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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并不大的人物。很多人不知道他，或者碰到过又很快忘了他。但

是近年来这根柳丝却紧紧地系着我，倒不是为了他的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也不为那

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只为他那人，他那身不由己的经历和那歪打正着

的成就，以及由此揭示的做人成事的道理。 

柳永是福建北部崇安人，他没有为我们留下太多的生平记载，以至于现在也不知道他确

切的生卒年月。那年到闽北去，我曾想打听一下他的家世，找一点可凭吊的实物，但一川绿

风，山水寂寂，没有一点音讯。我们现在只知道他大约在 30岁时便告别家乡，到京城求功

名去了。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

也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 

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那时没有像现在这样成就多元化，

可以当企业家，当作家，当歌星、球星，当富翁，要成名只有一条路?去当官。所以就出现

了各种各样在从政大路上跋涉着的而被扭曲了的人。像李白、陶渊明那样求政不得而求山水；

像苏轼、白居易那样政心不顺而求文心；像王维那样躲在终南山里而窥京城；像诸葛亮那样

虽说不求闻达，布衣躬耕，却又暗暗积聚内力，一遇明主就出来建功立业。柳永是另一类的

人物，他先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政治，碰了钉子后没有像大多数文人那样转向山水，而是转向



市井深处，扎到市民堆里，在这里成就了他的文名，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他是

中国封建知识分子中一个仅有的类型，一个特殊的代表。 

柳永大约在公元 1017年，宋真宗天禧元年时到京城赶考。以自己的才华他有充分的信

心金榜题名，而且幻想着有一番大作为。谁知第一次考试就没有考上，他不在乎，轻轻一笑，

填词道：“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等了 5年，第二次开科又没有考上，这回他忍不

住要发牢骚了，便写了那首著名的《鹤冲天》：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 何须论得丧。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 

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他说我考不上官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我有才，也一样被社会承认，我就是一个没有穿官

服的官。要那些虚名有什么用，还不如把它换来吃酒唱歌。这本是一个在背处发的小牢骚，

但是他也没有想一想你怎么敢用你最拿手的歌词来发牢骚呢，他这时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歌词

的分量。它那美丽的词句和优美的音律已经征服了所有的歌迷，覆盖了所有的官家的和民间

的歌舞晚会，“凡有井水处都唱柳词”。这使我想起“文化革命”中大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被

打成“黑帮”，被逼写检查。但是他写出去的检查大字报，总是浆糊未干就被人偷去，这检

查总是交代不了。柳永这首牢骚歌不胫而走传到了宫里，宋仁宗一听大为恼火，并记在心里。

柳永在京城又挨了三年，参加了下一次考试，这次好不容易被通过了，但临到皇帝圈点放榜

时，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又把他给勾掉了。这次打击实在太大，柳永

就更深地扎到市民堆里去写他的歌词，并且不无解嘲地说：“我是奉旨填词。” 

他终日出入歌馆妓楼，交了许多歌妓朋友，许多歌妓因他的词而走红。她们真诚地爱护

他，给他吃，给他住，还给他发稿费。你想他一介穷书生流落京城有什么生活来源?只有卖

词为生。这种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体味，还有皇家的冷淡，倒使他一心去从事民间创作。他

是第一个到民间去的词作家。这种扎根坊间的创作生活一直持续了 17年，直到他终于在 47

岁那年才算通过考试，得了一个小官。歌馆妓楼是什么地方啊，是提供享乐，制造消沉，拉

你堕落，教你挥霍，引人轻浮，教人浪荡的地方。任你有四海之心摩天之志，在这里也要消

魂烁骨，化作一团烂泥。但是柳永没有被化掉。他的才华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成语言：脱颖

而出。锥子装在衣袋里总要露出尖来。宋仁宗嫌柳永这把锥子不好，“啪”的一声从皇宫大

殿上扔到了市井底层，不想俗衣破袍仍然裹不住他闪亮的锥尖，这真应了柳永自己的那句话：

“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寒酸的衣服裹着闪光的才华。有才还得有志，多少人进了红

粉堆里也就把才沤了粪。也许我们可以责备柳永没有大志，同为词人不像辛弃疾那样：“男

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不像陆游那样：“自许封侯在万里。有谁知，鬓虽残，

心未死。”时势不同，柳永所处的时代正当北宋开国不久，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经济文化

正复苏繁荣。京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新兴市民阶层迅速形成，都市通俗文艺相

应发展，恩格斯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这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市民文化呼唤

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

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他像田禾见了水肥一样拼命地疯长，淋漓酣畅地发挥着自己的

才华。 

柳永于词的贡献，可以说如牛顿、爱因斯坦于物理学的贡献一样，是里程碑式的。他在

形式上把过去只有几十字的短令发展到百多字的长调。在内容上把词从官词解放出来，大胆



引进了市民生活、市民情感、市民语言，从而开创了市民所歌唱着的自己的词。在艺术上他

发展了铺叙手法，基本上不用比兴，硬是靠叙述的白描的功夫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意境。就像

超声波探测，就像电子显微镜扫描，你得佩服他的笔怎么能伸入到这么细微绝妙的层次。他

常常只用几个字，就是我们调动全套摄影器材也很难达到这个情景。比如这首已传唱 900

年不衰的名作《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

减，苒苒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

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干处，正恁

凝愁。 

一读到这些句子，我就联想到第一次置身于九寨沟山水中的感觉，那时照相根本不用选

景，随便一抬手就是一幅绝妙的山水图。现在你对着这词，任裁其中一句都情意无尽，美不

胜收。这种功夫，古今词坛能有几人。 

艺术高峰的产生和自然界的名山秀峰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柳永自己也没有想

到他身后在中国文学史上会占有这样一个重要位置。就像我们现在作为典范而临摹的碑帖，

很多就是死人墓里一块普通的刻了主人生平的石头，大部分连作者姓名也没有。凡艺术成就

都是阴差阳错，各种条件交汇而成一个特殊气候，一粒艺术的种子就在这种气候下自然地生

根发芽了。柳永不是想当名作家而到市井中去的，他是怀着极不情愿的心情从考场落第后走

向瓦肆勾栏，但是他身上的文学才华与艺术天赋立即与这里喧闹的生活气息、优美的丝竹管

弦和多情婀娜的女子发生共鸣。他在这里没有堕落。他跳进了一个消费的陷阱，却成了一个

创造的巨人。这再次证明成事成才的辩证道理。一个人在社会这架大算盘上只是一颗珠子，

他受命运的摆弄；但是在自身这架小算盘上他却是一只拨着算珠的手。才华、时间、精力、

意志、学识、环境通通变成了由你支配的珠子。一个人很难选择环境，却可以利用环境，大

约每个人都有他基本的条件，也有基本的才学，他能不能成才成事原来全在他与外部世界的

关系怎么处理。就像黄山上的迎客松，立于悬崖绝壁，沐着霜风雪雨，就渐渐干挺如铁，叶

茂如云，游人见了都要敬之仰之了。但是如果当初这一粒籽有灵，让它自选生命的落脚地，

它肯定选择山下风和日丽的平原，只是一阵无奈的山风将它带到这里，或者飞鸟将它衔到这

里，托于高山之上寄于绝壁之缝。它哭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一阵悲泣（也许还有如柳永

那样的牢骚）之后也就把那岩石拍遍，痛下决心，既活就要活出个样子。它拼命地吸天地之

精华，探出枝叶追日，伸着根须找水，与风斗与雪斗，终于成就了自己。这时它想到多亏我

留在了这里，要是生在山下将平庸一世。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创造。是携带着母体留下的

那一点信息去与外部世界做着最大程度的重新组合，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为什么逆境能成大

才，就是因为在逆境下你心里想着一个世界，上天却偏要给你另外一个世界。两个世界矛盾

斗争的结果你便得到了一个超乎这两个之上的更新的更完美的世界。而顺境下，时时天遂人

愿，你心里没有矛盾，没有企盼，没有一个另外的新世界，当然也不会去为之斗争，为之创

造，那就只有徒增马齿，虚掷一生了。柳永是经历了宋真宗、仁宗两朝四次大考才中了进士

的，这四次共取士 9 1 6 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顺顺利利地当了官，有的或许还很显赫，

但他们早已被历史忘得干干净净，但柳永至今还享此殊荣。 

呜呼，人生在世，天地公心。人各其志，人各其才，人各其时，人各其用，无大无小，

贵贱无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时不我失，有功于民，就能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



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