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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靖、李德裕太原唱和群体考论

○ 陶　 然ꎬ 胡秋妍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ꎬ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

〔摘　 要〕唐代宰相张弘靖镇守太原期间ꎬ与幕府僚佐进行了«山亭书怀»诗的群体

唱和ꎬ这组诗由李德裕的«李文饶别集»保存下来ꎮ 这一唱和群体的作者构成是唐代河

东节度使府的府主、幕僚和幕宾ꎬ唱和地点是太原府城内的山亭ꎬ唱和形式是五言律体

的组诗ꎮ 检讨这组唱和诗的内容ꎬ考索唱和诗作者的事迹ꎬ并通过唱和诗的主题取向和

艺术表现以考察张弘靖太原幕府文士的生活与创作ꎬ对于中唐时期北方藩镇的诗歌群

体研究ꎬ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ꎮ
〔关键词〕«山亭书怀»ꎻ唱和群体ꎻ幕府文学ꎻ张弘靖ꎻ李德裕

唐代中晚期ꎬ幕府文学创作蔚为大观ꎬ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诗人和大量优秀的

诗作ꎬ是唐诗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近三十年来ꎬ唐代文学与幕府的关系更是唐

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ꎮ 李德裕«李文饶别集»卷三载有«山亭书怀»诗ꎬ是李德

裕为太原判官时奉和河东节度使府府主张弘靖之作ꎮ 值得重视的是ꎬ该卷还收

录了同时唱和的张弘靖幕府的诗人群体的唱和诗ꎬ计有张弘靖、李德裕、崔恭、韩
察、高铢、陆瀍、胡证、张贾ꎮ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九也记载诸人唱和之

事ꎬ较«李文饶别集»所载ꎬ多出“崔公信”一人ꎮ 除李德裕外ꎬ其余诸人的均无文

集存世ꎬ故这一群体的唱和之作ꎬ全赖«李文饶别集»和«唐诗纪事»的记载而流

传下来ꎮ 这对于李德裕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ꎮ 当我们将视角深入到唱和活动内

部ꎬ则会发现ꎬ府主张弘靖与其他诗人的主从关系ꎬ创作人员的身份、素养ꎬ唱和

作品的主题、风格倾向ꎬ这三方面具有值得探究的密切联系ꎮ 从中我们可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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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和活动的一些内在机制ꎮ 同时ꎬ这一群体的唱和活动ꎬ对于中唐时期北方藩镇

的诗歌群体也具有启示性作用ꎮ 故本文将对这一群体进行钩稽辑考ꎬ在此基础

上分析其唱和活动的特点ꎬ并进一步探讨中唐时期藩镇幕府诗歌创作情况ꎮ

一、«山亭书怀»唱和诗的编纂与流传

(一)«山亭书怀»唱和诗的编纂与流传

张弘靖太原幕府唱和诗ꎬ虽多种文献有所记载ꎬ而体现群体唱和特点者无疑

是收录于«李文饶别集»中诗作ꎮ 因为唐人所编文集ꎬ往往将一起唱和的诗作附

载于集中ꎬ因而这样的编纂方式既可以还原当时唱和的状态ꎬ也可以考察唐人别

集编纂的情况ꎮ «李文饶别集»卷三载:
　 　 山亭书怀

太原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张弘靖

丛石依古城ꎬ悬泉洒清池ꎮ 高低袤丈内ꎬ衡霍相蔽亏ꎮ 归田竟何因ꎬ为
郡岂所宜ꎮ 谁能辨人野ꎬ寄适聊在斯ꎮ

　 　 奉和山亭书怀

节度掌书记、监察御史李德裕

岩石在朱户ꎬ风泉当翠楼ꎮ 始知岘亭赏ꎬ难与清晖留ꎮ 馀景淡将夕ꎬ凝
岚轻欲收ꎮ 山东有归志ꎬ方接赤松游ꎮ

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崔恭

高情乐闲放ꎬ寄迹山水中ꎮ 朝霞铺座右ꎬ虚白贮清风ꎮ 潜窦激飞泉ꎬ石
路险且崇ꎮ 步武有胜概ꎬ不与俗情同ꎮ

节度判官、侍御史韩察

构石状崖巘ꎬ翠含城上楼ꎮ 若移庐霍峰ꎬ远带渊湘流ꎮ 潇洒主人静ꎬ夤
缘芳颈幽ꎮ 清辉在昏旦ꎬ岂异冬川游ꎮ

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高铢

斗石类岩巘ꎬ飞流泻潺渡ꎮ 远壑檐宇际ꎬ孤峦雉堞间ꎮ 何必到海岳ꎬ境
幽机自闲ꎮ 兹焉得奇趣ꎬ高步谢东山ꎮ

给事中陆瀍

激水泻飞瀑ꎬ寄怀良在兹ꎮ 如何谢安石ꎬ要结东山期ꎮ 入座兰蕙馥ꎬ当
轩松桂滋ꎮ 于焉悟幽道ꎬ境寂心自怡ꎮ

右金吾卫大将军胡证

飞泉天台状ꎬ峭石蓬莱姿ꎮ 潺湲与青翠ꎬ咫尺当幽奇ꎮ 居然尽精到ꎬ得
似书妍词ꎮ 岂无他山胜ꎬ懿此清轩墀ꎮ

从侄、尚书右丞张贾

中庭起崖石ꎬ漱玉下涟漪ꎮ 丹丘谁云远ꎬ寓象得心期ꎮ 岂不贵钟鼎ꎬ至
怀在希夷ꎮ 唯当蓬莱阁ꎬ灵凤复来仪ꎮ

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ꎮ〔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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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九也收录这组唱和诗ꎬ但较«李文饶别集»多出

崔公信唱和诗一首ꎮ 即称“观察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崔公信和云:‘叠石状崖巘ꎬ
翠含城上楼ꎮ 若移庐霍峰ꎬ远带渊湘流ꎮ 潇洒主人静ꎬ夤缘芳颈幽ꎮ 清辉在昏

旦ꎬ岂异冬山游ꎮ’” 〔２〕但«李文饶别集»中“构石状崖巘”一诗在韩察名下ꎬ并无

崔公信之作ꎮ 而«纪事»所载韩察则云:“节度判官、侍御史韩察和云:‘公府政多

暇ꎬ思与仁智全ꎮ 为山想岩穴ꎬ引水听潺湲ꎮ 轩冕迹自逸ꎬ尘俗无由牵ꎮ 苍生方

瞩望ꎬ讵得赋归田?’” 〔３〕这首诗为«李文饶别集»所不载ꎮ 两相参照ꎬ再参以«全
唐诗»所收诸位诗作ꎬ我们看到«李文饶别集»记载诸诗ꎬ时间地点清楚ꎬ体现详

明ꎬ所署作者不应有误ꎮ 而«唐诗纪事»所记崔公信诗乃为韩察诗误植ꎬ而不见

于«李文饶别集»之“公府政多暇”一首ꎬ则为崔公信诗ꎮ
崔公信当时亦在张弘靖幕府之中ꎬ与李德裕之官历有先后替代之序ꎮ «李

文饶别集»卷七«掌书记厅壁记»曰:“丙申岁ꎬ丞相高平公始自枢衡以膺谋帅ꎬ以
右拾遗杜君为主记ꎮ 明主惜其忠规ꎬ复指旧职ꎬ寻参内庭视草之列ꎮ 次用殿中侍

御崔君ꎮ 德裕获接崔君之后ꎮ”末署:“元和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记ꎮ” 〔４〕 丙申为元

和十一年ꎬ丞相高平公即张弘靖ꎬ弘靖先后用杜元颖、崔公信为掌书记ꎮ 后杜入

朝ꎬ崔为观察判官ꎬ德裕乃接任掌书记ꎮ 可知崔公信原为张弘靖幕府中人ꎬ奉和

张弘靖诗作应为情理中事ꎮ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云:“盖此时李德裕已代崔

公信掌书记ꎬ崔作当为后来追和ꎬ故不与诸作一同附载«别集»中也ꎮ” 〔５〕 按此说

实可商榷ꎬ因崔公信由掌书记升任观察判官兼殿中侍御史ꎬ仍在张弘靖太原幕府

之中ꎬ可以一同唱和ꎮ «唐诗纪事»记载张弘靖太府幕府群体唱和诗ꎬ切合当时

的实际情况ꎬ而«李文饶别集»在流传过程中ꎬ或有脱漏ꎮ
清人所编«全唐诗»将诸人诗分于不同的诗卷之中:卷三六六收张弘靖、韩

察、崔恭、陆瀍、胡证、张贾诗ꎻ卷四七五收李德裕诗ꎻ卷四八四收崔公信诗ꎬ卷四

八八收高铢诗ꎮ 相互唱和者为九人ꎬ则与«唐诗纪事»相同ꎮ
«山亭书怀»唱和诗ꎬ各书所录文字ꎬ亦有所不同ꎮ 大要以«李文饶别集»所

载最为可信ꎮ 与«唐诗纪事»相比ꎬ张弘靖诗“推能辨人野”ꎬ«纪事»作“大野”ꎻ
李德裕诗“难与清晖留”ꎬ«纪事»作“清辉”ꎻ“方接赤松游”ꎬ«纪事»作“亦接”ꎻ
崔恭诗“石路险且崇”ꎬ«纪事»作“跻且崇”ꎻ韩察诗“叠石六崖巇”ꎬ«纪事»作“构
石”ꎻ“前移庐霍峰”ꎬ«纪事»作“卢霍”ꎻ胡证诗“居然尽精到”ꎬ«纪事»作“精
道”ꎻ高铢诗“远壑檐宇际”ꎬ«纪事»作“檐字”ꎻ“孤峦雉堞间”ꎬ«纪事»作“孤
鸾”ꎻ“兹焉得奇趣”ꎬ«纪事»作“高趣”ꎮ 凡此ꎬ均以«李文饶别集»所载为优ꎮ

(二)«山亭书怀»唱和诗的作年与作地

«李文饶别集»卷三首列«山亭书怀»诗ꎬ题署“太原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
平章事张弘靖”ꎮ 紧接着就是«奉和山亭书怀»诗ꎬ计有七首ꎬ每首诗前都署有唱

和者题名和官衔ꎬ分别是“节度掌书记、监察御史李德裕”、“节度副使、检校右散

骑常侍崔恭”、“节度判官、侍御史韩察”、“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高铢”、“给事中

陆瀍”、“右金吾卫大将军胡证”、“从侄尚书右丞张贾”ꎮ «唐诗纪事»卷五九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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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观察判官兼殿中侍御史崔公信”ꎬ其排列顺序与«李文饶别集»也有所不

同ꎬ而为张弘靖、韩察、崔恭、崔公信、陆瀍、胡证、高铢、张贾、李德裕ꎮ 张贾诗末

注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ꎮ” 〔６〕此即这组唱和诗的创作时间ꎮ
张弘靖幕府唱和诗的山亭ꎬ地点就在太原府城内ꎮ «山西通志»卷五七载:

“山亭ꎬ旧府西城上ꎬ唐张弘靖为太原节度使ꎬ有«山亭怀古»诗曰:‘丛石依古城ꎬ
悬泉洒清池ꎮ’判官韩察、高铢ꎬ副使崔恭ꎬ掌记崔公信及陆瀍、胡证、张贾ꎬ胥有

和诗刻石ꎮ” 〔７〕

二、«山亭书怀»唱和诗与太原幕府文士的群体构成

张弘靖太原幕府«山亭书怀»唱和群体九人ꎬ是由府主、幕僚和幕宾构成的节镇

幕府群体ꎬ他们都是中唐时期的文学家ꎬ也是体现北方群体创作的诗歌唱和群体ꎮ
根据«李文饶别集»所收诸诗题署ꎬ“太原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张

弘靖”ꎬ“节度掌书记、监察御史李德裕”ꎬ“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崔恭”ꎬ
“节度判官、侍御史韩察”ꎬ“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高铢”ꎬ“给事中陆瀍”ꎬ“右金吾

卫大将军胡证”ꎬ“从侄、尚书右丞张贾”ꎬ这一组唱和诗作者由太原府府主张弘

靖ꎬ幕僚李德裕、崔恭、韩察、高铢、陆瀍ꎬ幕宾胡证、张贾构成ꎮ
１. 府主

张弘靖ꎬ字元理ꎬ蒲州人ꎮ 张嘉贞之孙ꎬ张延赏之子ꎮ 元和中拜刑部侍郎ꎬ同
中书门下平章事ꎬ封高平县侯ꎮ «旧唐书»卷一二九、«新唐书»卷一二七有传ꎮ
张弘靖为太原尹、河东节度使ꎬ在元和十一年至十四年ꎮ «旧唐书宪宗纪»下:
元和十一年正月ꎬ“己巳ꎬ以中书侍郎、平章事张弘靖检校吏部尚书ꎬ兼太原尹、
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ꎮ” 〔８〕 十四年五月ꎬ“丙戌ꎬ以河东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
同平章事张弘靖为吏部尚书ꎮ” 〔９〕李德裕有«祭唐叔文»:“维元和十二年岁次丁

酉ꎬ六月己未朔ꎬ二十一日己卯ꎬ河东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平章事张弘靖敢昭

告于晋唐叔之灵ꎮ” 〔１０〕张弘靖也是一位诗文兼擅的文学家ꎬ张弘靖诗ꎬ«全唐诗»
卷三六六载有一首ꎬ即«山亭书怀»ꎮ 其文«全唐文»卷五四四载有«应乾圣寿太

上皇册文»一篇ꎬ«唐文拾遗»卷二五载有«萧斋记»一篇ꎮ 新出土«唐嵩岳寺明

悟禅师塔铭并序»(永贞元年十二月九日)ꎬ题撰人为:“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张

弘靖述ꎮ” 〔１１〕

２. 幕僚

李德裕是张弘靖节镇太原时最重要的幕吏之一ꎬ«山亭书怀»唱和诗也由

«李文饶别集»保存下来ꎬ因而无论对于太原节镇还是对于太原文学ꎬ李德裕都

是举足轻重的ꎮ «旧唐书李德裕传»:“累辟诸府从事ꎬ十一年张弘靖罢相ꎬ镇
太原ꎬ辟为掌书记ꎬ由大理评事得殿中侍御史ꎬ十四年府罢ꎬ从弘靖入朝ꎬ真拜监

察御史ꎮ” 〔１２〕在节度使府中ꎬ掌书记非常重要ꎮ “掌书记者ꎬ许多是中晚唐士人当

中的精英ꎬ仕宦条件极佳ꎬ后来都擢升高官ꎮ” 〔１３〕李德裕参加张弘靖幕府ꎬ对于他

一生仕历影响很大ꎮ 因为李德裕一生当中并没有走一般文士通过科举进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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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ꎬ而是以荫入仕后逐渐通过幕府升迁ꎬ尤其是在张弘靖太原幕府担任掌书记ꎬ
颇受张弘靖的器重ꎬ后来张弘靖入朝ꎬ李德裕也随之而为监察御史ꎮ 李德裕也是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ꎬ其诗文收于«会昌一品集»«李文饶别集»«李文饶外集»ꎮ
作为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的崔恭ꎬ既是一位幕僚ꎬ也是一位文士ꎮ «山

亭书怀»唱和诗题署“节度副使、检校右散骑常侍崔恭”ꎬ是他元和十三年时的官

职«舆地碑记目»卷一«平江府碑记»载:“«天台大德元浩和尚灵塔颂»ꎬ太原少

尹崔恭撰ꎮ” 〔１４〕是其为节度副使时又兼太原少尹ꎮ «金石录»卷九载:“«唐元浩

和尚灵塔碑»ꎬ崔恭撰并正书ꎮ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ꎮ” 〔１５〕 证知元和十四年还在太

原少尹任ꎮ 崔恭诗文兼擅ꎬ其诗«全唐诗»卷三六六收其«和张相公太原山亭怀

古诗»一首ꎬ其文«全唐文»卷四八○载有«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一篇ꎮ
时任节度判官兼侍御史的韩察ꎬ是宰相韩休的曾孙ꎬ韩滉之孙ꎮ 韩氏一族是

唐代绵延持久的文化士族和文学家族ꎮ 这由近年出土的«韩休墓志»和其曾孙

«韩复墓志»可见一斑ꎮ 韩察历官太原节度判官后又担任明州刺史ꎬ见«宝庆四

明志»卷一ꎮ 韩察能诗ꎬ«全唐诗»卷三六六收其«和张相公太原山亭怀古诗»一首ꎮ
高铢是唐代通过科举进身的官员ꎬ他于元和六年进士及第ꎬ为张弘靖太原幕

吏时职务为节度推官兼监察御史ꎮ 高铢后来仕途顺达ꎬ官至礼部尚书、京兆尹、
陈许节度使等ꎮ 高铢亦诗文兼擅ꎬ«全唐诗»卷三六六收其«和张相公太原山亭

怀古诗»一首ꎬ«全唐文补编»卷七七收其«请更湹水名奏»一篇ꎮ
参与«山亭书怀»群体唱和者还有一位崔公信ꎬ但«李文饶别集»所列组诗中

并无崔公信诗ꎬ而«全唐诗»卷三六六收其«和张相公太原山亭怀古诗»一首ꎮ 这

是一种特殊情况ꎬ«唐诗纪事»卷五九:“崔公信ꎬ登元和元年进士第ꎮ 弘靖帅太

原ꎬ辟为掌书记ꎮ 后以德裕代之ꎬ以公信为观察判官ꎮ” 〔１６〕 其时崔公信与李德裕

处于官职交接之时ꎬ疑尚未抵新任ꎬ但«山亭书怀»唱和活动仍然参加并作诗ꎮ
３. 幕宾

«山亭书怀»唱和诗载陆瀍诗一首ꎬ题署“给事中”并未言其幕职ꎬ则陆瀍当

时身份应为幕宾ꎮ 陆瀍于贞元元年进士及第ꎬ曾官给事中、侍御史、户部郎中ꎮ
事迹见«元和姓纂»卷十、«唐诗纪事»卷五九ꎮ «全唐诗»卷三六六收其«和张相

公太原山亭怀古诗»一首ꎮ
«山亭书怀»唱和诗中还有一位特殊人物胡证ꎬ唱和时题署为“右金吾卫大

将军”ꎬ属将军而参与文士唱和者ꎬ也是张弘靖的一位幕宾ꎮ 据«唐诗纪事»卷五

九所载:“元和十三年ꎬ自振武节度使召任金吾大将军ꎮ” 〔１７〕是知胡证能参与此番

唱和ꎬ是因为其由振武节度使调任金吾大将军赴京途中正逢此番唱和而作ꎮ 胡

证颇善为诗ꎬ«全唐诗»卷三六六收其«和张相公太原山亭怀古诗»一首ꎬ«全唐诗

补逸»卷七收其«汝州北楼晚望少室»诗一首ꎮ 他与中唐诗亦颇多交往ꎬ«金石录

补»卷一九有«唐李谅跋胡证诗»ꎬ韩愈有«奉酬振武胡十二丈大夫»ꎬ白居易有

«广府胡尚书频寄诗因答绝句»ꎬ杨巨源有«重送胡大夫赴振武»ꎬ王建有«和胡将

军寓直»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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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书怀»唱和诗中的张贾也是一位特殊的幕宾ꎬ他是张弘靖的从侄ꎬ参
加唱和时所署官职为“尚书右丞”ꎬ属于朝廷的高级官吏ꎬ是其元和十三年所任ꎮ
张贾元和九年为吏部侍郎ꎬ见韩愈«祭太常裴少卿文»ꎬ元和十三年以尚书右丞

为太原府幕宾ꎬ与张弘靖、李德裕唱和ꎮ 穆宗长庆以后又为太子宾客、右散骑常

侍ꎬ大和四年卒于兵部尚书任ꎮ 事迹见«旧唐书»卷十七、«册府元龟»卷一七二

等ꎮ 张贾与中唐诗人颇有交往ꎬ韦夏卿有«别张贾»诗ꎬ韩愈有«奉和兵部张侍郎

贾酬郓州马尚书总祗召途中见寄开缄之日马帅已再领郓州之作» «次潼关先寄

张十二阁老使君»诗ꎮ 张贾是诗文兼擅之人ꎬ«全唐诗»卷三六六收其«和张相公

太原山亭怀古诗» «和裴司空答张秘书赠马诗»二首ꎬ«全唐文»卷五三一收其

«衡诚悬赋»«天道运行成岁赋»二篇ꎬ新出土«国子祭酒致仕包府君(陈)墓志铭

并序»题撰人为:“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上柱国张贾譔ꎮ” 〔１８〕

三、张弘靖太原幕府文士的生活与创作

唐代使府文士的诗歌唱酬活动ꎬ是唐诗创作的重要方面ꎬ尤其是在中晚唐ꎬ
幕府唱和的风气很盛ꎬ大凡幕府中有事发生都会产生唱和活动ꎬ如宴饮ꎬ出游ꎬ送
别等ꎬ都在激发着文人的创作热情ꎮ 但这样的创作活动ꎬ大多发生在南方ꎬ北方

较少ꎮ 据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所考ꎬ中晚唐时期使府僚佐举行的重要

唱和活动 ２０ 次ꎬ其中南方的浙东、浙西、福建、江西、淮南、西川、山南西道、鄂岳

就占到 １７ 次ꎬ北方仅有武宁、河中、河东 ３ 次ꎮ〔１９〕而张弘靖的太原幕府唱和是最

北方的一次幕府文士唱和ꎬ因而对于唐代的北方诗坛尤其是北方藩镇使府文学

的研究ꎬ具有标志性意义ꎮ
(一)张弘靖宾主的文学生活与文学素养

«山亭书怀»群体唱和组诗有三点非常值得注意:其一是发生在太原ꎬ其二

是由府主张弘靖首唱ꎬ其三是唱和群体的人员构成情况ꎮ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ꎬ太原在唐代占据了地方上的重要位置ꎮ 唐代都城建置ꎬ

四都分立ꎬ西都长安ꎬ东都洛阳ꎬ南都成都ꎬ北都太原ꎮ 太原又为河东道首府ꎬ故
而河东节度使又兼太原尹、北都留守ꎮ 因为地位崇重ꎬ朝廷常常派遣曾为宰相的

官员来此镇守ꎬ或镇守太原时兼带“平章事”使相之衔ꎬ即所谓“出将入相”之地ꎮ
如至德元载至乾元二载的李光弼兼太原尹、北都留守ꎬ同中书门下平章事ꎻ大历

三年的王缙本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幽州刺史ꎬ而兼任太原尹、北都

留守ꎬ充河中军节度ꎻ元和十四年至长庆二年ꎬ更由著名宰相裴度兼门下侍郎、平
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ꎮ 张弘靖镇太原之前ꎬ就是中书侍郎、同平

章事ꎬ莅任太原时又检校工部尚书ꎬ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ꎬ罢任太原

后即入朝为吏部尚书ꎮ 幕府中的佐史有文职和武职两个系统ꎬ文职官员有副使、
行军司马、判官、掌书记、推官和巡官等ꎮ 中唐以后幕府的官员由其府主设置和

聘用ꎬ因而太原这样在北方举足轻重的藩镇ꎬ就能够聘用到既有行政能力又有文

学才华的文职官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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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二个方面而言ꎬ这次唱和活动之所以能够形成ꎬ与府主张弘靖的首唱有

着密切的关系ꎬ这就涉及到张弘靖的文学才能和文化素养问题ꎮ 张弘靖是一位

诗文兼擅的文学家ꎬ他不仅有«山亭书怀»诗ꎬ而且有«应乾圣寿太上皇册文»«萧
斋记»和«唐嵩岳寺明悟禅师塔铭并序»等一系列文章ꎮ 张弘靖还出身于一个仕

宦文化世家ꎬ其祖张嘉贞既是玄宗朝的著名宰相ꎬ也是颇有影响的文学家ꎬ现在

还存诗三首、存文八篇ꎮ 其父张延赏德宗朝为宰相ꎬ亦以文见长ꎬ现还存有«南
门记»«请减官收俸料资西讨奏»文二篇ꎮ 唐李肇«唐国史补»称“张氏嘉贞生延

赏ꎬ延赏生弘靖ꎮ 国朝已来ꎬ祖孙三代为相ꎬ惟此一家ꎮ”其子张文规官至桂管观

察使ꎬ工诗文ꎬ擅书法ꎬ«全唐诗»存诗二首ꎬ«全唐文补编»存其«斫射神庙记»一
篇ꎬ新出土墓志尚有张文规所撰«唐故太府寺主簿范阳卢府君(从雅)墓志铭并

序»«唐故朝散大夫守郑州长史范阳卢府君(巩)墓志铭并序»二篇(均见«全唐

文补遗»)ꎮ 其孙张彦远为著名画家ꎬ著有«历代名画记»一书ꎬ其中有不少即来

自家藏名画ꎮ 该书卷一«叙画之兴废»云:“元和十三年ꎬ高平公镇太原ꎬ不能承

奉中贵ꎬ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ꎬ无以指其瑕ꎬ且骤言于宪宗曰:‘张氏富有书

画ꎮ’遂降宸翰ꎬ索其所珍ꎮ 惶骇不敢缄藏ꎬ科简登时进献ꎬ乃以钟、张、卫、索真

迹各一卷ꎬ二王真迹各五卷ꎬ魏、晋、宋、齐、梁、陈、隋杂迹各一卷ꎬ顾、陆、张、郑、
田、杨、董、展洎国朝名手画合三十卷ꎮ” 〔２０〕 可见其家藏之富ꎬ且很多与张弘靖在

太原任上收藏相关ꎮ
就第三个方面而言ꎬ参加唱和的其他作者都具有一定的文学才能ꎮ 李德裕

自不待言ꎬ其他唱和者有诗文可考者ꎬ除了«山亭书怀»唱和诗外ꎬ崔恭有«唐右

补阙梁肃文集序»一篇ꎬ高铢有«请更湹水名奏»一篇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参加唱和

者不都是张弘靖的幕吏ꎬ其中胡证为振武节度使赴京入官经过太原者ꎬ唱和时应

该属于张弘靖的宾友ꎮ 张贾是张弘靖的侄儿ꎬ唱和时已官尚书右丞ꎬ明显也不是

张弘靖的幕吏ꎬ这位张弘靖的本家侄儿ꎬ到底是因为何事到太原ꎬ还需进一步考

证ꎮ 但这两位张弘靖的宾友ꎬ也是擅长于诗文创作的ꎬ迄今都还有诗文作品传

世ꎮ 张弘靖这一由宾佐僚友组成的太原唱诗群体ꎬ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中晚唐时

期以太原为中心较为浓厚的文化氛围ꎮ
(二)«山亭书怀»唱和诗的主题取向

«山亭书怀»这组唱和诗缘于太原府主张弘靖首唱:“丛石依古城ꎬ悬泉洒清

池ꎮ 高低袤丈内ꎬ衡霍相蔽亏ꎮ 归田竟何因ꎬ为郡岂所宜ꎮ 谁能辨人野ꎬ寄适聊

在斯ꎮ”因而张弘靖的作品无疑对整组唱和诗的主题取向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ꎮ
张弘靖的诗ꎬ前半写景ꎬ后半抒情ꎬ从古城的丛石悬泉引发自己寄适归田的情怀ꎮ
这样的情景就奠定了这组«山亭书怀»诗的基调:通过山水风景的吟咏ꎬ抒发悠

逸闲适之情趣ꎮ “归田竟何因ꎬ为郡岂所宜”ꎬ也表现了作者想归田而不能归田ꎬ
不宜为郡而仍须为郡ꎬ结果只能把自己的情怀寄托于山水的矛盾心态ꎮ 当然ꎬ这
也体现出唐代幕府文人功利性创作的风气ꎮ 因为府主是幕府的核心ꎬ这一核心

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学上的ꎬ幕僚若想要升迁ꎬ必须得到府主的赏识和信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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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是重要的参考手段ꎬ尤其是对文学素养较高的府主ꎬ重视幕僚的文学才能或

高于其政绩ꎮ 在各种文娱活动中ꎬ府主几乎都是发起者和唱和中心ꎬ有的府主自

己就特别爱好写诗ꎬ这给了幕僚大展拳脚的舞台ꎬ«山亭书怀»诗就是幕僚“视其

主之好文何如ꎬ然后同调萃ꎬ唱和广” 〔２１〕的创作ꎮ
但张弘靖幕府文人众多ꎬ该组诗在主题取向和艺术表现都有不落窠臼的地

方ꎬ兼备政治与文学性ꎬ在文化交流中加强了政治上的联盟ꎬ这在北方的唱和群

体中仍然是最值得重视的组诗ꎮ 在太原ꎬ节度使张弘靖登山亭ꎮ “丛石依古城ꎬ
悬泉洒清池”(张弘靖诗)ꎬ“潜窦激飞泉ꎬ石路险且崇”(崔恭诗)ꎬ“飞泉天台状ꎬ
峭石蓬莱姿ꎮ 潺湲与青翠ꎬ咫尺当幽奇”(胡证诗)ꎬ“从石”“石路”“峭石”描写

了山的陡峭ꎬ奇石的嶙峋ꎬ在青山之中又分布着“清池”“飞泉”ꎬ时而宁静ꎬ时而

飞激ꎬ与山林奇石相映成趣ꎮ 听着潺潺水声ꎬ看着满目青翠ꎬ清风拂面ꎬ让诗人发

出了“谁能辨人野ꎬ寄适聊在斯”的感叹ꎬ顿生闲适之感ꎮ 游赏山水ꎬ调节了幕府

官员的工作节奏ꎬ坐班十天ꎬ放松放松是必要的ꎬ而周围的美丽山水ꎬ更引得他们

诗性勃发ꎮ “入座兰蕙馥ꎬ当轩松桂滋” (陆瀍诗)ꎬ“朝霞铺座右ꎬ虚白贮清风”
(崔恭诗)ꎬ甫一入座ꎬ兰蕙的香气便馥郁满亭ꎬ松桂的清香也弥漫四周ꎬ朝霞与

清风相伴左右ꎮ 面对此境此景ꎬ幕主张弘靖发出了“归田竟何因ꎬ为郡岂所宜ꎮ
谁能辨认野ꎬ寄适聊在斯”的感叹ꎬ表达了自己不能归隐山林ꎬ只能寄托心情于

山水的心声ꎬ幕府文人的诗也纷纷表达了这样的情绪ꎬ如“如何谢安石ꎬ要结东

山期”(陆瀍诗)ꎬ“高情乐闲放ꎬ寄迹山水中ꎮ”(高铢诗)ꎮ 谢安是古代文人最推

崇、向往的一位名臣ꎬ他不但建功立业ꎬ兼济天下ꎬ还立得潇洒ꎬ富有典范意义ꎬ引
发了文人追慕与效仿ꎬ就连诗仙李白也迷上了他ꎬ“但用东山谢安石ꎬ为君谈笑

静胡沙”(«永王东巡歌»)ꎬ用他李白式的夸张ꎬ给谢安加上了神化的色彩ꎬ符合

了古代文人既想建功立业ꎬ又想自由潇洒ꎬ又想受人尊敬的心理需求ꎮ 而谢安的

可爱之处不仅于此ꎬ还有非常精彩的出世逍遥之道ꎬ在封建社会ꎬ出仕是最稀罕

的路ꎬ也是越走越窄的山路ꎬ可谢安提供了非常精彩的出世逍遥之道ꎮ 张弘靖此

时的宾主ꎬ登山亭ꎬ赏美景ꎬ抒怀抱ꎬ幕主偏又抒闲适之怀ꎬ作为幕僚ꎬ把身居高

位ꎬ忙于公务的幕主比作谢安ꎬ是多么的贴切又贴心ꎮ

四、余　 论

唐代幕府与文学关系的研究ꎬ是近三十年来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ꎬ戴伟

华先生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和«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开其端绪ꎬ对于唐代幕府

与文学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勾勒ꎮ 而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拓展ꎬ一些深入的课题

也应该得到挖掘和尝试ꎬ张弘靖、李德裕太原幕府«山亭书怀»唱和组诗的研究

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个案ꎮ
就已有的成果来看ꎬ前贤对于藩镇幕府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方的幕府ꎮ

即以戴伟华所举唐人幕府 ２４ 次主要唱和活动〔２２〕ꎬ可以看出浙东幕府唱和次数

最多ꎬ有五次ꎮ 浙东、浙西、西川ꎬ江西幕府唱和次数加起来已超过总数的一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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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这是唐代幕府文人唱和作品的主要来源ꎮ 这和文人乐游南方或入幕南方是

同步的ꎬ是幕府宾主、幕僚之间唱和的形式ꎮ 而我们通过对于张弘靖太原幕府唱

和组诗的考察ꎬ切实地提供了足以与南方幕府文学进行对比的参照系统ꎮ
从张弘靖太原«山亭书怀»唱和组诗作者情况考察ꎬ主要有三类文人构成ꎬ

一是府主张弘靖ꎬ二是幕僚李德裕等ꎬ三是幕宾胡证等ꎮ 这也说明中唐时期ꎬ文
人入幕极盛ꎬ幕府中诗人众多ꎬ参加诗歌创作的除了幕府宾主外ꎬ还有不少经过

幕府的流动文人ꎮ 幕府不仅是文人施展抱负之所ꎬ也成为文人的集结地ꎮ 唱和

活动作者构成方式的多元化ꎬ拓展了唱和诗政治和文化视野ꎬ而在唱和过程中ꎬ
府主就是活动的主持人ꎬ使得幕府的唱和具有地方化、社会化和集团化的特点ꎮ

唐代幕府文人集体做诗方式主要有联句ꎬ如刘禹锡«扬州春夜ꎬ李端公益、
张侍御登、段侍御平仲、密县李少府畼、秘书张正字复元同会于水馆ꎬ对酒联句ꎬ
追刻烛击铜钵故事ꎬ迟辄举觥以饮之ꎮ 逮夜艾ꎬ群公沾醉ꎬ纷然就枕ꎮ 余偶独醒ꎬ
因题诗于段君枕上ꎬ以志其事»ꎬ还有浙东鲍防组织有五十七参加的«大历年浙

东联唱集»ꎻ有一般唱和ꎬ这在很多文人聚集的幕府都会发生ꎬ如元稹观察浙东ꎬ
常有诗酒文会ꎬ幕中文人则相互唱和ꎮ 张弘靖«山亭书怀»唱和诗ꎬ为同一诗题ꎬ
同一体裁的唱和组诗ꎬ地点又处在北方的太原ꎬ这在幕府文人唱和诗中更是比较

独特的ꎮ
因为幕府唱和具有主宾先后的构成特点ꎬ在政治上幕府掌握着幕僚的命运ꎬ

这样也影响着诗歌的主题取向ꎬ同样也会对诗歌的艺术性产生一些影响ꎬ这就是

作者身份的不平等带来的诗歌功利化倾向ꎬ同时府主的导向对于唱和者艺术性

的发挥有时也会产生一些束缚ꎮ 即如«山亭书怀»唱和诗九首ꎬ因为张弘靖诗的

最后两句是抒发感慨的ꎬ导致其他八人诗的最后两句也用同一套路来抒发感慨ꎬ
这就给整组诗的阅读带来模式化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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