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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王步高教授在南京东南大学唐宋词讲座的录音整理而成的。
书中结合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等词人的历史背景、生平经历、
性格学养、写作艺术等方面来探寻唐宋词艺术的发展与演变及词中蕴涵的人生哲理。
时时闪现的真知灼见足以启迪读者，字斟句酌详解修辞，有助于帮助读者提高对中国古典词的感受能
力。
讲词讲比兴，讲寄托，多有知人论世之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探寻词苑的艺术与人生>>

作者简介

王步高，1947年生，江苏扬中市人。
196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文系德文专业（本科），曾任中学教师和副校长十余年。
1984年获吉林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专业硕士，曾在江苏古籍出版社任编辑，其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词
学研究专业（博士），师从唐圭璋教授。
1991年调东南大学文学院，先后任副教授、教授、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现为东南大学中文系
二级教授。
从事古典诗词研究与教学，著有《梅溪词校注》、《司空图评传》等学术著作及高校教材四十多种，
主攻诗学、词学、文艺美学。
主编的《大学语文》系列教材，为全国“十五”、“十一五”规划教材之一，获2002年国家优秀教材
二等奖。
主持的东南大学“大学语文”课程是2004年国家精品课程，获2005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现任全国
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
主持的“唐宋诗词鉴赏”是2008年国家级精品课程。
两次被全校学生评为“最受欢迎的教师”，系江苏省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东南大学校歌》的词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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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讲　南唐词与李后主词　　今天我们讲南唐词与李后主。
　　首先简单地介绍这段历史。
南唐是五代时期割据江南的一个小朝廷。
大家知道，在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之后，中原地带先后换了五个朝廷，也就是梁、唐、晋、汉、周。
五个朝代前后也就是53年。
其中最短的汉，前后搭头带尾才三年，换了两个皇帝。
北方中原地带是非常不安定的，朱温篡夺了唐王朝的权利之后，他当了皇帝，全国各地并不服他，所
以各地也就出现了十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前蜀、吴、吴越。
南唐和吴是相联系的，节度使杨行密在扬州割据一方，叫作吴，杨行密手下有一个地位仅次于他的大
臣叫徐温，他掌握了吴的政权。
在杨行密之后，他就扶植傀儡政权，想取而代之但还未来得及的时候，徐温就死了。
徐温有几个儿子，当时都在朝廷做大事，但是都不及他的养子徐知诰。
徐知诰在徐温死后取代了他的地位，在朝廷当中执掌大权，最后又篡夺王位，然后把吴国改名为唐，
他自己又改姓李，接着造成一个舆论，说他是李家王朝唐宪宗的儿子李怡的后代。
另外他还编造了一个，从他开始，他父亲的姓名、祖父的姓名，一直到李怡和唐宪宗：我是皇帝的后
代，那么自然应该继承唐王朝的天下，这样就改称为唐。
但为了避免和历史上的唐朝混起来，所以史书上称它为南唐，它自己并不自称南唐。
就像五代时期的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他们自己也不这么称，后人们为了避免和前面的
梁、唐、晋、汉、周几个朝代相混淆，都称它们为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中原地带也曾经叫过唐，那是北方的一个少数民族沙陀族李克用和他的儿子建立的一个政权，所以北
方的叫作后唐，南方的则叫南唐。
从地图上看，南唐的疆域大致包括江苏大部分地区安徽的中南部。
然后还有江西省的全部和福建省的一部分。
倒是浙江省另立了一个小国家——吴越国。
大家看：这就是南唐的疆域。
　　南唐先后传三个皇帝：开国皇帝本名叫徐知诰，后来改姓李，连名也改了，叫李昪，称先主；他
的儿子叫李璟，他原来的名字叫李景通，或者应该叫徐景通。
父亲没有改姓之前，他也姓徐。
后来父亲改姓之后，他就叫李景通，在被立为太子之后，就改名叫李璨。
再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李煜。
这样大概就是南唐历史的沿革。
南唐从李昪即位，到李后主投降北宋，前后维持了39年，出了3个皇帝。
其中李后主执政15年，在古代当皇帝的时间跨度来看，15年不算是太短的时间。
　　南唐的三个皇帝中，李昪是有雄才大略的，否则当时不能取得政权。
他出身微贱，是一个孤儿，后来被杨行密收养，作为当时吴国的皇帝，准备收养他为自己的儿子，但
是杨行密的几个儿子容不下他，非常不喜欢他，认为因此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杨行密就把他送给徐温，徐温就一直把他给养下来。
这个人很有心机，也很有胆略，长得也很帅气，当时就有人认为他这是帝王之相。
当然古代书上这一类记载非常多。
这样，李昪就传位给中主李璟，然后再传到后主李煜。
在兄弟之中，李璟就是个无能之辈。
假如当时皇位不传给李璟，也许国家的最后结局就不是那样。
李璟做皇帝的时候，北方是北周，很多书上都说北方是北宋，其实是搞错了。
一直到李璟快死的时候，赵匡胤即位。
赵匡胤做北宋皇帝的第二年，李璟就去世了，由李煜即位，就是李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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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璟在位的时候，北方的北周政权皇帝亲自带兵，一直打到南唐的北部，打到泰州。
实际上，泰州作为一个行政区划就是在南唐时期形成，原来并没有泰州这个名字，当时一个县升格成
行政区划，把盐城等周围的县划给泰州管辖。
北周的皇帝亲自带兵攻打泰州，于是南唐的臣子也要求李璟亲自带兵，这样士兵百姓就会齐心协力，
但是李璟不敢。
李璟很无能，他在朝廷里还建了一个小房间，起个名字叫乌龟头。
乌龟头通常都是缩起来的，臣子们也经常说“圣上躲在龟头里”，堂堂一个皇帝躲在乌龟头里，确实
说不过去。
李璟总是打败仗，也毫无能力，最后苏北这一片基本上都被北周占领了。
南京作为首都，和北周只有一江之隔。
他觉得南京不够安全，跟臣子们商量，要把都城迁到江西南昌去。
大部分臣子都反对，只有极个别的人赞成，他还是迁都了。
就算迁到南昌去也不安全，而且那个地方从来没有做过都城，住房衣食都跟不上，所以大家都强烈不
满，要求李璟迁都回到南京来，最后他勉强答应。
但是他自己长期生病，最后就死在南昌，没有迁回来。
　　下面说一点关于李后主。
李后主在兄弟当中排老六，按理说，在封建社会里“立长”、“立嫡”。
皇帝都有若干个老婆，大老婆也就是皇后生的孩子自然被立为太子，怎样也轮不到他。
当时他有一个哥哥已经被立为太子，但是李璟跟北周打不过，自己打算下台，让位给太子。
如果当时北周同意他下台，即位的皇帝就不是李煜，而是他的哥哥。
结果北周说他不一定要下台，只要称臣就行了，这样，从李璨开始，他就不叫南唐皇帝，叫南唐国主
。
后来太子去世才立李煜为太子。
不久，他父亲就去世了，实际上，李后主当皇帝非常偶然，第一，他排老六，就不应该是他做太子；
第二，他父亲死的时候才46岁，如果李璟能活到六十来岁，李煜就当不了皇帝了，这样最后亡国的就
是李璨而不是李煜了。
南唐简单的历史就是这样。
　　后来李后主上台已经是在赵匡胤登基之后，赵匡胤当皇帝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结束五代以来的
政局不稳，总是政变，53年间换5个朝代，换了那么多个皇帝，赵匡胤根本没有想当皇帝，他官职很低
，既不是宰相，也不是总司令，只是殿前都检点，这个官职相当于中央警卫部队司令，在今天恐怕只
是相当于师长的干部，尽管位置很重要，直接警卫皇帝。
他手下的人事先把黄袍做好了，陈桥兵变的时候，往赵匡胤身上一披，问你当不当皇帝。
当皇帝有可能当成，也可能被镇压下去。
即使不想当，但你披过龙袍，就等着满门抄斩吧。
这样赵匡胤寻死不如闯祸，就被迫当了皇帝。
所以他当皇帝之后也战战兢兢，生怕自己手下的大臣尤其是武将，哪一天也来黄袍加身。
因此后来来了个“杯酒释兵权”，宋代从此之后将军都没有兵权，所以整个宋朝310年基本上没有发生
过兵变，只有南宋时期有两个将领实在不满宋高宗的投降路线，曾经搞过一次小政变，后来被著名将
领韩世忠镇压下去，就这么一次小政变，整个政权是稳定的。
但这样一来，宋朝对外非常虚弱，因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
所以同学们看两宋，政权十分稳固。
但另一方面，对外极其虚弱。
北方以北京为中心的燕云十六州，在整个两宋期间一直不能收复，只有和金国人一起联合起来，把辽
国灭掉的短短几个月中，收复了燕云十六州。
但是蒙古兵大举南下，不仅又统统失去燕云十六州，而且自己在北方的领土都不保，汴京两次被攻下
来后，北宋就被彻底灭掉了。
不仅是辽国，西北方有一个回族的小政权叫西夏，西夏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每年北宋也要向他们进贡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探寻词苑的艺术与人生>>

，这里不叫“进贡”，叫“赐予”，赐予是以上对下，但是却不敢不“赐予”，一定要“赐予”，实
际也是进贡，连西夏这种小朝廷，每年都要向他们进贡。
只有少数几年，当时范仲淹在延安一代抵抗西夏的时候，西夏的小政权才稍微老实一点，当时的边疆
也太平一点。
后来到北宋后期，就是金国人，再到南宋后期，就是蒙古人，所以北方边疆一直受到人家的压迫，要
么进贡要么打仗；到南宋的时候甚至丢掉了半壁河山，东起淮河，西到大散关以北的领土基本上消失
殆尽，祖国再也不能够完璧，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
　　李后主作为皇帝他还很懦弱，人们有这么一句话来评论李后主，这句话带有一点调侃的味道：“
作个词人真绝代（李后主是个绝代的好词人），可怜薄命作君王（薄命本来是指女性命运不好，可惜
阴差阳错让他做了皇帝）。
”他是一个绝顶的好词人，但作为皇帝说不上好皇帝。
他脾气非常好，马上讲到他的作品的时候，同学们更会感受到。
他作为丈夫是一个好丈夫，作为兄长是一个好兄长，作为领导人应该说也是很与人为善，但是最终国
家亡在他手上。
最后北宋攻打下南京之后，他被迫肉袒负荆投降，最后被俘虏到汴京。
南唐灭亡之前，北宋是赵匡胤做皇帝，但灭亡之后，他一到汴京赵匡胤就去世了，赵光义——赵匡胤
传位给他的弟弟，也就是历史上的宋太宗——气量不是很大，所以没让他在汴京活几年，这是极为可
惜的一点。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探寻词苑的艺术与人生>>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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