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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重要的元散曲作家，元代散曲家中存曲最多的一位，把张可久列为浙江百名文化名人之一，
是应该的。
而详述他的生平，探究其真实心态，显然是有价值的。
《沉抑曲家：张可久传》作者通过对一位古代文人生平经历的追索，作一番细致的体察。
事实上，元朝、散曲、江南文人、辗转漂泊、终身未仕&hellip;&hellip;这几个因素已构成了古代文人的
一个典型，提供了让我们窥析其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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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侃，1964年8月出生，浙江慈溪人。
1986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
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发表文学评论及各类文学作品约150万字，并出版，《屈原》、《在俯瞰
中放松》等专著多种。
　　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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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张可久（1280？
&mdash;1352？
），名久可，字可久，号小山。
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庆元路（今浙江省宁波市）人。
约20岁时，为延揽声誉，求得进身之阶，离开家门开始游历，在江浙行省一带活动。
曾在平江路（今江苏省苏州市）客居10余年，后定居杭州。
曾任绍兴路吏、衢州路吏、桐庐典史、徽州松源监税等职，仕途上并不得志，一生充任小吏，未能入
仕为官，70岁时还任昆山幕僚，直至亡故异乡。
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其人生经历可叹可泣。
　　张可久终生期望人仕，却始终沉抑下僚，只得放浪江湖，寄兴词曲。
他有所追求而无法实现，才华横溢却寄人篱下，内心深处无比酸楚。
失意落魄的张可久与中国古代无数失意文人一样，只能以文字的形式来消解痛苦，以寄托自己的心灵
。
张可久曾与卢挚、贯云石、刘致等人有密切交往，互相酬唱应和，建立了文人间深厚的感情。
张可久一生专事散曲创作，不及其他。
今存小令855首，套数9首，为元代散曲家中存曲最多的一位，其个人今存作品的数量为今存全部元代
散曲的五分之一！
张可久生前曾刊行《今乐府》、《吴盐》、《新乐府》、《苏堤渔唱》等散曲集，是元代散曲作家中
唯一一位在生前就有曲作刊本的曲家，有四部散曲集刊行于世。
　　散曲作为元代新兴的文学样式，起初在文坛上没有地位。
它从产生、发展到兴盛，经历了由俗而雅，终登大雅之堂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散曲作家们为提高散曲格调和艺术素质、开拓题材范围不懈努力的过程，是使散曲走上
宽阔之路、争得文学史一席之地的过程。
元好问、白朴、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作家都为此作了极大努力，使得散曲日臻成熟。
而张可久生逢其时，他的散曲作品内容典雅，词句清丽，合于&ldquo;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rdquo;
的标准，而且他成名早，作品多，影响大，成就高，活跃在曲坛时间长。
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可久以长达50多年的散曲创作经历，为使散曲争得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使它获得
与唐诗、宋词等诗歌形式并称的地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可久的散曲题材范围广泛，但更多的是向往归隐和描写归隐生活的悠闲之作，以及写景之作。
游仙作品也占一定比重。
&ldquo;归隐&rdquo;本来是历代文人尤其是元代散曲家十分喜爱吟咏的题材，然而张可久的此类作品
却有着与众不同的思想内涵。
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又很不得志，所以常常思念家乡，渴望清闲的田园生活。
他很可能是时隐时吏，往往迫于生计，不得不出来充任小吏。
因此他以&ldquo;归兴&rdquo;、&ldquo;旅思&rdquo;、&ldquo;道中&rdquo;命名的篇章，常常表现出悲
凉的、渴望田园生活而不得的感情，同时也反映了元代文人难免沉抑下僚的生活现实。
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隐逸生活常常被表现得深婉恬静，疏放优美。
张可久的经历丰富，遍历江南名胜，所以写景之作甚多，尤以描写西湖景色之作为最，且有较高的艺
术成就。
然而他的生活经历又决定了他生平所接触的大多是上层官员和文人，这就使得他在交往应酬中，写下
了不少唱和之作。
有的固然是知心朋友间流露的肺腑之言，也难免有不少奉承附和、劝酒助兴，乃至欢场赠答之作。
同时，他的经历也决定了他的生活态度比较驯顺，与关汉卿等经常与书会才人往来，比较接近下层人
民的杂剧家不同，他没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甚至不能痛快淋漓地抒发自己的愤懑和不平，因此
，&ldquo;怨而不怒&rdquo;是他作品的又一特色，而在艺术风格上则表现为&ldquo;清丽雅正&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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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可久散曲的&ldquo;清丽雅正&rdquo;具体表现在讲究曲律和音韵，着力于炼字炼句，对仗工整
。
他还十分注重运用诗词句法，讲究&ldquo;蕴藉&rdquo;和&ldquo;骚雅&rdquo;，强调&ldquo;一切适
度&rdquo;。
其实，这种所谓&ldquo;一切适度&rdquo;，既指形式，也指散曲所反映的内容。
　　分析张可久散曲特有风格形成的原因，其因素是多方面的。
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既有民族的，又有个人的。
　　在传统文化方面，首先，儒家的中庸思想渗透在他的作品中。
表现在曲风上，则是不偏激、不平庸、有分寸的清且丽。
写仕途怨而不怒，写羁旅凄而不厉，写闺情艳而不冶，咏史忧而不伤，叹世愤而不激，即使是慨叹生
活之窘迫，也是温文尔雅，韵度清远；其次，向往自由追求独立的道家与道教思想体现在创作上，主
要体现在表达一种隐士思想。
据统计，张可久集中表现道家思想之作有110余首，有道教色彩的达129首。
这些作品以轻盈灵动的笔触，构筑迷离惝恍的境界，极尽迷离飘逸之美，足以说明张可久心仪出世成
仙的道家境界之深笃；再次，儒道互融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存在于张可久的艺术观念中。
这一观念在张可久那儿，转化为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审美追求。
在物质上，张可久始终贫困潦倒，落魄无依，非官非民，失却个人的价值，终生以最卑微的形式游走
于仕途。
在精神上，他却可以用散曲这一当时最佳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抒写对人生的感悟，对自然的亲和以及
对生命的眷念，从而臻于无忧无惧的宁静境界；最后，禅宗思想也浸润了张可久的人生和创作。
张可久散曲清疏的构图，幽雅的取象，透视出蕴藉空灵之美，显然受到唐宋以来的禅宗影响，&ldquo;
韵外之致&rdquo;、&ldquo;味外之旨&rdquo;、&ldquo;不著一字，尽得风流&rdquo;等观点深入张可久
内心。
　  &hellip;&hellip;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沉抑曲家>>

媒体关注与评论

　　气横秋，心驰八表快神游。
词林谁出先生右，独占鳌头。
诗成鬼神愁，笔落龙蛇走，才展山川秀。
声传南国，名播中州。
　　&mdash;&mdash;大食惟寅　　张小山词（散曲）如瑶天笙鹤。
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材，若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
词林之宗匠也，当以九方皋之眼相之。
　　&mdash;&mdash;朱权　　元张小山、乔梦符为曲家翘楚&hellip;&hellip;两家固同一骚雅，不落俳语
，惟张尤悠然独远耳。
　　&mdash;&mdash;刘熙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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