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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元曲又称词余、乐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

的一朵奇葩，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上都体现了独
有的特色，和唐诗宋词鼎足并举，是我国文学史上三座
重要的里程碑。

元代是元曲的鼎盛时期。 一般来说，元杂剧和散
曲合称为元曲，两者都采用北曲为演唱形式。 散曲是
元代文学的主体。 元曲的组成，包括两类文体：一是包
括小令、带过曲和套数的散曲；二是由套数组成的曲
文，间杂以宾白和科范，专为舞台上演出的杂剧。 从形
式上看，散曲和词很相近，不过在语言上，词要典雅含
蓄，而散曲要通俗活泼；在格律上，词要求得严格，而散
曲就更自由些。

元曲虽有定格，但并不死板，允许在定格中加衬
字，部分曲牌还可增句，押韵上允许平仄通押，与律诗
绝句和宋词相比，有较大灵活性。 所以读者可以发现，
同一首“曲牌”的两首有时字数不一样，就是这个缘故。

元曲有着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它继承了诗词的清
丽婉转，另方面它放射出极为夺目的战斗光彩，透出反
抗的情绪，其锋芒直指社会弊端，使元曲永葆其艺术魅
力。 元曲以其作品揭露现实的深刻以及题材的广泛、
语言的通俗、形式的活泼、风格的清新、描绘的生动、手
法的多变，在中国古代文学艺苑中放射出璀璨夺目的
异彩。

元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初期从元朝立国
到灭南宋的阶段。 此时元曲刚从民间的通俗俚语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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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坛，具有鲜明的通俗化和口语化特点，情致犷放爽朗
而质朴自然。 此时作者多为北方人，其中关汉卿、马致
远、王实甫、王小军、白朴等人的成就最高。 比如关汉
卿的杂剧写态摹世，曲尽其妙，风格多变，小令活泼深
切，晶莹婉丽，套数豪辣灏烂，痛快淋漓。 马致远创作
题材宽广，意境高远，形象鲜明，语言优美，音韵和谐，
被誉为元散曲中的第一大家。 中期从元世祖至元年间
到元顺帝后至元年间。 此时的元曲创作开始向文化
人、专业化全面过渡，散曲成为诗坛的主要体裁。 重要
作家有郑光祖、睢景臣、乔吉、张可久等。 末期从元成
宗至正年间到元末。 此时的散曲作家以弄曲为专业，
他们讲究格律词藻，艺术上刻意求工，崇尚婉约细腻、
典雅秀丽，代表作家有张养浩、徐再思等。

总之，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
先，是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
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了元曲的
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
承并发展的必然结果。

元曲的兴起对于我国民族诗歌的发展和文化繁荣
有着深远影响和卓越贡献，元曲一出现，就同其它艺术
之花一样，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是文人咏志
抒怀并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为反映元代社会生活提
供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崭新的艺术形式。

为了让读者很好地欣赏元曲，本书遴选了具有代
表性的曲目，比较全面地展示了元曲的风貌。 每首元
曲除了具备原文外，还附有注释、译文等栏目，将元曲
清新的曲调、率真的内容、无穷的生机进行了完美地诠
释。 因此，本套图书非常适合广大读者阅读和珍藏，也
非常适合各级图书馆收藏和陈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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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

元好问（１１９０ ～ １２５７ 年），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

容（今山西忻县）人。 金元之际著名文学家。 金宣宗兴

定五年（１２２１ 年）进士。 哀宗天兴元年（１２３２ 年）入翰

林，知制诰。 金亡后不愿入仕元朝。 元初散曲家白朴、

王恽等都曾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 现存小令九首。

〔双调〕

骤雨打新荷①

绿叶阴浓，遍池塘水阁，偏趁凉多。
海榴初绽②，妖艳喷香罗。
老燕携雏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
骤雨过，珍珠乱糁③，打遍新荷。
人生有几，念良辰美景，一梦初过。
穷通前定④，何用苦张罗。
命友邀宾玩赏⑤，对芳尊浅酌低歌⑥。
且酩酊⑦，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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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解】

①双调：宫调名。 骤雨打新荷：曲牌名，一说为题

目名，曲牌应作《小圣乐》，属小石调。 原选仅录下片，

现据《全元散曲》补。

②海榴：即石榴。 因从海外移植，故名。

③糁（ｓǎｎ）：溅。 一作“撒”。

④穷通：指失意和得志。

⑤命友：邀请朋友。

⑥芳尊：美酒。 尊，酒杯。

⑦酩酊：醉得迷迷糊糊的样子。

【译文】

绿叶繁茂一片浓阴，池塘中布满水阁，这里最凉

快。 石榴花刚开，妖娆艳丽散发扑鼻的香气。 老燕携

带着小燕，叽叽地说着话，高高的柳枝上有蝉鸣相和。

骤雨刹时飞来，像珍珠一般乱洒，打遍池塘里一片片

新荷。

人生能有多长时间，想想那良辰美景，好像刚刚做

了一场梦一样。 命运的好坏是由前生而定的，何必要

自己苦苦操劳呢。 邀请宾客朋友玩赏，喝酒唱歌，暂且

喝个酩酊大醉，任凭它日月轮转，来往像穿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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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春兰〕

春　 宴

梅残玉靥①香犹在，柳破金梢眼未开②。 东

风和气满楼台，桃杏拆③，宜唱喜春来。

【注解】

①玉靥：似玉的脸颊，此处指梅花瓣。 靥，面颊上

的酒窝。

②柳破金梢眼未开：破，指嫩芽刚出。 金梢，嫩黄

色的树梢。 眼未开，指柳叶尚未长出，如睡眼没有睁开

一样。

③桃杏拆：拆，拆裂。 指桃杏的花苞刚刚裂开。

拆，原作折，误。

【译文】

梅花虽残了，它那洁白花瓣上的香气犹在。 柳树

抽芽了，梢头一片嫩黄色，柳叶儿还没长出来。 春风和

煦，吹满楼台。 桃杏的花苞儿刚刚裂开。 这种情景正

该高唱《喜春来》。

·３·



杨　果

杨果（１１９５～ １２６９ 年），字正卿，号西庵，祁州蒲阴

（今河北安国县）人。 金哀宗正大元年（１２２４ 年）进士，

任河南偃师县令，以廉洁精干著称。 入元后被荐为经

历，元世祖中统元年（１２６０ 年）任北京宣抚使，次年为

参知政事。 卒谥文献。 为人聪敏，诙谐风趣，是元初知

名作家，著有《西庵集》。 散曲传世不多，风格典雅，文

辞华美。

〔越调·小桃红〕

采莲女

采莲人和采莲歌①，柳外兰舟过②。

不管鸳鸯梦惊破③。
夜如何？ 有人独上江楼卧。

伤心莫唱，南朝旧曲④，司马泪痕多⑤。

又

采莲湖上棹船回⑥，风约湘裙翠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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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琵琶数行泪。
望君归，芙容开尽无消息⑧。
晚凉多少，红鸳白鹭，何处不双飞！

【注解】

①和：唱和。

②兰舟：制的小船，常用作船的美称，这里指采

莲船。

③鸳鸯：鸟名，雌雄偶居不离，常用以比喻夫妇

恩爱。

④南朝旧曲：指南朝陈后主所作的《玉树后庭花》

曲，它一向被认作亡国的靡靡之音，唐杜牧《泊秦淮》

诗：“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⑤“司马”句：唐代诗人白居易曾贬为江州司马，他

在《琵琶行》一诗中，同情弹琵琶歌女的不幸身世，触发

自己的迁谪之感，引起强烈的共鸣，发出“同是天涯沦

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慨叹，诗的结句是“座中泣下

谁最多，江州司马青杉湿”。 司马，唐代协助刺史处理

政务的州官。

⑥棹（ｚｈàｏ）：桨。 这里用作动词，即划桨。

⑦“风约”句：是说晚风缠住采莲姑娘的漂亮翠裙。

约，缠住。 湘裙：用湖南一带所产丝调做成的裙子。

⑧芙容：荷花的别称。

·５·



【译文】

采莲人唱和采莲歌，杨柳岸边一叶小舟轻轻地划

过。 那一片欢声笑语，全然不顾忌把静夜中的鸳鸯梦

惊醒，怎么了？ 此时有人独自来到江楼上。 别去唱那

让人伤心的南朝旧曲，以免引得失意的人落泪。

荷花湖上，采莲女子掉转船头正要返回，晚风轻轻

把那翠绿裙儿吹裹住身体，江上突然传来哀怨的琵琶

声，引得采莲女伤心流泪。 盼着远方的人快来，可是荷

花都开过凋谢了，还是没有一点儿消息。 傍晚时分有

多少凄凉的心事涌上心头，看那鸳鸯、白鹭，时时处处

哪有时候不在双飞！

〔小桃红〕

满城烟水① 月微茫②，人倚兰舟③ 唱，常记

相逢若耶④ 上。 隔三湘⑤，碧云望断空惆怅⑥。
美人笑道，莲花相似，情短藕丝⑦长。

【注解】

①烟水：指水上升起的如烟雾气。

②微茫：若明若暗，模糊不清。

③兰舟：木制的小船，后用作对船的美称。

④若耶：溪名，在今浙江绍兴东南若耶山下。 相传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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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施曾于此浣沙，又名“浣沙溪”。

⑤三湘：湖南漓湘、蒸湘、潇湘三水的合称，也泛指

湘江流域一带。

⑥惆怅：失望伤感。

⑦丝：谐为“思”。

【译文】

水上升起的烟雾弥漫了全城，月亮若明若暗，依稀

有美人斜倚在兰舟的船榜上低唱，曾记得我们在若耶

溪畔相遇。 隔着乘风破浪的三湘，望穿了碧水云天也

只是白白地失望，虽然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情思却像藕

丝那样长。

〔仙吕·赏花时〕

“赏花时”①水到遄头②燕尾分③，樯④抵河

梁⑤龙背⑥稳，流水绕孤村。 残霞隐隐。 天际褪

残云。

“幺”⑦客况⑧凄凄又一春，十载⑨区区已四

旬⑩。 犹自在红尘。 愁眉镇锁，白发又添新

“煞尾” 腹中愁，心间闷，九曲柔肠 闷

损。 白日伤神犹自轻，到晚来更关情。 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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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听得玉漏声频，搭伏定鲛绢儿盹。 客窗夜

永，有谁人存问？ 二三更睡不得被儿温。

【注解】

①赏花时：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体式。 小令即

是独立的一支曲子。 套数则是联缀两支以上曲子而构

成的组曲。 本文即是最简单的套数曲式，仅以“赏花

时”、“么篇”、“煞尾”组成。

②湍头；湍急之处。

③燕尾分：像燕尾似的分流。 ④樯：桅杆，代指船。

⑤河梁：桥梁。

⑤龙背：指船身。

⑦么：“么篇”简称。

⑧客况：客居他乡的情况。

⑨十载：十年。

⑩旬：十岁为一旬。

红尘：尘世。

镇：时常。

煞尾：曲牌，用于套曲中的末一曲。

九曲柔肠：指愁绪万千。

唱道：即“畅道”。

王漏：玉质漏壶，古代计时的工具。

搭伏定：爬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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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三百首

鲛绢：丝绢。

夜永：长夜。

存问：慰问。

【译文】

“赏花时”河水流淌到湍急之处，就如同燕尾般地

分流而下，航行的船只，抵达到有桥梁的地方，便很平

稳的直向穿过。 奔流的河水，从那寂静孤独的村傍环

绕而过。 夕阳西斜，余晖远近，天际之处，尚且残留着

没有完全褪去的云彩。

“么”客居异乡的他，奔波劳累，凄凄惨惨；又度过

了一年，十年光阴匆匆而过，如今已经四十岁了。 还独

自一人，流落尘世，漂泊不定。 长年累日，愁眉紧锁，在

不知不觉中又增添了许多新的白发。

“煞尾”腹中调怅，心间烦闷，愁绪万千，难以排遣。

白日的忧伤失神尚觉自轻，到了晚间，漫漫地长夜更是

孤寂难耐。 夜深人静时，只听得那玉漏水声，滴滴答答

响个不停，孤独的我，爬伏在那丝绢枕上，辗转反侧，难

以入眠。 客居异乡，在这寂寞孤独的慢慢长夜中，又有

谁来安慰我呢？ 三更半夜，在这冰冷的被窝里怎能睡

得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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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忠

刘秉忠（１２１６～１２７４ 年），初名侃，字仲晦，号藏春散

人，邢州（今河北邢台县）人。 十七岁出仕金朝，曾任邢

州节度使府令史。 后隐居武安山为僧，法名子聪。 元世

祖忽必烈为亲王时，发现他博学多才，劝令还俗，更名秉

忠。 至元初任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预中书省事，曾协助

制订朝仪官制，为元代开国重臣。 为人好学，至老不衰，

为官后仍保持淡泊清静的斋居蔬食生活。 常以吟咏自

适，有《藏春散人集》。 散曲现存小令十二首。

〔南吕〕

干荷叶①

干荷叶，色苍苍②，老柄风摇荡。
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
寂寞在秋江上。

又

干荷叶，色无多，不耐风霜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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