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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
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
。
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
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
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
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
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
的乐趣。
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
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
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
们价值不菲。
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
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
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
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
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
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
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
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
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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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阅读欣赏古典文学作品，好比入山探胜，五岳三山，风光各异，横峰侧岭，角度不同，如果有熟悉情
况的导游指引讲解，能更充分地领略山中美景。
    这本册子所收三十九篇小文，都有关唐宋词欣赏方面的作品。
    《唐宋词欣赏》是词学大师夏承焘先生的名作，是专为广大诗词爱好者和普通读者写的普及性读物
。
书中阶介绍词的基本常识之外，重点品评赏析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唐宋词名篇的创作背景、思想内容
和艺术特色，讲解深刻的细腻而又浅近亲切，妙趣横生，读来如亲聆大师指授，对提高诗词鉴赏水平
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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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承焘（1900-1986），中国现代著名词学家，古代词学的总结者，现代词学的奠基人。
浙江省温州市人。
早年喜读诗词，后专攻词学。
1930年任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教授。
1949年后历任杭州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杭州大学文学
研究室主任等职。
主要著作有《白石歌曲旁谱辨》、《唐宋词人年谱》、《唐宋词论丛》、《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月轮山词论集》、《瞿髯论词绝句》、《夏承焘词集》、《天风阁词集》、《天风阁学词日记》、《
夏承焘集》（八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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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词的形式长短句盛唐时代民间流行的曲子词敦煌曲子词中唐时代的文人词花间词体不同风格的温
（庭筠）、韦（庄）词温庭筠的《菩萨蛮》论韦庄词南唐词冯延巳和欧阳修范仲淹的边塞词苏轼最早
的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苏轼的悼亡词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周邦彦的《满庭芳》李
清照的《醉花阴》和《声声慢》李清照的豪放词《渔家傲》陆游的《卜算子·咏梅》陆游的《鹊桥仙
》陆游的《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肝肠似火色貌如花辛弃疾的
《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辛弃疾的《丑奴儿》辛弃疾的《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辛弃疾
的《青玉案·元夕》辛弃疾的农村词辛弃疾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辛弃疾的《西江月·
遣兴》辛弃疾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刘克庄的《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谈有寄托的咏物
词填词怎样选调词调与声情词的转韵词的分片宋词用典举例说小令的结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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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词的形式　　词是配合音乐的一种文学。
它的原名叫“曲子词”，后来简称为“词”。
“曲子”是指音乐而言，从前也有叫词为“曲”、叫词为“子”的。
现在词调里有“更漏子”、“南乡子”，这就是“夜曲”、“南方曲”。
　　因为词是配合音乐的，所以它是“乐府”诗的一种，扩大地说，是诗歌的一种。
但是词与诗不同，词是配合音乐的，诗却不一定都配合音乐。
说词是“乐府”的一种是正确的。
从汉代就开始有“乐府”，当时的“乐府”本来是政府设立的一个音乐机构的名称，它是为了采集民
歌、配合音乐而设立的。
后来“乐府”这个名称从音乐机构变成为一种诗体的名称。
在汉时有“汉乐府”，魏晋南北朝也各有“乐府”。
词，就是唐宋时代的“乐府”。
如苏轼词集叫《东坡乐府》，贺铸词集叫《东山寓声乐府》等。
　　唐宋词的形式大致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诗有题目，而词有调名。
有的词，调名就是它的题目，譬如五代时欧阳炯的《南乡子》。
有的词，调名下面另有题目，像苏东坡的《念奴娇》，题目是“赤壁怀占”。
词调是用来规定这首词的音律的，所以每个词调的字数、字声、用韵的位置都有一定，不能随意改变
。
像《念奴娇》的第一句只许有四个字，下面各句的字数也有一定的规定，不能增加或减少。
每一句、每一字的平仄声也都有规定，譬如苏东坡的《念奴娇》的第一句“大江东去”是“仄平平仄
”，不能填作“仄仄平平”。
所以作词叫做“填词”，依调子的声律填入平仄声的字。
作品的感情要和调子的声律密切配合。
填词之前，先要选调。
所谓“选调”，首先应该了解哪个调子是适合于表达哪样的感情的。
应该选取与自己所要表达的感情一致的词调，不可以单看调名。
譬如：不能拿《贺新郎》这个调子作为祝贺结婚的词，因为《贺新郎》这个调子是慷慨激昂的，与“
燕尔新婚”的感情不相干。
再如：也不能用《千秋岁》这个调子来作祝贺生日的词，因为这个调子是适宜于表达悲哀、忧郁的情
感的；宋代的秦观曾经填过这个调子，有“落红万氧愁如海”的名句，后来秦观被贬官，死于路途之
中，他的朋友们就用这个悲哀的调子来哀悼他。
再如《寿楼春》，也不能因为它调名里有个“寿”字，就以为可以作为祝寿的词，实际上它的声调也
是悲哀的，史达祖就有悼亡的：寿楼春》词。
由此可见，选调主要是选择调子的声调感青，不应该单凭调名的字面去选择。
正确地选择词调，才能恰当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
　　第二，每首词分作数段，一段叫做一片。
一片就是唱一遍。
一般情况是每首词分上下两片；单片的很少，分三四片的也不常见。
片也叫做“阕”。
所以一首词可以说分为两阕、三阕、四阕。
后人也有把一首词叫做一阕的。
词分上下两片，上下片的关系要做到不脱不黏，似断非断，似承非承，既有联系而又不混同。
因此，最难做的是第二片的开头，它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过变”。
这意思就是说，它是上下片音律的过渡起变化的地方。
在这里唱起来特别好听，因此，要用精彩的句子，表达丰富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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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柳永的《定风波》过变的几句是：“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
”这是用自言自语的语气来表达惜别、伤离的感情的。
再如姜夔的《一萼红》的过变：“南去北来何事？
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
”是用动荡的语气写的，吟诵起来特别富于感情。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手法，这里不能多举。
　　诗无论多么长，百句、千句，总是一首。
词分两片或多片，因此一首词又好像是两首或数首，但是不可脱节了成为两首或多首。
作词的人原要注意这点，读词的人也不可不注意这点。
　　词的形式的另一个特点，是长短句。
关于这个特点，下文另作介绍。
　　长短句　　长短句，是词的形式的特点之一，词句十之八九是长短不齐的。
诗中虽然也有长短句，但是没有词那样普遍，那样多变化。
宋代人就有把词称作“长短句”的。
像秦观的词集叫《淮海居士长短句》，辛弃疾的词集叫《稼轩长短句》。
词的长短句之所以特别多，是因为它是配合音乐的。
词所配合的音乐主要的是当时的“燕乐”（“燕”字就是“宴会”的“宴”‘字，因为它最初流行于
宴会），这是隋唐时代最流行的音乐。
它是由“胡夷”、“里巷”两种乐曲组成的。
“里巷之曲”，是两晋南北朝以来民间流行的乐曲。
“胡夷之曲”，是当时从新疆、甘肃、中亚细亚、印度等边疆地区和其他国度传进来的。
由于这些外来音乐的旋律复杂、声调变化多端，我国原有的字数固定的五、七言诗就不容易和它密切
配合，所以词就变成为长短句。
　　词用长短句，一方面是为了适应音乐；另一方面，也为了更容易表达复杂的感情——既可以是慷
慨激昂的，也可以是委婉细腻的。
　　长短句在《诗经》里就已经出现，最突出的是那首《伐檀》，它的句式，有四言、五言、六言、
七言、八言，用参差不齐的句子，表达阶级矛盾中的反抗情绪。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貊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这几句，充分表达了劳动人民对于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的愤怒和谴责。
　　汉魏六朝的乐府诗，用长短句的逐渐多了，但总不及唐宋词那样用得广泛。
像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这是他初到江南时写的，他想发挥自己的才力来改变当时的现
实，但是愿望不能实现。
它的上片的结尾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落日楼头”暗喻国事的危急，“断鸿声里”两句，暗喻自己是潦倒、飘零在南方的一个爱国志士
。
看“吴钩”（吴钩就是刀），表示雄心壮志。
拍“阑干”高歌，表示忧愤。
“无人会，登临意”两句引起下片的全部内容。
这首词用错落不齐的句子，低昂应节的音调，表达他壮志不酬的感慨。
　　再如：陈亮有一首《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
陈亮是辛弃疾的好友，是宋朝一位坚决主张抗战的爱国志士，抗战是他到老不变的政治主张。
当时的统治集团却向敌人称臣求和，他这首词下片的开头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
一个半个耻臣戎！
”作者把三个三字的短句和一个十一字的长句连接在一起，表达他突兀不平的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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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大意是说：我们是一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却不能抵抗外来侵略，反而向落后残暴的异族屈膝投
降，这多让人气愤。
他这首《水调歌头》过变的几句，在所有宋代人作的这个调子过变的例子中，可以说是最能充分表达
文字力量的句子。
　　以上所举这些用长短句的词，都是抒写国家、民族的大感慨的，长短句不但适宜表达这种豪放的
感情，同时也适宜抒发婉约细腻的情感，也可以用来描写男女爱情。
　　汉乐府中有一首用长短句描写爱情的民歌，名叫《上邪》：“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它运用变化多端的句子来表达热烈、急切的情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多见的名篇。
在唐宋词里，可举的例子就更多了。
像李清照的《如梦令》，用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情，通过简单的对话，反映出女性的敏感。
这首词的大意是说：昨夜醉卧中听到了窗外的风雨声，早晨醒来问卷帘人：“花园里的景象如何？
”卷帘人说道：“海棠花照旧开着。
”而没看到海棠花的作者却知道：经过一夜风雨，海棠花是不会依旧的，该是叶多花少了。
这里充分表现这位女作家的敏感，同时还寄托了她个人的生活情绪。
虽然只是一首二三十字的小令，而表达手法却很曲折、灵活。
它的最后几旬是：“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其中有对话，有反问，若用五、七言诗句是不容易这样表达的。
　　盛唐时代民间流行的曲子词　　词最初是从民间来的，它的前身是民间小调。
随着唐代商业的发展，都市的兴起，为适应社会文化生活的需要，同时由于音乐、诗歌的发展，词在
民间就流行起来了。
唐代民间词反映社会现实相当广泛，具有相当强的社会功能。
　　唐代民间词，虽然作品都已亡失，但是还保存了一篇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崔令钦所著的《教坊记》
的“曲名表”。
“曲名表”是民间词调的最早记录，它记录当时教坊妓女所唱的三百多首曲子，虽然只有曲名而没有
作品，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曲名推测它的内容：如《舍（拾）麦子》、《锉碓子》等，可能是写农民
劳动生活的；《渔父引》、《拨棹子》等，是反映渔民生活的；《破阵子》、《怨黄沙》、《怨胡天
》、《送征衣》等，是反映战争，写军队生活、写征妇思念出征的丈夫的。
从这些调名看来，它所反映的民间生活确实相当广泛，内容相当丰富。
由此可知，民间词在唐代已经相当流行。
它比之后来“花间”派的文人词内容深广得多。
　　我们都知道中唐时代诗人李绅、元稹、自居易提倡作新乐府，他们的作品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当时
的社会现实。
我们把“曲名表”里的曲名与元、白新乐府对照来看，有些内容性质是很相近似的：如“曲名表”里
的《恨无媒》近似新乐府的《井底引银瓶》，《怨陵三台》、《守陵宫》近似于《陵园妾》，　《宫
人怨》近似于《上阳人》等等。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作品：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描写了一个爱情的悲剧。
它写一个女子与一青年在墙头马上相见，相互产生了爱慕之心，女的私自离开家庭跟到男的家里去，
结果男的父亲认为“聘即为妻奔是妾”，赶她出门。
“曲名表”的《恨无媒》想来就是“聘即为妻奔是妾”的意思。
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是私奔到夫家没有媒人。
因此，我们猜想“曲名表”的《恨无媒》，大概和新乐府的《井底引银瓶》的内容相同。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宋词欣赏>>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宋词欣赏>>

编辑推荐

　　《唐宋词欣赏》一代词宗夏承焘揭示的唐宋词境界，原来如此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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