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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的“朋友圈”
□西哥

前几天，山西省的作家蒋殊寄了由她创作
的 《坚守 1921》《重回 1937》《沁源 1942》《再
回 1949》 等红色著作给我，捧着这些沉甸甸的
作品，思绪万千，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我能
够认识山西作家，并能够成为文友，源于“老
市长”柳宗元。2024年 4月，柳州市文联组织
部分作家去柳宗元的故里山西省运城市下辖的
永济市虞乡镇采风，我有幸随行，在座谈时认
识蒋老师，由于我也写过几本报告文学，故相
谈甚欢，很快成为文友，加了微信。从此，我
的朋友圈又多了一位外地作家朋友。

加微信那一瞬间，我的思绪似乎飘到 1000
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微信，如果有的话，先
贤柳宗元的朋友圈是什么样子呢？心中充满种
种疑惑。这段时间来，我不断地在发黄的故纸
堆中和图书馆的典籍里，去寻找“老市长”朋
友圈背后的故事，从中感悟唐代时朋友的忠
信、真诚、友爱、坚守、相助。

现在流行一句话，什么媒体最大？有一个
答案是：朋友圈。当然，这种表达不一定正
确，但有一定的道理。

当我把历史的目光定格到唐代，21岁的柳
宗元高中进士，可以说是名满天下。当时的情
况是，多年寒窗苦读的学子们 50岁能够考上进
士，算是年轻的了。由于柳宗元出生在名门望
族，自带“流量”，一时间风光无限，成为当时
的“网红”。特别是他在朝为官时，投靠他想走
后门捞官做的人到了“排门塞户”的地步，但
柳宗元为人正派、不徇私情，不肯用手中的权
力做交易，更不要说和那些人“加微信”了，
结果“百不得一”。随着“永贞革新”失败，他
本来就很小的朋友圈突然间变得更小了，有的

“拉黑”他，有的自动退出。但有几个“铁杆”
朋友却永远是他坚强的后盾和友谊的见证，今
天再一次翻阅尘封的往事，其中的故事，让人
无比感动。

先说一说他和“铁杆兄弟”也是“星标微
友”刘禹锡的故事，用生死之交形容他们是一
点不过分的。

公元 819年 11月，是柳宗元在柳州生命最
后的时光，在那颗为国忧民之心停止跳动之
前，他写下遗书。遗书有两层意思：出版作品
和托孤。因为，他在柳州没有亲人了，他第一
个想到最可靠的人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刘禹锡。
于是，他把自己用一生的心血写出的文章寄
出，叮嘱朋友把一双年幼的儿女柳周六、柳周
七抚养成人。这是怎样的患难与共、肝胆相照。

我没有办法查阅到柳宗元第一次认识刘禹
锡的场景，据说两人是因同榜题名而相识。我
只知道刘禹锡 （公元 772年－公元 842年） 是河
南洛阳人，生于荥阳，后随父刘绪寓居嘉兴

（今属浙江），并在那里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和吟
诗作赋。

公元 790年，年轻的刘禹锡来到京城长安
游学。三年后与柳宗元一同考中进士。其实，
在唐朝，考中进士仅仅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要
想当官，还需经过吏部的考试。然而，出人意
料的是，当柳宗元准备考吏部的博学宏词科
时，父亲柳镇突然病逝。有意思的是，他的两
个朋友刘禹锡、韩愈都去参加了这次考试，刘
禹锡高中，而韩愈却折戟沉沙，当然韩愈在考
场是屡败屡战，这是后话。

历史的诡异是，公元 796年，刚刚在博学
宏词科“上岸”并获授太子校书的刘禹锡，父
亲突然病逝。按当时官场制度，他必须回家丁
忧，就是辞职为父亲守孝三年。公元 798 年，
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高中。三年
后，两人一同在京工作，朝夕相处，情谊渐深。

两人同时参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以
失败而告终，他们命运的轨迹因此改变。公元
805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刘禹锡被贬朗
州司马。朗州即现在的湖南省常德市，与湖南
省永州市相距七百余里。他们在霜色山枯、山
瘦水寒的三湘大地度过艰难的十年谪居生涯，

并成为当时湖湘天空两颗最灿烂的文学之星。
刘禹锡在朗州饱尝官场的种种磨难。当时

的朗州刺史是一个非常势利的小人，把刘禹锡
一家安排在离城很远的北面，而且是一座小茅
屋，不仅交通不便，还非常荒凉。其实，更加
残酷的事实还在后面。不久，其妻病死，当刘
禹锡处在失妻之痛中时，势利的上司又令其搬
家，到离城更远的南面居住，而且茅屋面积更
小，这种苦是何等悲催。然而，一身傲骨的刘
禹锡并不屈服，第二年春天，自己在城东建了
房子，写下著名的 《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
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站在自己简陋
的房子前，极目远眺，面对长安大声疾呼：“何
陋之有？”这种不屈的呐喊一直在荒野上久久盘
旋，挥之不去。

可能是同病相怜和志同道合的缘故，刘禹
锡是柳宗元交谊最密、通信最多的人。

公元 815 年，命运之神突然睁开眼睛——
朝廷下诏让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回京。他们结
伴同行，一路北上，在路上谈笑风生、畅想未
来。然而，世事难料，因刘禹锡在长安写的

《游玄都观》一诗触怒权贵，两人再度被贬。柳
宗元见刘禹锡贬谪播州 （今贵州遵义），想到他
有年过八旬的母亲，立即给宪宗皇帝上了一道
书表，要求和刘禹锡对调 （还有一种说法是柳
宗元向裴度表达过这种想法，裴度向皇帝反
映）。虽然宪宗皇帝未答应互调，但还是改授了
刘禹锡为连州 （今广东省连州市） 刺史。两人
南下至衡阳，难舍难分，柳宗元随即作 《衡阳
与梦得分路赠别》，刘禹锡答以《再授连州至衡
阳酬柳柳州赠别》，从两人互相唱酬诗中，可看
出两人深厚的“革命友谊”。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
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柳宗元在

《重别梦得》 中所表达的想与刘禹锡做“邻舍
翁”的理想最终化为泡影。

公元 819 年，刘禹锡护送母亲灵柩北上，
途经衡阳时，收到柳宗元不幸的消息，悲痛不
已。这时，他含泪给韩愈写了一封信。刘禹锡
不负重托，在夔州任上，花了两年多时间，将
柳宗元的文稿编纂成《柳河东文集》，仔细阅读
这本文集，看出两人息息相通、文笔相似的影
子。更重要的是，他把柳宗元的两个孩子抚养
成人。据东雅堂本的 《韩昌黎集》 第三十一卷

《柳子厚墓志铭》里边的注释记载，唐懿宗咸通
四年即公元 862 年的科举考试中录取了 25 个
人，其中排名第三的柳告，就是柳宗元的儿子
柳周六。

几年后，刘禹锡回京履职，他行事风格依
然如故，又写出了 《再游玄都观》 名篇，大声
高歌“前度刘郎今又来”，令人哀伤的是，柳宗
元再也看不到刘禹锡的“倔”脾气了。

公元 842 年，71 岁的刘禹锡走到人生终
点，去另一个世界寻找好友柳宗元重续友谊。

在他们两人交往中，还和一个重要人物有
交集，那就是唐宋八大文学家之一的韩愈。

韩愈 （768 年—824 年），字退之，邓州河
阳 （今河南孟州） 人。

韩愈命运多舛，3岁时候父亡，母亲在此之
前就不在人世。他只能跟兄长韩会生活，全靠
嫂子郑氏贤惠，把他抚养成人。13岁这一年，
有官职的兄长病逝，全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但韩愈却磨砺心志，发奋读书。

韩愈和柳宗元的关系，用君子和而不同来
形容是恰当的。

悲惨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以及考场上几次败
北，造就韩愈性格上的弱点和处世的独特风
格。但不影响其文学的光芒。

如果不是刘禹锡写信请求韩愈写 《柳子厚
墓志铭》，柳宗元治柳的政绩可能会湮灭在历史
尘埃当中。由于当时朝廷有许多禁忌，别人不
敢多说什么，在正史中极力隐瞒和缩小柳宗元
在柳州政绩，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柳
宗元评价也不公平。柳宗元自己比较谦虚，又
不好自吹。多亏《柳子厚墓志铭》，其中透露的
信息可以窥见“老市长”在柳州的重大历史贡
献。从治柳的政绩可看出他作为一个唯物主义
者要求历史进步、积极改革的一面，且不畏艰
难险阻，绝不“躺平”，他让当时的柳州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
韩愈是怎么认识柳宗元的，有一种记载非

常有意思。公元 786 年，韩愈开始到长安漂
泊，三次名落孙山。公元 792年，韩愈第四次
参加科举考试，终于金榜题名，同榜中有一个
叫崔群的，是柳宗元的好友。在崔群的引荐
下，韩柳二人相见恨晚、惺惺相惜，并加了

“微信”好友。
然而，命运常常和那些有志青年开玩笑，韩

愈三次参加吏部博学宏词科的考试都铩羽而归。
处于人生至暗时刻的韩愈无奈之下给当朝

宰相写信，倾诉他的才华和遭遇，却没有任何
回复。他当时是多么希望能够有一份工作，能
够养家糊口。一次偶然机会，他写下千古名篇

《马说》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个千里马可能是指韩愈自己吧。

在京城漂泊十年，穷困潦倒。于是，他改
变处事方法，为达官贵人写谄媚的颂文。

公元 803年，35岁的韩愈，时来运转，通
过吏部的第四次考试后，晋升为监察御史。韩
愈、刘禹锡和柳宗元同朝为官，都是监察御
史。三个英姿雄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终于走
到一起了。但命运却似乎又开了个玩笑，让他
们天各一方，相互牵挂，并考验他们的友谊和

忠信。
韩愈对王叔文的政治理念有不同认识，后

来也没有参与“永贞革新”。在此之前，韩愈上
的《御史台上论天旱饥状》，得罪了权贵，被皇
帝下诏贬谪为连州阳山 （今广东连阳） 县令。
韩愈当时气愤不已，既恨权贵的阴险奸诈，又
怪好友刘禹锡、柳宗元没能帮忙，所以决定和
刘、柳恩断义绝。并感叹道“朝为青云士，暮
为白首囚。”

韩愈离开京城的那一天，刘禹锡和柳宗元
前来送行，由于韩愈心中充满义愤和误解，三
人话不投机，并产生隔阂。

原以为，他们的友谊会到此终结。然而，
公元 805年，当柳宗元和刘禹锡被贬时，韩愈
心结才被打开。其实，柳宗元一直惦记着远在
广东的韩愈，他曾向王叔文建议把韩愈调回京
城，但没有得到同意。于是，朝廷只能将就把
韩愈先调回湖南郴州等待，并作了解释。其
实，韩愈一生六次路过郴州，并留下许多诗文
和“文公走马”“昌黎经此”的典故。

韩愈在阳山主政只有 14个月，留下诗文，
留下功德，留下了千古美名。韩愈在那里就构
思并开始写作《原道》，事实上，韩愈的主要文
学成就在文，比其诗作更胜。《原道》是唐代古
文的杰出之作，五篇 （《原道》《原性》《原
毁》《原人》《原鬼》） 哲学论文，在中国思想
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世上之事，难以言说。韩愈因一篇文章被
贬，又因一篇文章而得到重用，原因是他在

《永贞行》 里骂王叔文是“小人乘时偷国柄”，
宪宗皇帝认为韩愈与王叔文是对头，因此被召
回长安任国子监博士。

国子监，这个响亮的名称，让韩愈又回到
了他熟悉的“老师”岗位上了。他在文章写作
上不断地探索，写了一篇叫 《毛颖传》 的小文
章，为毛笔作传记。一时成为“网络舆情”，评
论区里骂声一片。 韩愈真是曲高和寡，突然想
到了柳宗元，等待他在评论区里发言。

柳宗元的评论是：“真乃是天下少有的绝妙
文章，韩退之以笔作史，以戏为文嬉笑怒骂，
皆成文章。韩退之啊，天下之巨儒也！”

同时，柳宗元也把他写的 《封建论》《三
戒》《永州八记》寄给韩愈。

因为韩愈的文章写得太好，风评如潮，朝
廷下诏：擢升韩愈为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在
这个岗位上，韩愈的工作态度让人争议颇多。
结局是韩愈辞职了，随后误打误撞随裴度平定

“淮西叛乱”，且连连立功，被擢升为刑部侍郎。
公元 815 年，历经磨难的柳宗元、韩愈、

刘禹锡三人又见面了。相见短暂，感慨颇多。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再次被
贬。离开长安时，这次是韩愈为柳、刘两人送
行。十里长亭，挥泪送别，韩愈停下了送行脚
步，目光愈拉愈长，相思在风中。

写文章是文人的天性。韩愈又写了 《论佛
骨表》及《谏迎佛骨表》，这两篇文章差点引来
杀身之祸。宪宗皇帝下诏斩立决。在崔群、裴
度的哀求之下，才改为贬到潮州。

韩愈到潮州的当天，给皇帝写了一封奏章
《潮州刺史谢上表》，极显吹捧的风格，与柳宗元
《谢除柳州刺史表》正直的文风不可同日而语。

韩愈拍马屁的文章果然有用，很快，韩愈
从边远的潮州调回到袁州 （今江西省宜春市）。

公元 819年某一天，信使递给韩愈一封刘
禹锡的信，以为是鸿雁传佳音，没想到得来的
是噩耗，柳宗元作古了，希望他为柳宗元写墓
志铭。经历巨大的悲痛之后，韩愈深情地写下

《柳子厚墓志铭》，他评价柳宗元“士穷乃见节
义”的赞扬声响震长空。这也是韩、柳友谊的
深刻见证。

回想往事，柳宗元还跟韩愈展开过一场哲
学上的论战，两人还共同发起了一场极为著名
的“古文运动”。

公元 824年，柳宗元逝世五年后，一生多
灾多难又成就斐然的文学家韩愈驾鹤西去。

在柳宗元朋友圈中，还有一个叫吴武陵的
人，他的出生年月不详，是信州 （江西上饶）
人，公元 835年逝世。公元 807年中进士，拜为
翰林学士。柳宗元在永州时，他也被流放到
此，让落寞的柳宗元得到些许慰藉，两人通过
无数个潇湘夜雨的长谈，很快成为文友，好学
的吴武陵在柳宗元的指导下，史学和古文颇有
成就。由于两人交情深厚，当柳宗元再被贬到
柳州时，吴武陵到京城到处呼号，大鸣不平。
而柳宗元亦有 《初秋夜坐赠吴武陵》 一诗留之
后世。

柳宗元的朋友圈还有崔群、吕温以及堂弟
宗一、表弟卢遵等众多“微友”，不一而足。

春和景明，柳树依依，我从遥远的南方工
业城市柳州，跋山涉水到古城运城，怀着对先
贤的崇敬与神往，在千年古都的城墙内外，寻
找一代宗师的遗迹。当踏入永济市柳园公园的
柳宗元纪念馆时，映入眼帘的是：“河东先贤功
绩在民映日月，大唐才俊文心警世昭青史。”

伫立在纪念馆前，望着先贤的画像，透过
历史烟云，仿佛听到他点击“朋友圈”的声
音，特别评论区各种争吵。昔日繁华的长安就
在不远处，“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的吟哦
不断地回响，时间的长风吹来，尘沙荡尽，从
柳宗元的故乡，到湖南永州独钓的漫天风雪，
以及他付出毕生心血彰显政治才能的柳州，不
朽的唐诗可以作证，他的家国情怀和“利安元
元为务”的誓言已成为永恒的记忆。

我市柳侯祠中的柳宗元画像。（覃科 摄）

↑↓想象中的柳宗元的“微信朋友圈”。（夏吉辰梁 绘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