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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

查洪德

摘
!

要.考察一代文坛风气是认识一代文学的独特视角'它可以帮助我们立体地,较为真

切地了解一代文学的状貌*元代文坛有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以及文

人的赏曲之风*要真正认识元代文学'必须对这些风气做具体而深入的考察与把握*考

察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元代文人的生活态度,生存状态'认识元代

雅俗文学之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认识元代的士风*赏曲在元代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著名文人与一流艺妓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建立在对品格与才艺的相互倾慕基础之上的*

关键词.文坛风气-元代文人-赏曲之风

一代文坛有一代文坛的风气'这些风气彰显的是一代文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从

而也映射出一代文人的心灵特征*元代文坛有隐逸之风,游历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风

以及文人的赏曲之风*考察这些风气'对于我们认识元代文学非常重要'它让我们立体

地,真切地了解元代文人'从而也能把握一代之文学精神*本文考察元代文人的赏曲之

风'以期揭示元代文人的生活态度'并进而认识元代的士风'也帮助我们认识元代雅俗文

学之间的真实关系*

这里的所谓文人'特指当时以诗文名世者'不包括曲家*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称他们

是!正统文人"'有意无意把他们置于新兴艺术元曲的对立面'属于所谓的!性理之学'高尚

之士"'认为他们蔑视甚或仇视元曲*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元曲艺术的欣赏者'也可

以说是元曲发展的促进者*

一,文人赏曲之风何以盛行

元代文献中有大量文人赏曲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文人赏曲大约有三个

方面的原因和目的*首先'赏曲是文人们雅趣生活的重要内容-其次'是对歌唱#或表演$

艺术的欣赏'文人多才多艺'也能欣赏艺术'同时也容易为高水准的艺术所征服-再次'似

乎最神圣的'因重视曲作之教化功能而赏曲*

对元曲政教风化功能的重视'时见于元代文人之议论*其中可称经典之论的'是胡祗

?的(赠宋氏序)'他所重视的'是杂剧可!宣其抑郁"'故而!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他重

视的是政治得失'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但这些教化功能'需要借!可以悦耳目而

舒心思"高度艺术化的表演才能达成*使文人乐赏不置的'是女乐!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

其态"的表演"

'是以艺术征服人心推广教化*而王恽(乐籍曹氏诗引)所载女妓曹氏的

话'则反过来说明杂剧内容对艺人的感化'因感化而追慕高尚'她说.!无猥以薄技陈述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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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洪德.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今兴亡,闺门劝戒'必探穷所载记传咏诗'掇采端倪'曲尽意趋*久之'颇有感悟'欲为效颦'愿乞一言为

发越44"

"曲之内容感人'首先感动了艺人'也提高了她们通过演艺感化人心的自觉*这是文人赏曲

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元曲得以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我们以往的研究'对此有意回避不说*

正如上文所引胡祗?所言'文人是容易为高超的艺术所征服的'因而对高超的演唱#或表演$艺术的

欣赏'是文人赏曲直接的原因*这方面'我们首先介绍元明之际诗人高启,杨基记其听歌的叙事诗*高

启有(听教坊旧妓郭芳卿弟子陈氏歌)诗'郭芳卿是京师名妓顺时秀#(青楼集)有传$'是一时顶尖级的歌

唱家'陈氏是她的弟子*诗歌先写当年顺时秀在宫中的歌唱'极写其震撼人心和征服听众'因而被追捧

的热度.

文皇在御升平日'上苑宸游驾频出*仗中乐部五千人'能唱新声谁第一+ 燕国佳人号顺时

##龙笙罢奏凤弦停'共听娇喉一莺啭*遏云妙响发朱唇'不让开元许永新*绣陛花惊飘艳

雪'文梁风动委芳尘*翰林才子山东李'每进新词蒙上喜*当筵按罢谢天恩'捧赐缠头蜀都绮*

晚出银台酒未消'侯家主第强相邀*宝钗珠袖尊前赏'占断春风夜复朝*

#

诗人把元宫中的歌乐演唱比作唐宫中的艺术活动'!翰林才子山东李'每进新词蒙上喜"'与唐代宫廷演

艺一样'这里也有妓艺与文人的配合#所谓!山东李"指李白'唐人多有称山东李白者'(旧唐书)称李白山

东人*此处代指高才诗人*上海古籍本注谓指元人李竳'不确$*诗接下来写顺时秀去世'弟子陈氏传

得其艺'名声不下其师.!回头乐事浮云改'瘗玉埋香今几载*世间遗谱竟谁传'弟子犹怜一人在*曾记

霓裳学得成'朝元队里艺初呈*九天声落千人听'丹凤楼前月正明*狭斜贵客回车马'不信芳名在师

下*"但时移世换'大元盛世不再'宫廷献艺的辉煌'都成往昔的记忆*原本是侍奉宫廷的歌者而今流落

民间'无人赏音.!风尘一旦禁城荒'谁是花前听歌者*从此飘零出教坊'远辞京国客殊方*闭门春尽无

人问'白发青裙不理妆*相逢为把双蛾蹙'水调梁州歌续续*江南年少未曾闻'元是当时供奉曲*"

$这

首诗作于元顺帝至正十九年#己亥$'时天下已乱'无复昔时之盛'故诗人听曲'引起无限伤感*这位顺时

秀的高弟陈氏'也是名妓'艺名宜时秀*与高启同时的诗人杨基有(听老京妓宜时秀歌慢曲)'诗中抒发

了与高启诗同样的盛衰之慨'诗最后说.

风尘回首江南老'衰鬓如丝颜色矫*深叹无人听此词'纵能来听知音少*说罢重歌尔莫

辞'我非徒听更能知*樽前多少新翻调'一度相思一皱眉*

%

盛世享盛名的歌妓'乱世流落'自有极度的流落之悲和世无知音的寥落之感'诗人则以知音自许并表达

对歌者的爱赏与慰藉*张昱(辇下曲)百余首中有记顺时秀之作.!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

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

'顺时秀是色艺双绝'但其动人的!色"并非相貌'而是!意态"'诗人

所!赏"的'是相貌之外的精神*这与悦其形貌'有雅俗之别*

谈文人赏曲'我们不能不佩服胡祗?*胡祗?的曲论'戏曲研究者已经谈论得很充分'没有必要再

多说*我们把他作为一个赏曲者'略说一二*胡祗?对唱曲和杂剧表演的欣赏'都表现出极高的眼光*

赏歌'他有前无古人的!九美说"111!九美既具'当独步同流"*其实这!九美"中'关于行腔歌唱的'只有

第五条.!歌喉清和圆转'累累然如贯珠*"显然是对(乐记)!累累乎端如贯珠"的发挥*他所重的'倒是歌

者的修养'是演唱的整体效果*第一,二条!资质浓粹'光彩动人"'!举止闲雅'无尘俗态"'强调的是歌者

的修养与气质*第三条!心思聪慧'洞达事务之情状"'要对歌唱内容有灵心妙解'需要心灵聪慧'更要有

对社会的深刻认识'这需要丰富的人生经验*第四至七条是关于歌唱表演的要求*第八条!发明古人喜

怒哀乐,忧悲愉佚,言行功业'使观听者如在目前'谛听忘倦'惟恐不得闻"'这需要歌者高度的综合修养

和深厚功力(

*胡祗?的!九美"说可以代表文人对歌唱的审美要求'也应该是对优秀艺妓演唱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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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与总结*胡祗?是一位真正的赏曲者'是优秀歌唱艺妓难得的知音*至于(朱氏诗卷序)赞赏杂剧

女优珠帘秀的表演'已为元曲研究者屡屡称道'言其!以一女子众艺兼并"!九流百伎'众美群英*外则曲

尽其态'内则详悉其情*心得三昧'天然老成"

"

'是一篇杂剧表演鉴赏的经典之作*

艺术是美的创造'美的欣赏*唯其美'才是艺术*一流文人与顶尖级艺人共同创造和欣赏的曲作'

代表元曲最高的艺术水准*所以'杨维桢如此认识曲之价值.

夫词曲本古诗之流'既以乐府名编'则宜有风雅余韵在焉*苟专逐时变,竞俗趋'不自知其

流于街谈市彦之陋'而不见夫锦脏绣腑之为懿也'则亦何取于今之乐府可被于弦竹者哉+

#

尽管这种观念与
!"

世纪元曲研究者的观念相左'但应该承认'这是符合艺术精神的价值评判*文学史

研究界将元曲定性为俗的艺术'但必须有俗趣而不失雅致'通俗而不庸俗'才是艺术*元人激赏的散曲

如马致远8双调0夜行船9(秋思)'(中原音韵)说是!万中无一"的至品$

'其雅趣高致'应当是符合文人

的欣赏口味*文人赏曲'在赏曲中与艺妓交往'提升艺妓的文化与艺术修养'使文人参与的唱曲活动离

俗而向雅'成为一种既通俗又有情趣的艺术活动'极大地提升曲与唱曲的艺术层次和水准'使演艺活动

真正成为美的创造和美的享受*进而文人参与创作'才使元曲成为!一代之绝艺"*朱权(太和正音谱)

所载赵孟瞓的话'说明杂剧需要!鸿儒硕士,骚人墨客"的参与'需要文人的欣赏和创作*文人需要赏曲'

曲也需要文人*

二,赏曲是元代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

赏曲是文人们雅趣生活的重要内容'诗酒雅会'不能没有伎乐'一曲清词酒一杯'又可呈才较艺*这

是文人生活所不可少,无可取代的*

和历代文人一样'元代文人也追求雅趣生活*或竹间林下'或池馆胜处*古器瑶琴'左图右史*但

无妓乐'便落寞无趣*有时他们干脆就在著名歌妓家里聚会'如(青楼集0张怡云)条所载文人在艺妓张

怡云家的聚会'尽管文字比较长'但材料很典型'还是引录于下.

张怡云'能诗词'善谈笑'艺绝流辈'名重京师*赵松雪,商正叔,高房山'皆为写(怡云图)

以赠'诸名公题诗殆遍*姚牧庵,阎静轩'每于其家小酌*一日过锺楼街'遇史中丞*中丞下

道'笑而问曰.!二先生所往'可容侍行否+"姚云.!中丞上马*"史于是屏驺从'速其归携酒馔'因

与造海子上之居*姚与阎呼曰.!怡云'今日有佳客'此乃中丞史公子也'我辈当为尔作主人*"

张便取酒'先寿史'且歌.!云间贵公子'玉骨秀横秋*"(水调歌)一阕*史甚喜*##又尝佐贵

人樽俎'姚,阎二公在焉*姚偶言!暮秋时"三字'阎曰.!怡云续而歌之*"张应声作(小妇孩儿)'

且歌且续'曰.!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西风了却黄花事*"贵人曰.!且止*"遂不成章*张之

才亦敏矣*

%

这里举行的是顶级层次的艺术雅会'这些文人!每于其家小酌"'是他们常来处*在!艺绝流辈"歌妓住

处'参与的文人如赵孟瞓,商
&

,姚燧,阎复,高克恭'都是多才多艺'风流儒雅'当时文坛一流人物*在这

样的活动中'他们赏曲'也创作*这种超凡出俗,风流雅趣'是文人追求的精神享受'这样的场所'无疑是

他们的精神乐园*这样的活动'也在高官的别墅或家中举行*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九(万柳堂)条记

卢挚,赵孟瞓等人在中书平章政事,维吾尔儒者廉希宪的别业万柳堂的一次宴饮活动.

京师城外万柳堂'亦一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于中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

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8小圣乐9云.!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

凉多*##"既而行酒'赵公喜'即席赋诗曰.!万柳堂前数亩池'平铺云锦盖涟漪*主人自有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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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洪德.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洲趣'游女仍歌白雪词*手把荷花来劝酒'步随芳草去寻诗*谁知只尺京城外'便有无穷万里

思*"此诗集中无*

此事(青楼集)亦载*万柳堂在京城近郊'廉希宪休官家居或公务之暇便在此宴客'客人多文人雅士'!主

人自有沧洲趣"'廉希宪虽身居要职'但向慕自然'愿在山水中享受野趣之乐*而歌女所唱乃!白雪词"'

高雅又野逸'其他则!荷花"!芳草"'使人感觉身在京城而有江湖!无穷万里思"*这些都是文人所追求的

生活'也是文人所需要的生活*同书卷四(广寒秋)则记载了元代最著名的诗人和文章家虞集#邵庵$等

人在散散学士家的一次活动.

虞邵庵先生集在翰苑时'宴散散学士家*歌儿郭氏顺时秀者'唱今乐府'其8折桂令9起句

云.!博山铜细袅香风*"一句而两韵'名曰短柱'极不易作*先生爱其新奇'席上偶谈蜀汉事'因

命纸笔'亦赋一曲'曰.!鸾舆三顾茅庐'汉祚难扶'日莫桑榆*深渡南泸'长驱西蜀'力拒东吴*

美乎周瑜妙术'悲夫关羽云殂*天数盈虚'造物乘除*问汝何如'早赋归欤*"盖两字一韵'比之

一句两韵者为尤难*先生之学问该博'虽一时娱戏亦过人远矣*

"

雅会饮酒,赏曲'在赏曲中激发创作灵感和激情'展现才艺与巧思'享受了心灵的愉悦'展现了文人的价

值'会给文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名声*虞集一生着力在诗文'但他所有诗文的影响'都远远不及一曲!杏花

春雨江南"流传之广且久远#

*这也颇使人感喟*

在文人别集中'也可看到有关文人赏曲活动的记载'如贡师泰(跋王宪使朱县尹倡和诗卷)'就记有

南北统一之初'著名文人如姚燧#牧庵$,卢挚#疏斋$南来'公务之馀'宴游赏曲之风流韵事.

我国家统一天下'首立台宪'以纲纪百辟'大抵先教化而后刑政'敦儒雅而鄙吏术'尚宽厚而

去文深*故当时御史部使者'多老成文学之士*予家江东'方七八岁时'见牧庵姚公,疏斋卢公'

按治之暇'辄率郡士大夫'携酒肴歌妓'出游敬亭,华阳诸山'或乘小舟'直抵湖上'逾旬不返*

$

姚燧与卢挚'在当时都是一流诗文大家'先后入翰林'为大佬*同时也都是廉访使官员'所谓风纪之官*而

在当时'官员携妓出游是不允许的'遭人弹劾是有可能丢官的*但这些并不能阻碍他们对伎乐的爱赏*

元末昆山顾瑛#顾阿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在当时影响极大'吸引了一个时代的著名文人'在后代也

一直引人向慕*诗酒妓乐'是雅集的主要活动内容*清人吴景旭(历代诗话)如此追述他们的活动.

苏谈云.阿瑛好事而能文'当时杨廉夫,郑明德,张伯雨,倪元镇皆其往还客也*尤密者为

秦约,于立,释良琦*有二妓'曰小琼花,南枝秀'每会必在焉*余因按玉山诗序有侍姬小琼英

调筝'即其人也*诗云.!金杯素手玉婵娟'照见青天月子圆*银筝弹尽鸳鸯曲'都在秋风十四

弦*"读之风流欲溯*

%

有妓乐'才雅而多趣'而不至于雅而寡味*顾瑛(玉山名胜集)记载有一次!渔庄
'

歌"活动'参与者之一

陆仁写的序说.!至正辛卯秋九月十四日'玉山宴客于渔庄之上*芙蓉如城'水禽交飞*临流展席'俯见

游鲤*日既夕'天宇微肃*月色与水光荡
(

棂槛间'遐情逸思'使人浩然有凌云之想*玉山俾侍
)

小琼

英调鸣筝'飞觞传令'酣饮尽欢*玉山口占二绝'命坐客属赋之*赋成'令渔童樵青乘小榜倚歌于苍茫烟

浦中*韵度清畅'音节婉丽*则知三湘五湖'萧条寂寞'那得有此乐也+ 赋得二十章'名曰(渔庄
'

歌)

云*"

'从参与者的诗中'可以感受到妓乐对雅集的重要'当时有十人诗成'其中袁詗诗云.!玉人花下按

凉州'白雁低飞个个秋*弹彻骊珠三万斛'当筵博得锦缠头*"于立诗.!对酒清歌窈窕娘'持杯劝客手生

香*袖中藏得双头橘'一半青青一半黄*"顾瑛诗!金杯素手玉婵娟"已见上文*女妓奏乐助酒兴'酒酣赋

诗'又命歌童唱其所作于湖波烟云之中*如此雅会'千古之后'仍让人钦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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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赠妓诗#词$形成风气

宋代文人写了不少赠妓词'元代曲家写了大量赠妓曲"

'这些都已为研究者所关注*在元代'不以

曲名家的诗人们也写了不少赠妓诗#词$'却没有多少人关注*仅由(青楼集)的记载'就可感受当时赠妓

诗写作风气之盛'如歌妓小娥秀'!中朝名士赠以诗文盈轴焉"'周喜歌'!诸名公皆赠以词"'于四姐'!名

公士夫皆以诗赠之"

#

*文献记载有赠妓之作的著名文人很多'如赵孟瞓,滕玉霄,王士熙,王恽,胡祗

?,卢挚,张炎,冯海粟以及元明之际的杨基等等*只是这些在当时文人心里都不过是!一时娱戏"之作'

多不保存'更不会编入文集'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也是一大遗憾*

元代文人赠妓诗词'与宋人赠妓词,元曲家的赠妓曲有很大不同*宋人赠妓词,元人赠妓曲'都有一

些对歌妓轻慢,狎玩的内容'还有一些色情的东西*元人的赠妓诗词没有这样的东西*赠妓曲有些关注

的是妓女的卖笑生涯'甚至肉体'赠妓诗词则关注歌妓的表演'关注的是艺术*

元人写作的赠妓诗数量很多'现在所见极少*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0万柳堂)条所载赵孟瞓!万柳

堂前数亩池"诗'就不见于其别集'若非笔记记载'现在也很难见到了*现在可见的'如洪希文(张参军克

明席上出歌妓蹋筵主人索诗赠之口占一绝).!歌喉圆转联珠贯'舞袖郎当散彩霞*记得乐天诗句好'醉

娇无力牡丹花*"

$索诗者是主人而非歌妓'属应酬之作'赞扬一下歌妓歌舞之美'也是对主人的奉承*

已经入明的杨基有(赠京妓宜时秀).!欲唱清歌却掩襟'晚风亭子落花深*坐中年少休轻听'此曲先皇有

赐金*"

%是因顶级歌女流落所发的感慨'感情是复杂的'世事盛衰'人事变迁'高雅不为世俗所重'都蕴

含在这
!0

字中*

杨维桢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位有争议性的人物'文献保存了一些与他有关的赠妓诗*他有乐府体

的(花游曲)'其序云.!至正戊子三月十日'偕茅山贞居老仙,玉山才子烟雨中游石湖诸山'老仙为妓者琼

英赋8点绛唇9词*已而午霁'登湖上山'歇宝积寺行禅师西轩*老仙题名轩之壁'琼英折碧桃花下山'予

为琼英赋(花游曲)而玉山和之*"

三月十日春蒙蒙'满江花雨湿东风*美人盈盈烟雨里'唱彻湖烟与湖水*水天虹女忽当

门'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凌空蹑飞步'步上山头小真墓*华阳老仙海上来'五湖吐纳掌中杯*

宝山枯禅开茗碗'木鲸吼罢催花板*老仙醉笔石栏西'一片飞花落粉题*蓬莱宫中花报使'花

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试蜀麻笺'写尽春愁子夜篇*

'

琼英是顾瑛玉山佳处歌妓*顾瑛#玉山才子$的和诗也很美'保存在他的(玉山璞稿)中*这样的活动在

当时竟传为美谈'引来不少文人和诗'流传至今的'尚有郭翼(花游曲和铁崖韵)#(御选元诗)卷九'其别

集(林外野言)卷上只题(花游曲)$'马鮕(和花游曲)#(御选元诗)卷十一$等多首'这很可见出当时风气*

元人赠妓诗的内容大多是严肃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席上应酬之作'不过赞扬歌舞之美*有些则

借以寄寓感慨'有比较深沉甚至复杂的内容*

赠妓诗之多'本身就是元代文人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一种说明*在元代'谢安携妓成为使用很普

遍的典故'并且大多都是欣赏的口吻*也有从另一角度切入的'如刘鹗(题东山高卧图).!东山携妓嬉游

日'敢意胸存万甲兵*今日总戎真竖子'徒耽歌舞误苍生*"

(这给我们很重要的启发.元代文人欣赏的

是风流而不是荒淫'在他们心目中'荒淫与风流是有严格区分的*

与赠妓诗罕有流传不同'元代赠妓词则有大量流传*元代的赠妓词与宋代的赠妓词不同'元人的赠

妓词与赠妓诗一样'是比较严肃的*清人叶申芗辑录(本事词)

)

'其中载有数量可观的元人赠妓词'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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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宁在(元代艺妓与元散曲)说.!据粗略的统计'(全元散曲)标明赠妓的小令就有
#!"

多首'套数
9$

套'还不包括那些标题虽不

明言'但实际内容却是写艺妓的散曲*"载(中山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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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洪德.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此可窥见元人赠妓词之一斑*

元代写作赠妓词较多的'当然是文雅风流的才子*如滕玉霄'(元诗选)小传说他!风流笃厚'见者心

醉'往往狂嬉狎酒'韵致可人"

"

*(青楼集)载有他赠宋六嫂的8念奴娇9词.

柳颦花困'把人间恩爱'尊前倾尽*何处飞来双比翼'直是同声相应*寒玉嘶风'香云卷

雪'一串骊珠引*元郎去后'有谁着意题品*

!!

谁料浊羽清商'繁弦急管'犹自余风韵*莫是

紫鸾天上曲'两两玉童相并*白发梨园'青衫老傅'试与留连听*可人何处'满庭霜月清冷*

宋六嫂是乐工#栗工$的女儿'(青楼集)说.!宋与其夫合乐'妙入神品*盖宋善讴'其夫能传其父之

艺*"

#读此词'最让人感叹的是'一位官至翰林学士的文人'对歌妓与乐工夫妇感情的颂扬'充分表现了

作者对乐工与女伶的敬重*曾官集贤待制的冯子振#海粟$'名声与豪俊都超过滕玉霄'他也有赠妓词'

其赠珠帘秀8鹧鸪天9'流传极广*

一代大师赵孟瞓也有赠妓词*他赠歌妓贵贵的词写人生易老'寄寓世事之慨*徐?(词苑丛谈)#据

(尧山堂外纪)$载其!在李叔固丞相席间赠歌者贵贵8浣溪沙9词"'且言.!公以承平王孙而遭世变'故其

词不无麦秀狡童之感".

满捧金卮低唱词'尊前再拜索新诗'老夫惭愧鬓成丝*罗袖染将修竹翠'粉香须上小梅枝'

相逢不是少年时*

$

这位李叔固丞相'即李邦宁'本是南宋宫中一个小太监'宋亡'随恭帝入见元世祖'留在宫中'因警敏'称

世祖意'步步升迁'武宗时至大司徒尚服院使'遥授丞相'行大司农'领太医院事*赵孟瞓与李邦宁'尽管

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相同的是都经历由宋入元'都出身特殊而居于高位'让人有些别样的感觉*他们

心中都不免有一些无法说明的东西*这首赠妓词所要表达的东西'实在是很难说得清楚的*

北方文人兼学者王恽和胡祗?两人'总是被人并提*他们一生关系极好'而且经历近似'都是元初

北方诗文词曲兼擅的著名作家'都仕宦南北'颇著政声'都对当时各类民间艺术有兴趣*他们不仅写作

散曲'也赏曲'与歌妓关系密切'都写有赠妓的序和词*胡祗?赠妓词是比较多的'其8点绛唇9(赠妓)赞

扬歌妓的风度修养'而同情其命运与心灵痛苦.

风度高闲'水仙花露幽香吐*等闲尊俎*细听黄金缕*命薄秋娘'梦断霓裳舞*黄梅雨*

燕俦莺侣*那解芳心苦*

%

这些高层次的歌妓'常常是权贵们竞相追逐的对象'有的是表面的风光*但感情细腻而敏感的文人'能

够真正了解并理解她们的!芳心苦"*而8木兰花慢9(赠歌妓)则是一首纯粹的赏曲之作'涉及所演故事,

歌唱的效果,演出的逼真动人'最后写观赏的感受.

话兴亡千古'试听取'是和非*爱海雨江风'娇莺雏凤'相和相催*泠泠一声徐起'坠梁尘,

不放采云飞*按止玉纤牙板'细倾万斛珠玑*

!

又如辨士遇秦仪'六国等儿嬉*看捭阖纵横'

东强西弱'一转危机*千人洗心倾耳'向花梢,不觉月阴移*日日新声妙语'人间何事颦眉*

'

看来他写的是一次杂剧演出*!话兴亡千古'试听取'是和非*"观赏前的心理预期'是要从戏曲所演故事

中思考历史'观者的严肃态度'说明演出的故事和主体都是严肃的*演出开始后'观赏者感受到的首先

是音乐的动人.既有!海雨江风"的鸿声壮气'又有!娇莺雏凤"柔美细腻'两种风格!相和相催"'推动演出

进展*歌声徐起'声情夺人.!坠梁尘,不放采云飞"'真是不可描摹的美'同时还有赏心的伴奏*接下来

才是故事'戏曲冲突与情节的设计'步步引人'让人在心灵的感动中思考'效果极佳'所以才能吸引广大

的观众.!千人洗心倾耳'向花梢,不觉月阴移*"在美好的享受与心灵的洗礼中时光过去*最后则谈到戏

曲宣导人情的作用.如果能天天欣赏如此美妙的演出'那就不会不开心了*他叙述了一个完整的观赏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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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演出的过程.从观赏前的心理预期'到观赏后的思考*这首词可以与他的(赠宋氏序)参照阅读*胡祗

?词中还有一些没有标明赠妓但确实与歌妓有关的作品'如8水调歌头9(晏乐)等*

以画著称又以有洁癖闻名的倪瓒'不乏文人的风流'其(清?阁全集)卷九载有8柳梢青9(赠妓小琼

英).

楼上玉笙吹彻*白露冷,飞琼佩*黛浅含颦'香残栖梦'子规啼月*扬州往事荒凉'有多

少,愁萦思结*燕语空梁'鸥盟寒渚'画阑飘雪*

"

这样的词'也是呈才之作*词的上阕由!琼英"引申'营造了白色的,晶莹的,沉静的,孤寂的意境*下阕

借!扬州往事"之典'表达对琼英的思慕'思慕而不能得到的愁苦*类似作品还有顾瑛的8蝶恋花9等作'

有!在眼韶华能有几'玉手佳人'笑把琵琶理*狂杀云台标外史'断肠只合江州死"

#等语*

写作赠妓词最多的还是著名词人*由宋入元的张炎'元代著名词人张翥'都留下了不少赠妓词*

张炎'文学史断限都把他归入宋人'但他的文学活动是在元代*入元后'他四处漂泊'寄食于人*朝

代变迁'今昔盛衰之慨'充溢胸中*他的赠妓词也深寓家国盛衰之慨'8国香98意难忘9两词都是如此*

8国香9赠杭妓沈梅娇'有序云.!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8意难忘9

8台城路9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词云.

莺柳烟堤*记未吟青子'曾比红儿*娴娇弄春微透'鬟翠双垂*不道留仙不住'便无梦,吹

到南枝*相看两流落'掩面凝羞'怕说当时*凄凉歌楚调'袅余音不放'一朵云飞*丁香枝上'

几度款语深期*拜了花梢淡月'最难忘,弄影牵衣*无端动人处'过了黄昏'犹道休归*

$

在故宋都城临安#杭州$旧交的歌妓沈梅娇'在新朝都城不期而遇'又都是流落到此'两人相见'情何以

堪+ 金初词人蔡松年,吴激遇宋宗室女流落为歌女'感慨不已'各作词以写慨'吴激写成千古流传的名作

8人月圆9'不知感动了多少读者*张炎的这首词'写作情景与之近似*感慨之深'与吴词也约略相近*

只是这首词'思绪跳跃'时空转换'语言也有些隐微'又多用典'表达出极端复杂又似乎难以言说的感情*

从文字看'似乎只说他们两人的交往与离合'其实其中所寄寓的感慨'则深沉复杂*能读懂这样一首词'

又可见这位歌妓学识积累之深厚*8意难忘9词为歌妓车秀卿作'寄寓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

著名词人张翥是一位真正的赏曲者'他自言.!平生惯是听歌耳"#8鹧鸪天9(为朱氏小妓绣帘赋三

首)$'故赠妓词也多'如8风流子9(赏筝妓崔爱),8水龙吟9(听房氏自然歌求诗为赋),8意难忘9(妓杨韵

卿以善歌求赋),8鹧鸪天9(赠泉琵琶妓)等等'还有一些不题赠妓而实为赠妓之作者'如8定风波9(昆山

路漕席上)等*清人叶申芗(本事词)说他.!盖其襟怀潇洒'每留意于舞裙歌扇间也*"

%因而赠妓词多*

此说未必确当*张翥喜好音乐'(元史)本传说他!少时负其才隽'豪放不羁'好蹴?'喜音乐'不以家业屑

其意"

'

*性格的豪放和对音乐的喜好'听曲也就多'向他索诗索词的歌妓多'赠妓词自然也就多*

张翥的赠妓词多是很美的赏曲之作'如8鹧鸪天9(为朱氏小妓绣帘赋三首)'其一云.

半臂京绡稳称身*玉为颜面水为神*一痕头道分云绾'两点眉山入翠颦*丹杏小'碧桃

新*雏莺恰啭上林春*平生惯是听歌耳'除却莲儿只一人*

(

朱氏小秀帘'无疑有比拟朱帘秀之意*歌者看来确实特别优秀'张翥很动情地欣赏'从形貌,神态,歌唱,

演奏'都让词人叹赏不已*张翥赠妓词会调动多种手段来凸显歌唱或演奏的效果'从四面八方创设美的

意境*如8水龙吟9(听房氏自然歌求诗为赋).!春风琼树香中'数声恰似流莺啭*歌尘飞下'落花起舞'

骊珠脱串*"歌者求诗'词人也因歌者完美的艺术表现而倾倒'!不辞墨醉'为题纨扇"

)

'优美的歌唱催生

了优美的词作*不是赏音的人'写不出如此美的赏曲词*张翥赠妓词还有不少'如8鹧鸪天9(赠泉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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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洪德.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妓)等多首*张翥的赠妓词基本上是赏曲'寄寓人生感慨的不多*

在这里必须郑重说明的是'元代文人赏曲'绝不是沉湎声色'也不是逃避和自我麻醉*姚燧,王恽,

胡祗?等等'他们确实追求文人的雅趣生活'但同时在政治上都多有建树'受到当时和后人的称赏*

四,元代文人与歌妓关系再认识.因品格才艺而结缘

以往的研究认为'元代文人与歌妓的关系'不外两种.身兼官僚的上层文人'他们与歌妓的关系'是

玩弄与被玩弄-下层文人与歌妓的关系'则因社会地位接近#所谓!八娼九儒十丐"$而同病相怜*这些认

识'缺乏文献的支撑*曲家王恽'在朝官翰林待制'出任外官'为提刑按察使'无疑属上层文人*他为乐

籍曹氏写的诗序'可以推翻上述观点.

乐籍曹锦秀'缓度清歌*一日来为予寿*因询之曰.!汝以故家人物'才色靓丽'风韵闲雅'

知名京华'为豪贵招致'逞妙艺而佐清欢'日弗暇及'不知何取于予而得此哉+"

"

这位名隶乐籍的曹氏'究竟什么出身'不好臆断'但即称其为!故家人物"'应该有我们不知道的背景*在

宋金,宋元天翻地覆的大变动中'有些身隶乐籍,流落为妓的'可能原本有显赫的家世*或因国之覆亡'

或因家之败落而沦为歌妓*这样的人'时见于文献记载*王恽文章中对曹锦绣说话的口气'绝不像一个

身居高位者对下贱艺人的说话*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歌妓也有地位高下之别*像曹锦秀以及今人

熟知其名的朱帘秀,顺时秀'无疑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优秀艺人与优秀文人之间的关系*那些缺乏艺术与人品修养'以卖笑为生,只是

出卖肉体的娼妇'在任何时代都不值得称道'当然也不应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优秀文人与优秀歌妓

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相互欣赏*我们看文人元#亢$文苑赠艺妓玉叶儿8南吕0一枝花9(为玉叶儿作)曲.

名高唐国盘'色压陈亭榭*霞光侵赵璧'瑞霭赛隋珠*无半点儿尘俗'不比寻常物'世间总

不如*莫夸谈天上飞琼'休卖弄人间美玉*

8梁州9##忒玲珑性格儿通今古*论清洁是有'瑕疵全无##堪人'爱护*那些儿断尽人

肠处'更那堪吴香馥*只恐旁人认做?
)

'索别辨个虚实*

#

作品以!玉叶儿"的特性比拟歌妓玉叶儿品行'他倾慕玉叶儿'是因为她有玉的品质.!无半点儿尘俗"'清

洁得没有瑕疵'并且!忒玲珑性格儿通今古"*所重的不在色与艺'而是高雅,纯洁与学识*(青楼集0天

然秀)说歌妓天然秀!44丰神靓雅'殊有林下风致'才艺尤度越流辈44然尚高洁凝重'尤为白仁甫,李

溉之所爱赏云*"

$著名词曲家白朴#仁甫$和著名诗人李竳#溉之$对她都是!爱赏"而不是狎昵*

在中国古代'女子有文化修养的毕竟是少数*歌妓则是这少数中既有文化艺术修养又较为自由的

一群*如果一个文人'他的配偶愚昧蠢俗'那是他一生的痛苦*在与歌妓的交往中'他们感到了精神的

愉悦和心灵的契合*逢场作戏的文人有'但也有很多文人珍惜这份感情'王元鼎对顺时秀的钟情,贾固

对金莺儿的感情'都成为美谈*

顺时秀是元文宗时期最著名的歌妓'其地位之高'可以想见*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时期最具代表

性的歌唱家*对王元鼎'我们反倒了解得不多'据(南村辍耕录)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翰林学士*(太和

正音谱)列其名于词林英杰之中'他确实是一位才子'(全元散曲)录其8正宫0醉太平9(寒食)写得很

美%

*他与顺时秀的事'(青楼集)(南村辍耕录)都有记载*(南村辍耕录)卷十九(妓聪敏)条载.

歌妓顺时秀'姓郭氏*性资聪敏'色艺超绝'教坊之白眉也*翰林学士王公元鼎甚眷之'偶

有疾'思得马版肠充馔'公杀所骑千金五花马'取肠以供'至今都下传为佳话*时中书参政阿鲁

温尤属意焉'因戏谓曰.!我比元鼎如何+"对曰.!参政'宰相也-学士'才人也*燮理阴阳'致君

泽民'则学士不及参政-嘲风咏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如学士*"参政付之一笑而罢*郭氏亦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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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应对者矣*

"

(青楼集)的记载与此大体相同*王元鼎与顺时秀之间两心相契'是值得赞赏的*贾固对金莺儿也是一

片真情*贾固'字伯坚'历任山东佥宪,西台御史,扬州路总管,左司郎中,中书省左参政事*在元代属于

高官*他任山东佥宪时与金莺儿相识'(青楼集)载.

金莺儿'山东名姝也'美姿色'善谈笑'?筝合唱'鲜有其比*贾伯坚任山东佥宪'一见属意

焉'与之甚昵*后除西台御史'不能忘情'作8醉高歌98红绣鞋9曲以寄之'曰.!##黄河水流不

尽心事'中条山隔不断相思*##来时节三两句话'去时节一篇诗'记在人心窝儿里直到死*"

由是台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东以为美谈*

#

贾固在当时'文章政事'都受称赏*(录鬼簿续编)说!其文章政绩'载诸列传可考"

$

*这样一位文人官

员'为了与歌妓的感情而不怕丢官'也是很让人感动的*

文人与著名歌妓的感情'大多并不是男女情爱*他们相处和谐'有时霍略礼法'无间尊卑'关系融洽*

(青楼集)和杨蠫(山居新语)都记载鲜于枢#伯机$与歌妓曹娥秀的故事'所记大致相同'(山居新语)载.

鲜于伯机枢'一日宴客'呼名妓曹娥秀侑尊*伯机因入内典馔未出'适娥秀行酒'酒毕'伯

机乃出*客曰.!伯机未饮酒*"娥秀亦应声曰.!伯机未饮*"座客从而和之曰.!汝何故亦以伯机

见称+ 可见亲爱如是*"遂佯怒曰.!小鬼头'焉敢如此无礼+"娥秀答之曰.!我称伯机固不可'只

许你叫王羲之乎+"一座为之称赏*

%

鲜于枢是著名书法家'诗人'也是曲家'其豪侠而富文人气质'在元代也是突出的*那个时期一流的文人

和一流的歌妓'在艺术中找到了心灵的契合处'身份的差异被淡化了*

一些著名文人表现了对优秀歌妓的向慕*这种向慕'是对艺术,对美的向慕*翰林学士卢挚#疏斋$

在元代名气很大'诗与刘因齐名'文与姚燧并称'又是著名的散曲家*他写给著名艺妓朱帘秀的8双调0

蟾宫曲9(醉赠乐府珠帘秀)'充分表现了他对艺术与美的欣赏和追求.!系行舟谁遣卿卿*爱林下风姿*

云外歌声*宝髻堆云*冰弦散雨*总是才情*"

'倾慕的是!林下风姿"'爱赏的是!云外歌声"'折服他的

!总是才情"*(青楼集)记载了他访金陵歌妓杜妙隆而不果的佳话.

杜妙隆'金陵佳丽人也*卢疏斋欲见之'行李匆匆'不果所愿'因题8踏沙行9于壁云.!雪暗

山明'溪深花早'行人马上诗成了*归来闻说妙隆歌'金陵郄比蓬莱渺*宝镜慵窥'玉容空好'

梁尘不动歌声悄*无人知我此时情'春风一枕松窗晓*"

(

他把这次访人不遇当做深深的遗憾*为什么+ 他要见杜妙隆'不是要寻找一位歌妓'而是去寻找一种

美*妙隆歌'无疑代表了不同于顺时秀,梁园秀等等歌的一种独特的风格'他要欣赏,感受这独特的美的

歌唱*如元人所言.!凡人声音不等'各有所长*有川嗓'有堂声'皆合破箫管*"

)不同风格'各有所长'

各极其美*卢挚寻访杜妙隆的意义在此'访而不果的遗憾也在此*文人的这种遗憾是常有的'有些是永

久*(青楼集)所载樊香歌事'也让我们充分认识这一点.

樊香歌'金陵名姝也'妙歌舞'善谈谑'亦颇涉猎书史*台端虽蝄角峨峨'悉皆爱赏*士夫

造其庐'尽日笑谈*惜寿不永'二十三岁而卒*葬南关外*好事者春游'必携酒奠其墓'至今率

以为常*

*

这位也是金陵名妓*樊香歌生前'士夫们不避风宪官的纠察弹劾'冒受处罚之险也要去欣赏她的歌舞与

言谈*她死后'一种艺术和美消失了'文人们怀念她所创作的艺术与美'长久地纪念她*后人绝不能把

文人们这种高雅的对艺术美的爱赏作庸俗的猜想*著名诗人杨载有悼念妓女的诗'让我们去除对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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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洪德.元代文人的赏曲之风

感情的庸俗理解.!金沙滩上观音面'劫火光中幻化身*抱取摩尼却归去'天衣元不污风尘*"

"

优秀的歌妓也非常看重与文人的交往与情谊*(青楼集)与(尧山堂外记)都有关于歌妓张玉莲的记

载'(青楼集)载.

张玉莲'人多呼为张四妈'旧曲其音不传者'皆能寻腔依词唱之*丝竹咸精'?博尽解'笑

谈??'文雅彬彬'南北今词'即席成赋*审音知律'时无比焉*往来其门'率富贵公子*积家

丰厚*喜延款士夫'复挥金如土'无少靳惜*

#

其才艺如此'其豪侠又如此'其敬重士大夫又如此'当然会赢得文人们的敬重*她之结交士大夫'绝不是

为了钱财'反倒乐意为这些文人雅士耗尽钱财*

元代文人也有对妓女嘲讽甚至辱骂的'比如京师角妓连枝秀'就曾受到陆居仁#宅之$的嘲弄戏辱*

(青楼集)记载说.!连枝秀'姓孙氏'京师角妓也*逸人风高老点化之'遂为女道士'浪游湖海间*尝至松

江'引一鎝髻'曰闽童'亦能歌舞*有招饮者'酒酣'则自起舞唱8青天歌9'女童亦舞而和之'真仙音也*

欲于东门外化缘造庵'陆宅之为造疏'语多寓讥谑'其中有6不比寻常钩子'曾经老大钳槌*百炼不回'万

夫难敌7之句'孙于是飘然入吴44后不知所终*"

$仅看这段文字'我们会认为连枝秀清雅出尘'谋生不

易'不能原谅陆居仁*但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的记载'一语道破了其中关键'其卷十二(连枝秀)载.

京师教坊官妓连枝秀'姓孙氏'盖以色事人者*年四十余'因投礼逸士风高老为师'而主教

者褒以空湛静慧散人之号'挟二女童'放浪江海间##

%

原来她是以色事人者'即出卖色相与肉体'四十多岁'色无可售'变身为女道士*为妓为道'都是谋生之

道'求文人造疏募缘'同是敛财之道*这样看来'!不必寻常钩子"等语'不是对她的侮辱'而是无情揭穿*

总之'元代著名文人与优秀歌妓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对艺术与美的共同爱好与追求基础之上的心

灵契合*那些低俗的,出卖肉体的,灵魂扭曲了的妓女'不会赢得文人们的敬重与赏爱'她们对于艺术没

有贡献*以往研究中说那些人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未见得是为善良的弱者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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