼日常生活诗歌，也就被赋予了深刻意义。而对于宋代日常生

活的相关研究，则有法国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可供借鉴。 

                                                        
① 《浦江清中国文学史讲义》83 页，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7 年 
②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2004 年 
③ 《宋代文学与思想》，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7 年，389 页 
④ 《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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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研究方法而言，首先必须依靠实际材料，而不能只作理论推演。所以，

本文在考察日常生活定义的立论基础上，重要的一步是考察苏轼所有现存诗歌，

尽量确立苏轼有哪些诗作可称为日常生活诗歌，并以此作为立论的另一坚实基

础。唯其如此，才有可能考察苏轼日常生活诗歌的特点及其蕴含的文学文化意义。 

 

第三节  苏轼之前日常生活诗歌源流概说 

在展 对苏轼日常生活诗歌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宋以前的日常生活诗歌发

展轨迹作一简要回顾。 

《诗经》时代。《诗经》中，可以说无日常生活诗歌。当然，如果说那时的

劳动，就是日常生活的话，《诗经》当然大量反映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但是，作

为日常生活诗歌的审美存在，仍然不可想象。《诗经》时代的所谓日常生活入诗，

只是为了表达某种主题。或为爱情，或为政治，或为讽谏，或为呼告。其日常生

活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而非诗之目的。简言之，日常生活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

当时的诗歌观念亦无此。或许有少许天才的想象，如老子孔子庄子，对日常生活

诗歌有过某些论述，但很难找到实际例证。诗歌如此，当时的散文亦如此。 

汉魏时代的日常生活诗歌略同于《诗经》时代。但其审美态度发生了变化。

如山水入诗，即雅化了生活事实。但汉魏的生活诗化，不同于唐宋的生活诗化。

汉魏的生活诗化，乃是化俗为雅，其根本点在于生活本身行为的“雅”，而非观

念之“以俗为雅”。唐宋之生活诗化，在于生活观念之“雅”，即“俗”之行为本

身仍未“脱俗”，而唐宋人以为此“俗”即为“雅”也。以例证之。比如刘伶裸

于屋中，其行为似“俗”，然刘伶以为天地为我衣，盖俗中自有真意在，非真俗。

体现魏晋风度的《世说新语》中名士种种行为，本身即是一种“雅”，至唐宋则

不然。所以汉魏时代的日常生活诗歌不同于先秦，也不同于唐宋。汉魏晋时代日

常生活诗歌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诗人是陶渊明。 

小结：诗经及乐府诗歌之性质不同，应以文人诗为重点比较。诗经时代，日

常生活的概念不同，无直接写日常生活之诗。诗之目的不在生活本身，而在喻义。

其日常生活只是一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原因在无日常生活审美观念。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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