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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对中国的韵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大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但韵文
学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就文学形式的体裁特点而言的，这大概不成问题吧。
由此想到对古典诗词的研究，体裁特点也是不应忽略的一个方面。
　　以往对诗词的研究，多从一般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有人称之为纵向研究；现在，又有人提出
还应进行横向研究，研究文学在这一时代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把纵向
研究与横向研究结合起来。
这自然是能使研究工作深入的很有卓见的建议。
但我觉得这还不够，还应该把文学的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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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应重视诗词体裁研究（代　序）尽管对中国的韵文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目的、方法应该是什么，大
家的看法不尽一致，但韵文学是文学的一部分而且是就文学形式的体裁特点而言的，这大概不成问题
吧。
由此想到对古典诗词的研究，体裁特点也是不应忽略的一个方面。
以往对诗词的研究，多从一般文学发展史的角度进行，有人称之为纵向研究；现在，又有人提出还应
进行横向研究，研究文学在这一时代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然后把纵向研究
与横向研究结合起来。
这自然是能使研究工作深入的很有卓见的建议。
但我觉得这还不够，还应该把文学的内容研究与形式研究结合起来。
诗歌形式的研究（包括研究它与内容的关系），我以为不能不注意诗歌的体裁。
以往的研究，多半总是只注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还有用什么表现手法，诸如比喻、象征、想象、
夸张，或者语言精炼含蓄，自然流畅、有节奏感，用典或白描，以及艺术风格如何等等，却很少结合
体裁特点加以论述，即使谈到体裁，也只限于诗律学的范围。
似乎一首近体诗与一首古风的差别，就在于一则有字句限制、格律规定，一则没有；律诗与绝句的差
别，似乎只是律诗八句，绝句四句，“绝乃律之半”。
这样，就很难说明律、绝同是近体，为什么杜甫的律诗（尤其是七律）笔力劲健，人难匹敌。
而他的绝句就未能称雄于一时；李白写绝句是拿手，而写律诗（尤其是七律）则非其所长。
边塞诗派总擅长歌行，田园诗派多工于五言短诗。
王维的《夷门歌》、《陇头吟》、《老将行》、《燕支行》诸作，和他的《辋川集》、《皇甫岳云谿
杂题》组诗，不但题材各别，风格迥异，选择的体裁也是不同的。
李白的古风“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与歌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都是极自负的话，可是一则从容和缓，一则奔放不羁
。
如此等等，也都与选择诗的体裁特点有关，而决非平平仄仄的格律常识可说明的。
我国传统的诗学是很讲究体裁特点的，对诗的各体都有过不少论述，有的是说得相当精辟的。
这也许与他们自身都有创作实践经验有关。
现在研究诗词换了路子，多不注意及此，这是一个缺陷。
京剧、越剧、歌剧、舞剧、话剧⋯⋯虽然同是舞台剧，如果不顾及它们各自的特点，而用同一尺度去
衡量，比较和评论它们的思想与艺术，是很难说得中肯的。
研究诗歌，也必须弄清各体的特点和适应性，道理是一样的。
可惜这方面的研究，已长期被忽略、冷落了。
我在杭大任教时，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过“唐诗体裁研究”的课，就是想引导学生也注意这方面的
研究。
因为我发现上过中国古代文学课的学生，有的还弄不清乐府与古、近体诗究竟是什么关系。
最近，读到一篇发表出来的文章，在谈唐诗的体裁种类时，把七言古体与歌行体分作两类。
其实，这是不妥当的。
在唐代，歌行就是七古，七古都叫歌行，并非两类。
那时，五古、七古的名称还没有，所谓古体、往体、古风、古诗，是指唐以前就有的声调未协的五言
诗；而七言诗和长短句诗，唐以前除了个别诗人如鲍照等仿乐府歌行而作外，一般诗人都不写或很少
去写，七言成为文人普遍创作的一种诗体还始于唐代，而长短句诗成为文人普遍创作形式则始于盛唐
。
所以唐人不把七言称作古体，而只叫歌行。
宋元之后，称之为七古，那也只是因为乐府歌行对唐来说，是古已有之的。
这一点，明代的唐诗学家胡震亨在《唐音癸签》的《体凡》篇中已经提到了；我最近有一篇《什么是
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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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章发表（《古典文学知识》1987年1期），也说了这方面的问题。
总之，我觉得诗歌体裁是应该充分利用前人取得的经验与成果加以系统研究的一个领域，只要深入下
去，一定会有很多发现的。
我准备继续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同行一起来共同研究它。
（原载《中国韵文学刊》总第1期“韵文笔谈”栏目，题作《诗歌形式的研究不能不注意诗歌的体裁
》）治学杂谈——读懂并不容易治学之道，人人各异，悟性高低，功力深浅，成就亦自不同。
自知学浅识陋，应邀为文，不无惭愧。
又所言多半常识，非有高见；片言断想，不成系统，姑且称之为杂谈。
喜欢古典诗词的年轻人，常以为读懂诗词容易，特别是在现在各种注释本已出版得比较多的情况下，
以为遇到难懂的词句，看一下注释就解决了，所以总把注意力集中在看人家如何评析鉴赏上，而忽略
自己细心研读原作。
我以为这不是有效地提高自己对诗词的阅读和鉴赏能力的好办法。
出色的评析鉴赏，必须建立在正确理解作品的基础上；除理解词义外，还应包括作者为何要这样写。
这一最基本的功夫，要做到家并不容易。
翻看前人的诗评、词评，就会发现有的评说由于对作品理解有偏误，而说不到点子上；今人的鉴赏文
章，情况更严重，一首几十字的诗词，可以写上几千字的文章，可仍不免在理解原文上出错。
试举数例如下：陈与义《和张矩臣水墨梅》诗：“粲粲江南万玉妃，别来几度见春归。
相逢京洛浑依旧，惟恨缁尘染素衣。
”玉妃，即杨贵妃，因其白净而喻梅花。
诗的后两句用典，有注本引陆机诗：“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为缁。
”谢朓诗：“谁能久京洛，缁尘染素衣。
”这都不错。
但说到句意时称“这两句是以梅花一尘不染的品格自励”，就误解了。
其实，用此典是因为诗咏“水墨梅”的缘故。
真梅是白的，画梅是黑的，所以用素衣化缁典，同题后一首诗有“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语可证。
陆游《度浮桥至南台》七律前半云：“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
”南台，岛名，在福州外闽江中，亦称“南台山”。
有人因“九轨（谓往来车多）”句写“度浮桥”，便以为“千艘”句写所见江上船只众多景象，其实
是误解。
原意两句都写浮桥，浮桥无墩，桥面架于一字排开的许多船上，故谓。
可见，读诗词一点也粗心不得。
其中近体诗、词的题目、小序尤须留意，古人从不随意题写，有时那几个字、一两句话，便成一篇内
容的纲。
这一点，读多了就会知道。
再如辛弃疾《满江红&#8226;题冷泉亭》词，是题在杭州灵隐飞来峰脚下的冷泉亭上的，其结尾说：“
恨此中、风物本吾家，今为客。
”有笺注说：“‘吾家’，指济南。
”这是想当然的解说，是不对的，问题出在没有弄懂句意。
后来写鉴赏文章的人便据此而说冷泉亭景物“有和作者家乡（济南）相似的地方”，作者是恨“故乡
永远回归不得，只能长期在南方作客”，是“触景怀旧”等等。
辛弃疾突骑渡江归宋后，从未说过怀念沦陷的山东家乡而可惜回不去的话，反而自辩道：“休说鲈鱼
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水龙吟》）怎么现在却恨起“在南方作客”来了呢?这是说不通的。
再说“本吾家”三字也不能解成“似故乡”，它是与“今为客”相连对举的，意思是说，本来就是自
己家里的，现在反而当作客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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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指什么呢?指“此中风物”，即飞来峰。
题冷泉亭，必咏飞来峰，亭在峰下，是一回事，此亭至今仍悬一楹联云：“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
来？
”相传“晋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兹山，叹曰：‘此是中天竺国（印度）灵鹫山之小岭，不知何年
飞来。
’”（《淳祐临安志》）故飞来峰又称鹫岭。
辛词上阕末云：“谁信天峰飞堕地，傍湖千丈开青壁；是当年、玉斧削方壶，无人识。
”已说不信峰从国外飞来。
下阕结尾，照应此说，谓此山本自家所有，今反以外来客视之，所以为恨耳。
这是在借题发挥，写自己的牢骚。
南宋当局歧视稼轩等南归人士，称他们为“归正人”，时时防范并限制其职权。
稼轩不满，故借词寓意，仿佛是说：我等本大宋臣民，冒死南归报国，奈何执政强分正邪，视若外人
，使我辈长寄人廊庑之下耶!误解文意，学者也在所难免，并非都是没有根底的年轻人，故言读懂并不
容易，真正理解了，评析、鉴赏自然也就不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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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义江，1934年生。
著名红学家、学者、教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浙江宁波人。
195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现改为浙江大学），留校任教于中文系、新闻系。
1978年借调至京，筹创《红楼梦学刊》，成立中国红学会。
1986年，调任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部长，创办团结出版社，兼任社长、总编辑，兼教于京杭高校。
为六届、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委员。
现为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中国古典文学普及研究会副会长。
在唐宋诗词、红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
出版的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现称《鉴赏》）、《论红楼梦佚稿》、《红楼梦》校
注、《蔡义江论红楼梦》、《红楼梦丛书全编》、《稼轩长短句编年》（香港上海书局）、《辛弃疾
年谱》、《唐宋诗词探胜》、《清代文学概论》（日本每日交流社）、《宋词三百首》详析（台湾建
宏书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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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应重视诗词体裁研究（代序）上编　诗词体裁　古风　　“古风”的所指　　兴起与演变　　感遇诗
　　山水田园诗　　新乐府　　短古　　长篇　　与律诗的界线　歌行　　歌行的名称　　歌行与乐
府　　歌行的流变　　歌行的作法　律诗　　律诗的题目　　题目与内容必须完全一致　　全诗必须
始终环绕着题目写　　题目的每层意思都必须写到　　题目或主要题意须“开门见山”，即在首联中
便写出　　律诗的章法　　首联起　　颔联  承　　颈联  转　　尾联合　　律诗的句法字法　　律诗
的因拗取峭　绝句　　绝句的名称　　绝句的兴起　　绝句的特点　　少：时间上，过程短暂；空间
上，画面干净　　小：借细节或琐事来表现诗旨　　了：语言明白，一看就知，一听就懂　　常：常
见、常有、带普遍性的题材和表现形式　　藏：含蓄，耐人寻味，不一览无余，言有尽而意无穷　　
长：韵味悠长，情意绵长，一唱三叹有余音　词　　词的兴起　　词的名称　　词与乐府的根本区别
　　词与诗在体裁特点上的区别　　词的发展与演变  曲　　曲的名称及其含义　　曲的豪放派　　
曲的清丽派⋯⋯下编　诗词鉴赏　盛唐三大家诗探胜　宋词解读附录　杂论　乙夏承焘师　治学杂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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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登高（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②。
　　无边落木萧萧下③，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④。
　　艰难苦恨繁霜鬓⑤，潦倒新停浊酒杯⑥。
　　【注解】　　①登高：大约大历二年（767）秋作于夔州。
②渚：水中小洲。
③落木：落叶。
④百年：谓一生。
⑤“艰难”句：生活艰难，甚恨白发增多。
⑥“潦倒”句：穷愁潦倒，最近连酒也停喝了。
当时杜甫因病戒酒。
　　【探胜】　　这也是杜甫在夔州的作品之一。
当时他生着肺病。
　　全首诗都用对仗，在七言律诗中并不太多；要写得好，当然就更难。
但杜诗中独多此体。
此诗前四句写景，为后四句抒情作衬托。
首联分别由六个词组组成一个意境，耳闻目见，俯仰之间，犹如亲临其地。
颔联一气浑成，笔法变化，“落木萧萧”已为下联写出“悲秋”兴象；“长江滚滚”，自然也就引起
了“百年”身世的感慨。
颈联再变颔联之混统境界为多层含意。
如果将它分拆开来，大概有：一、异乡为“客”；二、经“常”如此；三、离家“万里”；四、孑然
孤“独”；五、“登台”生枨触；六、逢“秋”而兴“悲”；七、一生“多病”；八、况已“百年”
过半。
诗句容量极大。
末联放言直抒平生“艰难”“潦倒”，如今连暂借酒杯以浇愁怀的机会，也因肺病止酒而被剥夺了。
读来令人对诗人的不幸，十分同情。
这一联虽用对仗而不觉是对句，亦如通常用散句而不觉气促。
音节上，此诗多双声叠韵，如“落木”“长江”“艰难”“潦倒”“新停”等等，但也是自然而出，
并无琢刻求工的痕迹。
明代胡应麟认为这是古今七律中的第一首，这样说，虽不免偏重艺术形式而有所溢美，但也可以看出
，此诗是受到后人特别称颂的。
　　渔家傲（范仲淹）　　塞下秋来风景异①，衡阳雁去无留意②。
四面边声连角起③，千嶂里④，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⑤。
羌管悠悠霜满地⑥，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出生于江苏吴边县。
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主张政治革新，曾在陕西守卫边塞多年，对巩固边防很有贡献。
诗、词、文都很出色。
词传世很少；文《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句古今传诵。
谥（shì，帝王、官僚死后封号）“文正”。
有《范文正公集》。
　　【注释】　　①塞（sài）下：边境，此指西北边疆。
②“衡阳”句：今湖南衡阳市旧城南，有回雁峰，山似雁之回旋，相传雁至此不再南飞。
③边声连角起：边声，如风号、马嘶一类边地悲凉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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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号角。
④嶂：山峰状如屏障者，也泛指山峰。
⑤燕然未勒：尚未克敌建功。
东汉窦宪曾击败北匈奴，登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勒石记功。
勒，刻。
⑥羌管：也叫羌笛，出自羌（少数民族）地。
　　【译文】　　秋天到来时，边境的风光真奇异：南飞的大雁往衡阳去也不想停留一下。
边地四面传来悲凉的声音，应和着军中的号角声，一时响起。
在群山环抱中，长长的烽烟在落日中升腾；一座孤零零的城堡关上了城门。
　　浑浊的酒一杯在手，家乡已相隔千里万里。
功勋尚未建立，要想回家也没有办法。
在哀怨悠扬的羌笛声中，地上结满了浓霜。
大家都睡不着觉，身为将军的我头发也白了，士兵们都在流泪。
　　【扩展阅读】　　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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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　　【注释】　　①乐歌数阕：即词数首。
②欧阳公：欧阳修。
　　【今译】　　范文正公镇守西北边疆期间，写了好几首《渔家傲》词，都以“塞下秋来”作为开
头，讲了不少戍守边地的劳苦。
欧阳修曾将它称之为潦倒边帅的词。
　　【点评】　　1040年，范仲淹自越州改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西安）。
两年前，西夏元昊称帝，连续侵宋。
北宋西北边陲长期不加警戒，武备松弛，仓促用兵，屡战屡败。
在调范仲淹知延州前不久，西夏军已将延州外围据点一一攻陷，延州成了孤城。
范氏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他到任后，选将练卒，招抚流亡，增设城堡，联络诸羌，深为西夏畏惮，称“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甲
兵”。
此词写边城荒寒和将士的劳苦，流露出年老无功、忧患边防而又体恤士卒的复杂心情。
原是数首相关的组词，今独存此首。
　　上阕以写景为主。
首句是总说；作者是苏南人，初到陕北，自然对异域的风光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与感受。
次句以大雁急急地向南飞去，毫无停留之意，暗示边地的萧索荒凉，严寒将至；同时也衬托出戍者望
归而无计的沮丧心情。
提到“衡阳”，固然由于它正处在延州遥远的南面，更因为衡山的回雁峰有与雁飞相关的传说。
写过所见，接写所闻，“四面边声连角起”以声音来渲染悲凉气氛，自然地引到戍守之事上来。
末了以重色调画出群山之中的“孤城”，令人想见其险峻的地理环境与军事形势。
　　下阕以抒情为主。
过片先写以酒浇愁，家乡遥远，暗中呼应前面的望断南飞雁。
然后申明有家归不得的缘由，说出词之要旨：“燕然未勒”，戍边尚未建立功勋。
肩负重任的主帅范仲淹清醒地看到形势的严峻，忧心忡忡，也曲折地透露出对北宋朝廷长期忽视边防
的重内轻外政策的不满。
实话实说，倒被后来不知真实边陲情况的欧阳修讥为“穷塞主之词”。
其实，会说豪言壮语，表示要建奇功于异域的诗人文士，历来多多，未必都是国家安危系心、真知用
兵的补天手。
此后再插入一句景语：“羌管悠悠霜满地”，极妙；既使地域、季节的特色一时显现，又使前后抒情
更蕴藉丰满，不单调干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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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的收结，非颓伤厌战语，而是忧国情怀与思家心绪的复杂交织。
　　全词苍凉悲壮，一扫唐五代花间派柔弱绮靡的词风，为后来苏、辛豪放词作了先导；是一首在宋
初词坛上独放异彩的佳作。
　　江城子（苏轼）　　密州出猎①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②。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③。
为报倾城随太守④，亲射虎，看孙郎⑤。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⑥？
会挽雕弓如满月⑦，西北望，射天狼⑧。
　　【注释】　　①密州：今山东诸城。
熙宁八年（1075），苏轼知密州，这首词作于是年冬。
②“左牵”二句：左手牵着黄狗，右手举着苍鹰。
《梁书?张充传》：张充年少出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
③千骑：指太守的随从，非实数。
平冈：等于说山野。
④倾城：指全城士民，苏轼要他们随同去观猎。
⑤“亲射”二句：看我亲自射虎。
孙郎，孙权，曾射虎于庱亭（今江苏丹阳东）；借以自指。
⑥“持节”二句：《汉书?冯唐传》：汉文帝时，云中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但因报功不实，被削职
问罪。
冯唐力谏不当如此，文帝从之，“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
节，符节。
云中，汉郡名，今山西大同一带。
苏轼借此表示希望朝廷能委自己以边任，去边陲立功。
⑦会：当。
⑧天狼：星名。
古人用以代表侵掠贪残。
这里喻西夏侵扰者。
　　【译文】　　老夫我姑且学学年轻人的狂态，左手牵着黄狗，右臂擎着苍鹰，头戴着锦帽，身穿
貂皮袍，与大队随从人马一道，卷席似的奔驰在山野中。
为我告知全城的军民，大家都跟着我太守前去打猎，看我像当年的孙权那样，亲自射虎的身手吧！
　　我喝过几杯酒，带着醉意，心气尚豪，胆子也大。
虽然鬓发微微花白，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朝廷不知哪一天会派冯唐那样的人，手持符节到云中郡传达旨意，委我以边防重任？
我当能把雕弓拉得像十五的月亮那样满满的，望着西北方向，去射下那颗暴虐的天狼星。
　　【扩展阅读】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①，亦自是一家，呵呵！
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
作得一阕②，令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之③，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与鲜于子骏书》）　　【注释】　　①柳七郎：柳永。
②作得一阕：即此《江城子?密州出猎》词。
③扺掌：鼓掌。
　　【今译】　　近来，我倒也写了好些小词，虽则没有柳永的风味，也还能自成一家，哈哈！
几天前，到郊外去打猎，所获猎物颇多。
因此写成词一首，命令密州的壮士们拍掌顿脚而唱，吹笛击鼓来伴奏，还相当地壮观呢。
　　【点评】　　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太守，当时刚满四十岁。
十月间，他“祭常山回”，与官兵们围猎于密州的铁沟一带，所获甚丰，回来后写下了这首词，又让
军士们拍掌顿脚，随笛鼓之声而歌，十分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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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猎对于苏轼这样的文人来说，虽是一时之豪兴，但这次小试身手却鼓舞了他平素就有的报国立功的
信念。
此前，西北边境一带屡屡有事，如熙宁三年，西夏大举进攻环州、庆州；四年，又陷扶宁诸城。
就在这次出猎数月前，辽主还胁迫宋廷割地七百里。
在这种紧张的边防形势下，苏轼才很有信心地表示希望能有机会前赴西北边疆去弯弓杀敌的爱国心愿
。
　　上片记出猎盛况，下片抒请战心愿。
写得声势浩大，场面热烈，豪情万丈，顾盼自雄。
是东坡乐府中少有的一首壮词。
东坡诗词，押韵择字，常能大胆机智，令人耳目一新。
此词中“左牵黄，右擎苍”即是。
世间事物，其色“黄”“苍”者多多，能借以专指鹰犬，全因所写是出猎事，又有“左牵”“右擎”
字样，才不生歧义，反风趣盎然。
词上下片虽所述不同，但遣词造句仍处处照应。
如前有“老夫聊发少年狂”，后则言“鬓微霜，又何妨”；前已点出自己是“太守”，后便用冯唐持
节宣魏尚仍任云中太守事；射猎必持弓箭，故前用英雄孙仲谋射虎事自比，后则以“挽雕弓”“射天
狼”来说自己愿立功边陲，抗击西夏之敌。
　　破阵子（辛弃疾）　　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①　　醉里挑灯看剑②，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③，五十弦翻塞外声④。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⑤，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⑥，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⑦！
　　【注释】　　①陈同甫：陈亮（1143—1194），字同甫（即同父），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
江）人。
稼轩好友，为人豪迈，富才气，喜谈兵，反对与金议和。
力学著书十年。
光宗绍熙四年（1193）第进士，擢第一，授官未到任而卒。
为南宋著名思想家，有《龙川词》。
②挑灯：古时点油灯，时时要挑灯芯使灯明亮。
③“八百里”句：晋代王恺有一条珍贵的牛，名叫“八百里駮（同‘驳’）”。
一次，王济要王恺以此牛为赌注与他比射。
王恺自恃箭法高明，且以为如此好牛，没有真杀之理，便一口答应，并让王济先射。
王济“一起便破的，却据胡床（坐具），叱左右：‘速探牛心来！
’须臾炙至，一脔（切成块的肉）便去。
”（见《世说新语?汰侈》）后用此典，不但以“八百里”代牛，且有赞本领与豪气之意，如苏轼诗“
要当啖公八百里，豪气一洗儒生酸”即是。
麾（huī）下，部下。
炙，烤肉。
句谓以烤牛肉犒劳部下。
④“五十弦”句：五十弦，指瑟，乐器。
李商隐《锦瑟》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这里亦有感慨年华流逝的意思。
翻，变换作。
锦瑟本非军中所用乐器，弹奏的也多为哀怨的清商曲调。
塞外声，指雄壮的音乐。
⑤作：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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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卢：好马名。
相传刘备在荆州遇难，所骑的卢马一跃三丈，跨过檀溪而脱险。
⑥天下事：指收复中原。
辛弃疾《祭陈同父文》：“以同父之才与志，天下之事，孰不可为？
所不能自为者，天靳之年。
”⑦白发生：陈亮《及第谢恩和御赐诗韵》诗：“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
”　　【译文】　　醉中拨亮油灯，抽出宝剑来看了又看，一觉醒来时，只听得军营里号角声响成一
片。
犒劳部下，将士们分食烤牛肉，豪气正盛，惯弹出哀怨曲调的锦瑟，如今换奏塞外雄壮的军乐了。
秋日里，在沙场上检阅部队，观看他们比武练兵。
　　马都像当年驮着刘备跃过檀溪的的卢一样飞快，弓拉得真有劲，弦声忽剌剌如同疾雷让人心惊。
把君王委任的收复失土、统一天下的大事都办完；就能赢得生前和身后的不朽英名了。
这多好啊！
可怜白发已经上头了！
　　【扩展阅读】　　无限感慨，哀同父，亦自哀也。
（梁启超《艺蘅馆词选》丙卷）　　【点评】　　辛弃疾在带湖闲居十年之后，于绍熙三年，出为福
建提刑。
四年（1193）秋，又被任为福州知府、福建安抚使。
他的好友陈亮，也恰于该年中进士，被光宗赵惇亲擢为第一。
作者就在闽帅任上，得知这个消息，因而写此壮词以寄，表示与陈亮共勉。
　　词写主将的军中生活。
上片时间由夜到晓，再说白天；环境则从营幕之内到整个军营，再写沙场之上，境界层层扩大。
“看剑”，已见壮志雄心，再用“醉里”“挑灯”细节衬托，将军日夜不忘杀敌报国之神态仿佛亲见
。
“吹角连营”是“梦回”时所闻，也可看作是“梦回”的原因。
夜间写“看”，破晓是闻，各不相犯。
词境从帐内带出帐外，故下接发烤炙的牛肉以犒赏部下，弹奏军乐以为欢娱，以及演兵场上列队检阅
的场景。
上片以“沙场秋点兵”一句过片，下片就以麾下将士们练兵比武起笔。
写得兵精马壮，个个善骑能射。
场面之热烈，情绪之振奋，已达高潮。
自然转入直抒壮怀，要完成收复中原的大业。
词以“可怜白发生”作结，既有无限感慨，又是积极勉励，词意极为悲壮。
　　词中所写种种，以作者任闽帅时的生活为基础，泛说统率精兵猛将的主帅生活，以此期望于陈亮
，与纯粹纪实有别。
“八百里”“五十弦”，对偶句中巧用典故，使词句内涵大大丰富：“八百里”乃骏物，本非麾下分
炙当杀之牛，竟取而代用之，不但见出作者和陈亮的豪壮气概，且以王济一箭破的之典故，暗逗下片
将士善骑射情景。
“五十弦”指锦瑟，多与文士佳人为伴，如今翻出塞外之声，既表现二人将诗酒吟咏生活转变为戎马
出塞壮举的热切期望，又暗寓年华易逝、早生华发的感慨。
赋词之年，作者五十四岁，陈亮五十一岁，都已年过半百了。
　　陈亮之为人，在当时被朝野视为“狂怪”。
他多次向孝宗上书，陈述国策，反对议和。
孝宗派人找他想叫他做官，他却跳墙逃走。
既不愿做官，却又几次去考进士，这一次考中了第一。
辛弃疾知道他不肯以上书言事来博取官职，但认为事业还应凭借于功名，故勉励他此次定要实践抗金
复土的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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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却君王天下事”，是寄希望于同甫，也正是作者的自勉。
　　词的末句，是对陈亮及第后所作诗句“勿谓儒臣鬓发苍”的呼应。
现在有一种解说，认为这是作者自己的“幻想终于被‘可怜白发生’的现实碾碎了”。
固然，写壮志成空、理想破灭的悲愤，也不无意义，但在这里却与词题所说的“壮词”不相切合，也
与二人当时的顺利处境和兴奋心情对不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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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怀我好音：诗词体裁与唐宋名篇鉴赏》是对于古典诗词鉴赏的入门指导，是大家普及的精品之
作。
特别适合中学师生入门提高，更可作为大学生学习古诗词的教材。
　　上编介绍诗词体裁的特点和流变，包括古风、歌行、律诗、绝句、词、曲、对偶的分类与特点等
，简明易懂。
　　下编是唐宋诗词名家名篇的赏读，深入浅出，明晰优美。
　　附录收录一些观点独到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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