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园词评外封.indd   1 14-10-5   下午7: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园词评论 / 王兆鹏主编；中国词学研究会 . 

-- 北京 : 中国青年出版社 , 2014.9

ISBN 978-7-5153-2832-4

Ⅰ . ①南… Ⅱ . ①王… ②中…

Ⅲ . ①词（文学）－诗歌评论—中国—当代—文集

Ⅳ . ① I207.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0363 号

责任编辑：彭明榜

书名题字：刘征 

书籍设计：孙初＋林业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6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mm×1092mm  1 ∕ 16  22.75 印张  282 千字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77



1

弁  言

王兆鹏

历来的词学研究，大多是关注古代的词人词作，很少注意当

代的词人词作；大多是以“文学史”的眼光审视过去时态的词体

文学，很少以“批评学”的眼光来评判现在进行时态的词坛现状。

词学研究者和词体创作者仿佛是“君居南海我北海”，彼此隔膜，

互不往来。新世纪以来，词体创作日益受到关注，已成为当代文

坛不可忽视的一道靓丽风景，而蔡世平及其《南园词》，无疑是

这道风景线上非常耀眼的一大亮点。他的闪亮登场，既让人惊叹，

也让人质疑。一种新风格的出现，必然会有不同的反响。北宋词

坛巨星苏轼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登上词坛时，连他的门生陈师道都

批评其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也指斥东坡词是“句

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蔡世平的词，受到质疑甚至

酷评，正表明其词的独特性已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中国词学研究会近年来已开始转向，留意当下词坛的创作生

态，跟踪当下的新人新作。编辑这本评论集，正是这种转向的具

体实践。我们希望通过这本评论集来推动过去一味埋首故纸的词

学研究更多地面向鲜活的当下词坛生态，促进词学批评与词体批

评的互动，增进词学研究者、词体创作者和词学爱好者的相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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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与交流。这本评论集的作者，身份不一，有作家，有评论家，

有词人，也有诗人，有学院派的词学家，也有社会名流和普通读

者。评论的意见也各执一辞，有褒扬，有贬抑，有认同，有否

定。多年来，似乎没有哪一本诗词评论集的作者身份像本书这样

多元，也没见有哪一本诗词评论集包容着如此对立不同的意见。

这不是一部统一指挥的协奏曲，而是各自即兴而歌的大联唱。她

唱响的将是词体创作和词学批评的携手共进、互联共荣。

（作者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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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着的词艺地平线
——《蔡世平词选》读后

周笃文

一切文艺的生命，在于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再好、再完美的

文艺及其程式，倘跳不出模仿与克隆的圈子，是难以吸引与打动读

者的。作为文学创作的通律，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刘勰就提出了“时

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心雕龙·时序》）的观念。稍后的萧子

显在《南齐书·文学传》中更说：“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

变，不能代雄。”可谓至理名言，确凿不移。词至宋代似乎尽态极

妍，难以超越了。然而谁能抹煞元好问、萨都刺、屈大均、王夫之、

陈维崧、纳兰性德、张惠言、龚自珍以及晚清三大家等的杰出成就。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诗词复兴运动，从它那多如繁星的作

品来看，我以为新近出版的《蔡世平词选》, 不失为特别鲜活和起

眼的一颗亮星。蔡世平的词写得如此生活化、心灵化和自然天成。

我似乎觉得词的地平线在他的笔下延伸着、扩展着。

蔡词之新，首在情境。他的作品，既不囿于传统文人的“儒雅”，

更无一点口号式的套话。而是直抒胸臆，自成胜境。如《贺新郎·说

剑》：“闲睡黄泥地。两千年，埋名荒草，又逢知己。细数铜斑斑

几点，应是美人红泪……石光铁火铜风起，便造了、河山筋骨，男

儿血气……不向愁肠吟病句，铸新篇，还得青铜味。拈剑影、词心里。”

摩挲斑斑锈蚀的古剑，词人想起了吴宫美人的红泪与腥风血雨的英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评 论  

003

雄搏杀。穿透两千年的历史时空，将剑气柔肠巧妙地融摄于词中。

请问：谁不为之戚然心动？再如《浣溪沙·初见》：

对镜几回弄晓妆。青蛾淡淡舔晴光。熊头狐尾暗收藏。  

叫句老师唇没动，改呼宝贝口难张。慌忙粉面映羞郎。

题下小注云：“弄妆者以熊、狐自喻。”看来这是写赠给欲尝

禁果的纯真而风情之少女的。上片三句境极恢诡；下片欲说还羞，

把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描写得如此生动，堪称情词中未有之境。其

《汉宫春·南园》云：

搭个山棚，引顽藤束束，跃跃攀爬。移栽野果，而今又蹿新芽。

锄它几遍，就知道、地结金瓜。乡里汉，城中久住，亲昵还是

泥巴。     

难得南园泥土，静喧嚣日月，日月生花。花花草草，枝枝

叶叶婀娜，还将好景，画图新，又饰窗纱。犹听得、风生水上，

争春要数虫蛙。

平常小景，信笔写来，竟是这样情致宛然，才人伎俩，真不可

限量。“搭个山棚”“又蹿新芽”，是如此生活化、口语化，一经

与“亲昵还是泥巴”搭配，便有奇趣深情。而“顽藤”“跃跃”诸语，

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词写心中触动、刹那间印象，然不必字字诉诸

理性。这就是作者苦心寻找的通向精神家园的梦中之路的脚印罢。

语言颖妙，是蔡词另一重要特色。词起于民间，与市民的休闲

需要密切相关。语言本色而鲜活，便成了它天然的胎记。后来词益

雅化，与民众渐趋疏离。蔡世平的词风正是体现着向这一传统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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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拓展的潮流。如其《燕归梁·乡思》：

昨夜蛙声染草塘。月影又敲窗。总将心事赋闲章。短句子，

两三行。  

不知梦里，何时醉倒，横卧柳荫旁。乡音淡淡菜根香。看

小妹，采青忙。

纯乎口语，一经妙手点化（如“染”字、“敲”字的活用）就

那样诗意盎然，音节浏亮。另如《行香子·春寒》：

风也吹来。雨也飘来。更寒流，阵阵西来。叹春华词笔，

冷落清斋。伴南园松，松间竹 ,竹旁槐。  

山也可裁。水也可裁。最心伤，两两情裁。绕离魂一缕，

地角天台。是梦中人，月中桂，镜中苔。

此章工于俳体。上片起三句用“来”字煞尾，凸现风、雨、寒

流的恼人天气。下片起三句用“裁”（减损之意）字，刻画离愁的

僝僽无奈。两片后三句以“南园松，松间竹，竹旁槐”与“梦中人，

月中桂，镜中苔”作对，烘托出一派凄清孤独的心境。语言精警清丽，

节短而韵长。再如《江城子·兰苑纪事》：

竹阴浓了竹枝蝉。犬声单。鸟声弯。笑说乡婆，山色拌湖鲜。

先煮村烟三二缕，来宴我，客饥餐。  

种红栽绿自悠然。也身蛮。也心顽。逮个童真，依样做姑仙。

还与闲云嬉戏那，鱼背上，雀毛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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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幅湖乡行乐图。词中塑造出一个活泼、风趣的乡婆（姑仙），

其实乃是词人心境的自我写照与投射出的影像。用“弯”形容“鸟

声”，用“煮”来计算烟缕；让“闲云”与“鱼背”“雀毛”相戏。

这分明是游戏人天的高士境界。逸志高情，跃然纸上。

蔡词的另一显著特点，我以为是现代意识的表现手法。在前面

词作中，已有涉及。这里再举数例。如《蝶恋花·情赌》：“删去

相思才一句。湘水东头，便觉呜咽语……应有天心连地腑，河山隔

断鱼莺哭。”（题下小注云：“人与己设情赌：‘忘’他一日，验

情之深浅。皆闻‘忘’落泪，毛发俱寒，不知心归何处。”）这种

测试爱情的念头，是如此新鲜，而这对“傻瓜”竟闻言落泪。从头

到尾都是超现代的“非非”异想。“天心”“地腑”怎么连，“鱼莺”

会哭吗？俨然是庞德的“意象迭加”与“错乱语法”的匠心移置。

另如《临江仙·听色观音》云：“便到梦边听色，又于酒后观音。

也曾湖上剪流云。裁红时女服，妆绿一天春。”“色”如何“听”，

“音”又怎么能“观”？“裁红”女服，又怎能“妆绿”春色？作

者是用“通感”的表现手法，在读者心中唤起“陌生”与“新异”

的审美体验，以加强冲击的力度。其《贺新郎·题樊哲礼百虎图卷》

上阕云：“梦入松林里，劈空来，雷轰电闪，群峰伏地。捏断猎天

钢样树，棒指那厮喉鼻。光影动，一团红黑。力尽翻江腾海劲，息

丝丝，崩塌悬崖毙。跪拜了，山君子。”写英雄与猛虎搏杀过程。“劈

空”三句写虎之威猛。“捏断”以下写猛士伏虎。“一团红黑”四

字为词人匠心所在。“红”，指喷出的虎血。“黑”，淤血与死亡

的象征。红黑相衬，大大强化了精神层面上的张力与对视觉的冲击

性，增加了恐怖感。这正像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代表作《呐喊》。

他用夕阳西沉的血红天色与黝黑海峡里翻动的波涛来显示血与火的

光舌，以表现和渲泄其恐惧与不安。蔡世平用“一团红黑”表现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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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的惨烈、严酷，既恢诡又奇谲，颇有表现主义的色彩，能给读者

以心灵的震撼。

总之，蔡世平词，新意迭出，新情灼人，真如万斛清风，读之

有神观飞越之快。临了，谨引俞汝本寄郑珍诗为赠：

           当代只数子，百年谁是才。

          黄花未消歇，期尔素心陪。

载《中华诗词》二零零七年第四期

（作者为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中国韵文学会、中华诗词学

会、中国词赋学会创始人，中华诗词编辑中心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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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性思维的奇葩异卉
——论蔡世平的词

李元洛

一

似水流年。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蔡世平曾经是我在中学任教

时的学生，不意当时的小小少年，今日已成为名声赫赫的词家了。

犹记十年前我初读世平的词，即有耳目一新的惊艳之喜。曾作《君

在江南挥彩笔》一文，其中写下了我的总体印象：“蔡世平的词是

词这种兴于唐盛于宋而元明清余韵不绝的诗体在今天的新发展，为

词这一古老的词体提供了新的生机，为同时代的旧体诗词作者出具

了有价值的参照系，也向以新文学顾盼自雄的主流文坛展示了旧体

诗词并未衰竭的生命力。”

十年过去了，我仍然坚持当年的如上论定，不但无悔，而且欣

慰。虽然曾有人或出于头脑冬烘，或出于眼光短浅，或出于胸怀偏

狭，或出于传统的文人相轻的心理，对蔡世平的词予以尖酸的讥嘲

甚至恶意的攻讦，但是，他的词毕竟得到越来越多的各个方面各种

层次的读者之喜爱，证明声名并非浪得，也证明宝玉虽然不免睱

疵，但它毕竟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而是一方难得的宝玉。

当今的包括新诗与旧体诗词在内的诗歌创作，尤其是新诗，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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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之一就是缺乏公认之审美规范与审美标准的无序化。虽然时代不

同，潮流有别，诗作互异，爱好各殊，但正像世间万物都有它的各

自之质的规定性与辨识标准一样，诗之所以为诗，在千变万化与时

俱进之中，总有它不变的质的规定性，否则就不成其为诗。好诗之

所以为好诗，也总有它的基本的鉴定标准，如果出于种种诗外的原

因而各是其是，甚至信口雌黄，珍珠就可能不幸会贬成鱼目，鱼目

就可能有幸会捧成珍珠。甚至是黄钟毁弃而瓦釜雷鸣，我个人心目

中的诗乃至好诗，无论古今中外，至少应该符合如下的基本条件：

一是应有基于真善美的普世准则的对人生（生命、自然、社会、历

史、宇宙）之新的感悟与新的发现；二是应有合乎诗的基本美学规

范（鲜活的意象、巧妙的构思、完美的结构、精妙的语言、和谐的

韵律）的新的艺术表现；三是应有激发读者主动积极参与作品的艺

术再创造的新鲜感与刺激性(作家完成作品是初创造或一度创造，

读者的非功利的主动欣赏是再创造或二度创造，任何真正的佳篇杰

构，都是作者与读者乃至时间与历史共同创造的结晶)。

从上述我私拟的自以为是的标准衡量，我以为蔡世平的词绝大

部分是“诗”，相当一部分是“好诗”，少量的是“绝妙好诗”。

假若我言不虚，放眼今日之诗坛，这已经颇为难能可贵的了。旧体

诗词与新诗的日产量或年产量尚无统计数字，但大约可以用“堆山

积海”一语来形容，然而其中究竟有多少是诗？“诗”尚且不多，

遑论“好诗”？遑论广被传诵甚至有可能传世的“绝妙好诗”？前

人曾批评徒有数量而无质量的作者“富于万篇而贫于一字”，今人

也曾实话实说，说某些以诗人自居的创作丰富自娱自乐的作者“没

有一句是诗”，这是作者的不幸，也是诗坛的悲哀。

写出真正的好诗，对作为创作主体的诗人而言，当然应该具备

诸多必要的条件。例如高尚的思想感情，丰富的生活积累，相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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