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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代词学与清词并时而起，且独具规模，门类周备，开宗立派，各辟门户，两者相辅而行，同臻于盛
。
清人词话，是清代词学重要的一翼。
唐圭璋先生1986年版的《词话丛编》，凡收清人词话六十余种，占全编八十五种的绝大部分。
《例言》中说到尚有九种仅知其名而未得寓目，另有新辑稿本多种，今后再谋续刊。
据有人统计，存世清人词话，或许不下于一百二十种。
可广为访求，以睹其秘。
最近看到报道，新的《词话丛编续编》编辑就绪，即将出版。
这就可以实现唐先生二十多年前的宿愿了。
清人词话丰富多彩，内容很广。
议论、纪事、品藻三者之外，声律乐理，古今韵部，考辨举证，版本校勘，细大不捐，都有涉及。
而论词主旨与词风评判，自然是一些名家词话的中心。
从康熙间朱彝尊崇尚雅词，瓣香白石，小令主北宋，慢词主南宋；嘉、道时代张惠言、周济推尊词体
，力主风雅比兴，尤重寄托；光绪庚子以后，王鹏运、况周颐标举重、拙、大与声律气格，直到王国
维融会中西，以境界论词，词学进入近代的学术视野，有清三百年词学观念的演进与词风的嬗变，就
在诸家词论词话中相继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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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人词话的专著，为研究清代词话做学术上的导引。
首先，正本清源，系统梳理了《词话丛编》所收清人词话的成书过程、版本源流和内容特色，让我们
能够清楚地了解每种词话的来龙去脉和优劣得失。
其次是拾遗补佚，全面清理了清人词话的存佚情况，让我们对清人词话的整体面貌有了突破性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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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词话考述>>

书籍目录

上编《词话丛编>所收清词话考述1．贺裳《皱水轩词筌》2．王士祯《花草蒙拾》3．邹祗谟《远志斋
词衷》4．刘体仁《七颂堂词绎》5．沈谦《填词杂说》6．彭孙通《金粟词话》7．李渔《窥词管见》8
．王又华《古今词论》9．毛奇龄《西河词话》10．沈雄、江尚质《古今词话》11．先著、程洪《词洁
辑评》12．王奕清《历代词话》13．田同之《西圃词说》14．许昂霄《词综偶评》15．查札《铜鼓书
堂词话》16．李调元《雨村词话》17．毛大瀛《戏鸥居词话》18．焦循《雕菰楼词话》19．张惠言《
张惠言论词》20．黄苏《蓼园词评》21．冯金伯《词苑萃编》22．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23．郭磨
《灵芬馆词话》24．吴衡照《莲子居词话》25．宋翔凤《乐府余论》26．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叙论
》27．孙兆淮《片玉山房词话》28．叶申芗《本事词》29．陆蓥《问花楼词话》30．邓廷桢《双砚斋
词话》31．谢元淮《填词浅说》32．孙麟趾《词径》33．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34．钱裴仲《雨花
庵词话》35．江顺诒《词学集成》36．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37．刘熙载《词概》38．陈廷焯《词
坛丛话》39．杜文澜《憩园词话》40．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41．冯煦《蒿庵论词》42．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43．沈祥龙《论词随笔》44．谭献《复堂词话》45．胡元仪《词旨畅》二卷46．沈曾植
《菌阁琐谈》47．胡薇元《岁寒居词话》48．李佳继昌《左庵词话》49．张祥龄《词论》50．李宝嘉
《南亭词话》51．陈锐《袌碧斋词话》52．张德瀛《词征》53．徐珂《近词丛话》54．王国维《人间
词话》55．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56．梁启超《饮冰室评词》57．王闽运《湘绮楼评词》58．郑文
焯撰、龙榆生辑《大鹤山人词话》59．朱祖谋撰、龙榆生辑《疆村老人评词》60．潘飞声《粤词雅
》61．况周颐《玉楱述雅》62．况周颐《蕙风词话》63．蒋兆兰《词说》64．陈洵《海绡说词》65．
张尔田《近代词人逸事》66．夏敬观《忍古楼词话》(即《映庵词话》)67．周曾锦《卧庐词话》68．
蔡桢《柯亭词论》69．陈匪石《声执》下编一、《词话丛编》未收清词话经眼录1．毛先舒《词辩坻
》2．毛先舒《鸾情词话》3．毛先舒《填词名解》4．范柽、周采《诗学鸿裁》5．邹祗谟、王士祯辑
《倚声词话》6．董以宁《蓉渡词话》7．金圣叹《唱经堂批欧阳永叔词十二首8．《香严斋词话》评龚
鼎孳词9．《棠村词话》评梁清标词10．朱彝尊《曝书亭词话》11．曹禾《珂雪词话》评曹贞吉词12．
《咏物词评》评曹贞吉词13．《怀古词评》评曹贞吉词14．吴宝崖《浣雪词话》评毛际可词15．夏基
《隐居放言》16．《菊庄词话》评徐釚词17．《柳烟词评》评郑景会词18．《锦瑟词话》评汪懋麟
词19．王晫《兰思词话》20．洪昇《兰思词评》21．王晫《吴山草堂词话》22．卓回《词汇缘起》23
．张星耀《词论》24．徐喈凤《荫绿轩词证》25．蒋景祁《名家词话》26．蒋景祁《刻(瑶华集)述
》27．徐釚、周在浚《词苑丛谈》28．徐釚《南州草堂词话》29．许田《屏山词话》30．卓长龄《羡
门臆说》31．沈雄《柳塘词话》32．王士祯、郑方坤《五代诗话》二、仅被征引之清代词话三、清词
话待访书目四、被误当作词话而非词话者五、被前人征引为词话而非有是书者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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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抑南宋扬北宋，欲立宗派之言，故语多偏激，况周颐即批评道：“周保绪济止庵集《宋四家词序》以
近世为词者，推南宋为正宗，姜、张为山斗，域于其至近者为不然。
其持论介余同异之间。
张诚不足为山斗，得谓南宋非正宗耶。
”①示人途径后，还须教人词法，是书多有涉及词笔词法及词韵之语，如其论词笔云：“词笔不外顺
逆反正，尤妙在复在脱。
复处无垂不缩，故脱处如望海上三山妙发。
”论词韵云：“阳声字多则沈顿，阴声字多则激昂。
重阳间一阴，则柔而不靡；重阴间一阳，则高而不危。
”论词的押韵特点颇为精到，此外如对词的四声、双声叠韵、换头煞尾等皆有论述。
常派开山张惠言论词标立意为本，协律为末，周济则甚重视音律。
潘祖荫《宋四家词选序》云周济曾作有论调一书，以婉、涩、高、平四品分之，惜未知藏所。
周济论音律主要体现于《词调选集序》及《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中。
周济论词，影响甚巨，近人陈匪石对其评价颇为精当，其《声执》卷下云：周氏之造述，更有进于张
氏者。
《词辨》所附之论词杂着，《宋四家词选》之叙与论及眉评，皆指示作词之法，并评论两宋各家之得
失，示人以入手之门，及深造之道。
清季王半塘为一代宗匠，即有得于周氏之途径者。
其‘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二语，尤为不二之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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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耻莫耻于妄作，惭莫惭于无学。
”昔贤所言，足以警厉末流。
余今无知妄作而成此书，既无补于世，亦无济于学，得无愧乎！
曩随吴师熊和受业，教育之勤，期望之切，令人感戴不已。
时先生年逾七旬，好学不倦，容貌必庄，衣冠必肃，作止语默，无往不以身教，非但为词学导师而已
。
先生探青囊之秘，杏林橘井，沾溉多人，拙著选题及撰写即在先生精心指导下完成。
唯余自幼生长草野，进无左右之容，退非丘园之秀，赋性鲁拙，为学空疏，虽先后获承王师兆鹏、吴
师熊和二名师谆诲，然珉玞贱质，徒费磨砻，二师之学问襟抱，终不能得其万一。
然既滥跻门墙，则当有所报于鲤庭之训，故是书虽陋，而敢灾梨，亦饮水思源之意耳。
大雅君子当恕余之浅陋，用覆酱瓿可也。
拙著亦赖平湖葛渭君先生、平湖李保阳君、武汉大学王兆鹏先生、尚永亮先生、朱凌云女士倾力相助
，谨以至诚，敬申谢意。
唯自揆资庸学浅，阙失不周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博古君子能嗣而正之，抑斯文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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