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词从民间曲子词发展到文人词，是唐代的事。 唐初至晚唐，文人
依声填词或创制新词，是偶尔为之，并无专力于词的作家，更无词的专
集。 然而，由于他们多是当时文坛或政界名人，他们的词作，无疑使人
们对依声填词、创制新词增添了兴趣，使词体更引起人们的注目，在词
的发展史上，功不可没。
到了晚唐五代，作为一代文学的唐诗已渐衰落，而文人词则代之

兴起，出现了一大批专力于词的作家，词的专集也开始出现，使文人词
发展到日渐成熟阶段，给宋代词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 但由于晚唐五
代社会的动乱，词多散佚，许多词集今天在典籍的记载中只能见其目
无法见其集，或只见今人整理辑录的本子，未能见其原貌。 而后蜀赵
崇祚编选的枟花间集枠却历经沧桑留存下来，虽然它收录的只是唐文宗
开成元年（公元 ８３６ 年）到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 ９４０ 年）间 １８ 位作
家的词作，然而它却是词的第一部总集，为我们保留了一大批当时的
文人词作，其功尤著。 枟花间集枠虽然在题材内容、风格技巧诸方面尚
有一些局限，但它毕竟标志着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已走向成熟，为
我们研究认识唐五代词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它也毕竟在创作风格、表
现技巧等方面，为宋词的繁荣提供了诸多借鉴，影响着此后词的发展。
它的确堪称“倚声填词之祖”①，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和作用。

（一）
花间词的作者绝大多数在西蜀为官或为蜀地人。 而在社会动荡、

战乱不已的晚唐五代，西蜀相对比较安定。 在这样一个比较安定的环
境里，统治者沉溺声色，荒淫无度，世风日下。 当时词作迎合了这样的
社会风气，正如欧阳炯在枟花间集· 序枠中所指出的：“绮筵公子、绣幌
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
之辞，用助娇娆之态。 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很明显，这样的



R2　　　　 　槾　花间集全译

背景深刻地影响着枟花间集枠的内容题材。 所以枟花间集枠中描写男女
恋情的作品占了绝大多数。 其中有一见钟情而难分难舍的；也有写相
聚时柔情蜜意，分手时依依离情的；而最多的则是表现主人公别后的
苦苦相思与深深怨情。 在这类题材中，有不少名篇佳作历来为人传
诵，颇为论家称赏。 如温庭筠的枟菩萨蛮枠（其一）、枟梦江南枠（其二），
韦庄的枟思帝乡枠（其二），牛希济的枟生查子枠，孙光宪的枟清平乐枠（其
一），李珣的枟酒泉子枠等等。
在抒写恋情的词作中，给人感受最深的是情真。 主人公的感情无

论是含蓄如涓涓细流，还是直率似飞瀑渲泄，其情感总是那样真切。
如温庭筠的枟菩萨蛮枠（其一）：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 懒起画蛾眉，弄妆
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 新贴绣罗襦，双双
金鹧鸪。

全词写闺中妇女独处的情怀，而作者并不在词中点破，只是通过描写
主人公起床前后的动作情态，揭示她内心的隐秘，末句“双双金鹧鸪”
虽有画龙点睛之妙，却依然不直说，让读者去由此生发联想，从联想中
窥知主人公的情思所在。
再看韦庄的枟思帝乡枠（其二）：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 妾拟将

身嫁与，一生休。 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主人公将她对爱情真挚的誓言，无悔的决心，炽热的感情倾泄无余，其
爽隽颇有北朝民歌风调。 被前人称为“作决绝语而妙者”②。 恋情词
中这种真情的流露，或委婉或直接地表现了人们在情爱生活方面的某
些追求，暗透出人们对于桎梏他们这种感情生活的不满与反抗。 有的
词之所以有生命力，恐与此不无关系。
在这类词中，作者还特别注意女子情态的描写。 如皇甫松在枟采

莲子枠（其二）中，写少女春情初动，隔水抛莲，“遥被人知半日羞”的难
堪；和凝在枟山花子枠（其二）中，写少妇闺房情态，其调笑撒娇之状，生
动传神；孙光宪在枟浣溪沙枠（其九）中，写风月女子见客时娇憨之态，
真是“描写女儿心性，情态无不逼真”③；毛熙震在枟河满子枠（其二）中，
写闺中女子无限怅恨的情态，别有情韵；李珣在枟临江仙枠（其二）中，
写闺妇娇姿慵态，被誉为“工于形容，妙语天下”④，等等。 对女子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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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描写，无疑是枟花间集枠的一大特色。 这里面有作者从爱慕的眼光审
视对方，也有从欣赏的眼光审视对方，其中包含了作者强烈的主观色
彩，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心态与审美情趣。
在这类词中，还应一提的是关于男女欢合情事的描写。 虽然在

枟花间集枠中只不过占百分之四左右，但它毕竟在词中大胆地描写了性
爱生活，这在当时的诗词创作中，应是一种新的现象。 枟花间集枠的作
者在处理这类题材时，有的是比较严肃的。 如孙光宪枟菩萨蛮枠 （其
一）：

月华如水笼香砌，金镮碎撼门初闭。 寒影堕高檐，钩垂
一面帘。 　　碧烟轻袅袅，红颤灯花笑。 即此是高唐，掩屏
秋梦长。

词中只用闭门、垂帘、高唐暗示欢合；用“红颤灯花笑”五字，以物写人，
表现主人公此时心境之喜悦。 词意蕴藉含蓄，毫无俗态。
再看李珣的枟虞美人枠：
金笼鹦报天将曙，惊起分飞处。 夜来潜与玉郎期，多情

不觉酒醒迟，失归期。 　　映花避月遥相送，腻髻偏垂凤。
却回娇步入香闺，倚屏无语撚云篦，翠眉低。

此词写欢合后的离别。 词中只用“多情”二字将欢合情事轻轻一点，具
体细节尽皆略去，只让人们从其别时之依恋想见其情景。
无可讳言，在描写男女情爱时，也有一些格调低下的鄙俗之作。

如毛文锡的枟恋情深枠（其一），欧阳炯的枟浣溪沙枠（其三）等等。
恋情，是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主题。 在传统的道德规范下，诗词

中的恋情描写一般是比较严肃的。 作者选材的角度主要是相恋、相爱
与相思，描写的重点在情爱方面，而性爱、欢合则往往被视为禁区。 尤
其是诗词这种抒情体裁，其内容又往往容易与作者的主观感情联系在
一起，因此，作者为避淫乱鄙俗之嫌，也多不敢在自己的作品中涉及。
而晚唐五代时期，社会风尚“侈于游宴”⑤，“风流恣绮靡”⑥，因而在词
作中，不仅描写情爱，也有性爱的描写，有的作者也不再避淫乱之嫌
了。 这就铸成了枟花间集枠中恋情词呈现艳的特色，也使枟花间集枠中
部分恋情词有格调低下的毛病。

（二）
恋情是枟花间集枠的主要内容，代表了枟花间集枠作者的主要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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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一部枟花间集枠并非只有这种恋情的描
写。 事实上，在枟花间集枠中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其一，有写亡国之痛的，如鹿虔扆的枟临江仙枠其一：
金锁重门荒苑静，绮窗愁对秋空。 翠华一去寂无踪。 玉

楼歌吹，声断已随风。 　　烟月不知人事改，夜阑还照深宫。
藕花相向野塘中，暗伤亡国，清露泣香红。

词中或今昔对比，或寄情于物，将后蜀亡后作者伤痛悲婉至极的感慨
写了出来，深情苦调，颇有黍离之悲。 “其全词布置之密，感喟之深，实
出后主‘晚凉天净’一词之上”⑦，深受历代论者称赏。 像这类悼亡之
音，在韦庄、毛熙震的作品中也时有流露。
其二，还有相当数量的咏史词。 所涉及的题材有春秋时的吴王与

后来的齐帝、陈后主、隋炀帝等君主荒淫误国事，也有咏写六朝旧都金
陵、唐玄宗行宫、楚王梦神女的巫峡，以及为纪念湘君湘夫人而建立的
黄陵庙等等。 由于作者身居乱世，亲历朝代更迭，对时事感慨颇深，所
以，他们往往吊古伤今，借古讽今：或发泄对腐败政治的不满，表现企
望统一、安定的政治理想；或抒发盛衰之叹，反映他们对时局无可如何
的忧伤心情。 有的作品在揭示主题方面也还有一定的深度。 如韦庄
的枟河传枠（其一）：

何处，烟雨，隋堤春暮。 柳色葱茏，画挠金缕，翠旗高飐
香风，水光融。 　　青娥殿脚春妆媚，轻云里，绰约司花妓。
江都宫阙，清淮月映迷楼，古今愁。

词中极力渲染隋炀帝盛时情景，以盛映衰，苍凉感伤，作者借隋炀帝故
实，发盛衰之叹，感慨颇深。 在他的词集中，的确如陈廷焯所说：“此词
最有骨。”⑧

欧阳炯的枟江城子枠也是如此：
晚日金陵岸草平，落霞明，水无情。 六代繁华，暗逐逝波

声。 空有姑苏台上月，如西子镜，照江城。
这是一首金陵怀古词。 在词中，作者慨叹世事沧桑，深含无穷的失落
感。 尤其是词的末三句，由眼前的明月浮想开来，以巧妙的比喻将人
的思绪引向金陵之外的姑苏、西子，把历史的感慨写深了。
其三，有部分边塞词，如牛峤的枟定西番枠：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乡思望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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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阔，漏残星亦残。 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作者抓住西北边塞的特点，写塞外荒凉寒苦的景象与征人乡思愁苦的
情怀，颇有盛唐边塞诗的风调。 这类作品还有温庭筠的枟蕃女怨枠（其
二）、毛文锡的枟甘州遍枠（其二）、孙光宪的枟酒泉子枠（其一）等等，这
些作品在展现边塞风光，描写边地生活，表现征人情思诸方面，可以说
与盛唐边塞诗似无二致，有的还是论家称赏的佳作。 尽管他们在枟花
间集枠中为数甚少，却给枟花间集枠的内容增添了光彩，对拓宽词的境界
方面给人以启示。
其四，也有一定数量的作品，描写了各地风物人情。 有南国风光、

水乡风情、农村生活、闹市景象、劳动场面、闲暇逸趣，可以看到淘金、
收红豆、采珍珠、采莲子姑娘与春游少女，以及渔翁、农夫、祈赛客的种
种情态。 如毛文锡的枟中兴乐枠就这样写道：

豆蔻花繁烟艳深，丁香软结同心。 翠鬟女，相与共淘金。
　　红蕉叶里猩猩语，鸳鸯浦，镜中鸾舞，丝雨隔，荔枝阴。

词写淘金女的劳动生活，既见其劳动辛苦，又见其活泼欢乐，突出了水
乡的特色，表现了南国的风土人情。 正如李冰若所指出的：“全首写风
土，如入炎方所见，不嫌其质朴也。”⑨孙光宪的枟风流子枠（其一），写水
乡农村风光与农家生活，也很有特色：

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 菰叶长，水葓开，门外春
波涨绿。 听织，声促。 轧轧鸣梭穿屋。

作者以生动质朴的语言写槿篱、溪曲春波、菰叶水葓、鸡犬声、鸣梭声，
清新自然，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 有人读到此词曾惊叹道：“枟花间集枠
中忽有此淡朴咏田家耕织之词，诚为异采，盖词境至此。 已扩放多
矣”⑩。
在这类词中，欧阳炯、李珣的枟南乡子枠，可谓两套南国水乡的组

画，从多角度、多侧面生动地描绘了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 对此，前人
曾给予较高的评价，指出：“欧阳炯枟南乡子枠八首多写炎方风物，其词
写物真切，朴而不俚，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而写景纪俗之词，与李珣可
谓笙磬同音者矣”皕瑏瑡。
其五，是咏物词。 总观全集，所咏之物有杨柳、海棠、荷花、梅花、

蝴蝶、黄莺、春燕、鸳鸯、宝马、明月等等，而咏写最多的是柳，约占咏物
词的一半多。 在这些咏物之作中，单纯咏物的较少，大都是以物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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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物言志，在所咏之物上寄托作者的情思。 如牛峤的二首枟梦江南枠：
衔泥燕，飞到画堂前。 占得杏梁安稳处，体轻唯有主人

怜，堪羡好因缘。
红绣被，两两间鸳鸯。 不是鸟中偏爱尔，为缘交颈睡南

塘，全胜薄情郎。
很明显，这两首词皆是借物以写闺中怨情，发抒人不如鸟的感慨。 可
以说，咏物而不为物所囿，是这两首词的特色所在。 正如姜夔所指出：
“一咏燕，一咏鸳鸯，是咏物而不滞于物也，词家当法此”皕瑏瑢。
其六，也有不少与仙道有关的作品。 其中涉及到神话故事中的人

物有刘晨、阮肇、萧史、弄玉、湘妃、洛神、巫山神女、汉皋神女、嫦娥等
等。 虽然充满仙道之气，似乎都是远离尘世的生活环境，但又离不开
男女恋情。 它们表现人间感情，尤其是表现有情人相思闺怨的情怀。
如李珣的枟女冠子枠（其二）：

春山夜静，愁闻洞天疏磬。 玉堂虚，细雾垂珠珮，轻烟曳
翠裾。 　　对花情脉脉，望月步徐徐。 刘阮今何处？ 绝来
书。

词中先通过对女道士情态的描写，怨情隐含其间。 末二句将怨情道
破，别有一番情韵。 很明显，从这里可以看出佛道思想对当时作家的
深刻影响；另方面也可看出“词为艳科”在当时的顽强性，即使主人公
是神仙道士，作家在表现他们的生活与感情世界时，也还是要“艳化”
一番，将侧重面并不放在宣扬其教义上，而是重点在言情。
除了以上种种情形，还有一些颓放之词。 正如李冰若在枟栩庄漫

记枠中所分析的：“五代十国乱靡有定，割据一方之主，尚少振拔有为
者，其学士大臣亦复流连光景，极意闺讳，故枟花间集枠中不少颓废自放
之词。”的确，韦庄的枟浣溪沙枠（其四），皇甫松的枟摘得新枠枟天仙子枠
（其二），顾敻的枟渔歌子枠枟更漏子枠，毛熙震的枟菩萨蛮枠（其二），李珣
的枟渔歌子枠四首等，无聊之情，颓放之态，使人想见当时一部分人的精
神面貌。 除此而外，还有一些词，或表现士子科场得意之情，或写少女
春日寻胜，或歌颂太平。
总之，一部枟花间集枠所涉及的题材内容，是多方面的，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表现了动乱之秋作者的心态。 而艳情的描
写始终是其基调。 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内容的另一面，看不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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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拓宽词境、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方面对词发展所起的作用。 当然，枟花
间集枠的基调是艳情，它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存在着局
限性，作者的心态中也还带有某些不健康因素。 因此，全面地、客观地
评价枟花间集枠的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三）
词是纯抒情性的文体。 作为文人词发展成熟期的花间词的作者

们，在发挥、完善词的抒情性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尤其在抒情的
多角度、描写的形象性、风格的多样化等方面做了努力。
首先是抒情的多角度。 枟花间集枠的十八位作者均是男性，有相当

一部分作品皆是从男性自我的的角度观察现实，体验现实，从而抒写
情志。 如顾敻的枟浣溪沙枠（其四）：

惆怅经年别谢娘，月窗花院好风光。 此时相望最情伤。
　　青鸟不来传锦字，瑶姬何处锁兰房？ 忍教魂梦两茫茫。

词中的男主人公在感受着花好月圆与人各一方的情景反差之苦，抒发
出浓浓的相思情。 把男性的情感世界揭示了出来。 此外，在一部分写
时事，叹盛衰，感慨人生的作品中，也多是从这样的角度抒情的。 这类
作品中，“我笔写我心”，一般比较真切感人。
但是，在枟花间集枠中，多数作品还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 也就是

说，男性作者站在女性角度写她们的感受与情态。 如温庭筠的枟梦江
南枠（其二）：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 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
悠，肠断白 洲。

此词写主人公由企盼到失望，由现在到当初，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主
人公的动作情态，把她的绵绵情意、苦苦思念表现得真切感人。 读罢
此词，谁信作者是男性？
再看孙光宪的枟清平乐枠（其一）：
愁肠欲断，正是青春半。 连理分枝鸾失伴，又是一场离

散。 　　掩镜无语眉低，思随芳草萋萋。 凭仗东风吹梦，与
郎终日东西。

此词从主人公的感受、心理与动作情态，表现她极缠绵沉挚的相思愁
苦之情。 她是那样多情，又是那样痛苦。 将一位为离愁所牵系的女子
心态写活了。 如此柔情蜜意，情思缠绵，作者仿佛是词中女主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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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作者从女性角度抒写她们的感情，这种代言体，并非从五代
始，从屈原到唐代诗人的作品中都可看到。 但是，像一部作品集的大
多数作品，或一个作家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皆是这样的角度，当是从
枟花间集枠中才得以看到。 枟花间集枠的作者之所以多从女性角度去抒
写她们的感情，并表现得那样真切，收到较好的效果，主要是在当时社
会风气下，他们与女性有较多的接触，在依红偎翠的感受中对女性世
界有较深的理解，因而替女性代言才那样自然，仿佛是女性在自己诉
说。 可以说，这样的角度抒情，既是“词媚”的需要，又强化了“词媚”
的特点，对后来词家颇有影响。
除了以上两种情况之外，还有从第三者口吻抒写情志的。 如部分

咏物、咏史之作，作者在看似客观描写叙说之中，将情移之于物，寄之
于史。 也有从己的角度抒情，却又调转笔头，写彼之情怀，以衬己之此
时心情，这样的角度抒情，尤为深切感人。 如魏承斑的枟满宫花枠。
由此可见，抒情的多角度，使词的抒情性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
其二是描写的形象性。 无论是绘景还是写人，花间词的作者都表

现出工于描写的才能。 多数词中，景物形象如画，人物生动传神，一个
个艺术形象格外鲜明。 在写景方面，如牛希济的枟临江仙枠（其七）这
样写道：

洞庭波浪飐晴天，君山一点凝烟。 此中真境属神仙。 玉
楼珠殿，相映月轮边。 　　万里平湖秋色冷，星辰垂影参然，
橘林霜重更红鲜。 罗浮山下，有路暗相连。

全词细致地描写了秋夜洞庭美景。 其中首二句，通过一大一小，一动
一静的映衬，给出了一幅洞庭全貌图。 “万里”三句，通过水面与湖岸，
冷色与暖色的映衬，构成一幅平湖秋色图。 词中，作者不仅实写，还通
过想象虚写，使这幅秋夜洞庭的画面更多姿多彩。
再看欧阳炯的枟南乡子枠（其三）：
岸边沙平，日斜归路晚霞明。 孔雀自怜金翠尾，临水，认

得行人惊不起。
词中写孔雀临水自照、自怜其美，见人惊而不起，姿态如生，真是生动
传神。
在人物描写方面也是这样。 花间词的作者刻画了各种类型的人

物，有少男少女、思妇、征夫，有痴情女子、负心郎君、春风得意的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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厌恶官场的隐士等等。 在作者的笔下，他们是那样形象鲜活，栩栩如
生。 如皇甫松的枟采莲子枠写采莲少女：“晚来弄水船头湿，更脱红裙裹
鸭儿。”憨态可掬。 张泌的枟柳枝枠写女主人公：“倚着云屏新睡觉，思
梦笑。 红腮隐出枕函花，有些些。”将她醒来瞬间的心情神态写得十分
传神。 韦庄的枟浣溪沙枠（其三）写主人公所思慕的女子：“暗想玉容何
所似？ 一枝春雪冻梅花，满身香雾簇朝霞。”宛如画中人。 尹鹗的枟醉
公子枠写主人公烂醉归来的情景：“离鞍偎绣袂，坠巾花乱缀。 何处恼
佳人？ 檀痕衣上新。”不仅活画出醉汉之态，亦将佳人娇嗔的神情写了
出来。 牛峤的枟菩萨蛮枠 （其五）写门前行乐客对门内佳人的爱慕情
态：“故故坠金鞭，回头应眼穿。”人物心态活现。 此等描写，在枟花间
集枠中是较常见的。
描写的形象性，是与作者善于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相关联的。

在作品中，或正面细致描绘，或侧面烘托映衬；或运用比喻夸张、细节
描写、心理刻画等手法，或注意色彩调配、虚实相生等技巧。 凡此种种
无不增强词的形象性，使词中描写的人物场景如在眼前。 虽然其中也
有部分平庸之作，但多数作品的描写还是生动形象的。 这大大增强了
词的抒情效果，使人们从作品的美感中去感受作品的意蕴。
其三是风格的多样化。 首先展示给人们的是婉丽缠绵、含蓄不尽

的风格。 如温庭筠的枟更漏子枠（其二）：
星斗稀，钟鼓歇，帘外晓莺残月。 兰露重，柳风斜，满庭

堆落花。 　　虚阁上，倚栏望，还似去年惆怅！ 春欲暮，思无
穷，旧欢如梦中。

此词写主人公惆怅之情。 上片通过环境渲染，将情暗暗透出。 下片写
她倚栏而望，已见惆怅；“还似去年惆怅”，翻进一层；“春欲暮”，由景
而生的惆怅自在感慨声中；“思无穷”，直道情怀；“旧欢如梦中”，又翻
进一层。 全词把主人公相思的苦况，闺怨的深沉写得千回百转，缠绵
不尽。 这种婉约的词，在枟花间集枠中俯拾即是。 这是研究枟花间集枠
首先应当看到的。 但不能以此概括枟花间集枠的全部风格。 一部枟花间
集枠，除婉约为其主要风格特征之外，也有其他的风格，呈现出风格的
多样化。 其中，如孙光宪的枟渔歌子枠，风格疏旷；韦庄的枟思帝乡枠（其
二），风格直快；李珣的枟西溪子枠，风格自然质朴；欧阳炯的枟南乡子枠
（其一、其二、其四、其五），风格清新；张泌的枟江城子枠（其二），风格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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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温庭筠的枟蕃女怨枠（其二），气势豪放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同一作家的作品中，其风格也有异。 如温庭筠

的词，虽然主要风格是婉约，许多作品浓丽缠绵蕴藉含蓄，但也有的作
品以直快见长，如枟南歌子枠（其一）、枟梦江南枠（其一）；有的自然质朴，
如枟南歌子枠（其五）、枟玉蝴蝶枠等。
即使是婉约风格，不同作家亦有相异处。 过去人们对温、韦两家

词比较时就曾这样指出：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 “弦上黄莺

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
———王国维枟人间词话枠

王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
头，不掩国色。 飞卿，严妆也；端己，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
矣。

———周济枟介存斋论词杂著枠
这就是说，温、韦虽皆为枟花间集枠诸家的代表，词风婉约，但温词浓密，
韦词疏淡，又各具特色。 至于其余诸人的风格，或近温，或近韦，或介
于二者之间，也是同中有异。
风格的多样化，拓宽了词的抒情路子，更有利于突出词的抒情特

色，也有利于词作者结合自己的爱好、气质、情绪抒发感情。
除了以上三个方面之外，在艺术表现方面，枟花间集枠中还有一些

现象也是值得注意的。 如联章体的运用。 仿佛是在泉边山上男女对
歌，仿佛是有情人在相互倾诉感情，也仿佛是一幅幅系列风物人情画，
使词的抒情性更灵活，更富于表现力。 又如巧于构思，工于炼字等方
面，也都有助于浓化词的抒情性，增强词的表现力。

（四）
关于枟花间集枠的编者赵崇祚，从欧阳炯的序中得知，其为后蜀时

的卫尉少卿，字弘基，其余生平事迹皆不详。 至于枟花间集枠之题名，欧
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炯粗预知音，辱请命题，仍为序引。 昔郢人有歌枟阳
春枠者，号为绝唱，乃命之为枟花间集枠。

阳春，乃花的季节。 昔人以“阳春”题名歌曲，“号为绝唱”，故欧阳炯
仿其意，以“花间”题名。 难怪西方人将此集译为“在花丛里唱的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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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名字便可想见那内容风格的妩媚婉丽，娇美香艳。 题名与实际是
多么相合啊！

枟花间集枠问世以来，北宋本只见诸书目皕瑏瑤，未见其原本。 现在见
到的最早本子当是南宋绍兴十八年（公元 １１４８ 年）晁谦之跋本（称
“晁本”），其次是南宋淳熙十一、十二年（公元 １１８４、１１８５ 年）鄂州刊
本（称“鄂本”）。 另有陆游跋的南宋本，原书今已佚失，只能从明代汲
古阁毛晋跋本见其大概。
元代，没有刊本传世。
明代，枟花间集枠刊本较多，影响大的有以下几种：（１）正德覆晁

本，系陆元大据晁本重刊；（２）毛本，汲古阁毛晋跋本；（３）茅本，万历
庚辰（公元 １５８０ 年）茅一桢刊本；（４）玄本，万历壬寅（公元 １６０２ 年）
玄览斋巾箱本；（５）汤本，万历汤显祖评朱墨套印本；（６）雪本，明清间
雪艳亭活字排印本。
以上各种版本，多为十卷五百首编次。 但也有妄改自编的。 如茅

本、玄本均增温博的补选两卷，玄本还妄改原本十卷为十二卷。 雪本
将原本十卷合为上下两卷，将原作与温博的补遗混在一起，依词调混
排，弄得原本面目全非。 汤本则合十卷为四卷，只是人和词的次序未
变。

枟花间集枠的全注本，前代未闻，直到近现代才见专著。 最早是
１９３５ 年开明书店刊印的李冰若所著枟花间集评注枠与同年商务印书馆
刊印的华连圃（华钟彦）所著枟花间集注枠。 前者集校、注、评于一体，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后者不仅注释、作者介绍均较详细，而且每调有
释，有益后学。
近半个世纪来，由于种种原因，对枟花间集枠的研究甚少，除 １９５８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李一氓的枟花间集校枠外，在很长一段时间没
有这方面的研究。 直到 １９８７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沈祥源、傅生
文合注的枟花间集新注枠，对枟花间集枠作了较为详细的校注与分析，为
阅读研究枟花间集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但是，要把枟花间集枠全译出
来，似无人问津，这自然给我们今天从事这一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
由于枟花间集枠是词的第一部总集，虽然它在作品的年代和作者方

面有一定的局限，但它毕竟是在这一局限中把这些作者的作品基本收
录入集，这就不同于后代的选本，尤其不同于后代的名家选本，只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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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优秀篇什。 因而也可以说枟花间集枠收录的词有良莠不齐之弊。
同是一位作者的词，在思想意义、表现手法、艺术水平有很大差距的词
也同时入集，精品与庸作糅杂编次，题材、内容、语句，乃至意境相近、
雷同者颇多，这也给今译工作带来相当的难度。 有的词，原本就无甚
意境，表现的内容庸俗无聊，表现的手法平庸浅薄，因此译成现代的诗
也就不会有什么意境，也不可能译成好一点的诗，这也增加了译诗的
难度。 还有相当一部分词，其表现手法极为含蓄，用现代的话来说，是
属于“朦胧诗”一类的作品，由于年代相隔久远，作者的生活年代和生
活环境与今天有极大的差距，使后人对原词所表现的内容难于理解，
如果照原词的“朦胧”继续“朦胧”地译成白话诗，则于这套丛书普及
传统文化的宗旨有所不符。 因而在译诗中就不得不加以诠释，将原词
的“朦胧”点破，这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原词。 所以，在今译中我
们尽力追求使译诗平白易懂，在忠实于原词的基础上使译诗通顺畅
达，并尽力不把它译成民歌体或字数划一的诗体，使之符合文人创作
词的原貌，有一点现代诗的味道。 对同一作者同一词牌的作品，则尽
可能做到上下片对称，句式一致，使译诗风格力求统一。 总之，完全做
到信达雅畅是极难的，我们仅是在追求这个目标罢了。
此书是以晁本为底本，原词所有之字，除改繁就简之外，尽依晁本

不动，以保原来面貌。 在注释中，则据其他诸本与前代各种诗集、词
集、别集详参互校。 注释，尽量将词中故实、疑难疏通。 题解，则细揣
其意，品赏精华。 以上只是主观愿望，效果如何，自有待读者评说。
以本书目录包含原书总目与细目，故将原书各卷首细目省去。 卷

下所标词的数目与实际不合者，以实际首数改正。 一个词牌下有数首
者，为方便读者，今标注“其×”。 附此说明。

房开江　崔黎民
1995 年 7月

注：
①明汲古阁本枟花间集枠毛晋跋二。

②贺裳枟皱水轩词荃枠。

③⑧陈廷焯枟白雨斋词评枠，转引自李冰若枟花间集评注枠。

④⑦⑨⑩皕瑏瑡李冰若枟栩庄漫记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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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李肇枟国史补枠。
⑥杜牧枟感怀枠。
皕瑏瑢枟词林纪事枠卷二引。
皕瑏瑣汤显祖评本枟花间集枠。
皕瑏瑤汲古阁秘本书目有“北宋本枟花间集枠四本”。



花间集序
武德军节度判官欧阳炯撰

【题解】
这是欧阳炯为枟花间集枠写的序。 枟花间集枠中收有欧阳炯的词作

１７ 首，作者对枟花间集枠的辑成当然是持赞赏态度的。
作者首先对文人词的创作大加赞赏。 他认为，文人词的创作不同

于民间流传的民歌小曲，它是对美玉再加以雕琢，对春花绿叶又加以
裁剪的刻意创作，因此它是属于阳春白雪一类的高雅作品。 接着，作
者对词的沿革作了简单的叙述。 从乐府曲调的代代相传，到文豪大家
争创新词，所以才有了晚唐五代文苑名流争相作词使词的创作大盛的
局面，而这种大盛的局面又是和当时酒宴唱词助兴，及以词描绘美女
之态崇尚丽靡的社会风气分不开。 唱词之风，起于南朝而盛于唐，对
词的创作和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作者指出，枟花间集枠的辑成有着特殊的不可磨灭的功绩，它

把那些如同古代号为绝唱的阳春曲一类高雅作品辑成词集，使之流
传，为词坛开创了新风，使唱词者有了新声而不用再唱旧曲。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南宋绍兴十八年

的晁谦本，距枟花间集枠成集之年已有 ２０８ 年，后代的刻本、注家已指出
晁本有增衍之文，那么是否有遗漏、窜文，在传抄之中或许难免。 从文
意上看，本序“则有倚筵公子”至“用助娇娆之态”这几句话移至“自锁
嫦娥”之后“在明皇朝”之前，似更顺畅，但这只是揣测罢了。

【原词】
镂玉雕琼

①，拟化工而迥巧②；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 是以唱
枟云谣枠则金母词清③，挹霞醴则穆王心醉④。 名高枟白雪枠⑤，声声而自
合鸾歌

⑥；响遏青云⑦，字字而偏谐凤律⑧。 枟杨柳枠枟大堤枠之句⑨，乐府
相传；枟芙蓉枠 枟曲渚枠之篇⑩，豪家自制。 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
簪

皕瑏瑡；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皕瑏瑢。 则有绮筵公子皕瑏瑣，绣幌佳人皕瑏瑤，递叶叶
之花笺

皕瑏瑥，文抽丽锦皕瑏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皕瑏瑧。 不无清绝之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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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娇娆之态
皕瑏瑨。

自南朝之宫体
皕瑏瑩，扇北里之倡风皕瑐瑠。 何止言之不文皕瑐瑡，所谓秀而不

实皕瑐瑢。 有唐已降皕瑐瑣，率土之滨皕瑐瑤。 家家之香径春风皕瑐瑥，宁寻越艳皕瑐瑦；处处
之红楼夜月皕瑐瑧，自锁常娥皕瑐瑨。 在明皇朝皕瑐瑩，则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四
首

皕瑑瑠。 近代温飞卿复有枟金筌集枠皕瑑瑡。 迩来作者皕瑑瑢，无愧前人。
今卫尉少卿字弘基皕瑑瑣，以拾翠洲边皕瑑瑤，自得羽毛之异皕瑑瑥；织绡泉底皕瑑瑦，

独殊机杼之功
皕瑑瑧。 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皕瑑瑨，因集近来诗客曲子词五百

首
皕瑑瑩，分为十卷皕瑒瑠。 以炯粗预知音皕瑒瑡，辱请命题皕瑒瑢，仍为序引皕瑒瑣。 昔郢人

有歌枟阳春枠者皕瑒瑤，号为绝唱，乃命之为枟花间集枠皕瑒瑥。 庶以阳春之甲皕瑒瑦，
将使西园英哲

皕瑒瑧，用资羽盖之欢皕瑒瑨，南国婵娟皕瑒瑩，休唱莲舟之引皕瑓瑠。
时大蜀广政三年夏四月日序

皕瑓瑡

①镂（ ｌòｕ漏）：雕刻。
②拟：摹拟。 化工：造化之工，指大自然造化万物。 迥（ ｊｉǒｎｇ 窘）：很；异常。

华本认为当为“回”字之误。 回巧，谓宛转巧妙也。 柳宗元枟钴姆潭西小丘记枠：
“回巧献技。 以效兹丘之下。”

③是以：因此。 枟云谣枠：即枟白云谣枠，古歌谣名。 枟穆天子传枠卷三：“乙丑，
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 道里悠
远，山川间之。 将子无死，尚复能来。’”金母：木属东，金属西，故金母即为西
王母。

④挹（ｙì义）：酌，舀。 霞醴（ ｌǐ里）：仙家的美酒。 醴，指甜酒。 此句承上句言
穆天子即得西王母劝饮，又听枟云谣枠之歌，故怡然心醉。

⑤枟白雪枠：古代名曲。 枟文选· 宋玉枙对楚王问枛枠：“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
而曰枟下里巴人枠，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枟阳阿枠枟薤露枠，国中属而和者数百
人；其为枟阳春白雪枠，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⑥鸾歌：犹鸾鸣之美。 此指优美动听的音乐。 鸾，鸟名，凤凰类，五彩而多
青色。

⑦青云：绍兴本如此，鄂、汤、华、氓四本皆作“行云”。 遏：阻止。 响遏青云：
此言青云为优美高亢的歌声而停止飘行。

⑧偏：遍。 凤律：音乐的调型。 枟汉书· 律历志枠：“制十二筒以听凤之鸣，其
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是为律本。”古代律指韵的调
型，音指音阶，因为律是比照凤鸣而制，所以称作凤律。

⑨枟杨柳枠：古乐府曲名。 枟旧唐书· 音乐志二枠：“梁胡吹歌云：‘快马不须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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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插杨柳枝。 下马吹横笛，愁杀路傍儿。’”故乐府中早有枟折杨柳枠或枟杨柳枝枠
曲，到隋代变为宫词。 枟大堤枠：乐府曲名，即枟大堤曲枠。 宋郭茂倩编枟乐府诗集枠
中收有枟大堤枠枟大堤曲枠枟大堤行枠三调名。 此处用枟杨柳枠枟大堤枠指代乐府代代
传袭的曲调名。

⑩枟芙蓉枠：枟古诗十九首枠其六：“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枟曲渚枠：梁朝何
逊枟送韦司马别枠：“送别临曲渚，征人慕前侣。”芙蓉、曲渚在这里用作指代古人创
作的著名诗篇。

皕瑏瑡玳瑁（ｄàｉ ｍàｏ带帽）：爬行动物，形如龟，甲壳黄褐色，有黑斑，极光滑，可
作装饰品。 枟史记· 春申君列传枠：“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
赵使欲夸楚，为瑇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 春申君客三千余人，
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此典故表示豪门斗富。

皕瑏瑢珊瑚：海中动物名，可供装饰玩赏。 枟晋书· 石崇传枠说：石崇与贵戚王恺
争富，武帝每助王恺，曾以珊瑚树赐王恺，高约二尺。 王恺持之石崇处显示，石崇
用铁如意将其击碎，令左右拿出高三四尺的珊瑚树六七株，像王恺那种高约二尺
的不计其数，王恺大惭。

皕瑏瑣绮筵：富丽豪华的坐席。 古人席地而坐，把铺在下面的叫筵，设在上面的叫
席。 此泛指席位。

皕瑏瑤绣幌：彩绣的帷帐。 此指华美的闺房。
皕瑏瑥递：传递。 此句承“绮筵”句，言其以花笺传递词作。 花笺：供题诗词或写

作的纸页。 枟玉台新咏序枠：“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
皕瑏瑦文抽：即文思，指文章的构思。
皕瑏瑧拍按：依节拍而击板。 檀：檀木制成的拍板。
皕瑏瑨娇娆：妍媚貌。
皕瑏瑩宫体：南朝梁代的一种艳体诗。 枟梁书· 简文帝纪枠：“雅好题诗，其序云：

‘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皕瑐瑠北里：此泛指市井游冶之处，妓馆集中之地。 原指平康里，在唐代长安城

北，亦称北里。 倡风：指歌伎演唱的风习。 倡，表演歌舞的人。
皕瑐瑡何止：不仅仅。 言之不文：枟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枠：“仲尼曰：‘言之不文，

行而不远。’”意缺少文采，难以流传。
皕瑐瑢秀而不实：只开花却不结果实。 秀，禾类植物开花。
皕瑐瑣有唐已降：自唐代以来。 有，名词词头。 已，通“以”。
皕瑐瑤率土之滨：普天之下。 枟诗经· 小雅· 北山枠：“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
皕瑐瑥“家家”句：玄本、雪本、冰本无“之”字。 香径：有花草的小径。
皕瑐瑦越艳：吴娃越艳，用之指代南国美貌女子。 此泛指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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