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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习 浑 以沃叭 乙义 咫 艇 加 浑 段 划 义正义巴
,

“十 首 九 说 妇 人 与 酒 ”

— 论李白闺情诗 、饮酒诗对宋词的影响

刘京臣

提 要 】李白以豪放飘逸著称 , 其飘洒不群 、傲岸卓立的自我形象本身就是宋词作家脾晚权贵 、向

往自由的典范。若从整体来看, 他对宋词影响最大的并非其汪洋患肆之作 , 而是味写 “妇人与酒 ” 的旖旎

小诗 。此外 , 他的咏月、 怀归 、 怀古诗等也多为宋词所取 。

【关键词 」李白 闺情诗 饮酒诗 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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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生前显赫 , 身后落寞 。杜甫怀念李白称 “千秋

万岁名 , 寂寞身后事 ” 《梦李白二首 其二 》 , 或云

此句 “一语成俄 ”, 亦可一晒 。蔡瑜 、 杨文雄 、 乌朽国平 、

陈敬介等在各自大作中, ①从不同角度对李白及其诗歌

在有宋一代的浮沉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 。那么他对宋

词的影响又是如何

江滨 。青山呆 、 知几番风雨 , 雷霆走精神。 因过

鲁 , 携一尊吊古, 疑是前身。

一 、 滴仙英豪盖一世 宋词
中的李 白意 象

李白自身成为宋词中的典范意象 , 宋人所取的, 正

是放浪形骸 、 脾院权贵 、 超趁飞扬 、 天才自放的飘洒之

姿 , 其中的一些内容是唐宋人自行添加或 “将错就错 ”

的 , 目的就在于将心目中的滴仙人形象完善起来 。②

王奕 《八声甘州 ·李太白大雅一赋 , 发少陵之所未

发 , 惜豪狂诗酒 , 一死疑之 。过采石赋此 。千载醉魂 ,

招之不醒 , 吾不信也》 笔势磅礴 , 一气呵成 , 将李白出

处大节隐括于词中 , 结处神追前贤 , “携一尊吊古 , 疑

是前身 ”, 词云

词中偏重铺写李白快意平生 , 并为李白从永王之事辩

诬 , 甚至还将错就错 , 将独识郭子仪之事采人词中, 以

示其眼光独到 。

“千载已仙去 , 图像耸风神 ”, 宋人睹李白画像 , 亦

常思从其游 。王禹僻私慕李白, “恨不得生于天宝间 ,

与滴仙挚书秉毫 ”、③ “语及皇唐文士 , 予以滴仙为首

称”, ④可见对李白之心仪与褒扬 。李纲则是直称 “太白

诵公诗 、 大雅久不闻, 吾衰竟谁陈。 自晋宋以

来 , 隋唐而下 , 旁若无人 。光焰文章万丈, 肯媚永

王磷 卓有汾阳老 , 抱丈人贞。 不是沈香亭

上, 谩题飞燕, 跳起靴尘。安得锦袍西下, 明月堕

参见蔡瑜 “宋代唐诗学 ”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

年博士学位论文 、 杨文雄 《李白诗歌接受史 》 五南图书

出版有限公司 。。。年版 、 邻国平 《李白 、 杜甫接受 赶 》

《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既 年

版, 第 一 页 、 陈敬介 “李白诗研究 ” 东昊大学中

国文学系 。。 年博士学位论文 等相关内容。

当然也有一些词人以太白从磷为恨 , 如李光 “君爱滴们风

调 , 我恨楼船迫胁 , 终污永王磷 ” 《水调歌头 ·垂相李公

伯纪寄示水调一闽, 咏叹李太白, 词采秀发 。然予于太白

窃有恨焉 , 因以渊明为答 对太白不以为然 。

宋 王禹假 《李太白真赞 并序 》, 《全宋诗 》卷

上海辞书出版社 。。 年版 , 第 册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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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吾祖”, 其 《水调歌头 ·李太白画像 》称

太白乃吾祖, 逸气薄青云。开元有道, 聊复乘

兴一来宾。天子呼来方醉, 洒面清泉微醒, 余吐试

龙巾。词翰不加点 , 歌阅满官春。笔风雨 , 心锦

绣 极清新。大儿中令 , 神契兼有坐忘人。不识将

军高贵 , 醉里指污吾足, 乃敢尚衣懊。千载已仙

去 , 图像耸风神。

旧容芳 。欲问人何处 , 青楼在帝乡” 心或以之写女性之

姿容华美 , 如贺铸 《花想容 》⑥直袭成句以写金陵女子,

词云

南国佳人推阿秀, 歌醉几相逢 。云想衣裳花想

容 。春未抵情浓 。 津亭回首青楼远, 帘箔更重

重 。今夜扁舟泪不供 。犹听隔江钟。

此调与 “滴仙英豪盖一世 , 醉使力士如使奴 。当时左右

悉侯谈臣, 惊怪框怯应逃通 ”并观 , ①可见李纲对李白

服膺之情 , 正是夫子自道 “玩味无歌谁如吾 ”。②

宋人诗文中论及李白处甚多 , 恒河之沙 , 不可枚

举 。宋词之中以李白为意象之处亦不少 , 那么宋词受李

白诗歌影响 、 点化李白诗歌情况又是如何 宋词之中是

否也如宋诗一般 , 对李白的品评取舍颇见升沉

李白之诗对宋词影响较大, 其中辛弃疾 、苏轼 、刘

辰翁 、晏几道 、贺铸 、周邦彦 、晃补之诸人之词多受李

白诗歌沾溉 , ③诗中举凡对月 、饮酒 、感怀 、闺思等题

材 , 多为宋词名家所关注 。大抵而言 , 苏轼 、 辛弃疾 、

刘辰翁诸人多取李白诗中飘逸雄浑之作 , 晏几道 、周邦

彦 、 晃补之等人则偏重师法李白集中旖旎轻婉之调 。

此首当作于元佑三年 公元 年 三月 , 时在金

陵。⑦阿秀当为与词人热恋之金陵女子 , 词人用李白之

句写其姿容 。

向子诬身经乱离 , 一部 《酒边词 》以靖康之难为界

分为 《江南新词 》、 《江北旧词 》两卷 。其中江北之作 ,

多用小令 , 大抵写歌儿舞女 、 离愁别绪 。 《院溪沙 》 即

为此类 , 词云

花想仪容柳想腰 , 融融曳曳一团娇 , 绮罗丛里

最妖烧 。 歌罢碧天零影乱, 舞时红袖雪花飘 ,

几回相见为魂销。

此首富丽精工 , 颇为当行 。化李白 “云想衣裳花想容 ”

以成 “花想仪容柳想腰 ”, 师从之迹较为明显 , 李调元

有 “无赖 ” 之讥

二 、 云想衣裳花想容 闺情诗

对宋词 的影响 太白词有 “云想衣裳花想容”, 已成绝唱 。韦

庄效之, “金似衣裳玉似身”, 尚堪入目。而向子谨

王安石编集杜甫 、 欧阳修 、 韩愈 、 李白四家诗 , 以

李白居最后 , 称 “白诗近俗 , 人易悦故也 。白识见污

下 , 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 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④且不

论 “白识见污下 ” 之说当否, 王安石独拈出李白 “说妇

人与酒 ” 之诗 , 便可见其眼光。此类不合儒家者流之

作 , 恰恰暗合于词家之旨归 。李白集中 “说妇人与酒 ”

之诗较其 “兴酣落笔摇五岳 ” 《江上吟》 之类的豪放

之作 , 更为宋词所喜 。

先看李白集中写 “妇人 ” 之诗对宋词的影响 。 《清

平调词 》三章本是咏花而兼及妃子 , 宋词多将咏花本事

与李白身世沉浮相结合 , 故而不独泥于咏花及妇人之

事 。此三章 , 大抵作于天宝二年 公元 年 , 为李

白应制之调 , 借花以美赞贵妃之词 。其一云

云想衣裳花想容 , 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 ⑤

山头见 , 会向瑶台月下逢 。
⑥

“云想衣裳花想容 ” 用平常语 , 造奇特意 。宋人甚好此 ⑦

句 , 或点化以写离别相思 , 如张来 “水浮新恨阔 , 花想

宋 李纲 《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 》, 《全宋诗 》卷 ,

第 册第 页 。

宋 李纲 《读李白集戏用奴字韵 》, 《全宋诗 》 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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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所举诸位外 , 还有林正大的奥括词 。林氏共存词

首 , 其中隐括太白 《将进酒 》 以成 《括木兰花慢 》 黄河天

上派 , 括 《采莲曲 》成 《括清平乐 》 若耶溪女 , 括 《襄

阳歌 》成 《括水调歌 》 落日规山下 , 括 《蜀道难 》成

《括意难忘 》 蜀道登天 , 括 《送张承祖之东都序 》 成 《括

醉江月 》 坐愁书室 , 括 《春夜宴诸从弟桃园序 》 成 《括

临江仙 》 须信乾坤如逆旅 , 括 《清平调辞 》 成 《括酣江

月 》 开元盛日 。林氏粱括之作 , 较为晓畅易识 , 文中不

论 。

宋 胡仔纂集 、廖德明校点 《若溪渔隐丛话 》前集卷 引

《钟山语录 》, 第 页。

宋 张未 《和得故人书 》, 《全宋诗 》卷 , 第 册第

页 。

此词调即是 《武陵春 》, 贺铸取太白成句以成新调, 惜 《词

律 》、 《钦定词谱 》 皆未收录。

宋 贺铸著 《东山词 》, 钟振振校注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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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想容仪柳想腰” 之句 , 毫无生色 , 徒生厌憎。

此皆李赤之于李白, 黄乐地之于白乐天 , 杜荀鸭之

于杜荀鹤 , 无赖之类所为也。①

名花倾国两相欢, 常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

无限恨 , 沉香亭北倚阑干 。

李调元对向子诬词责之过甚 , 然由此亦可见李白此句在

后人心目中之典范地位 。化 “云想衣裳花想容 ”句写人

的, 还有杨无咎 “云想衣裳 , 风清环佩 , 拥翠娥扶步 ”

《永遇乐 》 , 此首为祝寿词 , 词人点化成句以颂扬被寿

赞的对象 。

再看 “春风拂槛露华浓 ”句 写风云轻扬 、花露鲜

妍 。韩唬 “东风拂槛露犹寒 , 花重湿阑干” 《眼儿媚 》

化之以写露浓带寒 , 轻风拂过 , 将露水从花上吹落 , 打

湿阑干之景 。末句 “会向瑶台月下逢” 写逢花之事 , 晃

补之 《清平乐》则化此句写逢人之喜 , 词云

炎天畏景 , 午漏那堪永。何苦相仍愁薄领 , 短

壑清溪牵兴。 瑶台月下曾逢, 何由却睹冰容 。

一笑为驱烦暑 故人元是清风 。

此写炎夏苦热 幸有友朋来访 , 恰如清风, 可堪解暑。

其中 “瑶台月下曾逢” 自李白句中来 , 写与友人相逢。

“故人元是清风 ”用调拄患典 , 《南史 》称其 “不妄交接 ,

门无杂宾 。有时独醉 , 曰 人̀吾室者但有清风 , 对吾

饮者唯当明月。”,②此处将朋友比作清风 , 正堪解暑 。

再看 《清平调词 》其二

一技红艳露凝香 , 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
谁得似 可怜飞燕倚新妆 。

此首承上 , 言贵妃之美 , 唯花可比 。巫山神女 , 仅如梦

幻 汉宫飞燕 , 徒倚新妆 , 皆未可比肩贵妃也 。 《清平

调词 》 明为咏花 , 实则咏人 。相较于其他词作多化此调

以写人 , 晃补之 《夜合花 ·和李浩季良牡丹 》则化此典

实以咏牡丹 。词作开篇明义 , 以 “百紫千红 , 占春多

少 , 共推绝世花王” 点出所咏之牡丹为花中之王。 “谩

肠断巫阳” 用楚王神女典故 , 大抵自李白 “一枝红艳露

凝香 , 云雨巫山枉断肠 ” 化来 , “对沈香 、 亭北新妆”

将李白 沉̀香亭北倚阑干”、 “可怜飞燕倚新妆” 两句凝

练起来 , 称即使两位美人亦未比得上此处之牡丹花 。李

白原是以花拟人 , 人花辉映 , 花即是人 人亦是花 , 未

见高下 。晃补之则将玉环 、 飞燕两位美人列于牡丹之

下 , 以凸现花美 。 '记̀清平调 , 词成进了, 一梦仙乡”

则将唐皇沉香亭中令李白进 《清平调词 》 之事隐括其

中, 仍暗合牡丹之事。

其三云

此章合花与人并言之 , 故君王可含笑赏花阅人 。 “沉香

亭北倚阑干”, 是花枝摇曳 、 玉人繁眉 , 还是人在花中 、

花映人红

经李白 《清平调 》词所写, 沉̀香亭 ”在宋代诗词

之中, 已绝非唐宫中那个普通的亭子 , 它与明皇 、 贵

妃 、 李白乃至牡丹花紧紧结合在一起 , 蕴含着宋人对明

皇后期丧乱的哀痛 、 对李杨感情悲剧的怜悯 、 对李白高

才不遇的感慨 , 换言之 , 它已经成为宋代诗词中的一个

典型意象 。宋诗之中或用 “沉香亭 ” 以写李白傲岸不

群 , 或用之以写海棠 、牡丹 。宋词中之 “沉香亭 ”意象

较之宋诗中包蕴的内容更为复杂 , 所表现的思想更为深

广 。或念及 “沉香亭” 而感慨国家兴亡 。如洪咨夔 “桃

叶渡头 , 沈香亭北 , 往事悠悠难重思” 《沁园春 ·次黄

宰韵 》 对陈迹感兴亡得丧 , 且空徘徊 , 听取歌翻长恨 、

赋续离怀 。辛弃疾 《贺新郎 ·听琵琶 》借琵琶以抒环,

追思昔日, 感慨兴亡 , 词调沉郁顿挫 。其中 “千古事 、

云飞烟灭 。贺老定场无消息 , 想沈香亭北繁华歇。弹到

此 , 为呜咽 ” 写贺老飘零 , 无人定场 , 沉香亭废 , 繁华

无存 。此处的沉香亭是繁华与希望的象征 , 它的衰落 ,

有大唐王朝败落的缩影 。南宋朝廷偏安一隅 , 却晏乐自

足 , 煌煌有唐尚且繁华消歇 , 宋廷壁国减土却不思北

伐 , 情何以堪 或念及 “沉香亭 ” 而慨叹个人命运。同

样是沉香亭李白赋新词 , 刘过看来 , 是明皇倚重故有征

召, 所以他说 “费尽柳金梨雪句 , 问沈香亭北何时召 。

心未惬 , 鬓先老” 《贺新郎 ·游西湖 》 , 刘过久不得

志 有隐然而退 “人世红尘西障日 百计不如归好 ”

《贺新郎 ·游西湖 之意 。刘克庄却认为李白因此贾

祸 , 终不得用 。寿王实之 《木兰花慢 》 词 , 开篇即云

“液洲真学士 , 为底事 、 在红尘 。为语触宫闹 , 沈香亭

里 , 填滴仙人 ” 《木兰花慢 ·寿王实之 》 , 将其视作

“流洲真学士 ”, 然而何故沦落凡尘 原来是因 “语触宫

闹”, 被贬滴人间。此处将王实之比作沉香亭里赋 “借

问汉宫谁得似 , 可怜飞燕倚新妆” 而为高力士及贵妃谗

言所沮最终不得施展的李太白。同样的典故 , 不同的解

说 , 此亦可见 “沉香亭 ” 自身的包蕴及复杂性 。

当然 , 宋词之中更多的还是借沉香亭事以写牡丹

清 李调元 《雨村词话 》, 参见唐圭璋编 么词话丛编 》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

唐 李延寿撰 《南史 》卷 , 中华书局 年版甲第

册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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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贺铸 《剪朝霞 ·牡丹 》词云

云弄轻阴谷雨干, 半垂油幕护残寒。化工着意

呈新巧 , 菊刻朝嫂灯露盘 。辉锦绣, 掩芝兰 , 开元

天宝盛长安。沈香亭子钩阑畔, 偏得三郎带笑看。

贺铸多化用唐宋人诗句以成词 。此首咏牡丹 , 即如是 。

“半垂油幕护残寒 ”用白居易 “上张握幕庇 , 旁织巴篱

护 ” 《秦中吟十首 ·买花 句 , 写油幕庇护遮盖牡丹 。

《开元天宝遗事 》 “油幕” 条称 “长安贵家子弟每至春

时游宴 , 供帐于园圃中, 随行载以油幕 , 或遇阴雨 , 以

幕覆之 , 尽欢而归 。',①大抵即为此类 。 “化工 ”、 “剪刻 ”

两句分别自苏轼 “化工只欲呈新巧 , 不放闲花得少休 ”②

和元祺 “剪刻彤云片 , 开张赤霞裹” 《红芍药 》 而来 ,

写牡丹新巧 , 颇有朝霞之态 。下闽用明皇沉香亭畔观牡

丹 、对妃子 、赏新乐之事 , 再与题旨相合 。

辛弃疾写牡丹亦多用沉香亭之事 , 如其 《念奴娇 ·

赋白牡丹和郭廓之韵 》、 《杏花天 ·嘲牡丹 》就是比较典

型的例子 。前首作于辛弃疾闲居带湖期间 。此首咏牡

丹 , 多用前人咏牡丹之典实 。如 “天香染露 ”用唐人李

正封 “天香夜染衣 , 国色朝酣酒 ” 《赏牡丹 》 句 ,③

“就中一朵 , 曾人扬州咏” 则用崔涯嘲李端端典 , ④亦暗

用牡丹事 。 “最忆 ” 句用明皇于沉香亭 “赏名花 、对妃

子” 事 。此外 , “华屋金盘” 与 “夜深花睡香冷 ” 用苏

轼写海棠之诗 “自然富贵出天姿 , 不待金盘荐华屋 ”、⑤

“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烧高烛照红妆 ”。⑥咏牡丹词中 ,

多化咏牡丹诗 , 何故结处突现咏海棠之诗 《冷斋夜话 》

引 《太真外传 》称 “上皇登沉香亭 , 诏太真妃子 。妃

子时卯醉未醒 , 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 。妃子醉颜残

妆 , 鬓乱钗横 , 不能再拜 。上皇笑曰 岂̀是妃子醉 ,

真海棠睡未足耳 。”,⑦将醉妃比作未睡足之海棠。辛弃

疾此处大抵由牡丹而至贵妃, 由贵妃而联想到醉酒之贵

妃 , 故以咏海棠诗形容之。 《杏花天 ·嘲牡丹 》是一首

借物咏怀词 。开篇即称贵妃能比得上牡丹颜色 , 接下来

“渔阳攀鼓”、 “沉香亭北” 皆用贵妃典故 , 言嬉戏无度 ,

终至颠丧。下闽 “买栽池馆多何益 ” 用罗邺 “买栽池馆

恐无地 , 看到子孙能几家 ” 句 , 语含微讽 。 “解语 ” 又

用贵妃典 ,⑧ “一个西施 ” 则是用卢注 “越王解破夫差

国, 一个西施已是多” 句 , 此二句并写世多重色 , 岂不

知美色祸国 辛弃疾这两首咏牡丹词 , 多化用前人牡丹

诗 , 这与宋词中写梅花 、 写荔枝多用前人咏梅诗 、 写荔

枝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

此外 , 辛弃疾还有 “西园买 , 谁载万金归 。多病胜

游稀 。风斜画烛天香夜 , 凉生翠盖酒酣时 。待重寻 、 居

士谱 , 滴仙诗” 《最高楼 ·和杨民瞻席上用前韵赋牡

丹 、 “红牙签上群仙格 , 翠罗盖底倾城色 。和雨泪阑

干 , 沈香亭北看 ” 《菩萨蛮 ·雪楼赏牡丹席上用杨民瞻

韵》 、 “解释春光 , 剩须破费 , 酒令诗筹 ” 《柳梢青 ·

和范先之席上赋牡丹 等皆用沉香亭之事以写牡丹 。

除贺铸 、辛弃疾二人外 , 葛胜仲 、王之道 、姜夔 、

刘仙伦 、刘以夫 、陈著 、周密 、张炎等人词中皆曾用沉

香亭事以写牡丹 。

李白 《宫中行乐词八首 》本为应诏之作 , 清丽和

婉 , 宋词多有所取 。其一诗云

小小生金屋 , 盈盈在紫微 。 山花插宝髻, 石竹

绣罗衣。每出深宫里 , 常随步荤归。只愁歌舞散 ,

化作彩云飞 。

此首写宫中女子自小生长深宫之内, 宝髻插花, 罗衣绣

竹 , 伴侍君王左右 。只恐歌舞一散 , 身似彩云飘扬 , 不

得再侍君王。晏几道 “当时明月在 , 曾照彩云归” 《临

江仙 》 大抵化用李 白 “只愁歌舞散 , 化作彩云飞 ”

《宫中行乐词八首 其一 及白居易 “大都好物不坚

牢 , 彩云易散琉璃脆 ” 《简简吟 句 , 写好事易散 ,

欢娱难久 。无名氏奥括此诗 , 以成 《南歌子 》词

小小生金屋, 盈盈向凤伟。斜枝石竹绣罗衣 ,

为怕春来风日、 卷帘稀。 金殿承恩久, 兰堂得

梦回。熏炉空惹御香归, 今夜花前还是 、 日平西 。

此首与李白之诗并无二致 , 纯是隐括李白之诗 , 道出承

欢的喜悦与等待的惶恐 。

五代 王仁裕 、 唐 姚汝能撰 《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事

迹 》, 曾贻芬点校 ,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

宋 苏轼 《和述古冬日牡丹四首 其一 》, 《全宋诗 》卷

, 第 册第 页。

唐 李潜撰 《松窗杂录 》,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一

页 。

唐 范掳著 《云溪友议 》 卷中, 古典文学出版社 年

版, 第 页。

宋 苏轼 《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

知贵也 》, 《全宋诗 》 卷 , 第 册第 页。

宋 苏轼 《海棠 》, 《全宋诗 》 卷 , 第 册第

页 。

惠洪 、 朱弃 、 吴流撰 、 陈新点校 《冷斋夜话 ·风月堂诗

话 ·环溪诗话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开元天宝遗事 》 称 “明皇秋八月 , 太液池有千叶白莲 ,

数枝盛开 , 帝与贵戚宴赏焉 。左右皆叹羡久之 。帝指贵妃

示于左右曰 争̀如我解语花 ”, 五代 王仁裕 、 唐 姚

汝能撰 《开元天宝遗事 安禄山事迹 》, 曾贻芬点校 , 中华

书局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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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李白所写之女性 , 或为妃子 , 或为宫女 , 皆养

在深闺人未识 。而其笔下的吴姬 、采莲女 , 亦是同样精

彩 。《对酒 》写少年冶游 , 见娇小妖冶之吴姬 , 诗云

之压槽取用 , 罗隐 “水国多愁又有情 , 夜槽压酒银船

满 ” 《江南曲 》 所言即是此类情形 。压酒劝尝 , 宋人

称好 , 范温尝云

葡萄酒, 金巨罗, 吴姬十五细马驮 。青黛画眉

红锦靴, 道字不正娇唱歌。峨渭筵中怀里醉 , 芙蓉

帐底奈君何。

好句要须好字, 如李太白诗 “吴姬压酒唤客

尝 ”, 见 新 酒 初 熟, 江 南 风 物 之 美 , 工 在

“压” 字。②

“十五细马驮 ”道出吴姬娇小 , “青黛画眉红锦靴 ”写其

装束娇艳 , 至于 “道字不正娇唱歌 ”则是形容其吴侬轻

歌 , 娇声娇气 。苏轼 “道字娇讹苦未成 ” 《洗溪沙

写少女娇憨之态 , 甚至连咬字都不清楚 , 即是脱胎李白

诗意 。

宋词写娇媚之女子 , 多化此诗 。晏几道 “吴姬十五

语如弦”, 大抵自李白此首化出而有所引申, 《玉楼春 》

词云

赵彦卫却以为 “压 ”字本为方言 , 何可道哉 其称

李太白诗 “吴姬压酒唤客尝”, 说者以谓工在

“压 ”字上 , 殊不知乃吴人方言耳 。至今酒家有旋

压酒子相待之语 。③

此亦聊备一说 , 宋词之中 , 尝用 “吴姬压酒 ” 意象 。 如

洪嫌 《菩萨蛮 ·湖上 》写吴姬压酒 , 少年心醉 , 默然捎

魂 , 词云

一尊相遇春风里 , 诗好似君人有几 。吴姬十五
语如弦, 能唱当时楼下水 。 良辰易去如弹指 ,

金盏十分须尽意 。明朝三丈日高时, 共拼醉头扶

不起 。

吴姬压酒浮红蚁 , 少年未饮心先醉。驻马绿阳

阴, 酒楼三月春。 相看成一笑, 遗恨知多少。

回首欲魂销 , 长桥连断桥 。

“吴姬 ”在唐诗中多用以指代年轻貌美之女子 , 如王昌

龄 “吴姬越艳楚王妃 , 争弄莲舟水湿衣 ” 《采莲曲二首

其一 》 、 “吴姬缓舞留君醉 , 随意青枫白露寒 ” 《重

别李评事 即为此类 。此首上闽写宴乐之时再遇十五

之吴姬 , 这分明自 “昊姬十五细马驮” 而来 , 接下来写

其 “能唱当时楼下水”, 与 “道字不正娇唱歌 ” 皆长于

演唱, 且所唱之曲正是杜牧之诗 ,①流露出一种深婉曲

折的离情别绪 , 可见晏几道词中之吴姬较之李白诗中的

当沪之女 , 则是略具文采 , 或为富贵人家之歌女 下闽

光阴如箭 , 故及时取乐 , 明日三竿红日高时 , 仍是 “共

拼醉头扶不起”, 可见一夜缝给 , 极为尽欢。相较而言 ,

李白 “珊增筵中” 、 “芙蓉帐底” 则是欲言又止 , 未若晏

词结处浅白直露 。

《对酒 》诗中昊姬娇小, 且只唱曲 , 到了 《金陵酒

肆留别 》诗中, 吴姬似乎已经长大 , 开始劝客饮酒 ,

诗云

此首吴姬只一个单纯的 “压酒 ” 动作 , 形象并不鲜明,

略显单薄 , 未及李白诗中吴姬 “唤客尝 ” 之热情泼辣 ,

亦未及刘辰翁词中 “正何须 、 阳关肠断, 吴姬苦劝人

酒 ” 《摸鱼儿 》 之离别相劝 。刘辰翁此首 《摸鱼儿 》

专写离别 , “阳关肠断 ” 用王维 《渭城曲 》送别之事 ,

可谓临别而肝肠寸断之绝好注脚 。正因为相离 , 后会难

期 , 故而吴姬苦劝人酒 , 行者未行者各自尽筋 。而周孚

先 《鹤鸽天 ·禁酒 》则是反用李白此诗 , 词云

曾唱阳关送客时, 临峡借酒话分离。如今酒被

多情苦 , 却唱阳关去别伊。 欢会远 , 渺难期,

黄沪门掩昼阴迟 。青楼更有痴儿女 , 谩忆胡姬捧

劝词。

风吹柳花满店香 , 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

来相送 , 欲行不行各尽筋 。请君问取东流水, 别意

与之谁短长 。 ②

此首大抵为开元十四年 公元 年 春 , 与金陵故旧

相别时所作 。 “压酒 ” 当指古时新酒酿成之后 , 临饮时

“当时楼下水 ” 当为杜牧 《题安州浮云寺楼寄湖州张郎中 》

诗中之句 , 其诗云 “去夏疏雨余 , 同倚朱阑语 。当时楼下

水 , 今日到何处 恨如春草多, 事与孤鸿去 。楚岸柳何穷,

别愁纷若絮 。”

宋 范温 《潜溪诗眼 》, 参见吴文治主编 《宋诗话全编 》,

江苏古籍出版社 年版, 第 册 , 第 页 。

宋 赵彦卫 《云麓漫抄 》 卷 , 参见 《景印文渊阁四库

全书 》, 台湾商务印书馆 年版 , 子部第 册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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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阅点化王维 《渭城曲 》, 写离别之时 , 共尽离筋 。而

今再别只能空唱阳关却无酒饮 , 下阅结处 “谩忆胡姬捧

劝词 ”, 所谓捧而劝酒之词 , 正是李白 “吴姬压酒唤客

尝” 之诗 。

再看李白描写采莲女的 《采莲曲 》, 此首刻画了清

新自然的溪边采莲少女形象 , 并以游冶郎的脚橱不去反

衬其娇媚可爱 , 诗云

耶溪采莲女, 见客掉歌回 。笑入荷花去 , 伴羞

不出来 。

笑人不出, 颇见少女娇羞之情态 。宋词深谙写少女情态

之法 , 写娇羞处 , 常用此诗 , 如晃补之 《调笑 ·西子 》

即是兼李白 《越女词五首 其三 》、 《采莲曲 》二者之

美而成

若耶溪傍采莲女, 笑隔荷花共人语。 日照新妆

水底明, 风飘香袂空中举。岸上谁家游冶郎, 三三

五五映垂杨。紫驹嘶入落花去 , 见此蜘踢空断肠。

《唐宋诗醇 》称此诗

绮而不艳 , 此自关乎天分。王安石云 “诗人

各有所得 ,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 , 此李白所

得也 , 于此亦可见之 。”①

西子江头自流纱, 见人不语入荷花 。天然玉貌

非朱粉 , 消得人看隘若耶。游冶谁家少年伴 , 三三

五五垂杨岸 。紫骏飞入乱红深, 见此脚姗但肠断 。

肠断, 越江岸 。越女江头纱自洗 。天然玉貌铅

红浅 , 自弄芙蓉日晚 。紫驹嘶去犹回盼, 笑入荷花

不见 。

其中 “笑隔荷花共人语 ”句将笑隔荷花而与人共语的少

女刻画得惟妙惟肖 。宋人颇爱此句 , 诗词中多所化用 。

秦观有 《调笑令 》十首 , 每首皆以一诗一词言一事 , 其

七 《采莲 》专师李白此诗 , 诗云

晃词将李白二诗合二为一 , 将 “天然玉貌 ” 的越女 、

“脚橱但肠断 ”的少年郎, 放在江头相遇 。少年的回盼,

少女的 “笑人荷花不见 ”, 皆具浓郁的生活生息 。这首

清新自然 、 开朗明快的小词 , 正是脱胎于李白二诗 。

《春思 》亦是轻盈小调 , 怀人佳作 , 虽类齐梁之体 ,

然具风雅之姿 。其云

若耶溪边天气秋, 采莲女儿溪岸头。笑隔荷花

共人语 , 烟波渺渺荡轻舟。数声水调红娇晚, 掉转

舟回笑人远。肠断谁家游冶郎, 尽日脚踢临柳岸。

燕草如碧丝 , 秦桑低绿枝 。 当君怀归日, 是妾

断肠时。春风不相识 , 何事入罗怖。

其词则云

柳岸, 水清浅。笑折荷花呼女伴 。盈盈日照新

妆面, 水调空传幽怨。扁舟日暮笑声远 , 对此令人

肠断。

诗歌远承魏文帝 “念君客游思断肠 , 谦嫌思归恋故乡。

君为淹留寄他方 贱妾载载守空房 , 忧来思君不敢忘 ”

之遗韵 ,④晓畅如话 , 平易近情 , “春风 ” 一句尤见妙

趣 。晃补之词中尝用此句写闺思 , 《鹅鸽天 》词云

此两首诗词纯是自李白诗歌化来 , 以写盈盈采莲之女 。

诗中 “掉转舟回笑人远 ” 则是源自李白另一首描写少女

之作 《越女词五首 其三 》, 道出了少女的娇羞之态 。

至于宋诗之中, 张玉娘 “女儿采莲拽画船 , 船拽水动波

摇天 。春风笑隔荷花面 , 面对荷花更可怜”②与程安仁

“五月湖中采莲女 , 笑隔荷花共人语 ”, ③很明显亦是化

自李白之诗 。宋词之中 , 除了林正大以 《清平乐 》 笑

隔荷花语 粱括此诗外, 赵必豫 “人似荷花, 笑隔荷花

语” 《苏幕遮 ·钱塘避暑忆旧用美成韵 》 亦用李白诗

意 , 写隔花共笑语 。

再看李白另一首写采莲少女的诗歌 《越女词五首

其三 》, 诗云

绣幕低低拂地垂 , 春风何事入罗怖。胡麻好种

无人种, 正是归时君未归。 临晚景, 忆当时,

愁心一动乱如丝。夕阳芳草本无恨, 才子佳人空

自悲 。

此首闺情词自李白 《春思 》脱略而来 。上闽 “春风何事

《唐宋诗醇 》卷 , 参见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台湾商

务印书馆 年版, 集部第 册第 页。

宋 张玉娘 《采莲曲 》, 《全宋诗 》卷 , 第 册第

页 。

宋 程安仁 《西湖四景 》, 《全宋诗 》卷 , 第 册第

页 。

途钦立辑校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 魏诗卷 , 中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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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罗筛 ”用李白语 。 “胡麻 ”句用唐诗 “胡麻好种无人

种 , 合是归时底不归 ”①句以写归人久行未回。③

宋人所喜 。苏轼 《赤壁赋 》便用此意 , 其云

三 、 莫使金槽空对月 饮酒诗

对宋词的影响

据葛景春先生统计 , 李白诗中言酒 “加起来总共有

三百二十二处 ”, ③可见李白确实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 。

同样 , 李白饮酒之诗 , 也与宋词结缘 , 为其所取法 、

化用 。

《襄阳歌》作于开元二十二年 , 李白求荐韩朝宗不

遂 , 遂作此诗以抒愤慈 , 正见其谑浪笑傲之意 。诗歌写

山简醉态 ,④李白以山公自比 , 要须日日沉醉 。苏轼

“拍手欲嘲山简醉 , 齐声争唱浪婆词 ” 《瑞鹤鸽 ·观

潮 》 、 “归去山公应倒载 , 阑街拍手笑儿童” 《院溪沙

·徐州藏春阁院中 , 辛弃疾 “昨夜山公倒载归, 儿童

应笑醉如泥 ” 《定风波 ·大醉自诸葛溪亭归 , 窗间有题

字令戒饮者 , 醉中戏作 以及刘辰翁 “小儿拍手 。笑

昨醉如泥 , 盟言止酒 , 何事醒来又” 《摸鱼儿 , 大抵

皆自 《晋书 》、 《世说新语 》及李白此诗而来以写饮酒

之事 。

此外 , 苏轼 、刘辰翁词中皆化用过李白 “百年三万

六千日, 一日须倾三百杯” 句 , 流露出饮酒的豪迈与狂

放。苏轼 《南乡子 ·和杨元素 》为熙宁七年 公元

年 九月临赴密州之时 , 与杨绘饮于湖上 , 分别之际 ,

少不得频频举筋 。坡公笑称待他年功成名就之时 , 告老

还乡之际 , 与杨公痛饮三万场 , 这分明是从李白 “会须

一饮三百杯 ”、 “一日须倾三百杯 ”中化来 , 写日后长相
宴乐之快意 。至于刘辰翁两首寿人词写饮酒之事 , 如

“一日须倾三百 , 月小又输一日, 不满九千钟 ” 《水调

歌头 ·寿晏云心 、 “昨醉君家酒 。从今十万八千场 ,

未疏老友” 《金缕曲 ·寿陈静山 , 亦皆用李白句 。

李白以 “遥看汉水鸭头绿 , 恰似葡萄初酸酷 ” 《襄

阳歌 写江水深绿 , 恰如葡萄酿酒新成 。宋词多化此

句实写江水深绿 , 如宋祁 “雨过葡萄新涨绿 ” 《蝶恋

花 、 苏轼 “江汉西来 , 高楼下 、 葡萄深碧 ” 《满江

红 与 “万顷葡萄涨禄酷” 《南乡子 ·春情 以及辛

弃疾 “千里潇湘葡萄涨 , 人解扁舟欲去” 《贺新郎

句 , 皆为此类 。

太白 “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 , 玉山自倒非人推 ”

《襄阳歌 用稽康典写沉醉于清风明月之下 , 恰似玉

山倾颓 。欧阳修称此两句 “见太白之横放 。所以惊动

千古者 , 固不在此乎 ”⑤清人刘熙载 《艺概 ·诗概 》 则

称 “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 ' , 上四字共知也 , 下五字

独得也。”⑥ “不用一钱买 ” 确为 “独得 ”, 构思巧妙 , 为

且夫天地之间, 物各有主 。苟非吾之所有 , 虽

一毫而莫取 。惟江上之清风 , 与山间之明月 。耳得
之而为声 , 目遇之而成色 。取之无禁 , 用之不竭 。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 而吾与子之所共食。⑦

宋无名氏 《秋霎 》词巢括苏轼此赋 , 其中 “算惟有 、清

风朗月 , 取之无禁用不竭” 句自赋中而来 , 实与东坡一

道远绍太白 。宋代其他词中, 如

清风明月休论价 , 卖与愁人直几钱 。 贺铸

《避少年

共惜礁酣, 恐欢娱难再。月清风明月非钱买。

江纬 《向湖边 江纬读书堂

清风不用一钱买, 醉客何妨倒载。 洪适 《调

笑 》

佳处难忘, 约追欢须再。况风月不用一钱买 。

张拭 《向湖边 》

不用一钱买, 风月短长吟。 张炎 《水调歌头

·寄王信父

以上诸句皆用李白诗法以成句 , 写出风神飘洒之姿 。

“古来圣贤皆寂寞 , 惟有饮者留其名” 《将进酒 》 ,

则言古来惟善饮者青史留名 , 而圣贤者皆寂寞无闻 。此

为牢骚之语 , 强作宽慰之态 , 以解其忧 , 以销穷愁 。南

宋史浩集中有多首劝酒词 , 《临江仙 ·劝酒 》词云

自古圣贤皆寂寞, 抵教饮者留名。万花丛里酒

如淹 。池台仍旧贯, 歌管有新声。 欲识醉乡真

乐地 , 全胜方丈蓬流。是非荣辱不关情。 百杯须痛

唐 孟桨等撰 、李学颖标点 《本事诗 续本事诗 本事词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再如晃补之 “胡麻好种少人知 , 正是归时何处误芳期 ”

《虞美人 ·代内 亦用 “胡麻” 句写行人不归, 词中之用

与唐诗本意相同。唐诗本事为代妻之作 , 此 《虞美人 ·代

内 》 亦是 , 模仿可谓当行 。

葛景春 《李白与唐代文化 》, 中州古籍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唐 房玄龄等撰 《晋书 》 卷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册第 页 。

宋 胡仔纂集 、廖德明校点 《若溪渔隐丛话 》 前集卷 ,

第 页。

《艺概笺注 》, 王气中笺注 , 贵州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孔凡礼点校 《苏轼文集 》, 第 册, 第 页。



刘京臣 “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 — 论李白闺情诗 、饮酒诗对宋词的影响

饮, 一枕拚春醒。

开篇即化李白 “古来圣贤皆寂寞 , 惟有饮者留其名 ”句

劝饮 , 歌管新声献筹交错之际, 将尘中荣辱 、 仕中得

丧 , 一醉尽抛却 。

李白 《鲁中都东楼醉起作 》天宝五年 公元

年 作于东鲁 , 写醉酒之事 。诗云

昨日东楼醉, 还应倒接雕 。阿谁扶上马, 不省

下楼时。

用山简典写醉态 , 至于 “阿谁扶上马 , 不省下楼时 ” 则

真率可喜 , 约略近戏 。宋词写醉后上马之态 , 多用此

诗 。如晏几道 《玉楼春 》词云

当年信道情无价 , 桃叶尊前论别夜 。脸红心绪

学梅妆 , 眉翠工夫如月画。 来时醉倒旗亭下,

知是阿谁扶上马 。忆曾挑尽五更灯 , 不记临分多

少话 。

此是忆别词 , 回忆当年与佳人相别之时, 忍不住酩配大

醉 , 醉倒在旗亭之下 , 不知为谁扶上马。酒醒之后 , 只

记得曾经挑灯夜话 , 却不记得说了些什么 。太白之醉,

虽未道何事 , 多偏于豪奢 小晏之醉 , 则是不忍别离 ,

以醉销愁 , 偏于柔情 。至于朱敦儒 《菱荷香 ·金陵》 则

是怀古伤今 , 一醉潜然 。金陵怀古 , 多以六朝更替起

兴 , 此词上片亦然 。写寻花至晚 , 见夕阳横斜 , 绮散余

霞 , 转念六朝繁华凋尽 , 唯有 “山围故国周遭在 , 潮打

空城寂寞回” 刘禹锡 《金陵五题 石头城 。下片伤

今 , 感慨万里为客 , 身在天涯 , 壮心空老 , 泪洒青衫 ,

江浮醉眼 , 未省还家。此首在对金陵往事的感叹中转念

己身漂泊 , 磋跄不用 , 故而举筋引醉 。其中 “谁扶上

马” 分明自李白诗中化来 , 至于 “不省还家 ” 则是隐然

有国破家亡 、 无处可依之痛。

太白风神飘洒 , 诗思耸动千古 。一生傲岸不群 、 脾

院权贵 , 且又诗酒风流 、真率豪放 , 自身便成了宋词中

的典范意象 。诗中还塑造了 “沉香亭 ”等意象 , 宋词之

中或借之以写对时事的哀痛 , 或写对李杨悲剧的同情 ,

或写对李白久困泥沙 、羁绊不遇遭际的慨叹 。其对宋词

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 不独诗歌用语 , 还有诗中

或豪放 、或清越 、或高迈 、或超拔 、或低回 、或迟婉 、

或轻浅 、 或旖旎的 “神气”。

李白诗歌给予后人印象最为深刻的 , 当推其集中上

天人地 、纵横千载的豪放之诗 , 而这些恰恰也正是 “诗

仙 ”得以名耀今古的得意之作 。这类诗作对苏轼 、辛弃

疾与辛派词人 、刘辰翁诸位词中的豪放扬厉之风颇有

影响 。

但从整体而言 , 李白给予宋词影响最大的 , 却是集

中 “十首九说妇人与酒 ”之诗 。这类作品塑造了一系列

光彩夺人的女性形象 , 或为比肩牡丹的妃子 、 或为少小

盈盈的宫女 、或为当庐压酒的酒家女 、或为笑人荷花的

采莲女……李白诗中的这些女性形象为宋词所采 , 极大

地丰富了宋词中的女性意象 。至于饮酒诗 , 在丰富完善

太白诗酒风流意象的同时 , 也为宋词提供了 “兴酣笔落

摇五岳 , 诗成笑傲凌沧州 ”的诗人气质 、饮者精神与酣

醉境界 。此外 , 他的咏月 、怀归 、怀古之作 , 与其闺情

诗和饮酒诗一道 , 都对宋词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概言之 , 晏几道 、周邦彦 、晃补之等人师法李白 ,

多自诗歌用语而入 , 且偏重低回 、 迟婉 、 轻浅 、 旖旎之

作 苏轼 、辛弃疾 、刘辰翁等人取法多端 , 多偏取其神

完气足之作 至于李白那卓然不群的滴仙人意象 , 则是

宋词的集体偶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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