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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作为归隐之道的自然审美

刘　 汉　 君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ꎬ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苏轼的自然审美超越了对审美对象的单纯观照ꎬ而指向对归隐自然家园的审美追求ꎬ是他归隐

自然的实现途径ꎮ 他之所以有如此深沉的归隐之念ꎬ不只是由于官场倾轧ꎬ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对争夺功名的

厌倦ꎬ对闲适安逸的自然审美生活的崇尚ꎮ 在身居高位时ꎬ他通过自然审美短暂地感受到归隐自然的乐趣ꎬ
并发誓最终要归于自然之中ꎻ在遭黜贬谪时ꎬ他通过自然审美纾解了被贬的悲剧情绪ꎬ转贬谪之苦为归隐之

乐ꎬ真实地感受到了自然家园之适意ꎮ 苏轼的自然审美理念对当代自然审美的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ꎬ具有

一定生存哲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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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隐ꎬ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主题ꎬ自«诗
经»开始ꎬ便常有以怀归思乡为主题的作品ꎮ 后

世文人ꎬ或因政局动荡不安ꎬ或因厌恶名利场的争

斗ꎬ多选择远离朝堂ꎬ退归林泉ꎬ在官场之外、自然

之中享受审美之趣ꎮ 随着唐宋官僚体制的逐步完

善ꎬ宦游成为常态ꎮ 以苏轼为例ꎬ他做过凤翔、杭
州、密州(今山东诸城市)等多处地方官ꎬ又经历

了两次贬谪ꎬ虽游遍天下ꎬ却最终未能真正归隐ꎮ
不过ꎬ他并未因此丧失归隐之心ꎮ 综观苏轼以自

然审美为主题的文学作品ꎬ可发现一个现象:每当

他能够充分地享受自然审美乐趣时ꎬ他总会产生

归隐家园之心ꎮ 因此ꎬ可以认为:自然审美已成为

苏轼归隐自然的实现途径ꎮ 苏轼的理想追求是归

隐自然家园ꎬ这使他的自然审美超越了主客二分

的审美观照ꎬ走向了人融入自然之中的审美体验ꎮ
在身居高位时ꎬ他通过自然审美短暂地体会到归

隐之趣ꎻ在遭黜贬谪时ꎬ他又通过自然审美转谪居

之苦为隐居之乐ꎬ获得了乐观的生存状态ꎮ

　 　 一、“高遁此心甘”———苏轼的归隐之道

苏轼为何拥有如此深沉的归隐情怀? 仅以政

治倾轧、朝堂失意来解释是不全面的ꎬ因为苏轼在

早年尚未进入官场时ꎬ就已经有了对官场生活的

厌倦ꎬ对自然生活的向往ꎮ 如ꎬ他在早年南行途中

作诗«夜泊牛口»云:
日落红雾生ꎬ系舟宿牛口ꎮ 居民偶

相聚ꎬ三四依古柳ꎮ 负薪出深谷ꎬ见客喜

且售ꎮ 煮蔬为夜飧ꎬ安识肉与酒ꎮ 朔风

吹茅屋ꎬ破壁见星斗ꎮ 儿女自咿嚘ꎬ亦足

乐且久ꎮ 人生本无事ꎬ苦为世味诱ꎮ 富

贵耀吾前ꎬ贫贱独难守ꎮ 谁知深山子ꎬ甘
与麋鹿友ꎮ 置身落蛮荒ꎬ生意不自陋ꎮ
今予独何者ꎬ汲汲强奔走ꎮ[１]９—１０

牛口的生活如此和谐、美好ꎬ人人相处融洽ꎬ
虽然远离城市繁华ꎬ但村民安贫乐道ꎻ尽管朔风吹

破茅屋ꎬ但正可以赏月观星ꎮ 身处深山ꎬ与麋鹿为

友ꎬ却自得其乐ꎬ不以身落蛮荒、生意不佳为陋ꎮ
看着如此闲适的生活场景ꎬ苏轼不禁感叹ꎬ田园生

活如此美好ꎬ我何必汲汲奔走ꎬ苦苦追求功名利禄

呢? 虽不排除他身具舍身报国之念ꎬ但自不安于

贫贱ꎬ反而受富贵诱惑ꎬ或许是他外出为官的重要

原因ꎮ 苏轼诗«巫山»云:“神仙固有之ꎬ难在忘势

利ꎮ 贫贱尔何爱ꎬ弃去如脱屣ꎮ” [１]３６换言之ꎬ妨碍

他归隐山水田园的阻力不仅仅是官场的倾轧ꎬ还
有利欲诱惑的束缚ꎬ以及对贫贱生活的鄙弃ꎮ 因

此ꎬ可以看出ꎬ苏轼内心的矛盾不仅是进取官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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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隐自然ꎬ更重要的是在官场上追名逐利的传统

价值观ꎬ与回归最自在、最本真的自然审美存在状

态的愿望ꎮ 尽管他也心向官场ꎬ试图为国奉献ꎬ但
他人生的终极目标始终是回归到一个毫无机心、
安贫乐道、逍遥洒脱的自然审美家园ꎮ 王水照指

出:“他的一生ꎬ无论是立朝为宦ꎬ抑或是贬谪蛮

荒ꎬ一贯珍视自身的生命存在ꎬ努力超越种种窘逼

和限制ꎬ执着于生命价值的实现ꎬ获取生活的无穷

乐趣和最大的精神自由ꎮ” [２]４６人生目标的确立ꎬ
必定会对他自然审美的理想追求产生影响ꎮ 在他

的自然审美意识中ꎬ更好地欣赏万物只能是自然

审美最初级的目的ꎬ而体会归隐自然的存在之趣ꎬ
才是自然审美的根本旨归ꎮ

纪昀批评«夜泊牛口»的后半段沦为“俗迳”ꎬ
并认为“凡游眺山水之诗ꎬ此意摇笔便来ꎬ切宜避

之” [３]１８５４ꎮ 其实不然ꎮ 苏轼有着深沉的归隐之

念ꎬ这一念想源自他对故乡文化传统的继承ꎬ更是

他本真个性的完美显露ꎬ绝非随笔写之ꎬ作为读者

更不应随意视之ꎮ
“蜿蜒回顾山有情ꎬ平铺十里江无声ꎮ 孕奇

蓄秀当此地ꎬ郁然千载诗书城” [４]２６５这几句诗取自

南宋陆游所作«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ꎬ诗
中描写的便是苏轼的故乡眉山ꎮ 根据陆游的描

述ꎬ此处山脉蜿蜒ꎬ水流平缓ꎬ真可谓钟灵毓秀之

地ꎮ 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与自然生活的舒缓自

在ꎬ也使得蜀地民风淳朴ꎬ有不愿出仕的传统ꎮ 苏

洵«族谱后录»云:“自唐之衰ꎬ其贤人皆隐于山泽

之间ꎬ以避五代之乱ꎮ 及其后ꎬ僭伪之国相继亡

灭ꎬ圣人出而四海平一ꎬ然其子孙犹不忍去其父祖

之故以出仕于天下ꎮ 是以虽有美才而莫显于

世ꎮ” [５]３８６－３８７苏辙«伯父墓表»云:“苏氏自唐始家

于眉ꎬ阅五季皆不出仕ꎮ 盖非独苏氏也ꎬ凡眉之士

大夫ꎬ修身于家ꎬ为政于乡ꎬ皆莫肯仕者ꎮ” [６]４１４苏

轼«苏廷评行状»也有类似的表述:“自五代崩乱ꎬ
蜀之学者衰少ꎬ 又皆怀慕亲戚乡党ꎬ 不肯出

仕ꎮ” [７]４９７可见ꎬ如此深沉的归隐情怀ꎬ对于苏轼而

言ꎬ并不是自身产生的ꎬ而是当地文化传统的无意

识积淀ꎮ
身处山水之间ꎬ苏轼深刻感受着由自然审美

而带来的闲适自在之趣ꎮ 苏辙«武昌九曲亭记»
云:“昔余少年ꎬ从子瞻游ꎬ有山可登ꎬ有水可浮ꎬ
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ꎮ 有不得至ꎬ为之怅然移日ꎮ
至其翩然独往ꎬ逍遥泉石之上ꎬ撷林卉ꎬ拾涧实ꎬ酌
水而饮之ꎬ见者以为仙也ꎮ” [６]４０７翩然独往ꎬ笑傲林

泉ꎬ酌水而饮ꎬ逍遥放纵ꎬ苏轼自小就在山水间体

会到了自由洒脱的成仙状态ꎮ 钟情山水、热爱自

然ꎬ这当是源自他洒脱、豪放的本真个性ꎮ 苏轼常

作诗谈及自己的天真本性:“我本麋鹿性ꎬ谅非伏

辕姿” [１]３８４ꎬ“我亦江海人ꎬ市朝非所安” [１]１５９３ꎬ“我
本放浪人ꎬ家寄西南坤” [１]１７１８麋鹿象征着自

由自在、无拘无束ꎬ与显赫于官场的“伏辕姿”截

然不同ꎻ“江海人”也与“市朝”人不同ꎬ苏轼可以

安于“江海”ꎬ或曰“自然”ꎬ因为自然是他最原初

的家园ꎻ“放浪”不是情感上的纵欲ꎬ而是“翩然独

往ꎬ逍遥泉石”ꎬ在自然审美中放浪形骸ꎮ 这一说

法ꎬ类似于陶渊明的 “少无适俗愿ꎬ性本爱丘

山” [８]７６ꎬ苏轼也作诗道“逝将江海去ꎬ安此麋鹿

姿” [１]１９２８—１９２９ꎮ 可见ꎬ唯有山水自然才能使他本真

自然的个性得以安适ꎮ
同样写于南行途中ꎬ«入峡»诗的后半段云:

“蛮荒安可住ꎬ幽邃信难妉ꎮ 独爱孤栖鹘ꎬ高超百

尺岚ꎮ 横飞应自得ꎬ远飏似无贪ꎮ 振翮游霄汉ꎬ无
心顾雀鹌ꎮ 尘劳世方病ꎬ局促我何堪ꎮ 尽解林泉

好ꎬ多为富贵酣ꎮ 试看飞鸟乐ꎬ高遁此心甘ꎮ” [１]３３

汪师韩认为“独爱孤栖鹘”以下十二句ꎬ“前六句

就孤鹘写其高超自得之乐ꎬ后六句以我之局促与

鸟之飞飏两相对照ꎬ作开合之势ꎬ知高超之乐ꎬ则
知高遁之甘矣” [９]１８１２ꎮ 将要踏入官场的苏轼ꎬ已
然预知自己终将囿于局促之态ꎬ而羡慕飞鸟自由

的飞翔ꎬ远遁世间之外的闲逸心态ꎮ 蛮荒众人嫌

弃它的幽邃ꎬ苏轼却独爱其超远绝世、自在自得ꎮ
处在蛮荒之中ꎬ仿佛整片山水都属于自己ꎬ苏轼以

“孤栖鹘”为喻ꎬ所谓“孤栖”ꎬ一方面指的是不同

于流俗ꎬ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万物毫无占有之心ꎬ
只是孤独处世ꎬ不求其余ꎮ 精神自由自在ꎬ虽包容

天地也不算贪得无厌ꎮ “振翮游霄汉ꎬ无心顾雀

鹌”ꎬ“游”即是«庄子»意义上的“逍遥游”ꎬ精神

绝对自由ꎬ周游天地而不累ꎻ“无心”意味着自由

洒脱ꎬ不累于物ꎮ 紧接着ꎬ苏轼区分了两种生活:
一是尘世生活ꎬ心神劳累、局促束缚ꎻ二是自然生

活ꎬ身心解放ꎬ酣畅自得ꎮ 所谓“富贵”ꎬ在众人眼

中ꎬ只有奋进于人世间ꎬ才能最终获得ꎻ而在苏轼

看来ꎬ审美享受于自然山水之中ꎬ也可以获得ꎮ 众

人之“富贵”偏重利欲ꎬ苏轼之“富贵”偏重自然审

美ꎮ 相比于官场的富贵荣华ꎬ他更羡慕飞鸟一般

高遁天际、回归自由的审美生活ꎮ
这种自然审美的存在状态绝不只是对官场的

抛弃ꎬ更重要的是对功利、拘束的存在状态的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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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ꎮ 苏轼诗«虎跑泉»云:“亭亭石塔东峰上ꎬ此老

初来百神仰ꎮ 虎移泉眼趁行脚ꎬ龙作浪花供抚掌ꎮ
至今游人盥濯罢ꎬ卧听空阶环玦响ꎮ 故知此老如

此泉ꎬ莫作人间去来想ꎮ” [１]４７６ 虎跑泉在杭州ꎬ据
«杭州图经»记载:性空禅师尝居大慈ꎬ无水ꎬ或有

神人告之ꎬ曰:“明日当有水矣ꎮ”是夜二虎跑地作

穴ꎬ泉水涌出ꎬ因号虎跑泉[１]４７６ꎮ 苏轼任杭州通判

时欣赏虎跑泉ꎬ听泉水叮咚作响ꎬ“故知此老如此

泉”ꎬ当下悟出性空禅师即虎跑泉ꎮ 不执着于世

间万事ꎬ超脱了人间烦扰ꎬ安心享受自然之乐事ꎬ
与自然融为一体ꎮ “莫作人间去来想”ꎬ这便是苏

轼的归隐之道———无需真正地回归自然、远离人

世ꎬ而是从内心深处远离执著、分别之念ꎬ专心体

会自然ꎬ享受当下闲适的自然审美生活ꎮ 通过欣

赏自然ꎬ苏轼将归隐的主角由外在形体转换至内

在心境ꎮ 于是ꎬ他归隐自然的实现方式ꎬ就不再是

身体的回归自然ꎬ而是心境的归于闲适ꎮ 正如冷

成金所言ꎬ“苏轼则置换了‘兼济’和‘独善’的人

格基础ꎬ即不论行‘兼济’还是行‘独善’ꎬ都不从

主观上要求对外在社会准则的认同ꎬ而是建立在

心理主义的基础上ꎬ使之成为丰富自我、发展自我

的两种手段” [１０]３３９ꎮ
苏轼理想的审美家园是彻底归于自由的ꎬ人

与人之间的情感不是相互牵绊ꎬ而是相忘于江湖ꎮ
苏轼曾借用«庄子»“泉涸ꎬ鱼相与处于陆ꎬ相呴以

湿ꎬ相濡以沫ꎬ不如相忘于江湖” [１１]２４２来阐发他的

归隐之道ꎬ其诗云:
东池浮萍半粘块ꎬ裂碧跳青出鱼背ꎮ

西池秋水尚涵空ꎬ舞阔摇深吹荇带ꎮ 吾

僚有意为迁居ꎬ老守纵馋那忍脍ꎮ 纵横

争看银刀出ꎬ瀺灂初惊玉花碎ꎮ 但愁数

罟损鳞鬛ꎬ未信长堤隔涛濑ꎮ 濊濊发发

须臾间ꎬ圉圉洋洋寻丈外ꎮ 安知中无蛟

龙种ꎬ尚恐或有风云会ꎮ 明年春水涨西

湖ꎬ好去相忘渺淮海ꎮ[１]１７８７—１７８８

此诗隐喻苏轼的当前生活与未来理想ꎮ 他因

不堪忍受京城的攻讦倾轧ꎬ主动选择外任ꎬ被派到

颍州任知州ꎬ这一过程正类似于将鱼从东池迁移

到西池之中ꎮ 但正如庄子所言ꎬ与其互帮互助ꎬ不
如相忘于江湖ꎮ 无论东池、西池ꎬ都处于一种为人

所控制的狭小空间中ꎮ 苏轼盼望明年春涨湖水ꎬ
可以让鱼游入大海ꎬ从而“相忘于江湖”ꎬ享受自

由自在之存在状态ꎮ «庄子达生»曰:“忘足ꎬ屦
之适也ꎻ忘要ꎬ带之适也ꎮ” [１１]６６２“忘”ꎬ不是遗忘ꎬ

而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ꎬ人与外界完全

和谐相宜的自由境界ꎮ 处在这一境界中ꎬ人不干

涉自然ꎬ自然亦不远离人ꎬ人安适于自然之中ꎮ
“好去相忘渺淮海”ꎬ这便是一种自由自在、圆融

无碍的审美存在状态ꎬ这既是苏轼对归隐之道的

形象表述ꎬ又是他自然审美的理想境界ꎮ
“尽解林泉好ꎬ多为富贵酣” [１]３３ꎬ在苏轼看

来ꎬ美好与富贵不在他处ꎬ而在自然之中ꎮ 所谓

“尽解”ꎬ并不是主客对立式的阐释ꎬ而是如同飞

鸟一般“振翮游霄汉”ꎬ如同鱼儿一般“相忘渺淮

海”ꎬ也就是说ꎬ这实是自由自在的生命体验ꎮ 知

性是无法体认“林泉好”的ꎬ唯有真实地安处于自

然之中才能实现ꎮ “ 试 看 飞 鸟 乐ꎬ 高 遁 此 心

甘” [１]３３ꎬ苏轼的自然审美ꎬ不只是对万物形式之

美的欣赏ꎬ更包含了对人栖居于自然之中这一存

在状态的生命体验ꎬ成为他归隐自然的实现方式ꎮ

　 　 二、“此生定向江湖老”———仕与归

苏轼的官场人生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仕宦

人生ꎬ二是贬谪人生ꎮ 他的归隐之道ꎬ在这两种人

生境遇中有着不一样的表现ꎮ 就其仕宦人生而

言ꎬ他尚能施展自身抱负ꎬ实现忠君报国的人生价

值ꎮ 他无需放弃官员身份ꎬ功成名遂早还乡是他

此时所想ꎮ 此时的归隐之道ꎬ是指在工作之余中

暂时体会归隐之趣ꎬ以及早日报效国恩、回归自

然ꎮ 就其贬谪人生而言ꎬ他的归隐之道却有着不

一样的表现ꎮ 作为贬臣的苏轼ꎬ已然丧失了政治

地位ꎬ既无法实现壮志ꎬ又无法真正归隐自然ꎮ 此

时的归隐之道ꎬ是指将被动贬谪视作主动归隐ꎮ
那么ꎬ苏轼是如何暂时体会归隐之趣ꎬ又是如何将

贬谪转化为归隐的呢? 通过对其作品的解读ꎬ我
们发现ꎬ自然审美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ꎮ 接下

来ꎬ我们分“仕与归”与“贬与归”两部分ꎬ详细探

究苏轼作为归隐之道的自然审美ꎮ
尽管我们认为ꎬ隐逸文化的代表是道家与佛

家ꎬ但事实上ꎬ儒家也有对隐逸问题的思考ꎮ «论
语»曰:“道不行ꎬ乘桴浮于海” [１２]１７０ꎬ“子谓颜渊

曰: ‘ 用 之 则 行ꎬ 舍 之 则 藏ꎬ 惟 我 与 尔 有 是

夫!’” [１２]２６１«论语»还曰:“隐居以求其志ꎬ行义以

达其道ꎮ” [１２]６６５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ꎬ达则

兼善天下ꎮ” [１３]８９１可见ꎬ隐逸文化并非道释二家专

属ꎮ 不过ꎬ相对于道释二家对归隐生活本然地追

求ꎬ儒家的归隐显得颇为不易ꎮ «孟子»云:“予三

宿而出昼ꎬ于予心犹以为速ꎬ王庶几改之ꎮ 王如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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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ꎬ则必反予ꎮ 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ꎬ予然后浩然

有归志ꎮ” [１３]３０７ 孟子不为齐王所用ꎬ故意停留三

日ꎬ确知齐王仍未改变心意ꎬ才决心归去ꎮ 可见ꎬ
退隐ꎬ对于儒家而言是一种艰难而痛苦的选择ꎮ
这就导致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文人们难以下定

决心彻底归隐自然ꎬ因此ꎬ文人的隐逸心理通常包

含着矛盾的心理:既期盼在官场能有所成就ꎬ又期

盼能够回归自然ꎬ享受生活ꎮ 这一心理在唐宋文

人那里颇具普遍性ꎮ 即使是被苏轼赞为“一饮一

食ꎬ未尝忘君ꎬ诗人以来ꎬ一人而已” [７]１５１７的杜甫ꎬ
也曾道出 “细推物理须行乐ꎬ 何用浮名绊此

身” [１４]４４７的隐退之语ꎮ 也正因为如此ꎬ尽管传统

文人都有功成名遂早还乡的想法ꎬ但如果壮志难

酬ꎬ那么就只好走进自然ꎬ在自然审美中感受暂远

红尘的归隐之感ꎮ 这一点在苏轼那里体现得尤为

突出ꎮ
首先ꎬ官场与自然在苏轼的意识中是不同的

两种场所ꎬ他常将官场比喻为旅舍ꎬ而将自然看作

家园ꎮ 与之相对应的是ꎬ官场存在状态如同客居ꎬ
而自然存在状态如同居家ꎮ

先来看苏轼对官场的看法ꎬ其间«临江仙
送王缄»云:

忘却成都来十载ꎬ因君未免思量ꎮ
凭将清泪洒江阳ꎮ 故山知好在ꎬ孤客自

悲凉ꎮ
坐上别愁君未见ꎬ归来欲断无肠ꎮ

殷勤且更尽离觞ꎮ 此身如传舍ꎬ何处是

吾乡ꎮ[１５]２２１

此词作于熙宁十年(１０７７ 年)ꎬ时苏轼自密州

赴徐州任知州ꎮ 知州ꎬ是多少沉迷官场之人的理

想目标ꎮ 尽管如此ꎬ苏轼仍称自己为“孤客”ꎬ称
漂泊官场的状态是“此身如传舍”ꎬ不知故园好

否ꎬ不知何处是“吾乡”ꎮ 苏轼故乡就在眉山ꎬ因
此ꎬ此处的“何处是吾乡”并不指忘记故乡所在

地ꎬ而是指不知何时才能远离客居他乡之感ꎬ回归

自然审美家园ꎮ
这不是苏轼一时兴起的感叹ꎬ身处官场ꎬ不得

归隐自然ꎬ他常有身在旅舍之感ꎮ 如“不羡京尘

骑马客ꎬ羡他淮月弄舟人” [１]５９８－５９９ꎬ“此去宦游如

传舍ꎬ拣枝惊鹊几时眠” [１]６９３ꎬ“莫笑官居如传舍ꎬ
故应人世等浮云” [１]７０２ꎬ“床头枕驰道ꎬ双阙夜未

央ꎮ 车毂鸣枕中ꎬ客梦安得长” [１]１７７６ꎬ“荒鸡号月

未三更ꎬ客梦还家时一顷ꎮ 归老江湖无岁月ꎬ未填

沟壑犹朝请” [１]１９１９ꎮ “京尘”代指“官场”ꎬ位列高

官ꎬ享尽荣华富贵ꎬ终不如淮月弄舟更加轻松自

在、自由洒脱ꎮ 宋代官员移官频繁ꎬ奔波官场即为

“宦游”ꎮ 在苏轼看来ꎬ这种宦游人生即如身在

“传舍”ꎬ像浮云一般漂泊不定ꎻ身在京城ꎬ繁华喧

闹、车水马龙ꎬ苏轼尽管有自己的府邸ꎬ尽管与苏

辙相对而住ꎬ但仍有客居之感ꎬ连做梦也不能安

定ꎮ 最后一首以“客梦”与“归老江湖”相对ꎬ更鲜

明地彰显出客居官场与回归自然的不同ꎮ 官场ꎬ
始终未能带给苏轼一丝家园之感ꎮ

再看苏轼对自然的看法ꎮ 其«游桓山ꎬ会者

十人ꎬ以“春水满四泽ꎬ夏云多奇峰”为韵ꎬ得泽

字»云:
东郊欲寻春ꎬ未见莺花迹ꎮ 春风在

流水ꎬ凫雁先拍拍ꎮ 孤帆信溶漾ꎬ弄此半

篙碧ꎮ 舣舟桓山下ꎬ长啸理轻策ꎮ 弹琴

石室中ꎬ幽响清磔磔ꎮ 吊彼泉下人ꎬ野火

失枯腊ꎮ 悟此人间世ꎬ何者为真宅ꎮ 暮

回百步洪ꎬ散坐洪上石ꎮ 愧我非王襄ꎬ子
渊肯见客ꎮ 临流吹洞箫ꎬ水月照连璧ꎮ
此欢真不朽ꎬ回首岁月隔ꎮ 想象斜川游ꎬ
作诗寄彭泽ꎮ[１]９２３

苏轼为何如此羡慕归隐自然的生活? 这是由

于他通过亲身的自然审美体验ꎬ在自然中感受到

了不同于客居官场的家园之感ꎮ 苏轼一行人外出

寻春ꎬ体会春风轻柔、流水依依ꎻ在碧绿的水面上

泛舟ꎬ在静谧的石室中弹琴ꎬ舟行随意ꎬ琴声清圆ꎮ
桓山是宋司马桓魋墓地所在地ꎮ «礼记檀弓

上»记载:“昔者夫子居于宋ꎬ见桓司马自为石椁ꎬ
三年而不成ꎮ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 死不如速

朽之愈也ꎮ’” [１６]１０８人生总归成为泥土ꎬ无需讲究

如此排场ꎬ自然而然即可ꎮ “悟此人间世ꎬ何者为

真宅ꎮ”何为真宅? 是富丽堂皇的府邸? 苏轼以

为不然ꎮ 在他看来ꎬ所谓“真宅”ꎬ即是人最终归

属的自然ꎮ 因此ꎬ无需讲究排场ꎬ无需贪图富贵ꎮ
回归自然ꎬ才算回归“真宅”ꎮ 他作诗«野人庐»
云:“少年辛苦事犁锄ꎬ刚厌青山绕故居ꎮ 老觉华

堂无意味ꎬ却须时到野人庐ꎮ” [１]６７７少年劳苦田园ꎬ
厌倦了青山绿水人家ꎬ外出求官一场ꎬ终究还是感

觉华堂无味ꎬ渴望回归最初、最野的自然之庐ꎮ 唯

有自然ꎬ才能给予苏轼家园般的感受ꎬ让他体会到

归隐之趣ꎮ
其次ꎬ当苏轼被束缚在官场时ꎬ自然审美是对

他暂时的解救ꎮ 唯有在自然审美中ꎬ他才能暂远

红尘ꎬ暂时摆脱官场的制约ꎬ体会些许归隐的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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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ꎬ如其诗«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

读书»云:“役名则已勤ꎬ徇身则已媮ꎮ” [１]１７９ 为名

利所役使而奔走劳作ꎬ未免太勤苦ꎻ为营求己身之

安闲舒适ꎬ又未免太苟且怠惰ꎮ 总之ꎬ二者皆非苏

轼所求ꎮ 他所寻求的是对官场与自然都不离不

弃ꎮ 那么ꎬ如何做到不离官场而近自然呢? 就是

将自然审美作为暂时远离官场的途径ꎬ其诗曰:
“譬如倦行客ꎬ中路逢清流ꎮ 尘埃虽未脱ꎬ暂憩得

一漱ꎮ” [１]１７９“倦行客”在苏轼的语境中是对官场

之人的描述ꎮ 客居官场之中ꎬ寻求一份功名ꎬ未得

而求得ꎬ既得又患失ꎬ最终弄得身心俱疲ꎮ 但如果

能够在工作之余回归自然ꎬ感受山水田园之美好ꎬ
则如同旅行之中偶逢清流ꎮ 虽然在官场中沾染的

尘埃尚未脱净ꎬ但至少能获得暂时的休憩ꎬ“我欲

走南涧ꎬ春禽始嘤呦ꎮ 鞅掌久不决ꎬ尔来已徂

秋” [１]１８０ꎮ 远离官场ꎬ去感受万物生生之春意ꎬ这
便是苏轼向往的审美活动ꎮ 尽管未能成行ꎬ闲下

来时已是秋季ꎬ但只要身处山水田园之间ꎬ仍然体

会自由自在、如同回归家园的审美感受ꎮ 官场生

活是“劬劳幸已过ꎬ朽钝不任锼” [１]１８０ꎬ自然生活

是“秋风欲吹帽ꎬ西阜可纵游”ꎬ一“劳”一“游”ꎬ
足显存在状态之不同ꎮ “聊为一日乐ꎬ慰此百日

愁ꎮ” [１]１８０一日乐便可慰藉百日愁苦ꎬ若是以自然

为家ꎬ必然能使心中忧愁消散殆尽ꎮ
最后ꎬ苏轼的人生理想目标即是归于自由洒

脱、与物冥合的审美家园ꎮ 因此ꎬ功成身退、还归

林泉是他的最终理想ꎮ 他在«南乡子»中写道:
“何 日 功 成 名 遂 了ꎬ 还 乡ꎮ 醉 笑 陪 公 三 万

场ꎮ” [１５]９０他又在«水调歌头»中云:“一旦功成名

遂ꎬ准拟东还海道ꎬ扶病入西州ꎮ” [１５]２１１归隐自然

的前提是“功成身遂”ꎬ并且一旦功成身遂ꎬ立刻

抽身归隐ꎬ绝不贪图名利ꎮ 苏轼在«水调歌头»序
中说:“其意以不早退为戒ꎬ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

云耳ꎮ” [１５]２１１在词中ꎬ他幻想着自己与弟弟苏辙的

归隐生活:“故乡归去千里ꎬ佳处辄迟留ꎮ 我醉歌

时君和ꎬ醉倒须君扶我ꎬ惟酒可忘忧ꎮ” [１５]２１１－２１２

“佳处”指的不是官场富贵之地ꎬ而是自然山水美

好之地ꎮ 由此而言ꎬ苏轼理想的归隐生活必然少

不了自然审美的存在ꎮ 换言之ꎬ回到能够进行自

然审美的山水佳景ꎬ才算真正的归隐ꎮ
因此ꎬ当我们翻阅苏轼描写自然审美的文学

作品时ꎬ总能体会到他对终将归隐山水的期盼:
去蜀初逃难ꎬ游秦遂不归ꎮ 园荒乔

木老ꎬ堂在昔人非ꎮ 凿石清泉激ꎬ开门野

鹤 飞ꎮ 退 居 吾 久 念ꎬ 长 恐 此

心违ꎮ[１]１６５－１６６

新春阶下笋芽生ꎬ厨里霜虀倒旧罂ꎮ
时绕麦田求野荠ꎬ强为僧舍煮山羹ꎮ 园

无雨润何须叹ꎬ身与时违合退耕ꎮ 欲看

年华自有处ꎬ鬓间秋色两三茎ꎮ[１]１９１

微官共有田园兴ꎬ老罢方寻隐退庐ꎮ
栽种成阴十年事ꎬ仓黄求买百金无ꎮ 先

生卜筑临清济ꎬ乔木如今似画图ꎮ 邻里

亦知偏爱竹ꎬ春来相与护龙雏ꎮ[１]２７１

山前乳水隔尘凡ꎬ山上仙风舞桧杉ꎮ
细细龙鳞生乱石ꎬ团团羊角转空岩ꎮ 冯

夷窟宅非梁栋ꎬ御寇车舆谢辔衔ꎮ 世事

渐艰吾欲去ꎬ永随二子脱讥谗ꎮ[１]４３３

霜风渐欲作重阳ꎬ熠熠溪边野菊黄ꎮ
久废山行疲荦确ꎬ尚能村醉舞淋浪ꎮ 独

眠林下梦魂好ꎬ回首人间忧患长ꎮ 杀马

毁车从此逝ꎬ子来何处问行藏ꎮ[１]５８０

苏轼的归隐情怀是深沉的ꎬ上引五首诗ꎬ都作

于苏轼年轻为官之时ꎮ 正值事业上升期的苏轼ꎬ
早早下定了未来要归隐林泉的决心ꎮ 综合看上引

五首诗ꎬ苏轼的自然审美已然超越了对象化的单

纯观照ꎬ而是注重亲身融入的审美存在体验ꎮ 这

就使得他能够在自然审美中更好地体会居家自然

的乐趣ꎬ释放埋藏心中的归隐思绪ꎮ 具体而言ꎬ在
第一首诗中ꎬ他来到了岐山宰王君绅的中隐堂ꎬ看
到清泉石上流、野鹤任意飞ꎬ顿时勾起了藏在心中

的归隐之心ꎮ 在第二首诗中ꎬ他与苏辙互相唱和ꎬ
自己在官场不得自由ꎬ而苏辙在家中种蔬ꎬ享受田

园的美好ꎬ两相对比ꎬ产生退耕的想法ꎮ 第三首诗

也是受朋友草堂园林的吸引ꎬ而产生归隐之情的ꎮ
最后两首都写于他任杭州通判之时ꎮ 受王安石变

法的影响ꎬ苏轼的政治生活颇为坎坷ꎮ 他无时不

想早日回归自然ꎮ 官场倾轧和人间忧患ꎬ让他力

不从心ꎮ 但是ꎬ当他走进杭州山水中时ꎬ他感受到

了“山前雨水隔尘凡”ꎬ仿佛进入仙境ꎮ 久在官

场ꎬ身心疲惫ꎻ进入自然ꎬ即使路途劳累ꎬ“尚能村

醉舞淋浪”ꎮ 官场永远是束缚的ꎬ自然却永远是

自由的ꎮ 正是由于他在欣赏自然的过程中获得了

如此舒适、自在的审美体验ꎬ他才下定决心永脱讥

谗ꎬ消逝于自然之中ꎮ
“澹月倾云晓角哀ꎬ小风吹水碧鳞开ꎮ 此生

定向江湖老ꎬ默数淮中十往来” [１]１８７０ꎬ澹月倾云、
风吹浪来ꎬ面对如此自然、如此美好的山水佳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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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为何还要在官场漂泊不定呢? 苏轼发誓ꎬ此
生一定要终老江湖ꎮ 尽管这一誓言终未实现ꎬ但
他毕竟通过自然审美ꎬ体会到安居自然之中的审

美乐趣ꎬ在心理上实现了自己归隐自然的心愿ꎮ

　 　 三、“喜我归有期”———贬与归

苏轼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数他的贬谪生涯ꎮ
唐宋时期ꎬ贬谪成为文人常态ꎬ韩愈被贬潮州ꎬ柳
宗元被贬柳州ꎬ欧阳修被贬滁州ꎮ 这些文人被贬

出朝堂ꎬ对朝廷政治当然是不利的ꎬ对他们自身而

言ꎬ却是一次回归山水田园的好机会ꎮ 不过ꎬ贬谪

并不意味着彻底远离官场ꎬ归隐林泉ꎮ 苏轼被贬

黄州时ꎬ责授为“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

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１７]４６０ꎬ前两句皆为

虚职ꎬ只有后两句才是关键:一句表示不能擅自离

开黄州ꎬ一句表示不能享有政治权力ꎮ 尽管如此ꎬ
但苏轼毕竟远离了权力的争斗场ꎬ更加亲近自然

山水ꎮ 从这一意义上讲ꎬ贬谪未尝不是一次不那

么彻底的归隐ꎮ 当然ꎬ是否将贬谪看作归隐ꎬ这完

全取决于被贬者ꎮ 韩愈被贬潮州ꎬ便自觉此生休

矣ꎬ作诗予侄儿:“知汝远来应有意ꎬ好收吾骨瘴

江边ꎮ” [１８]５７３柳宗元则不然ꎬ他作诗道:“偶兹遁山

水ꎬ得 以 观 鱼 鸟ꎮ 吾 子 幸 淹 留ꎬ 缓 我 愁 肠

绕” [１９]１１９５ꎬ“久为簪组累ꎬ幸此南夷谪” [１９]１２１３ꎬ“幸
此息营营ꎬ啸歌静炎燠” [１９]１２１３ꎮ “幸”ꎬ意为幸运、
幸亏ꎬ这是他对待贬谪的态度ꎮ 万幸遇到贬谪ꎬ才
能独享自然审美之趣ꎬ苏轼也是如此ꎮ 尽管他时

不时表现出悲戚之情ꎬ但总体看来ꎬ他还是将贬谪

看作回归自然的机会ꎮ 这其中蕴含着由被动转为

主动的过程:贬谪是被动的ꎬ而回归是主动的ꎻ就
官场生活而言是贬谪ꎬ就自然生活而言却是回归ꎮ
细读苏轼的作品ꎬ可以发现ꎬ这一转变ꎬ也源自于

他那作为归隐之道的自然审美理念ꎮ
元丰三年(１０８０ 年)ꎬ苏轼贬赴黄州ꎬ至陈州

时与苏辙相见ꎬ分别之际ꎬ赠诗道:“此别何足道ꎬ
大江东西州ꎮ 畏蛇不下榻ꎬ睡足吾无求ꎮ 便为齐

安民ꎬ何必归故丘ꎮ” [１]１０１９苏轼被贬黄州、苏辙被

贬筠州ꎬ两州仅一江之隔ꎬ无需道别ꎮ 既然已经被

贬ꎬ那便随遇而安ꎬ做一个黄州的老百姓ꎬ无需回

归故乡了ꎮ 刚刚经历人生劫难的苏轼ꎬ言语中自

然有着无奈、自嘲之意ꎮ 但这种无需归故乡ꎬ安心

作黄州之民的想法不见得一定是绝望之言ꎮ 毕竟

他在之后的许多作品中ꎬ都有类似的感叹ꎮ 他紧

接着创作的«正月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次子由韵

二首»便又一次表达了这一思考:
兰菊有生意ꎬ微阳回寸根ꎮ 方忧集

暮雪ꎬ复喜迎朝暾ꎮ 忆我故居室ꎬ浮光动

南轩ꎮ 松竹半倾泻ꎬ未数葵与萱ꎮ 三径

瑶草合ꎬ一瓶井花温ꎮ 至今行吟处ꎬ尚余

履舄痕ꎮ 一朝出从仕ꎬ永愧李仲元ꎮ 晚

岁益可羞ꎬ犯雪方南奔ꎮ 山城买废圃ꎬ槁
叶手自掀ꎮ 长使齐安人ꎬ指说故侯园ꎮ

铅膏染髭须ꎬ旋露霜雪根ꎮ 不如闭

目坐ꎬ丹府夜自暾ꎮ 谁知忧患中ꎬ方寸寓

羲轩ꎮ 大雪从压屋ꎬ我非儿女萱ꎮ 平生

学踵息ꎬ坐觉两镫温ꎮ 下马作雪诗ꎬ满地

鞭棰痕ꎮ 伫立望原野ꎬ悲歌为黎元ꎮ 道

逢射猎子ꎬ遥指狐兔奔ꎮ 踪迹尚可原ꎬ窟
穴 何 足 掀ꎮ 寄 谢 李 丞 相ꎬ 吾 将 反

丘园ꎮ[１]１０１９－１０２０

雪后晴天ꎬ如同苏轼此时的心境ꎮ 迎着朝阳ꎬ
他不免想起自己在故乡的生活ꎮ 那座温馨舒适的

南轩ꎬ是苏轼对故乡最美好的回忆ꎮ «梦南轩»
道:“坐于南轩ꎬ对修竹数百ꎬ野鸟数千ꎮ” [７]２２７８南

轩之外ꎬ一派自然ꎮ 阳光穿过松竹照到屋内ꎬ葵与

萱长满院子ꎮ 如此美好的自然场景自己没有珍

惜ꎬ反而外出走向仕途ꎬ如今还蒙羞被贬ꎮ 不过ꎬ
苏轼不愿一直沉沦于被贬谪的悲哀中ꎬ而是通过

积极转化ꎬ将贬谪之苦转化为归隐之乐ꎮ 朝廷只

能打击自己的外在ꎬ但左右不了他的内心ꎮ “长
使齐安人ꎬ指说故侯园”ꎬ“寄谢李丞相ꎬ吾将反丘

园”ꎬ他又一次决定安心做一名黄州的百姓ꎮ 在

写予苏辙的诗中ꎬ他尚且无奈地说道“何必归故

丘”ꎬ故乡与黄州隔了一层ꎻ但此时ꎬ他说“吾将反

丘园”ꎬ这分明是将黄州与故乡融为一体ꎮ 事实

上ꎬ苏轼在黄州也是如此做的ꎬ他努力地让黄州变

成自己的故园ꎮ 他写给赵晦之的信中说:“藤既

美风土ꎬ又少诉讼ꎬ优游卒岁ꎬ又复何求ꎮ 某谪居

既久ꎬ安土忘怀ꎬ一如本是黄州人ꎬ元不出仕而

已ꎮ” [７]１７１１黄州人事和谐ꎬ风景美好ꎬ可以优游卒

岁ꎬ无需他求ꎮ 谪居多年ꎬ苏轼已经安于其中ꎬ假
设自己原本就是黄州人ꎬ未曾出仕ꎬ也就是如今的

状态ꎮ
将目光转向苏轼在黄州创作的山水文学作

品ꎬ我们发现ꎬ他在黄州进行自然审美时ꎬ常常生

发出已然归隐自然之感ꎮ 其诗«次韵和王巩六首

其一»云:“我来黄冈下ꎬ欹枕江流碧ꎮ 江南武昌

山ꎬ向我如咫尺ꎮ 春蔬黄土软ꎬ冻笋苍崖坼ꎮ 兹行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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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累君ꎬ乃反得安宅ꎮ” [１]１１２７王巩因“乌台诗案”被
贬岭南ꎬ苏轼一直愧疚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苏轼并不

认为被贬黄州是多么悲惨之事ꎬ乘舟碧江上ꎬ攀爬

武昌山ꎬ躬耕东坡处ꎬ这又一次证明了苏轼自然审

美的最终旨归ꎬ不仅是获得审美愉悦ꎬ更重要的是

感受归隐家园的审美之趣ꎮ 苏轼视官场为“客

舍”ꎬ视自然为“真宅”ꎮ “宅”ꎬ即自然家园ꎮ 黄州

“滨江带山ꎬ既适耳目之好ꎬ而生事百须ꎬ亦不难

致” [７]１６７１ꎬ带给苏轼的必然是家园般的美好体验ꎮ
在他看来ꎬ黄州是理想的终老之地ꎮ 其诗«晓至

巴河口迎子由»云:
去年御史府ꎬ举动触四壁ꎮ 幽幽百

尺井ꎬ仰天无一席ꎮ 隔墙闻歌呼ꎬ自恨计

之失ꎮ 留诗不忍写ꎬ苦泪渍纸笔ꎮ 余生

复何幸ꎬ乐事有今日ꎮ 江流镜面净ꎬ烟雨

轻幂幂ꎮ 孤舟如凫鹥ꎬ点破千顷碧ꎮ 闻

君在磁湖ꎬ欲见隔咫尺ꎮ 朝来好风色ꎬ旗
脚西北掷ꎮ 行当中流见ꎬ笑眼清光溢ꎮ
此邦疑可老ꎬ修竹带泉石ꎮ 欲买柯氏林ꎬ
兹谋待君必ꎮ[１]１０５２－１０５３

御史台监狱阴冷、拘束ꎬ象征着过去所经历的

烦扰芜杂的官场生活ꎮ 而今贬谪黄州ꎬ苏轼却认

为是“乐事”:欣赏着波澜不惊ꎬ又烟雨朦胧的江

面ꎬ孤舟泛江ꎬ点破千碧ꎮ 为何黄州可老ꎬ只因有

修竹泉石ꎮ 这些自然物并无多少功利价值ꎬ但却

有着无可比拟的审美价值ꎮ 天天与自然为伴ꎬ这
怎能不算归隐?

陶渊明曾五次出仕ꎬ最后一次出仕后ꎬ深感

“质性自然ꎬ非矫励所得” [８]４６０ꎬ遂创作了«归去来

兮辞»文ꎬ此文可视作他的归隐宣言ꎮ 苏轼在黄

州改编此文ꎬ创作了词«哨遍»ꎬ也可视为他的归

隐宣言ꎮ 该词云:
为米折腰ꎬ因酒弃家ꎬ口体交相累ꎮ

归去来ꎬ谁不遣君归ꎮ 觉从前皆非今是ꎮ
露未晞ꎮ 征夫指予归路ꎬ门前笑语喧童

稚ꎮ 嗟旧菊都荒ꎬ新松暗老ꎬ吾年今已如

此ꎮ 但小窗容膝闭柴扉ꎮ 策杖看孤云暮

鸿飞ꎮ 云出无心ꎬ鸟倦知还ꎬ本非有意ꎮ
噫! 归去来兮ꎮ 我今忘我兼忘世ꎮ 亲戚

无浪语ꎬ琴书中有真味ꎮ 步翠麓崎岖ꎬ泛
溪窈窕ꎬ涓涓暗谷流春水ꎮ 观草木欣荣ꎬ
幽人自感ꎬ吾生行且休矣ꎮ 念寓形宇内

复几时ꎮ 不自觉皇皇欲何之? 委吾心、
去留谁计ꎮ 神仙知在何处? 富贵非吾

志ꎮ 但知临水登山啸咏ꎬ自引壶觞自醉ꎮ
此 生 天 命 更 何 疑ꎮ 且 乘 流、 遇 坎

还止ꎮ[１５]３８９

外出为官ꎬ身心俱疲ꎬ不如归隐自然ꎮ 拄杖远

观ꎬ但见孤云飞鸿ꎮ 自然是毫无功利之心的ꎬ云无

心出岫ꎬ鸟倦飞知还ꎬ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ꎬ无
任何思虑ꎮ “步翠麓崎岖ꎬ泛溪窈窕ꎬ涓涓暗谷流

春水”这既是隐括陶文ꎬ又是苏轼对自己在黄州

进行审美欣赏的描述ꎮ 苏轼的自然审美ꎬ绝非静

止旁观ꎬ而是步入自然ꎬ融入自然ꎬ全身心地感受

自然的美好ꎮ 苏轼感叹自己为何要惶惶不可终

日ꎬ为何要汲汲寻求功名? 荣华富贵并非自己志

向ꎬ能够在山水之间痛快地啸咏歌唱ꎬ在林泉之间

自由地饮酒酣醉ꎬ这才是真正的富贵ꎮ 这类富贵

无需通过龙争虎斗、刀光剑影来争夺ꎬ而是通过自

在洒脱的自然审美来体会ꎮ
绍圣年间ꎬ苏轼又一次遭遇贬谪ꎬ这次被贬

得更远ꎮ 依朝廷的意思ꎬ贬谪地越远ꎬ被贬者的

内心应该越痛苦ꎮ 但恰恰相反ꎬ越贬越远ꎬ意味

着离官场越来越远ꎬ同时也意味着离自然越来

越近ꎮ 因此ꎬ在贬往岭南的路途中ꎬ苏轼感觉处

处是家ꎮ 他作诗云:“清远聊为泛宅行ꎬ一梦分

明堕乡井ꎮ 觉来满眼是湖山ꎬ鸭绿波摇凤凰

影ꎮ” [１]２５５７«新唐书张志和传»:“颜真卿为湖州

刺史ꎬ志和来谒ꎬ真卿以舟敝漏ꎬ请更之ꎬ志和曰:
‘愿为浮家泛宅ꎬ往来苕、霅间ꎮ’” [２０]５６０９“泛宅”指
的就是自由自在地游荡于山水之间ꎬ如同安家于

山水一般ꎮ 尚未到贬所ꎬ苏轼便已通过自然审美

体会到了归隐之乐ꎮ
到达惠州后ꎬ苏轼安居于此ꎬ在山水田园中享

受生活ꎬ仍然有一种已经归隐家园的感觉ꎮ «丙
子重九二首其一»云:“三年瘴海上ꎬ越峤真我

家ꎮ 登山作重九ꎬ蛮菊秋未花ꎮ 惟有黄茅浪ꎬ堆垅

生坳窊ꎮ 蜑酒蘖众毒ꎬ酸甜如梨楂ꎮ 何以侑一樽ꎬ
邻翁馈蛙蛇ꎮ” [１]２２０３－２２０４重阳登山ꎬ田园种菜ꎬ苏轼

优哉游哉地生活于自然之中ꎬ生发出归家之感ꎮ
而唱和陶渊明«归园田居»ꎬ更加说明他已经将贬

谪惠州看作归隐田园ꎮ «和陶归园田居  其

二»云:
穷猿既投林ꎬ疲马初解鞅ꎮ 心空饱

新得ꎬ境熟梦余想ꎮ 江鸥渐驯集ꎬ蜑叟已

还往ꎮ 南池绿钱生ꎬ北岭紫笋长ꎮ 提壶

岂解饮ꎬ好语时见广ꎮ 春江有佳句ꎬ我醉

堕渺莽ꎮ[１]２１０４—２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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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猴投入森林ꎬ疲马解开马鞍ꎬ这两句诗比喻

摆脱了外在的束缚ꎬ回归到本来的天性状态ꎮ 苏

轼在惠州心境闲适ꎬ温饱自足ꎬ赏江鸥驯集ꎬ看渔

民往还ꎬ逍遥自在ꎮ 池塘种植荷叶ꎬ山岭种植紫

笋ꎬ这种田园生活苏轼在黄州已经有所体验ꎬ如今

又一次回归ꎮ “我醉堕渺莽”即是“相忘渺淮海”ꎬ
也就是一种人与自然完全融合的审美存在状态ꎮ
“日啖荔支三百颗ꎬ不辞长作岭南人ꎮ” [１]２１９４岭南

的南国风光ꎬ让苏轼流连忘返ꎮ 通过自然审美ꎬ他
已将令人痛苦的贬谪ꎬ转化为积极乐观的归隐ꎮ

好景不长ꎬ苏轼又被贬谪至儋州ꎮ 但此时的

苏轼ꎬ已然不再有痛苦之感ꎬ只觉更加接近自然之

家ꎮ 他作诗云:
四州环一岛ꎬ百洞蟠其中ꎮ 我行西

北隅ꎬ如度月半弓ꎮ 登高望中原ꎬ但见积

水空ꎮ 此生当安归ꎬ四顾真途穷ꎮ 眇观

大瀛海ꎬ坐咏谈天翁ꎮ 茫茫太仓中ꎬ一米

谁雌雄ꎮ 幽怀忽破散ꎬ永啸来天风ꎮ 千

山动鳞甲ꎬ万谷酣笙钟ꎮ 安知非群仙ꎬ钧
天宴未终ꎮ 喜我归有期ꎬ举酒属青童ꎮ
急雨岂无意ꎬ催诗走群龙ꎮ 梦云忽变色ꎬ
笑电亦改容ꎮ 应怪东坡老ꎬ颜衰语徒工ꎮ
久矣此妙声ꎬ不闻蓬莱宫ꎮ[１]２２４６－２２４８

这首诗写出了苏轼的心路历程ꎮ “中原”是

国家的政治中心ꎬ代指朝廷ꎮ 四顾途穷ꎬ苏轼自知

或许终生不会重回朝廷恢复正常身份ꎮ 不过ꎬ这
种思绪没有持续太久ꎮ 海上天风袭来ꎬ千山震动ꎬ
万谷鸣响ꎮ 如此震撼的自然场景是苏轼从来没有

体会过的ꎬ它强烈地激起了苏轼的审美豪情ꎮ 苏

轼认为这是群仙天宴的有意安排ꎮ 为何有如此安

排呢? 只因“喜我归有期”ꎮ “归有期”ꎬ从时间维

度上看ꎬ指的是生命临近终止ꎬ将要返归天庭ꎻ从
空间维度上看ꎬ彰显出苏轼对贬与归的思考ꎮ 被

贬儋州ꎬ是朝廷对苏轼施加的无以复加的责难ꎬ但
在苏轼看来ꎬ这是回归有期的体现ꎬ不应悲伤ꎬ而
应欣喜ꎮ 不能回归朝廷ꎬ难以回归故乡ꎬ那便回归

自然ꎮ 被贬儋州的苏轼ꎬ将贬与归完全融为一体ꎮ
冷成金认为ꎬ此处的“归”“是指精神有所‘归’ꎬ是
用审美的方式搭起了通向永恒的桥梁” [１０]３４６ꎮ 苏

轼的回归不是彻底地归于自然ꎬ而是从审美意义

上的回归ꎬ山水佳处即是归隐之家园ꎮ 也正是在

这一意义上ꎬ他道出了“我本海南民ꎬ寄生西蜀

州” [１]２３６３之语ꎮ
“我是玉堂仙ꎬ谪来海南村” [１]２２８３ꎬ苏轼认为

自己是玉堂上仙ꎬ下凡贬谪儋州ꎮ 他还指出:“天
人几何同一沤ꎬ谪仙非谪乃其游ꎮ” [１]１９９５“谪仙”表
面是“谪”ꎬ实际是“游”ꎬ即自由自在地优游于自

然之中ꎮ 不是倾向于对立的“观”ꎬ而是指向存在

体验的“游”ꎬ这实是对苏轼自然审美的高度概

括ꎮ 正所谓“谪仙非谪乃其游”ꎬ苏轼在悠游自在

的自然审美中ꎬ转“谪”为“游”ꎬ从而消解了遭黜

贬谪的悲剧情感ꎬ实现了自己的归隐之愿ꎮ

苏轼的归隐之念是深沉的ꎬ他之所以向往归

隐ꎬ不只是因为对官场倾轧的不满ꎬ更重要的是他

对回归自然本性的渴望ꎮ 归隐ꎬ对于苏轼而言ꎬ不
只是地理位置的归属ꎬ更是对本真自由存在状态

的回归ꎮ 正因为如此ꎬ他没有选择古代隐士那样

远离人间、归隐林泉的道路ꎬ而是选择在自然审美

中实现归隐之念ꎮ 苏轼的自然审美超越了对审美

对象的主客对立式观照ꎬ指向了对审美家园的存

在论体验ꎮ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ꎬ自然审美成为他

归隐自然的实现方式ꎮ 在他身居高位时ꎬ自然审

美使他暂时远离烦扰芜杂的官场ꎬ他由此生发出

渴望在自然山水中安家的审美愿望ꎻ在他遭黜贬

谪时ꎬ自然审美使他转贬谪之苦为归隐之乐ꎬ他由

此安心体会于自然山水之间ꎬ获得自在畅游的审

美体验ꎮ
苏轼作为归隐之道的自然审美ꎬ无疑可给予

当代自然美学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ꎬ以归隐自然

为理想目标ꎬ提高了自然审美的价值ꎬ使自然审美

不再只关注于独立的对象ꎬ更倾向于对美好存在

状态的体验ꎻ其次ꎬ在自然审美中融入家园意识ꎬ
使自然审美获得了生存哲学的意义ꎻ最后ꎬ以自然

审美实现归隐之道ꎬ转烦恼人生为审美人生ꎬ转内

心之苦为身心自由ꎬ这无疑彰显了自然审美的心

理治疗功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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