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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干之生平与诗歌系年

吴在庆

【摘要】迄今人们对晚唐诗人方干的生平与作品缺乏深入研究
,

本文依据有关唐代资料对其

生平与诗歌加 以考索
,

并以系年
。

晚唐诗人方干字谁飞
,

睦州桐庐 (今属浙江)人
,

主于唐宪宗元和四年 (据闻一多《唐诗大系 》)一生未

仕
,

隐居镜湖
。

他啸傲于山水烟波间
,

写下了许多歌

咏镜湖及浙东风光的优美清丽诗篇
。

尽管他终生为

隐流
.

但诗名颇著
,

赢得众多诗人的赏爱
。

唐人虚中

《悼方干处士 ))( 《全唐诗》卷 8 4 8) 云
: “
先生在世 日

,

抵向

镜湖居
。

明主未巡狩
,

白头闲钓鱼
。

烟莎一径小
,

洲岛

四邻疏
。

独有为儒者
,

时来吊旧庐
。 ”
王赞《玄英先生

诗集序》(套全唐文 》卷 8 65 )亦称
“
吴越故多诗人

,

未有新

定方干擅名于杭越
,

流声于京洛
。

夫干之为诗
,

镜肌

涤骨
,

冰莹霞绚
。

嘉肴自将
,

不吮余隽
。

丽不葩纷
,

苦

不棘瘤
。

当其得志
,

倏与神会
.

词若未至
,

意已独往
。
”

由于资料的缺乏
,

这位擅名杭越的浙江诗人的生平及

作品系年尚有待于进一步考索
,

以利其诗歌的深入研

究
。

今据有关资料
,

姑将其生平及诗作一简略之系

年
。

详为考索
,

则有待于方家
。

唐 文宗大和六年 (83 2)
,

二十四岁
。

秋
,

姚合 出宁

金州
,

有哎送姚合员外赴金州》诗
。

今存方干诗可考年代最早者为《送姚合员外赴金

州 》(发全唐诗 》卷 6 4 9
,

方干诗录于《全唐诗》卷 6拐 至 6 53
,

下引其诗均见此)诗
: “

受诏从华省
,

开旗发帝州
。

野烟

新泽曙
,

残照古山秋
。”

姚合由户部员外郎出为金州刺

史在本年秋(笔者另有文考之
,

事繁
,

此不赘)
,

方干此诗

亦作于此时
。

又《唐披言》卷 4 : “ (方干 )幼有清才
,

为

徐凝所器
,

诲之格律
。

干或有句云
: ‘

把得新诗草里

论
。 ,

反语云
‘

村里老
’ ,

谑凝而已
. ”《郡斋读书志 》卷

1 8 : “
涂凝有诗名

,

一见干
,

器之
,

授以诗律
。

气披言》谓

此事在方干
“

幼有清才
”

后
,

味其意事当在本年之前
。

唐 文宗大和九年 (8 3 5)
.

二十 七岁
。

喝杭州刺史

姚合
,

为合所礼遇盖在本年
。

有《上杭州姚郎中》
、

成叙

钱墉异胜》
、

《旅次钱塘》
、

《贻钱塘县路 明府 》
、

《赠钱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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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唐处士》诸诗约去年所作
。

孙合以方玄英先生传 ))( 全唐文》卷 8 2 0) 云
: “

始渴钱

塘守姚公合
,

公视其貌陋
,

初甚侮之
。

坐定览卷
,

骇目

变容而叹之
。 ”
刘克庄《后村诗话》新集卷 4 : “

始见姚

合
,

合卑之
。

及览其诗
,

骇 目变容
,

宾客馆之
,

登山临

水必与焉
。 ”

姚合始刺钱塘在大和八年秋冬间
,

而干有

《上杭州姚郎中》诗
,

中云
“

春游下马皆成酿
,

吏散看

山即有诗
” ,

乃作于春 日
,

则干渴姚合于杭州盖在本

年
。

又有《叙钱塘异胜 》
,

中云
: “

暖景融融寒景清
,

越
r

台风送晓钟声
。

⋯⋯夜雪未知东岸绿
,

春风犹放半江

晴
。 ”

诗乃本年早春作
。

又有《旅次钱塘》
,

中云
: “

潮落

海人散
,

钟迟秋寺深
。

我来无旧识
,

谁见寂寥心
。 ”

诗

作于秋 日
,

且谓钱塘无相识者
,

似是本年早春见姚合

前游至钱塘所作
,

则其去年秋已至钱塘
。

《贻钱塘县

路明府》
: “
志业不得力

,

至今犹苦吟
。

睑成五字句
,

用

破一生心
。

世路屈声满
,

寒溪怨气深
。

前贤多晚达
,

莫

怕鬓霜侵
。

,’( 赠钱塘湖上唐处士》
: “

蟾蛛影里清吟苦
,

炸锰舟中白发生
。”
两诗盖亦去年之作

。

其《夏 日登灵

隐寺后峰》诗疑作于今年
。

唐文宗开成元年 (8 3 6 )
,

二十八 岁
。

《送班主薄入

渴荆南韦常侍 》诗约作于本年前后
。

方干有‘送班主簿入渴荆南韦常侍》诗
。

韦常侍

即韦长
,

其镇荆南始大和八年至开成三年正月(据《唐

方镇年表》卷五 )
。

诗有
“

束书成远去
,

还计莫经春
”

句
,

则诗作于大和八年至开成二年间
,

今姑系于此
。

唐文宗开成四年 (8 39)
,

三十一岁
。

本年在睦州
,

有《题睦州 吕郎中郡中环澳亭 》
、

《闰春》诗
。

方干有《题睦州吕郎中郡中环溪亭》诗
。

吕郎中

即吕述
。

据《严州图经》
: “
吕述

,

开成二年七月二十三

日自盐铁推官
、

祠部郎中拜
。 ”

然同书前条又记
“

郑仁

弼
,

开成二年八月七 日自卫尉少卿拜
。 ”
则吕述之任睦



州或乃开成三年七月下旬
。

又吕述《移城陛庙记》(《唐

文拾遗》郑 2 9 ) : “
睦州城陛神庙

,

⋯⋯开成五年六月一

日刺史吕述建
。 ”
则 吕述任睦州在开成三年秋至约开

成末
。

本诗有
“
间花半落犹迷蝶

” 、 “

荷香坐久著衣巾
”

句
,

似作于春夏间
。

又有
“

暂来此地非多日
.

明主那容

借冠询
”

句
,

则时吕迷至任当不太久
,

本诗当作于本

年
。

又有《闰春》诗
,

中云
“

前春寒已尽
,

待闰 日犹长
。

柳变虽因雨
,

花迟岂为霜
” 。

据诗
,

闰春当是闰正月
,

故有
“

前春
” 、 “
花迟

”

句
。

方干时仅开成四年闰正月
,

诗乃本年之作
。

唐文宗开成五年 (8 40)
,

三十二 岁
。

本年或稍后

有《中路寄喻亮先辈》诗
。

而本年前即 与喻亮交往
,

有

《叙雪寄喻尧》
、

《赠喻尧》之作
。

此后尚有《湖上 言事

寄长城喻明府 》
、

《别喻亮先辈 》
、

《哭喻亮先辈 》诗
。

方干有《中路寄喻尧先辈》诗
。

称兔先辈
,

时兔当

已及第
。

尧开成五年及进士第
,

诗最早作于本年
。

本

诗云
: “

求名如未遂
,

白首亦难归
。

送我尊前酒
,

典君

身上衣
。 ”

唐俗
,

进士新及第后
,

其衣为人所宝重
,

盖取

其以利登第之意
,

故干诗有典衣之句
。

则千此诗当作

于尧本年登第后不久
。

又有《叙雪寄喻尧》
、

《赠喻尧》

二诗作年难考
,

然未称尧先辈
,

当作于尧本年及第前
。

又有《别喻亮先辈))( 见 《文苑英华 》卷 2 8 0)
、

《湖上言事

寄长城喻明府》
、

《哭喻尧先辈》三诗
,

作年均不可确

考
,

均作于本年之后
。

唐式宗会昌三 年 (8 43)
,

三十五岁
。

时 已隐居于

镜湖
,

有《寄普州贾司仓岛》诗
。

方干有《寄普州贾司仓岛》诗
。

据苏绛《贾司仓墓

志铭》(《全唐文》卷 76 3) : “

岛会昌癸亥岁七月二十八日

终于郡官舍
,

⋯⋯未及侠旬
,

又转授晋 (按应作普 )州

司户参军
。 ”

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八以及《唐诗纪

事》卷 40 贾岛条均记岛
“

自长江迁普州司仓
,

方干自

镜湖寄诗曰
:

乱山重复迭⋯⋯
” 。

癸亥即会昌三年
,

方

干寄诗当在本年岛授普州参军之后
,

且其时方干已隐

居于镜湖
。

方干隐居镜湖事诸书多及
。

《方玄英先生

传》云
: “

先生一举不得志
,

遂遁于会稽
,

渔于鉴湖
,

与

郑仁规
、

李频
、

陶详为三益友
. ”《鉴诫录》卷八

: “

方十

四郎干为人唇缺
,

连历十余举
,

有司议干才则才矣
,

不

可与缺唇人科名
,

四夷所闻为中原鲜士矣
。

干潜知此

论
,

遂归镜湖
.

气唐诗纪事》卷 63 方干条亦载
“
干为人

质野
,

每见人设三拜
,

曰 : ‘

礼数有三
。 ’

识者呼为方三

拜
。

为人唇缺
,

连应十余举
,

遂归镜湖
。

后十数年
,

遇

医补唇
,

年已老矣
,

镜湖人号曰补唇先生
。”

方干本年三十五
,

历十余年而
“

年 已老矣
” ,

即年

五十上下
,

此亦可反证方干本年已隐居于镜湖 (即鉴

湖)
。

《唐才子传》卷 7 记其隐居镜湖之事云
: “

湖北有

茅斋
,

湖西有松岛
。

每风清月明
,

携稚子邻史
,

轻掉往

返
,

甚惬素心
。

所往水木幽阐泌
,

一草一花
,

俱能留客
。

家贫
,

蓄古琴
,

行吟醉卧以 自娱
。 ”
又谓其

“

浙间凡有园

林名胜
,

辄造主人
,

留题几遍
。 ”

其诗即有描述其萧然

于镜湖者
。

《鉴湖西岛言事》云
: “

墉拙幸便荒僻地
.

纵

听猿鸟亦何愁
。

偶斟药酒欺梅雨
,

却著寒衣过麦秋
。

岁计有时添橡实
,

生涯一半在渔舟
。

世人若便无知

己
,

应向此溪成白头
。 ”
又《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轻

掉往返颇谐素心因成四韵》云
: “

湖北湖西往复还
,

朝

昏只处 自由间
。

暑天移榻就深竹
,

月夜乘舟归浅山
。

选砌紫鳞敲枕钓
,

垂巷野果隔窗攀
。

古贤暮齿方如

此
,

多笑愚儒鬓未斑
。 ”

唐武宗会昌五年 (84 5 )
,

三 十四 岁
。

《送叶 秀才赴

举呈吕少监》诗约作于本年前后
。

方干有《送叶秀才赴举呈 吕少监》诗
, “

吕
”
一作

“

李
” ,

当以 吕为是
。

吕少监为吕述
,

开成四年吕述任

睦州刺史
,

干即有《题睦州吕郎中郡中环溪亭 》诗
。

检

《新唐书》卷 5 8 《艺文志》二
,

吕述
“
字修业

.

会昌秘书

少监
,

商州刺史
。”
述大中元年由秘书少监移任商州刺

史不久 (参大中元年条 )
.

则本年前后盖在秘书监任
,

方干此诗亦约是时所作
。

唐宣宗大中元年(8 47)
.

三十九岁
。

有《将喝商州

吕郎中道 出楚州留献韦中垂 》诗
。

方干有《将渴商州吕郎中道出楚州留献韦中垂》

诗
。

吕郎中即吕述
。

考李商隐《祭吕商州文 》云
: “

逮予

廉部
,

及子颁条
。”
此文乃商隐代郑亚作

。

《旧唐书
·

宣宗纪》记郑亚大中元年二月由给事中出镇桂管
,

故

钱振伦兄弟于此文下注
: “
吕君当亦于大中元年至商

州
。 ” (见《樊南文集详注 》)

.

韦中尽为韦灌
。

《新唐书》卷

162 《韦灌传 》: “

会昌末
,

累迁楚州刺史
”

。

据上考
,

则

方干将往商州吕述处
,

途经楚州
,

与韦灌交游盖在本

年
。

唐宣宗大 中二年 (84 8)
,

四十岁
。

游至广州
。

未
,

李群玉有《增方处士兼以写别》诗
,

后 又有《广州重别

方处士之封川》诗
。

李群玉有《赠方处士兼以写别》(《全唐诗》卷 5 6 8
,

下引李诗同)诗
: “

夭与云鹤情
,

人间态诗酒
.

龙宫奉采

觅
,

}项洞一千首
。

清如南薰丝
,

韵若黄钟吼
。

喜于风骚

地
,

忽见陶射手
。

籍籍九江西
,

篇篇在人口
。

⋯⋯才力

似风鹏
,

谁能算升斗
。

无营傲云竹
,

琴峡静为友
。

莺凤

取羽仪
,

骥骥在郊蔽
。

镜湖春水绿
,

越客思归否 ? 白衣

四十秋
,

逍遥一何久
。 ”
又有《广州重别方处士之封川》

诗
: “

楚国傲名客
,

九州遍芳声
。

白衣谢答级
,

云卧重

9



岩扁
。 ”

方处士即方干
,

千本年四十岁
,

故诗有
“
四十

秋
”
句

。

又据陶敏《李群玉年谱稿 ))( 《中国韵文学刊》总第

五期)
.

李群玉本年在广州遇方干
,

离广州时有《广州

重别方处士之封川》诗
,

以此知本年方干已游至广州
。

据
“

春水绿
”

句
,

知本年春干已至广州
.

唐宣 宗大 中五 年 (8 5 1 )
,

四十三 岁
。

《东溪别业寄

吉州段郎中》
、

《东澳言事寄于丹 》诗作于本年前后
。

方干有《东溪别业寄吉州段郎中》诗
。

段郎中即

段成式
。

据《唐刺史考》
,

其为吉州刺史在大中二年至

七年
。

本诗作年难确考
,

盖作于本年前后数年中
。

干

又有《东溪言事寄于丹》诗
,

作年亦难考
,

以其作于东

溪
.

姑系于此
。

唐宣宗大中八年 (85 4)
.

四十六岁
。

有《许员外新

阳别业 》诗
。

方干有《许员外新阳别业》诗
,

中云
: “
多谢那中贤

太守
.

当时谈笑许追陪
。 ”

许员外为许浑
.

浑曾任虞部

员外郎
,

大中八年又任郑州刺史卒
。

唐 宣宗大中九年 (8 5 5 )
,

四 十七 岁
。

约本年往游

婆州东阳
,

有《东阳选 中作》
、

《演:
碧亭》

、

《出东阳道 中

作 》诗
。

秋 日
.

复往游处州
,

有《自给云赴郡 澳流 百

里 》
、

《增处 州段郎中》诗
。

方干有《涵碧亭》诗
.

题下注
: “

洋州于中垂宰东阳

日置
。 ”
按洋州于中承为于兴宗

,

宝历大和间为东阳

令
.

大中九年在洋州刺史任
。

干此诗约作于本年
。

涵

碧亭在委州东阳
.

则干时往游于此
。

又其《东阳道中

作》(一作《寒食日)})
、

《出东阳道中作》
: “
马首寒山黛色

浓
,

一重重尽一重重
。

醉醒已在他人界
,

犹忆东阳昨

夜钟
。
”

据此两诗知本年春方干往游东阳
,

至秋寒时离

去
。

其离东阳后又南游处州
。

有《自绪云赴郡溪流百

里轻掉一发曾不崇朝叙事四韵寄段郎中》诗
。

绮云县

属处州
,

在婆州永康县南
。

段郎中即处州刺史段成

式
。

本诗有
“

斗转寒湾避石校
”

句
,

亦在秋寒时
。

可知

方干离东阳后即南游处州
。

又有《赠处州段郎中》诗
,

中云
: “
幸见仙才领郡初⋯⋯寒潭是处清连底

” ,

则诗

作于段成式大中九年初任处州时
,

时在秋寒时节
。

干

在处州又有《处州洞溪》诗
.

中云
“

众山寒迭翠
,

两派绿

分声
” ,

乃秋寒时往游诗
。

唐鳃宗咸通元年 (86 0)
,

五十二 岁
。

《送杭州李员

外》诗约作于本年
。

方干有《送杭州李员外》
,

中云
: “

政成何用满三

年
” ,

又云
: “

便赴新恩归紫禁
” 。

《全唐诗人名考》谓李

员外为李远
。

据《资治通鉴》卷 24 9
,

李远为杭州刺史

在大中十二年十月
,

其任杭州未满三年
,

则约在本年

离任
。

诗乃约本年送行之作
。

JO

唐鸽宗咸通三年 (86 2)
,

五十四岁
。

长过李群玉故

居》盖作于本年之后
。

方干有《过李群玉故居 》
,

中云
: “

汗直上书难遇

主
,

衔冤下世未成翁
。 ”

据《李群玉年谱稿》
,

群玉卒于

本年
,

则方干诗乃作于本年或之后
。

唐处宗咸通五年 (8 6 4 )
,

五 十六岁
。

仍隐居于会

稽镜湖
.

时有《上越州杨严 中垂 》诗
。

其隐镜湖时
,

当

时诗人多有赠题之作
。

方干有《上越州杨严中承 》诗
。

考《嘉泰会稽志》

卷 2
: “

杨严
.

咸通五年九月 自前中书舍人授
” 。

《会稽

掇英总集》卷 18 同
。

本诗云
: “

连枝棣粤世无双
.

未秉

鸿钧拥大邦
。

折佳早闻推独步
.

分忧暂辍过重江
。 ”

诗

当作于杨严本年初镇浙东时
。

方干隐居镜湖
.

萧然山水间
,

当时诗人多有题赠

之作
,

可见其隐居生活与时人之交往
。

诗多难考确

年
,

姑述于此
。

曹松《赠镜湖处士方干二首 })( 《全唐诗》

卷 71 7) 之一云
: “

包含教化剩搜罗
.

句出东欧奈峭何
。

世路不妨平处少
,

才人唯是屈声多
。

云来岛上便幽

石
,

月到湖心忌白波
。

后辈难为措机抒
,

先生织字得

龙梭
。 ”
贯休《春晚访镜湖方干 ))( 《全唐诗》卷 8 3 4) : “

幽

居湖北滨
.

相访值残春
。

路远诸峰雨
,

时多}蜀鳖人
。

蒸

花初酿酒
,

渔艇劣容身
。

莫讶频来此
,

伊余亦隐沦
。 ”

尚颜《寄方干处士》“全唐诗》卷 8 4 8) : “
格外缀清诗

,

诗

名独得知
。

闲居公道日
,

醉卧牡丹时
。

海鸟和涛望
.

山

僧带雪期
。

仍闻称处士
,

圣主肯相违
。 ”

翁锣L《赠方干

先生》(《全唐诗》卷 6 6 7 ) : “

由来箕踞任夭真
,

别有诗名

出世尘
。

不爱春宫分桂树
,

欲教天子枉蒲轮
。

城头擎

鼓三声晓
,

岛外湖山一簇春
。

独向若耶溪上住
,

谁知

不是钓鳌人
。 ”
吴融《赠方干处士歌批‘全唐诗》卷 6 8 7)

:

“

把笔尽为诗
.

何人敌夫子
。

句满天下 口
,

名垢天下

耳
。

不识朝
,

不识市
,

旷逍遥
,

闲徙倚
。

一杯酒
,

无万

事 ; 一叶舟
,

无千里
。

衣裳白云
,

坐卧流水
。

霜落风高

忽相忆
,

惠然见过留一夕
。

一夕听吟十数篇
,

水榭林

萝为岑寂
。

拂旦舍我亦不辞
,

携年径去随所适
。

随所

适
,

无处觅
,

云半片
.

鹤一只
。 ”

郑谷《寄题方干处士》

(《全唐诗》卷 6 7 4) 推崇其诗云
: “

暮年诗力在
,

新 (一作

析 )句更幽微
。 ”
崔涂《读方干诗因怀别业》(《全唐诗》卷

6 7 9) 中云
: “

把君诗一吟
,

万里见君心
。

华发新知少
,

沧

州旧隐深
。 ”

李山甫《方干隐居》(《全唐诗》卷 6 4 3 )云
:

“

问人远帕千重意
,

对客闲云一片情
。

早晚尘埃得休

去
,

且将书剑事先生
。 ”

唐鳃宗咸通八年 (8 67)
.

五 十九岁
。

仍隐居镜湖
,

有《越中言事二首》
。

方干有《越中言事二首》
.

诗 题下 注
: “

咸通八年



螂哪公到任后作
”

。

娜哪公即王 }风
。

据《会稽掇英总

集》卷 1 8
: “
王 i风

,

咸通八年二月 自前户部侍郎授
。 ”
则

诗乃作于本年二月后
。

诗人以清丽之笔描绘镜湖一

带优美景色
.

寄情于诗云
: “

郭中云吐啼猿寺
,

山上花

藏调角城
。

香起荷湾停掉饮
,

丝垂柳陌约鞭行
。

游人

今日又明 日
.

不觉镜中新发生
。

,,u 百里湖波轻撼月
,

五

更军角慢吹霜
。

沙边贾客喧鱼市
.

岛上潜夫醉钧庄
。

终岁逍遥仁术内
,

无名甘老实臣乡
。 ”

唐鳃宗咸通九年 (8 68 )
,

六十 岁
。

有《送王侍郎浙

东入朝 》诗
。

岁暮还睦州相庐故 乡
,

有《归睦州中路寄

侯 郎中》
、

《岁晚言事寄 乡中亲友》
、

《初归故里献侯郎

中》诗
。

方干有《送王侍郎浙东入朝》诗
,

王侍郎即王 i风
。

咸通八年二月始任浙东观察使
。

本诗云
: “

密奏无非

经济术
.

从容几刻在炉烟
。
”

据诗所言
.

王 i风入朝恐非

离任
.

乃属公干
.

故有
“

密奏
”
之句

。

又本年底至咸通

十二年方干在桐庐
,

而王 i风离浙东任在李给咸通十

一年五月镇浙东前 (见《会稽掇英总集》卷 18 )
,

则方干送

王侍郎入朝当在本年
。

又干有《初归故里献侯郎中》

诗
。

云
: “
常思旧里欲归难

,

已作归心即自宽
。 ”

诗乃 自

镜湖归故里睦州桐庐之作
。

侯郎中乃侯温
。

据《严州

图经》卷 1 :

侯温咸通中自郎中拜
。

考本诗云
: “

朝昏入

闰春将逼
”

.

则其年必闰十二月
。

检《中国史历日和中

西历日对照表》咸通九年闰十二月
,

则方干归故里在

是时
,

其《归睦州中路寄侯郎中》
、

《岁晚言事寄乡中亲

友》
: “
尺书未达年应老

,

先被新春入故里
”
亦均本年底

归乡之作
。

((归睦州 》诗云
: “

颜巷萧条知命后
.

膺门感

激受恩初
。

⋯⋯乡中自古为儒者
,

谁得公侯降尺书
。 ”

《初归》诗云
: “
不是幽愚望荣泰

.

君侯异礼亦何安
。 ”
寻

味诗句
,

干之归故里盖为侯温所邀
。

唐她宗咸通十年 (8 69)
,

六十一岁
。

仍在睦州
,

有

《侯 郎中新工西湖 》诗
。

方干有仗侯郎中新置西湖》诗
,

侯郎中即睦州刺史

侯温
。

干去年底归睦州
,

而侯温咸通十二年离任
,

诗

约本年或稍后时作
。

唐赶宗咸通十二年 (8 7 1 )
.

六十三岁
。

在睦州
.

有

之送睦州侯 郎中赴闷》诗
。

方干有《送睦州侯郎中赴阀》诗
。

侯郎中即侯温
。

据《严州图经》卷 1 : “
冯岩

,

咸通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自太府少卿拜
。 ”

侯温乃冯岩前任
,

则温之离睦州及方

干之送行当在是时前
。

唐趁宗咸通十四年(8 73)
,

六十五岁
。

已在越州
,

时王龟任浙东观察使
,

干喝之
,

为龟所重
。

其《献浙东

王 大夫二首》
、

《献王大夫二首 》
、

《献 王大夫》
、

哎陪王大

夫泛湖 》
、

《越州使院竹 》等诗盖作 于本年或稍后
。

方干有《献浙东王大夫二首 》
、

《献王大夫二首》
、

《献王大夫》
、

《陪王大夫泛湖》诗
.

王大夫均为浙东观

察使王龟
。

据两《唐书
·

王龟传》
,

龟镇浙东始咸通十

四年
.

而《会稽掇英总集》卷 1 8
、

《嘉泰会稽志》卷 2 则

记在咸通十三年十一月
。

盖本传乃记其抵浙东之年
.

而十三年底乃授命之时
。

上述诸诗盖作于本年王龟

抵浙东任之后
。

干渴王龟
.

为其所重诸书多记及
。

《唐

披言 》卷 1 0 : “
王大夫廉问浙东

,

干造之
,

连跪三拜
,

因

号
‘

方三拜
’ 。 ”仗北梦琐言 》卷 6 ; “

王龟大夫重之
。

既延

入内
.

乃连下两拜
。

亚相安详以答之
.

未起间
,

方又致

一拜
,

时号
‘

方三拜
’

也
。 ”《唐才子传》卷 7

: “
王大夫廉

间浙东
,

礼邀干至
,

误三拜
,

人号为
‘

方三拜
’ 。 ”
又干有

《越州使院竹》诗
.

或亦作于本年
。

唐傅宗乾并元年 (8 7 4 )
.

六十六岁
。

仍在越州
.

为

王 龟拟 以谏官荐
,

会龟 卒而 不 果
。

《谢王 大夫奏表 》
、

《哭王大夫》诗作于本年
。

《唐披言》卷 l0(( 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

云
: “
王大夫廉间浙东

,

干造之
.

⋯⋯王公将荐之于朝
,

请吴子华为表章
。

无何公遴疾而卒
.

事不谐矣
。
”《嘉

泰会稽志 》卷 1 5
: “ (方干 )隐于会稽

,

渔于镜湖
.

萧然

山水间
.

以诗自放
。

咸通中太守王龟知其亢直
.

荐之

以谏官
。”
刘克庄《后村诗话 》新集卷 4

: “
会稽太守王

龟以其亢直
.

宜在谏署
.

荐之
。

会王亮
,

事寝
。

气唐才

子传》
: “
王公嘉其操

,

将荐于朝
,

托吴融草表
,

行有 日
.

王公以疾逝去
,

事不果成
。 ”
据《唐方镇年表》卷 5 等

,

王龟镇浙东至乾符元年六月前
,

则王龟荐方干及方干

《谢王大夫奏表 》
、

作《哭王大夫》诗均在本年
。

唐傅宗中和二年 (8 8 2)
,

七 十四 岁
。

仍在浙东
.

有

《贼退后赠刘将军 》诗
。

方干有《贼退后赠刘将军 》诗
,

中云
: “

非唯吴起与

攘直
,

今后推排尽不如
。

白马知无骼上肉
,

黄 巾泣向

箭头书
。

二(一作五
。

按作二为是
。

盖将军即刘汉宏
。

据《新唐书
·

刘汉宏传》
,

汉宏中和二年后即狂妄自

大
,

发兵攻杭州
,

为董昌所败
,

三年复为钱谬所大创
。

若作五年
,

事均在中和五年前后
,

与诗所言不合 )年战

地成桑茗
,

千里荒傣作比阁
。

功业更多身转贵
.

伫看

幢节引戎军
。 ”

据《新唐书》卷 190 本传
: “

会浙东观察

使柳邓得罪
,

乃授汉宏观察使
,

代之
。 ”《唐方镇年表 》

卷五浙东中和二年条引《题名记》
: “

广明元年十一月

四 日自宿州刺史
、

检校左散骑常侍投
.

转至检校兵部

尚书
。 ”

按汉宏镇浙东之时间《旧唐书
·

禧宗纪 》记在

中和元年正月
。

又诗中所称
“

贼退
”

.

盖指浙东一带兵

乱事
。

据《资治通鉴》卷 2 5 3
,

乾符六年末黄巢军即
“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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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饶
、

信
、

池
、

宣
、

款
、

杭十五州
” ,

广明元年六月
“

黄巢

别将陷睦州
、

婆州
。 ”
又卷 2 5 4 亦记中和元年八月杜雄

陷台州
、

朱温陷温州
。

方千诗题所言贼或即指此
。

诗

既有
“

二年战地
”
之句

,

则其中和元年至越州任
, “
二

年
”
当即指中和二年

。

唐 格宗 中和四 年 (8 8 4 )
,

七 十 六 岁
,

仍在浙东
。

汉狂寇后上刘尚书 》
、

夸尚书 新创敌楼二首 》盖作于本年

或稍后
。

方 干有《狂寇后上 刘尚书 》
、

《尚书新创敌楼二

首》
.

两诗之尚书均指刘汉宏
。

据中和二年条引《题名

记 》所载
,

汉宏至越州后初乃检校左散骑常侍
,

后方转

至检校兵部尚书
。

据《新唐书
·

刘汉宏传》
,

汉宏授越

州观察使后
, “

嘻宗在蜀
,

贡输踵骡而西
,

帝悦
,

宠其军

为义胜军
,

即授节度使
。 ”
其授节度使

,

据公资治通鉴 》

卷 25 5 所记乃在中和三年十二月
。

又《尚书新创敌楼

二首 》之一云
: “

十里水云吞半郭
,

九秋山月入千门
” ,

诗乃作于中和四年九月之后
。

两诗当作于本年或稍

后

唐傅宗尤启二年 (8 86 )
,

七十八 岁
。

方干 约卒于

本年
.

私谧
“玄英先 生

” 。

其娜杨弃及孙杆等集其诗为

《玄 英先生诗集》
,

王赞为作诗集序
。

《唐才子传》卷 7 记方干
“

咸通末卒
,

门人相与论

德谋迹溢曰
‘

玄英先生
’ 。”

按据前考
,

干非卒咸通末
。

考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
·

方玄英先生诗集》所载

孙邵 说玄英先生传》
: “
光启

、

文德间
,

客有至 自鉴湖

者
.

云先生亡矣
。

说先生将段于世
,

乃与其子曰
:

志吾

墓者谁软 ? 能无自志焉
。

吾之诗
,

人 自知之
,

遂志其 日

月姓名而已
。

然先生不仕
,

家甚贫
,

时以书告急于越

帅刘公
,

公许之未至也
。

又书 曰
: ‘

救溺者徐徐
,

行则

不及矣
。 ’

帅遗钱十万
,

绢五束
,

先生复书不能他词
.

唯

曰千感万思耳
,

翌日而卒
。

曳后村诗话》新集卷 4 亦谓

方干
“

卒光启文德间
” 。

据上所载
,

干卒时越帅刘公

(即汉宏 )尚在浙东任
。

据《新唐书
·

嘻宗纪》
, “

杭州

刺史董昌攻越州
,

浙东观察使刘汉宏奔于台州
”

在光

启二年十月
,

《通鉴》卷 256 记在同年十一月
。

则方干

之卒当在是时前
。

又方干集有《收两京后还上都兼访

一二亲故》
: “

离堂千里客
,

归骑五陵人
。

路转函关晚
,

烟开上苑新
。

天涯将野服
,

圈下见乡亲
。

问得存亡事
,

裁诗寄海滨
。 ”

据《通鉴》卷 255
、

256
,

收复两京事在光

启元年七月
,

方干如能往长安必在是时之后
,

则其卒

亦必在此事之后
,

光启二年十月(或十一月 )之前
。

如

考虑到他光启元年七月后尚有京都之行
,

且返越州后

卒
,

则其卒
,

恐当在光启二年 (8 6 6)
。

《郡斋读书志》卷 18 谓方干卒后
, “

门人溢玄英先

生
。

其甥杨弃与孙部编次遗诗
,

王赞为序
.

部又为作

《玄英先生传》附
。 ”
王赞所作序今存于 《全唐文》卷

86 5
,

题为《玄英先生诗集序》
,

中云
: “

今 年遇乐 安孙

部于荆
,

早与生善
,

出示所作《玄英先生传》
,

且曰与

其甥杨弃泊门僧居远收掇其遗诗
,

得三百七十余篇
,

析为十卷
,

欲予为之序
,

冀偕之不朽
。 ”

【作者简介】吴在庆
,

文学项士
,

厦 门大学中文

系教授
。

(贵任编辑 辞正昌 )

(
_

上接 2 页) 本身
,

而在于人的事业也半途而废
,

人的潜在的创造力还没有充分实现出来
。 ’,  

司马迁的这种追求和维护人生的尊严
,

特别是超越自然生命的生与死
,

而追求价值生命的不

朽
,

要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和 自觉认识灌注于自己的著述中
,

使之表于后世的人生理想
,

正是主

体性在人生和文学艺术中的突出体现
。

综上所述
,

司马迁在他的文学观
、

创作实践和人生观中所表现的主体性
,

不仅使《史记 》等

著作拥有了卓越而不朽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

而且承上启下
,

使我国古代文学的主体性在汉

魏之际及其以后得以恢复和发展
。

注释
:

¹  王江松
:
《悲剧人性与悲剧人生》

,

第 4 4
、

2 4页
。

º见〔德〕兰德曼
:
《哲学人类学 》

。

» ¿À Á 司马迁
:
《报任少卿书 》

。

¹ 鲁迅
:
《汉文学史纲要 》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

.

½ 《史记
·

司马相如列 传》
。

À 季镇淮
:
《司马迁 》第 70 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 79 年

版
。

【作者简介】张勤继
,

甘肃省陇南教育学院中

文系讲师
。

(贵任编辑 薛正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