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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朴 词 浅 论

景 刚

白朴不仅是元代杰出的杂剧散曲作家
,

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词作家
。

庸圭潮全金元词》

收元代词人 21 2家
,

词作3 7 21 首
,

其中白朴词 104 首
,

是元词的高产作家之一
。

白朴词内容较

为丰富
,

艺术上很有自己的特色
。

由于历史的原因
,

元代戏曲作家生平事迹可考的很少
,

我

们今天之所以能对白朴生平思想有较多的了解
,

正是得力于他的词
。

因此
,

深入研究白朴的

词
,

对我们研究白朴的生平
,

研究金元之际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

研究元代词的思想艺术特

色
,
都有一定的意义

。

本文试图对白朴词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

就正于方家
。

白朴词集名《天籁集》
,

为作者生前编辑手定
,

他的挚友王博文为序 , 元末开 始 刊 行 间

世
,

原有词二百余首
,

今仅存 1 04 首
。

按题材和思想内容
,

这些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

即叹世之作
,

闲适之作和酬赠之作
。

.

(一 ) 叹世之作
:
这类作品 40 多首

,

在自朴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

这些词表明了作者对

现实生活的态度
,

是我们研究白朴生平思想和金元之 际知识分子思想状况的重要资料
。

金元之际不少失意的知识分子抱着悲观
、

颓唐
、

希慕遁世的生活态度
,

白朴也是如此
。

在他的词作中
,

直接表现对遁世生活的向往和歌颂的就有九首
。

他感叹
“

世事无端
,

恼 人方

寸
,

十常八九
”
①

,

因而希慕
“

绿蓑青笠浑无事
,

醉卧一天风雨
”

②
。

在他看来
, “

山间终 是 胜人

间
。

风月琴蹲应不羡
,

尘土征鞍
” ③

, “

任是和羹傅鼎
,

争如流酒陶巾
。 ” ④ 最能集中体现 这 种

遁世情绪及其原 因的是下面这首《西江月
·

渔父 :)}

世故重重厄 网
,

生 涯小小渔船
。

白鸥波底五湖天
。

别是秋光一片
。

竹叶醋浮绿醉
,

桃花

浪溃红鲜
。 .

醉乡 日月武陵边
。

管甚陵边谷变
。

在文学作品中
,

历史常常是现实的折射
,

咏史实际上是更深沉的叹世
。

白朴的咏史词有

十多首
,

从 中可以看出
,

他对历史的发展采取 了无可奈何的虚无主义态度
。

在元代诗词散曲

中
,

这类题材的共同基调
,

反映了元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激烈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
。

自朴的

这首《水调歌头》可作为代表
:

苍烟拥乔木
,

粉难倚寒空
。

行人 日暮回首
,

指点旧离宫
。

好在龙蟠虎踞
,

试问石城钟阜
,

形势

为谁雄
。

慷慨一尊酒
,

南北几衰翁
。

赋朝云
,

歌夜月
,

醉春风
。

拜亭何苦流涕
,

兴废古今同
。

朱雀桥边野草
,

白鹭洲边江水
,

遗恨几时终
。

唤起六朝梦
,

山色有无中
。

在白朴看来
,

历史的发展就是朝代的兴废更替
,

因而新亭流梯那样的事大可不必
。

千古

江 山固然能引起后人的慷慨遗恨
,

但也只是如同那或有或无的山色
,

近于虚 无飘渺
。

在白朴

的叹世之作中
,

有一首《朝中措 》应该特别提出
:



田家秋熟办千仓
,

造物恨难量
。

可惜~ 川禾黍
,

不禁满地螟蝗
。

委填沟壑
,

流离道路
,

老
,

幼堪伤
。

安得长安毒手
,

变教四海金稚
。

元代蝗灾频繁
。

这首词描绘了蝗灾带来的深重灾难
,

表现了作者对委填沟壑
、

流离道路

的灾民的同情
,

其思想内容是值得称道的
。

(二 ) 闲适之作
:

这类作品有30 多首
。

其中有的记录了作者诗酒悠游的闲适 生 活及 从

中感受到的乐趣
。

如
“

三十六酸春水
,

二十四桥明月
,

好景入清淡
。 ” ⑥ “

江 山信美
,

快平生
,

一览南州风物
。 ” ⑥ “

待细揽烟霞
,

平分风月
,

挥洒锦囊句
。 ” ⑦ “

和靖祠前
,

苏公堤上
,

漫把梅

花捻
。 ” ⑧ 等等

。

叙写男女恋情是闲适类作品的又一主要内容
。

这类作品有的写于青年时期
,

风格柔靡绮

丽
,

近于艳词
,

如《朝中措》 “

娃儿十五得人怜
” , 《浪淘沙》 “

今古海山情
。 ”

有的是赠 别 情人之

作
,

表现对爱情的忠贞
,

如《朝中措》 “

燕忙莺乱斗寻芳
” 。

还有一首《木兰花慢
·

感 香 囊 悼 双

文》 ,

上片回忆了作者和双文
“

恋恋成欢
”

的生活
,

下片把对情人的悼念和自己失意的感 叹 结

合起来
,

情真意切
,

凄楚动人
:

春霜底事扫浓华
,

埋玉向泥沙
。

叹物是人非
,

虚迎桃叶
,

谁偶抓瓜
。

西风 楚词歌罢
,

料芳魂
,

飞作碧天霞
。

镜里舞莺空在
,

人间后会无涯
。

闲适类的词作中还有十一首咏物词
,

只是单纯描摹物体的形态神韵
,

因而思想艺术价值

不高
。

(三 ) 酬赠之作
:

这类作品有20 多首
,

从中可以看出白朴的交游和政治思想倾向
。

据 《金 史
·

白华
’

传》
、

王博文《天簌集序 》及《元史张柔传 》 ,

金哀宗天兴元年 ( 1 2 3 2) 白朴七岁时
,

父 白华雇从金哀宗

逃离汁京
,

将家人留在京城
。

第二年
,

金留守汁京的西面元帅崔立献城叛降
。

当时配合蒙军

围城的是原金中都留守兼大兴府尹张柔
。

张柔是北方大族
,

他于 1 2 18年兵败投降 铁 木 真 以

后
,

在元灭金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得到铁木真和忽必烈的重用
。

汁京破后
,

张柔
“

访

求者法及燕城故族十余家
,

卫送北归
” ,

其中包括金左司都事元好问
。

在这次变乱中
,

白朴
“

仓

皇失母
” ,

由父执元好问携带北渡
,

不久
,

白华由南宋逃回北方
,

先是与元好问一起居忻州
,

依

附于张柔
,

随后寓居真定
,

依附于归顺元朝的另一北方豪强史天泽⑨
,

从汁京陷落到王2 7 5年

史天泽去世
,

40 年间
,

白朴一家始终与史张两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

白朴的酬赠之作中有五

首是与张史两 家 有 关 的
。

1 2 5 2年
,

自朴 27 岁时游顺天
,

应张柔妻毛 氏之兄的邀请拜访了毛

氏夫人
,

元好问的继室毛氏与柔妻为宗盟
,

因而会见中柔妻以太母命题索赋
,

白朴应命作词

二首
, “

词成
,

惠以罗绮四端
。 ”

白词《秋色横空
·

咏梅 》及《垂阳》小序记之甚详
。

1 2 5 1年
,

张柔

戍守与南宋接境的毫 县
,

实 行 屯田L
。

白朴作《凤凰台上忆吹箫》 ,

夸赞张柔
“

威震雄边
” 、

“

斗印腰悬
” 、 “

三军耀武
,

万 灿 屯田
” ,

祝愿张柔
“

明年看
,

平吴 事 了
,

图 象 凌 烟
” 。

12 6 7

年
,

史天泽的侄子史枢受命任总帅西征
, 。 白朴作《水龙吟

·

送史总帅镇西川
,

时方混一 )),

恭维史枢
”

豹略深藏
,

虎符荣佩
”

预言
“

金陵王气尽消磨
” ,

南宋的寿命不会长 了
。

同年
,

白朴还

作了一首《春从天上来》 ,

词序说
: “

至元四年
,

恭遇圣节
,

真定总府请作寿词
。 ”

据史料
,

当时

的真定总府应是史揖O
,

是年八月为忽必烈 5 3岁寿辰
,

所以这首诗是为史氏家族献媚忽必烈而

作
。

词中盛赞元朝统一天下是
“

枢电光旋
,

应九五飞龙
,

大造登乾
” ,

祝愿元的统治
“

皇柞绵绵
。

万斯年
,

快康衡击壤
,

同戴尧天
。 ”

从这些词 可以看出 白朴与史张两家的关系确实是亲密的
。

与白朴有交往的另外两个元朝统治集团的中上层人物是
“

平章 吕公
”

和 吕道 山
。

据 叶 德

钧《 白朴年谱 》考证
,

吕道山疑即吕夔
,

平章吕公即吕夔的叔父吕文焕
。

据新元史卷 17 7
,

吕文



焕原为南宋襄阳知府兼京西安抚使
,

降元后为元军前锋伐宋
,

并诱降沿江宋将
,

后官至江淮行

省右垂
。

吕夔原为宋沿江制置使
,

降元后以宋宗室女侍宴蒙帅伯颜
,

并诱编友人谢杭得的妻子

下狱
,

后官至参知政事
。

白朴自1 2 7 5年在江 )!!与吕道山相识后
,

交谊深厚
,

以钟期伯牙相许
。

(见

《沁园春》 “

高山流水
”

并序 )白朴在给吕文焕
、

吕道山的寿词中都使用了大量的恭维之词
,

赞扬

他们的显贵和
“

功业
” 。

(见《水调歌头至元戊寅为江西 吕道 山参政寿》和《沁园春
·

十二 月 十四

日为平章吕公寿 )))

从白词中可以看到
,

与白朴交往的还有御史台中承王博文
、

江州总管杨文卿
、

江南浙西

道按察使胡绍开
、

福建闽海道按察使王仲谋
、

河东山西廉访使程介甫
、

浙东监察 使 合 道 公

(名不详 )
、

同知大都留守兼少府监事王仲常
、

九江同知刘牧之等
。

白朴给上述诸人的赠词
、

别词
、

寿词全部作于 50 岁以后
。

从词的内容看
,

白朴与他们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
,

这从一个

侧面反映了白朴晚年的政治倾向和生活状况
。

以上我们按题材内容从横的方面对白朴词作了一些分析
。

如果我们再从时间发展的纵的
`

方面来考察
. ,

可以看出
,

白词的创作大体上可 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是 1 2 7 5年史夭泽

去世以前
,

.

主要是一些闲适和酬赠之作
,

反映了白朴青年时期的书会才子生活以及对张
、

史

两大家族的依附关系
。

第二阶段是从 1 2 7 5年漫游江南到 1 2 8 0年 卜居建康之前
。

属于这一阶段

的词作不多
,

主要是一些酬赠记游之作
,

反映了白朴
“

三年浪走
,

有心遁世
,

无地栖身
”

((( 朝

中措 ))) 的生活经历 以及失意
、

思乡的情绪
。

第三阶段是 1 2 8。年 卜居建康以后
,

现存的白词大

部分作于这一时期
。

从题材上看
,

绝大多数是叹世和闲适之作
,

亦有少量酬赠之作
。

叹世和

闲适看似矛盾
,

其实是相辅相成
,

互为表里
。

综观白朴的全部词作
,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
由于北宋以来我国北方一 直 处 于 战

乱之中
,

契丹
、

女真
、

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
,

所以
,

时代动乱给金代遗民知识分子

带来的是浓郁的虚无颓唐情绪
,

而不是象南宋遗民那样强烈的民族意识
。

元朝统治者将北人划

分为第三等
,
.

将南人划分为第四等 , 金代遗民的诗词散曲表现的大多数是个人命运的难以把

握
,

南宋遗民的诗词表现的却是国破家亡的悲愤
,
文天祥高唱着正气歌走上元朝的刑场

,

白

朴的父挚和老师元好问却向忽必烈奉上了
“

儒教大宗师
”

的尊号
,

都是有力的证明
。

白朴的父

亲原是金朝颇受重用的高官
,

巨大的历史变动冲破了白朴宁静幸福的童年
,

国家灭亡
,

生母

遭难
,

父亲出走
,

自己寄人篱下
。

这使他幼小的心灵受到沉重的创伤
。

但他的一家又是在投

靠元蒙统治者的史
、

张两大家族下恢复了宁静的生活
,

对元初统治者残酷的 民 族 压 迫
,

白

朴缺乏切身的感受
。

白朴的父亲是金朝的叛臣
,

金朝灭亡时白朴年仅 7岁
,

所以他也说不上

对金的统治有什么感情
。

和历代新兴王朝一样
,

在元世祖执政时期
,

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经济

恢复和社会安定的措施
,

与金朝后期的动乱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

再加上 白朴一生中与元朝

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中上层人物频繁 交往
,

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政治倾向
。

因为上述多种原因
,

白朴对元朝统一天下的态度是拥护和赞扬的
。

也正 因为如此
,

我们从 白词中看到的只有虚无

主义的感伤
,

对政治的厌倦和对元朝统怡的并非完全违心的赞扬
,

而看不到国破 家 亡 的 悲

愤
,

更看不到对元朝统治的抨击
。

白朴散曲的情况与词大体相同
。

白朴的杂剧大多以爱情为

题材
,

涉及到历史题材的作品如《梧桐语 》也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倾向
,

与关汉卿猛烈抨击

社会黑暗的剧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



这里
,

我们可以顺带探讨一下白朴拒绝出仕的间题
。

关于白朴拒绝出仕的原因
,

有人认

为是出于对元朝统治的不满
,

有人认为是出于对金朝的一往情深
,

但都缺少具体 有 力的论

据
。

由上面的论述看来
,

合乎情理的分析应该是
:
金元之际的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一种世道

沧桑之感 (即王博文《天簌集序》中所说的
“

山川满目之叹
”

)和对政治厌倦的心理
,

这种思潮对

白朴不可能没有影响
。

白朴的父亲白华原是金朝的显贵
,

继而叛金降宋
,

再而叛宋降元
,

宦

海浮沉
,

最后老死家中
。

与白朴关系密切的史
、

张两家
,

在元灭金
、

宋
,

平息内乱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

对元统治者可谓忠心耿耿
,

战功卓著
,

但时而须将自己的儿子送给元世祖

作人质L ,

时而又须自解军职以打消元世祖的疑忌 0
, “

人生何苦奔竞
,

勘破大槐宫
。

不入麒

麟画里
,

却喜妒鱼江上
,

一宅了杨雄
。 ”

((( 水调歌头 ))) 白朴对仕进缺乏热情和信心
,

既是受时

代思潮的影响
,

也与自己的切身感受有关
。

尽管白华回到北方后还曾一心想培养儿子走仕进

的老路
,

教他诗词律赋L
,

但白朴仕进之心并不强烈
,

再加上元初长期未开科举
,

而当时以

燕京
、

真定
、

东平为中心的元杂剧却方兴未艾
,

所以
,

白朴最终成为一位书会才子
。

中统二

年 ( 1 2 6 1) 元世祖下诏十路宣抚使
“

举文学才识可 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
,

以听摧用
”

L
。

时为中书右承相的史天泽准备推荐白朴
,

但白朴这时 已三十六岁
,

他 已不可能放弃自己喜爱

并已取得成就的杂剧艺术而去踏入仕途
,

闲散放荡的书会才子生活也使他难以适应官场的束

缚
,

于是他
“

再三逊谢
”

了L
。

当然
,

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影响在白朴心灵深处也不可能完全

泯灭
,

因而在他的个别作品中也偶有光阴往蒋
,

抓瓜徒悬的感慨L
。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

壮

心逐渐消磨
,

所以当55 岁 卜居建康后
,

监察师巨源再度准备推荐他做官时
,

他写了一 首《 沁

园春》谢绝
。

在词中
,

他明确表示自己拒仕的原 因是年岁已大
,

出仕的志向已经衰残
。

长期的

闲适生活也使自己难以适应官场的羁绊
。

应该说
,

这些都不是违心的托词
,

而是白朴晚年心

境志趣的真实写照
。

也许有人会认为栋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实际上是一份反对司马氏政权的

宣言
,

白朴在这首词的序中明明写着
“

因读稽康与山涛书
,

有契于予心者
” ,

这不也正表明了

白朴与元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吗 ? 但联系白朴的生平思想
,

细味词意
,

我们就会感到
,

白朴只

是在
“

糜鹿难训
,

金标纵好
,

志在长林丰草间
, ” “

怕机事缠头不耐烦
”

这一点上与裕康 的 心灵

有某些相通之处
,

而在对当权者的态度上
,

却是很不相同的
。

白朴在词中明确 写 道
, “

唐 虞

世
,

也曾闻巢许
,

遁迹箕山
, ” “

况属清时
,

得延残喘
,

鱼鸟溪山任往还
。 ”
即是说

,

自己 的拒

仕并不是因为政治不清明
,

恰恰相反
,

是想在清明
、

安定的环境中悠 闲舒适地度过残年
。

元代初期的词直接继承金代词风
,

同时又受到元散曲的影响
,

从总体上说
,

结构平铺直

述
,

层次较少
;
意境轻浅

,

思想表达显露
,

因此在艺术风格上与以婉约为主的宋 词 迥 然 不

同
。

白朴词也是如此
。

但由于白朴自幼在元好问
、

白华的教育督促下受过诗词律赋的严格训

练
,

又是一位婉丽派的杂剧散曲作家
,

所以他的词又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
。

除了 一 部 分 单

纯歌功颂德
、

恭维奉承的酬赠之作以外
,

白朴的不少作品都写得情文并茂
,

兼有豪放词的清

疏俊逸和婉约词的细腻谐婉之长
,

形成了一种以清丽隽永为主的艺术风格
。

例如 下 面 这 首

《夺锦标 》 :

霜水明秋
,

霞天送晚
,

画出江南江北
。

满目山围故国
,

三阁余香
,

六朝陈迹
。

有庭花遗谱
,

口 哀

音
,

令人哇惜
。

想当时
,

天 子无愁
,

自古佳人难得
。

惆怅龙沈宫井
,

石上啼痕
,

犹点胭脂红湿
。

去

去天荒地老
,

流水无情
,

落花狼藉
。

恨清溪留在
,

渺重城
,

烟波空碧
,

对西风
,

谁与招魂
,

梦里 行 云消息
。



这首词上片以景语起笔
, “

霜水
” 、 “

霞天
”

色彩清丽
, “ 、

江南江北
”

意境呷大
, “

祀
· “

晚
”

土字既点明时间
,

又与整首词的感伤基调一致
。 “

满目
”

句化用刘禹锡诗句引入对 历 史 的咏

叹
,

’

转折过渡精妙自然
。 “

徐香
” 、 “

哀音
”

写后主丽华情事
,

艳而不俗
,

婉转含蓄
。

后三句补

是前意
,

语言明白如话
,

与前几句相得益彰
。

下片前三句写乐极而悲
,

亡国琐命
,

转折有力
,

而以
“

惆怅
”

二字综合
,

似断实连
,

天衣无缝
。

·

“

石上
”
二句用典精当

,

情辞细腻
。 “

去去
”
三句

情景交融
,

含蓄能留
,

具有婉约词神韵
。

结尾化用巫山云雨典故
,

又与眼前景物融合
,

与词

的开头相呼应
。

有空灵蕴藉之妙
。

在白朴的词作中
,

下面这首《玉漏迟 》无论是题材
,
意境还是语言都具有婉约词的特点

。

但我们细读全词
,

却又分明感到它与两宋婉约词有着不同的风格
。

原因就在于
,

这首词在结

构上没有运用婉约词常用的插叙倒叙之法
,

抒情层次较少
,

并且缺少转折
、

递进等使词作含

蓄
、

曲折的表现手法
。

全词只是按照时间顺序
,
描绘思妇从 白天到深夜再到天明的一系列行

动
,

以此表现她强烈的思念之情
,

因而显得既细腻
,

又疏朗
:

碧梧深院悄
。

清明过也
,

秋千闲了
。

杨柳阴中
,

又是一番啼鸟
。

人去瑶台路远
,

孤负却
,

花前 欢

笑
。

音信杳
。

西楼尽日
,

凭栏凝眺
。

缥缈
。

雾阁云窗
,

恨梦断青驾
,

夜深寒悄
。

巷玉敲残
,

涯得五
.

更风小
。

胳注金貌烬冷
,

画烛短
,

银屏空照
。

芳径晓
。

惆怅落红多少
。

白词中豪放风格的不多
,

下面这首《沁园春 》可作代表
:

我望山形
,

虎踞龙盘
,

壮哉建康
。

忆黄旗紫盖
,

中兴东晋
,

雕栏玉砌
,

下逮南唐
。

步步金莲
,

朝朝

琼树
,

宫殿吴时花草香
。

今何 日
,

尚寺留萧姓
,

人做梅妆
。

长江
。

不管兴亡
。

漫流尽
,

英雄泪万行
。

问鸟衣旧宅
,

谁家作主
,

白头老子
,

今 日还乡
。

吊古 愁

浓
,

题诗少
、
去

,

寂寞高楼无凤凰
。

斜阳外
,

正渔舟唱晚
,

一片鸣柳
。

这首词开头笔力雄健
,

接着以一
“

忆
”

字总领
,

概述了自东晋至南唐几百年间 的沧 桑 变

化
。 “

今何日
”

三句
,

运用借代手法
,

耐人寻味
,

过片感慨深沉
,

结尾境界开阔
,

情味隽永
。

朱彝尊说白朴词
“

源出苏辛而无叫嚣之气
” ,

这首词是当之无愧的
。

白朴词中对偶句特别多
,

在元代词中显得十分突出
,

这可能与作者追求词句整齐华美有

关
。

以《水调歌头》这一词牌为例
,

唐圭璋主编的《唐宋词鉴赏词典 》选此调 29 首
,

其中有 13 首

通篇未用对句
,

12 首用一个对句
。

用两个对句和三个对句的各两首
。

而我们上文引用的那首
“

苍烟拥乔木
”

全词用了四个对句 (包括一个鼎足对 )
,

除上下两片的结句外
,

所有上下字数托

同的两句都用了对偶句
。

白词中的对偶句丰富多采
。

从内容上说
,

有描写性的
,

叙述性的
,

议论性的
,

抒情性的
,
从字数上说

,

三言到七言兼备
;
从形式上说

,

有两句对
,

鼎足对
,

扇

面对
。

如
“

月冷芸窗
,

灯残纸帐
,

夜悄衡门
”

((( 木兰花慢 )))
; “

社燕秋鸿
,

十年无定
,

楚星燕

月
,

千里相望
”

((( 风流子》 )
“

疏云暗雾树
,

秋潦净寒潭
”

((( 水调歌头》 )
, “

鸯鹤故山梦
,

香火岁

时情
”

((( 水调 歌头 )))
, “

世故重重厄 网
,

生涯小小渔船
”

((( 西江月 })) , “

破枕才移孤馆雨
,

扁舟又

泛长江雪
”

((( 满江红》 )等等
。

白词中的对句对仗工整
,

文词华丽
,

在一定程度上给词作增添了

美感
。

但由于用得过多
,

有些地方又给人以斧凿呆板之感
。

并且
,

句式长短参差
,

本是词的

艺术特长
,

对句用得太多
,

反而有损词意的表达
,

使人感到诗味多词味少
。

大量运用典故和前人诗词成句也是白朴词的特点之一
。

白词用典大多贴切 自然
。

例如前
厂

面提到的《夺锦标 》 “

霜水明秋
” ,

化用刘禹锡
、

杜牧诗句
,

胭脂井的民间传说以及巫山云雨的

典故
,

成为一个融合的艺术整体
。

白词用典也偶有创新
。

例如
,

历来咏刘晨阮肇事大多着眼

于男子再度寻找恋人不遇
,

而 白朴的《江海引》 却是写女子殷切盼望与情人重逢
。

又如 《水调

歌头
·

感南唐故宫
,

就臭括后主词 》大多用的是李后主的原句
,

但由于添加了
“

谁谓埋 金地
,

都属卖柴翁
”

两句
,

就使得
“

愁满月明中
”

之愁与李后主之愁截然不 同
。

后主之愁是亡国的切肤



之痛
,

而白朴之愁却是无可奈何的历史兴亡之感
。

可惜白词用典因袭模仿过多
。

总之
,

元代是词的衰落期
,

元词的艺术成就不如两宋
。

白朴的一些艺术性较高的词作与

广为流传的那些唐宋名篇也不能相比
。

但在元代词坛上
,

白朴确实可 以算得上是较有成就
、

较有特色的一家
。

注释
:

① 《水龙吟
·

送张大径御便》
。

本文所引白词
,

均据唐圭璋《全金元词粉

② 《摸鱼子》
“

问谁歌六朝琼树
” 。

③ 《浪淘沙》
“

行路古来难
” 。

④ 《朝中措》 “

东华门外软红尘
, 。

⑥ 《水调歌头》
“

疏云暗雾树
” 。

⑥ 《念奴娇
·

题镇江多景楼》

⑦ 《摸鱼子》
“
望参差冶城烟树

” 。

⑧ 《永遇乐》
“

一片西湖
” 。

⑨ 据王挥《史天泽家传》

L 据元史张柔传 (中华书局标点本
,

下同 )是年甲寅柔
“

移镇毫州
’ 。

@ 元史史天仇传
: “

(至元四年)宋兵围开达诸州
,

以 (史 )枢为左壁总帅
,

佩虎符… …宋兵闻之
,

解去
。 ,

0 据元史史天倪传
,

史揖 12 60年被授予真定路总管
,

其后未见改任他人的记载
。

可以肯 定
,

到 1 26了

年之前
,

真定路总管即使不是史揖
,

也会是史氏家族中人
。

L 元史世祖本纪
: “

(中统之年)世祖北征
,

诏 (张柔 )入卫
,

至庐胸洱
,

有诏止之
。

分其兵三千五百卫京

师
,

以子弘庆为质
。 ”

0 元史史天泽传
: “

(中统二年) 言者或谓李坛之变
,

由诸侯权太重
,

天泽遂奏
,

兵民之权不可 并 于一

门
,

行之请自臣家始
。 ”

于是
,

史氏子侄即 日解兵符者十七人
。 ”

L 白华《示恒》诗
: “
忍教憔悴衡门底

,

窃得虚名站土林
。 ”
《是 日又示恒》 : “

凉倒吾何用
,

文章汝未成
。

过庭

思 又训
,

坠地家有声
。 ”

转引自北京师大学报 81 年第 6 期李修生《白仁甫及其创作》
。

李文将诗意理解成 白 华

不准备让白朴出仕
,

似有不妥
。

L 据元史世祖本纪
。

@ 王博文《天籁集序 》

L ((水调歌头》 (北风下庭绿 ) : “
天地悠悠逆旅

,

岁民匆匆过客
,

吾 也岂抓瓜
。 ,

(上接 5 2页 )

注释
:

①LLL 《 白居易集》
,

中华书局 1 9 79年版
。

② 刘禹锡
: 《路旁曲 o})

③O 《集异记》
,

中华书局 1 98 0年版
。

④⑤ l(( 日唐书》 中华书局 1 9 75年版
。

⑥⑧⑨L 《唐才子传》

O LL 《李太白全集》
,

中华书局 1 97 7年版
。

⑧ 《唐诗纪事》
,

商务印书馆
、

万有文库版
。

O @ 《唐语林》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 9 7 8年版
。

@ 《本事诗
·

事感第二》

@ 《贞一斋诗话 》

. 《唐人绝句精华》
。

L 《山谷题跋 o)}

@ 《乐府诗集o))

@ 《容斋随笔
·

容斋三笔》

O 《东方杂志 》第四十卷第八号

。 《美学》第三卷上册
,

商务印书馆 1 98 2年版
。

@ 《美学论集
·

论艺术种类》

O LL⑧O LO 《全唐诗》

L 《 中古文学史论》

⑧ 《文镜秘府论
。

天卷》 引
。

O 《文镜秘府论
·

西卷》 引
。

L 《 昭明文选 o))

@ 《说诗阵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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