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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图书馆藏有明刻
唐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散
文家、诗人柳宗元著《柳河东
集》，此集是在宋代刻本基础
上翻刻而来，并且增加了明
代学者的集注。书中收录柳
宗元600余篇诗文，对后世
产生深远影响。同时，此书
也见证了刘禹锡、柳宗元两
位文豪之间生死相托的真挚
友情。

在辽宁省图书馆古籍善本库房，明刻
本《柳河东集》静静地躺在一个精巧的楠木
书匣里。眼前的这本“集子”，用蓝布函套
装帧，保存完整，书签题有“柳河东集”字
样，字体隽秀舒朗。

辽宁省图书馆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
介绍，《柳河东集》原名《唐柳先生集》，又称

《河东先生集》，是柳宗元去世后，好友刘禹
锡遵其遗嘱为其编的诗文集。刘禹锡在

《柳河东集》序言中写道：“（柳宗元）病且
革，留书抵其友中山刘禹锡曰：‘我不幸，卒
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禹锡执书以泣，遂
编次为三十通，行于世。”从中可知，柳宗元
知道自己不行了，把遗作留给刘禹锡。刘
禹锡当时编次的柳宗元文集（以下简称“柳
集”）为30卷本，可惜的是，到宋代时刘禹
锡的编本已经散失，后经北宋文学家穆修
多方访求，得一“柳集”传抄本，他以此为底
本开始编修《唐柳先生集》。

穆修编修《唐柳先生集》为天圣元年
（1023年）。这个时间距离刘禹锡首编“柳
集”已经过去了200多年。这200多年间，

“柳集”在传抄过程中，由原先刘禹锡编撰
的30卷增加到45卷。刘冰说，因刘禹锡编
辑的“柳集”已经散失，所以宋代穆修编校
的45卷本便成了后世“柳集”的祖本。

“可以说，宋代的柳学研究就是从穆修
开始的。”对此，清代四库馆给予他很高的
评价。“正是由于穆修对柳宗元文章的全面
校勘，我们今天才得以见到柳宗元流传下
来的诸多作品。”刘冰说。

从宋代以后的刊刻情况看，元代未见
有新的刊本，直到明代才有新的刻本出
现。“省图藏《柳河东集》是明朝的蒋之翘在
宋代刻本基础上进行翻印的。”刘冰说，明
朝晚期，国势衰退，但书籍出版业却极为盛
行，汇编翻刻前人诗文集的风气十分盛
行。正是这样的背景之下，明崇祯六年
（1633 年），蒋之翘辑注刊刻《韩柳合集》。
这里的韩指的是唐朝文学家韩愈。由此可
见，蒋之翘将韩柳二人的文章合并刊刻，省
图收藏的是柳宗元的文集。

在刘冰的指导下，记者小心揭开一页
页泛黄的纸张，蝇头小字字硬如骨，密密匝
匝。刘冰介绍，省图藏的这套《柳河东集》
为明代“三径草堂”刻本，全书共45卷。每
页9列，每列17字。版心上题“柳河东集”，
下署“三径藏书”。

刘冰介绍，国内除辽宁省图书馆外，尚
有上海图书馆、北京故宫博物院等部门藏
有明代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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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河东集》因柳宗元为河东（今山西
省永济市）人而得名。全书共收集柳宗元
作品600余篇，其中诗140余首，还有其他
文体。全书按文体分类编次，包括雅诗歌
曲一卷、赋一卷、文39卷、诗2卷、《非国语》
2卷，外集收文21篇。卷首有刘禹锡所作
的序一篇，“凡例”一篇，介绍此书的由来。

《柳河东集》确立了柳宗元在文学史上的地
位。

在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李东看来，《柳
河东集》中的诗文展现了柳宗元多方面的
才华，其中诗歌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
意味深长；政论文章说理透彻、论证严密，
体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山水游记言语简
练、文笔优美，描绘了丰富多彩的山水风
光；而寓言生动有趣、富有哲理和现实意
义，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近代梁启超和
胡适都将《柳河东集》作为国学入门必读书
进行推荐。直至今天，书中仍有多篇文章，
如《捕蛇者说》《小石潭记》《黔之驴》等入选
中学教科书。

李东认为，柳宗元在散文上的成就大
于诗歌。柳宗元的散文内容丰富，寓言和
山水游记是其中最富有创造性的两类。在
寓言方面，他把《庄子》以来仅作设譬（打比
方）之用的片断寓言，发展为完整的、更富
于文学意味的独立短篇，而且直接用来讽
刺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如《三戒》《蝜蝂
传》《罴说》等；山水游记方面，柳宗元更是
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独特地位。如《永州
八记》等一批游记文章，在细致入微的情景
刻画中，渗透着作者深刻的人生感悟和家
国情怀，是对前代游记只进行客观描画的
跨越式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

“柳宗元在文学史上最大的成就，莫过
于和韩愈一起在文坛上发起领导了‘古文
运动’。”李东说，柳宗元和韩愈针对当时流
行的骈文矫揉造作，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
弊病，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口号，强调文章
的创作要有作者个人内在情感、内在意识
的表达，要反映出作者的个人品性，不能成
为盲目跟从的傀儡。除此之外，柳宗元还
强调文章要“经世致用”，关注于现实，避免

“假大空”的现象产生，从而对社会产生推
动作用。

“从公元805年到公元815年，柳宗元
被贬永州长达10年。这10年，埋葬了柳宗
元的政治理想，却开启了他文学与哲学的
新路。”李东告诉记者，柳宗元现存的作品
大多作于贬谪永州之后。如果没有这 10
年，我们看不到唐代文学上如此重要的一

位文学家、哲学家。柳宗元被
贬的永州当时还是一个人口稀
少、信息闭塞、民生凋敝的地
区。在这里，柳宗元留下了许
多清丽隽秀、寓意深刻的游
记、寓言等。其中《永州八
记》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
中不朽的经典篇章。这些优
美的山水游记，是柳宗元的
人格写照，代表了古代中国
人对自然之美的经典感觉，
它们开拓了古代散文反映
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
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
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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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柳河东集》，一定
要感谢他的朋友刘禹锡。如果没有刘禹锡
的努力与多方筹措，柳宗元文集很难刊行
于世。”刘冰告诉记者，如果没有刘禹锡，我
们今天可能读不到《江雪》《渔翁》《捕蛇者
说》等这样的千古美文。

刘冰由此展开，为记者讲述了这部书
的“前世今生”。

刘禹锡与柳宗元有着共同的命运。政
治上，两人一起参与“永贞革新”，有着同样
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创作上，两人诗文俱
佳，情趣相投，诗文往来，相互唱和。甚至
在人生经历上，二人也不谋而合。当年他
们一起进京应试，同登进士第。接下来，刘
禹锡在贞元十九年（803年）被提拔为监察
御史，而柳宗元也在这一年闰十月自蓝田
县尉入为监察御史。二人同朝为官，一起
共事。“永贞革新”失败后，二人同遭贬谪，
一人被贬连州，一人被贬永州。

共同的志向，共同的趣味，共同的遭
遇，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
在顺境时相互支持，在天涯沦落、生死未卜
的逆境中，二人的友谊依然牢固持久，成就
了一段文坛佳话。

政治上的打击和长期贬谪生活的摧
残，柳宗元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损害，到元和
十四年（819 年），当皇帝终于决定召柳宗
元回京城时，他已于这年10月5日与世长
辞，年仅47岁。

此时，刘禹锡年近九旬的母亲在这年
冬天去世，他强忍丧母之痛，从贬谪之地连
州返回洛阳。就在他抵达衡阳时，好友柳
宗元的信使突然到来，他原本以为是好友
回复先前的约定，不想得到的却是一纸讣
告。惊闻好友去世的噩耗，刘禹锡悲痛万
分，“如得狂病”。刘禹锡自幼身体不好，原
本以为自己会比柳宗元先行离世，因此曾
经嘱托柳宗元帮他写墓志铭，可是柳宗元
却先走一步，对他而言不啻为重大的打
击。柳宗元临死前，遗书刘禹锡：“我不幸，
卒以谪死，以遗草累故人。”并将孩子和自
己的全部遗稿托付给他。

刘禹锡亲自护送柳宗元灵柩回归故
里，并三写《祭柳员外文》以抒发想念之
情。不仅如此，刘禹锡还花了20多年的时
间为柳宗元整理遗稿，将柳宗元的诗文编
撰成集，并撰写序文，介绍他的生平和成
就，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柳河东集》都是
在此基础上刊刻的。

作为中唐时期有名的诗文巨子，柳宗
元的文字数量之大，涉及之广，使整理遗稿
的工作成了一项艰巨的工程。但在《柳河
东集》前序中，刘禹锡除追述了柳宗元的生
平过往，以及临终时对自己的托付，对自己
拖着病体整理遗作的艰辛困苦只字未提，
仿佛他只是帮朋友了却了一件未尽之事，
并没有丝毫值得显耀之处。

柳宗元的长子柳周六被刘禹锡视如己
出，细心教导。唐咸通四年（863年），柳周
六进士登第。就在刘禹锡编订柳宗元文集
的同时，他们共同的好友韩愈撰写了一篇
题为“柳州罗池庙碑”的碑文。在碑文中，
韩愈以一贯史家笔法，记述柳宗元在柳州
颇有德政，深受士民爱戴的事迹。后来，此
碑文经苏轼书写，立于柳州柳侯祠中，即大
名鼎鼎的“荔子碑”。

（本版图片由省图书馆提供）

如何辨别明刻本

明刻本是指明代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
论是在刻书地区，还是在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
面都远远超过前代。

明朝刻本在早、中、晚期的风格和特点均不相
同。大致上说，明朝初年，刻书沿袭元朝的风格，是
黑口赵字，与宋、元版书没有多少差异；至嘉靖年
间，文坛复古主义风潮盛行，在版式风格、款式、字
体上全面仿宋，而且纸白墨黑，行格疏朗，白口，左
右双边，颇有宋版书的遗韵；万历后期，明朝的统治
已日薄西山。经济的衰退，使得刻书业也捉襟见
肘，字体由方变长，行格也由疏变密，这是社会财力
拮据的反映。

明朝的刻书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是
出现了非常适合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用更为合
理的线装取代了包背装。明代雕版书籍之普遍，
刻书量之庞大，是前所未有的。版画艺术、铜活字
版及彩色套印，是明代雕印技术发展的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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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柳宗元，人们就会想起他写
的那些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比如

《黔之驴》《捕蛇者说》《永某氏之鼠》
等，它们都出自《柳河东集》。辽宁大
学文学院教授李东指出，柳宗元一生
的文学创作极其丰富，而寓言小品是
其最具特色的一类作品。柳宗元开
创了寓言独立的文学作品形式，开拓
了寓言讽刺文学的创作方向。

首先，柳宗元促成了寓言文学的
独立性。

中国早期寓言多是以诸子百家
为代表的哲学著作和历史散文。他
们的创作无一出于纯文学的体裁，多
是以一种具有故事情节的比喻形式
出现在散文中，是散文里的一个有机
部分，并没有独立成篇。

“只有到了唐代柳宗元这里，中
国古代寓言文体才实现了真正的独
立。”李东说，柳宗元的寓言每篇都是
单独命名，独立成篇，每篇都有着全
新和完整的故事情节、典型化的形
象、十分讲究的语言表达形式，成为
一种有意识的创作行为，使寓言成为
文学创作的一种独立样式。像《黔之
驴》，即成语“黔驴技穷”的出处，还有

《蝜蝂传》《骂尸虫文》《哀溺文》等，都
是极为出色的短篇文学作品。它们
集说明、记叙、描写、议论于一体，全
文一气呵成，文已尽而意未尽，成为
短小精悍的文学经典。

其次，柳宗元促进了寓言创作方

向的转化。
在先秦寓言里，说理是第一位

的，如《庄子》《孟子》《韩非子》等，都
是政治哲理寓言，讽刺的特色没有能
够充分地展示出来，往往只是阐理说
教的手段而已。

柳宗元深入社会实践，结合自身
对封建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对人民生
活的体验，“发之以激愤”，创造出具
有现实主义精神和独特风格的寓言
文学，促进了中国古代寓言创作由政
治哲理寓言向社会讽刺寓言的转化。

柳宗元的寓言以犀利的讽刺艺
术，锋利的笔触勾勒了唐末各种猥
琐人物的脸谱：《黔之驴》是对外强
中干的小人物的写照，嘲讽他们“形
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
而其实是无德无能；《大鲸》讽刺和
警告唐朝那些专横跋扈的藩镇与世
家大族；《永某人之鼠》抨击那些自
为“饱食而无祸”的人作老鼠，指出
他们“为态如故”，以“饱食无祸为可
恒”，那他们一定会遭到彻底被消灭
的惨祸……这些寓言，深刻有力地
讽刺了封建剥削阶级丑恶的嘴脸，
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组画。

“总之，柳宗元寓言题材广泛，体
裁多样，内容丰富，思想深刻，形象生
动，结构完整，语言凝练，体现出其独
有的艺术魅力，使中国古代寓言产生
了质的飞跃，完成了历史性的跨越。”
李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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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藏《柳河
东集》封皮。

《柳河东集》内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