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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文》中两宋私人尺牍有四万余篇，近年来

各种文史资料中也不断有尺牍佚文出现，宋人尺牍

数量之丰可见一斑。这些存世尺牍作品不仅包含丰

富的史料价值，也有着深广的思想内容与艺术境

界。褚斌杰先生《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说“一方面它

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些十分真实而有益的历史资料，

大可以见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情世态；小可以见

一个人的思想、性格以及在正式传记中所不易了解

到的一些细微方面；同时，也可以从那些书牍文的名

篇中，学习语言的精妙和立言的得体等等”[1](P403)，拥

有巨大的文学研究价值。若我们走出纯文学的范

畴，站在文化史、制度史、风俗史、礼仪文化的综合视

角来看尺牍，它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尺牍之中

往往包含着大量物质文化方面的历史信息，即伴书

之“信”，这些信物以实际内容补充著书信的文字内

容，构成书信交游完整的面貌：书以传情、信以致意，

两者共同完成文人之间的各种交游活动。将书、信

各自孤立，是无法看出它们的真实功用与效果的。

在宋世文明大辉煌、物质极大丰富的背景下，以

及宋代“举世重交游”交游群体及覆盖面极度扩张的

前提下，宋人尺牍数量空前，所包含的物质信息也空

前丰富。存世宋人尺牍尤其是名人书简中，有相当

大一部分都涉及友人之间的馈赠往来。宋人尺牍之

中这类内容更为丰富，以北宋三位尺牍大家兼文坛

盟主为例，见下页表1。
欧、苏、黄是北宋士大夫最杰出也是最典型的代

表，同时他们也是尺牍大家，在宋代已有尺牍单行本

传世。同时他们的尺牍所涉人物之多、物资之丰富，

是两宋尺牍的代表。存世尺牍涵盖了他们一生出

处、情感、交游、生活诸多层面，是我们了解这些文坛

盟主以及以他们为轴心的整个时代士人生活最真实

细微处的第一手材料。欧、黄二人存世尺牍之中半

数以上涉及礼赠往来。苏轼尺牍之中也有近两成涉

及相关内容。可见宋人尺牍涉及礼赠物资往来内容

宋人尺牍中的馈赠活动研究
——以北宋名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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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率是相当高的，这些礼赠应酬所涉及的人员、内

容、方式等，对于我们研究尺牍施受双方的社会关

系、生活状况，乃至整个宋代社会风俗、人际交往、风

土物产、生活水平、饮食日用、医疗保健等各个方面，

都是可靠而直接的第一手材料。由这些材料我们可

以初步推断，尺牍的功能除了传统的沟通、交流思想

与情感之外，也承担着礼尚往来、维系人际关系的重

任。尺牍本身就是结交礼仪的一个环节，又作为载

体，承载了更为丰富的内容。这些礼物往来与尺牍

文字相结合讨论，才能真正复原宋代士大夫交游的

完整画面以及尺牍在社交生活中的真实应用功能与

价值所在。下面我们通过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将欧

苏黄三人尺牍之中涉及的各种馈赠活动进行综合量

化分析，力求对三人乃至宋人的经济消费生活作一

个剖面观察。

一、欧阳修尺牍中的礼赠活动

一代名臣韩琦、范仲淹，宋代诗文革新领导者梅

尧臣、石介等皆是欧的密友，宋六家其五皆是欧的门

人，欧阳修自己的交游圈辅以他的门生三苏(苏门)、
王安石的交游圈几乎网罗了北宋一代所有重要人

物。作为一代文宗，“天下翕然效之”[2](P215)，欧阳修的

交际圈之大，涉及人物之多可想而知。而存世的欧

阳修书简744通，从对象上看，囊括了同时代大部分

名人；从时间上看，起于天圣六年(1028)入京求知，终

于熙宁五年(1072)溘然长逝，这些书信比较均匀地覆

盖了他的一生，详实记录了他一生履历与各种交游

活动。对研究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交际活动是有直

接参照价值的。

在欧阳修存世的744通书简中，有304通涉及物

资往来，占全部尺牍数量的40％。可见礼尚往来、物

资交流是欧阳修日常生活中相当重要的活动，也是

其书简重要内容之一。这 304通书简所涉物资大致

可分为十类，内容涉及衣食住行、文化娱乐、日用器

具等各方面，包含着北宋前、中期文人的主要交游娱

乐活动、经济水平、日常生活、时代风尚等种种信

息。具体而言，包括诗文、著作(自著、他著、前人文

献)228种，书画(自书、他书、前人名家书)、金石、碑刻

(自刻、他刻、前人名刻)67种，食物果品(粮食、生鲜肉

类、肉干、蔬菜、酱料、熟食、干果、水果)28种，器具物

资(生活用品、生活物资)35种，药物药方(药材、汤药、

丸药、药剂)24种，茶 17种，文房、器玩 18种，酒 9种、

其它20种及不详(统称为土产、珍物)10类464种。其

中诗文248种高居榜首，在所有的馈赠往来中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可见这是欧阳修日常交游的主要方式，

也可知书信往来也是宋人诗文作品传播的一个重要

方式。这两百多种诗文，基本都是以文字方式伴随

书简传递，但还有24种是以刻石及拓本的方式往来

的。可见北宋士人不仅将诗文著作文本当作礼赠来

与同仁互动，诗文的刻石拓印也蔚为时尚佳礼。这

一点在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尺牍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金石碑刻在宋代的兴起离不开欧阳修的实践与

倡导，这一点在他的尺牍之中时有体现。其存世书

信随处可见他到处求碑：“县境有好碑，试为访之，别

后所收必多也”(《与张职方三之三》)、“蜀中碑文，虽

古碑断缺，仅有字者，皆打取来”(《与王懿敏公仲仪》

十七之五)、“闻金陵有数厅梁、陈碑，及蒋山题名甚

多，境内所有，幸为博采以为惠”(《与冯章靖公》八之

六)。为了“投其所好”，亲友也纷纷为他找寻，这就

表1.两宋尺牍大家礼赠物资往来简表①

作者

欧阳修

苏轼

黄庭坚

存世尺牍数量

744
1580
1219②

涉及物资往来条目(所占书信比率)
304(40％)
293(18％)
685(52％)

涉及物资种类数量(诗文著作)
464(248)
320(51)
981(219)

物资往来涉及人数

80
143
206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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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书简之中礼赠物资的第二大类：金石碑刻。

这类投其所好的馈赠令欧阳修雀跃，如《与刘侍读

(原父)》二十七之二十六(嘉祐七年)：
某启。昨贤弟行，尝奉状。属合宫大礼，前后事

丛，遂阙致问。昨日进奏院送九月十五日所寄书，窃

承动履清胜，兼复惠以古器铭文，发书，惊喜失声。

群儿曹走问乃翁夜获何物，其喜若斯?信吾二人好恶

之异如此，安得不为世俗所憎邪!其穷达有命尔，求

合世人以取悦，则难矣。自公之西，《集古》屡获异

文，并来书集入录中，以为子孙之藏也。幸甚幸甚。

岁律渐寒，惟为时自重。[3](P2429)

刘敞(1019-1068)字原父，是北宋著名经学家，欧阳修

的忘年交，二人结交于皇祐年间欧阳修组织的聚星

堂诗会中，此后往来频繁。欧集中存与刘敞书简 27
封，多涉及诗文唱和与金石碑刻，可知诗文与金石之

好是他们之间共同爱好。欧阳修自言“故余家《集古

录》自周武王以来皆有者，多得于原父也”(《集古录

跋尾·伯囧敦》)、“最后成余志者，原甫也”(《集古录跋

尾·韩城鼎》)，《集古录》中有多种金石都是刘敞所

送。两人之间往来物品有 24种之多，涉及诗文、碑

刻、食品、药物、书画等数种类型，往来可谓密切。

从欧阳修涉及礼赠内容的尺牍来统计，与欧阳

修物资往来密切程度排名前十位的分别是：(1)挚友

梅尧臣，41通 86种；(2)挚友蔡襄 20通 37种；(3)好友

刘敞24通36种；(4)好友韩琦20通35种；(5)僚友吕公

著14通14种；(6)僚友王素13通17种；(7)长子欧阳发

13通49种；(8)内兄薛仲儒10通9种；(9)僚友王益柔5
通 10种；(10)僚友张洞 4通 13种。其他绝大多数人

与欧阳修的物资往来都在一两次之间。而这个排名

之中无不是与欧阳修有密切过往甚至亲属关系的

人，可知宋人物资往来虽多而丰富，但是所施对象上

还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一点在其他各大家的书简之

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其中排名第一的梅尧臣，是欧阳修的至交。自

天圣九年(1031)在洛阳相识，至嘉祐五年(1059)梅尧

臣去世，二人保持了数十年深厚的情谊，文学上共同

支持诗文革新运动，政治上也始终站在同一阵营。

欧阳修集中存与梅尧臣尺牍 46通中 41通皆有礼赠

互动，其中往来最多的是二人唱和诗文，其中还包括

如“与谢家书”“答苏轼书”“君贶家书”“问答之简”等

书信内容的品评讨论，是宋人将书信当作传世文学

作品品赏、探讨的一个开端，也是宋代书信地位不断

提高的一个起点。著作类如梅尧臣《孙子兵法注》、

欧阳修《新唐书》，可见二人也交流学术著作。此外，

梅尧臣也为欧阳修搜集碑拓，二人也互赠食品如鲍

鱼、鸭脚子、达头鱼等，欧阳修也分名茶、好酒与梅尧

臣，还给他传授药方④。作为真正的老友，二人的交

流达到了随心所欲又无所不可的境地。

排名第二的蔡襄也是欧阳修的密友，二人同登

天圣八年(1030)进士第，是同年、同僚兼金石书画同

好。特别是政治上的同盟立场巩固了两人的友谊，

欧阳修被贬夷陵途中所作《于役志》记载蔡襄参与送

行活动多达六次，还曾在欧阳修家里留宿，二人关系

可谓非常密切。这段友谊一直持续到治平四年

(1067)蔡襄卒于家中。蔡襄逝前还遣人将为欧阳修

亲书的《牡丹记》摹本送到亳州其居所。欧阳修也派

专人吊唁蔡，并为他作祭文与埋铭，自称“与公之游

而相知之最深者”。在二人往来尺牍中有20通涉及

37种礼赠物资，其中也包括诗文、著作、书画、碑刻、

文房、食品、茶等诸多类型。二人的馈赠活动也达到

了脱略形迹、达意而已的程度。如《与蔡君谟帖》四

中“以宣笔八十、铜绿笔格、花石盆各一、龙茶三饼、

惠山泉三缶为饷”，文房器具、日用茶饮都是寻常物

什，却承担了“润笔”的任务，据《归田录》卷二载：“蔡

君谟既为余书《集古录自序》刻石，其字尤精劲，为世

所珍，余以鼠须栗尾笔、铜绿笔格、大小龙茶、惠山泉

等物为润笔，君谟大笑，以为太清而不俗。”[4](P27)此帖

南宋时仍存世，刘克庄曾亲见并感叹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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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庐陵公五帖，皆与蔡公往复者……其五乃送

写《集古录序》润笔。昔皇甫湜为裴公作记，自云字

直三缣，蔡字比之湜文价当十倍，今仅以宣笔八十、

铜绿笔格、花石盆各一、龙茶三饼、惠山泉八缶为

饷。世固有持芜辞恶札而受人不赀之濡毫者，岂不

有愧色哉![5](P4333)
润笔之风由来已久，中唐古文家皇甫湜为裴公

作记，要求裴家以一字三缣的价格付润笔费。蔡襄

在当时已成名，书法价钱比皇甫湜高十倍，本不是宣

笔、笔格、花石盆等微物可以报偿的。然而欧阳修坦

然以此为酬，蔡襄也欣然接受，这充分证明了二人的

友谊。这种不对等的“交换”正是“馈赠”活动的精髓

所在。

与欧阳修馈赠活动往来频繁者，皆是他的亲

友。往来的物资虽然丰富，却不以贵重见称，其中尤

以诗文著作交流为多，金石碑刻的馈赠往来的普遍

性更体现欧阳修交际圈基于兴趣爱好的个人特色。

欧阳修虽然是一代文宗，交际广泛、作品众多，馈赠

活动在书简之中也比较普遍，但是总体而言他的馈

赠往来圈子要远远小于他的交际圈，可见宋人馈赠

活动与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也是有关联的。

二、苏轼尺牍中的馈赠活动

如果说尺牍是一部古人私人社会生活史，宋人

尺牍内容之丰富、牵涉面之广无逾苏轼。他的尺牍

是最典型的宋代尺牍文学样本，不仅可以从中观察

他个人的一生，更可以最为全面深入地观察当时的

社会思想、文学、政治、经济诸方面，尤其是文人交际

活动。存世尺牍 1580篇，从初出峨眉的《与宝月大

师》到建中靖国元年去世当年的《与钱济明》，清晰地

勾勒出了他平生足迹与心路历程，更绘出了一幅宋

代文人社交生活风情长卷。他“自来不受非亲旧之

馈”⑤，又“平生不作墓志及碑”⑥，少了大量相关润笔

记载。尽管如此，其存世尺牍中仍有293则尺牍涉及

礼赠应酬物资 320种，占总数约 20％。这些材料对

我们研究苏轼的人际关系网络、交游圈、馈赠活动的

性质大有价值。

苏轼尺牍礼赠所涉内容也极为丰富，包括金石、

碑刻、书画、法帖85种，诗文著作45种，器具、日用39
种，药物、药材27种，文房器玩23种，茶9种，酒8种，

其他(花、苗木等)8种，不详8种等10类320种。与欧

阳修尺牍之中礼赠物品的类型总体一致，尤其是以

茶、花、书画为主的文人雅事相馈赠的一贯性，可见

馈赠在营造宋人的艺术生活氛围中的功用，也可见

宋人日常交往馈赠活动方式、频率、内容之大略。但

是又与欧阳修尺牍所包含的物质内容相比各有侧

重。主要表现在以书信传递诗文活动的急剧减少，

与书画、法帖互赠、品题活动的丰富。这既有北宋后

期社会艺术氛围浓厚、苏轼自身才艺及其艺术圈的

密切交往等因素，也与党争酷烈文禁森严及文人的

畏祸心理相关。苏轼屡遭贬谪，流落岭海，然其尺牍

之中礼赠之风不减，只是更加私密，所涉及对象范围

更加有限。

虽然苏轼尺牍礼赠活动在对象上全面覆盖了他

的家属、姻亲、同僚、同年、门人、后学、方外等宋人生

活交际圈中几乎所有人群，计136人，但大多数往来

仅在1-2次之间。仅有十余人之间物质往来次数与

种类超过十次/种，分别是：程正辅(之才)22次 47种；

朱康叔(寿昌)13次16种；钱穆父(勰)12次19种；滕达

道(元发)12次 15种；米元章(芾)11次 16种；陈季常

(慥)10次 11种；林天和(忭)9次 14种；程全父 5次 14
种；南华辩老3次18种。分析这些礼赠对象，未必尽

是“亲旧”，时间也多集中在晚年贬谪岭南以后。

如排在第一的表兄兼姐夫程之才，苏轼集中收

《与程正辅》计71首，全部作于苏轼南迁之后。两人

本是同乡，又世代为姻，但是由于苏轼姐姐嫁给程之

才又被程家虐待致死，令两家交情断绝，至成世仇。

直到绍圣二年(1095)正月程之才作为广南东路提刑

巡视广州，主动托人转达和好之意，两人才一笑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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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此后尺牍馈赠不断。程之才在物质上给了身处

绝境的苏轼极大的帮助。在他赠予或代为采买的众

多物资中，涉及食物类 18种、药物类 7种、日用器具

类3种，还有各种新茶、佳酿等，对贬居“食无肉，病无

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

数，大率皆无尔”之地的苏轼而言，可谓雪中送炭。

苏轼也对他有厚报，主要是自作诗文书画，如《松醪

赋》、和陶四五十首一轴、碧落洞诗、《表忠观碑》装背

作五大轴等，这些书画因苏轼之名自然价值不菲，同

时又都是在苏轼誓不作诗文以求避祸的心境下写成

的，自然包含了对程之才极大的信任。可惜绍圣三

年(1096)程之才就被诏回京，苏轼也再贬儋州，两人

再无往来记录。程之才作为地方长官主动解仇并与

流落岭海的“罪人”苏轼和好，多有馈赠且殷勤为身

在罪籍的苏轼充当与亲友故旧的信使，苏轼“世间谁

似老兄弟，笃爱不复相瑕疵”的感叹不可谓不真心。

排名第二是苏轼的僚友朱寿昌，此人与文同友

好，苏轼与文同是姻亲、知交，是以元丰三年(1080)苏
轼到黄州后，与时任鄂州知州的朱康叔往来甚密。

两人多次书信往来，赠送物资如羊面、酒、果等，也应

求为苏轼寻找药方、制作器物，并向苏轼求取书画作

品。苏轼回赠以墨竹、书字、屏赞、砚铭、录《国史补》

一纸、古木丛竹两纸、经藏碑等。两人这种物质交

流，实是朱对编管待罪的苏轼的一种接济。

另一位文人陈慥与苏轼结交情境略似朱寿昌，

他久居黄州，是苏轼僚友陈公弼之子，对流落至此的

苏轼也多有帮助，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他曾多

次赠药、柴炭，借《史记索引正义》，送沙枋画笼、扶劣

膏等给苏轼。苏轼也常请他代为采购生活物资如茶

臼子并锥等，也曾戏谑讨要好处“知壁画已坏了，不

须怏怅。但顿著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与

友人》一)。
至于米芾，则是苏轼的书画密友，两人的往来主

要是集中在同在京供职期间的鉴帖题画、雅集唱

和。在两人11通书简所涉16种物资之中，大半都是

书画，如“临古帖”“妙迹三本”等，也涉及各种古器物

如“山砚”“古印”等，价值一般都比较高，苏轼一般是

观赏之后即“却纳上”“题跋了奉还”。有时遇见心仪

的器物，苏轼也坦然接受，予以回报，“山砚奇甚，便

当割新得之好为润笔也”。苏轼晚年北归以后，两人

仍然保持了联系，继续早期的金石文物赏玩活动。

此外如滕元发，是名臣范仲淹之甥，与苏轼父子是再

世交游。两人的往来涉及金石书画、诗文器物、食

物、药品各种馈赠，苏轼还曾向他“求买朱红累子两

卓二十四隔者”。在苏轼贬谪黄州期间，腾元发物质

馈赠给了他很大的安慰与帮助。又如钱勰，是苏轼

在杭州的僚友，两人之间的礼赠以日用、饮食、药物

为多。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突破苏轼“不受非亲友之馈”

的人，如广州推官程全父(天侔)、博罗县令林忭、韶州

南华寺重辩(南华辩老)等。他们都是苏轼贬谪岭南

时所识，且所赠皆非贵重物品，大多是如米、酱、姜、

盐、荔枝、鹿肉、笋蕨等当地食物食材，这些日用品对

处境艰难的苏轼而言可解燃眉之急。同时，这些人

在众人对苏轼避之惟恐不及时坦然与之交往，对其

施以援手，苏轼对他们也甚为感激，回赠各种自作书

画，甚至伺机为民请命、出谋划策。这种非常时期的

非常交往，在黄庭坚的尺牍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可谓

党争之中流贬文人的常态。

三、黄庭坚尺牍之中的馈赠活动

黄庭坚是宋代仅次于苏轼的一座高峰，也是宋

型文化最为典型的代表之一。在宋代复合型士大夫

中间，他是政治色彩最弱而文化气息最为浓厚的一

家。尤其是在漫长的贬谪生涯中，他更是隐遁书画，

远离政治人事。这些在他的一千两百多篇传世私人

书简中有着清晰的记载。作为“小道”的书信并未被

黄庭坚视为祸害之源，因而大量内容充实、情感真挚

的书信流传下来，记录了他的人生方方面面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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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详检黄庭坚尺牍，会发现其经济方面的信息

丰富得惊人，其中有685通涉及到日常衣食住行、礼

尚往来种种开销。这些资料为我们了解黄庭坚本人

日常生活消费乃至宋代文人经济生活留下了第一手

的珍贵资料，无疑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

这685通涉及各种礼赠应酬买办活动，占其全部

尺牍 52％，也即黄庭坚所有书信中有半数以上伴随

着各种物资赠送、回赠、求索、报谢活动。也可知礼

物往来、日常生活物资的流动，是黄庭坚日常交际生

活中重要活动之一。这六百余通尺牍之中所涉及的

内容为北宋诸家之最，物品极为丰富，大致仍可以分

为十类：诗文著作219种(文95、诗79、词9、不详8，书
籍著作26)；书画、金石、碑刻170种(书法95，碑刻43，
绘画 22，其他 10，不详 4)；日用器具物资 168种(器具

103，服饰衣料 46，物资 19)；食材、食物 154种(主食

55，酱料 38，果品 39，蔬菜 28、肉类水产 23，不详 9)；
文房器玩100种(纸51，笔15，墨12，砚8，香9)；药物、

药材 83种(药材 31，成药 32，药方 16)；茶 63种(双井

27，建茶 17，其他 15)；酒 22种(4种有名，18种不详)；
其他 22(花 7，船 6)；不详 2(节物、土宜)等 981种。名

物之多、品类之盛居宋人尺牍之最，对这些物品、物

资的精确统计与研究，对我们了解宋人日常经济、交

际生活实况及其成本无疑是大有意义的。

这 981种物资如欧苏二家一般，亦是极为分散，

往来频繁、所涉物品多于十种者仅十余家，如檀敦礼

32次/88种，王直方(立之)21次/32种，马中玉(瑊)20
次/28种，党伯舟(涣)21次/20种，逢兴文 20次/25种，

王献可(补之)16次/26种，觉范(范上人)12次/17种，明

叔少府 9次/17种。元勋(不伐)7次/16种，武皇城 5
次/20种等。如上十人与黄庭坚往来物资达 289种，

已占全部馈赠物品 29％，其余诸人也多在一两次往

来两三种物资之间。这些人中与黄庭坚书信往来频

繁莫过檀敦礼，二人往来书信32通(27通为答简)，涉
及物资包括诗文、书画、文房、器玩、食物、日用器具、

药物、食物各种类型计88种之多。在黄庭坚集中尚

存两篇为檀敦礼所作的文字《跋三伯祖宝之书》《檀

敦礼研铭》[6](208册，P285)，与他人简尺中也提及檀氏，可谓

过从甚密。

檀敦礼名不详⑦，祖籍澧州(今湖南常德市)，居湖

北荆州。好书画古玩，然不精择，常以器物、文房等

为赠，求黄庭坚墨宝，并请求他鉴赏、题跋他所收藏

的古今名家手迹与古物。建中靖国元年(1101)黄庭

坚过荆州小住时相识，此时檀敦礼家于此，《答檀敦

礼》一二有“病余苶然，殊不堪事。以翟漕到三四日，

义当一入谒，已不胜委顿。适饭表弟家，因解衣就

卧，俟小凉，复拏舟归卧沙尾，岂可复胜冠带相见”，

与《跋行书》所谓“建中靖国元年五月乙亥，荆州沙尾

水涨一丈，堤上泥深一尺，山谷老人病起书也，须发

尽白”[6](第 107册，P77)记载相合。则二人当于建中靖国元

年五月间相识于荆州。查看三十余通书简，基本

都作于荆州或离荆州时期，此前、后黄集中皆记

载，可知二人并非维持了相当时间的交际之密友，

而是在黄庭坚流落到此时因缘遇合下的短暂交

游。这一点二人往来中所赠和回赠的内容中也可

以得到佐证。

二人往来尺牍 32通中可见一个明显的现象，即

几乎每通皆涉及檀敦礼对黄庭坚的各种物质馈赠，

内容覆盖食物、文房、古玩、器具、茶酒等各种类型，

唯不涉及自作诗文书法作品。其中有22通的礼赠是

附加诗文书法创作、古书画器玩鉴别题跋的请求，且

催迫甚紧，以至黄庭坚不堪其扰，用杜诗的典故规劝

他：“杜子美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

受相蹙迫，王宰始肯留真迹。’收书者亦欲精耳，贪多

不择，亦是一病。”(《答敦礼秘校简》一○)还恳求“文

字万一得暇，或可了，然盛暑如此，己之所欲，乃以望

人”(《答敦礼秘校简一一》)。但是黄庭坚基本满足了

他的愿望，所回报的基本皆是自作书法、诗文手墨。

则与檀敦礼这种礼赠行为实际上有“润笔”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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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诸简中是有迹可循的：

端研亦佳，谩作数语其下，衰老阘惰，不成文

也。尝有人作一大镜研见惠，下有足，因戏作铭，旦

夕得暇，当谩写去。《砧研铭》了亦送。渐欲省去长

物，不须惠贶也。(《答檀敦礼》九)
惠独体朱砂圆……三轴文字得暇当写。(《答敦

礼秘校简》一〇)[6](105册，P314)

从文意推断，第一则的“惠贶”就是回报黄庭坚

所予墨宝并诗文《端砚铭》《大镜砚铭》《砧砚铭》的润

笔。第二则“独体朱砂圆”当是与“三轴文字”同来的

预付的润笔。其他内容也大抵如此。

总之二人的相处模式是：后学少年檀敦礼以礼

物并书画相赠，求书法鉴赏、题跋、相关诗文创作，而

黄庭坚对他的礼物及请求基本来者不拒，但是也明

确表达了对他“贪多”又急切的不满。虽然不满，但

仍应求，因为此时黄庭坚正在南迁途中，生计维艰，

也因政敌打击而孤独无友。

其他与黄庭坚馈赠频繁的士人除位列江西诗派

属联络型人物、与元祐党人多有交游的王直方(字立

之)、元勋(字不伐，同年元聿之子)外，诸如贬谪途中

所结交的时任泸州知州王献可(字补之)、荆州知县马

瑊(字中玉)、黔州军事判官逢兴文、东川路分钤辖武

皇城、宜州知州之子党涣(字伯舟)等皆是如此。黄庭

坚与他们有着密切的尺牍往来活动，携带了大量的

礼品，但是细看这些材料，在馈赠——回报形式外表

下隐藏的其实是常规买办活动：

今年进奏吏遂不以历日见及，恐有分诸吏者，可

买一本。(《答逢兴文判官》二十)
斤竹若早得数本封来，甚幸。摺叠卓子，必为留

意。青白花通裙，试为寻数条，即纳直也。(《与东川

路分武皇城》三)
买附子二两，若得四枚，以黄龙清禅师小中急，

来求药，旦夕欲遣人回，故敢恼乱道友耳。(《与忠玉

金部简》三)

附子不审已得之否。脚婆已就否?数夜脚冷，甚

念之耳。欲便打一锡盂。(《与忠玉金部简》四)
奉烦指挥干者为买人参、附子，批谕其值，幸甚。见

秦处度，为乞佳墨一丸。(《与农沔染院》二)[5](105册，P227-314)

如上这些都是黄庭坚干请托买之物，措辞与馈

赠一致。可知黄庭坚尺牍之中丰富的物资往来，并

不表明双方的亲密关系，只是表明对方是可以请托

办事的人士。黄庭坚在回报这些人的劳务时，除了

“纳直”外，还往往附赠诗文书法作品，这种“酬谢”的

方式，显得双方也非纯粹商务往来，从而模糊了原本

买办请托活动的边界。

由上述内容可知，无论是萍水相逢的士人还是

知交好友，黄庭坚所收礼品内容丰富、复杂，无所不

包，然其赠送的礼品中则以诗文书法为主。可见以

诗文书法为赠，是黄庭坚维持交游的主要方式。这

一点与欧阳修、苏轼等大部分宋代文人都有相通性

的，即“富者赠人以财，仁者赠人以言”，以自己所长

所有，投人所好所无，诗文书画的价值与作用在这种

往来之中也能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人所赠的各类物

资与黄庭坚的诗文书法题跋之间，往往还存在着交

换关系，即宋人盛行的“润笔”现象。买办活动在黄

庭坚的日常生活之中也有较大的比重。檀敦礼等人

与黄庭坚有密切尺牍及馈赠往来的诸人，并无长期

交往的记录，似也算不得黄庭坚交际网络之中的重

点人物。这是黄庭坚尺牍之中比较明显的一个现

象，这一点《乙酉日乘》也可为旁证。《日乘》所载 229
则日记中，涉及交游者134篇，涉及物资馈赠活动的

有 49条，涉及书信的 34条包含尺牍 67通。67通尺

牍中有 32通家书，其中仅 4通携带生活物资。而 35
通与友人的书简中，则有11通携带物资，内容涉及物

资31种之多。资料显示当地士人邵彦明、秦靖等数

人在登门拜访之余，也以书信馈赠，与黄庭坚建立友

好关系。在馈赠往来互动中，日志对邵彦明的称呼

由邵君变成了彦明，这其中自然有情感的交流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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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但是整体而言，黄庭坚尺牍之中的馈赠活动较

之欧苏等文人有了明显的不同。欧阳修尺牍之中物

质互动最多为其密友梅尧臣、蔡襄、刘敞等，密切度

与馈赠频率正相关。与苏轼物质往来最多者为表兄

程正辅、黄州好友陈慥(僚友之子)、朱寿昌(文同之友)
等，虽互动多在苏轼困境中，有一定接济的性质，但

是仍以交情为基础。而黄庭坚尺牍之中物质往来频

繁的，大半是沿途所遇当地士人，互动方式多是当地

士人以礼品馈赠求书画文物鉴定题跋及黄庭坚本人

的书法诗文墨迹，或黄庭坚本人向当地文人求取买

办各种生活物资，并以书法诗文为“报”。这种互动

之中馈赠作为“润笔”“报酬”的交换性质要明显大于

基于人情的礼尚往来，这一点让黄庭坚尺牍中的馈

赠活动有独特的探讨价值。

四、宋人尺牍礼赠活动中的历史渊源及承载的

历史信息

欧、苏、黄三人都是开一代风气的宗主式人物，

又热衷奖掖后进、开启来学。尺牍在他们的文集之

中占据相当重要的比重，而馈赠又是尺牍的重要内

容之一。可见馈赠在三人交游生活之中的地位。查

两宋尺牍存世比较完整的诸家，情况大抵如此：孙觌

存世尺牍 1377通，有 272通(19％)涉及礼赠物资 375
种；朱熹存世尺牍 2097通，有 297通(14％)涉及礼赠

物资465种；周必大存世尺牍595通，有108通(18％)
涉及礼赠物资265种；杨万里存世尺牍291通，有183
通(62％)涉及礼赠物资 346种。其他两宋诸人的尺

牍之中，礼物馈赠现象也随处可见。足知尺牍往来

之中礼赠活动在宋代社会之中是普遍现象。究其原

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传统，二是宋代社会

之新特色。

书与信联袂历史悠久。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发

现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秦朝士兵黑夫与惊的家

书，是现存最早的尺牍实物，距今有两千多年。信中

云：“遗黑夫钱，母操夏衣来。今书即到，母视安陆丝

布贱，可以为禅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

丝布贵，徒操钱来，黑夫自以布此。”此信为报平安，

亦为索要日用物资。若有回信必会附上相关财物。

居延汉简中也有诸多关于买卖生活物资、食物果品

的内容[7]。《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所录尺牍

文中也多有礼赠应酬内容，比如《全晋文》卷二十六

王羲之杂帖中有数十通礼物馈赠往来书简，涉及蚶、

厉、橘、野鸭等食物，丝布单衣、邛竹杖、白石枕珠等

日用器物。卷一百〇二陆云《与兄平原书》三十五首

中也有十八通涉及礼物的馈赠，其中十六通皆是诗

文往来切磋评定，所涉文章有《愁霖赋》《喜霁赋》《岁

暮赋》等文章，其三五有“前集兄文为二十卷，适讫一

十，当黄之。书不工，纸又恶，恨不精”[8](P4090)更透露了

这样的历史信息：在魏晋时期，文人已经有意识收集

个人作品成集，用良纸佳书抄录以为礼物。可知自

秦汉以来书就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作为载体不仅可

以传递消息、思想，还能传递包括财物、日用品、诗文

等等各种物资。这些物资由信使携带，与书信同时

到达收信人手中，功能互补。信作为书的附件，也是

尺牍内容的一部分。

礼品馈赠的历史比书信还要悠久，在没有文字

的原始社会，群体之间就通过这种特殊的“交换”维

系生存，它是人际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人类学者

莫斯认为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交换”的行为，这

种行为并不是个人化而且无私、无目的的“交换”，而

是有一套“报称馈赠”系统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9]。

这个系统可以归纳出几个原则：义务性(所有表面上

看似自由而个人化的“交换”行为，其实是受到社会

规范的约束)、平衡性(在社会规范约束下的人们，收

下物品都有必须回报的义务，并且回报必须等值)、
契约性(不断进行的赠与和回报的行为，使得人与人

之间维持关系，而组成团体或社会。所以表面上看

是物质交换的经济现象，其实是在维护、制造或表现

社会阶层关系的政治现象)、普遍性(这是所有人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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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普遍的行为)。数千年来，交际活动在人们日常生

活中都占据着绝大比重。互动与馈赠成了人际无尽

的过程。上至帝王，下至三家村民，都需要在这种持

续的互动之中维系彼此的关系，保持一种动态的平

衡。正如许平《馈赠礼俗》所言：馈赠是一种文明的

象征，他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的标志，“反映了人类对

群体生活的依赖和对人际交往的需求”[10](P24)。

早在先秦时期，馈赠的内容、形式与规则就已形

成，儒家典籍已将馈赠纳入交际礼仪之中，《礼记·表

记》言：

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民之毋

相亵也。”

孔颖达《正义》：

“无礼不相见者，礼谓贽币也。贽币所以示己

情，若无贽币之礼，不得相见。所以然者，欲民之无

相亵渎也。[11](P3557)

“无礼不相见”，表达人情，需要用礼物。宾主相

见，要先有言辞相通(介绍人或书信)然后才能带着礼

物相见传情。这样可以熄灭人们的贪利争夺之心

也。馈赠原则是重意轻礼“用时物相礼而已”：

野外军中无挚，以缨、拾、矢可也。郑氏曰：非为

礼之处，用时物相礼而已。缨，马繁缨也。拾，谓射

鞴。孔氏曰：军在野无物，故用此为挚可也。[12](P161)

身在军中无别物相赠，赠送随身马缨、箭鞴即可。

同时：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

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

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11](P2665)

以物易物不是馈赠的目的，“永以为好”才是。

正如欧阳修所说“礼有来必往，木瓜报琅玕”(《送荥

阳魏主簿》)，也如宋人王希吕《普向院记》所谓“夫礼

尚往来，事有施报，施而不报、往而不来者，世无是理

也”[6] (273 册，P354)。往而不来，来而不往都是非礼的行

为。礼品馈赠虽然是一种“交换”，但是目的却并非

得到物质，而是在彼此交换之中巩固关系，建立关系

网络。馈赠服务于人际关系的建构，且在非亲缘的

朋友、师门、同僚之间尤为重要。由个人、家族、乡

党、朋友、师门不断向外扩展而形成的社交网络，能

够最大限度的对抗制度与灾祸，保全个体。同时个

体通过关系网络，还可以获取各种社会资源。人际

关系如此重要，却具有变动性，成员之间必须能够持

续友好互动、互惠互利。馈赠就是维持关系网络的

必要手段，通过彼此馈赠，关系被不断维护和延伸。

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馈赠规范也给古人带来精神

压力，如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春秋时期名相公仪

休拒收客所赠鱼的寓言故事 [13](P3101)就揭示的当时一

个人际关系的规则：非礼仪性的馈赠，往往期待着非

礼仪性的回报。客赠鱼，期待的不是得到同等同类

型的回报，而是期许得到公仪休宰相的权利、威望带

来的好处。若公仪休不想因此破坏原则、失去地位，

就必须断然拒绝。但是断然拒绝是违背礼制与人情

因而并不常见的，因此往往作为美德被记载。这一

规则在宋代仍然通行，如欧阳修《与梅都官》所谓“修

平生不欲夺人奇物”[14]及苏轼的“不受非亲友之馈”，

都是为了杜绝请托等非分的回报并避免破坏馈赠的

习俗。黄庭坚与檀敦礼的馈赠交游也是如此，虽然

他对檀敦礼不断索求题跋、书法的“贪得”有不满，但

是他仍勉力应酬周旋。对檀敦礼的馈赠也总有诗文

书法为报。

黄庭坚无法拒绝檀敦礼的馈赠结交还有另一层

顾虑，即这种互动关系实质上是地方士子对过往“名

流”的干谒与名流对后学新秀的“提携”的传统。这

种“干谒”“投贽”是科举时代士人之间的新礼仪，它

维护的是整个士大夫群体上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

系，因此众人都不能免俗。兴起于唐的行卷、干谒活

动，至宋更为繁盛，这也是宋代尺牍馈赠活动发展的

新方向。

同时，宋代科举的进一步盛行、门生座主提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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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发展，也给馈赠活动带来新的礼仪规范。这种

规范下，馈赠活动尤其是以诗文为贽成为约定俗成

的士大夫群体上下之间的交际模式，上位者尤其无

法拒绝。籍籍无名的欧阳修以文投献长官胥偃，眉

山三苏携文拜谒文宗欧阳修，包括黄庭坚等投文结

交名满天下的苏轼，以及两宋文集中众多的投献书

启，都是依赖于这一新传统而产生的。新礼仪下，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并非值得鄙视的投机行

为，而是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表现，否定贫寒士

子，拒绝援引，反而是没有气量与见识的表现。

此外，这一新传统的形成与宋代社会性质的变

化也是有密切关联的。随着门阀解体、科举大兴，大

量平民进入政治权利中心，宋代开始进入一个平民

社会，群体的力量取代门阀大族的力量，成为士人立

身的关键因素。“与天子共治天下”的士大夫群体意

识也空前强烈，交游活动频繁且规模宏大开始成为

宋代社会新的时代特色。新的时代背景下，交游互

动成为士人进身的重要影响因素，无论是入仕之前

的求名之举，还是入仕之后的转官之需；无论是在朝

的相互臂助，还是在野的相互扶持，都离不开士人之

间的自觉交游，形成同门、同僚、同乡、同年等各种同

盟。同处于这一士人群体之中的文人们也逐渐有了

共识，上位者提携奖掖后进，后进者在得势之后，也

热衷提携后进，并紧密团结在恩师举主周围，形成政

治、文学团体，壮大彼此声势，影响社会发展。下位

者积极干谒名流，期待“名人印可”以一夜成名，踏上

坦途[15]。一旦得志，也迅速融入群体之中，并积极充

当“伯乐”博取识人之美名。这一新传统，让士人群

体空前壮大与团结，更刺激了交游活动繁荣发展。

“举世重交游”的宋代社会，不仅各种形式的集

会、唱和、游乐活动层出不穷，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

也都染上了交际的性质，直接承担交际互动功能的

文体——尺牍更是全面繁荣。两宋传世文集中交游

性质的诗词文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以黄庭坚为

例，他的文章现存 17类总计 2602篇，其中 1219篇是

亲友往来尺牍，占总量的 46％。欧阳修、苏轼诸人

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可见交际活动在宋人生活之

中的地位及馈赠行为在交际活动中的普遍性。与

此同时，宋人也建立了一套“适合他们生活方式的

礼仪”[16](P195)，这种礼仪之中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馈赠

活动。

宋人的馈赠礼品中，也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如

欧阳修与友人往来尺牍之中的金石碑拓，苏轼尺牍

之中记载的各种名书、奇石、怪砚，黄庭坚尺牍之中

流转传藏的各种案头笔墨纸砚、香药茶饮，都是典型

的宋型文化代表物。尺牍之中文人频繁的馈赠，让

我们看到宋代雅文化对宋人日常生活的渗透，也铺

展了一幅近乎全景式的宋代士大夫日常生活图卷，

体现了一个文学、艺术、学术、科技诸层面全面繁荣，

文化艺术气息浓厚，社会稳定太平、物质丰富，人民

整体文化素养、鉴赏水平提高，博物、金石诸多方面

都得到发展的文治社会的灿烂图景。联系宋代历

史、文化多方面材料，我们又能发现，这些礼赠往来，

并非简单的物资的罗列，它其实体现的是宋代新的

社会礼仪、规则，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士大夫阶

层的生活水平、喜好风俗、价值观念与情感流动。正

如《宋代士人交游录》所说：“士大夫在家乡或任官所

在地产茶者，往往寄新与相知，表达友谊。一般附以

书信诗词，封缄后派专人或由驿递寄给对方。对方

也回赠当地土特产。有答书、赠诗，成为一种高雅时

尚。”[17](P113)这种馈赠本身既是高雅生活的一部分，同

时还是维持宋人交游关系的一个手段。

五、小结：宋人尺牍礼赠活动的研究价值

如果以人类学角度来看文学，文学是诸多文化

生产形式中的一种，如陈恬仪《论南北朝的“谢启”：

以赐物谢启为观察中心》中论及谢启的起源时所说：

文学乃文化的结晶品，是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

或生命特质，则不应轻视古代士人大量创作，且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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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不同生活层面的应用文类，即使是表面上看来无

意义或无价值的应酬文字。透过这类作品的文辞技

巧，我们可以进一步体察到作者以及作者所属的社

群、阶层的生活特质和价值观、情感样态。[18]

尺牍作为应用文体，虽然不乏大量“无意义或无

价值的应酬文字”，但是它的价值是不应当被轻视

的。因为这种应酬活动本身，就是社会文化的一部

分。尺牍不仅仅是应用文，还是社会礼仪与规则，是

人际关系的建立与维系的工具，是士大夫阶层的生

活水平、喜好风俗、价值观念与情感流动的展示平

台。尺牍之中的馈赠，也不应当仅仅将其视为无文

学价值的礼品清单。在礼尚往来的场合，礼物用以

“表意”“致意”，而书信则用来补充说明这些礼物的

具体内容数量及功用。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礼物无

法表达谢意或示好之意，没有书信则无法确定礼物

往来的意图，也不能确保信使是否中饱私囊，礼物是

否如数送达。

另一方面，宋人尺牍之中之所以保存着大量的

馈赠信息，也是出于礼仪规范，用书的文雅冲淡“信”

的交换性质，突出书信往来的情感交流而非物质交

换价值。其客观的效果是给我们提供了精确因而无

比珍贵的宋人礼尚往来的清单，便于研究馈赠活动

所包含的礼仪、情感诸多信息，同时，通过馈赠的品

类、价值的分析，还能进而了解当时物价、经济、衣食

住行诸多方面实况。通过馈赠礼仪的研究，我们更

能理解宋人积极修订“切于人伦日用之常”的居家礼

仪标准，如司马光《司马氏书仪》和朱熹《朱子家礼》

等的实用价值。

尺牍作为应用文体，既是礼仪工具及诸多礼仪

规范实施的必由之路，同时其自身也是传统士人结

交礼仪规范中重要的一部分。馈赠活动，既是尺牍

的文本内容，也是尺牍的物质补充；尺牍既是馈赠备

注文本说明，又是馈赠的承载方式。两者统一，既可

见文人日常交游活动的实况，又可知宋人交游活动

的方式、规则，关系网络的建构与延伸等等方面的内

容。尺牍之中大量馈赠内容，为我们研究宋人交游

互动提供了丰富细致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材料连同

尺牍本身，与宋人常规的唱和、集会活动有着同样重

要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文化价值。将文人的直接交游

(集会、宴饮)与间接交游(以尺牍相沟通、馈赠、唱和)
相结合综合研究，我们才能真正全面再现“举世重交

游”的完整画面。

注释：

①诸人尺牍总量以《全宋文》及各种最新辑佚成果为依据

总结，如《欧苏手简》、天理本《欧阳文忠集》等。

②谭心悦《黄庭坚尺牍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7)综合统计刘琳等点校的《黄庭坚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中所收“书简”类1199篇、郑永晓点校的《黄庭坚全

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所收书信 1216篇及

《凤墅法帖》卷十一中黄帖，最新统计数据为1219篇。

③不包括 95通名为“与人简”“书简帖”等不能确定所与

对象身份的。

④失音可救，曾记得一方，只用新好槐花，寻常市中买来

染物者，于新瓦上慢火炒令熟，置怀袖中，随行随坐卧，譬如闲

送一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气味，久之，声自通。

(《与梅圣禹》四十六之二十三)
⑤《答水陆通长老》九首之五：“且说与姚君勿疑讶，只为

自来不受非亲旧之馈，恐他人却见怪也。”

⑥《与元老侄孙》四首之三：“十九郎墓表……义当作，但

以日近忧畏愈深，饮食语默，百虑而后动，想喻此意也。若不

死，终当作耳。”《与范纯夫》十一首之七：“《忠文公碑》，固所愿

托附，但平生本不为此，中间数公盖不得已，不欲卒负初心。”

《书许敬宗砚》二首之一：“君懿死，其子沂归砚请志，而余不作

墓志久矣，辞之。”《答范蜀公》十一首之五：“不肖平生不作墓

志及碑者，非特执守私意，盖有先戒也。”

⑦从黄庭坚尺牍之中推断，檀敦礼似乎并无科第，也无官

衔。尺牍中所云“秘校”并非实际官名。据《答敦礼秘校简》九

“复损茶器四种，皆九江佳物也……公之归澧，亦是佳事，彩衣

奉亲，兄弟同文字之乐，此人生最得意处也”推测，檀当为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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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resent Giving Activity in Song Dynasty Epistolary Letters:

Using the Famous Litterateurs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s Examples

Fu Mei

Abstract：There are forty thousand epistolary letters in the Song Dynasty, containing rich history messages relat⁃
ed to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literature, art etc., which is a great treasure rich in research values. As a kind of
multi-function practical writing, these letters cannot be seen only as literature works. The Song Dynasty epistolary let⁃
ters contain lots of present giving activities, especially among the famous litterateurs. There are a large number of re⁃
cords of gifts exchanges in the Song dynasty's epistolary books, especially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elites such as
Ouyang Xiu,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s letters. At least 20％ of the letters involve material exchange, and half of
Huang Tingjian's letters involve material exchanges. The phenomenon of gifting in the epistolary letters is obviously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gifts in letters and let⁃
ter with gifts, we can further explore the real function and value of the letter exchanges and the related material gifts in
the social activities of Song people.

Key words：Song Dynasty; epistolary letters; gifting

人。居住湖北荊州。且当时还是少年(《与敦礼秘校帖》四“未

有佳物奉答，辄以药石之言为报。谢去少年戏弄之习，以副父

兄之愿，岂不美哉”)，热衷书画鉴藏，黄庭坚劝他不要玩物丧

志，应归心举业。则檀敦礼之生平，还需更多的资料来进一步

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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