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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纳兰性德（1655年—1685年），清代满洲正黄旗人，字容若，号楞伽山人。
原名纳兰成德，为避当时太子“保成”的名讳，改名纳兰性德。
一年后，太子改名为胤礽，于是纳兰性德又将自己的名字改回成德。
他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进士，是权臣明珠长子。
他官至一等侍卫，一生淡泊名利，善骑射，好读书，擅长写词，被称为“清朝第一词人”。
他生于权贵之家，通过科举进入仕途；他常陪伴皇帝左右，却时刻向往平淡的生活；他担任宫廷侍卫
，却以文采著称；他身为满洲人，却最爱与汉族文人交往；他对感情真挚，却一生历尽爱情的波折；
他可谓著作颇多，却只活了短短的31岁。
他的一生就像一个谜一样，充满了诗意和浪漫气息。
在这样的人生经历下，纳兰性德在词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他的词作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艺术
风格。
他的词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写情真挚，写景真实，字里行间充满了悲不自胜的感情。
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纳兰词”在词坛上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之地，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流传至今
的名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1655年），按照农历来算，他与一代雄主康熙皇帝同岁。
这个时期，清朝贵族经过了多年的征伐，终于在中华大地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中国也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
经过残酷的内部斗争，顺治皇帝福临一举铲除了摄政王多尔衮，统治得以巩固。
亲政之后的顺治皇帝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清朝由原来的武治向文治转变，中国传统文化也随
之得以复兴，并逐步被清朝贵族所接受。
汉族知识分子又重新开始受到尊重，并逐渐开始进入统治机构中担任官职。
纳兰性德的家族叶赫那拉氏原本是世居蒙古大草原东北部的蒙古土默特部，经过几千年的艰苦经营，
逐渐成为草原上的一个大部族，他们的事迹被零星记载于诸史书中。
在纳兰性德的一世祖星垦达尔汉担任土默特部族首领时，土默特蒙古的势力扩张到了东北那拉部女真
人的统治区域，不久之后，他们将那拉部消灭，并占领了那拉部的地盘。
此后，土默特部接受了女真人的风俗，逐渐融入了女真人的世界。
后来，他们在叶赫河旁建立了一座新城叶赫城，族名也改成了叶赫那拉。
明朝末年，位于东北的女真人逐渐形成了三大部族：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
属于海西女真的叶赫那拉部，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起兵统一东北的过程中被兼并，划入了正黄旗，成
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
纳兰家族与清朝皇室的关系非常紧密。
纳兰性德的曾祖父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金台什的妹妹孟古下嫁努尔哈赤为妃，其子皇太极后来成为后金皇帝。
纳兰性德的父亲纳兰明珠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人物。
史书记载明珠“初任云麾使，二任郎中，三任内务府总管，四任弘文院学士，五任加一级，六任刑部
尚书，七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八任都察院左都御史、经筵讲官，九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十任经筵
讲官、兵部尚书、佐领，十一任经筵讲官、吏部尚书、佐领，十二任加一级，十三任武英殿大学士兼
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十四任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佐领、加一级”，而后更赐
三眼花翎，居相位十三年。
在康熙朝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明珠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纳兰家族也
因此成为康熙时代的豪门。
可以说，纳兰性德的一生注定是荣华富贵的一生，但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身在高门广
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在纳兰性德幼年时期，明珠就开始让他接受严格而良好的教育，既有文又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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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是骑射技艺和兵法知识，文包括满语和汉语两方面的文化教育。
满族初兴之时，因为战争的缘故，崇尚武功而蔑视文化。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满族取得天下之后，统治者意识到再也不能用以前的那种方式治理国家了
。
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了“马上可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的道理，要想统治中国，就必须依靠传统汉文
化的思想和儒生，要想控制儒生，就必须效仿前朝广兴科举。
因此，在顺治皇帝当政时期，已经停开许久的科举制度得以恢复。
纳兰性德自幼天资聪颖，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选入国子监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所赏识，被作
为门生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
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参加会试中举，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
此后三年中，他跟随徐乾学发奋研读文史典籍。
在徐乾学的指导下，纳兰性德用两年多的时间主持编纂了巨型文史丛书《通志堂经解》，从此名扬天
下。
与此同时，他又用三四年时间将品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完成包含历史、地
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的《渌水亭杂识》。
22岁时，纳兰性德参加殿试，考中进士二甲第七名。
康熙皇帝深爱其才，没有把他送入翰林院任职，而是授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便让他随时随地跟随
自己，以后因功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
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纳兰性德经常随皇帝全国巡视，四方游历，侦察敌情，唱和诗词，制满汉
著述，并因此备受皇帝宠爱，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双全的少年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量的达
官显贵。
但他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和侍从生活，心功名利禄。
纳兰性德在感情上也经历了诸多波折。
性德是一个多情之人，但现实生活却让这个多情浪漫的贵公子比痛苦。
年少时，他爱上了自己的表妹，但突如其来的选秀让性德只能将其深埋心底；成年之时，家里为他娶
了妻子卢氏，卢氏的贤惠淑德给性德带来了一段比深刻的感情，他把卢氏看做是上天补偿他的礼物。
可是好景不长，卢氏与性德相处只有三年，便因难产患病去世，这再次给性德沉重的打击。
出于政治考虑，家里又让他与官氏结婚，官氏的父亲正是性德的顶头上司。
他与官氏并多少感情可言，这让他感到比的烦闷。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随皇帝南巡途中，他与江南艺妓沈宛相遇并相爱。
沈宛成为纳兰性德的红颜知己和心灵慰藉，但是由于沈宛的家庭出身以及清朝满汉不能通婚的规定，
使这对有情人不能名正言顺地走到一起，性德只能以外室待之。
除了浪漫多情之外，纳兰性德也是个非常注重友情的人。
在满汉民族隔阂、南北汉官矛盾尖锐、斗争激烈的情况下，权贵阶层之间的关系，也受民族、地域和
利益的制约，大多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之上，很少有真诚的友情和平等的交往，遇事都会趋利避害，交
友嫌贫爱富的情况。
纳兰性德却与之相反，出淤泥而不染，论是对满人压迫汉人，还是对北方汉官打击南方汉官，抑或是
建立在金钱、利害基础上的势利观念，都异常反感甚至深恶痛绝。
他不受不同民族传统的限制，不因自己是清朝权贵而骄横跋扈，不以品第高低相远近，注重的是彼此
的人品和才学，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肝胆相照的真挚友情，希望朋友们不因自己是朝廷权贵之子而另
眼看待，他锐意结交汉族文士，尤其是江南的汉族失意文人和学者。
纳兰性德在家庭背景、爱情婚姻、朋友之谊和仕途社会中处处遭受着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这让
他的一生痛苦不堪，同时也让他的感情相较同时代的人而言更加丰富。
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作品上，使其在文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纳兰性德著有《通志堂文集》、《渌水亭杂识》，并与他人共同编著了《通志堂经解》，虽然著作等
身，但他最大的成还是在词上。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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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相对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算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他的词中感情细腻，
因而佳品频出，备受当时及后世好评。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
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24岁将自己的词作结集为《侧帽》，后更名为《饮水》，后人则多统称为纳兰词。
纵观纳兰性德词风，可以用“清新隽秀，哀感顽艳”八个字总结，与南唐后主李煜相近，而他本人也
对李煜十分欣赏。
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
之致”。
此外，他的词也深受晏几道及《花间词》的影响。
纳兰性德与同时代的曹寅（曹雪芹之祖父）有深厚的交情，因此当曹雪芹所著《红楼梦》传世成名之
后，和珅向当时的乾隆皇帝进呈《红楼梦》，乾隆读后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
”皇帝的一句话，将同时代的两个大家族联系到了一起，虽为一家之言，真实性有待商榷，但也从侧
面反映了两家的关系。
后代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必然也会研究纳兰性德及其家族。
纳兰性德在世的时候就因为其文学成就而受举国瞩目，曹寅就曾有“家家争唱纳兰词”的描述；纳兰
词也流传到海外，曾有朝鲜学者留下了“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的评价，将他与著名诗
人柳永相提并论。
民国时期，纳兰性德作为英年早逝的才子代表而颇得文人欣赏，在很多著作中都被提及。
新中国成立后，受“左”倾思想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纳兰性德因其清朝贵族的出身和哀婉凄凉的
作品风格而长期被批判。
研究界只关注其作品的政治性而忽略其中的艺术性，认为纳兰性德的词主要内容多为爱情、友情，缺
乏对封建统治的批评，缺乏对劳动人民的同情，缺乏革命精神，就连他多首描写边塞风光的诗词，也
因笼罩着思乡怀人的个人忧郁感，入不了“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格调。
所以，当时对纳兰性德作品的批评中多为“内容单薄狭窄”、“思想境界不高”之类的话，在盛行阶
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纳兰性德和纳兰词多遭批判。
以上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审视，纳兰性德一生的成就和纳兰词的艺术性得到广泛的认可。
尤其在1985年，值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之际，河北承德成立了纳兰性德研究会，把纳兰性德的
研究推向一个高潮。
1997年8月，台湾历史文学学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在承德共同发起组织了“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
研讨会”，纳兰性德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纳兰性德的家世、生平、思想及创作等日益得到了
全面而精深的研究。
人们对他也由批判转为欣赏，对纳兰性德与纳兰词认可和喜爱的人越来越多，甚至与专门研究《红楼
梦》和曹雪芹的“红学”相对应地出现了一个专门研究纳兰性德与纳兰词的“兰学”，可谓近况颇佳
。
如纳兰性德泉下有知，也算是对他苦闷一生的一丝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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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纳兰性德词传》，以词写就纳兰性德一生。
这位满怀惆怅的人间过客，一生挣扎于富贵与自由、家族与爱情、出世与入世之间，在不可名状的忧
伤中走完了三十一年的短暂人生之路，留给世人一个绝美、落寞的背影。
真应了他的那句“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的人生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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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翻看清朝的词史，谁都可以避去不谈，唯独纳兰性德，便是千言万语也说不尽。
他被后人赠与“清朝第一词人”的桂冠。
要读懂纳兰性德，且从显赫的叶赫那拉家族慢慢谈起。
 当年，纳兰性德亲临祖先浴血奋战的旧战场，一时间感慨万分，于是情不自禁，文思如泉，一首震撼
人心的妙词就从笔端流了出来。
这首词是纳兰性德的伤感之作，词中充满了哀怨追忆、悲愤之情。
在词中，“混同江水”正是他的先祖生活的叶赫河畔。
“叹纷纷蛮触”中的“蛮触”一词，出于《庄子》：“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日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
日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
”该词一直用来比喻同室操戈，亲属之间的相互攻伐。
因此，纳兰性德以隐晦的笔法，痛苦地表述了他的先祖叶赫那拉部被爱新觉罗家族消灭吞并的苦难历
史。
这段历史对纳兰性德来说，无论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考虑还是出于自身家族荣誉感考虑，都是不愿意
提及的。
然而，不幸的家族历史确实对纳兰性德的心灵产生看似微末、实则深重的影响。
这种影响日积月累，最终促使纳兰性德对时局和人生的看法比同时代、同背景的人多了那么一抹哀婉
凄凉的灰暗色调。
 世间之事总是诸多变幻，难以捉摸。
纳兰性德本是清朝满洲正黄旗人，但谁能料想，这位“满洲第一才子”的始祖，竟然是世世代代生活
在“风吹草低见牛羊”、人们逐水草而居的蒙古人。
 纳兰家族所属的叶赫那拉部原本不是女真人，而是蒙古人。
他们最初也不叫叶赫那拉部，而是叫土默特部。
土默特部，是一个英勇善战的蒙古部族，他们世居蒙古大草原东北部，几千年来繁衍不息。
整个部族崇尚武功，四处征伐成为他们生存的习惯，于是，他们逐渐成为草原上一支劲旅，没人敢小
看土默特部，他们经常出现在历史学家的记忆里。
史书中记载，土默特人把蒙古人勇猛好战和向往自由的天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就像草原天空中飞
翔的苍鹰，没有什么藩篱可以羁绊住他们狂野的天性。
在纳兰性德的一世祖星垦达尔汉担任土默特部族首领时，他们扩张的步伐踏入了满洲女真人的地盘。
当时的女真人还处于四分五裂、小部落互相攻伐的初始发展期，自然不是彪悍的蒙古人的对手，星垦
达尔汉率领部族消灭了女真人的那拉部，并占领这个部族的地盘。
也许是这个地方太美了，也许是土默特部落多年征伐走累了，在随后的发展中，他们改变了自己原有
的那种逐水草而居的风俗习惯，定居在了那拉部的地方，又把原有的姓氏土默特弃之不用，而改姓为
那拉（纳兰）氏，逐渐融入了女真人的世界。
不久之后，他们在叶赫河岸建立了一座新城叶赫城（今吉林梨树县叶赫乡），作为定居的都城。
从此叱咤风云的叶赫国就这样建立了，纳兰性德的家族——叶赫那拉氏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在纳兰性德始祖星恳达尔汉、二世祖席尔克明葛图、三世祖齐尔克尼、四世祖杵孔格和五世祖太杵五
代人的辛勤经营下，叶赫国国力蒸蒸日上，到了太杵的儿子青佳努和杨吉努当政时，已经征服周围多
个部落。
1573年，在叶赫河两岸的险要地带，青佳努和杨吉努两兄弟成东西相望之势，各自建立起了一座城池
。
其中，青佳努居西，杨吉努居东，二人的封号皆是贝勒（女真语，即首领）。
叶赫那拉部称雄海西，成为女真（满洲）诸部中的一个强盛的部族。
当然，在叶赫那拉氏不断发展的背后，不知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不知遭遇过多少鲜血与战火
的洗礼。
可以说，一部叶赫那拉氏的盛衰演变史，就是一部女真民族（满洲）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社会的发展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纳兰性德词传>>

史。
 明朝初年，政府沿用了元朝的政策，对东北地区实施了井然有序的统治。
洪武八年（1375年），为了管辖并招抚女真各部，朝廷设辽东指挥使司。
永乐七年（1409年），为了加强对东北地区的掌控，在往日明朝的努尔干征东元帅府的旧址上，朝廷
设立了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对东至库页岛，北抵外兴安岭，南濒日本海在内的大片区域实施了有效管
辖。
与此同时，朝廷还不断派遣钦差大臣，这就使得东北地区任何风吹草动都能随时传到朝廷。
在当时，按照发展规模和活动区域，东北女真可以被分为三个部分：居住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
芬河流域的建州女真；居住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的海西女真；居住在黑龙江两岸和乌苏里江
流域的野人女真（或东海女真）。
为了便于统治，明朝廷封当地的部族首领为官，让他们代为管理女真各部。
 明朝末年，经过了几百年的统治，明朝已经像一个年久失修的宫殿，空有富丽堂皇的外表，实则已经
腐朽不堪，摇摇欲坠了。
连年天灾人祸，使明朝民乱四起，党争不断。
为了竭力维护自身的统治，明朝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内耗上，无暇顾及对周围的少数民族的控制，进而
逐渐放松，最终导致女真各部依靠朝廷给予的封号，群雄竞起，相继称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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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最终能够出版，应该深挚地感谢安珍，黄慧婷，黄亚妮，海晓红，王冠辉，张洪，李飞，李宁，
李秀峰，杨寅红，乌娜吉，张耀文，崔金英，毕陆扬，毛望成，卢浩文，李景鑫，丁凤莲，薛帅等人
的大力支持。
他们对本书的校对和审定奉献了精力和精神。
本书虽然经过长期的耕耘最终得以面世，但限于所学，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朋友们提出宝贵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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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纳兰性德词传》编辑推荐：“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单就这一句，就让纳兰性德的
形象扑面而来。
纳兰性德那个多才多艺的词人，多情多义的翩翩佳公子，那个踟蹰满志的富家公子，他的一生短暂而
丰富，情感不顺但真挚。
《纳兰性德词传》，以词写就人生，为读者展现了纳兰性德其人、其词、其性、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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