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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词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
它极盛于两宋，由诗的附庸一跃为大国，绽开出极其绚丽灿烂　　的奇葩，词的艺术发展到辉煌顶峰
。
但谈宋词的辉煌，不能无视它的源头，也不能错认为词自宋鼎盛后就花谢叶枯从此衰亡。
我国古词源远流长。
在宋词之前，有它涛涛源头；在宋词之后，也有汩汩溪流，滔滔不绝，不断奔腾。
　　众所周知，我国古词源于隋唐，由民间曲子词发展而来。
是隋末唐初文人依据曲子词依声填词或创制新词，使曲子词逐渐发展为文人词。
到了晚唐五代，更多的文人热衷于此道，文人词已很兴盛，产生了一大批专业填词的作家，出现了如
《花间集》这样的专集。
温庭筠、冯延已、韦庄、牛峤、毛文锡、顾复、孙光宪、魏承斑、毛熙震、李驹等花间派词人就是这
批专业填词的作家。
以他们的创作极大地推动了词的发展，为造就辉煌的宋词铺平了道路。
宋词以后，词虽不再如宋词辉煌，但也绝没有停止发展。
词到金朝，虽处乱世，仍有大批词人词作。
元好问就是金代杰出词人。
词到元代，作家更多，多为宋金遗民，不乏感伤易代之篇什。
明初词坛，词人由乱入治，多有伤战乱、悲民生、抒壮心之佳作，隐然有建安风骨。
明末清初，词坛更是异峥突起，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陈子龙、夏完淳、王夫之、屈夫均等一批爱国
诗人创作了一大批和着血泪的爱国词作。
清代词更呈中兴气象，作家作品之多．几乎不让两宋。
康熙朝，有纳兰性德、陈维崧、朱彝尊三大名家。
清代中叶，常州词派嵋兴。
晚清之际，更是名家辈出，林则徐、邓廷祯、龚自珍、文廷式、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
谭嗣同、秋瑾等均享誉环内，留下佳作名篇。
由此可见，宋词之后，历经金、元、明、清四朝，词的发展虽然曲折起伏，但总的趋势仍是不断向前
。
　　这本历代词赏析集《一杆烟雨》，是历代词的精品集萃。
精选从唐至晚清的名家名作。
宋词因另有专集，只选几篇作为代表。
历代词如浩瀚的海洋，本书所选挂一漏万，不过是大海微小的一勺。
词的赏析，重在努力发掘这些名作厚重精深的内涵，剖析这些名作艺术表现的精彩卓越，以便和读者
一起领略这些名作的隽永韵味。
但限于水平，很难做到尽如人意，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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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词以宋词为颠峰，宋词是词的发展鼎盛时期、成熟埋藏、最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词的形式
、技巧已趋于完善，艺术水平已达高超，题材内容广阔丰满，风格流派异彩纷呈，作者队伍极其壮大
，作品数量十分可观。
    这本宋词赏析集《晓风残月》，是宋词精华的集萃，精选的就是宋词“婉约”与“豪放”两派的名
家名作。
通过这个选本读者可以大体领略宋词的不凡风彩。
作为赏析集，意在努力发掘这些名作内涵的厚重精深，剖析这些名作艺术表现的精彩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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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词的写法采用文意并列的分片结构，两片基本重叠，但寓变化于其中，今与昔、悲与欢在词中
互相交织、前后映照，一喜一忧造成格调气氛上的大转折。
复叠的手法寓于全章，有“去年元夜时”“今年元夜时”的字句复叠，也有“月与灯依旧”的内容上
的复叠。
重复的描写类似今天歌曲的反复一遍，有回旋咏叹的情致，造成一种缠绵悱恻的情调，增强了简朴歌
词的表情功用。
    全词的艺术构思近似于唐人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却较崔诗更见语言回环错综之美，更具民歌风味。
这首词后人多有效法，如吕本中“恨君不似江楼月”、“恨君却似江楼月”；辛弃疾“少年不识愁滋
味”、“而今识尽愁滋味”都是翻新的模仿。
    这首词具有的风诗那种明快浅切自然，在宋词中很少见，它体现了真实、朴素与美的统一。
近千年前宋代文学的优秀作品，其内容纯洁明净。
口语化的语言不加雕琢，随口而出、流畅自然、浅白易懂。
今日读来如同日常口语，作者语言艺术魅力与生命力之长令人击节。
踏莎行欧阳悼  候馆①梅残，溪桥柳细，草薰②风暖摇征辔③。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④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注释]    ①候馆：指旅舍，驿馆。
②薰：又名薰草，香草，这里专指草的香气。
③轡(pèi)：马的缰绳，这里代指马。
④平芜(wú)：草坪。
[實析]  这是欧阳修吟咏高愁的名篇佳作，也是欧词具有深婉风格的一首代表作。
    词的脉络，上阕写征人离去．下阕写思妇的愁情．交汇了游于与思妇两条情感线索。
写游子侧重外在景物随行程引起的变化，及由此而起的内心波动。
候馆，溪桥，草原，走出市区、走出郊区、走进旷野，路越走越远，愁．越来越长。
空间距离的延伸，意味着时间的流动与征人远去的节奏。
随时空的拓展，征人内心的高愁逐渐递增。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古典诗词中，以水喻愁的例子很多。
李白有“一水牵愁万里长”、秦观有“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
”刘禹锡有“水流无限似侬愁”。
“春水”意柬用来形容“离愁”。
一者，春水始发绵远流长的属性，呼应征人更行更远的节奏；另外，春水隐含的盎然生机。
作为“剪不断理还乱”的高愁之喻，意义上也贴切。
高愁绵绵不绝、恰如春水迢迢不断，情意深沉、含蓄浑成。
    残梅、细柳、薰草、暖风，美好的春景正反衬出离绪黯淡。
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
自然景物的变化人不能无动于衷。
“草薰风暖摇征辔”蕴涵嗅觉，触觉，视觉与听觉，增强了甸子的密度。
    对思妇的表现注重情态描摹和心理刻画。
独倚危栏，柔肠寸断、粉泪双流。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八个字轻徐柔婉，读来悲切。
从内心到外形的无奈无助具体细致，传出了闺中人的心情。
写别后的相思之情言简意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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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登上高楼本只为多看情人几眼，以此来舒缓内心郁结的情思，无奈这根本行不通。
青草尽处，青山遮掩，征人早已跨马离去，消失在无际的草原青山之外，无可望见。
空间相距遥远，却在想象中更进一层，由思妇楼头幻出山外行人，远而近、近而远，把男女主人公连
接起来。
马上离情闺中愁，感情真挚恳切。
目中之景与意中之景两相融合，意象的巧妙运用使词的情韵更加悠长，卓人月《词统》认为此二句“
不厌百回读”，是善于造境的典范。
    玉楼春    欧阳修    尊前拟把归期说，未语春容先惨咽，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切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赏析】    多少次吟咏“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都会从内心产生喟叹。
人总被各种各样的情感折磨，内心不得平静安和。
而在这千万种情感中，离情最苦。
“悲莫悲兮生别离”(《九歌．大司命》)，江淹说：“黯然消魂者，唯别而已矣”离别，不仅意味着
情感的痛苦煎熬，还意味着生命时光的流逝。
面对欢乐的尊前场合，美丽的春容形象，陈说的却是别情离绪。
动容伤心，其中多少婉转的深情不足为外人道。
“相见时难别亦难”等到再次相见，各自已走过多少路程。
清风朗月关乎人的性灵，而珍贵的亲情、友情、爱情却关乎人的心灵，谁能欺骗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
。
源自内心一往情深的天性，并无关外在世界的风月变幻。
离别在即，一曲悲歌已教人柔肠寸断，再一遍遍翻新重唱，人何以堪?    情感至此，离别无常的悲慨陷
入极深，似乎无可挽回，续来的词境却突然上扬，“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突然加入议论，化悲苦为喜乐，展示出面对悲愁的现世，退而寻求心灵平静安乐的人生价值取向。
这是欧词风格中的最大特色，也是欧阳修性格中的最大特色。
由于永叔对悲愁的现世有份赏玩的意兴，保持适当的距离，他常能入乎情内又出乎情外。
充分显示出“豪宕”的逸性，这与永叔豪荡的人生情怀是一致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云：“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所以尤高。
”正中肯綮。
北宋初年的一些名臣，如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除德业文章外，都喜欢填些温柔旖旎的小词，其
中往往能见出他某些心性品格甚至学养襟抱。
就欧阳修而言，他的词境既对美好的事物有着深情的赏爱，又对人世的苦难无常有着沉痛的悲慨，极
端相反的情绪两相摩荡，就成了既豪宕又沉着的独特风格。
    采桑子    欧阳修    群芳过后西湖好，狼藉残红。
飞絮蒙蒙，垂柳阑干尽日风。
    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
垂下帘栊，双燕归来细雨中。
   【赏析】    欧阳修曾为颍州太守，常游西湖。
晚年退居颍州，作《采桑子》十首，每首都以“西湖好”为起，一首一景，绝无重复，这里选的是第
四首，表现西湖暮春的清幽宁静和作者异常幽微的心态。
吟咏暮春残景的词作容易情辞哀婉，甚至沉溺于伤感，这首词虽也隐隐露出点惜春情绪，但基调却是
明朗恬淡的，全词属词精雅，意象空灵，是小令的典范。
    与百花争艳、蝶乱蜂喧的热闹春日景象相比，群芳过尽的春末尤显清幽宁静，在常人眼里，残红狼
藉当然会非常惋惜，但作者却异乎寻常地抱着赞赏的态度，“好”是全词的纲领。
上片写的是湖上的实景，乱红零落满地，扬花漫空飞舞，使人感觉春事已了，栏杆旁边翠柳柔条轻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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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微风中的垂柳在悄然无人声中整日飘动，眼前的自然界没有丝毫人的干扰，更加优美充满意兴。
下片回想过去湖上游乐的盛况，道出作者复杂微妙的心境，突然从繁华喧闹中清醒过来，既觉得有些
空虚，又有获得宁静的畅适。
最末两句着意写燕子的活动，反衬出室内一片清寂的气氛，从室外景色的空虚到室内气氛的静寂，体
现出词人生活中一种静观自适的情调。
    这首词是西湖组词的第四首，诸词都写作者退隐闲适中恣意游赏的怡悦之情，呈现的景物都具有令
人喜悦的性质。
但这首所欣赏的确实是落寞冷寂的暮春景色。
整组词描写时节景物为从深春到荷花开时，残红狼藉是其中的一环，如果说其他几首表现了词人作为
“闲人”对各种景物的欢然欣赏，本词却是不自觉地透露出他此时别样情绪。
当时作者以太子少师致仕卜居颖州．他生平经历过不少政治风浪，晚年又值王安石厉行新法，不能与
他争斗，于是退闲辞归，放怀世外。
这组词总体上体现了他这种无所牵系的闲适心情，但人情往往也有这样的矛盾，解除世上纷纷的烦扰
固然轻快，却也有脱去世务的空虚，本词正反映了这种微妙的心理。
尤其结尾两句是在静极的境界中加入动的形象，觉得余情袅袅，表现出对春光流连眷恋的意识，露出
微微惆怅的情绪。
    鹊踏枝    欧阳修    庭院深深深几许。
，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
玉勒雕鞍游冶处。
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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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宋词是继唐诗之后又一座壮丽丰碑，是我国古代文学艺苑中绽开的又一绚
丽的奇葩。
它同样姹紫嫣红，千姿百态，芳香四溢。
千百年来，它和唐诗一样以它丰美的艺术琼浆滋润人们的心灵，给人无尽的美感享受。
    词以宋词为颠峰，宋词是词的发展鼎盛时期、成熟时期、最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词的形
式、技巧已趋完善。
艺术水平已达高超，题材内容广阔丰满，风格流派异彩纷呈。
作者队伍极其壮大，作品数量十分可观。
从《全宋词》这一巨著就可知道，所收作者有l430多家，作品有20080多首。
这个数量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由此可见，谈词必以宋词为代表是理所当然的。
词勿庸置疑以宋词为最辉煌。
    词到宋，才鲜明地形成“婉约”、“豪放”两派。
词一向以“婉约”为宗。
北宋柳永一出，“婉约”词臻于胜境。
天才词人苏轼突起，开创“豪放”词新的一派。
从此以后就是两派主宰词坛， 各竞风流，争奇斗艳。
婉约派名家辈出，欧阳修、晏几遭、晏殊、贺铸、秦观、周邦彦、吴文英、姜夔、周密、李清照⋯⋯
一个个赫赫有名不同凡响。
他们以生花之笔创作了大量含蓄蕴藉、缠绵悱惻、婉约多情的名篇佳作，享誉词坛；豪放派也同样群
星璀璨，范仲淹、王安石、岳飞、辛弃疾、陆游、杨万里、张孝祥、刘克庄、陈亮、刘过⋯⋯也是一
个个声名显赫、至深。
以上的划分是就每个词家的主要创作倾向而刃言，但每个词人的创作绝非单纯归一。
婉约派名家如李清照也有豪放之作；豪放派名家如辛弃疾也多有婉约之词。
但不管如何划分，总归是由“婉约”与“豪放”的繁花异卉装点着宋词壮丽秀美的花园。
    这本宋词赏析集《晓风残月》，是宋词精华的集萃，精选的就是宋词“婉约”与“豪放”两派的名
家名作。
通过这个选本读者可以大体领略宋词的不凡风彩。
作为赏析集，意在努力发掘这些名作内涵的厚重精深，剖析这些名作艺术表现的精彩卓越。
但于水平，很难尽如人意。
不足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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