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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同一事物对象，倘若价值取向不同，其作出的价值判断必然相异。
怎样认识金、元、明、清四朝几近八百年间的词创作现象及其成就和价值，首先碰到的就是绳衡尺度
，也即价值取向问题。
　　作为一种合乐的抒情诗体，词在两宋时期已是极其发展并臻于灿烂的高峰境地，这种辉煌态势的
呈现当然又是与该文学体裁的功能被充分发挥是同步的。
某种文学艺术样式的发萌、成熟、发展、绚烂，其实都是文化演进范畴中事，词在宋代构成其特有的
黄金时期，同样不例外。
关于宋代文化，当年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曾有过一个精辟论断：“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二四五页）　　文化，特别是高层次形态的精神文化，其“造极”的表现
首在对人、天两大命题的认识探究上。
对“人”的研讨包括着史鉴的进一步被重视，而对“天”的认知则深入及有关的“道”的、事物规律
的各式各样的论辩。
至于人材选拔的科举制度的更新，乃是文化发展主体的“人”的才思的一次激活。
这种制度在历时性演变过程中产生了无尽的弊端，那是后话。
应该承认新的人材考试制度对“士”的结构组合以及心理深层的潜在促变的作用是巨大的，深远影响
着中国近千年“士”的人生观和人格价格准则，其中包括着儒家的“忠爱”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酵
化和育成。
文化的“造极”，在精神领域内同时还表现在审美意识的高度嬗变、发展、丰富、精深；审美追求具
体地深入到感官接受的各个方面的精益求精。
于是，诸如文化艺术领域内诗、书、画兼精的“三绝”多面手涌现了，学者、文人之间沟渠更畅通了
，至若文学范畴的诗、文、词俱擅者就更不胜枚数。
尚处在新兴阶段而又视听审美功能兼具的词，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获致迅捷发展并矗峙起高峰，正
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高峰并非是断岭，历史的必然不等于历史终结。
文化永远呈积累形态，而且一旦积淀后又成为精神投入而渗合进入的心态。
所以，“造极”之势容或停滞以至落潮，已构成的文化积累绝不消失。
何况，作为抒情之体的词，不管其合乐与否，到北宋时已无可更变地成为心灵载体之一种。
载体，只是工具，只是运载手段。
毋论其体式、声律、格调完备完美到怎样程度，它自身不会演进或消亡，载体的功能效态和审美力量
发挥得如何，能否继续发挥？
决定性的是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主体。
　　由此而言，宋人将词的艺术效应发挥到造极地步，从某种意义讲，对后人既是财富，又是沉重的
负荷。
楷模的力量是无穷的，模式则是心灵的桎梏。
但是，宋词的建树毕竟为这一抒情体完善了各方面的功能，而且标高了界点或者叫艺术审美的起点，
能否充分利用这笔财产并加以丰富，全赖后人的智慧才力和心灵律动了。
　　词史证明，大致与北宋告终同时而始起的金、元、明、清四代八百年间词界才士们没有耗损这一
特定的文化积累。
虽有兴替起落之势，然而心灵运载之体的效能始终呈现强劲而多姿多彩。
这与那个历史时期加于人们的辛酸和苦涩太多有关，而痛苦正是封建文学的催生剂，尤其是在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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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李齐贤(1287一1367)    字仲思，号益斋，又号栎翁，高丽人。
历仕本国，官至门下侍中，卒谥文忠。
著有《益斋乱稿》、《栎翁稗说》等。
元仁宗延祐元年(1314)随使至大都(今北京)，与姚燧、赵子昂等交往，后又数次来中国。
词以行旅、山水之写多且工，得清灵幽秀之致。
                    太 常 引                    暮    行①    栖鸦去尽远山青，看暝色、入林垌。
②灯火小于萤。
人不见、苔扉半扃。
③照鞍凉月，满衣白露，系马睡寒厅。
今夜候明星。
④又何处、长亭短亭。
⑤【注释】    ①此词牌始见辛弃疾(稼轩长短句}中。
双调，四十九字，平韵。
又名“太常引”、“腊前梅”。
  ②林垌：林野，远处视野中的林影。
垌：遥远处。
读若“窘”，阴平声。
③苔扉：指苔藓遍生的屋子。
扉：门。
半局：半关半开着。
  ④候明星：等候启明星，等天亮。
 ⑤这两句写明日不知又到哪里行宿。
古时十里置一长亭，五里置一短亭。
既为送行分手处，亦供歇脚之需。
【口评】  写行旅之苦，空泛惹人厌，一味哀叹听多了亦不免陈词滥调。
感受既要真切，表现视角尤贵新人耳目。
这阕《太常引》除末句有一丝澹澹喟叹外，纯以视听出境界，景观荒寂，却具一种野幽之美感，词人
羁旅疲惫之情按之可得。
“栖鸦”去尽是归巢，鸦归鸣噪声亦歇，人不如鸟，仍在途中。
从“远山青“到“看暝色”之间，有时空推移，暮色渐重，也有视线转移，由“山”而“林”，自远
及近。
视线能见度和时空变易交相渗合，全在“暮”色的酵化中。
所以，上片的“青”、“暝”、“灯火小于萤”是行进途中片刻间三层时空感受，乃动势中的景色色
调移换。
此种毫不着力似地句句切合题旨“暮行”，很显出作者笔力灵动又细腻。
“灯火”句起由动势转入止行，推出今夜歇脚之所的景象。
需补充一句的是前面三句虽是动势表现，却又动中见静。
静寂之境乃衬现烘托暮行之荒凉感。
而现在留宿待天明之所，又是一派破落荒寒，前后色调、氛围极为和谐。
小于萤之灯火，暖色冷现，衬以“苔扉”，境同青灯古寺，幽瘦则过之。
下片写出一个旅人秋夜独立沉吟于凉月白露下，肤觉成为重点之写。
马睡寒厅，是人生寒意，白露在衣，乃凉入心头。
疲惫亟需入睡，荒野感令醒人不寐，写“马睡”，正见人醒。
“候明星”则已在深夜，天将吐露曦色，征程未尽，能不怅然，明天此时人在何处?此词心手如一，以
手写心，无藻绘无典实，然而素描中又不乏色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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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都刺(1308一?)    字天锡，号直斋。
或说为蒙古族人。
明清学人及当代学者如陈垣皆考其乃回族．籍雁门(今山西代县)。
元泰定四年(1327)登进士，累官至燕南河王道肃政廉访司经历等职。
著有《雁门集》。
诗以磊落激昂称一代名家，词亦不佻不缛，清壮气盛见胜。
                        百 字 令                       登石头疲①    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②指点六朝形胜地，
唯有青山如壁。
蔽日旌旗，连云樯橹，白骨粉如雪，③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
寂寞避暑离宫，东风辇路，芳草年年发。
④落日无人松径冷，鬼火高低明灭。
歌舞尊前．繁华镜里．暗换青青发。
伤心千古，秦准一片明月。
【注释】     ①此词牌即。
念奴矫’。
石头城：故址通常均指今南京清凉山西城墙，当年长江近边，在古典诗词中，“石城”每成为古金陵
城的别称。
②吴楚：此地旧有“吴头楚尾”之说，其地域空闻正处吴楚交接的位置。
@樯槽：指舰船。
④离宫：行宫，古时帝王出巡游时驻跸之起居处。
辇路：御道，帝王专用道路。
【品评】    石城虎踞，钟阜龙蟠，金陵的雄伟形胜历来是咏史怀古的一个热点：萨都刺有山水癖，晚
年侨居安徽太湖县北古司空原，即李白曾隐居过的司空山的前后．曾饱游六朝古城金陵，写了不少作
品。
对这座历史名城，他有些什么感受，为吟咏热点提供了什么新的认识意义?据说是信奉伊斯兰教而具有
高度汉文化世族出身的萨都刺，对石头城下的人事演变和山川形势的判断是悲观的。
“眼空无物”，除了“青山如壁”之外，此间消失的东西远远多于存在。
就历史时空的变迁，以及岁月不留，人生易老这些命题讲，此词没提供太多新的内涵，至少如刘禹锡
到王安石，都已先有很警策的议论和抒情文字，值得注意的是，萨氏强化了一个认识：唯其形胜，故
成兵家要冲：可这个地域有势而无险可守，长江天堑，也只是“白骨粉如雪”的战场，鹿死谁手正难
预测，实亦难以视为“天险”。
君王们对这虎踞龙盘地那么有兴趣，到头来无不“鬼火高低明灭”，短命得很。
令人惊讶的是，萨都刺据以形成一己感受的往昔的历史是如此，就在他写这类吟咏发这种感慨后没多
年，朱元璋开国后的起结历史亦莫不如此。
仅有不忘之前史，无多稀奇，更有忘师前车之鉴的后事，则令人悚然。
“伤心千古，秦准一片明月”，是当时记人为秦准月感喟，她简直是阅尽古城沧桑的历史精魂；在今
天看来，萨都剌最终将自己也化进了“伤心千古”的圆缺往复的月华中。
文学家或诗人都不是打卜算命人，但凭他们的历史敏感性，有时甚而是一种直觉判断力，往往在有意
无意间泄露某“天机”，道出一点规律性的底蕴来。
这首词和萨都剌另一阕《满江红·金陵怀古》都是一向被誉为大气包举、雄浑壮慨之名篇，但要讲耐
人寻思，此词称胜。
刘基(131l一1375)    字伯温，号梨眉。
处州青田(今属浙江)人。
元宁宗至顺四年(1333)进士．官江西高安县丞等职；后干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为朱元璋聘至金陵，
佐明兴．官至御史中兼太史令，进封诚意伯。
著有《谴意伯文集》。
词作元明际作手，首期以悲慨苍凉、抑郁清深见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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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同一事物对象，倘若价值取向不同，其作出的价值判断必然相异。
怎样认识金、元、明、清四朝几近八百年间的词创作现象及其成就和价值，首先碰到的就是绳衡尺度
，也即价值取向问题。
    作为一种合乐的抒情诗体，词在两宋时期已是极其发展并臻于灿烂的高峰境地，这种辉煌态势的呈
现当然又是与该文学体裁的功能被充分发挥是同步的。
某种文学艺术样式的发萌、成熟、发展、绚烂，其实都是文化演进范畴中事，词在宋代构成其特有的
黄金时期，同样不例外。
关于宋代文化，当年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曾有过一个精辟论断：“华夏民族
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金明馆丛稿二编》第二四五页)    文化，特别是高层次形态的精神文化，其“造极”的表现首在
对人、天两大命题的认识探究上。
对“人”的研讨包括着史鉴的进一步被重视，而对“天”的认知则深入及有关的“道”的、事物规律
的各式各样的论辩。
至于人材选拔的科举制度的更新，乃是文化发展主体的“人”的才思的一次激活。
这种制度在历时性演变过程中产生了无尽的弊端，那是后话。
应该承认新的人材考试制度对“士”的结构组合以及心理深层的潜在促变的作用是巨大的，深远影响
着中国近千年“士”的人生观和人格价格准则，其中包括着儒家的“忠爱”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酵
化和育成。
文化的“造极”，在精神领域内同时还表现在审美意识的高度嬗变、发展、丰富、精深；审美追求具
体地深入到感官接受的各个方面的精益求精。
于是，诸如文化艺术领域内诗、书、画兼精的“三绝”多面手涌现了，学者、文人之间沟渠更畅通了
，至若文学范畴的诗、文、词俱擅者就更不胜枚数。
尚处在新兴阶段而又视听审美功能兼具的词，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获致迅捷发展并矗峙起高峰，正
是历史的必然。
    然而，高峰并非是断岭，历史的必然不等于历史终结。
文化永远呈积累形态，而且一旦积淀后又成为精神投入而渗合进入的心态。
所以，“造极”之势容或停滞以至落潮，已构成的文化积累绝不消失。
何况，作为抒情之体的词，不管其合乐与否，到北宋时已无可更变地成为心灵载体之一种。
载体，只是工具，只是运载手段。
毋论其体式、声律、格调完备完美到怎样程度，它自身不会演进或消亡，载体的功能效态和审美力量
发挥得如何，能否继续发挥?决定性的是人，是一切文化的创造主体。
    由此而言，宋人将词的艺术效应发挥到造极地步，从某种意义讲，对后人既是财富，又是沉重的负
荷。
楷模的力量是无穷的，模式则是心灵的桎梏。
但是，宋词的建树毕竟为这一抒情体完善了各方面的功能，而且标高了界点或者叫艺术审美的起点，
能否充分利用这笔财产并加以丰富，全赖后人的智慧才力和心灵律动了。
    词史证明，大致与北宋告终同时而始起的金、元、明、清四代八百年间词界才士们没有耗损这一特
定的文化积累。
虽有兴替起落之势，然而心灵运载之体的效能始终呈现强劲而多姿多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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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说不尽的金元明清词风采，讲不完的金元明清词神韵，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载体，是
一代代人挖掘不完的精神宝藏。
本书精选金元明清词作一百多首，意在挦撦文献，以觇词学之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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