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熙十一年，农历
八月三日，王士祯到达
成都，停留了 50 天。这
次到四川，王士祯创作
诗歌 350 余首，结集为

《蜀道集》，另有《蜀道驿
程记》笔记文二卷。这
些诗文详细记载了出入
蜀途中的所见所闻，对

所经之地的历史和当时
现状均进行了详尽的梳
理，所载资料丰富，对于
历史学、地方文化和旅
游开发都有重要价值。

四 川 僻 处 西 南 地
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决
定了其交通道路多需翻
山越岭，故艰难重重。
就王士祯出入蜀交通路
线来看，入蜀要翻越秦
巴山地的屏障，出蜀则
要横渡长江三峡之险，
故他对蜀道的曲折颇有
体会。在《蜀道驿程记》
中，王士祯用生动的笔
触，记录了蜀道艰险曲
折的真实面貌。如描写
画眉关至马道间陡峻的
山岭：“自画关而下，至
马道百里间，俗谓二十
四马鞍岭，险峭特绝。
一 岭 上 下 ，登 顿 辙 数
里。上如猱升，下如鳖
行，外俯迅流，内倚绝
壁，石磴连卷其中。”描
写云龙门一带“上龙洞
背两山夹峡，一山如狞
龙奋脊，横跨两山之间，
下有洞似重城，门可通
九轨，水流其中，下视烟
雾翁郁，不测寻丈，自是
盘折而上，骑龙背行，四
望诸山，如剑芒牙戟。”
可见龙门之险峻。《柴关
岭》中描述“门可通九
轨，水流其中”；过五丁
峡时，“峡水甚壮虽人漾
而势足并吞之峡口，左
右石壁，狞怪状若鬼神，
水流其下，巨石纵横，鳞
甲飞动水上，马蹄皆脱，
自北栈来惟观音蝙险怪
相坪然，行栈上。此行
水中艰险。”“乱水趋嘉
陵，波涛势交汇”。这些
诗文中，可以感受蜀道
山水相间而极具奇、峻、
险、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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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祯：乘风偶作西南游（上）
□许永强

王 士 祯（1634
年9月17日－1711
年6月26日），原名王
士禛，字子真，一字贻
上，号阮亭，又号渔洋
山人，世称王渔洋。
山东新城（今山东桓
台县）人。清初诗人、
文学家、诗词理论家。

王士祯为清顺治十
五年（1658年）进士，康
熙四十三年（1704年）
官至刑部尚书，颇有政
声。谥文简。

清 康 熙 十 一 年
（1672年）六月，39岁
的户部福建司郎中王士
祯，受康熙选派，从京城
赴成都主持四川乡试。
对于主持考试这样一件
大事，王士祯只有“小住
五十日”一笔带过，却对
蜀道的风景、蜀地的自然
风光、名胜古迹大感兴趣，
咏古吟物，并记录了沿途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康 熙 三 十 五 年
（1696年），63岁的王
士祯奉命祭告西岳、四
渎，再次到川陕一带。

两次蜀地漫游，王
士祯留下许多诗文日
记，他特意将两次入蜀
的诗歌，分别编为《蜀道
集》和《雍益集》，完成了
《蜀道驿程记》和《秦蜀
道驿程后记》两部著作，
可见作者对入蜀的重
视。这在历代诗人中极
为罕见。他的蜀地诗是
美不胜收的蜀中画卷，
具有浓厚的历史感和深
沉的忧患意识，展示了
四川独特的个性、魅力
与风采、价值。

王士祯画像。

王士祯的一生以其卓越的诗学
理论和诗歌创作成就在中国文学史
上占有重要位置，被誉为清初诗坛
领袖、一代诗宗。王士祯的家庭为
当时的新城（今山东桓台县）望族。

王士祯有较好的家学渊源，早
读《史记》《诗经》等传统典籍，为其
文学成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23岁
游历济南，文坛名士集会于大明湖，
王士祯即景赋《秋柳》诗四首，此诗
传开，大江南北一时和作者甚多，当
时被文坛称为“秋柳诗社”，从此闻
名天下。

顺治七年（1650 年），王士祯应
童子试，连得县、府、道第一；顺治十
五年（1658 年）戊戌科补殿试，中三
甲三十六名进士。1659年选授扬州
府推官。此间，他因感慨渔洋山的
风貌，自号渔洋山人。康熙三年
（1644 年）内迁京官，历任翰林院侍
读、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
史、刑部尚书等职。

作为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王
士祯继钱谦益之后主盟诗坛，与朱
彝尊并称“南朱北王”。王士祯一生
致力于诗歌创作和诗学理论研究。
他首倡神韵学，创作神韵诗，从诗歌
内容到形式，从创作到欣赏、评论都
有比较成熟的思想，形成了一个完
整的神韵说诗歌理论体系，主宰诗
坛数十年，在当时的诗坛具有极其
重要的影响。书画家宋荦称之“书
法高秀似晋人”。

王士祯博学好古，又能鉴别书
画、鼎彝之属，精金石篆刻。康熙皇
帝亦称其“诗文兼优”“博学善诗
文”，对其颇为器重。

康熙十一年，农历七月，正是细
雨蒙蒙的时节。经过一个多月的行
程，王士祯进入了四川境内。此时
的四川，正值长期战乱之后，蜀道沿
线的一些地区饱经战火，四野凋敝、
城池毁坏、房屋寥落、人烟稀少，放眼
望去，“荒残凋瘵之状不忍观闻”，不
是“豺虎窟穴”，便是“窗外荒山”。给
京城来的王士祯以强烈的震撼，他留
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是
清初蜀地社会变迁的“实录”。

王士祯在潼川州，见“女墙崩积

雨”“郡郭入荒榛”。早上从潼川府
衙出发到建宁驿（原三台县建林
乡），一路上满目荒凉，田野里长满
荆棘杂草。当地百姓告知，这里老
虎很多，行旅最好在天气明朗的午
间结伴而行。从建宁驿向中江县进
发，沿途皆是浅丘、平坝和河谷之
地，土地平整肥沃，但仍荒凉不堪，

“弥望百里，田在草间”。抵达中江
县城，看上去竟比潼川州城还要荒
凉颓败，偌大一个县城内，才30余户
人家、百十来人而已。

在中江县城，王士祯一行住在
上东街五城驿馆舍，他看到馆舍墙
上有山东闺秀姜氏题的诗：清泉石
上溜松风，薄受霜华叶乍红。曲路
通村知近远，一条竹杖万山中。王
士祯触景生情，往事今事，故乡异
乡，一股不可名状的情愫涌上心头，
有感而作《中江县》一诗：“惨淡黄云
暮，行人出草莱。风涛两江合，斜照
乱峰开。秋老飞乌县，乡遥戏马
台。郫筒何处是，一月罢衔杯。”面
对“惨淡黄云”“斜照乱峰”的景色、
衰草丛生“行人出草莱”的社会现
状，王士祯此时的心境，就像秋风萧
瑟中的中江县，令人很不开心。此
情此景，酒杯在哪里？只有对月尽
饮一杯，才能疏解心中的郁气啊！

次日，王士祯一行冒雨出发，向
西开始翻越龙泉山脉。他被沿路阴
郁险峻的景色所浸染，又被登顶后
雄绝的山势所震撼，诗兴大发，先后
写了《天柱山》《天柱山绝顶望见岷
山作》。联系到动荡后的中江乃至
入川所见的民生凋敝，王士祯心情
抑郁，更加向往和期盼“太平无事”

“稻熟田家”而国泰民安的生活。因
而在《天柱山绝顶望见岷山作》诗后
又附录一首描写田园风光的绝句

《枝枝龙爪出林红》：“稻熟田家雨又
风，枝枝龙爪出林红。数声清磬不
知处，山子晚啼黄叶中。”所经历的
险境和困难激起他内心奋起一搏、
建功立业的豪情。登上绝顶，“鞍马
众峰头，苍茫万里收”，竟然能看见
岷山连绵的雪峰。在这天高地阔的
地方，怎能不让人雄心万丈、气势如
虹，“长啸千仞冈”一抒胸臆呢？

鞍马众峰头，苍茫万里收 乱水趋嘉陵，波涛势交汇

《王士祯放鹇图卷》清禹之鼎

王士祯书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