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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初联章词叙事

赵 贽

【提 要 】 作者以吴綺的 六卷本 《 艺香词 》 和 陈 维嵌集栝 《兑阁遗徽 》 的联章词为 例 ,

辨析空间 主导型联章词如何叙述历 史传奇和个人 日 常生活 。 清代以前 , 词人 多 采用 以 时 间

顺序主导的联章词叙事 ,
以 空间顺序为 主导的联章词主要用 来记游写景 , 叙事能 力被长期

低估 。 清初词人打破二者的经典分工 , 发展 了 以 空 间 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 ,
组成 系 列叙事

专题 。

【关键词 】 联章 清词叙事 空间 主导 吴绮 陈 维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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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通常被认为不宜叙事 , 展现复杂 的叙事

脉络以及描绘激烈的戏剧冲突往往需要详尽的

篇幅 , 而词音律精严 、 寄兴深微的文体特质则

对词人的叙事能力提出 了极大挑战 。 换句话说 ,

“

以词叙事
”

具有与其文体特性相适应的特殊表

现形 式 , 我 们可 以 透过形式 的演变轨迹
一窥

“

以词叙事
”

的发展脉络 。 目前学界偏重宋词 的

叙事研究 ,

° 有关清词叙事 的研究亟 待深人挖

掘 。 有关清词叙事的论述多与
“

词史
”

说相联

系 , 并且主要集 中在晚近词坛 , 如 以 蒋春霖 、

张景祁 、 晚清 四大家等词人为代表的苦难叙事

研究相对较多 ； 极少涉及词 的叙事形式的变革 。

因此 , 本文试图从联章词叙事这个角度 , 论述

清初词人如何通过改革联章体 , 推动
“

以词叙

事
”

的进程 。

如果说周邦彦
“

于短短小令中 写复杂故事
”

代表了小词叙事的高峰 ,

“

当时无人能及 , 后世

亦少有敢企及者
”

,

② 那 么清初词人大量采用联

章组词形式叙事 , 则显示 出他们试图开辟叙事

新天地的野心 。 从个人视角 出 发 , 通过 日 常细

节讲述历史传奇和现实人生 , 是清初词叙事的

重要内容 , 看似平淡的 日 常情境 , 在清初聚散

不定的 大时代背景下 , 显得弥足珍贵 。 同时 ,

清初词人还发展了 与这两大主题相适应的独特

体式——以空 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 下 文将

主要以吴绮和 陈维崧的联章词为例 , 分析清初

词人如何改进传统联章体 , 组成系列叙事专题 ,

从而折射出清初
“

以词叙事
”

的新变 。

一

、 联章词的经典分工与

清初新变

联章词指 以两首或多首同调 、 异调的词组

① 如吴世 昌先生 《词学论丛 》 收录的 《论词 的读法 》
、 《 片玉

词三十六笺注 》
、 《周 邦彦 〈少年游 〉 赏析 》 等 系列文章 ,

指 出清真小令的叙事章法可 比拟与近代 短篇小说 。 张海鸥

先生 《论词的叙事性 》
一文 则从整体上解析词的 文本叙事

结构 和特点 。 董乃斌先生主编 的 《 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
一

书亦有专 章讨论古典诗词 的叙事 。

② 吴世昌著 《词林新话 》 , 吴令华辑注 , 北京 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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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一个套曲 , 用 以歌咏某
一类题材 。 诚然 ,

联章手法用于叙事早在 《 云谣集 》 中 已有先例 。

唐圭璋先生 曾指 出 ：

“

诗有叙事
一

体 , 词亦有

之 。 欧 阳修尝以 《采桑子 》 咏西 湖之胜 , 赵德

麟尝以 《蝶恋花 》 演述 《会真记 》

”

。

② 然 而同样

是
“

以词叙事
”

, 《采桑子 》 和 《蝶恋花 》 却分

属
“

横向 型
”

和
“

纵向型
”

两种不同结构 所

谓
“

纵向型
”

指 的是 以时 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

结构 ,

“

以词 来连续写
一

个故事或
一

段情景
”

。

④

词作讲述的故事情节具有延续性 , 从总体上构

成一个意义完整 的叙事文本 。

“

横向型
”

指 的是

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结构 , 通过并列一系

列同
一

性质的事件 , 形成 内部平行结构 , 强调

事件主题的一致性 。 由 于以 时间顺序为 主导的

联章词 , 多采用历时性叙事方式 , 易于层 层铺

叙 ,
开合顿挫中彰显故事脉络 。 因此前人常用

来描写爱情 ,

一

曲起 ,

一

曲讫 , 中间 词作分叙

情人间 的聚散离合 , 便于清晰地展示事件的发

展轨迹 。

⑤ 反观以空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 , 多

运用共时性叙事 , 更注重题材相似性 , 而不是

情节的连贯性 , 因此很少染指爱情 。 它的主要

任务局限于记游 , 书写当地风光 习 俗 , 文人雅

集之乐 , 以志一时盛事 。
⑥ 清代以前 , 以空间顺

序为主导 的联章组词的叙事 能力 被长 期低估 ,

清初词人对联章体的改造 , 打破了二者的经典

分工 , 表明 清人努力拓宽联章 词 的叙事领域 ,

试图以空 间序列主导型联章词为标志 , 树立与

清真小令 、 赵德麟商调 《蝶 恋花 》 相抗衡的清

词叙事新范式 。

回顾以往以空 间顺序为主导的联章词 , 就

能发现这些联章词 的叙事成分往往停 留 在记叙

游历行为本身 , 极少探究地点背后 的人文故事 。

单纯记录遨游酬唱难免乏味 , 风景与人文的结

合却能折射出时代的印记 , 展露叙事者的
“

诗

心
”

。 遗憾的是 , 从舆地建置中辑佚逸事 、 评述

历史 , 在宋人的传统观念中 多由 诗文承担 ； 由

于没有充分挖掘景物背后的人文故事 , 造成抒

情与叙事 比重失衡 , 无论是欧 阳修述颍州西湖

之胜的 《采桑子 》 , 潘 阆歌咏钱塘的 《酒泉子 》 ,

还是王安中放怀湖山 的 《安阳好 》 , 都只是泛咏
一

地风光 , 景物无
一

例外地透 出词人的盘泊之

意 、 缥缈之情 。 然而就叙事性来说 , 上述这些

记游之
“

事
”

并没有传达 出词人 的独特生命体

验和人生感悟 , 简单概括就是词人 曾来过某地

游赏而已 。 至于何地并不重要 , 我们似乎可以

相信 , 词人会用语带烟霞的笔调 , 歌咏任何
一

地的美丽风景 。

一旦词人叙述的
“

事
”

缺少 自

我介人意识和切身共鸣感 , 他抒发 的
“

情
”

就

很可能沦为程式化的文人趣味 , 导致叙事流人
“

只叙人物风土 , 而鸳瓦飞甍 , 屡见叠出 , 了 无

意味
”

的套语中 。

二、 清初联章词的历史传奇书写

清人大力发展
“

横向 型
”

联章词叙事 , 不

是偶然现象 。 这种独特的平行结构 , 本身也经

历 了漫长 的焦点转移过程 ： 由单纯叙
“

景
”

记

① 马兴荣 、 吴熊和 、 曹济平主编 《 中国词学大 词典 》 , 浙江教

育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唐圭璋 ： 《 〈云谣集 〉 杂曲子校释 》 , 参见陈仁之 、 颜廷 亮

《云谣集研究汇 录 》 , 上 海 古籍 出版社 年 版 , 第

页 。

③ 本文对联章组词叙事结构 的分类借鉴了刘永 济先生 《 宋代

歌舞剧曲录要 》
一书对鼓子词 的分类 。 刘 先生指 出

“

鼓子

词 皆用一 曲连续歌之 , 以咏故事 。 其方式有二 ：

一 为横排

式 ,

一为直叙式 。 横排式者 , 并列 同性质的故事 , 以同一

词调歌咏之 ； 直叙式者 , 直述一事的首尾 , 亦 以一调 反复

歌咏 。

④ 吴世昌 ： 《 词学论丛 》 , 参见 《罗音 室学术论 著 》 第 卷 ,

中国文联 出版公司 年版 , 第 页 。

⑤ 以韦庄 《女冠子 》 为例 , 第
一首 由情人作别写 到别后相思 ,

第二首紧接着由 相思人 梦到梦后 悲苦 ,

一

气而下 , 显得线

索分明 , 结构严谨。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 按 照月 份或 四季描 写地方风物人

情的作品依然应归为 以空 间顺序 为主导 的联章词 。 以欧 阳

修十二月 《渔家傲 》 鼓子词 为例 , 虽然 每首词 的开篇都标

明 了月份 , 但贯穿这 首词 的核心却是节令风情 , 词作所

要 凸显的是发生在不 同节序里 的赏心乐事 , 作者意 兴盎然

地歌咏着人 日 剪 彩 、 元宵观灯 、 上巳修禊 、 清 明踏青 、 端

午缠粽 、 七夕乞巧 、 中秋拜月 、 重阳采菊酸酒 、 冬 至排宴

祭祖等等丰富多彩的 民俗活动 , 这意 味着前 后词作 没有时

间上的起承转合关系 ,
词作 之间具有相对独立性 。

所谓按

时间顺序展开的叙事结构 , 强调事件 的连 贯性 , 呈 现 出随

时 间推移而变化的动态过程 , 而十 二月 鼓 子词里 的十二个

月 份不参与事件进程 ,
不属 于叙事要素 ,

反倒 类似说唱故

事 的模版 , 形成一种描述时令风俗的套用 格式 , 它 的本质

是节令词 。

清 ) 李调元 ： 《雨村词话 》 , 参见唐圭璋编 《 词话丛编 》 第

册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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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到写
“

景中事
”

, 最终才演化为清初词人笔下

的
“

事 中景
”

。 南宋末年国运惟危的时代 , 曾涌

现出大量以咏史怀古为主题的联章词 ,

“

西湖十

景
”

词就是其中 的代表 。 这些 以具体名胜 为

题 , 平行排列 的联章词 , 改变 了 以往泛咏景物

的模式 , 词人描写风景时注人 了对时事的关切 ,

叙事性无疑 大大增 强 了 , 产生 出
“

感慨生哀 ,

时政之失 , 隐然言外
”

的艺术效果 。 国势 式

微 , 风雨如晦的时刻 , 南宋末年的
“

西湖十景
”

联章词 , 用 比兴手法暗写 国势 ,

“

多感时之语 ,

时时寄托
”

,

③ 虽然 只是个别语句 表达优时 之

心 , 尚处于书写
“

景 中事
”

的 阶段 , 但无疑为

清初词人进
一

步改造空间顺序主导 型联章词 ,

使其由 以
“

景
”

为中心转变为以
“

事
”

为焦点 ,

提供了借鉴 。

清初词人大量运用
“

横 向 型
”

联章词 咏史

怀古 , 借凭吊 古迹寄托黍离之悲 。 无情的历史

与当前现实遥相呼应 , 遭遇 了 易代变革的清初

词人结合 自 己的生命体验解读兴亡 , 进一步深

化了
“

西湖十景
”

型联章叙事模式 。 如 吴伟业

《满江红 》 白 门感旧 、 过虎丘 申文定公祠 、 金陵

怀古 、 蒜 山 怀古 , 余怀 《 望海 潮 》 金陵怀古 、

钱唐怀古 、 吴 门怀古 、 广陵怀古等词都是联章

怀古的佳作 。 与这些联章词相 比 , 吴绮的六卷

本 《艺香词 》 则是一部被遗漏的经典 。

⑤ 词人借

鉴风土笔记的撰 写体例 , 按照地理方位顺序 ,

串连起景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 把地方风物文学

景象化 , 唤起读者的历史记忆与文学想象 。 词

作的
“

景
”

由此拥有双重身份 ： 既是真实存在

的地点 , 又是历史传说的发生地 。 词人将当下

亲临的古迹转化成历史传奇的发生现场 ,
通过

重回历史现场还原不为人知的细节 , 书写兴亡

传奇 , 真正完 成 了从
“

景 中事
”

向
“

事 中 景
”

的转变 。

吴绮 (

—

, 字 次 ,

一

字丰 南

号听翁 ,

一

号菔叟 , 别号红豆词人 , 江苏江都

人 , 安徽歙县籍 , 贡生 。 官浙江湖州 知府 。 有

吏能 , 人谓其多风力 , 尚 风节 , 饶风趣 , 称为
“

三风太守
”

。 他的六卷本 《艺香词 》 共

首 , 堪称
“

以地系事
”

的典型 。 包括 《歌吹词 》

首 、 《萧瑟词 》 首 、 《扶醉词 》 首 、 《水

嬉词 》 首 、 《 登楼词 》 首 、 《凤乡 词 》

首 。 这 首词分别 以扬州 、 南京 、 杭州 、 湖

州 、 安徽 、 苏州这六地为中心各 自成卷 。 同时 ,

每
一

卷都还按方位细分 , 依照事件发生地的位

置 , 大致遵循由东至西 , 由北至南的编排原则 。

此外 , 词人还借用志书体例 , 首词全部在序

言里标示历史遗迹的地理方位 , 交待位 于府城

或郡城多少里 , 甚至如今现状 。 可 以说 ,
吴绮

将
“

以地系事 原则运用到联章词叙事上 , 将

地理景象与文学景象合二为一 , 从历史遗迹 中

挖掘出 丰厚 的文学遗产 , 形成讲述历史传奇 的

系列故事专题 。

如 《萧瑟词 》 以南京为背景 , 《
一

剪梅 》 含

章殿 、 《清平乐 》 芳乐苑 、 《南楼令 》 临春阁 、

《辘轳金井 》 燕支井 、 《离亭宴 》 新亭 、 《霜天晓

角 》 麾扇渡共 同谱写一 曲六朝往事 ；
以苏州 为

背景的 《凤乡词 》 描写的则是吴越 旧 闻 ： 《 阳台

梦 》 姑苏台 、 《醉红妆 》 灵岩山 、 《虞美人 》 馆

娃宫 、 《夜游宫 》 响叶廊 、 《 山花子 》 采香径 、

《 归国遥 》 阳 山 、 《明月棹孤舟 》 锦帆泾 、 《长相

① 楼俨 《洗砚斋集 书西湖十景词后 》 记载 ：

“

南渡诗人若陈

允平衡仲 、 张槃叔安 、 周 密公瑾 、 奚？ 倬然 , 皆有
‘

西湖

十景
’

词 。
……

‘

十景
’

先辈 寄之歌咏 者多 恐又不止公

瑾词矣 。

”

沈雄 《古今词话 词品下卷 》 也 曾言 ：

“

周公瑾 、

陈君衡 、 王圣与 , 集虽抄传 , 公谨陚 《西湖十景 》 , 当 日 属

和者众 , 而今集无之 。

”

② ( 清 ) 陈廷焯 ： 《 大雅集 》 卷 。

③ ( 清 ) 陈廷焯 ： 《 白雨斋词话 》 卷 参 见唐圭璋编 《词话

丛编 》 第 册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④ 如陈廷 焯 《 白雨斋词话 》 曾评议
“

西湖 十景
”

词 ：

“

《探

春 苏堤 春晓 》 云 ：

‘

搔首卷帘看 , 认何处六桥烟柳 《秋

霁 平湖秋月 》 云 ：

‘

对西风凭谁问取 , 人 间哪得有今夕 。

应笑广 寒宫殿窄 。 露 冷烟 淡 , 还 看数 点 残星 , 两行新雁 ,

倚楼横笛 。

’

《扫花游 雷峰夕照 》 云 ：

‘

可惜流年 , 付 与朝

钟暮鼓 。

’

《暮山溪 花港观鱼 》 云 ：

‘

宫沟泉滑 , 怕有题红

句 。 钩饵已忘机 , 都付与 、 人间儿女 。 濠梁兴在 , 鸥鹭笑

人痴 。 三湘梦 , 五湖心 , 云水苍茫处 。

’

《齐天乐 钟屏晚

钟 》 云 ：

‘

御苑烟花 , 宫斜露 草 , 几度西风弹指 。

’

似此之

类 , 皆令人思 。 读之既久 , 其味弥长 。 诸词作于 景定癸亥

岁 , 阅十余年 , 宋亡矣 。

”

⑤ 下文关于吴绮 的词作均引用 自 国家 图书馆藏 《艺 香词 》 六

卷本 , 康熙刻本 , 张玉龙 ： 《怀古与经典
——

清初怀古词与

词学复兴》
一文 曾对吴绮六卷本 《艺香词 》 进行了专门的

文献考察 , 详见 《社会科学 》 年第 期 ,

⑥ 吴绮生平 可 参见 汪 超宏 《吴绮 年谱 》 , 浙江大学出 版社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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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 鸡陂 、 《
一痕沙 》 销夏湾的 主角是吴王与西

施 , 《杏花天 》 走狗塘 、
《临江仙 》 胥 山 的主角

是伍子胥 , 这些联章词俨然谱写 出
一部 《吴越

春秋 以扬州 为背景的 《歌吹词 》 述写 的是隋

朝演义 ：
《镜中人 》 隋宫 、 《秦楼 月 》 迷楼 、 《 月

宫春 》 月 观 、 《阳 台梦 》 鸡台 、 《夜游宫 》 萤苑 、

《踏莎行 》 隋堤 、 《燕归梁 》 玉勾斜 、 《醉公子 》

九曲亭 、 《南柯子 》 雷塘这些联章词串联起隋炀

帝的
一

段末路时光 。

值得注意的是 ,

“

以地系事
”

原则与清初词

人借鉴历史传奇的叙事手法有 密切关系 , 折射

出清初词人用个人视角 书写
“

人性化
”

历史 的

叙事观 。 那么
“

横 向 型
”

联章词是如何在
“

以

地系事
”

原则 的指导下发挥文体优势 , 创造 出

一

个多向度的叙事时空 , 展现历史 的多个侧面 ,

多角度地体察人世情状的呢？

首先 ,

“

横向 型
”

联章词按地理方位排列

所要叙述的事件 , 弱化了 时间 的次序感 , 叙事

悄然 由时间维度 向 空 间 维度转变 。 词人打破线

性叙事时间 , 让散落在不 同地点 的 古迹 背 后

的故事遥成互见关系 , 恰好符合 清初词人通

过细节展示历史无常 , 截取片段讲述历史 传

奇的叙事手法 。 通过运用
“

横向 型 联章词 ,

历史传 奇人物的 人生片 段也形成平行结 构 ,

彼此呼应 。

其次 ,

“

以地系事 意味着词人通过联章词

内部的
“

互见
”

, 形成富有跳跃性的叙事节奏 ,

暗示事件间的微妙联系 。 看似简单的空间编排 ,

其实传达了词人对历史 的独特省悟 。

“

以词纪

事
”

的根本叙事动力是展现词人的
“

词心
”

, 由

于词人对历史兴亡的 反思是感悟式的 , 相 比追

根溯源 的逻辑论证 , 透过有意 识的空 间排序 ,

暗示人物命运 与事件走 向 , 多角度地体察人世

情状 , 更能展现
“

以词叙事
”

的特色 。 如吴绮

笔下的隋朝逸史 , 词人通过彼此呼应的平行结

构 , 展现历史 的多个侧面 。 历史结局无法更

改 , 诱发结局 的因素却纷繁复杂 , 抱着同情理

解的心态解读历史传奇人物 , 挖掘看似无关宏

旨的细节间 的幽微联系 , 正是清人对
“

以词叙

事
”

内涵的崭新诠释 。 互见法在时间顺序主导

型联章词和单篇小令中通常难施拳脚 ,

“

以地系

事
”

原则充分展现了空 间 主导型联章词 的结构

优势 , 利用独特的平行结构形成
“

互见
”

, 用蒙

太奇式的场景切换 , 捕捉瞬 间性镜头代替严密

的逻辑论证 , 展 现清初 以 词叙事
”

的 独特

魅力 。

再次 ,
不 以时 间为经 , 以 空间 为纬的叙事

手法 , 除了赋予凝止的场景以 活力 , 令定格的

故事画面形成互见关系外 , 还制造 出
“

重 回历

史现场
”

的氛 围 。

一方面 , 词 作书 写的事件多

取材逸史杂传 , 具有一定的虚构性 , 但词 中 故

事发生的地点却 真实存在 。 另
一方面 , 词作叙

写的故事地点具有针对性 。

“

以地系事
”

意味着

由特定地点引 出
一段独 属该地的故事 , 区别于

泛咏历史兴亡的金陵怀古 、 扬 州怀古等词 。 词

前序言对胜地古迹的方位考证 , 增强 了词作叙

事的可信度 , 围绕真实地点 , 想象故事细节 。

如吴绮六卷本 《艺香词 》 里的许多古迹 , 既曾

上演过
一

幕幕历史传奇 , 又是词人曾游历或居

住过的场所 ,

② 这些地点对于他来说分外亲切和

熟悉 , 这种独特经历令词人扮演起历史故事传

承人的角色 , 今 日 笔下 回溯 的历史传奇杂糅了

古人和 自 我的双重故事 , 历史想象与现实场景

的对接 , 碰撞出虚实相间的奇妙火花 。

① 如 《 秦楼月 》 写迷楼
“

稚女居之 , 衣青罗单裳 , 倚槛望之 ,

势若飞举……楼中千 门万牖 , 上下 金碧 , 工巧之极 , 自 古

未有 。 人误人者 , 终 日 不能出 。 帝喜 曰
：

‘

使真仙游此 , 亦

当 自 迷 。

’

因 名之曰 迷 楼 。

”

与 《燕归梁 》 写炀帝葬宫人的

玉勾斜
“

田夫耕出 旧金钗 。 香犹腻 、 血 空埋 。 君恩久 去青

山改 。

”

遥相照应 。 《镜中人 》 写 隋宫
“

夫紫泉 已锁烟霞 ,

而彩树难紧兵燹 , 帝亦宁知钟鼓暮鸦 , 更无棲处也 。 然常

引镜 自 照 , 亦有早识 , 但梦 醒吴 公 , 都无改悔 , 其故何

哉 。

”

可与前文引用 的 《月 宫春 》 帝后月 观里 彼此 宽慰 ,

《 阳台梦 》 隋场帝鸡台夜遇陈后 主和 张丽 华故事互相参看 ,

它们共同扮演着岁月对人间 的无情 嘲弄 。 此外 , 在序言里

具体点明后 面词作将要 书写的地点 ,
也是一 种互见 手法 。

如 《月 宫春 》 写炀帝恋生怕 死 , 词序末尾冷静地补叙
“

后

及于难 , 死葬雷塘 。

”

《南柯子 》 描写雷塘旧事 , 序 言首先

写道 “

炀帝每携宫人来游 , 后即葬此
”

与前作呼应 ( 以 上

词作都出 自 《鼓吹词 》 〉 。

② 如 《小重 山 》 康 山 、 《秦楼 月 》 迷楼 ( 出 自 《歌 吹词 》 ) ；

《望远行 》 周孝侯台 、 《茅山逢故人 》 冶城 、 《醉垂鞭 》 长 干

里 ( 出 自 《萧瑟词 》 ； 《愁倚 阑令 》 雷峰塔 ( 出 自 《扶醉

词 》
； 《武陵 春 》 栖贤 山 、 《荆州亭 墨妙亭 ( 出 自 《水嬉

词 》 ) ； 《锦春堂 》 程忠壮公故居 ( 出 自 《 登楼词 》 《浣溪

沙 》 越来溪 ( 出 自 《凤乡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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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

“

横 向型
”

联章词 内部的平行互见结

构 , 解构了把兴盛或衰败视为终极结局的观念 。

如吴绮的 《杏花天 》 截取唐时太守在争春馆开

筵赏花 , 人花争春的
一

瞬间 ；
《江月 晃重山 》 则

将欧阳修在平山 堂以 花传 客行酒 , 戴 月 而 归 酒

的画面定格 。 朝代在更替 , 故事的主角在变换 ,

故事的发生地点也在改 变 , 唯一不 变的是簪 花

劝酒的风雅情怀 。 当我们将繁华与凋敝视为历

史进程 中 的
一个时段 , 审视它们所处 的趋势和

走向 , 两者将呈现别样面貌 。 当下 的低迷未 尝

不可视为上升的波谷 , 片刻的 巅峰也可能成为

下降的波峰 。 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幸 , 我们 由 此

获得宽慰和解脱 , 因为人世的 波动蕴含着无限

希望与可能 。 平行互见结构再次提醒我们注意 ,

“

叙事
”

中 包孕着
“

诗 心 正是清 词叙事 的

亮点 。

三 、 清初联章词的 曰常叙事

清初词人除了 用
“

横 向 型 联章词 书写历

史兴亡主题 , 还把联章体的叙事领域拓展到个

人 曰 常生活 的方方面面 。 空间 型联章词的平行

结构具有截取瞬 间镜头叙事的优势 , 每一个单

篇 自成圆 融境界 , 同 时又能组 合成一个整 体 ,

恰好与词 的 日 常叙事手法相配 。 联章体使得那

些原本孤立的单篇 , 与其他记录词人 日 常生活

的词作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 , 从而完整地勾

画出词人 的 日 常生活轨迹 , 共 同展示词人对现

实人生的独特体验 , 显示 出清词 日 常叙事的多

样性和丰富性 。

个人情事虽然属于时间 顺序主导型联章词

的经典叙事领域 , 然而极少全面展示词人 日 常

生活里的爱情 。 不 同 于 与 以往
“

纪艳
”

题材 ,

清初词人开始将男女恩爱的触角延深到家庭生

活琐事 , 并大胆使用拥 有平行结构优势的
“

横

向型
”

联章词 , 正 面书写夫 妇居家乐事 。 词 中

的女主角不再代指某类供人享乐的歌伎舞女 ,

她是血 肉生动 的独立个体 , 不再是文人趣味 的

投射物 。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
“

横 向 型
”

联章词

的这种变革呢 ？ 本文认为 , 这与清初词人对 日

常叙事的改进有关 ,

“

言人所未言 , 而又不出 寻

常见闻之外
”

, 恰好概括了 清初词人描写个人现

实生活异于前人的地方 。 夫妻间温馨的居家生

活 , 正是个人 日 常生活 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这是清初词人以 自 我生命的沉沦 为代价 , 重新

审视 日 常叙事价值的结果 。

朱彝尊的 《静志居琴趣 》 被认为
“
一

卷首

首 皆有本事 , 卷尾 《洞 仙歌 》 三十阙 , 尤 可与

其 《风怀诗 》 参看 , 古来连用数十 阕长调 纪事

者 , 盖 自 竹坨始也 。
② 其实 , 早在朱彝尊之前 ,

陈维崧就已 经用异调联章词正面讲述 日 常生活

中 的爱情 了 。 他在 《 阎牛 叟贯花词序 》 中 写

道 ：

“

牛叟 向有悼亡之戚 , 曾 为赋 《兑阁遗徽 》

词十首
”

。

④ 阎 牛叟指的是阎修龄 ,

“

兑阁
”

是

其妻读书的地方 , 《兑阁遗徽 》 如今已逸 , 但

陈维崧十首词都有小序摘录 《兑阁遗徽 》 内容 ,

还分别拟定
“

逮下 、 佐家 、 齐世家 、 维摩天女 、

恰同参 、 证前生 、 琴弈双清 、 联吟 、 病榻 闲情 、

采菱
”

十个标题 , 词作 围绕着小标题和序言展

开叙述 , 形成隳栝关系 。 从这十首讲诉阎修龄

夫妇种 种生 活乐 事 的联章词 作大致可 以窥见

《兑阁遗徽 》 的 内容 。 试举如下几例 ：

① (清 ) 李渔 ： 《 窥词管见 》
, 参见唐圭璋主编 《词话丛编 》 第

册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② ( 清 ) 顾宪融 ： 《填词 百法 》 卷下 , 参 见孙 克强 、 杨庆存 、

裴喆 编著 《清人词话 》 ( 上 ) , 南开 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③ 陈维崧 的这 首词分别是 ： 《浣溪沙 》 ( 《全清词 》 顺康卷

第 册 , 中华书局 年版 , 第 页 ) 、 《减字 花木 兰 》

同上 书 , 第 页 ) 、 《定风波 》 ( 同上书 , 第 页 ) 、

《祝英 台近 》 ( 同上书 , 第 页 ) 、 《洞仙 歌 》 ( 同上 书 ,

第 页 ) 、 《满江红 》 同上 书 , 第 页 ) 、 《卓 牌儿 》

同上书 , 第 页 ) 、 《月 华清 》 ( 同上书 , 第 页 ) 、

《泛清波摘遍 》 ( 同上书 , 第 页 ) 、 《贺新郎 》 ( 同上书 ,

第 页 ) 。

④ ( 清 ) 陈维搭 ： 《陈迦陵偭体文集 》 卷 , 参见 《 四部丛刊 》

初编 集部 。

⑤ 阎修龄 (

—

字 再彭 , 号牛 叟 , 别号容 庵 、 丹

荔老人 , 山西 太原人 乔居 江苏淮安 。 阎 若璩之父 , 著

有 《秋 心 》 、 《 秋舫 》 、 《冬 涉 》 、 《 影 阁 》 诸集 及 《 红鹤亭

词 》 。

⑥ 陈维崧 曾在 《定风波 》 齐世家为阎牛叟赋序言 中交 待 ：

“

牛

叟 《兑阁遗徽 》 曰 ：

‘

妻名仙 窈 , 字 少姜 , 女 兄弟 五人 口

者 。 予从兄自 名其读书处 曰
‘

兑阁
’

。

”

参见陈维崧 ： 《迦陵

词全集 》 卷 《四部丛刊 》 初编 集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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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字花木兰 》 佐家 为 阎牛 叟赋

牛叟 《兑 阁 遗徽 》 曰 ：

“

余 世 以 盐 莢起

家 , 后 中 落 , 妻恒好语相慰 , 绝 无交谪 。

”

鱼租雁 税 , 健 妇 持 门 心 力 瘁 。 黾 勉 钱

刀 , 助 得 男 儿 意 气 豪 。 家 缘 中 落 , 轧 轧机

床拼织作 。 国 士桥边 , 剩有 萧萧冷砚田 。

《祝英 台 近 》 维摩 天 女 恰 同 参 , 为 阎 牛

叟赋

妻屡 劝 予 参 访 耆 宿 , 究 向 上 一 着 , 而

以钝根未果 。 近惭庞媪 , 远 负 莱妻 。

水精 帘 , 翡 翠 锁 , 不 许 俗 尘 涴 。 绣罢

鸯摩 , 窗 畔 茜 绒 唾 。 分 明 蒼 蔔 林香 , 楞伽

寺静 , 只 多 了 、 阿 奴旁 坐 。 归 去 可 。 好

趁水 月 潮 音 , 早 上 雪 山 座 。 怪 煞 萧 郎 , 弹

指 景 光错 。 请伊试看人 间 , 闲 花 浪朵 , 总

一

霎 、 笛 声 吹破 。

《 月 华 清 》 病 榻 闲 情 为 阎 牛叟赋

牛叟 《 兑 阁 遣徽 》 曰 ：

“

妻 一 生 鲜 惰

容 , 虽疾疢 亦 淡 妆 读 史 , 余 调 之提 学 未 至

女秀 才 ,
矻 矻何 为 ？ 每 憩 耳 天 阁 , 日 课童

奴弗 濯 , 余 以 丈 夫 当 扫 除 天 下 为 言 , 妻 笑

曰请从一室始 。

”

画 尺吟 瓢 , 笛牀 茗 捥 , 屏 当 娟 楚 如 昨

记得 前秋 , 满 院 西 风斜 削 。 绽 三朵 、 五 朵

疏花 , 映 一 层 、 两 层 帘 阁 。 墙 角 。 课 獠奴

棕 帚 , 桐 阴 闲 缚 。 惯 剪 残 灯 读 史 , 惹 清

狂夫 婿 , 聊 萧 相 谵 。 今古 干 卿 , 底 事 只 须

烧却 。 便 尘 世 、 小 住 为 佳 , 奈心 情 、 年 来

偏 恶 。 黄鹤 。 竟骑他奔入 , 月 中 偷药 。

阎修龄妻子 的形 象无疑十 分饱满 ： 她贤

惠能干 , 在丈夫落魄时纺织持家 , 软语相慰 ；

又能聪颖机敏 , 劝说丈夫
一

同 参禅常先得妙

悟 ； 酷爱读 书 品 性清雅 , 同 时 又风 趣 幽 默 ,

偶尔戏谑
一

下 夫君 。 参照 《卓牌儿 》 和 《 泛

清波摘遍 〉〉 , 我们 发现原来这位妻子甚至还有

淘气可 爱 的一 面 , 她身兼丈夫 的 闺 中 词友 ,

甚至还 向 夫君索 书新词 于 素 帕上 , 出 人 袖 中

珍藏 。 并且还 种菱湖 西 , 常携侍女外 出 扁 舟

采菱游玩 。 总 之 , 词 人充分利 用 横 向 型 联章

的平行结构 , 从多个侧 面讲述 阎修龄夫 妇间

的 日 常趣事 。

陈寅恪先生在 《元 白诗笺证稿 》 中 曾 指出 ：

“

吾国文学 , 自来 以礼法顾忌之故 , 不敢多言男

女间关系 , 而于正式男 女关系如夫 妇者 , 尤少

涉及……沈三 白 《浮生六记 》 之 《闺房记乐 》 ,

所以为例外创作
”

。 以陈维崧为代表的清初词人

则用
“

横 向型
”

联章手法 , 多角度 、 多侧面地

细写夫妻 间的平常恩爱 , 词人通过夫妻间 的 日

常对话 , 写活了
一

个时而慧黠 , 时而超逸 , 时

而娇憨 , 时 而沉静的 多情少妇 。 更加 有趣的

是 , 《浮生六记 》 共有六卷 , 每卷专记
一

个主

题 , 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 恰是依据
“

以

类相从
”

的原则编排 , 陈维崧的十首词各 自 围

绕小标题形成平行结构 ,
二者采用的叙事结构

是一致的 。 虽然 《兑阁遗徽 》 难觅踪影 , 但以

陈维崧和朱彝尊为代表的清初叙事词 , 却用独

特的
“

横 向 型
”

联章方式 ,

一

写友 人夫妇 恩

爱 ,

一

写亲历真情 , 讲诉充满 了
“

平常意
”

又

令人
“

长相忆
”

的 爱情往事 , 上承 冒襄的 《影

梅庵忆语 》 , 下启 沈复 的 《 浮生六记 》 ,

“

情
”

字贯穿前后 。

前文 已经指 出 , 辨析
“

横向 型
”

联章词描

写个人 日 常爱情生活的意义 , 应该置于清初 日

常叙事的整体框架内 来进行思考 。 清初词人把

自我的声 音融人在 日 常叙事 中 , 以
“

词心
”

为

纽带 , 衔接起零散的 日 常琐事 。 由 于词人对人

生的独特感悟渗入每
一

个 日 常生活 片段 , 原本

各 自 孤立的事件 , 彼此形成 了呼应关系 , 生成

内部情感联系 , 有 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 , 完整

地勾画 出 日 常生活状态 。 经历 了词人感悟之眼

审视的叙事词 , 才真正拥有存在的意义 。 正是

由 于
“

词心
”

的存在 , 清初那些叙述度 曲观剧 、

记游唱和的联章词才能摆脱程式化的叙事模式 ,

与其他记录 日 常生 活的词作
一起 , 共同展示词

人对人生 的 独特体验 。 如 吴绮 的 《 思佳客 》 、

《祝英台近 》 、 《青门 引 》 、 《感恩多 》 、 《醉乡春 》

《浪淘沙 》
、

《醉桃源 》
、

《忆萝月 》 ( 以上均出 自

《水嬉词 》 ) 等 , 就以异调联章的形式叙述 自 己

主持湖州 时 的风流盛况 , 并感慨
“

今往事不可

复得 , 然一 时簪裾诗酒之乐 , 尚 留 恋 于清梦

间 。

”

人生往事如梦如幻 , 写来 、 读来 , 却历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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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目 , 因为词作叙述的不是一时
一

地之事 , 它

诉说的是
一

个完整的生命情境 。

四 、 总结

总之 , 清初 词人打破了
“

横向型
”

联章 词

写景记游的 局限 , 不断调整
“

景
”

与
“

事
”

的

比重 , 由单纯写
“

景
”

转向
“

景中事
”

, 最终发

展为
“

事中景
”

的模式 。 按照
“

以地系事
”

原

则的指导 , 以 专题的形式讲述历史传奇 , 深情

叙说被历史遗忘 的细节 , 展现词人对兴亡沉浮

的思考 。 此外 , 清初词人还利用
“

横 向 型
”

联

章词的平行结构 , 全 面展 示个人的 日 常生活 ,

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用 它来正面书写夫妻居 家

乐事 。

“

以词叙事
” 不仅是陈述一件事情的经过这

么简单 , 而是在诉说个体与世界的关系 , 故 事

性源 自人与外界接触所产生的独特体验与情愫 ,

词 中有人 , 词中有事 , 方能见出真性情 。

导师刘扬忠教授点评
此文分 别 以吴綺的 六卷本 《 艺香 词 》 和陈

维崧槳栝 《 兑阁 遗徽 》 的联章词为例 , 辨析二

者如何使用 空 间 主导型联章词讲述历 史传奇和

个人 日 常生活 。 如 果说周 邦彦
“

于短短 小令 中

写复杂故 事 ,

”

代表 了 小 词叙事 的 高峰 , 那 么

清初词人 大量采用联章组词形 式叙事 , 则 显示

出他们试 图 开辟叙事 新 天 地 的 野心 。 清代 以

前 , 词人 多 采 用
“

以 词 来连 续 写
一

个故 事或

一段情景
”

这种 时 间 顺序主 导 的联章 词叙事 ,

空 间 顺序 为 主导 的 联章 组词 主要 用 来记 游 写

景 , 叙事能 力 被长期 低估 。 清初 词人 则 打 破

二者 的 经典分工 , 发展 了
“

并 列 一 系 列 同 一

性质 的 事件 , 强 调事 件主题 的
一 致性

”

的 这

种以 空 间 顺序 为 主 导 的 联章 词 , 并利 用 词序

与词 的 槳 栝关 系 , 组成 系 列 叙事 专题 。 赵 资

这篇 文章 , 受 到 古典 文 学研究 界新近兴起 的

叙事 学研 究 思路和理论 的 启 发 , 对词 的叙 事

功能和特 点进行 了 具 体深入 的 研 究 ,
以 清代

联章词 为 解剖 案例 , 得 出 了 令人信服的 结论 。

文章观 点 鲜 明 , 论证有 力 , 文风端 正 , 符合

学 术规范 。

本文作 者 ： 中 国社会科学 院 研究 生 院文 学

系 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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