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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的 “ 词 史 ” 意 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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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水云 ( 1964-) ,男 ,湖北武穴人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讲师 ,博士 ,

主要从事清代词学研究。

[摘　要 ]“词史说”是清代词学的一项建树 ,有一个从“词史”意识到“词史”理论的发展过

程 ,它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以词存史、以史入词、“史外传心之史” ,它形成的理论背景是清代诗学

“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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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史”是宋代诗学中的一个理论范畴 ,“词史”是清代在传统诗学启发下提出的一个词学话语。诗学

中的“诗史”说已经成为当前诗学研究的热点① ,而词学中的“词史”说却只在论述周济词学时才偶有涉

及 ,连最近出版的《中国词学大辞典》都未将之作为专门术语单独介绍 ,这和清代创作中大量的以词存

史、以史入词、以“词史”品词的现象极不相符。 近年来 ,有论者已开始注意到清初词学中的“词史”意识 ,

把清代“词史”说提出的时间由嘉庆末年上推到康熙初年 ,这是关于清代“词史”说研究的一大进步② ,遗

憾的是对清初词学的这种“词史”意识未能展开充分的论述 ,笔者试图在有关论述的基础上
③
,进一步梳

理清代词学中的有关“词史”意识 ,揭示其意蕴 ,分析其成因。

一

清代的“词史”意识 ,首先表现在词话词选的编纂上。词话中 “词史”意识的表现 ,是指有些词话记录

了词的本事 ,保存了专集中未曾收录的词作与词人资料 ,读者据此可以了解作者创作的背景 ,推测作者

的书写意图。词选中 “词史”意识的表现 ,是指编选者通过辑录和评论词作与编辑词人传记材料 ,保存了

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如实地反映着社会人情世态 ,具有“以词存史”或“以词观史”的积极意义。

清代词话和以前的诗话一样 ,经历了一个记述古今词人轶事 ,到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的发展过程。 这

里所说的具有“词史”意识的词话 ,主要是指那些记录作者创作本事的词话 ,因为它比较具体地介绍了作

者写作的目的、时间、地点及传播情况 ,便于读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作者的书写意图和历代传播接受的情

形。尤侗《词苑丛谈序》说:

词之见于话者 ,如后主之“小楼昨夜” ,冯延巳之“一池春水” ,子京之“红杏枝头” ,子野之

“云破月来” ,东坡之“大江东去” ,耆卿之“晓风残月” ,少游之“山抹微云”……皆其脍炙齿牙者 ,

风流相扇 ,不乏美谈 ,顾未有人集其成耳。…… (徐 )今复辑成《词苑丛谈》一书 ,盖撮前人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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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贰臣心态。

代表前一种情况的是一大批遗民词人 ,如王夫之、屈大均、金堡、徐石麟等。在清军进入湘中后 ,王夫

之曾组织义兵抗清 ,后依附于当时在肇庆的桂王永历政权 ,当复国的希望落空后便隐居衡山。李元度《国

朝先正事略》说: “ (船山 )知事不可为 ,乃退而著书 ,窜伏穷山 ,四十余年 ,一岁数徙其处 ,故国之思 ,生死

不忘。”他的《金人捧露盘·和曾纯甫春晚感旧韵》、《绮罗香》、《青玉案· 忆旧》 ,便是有寄托之词 ,或咏

景、或叹事、或咏物 ,皆于隐约中表露了他对桂王的伤悼之情。屈大均为明末诸生 ,在清兵陷广州时 ,参加

了陈邦彦、陈子壮组织的反清起义 ,失败后辗转至肇庆。 后时释时儒 ,或游或隐 ,尝远涉秦、赵、燕、代 ,慨

然有复兴明室之志 ,所至均写有痛哭明帝或伤悼故国的词章。 他的长调《念奴娇· 秣陵吊古》及短调《梦

江南》《木兰花慢》 ,或吊古伤今 ,或咏物寄怀 ,皆深托故国之思和伤悼之情 ,故朱祖谋《望江南·杂题我朝

诸名家词后》称屈大均为“愁绝庾兰成” ,他的《道援堂词》抒写的是“江南哀怨”。

代表后一种情况的可以宋征舆、龚鼎孳、吴伟业为代表 ,他们在明末就是才华出众的诗人或词人 ,却

走着和矢志抗清故友完全相反的道路 ,入仕清廷后也大多是历经宦海风波 ,故而愤懑中有不平之气 ,伤

感中有痛悔之心。如吴伟业少年得志 ,才华横溢 ,深得崇祯皇帝恩宠。入清后因陈之遴、陈名夏的举荐而

出仕新朝 ,但不久即结束三年左右的再仕生涯 ,多次在作品中表达自己为世所累、不能以身殉国的愧疚

心态。他的《贺新郎·病中有感》正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上阕以“天年竟夭 ,高名难没”的龚胜做对照 ,

表达了对自己不能慷慨赴死的痛恨之情 ;下阕赞死者的奇节 ,愧生者的偷活 ,深感自己名节既亏 ,一钱不

值。再进一步说明 ,这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极端痛苦 ,即使是用“艾灸眉头瓜喷鼻”的奇妙疗法 ,也无法排

解自己失节的过错。最后 ,赞人责己 ,对自己的失节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从这个角度讲 ,这首词可以说

是一首至情之作
⑥
。 吴伟业能从仕途中及时抽身而出 ,而大多数仕清的江南文人却是在官场上备受挫

折 ,或贬或迁的经历加深了他们对清朝统治的认识 ,在他们的作品里也明显地流露出怨愤及自伤自悼的

情思。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康熙四年 ( 1664)的湖上倡和词里 ,是年曹尔堪、宋琬、王士祯三位仕清文人都刚

从狱室里释放出来 ,相同的经历和感受使他们相遇于西湖 ,湖上的美景和压抑的心绪绾结起来 ,便在三

人间形成共鸣 ,于是有了这次《满江红》调的湖上倡和活动。徐士俊《江村倡和词序》称: “盖三先生胸中各

抱怀思 ,互相感叹 ,不托诸诗 ,而一一寓之于词 ,岂非以诗之谨严 ,反多豪放 ,词之妍秀 ,有足耐寻幽者

乎?”这种“足耐寻幽者”就是“搀和着余悸和庆幸 ,隐寄以怨愤和颓伤 ,表现尘世的勘透 ,但求于山水中顾

养劫后余生”
[14 ]

(第 48页 )。

四

一种理论的形成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创作前提 ,清代词学从“词史”意识的出现到“词史”

说的提出也是有其具体的理论背景的 ,这就是清代诗学“诗史”说的流行及清代词学尊体观念的抬头。

第一 ,清代词学话语是借鉴了清代诗学话语的 ,词学中的“词史”说正是诗学中“诗史”说的移用。 清

初特定的社会背景 ,为“诗史说”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发展温床 ,清初的诗人钱谦益、黄宗羲、顾炎

武、归庄、杜浚都是 “诗史”说的倡导者 ,他们要求诗歌创作反映民生疾苦和暴露黑暗的社会现实。而清

代词学正是在“诗史说”的启发下而提出“词史说”的 ,如尤侗说“诗既有史 ,词独无史乎哉” ,周济说“诗有

史 ,词亦有史 ,庶乎自树一帜矣” ,丁绍仪说“昔人称少陵韵语为诗史 ,此词正可作词史读也” ,他们都是联

系“诗史”而讲“词史”的 ,因而在“词史”和“诗史”的审美内涵之间划上了等号。

第二 ,推尊词体是清代词学对传统词学的一大贡献 ,而“词史”观念的提出是和尊体说联系在一起

的。在宋明时期词是被视为小道末技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词的表现题材仅仅局限于“花间”“尊前”的男欢

女爱。谢章铤说: “词之兴也 ,大抵由于尊前花间、花底谈心 ,情事多亵近 ,数传而后 ,俯仰激昂 ,时有寄托 ,

然而其量未尽也。 故赵宋一代作者 ,苏、辛之派不及姜、史 ,姜、史之派不及晏、秦 ,此固正变之推未穷 ,而

亦以填词为小道 ,若其量之只宜其此者。” [8 ]
(卷 1)如果拓展词的表现内容 ,将历史、现实大量阑入词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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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转变词“小道”“末技”的地位 ,而“词史”说的提出正是从内容题材的拓展方面对尊体意图的强有力

回应。

注　释:

①　近年论述“诗史”的代表性文章有: 王德明《中国古代的 “诗史”观》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1998年第 6期 ;韩经太《传统

“诗史”说的阐释意向》 ,《中国社会科学》 1999年第 6期 ;陈望衡《“诗史”辨析》 ,《东方丛刊》 1998年第 4期。

②　严迪昌: 《阳羡词派研究》第四章第一节 ,齐鲁书社 1993年版。

③　笔者的有关论著亦涉及“词史”问题 ,如《清代诗学》第九章第三节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④　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第一章第三节“鸦片战争前后的爱国词”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⑤　参见李世英、陈水云: 《清代诗学》 ,第 24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⑥　参见艾治平《论清初词的民族情结》的有关分析 ,《清词论丛》学林出版社 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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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CISHI is a contribution of CIXU E in Qing dynasty, have a proves o f de-

velopment f rom the CIS HI consciousness to the theo ry of CIS HI . The meaning of the theo ry con-

tains preserving the histo ry by CI , or bringing histo ric into CI , or behav ing the histo ry of feeling be-

sides the histo ric fact. The backg round o f this theo ry is the populari ty of the theo ry of SHISHI of the

poet ry and the concept of respecting CI o f CIXU E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preserving the histo ry by CI ; bringing historic into CI; behaving the histo ry of feeling

besides the histo ric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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