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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乐》没告诉你的宋人宋事
郭梅

庚子年的春日，与和煦的春风一起骀荡的，是热度持续走高的电视剧《清
平乐》。 其主角宋仁宗赵祯，这位传统戏曲和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民间传说“狸
猫换太子”中的小太子，那位威名赫赫“打坐在开封府”的包公包青天大人背
后的君王，随着王凯俊朗的外形、精准的表演和该剧精致考究的服化道，在跑
了一千余年龙套之后，终于首次占据了荧屏的 C 位。 这位少年官家，其实还
与两年前的热播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那位被叛军困于皇城，靠盛
明兰和小宫女蕊初冒险从宫墙下的狗洞钻出去报信才得解围的穿皇袍的糟
老头子，是同一个人。

必须强调的还有，用过景祐、庆历、嘉祐等九个年号的宋仁宗，不管他本
人的存在感在国人的记忆底版里是如何地不太刷得出来，但他在位的四十余
年，的的确确人才济济、熠熠生辉———不管是范仲淹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
谪守巴陵郡”开篇的《岳阳楼记》，还是晏殊的一联“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
识燕归来”，抑或是出入儒释道玩转诗书画的苏公坡仙，均为明证。

剧中的不少人物不仅乃宋代名臣，更是文学史上专章专节的主人公———

正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众所周知有宋一代“词”独领风骚。 《清平乐》剧中
词人辈出，最先出场的神童宰相晏殊便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与其子晏小山
在词史上合称“二晏”；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词作
存世虽仅五首 ，但无不脍炙人口 ，该剧原名 “孤城闭 ”便出自其 《渔家傲·秋
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
孤城闭”，沉雄开阔、苍凉悲壮，对豪放一途有引领之功，而其《苏幕遮》中的名

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于俯仰间描摹苍莽秋意，乃元代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长亭送别”一折之所本。 次第出场的韩琦、欧阳修和
苏舜钦等，也均为著名词人。 而天圣八年（1030）这一科，在剧中取欧阳修而
代之的状元王拱辰当时年未弱冠，一般被认为是与李后主齐名的婉约词宗李
清照的外曾祖父。 便是那奉旨填词的风流才子柳三变，传说中其所奉之圣旨
也出自赵祯。

古文方面，仁宗朝不仅在鼎鼎大名的唐宋八大家中占了六个席位，诸巨
星的代表作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前后赤壁
赋》和《记承天寺夜游》等，无不常驻教科书。而司马光、富弼、文彦博、王尧臣、

梅尧臣、尹洙、夏竦和宋庠、宋祈兄弟等，亦都是文学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还有，仁宗的第二任皇后是开国大将曹彬的孙女，其弟曹佾是众所周知
的神话故事“八仙过海”中的八仙之一、吕洞宾的弟子曹国舅。另外，越剧戚派
的拥趸们唱熟的《血手印》名段《王千金读祭文》“维大宋皇祐二年，仲秋朔日。

致祭者未婚嫁妻王氏千金，生祭林郎招得”也告诉观众，故事发生在仁宗朝。

更不必说，仁宗时代还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名列四大发明的毕
昇的活字印刷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沈括及其《梦溪笔谈》，等等。信
手拈来任何一例，均足以彪炳史册。

当然，编剧运用史料是为了讲故事，自有其分寸拿捏，故观众无法从剧中
看到这些宋人宋事的全貌。诸位看官如有闲兴，则不妨容在下为您拣选一二，

缓缓叙之。

抢了欧阳修状元之位的王拱辰并非浪得虚名，“苏小妹三难新郎”竟是虚构

科举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以考试选拔官员的

一种基本制度，源于汉，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

于宋，兴盛于明、清，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

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式废除，整

整存续了 1300 年。 一个文人的科举之路，往往

是其人生心路的主要组成部分。

《清平乐》便如实描述了领导北宋诗文革新

运动的欧阳修的坎坷科举路： 天圣元年（1023）

和天圣四年 （1026）， 他两次落榜 。 天圣七年

（1029）春，由胥偃保举 ，就试于开封府国子监 ，

秋天参加国子监的解试，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

国学解试中均拔头筹，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

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度夺魁， 成为省元。 在剧

中，省元欧阳修志得意满，在一家成衣铺中买下

最贵的红色袍子，并名之曰“状元袍”。 可是，次

年他参加殿试，却仅得了第十四名———剧中说，

大娘娘刘太后因这个年轻人狎妓冶游爱写艳词

而不喜之，于是状元桂冠落到 19 岁的王拱寿头

上。 赵祯又亲赐王状元改名拱辰。 这虽属虚构，

但欧阳修锋芒过露， 晏殊等考官欲故挫其锐气

而助其成才，亦为实情。 而历史上王拱辰的状元

其实也并非侥幸得来， 而是名至实归的———王

拱辰 ，字君贶 ，开封府咸平 （今河南省通许县 ）

人，出身贫寒，自幼丧父，很小便因诚信孝顺、才

华横溢而闻名乡里。 在得知自己高中榜首时，他

坦言试题自己不久前曾做过，所以不应为魁首，

而仁宗却因其诚实而更赏识之，赐名拱辰，仕途

平顺 。 庆历二年 （1042），辽国屡次派使者来挑

衅，王拱辰旁征博引，据理力争，令对方放弃非

分的领土要求， 恍如北宋版的李太白醉草吓蛮

书。宋仁宗赞曰：“非拱辰深练故实，殆难答也。 ”

有意思的是，晏殊等文坛大咖奖掖后进，欧

阳修等青年俊彦脱颖而出，茁壮成长。 而等到欧

阳修自己做了主考官， 他也无疑是一位慧眼识

才、胸怀宽广的前辈宗师———

嘉祐二年（1057）正月，欧阳修金榜题名 27

年后，来自四川眉山的苏轼、苏辙兄弟参加了在

礼部举行的科举考试， 这一科的主考官是翰林

学士欧阳修及其好友、蓍名诗人梅尧臣，考题是

《刑赏忠厚之至论》。 欧阳修和梅尧臣都是北宋

现实主义文风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 提倡古文

复兴，反对“西昆体”的形式主义，自幼熟读先秦

两汉古文， 尊崇韩柳、 李杜的苏氏兄弟躬逢其

盛，正是欧、梅二考官所需要的现实主义大将 ，

兄弟俩的榜上有名也就成为必然。

据说 ，苏轼本来不仅榜上有名 ，还可以稳

拿第一的！ 但却为什么只是第二呢？ 这里有个

小插曲———

苏轼在考卷上以历史上讲究“仁”的尧和讲

究“义”的皋陶为例，说明英明的君主当以“仁 ”

治天下。 文章虽仅六百余字， 但梅尧臣读了此

卷，拍案叫绝。 他感到该生逻辑严密、文笔精练，

所阐述的又是正统儒家思想， 其文颇有孟子之

风，在这科考生中无疑拔了头筹，且也非常符合

他和欧阳修等考官心中所定的取士标准，于是，

赶紧推荐给主考欧阳修。 欧阳修看了这份卷子，

非常欣赏，想取为头名，又觉得此文风格流畅自

然、汪洋恣肆，非常像自己的学生曾巩 ，而曾巩

也正参加了这一科的考试。 为了避嫌，欧阳修最

终忍痛割爱，将苏轼的卷子判为第二名。

这年的四月八日，22 岁的苏轼又通过殿试，

于四月十四日成为新科进士， 且在近四百名考

生中名列前茅。

同为顶级文豪的欧
阳修与苏轼， 竟然都曾
丢了状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文学史将永远记

住嘉祐二年的春天。 三个不世出的文章奇才，苏

轼、苏辙和他们的父亲苏洵，突然出现在北宋王

朝的文坛上，引发轰动。 其实，不仅仅是文坛，这

一科可谓群星灿烂， 诞生了多位未来的各界名

流。 正如吴钩先生在其新著《宋仁宗：共治时代》

中所言：“嘉祐二年的进士科状元叫章衡， 名气

不大， 但同榜进士中却诞生了多位未来的政治

文化精英，如：苏轼、苏辙兄弟，与苏家兄弟同列

‘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

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 、邓

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

庭、梁焘，等等。 熙丰变法的另一员骨干章惇，是

状元章衡之叔，也参加了嘉祐二年进士科考试，

但因名次在侄儿章衡之下，深以为耻，放弃殿试

成绩，‘委敕而出’，两年后，即嘉祐四年，再参加

礼部试， 高中甲科……中国自隋唐始实行科举

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制，历时一千余年 ，论取

士之盛， 没有一届科举考试可与嘉祐二年贡举

相比拟。 ”尤其是苏轼，他天才的光辉灿烂四射。

有些人， 尤其是文风浮靡而此科落第的士子们

十分嫉妒他，嘲弄戾骂，无所不用其极。 不过，迎

接苏轼的更多的是热情的扶持和欣赏， 尤其是

欧阳修， 他在苏轼身上看到了自己事业前进的

希望———

欧阳修在 20 多年前———那时苏轼还未出

生———就开始与以“西昆体”为代表的形式主义

文风顽强斗争，多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现在

是他广罗人才，培养后继者的时候了。 好在天遂

人愿，欧阳修门下有了王安石，有了曾巩 ，又有

了苏轼！ 欧阳修兴奋地对梅尧臣说：“老夫当避

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此话反映了苏轼之才华

卓绝，更反映了欧阳修识人之明、让贤之量。

欧阳修的赏识令苏轼十分感动，多年以后，

苏轼还记得当时欧阳修特地派门生晁美叔去苏

氏兄弟暂寓的兴国浴室拜访他们。 晁美叔告诉

苏轼，他在欧阳修门下时间已经很长了，老师

命他来和苏轼交个朋友， 因为欧阳修认为苏

轼将来必定大有成就，名扬天下，就是老夫子

本人也要让苏轼一头地呢！ 欧阳修还说，在

我身后，不会有人谈论我，人们谈论的将是

苏轼。欧阳修的这些话将由历史一一应验。

不过， 当时人们还只是十分惊喜地看到文

坛发生了这样的奇迹：年仅 22 岁的苏轼从

藉藉无名的普通书生一跃而为文坛祭酒欧

阳修的麾下干将和诗文革新运动的主力。 苏

轼的文章思接千古 ，志向高远 ，滔滔不绝 ，这

种风格样式成为文坛的时尚迅速流传开来。 后

来，欧阳修在给苏洵写的《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

君墓志铭》里这样叙述“三苏”初到京都带来的

冲击：“书既出，而公卿士大夫争传之。 其二子举

进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学称于世。 眉山在西南数

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

擅天下。 ”诚然，苏文一出擅天下，此时此刻，苏

轼本人正踌躇满志，欲大展宏图，而欧阳修的提

携之功，他始终铭记。

若干年后，苏轼作为文坛宗师，也提携了多

名后进，著名的苏门四学士是黄庭坚 、秦观 、晁

补之、张耒，又和陈师道、李廌合称苏门六学士，

其中，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与苏轼一

样也长于书法，是“苏黄米蔡”书坛四大家的前

二位———“蔡”即蔡襄，也是《清平乐》剧中人，而

秦观就是著名的传说故事《苏小妹三难新郎》中

的那位新郎秦少游。 苏门后四学士则是李格非、

廖正一、李禧和董荣，其中，李格非就是不世出

的大才女李清照的父亲。

而老百姓更熟悉的包拯包大人，早在天圣五

年（1027）便已登进士第，戏曲舞台上的《铡美案》

等经典剧目让他的铁面无私形象深入人心。有一

次，宋仁宗准备任命最心爱的张贵妃（《清平乐》

剧中的张妼晗）的伯父张尧佐为宣徽史，但群臣

皆以为不妥，其中包拯态度立场最为分明，据理

抗辩，慷慨陈词，唾沫星子喷了官家一脸。赵祯回

到后宫， 悻悻然回复爱妃说你只知道宣徽史，不

知道朕的前朝有个包拯御史吗？

仁宗朝的文星璀
璨， 或许得益于文坛宗
师们提携后进的传统

宋代女性改嫁颇为
常见， 甚至几位皇后都
是“二婚”

《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出自明代话本《醒

世恒言》， 流传甚广， 说的是苏轼的妹妹腹笥甚

宽，新婚之夜以一句“闭门推出窗前月”难倒新郎

倌，还好大舅子暗中启发，秦少游才终于过关。

其实，不仅秦观的妻子并非姓苏，而且苏轼也

没有妹妹。 那么，苏小妹的原型是哪位呢？

仁宗景祐三年（1037），农历年底的十二

月十九日，四川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市）纱

彀行里的苏宅喜庆弄璋。 这家的主人，已经不

是第一次做父亲的苏洵欣喜异常———夫人程

氏前面所生的子女大都夭亡， 只剩一个女儿乳

名八娘，这时才两岁。 而这个新生的男婴苏轼事

实上成了他的长子。八娘和两个弟弟一样聪明好

学，下笔有神，性格也俊朗有气度，没有一般小女

子的俗气。 苏洵夫妇爱如掌上明珠，对她的婚事

也操了不少心。 富贵人家来求亲，苏家怕八娘受

委屈，不肯答允。程家，即八娘的舅父程濬家来为

其儿子，即苏轼姐弟的表兄程正辅提亲，苏家起

先也不想答应，可按当时眉州的风俗，攀婚姻讲

究姑舅结亲，这门婚事就被违心地定了下来。 仁

宗皇祐二年（1050），就是越剧《血手印》里的王千

金悲戚戚地法场祭夫的那一年 ，18 岁的八娘嫁

到程家做了媳妇。 程家行事不讲伦理道德，八娘

颇看不惯，与公婆叔嫂格格不入。 她遵从父命独

善其身，遭到程家人的歧视和迫害。婚后一年，八

娘诞下孩子，但自己染上重病，夫家却不予医治。

苏洵夫妇只好把女儿接回来治病调养。可程家还

不放过她，在八娘渐渐好转时又夺走她新生的婴

儿，这一下打击太大，八娘病又转沉，三天后含恨

而逝。 八娘之死引起苏家人巨大的悲愤，也引起

眉州百姓的公愤。 事后，苏、程两家断绝了来往，

苏轼和程正辅表兄弟之间关系十分紧张， 直到

40 多年后才略有缓和。

也许， 后世文人不仅极爱苏轼的旷达高才，

也同情才女八娘的遇人不淑，希望她像李清照一

样得嫁檀郎，夫妇和谐，所以才编出苏小妹三难

新郎这个脍炙人口， 一直活跃于红氍毹上和银

幕、荧屏的故事来。

《清平乐》剧中的众

闺秀 ， 婚姻自然都

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宋人有 “榜下捉婿”之

风，新科进士往往大登科后小登科，迅速成为朝

中各大佬的娇客，如天圣八年，参知政事薛奎就

想让王拱辰和欧阳修都成为自己的女婿，可惜欧

阳修已与胥偃之女有了婚约， 后来胥氏夫人病

逝，欧阳修续弦，终究还是与王拱辰成了连襟。而

王拱辰则因续娶亡妻的五妹，从三女婿变成五女

婿，作为四女婿的欧阳修就调侃他是“旧女婿为

新女婿，大姨夫作小姨夫”。

很多观众注意到了， 剧中的夏竦宠妾灭妻，

家务事闹到了上达天听的地步，脸上带着悍妻指

印的他只得愧颜认错。但赵祯进了后宫却对夏竦

青梅竹马的女人贾教习，就是张娘子身边的那个

婆婆说， 既然是当年我父皇赐婚拆散了你们，造

成夏竦夫妇不睦，那我也以一纸诏书让他们和离

吧，令贾婆子感激涕零。 虽然这并非完全与史实

相符，但夏竦私德不修，以致母亲和岳母互相诟

詈闹上公堂，他自己也被贬谪，却也是实情。

而仁宗之所以如此善解人意， 不仅因为宠

爱张妣晗，也是由己度人将心比心之故———他第

一次立郭后， 是大娘娘选自己降得住的儿媳，第

二次立曹后则是大臣们为国选母仪天下的后宫

之主。 婚姻由不得他自己，仁宗贵为天子却不得

不数次将心爱的女人送出宫去———先是送走尚、

杨二美人；废郭后选新皇后时，因心仪的女子陈

氏出身商贾之家， 又出自小娘娘杨太妃门下，大

臣们均以为不妥，他被迫与众臣子交口赞誉的曹

氏大婚。

值得一提的是，曹后（1016—1079）竟是二婚。

据宋人笔记《甲申杂记》记载，其第一任丈夫李植

“自少年好道，不乐婚宦”，婚礼当日“逾垣而走，曹

氏复归”，而李植“自放田野，往来关中、洛阳、汝

州，人以为有道之士也”，这些剧中基本都有叙述。

不过，该剧不曾提及的是，其实大娘娘刘娥

也是二婚女。 刘娥（969—1033）出生不久便父母

双亡，被寄养在母亲庞氏的娘家，长大后成了歌

女。 当时，指挥使张耆将刘娥推荐给宋太宗第三

个儿子赵恒。 赵恒即位后，景德元年（1004）刘娥

被封为美人，后晋升修仪、德妃。 她因娘家无人，

遂认前夫龚美为兄，龚美改姓刘。 大中祥符五年

（1012），被册封为皇后。乾兴元年（1022），宋真宗

赵恒驾崩，赵祯尚在冲龄，刘娥成为宋代第一个

临朝称制的女主。 她崩逝时，赵祯才知自己的生

母其实是刘娥的宫人李氏。宋以后，刘娥与仁宗、

李氏间的恩怨纠葛迅速被艺术化，元代杂剧《金

水桥陈琳抱妆盒》、明代昆曲《金丸记》演的便是

后世广为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 清代石玉

昆的长篇侠义公案小说《三侠五义》也将

此事加以演绎，后被改编成京剧《遇皇

后》和《打龙袍》（合称《遇后龙袍》），

成为著名的包公戏 ，于是 ，刘娥奸

妃的形象在国人心中被定格 ，与

史实相去甚远。 电视剧《清平乐》

中的大娘娘刘娥的形象则接近

历史上真实的刘太后。

宋徽宗的皇后韦氏也是

二婚女， 她与姐姐都是宰相苏

颂的婢妾，据说因患有尿遗之症

而被苏颂认为有富贵相，将她送

入京城，后被宋哲宗赐给端王。 端

王继承大宝，便是徽宗。 韦氏与徽

宗的儿子赵构就是高宗。 靖康之变

中 ，韦氏随徽宗被掳北上 ，高宗即位

后，遥尊她为“宣和皇后”。

宋代的改嫁女可以母仪天下，民间女子

改嫁则更为平常。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带着范

仲淹改嫁，他因此曾改名朱说，而王安石也曾做

主让儿媳庞氏改嫁。宋人丘濬《孙氏记》记载孙氏

初嫁一轻狂少年，再嫁老秀才张复，三嫁官员周

默而成为朝廷命妇。但李清照在赵明诚殁后改嫁

张汝舟一事，却成了后世一桩著名的公案，恐怕

除了史料似乎存疑之外，明清时期的妇女贞操观

与宋人不同，亦可能是争议的一个起因。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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