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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抓住宋词最重要的特点和最主要的亮点    刘扬忠    在我国古代文学长廊中，宋词是一个辉煌的文学宝
库。
在宋代，虽然概而观之，五七言诗歌、长短句曲子词、散文、骈文、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戏曲(南
戏)等都高度发达，成果累累，但无可否认的是，这诸种文学中曲子词的时代特征与审美特色最鲜明，
最受宋人与元明清及近代、现代人的重视和欣赏，被视为有宋一代文学之胜，甚至被文学史家拿它与
汉赋、唐诗、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列，誉为“时代之文学”。
自宋以来，研究和鉴赏宋词的著作与选本林林总总，不知凡几，今人要在这个领域实现创新，表现出
当代人的学术水平和审美能力，引导当代人对宋词进行正确的阅读和品鉴，真是谈何容易！
举例来讲，当代不少词史著作和宋词品鉴书籍，要么陷在古老的“豪放”、“婉约”两分法的套子里
，要么执著于近代一些词学家的“重、拙、大”、“轻、婉、小”的不科学判定中，对优秀的宋词作
品做不出科学的评论与解析。
有鉴于此，庆存教授借鉴现代文学和美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与诗学相通的品鉴宋词的六条艺术
标准：一是性情浓，二是语言精，三是形式美，四是内涵深，五是意境新，六是境界高。
这六条标准的提出，是有充分的理论思考和诗学依据的。
记得三十年前，吾师吴世昌先生在给我和我的师兄弟们授课及发表研究文章时就多次强调：诗是词的
娘家，词学是诗学的一个分支，诗学理论与词学理论是相通的。
庆存教授在运用这六条诗词相通的标准去解析和评论此书所选的每一首词，大都得心应手，精彩纷呈
，基本上做到了如他事先提出的写作要求：抓住宋词“最重要的特点和最主要的亮点”。
这一点，翻开书籍就能看出来，不用我来饶舌了。
    不过我还需强调这样一点：庆存教授此书，不单详细解读和正确鉴赏宋词名篇，而且还贯穿着编选
者作为一个内行的诗词专家鲜明的文学史意识。
这样做，有助于一般读者通过此书大致地、生动地了解宋词发展演变的因由及其完整面貌。
比如，本书所选的第一首词——王禹偶《点绛唇》，是被历代绝大多数选家都忽视的一首好作品，古
人的宋词选本中，只有南宋黄升《花庵词选》选了它；今人的宋词选本中，只有胡云翼《宋词选》选
了它，而且作为宋词名作第一首在选本开头出现。
只可惜，这两家选本都只选了作品，而没有对作品进行必要的解析和评论。
当代词学研究著作也很少提到王禹俑其人及其词。
比如我本人的《唐宋词流派史》一书，在把宋初的六十年定为词体文学发展的“沉寂期”时，只简单
地罗列了这个时期包括王禹偶在内的十七个词作者的名字，提到了其中林遁、寇准、潘阆三人的词作
，而对王禹偶这首优秀词作竟然连提都不提。
大约是看到了词学研究中这种不应有的缺失，庆存教授此书除了在作者小传中介绍了王禹偶在宋代诗
文革新中的先锋作用之外，更对这首小词及其词史意义如此中肯地评价道：    词在唐代，特别是在丈
人笔下，描绘月下花前、红香翠软的恋情、艳情，或者抒写悲欢离合的忧愁别绪，成为词坛的主流。
入宋之后，这种态势没有大的改变。
但是，由于赵宋王朝建立的国势国威和国策，时代环境和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词的创作也开始
突破旧有樊篱而寻找发展的新途径。
王禹偶的这首《点绛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作者把写景与抒情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以凝重清丽的语言，通过描绘江南水乡风物景色，抒写政治抱
负难以实现的郁闷，形成清新高旷而深沉凝重的格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境界诸方面都透露出宋词开
拓创新的新信息⋯⋯    在这段赏析文字的末尾，作者还有点睛之笔：通过具体作品的比照，指出了王
禹偶此词对晚辈词人柳永等人的影响。
    信然，信然！
宋词的新变，的确在宋初六十年中就有所酝酿了。
    庆存教授是国内著名的老一辈词学名家刘乃昌先生的得意高足，早在他任教于高校的时期，因为刘
乃昌先生的关系，我与他就有学术上的往来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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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他虽改做科研管理工作了，但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仍然笔耕不辍，不断出成果。
我作为宋代文学研究界的一个老兵，同时又是了解老同行庆存教授的学术追求与专业水平的一个朋友
，看到这本精美的书即将问世，真为他感到高兴，想为读者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本书。
故特为此书作序。
    2010年12月15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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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庆存，中国古代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先后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复旦大学。
1993年师从王水照教授，1996年获博士学位。
现在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工作。
中国宋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职研究员。
在《中国社会科学》（中文版、英文版）、《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华文史论丛》、《新
华文摘》、《中国文化研究》、《文史》、《社会科学战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刊物
发表论文百余篇。
出版专著《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黄庭坚与宋代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传
承与创新》（复旦大学出版社）、《宋代文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诗词品鉴》（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等，合著《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宋代卷）》（辽宁人民出版社）、《唐诗宋词》（山东文艺出版社）、《历
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刘乃昌师合作校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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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王禹偶 点绛唇（雨恨云愁） 范仲淹 苏幕遮（碧云天） 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柳永 雨霖铃（寒蝉
凄切） 望海潮（东南形胜） 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 张先 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 晏
殊 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 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 欧阳修 采桑子（轻舟短棹西湖好） 生查子
（去年元夜时） 王安石 桂枝香（登临送目） 晏几道 鹧鸪天（彩柚殷勤捧玉钟） 鹧鸪天（守得莲开结
伴游） 苏轼 念奴娇（大江东去）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 定风波（莫听
穿林打叶声） 李之仪 卜算子（我住长江头） 黄庭坚 念奴娇（断虹霁雨） 清平乐（春归何处） 木兰花
令（黔中士女游晴昼） 秦观 满庭芳（山抹微云） 鹊桥仙（纤云弄巧） 望海潮（梅英疏淡） 水龙吟（
小楼连苑横空） 江城子（西城杨柳弄春柔） 减字木兰花（天涯旧恨） 千秋岁（水边沙外） 踏莎行（
雾失楼台） 蝶恋花（晓日窥轩又燕语） 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 如梦令（遥夜沉沉如水） 好事近
（春路雨添花） 行香子（树绕村庄） 画堂春（落花铺径水平池） 满庭芳（晓色云开） 鹧鸪天（枝上
流莺和泪闻） 贺铸 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 六州歌头（少年侠气） 仲殊 南歌子（十里青山远） 诉
衷情（涌金门外小瀛洲） 晁补之 摸鱼儿（买陂塘） 临江仙（谪宦江城无屋买） 周邦彦 瑞龙吟（章台
路） 渔家傲（灰暖香融销永昼） 浣溪沙（翠葆参差竹径成） 浣溪沙（楼上晴天碧四垂） 满庭芳（风
老莺雏） 苏幕遮（燎沉香） 少年游（并刀如水） 六丑（正单衣试酒） 兰陵王（柳阴直） 西河（佳丽
地） 尉迟杯（隋堤路） 蝶恋花（月皎惊鸟栖不定） 虞美人（疏篱曲径田家小） 李清照 醉花阴（薄雾
浓云愁永昼） 声声慢（寻寻觅觅）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 点绛唇（蹴罢秋千） 渔家傲（天接云涛
连晓雾） 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 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 张元斡 贺新郎（梦绕神州路） 岳飞 
满江红（怒发冲冠） 朱淑真 清平乐（恼烟撩露） 陆游 钗头风（红酥手） 秋波媚（秋到边城角声哀） 
卜算子（驿外断桥边） 汉宫春（羽箭雕弓） 范成大 满江红（千古东流） 杨万里 好事近（月未到诚斋
） 张孝祥 六州歌头（长淮望断） 水调歌头（雪洗虏尘静） 辛弃疾 西江月（明月别枝惊鹊） 恋绣衾（
长夜偏冷添被儿） 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生查子（溪边照影行） 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永遇
乐（千古江山） 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干树） 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 陈亮 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
） 念奴娇（危楼还望） 贺新郎（离乱从头说） 刘过 沁园春（斗酒彘肩） 六州歌头（中兴诸将） 姜夔
踏莎行（燕燕轻盈） 扬州慢（淮左名都） 刘克庄 满江红（金甲雕戈） 吴文英 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
） 刘辰翁 柳梢青（铁马蒙毡） 周密 闻鹊喜（天水碧） 蒋捷 女冠子（蕙花香也） 张炎 绮罗香（万里
飞霜） 附录1：论燕乐的滋兴与词体的诞生 附录2：敦煌歌词新论 附录3：唐宋词修辞模式论析 附录4
：古代诗词的品鉴方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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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渔家傲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渔家傲》，词牌名。
此调不见于唐、五代人词而始见于晏殊《珠玉词》。
陈廷敬、王奕清等奉康熙之命编写的《钦定词谱》卷十四云：“此调始自晏殊，因词有‘神仙一曲渔
家傲’句，取以为名。
”有学者据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范文正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曲，皆以‘塞下秋来’为首
句，颇述边镇之劳苦。
欧阳公尝呼为‘穷塞主’之词”，由此推称“此调之创自希文”，似未妥，需另考。
 这首词大约写于庆历元年（1041）前后。
时作者在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任上，防守边塞，抗击西夏，既深刻了解边塞情
况和局势，又对边塞生活有着深刻体验。
词为双调。
上片写景，着眼于大的环境，描述边塞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秋天的氛围；下片抒情，立足于对将士的理
解与同情，传达报国理想不能实现和忧虑边防的愁苦。
 起拍“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总写边塞概貌。
首句起笔破题，以叙述和议论的方式直接点明特定地点、特定季节和特定感受。
“塞下”指当时的延州地区，这是北宋前期与西夏王朝对峙并防止其入侵进攻的西北边防要塞，延州
更是重点扼守的军事重镇。
“秋来”，点明时令季节。
“风景异”，写边塞秋季景色给人的感觉，“异”字暗含着与内地风景的对比，突出强调边塞地区的
特殊性。
次句“衡阳雁去无留意”就是对“异”字的具体诠释和注解。
大雁为候鸟，秋季来临，北方的大雁开始飞往南方越冬。
古代传说，大雁南飞，到衡阳衡山回雁峰即止，故清同治《衡阳县志》说“自唐以前，皆云南雁飞宿
，不度衡阳”。
作者此处借用历史传说和典故，是说连大雁都不愿意在塞下停留，全都向衡阳飞去。
“衡阳雁去”即“雁去衡阳”；“无留意”是说大雁不愿留在边塞，从而以拟人和反衬的手法，委婉
地写出了边塞秋天萧瑟荒凉的恶劣环境。
 其下“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描绘边塞景象。
“边声”，边塞上特有的各种声音，如号角、羌笛、马啸等，其中驻防军营的号角声最为突出，给人
的印象也最深。
“四面边声连角起”，是说边塞上的各种声音同军营中的号角声混杂在一起，从四面八方传来，从而
渲染出一种苍凉雄壮的气氛。
“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是说在成千上万座山峰围绕的地方，落日的余晖映照着一座孤零零的
城市，城门紧闭，里面飘起了长长的炊烟。
这是一幅壮阔苍茫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边塞黄昏图。
词人点化王维“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句意韵，写出了塞外的壮阔风光。
以上三句充分利用听觉、视觉效果来渲染和表现“塞下”秋天的景象，既突出了雄壮冷寂的氛围，又
是对“风景异”的具体展开和生动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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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庚寅仲秋，蓝天出版社刘春燕同志来电话，说她正在策划组织中国古代经典作品品读书系，因为前不
久看到过我新出版的著作《诗词品鉴》，拟邀我承担唐诗、宋词部分的撰写。
    刘春燕同志以前曾多次让我推荐学术造诣精深的专家帮助审稿、约稿。
熟悉春燕同志的人都认为，她待人诚恳热情，而且具有很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既有思想境界，又有
文化眼光。
其策划选题，思路开阔，往往大处着眼、细处着手，总是以提高读者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为旨归，体
现着鲜明的引导社会、化育人文的思想意识。
我一直敬佩春燕同志敬业、投入、干一行爱一行的务实精神，敬佩她低调淡定、顺其自然的思想境界
，于是便欣然接受了她的热情约请。
    其实，撰写一本具有鲜明特色的宋词经典作品鉴赏，一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高校任教时的愿望
，而且确实有过付诸实施的计划与行动。
自然，这首先是出于当时教学的需要，同时也是自己学习和研究宋词的重要方式。
那时，陈匪石《宋词举》、刘永济《唐五代两宋词简析》、唐圭璋《宋词三百首笺注》、龙榆生《唐
宋名家词选》、詹安泰《宋词散论》、胡云翼《宋词选》、叶嘉莹《嘉陵词论稿》等等，都是我的案
头书。
尤其是沈祖菜《宋词赏析》，给我的启迪与影响尤为直接。
是书对作品的内容分析清晰细腻，艺术特点的把握准确到位，其方法、思路和语言，都给人以循循善
诱的感觉。
我试着学习和运用沈祖菜先生的方法，把重点讲解的宋词经典作品，写成详细分析鉴赏的文字，对作
品的内容理解与艺术的继承创新，也力求准确，力求细致，力求还原当时语境，在文学、文化和理论
层面进行审视与把握，逐渐积累了几十篇文稿。
后来因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科研任务，出版宋词品鉴的计划只得搁置，已经写出的文稿置
诸箧中，成为现在这本小书的基础。
    众所周知，词是中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重要文学样式，它把汉语言文字自身特点的艺术运用，几
乎发挥到无以复加的极致；而产生于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叶的宋词，更是多姿多彩，灿烂辉煌
。
尤其是宋代众多大家圣手精心创制的经典名篇，脍炙人口，盛传不衰，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艺
术魅力，吸引并滋润着历代读者。
    其实，词至赵宋，由于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的重大变化，使词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名篇俊章，丛
出而叠见。
这些经典作品，在广泛传唱于茶坊酒肆、青楼文苑、宫廷里巷的同时，亦有学人精心选择，衰集梓行
，如黄升《绝妙词选》、曾性《乐府雅词》、赵闻礼《阳春白雪》等等，从而为词的文本欣赏提供了
诸多便利。
自宋而后，凡习学文墨，必染指此道，赏词、学词、写词，蔚成风气，词学成显学，宋词为规范，各
种专集和选集，丛出而并茂，清代戈载《宋七家词选》、周济《宋四家词选》、冯煦《宋六十一家词
选》等，均以习尚名家为特色，而清末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更是成为流传极广的普及性选本。
近代以来，虽迭经战乱，而词学不辍，名家辈出，无须赘述。
    宋词名篇以文本形式广泛传播的过程，也是人们学习品鉴和文化传承的过程。
然而，自宋代始，人们欣赏品鉴词作的文字，基本停留在局部字句、意境或表现手法上的评点上，绝
少全篇的系统分析，即便是在词学理论开始系统化，出现了诸如张炎《词源》、沈义父《乐府指迷》
这样词学理论专著的南宋时期，也没有打破此种格局。
这种情形延续近千年，以至在词学兴盛的清代，也没有实质性突破。
    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伴随新文化建设的不断强化，人们对宋词的喜爱也出现新热潮，
词学大盛，如胡云翼《宋词选》发行至数百万册，沈祖菜《宋词赏析》多次再版重印，总数几近百万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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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各种宋词选本的梓行，对于弘扬光大优秀传统文化和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发挥了不容低估
的重要作用。
不仅如此，人们越来越注意全面系统地分析发掘单篇词作的文学内容、文化意义和艺术创造，越来越
注意深入探索词的发生发展与演变规律，专门的著述也越来越多。
进入新世纪，随着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和艺术审美的品位大幅提高，宋词自
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对象。
作为宋词的爱好者和研究者，笔者很乐意通过这本小书与大家交流学习心得，这里除将原来写成的文
稿细加整理外，又续补增写了近五十篇，粗成一帙，在聊复春燕雅命的同时，也实现了笔者一个多年
前的愿望。
    本书付梓之际，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刘扬忠先生为这本小书作序。
扬忠先生是我一直十分敬佩的师长和著名词学家。
记得1990年10月，纪念辛弃疾诞辰85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在江西上饶召开。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词学大家叶嘉莹女士、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山东
大学朱德才教授、台湾淡江大学林玫仪教授、香港大学罗慷烈教授等许多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与会
。
我也有幸带着自己的研究心得《稼轩散文艺术论》出席会议。
其间瞻仰稼轩墓，大家陆续离开，唯扬忠先生徘徊久久，最后在伟大词人和民族英雄墓前行三跪九叩
之礼，先生品格让我感动不已，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其后又多次在学术会议上聆听扬忠先生发言，新世纪初拜读先生新作《唐宋词流派史》，更是敬仰有
加。
扬忠先生与业师刘乃昌教授为好友，而我对宋词研究的起步，即得力于乃昌师的引导，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1年出版的《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就是与乃昌师合作的成果。
正是有如许学缘和机缘，笔者带着几分忐忑与惶恐，请扬忠先生惠赐弁言，而扬忠先生不以小书为嫌
，慨然应允，且鼓励有加，令人感动！
另外，中国传媒大学杨燕教授、广州大学杨树增教授，也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在此深致谢沈
！
    最后，诚挚地感谢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所有同志！
    杨庆存    辛卯正月草拟于北京长椿苑    改定于2011年3月20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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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庆存教授借鉴现代文学和美学理论，提出了自己的词学与诗学相通的品鉴宋词的六条艺术标准：一是
性情浓，二是语言精，三是形式美，四是内涵深，五是意境新，六是境界高。
作者运用这六条诗词相通的标准去解析和评论此书所选的每一首词时，大都得心应手，精彩纷呈，抓
住了宋词“最重要的特点和最主要的亮点”。
    庆存教授不单详细解读和正确鉴赏宋词名篇，而且还贯穿着编选者作为一个内行的诗词专家鲜明的
文学史意识。
这有助于读者通过此书就能大致地、生动地了解宋词发展演变的因由及其完整面貌。
    ——刘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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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经典品读书系:宋词经典品读》不单详细解读和正确鉴赏宋词名篇，而且还贯穿着编选者作为一个内
行的诗词专家鲜明的文学史意识。
这有助于读者通过此书就能大致地、生动地了解宋词发展演变的因由及其完整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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