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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朝人选本朝诗，盖自唐人始，其最著者，
《河岳英灵集》是已。风气既开，遂有宋人选宋词
之作，若 《乐府雅词》、《草堂诗余》、《阳春白
雪》、《绝妙好词》之属。虽编选旨趣互有同异，
而论其精审，则周密之选尤为佼佼，钱曾所谓 “选
录精允，清言秀句层见迭出”，非虚誉也。有清一
代，词学中兴，浙西诸子以清空醇雅为指归，是以
厉鹗、查为仁创为 《绝妙好词笺》，扬波传响，亦
云盛矣。顾厉、查二氏之笺，殊为简约，又笺而弗
注，初学者或困于字词典实，遑论深入堂奥，一窥
作者匠心。秦寰明、萧鹏二生从予治词，历有年
所，知难而进，乃作斯编，意欲补苴前贤之所未
及，期有助于读者之披览，用心苦，用力勤，功在
词林，又岂待申言耶 因略弁数语如上，用识欣慰
之意云。

唐圭璋

1990年 6月于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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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提起我国古代的文学遗产，人们不能不想到灿烂的宋
词。词产生于隋唐，鼎盛于两宋，这时期名家佳作如繁星
满天，辉映千古。随着词的创作的兴盛，于是就有人从各
自不同的角度和目的来对这些众多的作品进行评比选择，
将佳作汇于一编，词的选本也就产生了。选词为集，滥觞
于五代，兴盛于南宋。根据古代书目的著录，唐宋人所编
词选，或存或佚，计有近 30 种，经过时代的沧桑变迁，历
史的大浪淘沙，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粗劣汰去，优适得
传，今存者仅 10 种左右，而其中最称“精粹”的，是宋末
周密所编选的《绝妙好词》。

周密 ( 1232—1298 )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
弁阳老人、华不注山人。祖籍济南，流寓吴兴 (今浙江湖
州 )。宋亡前长客临安，从杨缵叩习音律，歃盟结西湖吟
社，分题唱和，极尽风雅之事。宋末德皊年间 ( 1275—
1276 )，为婺州义乌县令。入元仍隐杭州，抱节不仕。与词
友频频凭吊故国，借咏物抒发亡国之痛，借编缀前朝野史
寄托故国之思。其著述极多，诗集有《蜡屐集》、《弁阳诗
集》、《草窗韵语》，野史笔记有 《齐东野语》、《癸辛杂
识》、《浩然斋雅谈》、《武林旧事》、《澄怀录》、《云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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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录》等，词集有《草窗集》、《 洲渔笛谱》。
《绝妙好词》为周密生前所编定，其编定时间当在入

元以后。编选者能够冷静地俯瞰和总结千岩竞秀、百舸争
流的南宋词坛，再加上较长时间的酝酿损润，所以《绝妙
好词》被后来许多词评家视为宋人选宋词中的翘楚。

作为一个选本，《绝妙好词》有着严密完备的选编体
例和鲜明的个性特点。

首先，它是我国古代词选中最早的一种断代词选。
全编选词 390 首 (据今传七卷本，其中六首残阙 )，词人
132 家 (其中系于李泳名下的 《清平乐》一首，实为李鼐
之作 )，所录作品以词人分列，首张孝祥，末仇远。除极个
别者如卷二录及蔡松年之外，纯乎南宋词家。卷一至卷四
词人世次递降，以各卷第一人为例: 卷一张孝祥生于绍兴
二年 ( 1132 )，卷二姜夔约生于绍兴二十五年 ( 1155 )，卷三
刘克庄生于淳熙十四年 ( 1187 )，卷四吴文英约生于庆元六
年 ( 1200 )前后，都相隔一代。卷五至卷七则基本上为宋末
的临安词人群体，并且以当时的西湖吟社的同仁为重心，
不少都是周密自己的词友。南宋后期许多中小词人，零玑
碎玉，多赖此以存，晚清况周颐 《蓼园词选序》中说 :
“弁阳翁 《绝妙好词》，泰半同时侪辈之作，往往以词存
人。”

其次，它有着严格的选词标准。从本书所选作品来
看，它主要选录了这样三类作品 : 一是雅人高歌，风格超
旷清逸; 二是幽思沉吟，或系于身世，或感于国事，风格
大多苍凉掩抑; 三是丽情小唱，风格则整秀而清雅。在这
里，我们可以看到清逸高远得东坡遗风的张孝祥《念奴娇·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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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洞庭》、仇远《八犯玉交枝·招宝山观月上》 ; 可以看到
系情中原、感慨身世、寄托遥深的辛弃疾《摸鱼儿》 (更能
消几番风雨 )、刘过《唐多令》 (芦叶满汀洲 ) ; 可以看到凄
凉掩抑，表达黍离之悲的姜夔《扬州慢》 (淮左名都 )、韩
元吉《好事近·汴京赐宴》 ; 可以看到如喷雪轰雷为中原一
恸的施岳《水龙吟》 (翠鳌涌出沧波 )，更可以听到那些令
人触绪难忘的白头遗民的故园之吟，如王易简《酹江月》
(暗帘吹雨 )、王沂孙《醉蓬莱·归故山》、《法曲献仙音·
聚景亭次草窗韵》、周密《探芳信·西泠春感》、《一萼红·登
蓬莱阁有感》等等。从陈亮《水龙吟》的“恨芳菲世界，
游人未赏，都付与莺和燕”，到范?文《意难忘》的“望故
乡，都将往事，付与啼鹃”和董嗣杲《湘月》的“艳歌终
散，输他鹤帐清寐”，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词人和选编者
的拳拳故国之心。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白石词的清姿逸
韵，梦窗词的奇思壮采，乃至史达祖的巧思丽藻，卢祖皋
的绮婉工致，张炎的骚雅圆润，王沂孙的凄妍超宕以及选
编者周密的词采。此外，本书收录了很多小令佳作，往往
清辞丽句，自足流传人口。全书自首至尾，无一篇庸滥之
作，无一阕淫词、俚词、戏词、寿词乃至风格粗豪之词，
于辛弃疾、刘过、刘克庄等豪放词人，也不录其喑呜横
肆、大声镗 之作，体现了南宋后期的文人雅词观。因此
也可以说，这是古代词选中第一本具有流派意识的词选。

然而，这样一本以精粹为特色的宋词佳选，却在元明
数百年间版本少有流传，不获世人知。清初钱谦益绛云楼
存秘抄本。至乾隆间，厉鹗、查为仁笺本出。道光中，余
集、徐?又分别作续抄，徐氏爱日轩将之附刻于七卷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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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这个本子后出较胜，亦较通行。解放后多次影印的
即此本。另外，明汲古阁、近人顾鹤益均曾有二卷本，与
七卷本异。

我们这个注释赏析本，词作原文即据道光徐氏爱日轩
刊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影印 )加以标点，不再校以别
本，遇有文字窒塞异同较显著者，校以《全宋词》，但不出
校记，而于注析中简要说明之。徐氏刊本后所附续补二卷
系后人从周密杂著中录出，非周密原选，故这里不予选
入。全书原则上采用一首词一篇赏析文章，只有少数几首
放在一起分析。注释力求简明扼要。每家系以小传，供读
者阅读赏析时参考。

清代著名词论家陈廷焯在他的《白雨斋词话》卷八中
说 : “作词难，选词尤难”，此诚甘苦之言。而对于这样一
本卓有大家眼光、自成一家之言的宋人选宋词，要把它介
绍给今天的读者，除了必须着力于各家各篇之外，还须从
总体上察其选心，明其选型，以真实地再现出这个选本在
那个时代得以产生的客观条件和选编的宗旨特色，这也非
易事。然而我们觉得，也正因为如此，这本注释赏析的小
书，与目前通行的其他宋词读本相比，更多地特具一种历
史真实感和以选为论的理论色彩，能够把这样一本书奉献
给读者，以弘扬民族文化，何尝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呢？

在注析过程中，唐圭璋老师给予精心指点，并为本书
作序，我们铭感至深，永志难忘。

三秦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绝妙好词》向无注析之本，古人云草创难工，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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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篇幅所限，难免有疏误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注析者
199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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