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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苏轼的词学观

杜 宏 记
( 河南大学 成人教育学院

.

河南 开封 4 7 50 01 )

摘 要 : 苏轼的词学观可分为前后两 个时期
,

并且有所 变化
。

前期
,

即通判杭 州以前
,

他认为诗词

有别
,

由于积极的参政意识
,

他把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 了诗文创作上 ; 后期
,

即通判杭州以后
,

他开

始接触词体
,

并大量创作词作
,

在实践的过程 中
,

提出了对词体的看法
,

认 为诗词一体
,

开创豪放词风
,

提

倡清丽稚致之词
,

形成 了 自己独具个性的词学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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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诗文理论与创作实践协调一致
,

理论深

厚丰富
,

具有独创性
,

作品不拘一格
,

多姿多彩
。

而

其词的创作
,

就文学史而言
,

和其诗文创作一样
,

取

得了卓越的成就
,

开一派之风
,

新天下耳 目
,

但关于

词的创作理论
,

苏轼却言之甚少
,

并且不成体系
。

不

过
,

从不成体系的片断论述 以及其流传下来的三百

余首词作中
,

我们还是能看出苏轼的词学观点
。

在苏轼之前
,

词坛
_

卜存在着两种看法
:
一是对词

的地位的认识 词本起源于歌舞筵席
,

多抒发男女

相思离别之情
。

北宋初期
,

文人士子多看不起词
,

把

它看做是佐欢之艳科小技
,

被后 人称为
“

北宋倚声

家初祖
”

的晏殊称填词为
` ·

呈艺
” 乞’ ) `哪 ’ ,

一代文坛盟

主欧阳修称填词为
“

敢陈薄技
,

聊佐清欢
” } “ 了̀ ’翻 ’ 。

二是对词之雅俗的争论
。

围绕词之雅俗的争论
,

虽

然在当时没有形成对峙的局面
,

但雅俗的观念
,

在人

们心中是存在的
,

比晏殊稍后的张舜民的 《画漫录》

中就有这样的记载
: “

柳 三变既以词许神庙
,

吏部不

放改官
。

三变不能堪
,

诣政府
。

晏公 日
: `

闲俊作曲

子么?
’

三变 f刁 : `

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 ’

公 日
: `

殊虽

作曲 子
,

不 曾道
“

彩 线 墉 拈 拌 伊 坐
” 。 ’

柳 遂

退
。 ” ” ` ’ , ’

晏殊以 自己不曾作俗词而非难柳永
,

因

为他讨厌柳词的浅俗艳冶
,

而喜欢委婉雅致之作
。

苏轼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 词坛并取得伟大成就

的
。

据邹同庆
、

王宗堂两位先生考证
,

苏轼大量与词

是在通判杭州 以后
。

苏轼是熙宁四年 ( 10 7 1) 任杭

州通判的
,

也就是说
,

苏轼在其 36 岁 以后才开始大

量写词
,

在此之前
,

他仅存词 2 首
七4几`玛

一 8 ’ ,

而在此时

苏轼的诗文创作已经达到了圆熟的程度
。

苏轼的

诗
、

文
、

词不均衡的创作实践使笔者质疑
:
苏轼为什

么到通判杭州 以后才开始大量写词 ? 研究表明
,

这

正是苏轼早期 同学观的体现
。

苏轼在《与族兄子明书》中说 : “

记得应举时
,

见

兄能讴 歌
,

甚 妙
。

弟虽 不 会
,

然 常令 人唱
,

为作

词
。

川
’

」

` ’ ” `32 ’
苏轼是嘉佑二年 ( 10 57 )进京应举的

,

时

年他 2 1 岁
,

这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已经 注意歌词了
、

那时候非常流行的应当是柳永的词
,

这也是苏轼后

来 一直不能忘记柳词
,

总把 自己的 同同柳词作比较

的原因
,

因为柳永的词在当时给他留下 了非常深刻

的印象
。

但是在 以后 的很长 一段时 间里 ( 10 57 一
10 71 )

,

苏轼儿乎没有写词
,

笔者认 为有以下儿个方

面的原因
:
其 一

,

积极的参政意识
。

苏轼少时已立宏

大抱负
,

苏辙 《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云 : “

太夫人尝

读《东汉史》
,

至《范涝传》慨然太息 公侍侧曰
: `

轼

若为谤
,

夫人亦许之否乎 ?
’

太夫 人曰
: `

汝能为济
,

吾顾不能为谤母 耶 ?
’

公亦奋厉有当世志 川
“ 飞̀ p , 4

川

时苏轼十岁
,

已有以东汉直臣范谤自许之意
。

1057

年苏轼的应试成功极 大地激发了他的从政热情
,

在

他看来
, “

致君尧舜
,

此事何难
” 7 )` ’” 9 8 ’ ,

于是在嘉佑

五年 ( 10 6 0 )
,

苏轼以策论 25 篇献宰相富弼
吕 ` r , ’ 7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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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

此后苏轼积极参政的心态进

一步发展
,

并且勇猛执着
,

他曾在 《上神宗皇帝书》

中言
: “

惟当披露腹心
,

捐弃肝脑
,

尽力所至
,

不知其

它
。 ”

川 ` 72P 9) 并 在 其 文 中 日 : “

常 欲 挺 身 而 许

国
。 ” 〔’ “ 〕( P ,’ 25) 从中我们可知

,

苏轼在从政之初有 赴

汤蹈火
、

以身许国的强烈愿望
,

所以此时他所关心的

是治国安邦的大计
,

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

了儒家用世的理想中去 了
,

并且用诗文的形式表达

自己的这种理想
。

其二
,

词体观念的影响
。

由上面

的论述可知
,

苏轼是在词体不尊的情况下登上词坛

的
,

其时
,

词体被认为是歌舞筵席佐欢的工具
,

是对

男欢女爱
、

相思离别感情之抒发
,

正像陈世修所言
:

“

朋僚亲旧
,

或当燕集
,

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
,

稗歌

者倚丝竹而歌之
,

所以娱宾而遣兴也
。 ” 「川 `阴 ’

所谓

诗言志
、

词言情
,

诗词有别
,

而苏轼此时满脑子都是

报国之志
,

从苏轼从政之初的创作实践可知
,

他选择

了庄重的诗文作为言明志 向
、

提 出治国之策的最理

想的工具
。

显然
,

这一时期他几乎没有写词是受当

时词体观念的影响
。

因此
,

我们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
:
苏轼通判杭州以前

,

认为词和诗是不同的
。

这是

苏轼早期的词学观
。

熙宁变法
,

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 同
,

他 自请外

任
,

通判杭州
,

后又转徙于密州
、

徐州
、

湖州等地方任

上
。

政治上的挫折使苏轼开始接触词这一 文学形

式
,

并且在杭州通判任上开始大量写词
,

其词的创作

高峰是在被贬黄州时期
。

在词的创作实践过程中
,

苏轼发表了对词体的看法
,

这些看法虽不是专门系

统的沦著
,

但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后期的词学观点
,

笔

者认为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
其一

,

以诗的标准评价

词
,

认为诗词一体
。

他在《答陈季常书》 中评价陈季

常所赠之词时说
: “

又惠新词
,

句句警拔
,

诗人之雄
,

非小词也
” 工” 〕“ 汉

一 ’ 7 ’
在《与蔡景繁书》中又说 : “

颁

示新词
,

此 占人 长短句也
,

得之惊喜
。 ” 〔̀ 2〕“ 叹

一
” ’
从

苏轼评价陈
、

蔡之词中我们可知
,

他认为二人之词不

同于一般之词作
,

可以和古人长短句之诗相匹敌
,

得

之惊喜
〕

他对张先的词也进行 了评价说
: “

子野诗

笔老健
,

歌词乃其余波耳
。 ” {’ “ 〕̀ ’以

一
” )
在 《祭张子野

文》中提及张先一生 的文学成就时写道 : “

清诗绝

俗
,

甚典而丽
,

搜研物情
,

刮发幽黯
,

微词宛转
,

盖诗

之裔
。

,,[ ” 〕“ ’ ` 9 4, ’
他认为词体是诗体的一次新变

,

张

先的词作是与传统的诗相连的
。

苏轼虽多次批评柳

永的词 (见下文 )
,

但像柳永 《八声甘州 》词
,

他却评

价很高
,

说
“ `

霜风凄紧
,

关河冷落
,

残照当楼
’ ,

此语

于诗句
,

不减唐人高处
” ,
仁’ 4 〕̀ ’ ” s , ’也是以唐诗的标准

去评价柳词的
。

在以诗的标准评价他人之作的同

时
,

他 自己也有意识地以诗为词
,

并且希望别人这样

评价他
。

《王直方诗话》载 : “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

无咎
、

文潜
,

曰 : `

何如少游 ?
’

二人皆对曰
: `

少游诗

似小词
,

先生小词似诗
。
”

, 「” 〕̀ 期 ’
正 因为苏轼以诗

的标准去评价词
,

并且自觉地以诗为词
,

才使其在词

的内容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

其二
,

有意识地开

创豪放词风
。

我们知道苏轼之前的词坛仍以婉约为

主流
,

到
一

了苏轼同风才有大的改观
,

这是苏轼有意识

提倡的结果
。

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 : “

近却

颇作小词
,

虽无柳七郎风味
,

亦自是一家
。

呵呵 ! 数

日前
,

猎于郊外
,

所获颇多
,

作得一 闽
。

令东州壮士

抵掌 顿 足 而 歌 之
,

吹 笛 击 鼓 以 为 节
,

颇 壮 观

也
。 ” 匕’ 2健`四

一 ’ 7 )
此信作于苏轼任密州知州时

,

信中提

及词作即他的第一首豪放词 《密州出猎》
,

从文中内

容可知
,

苏轼创作豪放词是有意为之
,

目的是想改变

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局面
。

南宋俞文豹的 《吹剑录》

也有同样的记载
: “

东坡在玉堂
,

有幕士善讴
。

因

问 : `

我词 比柳词何如 ?
’

对 曰 : `

柳郎中词
,

只好十七

八女孩儿
,

执红牙拍板
,

唱
“

杨柳岸
,

晓风残月
” ,

学

士词
,

须关西大汉
,

执铁板
,

唱
“

大江东去
” 。

公为之

绝倒
。

川
’ “ 」`卿 ’

柳永词 以香艳鄙俗著称
,

在市民中间

影响相当大
, “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 ,

善讴幕士

的回答指 出了苏同与柳词完全不同的风格
,

结果苏

轼
“

为之绝倒
” ,

这是因为此 回答正合苏轼之意
,

即

柳永词是纤弱的
,

俗艳的
,

他有意识创作的词作慷慨

激昂
,

充满力量
,

并且这种区别得到 了幕士的承认
。

正由于苏轼有意识地创作与当时词坛不同风格的词

作
,

才使北宋词风在他手中为之一 变
,

从此词坛上婉

约
、

豪放两种词风并行
,

词风向多元化格局迈进
。

其

三
,

提倡清丽雅致
。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 以看出
,

苏

轼在有意识地创作与柳词不同风格作品的同时
,

其

实也在批评柳永的俗艳
,

他在创作中对婉约词的雅

正也说明 了这一点
。

苏轼婉约词的代表作品如《洞

仙歌
·

冰肌玉骨 》
、

《定风波
·

常羡人间琢玉郎》
、

《碟恋花
·

花退残红青杏小》
、

《贺新郎
·

乳燕飞华

屋》等与柳 永同类题材 的作品相 比不
一

可同 日而语
。

南宋初曾糙 《高斋诗话》 中记载 : “

少游 自会稽入都

见东坡
。

东坡 曰
: `

不意别后 公却学柳七作词
。 ’

少

游 日
: `

某虽无学
,

亦不如是
。 ’

东坡 曰 : `

销魂当此

际
,

非柳七语乎 ? ”
’

在此
,

苏轼明确提出
,

反对柳词

语言鄙俗的观点
,

从中亦可以看出秦观也在使词更

加雅致
,

可以说对词 的进 一步雅化是苏轼及其弟 子

共同的追求
。

苏轼在 《祭张 子野文 》中也 正面提出

4 l



了
“

典而丽
” 、 “

微词宛转
”

这样的观点
,

苏轼正是在

其词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
,

并使其婉约词独具

特色
,

清丽典雅
。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
,

苏轼的词学观可分为前后

两个时期
,

并且前后两个时期有所变化
。

通判杭州

以前他认为诗词有别
,

由于他积极的参政意识
,

他把

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文创作上 ;后期
,

即通

判杭州以后
,

他开始接触词体
,

并大量创作词作
,

在

实践的过程中
,

提出了对词体的看法
,

形成了自己独

具个性的词学观
。

他的词学观点又反过来指导他的

创作实践
,

使其对词体从内容到风格进行了全面的

改革创新
,

成为词坛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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