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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祖棻先生的《宋词赏析》一书出版于1980年，当时我是用六角四分钱买到的。
书中《北宋名家词浅释》部分是我最爱读的，据程千帆先生撰写的“后记”说：它“是一部没有写完
的讲课笔记”。
当初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提出：“宋词不大好懂，特别是婉婚派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同样，古代词
论家对于这些词的批评也不大好懂。
”于是，沈行生便根据他们的需求开了课，侧重于讲解婉约派词人词作的艺术技巧和一些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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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祖棻，浙江海盐人，1934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193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
历主金陵大学、华西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讲席。
1977年死于车祸。
主要著作有《微波辞》、《涉江诗词集》、《宋词赏析》、《唐人七绝诗浅释》、《古诗今选》、《
沈祖棻创作选集》等，并有《沈祖棻全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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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北宋名家词浅释无名氏范仲淹张先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秦观贺锛周邦彦李清照二、美夔词
小札三、张炎词小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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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梯横”二句，直接首句“伤高怀远”来。
上句含黄昏之后，要想再像白天那样登高望远，也不可得，只有深闺独坐；下句言即使挨过黄昏，也
无非对着斜照在帘栊上的月光，仍是无聊。
“又还是”三字，下得巧妙，因为它不但点明了黄昏难遣，入夜尤其难遣，而且暗示了不但此夜难遣
，夜夜也都难遣的心情。
　　夜夜独坐独眠，百无聊赖，不能不恨，不能不思，甚至于不能不“沉恨细思”。
四字千锤百炼，千回百转，极其沉重有力，直逼出收尾两句来，就说明她是怨到极点了。
而“沉恨细思”之故，仍是由于“情浓”。
情若不浓，怎会怨极?这就显得首尾照应，一气贯穿。
《皱水轩词筌》云：“唐李益诗曰：‘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子野(一丛花)末句云：‘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
’此皆无理而妙。
”所谓“无理”，乃是指违反一般的生活情况以及思维逻辑而言；所谓“妙”，则是指其通过这种似
乎无理的描写，反而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的感情。
在文学中，无理和有情，常常成为一对统一的矛盾。
欧阳修极其推重这结尾的两句，正是因为它通过这个具体而新奇的比喻，表达了女主人极细微而深刻
的心思，揭示了她在寂寞的生活中，有多少自怜自惜、自怨自艾在内。
这位女主人对爱情的执著、对青春的珍惜、对幸福的向往、对无聊生活的抗议、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通过这一新奇的比喻，一下子都透露出来了。
“妙”，就妙在这里。
　　　　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
拾翠疗洲人寂静，立双双鸥鹭。
望几点、渔灯隐映蒹葭浦。
停画桡、两两舟人语。
道去程今夜，遥指前村烟树。
　　游宦成羁旅，短樯吟倚闲凝伫。
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　自别后、风亭月榭孤欢聚。
刚断肠、惹得离情苦。
听杜宇声声，劝人不如归去。
　　这首词是游宦他乡，春暮怀归之作。
词人对于萧疏淡远的自然景物，似有偏爱，所以最工于描写秋景，而他笔下的春景，有的时候，也不
以绚烂秾丽见长，如此篇即是。
这，当然和他长年过着落魄江湖的生活、怀着名场失意的心情是有关的。
　　上片头两句写江天过雨之景，雨快下完了，才觉得江天渐晚，则雨下得时间很久可知。
风雨孤舟，因雨不能行驶，旅人蛰居舟中，抑郁无聊更可知。
这就把时间、地点、人物的动作和心情都或明或暗地展示出来了。
　　“拾翠”二句，不过是写即日所见。
汀洲之上，有水禽栖息，而以拾翠之人已经归去，虚拟作陪，更以“双双”形容“鸥鹭”，便觉景中
有情。
“拾翠”字用杜甫《秋兴》：“佳人拾翠春相间。
”拾翠佳人，即在水边采摘香草的少女。
张先(木兰花)也说：“芳洲拾翠暮忘归，秀野踏青来不定。
”意中有人，有人的语笑；今惟余景，景又呈现人去后特有的寂静。
鸥鹭成双，自己则块然独处孤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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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衬，就更进一步向读者展开了作者的内心活动。
　　“望几点”句，写由傍晚而转入夜间。
渔灯已明，但由于是远望，又隔有蒹葭，所以说是“隐映”。
这是远处所见。
“停画桡”句，则是己身所在，近处所闻。
“道去程”二句，乃是舟人的语言和动作。
“前村烟树”，本属实景，而冠以“遥指”二字，则是虚写。
这两句把船家对行程的安排，他们的神情、口吻以及依约隐现的前村，都勾画了出来，用笔极其简练
，而　　又生动、真切。
　　过片由今夜的去程而念及长年行役之苦。
“短樯”七字，正面写出舟中百无聊赖的生活。
“万水”两句，从“凝伫”来，因眺望已久，所见则“万水千山”，所思则“乡关何处”。
“迷远近”虽指目“迷”，也是心“迷”。
崔灏《黄鹤楼》云：“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正与此意相同。
　　“自别后”以下，直接“乡关何处”，而加以发挥。
“风亭”七字，追忆过去，慨叹现在。
昔日则良辰美景，胜地欢游，今日则短樯独处，离怀渺渺，而用一“孤”字将今昔分开，意谓亭榭风
月依然，但人不能欢聚，就把它们辜负了。
“刚断肠”以下，紧接上文。
离情正苦，归期五定，而杜宇声声，劝人归去，愈觉不堪。
杜宇无知之物，而能劝归，则无情而似有情；人不能归，而杜宇不谅，依旧催劝，徒乱人意，则有情
终似无情。
用意层层深入，一句紧接一　　句，情意深婉而笔力健拔，柳永所长，其后只有周邦彦用笔近似。
　　　　在贵人们的要求之下，梳妆打扮，争妍取怜，就成了她们最关心的事情，所以词也就从这里
写起。
这“日日双眉斗画长”一句，是从秦韬玉《贫女》“不把双眉斗画长’’来，但根据主题的需要，反
用其意。
它写这位姑娘每天每日仔仔细细地画着自己的一双长长的眉毛，为什么呢?是为了一心一意地要赛过她
的同列。
只用一个“斗”字，就将她在那样一种特定的环境中，不得不和另外一些姑娘争妍比美的心情刻画了
出来。
不要小看了这一个字。
这个字重有千斤。
它把她全部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都暗示给我们了。
　　次句写她(也包括她们)的命运、踪迹和心情都是随人摆布的，飘浮不定，显得轻狂，就如同天空
的云彩，枝头的柳絮随风而动一样。
“行云”，暗用《高唐赋》巫山神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云无处所”之意。
“飞絮”，用杜甫《绝句漫兴》“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之意，不但象征她的命运、踪
迹、心情，而且也暗示了她的身份。
因为神女、云雨、柳絮、桃花，从唐以来，久已用来作为形容妓女的词汇。
但是，这一句并不代表词人对她的评价，而只是反映了一般的世俗之见，观下文自明。
　　第三句是一个陡然的转折。
既然她是那么“轻狂”，难道还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爱情问题吗?是的，正是这样。
由于身份和职业的关系，她是无法拒绝和那些玩弄女性的公子哥儿，即“冶游郎”交往的，甚至于有
时还不得不委身于他们；然而在内心里，她是决不肯将爱情献给这样一种人的，因此，“身”虽然嫁
了，“心”却没有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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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无题》云：“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
见我佯羞频照影，不知身属冶游郎。
”(编者按：本诗《全唐诗》中题为《蝶三首》，为三首之一。
)李诗是写一个上层妇女，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之下，将身子嫁给了一个冶游郎；晏词则是写一个下层妇
女，在清醒的情况下，“不将心嫁冶游郎”。
两两相形，显示了卑贱者的聪明和阶级敌意。
这一句语气坚决，而笔力沉重足以达之。
　　换头转入写这位姑娘的日常生活。
因为经常在筵席之前劝酒唱歌，所以有酒溅在歌扇之上，将写在扇子上记曲名的字迹都弄得模糊了。
而陪着贵人们游赏园林，又往往徘徊花丛，玩弄花朵。
也使得穿的舞衣都染上了香味。
于良史《春山夜月》“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是“弄花”一句所本。
“歌扇”、“舞衣”，点明身份；“溅酒”、“弄花”，描摹情态。
全词　　没有一句是正面描写这位姑娘的容色的，但通过这两句，却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个娇美可爱
的形象。
唐代大画家周防善于画背面美人，此词也正是如此。
　　　　桃溪不作从容住，秋藕绝来无续处。
当时相候赤阑桥，今日独寻黄叶路。
烟中列岫青无数，雁背夕阳红欲暮。
人如风后入江云，；隋似雨余粘地絮。
　　这首词是作者在和他的情人分别之后，重游旧地，枨触前情而写下的。
它用一个人所习知的仙凡恋爱故事即刘晨、阮肇遇仙女的典故起头。
据《幽明录》载，东汉时，刘、阮二人人天台山采药，曾因饥渴，登山食桃，就溪饮水，于溪边遇到
两位仙女，相爱成婚。
半年以后，二人思家求归。
及到出山，才知道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
这种由于轻易和情人分别而产生的追悔之情，在古典诗歌中，是常用天台故事来作比拟的。
如元稹《刘阮妻》云：“芙蓉脂肉绿云鬟，罨画楼台青黛山。
千树桃花万年药，不知何事忆人间?”就是“桃溪”一句最好的注释。
温庭筠《达摩支曲》“拗莲作寸丝难绝”，是“秋藕”一句所本，不过反用其意。
第一句叙述委婉，是就当时的主观感情说，这是因；第二句言辞决绝，是就今日的客观事实说，这是
果。
一用轻笔，一用重笔，两两相形，就将无可挽回的事态和不能自己的情怀和盘托了出来。
　　三、四两句，由今追昔。
“当时”，应首句；“今日”，应次句。
当时在赤阑桥边，因为等候情人而更觉其风光旖旎；今日到黄叶路上，因为独寻旧梦而愈感其景色萧
条。
赤阑、黄叶，不但着色浓烈，而且“赤阑桥”正好衬托出青春的欢乐，“黄叶路”也正好表现出晚秋
的凄清。
这不只是为了点明景物因时令而有异，更重要的是为了象征人心因合离而不同。
在景物的色调上固然是强烈的对照，在词人的情调上也同样是强烈的对照。
今日的黄叶路边，也就是当时的赤阑桥畔，地同事异，物是人非。
将这两句和上两句联系起来看，则“相候赤阑桥”的欢惊，正证明了“不作从容住”的错误；“独寻
黄叶路”的离恨，也反映了“绝来无续处”的悲哀。
这就显示出其事虽已决绝，其情仍旧缠绵。
文风亦极沉郁之致。
　　换头两句，直承“今日”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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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知道此事已如瓶落井，一去不回，但还是在这里闲寻旧迹，这就清晰地勾画出了一个我国古典文
学中所谓“志诚种子”的形象。
在黄叶路上徘徊之余，举头四望，所见到的只是烟雾中群山成列，雁背上斜阳欲暮而已。
这两句写得开阔辽远，而其用意，则在于借这种境界，来展示人物内心的空虚寂寞之感。
如果单纯地将其当作写景佳句，以为只是谢脁《郡内高斋闲坐答吕法曹》“窗中列远岫”，以及温庭
筠《春日野行》“鸦背夕阳多”两句的袭用和发展，就不免“买椟还珠”。
如果更进一步加以探索，还可以发现，上句写烟中列岫，冷碧无情，正所以暗示关山迢递；下句写雁
背夕阳，微红将坠，正所以暗示音信渺茫。
与头两句联系起来，又向我们指陈了桃溪一别，永隔人天，秋藕绝来，更无音信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
，而“独寻黄叶路”的心情，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了。
列岫青多，夕阳红满，色彩绚丽，又与上面的“赤阑桥”、“黄叶路”互相辉映，显示了词人因情敷
彩的本领。
　　结尾两句，以两个譬喻来比拟当前情事。
过去的情人，早像被风吹入江心的云彩，一去无踪；而自己的心情，始终耿耿，却如雨后粘在泥中的
柳絮，无法解脱。
两句字面对得极其工整，但用意却相衔接。
这一结，词锋执拗，情感痴顽，为主题增加了千斤重量。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　“美成词有似拙而实工者，如(玉楼春)结句⋯⋯上言人不能留，下言情
不能已，呆作两譬，别饶姿态，却不病其板，不病其纤。
”这一评语是中肯的。
正因其对仗工巧而意思连贯，排偶中见动荡，所以使人不感到板滞：同时，又不是单纯地追求工巧，
而是借以表达了非常沉挚深厚的感情，所以又使人不觉得纤弱。
　　这一词调的组织形式是七言八句，上、下片各四句，原来的格局就倾向于整齐。
作者在这里，没有像其他词人或自己另外填这一调子时所常常采取的办法，平均使用散句和对句，以
期方便地形成整齐与变化之间的和谐，却故意全部使用了对句，从而创造了一种与内容相适应的凝重
风格。
然而由于排偶之中，仍具动荡的笔墨，所以凝重之外，也兼备流丽的风姿。
这是我们读这首词时，特别值得加以思索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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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再版前言　　《宋词赏析》再版前言　　邓魁英　　沈祖菜先生的《宋词赏析》一书出版于1980
年，当时我是用六角四分钱买到的。
如今在柜子里插得密密的书籍中，它显得已经很破旧了，那是因为上面留有我多次捧读的手印。
　　书中《北宋名家词浅释》部分是我最爱读的，据程千帆先生撰写的“后记”说：它“是一部没有
写完的讲课笔记”。
当初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提出：“宋词不大好懂，特别是婉约派的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同样，古代词
论家对于这些词的批评也不大好懂。
”于是，沈先生便根据他们的需求开了课，侧重于讲解婉约派词人词作的艺术技巧和一些词论。
我在读词时最感困难的也正是在这些方面，所以阅读这本书后觉得对自己确实很有启发。
另外，我在学习和讲授古代诗词的过程中，也形成了一些习惯，摸索到一点方法，与沈先生所讲的竟
多有契合。
这使我每读此书时总是备感亲切，就好像受到了前辈的支持与鼓励一样。
　　沈先生1977年因罹车祸不幸逝世，她的讲课笔记不再能续写下去，留给我们莫大的遗憾!如今，就
是《宋词赏析》一书在书店里也难以找到。
所以在沈先生逝世二十余年之后，北京出版社将它收入“大家小书”中重新印制出版，实在是一件十
分有意义的事情!　　《北宋名家词浅释》是一部针对性、目的性很明确的教材。
当年沈先生是给那时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答疑解惑的，但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也是适用的，因为如
何鉴赏宋词的艺术技巧仍是广大诗词爱好者共同面临的难题。
沈先生正是以提高听众和读者鉴赏诗词的水平为目的，通过自己的示范活动来传授方法，为人们指出
阅读、分析、欣赏宋代婉约词的门径。
　　沈先生的讲词具有传统的中国特色，同时又呈现出了她个人的风格。
这是因为她不仅是一位学问渊博的教师，还是一位识见卓越的文学史家和才情丰盛的女词人。
她讲宋词既能把文字训诂、典故解释、史实考证和古代文化知识的介绍极其自然地融会在一起，又能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宋词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并把词人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进行评价。
她更能细腻人微地梳理和体味作品中作家思想情绪变化的脉络，解析其所创造的形象、意境和种种艺
术表现手法、修辞造句技巧。
读沈先生的书总的感觉是知识的容量很大，她善于抓住作品的重点、难点，从不同角度把问题讲细、
讲深、讲透，所谓“浅释”者，实乃先生自谦之词。
先生要把金针度与人，总是有意地教方法，这正是令人钦敬的一位教师的优秀品德。
我料想读者看过这本书之后也是会与我发生同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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