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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与曲的分与合
!

111以明清之际词坛与)牡丹亭*的关系为例

张宏生

摘
!

要!王士?在其)花草蒙拾*中#引)牡丹亭*语#以说明词曲之辨$但是#从词与曲的关

系来看#词固然影响了曲#而当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对词产生影响$明清之际词坛不

少人喜用联章词写士女之情#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明代传奇的影响$在语言上#词曲之间

也有互动#)牡丹亭*中的相关语句#就在明清之际词人的笔下大量出现$王士?本人在对

)倚声初集*中所选录的作品进行评价时#也非常称赞词与)牡丹亭*所发生的种种联系$这

说明#王士?和他的同时代人#虽然具有辨体的迫切性#但长期的惯性和操作标准的不确定

性#也就使得这个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而提醒我们要进入文学史的过程中来进行讨论$

关键词!词%曲%辨体%明清之际%牡丹亭

词和曲的区别#在从事辨体的理论家那里#一般没有什么异议$基本上的看法是#曲

中可以出现词语#而词中不应该出现曲语$不过#理论和实践并不一定总是完全合拍的#

二者之间往往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需要进行具体辨析$本文拟从明清之际词坛与)牡丹

亭*的关系稍微涉及一下这个问题$

在展开论述之前#先要对+曲,的概念作一界定$总的来说#曲可以是非常单纯的内

涵#仅指散曲%也可以是比较广泛的内涵#指各种戏曲#在明代尤以传奇为代表$清人在批

评明词时的两段论述差不多涵盖了这个概念!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云!+盖明词无专

门名家#一二才人如杨用修"王元美"汤义仍辈#皆以传奇手为之#宜乎词之不振也$其患

在好尽#而字面往往混入曲子$,

!又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九云!+明自刘诚意"高季迪

数君而后#师传既失#鄙风斯煽#误以编曲为填词$,

"下面我们就循着这一思路进行探讨$

一"王士?的词曲之辨说

王士?是清初文坛的一个影响力极大的人物#在不少方面都具有开创风气的意义$他

在)花草蒙拾*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引起后人很大的兴趣$其文云!+或问诗词"词曲分

界#予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0#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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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院0#定非)草堂*词也$,

!这一段话#前半部分谈诗词之别#后半部分谈词曲之别"

$前半部分不是本文

讨论的课题#姑不论%下面仅看其后半部分$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二句出自汤显祖的)牡丹亭*第十出)惊梦*$杜丽娘来到花园

中#看到美丽的景色#想起自己的青春#乃有如下一段)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

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4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

韶光贱$遍青山啼红了杜鹃#荼
5

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的先$闲凝眄#生生燕语鸣如剪#

呖呖莺声溜的圆$,

#

)皂罗袍*是曲牌名称#显然#王士?提出这两句#乃是用以指称曲$至于+)草堂*

词,#则是指)草堂诗余*$)草堂诗余*一书#系由南宋何士信所编#至明代有多次改编#是明代最通行的

词选本#对此#明末毛晋曾有描述!+宋元间词林选本几屈百指#惟)草堂诗余*一编飞驰$几百年来#凡歌

栏酒榭丝而竹之者#无不拊髀雀跃$及至寒窗腐儒#挑灯闲看#亦未尝欠伸鱼睨--$,

$清初高佑
6

作

)湖海楼词集序*#批评明词时也说!+明词佳者不数家#余悉踵)草堂*之习#鄙俚亵狎#风雅荡然矣$,

%因

此#王士?提到+)草堂*词,#鉴于其在明代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指的词这种文体$

如上所述#清人在讨论词曲之辨时#有时也用+传奇,的概念$传奇和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唱南

曲为主"发展于明代的传奇#是一种长篇戏曲形式#其中有说有唱#而唱的部分即多为曲$从表演形式

看#也可以说曲是传奇的主体$另外#+传奇,又有一种内容的规定性#往往与爱情有关$明代不少传奇

都有这样的特点#而倘若以这样的特点作进一步的观察#则一切以曲为基本主干的戏曲形式#都可以广

义地纳入这个范围$王士?专门挑出)牡丹亭*中与相思爱情有关的这一联#以之说明词曲之别的问题#

放在他所处的特定背景中#并不是偶然的$

二"词与传奇在内容上的沟通

明代是戏曲高度发展的时代#虽然以)牡丹亭*的出现为最高峰#但创作于元代的)西厢记*也有重大的

社会影响$对这两篇作品#论者或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

#或说+)牡丹亭梦*一出#家传

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

#可能有讨论优劣"品第高下的意思$但是#基本上#人们总是将这两部作品放在

一起比较#也已经说明了#它们实际上有着不相上下的影响力$)红楼梦*中对林黛玉青春启蒙的#正是这

两部作品$书中第
!-

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写到#林黛玉接过宝玉递过来的)西厢

记*#+从头看去#越看越爱,#+虽看完了#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经过梨香院时#墙内正在排演)牡丹

亭*#其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诸句#让她心潮激荡#泪流不止(

$

)红楼梦*的作者生活年代稍后#但他所描写的情形#却应该是晚明以来现实生活的某种反映$

文学中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这种关系有时明显#有时隐晦#需要放在

文学史发展的过程中才能看清楚$比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一词#其中所表现的小姐和

婢女之间的关系#就可能对后来明代传奇如)牡丹亭*有一定的影响$

* 这个问题也可以倒过来看#当传

奇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对其他文体如词产生影响$

明清之际的龚鼎孳有词集)白门柳*#记载他和顾媚的一段情缘#其中有对龚鼎孳初上眉楼的记载#

有对二人分别后相思之情的刻画#有对彼此在艰苦岁月中相濡以沫的表现$余怀)板桥杂记*曾说龚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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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士?所论是关于词曲之别#应该没有什么异议#但是什么样的内涵#还有不同的理解$本文作为会议论文提交
!**#

年
""

月
"-

日在潮州举行的第四届中国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孙克强教授曾有所商榷$通过进一步思考#我认为#总的来说#王士?还是肯
定)草堂诗余*的#而且#他的这一句话#也正是出自)花草蒙拾*$他和邹祗谟合编的)倚声初集*#所提出的宗旨#就是+以续)花间*"

)草堂*之后,&)倚声初集*王士?序($至于对)草堂诗余*之俗的批评#主要应该是后来才展开的$所以#王士?的意思#恐怕还是以

)草堂诗余*代指词#尤其是宋词$特记于此#并向克强兄致谢$

汤显祖!)牡丹亭*#载)中国古典四大名剧*#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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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词与曲的分与合

孳+有)白门柳*传奇行于世,#由于目前我们尚未发现龚鼎孳有题为)白门柳*的戏曲行世#因此#大致可

以判断#余怀所指#就是这一卷词$词在其发展之初#即有写故事的功能#以联章来加以结构#更是发挥

了这方面的作用$南中胜流与旧院名妓之间的交往#以至谈婚论嫁#两情相契#当然都是传奇的好素材#

明清之际这样的事情还有不少#如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襄与董小宛等#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兴趣$龚

鼎孳用联章词来表达他和顾媚的一段感情#也就是写下了他本人的传奇!

$

在明清之际#将词与传奇结合在一起#已经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云间三子,之一的李雯有)题西

厢图二十则*词#分别是)蝶恋花'初见*")一剪梅'红问斋期*")生查子'生叩红*")临江仙'酬和*"

)定风波'佛会*")清平乐'惠明赓书*")踏莎行'请宴*")河满子'听琴*")苏幕遮'探病*")解佩令'

寄诗*")青玉案'得信*")唐多令'越墙*")眼儿媚'幽会*")误佳期'红辩*")风入松'离别*")惜分飞

'惊梦*")柳梢青'金泥*")虞美人'寄愁*")丑奴儿令'郑恒求匹*")阮郎归'书锦*#将)西厢记*的整

个剧情贯穿其中#为之题咏$显然#在李雯看来#用词的联章方式#也一样能表现出张生和莺莺的这一段

传奇故事$试比较龚鼎孳)白门柳*一集#该集共有
0#

首词#今将叙事性较强的若干首按时间顺序编次#

亦得
!*

首#如下&词题中关于用韵的说明从略(!)东风第一枝'楼晤*")蓦山溪'送别出关已复同返*"

)惜奴娇'离情*")十二时'浦口寄忆*")浪淘沙'长安七夕*")眼儿媚'邸怀*")兰陵王'冬仲奉使出

都#南辕已至沧州#道梗复返*")祝英台近'闻暂寓清江浦*")风中柳'复闻渡江泊京口*")贺新郎'得

京口北发信*")玉女摇仙'中秋至都门#距南鸿初来适周岁矣#用柳耆卿佳人韵志喜*")念奴娇'花下

小饮#时方上书有所论列#八月二十五日也*")菩萨蛮'初冬以言事系狱#对月寄怀*")临江仙'除夕狱

中寄忆*")玉烛新'上元狱中寄忆*")万年欢'春初系释*")绮罗香'同起自井中赋记*")石州慢'感

春*")小重山'重至金陵*")西江月'春日湖上#用秋岳韵*$二者的结构方式很相似#都写出了一个完

整的过程#可见#在明清之际#这种方式#似有共识"

$

王士?对龚鼎孳和李雯都不陌生#可以想见#他对二人的这一类创作#也是了然于心的$在)倚声初

集*中#他和邹祗谟虽然没有选入龚的)白门柳*和李的)题西厢图*#但却选入了邹祗谟本人的)惜分飞*

!*

首$邹祗谟的)惜分飞*共
,*

余首#其中也暗含着一段情事#对此#陈维崧曾经有一段记载!+虞山吴

永汝&字小法(母#故某尚书姬也$七岁善琴筝#十岁染翰乐府诗歌#一见即能诠识#有霍王小女之目$其

母携之毗陵#十二而字余友邹大#后为雀角所阻$--邹大有)惜分飞*四十四阕#并制序悼之$,

#所谓

+雀角,#语出)诗'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

$比喻诉讼之

事$邹祗谟的这
,*

余首词#除了选入)倚声初集*的
!*

首外#不见于其现存作品中#或已失传$邹祗谟

对他的这些词有一个总序#略谓!+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雅质$霍王小女#母号

净持$卫氏少儿#父名郑季$清风细雨#无不讶为针神%绮月流云#咸共钦其墨妙$目成紫姑乩畔#娇小

未谙%眉语朱鸟窗前#慧痴时半$画堂邂逅#礼犹待以家人%绮阁笑觔#心直矜为乡里$乐府拟合欢之曲#

妆台鲜累德之辞$心既悦君#身请为妾#珠楼所以设馆#江汜于焉待年$--,

%王士?对)倚声初集*中

选入的
!*

首有总评!+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村)惜分飞*四十余阕#无不缠

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巧#正使续玉台于新咏#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

&尽管不是全部#

邹祗谟的这些选入)倚声初集*的词仍然可以勾勒出一段+名士悦倾城,的故事$如第
!

首写二人初恋时

的情态!+一点心相许#子姑乩畔偷眉语$,第六首写闺房情事!+竹叶同倾飞鹊盏#低觑玉儿青眼$细辫为

侬绾#剩将寸发调伊懒$,第
"+

首写离别时以誓明志!+分手柴扉陈数愿#一愿郎心不变$二愿娘身健#今

生为妾图方便$

!

三愿双环常裹绢#四愿重投凤钏$五愿频相见#香车再到回心院$,第
"/

首写情事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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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张宏生"冯乾!)白门柳!龚顾情缘与明清之际的词风演进*#载)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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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雯词作与传奇的相通#承刘勇刚教授见告#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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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毕竟书生真薄命#还是佳人薄癰$待把山盟订#海棠单受梅花聘$,

!从以上这些材料看#邹祗谟所

写的这些词#就是+名士,和+佳人,的一段关系#与龚鼎孳的作品也是同一思路$

如此看来#王士?对明清之际以传奇之笔写词的风气是熟悉的#他本人也对邹祗谟的类似作品作出

了好评#所以#他也应该承认两种文体在题材"内容上沟通的合理性$

三"词与曲语言互借的可能性

或者说#王士?所提到的词曲之辨更有可能是与语言有关$事实上#当人们谈到词曲之别时#语言

确实是经常被关注的一个问题$一般认为#词的语言雅一些#而曲的语言则相对平俗$这个判断#放在

文学史上#也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周延性#也还有待于检验$

欧阳修有一首)浣溪沙*#云!+湖上朱桥响画轮$溶溶春水浸春云$碧琉璃滑净无尘$

!

当路游丝

萦醉客#隔花啼鸟唤行人$日斜归去奈何春$,

"对于这篇作品#论者均给予较高评价#特别是末句#往往

被专门提出来$如潘游龙云!+/隔花0句丽#/奈何0字#春色无边$,

#黄苏云!+/奈何春0三字#从/萦0字"

/唤0字生来#/萦0字"/唤0字下得有情#而/奈何0字自然脱口而出#不拘是比是赋#读之??情长$+

$而

晚明的徐士俊更是看出了这一句对)牡丹亭*的影响#云!+&/日斜0句(汤若士/良辰美景奈何天0本

此$,

%徐士俊可能只是不经意的一个评价#但其中表现出的信息颇堪玩味#它显示出#虽然词坛上辨体

的声音越来越大#可在实际操作上#词曲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标准#也说明#既然汤显祖的这个

句子可以从前代的词发展而来#则它影响到后代的词#也并非没有可能$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二语本出自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四者难并$,以此意运典者#如周世荣)永遇乐'西湖燕集*!+贤主佳宾#良辰美景#乐事心同赏$,&

-@

"#".

(

&龚士稚)减字木兰花'元宵踏灯有赠*!+赏心乐事$美景良辰难具四$,&

0@!#0+

(张潮)贺新郎

'和稼轩*!+听说当年繁华处#占尽赏心乐事$,&

"0@//-#

(都能看出明显的传承关系#

不过#相较从谢氏而来的用法#下面的一些句子在意义上就有一定的变化!

陆求可)凤凰阁"别怨*!+总有良辰美景#难慰饥渴$&

-@",*0

(

龚静照)望湘人"午日病中怀亲*!+说甚良辰美景#怅愁天恨海#女娲未补$,&

,@!-0,

(

董汉策)雨中花慢"乙未冬日#将为京儿谋媾姻#与内子话次有感*!+竹马绣雦累累#良辰

美景悠悠$,&

+@-+-!

(

宫昌宗)摸鱼儿"中秋*!+月有团圆有缺#良辰美景难驻$,&

""@+,+#

(

周斯盛)金菊对芙蓉"八月廿五日再至扬州#读冒青若中秋红桥泛舟词和韵*!+良辰美景

须臾换#算只有"垂柳飘烟$,&

"!@+#+*

(

钱陆靖)百字令"怀云山弟*!+频年作客#遇良辰美景"倍添愁戚$,&

"+@#-#/

(

宫鸿历)金菊对芙蓉"忆别*!+良辰美景#九回肠断#一寸心灰$,&

".@#/!*

(

张令仪)意难忘"纳凉有感*!+纵再对"良辰美景#益断愁肠$,&

!*@"",,"

(

上引诸句#基本思路都是表示面对+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所引起的感情遗憾#甚至是伤感#考虑到

这些作品的写作年代都是明清之际#以)牡丹亭*在当时的影响力来看#不能说没有关系$当然#王士?

进行词曲之辨时#所举的例子都是七字句#而上述诸篇长短不一#可能效果有所不同#不过仍然无法排除

其间的相似性$况且#)摸鱼儿'久病有感*中的+良辰美景须臾换,一句#正是七字#也不见得放在词中

就不妥$还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当时的词人确实是效法)牡丹亭*的#如下面这首词!

蒲松龄)昼锦堂"秋兴*

'

,0

'

!

"

#

$

%

&

)倚声初集*卷七$

唐圭璋!)全宋词*#中华书局
"#+0

年#第
",-

页$

潘游龙!)精选古今诗余醉*卷三#辽宁教育出版社
!**-

年#第
"*+

页$

黄
!

苏!)蓼园词选*#载尹志腾!)清人选评词集三种*#齐鲁书社
"#//

年#第
"!

页$

卓人月等!)古今词统*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
!***

年#第
"!!

页$

按#本文凡引)全清词'顺康卷*&中华书局
!**!

年(#皆用句末注#前面的数字是册数#后面的数字是页数$



张宏生!词与曲的分与合

红点苔蹊#翠铺松径#晴和绝胜春前$时向平原一望#万树含烟$带露依床花似醉#随风拂

地柳如眠$梁间燕#君家何所#年年暂寄修椽$

!

堪怜$今日否#甚时泰#天公未有回笺$华发

全无公道#偏上愁颠$月白风清如此夜#良辰美景奈何天$无人处#只对蟾蜍清影#尽意缠绵$

&

,@.#/+

(

下片构成对仗的两句#前一句隐括苏轼)后赤壁赋*!+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

何4,

!后一句则全用)牡丹亭*成句$这一方面说明)牡丹亭*在当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

词人借鉴曲中成句#并无心理障碍$

除了对这两句有特别的爱好之外#明清之际的词人对)牡丹亭*的其他精彩的句子#也往往有明显的

借鉴$民国年间李勖注纳兰性德词#就特别关注纳兰词与戏曲的关系#他的注释中涉及的戏曲范围要广

泛得多#但)牡丹亭*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如下面这两个例子!

例
"

!纳兰性德)忆江南*!+江南好#唱得虎头词$一片冷香唯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标

格早梅知$,

李勖)饮水词笺*!孔尚任)牡丹亭*!+十分清瘦怯秋寒$,

"

按#纳兰在词中已经说明#+一片,二句是+)弹指词*中句,#)弹指词*的作者是顾贞观#顾氏

的)浣溪沙"咏梅*这样写道!+物外幽情世外姿#冻云深护最高枝#小楼风月独醒时$

!

一片冷

香惟有梦#十分清瘦更无诗#待他移影说相思$,

#但是#正如晏殊著名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

一杯(中有些句子#虽然借鉴前人#由于已经构成全篇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可以认为是自

作一样$

#纳兰此联也应该如此看待$不过#李勖的注释也有问题#因为)牡丹亭*的作者并不

是孔尚任#这可能是他的笔误$)牡丹亭*原文见第
!*

出)闹殇*!+枕函敲破漏声残#似醉如呆

死不难$一段暗香迷夜雨#十分清瘦怯秋寒$,

%当然#若仅就字面来看#渊源应不止于)牡丹

亭*#如北宋惠洪就曾写)上元宿百丈*一诗#中有+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

&二句$

南宋
$

文英)朝中措"题兰定道女扇*也有+病起十分清瘦#梦阑一寸春情,

'句#可是若是考虑

到前一句+一段暗香迷夜雨,和+一片冷香唯有梦,的关系#则认为纳兰词&或说顾贞观词(出自

)牡丹亭*#也还是更为恰当的$

例
!

!纳兰性德)浣溪沙*!+魂梦不离金屈戍#画图新展玉鸦叉$生怜瘦减一分花$,

李勖)饮水词笺*!)牡丹亭"写真*!+晓寒瘦减一分花$,

(

按#这一句出自)牡丹亭*第十四出)写真*!+9贴:小姐#你自花园游后#寝食悠悠#敢为春

伤#顿成消瘦. 春香愚不谏贤#那花园以后再不可行走了$9旦:你怎知就里. 这是!春梦暗随

三月景#晓寒瘦减一分花$,

*以女子拟花#原是诗词中常见的手段#李清照词中也常用#如+绿

肥红瘦,"+露浓花瘦,

+,-等等$但是#纳兰词中又不仅+瘦减一分花,全从)牡丹亭*来#前面+梦,

的脉络也是一样#所以#说纳兰词借鉴)牡丹亭*的写法#应该并非牵强$

另外#还有纳兰)浣溪沙*+雨歇梧桐泪乍收,#李勖注!)牡丹亭'悼殇*!+剪西风泪雨梧桐$,

+,.纳兰

'

00

'

!

"

#

$

%

&

'

(

*

+,-

+,.

苏
!

轼!)后赤壁赋*#载)苏轼文集*第
"

册#中华书局
"#/+

年#第
/

页$

李
!

勖!)饮水词笺*#正中书局
"#/!

年#第
/,

页$

张秉戍!)弹指词笺注*#北京出版社
!***

年#第
"-

页$

郑
!

谷)和知己秋日伤怀*!+流水歌声共不回#去年天气旧亭台$,严寿贗等!)郑谷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第
-."

页$吴

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晏元献公赴杭州#道过维扬#憩大
7

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诵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名#终篇者无几$又

使别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沉迹#鸣蛙只沸羹$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0徐问

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又同步游池上#时春
2

#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

去,#至今未能也$0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0自此辟置#又荐馆职#遂跻侍从矣$,&)丛书集成初编*第
!#*

册#第
!++

页(按#关于

后一条记载#夏承焘认为或为,臆谈+#见其)二晏年谱*$载)唐宋词人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第
!-"

页$

)牡丹亭*#第
"*0

页$

释惠洪!)石门文字禅*卷十#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第
"*-

页$

)全宋词*#第
!#--

页$

)饮水词笺*#第
",!

页$

)牡丹亭*#第
#0

页$

李清照!)如梦令*")点绛唇*#载胡云翼编!)李清照漱玉词*#汇通书店
"#+!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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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卜算子'塞寒*!+戚戚凄凄入夜分#催度星前梦$,李勖注!)牡丹亭'魂游*!+生性魂游无那#此夜星前

一个$,

!纳兰)采桑子*!+红泪偷垂$,李勖注!)牡丹亭'劝合*!+红泪偷弹$,

"纳兰)寻芳草'萧寺纪

梦*!+来去苦匆匆#准拟待"晓钟敲破$,李勖注!)牡丹亭'欢挠*!+春宵美满#一霎暮钟#敲破娇娥$,

#纳

兰)临江仙*!+幽窗冷雨一灯孤$,李勖注!)牡丹亭'悼殇*!+冷雨幽窗灯不红$,

$纳兰)东风齐着力*!

+最是烧灯时候#宜春髻"酒暖葡萄$,李勖注!)牡丹亭'惊梦*!+倒着宜春髻子恰凭栏$,

%纳兰)台城路

'上元*!+莫恨流年逝水#恨销残蝶粉#韶光忒贱$,李勖注!)桃花扇'传教*!+锦屏人忒看得韶光贱$,

&

如同李勖若干注释引起非议一样#他对纳兰词与)牡丹亭*之间的渊源关系#也不一定都解释得非常确

切#但这并不影响其基本走向'

$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李勖的注释思路#他显然认为#在明清之际#词与传奇的相通#是一个普遍的"正

常的现象#作家不仅不避其同#而且更以从传奇中借鉴词语或表达手法而为荣$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四"王士?的理论及其选词实践的离合

那么#上述现象是否就是王士?所针对的呢. 这个可能性当然无法排除#不过#王士?提出的词曲

之辨的主张#是在其)花草蒙拾*之中#而)花草蒙拾*的首次刊刻#可能就是附在)倚声初集*里的$所以#

作为)倚声初集*的编者之一#王士?对入选作品的选择#就成为我们考察他的理论观念的重要验证$

王士?显然对)牡丹亭*非常熟悉#他在)倚声初集*中所作的评语#多次提到汤显祖的这部名作#其

中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是内容$周铭有)虞美人'怜病*!+病魂才别书帷去#又借香奁住$恹恹瘦骨怯春纱#犹向药烟

影里问残花$

!

晓来强起妆台立#揽镜愁眉窄$侍儿且罢掠云鬟#恐怕春风多厉不胜寒$,王士?评云!

+似)还魂记*中语$,

(试比较)牡丹亭*第
",

出)写真*#杜丽娘游园碰到柳梦梅之后#相思成病#春香说!

+小姐#你自花园游后#寝食悠悠#敢为春伤#顿成消瘦.,并表示自己的担心!+小姐#你热性儿怎不冰着#

冷泪儿几曾干燥. 这两度春游忒分晓#是禁不的燕吵莺闹$你自窨约#敢夫人见焦$再愁烦#十分容貌

怕不上九分瞧$,杜丽娘就十分吃惊!+咳#听春香言话#俺丽娘瘦到九分九了$俺且镜前一照#委是如

何$,照完镜子之后#感到非常悲伤!+哎也#俺往日艳冶轻盈#奈何一瘦至此4 若不趁此时自行描画#流在

人间#一旦无常#谁知西蜀杜丽娘有如此之美貌乎4,于是强支病体#开始梳妆!+杜丽娘二分春容#怎生便

是杜丽娘自手生描也呵4 这些时把少年人如花貌#不多时憔悴了$不因他福分难消#可甚的红颜易老.

论人间绝色偏不少#等把风光丢抹早$打灭起离魂舍欲火三焦#摆列着昭容阁文房四宝#待画出西子湖

眉月双高$轻绡#把镜儿擘掠#笔花尖淡扫轻描$影儿呵#和你细评度!你腮斗儿恁喜谑#则待注樱桃#染

柳条#渲云鬟烟霭飘萧%眉梢青未了#个中人全在秋波妙#可可的淡春山钿翠小$,

*以书帏和香奁对举#

写到消瘦与梳妆#还有特别对小姐和侍儿关系的揭示#看得出#王士?的评语是有根据的#虽然还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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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按#这一句显然出自)牡丹亭*中)皂罗袍*#李勖偶误$

李勖也对纳兰词与)西厢记*的关系非常关注#如下面这些例子!纳兰性德)忆秦娥*!+长漂泊#多愁多病心情恶$,李勖注!)西厢

记*!+我是多愁多病身$,&)西厢记*#载)中国古典四大名剧*#第
!0/

页(纳兰性德)浪淘沙*!+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羞$,李勖

注!崔莺莺诗!+为郎憔悴却羞郎$,&)西厢记*#第
-*+

页(纳兰性德)虞美人*!+多情自古原多病$,李勖注!)西厢记*!+我是多愁多

病身$,&)西厢记*#第
--!

页(纳兰性德)金缕曲'寄梁汾*!+正萧条"西风南雁#碧云千里$,李勖注!)西厢记*!+西风紧#北雁南

飞$,&)西厢记*#第
,#"

页(纳兰性德)浣溪沙*!+黄花时节碧云天$,李勖注!)西厢记*!+碧云天#黄叶地#北雁南飞$,&)西厢记*#第

"0/

页(按这一条和上一条显然最早出自范仲淹)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不过#)西厢记*中所写#是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是+黄花,而不是+黄叶,$传统中前人所作注释#往往凭记忆而不复核对原文#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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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词与曲的分与合

完全加以比附!

$

第二是情致$汤显祖写)牡丹亭*#以情之深至见长#即如其)题词*所说!+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

丽娘者乎4 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其所梦者而生$

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

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 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 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

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4 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书$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4 第云理之所必

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4,

"从这一点出发#王士?往往将词中写情深挚者视为具有临川之笔#如陈维崧

)蕃女怨'五更愁*!+榕亭一夜残灯警#霜浓虫省$五更风#十年事#无形无影$梅花惨人听#半池

冰$,王士?评云!+入情语#惟临川句中能之$,

#写一个女子和情人分别十年#相思情深的心态#非常动

人$大约当时人就有这一类的思路#凡是表现男女深情的#都可以联系汤显祖的传奇创作来理解#俨然

已成时代风气#当然也可以看出)牡丹亭*一类作品的巨大影响力$

第三是语言$)牡丹亭*对词坛的影响#有时从语言上也能直接看出来#王士?也对此有所说明$陈

维崧)蝶恋花'偶感*!+着意银床花露泫#为问东风#此去何时返$惆怅小楼风力软#菱花莫道芳心浅$

!

昨夜莺声花里散#几抹雕墙#似有残霞展$楼上轻红才一转#玉人依旧连天远$,王士?评云!+末二语

非临川不能$,

$这尚是从风格上说的#至于直接使用#王士?也有体察!+义仍云!/恰三春好处无人见$0

宗丞/无人见处惜红颜0#意亦正耳$,这里提到的词作#是宋征舆的)玉蝴蝶'美人*!+双脸低垂金雀#轻

盈十五#自整云鬟$妆罢罗衣束素#愁着春寒$凝眸远$清清斜照#颦眉近澹$蛾弯更无端#花前风雨#

梦里相关$

!

珊珊小屏微启#软帘高揭#独倚栏杆$庭院深深#无人见处惜红颜$掩纱窗"一声长叹#临

玉镜"双泪偷弹$到更阑$月华空映#盼尽青鸾$,

%试比较)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你道翠生生出落的

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

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

&连抒情的脉络都很相似#王士?的眼光确实是非常敏锐$

这样#我们就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王士?见载于)倚声初集*的词话)花草蒙拾*中#他提出了词

曲辨体的主张#要求词体创作至少要在语言上和)牡丹亭*这样的传奇保持距离#但是#在对)倚声初集*

中所选录的作品进行评价时#他又非常称赞词与)牡丹亭*所发生的种种联系#即使对语言上的联系#也

不吝赞美$结合明清之际词的创作中大量存在的学习)牡丹亭*的现象#王士?的做法或许不是偶然的$

五"辨体的意图与实际的创作

中国文学的辨体#到明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如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

师曾的)文体明辨*#前者将各类文体分为五十九类#后者更予以细化#分为
"!.

类#将从魏晋以来开始盛

行的文体学研究'

#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样的著作在明代出现#肯定不是偶然的#这与明代文学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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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从写作思路来看#王士?也还会以其他的文体与词作相比较#如贺裳有)菩萨蛮'秋宵*!+秋宵正恨银河阔#谁将玉指弹窗$

欹枕试徐听#还疑风竹声$

!

擎灯开户视#信是玉郎至$含笑出房迎#相携入画屏$,王士?评云!+此等极是当行妙思#却从)霍小

玉传*来$,&)倚声初集*卷四#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

册#第
!,/

页(具体的+妙思,如何#我们无法从)霍小玉传*找到直接的对

应#也许#传中所写李益初见小玉的那一段#可以作为参照$不过#我也颇疑王士?之所指实际上是)西厢记*#将该剧张生所咏之

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及其前后情节加以对照#可能更加符合词中的情境$但是#不管怎么说#

王士?从这一类的戏曲传奇中去寻找词作的渊源#仍然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还有#对于以词写梦#王士?也往往敏感地联想到汤
显祖#如董以宁)月上海棠'月照*!+画廊曲曲通金井#卷湘帘"月照流苏冷$任睡桃笙#最贪看"遍身花影$钗

8

处#盘手灵蛇委

枕$

!

香沉小鸭余残饼$镜台边"早沁明朝粉$好梦中间#料应知"有人厮近$那知被#梦里人见惊寝$,王士?评云!+文人言梦#

多得好句#至文友而翻新领异#虽)临川四梦*#亦觉言烦$,&)倚声初集*卷十三#载)续修四库全书*第
".!#

册#第
-0,

页(董氏这篇

词作是否就能傲视)临川四梦*#是另外一个问题#王士?的评价思路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

)牡丹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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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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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魏晋开始#辨体开始繁荣发展#人们比较喜欢引用的例子有!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

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

--$,)文心雕龙'定势*!+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符檄书移#则楷式于明断%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

要%箴铭碑诔#则体制于弘深%连珠七辞#则从事于巧艳!此循体而成势#随变而立功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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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辨体的需求越来越强$

诗词的辨体宋代就开始了#李清照在其)词论*中曾经批评!+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

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

!宋末的张炎也曾从功能上指出诗词之别#他

在)词源*中指出!+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

"宋代以后#人

们也从不同侧面涉及这一问题#如明代李开先)西野春游词序*!+词与诗#意同而体异#诗宜悠远而有余

味#词宜明白而不难知$,

#又朱承爵)存余堂诗话*!+诗词虽同一机杼#而词家意象亦或与诗略有不同#

句欲敏#字欲捷#长篇须曲折三致意#而气自流贯#乃得$,

$到了清代#这更成为一个话头#经常被提起$

以明清之际而言#就有李渔指出!+词之关键#首在有别于诗$,

%可见#这一问题已经得到普遍的关注$

词曲之辨虽然元代已有涉及#但似乎是明代才开始引起特别关注的#显然与创作实践中大量的词曲

不分有关系$与王士?大致同时代的李渔#由于本身既善词#也善曲#在其著作中#多次涉及这个问题#

如)窥词管见*!+作词之难#难于上不似诗#下不类曲#不淄不磷#立于二者之中$,

&

)闲情偶寄*卷一)词

采*!+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 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忌粗俗#宜蕴藉

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

'这说明#至少到了明清之际#词曲之辨

已经进一步进入了实际讨论的阶段#王士?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不过#在强调辨体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破体#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的批评家早

就提出了文体之间通变的可能性#如刘勰)文心雕龙'风骨*说!+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

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通变*也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

以明其然耶. 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

(这本是

具体写作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因而其总结也是实事求是的$

然而#所谓破体#从理论上来说#也并不是随意的#在这方面#前人也有论述#如明人吴讷)文章辨体

'凡例*!+四六为古文之变#律赋为古赋之变#律诗杂体为古诗之变#词曲为古乐府之变$,

*吴承学据此

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指出+古文"古赋"古诗"古乐府是正体#四六"律赋"律诗"词曲是变体$变体的地位

不能与正体相提并论$,所以#+诗"文与词"曲相较#诗文品位较高#词曲则被视为旁门变体$,

+,-在这种情

况下#虽然人们多承认诗词有别#以诗为词大体上能得到文坛的接受#而以词为诗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

否定$词曲之间的关系也是同样#以词为曲能够得到认可#以曲为词则肯定是无法接受的$时代有先

后#文体有尊卑#在讨论变体和破体时#首先要明白这个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士?的论述#他说+/无

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0#定非香奁诗$/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0#定非)草堂*词,#

显然也体现了这种尊卑观$

不过#理论上的规定虽然是明确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着相当的模糊性$首先#什么是诗语#什

么是词语#什么是曲语#判别标准#往往因人而异$而且#曲语不一定都表现在曲中#词里原来也有这一

路的风格#只是在词的发展过程中#也许被某些人有意识地回避了%其次#即使是交叉使用#所创造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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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生!词与曲的分与合

学感受#也可能是非常别致的#不见得就非常不协调#说到底#也有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在内!

$所以#我

们就看到#一方面#人们承认辨体的重要性#也承认各体之间的高下尊卑#但在具体的创作中#却并不一

定严格执行$创作#本来就有相当的随机性#根本无法纳入一个框框里$

当然#王士?和他的同时代人#显然也都非常明确地知道辨体的迫切性#因为明词衰落的原因之一#

按照学术界通行的看法#就是词曲不分#所以#他们也希望从这里入手#扭转颓势#但是#一方面是长期的

惯性#另一方面是操作标准的不确定性#使得词作曲语#或从传奇中吸收资源#成为当时的一个显著的现

象#甚至努力辨体的批评家本身也不免于此$

" 这些#可以提供我们思考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的关系问

题#不至于将丰富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了$

!#

作者简介!张宏生#南京大学)全清词*主编#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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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牡丹亭*之)游园*一出#杜丽娘唱腔中有+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数句#其中+雨丝风片,#传统上被认为

很尖新#是曲语而非词语#但是#明清之际的词人写词#也喜欢将其用在作品里#如胡山)凤凰台上忆吹箫'写怀次陈水镜韵*!+何

事多愁#偏生多病#一般不耐春寒$尽雨丝风片#湿压阑干$清课炉香茗鰕#雕檐外"竹报平安$窥妆镜#掀髯一笑#鬓早羞潘$

!

无端$思量旧梦#有月下弹筝#灯下扶冠$唱晓风残月#笛凤笙鸾$香扑花前春酒#豁双眼"醉看青山$当年话#再休提起#口素腰

蛮$,&

"@0-!

(又龚鼎孳)烛影摇红'吴门元夜值雨#和张材甫上元韵*!+花信争传#玉钩草色寒犹浅$雨丝风片?红愁#谁记张灯

宴$粉雾檀云暗卷$伴名香"银梅小苑$画桥烟暝#酒市人归#寂寥弦管$

!

金翠吴宫#烛龙几照朱门换$青骢纨扇忆长安#人醉

雕栏远$十里香尘不断$惜流年"欢长漏短$月迷江馆$客散旗亭#一行春雁$,&

!@""-*

(从审美感觉来说#也还算是协调的$

按王士?本人就没有完全遵守自己的辨体说#不仅在词中#而且在诗中也用曲语$如其)秦淮杂诗*二十首之一!+年来肠断秣陵

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浓春烟景似寒秋$,&惠栋!)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卷五#)四部备要*本#第
!#

页上(说明这

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晚清著名词学批评家陈廷焯在其)白雨斋词话*卷五中说!+诗中不可作词语#词中不妨有诗语#而断不可作

一曲语$温"韦"姜"史复起#不能易吾言也$,&)词话丛编*#第
-#,*

页(如果看了王士?的这首诗#就会承认#其实也无法绝对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