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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学转向∗

谢 　 丽

摘　 要：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们对周济所示四家之学词路径多有沿袭，在以清真词为绝诣的基础上，将自身词学理论

的宣扬与梦窗词的阐释很好地结合起来，着力打造一个审美典范，指示学词路径。 同时，他们又兼学东坡，取之清

雄，变革周济的“退苏进辛”为“退辛进苏”，实现以疏济密。 在路径的建构过程中，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经历了

树立梦窗为典范、全面体认东坡以及博采众长的发展过程，体现出词兼重大、疏密相间的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反
映了晚近词坛“疏密并收”“清婉兼具”相融互济的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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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近词坛，悉为常州所笼罩可也。”①常州词

派发轫于清代嘉庆初年，发扬于道光时期，主盟晚清

至民国初年词坛百年，词人们在“尊体”的词学旗帜

下，继承风骚的诗学传统，提倡“意内言外”“比兴寄

托”的词学理论，标举深美闳约的词风。 晚期常州

词派主要指活动在光宣、民初年间承袭常州词派宗

风，以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郑文焯等为代表的词

人及其弟子们。 晚期常州词派力追“周济所称之

‘浑化’；衍常州之绪，以别开一宗；晚近词坛，盖悉

奉此为圭臬”②，同时又以转益多师、取精用宏的开

阔视野合理修正词派前中期理论，并以实际创作践

行之，引领了一个时代的词学风气。 本文主要探讨

晚期常州词派在以清真为绝诣的基础上，推举梦窗、
体认东坡的词学主张以及后期兼采众长的词学努

力，从而进一步了解晚近时期词人的审美选择和趋

向，以及晚近词坛风尚的转变。

一、推举梦窗，树立审美典范

作为常州词派理论的建构者和完善者，周济对

浙西词派晚期讲究“磨盘雕琢”的浅薄词风非常不

满。 为了纠正词坛弊端、树立本派旗帜，他认为姜夔

词“不过手意近辣耳”③，更是讥讽“玉田才本不高，
专恃磨盘雕琢，装头作脚”④，在否定浙派推崇南宋、
师法姜（夔）张（炎）、倡导醇雅清空的核心词学理论

的基础上，指示了本派“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
还清真之浑化”的四家之学词路径。 晚期常州词派

的词人们沿着周济的路径共同推举梦窗词，着力发

掘和阐发梦窗词的价值。 一方面，王鹏运、朱祖谋、
郑文焯等人对《梦窗词》进行细致整理和再三校勘，
促进了梦窗词的传播，“由是梦窗一集，几为词家之

玉律金科”⑤；另一方面，词人们超越文献追求的层

面，对梦窗词的艺术匠心和独特手法多有发现并做

合理阐发。 其推举梦窗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从梦窗追步清真

梦窗紧接清真的步武，择要有三点：一是下字运

意，皆有法度；二是融化唐贤字面，字句藻绘富艳；三
是知音识曲，持律创调。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以清真

为前导，对梦窗的语言风格、表现技法予以高度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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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谓商隐学老杜，亦如文英之学清真也”⑥，以杜

甫与李商隐的传承关系，拟之于周邦彦与吴文英，进
一步肯定了梦窗为清真绍继者。 陈洵曰：“吾意则

以周吴为师，余子为友，使周吴有定尊，而后余子可

取益。”⑦其推举周吴，由吴追周，与其师朱祖谋如出

一辙，代表了第二代词人的路径追随。 王鹏运的

《半塘定稿》追步清真词和梦窗词的词作居多。 花

间的轻柔、清真的绵丽、梦窗的典实在他的词作中都

能找到痕迹，如“风流，弹指处，画中人远，梦里春

柔”（《满庭芳》），花间气韵溢于纸上；“漫遣钿筝移

玉柱，铸相思、枉费黄金泪”（《金缕曲》）则是工笔钩

勒，语言典丽，创造出独具特色的深婉郁悒之风。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推重梦窗词，将自身词学理

论的宣扬与对梦窗词的阐释很好地结合起来。 谭献

论词主柔厚，他从梦窗《风入松》中读出了“是痴语，
是深语； ‘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 句，温

厚”⑧。 陈廷焯尚雅调，重沉郁，其评梦窗 《金缕

曲·乔木生云气》词“激烈语，偏写得温婉”⑨。 况

周颐论词倡导“重、拙、大”，认为梦窗词“莫不有沈

挚之思，灏瀚之气，挟之以流转”⑩。 词人们结合自

身的词学观，从不同的接受视角解读梦窗词，合力打

造一个词学典范。 词人们无论强调的是温厚、温婉

还是沉郁、沈挚，看重的都是梦窗词言外寄慨、出之

温婉、题旨隐蔽的特点，因为这符合常州词派以比兴

寄托之法抒悲怨之情的倡导。
２．以幽涩疗治浅滑

梦窗作词使事用典、即事寄兴、芬菲铿丽、格律

精工，当属典型的密实派，其遣词大雅与沉博绝丽的

特征非常符合清季学者词人的倡雅、缘情、守律、重
典的学养追求和审美取向。 “词能幽涩，则无浅滑

之病。”借助梦窗词寄兴用典的幽涩之质，可以纠

正词坛浙派末流的浮滑之风，词人们纷纷提倡“涩
笔”“涩意”。 或以涩品评词作，以示典范，如谭献评

价程澍词“妙在涩。 二调直到汴宋”；王鹏运评论

袁去华词“宣卿词，气清而笔近涩”。 或以涩指示

初学者入门，冯煦认为读词“自俗处能雅，滑处能涩

始”；而其作词“得涩意，惟由涩笔”，《霓裳中序

第一》中的“孤蟾”“楚魄”等，均是涩之笔。
作为革除“浮滑”的有力武器，“涩”在晚期常州

词派的阐释中呈现出别样的审美状貌。 况周颐曰：
“涩之中有味、有韵、有境界，虽至涩之调，有真气贯

注其间。”他抓住了深沉执着的思想感情和灵活跃

动的运意手法，从“涩”中翻出了“味”“韵”“气”“境
界”等审美范畴，开掘了广阔的审美空间。 从梦窗

词中翻出别趣的还有陈廷焯，其论词主沉郁说，直呼

“梦窗，逸品也”，认为“梦窗长处，正在超逸之中，见
沉郁之意”。 陈廷焯以超逸反驳晦涩之说，为梦窗

词正名；又以沉郁限定超逸，则易于人们从细节上去

把握沉郁的深广内涵，肯定梦窗超逸中所蕴含的沉

怨郁塞的深厚之情，扩大了梦窗词的意蕴。
３．引领词坛风气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对梦窗词的共同推举，有力

引领了词坛之风，成为“晚清词坛最为引人注目的

现象，也是词学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思潮演

变”。 严几道先生曾与彊村书信探讨学词心得：
“得正月廿三日损书，及新刻重斠梦窗四稿，知先生

指导之意无穷也。 不胜感，不胜感。 来教以浣花玉

溪于诗，犹清真梦窗于词，斯诚笃论……窃谓梦窗词

旨，实用玉溪诗法。 咽抑凝回，辞不尽意。”一为学

界名流，一为词坛主盟，二者的虚怀进学之心与奖掖

后进之意相得彰显。 这封书信作于宣统元年

（１９０９），可见当时以梦窗为典范的学词现状，以及

学梦窗的困难程度。 朱祖谋及其弟子们正是在这样

的研习和讨论中，不断加深对梦窗词的认识，进而通

过理论完善和创作实践来影响词坛。
朱祖谋于梦窗词研治最工、推举最力，词作最得

梦窗之精，如《八声甘州·倚苍岩》中的“愁香粘径，
荒翠通城”“断网越丝腥”极似梦窗词句。 他不仅善

于焠炼华辞，藻采芬溢，还往往词后有事，“学梦窗

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王国维语），如《声声慢·鸣螀

颓墄》一词“为德宗还宫后恤珍妃作”，全词以落叶

拟珍妃，以湘君、湘夫人为典，比喻光绪、珍妃的爱情

悲剧，委婉传达了自身的同情与悲愤。 该词集中体

现出彊村词意旨隐晦迷离、情感幽忧怨悱、风格沉抑

绵邈的特征。
晚期常州词派第二代词人在路径取向上亦步亦

趋，“近日词人如吴瞿安、王饮鹤、陈巢南诸子，大抵

宗法梦窗，上希片玉，犹是同光前辈典型”。 如陈

洵《浣溪沙·如梦风花赴镜流》，借拟闺愁，表达对

王朝衰亡命运的忧虑，其词藻绘俊丽，渲染勾勒，曲
妙使典，“神骨俱静，此真能火传梦窗者”。

４．力挽梦窗之“隔”
梦窗词具有过分雕琢和寄兴用典之特点，客观

地说其堆垛之病、晦涩之弊也是存在的。 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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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了读者与作品审美距离，被王国维斥为“隔”。
王国维认为彊村词 “古人自然神妙处， 尚未见

及”，就是针对其造语艰涩、使事隐晦、用典繁复而

言的。 过多地在词作中引入经史子集等典故，若不

能去陈出新，则易流入晦涩、繁多、板滞之弊。 对此，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是有深入思考的。

其一，正视学词弊端。 郑文焯也曾指出近世学

梦窗者因自身学力、经历所限，不能领悟梦窗词之佳

境，所作或举典庞杂，或雕润新奇，或专拈僻调，虽强

托周吴，然离周吴远矣。 况周颐一方面推崇梦窗词

至高至精；另一方面认为“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
“勿轻言学梦窗也”。 这是对前辈学词路径的调整

与深化，也是对当时词坛生涩之风的纠偏。
其二，研讨“潜气内转”技法。 梦窗词在构思运

意上“潜气内转”，善于使用暗转、突转、逆笔、翻腾

等句法、章法，实现灵气运转。 朱祖谋所言“胎息梦

窗，潜气内转，专于顺逆伸缩处求索消息”，即是对

技法的研讨。 梦窗词在质实景语后，会有一些情语，
以灵气神韵缓解晦涩滞重。 郑文焯提倡神韵，认为

学梦窗词要兼有其宏丽和空灵之作，从表象探其行

气之妙。
其三，转益多师，疏密相间。 为更好地改变质实

晦涩的问题，况周颐提出“疏密相间之法”，强调清

疏与质实的融合。 夏敬观提倡以稼轩之疏宕来避晦

涩，“余谓学梦窗太过当令学稼轩，即此意也。 貌涩

者不知此诀”，亦是以疏济密的学词之法。 而朱祖

谋推举梦窗、学习梦窗，但后期并不以梦窗为限，而
能集众之长，能入能出，尤其是晚年“颇取东坡以疏

其气”，则达到较高的境界。

二、体认东坡，力求多样词风

苏轼“以诗为词”拓展了词的题材范围，提升了

词的意格，实现了从“缘情”到“言志”的转变；在表

现士大夫情怀上，指示出“向上一路”。 而周济在指

示学词路径时，“退苏进辛，而目东坡为韶秀，亦非

真知东坡者”。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们“而于豪壮

一派，抑辛而扬苏，乃恰与周氏相反”，体现出变革

的词学努力。 王鹏运晚年兼学东坡，对其他词人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朱祖谋僦居吴下听枫园时，“以半

塘翁有取东坡之清雄，对止庵退苏进辛之说，稍致不

满……乃益致力于东坡”。 冯煦《东坡乐府序》以
作词“四难”为线索，对苏词“忠爱之诚，幽忧之隐”

的题材内容、“空灵动荡”的风格状貌、“刚亦不吐，
柔亦不菇”的词体特性、“皆属寓言，无惭大雅”的

抒情特质等予以高度的评价。 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主

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推举苏词：
１．从社会层面肯定苏词的以词言志、措语忠厚

苏轼“以诗为词”，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理想

主义，以及本应是诗文所表达的“志”融入小道词体

的写作中。 晚期常州词派推尊词体，主张词作要包

含广阔的社会内容，对苏轼“以诗为词”有着强烈共

鸣。 “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

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陈廷焯既总结了苏词

的超越之处，也比较了苏辛之别，认为两家“同而不

同”，东坡气体高，胜在胸襟；稼轩魄力大，胜在气

概。 “（稼轩）逊其清超，逊其忠厚。”其以忠厚为准

的，纠正了周济进辛退苏的词学路径。
东坡宦海沉浮、几遭贬谪，却少有怨天尤人之言

和愤激之论，其深沉阔大之情常以含蓄旷达之语出

之。 “东坡不可及处，全是去国流离之思，却又哀而

不伤，怨而不怒，所以为高。”苏词情感的抒发方式

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之说，也与士大夫追求的风雅

之旨相契合，而这都是辛词所不能及的地方。 对于

东坡词的忠厚之心和寓言寄慨，冯煦也十分倾心，
“而东坡涉乐必笑，言哀已欢。 暗香水殿，时轸旧国

之思；缺月疏桐，空吊幽人之影。 皆属寓言，无惭大

雅”。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普遍认为词的本质乃

在风骚之义，强调一种关注现实的精神向度，他们推

举东坡以词言志、出之忠厚的儒家精神，顺应了改变

词风与拓宽词境的时代要求，迎合了词派内部上附

诗骚、推尊词体的理论需求。 文廷式《鹧鸪天·劫

火何曾燎一尘》作于甲午年（１８９４）除夕，作为主战

派的文廷式以“闲拈” “醉折”来描写自己上谏受阻

的心境，看似旷达闲适，但旷达的背后是词人内心无

尽的悲愤，“万念如捣”的心境以旷达之语出之，更
显其悲情之浓郁。

２．从主体层面推崇苏词的寓意高远、运笔空灵

苏轼的词作不仅积极实践儒家的精神本质，还
融以佛禅、老庄超旷空灵的文化内涵和陶渊明、王维

空灵静寂的个性气韵。 正如其言“物我相忘，身心

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

丽”。 陈廷焯曾肯定苏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
冯煦也赞美其“空灵动荡，导姜张之大辂”。 苏词

淡泊通达的精神境界对于词人的浸润是相当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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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郑文焯晚年受王鹏运、朱祖谋影响，倾心苏词，其
在手批 《水龙吟》 词感叹道： “突兀而起，仙乎仙

乎……上阕全写梦境，空灵中杂以凄丽，过片始言

情，有沧波浩渺之致，真高格也。”手批《江城子》词：
“于气韵格律，并有悟到空灵妙境。”这些评价都

肯定了苏词的“运笔空灵”，体悟苏词的 “空灵妙

境”，体现出创作主体对高风绝尘的雅化追求。
常州词派主张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之法，与苏轼

之论有一致之处。 陈廷焯认为苏词“寓意高妙”，冯
煦也认为其“文不苟作，寄托寓焉”，郑文焯赞其

“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 从手法来

看，苏词的空灵蕴藉来自于词中有寄言，词意不坐

实，其善于从虚处入手，无尘俗之气，给读者带来无

限的想象空间。 苏轼将超逸淡泊之情以感兴的方式

寄寓在意象之中，化深厚于轻逸，寄劲直于曲婉，这
种“落笔皆超逸绝尘”的语言张力也足够把他那超

脱旷达的澄澈心境化为文学的恬淡空灵之美，引发

读者“睪然思，逌然会”的审美体验。 如冯煦就从读

者的角度谈到自己阅读苏词时“若有意，若无意；若
可知，若不可知”的审美感受。

３．从审美层面肯定苏词的多样化风格特征

苏轼“以诗为词”，将“豪” “刚” “雄”等特质注

入词体中，极大地改变了词的文体特点，“雄词高

唱，别为一宗”。 苏词被视为变声、别宗、“要非本

色”（陈师道语）。 晚近词论家对于苏轼词风的认

识，并没有局限在豪、雄之上，而是表现出了多维度

的评价视角，从中领悟到了多重的审美风韵。 “世
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苏、辛者也。”在多舛的人生路

途中，苏轼用洒脱飘逸的用语将笔下雄浑阔大的景

物转为“江山如画”，用浓厚的哲理情思将豪气冲天

的英雄人物淡化为性情人士。 作词以“清”破“艳”、
刚柔交融，带来了词的主体风格变化。 冯煦所言

“大江东去月明多，更有孤鸿缥缈过。 后起铜琶兼

铁拨，莫教初祖谤东坡”，即强调了苏词意蕴的丰

富性。
陈廷焯以“品”论词人：“白石仙品也。 东坡神

品也，亦仙品也。 梦窗逸品也。 玉田隽品也。 稼轩

豪品也。 然皆不离于正。”就苏、辛二人而言，以“神
品”目东坡，以“豪品”论稼轩，二者之轩轾，截然分

明。 视东坡与白石皆为“仙品”，着眼的正是苏词清

幽空灵的格调情趣和超旷之气，东坡的“一洗绮罗

香泽之态”与白石的一洗铅华非常相近。 而以“神

品”推东坡，又胜白石一筹，正在于其清空中有哲理

意趣，超旷中有忠厚之意。
夏敬观以上乘和第二乘两个层次来区分苏词之

风，将“不着迹象”“幽咽怨断”的浑化之音视为最上

乘，将“激昂排宕”的豪放之风视为第二乘，体现

出对于苏词多样化风格的深刻认知，以及对豪放中

独具沉郁顿挫之致的审美追求。 蔡嵩云认为，东坡

词“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

切气象”。 这种评价穿越风格的表面，去把握作品

内部深层的特质，发掘出相异的风格体貌，有阔大之

气象，有清丽之雅致，表现出对于多种风格兼容并蓄

的宏通识见。
晚期常州词派推扬苏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的原因：
其一，与时代环境和身世遭遇相关。 冯煦曾感

叹：“今乐府一刻，殆亦有旷百世而相感者乎？”晚

期常州词派词人与苏门词人一样处于类似的政治境

遇中，宦海沉浮、世情冷暖加深了他们对苏词的认

同；政治险恶、生活困顿又使得他们多了一份对于苏

词自我遣怀的向往。 对于这种身处忧患而又不为所

困的处世态度、这种急欲展抒的深沉感慨与超越现

实苦难的文人雅趣，使他们在苏词中找到了可放可

收、可刚可柔的阅读快意和人生共鸣。
其二，推举苏轼，是革新词坛的一条路径。 从当

时的词坛背景来看，词人们以词干时，以求有补于

世。 东坡将小道之词上承于“诗道”，树立起了士大

夫的精神和人格，振兴了词格。 易代之际，词人面对

时代巨变的深沉感慨，是密丽之词所难以传达的，也
是局限于一己悲欢的梦窗词所难以承载的。 主体的

道德自觉、提倡士节的士风建设，以及时代精神和现

实命运，都促使词人们将济世之心化而为词，发悲歌

侘傺之响、奏沉郁顿挫之音。
其三，体现出该词派对多样化风格的追求。 由

晚期常州词派导入词坛的东坡之风，对于近代词人

词学观念的转变有着重要影响，主张性情、张扬苏轼

之风的词学思潮逐渐在词坛中取得一定的地位。 在

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词派抒发群体情感的传统束缚，
为近代词坛风格的多元化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综上可见，晚期常州词派对东坡词的认识已经

进入自觉的理论层面，他们借评价苏词传达了自身

在时代变化与词学发展双重背景下对于词体特质的

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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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扩大路径，熔铸众家之长

从体性的角度来看，标举梦窗重在辨体，重词的

倚声特质，是对丧失词之本性的一种制衡；推举东坡

则重在破体，重在词的多样化风格，是对晦涩词风的

一种纠偏。 面对前人留下的丰厚遗产和词坛矫枉过

正的现实状况，晚期常州词派词人们要想有所突破

和发展，就需要辩证看待正变、疏密等问题，进而实

现“老去苏吴合一手，词兼重大妙于言”。
朱祖谋认为：“两宋词人，约可分为疏、密两派，

清真介于疏、密之间，与东坡、梦窗，分鼎三足。”以

疏密分派，梦窗为密派，东坡为疏派，清真本身兼具

苏轼、秦观、贺铸、柳永四家之长，介于疏、密之间。
其言当为确论，表现出由梦窗、东坡而上追清真之浑

化的词学理想。 朱祖谋选编有《宋词三百首》，该选

本刊于 １９２４ 年，其中选录宋词 ８７ 家，选凡三订。 词

集的选定来自于他和况周颐的相与探析，其在选择

词人、平衡选目上去取精严、匠心独运。 该本以周邦

彦和吴文英为最，足以说明“浑成”“浑化”审美理想

的绝对立场；对于苏轼地位的提升矫正了周济选本

的弊端，其“疏密兼收，情辞并重”的选词准则为后

人指示了学词方向：“不偏不颇，信能舍浙、常二派

之所短，而取其所长，更从而恢张之，为学词者之正

鹄矣。”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在后期还有选择地吸收

了浙派学说的部分特质，在审美追求上既崇尚沉着

深厚、阔大高健的气象，又表现出对气韵、空灵、自
然、古淡、清远等美学风格的喜好。 夏承焘先生在学

词日记（１９２９ 年 １ 月 ２７ 日）中记载：“顷阅朱彊村所

选宋词三百首，亦颇取体格神致一路。 近日朱、况二

先生皆主此说。” “蕙风论词，先求体格，次及神

致，体格务求浑成。”体格与神致是构成佳词的两

个基本层面，体格主要指体裁、句法、韵律等，侧重典

范与法则；神致即神韵、神情、风华与风致，是言外之

意致，是内在的气度、意蕴。 二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

关系，体格是神致的基础，是实现神致的阶梯；神致

是体格的升华，是体格追求的完美状态。 二者的无

形欣合与彼此支撑，才是达到“浑成”的最佳路径。
晚期常州词派在基本精神层面上以体格为重，其早

期的“重拙大”说正是其讲究体格、追求词格的表

现。 如果说早期“重拙大”说是外在“社会本体”的
集体建构，那么后期的“性灵说” “神韵说” “词心

说”则是内在“心理本体”的个性建构。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不限于常派之说，取浙

补常，以疏济密，颇取体格神致一路，力求扩大路径

与门墙，示人津筏，以端趋向。 “自半塘翁以至彊村

先生，盖已尽窥窔奥，极常州词派之变，而开径独行

矣。”从晚期常州词派推梦窗、举东坡的努力中，可
以看出词发展至晚近时期，已经呈现出清婉兼具、疏
密并收的融合之势。

取法多家的学古特色是晚期常州词派的共同特

点，几位重要词人各有独特造诣。 王鹏运的词取径

非一法，得益非一处；既有取法南宋白石、碧山的作

品，又有沾溉梦窗之佳作，也有步武苏轼、稼轩者。
其词将花间之绵丽、清真之浑厚、稼轩之气象、白石

之清空融为一炉，浑化成别具一格的词风。 龙榆生

将之概括为“治众制于一炉，运悲壮于沉郁”。 如

王鹏运的《满江红·朱仙镇谒岳鄂王祠敬赋》：“风
帽尘衫，重拜倒、朱仙祠下。 尚仿佛、英灵接处，神游

如乍。 往事低徊风雨疾，新愁黯淡江河下。 更何堪、
雪涕读题诗，残碑打。 黄龙指，金牌亚，旌旆影，沧桑

话。 对苍烟落日，似闻悲咤。 气詟蛟鼍澜欲挽，悲生

笳鼓民犹社，抚长松郁律认南枝，寒涛泻。”词下注

“河决开封，举镇惟岳祠无恙”。 该词实现了雄阔与

绵密的有力结合，词人瞻拜历史英雄，怀古伤今，倾
吐“郁伊不聊之慨”。 词作充满了叙事的张力，奔涌

着激切浓郁的情感，风云之气中又有哽咽啜泣。
彊村不仅在半塘基础上“扩而大之”，而且又有

自身的词学特色和创作努力，在近代词坛具有“开
来启后” 之功。 “之所以为大，在其能并蓄兼容

也。”彊村有文人复古的思维共性与学者真诚的治

学品格，“词境日趋于浑，气息亦益静，而格调之高

简，风度之矜庄，不惟他人不能及”。 如 《鹧鸪

天·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野水斜桥又一

时，愁心空诉故鸥知。 凄迷南郭垂鞭过，清苦西峰侧

帽窥。 新雪涕，旧弦诗，愔愔门馆蝶来稀。 红萸白菊

浑无恙，只是风前有所思。”裴村即戊戌变法中遇难

的刘光第。 这首词缘情布景，全词虽是哀悼遇难革

命志士，但是情感内敛，呈现出沉抑绵邈的状貌，尤
其是结句“只是风前有所思”给人一种惝恍迷离之

感。 彊村这种绵邈之貌，在很多词的结句中均有明

显体现。 如《乌夜啼》结句“又是夕阳无语下苍山”，
《减字木兰花》结句“山色无人问是非”，《庆宫春》
结句“身世浮沤，休问残僧”，这些皆属于意不直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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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中有意之句，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情深意真，沉静

中有回味。
词论家况周颐，作为“重拙大”说的集大成者，

他积极引入“神韵说”“性灵说”的诗学理论，使个体

的创造机能与温柔敦厚诗教的规范限制相融互济，
并对此做出了积极探索。 “填词先求凝重。 凝重中

有神韵，去成就不远矣。 所谓神韵，即事外远致

也。”其在创作上词学梅溪、后宗白石，进而求美成

之浑化。 况周颐词多属于主于情致、寄兴渊微之作，
“其所刻《新莺》 《玉梅》 《锦钱》 《蕙风》 《菱景》 《存
悔》诸词，婉约微至，多可传之作”。 《苏武慢·寒

夜闻角》一词，就实现了“婉而多讽” “愈柔愈深”
的审美境界。 词以比兴寄托的吟唱，细腻地反映了

报国文士进退失据的迷茫之情，颇有“微意”，婉转

低回，得浑化沉郁之境。 此词备受王鹏运欣赏，被况

氏视为“最得意之笔”。
在审美追求上，郑文焯既崇尚高健的气象，又表

现出对空灵、古淡、清疏美学风格的喜好。 晚年作

词，他受王、朱二人影响，有意开拓掘深，“其词格由

白石历梦窗，以窥清真、东坡，而终与南宋诸贤为

近”，词风渐入苍浑之境。 如《霜花腴·怀梦窗杨

柳阊门故居即用其自度曲韵》一词将个人的身世之

感与家国之慨融合在一起，用梦窗自度曲韵，所用

“过、怅、奈、叹、阅、又、夜、认、送、断”诸去声字，深
咽悲凉，得梦窗用韵精审之长。 大鹤后期词炼字选

声趋于梦窗，铺叙勾勒近于清真，疏密相济，从此词

可观之。 大鹤坚持词的倚声之特质，变白石之“清
空”为自己的“清空寄托”，旁借于梦窗，走雅词之道

路，又悄然融合周、柳之风骨，出之以“苍浑”，兼得

清空与质实两派之长。
面对大变局的动荡时代，词人们一方面遵循着

传统规范，自然延续着词作传统的主题精神和艺术

手法，另一方面也意识到在现实文化转型面前存在

的危机。 他们自觉践行比兴寄托的词派理论，写下

了寄托深微的大量词作。 一部分作品反映甲午战

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辛亥革命等变幻的时代状

貌，真正实现了“词史”说。 如文廷式的《云起轩词

序》倡导有容乃大、独立创新的精神，回应了特定时

代对“写大题目、出大意义”词作的呼唤。 “芸阁清

刚，并放临桂 （王），扬秦七之芬馨，漱坡公之神

髓。”文廷式有“磅礴八极之志”，心怀社稷，勇于

变革。 其豪放词作具有“意气飙发，笔力横恣”的特

征，有力配合了救衰图新的政治愿望和渴求变革的

时代强音。 如其《浪淘沙·赤壁怀古》：“高唱大江

东，惊起鱼龙。 何人横槊太匆匆？ 未锁二乔铜雀上，
那算英雄！ 杯酒酹长空，我尚飘蓬，披襟聊快大王

风。 长剑几时天外倚？ 直上崆峒。”这里直接化用

东坡之《念奴娇》，表达了壮士匡时济世之抱负与渴

望建功立业之心。 词人为社会变革而忧虑高歌，此
词“排荡兀傲”，豪气冲天，犹如出战的鼓声、出征的

号角，极富鼓动性和战斗性。 这是由词人心怀天下

的胸襟决定的，也是由其雄放自任的抱负决定的。
这种“发浩然之气，而砺冰霜之节”的词作，也

是以龙榆生为代表的第二代词人所追求的，如徐

珂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玉漏迟》 《三姝媚》 《减
字浣溪沙》等词，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其中出现

的英雄人物作为词家创作的题材，有效地推尊词体、
开拓词境，实现了龙榆生所呼唤的“吾辈责任，不在

继往而在开来，不在抱残守缺，而在发扬光大”。
虽然晚期常州词派的词人们彼此在学古方向与

师法对象、艺术渊源与词学路径、审美选择与艺术追

求上皆有差异，但都体现出打通传统界域、转益多师

的实践精神。 他们在时代和环境的召唤下，积极在

词作中熔铸自身的实践经验和审美取向，不断做出

调适和改变。 词人们在词学的库藏中取精用宏，以
综合集成、推陈出新的精神风貌成功建构了自身成

熟完善的词学体系，体现了晚清词论集大成的融合

趋势，他们以其博采众长、熔铸百家的路径研习和创

作实践体现了词派的文化取向和审美选择，反映出

晚近词坛“疏密并收” “清婉兼具”相融互济的发展

状貌。

注释

①⑤龙榆生：《晚近词风之转变》，《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３８１、３８１、３８２ 页。 ②龙榆生：《选词标准论》，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８４ 页。 ③周济：
《介存斋论词杂著》，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３４ 页。 ④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唐圭璋编：《词话丛编》，
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６４４ 页。 ⑥冯煦：《蒿庵论词》，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３５９５、３５９４ 页。 ⑦陈洵：《海绡说

词》，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８３８ 页。 ⑧谭献

撰，谭新红辑：《重辑复堂词话》，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中华书

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９９ 页。 ⑨陈廷焯：《词则辑评·大雅集》，葛渭君

编：《词话丛编补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１７３ 页。 ⑩况周颐著，
孙克强辑考：《蕙风词话　 广蕙风词话》，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第 ３４ 页。 沈祥龙：《论词随笔》，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

３５１

晚期常州词派的词学转向



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０５５ 页。 徐珂：《清词选集评》，葛渭君编：《词话丛

编补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９５２ 页。 况周颐：《历代词人考

略》，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２９７ 页。 
谭献：《复堂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０００ 页。 况周颐：《蕙风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

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５２９、４４０９ 页。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３８０２ 页。 孙克强：《以梦窗词

转移一代风会》，《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 
严几道：《严几道先生与朱彊村书》，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

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３８４—４３８５ 页。 蒋兆兰：《词说》，唐圭璋编：《词话

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６３９ 页。 朱祖谋：《彊村老人评词》，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３７９ 页。 王国维：
《人间词话删稿》，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２６０ 页。 朱祖谋：《彊村老人评词补》，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

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２７６、３２７４ 页。 尤振中、尤以丁编著：
《清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１９９５ 年，第 ９７８ 页。 陈匪石：《声执》，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９６５ 页。 龙榆生：
《清季四大词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
第 ４４１ 页。 冯煦：《东坡乐府序》，葛渭君编：《词话

丛编补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２８ 页。 陈廷焯：《白雨斋词

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３９４４ 页。 苏

轼：《黄州安国寺记》，《苏东坡全集》 （中），邓立勋编校，黄山书社，
１９９７ 年，第 ４７ 页。 郑文焯：《大鹤山人词话》，孙克强、杨传庆辑

校，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第 ４７—４８、４８ 页。 郭麐：《灵芬馆词

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５０３ 页。 冯

煦：《论词绝句》，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１２４ 页。 “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

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 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

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

色。’乃其第二乘也。”参见夏敬观：《吷庵词评》，葛渭君编：《词话丛

编补编》，中华书局，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４６８ 页。 蔡嵩云：《柯亭词论》，唐
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９１０—４９１１ 页。 卢

前：《饮红簃论清词百家》，陈乃乾编：《清名家词》，上海书店，１９８２
年。 陈匪石：《宋词举》，葛渭君编：《词话丛编补编》，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６３０ 页。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集》第
５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６９ 页。 朱庸

斋：《分春馆词话》，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第 ５ 页。 龙榆

生：《今日学词应取之途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９、１０９—１１０ 页。 龙榆生：《清季四

大词人》，《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 ４４７、
４６２ 页。 半塘翁：《彊村词原序》，陈良运编：《中国历代词学论著

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 ６６６ 页。 况周颐：《蕙风词

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４０９ 页。 冒广

生：《小山吾亭词话》，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４６７７ 页。 “愁入云遥，寒禁霜重，红烛泪深人倦。 情高转抑，思往

难回，凄咽不成清变。 风际断时，迢递天涯，但闻更点。 枉教人回首，
少年丝竹，玉容歌管。 凭作出、百绪凄凉，凄凉惟有，花冷月闲庭院。
珠帘绣幕，可有谁听？ 听也可曾断肠？ 除却塞鸿，遮莫城乌，替人惊

惯。 料南枝明日，应减红香一半。”王煜：《清十一家词钞自序》，孙
克强、杨传庆等编著：《清人词话》 （下），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
第 １８６８ 页。

责任编辑：采　 薇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
Ｘｉｅ 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ｉ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Ｚｈｏｕ Ｊｉ．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ｉｎｇ Ｚｈｅｎ Ｃｉ， ｔｈｅ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Ｃｉ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ｎｇ Ｃｈｕａｎｇ Ｃｉ，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ｉ．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ｙ ａｌｓｏ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ｓｈ ａｎｄ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 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Ｄｏｎｇｐｏ Ｃｉ， ａｎｄ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Ｚｈｏｕ Ｊｉ′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Ｘｉｎ Ｑｉｊｉ ｗｉｔｈ ｐｒａｉｓｉｎｇ Ｓｕ Ｓｈｉ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ｅａｖｙ， ｃｌｕｍｓ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ｎｇ Ｃｈｕａ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ｕｌ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Ｄｏｎｇｐｏ，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ｉ ａｓ ＂ ｈｅａｖ⁃
ｙ， ｃｌｕｍｓ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ｉ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 Ｍｅｎｇ Ｃｈｕａｎｇ Ｃｉ；Ｄｏｎｇｐｏ Ｃｉ； ｔｈｅ ｐｏｅ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４５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