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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综论

彭玉平

摘!要! 学词是词学要义之一!修订与批点因此成为学词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作者自窜自订与师友彼此研讨则是主要的
两种方式" 清末民初!年轻人私淑名家习词成为一种风尚!这也因此催生了改词实践和改词理论的成熟!况周颐堪称是
其中的代表" 今存况周颐批点陈蒙庵癸亥甲子年填词月课!正贯穿了其改词理论和方法!在正律#改字#改句#改句段的
基础上!进一步就换意和提升词境#格调等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示范" 况周颐并在修择之余以批点#命题等方式引导陈蒙
庵词学思想的发展" 在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的 "' 世纪 "' 年代!况周颐对陈蒙庵填词月课的批点不仅是以个人方式努
力延续旧文体的生命!也是当时旧文化阵营共同心愿的反映"
关键词! 况周颐$!陈蒙庵$!填词月课$!吴梦窗
作者简介! 彭玉平!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侧重词学研究" 通讯地址% 广州
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 号中山大学中文堂!邮政编码% &#'"W&" 电子邮箱% 5,,A*A+3/-?0,*,>06:>0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词学通史/*项目编号% #WbN@"%T+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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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学的一个重要内涵其实就是学词# 清代词
学极盛"而学词始终是其中要义之一# 常州词派

理论家周济曾提出+问涂碧山"历梦窗$稼轩"以
还清真之浑化,%唐圭璋编"&词话丛编( #UV%'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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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的词径说# 这不仅是其词学的主要宗旨所
在"也是具体开示重要的学词路径# 职是之故"他
在&介存斋论词杂著(多次论及学词之义*

学词先以用心为主!遇一事!见一
物!即能沉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
不平" 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
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 次则讲色泽
音节"

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 既成
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 初学词求有
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 既
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
仁者见仁!知者见知" $&词话丛编'
#U%'%

这是情词恳切的学词指引"步阶井然而成就可期#
但这是学词理论的表述"要真正贯彻这一主张"最
便捷的方法仍是在对具体作品的自行修订或他人

批点中发现问题"从而扬长补短"提升词境#
批点与修订一直是词史中值得注意的一种现

象# 张炎就认为诗歌尚且需要+旬锻月炼,"词就
更离不开这样的功夫"他并严厉批评了填词后
+倦事修择,$急于脱稿之风%&词话丛编( "&$'#
而词史上因细加修订而成佳制之例更是所在多

有# 如宋末词人周密一时风传的西湖十景词"就
是与霞翁+相与订正,的产物%唐圭璋编"&全宋
词( %"UV'# 而自改的情形可能更为常见"赵尊
岳&填词丛话(卷四云*

改词之法!无论师友研讨!或自窜自
订!首当求平贴易施!再进求精稳" 其能
于精稳之外!别立新意!而又不蹈纤佻
者!更擅胜场" $屈兴国编 "WU$%

+师友研讨,与+自窜自订,是两种基本的改
词之法# 作为况周颐弟子"赵尊岳的这一体会应
该更多地得益于其师对己作的批点实践# 但当初
况周颐批点赵尊岳词稿无存"无以明了具体的批
点情形# 顷读中华书局 "'#U 年影印$梁基永辑录
之&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 %以下简称+况
批陈词,'一种%与&陈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并
&纫芳簃词(&纫芳簃琐记(&纫芳簃日记(三种合

为一册影印'"况周颐对陈蒙庵填词月课的批点
痕迹昭昭在焉# 陈蒙庵师事况周颐时间略后于赵
尊岳"则勘察况周颐所批点之月课"正可由此揭出
久被词学史冷落的关乎修择理论与实践的话题"
彰显出词之修择在词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 今存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
及其与)纫芳簃词*之关系

!!况周颐晚年寓居沪上"词学声誉日隆# 不仅
不少专业的词人为之低首"世人也纷纷以得蕙风
之词为荣"求词者络绎不绝# 赵尊岳&蕙风词史(
云*+时先生客沪"大人之求题以为增重者益夥#,
%&词学季刊( $"'能得况周颐一词"在当时的上
海应该是一件倍感光荣的事# 在这种情况下"向
况周颐拜师学词的年轻后生自然很多"在况门弟
子中无疑以赵尊岳影响最大"但除了赵尊岳"同样
师事况周颐的陈蒙庵也值得关注# &词学季刊(
第一卷第二号曾同时刊出陈蒙庵藏&况蕙风画山
水扇面(真迹和赵尊岳藏&况蕙风手书词稿(真
迹"可见况门弟子弘扬蕙风之学之心#

弟子拜师除了接受其师的词学观念外"更多
的是接受老师对弟子习作的点拨与修订"出于创
作的目的居多# 而况周颐指导弟子作词"除了举
示自己作品以为门径外"更多的是对弟子习作的
直接批改"其具体指导$披阅赵尊岳词作的情形虽
一时难得其详"但其批改陈蒙庵月课的部分文字
却幸得保存下来"这为考察况周颐改词理论与实
践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撑# 诚如辑者梁基
永所言*

古代词家课徒稿本!今存世者希如
星凤!此稿为我们研究古代改词手法与
况氏词学思想!留下珍贵实录" $"%

此本除了修改之间见其填词观念"并有若干
眉批指示学词路径"其可贵在此#

陈运彰 %#T'& 年-#T&& 年'"原名彰"字君
谟"后改名运彰"字蒙庵"号华西"广东潮阳人# 其
父经商沪上"故陈蒙庵生长于上海"又因家世殷
实"略无衣食之忧"故蓄志读书"偏好填词与金石
之学# 先后任职之江文理学院$太炎文学院和圣
约翰大学等# 著有&纫芳簃词(&纫芳簃说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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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邪庵诗话( &蓬斋脞记(等# 在癸亥%#T"% 年'
至丙寅%#T"U 年'间"陈蒙庵拜师况周颐"习倚声
之学兼及金石学# 陈蒙庵曾追忆说*

岁癸亥!予学词于临桂师!月数四造
谒" 吾师楼居宴起!辄命又韩先应客!惟
时予年十九"!

又韩乃况周颐公子# 陈蒙庵把向况周颐拜师
学词之年以及月访情况"大致作了说明"+月数四
造谒,可见当时---至少是癸亥年拜访之频"这
还不包括况周颐的回访以及两人共同参与宴请等

公共活动# +况批陈词,今存癸亥$甲子两年填词
月课凡九课"其中除了甲子%#T"V 年'正月一课之
外"余八课均为癸亥年所课"具体是四月两课$八
月两课$九月三课$十月一课# 从保留的月课情况
来看"当时况周颐指导陈蒙庵填词的频率大概为
一月三课"完整保留一月三课的仅有癸亥年九月"
其他如四月$八月余第二$三课"十月余第一课"甲
子正月余第二课# 以所存月课而论"况周颐批点
月课散失的数量应当不少# 梁基永即言曾于友人
处获见况周颐 #T"V 年批稿数页%梁基永 "'"盖
一时未能购置"无法合共影印出版# 但此七纸六
词%以下称+况批稿散页,'"笔者幸得梁基永支
持"获睹翻拍件"对勘笔迹"乃陈蒙庵填词$况周颐
批点无疑"因并为论及#

今本影印&纫芳簃词("孚存%梁基永字'于跋
文中说录词 V' 阕"存目一曲"并指出此集+皆甲乙
间所作"又多经蕙风删改者, %梁基永 $$'"特别
说明定稿中的文字渗透了不少况周颐的心血"这
与陈蒙庵接受况周颐指点填词的时间也恰能对

应# 但勘察今本&纫芳簃词("似是未编定之词
集"理由主要有四* 其一"原编无序跋"不合编集
常例"今存跋文乃辑者梁基永补写)其二"稿本末
列&珍珠帘!奈加瀑布("只有词调$词题而无词"
从书写方式及留空来看"显然应是拟接写而未及
写完而已)其三"从月课之频"可知陈蒙庵作词数
量应该不少"何以才选录 VU 首%梁基永 $$'"另
存目一首."

其四"按跋文作者梁基永之语"此集
+皆甲乙间所作,"若果然如此"何以只存+甲乙,
即甲子%#T"V 年'$乙丑%#T"& 年'两年之词"而他
年所作未见影踪. 再者"似无充分证据证明此集
仅选录这两年之词# 凡此"跋文作者并未说明#

只要将况周颐批点陈蒙庵月课与&纫芳簃
词(稍加比勘"即可知颇多癸亥年月课修订稿收
录在内"因此言此集+皆甲乙间所作,乃显然与事
实不符# 况周颐批点陈蒙庵甲子正月第二课之
&浣溪沙(%二首'$&春从天上来(&如梦令(&鹧鸪
天(&蝶恋花(六首词并不在集内# 而收录的癸亥
年作品却甚多# 如第 "' 首&水调歌头( %山水好
登览'$第 "# 首&黄莺儿(%东风啼彻谁为主'皆是
癸亥年三月第二课的内容"第 V'$V# 首&琐窗寒(
%菡萏香消$月地云阶'两首是癸亥八月第二课的
内容"第 V"$V% 首&苏幕遮( %惜离情$月如霜'是
癸亥八月第三课的内容"第 VV 首&紫萸香慢(%展
重阳'$第 V& 首&探芳信(%暗香骤'是癸亥九月第
一课的内容"第 VU 首&梦夫蓉(%红桥留均事'$第
VW 首&珍珠帘!奈加瀑布(%存目'是癸亥九月第
二课的内容# 即以此显然未定稿之&纫芳簃词("
收录癸亥年%#T"% 年'的词作即有十首之多%含存
目一首'"此集非+甲乙,二年可限"良可知也%梁
基永辑 U'##

今更多一证"&纫芳簃词(中收录的
&台城路(%石顽未泐镌名字'"虽未出现在今存月
课中"但也是癸亥春况周颐命陈蒙庵填写者"或亦
属月课范围# 陈蒙庵&蓬斋脞记(记云*

癸亥岁春!侍先临桂师坐!得见&梁
朱异玉造像'拓本!师亟称之!命为填
词!曾赋&台城路'一阕" $&永安月刊'
T%

此词幸得陈蒙庵记述"方知是癸亥年之作#
陈蒙庵在&蓬斋脞记(中曾录此&台城路(词"与今
本&纫芳簃词(本相比"仅个别文字有差异#$

此词

既是况周颐命题"则其经过况周颐之指点"当也是
很自然的# 由此似亦可推论"今存&纫芳簃词(中
的作品"恐尚多癸亥年月课之作"只是月课无存"
一时难以确证耳# 特别是题写拓本$造像之词"很
可能与况周颐的月课命题有关# 陈蒙庵后来曾将
此类词作总题为&纫芳簃金石词("合&西河!宝
华庵藏秦铁权拓本(&台城路!梁朱异造像"江宁
甘氏藏(&八声甘州!郿字瓦"宝华庵藏物"蕙师
命赋(&买陂塘!宋刻谢康乐像"明成化间重摹立
石温州江心寺谢公亭( &梦芙蓉!明媛张红桥象
研"武进程氏家藏(五词而成#%

其中&八声甘州(一
首又明确是+蕙师命赋,"&梦芙蓉(曾是月课"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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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台城路(虽无手稿"但陈蒙庵明确说是蕙风
命题"此词及&西河(&买陂塘(亦收入&纫芳簃词(
中# 鉴于以上情况"月课中的金石题材谅多况周颐
命赋之月课"且多癸亥年所制"应无问题#

今存月课甲子正月第二课五调六词并未入选

此集"况批稿散页七纸六词"虽未标明年月"但纸
型一致"创作时间例应相近"其中&桃源忆故人(
作于甲子年无疑"陈蒙庵小序原文云*

甲子八月!郅君避兵沪东!不通音问
者经旬矣" 九月█日!得其手书!并录
&艾庐词'见示寄意!赋此却寄"

此词当作于甲子九月"&法曲献仙音(作于九
月初三"也当是甲子之年"其它未标明年月者"作
于甲子年的可能性也颇大"但此六词也无一入选
&纫芳簃词(# 而乙丑年是否有词入选"似也乏明
证# 既然集中尚无任何一词乃甲子$乙丑两年所
作之确证"则称&纫芳簃词(为甲乙两年之作"应
该是有问题的#

而从今本&纫芳簃词(最后八首皆为癸亥一
年所作"则是否能由此推断此集可能有大致编年
的迹象"暂存此问# 则&纫芳簃词(前十九首以及
第 "" 至 %T 首"这合共 %W 首词其中是否可能有癸
亥年之前的作品"至少是存在这种可能的# 陈蒙
庵汇编数年之作成集"尤其是将况周颐修订稿不
易一字收录进来"显然包含着他对况周颐的敬重
之心和缅怀之意#

今存&月课(虽跨癸亥$甲子两年"但实际只
保留五个月的月课而已"而且除了九月有完整的
三课"其余四个月的月课已有缺失# 就现在月课
的大致情形来看"每课的填词数量当以两首为常"
癸亥年八课"其中七课皆每课二首"或两调各一
首"或一调两首"仅癸亥十月第一课有两调%&瑞
鹤仙(&清平乐('五首"其中&清平乐(一调便有
四首"而甲子年正月第二课则多至五调六首"合
共 "& 首%梁基永辑 "'#&

现在还不清楚况周颐

与陈蒙庵约定月课的频率$每课词数以及准确
的起始年月"就今存癸亥年的月课来看"每月三
课"每课二调或一调二首"当是常规的情形# 以
此而论"况周颐的批点词作的年度总数应该在
W' 首之上# 这样一推算"即便是保留月课批点
最多的癸亥年"散失的带有批点痕迹的词作也

有 &' 首以上#

二" 况周颐批点月课之方法与路径

检况周颐批点各词"声律是其改词重点之一#
晚清民国时期"关于词是否要严守格律"其实有不
同看法# 蔡嵩云便认为初学填词"不必严守四声"
以免影响词意的表达"形成律叶而文不工的情况"
违背填词以抒情寄意的初衷 %&词话丛编 (
VT'#-T'"'# 而况周颐则是坚定的守律派"他认
为如果能达到律与意的完美统一"就是填词至境"
其快乐有不可形容者# 他说*

畏守律之难!辄自放于律外!或托前
人不专家!未尽善之作以自解!此词家大
病也" 守律诚至苦!然亦有至乐之一境"
常有一词作成!自己亦既惬心!似乎不必
再改" 唯据律细勘!仅有某某数字!于四
声未合!即姑置而过存之!亦孰为责备求
全者" 乃精益求精!不肯放松一字!循声
以求!忽然得至隽之字" 或因一字改一
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绝警之句" 此
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何如. 虽剥
珉出璞!选薏得珠!不逮也" $况周颐
"T%

况周颐当然明白守律不易"但他明确反对今
人以前人不尽守律之作为借口而自放于声律之

外# 其实守律虽多拘束"却也有合律后的大快乐#
况周颐有丰富的创作体会"所以对从畏律之难到
守律之乐"有如此生动的描述# 这也正印证了
+读者视为天然合拍"实皆从千锤百炼中来, %陈
匪石 "#"'的事实#

况周颐语人严守四声"对门弟子当然要求就
更为严格# 今检批点月课"正多声律提点者# 如
癸亥八月第二课&琐窗寒(下阕第三韵"陈蒙庵原
作+秋河斜度,"但此调正体此处格律应为+仄平
中仄,"则+秋,字显然出律"况周颐批点*+/秋0
字不应平声#,并改+秋,为+绛,"以使平仄合律
%梁基永辑 #%'# 若陈蒙庵&紫萸香慢(原词平仄
多误"且意亦多未惬蕙风心意"故况周颐几乎将原
词重写一过"并特地批注云*+凡经改定之句"四
声均不误#,%梁基永辑 #T'癸亥九月第二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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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一词"况周颐批注云*+前段/几0字$/剩0
字"后段/应0字$/耶0字$/羡0字"平仄均误#,
%梁基永 "%'并为原词一一改正# 癸亥九月第三
课&华胥引("况周颐标识甚多"皆为斟酌平仄之
例"并眉批曰*+加"之字平仄误"共误六字"改定
无误字#,%梁基永辑 "W'一词平仄改至六处"真
用心特甚# 类似之例在月课批点中随处可见"蕙
风批改之严谨细密可见一斑#

格律几贯乎通篇"稍有疏忽"往往就不是一两
处错误"尤其是初习者"若对古今字的声律变化不
能谙熟"以今音度古音"难免有平仄出律现象# 相
对出律"出韵的现象较少"但也并非没有"况周颐
对于陈蒙庵的出韵现象也及时指点# 癸亥九月第
二课&珍珠帘(用韵出入第三$第四部韵中"况周
颐在批注中指出*+/势0字入第三部"不与第四部
叶#,%梁基永辑 "V'填词虽有借韵一说"但也并
非通例如此"有些邻韵是不能相借的# 凡此可见
蕙风论词精严之处#

填词又名长短句"但句式字数既固定"则每句
的结构也就固定下来"不能在限定字数内随意更
改句式结构# 初习词中"可能每有注意字数而忽
略句式的情况"陈蒙庵也不能免# 癸亥四月第三
课&洞仙歌(起拍"陈蒙庵原词作+鸟声乍起"梦转
深深院,"但+梦转深深院,句式是二三结构"正体
&洞仙歌(此句应该是一四结构"故况周颐为改
+鸟声破梦"悄曲阑深院,"并在眉批中引北宋李
元膺同调起拍之+放晓晴庭院,句以作为+一领
四,的例证%梁基永辑 T'# 癸亥九月第二课&梦
芙蓉(煞拍"陈蒙庵原作+羡琉璃一箧,"乃一四句
式"但况周颐对照吴文英同调词"此处为+仙云深
路杳,"乃典型的二三句式"况周颐遂据改为+琉
璃窥宝箧,%梁基永辑 "V'# 凡此句式变化"况周
颐据宋人之例加以规范"可见其师法乎上的基本
精神#

一般来说"况周颐的改笔若有出处"也随文批
注"以示渊源# 如癸亥八月第二课&琐窗寒!玉
露(下阕"陈蒙庵原有+少陵别恨诗兴寄,句"蕙风
将+别恨,二字改为+彩笔,"并旁注云*+&秋兴(
句*/彩笔昔曾干气象#0,将+彩笔,二字与&秋
兴(句的关系点明%梁基永辑 #&'# 癸亥十月第
一课&清平乐(第四首煞拍"陈蒙庵原句+好话鬘
天旧事"记曾月下吹笙,"况周颐改为+说与鬘天
影事"淡黄月下吹笙,# 虽只改动五字"但情景显

然更生动"况周颐眉批云*+花影吹笙"满地淡黄
月#,%梁基永辑 %V'实际上把修改的依据和原因
向陈蒙庵点出了# 通过这些修改"我们就可以明
白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为何一再强调+学填
词"先学读词,"+两宋人词宜多读$多看"潜心体
会,%&词话丛编( VV#&"VV#W'"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建立填词应有的话语或词汇体系"以合乎词
体本色当行之基本要求#

况周颐批点月课"注重意之连贯$丰富与圆足
应是其基本方向"故既有语段组合修订者"也有删
改几及全篇者# 况批稿散页&桃源忆故人(上阕
后段陈蒙庵原句云*+云中书带悲秋句# 可抵停
云春树# 况是霜天迟莫# 莫论江南赋#,况周颐
批云*+上句不出哀字"下句意欠圆足#,其实是批
评陈蒙庵以数句之幅不过写一个+哀,字"意思单
一"有欠丰盈# 故况周颐改为*+鱼中书带悲秋
句"几费停云延伫# 诉与哀筝禁否# 莫论江南
赋#,+云中书,原本无妨"但后有 +停云,"故改
+云,为+鱼,"既避字复"也暗中换一典故# +停云
延伫,写出情感姿态"且延伫不足"再诉于哀筝"
又用+禁否,二字回环其意# 显然经此改动"哀意
虽未变"但已经是曲折多变"情感也因此层层加
深了#

换意可能是况周颐批点月课的一个基本角

度"故一词改至数句甚至半阕以上者经见# 如癸
亥四月第二课&黄莺儿("上阕况周颐几乎是重写
一过# 将陈$况二家词对勘"就知道况周颐是如何
大幅度改变$提升陈蒙庵原稿之意了# 录陈蒙庵
&黄莺儿!咏莺"用屯田均(原词上阕于下*

三春春事浑无主" 几度出于" 幽谷
公子!金衣交梭!上林芳树" 惊梦不到辽
西!更有销魂语" 柳阴百转千声!只把春
情!频向人诉" $梁基永辑 U%

况周颐改词如下*

东风啼彻谁为主" 熠耀金衣!妍暖
银簧!垂杨飞绵!杂花生树" 教梦不到辽
西!底事绵蛮语" 恼它鹃唤春归!只把春
情!频向人诉" $梁基永辑 U%

大致来说"陈蒙庵竭力描写黄莺在春天出没芳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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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作$百转千回的声音"以及频向人诉的春情#
意思顺承而下"几无波澜# 况周颐的修改则明显
增加了疑问"提升了态度"转变了情怀# 陈蒙庵说
春事无主"似与黄莺无涉)况周颐则以+谁为主,"
暗中引出黄莺# 起句直接到题"这其实是况周颐
一直的主张# 他在&蕙风词话(中说*

近人作词!起处多用景语虚引!往往
第二韵方约略到题!此非法也" 起处不
宜泛写景!宜实不宜虚!便当笼罩全阕!
它题便挪移不得" $&词话丛编' VV#U%

这是况周颐填词的经验之谈"当然也有理论
渊源# 如张炎就说过+词以意趣为主,的话"而意
趣之可贵在+要不蹈袭前人语意, %&词话丛编(
"U''# 这个意既要一笔到题"还要有创意# 陈蒙
庵所述之情景"大多在意想之中# 况周颐便须由
此生出波澜$开掘新意"+熠耀金衣,以下四句"即
点出了一春之主的形象和动态特征# 接下"陈蒙
庵说惊讶于梦境不到辽西"况周颐则转云是+教,
梦不到辽西"陈是感叹现实"况是主动安排# 况周
颐并再追下一问"既然不+教,梦到辽西"如何又
出语如此+绵蛮,呢. 接下陈词写黄莺欲诉春情"
况词当然也有这个意思"但显然笔法腾挪"先是恼
杜鹃唤春回"再写黄莺欲与人诉"显然黄莺要诉的
不仅是自身的春情"也包括对杜鹃的恼恨之意#
两词对勘"况周颐不仅丰富了陈蒙庵原词的意思"
也增加了不少趣味"尤其是带有创新色彩的意趣#

况周颐对陈蒙庵月课的修改"有时持一基点"
通改全篇"巧用系列典故"以转变或深沉其思# 癸
亥八月第二课&琐窗寒!金风("陈蒙庵原词以秋
风为核心"本在渲染秋景秋情"粗阅之下"似无大
碍# 但填词本一字不可轻过"何况题中点明之字#
况周颐认为既题曰+金风,"+此题/金0字须刻
画,%梁基永辑 #%'# 也就是说这个+金,是不能
忽略的"否则便不能说完全切题了# 录陈蒙庵
&琐窗寒(原词于下*

菡萏香残!梧桐叶坠!乍回残暑" 依
依拂柳!好似莫春!时序荐新凉!玉阑绣
帘!兰台未作雌雄赋" 乍中人娇怯!五铢
衣薄!飒然来处" 何许宫嫔语" 正夜半
笙歌!秋河斜度" 舒波皓月!恰好微云飞

去" 侭萧萧落叶声中!者番早把商意露"
更丁东铁马檐前!报道刚南吕" $梁基
永辑 #%-#V%

陈蒙庵写香残$新凉$衣薄$皓月$落叶等"皆
是典型秋景秋意"其中若一一追寻"与秋风自有关
联# 但此是秋风"而非+金,风# 况周颐的修改便
以+金风,为出发点"将原词改写一过"几近面目
全非# 录况周颐改稿如下"以作对勘*

菡萏香销!梧桐叶坠!更无残暑" 佳
人倚竹!自惜五铢" 衣缕旧钿钗!艳称辟
寒峭寒!怪底生琼户" 伴一钩低亚!画帘
西畔!飒然来处" 何许宫嫔语" 正夜半
笙歌!绛河吹度" 舒波皓月!恰好微云飞
去" 侭萧萧落叶声中!褭蹄惯识芳草路"
更■铮铁马檐前!报道刚南吕" $梁基
永辑 #%-#V%

两词对照"况周颐改稿上阕除了前三句基本
未动"末句照旧外"其余几乎重写# 下阕主要改动
一处"即用+褭蹄惯识芳草路,取代+者番早把商
意露,"余仅改动一两字而已# 改动如此之多"改
动的原则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从各个角度刻画这
个+金,字# 为说明改动之由"况周颐作了不少批
注"兹分录如次"并与改后词句相对应* 批注+金
缕衣,"对应词中+衣缕,二字)批注+汉宫人以辟
寒金饰钗钿,"对应+衣缕旧钿钗"艳称辟寒峭寒,
云云)批注+孟子* 岂谓一钩金,"对应+伴一钩低
亚,句)批注+褭蹄金"见&汉书(武帝诏,"对应
+褭蹄惯识芳草路,句)批注+略切金,"对应+■
铮,二字# 除了这些直接对应修改后文本的批
注"况周颐另有批注云*+金风"西风"西方于行为
金,+月称金波,等等# 之所以特别批注+月称金
波,"可能况周颐原想以此修改词中+舒波皓月,
一句"但又觉得这表述本身已经很好"故虽批注而
未改"不过是让陈蒙庵了解更多关于+金,的词汇
和典故而已%梁基永辑 #%-#V'# 况周颐如此注
重切题"反对言说汗漫"其实也是词家通例# 沈义
父也说*+如咏物"须时时提调"觉不可晓"须用一
两件事印证方可#, %&词话丛编( "WT'况周颐一
再暗用与+金,相关的典故$词语"正是+提调,+印
证,之意# 陈蒙庵原稿题注+金风,"实类同+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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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但未曾充分注意及此"况周颐指导他填词"
当然要从严要求了#

有时为了一些特殊字词的使用"况周颐难以
在对陈蒙庵原作的修改中完整体现自己的想法"
因此干脆另作一词以为示范"大要在语境切合$词
意准确并关合全篇# 陈蒙庵&紫萸香慢(下阕原
云*+难把愁平# 避灾莫登高去"又惆怅望瑶京#,
况周颐将其改为*+无限消凝# 避灾约登高去"伫
尘雾敛沧溟#,%梁基永辑 #T-"''何以陈蒙庵言
+避灾,而 +莫,登高去"而况周颐则曰避灾而
+约,登高去"则避灾与登高的关系"实应费心思
量# 况周颐改之意犹未尽"另作&鹧鸪天(以具体
展现+避灾,与重阳的关系# 其小序云*

重阳不登高示绵初#密文两女" 客
有作重阳词者!用*避灾,二字!此字不
易用也" $梁基永辑 "#%

这里的+客,就是陈蒙庵"而客作重阳词"即陈蒙
庵癸亥九月第一课&紫萸香慢!展重阳作(# 陈
蒙庵在甲子正月特将况周颐此词抄录在癸亥九月

第一课之后"并附记云*

右吾师蕙风词隐所作" 余赋&紫萸
香慢4展重阳'词!用*避灾,二字" 师
为备论此字不易用" 越数日!复作此词!
以示所以用之之法" 词题所称*客,者!
即谓余也" 此阕曾披露于十三年元旦
&申报'" $梁基永辑 ""%

况周颐&鹧鸪天(与陈蒙庵&紫萸香慢(之关系"正
因+避灾,二字而起# 况周颐先是批点并当面备
论"继而再作一词以示范"其指导之用心真在可
感# 当日之备论"料多精彩"惜无法起况周颐$陈
蒙庵以问)但当日之批点尚在眼前"略可见些许言
论陈迹# 录况词于下*

秋是愁乡雁不来" 登高何望祈风
埃" 暂时枫叶浓如锦!何处萸囊避得灾"
怜霸业!委荒苔" 即令戏马亦无台" 何
如偃蹇东篱下!犹有南山照酒杯" $梁
基永辑 "#-""%

陈蒙庵的&紫萸香慢(曾被况周颐批评"认为用语
过于衰飒"而此&鹧鸪天(虽也有秋愁$荒苔$偃蹇
等语状写低沉萧瑟之秋景秋怀"但先去登高祈望
之心"次佐以如锦之枫叶"再慰以南山之酒杯"抑
扬之间"颇见其趣# 陈蒙庵用+避灾,二字以合登
高之事"而况周颐则用避灾之事贯乎全篇# 其差
异在此#

况周颐何以说重阳登高用+避灾,二字不易
呢. 那是因为避灾之说典出多源"各成体系"若仅
择此二字模糊用之"实成无根之词"令人彷徨其
间"难得旨归# 据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记载"重
阳登高以避灾之事传与汝南桓景有关"桓景随费
长房游学累年"某日长房对桓景说* 九月九日你
家中或有灾"你赶紧回家"让家人各备绛囊"盛以
茱萸"系以手臂"然后登高并饮菊花酒"灾祸自去#
今人重阳携带萸囊登高饮酒之风"盖始于此# 重
阳避灾之说当然别有说法"但此是流传较广者#

今检况词"实是反用此典"小序即已言明+重
阳不登高,"因为+登高何望祈风埃,"事实上年年
登高"年年萸囊"何曾真能避得灾6 所以登高的意
义也就发生了转变"也因此才格外注意到登高所
见满眼之如锦枫叶# 结句也回到典故中"偃蹇东
篱"相对南山"菊花酒畅饮依旧"而偃蹇者依旧偃
蹇# 况词要表达的不是借助外物来避灾"而是以
自我安顿来笑对灾祸# 现在我们能明白况周颐既
先申明重阳不登高"然后继续使用避灾典故"是从
传统中翻出新意"其所谓避灾二字+不易用,"乃
是就翻新出奇之不易的角度而言的# 用典而不限
典"甚至反用典"以此彰显出新的更纯粹的情怀"
这当然是从创作的高标准出发提出的新要求#

三" 陈蒙庵填词月课之选调"批点
与况周颐词学思想之关联

!!况周颐除了在声律$韵脚$字词$句式$达意$
词境等多方面提升陈蒙庵的填词水平外"同时也
利用眉批等"为其指出填词向上一路# 如关于趣
味"况周颐在&蕙风词话(中似并未特别予以强
调"但在陈蒙庵癸亥四月第二课&水调歌头(的批
点中"况周颐将陈蒙庵原句+一笑问人世"谁得乐
其中,改为+莫问酒清浊"得趣便须中,"陈蒙庵是
从主体身份而言人世之快乐"况周颐改动之后"便
转为从酒中得人生趣味"从纯粹的主观感受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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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客观对象中获得趣味# 况周颐不仅整体改动
了这两句"而且专门批注云*+公独未知其趣耳"
臣今聊复一中之#, %梁基永辑 &'其实是交代了
之所以如此改动的原因所在# 况周颐虽然未具体
解此+趣,字"但对勘陈蒙庵原作和况周颐修改文
字"大致可知况周颐此处所谓+趣,应是化议论为
情景"从情景描述中带出议论的意思#

癸亥年"陈蒙庵向况周颐请教填词时"不过虚
岁十九岁"正值青春好时光"然其&紫萸香慢(写
重阳"既有+一天冷落凄清"看黄花蕉萃,云云"又
有+秋光迟莫,+飘零,+败叶,等词句# 况周颐料
多不满"他一方面大力修改"一方面批点云*+少
年人作文字"不拘何题"宜切戒衰飒语#,%梁基永
辑 #T'陈蒙庵是否果然有强说愁滋味的嫌疑呢.
重阳虽在秋季"但风景因人而不同"少年情怀即便
在冷落之秋"也应该别有生动之气# 故况周颐拟
身于陈蒙庵"将全词气象翻转为明丽秋光# 如将
+一天冷落凄清"看黄花蕉萃,修改为+碧云浣出
秋清"对黄花依旧,"将原结句+更败叶已吹满城,
修改为+也璀璨锦舒晚晴,# 两相对照"气象明显
清拔许多# 类似这样三言两语的点评"虽不多"却
极具针对性"对引导陈蒙庵的审美趣味以及情感
基调无疑具有重要作用#

在陈蒙庵月课及况周颐的批点中"吴梦窗是
出现频率颇多的一个名字# 梁基永曾对月课而用
梦窗自度曲&梦芙蓉(这类僻调深致疑问%梁基永
辑 V'# 其实况周颐曾对此有过一定说明"他说*
+词无不谐适之调"作词者未能熟精斯调耳# 昔
人自度一腔"必有会心之处# 或专家能知之"而俗
耳不能悦之#,%&词话丛编( V&"U'可见在况周颐
心目中"调无生熟之分"也可不问是否自度"关键
是作者若能得调之会心处"便可臻+谐适,之境#
在这一观念之下"梦窗词较多进入月课学习范围"
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 癸亥八月第二课后所附
&宴清都( &月中行(二调虽未成篇"但前者副题
+拟梦窗赋连理海棠和韵,"后者副题+寒夜用梦
窗和黄复庵韵,"似有规模师法梦窗的用意# 况
批稿散页&法曲献仙音(的副题也是+九月初三夜
作用梦窗均,# 癸亥九月第二课&梦芙蓉( &珍珠
帘("况周颐批点时以梦窗句式为依据修订蒙庵
句式之失序# 如+/琉璃0句"梦窗作/仙云深路
杳0,"+此句改从梦窗,"+第二句与&词律(所据
梦窗$玉田$六一三体均不合,"等等%梁基永辑

"V'# 凡此皆可见况周颐心中依傍所在#
但读过&蕙风词话(的人谅必知道"况周颐明

确说过+非绝顶聪明"勿学梦窗, %&词话丛编(
VV#$'的话# 何以有此判断呢. 况周颐解释说*

近人学梦窗!辄从密处入手" 梦窗
密处!能令无数丽字!一一生动飞舞!如
万花为春!非若琱璚蹙绣!毫无生气也"
如何能运动无数丽字!恃聪明!尤恃魄
力" 如何能有魄力!唯厚乃有魄力" 梦
窗密处易学!厚处难学" $&词话丛编'
VVVW%

重者!沉著之谓!在气格!不在字句!
于梦窗词庶几见之" 即其芬菲铿丽之
作!中间隽句艳字!莫不有沉挚之思!灏
瀚之气!挟之以流转!令人玩索而不能
尽!则其中之所存者厚" 1223颖慧之
士!束发操觚!勿轻言学梦窗也" $&词
话丛编' VVVW-V$%

这两节话对梦窗词特征的总结相当精准# 大要而
言"梦窗词丽密在外"但内含聪明与魄力"故能使
语言丽而外相不呆$意象密而内气疏宕# 聪明与
魄力云云"其实要具体落实到潜气内转的笔法上
面"经此潜气内转"使词作内蕴深厚而外象密丽"
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貌# 但晚近以来学梦窗者大
多停留在学其丽密之处"又因为聪明与魄力不够"
使得丽密成为纯粹的丽密"貌得梦窗之表象而实
失梦窗之底蕴# 这是况周颐把绝顶聪明作为学梦
窗词前提之一的原因所在#

但梦窗词的特殊魅力也是学词之人难以抵挡

的"尤其清代常州词派自周济在&宋四家词选目
录序论(中将梦窗词列为学词必经之一家之后"
到晚清之时"梦窗从四家之中异军突起"词坛大多
已不遑追求清真之浑化"至梦窗便已流连忘返#
尤其是王鹏运$朱祖谋精校梦窗四稿"朱祖谋$夏
承焘$杨铁夫等复为之笺注"令梦窗词以一种强势
的面目出现在词坛上# 而晚清民国词坛祭酒如朱
祖谋$况周颐等又在创作上大力鼓吹师法梦窗词
风"遂致无论是词坛宿将"还是填词新军"都以师
法梦窗词为一时之风尚# 但真正+研究,过梦窗
词并有较多创作实践的况周颐心里十分清楚"梦
窗词风虽席卷南北"但能得其仿佛者寥寥"而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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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精髓者则更罕见# 这才是况周颐提出慎学梦窗
词的原因所在#

内蕴沉挚深厚之思"挟之以灏瀚流转之气的
梦窗词"当然值得好好学习# 只是作为初习者"若
高悬梦窗之&霜花腴(&莺啼序(&八声甘州(等词
为师法对象"不免有略过初阶$凌空飞越而直抵梦
窗高境的嫌疑"未免太过富于想象力"故陈蒙庵月
课选用梦窗自度曲&梦芙蓉("也不过是其中较为
清越者# 而&宴清都( &月中行(二调很可能是况
周颐专门布置之调"不仅是和梦窗之韵"也当有从
梦窗稍浅近处入手"然后拾级而上之意#

癸亥九月第二课之&梦芙蓉(既是梦窗自度
曲"且在宋人中也仅此一曲# 此词既被认为谐婉
可学"则拈之以为月课"也颇得宜# 勘察况周颐批
点修改之迹"正可见其对梦窗词风的引导之力#
录陈蒙庵 &梦芙蓉!题张红桥研象拓本(原词
于下*

红桥留韵事" 记芳邻乍卜!小名唤
起" 玉人清课!长伴琁闺里" 墨花香凝
翠" 当时几许诗思" 思谪鬘天!剩镌容
$石!潘鬓定憔悴" 应有黱痕细腻" 曾
写蝇头!不尽回文字" 断肠人穜!幽恨露
眉意" 画图非邪是" 依稀月下环佩" 省
识春风!羡琉璃一箧!不数平津秘" $梁
基永辑 "%-"V%

再录况周颐修订稿如次*

红桥留韵事" 比苕华刻玉!旧题小
字" 个侬清课!长伴兰闺里" 墨花香凝
翠" 年时多少吟思" 唤彻真真!消莺昏
燕晓!潘鬓几憔悴" 认取奁尘麝腻" 曾
写回文!并巧苏家蕙" 小鸾标格!珍重到
眉子" 玉扃何处是" 依稀月下环佩" 省
识春风!琉璃窥宝箧!不数平津秘" $梁
基永辑 "%-"V%

况周颐的改稿被收录在&纫芳簃词(的煞末"除了
题目将+研象,改为+象研,外"其余照录况本# 平
心而论"陈蒙庵词中若+墨花香凝翠,+断肠人穜"
幽恨露眉意,云云"读来已有几分梦窗韵致# 若
非填词之前对梦窗词曾下过一定的功夫"难以有

此神似梦窗之句# 尤其+墨花香凝翠,句"其语言
意象之丽密一似梦窗之+蝶怨夜香留,句# 陈蒙
庵之+聪明,由此可得一证#

但通读全篇"风格仍时有未谐"当+魄力,稍
欠# 若+记芳邻乍卜"小名唤起,+应有黱痕细腻#
曾写蝇头"不尽回文字,云云"意思稍显单薄"且
语势过于流利"未见丰盈之意与浩瀚之气# 况周
颐谅对此也有体会"故于此修择较多# 将+记芳
邻乍卜"小名唤起,修改为+比苕华刻玉"旧题小
字,"陈蒙庵两句乃顺承而下"合写记取芳邻小名
一意)而况周颐改笔则顿显跌宕之姿# 据&敦煌
高纳之郡府纪年(云*+桀伐岷山"岷山王女于桀
二女"曰琬曰琰# 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
之玉"苕是琬"华是琰#,%&太平御览( &'"'&竹书
纪年(的记载与此大致相似#'

在此后的演变中"
+苕华刻玉,逐渐喻指有容德之美的女子# 这个
+芳邻,的不凡经此典故便显现出来"而+旧题,二
字更衬写出一种厚重的历史感# 陈蒙庵的+应有
黱痕细腻# 曾写蝇头"不尽回文字,原句"从以数
句合写一种连贯的情景来说"也无问题# 但若按
照梦窗词+丽密,的要求"便多少有些丽而不密
了# 况周颐改为*+认取奁尘麝腻# 曾写回文"并
巧苏家蕙#,陈蒙庵着力表现拓本中女子眉黛细
腻"以蝇头之字"细写情怀"情景也自旖旎可亲#
况周颐则把陈蒙庵空中的猜想直接变为现实的辨

认"且以+尘,+腻,二字增加辨识之难"而对其以
回文字述写情怀"则再辅以比较"追加一典"其文
字的力度$意思的厚度以及气脉的强度便自然要
高过一层#

在月课页面留下的文字固然见况周颐之部分

词学旨趣# 此外"况周颐批点月课"也有当陈蒙庵
面进行者"如曾当面+备论,其&紫萸香慢(用+避
灾,二字之不易用者%梁基永辑 ""'# 可惜这一
番+备论,"今日已无法得闻# 但检 &纫芳簃日
记("竟有记录况周颐面谕之论者"弥足珍贵# 如
六月十九日所记"陈蒙庵携两稿呈送况周颐"况周
颐当即予以修改# 当日师生也曾共赏诗"日记记
其事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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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按!即况周颐%读之!称其诗极
奇!其奇妙在澹" 又曰) *词笔亦可用
奇" 刘须溪词是已" 诗奇要结实!词奇
空灵",$梁基永辑 #'&-#'U%

况周颐对诗词之奇充分肯定"但他注意到诗$
词之奇各有不同"诗歌之奇不能落于空幻"要结到
实处"而词之奇则要体现在+空灵,的词境之中#
虽然在&蕙风词话(中"况周颐似未明确提出词尚
奇的说法"尤其未见从空灵中见奇幻之说# 但况
周颐一再强调在听风雨$观江山之时+常觉风雨
江山外有万不得已,之词心在)又言*+吾苍茫独
立于寂寞无人之区"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
杳霭中来#,%&词话丛编( VV##-#"'凡此+万不
得已,之心及+匪夷所思,之念"显然有非同寻常
之处"这也当可大致呼应此处空灵之奇的说法
%&词话丛编( VV#%'#(

词之一境有此"自可丰富
词之格调风神# 陈蒙庵偶记文字"也可略补蕙风
词学未畅之旨#

仅从上述简单比较"即可知况周颐在诸多笔
法$意象$用典等多方面引导陈蒙庵填词向吴文英
靠拢的倾向#)

这也可见"月课虽只是填词初阶"
况周颐固然要对陈蒙庵进行基本的方法$结构$意
脉等方面的引导"如应有+意趣,$奇笔"力戒+衰
飒,之气等"更注重对其未来可能的审美方向的
引导"这当然也与晚清以来"经王鹏运$朱祖谋$况
周颐等人先后鼓吹"梦窗词风在当时风行南北有
关# 这是月课选调的部分原因"也是况周颐修改
和批点的部分依据"值得注意#

四" 词苑传芬! 陈蒙庵的请益
之勤与况周颐的提携之意

!!经过况周颐如此费心的指点"陈蒙庵的词艺
也由此得到长足的进步# 民国时期"陈蒙庵的词
渐入作者之林"夏敬观&忍古楼词话(曾提及陈蒙
庵乃蕙风弟子"评价其近词数阕+造诣益进, %夏
敬观 #$'# 叶恭绰&广箧中词(卷四也选录陈蒙
庵&减字木兰花(%梦长更短'$&徵招(%芳尘不度
凌波远'二首# 能取得如此填词成就"当然与陈
蒙庵的天赋$勤勉等有关"但况周颐的点化之功也
是不可忽略的# 董寿慈&云窗授律图序(云*

吾友蒙庵词兄1223夙昔师承!永
惟临桂" 曩者见示云窗授律图卷!乃知
稼轩奇恣之采!传自坡翁+烂窟婉约之
风!本诸无咎" 渊源所在!寝馈无忘" 观
其师门风义之深!可征词苑传芬之美"
$梁基永辑 V#%

词学率多师承渊源"而陈蒙庵的师承则是+永惟
临桂,"此+临桂,即以况周颐籍贯来指代况周颐
其人"这是深知陈蒙庵词学源流的董寿慈必须强
调的# 夏承焘也将陈蒙庵师事况周颐"拟之如朱
祖谋传砚龙榆生"而有+彊村授砚当传薪"临桂宗
风又见君,之句%梁基永辑 V%'# 其实不遑董寿
慈$夏承焘特为拈出此事"况周颐在&洞仙歌!题
云窗授律图(也有+随分商量到清课# 远致属声
家"淡墨溪山"君知否$个中薪火,%梁基永辑 V"'
之句"略见他与陈蒙庵商量清课之情形# 陈蒙庵
有缘亲炙一代词宗"于月课批点之间"况周颐为指
出向上一路"这无疑快捷而有力地提升了陈蒙庵
的填词境界#

陈蒙庵志从蕙风问词"其&云窗授律图(亦略
表其心迹者# 此图乃陈蒙庵请况周颐之子况琦
%字又韩'绘制"况周颐遵嘱为赋&洞仙歌(一词略
写彼此情缘"并于图后附识云*+陈生蒙庵有志声
律家之学"就余商榷"素心晨夕"此图得其仿佛#,
%况周颐 &%&'可见陈蒙庵请学之勤与况周颐赏
识之意#

关于填词月课的批点"因为有的作品改动甚
大"或者几乎是重写一过"修择应该需要一定时
日# 但从日记中可知"也有的月课批点是当面进
行的# 如六月十九日记云*+谒蕙师"携两稿就
改"即改#,此即当面批点修改之例# 而同日记
+题2113耄耋图词"改毕"携归,"则明显是此前
呈送给况周颐的%梁基永辑 #'&-#'U'# 可见其
频繁往返况府"送呈月课及取回月课批点"当是其
中主要事项# 乙丑六月二十七日"况周颐赴苏州"
七月一日即记云*+寄蕙师苏州信"索改寿词"并
寄题岩居水饮图词去#,%梁基永辑 #'T-##''可
见此寿词乃此前呈送给况周颐的"估计已有时日"
故索回况周颐修改后的寿词"同时再寄一词并请
修订"此&题岩居水饮图(调寄&鹧鸪天("似作于
六月二十三日"二十五日陈蒙庵曾自行修订一过#
二十六日"陈蒙庵访况府"适况周颐准备次日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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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综论

苏"正料理行装"颇为忙碌"而当晚赵尊岳又设宴
为况周颐饯行"故此稿或未便交况周颐%梁基永
辑 #'W-#'$'# 七月十五日日记言及况周颐之
子况小宋携况周颐手函至"信中谅有二词修改稿
在# 仅此寥寥数页日记"也略可见陈蒙庵请益之
勤及况周颐批点之多$之速#

陈蒙庵当然也是悟性较高之人"在况周颐指
导下"进步亦明显# 今检&蕙风词话("况周颐也
时举蒙庵词以为褒评"如评陈蒙庵赋&满江红(
%一片苕华'题某拓本词*+歇拍美人名士"关合有
情"全阕为之增色#, %况周颐 &&#'评陈蒙庵&摊
破浣溪沙(%红娘绡衣翠映眉'*+过拍$换头并有
思致#,%&&#'所谓+二难,"典出&世说新语!德
行("意即皆为高才"难分伯仲之意# 此在在可见
况周颐对陈蒙庵的提携之意# 况周颐在几乎通篇
改写陈蒙庵&紫萸香慢(一词后"自己也很有感慨
地说*+改笔似此"认真之至"亦至不易"毋忽#,
%梁基永辑 "''所谓毋忽"乃告诫其斟酌词篇"须
至慎之意# 修订词稿也是不断提升词境的过程"
故也甚不易# &蕙风词话(所云+作词至于成就"
良非易言,%&词话丛编( VV#"'"亦是此意#

就填词而言"无论是初习者$成就者$专家"还
是名家甚或一代宗师"改词都是不可忽略的# 民
国时期的朱祖谋堪称词坛一代宗师"其总体影响
力尚在况周颐之上"而他的词同样也多请况周颐
批改# 陈蒙庵曾回忆说*

当他 $按!指朱祖谋%填一首词成
功!就跑到况先生那里!写了出来!先说)
这个字不好!那一句不对!你看怎样( 你
替我改" 于是况先生改了!推敲着!吟哦
着!那读词的声音!很尖锐!使着长腔!抑
扬顿挫!非常好听" 1223过几天又来
商量了!却添上了张孟劬$尔田%先生的
改笔!仍是不满意" 结果等定稿出来!全
不曾采用!却是撷取众长!重加镕铸!自
然他的词集里!没有一首不是绝妙好词"
$&人之初' ##%

朱祖谋当然不似陈蒙庵"虽敦请友朋修改"但也自
有主张# 故况周颐$张尔田的改笔虽都没有出现
直接在朱祖谋的定稿里"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被
吸收近来"只是经过重加熔铸后"难以一一指出改

笔而已# 从陈蒙庵的追记里"朱祖谋填好词请况
周颐修改也当是一种常态"这当然体现了朱祖谋
放低身段的姿态"但也意味着况周颐高出一筹的
创作地位# 以此而言"修择之与填词"简直是相伴
而行的# 尤其如陈蒙庵在填词之初能得词坛祭酒
况周颐如此悉心指点"此在陈蒙庵而言"能师法乎
上"门径高阔"不入旁道"也当是其人生之幸)而在
况周颐而言"在新文化运动蓬勃展开的二十年代"
旧体如填词"能不被弃置"学有传人"醉心如斯"且
不绝如缕"也当是老怀堪慰的吧6

注释#5/#%($

! 参见陈蒙庵*+忆昔---赠况教授又韩,"&永安月刊(
#'"%#TVW'* %%# 大概在癸亥年初"陈蒙庵即拜况周颐为
师了# 陈蒙庵在&蓬斋脞记(中即有+癸亥岁春"侍先临桂
师坐,云云# 参见&永安月刊(##V%#TV$'* T#
" 孚存&纫芳簃词跋(言此集+词存四十曲,"然据笔者一
一覆按"当为四十六曲#
# 梁基永其实也注意到有癸亥年月课部分作品入选&纫
芳簃词(的情况"如其在&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陈
蒙庵批校白石道人歌曲!前言(中即说*+前举&梦芙蓉!
题张红桥研象拓本("月课作于癸亥%#T"% 年'九月"&词
稿(中钞正本为第四十首"与况氏所改同# 最后存目之
&奈加瀑布(亦见于&月课(之中#,梁基永虽然对勘两本
尚欠仔细"缺漏数量甚多"但毕竟注意到癸亥年词稿有收
录于&纫芳簃词(者"既如此"何以仍断言&纫芳簃词(+皆
甲子乙丑%#T"V 年-#T"& 年'作品,"此甚不可解#
$ 两本差异如* &纫芳簃词(本+名字,+几成,+谁为,等"
&蓬斋脞记(本作+名氏,+已成,+畴为,等# 参见陈蒙庵*
&纫芳簃词("&况周颐批点陈蒙庵填词月课陈蒙庵批校白
石道人歌曲("梁基永辑%北京* 中华书局""'#U 年'U"-
U%)&永安月刊(##V%#T"$'* T#
% 参见陈蒙庵*+纫芳簃金石词,"&国光艺刊("%#T%T'*
%T# 按"诸词副题文字与月课及&纫芳簃词(所载稍有不
同"大要在补充藏地$藏家之名#
& 梁基永说*+课稿有纪年"现存癸亥%#T"% 年'四月到甲
子%#T"V 年'正月共二十三首#,按"此统计有误# 癸亥九
月第一课虽有&紫萸香慢(&探芳信(&鹧鸪天(三首"但末
首&鹧鸪天(%秋是愁乡雁不来'实是况周颐自作"陈蒙庵
录以记相关填词之事耳"不应在统计之列# 而癸亥十月
第一课&清平乐(有四首"梁基永或误作一首"故合共
"& 首#
' &竹书纪年(载*+后桀伐岷山"进女于桀二人"曰琬"曰
琰# 桀爱二女"无子"刻其名于苕华之玉"苕是琬"华是
琰#,参见范祥雍编*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T&W 年'#&-#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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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云*+夫使其所作"大都众所共
知"无甚关系之言"宁非浪费楮墨耶6,要求创作要另开蹊
径$别张新论"这当也体现出对+奇,的审美旨趣的一种部
分认同#
) 关于对梦窗词风的关注"可能也与之有关# 据龙榆生
言*+梦窗词集为老人用力最勤者11圈点至十数过#,参
见朱祖谋*+彊村老人词评三则,"&词话丛编(第五册"第
V%WT页# 今检&纫芳簃日记("颇多与朱祖谋交往的记载#
陈蒙庵自己也曾说*+在我认识的几位老先生当中"况蕙
风%周颐'先生以外"要算是和他最熟悉# 况先生故世之
后"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见面的#,如此频繁的见面"其间有
关于词学的交流简直是一定的# 而关于朱祖谋为人改
词"陈蒙庵更是亲见亲闻"他说*+%朱祖谋'对于后学的奖
励"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有人拿词稿给他看"没有不是极
口称赞的"同时随手指出某处不妥"某字失律"或把稿子
放在他家里"就批上许多的字# 有时太客气了"也会使人
啼笑皆非# 原来他在稿子上写着几句好评语"其他便是
替你改正笔误的字"或把词调的别名"换上一个原来的调
名"看上去写了许多"其实都可以省得的#,以上见陈蒙
庵*+我所认识的朱古微先生,"&人之初(#%#TV&'* T$###

引用作品#8/)9(:"#%0$

陈匪石* &声执(卷上"&宋词举%外三种'("陈匪石编著$
钟振振校点#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U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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