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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家国学》者，夏承焘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
 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本书分为《月轮山词论集》之分、《唐宋词欣赏》之分、《词学论札》之分三部分，均为词学大师
夏承焘先生的名作，是专为广大诗词爱好者和普通读者写的普及性读物。
书中阶介绍词的基本常识之外，重点品评赏析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唐宋词名篇的创作背景、思想内容
和艺术特色，讲解深刻的细腻而又浅近亲切，妙趣横生，读来如亲聆大师指授，对提高诗词鉴赏水平
颇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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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夏承焘（1900—1985年），字瞿髯，别号瞿髯，浙江温州人。
著名词学家，一代词宗，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14岁入温州师范学校。
从1930年起，先后担任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及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
以考信求实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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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　　一　　李清照抒情词的内容，大半是她个人的生活情趣和身世感伤。
抒情词在一千多年来的词坛上，已经有数不清的篇目，在这数不清的篇目里，只有少数能传诵人口，
而李清照的作品就占了它的一部分。
　　李清照词给人第一个印象是好懂——明白如话。
李煜词最能抓住读者的是这一点，李清照词也复如此。
明白如话绝不等于内容肤浅，只有用极寻常的语言而写出深刻的感情，才能使人一读即懂而百读不厌
。
当你读到“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会不惊异地感到这些寻常语言而何以会成为这样不寻常的艺术吗？
我们该怎样分析她这种艺术的成因呢？
　　李清照后半生遭乱丧夫之后的作品原是哀伤动人的，她在少女、少妇时期也有好些幽怨之作。
她生长于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先世父祖都是“位下名高”的人物（见她上韩肖胄诗），又嫁给一位学
问趣味相投的丈夫，她在这种生活环境中度过前半生，为什么还有像《临江仙》所说的“庭院深深深
几许？
云窗雾阁常扃⋯⋯谁怜憔悴更凋零？
”和像《点绛唇》所说的“寂寞深闺，柔肠一寸愁千缕”呢？
我以为这并不完全是无病呻吟。
我们知道，她不仅是一位有高度文化修养的女作家，而且有其突出的见解、不羁的性格。
她的父亲李格非是著《礼记说》数十万言而又推重刘伶《酒德颂》的一位有个性的学者，这对她的思
想性格很可能有影响。
而北宋以来正是一班道学家变本加厉地提倡封建礼教以束缚女性的时代。
在封建社会里，女子本来是被剥夺了受教育权的，李清照这位女作家却闯进了男人的文化禁地，而且
在那里走到了一般男人所不曾到过的地方，还以她创作的才能来“压倒须眉”（清代李调元赞她的话
）。
她敢于说，敢于笑，敢于讥评有地位的男人。
我们原不应过分夸奖她是什么觉醒女性，是敢于向封建礼教作反抗的女性，但是她的思想意识无疑和
当时一般恪守闺范的家庭妇女不同，也和一般大家世族的才媛不同。
她是不平凡的女性，而却要在平凡的环境里平凡地打发日子，这“寂寞深闺”、“深深深几许”的“
庭院”无疑会使她感到烦闷窒息。
这是千百年来无数受束缚的女性的烦闷，也是封建时代要求过着正常人的生活的女性的普遍烦闷：李
清照对这种生活有着特别深刻敏锐的感觉，但她还不能对它有所认识与了解，因此她感到的烦闷只能
还是一种无名烦闷。
她有时要“寻寻觅觅”，好像失掉了什么；有时“说不尽，无佳思”；有时“独抱浓愁无好梦”。
这里面除了怀念丈夫的因素以外，整个看来，不正是她不安于窒息的精神状态的反映吗？
　　有时这种窒息的烦闷使她要求解脱，要求有广阔的精神境界，像她《渔家傲》所说：　　天接云
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仿佛梦魂归帝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
　　我报路长嗟日暮，学诗谩有惊人句。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这是一个处在封建社会里的妇女对自由的渴望，对光明的向往。
但这种境界，在她当时也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上三山。
这沉重的心情表达在她的词里，我们可以说她是无病呻吟么？
从另一面看，这种心情表现于她的创作和行动的，是敢于写少女的爱情，“眼波才动被人猜”；敢于
写夫妇的幽情，“今夜纱橱枕簟凉”；敢于讥笑有社会地位的男人，“‘桂子飘香’张九成”：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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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地批判许多文坛老辈⋯⋯这都是当时一般女性所不敢的。
所以尽管她没有要冲决礼教的意识，但在当时男人们看来这些都是目无礼教的“越轨”行为了。
和她同时代的王灼作《碧鸡漫志》，斥责她“⋯⋯闾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
自古缙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
这些斥责的话却正可见出她这些作品的敢想敢说的精神。
　　就李清照词的思想内容分析她明白如话风格的成因：一是由于她有深沉的生活感受，所以不需要
浮辞艳采；二是由于她有坦率的情操，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隐，所以敢于直言不讳。
　　二　　生活感情之外。
我们还可就其文学理论探讨其作品风格的成因。
　　李清照有一篇《词论》保存在《苕溪渔隐丛话》和《诗人玉屑》（宽永本卷二十一）里。
叙述她自己对词这种文学表现形式的见解，这本来是研究她的创作思想的重要文献。
她这篇《词论》批评北宋词，没有提到靖康之乱后的词坛情况，在批评秦观时，还要求词须有“富贵
态”，看来这该是她早期的作品。
又，《词论》要求填词必须协五音六律，运用故实，又须文雅、典重，这和她后期的作品风格也不相
符合；我认为她后期的流离生活已经使她的创作实践突破了她早期的理论。
另外，她的《词论》里有一个主张。
说“词别是一家”，就她整部词作来看，好像她对这个主张是始终坚持的：她主张词要跟诗划开疆界
，作创作上的分工。
这对于她的词的艺术特色关系很大，这里要对它作些分析。
　　词起源于民间小调，六朝民间小乐府是它的前身。
到了晚唐五代，它落到封建文人之手。
他们用齐梁宫体来填词，于是词便失掉了民间文学的本色。
从前人都推尊温庭筠是词家始祖，其实他却是开始使词失掉民间文学本色的人。
李清照是走和温庭筠相反的道路的。
她虽然不见得能够认识民间词的价值，也不见得是有意学习民间词，但她的明白如话的词风，却自然
走上和民间词很接近的道路。
　　我们知道。
词是配合音乐的文学，是乐府、乐章；乐府、乐章的特色是：听得懂。
它是用声音来表达情感的。
做乐府、乐章而使人听不懂，需要文字来帮助。
如今天戏院里演剧要放映字幕，那就失去了乐府、乐章\的本色了。
　　拿诗来作比，我们知道，在从前一些严格遵守旧体诗的作家来说，旧体诗里的绝句，跟古体律体
有一点不同的要求：古体诗允许用僻字拗句，律诗允许用典故，但在绝句里都不许用。
它只允许用习见的辞和字，用顺溜近于口语的句子。
因为绝句在唐代是当做乐章唱的，要使人听得懂。
后来的绝句大致还保持这种作风，认为这样才是它的“正格”。
词里的小令跟绝句很相近。
可是温庭筠的小令过分涂饰，有许多是不容易听懂的，这便不是民间乐府的本色了。
由于他出身于没落贵族，依靠贵族过活，为宫廷豪门作酒边花间词，就把这种民间乐府带向“宫体”
的邪径上去了。
李清照《词论》里虽然没有指斥到温庭筠，但她说“自后郑、卫声炽，流靡烦变，有《菩萨蛮》、《
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词，不可遍举”，这里面也许就有温庭筠在内，《菩萨蛮》
等原是庭筠惯填的小调。
这是一方面。
　　又，她的《词论》大胆地批判了晏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诸家，说“至晏丞相、欧阳永叔、
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耳⋯⋯王介甫、曾子固文章
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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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北宋人不满苏轼以诗为词，比为教坊雷大使舞。
“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李清照是赞成这派论调的。
我们看苏轼，他不但以诗人句法入词，并且以学问和哲理入词。
他的词有好些是运用佛家禅宗思想的，便是一例。
他又大大地发展了词里的“栝体”，把诗文栝人乐曲里唱，有些便是听不懂的，像《戚氏》“玉龟山
，东皇灵姥统群仙⋯⋯”一首，《山海经》、《穆天子传》便是。
就发展词的角度看，这些词有其一定的价值：若拿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标准来衡量，显然应在她
所说“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之列了。
　　清代人说诗，有“学人之诗”、“诗人之诗”的说法；这里若借用他们的话，可以说李清照是要
把“诗人之词”、“学人之词”跟“词人之词”区别开来的。
她的《词论》的开头，叙述一段唐开元、天宝间李八郎“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的故事，这段
故事跟下文似乎不大联接；后来我悟得，她是借这故事来说明词跟歌唱的密切关系，是拿它来总摄全
文的。
　　温庭筠、苏轼诸家的词，一方面虽然巩固、发展了词的形式和内容。
另一方面却失掉了民间词听得懂的乐章的本色。
李清照的《词论》原不曾明白要求词必须做到听得懂；她的词是为抒情作的，原不为合乐应歌而作。
她的社会地位和温庭筠、柳永不同，创作动机也不同。
她因为有其深刻的生活感受，因为敢于明白说，明白写，便做到了明白如话。
虽然后来宋词风格的发展，大大地超过了像李清照所说的，但她这种词风对宋词的发展，无疑是有其
良好的影响的。
　　我们看，和李清照同时及其稍后，词坛上曾经起了一股逆流，那就是北宋末年大晟乐府的一批作
家和南宋一批词人效法周邦彦的词风。
宋徽宗君臣上下在民不聊生的年月里，还制礼作乐来粉饰“承平”；大晟乐府招集一批文士，“奉旨
依月用律，月进一曲”（见《碧鸡漫志》），这些作品的内容自然是空虚的，但是当时传播四方，它
的音律和辞藻对一般文人有相当大的影响。
南宋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三家都和过周邦彦的《清真集》，字字依周词填四声，弄得文理欠通。
语意费解，像杨泽民的《丁香结》有“堪叹萍泛浪迹，是事无长寸”，方千里的《西河》有“比屋乐
逢尧世，好相将载酒寻歌立对”等等。
这些词人的作品照文字尚且读不懂，哪里还能听得懂！
李清照在这股逆流开始泛滥时做她明白如话的词，这也显出她坚持发扬词的健康传统的精神。
　　李清照这种“明白如话”的作品，有时读破万卷“学际天人”的人却不容易做得到。
张端义《贵耳集》评她赋元宵的《永遇乐》，说它“皆以寻常语入音律；炼句工巧则易，平淡入调则
难”。
这是确当的评赞。
但是我们读她的《词论》，却说词要典重、有故实。
⋯⋯这可见她早年所做的工夫：后来经过乱离，才使她的作风起了转变。
我们可以设想：这位原是“盐絮家风人所许”的大家闺秀，后来成“流离遂与流人伍”的难民，当她
喘息稍定的时候来填词抒情，还可能有雕章饰旬的心情吗？
现实生活决定她的创作实践，这是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的。
　　三　　明白如话的文学语言之外，还要谈谈她的明白好懂的音律声调。
乐章、乐府用声音表达情感，语言之外，还要注重声调。
李清照《词论》说：“盖诗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
”这可见她重视音律、字声，但这是她早期的主张。
我们知道，词分五音、六律、清浊、上去之说。
大抵起于乐工，而严于文士：柳永、周邦彦诸家的作品和张炎《词源》、杨缵《作词五要》所说可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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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清照词中却找不出她明显地这样做的例子，尤其是在她的晚期作品里。
她不填僻调拗调，对习用的小令应该遵守的平仄，有时也不完全遵守。
如《菩萨蛮》的上下片结句应作拗句“仄平平仄平”。
而她两首的两结作“梅花鬓上残”，“香消酒未消”，“钗头人胜轻”，“西风留旧寒”，都不如此
填。
但她却有一个特点，就是多用双声叠韵字；举《声声慢》一首为例，用舌声的共十五字：　　淡　敌
他　地　堆　独　得　桐　到　点点滴滴　第　得　　用齿声的四十二字：　　寻寻　清清凄凄惨惨
戚戚乍　时　最　将　息三　盏　酒怎正伤心　是　时相识　积　憔悴损　谁　守　窗　自怎生　细
这次　怎　愁字　　全词九十七字，而这两声却多至五十七字，占半数以上；尤其是末了几句：“梧
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二十多字里舌齿两声交加重叠，这应是有意用啮齿叮咛的口吻，写自己忧郁惝倪的心情。
不但读来明白如话，听来也有明显的声调美，充分表现了乐章的特色。
字声的阴阳清浊，是文人研究出来的东西，民间原不会了解；双声叠韵却是民间语言里所习用的（六
朝时民间语言多用双声叠韵的例子，见《世说新语》诸书）。
在诗歌里，从《国风》到民间乐府用双声、叠韵的不少。
本来作品里用双声、叠韵过多的，若配搭不好，会成为“吃口令”，所以前人以多用双声、叠韵为戒
；而我们读李清照这首词不仅全无吃口的感觉，她并且借它来增强作品表达感情的效果。
这可见她艺术手法的高强，也可见她创作的大胆。
宋人只惊奇它开头敢用十四个重叠字，还不曾注意到它全首声调的美妙。
　　南北宋之交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也是词风大转变的时期；在李清照之前，词中已形成了婉约和
豪放两派；婉约派从温、韦开始，经李煜、二晏、欧阳修和秦观，确立了一个传统。
李清照的词也写了这些前辈词人写过的某些题材，继续发挥了婉约派特有的风格和手法。
由于时代的动乱和个人生活大转变，她的词显然在内容上比前辈作家更丰富，情感也更深刻、沉重，
她的成就是超过了二晏、欧阳修和秦观的。
晏殊、欧阳修诸人假托“闺情”写他们士大夫的生活感情，毕竟不及这位女作家的自写闺情；秦观有
些词“词语尘下”，并且颓废哀伤太甚，反不及这位女作家却有须眉气概。
这也见出即使是描写离开时代和政治斗争较远的题材的婉约派，社会的变乱仍然对它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李清照词就反映了婉约派在时代激流影响下的变化与发展。
在婉约派这一词派中，她的词应该说是成就最高的，她是整个北宋词中婉约词派最恰当的代表人。
这是这位女作家在词史上的地位。
　　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不止“明白如话”这一点，我们原不应夸大这一点说成为她的整个文学风格
；但是“明白如话”却是她的词最显著突出的一点。
她传诵的名作，不但合了卷子听得懂它的语言美，并且也听得懂它的声调美。
她和当时形式主义的作家是取对立的态度的，这对宋词发展无疑有其良好的影响。
这是她的作品在词史上的价值。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日，写于北京民族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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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笨”字从“本”　　笨是我治学的本钱　　——夏承焘　　“一代词宗”夏承焘，引领我们去
寻觅唐宋之间琤琮流响到今天的一泓清泉。
　　这本选集，篇幅适中，就一人、一篇、一体一调娓娓谈来的文字，着意选取的多是“普罗”的部
分，希望读者们看了夏公的文字，也能够对古时曾经唱彻大街小巷的长调小令们，油然生出些亲切和
珍重的心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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