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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词人牛希济政论文探论
已李博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广东 珠海 519087］

摘 要：牛希济生当乱世，其提倡作文当以“治化”为务，欲通过文章挽救其时衰颓之政局。他的政论文多重教化，从政

治角度阐释及评论古今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庄重肃穆，为晚唐五代文坛所罕见，其中亦展示出牛希济颠沛流离的人生

经历与理想破灭的凄凉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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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间词人牛希济以词名世，同时亦为五代文章大家。其文皆以古文写成，“探治乱之精微，尽当时之厉害”譹訛，多
有现实针对性。《全唐文》今存牛希济文十七篇，数量与质量均为五代文坛之翘楚。其文皆以“论”字命题，为《本论》

《治论》《刑论》《褒贬论》《赏论》《崔烈论》《时论》《荀息论》《石 论》《荐士论》《贡士论》《寒素论》《铨衡论》《不招士

论》《小功不税论》《文章论》与《表章论》，对治国之本、刑法赏功、铨选贡荐、历史人事等多个有关政教的问题发表

见解，从中可见其对统治阶级的讽刺与鞭挞，对腐败政治的揭露与批判，对国家命运的感慨与忧患譺訛，展示出乱世
中一个儒家文士的理想与希冀。以思想内容和文学成就论，牛希济的散文指陈时弊，平易晓畅，代表西蜀散文的最

高成就譻訛，可称“一代鸿文”譼訛。
一

牛希济乃晚唐牛党领袖牛僧孺曾孙。《新唐书·宰相世系》记牛僧孺有三子，为蔚、（一作丛）、奉倩；子峤；蔚

子微、循、徽，循子希逸。清人沈雄《古今词话·词评》引《尧山堂外纪》言牛希济为牛峤“兄子”。希济或为牛循之子，

希逸之兄或弟。譽訛牛希济祖父牛丛长期担任西川节度使，天下丧乱之际，叔父牛峤随銮驾入蜀，牛希济在困窘之时
亦赴蜀以投奔牛峤。然牛希济“气直嗜酒”，常为牛峤所责备，故“旅寄巴南”。前蜀建立，牛希济“不豫劝进”，“又以

时辈所排，十年不调”。后为王建所知，乃除起居郎。牛希济早年曾梦一人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已上，方有官

禄。”譾訛牛希济果然年过四十五岁才获得官职，梦之言虽不可尽信，然牛希济平生之颠沛，略见一斑。《北梦琐言》记
孙光宪早年尝和南越诗云：“晓厨烹淡菜，春杼种 花。”牛希济览而绝倒，曰：“吾子只知名，安知淡菜非雅物也。”孙

光宪“后方晓之”，并在其书中记述了这段过往，希望学吟之流，以斯为戒。譿訛是以孙光宪所言牛希济“文学繁赡，超
于时辈”，亦当属实。黄巢乱起，国厦将倾，西蜀依靠天险，成为皇室和诸多文人暂时的避难之所。前蜀虽偏安一隅，

政权内部却暗潮汹涌。牛希济为官王蜀，经历了震动朝野的太子元膺谋反案。此一事件彻底改变了王蜀政局，使得

前蜀政权落到了胸无韬略的纨绔子弟、奢靡享乐的太后太妃及善于谄媚的宦竖小人手中，种下了这个西南小朝廷

快速灭亡的祸根。后主王衍凭借其母徐妃专宠、权臣张格协谋而登上王位，其继位后，不能委任忠贤，躬决刑政，使

得阉官执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内。讀訛于其时，“通都大邑起邸店，以夺民利”，“自刺史以下，每一官阙，必数人并争，而
入钱多者得之”讁訛，政治环境极其混乱。牛希济于后主时期曾担任翰林学士及御史中丞，虽官位较高，但鉴于此时的
乱政，牛希济难有作为。故其作有众多政论文，希望文可载道，于时有补。

牛希济的《本论》輥輮訛言立君之事。其认为立一国之君，虽不必立嫡立长，但一定要立有德才之人。而王之嗣君，却
“莫不蔽于私爱，忘其善恶”，更“有不离襁褓之中，童婴之列，而即大位焉，亦使强臣而为之辅”。牛希济以为此实乃

十分危险的做法，稚子生于深宫，长养妇人之手，“身躯则安于玉堂金殿舆服之盛，耳目饱于声色靡曼之乐”，从不

曾知晓“君臣父子之道，忠信邪佞之属，农桑艰难之本”，故受小人的蒙蔽与欺辱。而主少不明，又会令政乱国危，宗

庙不血食。昔日叔孙之祷曰：“主少，国家多难。祝我者使我速死，无及于乱。”宁可身死亦不愿亲见国之覆亡。如今

的牛希济再读此语，发出了“此忧之深也，悲哉”的感叹！牛希济的《荀息论》輥輯訛仍论立君。全祖望《跋唐人牛希济〈荀
息论〉》认为此篇“言唐宪宗以后，遗诏择立太子不由大臣之谋，皆左右近密”，但考其全文，似不止于唐末立储之

事。《荀息论》开篇即言春秋时晋国的骊姬之祸。晋献公有九子，其中多有贤德之人。但献公听骊姬之谮，尽逐群公

子，唯骊姬之子奚齐及其娣之子卓子留于宫。骊姬因宠而二子得立，然献公离世后，强臣不事幼主，晋国内忧外患。

晋献公舍贤而立亲的错误做法终究埋下了祸国的隐患。前车之鉴，不可不察。但可叹的是，王建纵然意识到王衍无

帝王之才，但太子元膺已死，内妃与外臣勾串支持王衍，局面已非王建所能控制。《十国春秋》记王建“尝自夹城过，

闻太子与诸王斗鸡击球喧呼之声，叹曰‘吾百战以立基业，此辈其能守乎？’由是恶张格，而徐贤妃为之内主，竟不

能去”輥輰訛。王建无力改变政治局势，又恐诸将不为幼主所用，遂以宦官宋光嗣代之，却使得“宦者始用事”輥輱訛。王建曾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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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虽幼有贤德，次不当立，卿等固请于外。妃后笃爱，

朕未能违，立为储君，勉力匡襄，无坠我邦家之休命”。又

言太子若“不堪大业，可置诸别宫，幸勿杀之”輥輲訛。但此仅
为王建一厢之希望，其爱子之心、怜妃之意，最终化为一

场悲剧。“一日，帝疑信王暴死，徐妃及张格阴使尚食进

鸡烧饼，帝中毒而逝。”輥輳訛其朝夕挂怀的王衍，亦死于非
命。《新五代史》记后唐庄宗召王衍入洛阳，“衍捧诏忻然

就道”，“数千人以东”。同光四年（926）四月，王衍等人行
至秦川驿，庄宗采纳伶人景进之计策，“遣宦者向延嗣诛

其族”輥輴訛。清人吴任臣曾感慨王建“负骁雄之姿，奋不世
出之略，智驱田、陈，力并杨、顾，北问罪于岐陇，南御侮

于长和，功綦茂矣。而衅起萧墙，戮及嗣子，何遇之酷也。

卒之艳妻方处母爱子抱，舍长立少，不再传而失国，岂所

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乎？”“自古蜀亡未有如王氏祸

之烈者也。可不哀哉！”輥輵訛

牛希济多年颠沛流离，亲历晚唐废立之事，亲见前

蜀灭亡之景，对于兴衰治乱有着深刻的体会，写下了诸

多评论性的文字。在牛希济的观念中，儒家思想乃是根

本。其向往的是尧舜式的统治，期盼能出现周公般的臣

子。他对唐王朝立国之时的繁盛情状憧憬不已，《治论》輥輶訛

言“高祖太宗得天下之初，从魏文公之言，以王道为治，

不三年而化成”。如今蜀地多难，官吏横行，百姓不法，社

会动荡，“天下之人，非不耕也。非不蚕也，率九州之人，

一人耕而百人食，一人蚕而百人衣。王者之征赋在焉，诸

侯之车服剑器在焉，职官之禄廪资焉，吏人之求取往焉。

俾一人耕一人织，足上下百人之欲，不亦难乎”。如此情

况下，“不为盗，不为非，不鬻不时之物，不犯及时之禁，

不受役于乡豪，不为污诈之计，以给其家，可乎”？面对这

样严峻的局势，朝廷当用贤良，远邪佞，重农桑，禁游惰，

废不急之务，方可“丕复祖宗之耿光”。而在这些恢复王

道的措施中，“用贤良”之重要性居于首位。

牛希济政论文中对于人才多有阐说，其用大量儒

家功成的典型来表明擢拔任用人才的重要性。《治论》

言：“无士不可以为治世，无民不可以为国。唯明王择君

子之人，有辅相之才，深治理之道，与之为政。”这里指

出士是治理国家的基础，圣明的君主当尽力寻求明治

国之道、有治国之才的君子，与之一起治理国家，方能

达到治世。牛希济提出朝廷应该重视“求贤”，不论其出

身，专论其才干。《寒素论》輥輷訛指出“今服冕之家，流品之
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为之伍”，

此种行为乃谬举，“士之美者，非贵胄之子，而登卿相之

位。况投竿而为王者师，挽车而为王者相，岂白屋之士，

可自遗之哉”？《贡士论》輦輮訛亦认为当今“明廷无策问之
科，有司亡至公之道”，进士科考使“得其术者，舍耒耜

而取公卿，乖其道者，抱文章而成痼疾”，所取之士在

“秋风八月，鞍马九衢，神气扬扬，行者避路。取富贵若

咳唾，视州县如奴仆”，此类“登第之人，其辞赋皆取能

者之作，以玉易石，羊质虎皮”，为此，牛希济希望君主

要着力改变这种局面，使真正的人才能得到任用。

牛希济认为君主要尊重人才、了解人才，量才而

用。《本论》用唐太宗的例子说明君王当如何对待人才：

“太宗文皇帝贞观之初，北门之选举十六族也，皆建功

定策，有布衣之交，非天下文行之士不预焉。既久与游

处，非唯知民间之疾苦，时之否臧，从而更之，以熙帝

载。至于臣下之情性好恶，无不悉焉，他日之任用，莫不

适其材矣。”牛希济还指出人才固然重要，但朝廷擢拔

人才要审慎，必要之时须用奖惩的制度来保证官吏所

荐、朝廷所选之人乃德才兼备之士。《荐士论》輦輯訛专论
“朝廷求贤之道”，其言“姬周之世，荐贤者多受赏，鲁史

有之矣。魏晋之日，门生故吏有罪，必连坐举主，史有之

矣”，而“今荐贤之赏，久已废矣，连坐之典，又不行矣”，

因此“今之所举，非徒古者知之审，取其必达，取其必富

贵”，“他日之功过，皆莫知也”。这种任人不明的情况，

将会对国家的统治造成危害。因此，牛希济提出“当在

申明上赏连坐之典以正之。奸邪攀援之路，渐将息矣。

一举之妄，后当自获其辜，知有畏矣。在位者斯有贤者

矣，有道之士争趋之矣”輦輰訛。
牛希济反复论说人才的重要性，并指出了求取人才

的方法。这种做法实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前蜀后主王

衍“嗜酒色游戏”輦輱訛，不理国政，尽管其曾作《制科策问》：
朕念守器之重，识为君之难，思得奇才，以凝庶绩。

因举故事，以绍前修。子大夫抱道逢时，投书应诏，必有

长策，以副虚怀。何以使三农乐生，五兵不试，刑狱无

枉，赋敛无加？以何策可以定中原？以何道可以卜长世？

朕当亲览，汝无面从。輦輲訛

此文貌似求贤若渴，却终是姿态而已。其“惟宫苑

是务、惟宴游是好、惟险巧是近、惟声色是尚”，“阉官执

政于外，母后司晨于内”，“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

县者皆虎狼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輦輳訛，使得前蜀国
运江河日下，牛希济有鉴于此，发诸多之评论。

二

牛希济有澄清玉宇的理想，其满腹经纶，识略精深，

效法三代，是师承孔孟的正统而典型的儒家知识分子。輦輴訛

他把治世文章看成拯救乱世的唯一希望，但他的希冀却

最终化为无限凄伤。《十国春秋》记牛希济在王衍一朝“累

官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国亡入洛”輦輵訛。《鉴诫录》记天成初
年，后唐明宗“临朝，宣亡蜀旧宰臣王锴、张格、庾传素、许

寂、御史中丞牛希济等，各赐一韵。试《蜀主降臣唐》诗，限

五十六字。成，王锴等皆讽蜀主僭号，荒淫失国。独牛希济

得‘川’字，所赋诗意，但述数尽，不谤君亲。明宗览诗曰：

‘如牛希济才思敏捷，不伤两国，迥存忠孝者，罕矣。’当日

有雍州亚事之拜，至今京洛无不称之”輦輶訛。诗曰：“满城文物
欲朝天，不觉邻师犯塞烟。唐主再悬新日月，蜀王还却旧

山川。非干将相扶持拙，自是吾君数尽年。古往今来亦如

此，几曾欢笑几潸然。”

这是牛希济现存的唯一诗作，对于此诗，有学者以

为语意谄媚，是一种无德操行为的表现。因在五代，再

仕新朝不仅不受舆论责难，毫无道德上（下转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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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1页）之负疚心理，且简直成为一种天经地义

的事情，成为一种大家认可的不成文的道德准则，或以

为牛希济本身就是一个反映儒家道德沦丧的例子。輦輷訛

然此说可商榷。五代确是乱世，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

普遍落潮，危机感与幻灭感增强，对于历经前蜀政坛混

乱局势的牛希济来说，前蜀败亡于后唐，已是必然，君

数已尽亦是客观事实，故此诗所呈现出的非谄媚式的

“两解之辞”輧輮訛，是一种冷静的平和。牛希济于李唐亡而
仕前蜀，前蜀亡而入后唐。或许是见惯了王朝的更替，

或许是对曾经理想的放弃，他的诗中没有愤怒，没有指

摘，一种独立于世外冷眼旁观式的孤寂弥漫于字里行

间，带着一种看透世事人生的悲慨与苍凉。牛希济的

诗文，令人可多角度地审视这位于乱世中苦苦挣扎的

儒家文人，更深入地体味其丰富的情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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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人们情感生活及阅读现状的窘

境，在网络文学的场域中去寻找具有标志性的文学形

态，坚守一种更加有深度有力度的文字。

不管封面信息如何变幻，当下处于一个数字化、绑

架化的阅读现场当中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看来，此

类畅销书是有自身的阅读群体的，他们的成功与畅销

离不开媒体营销及粉丝的支持，我们应在数字化、绑架

化的阅读氛围中保持清醒，一再强调的阅读量和销售

量并不能等同于作品本身的真实含金量，只不过是当

下文化场域中市场及粉丝选择的结果。文中是以张嘉

佳本人的叙述视角进行讲述的，多次提到张嘉佳是个

喜欢文字的青年。三流作家，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当时，

他的文字和作品还没有火爆，所以他说自己是三流作

家也不为过，甚至是一种调侃和自嘲的称呼。而现在，

百万畅销之后，又该如何定位他的级别呢？

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阅读已经消失，阅读已经成

为一场在场或不在场的意淫和狂欢。譺訛此言对于当下
阅读尤其此类畅销书阅读可谓一针见血，但接纳多元

的文学风景，保持清醒和思考，加以积极的引导，是我

们的责任。阅读是一种内心的需要，毕竟我们无法用

同一标准去衡量当下的网络文化语境。阅读已经碎片

化，然而碎片仍然有高下。文学的向度都有其特定时代

的体现，当它成为一种标志性的现象时，就不能不引起

我们的关注。像张嘉佳在序言里说过的那样，其实这

本书，一部分连短篇都算不上，充其量是随笔，甚至是

涂鸦。但我知道，它们能给喜欢的人一点点力量，一点

点面对自己的力量。当有些读者真的在人生的某一阶

段从故事的文字中获得温暖、慰藉和力量，如此这样，

也好！

毕竟如张嘉佳所言：

故事都有适合它的讲述

跟爱情一样

寻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和对象

就是跋涉的意义

譹訛 陈超：《诗与真新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46页。

② 杨庆祥：《现场的角力》，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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