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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拙轩词看金词由俗入雅的发展趋向

张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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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词自产生以来$总体上是由俗入雅地发展&从北宋至南宋$词在文人士大夫的参与下逐渐完成了它的雅化&金词也

从属于这一进程$拙轩词便是明显的例证%在传播方式上由合乐之歌词转向案头之文词$在思想意境上由浅俗轻艳转向清雅

深情$在创作心态上由逸乐纵情转向言志写心&拙轩词雅俗兼综的状态正是词之由俗入雅地发展在金代词坛的体现&

关键词!王寂!金词!由俗入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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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元老$号拙轩&海陵王天

德三年进士$累官中都路转运使$拜礼部尚书&王寂

工诗善词$以文章政事称于世$是金代.国朝文派/重

要代表&其存词
&B

首$是金代大定时期存词最多

者$足以反映此一时期金代词坛的风貌&

关于拙轩词$学者多注重其作为北人词的特点$

正如况周颐所言%.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

方&66 南 人 得 江 山 之 秀$北 人 以 冰 霜 为

清&/

*

#

+卷三$

BE然少有人从词的发展流变上考察拙轩词

由俗入雅的趋向&

词本倚声而填$故最初称.曲子词/$然北宋以

后$词乐渐亡$渐渐地去音乐化发展了&与此同时$

在内容'意境等方面词也由俚俗向雅正发展&待到

苏轼一出$更是.指出向上一路/$对传统词侑觞佐欢

的功能做了改造$使词不仅缘情$更可言志&其后$

词一直沿着这一道路发展$并最终脱离音乐变为只

供阅读的案头读物&但词的雅化虽从北宋开始$却

并未在北宋完成$宋人南渡后$这一过程仍在继续&

对此$多数词史肯定这一点$但相关论述多是从南宋

词这一脉络进行观照$未免忽略了同一时期的金词&

金词上承北宋$王寂的词作为金词的一部分亦不自

外于词的发展&对此$可从传播方式'思想意境'创

作心态三个方面来考察拙轩词由俗入雅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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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可歌之词到可读之文

虽然北宋以后词乐渐亡$但至少要经历一个时

间过程&在南宋$词仍然可歌$在金也是如此&

词在金代的生成以及与音乐的联系同词这一形

式在金代的异地移植有关&金初灭宋$攻占汴京$图

书文物被掳掠一空&天辅五年"

##!#

#$金太祖下令

斜也$.若克中京$所得礼乐仪仗图书文籍$并先次津

发赴阙/

*

!

+卷二,太祖本纪-$

&$

&天会二年"

##!G

#$金再伐

宋$围汴京$刘彦宗谓宗翰'宗望曰%.萧何入关$秋毫

无犯$惟收图籍&辽太宗入汴$载路车'法服'石经以

归$皆令则也&/

*

!

+卷七十八,刘彦宗传-$

#EE"以上虽只记载了

金人灭宋后收取图书文籍的情况$但携之北归的还

有不少专业人才$其中就包括乐工'宫姬'歌妓等&

金初$吴激作,人月圆-词$传颂南北$洪迈记云%.先

公在燕山$赴北人张总侍御家集&出侍儿佐酒$中有

一人$意状摧抑可怜$叩其故$乃宣和殿小宫姬也&

坐客 翰 林 直 学 士 吴 激 赋 长 短 句 纪 之$闻 者

挥涕&/

*

&

+卷第十三$

#!%

与乐工'宫姬'歌妓等一起移植过来的还有擅词

的文人$吴激即是其中之显著者&金初文化.借朝异

代/$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参与而在金代立地生根$

得以发展&刘毓盘,词史-云%.女真立国$专尚武功$

自与宋通和$宋使被留者$以文化开其国&/

*

G

+

#!%

可知$词被移植入金是连同着音乐这种形式的$

而词与音乐结合的情况在金代中期依然被延续着&

王寂,南乡子5赠妓-引云%

大定甲辰!驰驿过通州(贤守开东阁!出乐府缥

缈人作累累驻云新声(明眸皓齿!非妖歌?舞欺儿

童者可比(怪其服色与哙等伍!或言占籍未久!不得

峻陟上游(问之!云青其姓!小字梅儿(因感其事!

拟其姓名!戏作长短句!以$明日黄花蝶也愁%

歌之(

)

B

*卷四

其情形正与金初洪迈所记吴激作,人月圆-词的

情形相似&由此可证$此时的词仍是可以被之管弦

而演唱的&此外$从王寂多首词作的题目和内容上

看也可证其不少是为配乐歌唱而作$如,点绛唇5上

太夫人寿-',好事近5赠妓-',酒泉子5夫人生朝-'

,感皇恩5赠妓-',望月婆罗门5怀古-',水调歌头

5上南京留守-&

清人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卷一八云%.,钦定

词谱-成$共八百二十六调$计二千三百六体&较之

万律$增体一倍有奇&然校定为谱者$仅居其半$余

皆列以备体而已&乃采取犹有未及&如李光,庄简

集-之,琼台-66王寂,拙轩集-之,红袖扶-

66/

*

$

+

#$"&

,拙轩集-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于王寂,红

袖扶5酌酒-词下注云%.案$此调词律不收$盖寂自

度曲&/

*

E

+卷四可见王寂是通音律的$则其词当有为协

音演唱而创作者$由此自不能不注意词之为乐词的

特点&

但拙轩词也有很多非专为赏音'听歌而作的$如

,人月圆5再过真定$赠蔡特夫-%

锦标彩
!

追行乐!管领镇阳春(而今重到!莺花

应笑!老眼黄尘(凭君问舍雕丘侧!准拟乞闲身(北

潭涨雨!西楼横月!藜杖纶巾(

)

B

*卷四

这首词表达了自己意欲归隐而又不得的惆怅心

绪&显然它主要是让友人赏其文$知其心志&以此

相赠也不大可能是由歌女在酒宴上当场演唱$应是

写出来交与对方的&即便不排除配乐歌唱的可能$

至少也是更注重文词中所含志意的&再如,水调歌

头5木芙蓉-并引%.戊申季秋月十有九日$赏芙蓉于

汝南佑德观&酒酣$为赋0明月几时有)$盖暮年游宦

之情不能已也&/

*

B

+卷四从内容上看$显然也是更偏重

于文词而非乐词的一面$完全可以作为案头作品来

欣赏而忽略其音乐性&

词在传播方式上由酒宴上的可歌之词转向案头

上的可读之文的情形在北宋即已开始$到南宋这一

趋势更为加剧$显示出文学对音乐的消融&比如$南

宋时词虽然可歌$但词乐已弱化$以致张炎在,词源-

中无奈地说%.信乎协音之不易也/

*

D

+

G#

'.可歌可诵

者$指不多屈/&

*

D

+

&D姜夔是南宋少有的精通音律的

词人$却也在,角招-词序中说%.予每自度曲$吟洞

箫$商卿辄歌而和之$极有山林飘渺之思&予今离

忧$商卿一行作吏$殆无复此乐矣&/

*

%

+

##$可见$南宋

时不可歌之词已多于可歌之词了&由此导致的结果

是$由重视词之音乐韵律转为重视词之文字格律$但

这一情况反而加重了词乐分离的趋向&

由拙轩词的情况可知$金词在词乐分离'表现方

式上由可歌之词转向可读之文的趋势与南宋是一致

的$显示了词在整体文化进程中文学性对音乐性的

消融$表明金词在文学雅化的道路上仍然沿着北宋

所开辟的方向继续前进&

二"从浅俗香艳到清雅深情

拙轩词有一部分专写艳情$内容多写以悦妓为

主的男欢女爱及由此衍生的恋情$不少场景设定在

冶游'艳遇'歌席酒宴等方面$思想意境近于花间$兼

有柳词的俗艳$写法上常对女性容貌'仪态'服饰及

室内陈设等做精心描绘&如,感皇恩5赠妓-%

宝髻绾双螺!蹙金罗抹!红袖珍珠臂鞲匝(十三

弦上!小小剥葱银甲(阳关三叠遍!花十八(雁行历

历!莺声恰恰!洗尽歌腔旧讴哑(坐中狂客!不觉琉

璃杯滑(缠头莫惜与!金钗插(

)

B

*卷四

先从女子妆容写起$从头上的发式到所穿的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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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再到身体局部$都写得很细致&.蹙金罗
+

/'.臂

鞲匝/等字眼表明$所写的是一位年在妙龄的少数民

族少女&过片则转向行为和场面描写&.雁行历历$

莺声恰恰/$写出了欢娱的场景&最后从侧面落笔$

写观赏者的醉意和狂态&整首词描绘出一副士大夫

宴饮声色图&再如,鹧鸪天-%

千顷玻璃锦绣堆!弄妆人对影徘徊(香薰木麝

芳姿瘦!酒晕朝霞笑脸开(娇倚扇!醉翻杯!莫随云

雨下 阳 台(平 生 老 子 风 流 惯!消 得 冰 魂 入

梦来(

)

B

*卷四

上片写妓女风姿$.酒晕朝霞笑脸开/$极显香艳

之态$反衬出酒席宴上男女恣情欢笑之状&下片.娇

倚扇$醉翻杯/$节奏一变$动感全出&.娇倚扇/$写

舞动的女子$.醉翻杯/$写饮酒的看客$用两个短促

的三言句$由一个场景迅速跳转至另一个场景$给人

以很强的现场感&

这类 作 品 充 分 体 现 出 王 寂 用 笔 之 .

露/

*

#"

+.寂诗境清刻露$有戛戛独造之风&/

$即善于状写物态$刻画

生动$曲尽其妙&且不仅用笔.露/$更有大胆露骨

的描写$如,大江东去5美人-%

破瓜年纪!黛螺垂双髻!珍珠罗抹(娅姹吴音娇

滴滴!风里啼莺声怯(飞燕精神!惊鸿标致!初按梁

州彻(舞裙微褪!汗香融透春雪(少陵词客!多情当

年!曾烂赏湖州风月(自恨寻春来已暮!子满芳枝空

结(湘佩轻抛!韩香偷许!空想凌波袜(章台杨柳!

可堪容易攀折(

)

B

*卷四

这类作品思想意境颇有浅俗轻艳色彩$多写男

性对女性的情欲$并带有赏玩意味$从题目.赠妓/'

.美人/等也不难感受到这一点&由于所写女性多是

男性的情欲对象$在男性赏玩的眼光中出场$所以她

们所展现的更多的是以男性为本位'体现男性观感

的.性/的意味$而不见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探索$更不

见另一方男性的更多情感活动&两性间的交流多是

.章台杨柳$可堪容易攀折/'.缠头莫惜与$金钗插/$

类似于妓院买春'北里冶游$而且明显带有自上而下

的施与姿态&这类浅俗香艳的词作无疑是金代中期

特定条件下士大夫宴游享乐文化与妓女冶游文化融

合的产物&

但同样是写女性$拙轩词也不乏清雅之作$格调

与上面几首颇有不同&如,点绛唇5闺思-%

疏雨池塘!一番雨过香成阵(海榴红褪!燕语低

相问(冰簟纱橱!玉骨凉生润(沉烟喷!日长人困!

枕破斜红晕(

)

B

*卷四

词中$作为赏玩者的男性的目光隐退了$代之以

客观的对闺中女子情思的观照&情欲的成分没有

了$只有对女性生活场景的展示和情感涟漪的捕捉&

写法上也有所不同&以自然之景开篇$明丽清雅$活

泼而有生趣&过片转入闺阁$写室内陈设$显出幽静

闲适的意味&两种环境形成对比$一动一静&最后$

女主人公出场$一副慵懒的意态$表现出闺阁中人面

对春天美景百无聊赖的心绪&全词虽然没有较深的

内涵$但用笔洗练$意境清雅$与前面那些作品有很

大不同&再如,菩萨蛮5春闺-%

回纹锦子"字#殷勤织!归鸿点破晴空碧(上尽

最高楼!栏干曲曲愁(黄昏犹伫立!何处砧声急(强

欲醉乌程!醒时月满庭(

)

B

*卷四

模仿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词&两词

不仅韵字相同"只最后一字两词押不同字#$意境亦

相仿&虽然仍是花间词常见的闺思题材$但哀感出

于清旷$颇有金人词.伉爽清疏/之致&.归鸿点破晴

空碧/'.醒时月满庭/句$亦俊逸洒脱&

如果说以上词作多是表现普泛化'类型化的男

女之情$下面这三首,采桑子-就因融入个人经验而

成为较具个性化的作品$且在词中融入了较深的感

情体验%

西风吹破扬州梦!歇雨收云!密约深论!罗带香

囊取次分(冷烟衰草长亭路!销黯离魂!羞对芳樽!

刚道啼痕是酒痕(

马蹄如水朝天去!冷落朝云!心事休论!蘸甲从

他酒百分(不须更听阳关彻!销尽冰魂!惆怅离樽!

衣上余香臂上痕(

十年尘土湖州梦!依旧相逢!眼约心同!空有灵

犀一点通(寻春自恨来何暮!春事成空!懊恼东风!

绿尽疏阴落尽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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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词用连章体$每一首独立描写一个场景$合

起来串联成一则曲折的爱情故事&

第一首写离别&.吹破/二字表明$这种离别是

被动的'迫不得已的$就像时序变迁'秋风吹起一样

不可逆转&.密约深论/$写两人关系的亲密和感情

的真挚&但不可逆转的分离使他们不得不黯然面对

.冷烟衰草长亭路/&第二首写离别后&.马蹄如水

朝天去/$暗示男子的离去与功名事业有关$并由此

引发理智与情感的强烈矛盾&.不须更听阳关彻/$

是说悲伤已经饱和$使人无法容受外界的一点点暗

示&这正是情到深处的体验$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

能写出&第三首写十年后再次相逢&.依旧相逢$眼

约心同/$虽然情感并未随时间而改变$但钟情的两

人只能发出.空有灵犀一点通/的叹惋&三首词贯穿

着强烈的感情因素$以致省略了对人物外貌和妆容

的描写$这也使得其与前面那些专注于写男女欲念

的艳情词有了根本区别&

值得一提的是$三首词以相同的韵字构建出三

个具有内在关联的场景$使三首词不仅具有时间上

和情感上的连续性$还具有音乐般的回旋之美$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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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唱三叹的抒情效果&第一首结句.刚道啼痕是酒

痕/$表现情人欲掩饰情感而又无法做到的凄楚$第

二首结句.衣上余香臂上痕/则对前一首词中的场景

做出呼应&两首词结尾所押的.痕/字$在声调上欲

吞还吐$似幽咽$如轻叹$与表达的感情相得益彰&

此外$三首词两次提到.梦/字$使词的意境更显迷

离$而.梦/字所含事典对感情事件做出的暗示$也给

读者留下了想象和回味的空间&总之$缠绵悱恻的

感情出于清丽典雅的语言$正是雅笔写深情的佳作&

拙轩艳情词虽然颇有吟风弄月的意味$许多作

品亦不脱浅俗轻艳色彩$但绮艳之风也吹醒了词人

心底潜藏着的关于爱情的旧梦&梦虽消逝$但仍镌

刻在一颗词心上$于是在流连光景之余$这颗词心不

自觉地苏醒$潜入作品$使那些写得有些烂熟的调笑

佐欢的作品有了较为真挚的感情内质&

三"从逸乐纵情到言志写心

拙轩艳情词多出于吟风弄月'遣兴娱宾的写作

目的$在创作心态上具有逸乐纵情的倾向&之所以

如此$是因这些词多创作于特定场合$是士大夫酒宴

间侑觞佐欢的产物$而这又与时代风潮密切相关&

李艺,金代大定'明昌时期绮艳词风回潮研究-说%

.统治阶级中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正迎合了社会上的

一种风尚&经过了几十年战乱$人们愈益感觉到了

生命的珍贵$生活的难得$再加之最高统治者这样的

提倡与喜爱$于是乎在北宋之世风行百年不衰的绮

艳词风又重新席卷而来$风靡于世$文人词客们制作

出了相当数量的这一类词作$写女性女音的绮艳婉

媚之词是相当常见的&66大定明昌之际的词人群

中$像赵可'王寂'李晏'刘仲尹'刘迎'党怀英'王庭

筠等人$其中相当多的词人写有绮艳之作&/

*

##

+

但金词同时还深受北宋士大夫词的影响$尤其

是苏轼词的影响&金人大多崇苏$文学深得苏轼沾

溉$翁方纲更是有.苏学盛于北/之说%.当日程学盛

于南$苏学盛于北$如蔡松年'赵秉文之属$盖皆苏氏

之支流余裔&遗山崛起党赵之后$器识超拔$始不尽

为苏氏余波$沾沾一得$是以开启百年后文士

之脉&/

*

#!

+

ED

金词受苏轼之影响不容忽视&金初$领导词坛

的是吴激和蔡松年$合称.吴蔡/$开金代百年词运&

蔡松年词学习苏轼$后人评曰%.疏快平博$雅近东

坡&/

*

#&

+

G%$#在蔡松年的影响下$更由于苏词所具有的

独特艺术魅力$苏轼词风终金一代始终占据主流&

正是苏词使金人领悟到词的功能并非仅在于侑觞佐

欢'遣兴娱宾$还有言志抒怀的向上一路&以王寂为

例$在其艳情词之外$更有抒写自身怀抱之作$两者

数量不相上下&而且有些艳情词还融入了较深的身

世之感和志意的表达$不能完全以艳情词来看待&

如,红袖扶5酌酒-%

风拂冰檐!镇犀动翠帘珠箔(秘壶暖宫黄破萼!

宝薰闲却!玻璃瓮头漉(雪擘新橙!秀色浮杯勺(双

蛾小!骊珠一串!梁尘惊落(俗事何时了!便可束置

之高阁(笑半纸功名!何物被人拘缚!青春等闲背

我(趁良时!莫惜追行乐(玉山倒!从教唤起!红袖

扶著(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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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片写酒席宴上歌欢舞热的场景$不仅欢畅$兼

有精致&然过片却由写景转向抒怀$引出词人内心

世界$抒发其.半纸功名/'.被人拘缚/'.青春等闲背

我/的惆怅之感&最后又把这种感触融入.趁良时$

莫惜追行乐&玉山倒/的颓放之中&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手法虽然引起后世争

议$但无疑为词的发展指出向上一路$不仅扭转了柳

永造成的词的由雅向俗的回流$更重要的是打破了

词为艳科的自限$变小词为大词$将词由缘情向言志

发展$从风月情怀中走出来$表现文人士大夫的超怀

逸气&所以$在词坛绮艳之风吹拂的同时$金人并没

有沉溺于风月之中不能自拔$而是仍然有着清醒的

士大夫意识$故而言志抒怀之词不在少数&

正如北宋士大夫词与当时的政治及党争有密切

联系$金词也不例外$与士人的政治处境密切相关&

以王寂为例$其词中便经常表现出对于仕宦的内在

焦虑和冲突$此即因其所秉承的是一种士大夫人格&

所以王寂对于刻骨铭心的爱情虽不免.销尽冰魂$惆

怅离樽/$但作为士大夫的他仍然要.马蹄如水朝天

去/$.罗带香囊取次分/&

王寂前期仕途较为平顺$后期因处理卫州水灾

不力而被贬为蔡州防御使$这使他深受打击$由此将

精神转向隐逸以寻求安慰&如,蓦山溪5退食感

怀-%

山城块坐!空吊朋侪影(挝鼓放衙休!悄无人日

长门静(折腰五斗!所得不偿劳(松暗老!菊都荒!

谁为开三径(及瓜不代!归计浑无定(羁客奈愁何!

尽消除诗魔酒圣(儿童蛮语!生怕闰黄杨(争左角!

梦南柯!万事从今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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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词意可知这首词作于被贬蔡州时&作者被贬

在荒城僻地为官$忙完一天公事后产生了很深的寂寞

感$这种寂寞感还伴随着羁宦之情$所谓.归计浑无

定/'.羁客奈愁何/&而因羁宦之情产生的隐逸之思$

更使词意苦涩起来&.折腰五斗$所得不偿劳/$表达

了对仕宦的否定!.松暗老$菊都荒$谁为开三径/$是

对隐逸的肯定&结尾进一步将仕宦的意义虚无化%

.争左角$梦南柯$万事从今省&/再如,鹧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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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刘方园%从元杂剧,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看元代社会

合理的继承人$轻易就将引孙的继承人资格排挤掉

了$小梅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别人的手中$甚至是外姓

的女婿也可以决定她的去留$她在刘家是没有人身

自由的$即使女婿张郎不算计她$还有婆婆李氏$刘

从善早已向婆婆李氏交代过$只要小梅生下儿子$要

典要卖$到时候全凭婆婆处置$小梅在刘家的价值就

是肚里的孩子$这也是古代妻妾并存家庭中妾的依

靠$因为生下孩子$而在夫家有一席之地$假若无子$

地位连奴仆都不如&

元代赘婿婚盛行$并且赘婿形式多样$这在,老

生儿-中可以明显看到&张郎入赘刘从善家已经十

年$常住刘家$甚至连怀孕的小梅姨姨和同宗的侄儿

都被他赶出刘家$并且还一度执掌刘家的家私$其精

明'狠毒可见一斑$他早已算好了刘从善寸男尺女皆

无$入赘刘家图的就是刘从善的家产$并将己姓改作

刘姓$自称.刘张员外/$因此$张郎所代表的是元代

抱财女婿与养老女婿两种类型$此外$元代还有出舍

女婿'归宗女婿等类型$出舍女婿即男女双方约定年

限已满或其他原因$婿带妻室$另立家户$与妻家析

居营生者$归宗女婿即期限满后或妻亡后回父家&

*

E

+

这皆反映了元代婚姻习俗的多样化&元代将赘婿称

作.补代/$即养老送终$补其世代的意思$剧中刘从

善说道%.我在这城中住六十年$做富汉三十载&无

倒断则是营生的计策$今日个眼睁睁都与了补代$那

里也是我的运拙时乖&/刘从善不甘心将家产交给女

婿$并对其常怀戒心$可见$元代赘婿的地位并不高$

大多受人轻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道%.凡一代有一代

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

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

也&/元杂剧作为元曲的一种$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

文学艺术上的饕餮盛宴$更是反映元代社会生活的

高感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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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写秋天的萧瑟$象征词人内心的寒意&雁

南归喻示自然界的生命正依循自然规律在返回家

园$而人却受困于现实不能回家&过片直抒胸臆$表

达对归隐生活的向往$但现实却让人十分无奈$是

.荒却溪南旧钓矶/&

这类言志写心的作品在创作心态上其实与言志

之诗没有什么不同$它反映出词渐与诗合$进一步在

文人士大夫手中雅化的趋向$它与北宋以来词的发

展进程是一致的&正如龚鹏程先生所说%.词从北宋

中期开始的诗化历程$虽因本色论之提出$欲独立为

另一家$但实际上是更彻底的诗化$完全转化为表达

文士心志之文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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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拙轩词既有俗词$也有雅词$呈现雅俗兼

综的状态$但毕竟雅词占据多数&金代词学是对北

宋词学的继承$虽然承中有变$但大体沿着北宋以来

所开辟的方向继续发展$至少在由俗入雅的方向上

如此$拙轩词正体现了这方面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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