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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洵 媾文系年
鲁 枣 庄

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苏洵,似乎从来

还没有人为他的诗文系年,而这对了解苏洵

生平,弄清他的各篇诗文的主旨又是至关重

要的。通行的四部丛刊十五卷本 《嘉祜集》

仅收苏洵诗文116篇 ,我从其他版 本、其 他

书上又得39篇 ,共 155篇 。下而按时门先后顺

序 ,先列可以系年的篇名,并 简述系年的依

据,不 当之处,希望得到纠正;后列尚未系

年的篇名,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求得解决。

在通行本中,以眉山三苏祠 二 十 卷 本 《嘉

祜集》收集苏洵诗文较多,凡见此集者只注

卷次;其他则注明版本 (或书名 )、 卷次。

宝元元年戊寅 (1038)

(l)《上田待制》(卷二十)

诗云: “古人遭边患,累累斗两刚。方

今正似此,猛士强如狼。”所谓 “边患
”

即

指宝元元年夏主赵元昊之叛。 时 苏洵三十

岁,欧阳修 《苏明允墓志铭》: “(苏洵)年

二十七始大发愤,岁余,举进士再不中。”

可见苏洵在二十九岁时曾再举进士。因举进

士,北上入京, “不中
”后,于 次 年 经 嵩

.

山、华山、终南山、长安,越剑阁返川,见

苏洵 《忆山送人》诗。 《~L田 待制》诗当作

于途经长安时。田待 制,未 详 其 人。 《宋

史》卷三百零三 《田京传》: “赵元昊反 ,

侍读学士李仲容荐 (田 )京知兵法,召试中

书,擢通判镇容军。夏守蒉为陕西经略使 ,

奏兼管勾随军粮料。入对,陈方略,赐五品

服。寻为经略安抚判官。”又云: “
京喜论

议,然语繁而迂,颇通兵战、历算、杂家之

术。⋯⋯著 《天'人流术》、 《通孺子》数十

书,又有奏议十卷。”诗云 : “田侯 本儒

生,武略今沈沈。”不知即田京否?

庆历八年戊子 (1048)

(2)《题张仙画像》(见 明崇祯 十六 年

黄灿、黄炜 《重缟嘉祜集》卷十八。下称二

黄本 )

张仙何许人也?其 说不 -。 据明陆深

《金台纪闻》、郎瑛 《七修类稿》载,谓宋

平蜀,蜀官花蕊夫人没入宋宫,携有蜀主孟

昶 《张弓挟弹图》,托名张仙,诡称祀之能

令人有子。后传入民间,迷信者作为祈子之

祀。苏洵于天圣庚午 (1030)重九日在成部

玉局观得张仙画像。时苏洵二十二岁,长女

已夭折, “尚无子嗣,每旦必露亓以告。逮

数年,既得轼,又得辙,性 皆嗜书。” 《眉山

县志 ·山水 ·宋苏洵张仙碑》所署时问为庆

历八年上元日书,时苏洵四十岁,方轼十三

岁,苏辙十岁,与轼、辙 “
性皆嗜书”正合。

(3)《名二子说》(卷十九)

此文叙工子取名轼、辙的原囚。王文诰

《苏诗总案》卷一系此文于庆历七年。是年

五月十一日苏洵之父苏序卒于家,八月苏洵

于虔州 (今江西赣州 )闻讣,归蜀后忙于丧

事,未必来得及作此文,故改系庆历八年。

(4)《仲兄字文甫说》(卷十九)

苏洵弟兄三人,长曰澹,次曰涣,季 即

洵。伸兄即苏涣。苏辙 《伯 父 墓表》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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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讳涣,始字公群,晚字文父(甫 )。
”苏

涣进士及第后,一直在外作官 (《墓表》引

苏涣语:自 吾之东,今 将 三 十 锣
′

)。 庆

历七年苏序病逝,返蜀居丧。苏洵是文,论

苏涣曲公群改字文甫的理由,当 与 《亿二子

说》作于同时,即苏洵兄弟居丧期间。

皇礻右四年壬辰 (1052)

(5)《苏氏族谱》(卷十七)

(6)《苏氏族谱亭记》(卷十七)

苏淘 《谱例》云: “莆者洵尝自先子之

日而咨考焉 ,⋯ ⋯以为 《苏氏族谱》∶”此句

若指苏序生前苏洵已作 《苏氏族谱》,则应

作于庆历七年 (1047)其父去世以前;若解

为苏序生前仅作 “咨考”,则 最 迟 也 应作

于皇祜四年。因该年幼女八娘死 , 苏 洵 们f

《苏氏族谱亭记》痛丿千1其夫家。周密 《齐东

野语》云: “老泉 《族谱亭记》言乡俗之薄

起于某人而不著其姓名者,盖与其妻党程氏

大不咸,所谓某人者其妻之兄弟也。老泉有

《自尤》诗,述其女事外家不得志以死,其

辞甚哀,则 其怨隙不平也久矣。″苏洵幼女

卒于阜祜四年 (见 《自尤》诗叙), 《苏氏族谱

亭记》作于是时, 《苏氏族谱》亦当作于同

时或Ⅲ各前。

皇枯 (10姓θ-1054)'束至至和 (105硅一

1056)初

(7)-(8)《机策》二篇g 《审势》、

《审敌》 (卷一 )

(9)— (19)《 权书》十一 篇 : 《权 书

叙》、 《心术》、 《法制 》、 《强 弱 》、

《攻宁》、 《用问》 、《孙武》 、《子贡》、

《六国》、 《项籍》、 《高祖》 (卷二至卷

三 )

(2⑴ —(30)《衡论》十一 篇 : 《衡 论

叙》、《远虑》、《御将》、 《任相》、 《重

远》、 《广士》、《养才》、《申法》、 《议

法》、 《真制》、 《田制》 (卷四至卷六 )

(31)— (36)《 六 经 论 》 六 篇 g 《易

论》、 《礼 论》、 《乐 论》、 《诗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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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论》、 《春秋论》(卷七)

(37)-(姓 D《洪范论》五篇: 《洪范论

叙》、 《洪范论上》、 《洪范论中》、 《洪

范论下》、 《洪范后叙》 (卷 九 )

(丛 2)— (姓 5)《 史论》四篇 : 《史论

引》、 《史论上》、 《史论 中》、 《史论

下》 (卷十 )

(硅 ⑴制敌 (二黄本卷九 )

欧阳修 《苏明允墓志铭》在谈及苏洵庆

历六年(1046)“又举茂材异等不中
”后云 :

“(苏洵)退 而叹曰:‘ 此不足为学也。
’
悉取

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

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

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

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

‘
可矣!’ 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

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由此

可见,最 足以代表苏洵一生政治思想和学术

思想的这六组共三十九篇文章,其写作时间

的上限当在庆历七年以后五 六 年,即 皇祜

四、五年问。至和二年(1055)苏洵访雷简夫 ,

于雅州 (今 四川雅安 ),雷 分别 致 书 张方

平、欧阳修、韩琦推荐苏洵云: “伏见眉州

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

游,尝著 《六经》、 《洪范》等论” (《 ~L欧

阝Π内翰书》); “读其 《洪范论》,知有 王 佐

才; 《史论》,得 (司 马 )迁 史 笔; 《权

书》十篇,讥时 之 弊 ; 《审 势 》、 《审

敌》、《审备》 (此篇已佚 )三篇,皇皇有忧

天下心。” (κ Ⅰ1韩忠献书Σ)张方平 《文 安先

生墓表》叙述至和工年与苏洵初见时亦云:

“既而得 其 所 著 《权 书》、 《衡论》。”

曲此可见,上述著作写作时问的下限当在至

和二、年以前。 《制敌》一文,内 容 与 《权

书》中的 《攻守》相近,似为 《攻守》的初

稿,当亦作于同时。

至和二年乙未(1055)

(硅 7)《上张益州书》 (二黄本卷十五 )

张益州即张方平 (1007-1091),字 安



道,其先宋 (今河南商丘市南 )人 ,后徙扬

州。至和元年 (1054)冬 ,以户部侍郎知益

州,故称张益州。张方平入蜀后 , 访 知 苏

洵,荐洵代成都学官。苏淘此书即为谢其举

荐作-当作于至和二年。

(48)《 与雷太简纳拜书》(《 东 莱标 注

老泉先生文集》卷十一)

(硅⑴ 《忆山送人》(卷二十)

〈50)《送吴职方赴闽引》 (二黄本卷十

九 )

苏亻J的 《忆山送人》诗回忆了他历次的

游历,其中云: “
昨闻庐山 栉,太 守 雷君

贤。往求与识面,复见山爹盘。”这里的雷

君即雷太简。王文涪 《苏诗总案》卷一系此

条于庆历七年 (1047)苏洵游九江庐山时,

误。因为:(-冫 《忆山送人》全汁均按时间

先后钗事,前叙江西庐山之游时,无一字及

雷太简;而是在自庐山、皮州(今 江西赣州)

返蜀 “
一顿俄十年

”之后才言 及 访 雷 。 可

见此 “庐山郡”
绝非江西九江。(二 )考 《宋

史 ·雷简夫传》,雷亦根 本 未 作 过九江太

守: “简夫字太简,隐居不仕。康定中,枢

密使杜衍荐之,召 见,以秘书省校书郎签书

秦州观察判官。公事既罢,居长安,自 以处

士起,不复肯随众调官。时二白渠久废,京

兆府荐简夫治渠事。⋯⋯知坊州,徙阆州 ,

用张方平荐,知雅州。”此即雷太简于至和

年间知雅州以前的全部任职情况。(三 )丿1江

在宋代叫江州, 巛宋史 ·地理志四》: “江

州,上 ,浔阳郡。″刂见九江在宋代不叫庐

山郡,而叫浔阳郡。(四 )其实, “庐山郡乃

卢山郡之洪,而卢山郡叩雅州 (今 四 川丨雅

安 )。 《宋史 ·地埋志五》: “雅州,上 ,

卢山郡。⋯⋯县五|严道、卢山、名山、荣

经、百丈。″而雷太简矢Ⅱ雅州在至和二年 ,

可见此诗作于是年。 《与雷太简纳拜书》亦

作于同时而略早。

《忆山送人》又云: “
吴君颍川秀,六

玳为蜀官。⋯⋯”此琦所送 的
“
吴 君 ”与

《送吴职方赴阙引》所送的
.‘‘

吴职方”
同为

一人,叩 吴照邻。 《引》云: “吴侯有名于

世三十年,而犹于此为远官,今其东归,其
不碌碌为此官也哉!” 苏轼 《跋先君送吴职

方引》云: “先伯父(苏涣)及第吴公榜中。

先君家居,人罕知之。公携其文至京师 ,欧阳

文忠公始见而知之。”苏涣与吴照邻同科及

笫于天圣二年(102压 ),至至和二年(1055)为

三十一年。苏淘言 “
吴侯有名于世三十年 ,”

乃言其整数。工文诰 《苏 诗 总 案 》卷一把

《J忆山送人》巾的 “吴君”说成是吴中复 ,

大误。吴中复非颖川人,而是兴国军永兴人 ,

详见 《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一诗的系年。
(51)《 族谱后录上篇》(卷 十七)

(52)《族谱后录下篇》(卷 十七冫

《下扁》末自署
“至和二年九月日。”

嘉衤右元年丙申(1056)

(53)《 张益州画像记》(卷十八 )

《记》云: “(张方平)至和元年⋯⋯冬

十-月 至蜀,⋯ ⋯明年(至和 二 年)正 月朔

旦,蜀人相庆如他日,遂以无 事。 又 明 年
(嘉衤右元年 )正月,相 告 留 公 像 于 净 众

寺。” 《记》当作于嘉礻右元年正月。

(54)《上张侍郎第一书》(卷 十四)

《书》云:“今 年 三 月,将 与 之(苏

轼、苏辙 )女口京师。”三苏父子于嘉礻右元年

三月离蜀入京,此 《书》即作于入京前夕。

(55)《上王长安书》(卷 十五 )

《书》云: “淘从蜀来, 明 日将 至长

安,见明公而东。”嘉祜 元年二苏父子赴京

途经长安时作。王长安,未详其人。从称王

长安为
“判府左丞阁下”,可知工并非长安

鼓高地方长官。苏轼 《王颐赴建州钱监求诗

及草书》云: “我昔识子自武 功(时 属永兴

军,治所在长安 ),寒厅夜语樽酒同。”苏

辙 《京师送王颐殿丞》云: 阝忆游长安城 ,

皆饮毋
^j卩

宅。身氓座上宾,心是道路客。″

不知瑚J其入否?

(56)《途次长安上都漕傅涑议》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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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诗云: “
昔者倦奔走,闭 门事耕田。蚕

谷聊自给,如此已十年。”苏洵于庆历七年
(10硅 7)因 父丧返川杜门读书五此恰为

“
十

年
”。傅谏议,爿 t详其人。

(57)《答陈公美》 (卷二十 )

(58)-(60)《 又答陈公美三首》 (卷二

十 )

诗云: “
我又厌奔走,远引不复来。”

此指庆历七年至嘉衤右元年的杜闸读书。 “二

子皆已冠,如吾苦无才。”时苏轼二十一岁,

苏皲十八岁。 “砟者本不出,豪杰苦相眙。
⋯⋯翻然感其说 ,东走陵巅崖。不意君在此 ,

得奉笑与诙。”可见此诗亦作于嘉祜元年三

苏父子赴京途中。陈公美,眉州人,与苏洵

相友善: “
拜君以为兄,分蜜谁能开?”

(61)《道 卜居意赠陈景回》 (卷二十 )

此系缩写题,原题为 《丙申岁 余 在 京

师,乡 入冻景回自南来,弃 其 官 得 太子中

允。景回旧有地在蔡,今将治园肺l于其问以

自老。余尝有意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买地

筑室,以为休息之馆而未果。今 景 回 欲 余

诗,遂道此葸。景回志余言,异 日可以知佘

之非戏云尔》。 “丙申””丨J嘉祜元年。
(o2)《送石昌言使牝引》 (卷十八 )

苏轼 《跋送石昌言引》: “
右嘉礻右元年

九月十九日先君送石昌言北使文一首,其宇

则轼年二十一时所书与昌言本也。”石昌言
(995—1o57)名 扬休,眉 州 人 ,少 孤 力

学,登进士 ,累官刑部员外郎,知制浩。嘉祜

元年秋奉命出陡契丹,此 《g丨 》即作于是时。
(63)《上欧阳内翰第一书》 (卷十五 )

(64)《上韩枢密书》 (卷十三 )

(65)《上富丞相书》 (卷十三 )

(-ω 《上文丞相书》 (卷十三 )

(67)《上田枢密书》 (卷十四 )

王文浩 《苏诗总案》 (卷一 )嘉礼古元年

九月条云: “九月,宫师上书欧阳修,¨⋯

并上韩琦、富弼、义彦溥、田况书。″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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诰所指即上列五书。

(68)《欧阳永叔白免》 (卷二十 )

苏洵上书欧阳修后,成了他的座上客 ,

此诗当作于是时。

(69)《 有触者犊》 (卷二十 )

叶梦得 《避暑录话》云: “韩魏公至和

中还朝为抠密使时,军政久弛,士卒骄惰,

欲稍裁制;恐其忤而生变,方 阴 图 以 计为

之。会明允自蜀来,乃探公意,遽为书 (指

《上韩枢密书》 )显载其说,且声言教公先

诛斩。公览之大骇,谢不敢再见,微以昝欧

阳公。”
所谓 “谢不敢再见”云云,显系言

过其实,其后苏洵仍为韩 琦 座 上 客;但不

用其言,确系事实。 《有触者犊》诗,言犊

生来有角,有角必触,欲去其触,除非去其

角,当 作于 《上韩枢密书》后不久。
(70)《 上佘青州书》 (卷十四 )

余青州渊J余靖,时知青 州,故 称 余青

州。苏洵 《上欧阳内翰 第 一 书》云: “
余

公、蔡公远者叉在万里外。”
可见嘉祜 元年

九月苏洵上书欧阳修时,余靖不在京。此书

云: “(洵 )尝所欲见者,天下之士盖有五

六人,五六人者已略见牟,而独明公之未尝

见,每以为恨。今明公来朝,而洵适在此 ,

是以不得不见。”
习

^吼
此书作于是年冬占

(71)《 上欧阳内翰第二书》 (卷十五 )

《书》云: “愚而不顾,口 书 其所 为

文,惟执事之求而致之。既而屡请而屡辞蔫 ,

曰:‘ 吾未暇读也。
’
退 而 处,不 敢复见,

甚惭于朋友。”
可见此书亦作于是年冬。

(72)《上张侍郎第二书》 (卷十四 )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六嘉礻右元年八月

条云: “召端明殿学士知益州张方平为三司

使。” 《书》云: “
昨闻车马至此有口,西

出百余里迎见,雪后苦风 ,⋯ ⋯”
可知张方平

自蜀返京已在窿冬,此 《书》即作于是时。

嘉衤右二年丁酉 (1057)

(73)《上韩舍人书》 (卷十六 )

《书》云· “
逾年在京师,而其平生所



愿见如君供者,未尝一笠其闸。”从 “j红 年

在京师
v语 。r知 ,此 《书》作 于 嘉祜 二午

春。韩舍人,未详共人。据 “君汰为两制大

臣”,似为韩绛。韩绛曾 “
为翰林学士,御

史中丞。”

(74)《 与欧阳内翰第三书》 (卷十五 )

《书》云: “二子轼、辙竞不免丁忧 ,

今已到家月余。”
苏洵之妻程氏于卉祜 二年

四月卒于家,五月讣至京师,三 苏父子仓卒

返家,此 《书》即作于 “到家月余
”之后。

(75)《 祭亡妻文》 (卷十九 )

(7⑴ 《老翁井铭》 (卷十九 )

(77)《 老翁井》 (卷十九 )

《铭》云: “丁酉岁,余 卜葬亡妾,得
武阳安镇之山。”以上三篇 皆作 于 “

葬 亡

妻
”

时。

(78)《 祭史彦辅文》 (卷十九 )

(79)《 与吴殿院书》 (卷十六 )

祭文云: “我还自东,二子丧母,归 i下

辛酸。子病告革,奔走往问9医云已难。问

以后事,口不能语,悲来塞咽。”可知史彦

甫亦卒于嘉礻右二年。《与吴殿院书》乃为安

排史彦甫兄弟后事而作,亦应作于是时。吴

殿院即吴照邻。

(80)《 答二任》 (卷二十 )

二任即任孜、任仅,眉州人,与 苏洵相

友 菩。 诗 云: “
昨 者 入 京 洛,文章被人

夸。”此指嘉祜 元年名震京师。从 “
昨

”
字

可知,此诗当作于嘉祜二年返家之后。

蘖柘三年戊戊 (1058)

(81)《 木假山记》 (卷十八 )

苏轼 《木山并叙》云: “
吾先君子尝蓄

木山三峰,且为之记与诗 (诗 已佚 )。 讠艹人

梅二丈圣俞见而赋之,今三十年矣。v芴:轼

《木山》诗作于元礻右三年 (1088),逆数三

十午则为嘉祜三年。

(82)《 答雷太简书》 (卷十六 )

(83)《 上皇帝书》 (卷十二 )

(84)巛 与梅蚤俞书》 (卷忄六 冫

嘉衤右元年秋欧阝H修荐苏洵于妒,嘉祜芏

年十一月五 日召苏洵试含人院。三书皆为辞

试而作。 《上皇帝书》云: “嘉祜三年十二

月一日眉州布衣苏洵谨顿首再拜,冒万死上

书皇帝阙下:臣前月五日蒙本州录到中书札

子,⋯ ⋯召臣试策论舍人院,⋯ ⋯臣不幸有

负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扬之

心。” 《答雷太简书》还未 提 及 《上 皇 帝

书》,当作于前; 《与梅圣俞书》提及 《上

皇帝书》,当作于后。

嘉栉四年己亥 (1059)

(85)《 自尤》 (宋残本 《类编增广老苏

先生大仝集》卷二,下称宋残本 )

诗叙云: “壬辰之岁,而丧幼女。⋯¨

其后八年,而予乃作 《自尤》之诗。”壬辰

之岁指皇祜 四年 (10sz),其后八年即嘉衤右

四年。

(86)《上欧阳内翰第四书》 (卷十四 )

《书》云: “
今 岁 之 秋,轼、辙 已服

阕,亦不可不与之俱东。”
苏轼兄弟从嘉祜

二年服母丧,至嘉礻右四年服丧期满,十月离

家,沿江东下返京。此书作于是年夏。

(87)《 极乐院六菩萨记》 (卷十八 )

《记》云: “逝将南去,由 荆 楚 走 大

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

老。”此记即作于十月离家赴京之前不久。
(88)《 游陵云寺》 (宋残本卷二 )

(89冫 《游嘉州龙,岩 》 (宋残本卷一 )

(90)《 初发嘉州》 (家残本卷一,以 上

三首作于嘉州即今四川乐山 )

(91)《 仙都山鹿芷叙》 (宋残本卷二 )

(92)《 题仙都观》 (宋残本卷二,以上

二苜作于丰都 )

(93)《 过木枥观》 (宋 残本卷二,作 亍

万州即今四川万县 )

(94)《 题白帝庙》 (宋残本卷二,作 子

夔州即今四川奉节 )

(95)《神女庙》 (家 残本卷二,作 于亚

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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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题三游洞石璧》 (宋残本卷二
,

作于峡州今湖北宜昌境 )

(97)《 寄杨纬》 (宋残本卷一 )

以上皆 《南行集》中诗。苏轼 《南行前

集叙》云: “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

事,博奕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山川之

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

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 于 中,而 发 于咏

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 ,凡 -百
篇,渭 之 《南行集》。” 《寄杨纬》有

“
解

缆风帆满″
句,亦作于峡中。

(98)《工荆州画像赞》 (卷十九 )

苏轼 《南行前集叙》署 “时十二月八日

江陵驿书。”
苏辙 《辛丑除日寄子瞻云》 :

“新春始涉五,田 冻未生麦。相携历啻许 ,

花柳渐牙拆。可见从嘉祜四年十二月八日至

嘉祜五年正月五 日,三苏父子皆在 江 陵。

《赞》即作于是时。
¨

(99)《 和杨节推见赠》 (家 残本卷一 )

(100)《 丹棱杨君墓志铭》 (卷 十 九 )

(101)《 与杨节推书》 (卷十六 )

《和杨节推见赠》云: “
舍棹治陆行 ,

岁晚筋力乏。⋯⋯ 相 将 犯 苦 寒,大 雪 满

马鬣。”
从 “岁晚”二字可知亦作于江陵。

《与杨节推书》即为说明 《基志铭》事,两
文亦当作于同时。

(102)《答张子立见寄》(宋 残本卷一 )

诗云: “
凄风腊月客荆楚,千 里 适 魏

劳奔趋。将行纷乱苦无思,强说 酃 意 惭 区

区。″
可知亦作于江陵。

嘉礻右五年庚子 (10、 o)

~(103)《 荆门患泉》 (宋残本 卷 二,今
湖北荆门作 )

(104)《襄阳不古》 (宋残本卷一 )

(105)《万山》 (宋残本卷二,以 上 二

首作于今湖牝襄阳 )

(10s)《 昆阳城》 (宋 残 本 卷二,作 于

昆阳即今河南叶县 )

嘉祜五年正月五日王苏父子离汪陵,二
·80 9             ,

日十五 日到达京师,以上四首即作于是时。

三苏父子于江陵及自江陵赴京 途 中诗 ,后
汇为 《南行后集》。从 《王荆 州 画 像 赞》
(94)至 《昆阳城》 (102)共 九 篇皆 《南

行后集》中诗文。

(107)《祭侄 (苏 )位 文》 (卷十九 )

《文》云: “
嘉祜五年六月十四日,叔

洵以家馔酒果祭于亡侄之灵。”此 《文》即

作于是时,苏位,苏洵长兄苏澹之子j

(108)《 与可许惠所画舒景以诗督 之》
(宋 残本卷二 )

与可即文同。诗云:“贵家满前谢不与 ,

独许见赠怜我衰。”
从

“
贵家满前

”
可知当

作于京城,从 “J冷
我衰”

可知当作于苏洵晚

年。考豕诚之 《石室先生年谱》,文同于嘉

祜 四年
“
召试馆职、判尚书职方兼编校史馆

书籍
”;嘉祜五年在朝,并于是年归乡悴邛

州。苏洵此诗当作于嘉祜五年文同猝邛州前。
(109)《上欧 阳 内翰 第五 书》 (卷十

五 )

(110)《谢赵司诔启》 (卷十六 )

(n1)《 谢相府启》 (卷十八 )

苏洵于嘉祜五年八月七口被任命为秘书

省试校书郎,以上 三 篇 皆 苏 洵 所 作 谢书
(启 )。 王文浩 《苏诗总案》卷二误系 《谢

赵司谏启》于嘉祜六年七月,并 云 赵 司谏
“
不详何人”。其实,赵司谏即位至参知政

事的赵扑。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瑶衤右五

年八月条云: “甲子,以眉州进士苏淘为试

校书郎。⋯⋯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 《权

书》、 《衡论》、 《机策》二十二篇,宰相

韩琦善之,召试舍人院,以疾辞:本路转运
.使赵汴等荐其行义,修又言洵既不肯就试,'

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苏洵作此启时,赵

扑已回朝任右司谏。

(112)《贺欧阳枢密启》 (二黄本 卷 十

.冱L)

《续资治逋鉴》卷五十九、 嘉 礻右五 年

十一月条云: “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邾l



诰、史谛修稗欧阝Π修,枢密直学士、右谏议

大夫陈旭,御史中丞赵概并为枢密副使。”

此 《启》即作于是时。

(113)《 大宗谱法》 〈卷十七 )

(114)《谱例》 (卷十七 )

《谱例》云: “
昔者,洵 自先子之冂而

咨考焉,⋯ ∴以为 《苏天族谱》。它日欧阳

公见而叹曰:‘ 吾尝为之矣。
’
出而观之,有

异汝焉。曰: ‘
是不可使独吾二人为之,将天

下举不可无也。’
洵于是又为 《大宗谱法》

以尽谱之变,而井载欧阝H氏 之讠氵号以为 《}汗

例》,附以欧阳公 《题刘氏碑后》之文r{竹

淌i吁之君子,盖将有从焉者。”欧阳修 《吹

m氏 谱图序》自暑 “幕卞有四年已亥四月庾午

嗣孙修谨序”,而苏洵于嘉祜五 年 二 月到

京, 《大宗谱法》和 《谱例》当作于其后。

粟礻右六年辛丑 (1061)

(115— 11⑴ 《送吴待制中复珐田潭 州 二

莆》 (卷二十 )

吴待制即吴中复,宇仲庶,兴国军永兴

(今湖北阳新 )人。进十及第,知蛾曰、键

为。通判潭州,以孙扌讠(荐 ,任 监察 御史叹

行,迁殿巾侍御史,改右i可 谏,同知谏院 ,

迁御史知杂亨,户 部副使,擢天章阁待制 ,

知潭州。蚓 《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九专k,嘉

礻古茳年七月吴中复仍为冖祁副使 ; 诗 中有
‘‘江涸彳寻酃苒今春

”
句,W刂吴知潭州当在嘉

祜六年春。I文诰 《苏诗衬、案》卷一把吴通

判潭州与知潭州混为一谈,系 此诗于皇祜三

FF(1051), 误。

(117)“ 上韩丞相书》 (卷 十三 )

(1l8)《 朝日载升》 (卷 二十 )

(1lθ )《 育骥在野》 (卷 二十 )

《书》Γ冖有 “
去岁Ⅰ衣草冂廷 授 洵 试校 D

郎”语,l习
∷闸:此书作于序祜 六年。《钥冂饿

升》诗感叹天生靳民,皆各得其所,而 自F1

却
“踽踽无菅

”,质问 “
安所处我

”; 《有

嗡在野》通过执骥于厩而不勹,表圳,丁 他不

满朝廷把他网罗进京而不重用,与 《上韩丞

相书》的内帘-致 ,当作于嗣时。

(12⑴ 《水官诗》 (查 初 白 《苏诗 补

注 ·次韵水官诗》泔录 )

苏轼 《次韵水官诗》叙云: “净因大觉

琏师,以阎立本画水官,遗编礼公。公既报

之以诗,渭其:‘ 汝亦作。
’
粜 顿 首 再 拜次

韵。”苏洵于嘉祜六年七月为霈州文安县主

簿,编纂礼,书 。从苏轼称其父为编礼公,可

知此诗作于其后,同年十一月苏轼离京赴风

翔举判任,!⒈匕诗当作于苏轼离京以前。

(12])《 议修礼书状》 (卷十八 )

弃祜 六年七月以苏沟为霸州 文 安 县主

簿,与 陈州项城县令 姚 辟 同 修 礼 书 。 八

月,欧阳修任参知政事,提举纂修礼书。此

《状》当作于其后不久。

薨衤右八年癸卯 (1063)

``(122)《
上韩昭文论山陵书》 (卷十六)

嘉衣右八年三月仁宗去世,凵、韩 琦 为山

陵使,厚葬仁宗,苏洵⊥此书谏之。张方平

《文安先生幕表》云: “初作昭 陵 ⅨI礼 废

阙,琦为大礼使事,从其厚,调发辄办,州

县骚动。先生以书谏 lˇ奇,.冂^再二至,引华元

不臣以责之。琦为变色,然顾大义,为稍省

其过甚者。”

(123)《 辨奸论》 (卷十一 )

(124)《 管仲论》 (卷 十一 )

张方平 《文安先生珞表》Ⅰt: “工安石

之母死,十大大皆打l之 ,先 fL独 不 往,仵
《辨奸论》一锦。”王安石之母死于嘉衤右′

`
年, 《辨奸论》当作于是时。 《胥仲论》主

盱忄H同 ,或作于同时。

治平元年甲辰(106姓 )

(125)《 与孙叔 静》 (《 嘉祜 新隼 》卷

-lˉ 三 )

苏轼 《跋先君与孙 叔 挣 帖》: i七
“嘉

礻右、治平问,先君编修 《太常因革礼》。在

京师学者多从讲问,而孙叔静兄弟皆笃学能

文,先君极称之。先君既殁十有八年,轼谪

居于黄,叔静自京师过蕲,枉道过轼,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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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手书以相示。” “先君手书
”

即指此帖,

作于 “嘉祜、治平问,” 今系于治平元年。

治平二年乙巳 (1065)

(126)《 九日和魏公》 (宋 残本卷一 )

魏公即韩琦,韩琦原唱 题 作 《乙巳重

九》,诗云: “
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

启宾晷。招贤敢并翘材馆,乐 事 难 追戏马

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排新陈拂云来。何

时得遇樽前菊,此 日花随月令开。”
从用韵

和诗中皆提及下雨事,可知苏 洵 和 诗 即和

《乙巳重九》。乙巳即治平 二 年。 王 文诰

《苏诗总案》系此诗于嘉衤
‘
有元年,误。

(127)《 上六家谥法议》 (《宋蜀 文辑

存》卷四 )

欧阳修 《与苏编礼书》: “某启:承示

表本甚佳。前所借 《谥法》三卷,值公私多

事,近才遍得披阅,文字更不待愚陋称述。”

表本即指 《上六家谥法议》。欧巛书》注 “治

平间
”

作,当作于治平二年或其前后不久。

(128)巛 送蜀僧去尘》 (宋 残本卷一 )

诗云: “十年读 《易》费膏火。”苏洵

于嘉祜六午 (1061)所作 《上韩 丞 相 书》

云: “
自去岁以来 始 复 读 《易》,作 《易

传》百佘篇。此书若成,则 自有 《易》以来

未始有也。”苏洵早年当然读过 《周易》,

但系统研究 《周易》,作 《易传》,显然开

始于嘉衤右五年。后因修纂 《太常因革礼》,

未能全力完成 《易传》。治平二年九月 《太

常因革礼》完稿,于是转而整理 《易传》,

次为十签 (张方平 《文安先生墓 表 》言 洵

有 “《易传》十卷” ),未成而 卒 。 《送

蜀钾去尘》当作于去世前不久 , “十 年 读

《易》”言读 《易》之久,从嘉祜五年至苏

洵去世不足十年。

以上所列128符诗文是可以系年 的。 下

列各篇尚难系年。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是

可知大体时间,而难确指何年 :

(129)《 送李才元学士知邛州》 (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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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宋史 ·李大临 传》: “李 大 临 字才

元,成都华阳人。登进士第,← 为绛州判官。

杜衍安抚河东,荐为国子监直讲,睦亲宅讲

书。文彦博荐为秘阁校理。⋯⋯以亲老,请
知广安军,徙邛州。”因李才元知邛州的具

体时间未详,不知此诗作于何时。诗中有 “

不见李夫子,得意今西还”
句,从 “西还”

二字可知,当在嘉祜、治 平 间居 京时作。
(130冫 《送任师中任清江》 (芯 二十 )

诗云: “吾老尚喜事,羡 君 方 少 年。
⋯⋯君今始得县,翱翔大江边。”

任师中于

庆历初登第,此诗似作于任登第后不久。

(131)《 从叔母杨氏挽词》 (卷二十 )

诗中有 “千里缄词托哀 恨”
句, 似 嘉

祜、治平间作于京城。

(132)《 送陆权叔提 举 茶税 》 (卷 二

十 )

陆权叔,未详其入。诗云: “往年在巴

蜀,忆见 《春秋》始。⋯⋯今来未五岁,新
《传》满盈几。”似作于嘉祜、治平间居京

时。

(133)《 藤樽》 (卷二十 )

诗中有 “村醅”、 “村酒”、 “野醉”

等语,似作于眉山家居时。

(13硅 )亠(135)《 次韵和缙叔游仲容西园

二首》 (卷二十 )           .
诗云: “

春入禁城怀旧隐。”
当作于嘉

祜、治平间居京时。

(136)《 彭州圆觉禅院记》 (卷十八 )

《记》云g “
予在京师,彭州僧保聪来

求识予甚勤。及至蜀,闻其自京师归,布衣

蔬食以为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圆觉院大

治。一日为佘道其先师平润事与其院之所以

得名者,请予为记。
”
从行文看,“予在京师”

似指庆历六年前后在京师应制科试时。 “凡

若干年
”,则此记当作于皇祜年间家居时。

(137)《 祭任氏姊文》 (卷十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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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和认识水平,逐步提高。开始叮耍求准硗的赵译,做到忠实原文 ,

字词句落实。随耆年级的升高,可逐步提出语言通颐和有文彩的要求。

总之,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每-篇文章鄱是字、词、句、锦,语、修、j翌 、文的综

合运用。事实证明:象ˉ个千手观音,样样部抓,不仅不必要,也不可能。串讲必须注意量力

性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认识水平和能力,才能收到好的效某。教师不能不颐学生的年龄特

征和年级的不同要求,而在课堂上逞其所好,大量补充,旁征溥引,以为讲得越多越好,挖

得越深越有水平,大加发挥,不看自己的对象,一谓迫求表丽上的丰宙深刻,结呆知识和能

力都不落实。入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同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也有一个过程 ,

而决非 教师讲一堂 课所能解决的。教师的 串讲只能 i迫 引路的 阼用,洛,还是靠学生白己迈

开双脚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教师的讲不能代替学生的学,所以,深度广度要适当,要留有余

地,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解决。有时为了照顾学生的接受能力和认识水平,还 白r允许学

生对某些问题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随右年级的升高,教师便可在适当的时机,再

作适当的点拨,学生便可豁然贯通。

叶圣陶先生说: “教师教任何功课 ,‘ 讲
’
都是为了达到用不苷

‘
讲

’
,换个说法 ,‘ 教

’
都是

为了达到用不着
‘
教

’
。怎么叫用不着

‘
讲

’
用不着

‘
教

’?学生入了闸了,上 T路了,他们能在

繁复的革物之间自己探索,独立 实 践,解 决闷题了,岂不 是用不 着 给
‘
J⒈

’
给

‘
教

’r?”

《《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这话说得很有道理,对我们研究和改革传统的 “串讲”

法很有启发。叶圣陶先生首先肖定了
“
教

”
的作用,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是必要的,教师完全

不讲,学生不可能自得,而只能是自流,所谓培养能力、发展智力就戊了空中偻剧。教师不

仅要
“
教

”,而月~要教得得法, “用不着教”的目的才能达到。我们应该以 “讲是为了用不着

讲”这个思想作指导,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培养和发艮学生的能力·,才能

事半功倍地提高语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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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有 f洵 作 《族谱 》”语,苏洵

作 《苏氏族谱 》在皇祜四年 (1052);诗 中

又有
“送哭酸辛

”, “跪读此文”语,故当

作于皇祜 四年至至和二年或嘉祜 二 年 至 嘉

祜 四年居眉时           1
(138)《 祭 史亲家母文》 (卷十九 )

《文》云: “
夫入之孙,归于子 (苏 )

辙。自初许嫁 ,以 及今 日。”苏辙娶妻史氏

在 至和 二年 (1055),此 《文》当 作 于其

后。

另一类是尚无系年线 索 的:(I3θ )《 太

玄论上 》、 (1硅0)《 太玄论中》、(1狃 )《 太

玄论下 》、(1″ )《 太玄总 例》 (以 上 见卷

八 ),(1迈 3)《 谏 论 上 》、 (1狃 )《 诔 论

下》 (以 上 见卷十 ),(1姓 5)《 喾 妃 论》、

(1压6)《 明论》、(147)《 三子 知 圣 人′之污

论》、 (1犭 8)《 利者义之和论》 (以 上 见卷

十一 ),(1硅 9)《 吴道子 五 星 赞 》 (卷 十

九 ),(150)《 云兴于山》、(151)《 我客至

止》、(152)《 颜书》、(153)《 送王吏部知

徐州》(以 上 见卷二十),(15姓 )《 奢》(徐轨

本 《苏老仝先生 仝 集》卷十六 ),(155)
《雷太简墓铭》 (赵德磷 《候鲭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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