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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王维诗中的“妙悟”
“妙悟”就是文字之外的感发力量。 用英文

说就是 potential� affect，潜在的一种能力。 情意
与大自然的形象结合，传达了一份感发的力量。
可是不同类型的诗，传达感发的方式是不同的，
不是所有的诗都用大自然的形象来传达。 所以
他说汉魏的诗是“不假悟也”，汉魏的诗不需要
透过景物来传达这一层感发。 唐诗要借着景物
来传达这一层感发， 所以它是从景物引起你言
外的意思，是“妙悟”。 一个现象像禅宗的“妙
悟”，从一个现象你觉悟了，这是盛唐诸公。 汉魏
的诗呢，不需要这个现象，就使你觉悟了。 那么，
汉魏的诗好处在哪里呢？ 在句法跟结构。

《古诗十九首》是汉魏的诗，“行行重行行，
与君生别离。 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
且长，会面安可知……”它说景物了吗？ 说开花
了吗？说山说水了吗？没有，开头就不是用“兴”，
而是用“赋”。“赋”就是直接叙述，不假借景物。
写离别是“行行重行行”， 一个人走了，“重行
行”，不是走一走就停下来了，而是不停地走。 所
以他所写的分离是一直在进行。“与君生别离”，
如果是两个相爱的人，一个人走了，而且这个分
开是不断在扯开，所以我就与你“生别离”。“生
别离”有两层暗示。 一个是跟“死别”对举的，是
“生离”。 为什么跟“死别”对举呢？ 我们说，如果
是死别的话，那么这是天命，人力无可奈何。 可
是现在不是死别， 是生离， 如果是相爱的两个
人，为什么要分别？ 所以《古诗十九首》上还写过
一首诗，“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 既然是“同
心”，就应该同居在一起，同心可是离居，只好

“忧伤以终老”。 所以这个被扯开的力量，是人可
以挽回的，这是生离跟死别的区别。 还有一种说
法，生别离，就是硬生生地离别，本来连在一起

的，你要硬生生地把它掰开，叫“生别离”。
所以他不要大自然的景物形象，不要花草，

不要山水，就是他的叙述口吻，他的句法，他的
结构。“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去”是距离
的意思， 我们距离彼此那么遥远，“各在天一
涯”。所以就“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它使你
感动， 不假借形象， 所以说汉魏之诗，“不假悟
也”。 汉魏的诗跟盛唐的诗都有一种感发的力
量，可是盛唐的诗是跟景物相结合来传达的，而
汉魏的诗是借着叙写的口吻、 句法、 结构来传
达，总而言之，都是好的诗。 汉魏跟盛唐的诗都
是传达了一种感发的力量， 可是传达的方式不
同。

严羽提出来一个“禅宗”，又提出来一个“妙
悟”，后来就引起评诗的人误会，他们以为诗歌
里边要表现一种真正的佛教禅宗的“妙悟”，才
是好的诗。 这并不真实，汉魏的诗哪有禅宗的妙
悟？ 没有。 就是孟浩然的诗也没有禅宗的妙悟。
可是后来的人有一种误会。谁有了这个误会？清
朝的王渔洋， 他原名是王士禛， 别号“渔洋山
人”。 他说“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王渔
洋说严沧浪用禅宗的“妙悟”来比喻诗，我非常
同意他这些话。 他后面接着说，“而五言尤为近
之，如王、裴辋川绝句”。 这是我讲王维辋川绝句
要讲这一大段话的缘故， 因为它代表中国诗很
特殊的一种好处。 王渔洋说“如王、裴辋川绝句，
字字入禅”， 后面举了一些诗句，“妙谛微言，与
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

王渔洋说，严沧浪用禅理来比喻诗，我非常
同意他的话，特别是五言的诗，能够接近这种禅
宗的妙悟。 所以你就注意到了，王渔洋所说的诗
歌理论，已经有了一个限制。 而其实严沧浪的本
意是，中国诗的好处无非是几种现象。 与自然景

物相结合属于“比兴”。 只靠着叙写的口吻来传
达属于“赋”。 所以严沧浪所说的，是包括所有不
同风格种类的诗。 可是王渔洋把这种体会理解
错了，他把它限制在一个小的范围里边。 他说特
别是五言的短小的诗才接近于禅宗的“妙悟”，
那么中国有那么多好诗， 都不是五言的短小的
诗，那些诗好不好？ 所以他现在有了局限，所以
他说“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裴”是王
维的一个朋友，名字叫裴迪，我们上次介绍过，
王维在辋川隐居的时候， 曾经请他的朋友裴迪
来游赏辋川的风景。

两个人都是写辋川的五言绝句， 一共四十
首诗，编成诗集《辋川集》。《辋川集》都是短小的
五言的绝句小诗，这样的小诗他才说是“字字入
禅”，这个“字字入禅”怎么样呢？ 他说这里边传
达了“妙谛微言”，有一种最神妙的道理，“谛”就
是精华的道理，“微”是“隐微”，它有一种隐微的
语言，不明白说出来，传达了一种“妙义”。 他说
这种传达的方法就跟“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没
有分别。 什么是“世尊拈花、迦叶微笑”？ 据说这
就是禅宗最初的缘起， 当时释迦牟尼佛在灵山
会上，跟所有的弟子说法传道的时候，就拈起一
枝花来， 弟子们不懂， 说他拈起花来是什么意
思？ 只有大徒弟迦叶微微地一笑，释迦牟尼佛知
道，他体会了自己的意思，就把法传给迦叶。 所
以禅宗不用讲道，不用说道理，拿一枝花给你一
看你就觉悟了， 所以王渔洋说王维他们的辋川
绝句有这样一种禅理的妙悟。

我们拿王维的诗来说， 有诗为证：“飒飒秋
雨中，浅浅石溜泻”，我说过这是押“马”韵。“跳
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他什么都没有说啊，他
说飒飒风声、飒飒秋雨之中，山石上面的石块，
有浅浅的泉水，哗啦啦流过去有很多的水声，水

流下来有很多水珠溅起来，“跳波自相溅”。 是你
让它“相溅”的吗？ 不是，自然就有水珠溅起来，
不是你叫它溅的，也不是带着什么目的溅的。 飒
飒秋雨，天色是阴沉的，一片灰蒙蒙，忽然间有
点白色在茫茫宇宙之中飞起来了， 有一只白色
的鹭鸶鸟，被水声惊起。 它惊起来就有白色在空
中盘旋，“复下”，又落下来了。

王维把大自然的景物写得真的是美， 我上
次举一个例证对比，像谢灵运的“岩下云方合，
花上露犹泫”，“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他好
像是个照相机， 咔嚓就拍下了， 景物就在这里
了。 可王维所写的不是，王维所写的大自然景物
是动态的景物，有声音有动作，声音是动的，是
不断的，形象也是动的。“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
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 ”在这灰蒙蒙的宇
宙之中，你看到一点白色，白鹭的飞起，在空中
盘旋了一圈又落下来，你心里边有什么感动？ 是
欣喜还是悲哀， 是快乐还是忧愁， 你都说不出
来。 但是你的心动了没有？ 你的心动了一下子，
这就很妙。 所以日本诗人松尾芭蕉的俳句说“青
蛙跳入古池中，扑通一声”，青蛙跳入古池中，与
你何干？ 扑通一声，与你何干？ 就是忽然间在静
的宇宙之中，声音的响、形象的动，引起来你的
心一动。 禅宗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
动”，是你这个有感觉的人，你的心动了这么一
下子。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诗歌为何“贵在妙语”（二）
叶嘉莹

一粒种子发芽的时候， 不会顾忌外面
的世界。 和风细雨也好，飞沙走石也罢，肥
沃丰沛也行，贫瘠干涸也可。她心中唯一的
执念就是不屈不挠地生长。唯有生长，才能
捕捉这世界的五彩缤纷， 才能感受这星宇
的风霜雨雪，才能体味这人间的心酸甘甜。

种子的价值和意义， 就是用成熟的生
命传递崭新的生命， 用个体的生命汇聚群
体的生命，用平凡的生命接续灿烂的生命。

这一颗种子， 就这样在温暖潮湿的子
宫中萌动，迎来属于自己的一生。

第一缕朝阳从云缝中斜射过来的时
候， 她嫣然动情地挥舞着每一枚翠绿的叶
片。 用葱郁的生命底色回馈万物之神的微
笑，这是镌刻在基因上的密码。

第一颗雨滴飘洒到头顶的时候， 她惊
惶忙乱地收缩每一个细胞。幸福的滋味，从
来都不是贪婪地享受，抢抓机会快速成长，
才是回报辛勤园丁的正确方式。

第一道闪电划破漆黑苍穹的时候，她
骄傲地挺直了每一个枝条。 柔弱的变得坚
硬，分散的重新聚拢。形形色色的考验将贯
穿生命成长的瞬间，学会坚强，经受锻炼，
就是做好答卷的心理铺垫。

……
匆匆，十年。 十年，匆匆。
早春， 她含紫红的新芽拥抱煦风的抚

摸； 盛夏， 她举墨绿的华冠迎接烈日的光
临； 金秋， 她携暗黄的桂花慰藉登高的诗
人； 寒冬， 她摘朱红的柑橘犒劳耕耘的农
夫。

匆匆的是我，十年只是她的匆匆。
我匆匆赶路的时候，她，已亭亭玉立。

想起鲁迅先生 1926 年的经典文章《从百草
园到三味书屋》，先生在百草园的童年生活趣味
无穷， 而三味书屋的岁月则抒发着儿童那不可
压抑的快乐天性。 展纸、着墨、下笔……笔尖逐
渐在纸上滑动着， 那些年里来来往往的客人似
乎又缓步走进快乐小屋精品店内， 一个少年微
微憨笑，眸子里依旧是广东路繁华的街市夜景。

往日，暗淡灰黑的门市内，头戴红色圆帽的
奶奶把门市钥匙递给刚上高中的我手中， 这动
作竟如同在传送一份厚重的聘礼。 奶奶取下红
帽，紧皱的眉毛如蔷薇花一般绽放，逐步舒展开
来，她微笑缓缓说道：“小壮，经营爷爷的这个烟
店，奶奶的头发都白完了，你得守住它，钥匙别
弄丢了。 ”一串铁褐色的梅花头钥匙稳稳递在我
手中，那时，刚上高中的我眼中只有沉甸甸的课
本和刷不完的套题，奶奶的话是老生常谈，我将
钥匙轻快揣进荷包， 并跟着上前， 扶着奶奶的
手， 一步一步带着奶奶蹒跚走过那走过无数遍
的广东中路， 奶奶在马路这边摆摆手示意她要
自己走，叮嘱我好好学习，并叫我去父亲那边帮
忙装修事务。

门店装修声正在“呲呲”作响，父亲在和装
修门面的罗师傅聊着装修的细节， 白乎乎的店

头上，几颗膨胀螺丝钉子狠狠地订入，我面色木
然一屁股蹲门前的台阶上， 蹲坐在装修师傅罗
叔的梯子面前，看他装订门牌名字的样子：罗叔
全身是灰，长着茧子的手抬装裱框，慢慢旋转螺
丝钉，是那样的专心细致。 粉尘飞舞，我看得有
些入神，“快乐小屋” 几个字样也跟随着罗叔一
个螺丝一个眼地展现出来， 几个黄灿灿的大字
逐步一个个显现在门头上。

父亲常常教给我，要学装修工人，沉得住气
耐得下心。看罗师傅装修从不着急，在细心地打
磨下，总会完工；认真地刷漆，总会一层不染的。
市政广场大圆钟的秒针一天天旋转， 时间也一
天天过去， 罗师傅也如期把整体外部设施和防
水都完善了。

随着装修结束，便是货物入场、摆货标价、
开始经营、 客户迎门……小店主要经营首饰耳
环、毛绒娃娃、玩具手办等，受众偏向女性与儿
童，记得当时为了进一步考察市场行情，母亲与

我在高一的寒假奔赴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县，在
冬风阵阵的江南街市， 正值青春期的我被琳琅
满目的小商品所惊讶，小商品好多好杂，真是数
也数不完，而我一向没有发昏发热的发财梦，心
境就如“快乐小屋”的店名那样，只希望自己高
中的青春岁月能够快快乐乐， 并与巫山社会保
持接触和交流。

快乐小屋精品店前面， 是一展透明剔透的
半玻璃式橱窗， 常常簇拥着许多天真可爱的小
朋友，小男孩张着嘴，小女孩眼睛瞪得大大的，
有的三四岁的孩童会爬上台阶， 踉踉跄跄跑进
来，端起一个变形金刚，轻声回头吼道：“妈妈，
妈妈，我要买机器人变形金刚嘛！ ”我们的商品
大多以八折销售， 利润不高， 足以解决一天温
饱，店铺里的射灯很明亮，我常常在散发着暖色
的光束一边刷着高中的文综习题， 一边接待进
店光顾的客人，时间往往是周末和节假日，我会
一天天在这里守候着， 如同在陪伴一个多年的

挚友。
高中毕业， 老朋友们因为一下子闲下来的

缘故，他们接二连三来到精品店店里与我攀谈，
老同学张立问道，“小壮，你读大学了，这个店铺
会不会没人了哟？干脆租出去吧，生意反正也不
好做！”租出去？我的脑海中有些六神无主，心中
没有确切的答案， 我天真地想： 大学学习在永
川，离主城也不远，我也可以在大学之余来重庆
主城进货，将货物发往巫山县，母亲也可以在店
铺的经营中来养老啊？

夜里，难以入眠，我起身披上睡衣外套，找
父亲谈心询问店铺的事情。“那时高中你身体不
好， 学业受挫， 精品店就是一碗治疗心灵的中
药，经营之道可以戒骄戒躁。 ”父亲说，“现在，可
以租出去了，你就没有牵挂，安稳读大学去吧！ ”

我点点头， 第二天在电脑上编辑出广东路
183 号门市出租的广告， 带着一叠打印的广告
纸，我健步行走在巫山县大街小巷的广告栏前，

驻足寻找空位，细致粘贴广告并细细抚平纸角，
如同打理着一封寄给陪伴多年恋人的离别情
书。

租客很快与我们联系， 男士是一位湖北的
老板， 湖北老板主要经营着重庆片区的零食生
意，他带着几个年轻的人手看了看精品店，觉得
这是县城的一个好地段，很快谈定生意。

于是，旧屋出租，新店开张，曾经白底黄字
的“快乐小屋”招牌取下，“良品铺子”的红底白
字招牌放上，接手时，老板介绍道：“良品铺子主
要提供全品类零食，力求满足巫山县多元人群，
店铺的品牌产品覆盖坚果炒货、糖果糕点、海味
素食、肉类速食、饼干面包、糖巧饮料等 15 个品
类，我们一定爱护小店，好好经营。 ”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我年已强壮，无
禄尚忧农。 ”这是孟浩然《田家元日》里的诗句。
岁月长河在汩汩涌流，旧时的乡土情怀仍在。

从快乐小屋到良品铺子
周子杰

十年匆匆
张潜

我是———
你伴月散步时
邂逅的少年
在山脚豆荚田

紫色的豆荚花早已凋谢
你美丽的脸庞 却
清晰地印在
我懵懂的恋情里

凝固成永恒忧郁的眺望
你在山顶
依靠着你长长的裙裾
我 悄悄长大

谁说你心如盘石
我千百次听到 你
泣诉于江中过客
一个凄婉的身世

阵阵风雨之后
峡中云雾
飘起你 轻轻的
叹息

为了看一眼
从未有过的你的微笑
我以单薄的身躯
漂泊天涯
寻找你瞳孔中反复升起的
伟岸憧憬

神女啊
我已失望而归
一颗仍然温存的心
捧起你流芳千年的
圣洁与坚贞

让我安家吧
在你脚下
能每天 同你相望
同你 相依相偎
（作者简介：冯雨，女，重庆巫山人，供

职于西南大学图书馆。 ）

神女峰下
冯 雨

《日出》
曾露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