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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就是说每种文学样式总有其独自风光、代表一个时代的阶段，历来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
小说之称。
其中尤以唐诗、宋词的说法更为人熟知。
此处且说词，其肇端于唐，大盛于宋，此后虽兴衰不定，然千年不辍。
盖诗于唐代达到巅峰之后，人们尚有余情待发，遂寄之于词，称之为诗余。
与诗相较，词别是一番妖娆。
词之美，美得足以让人沉醉，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
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如李后主“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之句，感慨今昔，极写对故国的眷恋和沦为臣虏的悲恸；柳永“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之句，情景交融、情韵跌宕、苍茫旷远中有凄寒彻骨，依依难舍中蕴前路黯然
，心境之苦，如泣如诉，感人至深；苏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句，风格豪放雄健
，气象宏阔壮丽，语言精警形象，词意高妙清新，是一首“新天下耳目”的脍炙人口的佳作；李清照
的“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淡雅幽邈，清愁弥漫，含蓄蕴藉，情思绵绵，其隽永典
雅，绝称佳篇；辛弃疾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展现出词人淡薄
高雅的人格，不肯随波逐流的高尚操守⋯⋯有关词的体派之分，在词学界虽有多种说法，但影响广泛
、深入人心的还是婉约、豪放二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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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人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就是说每种文学样式总有其独自风光、代表一个时代的阶段，历来有楚辞、汉赋、唐诗、宋词、明清
小说之称。
其中尤以唐诗、宋词的说法更为人熟知。
此处且说词，其肇端于唐，大盛于宋，此后虽兴衰不定，然千年不辍。
盖诗于唐代达到巅峰之后，人们尚有余情待发，遂寄之于词，称之为诗余。
与诗相较，词别是一番妖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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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刘禹锡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河南）入。
唐贞元年间中进士，授监察御史。
曾因加入王叔文集团而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
后经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
因和柳宗元交谊很深，人称“刘柳”，后与白居易唱和甚多，亦并称“刘白”。
他的词通俗清新，善用比兴手法寄托政治内容。
有《刘宾客文集》。
忆江南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衷露。
似沾巾。
独坐亦含顿。
【注释l1乐天春词：即白居易的《忆江南》。
唐文宗开成三年（838），自居易是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刘禹锡是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两人同住洛阳，
时相唱和。
同题共有两首，这是其中之一。
词人在调下自注“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是文人倚声填词最早的记录。
2洛城：即洛阳。
3袂：衣袖。
4哀（yi）露：凝聚着的露水。
衷，沾湿。
5嚬（pin）：同“颦”，皱眉。
【鉴赏】这首写女子感伤春光易逝的词，运笔独特，以拟人化手法，从春的惜别着笔来写春惜人。
开头句“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形象地表达了欲归的春天在向爱春、惜春的洛城人殷勤致意、眷恋不
舍地道别，“去也”两字包含了丰富而又无法言表的感情，有不忍去、不愿去、又不得不去的衷曲。
洛阳的春天富有人情味，柳丝轻风，上下飘扬，如挥袖作别。
香兰沾露，晶莹闪光，犹垂泪伤别，如此依恋，只缘词中有人。
她嚬眉蹙额，愁绪萦绕。
到此，词点出了人在惜春，并收束全词，人们亦真正理解了词的全部内蕴，有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
意有尽而情无限之感。
这正是“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刘熙《艺概·诗概》），使物我两方相摩相荡
、相间相融，由。
此生出无限的情思和妙境。
潇湘神湘水’流，湘水流，九疑。
云物至今愁。
若问二妃。
何处所？
零陵。
芳草露中秋。
【注释】1湘水：湖南省最大的河流，发源于广西海阳山，东北流入湖南，至零陵与潇水汇合，称为
潇湘。
2九疑：又名苍梧，在今湖南宁远县附近。
《史记·五帝纪））载：“（舜）葬于江南九疑。
”3二妃：指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
传说舜南巡猝死，二妃追至苍梧溺于湘水为神，称湘妃、湘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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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零陵：传说舜在此安葬。
【鉴赏】刘禹锡被贬朗州（今湖南常德）期间，在湘水一带凭吊娥皇、女英遗迹时写下两首《潇湘神
》。
这是第一首，为怀古词。
清秋时节，作者独自来到湘水边，追忆古代传说中娥皇、女英的不幸遭遇和令人感动的爱情故事。
作者将自然景物拟人化，使这一传说更加哀婉而动人。
然而，娥皇、女英终为尘埃，寒凉的秋意与作者的处境又令人生出凄迷的感觉来。
潇湘神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
楚客。
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注释】1斑竹：又称泪竹。
元李衍《竹谱详录》卷六：“泪竹生全湘九疑山中⋯⋯《述异记》云‘舜南巡，葬于苍梧，尧二女娥
皇、女英泪下沾竹，文悉为之斑。
’亦名湘妃竹。
”2楚客：战国时楚国屈原被放逐潇湘一带，后人因此称贬谪潇湘一带的诗人为楚客。
3瑶瑟怨：指湘妃所奏的哀怨乐曲。
瑶瑟，瑟的美称。
出自《楚辞·远游》“使湘灵鼓瑟兮”。
【鉴赏】这是刘禹锡《潇湘神》的第二首，为咏湘妃词。
词的开头叠用“斑竹枝”，写出了心中无限低回曲折的叹息。
潇湘之竹染上娥皇、女英的泪后，便增添了一层长存永在的哀伤色彩，从而成为与众不同的特殊景物
，所以他感到每一个斑痕都包含着深意：“泪痕点点寄相思。
”至此，作者笔下的株株斑竹已不是单纯的景物，而俨然成为一种永生不死的多情精灵的象征。
接着，词人通过“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来写湘妃鼓瑟以抒发千古哀怨之情，其实，这
里作者是以屈原自比。
在这静谧的湘江月夜，作者那种因忠信而见弃的怨愤和在极度痛苦中产生的无穷惆怅同传说中湘灵的
瑟声梦幻般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迷惘恍惚、亦真亦幻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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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宋词名篇鉴赏》：水调整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官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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