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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朱彝尊论诗词一贯强调真情和寄托。他酬唱情真意幽的《乐府补题》时 ,仅止于

咏物 ,情意全无 ,明显违背自己的主张。所以如此 ,乃因朱彝尊后期大改初志 ,转投清廷 ,故言

语多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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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补题》是成书于元朝初年的一部咏物词集 ,作者皆宋末元初遗民词人 。存词共五调 37首 ,即

《天香 龙涎香》8首 、《水龙吟 白莲》10 首 、《摸鱼儿 莼》5 首 、《齐天乐 蝉》10首和《桂枝香 蟹》4

首。此书元 、明两代未见流传 ,至康熙十七年朱彝尊在常熟吴氏处始见抄本。朱彝尊携之入京 ,然后由

蒋景祁镂版刊刻 ,始得流传[ 1] (卷 36)。自《乐府补题》重现于世起 ,其所蕴含的深沉寄托已引起时人注

意 ,尤其清初与元初国家同样沦为异族统治的相同背景 ,自然极易引发当时士人幽思故国 、感慨万千之

情 ,所以“自康熙十八年以后的十数年中 ,拟《补题》而群相酬唱的有近百家之多” [ 2] (第 229 页)。在这场

词坛有史以来历时最长 、影响最大的酬唱活动中 ,浙西词派创始人朱彝尊起着引领潮头的作用 。他不但

遍和《补题》五调 ,有些词调还一和再和 。然而 ,细读这些咏物词 ,发现朱氏作品与《补题》存在着明显的

偏离 ,甚至迥异其趣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奇怪的现象呢  本文试图通过对朱彝尊身世 、经历的剖析 ,找

出造成这一偏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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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U Yizun alw ays emphasized real sentiment and profound meaning persistently in

poesy . But nothing sentiment in his poesy in breached of himself propo sitio n in evidence w hile he

singed and versif ied Yue f ubut i of real sentiment and pro found meaning. The whole truth w as ZU

Yizun apostatized and acceded to of ficeholder of Qing Cour t in his late years , acco rding ly he scruple to

poet ical w o 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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