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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后身(说与清初词学演进

陈昌强

摘!要# "重光后身#这一词学命题&最初仅为基于轮回转世观念的比附&后来逐渐具有明确指涉' 清及民国学界对此命
题的讨论&聚焦于陈子龙$纳兰性德二人' 词史上&陈$纳兰二人一方面以其创作实绩显示了在诸如艳情$家国和词学体
格等词学主题上与李煜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则分别在词学理论或渊源方面与李煜存在具体而微的异同' 这既反映了作
为词学典范的李煜&在明季清初词坛的经典化及其接受程度(亦反映了明季清初的令词演进及其统序' 而纳兰性德对陈
子龙的推崇&特别是.今词初集/选阵所显示的对云间词派及其羽翼力量的认同&也揭示了纳兰性德的词学流派意识&以
及更为明显的廓清词坛&并于阳羡$浙西之外另树一帜的立派努力' 由是可知&"重光后身#说所显示的以陈子龙$纳兰性
德为代表的令词统序&也是清初"南北宋之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其他词学力量一起&共同参与并支撑起清词中兴'
关键词# 重光后身(!纳兰性德(!令词统序(!南北宋之争(!清初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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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上古先民的信仰中'本来便存在着较为朴素
的人与自然界生物转生转化的观念+!

秦汉以后'随着佛
教的传入'轮回转世&因果三生等概念逐渐成为世人的常
识+ )三生石上旧精魂*!袁郊 <B>"式的转生故事构筑起
的前世今生恩怨情仇的强大叙事'非常显明地参与了古
代小说&传奇等文学体式的篇章构建'极大地推动了叙事
文学的发展!孙逊 $A#BB"+ 有意味的是'除了叙事文学
领域'轮回转世观念甚至还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影响了文
学批评'进而参与了文学观念&流派甚至是理论的演变进
程+ 例如'苏轼在文学史上被认为是陶渊明或者白居易
的后身!李之仪 <@?/谢堃'卷四"'这主要是因苏轼曾遍
和陶渊明诗'且对陶诗的审美趣味有独特的体认和摹习/
他的诗学主张亦与白居易有非常大的关联'其号)东坡居
士*也来自于白居易的诗!谢堃'卷四"+ 因此'后人在探
讨他与陶渊明以及白居易之间的关系时'便有意无意地
将他们的诗学关联之处比附起来'形成了苏轼是)渊明后
身*)乐天后身*诸种说法+ 不过'这种比附所依据的关联
毕竟微弱'在文学史中并不被更多人继续探讨&演绎和阐
释'尚不足以形成内涵丰富的诗学命题/且因为这种关联
大多比较浅显'故而学界对)某某后身*之类命题的探讨'
基本无所涉及'即便有'也多是局限在对相关作家作品风
格&诗学观念的比较'远未达到更深入&全面的程度+ 当
然'也有例外'便是本文要讨论的)重光后身*说+

一& '重光后身(说

首先需要梳理的是')重光后身*这一命题的形成和
演绎+

重光'是五代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字+ 李煜!A>B#
AB@年"'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鍾隐&鍾峰白莲居士等+ 徐
州人+ 中主李璟第六子+ 初封安定郡公&郑王'徙封吴
王'以尚书令知政事+ 宋建隆二年!A$< 年"立为太子'留
金陵监国'是年嗣位'在位凡十五年+ 开宝八年!AB? 年"
宋军破金陵'肉袒出降'被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

宋太宗即位'徙封陇西公'加检校太尉+ 太平兴国三年七
月七日服太宗所赐牵机药'卒!欧阳修 @B=#B?"+

李煜是五代宋初的著名历史人物'也是中国文学艺
术史上的杰出人物'虽乏治国之策'但其艺术才能却极为
出色'特别在词方面+ 不过'宋人因为他政治方面的庸懦
无能'对其词也颇有微词(

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 故当恸
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 顾乃挥泪宫娥!
听教坊离曲焉1 $苏轼 "<?<-?"%

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
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
'吹皱一池春水(之词) 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

音哀以思也) $李清照 "$$%
五季之末!若江南李后主.西川孟蜀王!号

称雅制!观其忧悠隐恨!触物寓情!亡国之音!哀
思极矣) $朱晞颜 ="=%

宋人品评李煜政治功过的兴趣'都大于品评其词( 苏轼站
在儒者角度'对李煜亡国之际的行为深致不满/李清照和
朱晞颜虽在一定程度上赞扬李煜词极有)哀思*的特色'
但也更明确从诗教角度'认定李煜的词是亡国之音'远非
堂皇正大的盛世之音+ 但李煜极高的才华和悲惨的命运
仍引起世人的同情'并演化为口耳相传的传说'在宋人中
大量传播'这其中便包括)重光后身*的最初话头(

徽宗即江南李主) 神祖幸秘书省!阅江南
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 而徽宗生
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 及
北狩!女真用江南李主见艺祖故事) $周勋初
<"=%

类似的记载'亦见于南宋人张端义的$贵耳集%+ 宋人特
别遵信转世轮回'现存宋人笔记中'大量载录了宋室诸帝
的本生轮回故事+"

宋徽宗的人生遭际以及文艺成就多与

李煜相似'无怪宋人将二人联系起来+ 但在宋人眼中'
)重光后身*还只是命运的比附'尚未纯化为一种文学
批评+

)重光后身*概念的纯化'是伴随着李煜词在后世的
接受及其经典化的深入而展开的+

明嘉靖年间以后'随着词坛力量的重新复苏'李煜的
词史地位逐渐抬升+ 胡应麟最早对李煜词作出高度评
价()后主一目重瞳子'乐府为宋人一代开山祖+ 盖温&韦
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 至此君方是当行作家'
清便宛转'词家王孟* !胡应麟'杂编卷四"+ 王世贞则认
为)$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唐圭璋'
)词话* >@B"'徐士俊则不无羡慕地对自己最欣赏的两位
词人如此评价()后主&易安直是词中之妖'恨二李不相
遇*!卓人月'卷四"+ 清初的沈谦接过徐氏的话头'同时
又给予了更高的评价()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
行本色+*又说()予尝谓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
为南面王'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唐圭璋')词话*
$><#>>"+

在这样的背景下'清人将李煜当成词史上的一种崇
高标杆'并用以评词')重光后身*由此逐渐有了丰富的词
学指涉+#

从现存资料来看')重光后身*最早指涉的是纳兰性
德+ 与纳兰同时的词坛宗主陈维崧说()$饮水词%哀感顽
艳'得南唐二主之遗+*$

不过这样的指涉'却在嘉庆以后
产生了争议(

,<==,



)重光后身*说与清初词学演进

!!曩在京师!与友人论词) 或言!纳兰容若!
南唐李重光后身也) 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
力所能及) $周之琦 <%

周之琦否定了纳兰容若为重光后身'谭献则在此基础上'
另推陈子龙代之()周稚圭有言(-成容若&欧&晏之流'未
足以当李重光+.然则重光后身'惟卧子足以当之+*并语
气截然地为二人分了优劣()词自南宋之末'几成绝响+
元之张仲举'稍存比兴+ 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
)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饮水次之*!唐圭璋')词
话* >AAB"+ 但没有对这一优劣进行具体论证+

此后的词评家'分别作左右袒+ 推尊陈子龙的'主要
是陈廷焯(

陈卧子/山花子0云&'杨柳凄迷晓雾中!杏
花零落五更钟) 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 惟有无
情双燕子!舞东风)(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
以思矣) $唐圭璋!'词话( >@"=%

而赞成纳兰性德为重光后身'则获得了更多的支持'
特别是在民国以后'获得了近乎一致的认同(

莫友芝/跋成容若书昌谷集后0&/侧帽0.
/饮水0之篇!"++#倚声家直耸为李煜后一人!
虽/阳春0.小山不能到) $孙克强 $$"%

况周颐/蕙风词话0&寒酸语!不可作!即愁
苦之音!亦以华贵出之) 饮水词人!所以为重光
后身也) $唐圭璋!'词话( ==<#%

$纳兰容若%门第才华!直越北宋之晏小山
而上之) 其词缠绵婉约!能极其致!南唐坠绪!
绝而复续) $徐珂 "%

容若小词!直追李主) $梁启超 >B#=%
容若小令!凄婉不可卒读) "++#究其所

诣!洵足追美南唐二主) "++#或谓容若是李
煜转生!殆专论其词也) $吴梅 <BA%

纳兰词小令凄婉处!于南唐二主非惟貌近!
抑亦神似) $徐兴业 ?A%

成容若雍容华贵!而吐属哀怨欲绝!论者以
为重光后身!似不为过) $唐圭璋!'词学( $$"%

其实')重光后身*的具体指涉'在陈子龙和纳兰性德之间
发生位移'与一系列因素有关'当然'清代后期纳兰词接
受热潮的出现'最终为这个命题作出了确定的回答+ 不
过'从上述探讨也可知'在清人心目中'李煜&陈子龙&纳
兰性德三人'虽或有成就高低之分'但其特色却是非常相
似的'特别在以下两点( 一是身份华贵'词语哀婉/二是擅

写小令'格韵俱高+
跳出一层来看'其实无论是支持纳兰性德'还是陈子

龙'在)重光后身*的议题上'后世的词评家们都只是借题
发挥'掺杂了自己对词的体认'反映了他们对明末至康熙
中期词坛的独特认知'即陈子龙或纳兰性德'分别在某些
方面达到与李煜可以并驾齐驱的高度+ 这样的探讨'不
仅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明末清初词坛状况'也有利
于了解陈子龙乃至纳兰性德等人作为经典的生成和演

绎'更有利于明晰清初)词学复兴*中自陈子龙至纳兰性
德这一脉的脉络+ 那么'陈子龙和纳兰性德词及词学中
的哪些内容'分别与不同时代&不同主张的词家们心目中
的李煜词这样的高标有了暗合呢0 更需追问的是'作为
李煜的两位)后身*'他们之间又究竟有哪些联系0 从陈
子龙到纳兰性德'他们的词学实绩'在明末清初的词学复
兴运动位置如何'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0

二& 时代主题# 艳情&家国与体格

有关李煜&陈子龙&纳兰性德三者或者两两之间比
较'学界已有了较为充分的探讨+ 有的学者通过对李煜
和纳兰性德人生阅历和性情的比较和探讨'推导其词作
相似之处的原因/有的学者着眼于李&陈二人词中所见忧
乐&今昔关系的对比'认为他们的词在表达相同内容时'

在修辞和风格方面亦有很大的相似处/有的学者则通过
纳兰词对李煜词中语辞&典故&表现手法的借鉴'说明三
者之间的传承/有的学者通过对三者词章感兴和欣赏角
度以及美感特色的比较'探讨三者的异同+%

这些成果'都
从某一方面探讨了三人词的异同'给我们以有益的借鉴'
但也都有尚需完善之处+ 如前所说'本文的目的并不在
为)重光后身*说确定具体的指涉'而是通过探讨'发掘此
一说法在批评和阐释方面的深层根源+ 因此'对三者的
联系与差别的探讨'首先须集中在其创作的内涵和成就
方面'具体而言'略有四端(

其一'词史位置+ 陈子龙&纳兰性德在词学发展过程
中的位置与李煜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李煜的时代'正当
五代末期'此前的词坛'基本被$花间集%作者群体掌控'
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则有西园公子'绣幌佳人'递
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 不无
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 "@"+ 花
间词风绮靡艳丽'适合于宴嬉酣乐'很少有表达个人情感
的内容+ 而李煜的词'则在$花间集%的基础上'一方面继
承其艳丽词风'但在语言&修辞方面则趋向清丽/另一方
面又加强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且通过白描和艺术概括来
表达'最终形成了)哀感顽艳*的风格特征'对宋词影响更
为巨大'即王时翔在$莫荆琰词序%中所谓)五季之末'李
后主以哀艳之辞倡于上'而下皆靡然从之*!王时翔!卷
二"+ 陈子龙的时代'正是词学中兴的开端'明代词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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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草堂诗余%和$花间集%的尊崇'也带来了绮靡浮艳而
破碎空虚的词风'而陈子龙对于明代词坛'正具有类似的
廓清作用()明初诸家'尚不失郑重+ 所可议者'气度之
间'终不如两宋+ 降至升庵辈'句琢字炼'枝枝叶叶为之'
益难语于大雅+ 自马浩澜&施阆仙辈'淫词秽语'无足置
喙+ 词至于此'风雅扫地矣+ 迨季世陈卧子出'能以秾丽
之笔'传凄婉之神'殆可当一代高手* !吴梅 <?$"+ 如果
说'在廓清浮艳词风方面'陈子龙是为清初词坛开了个好
头'纳兰性德则以自己的努力'为陈子龙开创的局面作出
一个阶段的总结'毛先舒在$今词初集跋%曾这样总结(

近世词学之盛!颉颃古人) 然其卑者!掇拾
/花间0./草堂0数卷之书!便以骚坛自命!每叹
江河日下) 今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
削浮艳!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
本朝三十年填词之准的) $纳兰性德!顾贞观
?=@%

选词方面如此'创作方面更是如此'陈维崧评价()$饮水
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之遗+*梁佩兰说()!容若"所
为诗词'绪幽以远+ 落叶哀蝉'动人凄怨* !纳兰性德
>@$"+ 顾贞观所谓()容若1223所为乐府小令'婉丽凄
清'使读者哀乐不知所主*!顾贞观 ?#""+ 正是同时代人
对纳兰词这种风格特色的定评+

其二'艳词体认+ 李煜&陈子龙&纳兰性德三人都有
大量的艳词创作+ 李煜的艳词主要集中于其创作生涯的
前期'表现其宫廷生活的雍容华贵及与后妃生活的情真
意笃+ 唐末五代的艳词'流于佐宴清欢'多是代言体'并
无实际情事'或者多写类型化的歌楼妓馆中的情事+ 李
煜的艳词'则有实际的描写对象'而且'不惮用细节来刻
画和书写'例如$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写其与小周
后的偷情'艳入骨髓'但两人的真挚情感亦洋溢于词中+
陈子龙的艳词'主要保存在他前期的作品集$江蓠槛%中
!$幽兰草% 卷中"'多是写他与柳如是的爱恋与相思+ 孙
康宜认为'陈子龙在诗词中皆曾书写其与柳如是的感情'
只不过在诗中'柳如是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形象'而在
词中'则还原成可亲可爱的少女形象!??#$="+ 证明因
为文体的不同设定'陈子龙的词反而比诗在表达感情方
面更具有真实性'而且'这样的真实性也基于陈子龙自己
对艳词的独特体认()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
恋之情'当不能免+ 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
倾泄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
至滥觞于格律之间+ 1223故少年有才'宜大作词* !彭
宾 >=?"+ 纳兰性德也同样是重要的艳词作手'他的艳词
不仅包括对婚后旖旎生活的烂漫书写'也包括悼亡后的
刻骨追思'同样是基于真情来感动人心'谢章铤认为()竹
垞以学胜'迦陵以才胜'容若以情胜* !唐圭璋')词话*

>=B""+ 正是道着此点+ 而且'李&陈&纳兰三人艳词的遣
辞造句'既不涉淫邪'也不雕绘以典故'在艳词的传统中
一脉相承'与此后津津于体物写艳&雕绘词藻典故以成章
的浙派$沁园春%系列艳词也迥然有别+

其三'家国认同+ 易代之际'以词来书写兴亡之感和
家国之思'李煜和陈子龙的相似性'要远较纳兰性德为
高+ 陈子龙甲申国变之后的词'主要存于$湘真阁存稿%
!吴伟业 <"之中+ 不过'王英志认为'陈子龙在甲申以
前'便已经对词的内蕴存在着更深广的理解+ 陈子龙在
$三子诗余序%中认为)夫并刀吴盐'美成所以被贬/琼楼
玉宇'子瞻遂称爱君+ 端人丽而不淫'荒才刺而实谀'其
旨殊也+ 三子者'托贞心于妍貌'隐挚念于佻言* !陈子
龙')三子诗*"'他提到了周邦彦和苏轼的词学典故'便已
表明他对词的内蕴的理解已由单纯的)情*伸展到君臣大
义的层面/而陈子龙的后期词作'其中所蕴含的对朝代兴
亡和民族盛衰的沉痛'深得比兴寄托的神髓 !王英志
<<>#<B"+ 不过'陈子龙词中以比兴寄托而抒发的家国
之感'正和李煜词中用铺陈的方式而写出的词有所不同+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纳兰词对家国兴亡之感也有所
书写+ 陈水云以纳兰性德$好事近%!何路向家园"一词为
例'认为这种兴亡之感)已褪去了后主词那种浓郁的情感
色彩'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历史感慨'确切地说它实际上
是一种富有哲理性的兴衰之感* !陈水云!陈敏 <=>"+

因为生于清廷入关之后的纳兰'本没有对明清易代的深
沉记忆'他的兴亡之感'也只能是一种程式化的怀古
之辞+

其四'令词体格+ 李煜词作'现存 >= 首'全部为小令
和中调词/陈子龙词'现存 BA 首'9

除 B 首长调外'其余皆
为小令和中调/纳兰性德词'共存 >=@ 首'其中小令 "B"
首'中调 "? 首'长调 ?< 首+<

当李煜之世'慢词长调尚未
真正形成/陈子龙的慢词'则皆是作为国变之后'风格也
)渐近沉着*!赵尊岳 ?A"'与其前后期的小令不同'算是
他词作中的变调/纳兰性德词亦以小令为主'根据陈水云
等人的分析'是因为)小令体制短小'但须言简意长'含蓄
隽永'意在言外'方为上乘+ 因为体制短小'令词不能包
含大容量的内容'多是用来抒发一瞬间的情绪'或描写一
个局部的画面和镜头+ 1223纳兰性德生长华阀之家'
年纪尚幼'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更多是自己简单的读书
生活和少年的遐思!对爱情的憧憬'对未来前途充满希
望'也有青年人天生的伤感和科场失利偶尔的失意等"'

这些情绪没有太强烈的暴发力'只宜采用小令的方式表
现之*!陈水云!陈敏 <>A"+ 这样的分析具有一定的道
理'不过正是这样的巧合'在清初的南北宋之争中'将陈
子龙和纳兰性德划归为同一阵营'他们的创作'以及词学
主张'因此与以朱彝尊为首的浙派词人们推尊南宋'重视
慢词而完全不同+ 周之琦认为()填词家自南宋以来'专
工慢词'不复措意令曲+ 其作令曲'仍与慢词音节无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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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花间%遗响'久成广陵散矣+ 容若长调多不协律'小调
则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
!<"+ 正是在体格方面'推崇纳兰专工小令的词史之功+

三& 词学渊源# 性情&性灵和自然

此外'在词学观念及理论渊源方面'李煜&陈子龙&纳
兰性德三人既存在着若合符契'又同时存在着大相径庭
的微妙关系+ 三者之词的共同之处'在于真情'前文已有
专论'此处不赘+ 三者之词的差异之处'则在于真情的抒
发方式已有所不同+

李煜的词'是其真性情的直接书写+ 夏承焘说()千
古真情一锺隐'肯抛心力写词经*!夏承焘 "'?"<"+ 唐圭
璋说()后主晚期'自抒真情'直用赋体白描'不用典'不雕
琢'血泪凝成'感人至深*!唐圭璋')词学* A##"+ 李煜那
些感人至深的词作'情景交融'情随景而深'景随情而化'
已达到浑融无痕的境地'因此'王国维才会以)主观诗人*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 )以血书者* )神秀*等语赞赏之
!="="#=>"+ 陈子龙的词同样也具有情景相生的特点'
邹祗谟说()弇州谓清真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至大樽而
情景相生'令人有后来之叹*!邹祗谟'卷四"+ 不过'陈子
龙词中的情景相生'却并非白描和赋体'而是由深厚的诗
学&诗教底蕴转化而成的+

陈子龙词学中的深情观念'来自于明代后期复古诗
学的性情说'而如何在词章之中达到这种性情之美'他有
非常复杂的看法(

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
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
难也) 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练!使篇无累
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
也) 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
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
难也) 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
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

$陈子龙 '王介人(%&

尽管后人称赞)秦黄佳处'有句可摘'大樽觉无句可摘'总
由天才神逸'不许他人掎拫也*!王士禛'卷六"'但陈子龙
在词章谋篇布局&立意炼字&选调设色方面的苦心孤逸'
还是可以从他的夫子自道中看出+

与陈子龙相似'纳兰性德的作品也常被称为自然清
丽'不事雕琢'王国维即曾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
物'以自然之舌言情+ 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
能真切如此*!唐圭璋')词话* ="?<"+ 甚至有些学者还
因此而否定其词学成就()容若$饮水词%'在国初亦推作
手'1223然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 !>@"@"+ 又说(

)容若$饮水词%'才力不足'合者得五代人凄婉之意*
!>A"A"+ 而事实却是'纳兰性德的雕琢功夫'以及其词中
对前代诗人&词人的语词&典故的各种形式的化用'都已
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纳兰词的自然之风'正从追琢中得来/陈子龙词的性
情特色'也同样来自于苦心孤诣的艺术追求+ 但两者之
间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也正是嘉庆以后常州词派抬高陈
子龙&贬低纳兰性德的重要原因'即'陈子龙词中性情来
自于对诗教以及寄托说的转化')词至云间'$幽兰%&$湘
真%诸集'言内意外'已无遗议+ 所谓华亭肠断'宋玉魂
消'称诸妙合'谓欲专诣* !唐圭璋')词话* $?<"')$湘
真%于新警中'仍留蕴藉*!<#>B"+ 常州词派崇尚寄托说'
美人香草之喻'正可以从陈子龙词中获得共鸣'甚至他在
甲申之前的一些词作'也被附会为感慨国事兴亡之作'=

而纳兰词拘束于一己情感的清丽哀怨之作'未免就真有
)容若词'天分殊胜而学力甚歉*!李慈铭 A<?"之评了+

不过'虽然褒贬异势'但常州词派的理论家们还是承
认纳兰性德与陈子龙之间的内在联系(

谭献& 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饮水
次之) $唐圭璋!'词话( >AA$%

沈惟贤& 明乃有陈卧子/湘真词0!上追六
一!下开纳兰!实为有明一代生色) $">B%

就此而言'常州词人对陈子龙&纳兰性德成就的强调'或
许真就揭示了明末清初词坛一个久被忽视的现象+

四& 自觉意识# -今词初集.与流派观念

纳兰性德研究中'除了其词'学界最为乐道的'还是
以纳兰为中心的所谓)饮水词派*+ 陈铭最早揭橥)饮水
词派*之说'认为其特色是宗尚唐五代'倡导言情入微+
此后'严迪昌通过对纳兰居处)花间草堂*词唱和的细致
梳理'再次提出了若非纳兰过早去世'该派确实有成立的
可能性+ 闵丰则通过对纳兰性德与顾贞观合选的$今词
初集%选心的考察'认为围绕在纳兰性德身边的词人群
体'实在是)无派之派*+ 葛恒刚更细致地梳理了纳兰性
德词学观念&纳兰身边词人群体的构成以及$今词初集%
的选词特色'正式确认了该词派的成立>?@+ 学界有关)饮
水词派*的这些探讨'文献俱在'本文不拟重复这些论述'
而是想在此基础上'对清初三十余年的词坛状况'以及纳
兰性德等人当时的努力作出更进一步的推论+

作为其时辐辏京师的辇下词人群体的事实上的核

心'纳兰性德既具有领袖词坛'与并世词人争胜的资源与
实力'同时也具有这样的意愿和行动+ 其中一大表现'便
是操持选阵+ 除了选录三十年来)今词*的$今词初集%'
纳兰性德还曾着手选录古词'徐乾学说他)尤喜为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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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以来诸名家词皆有选本* !徐乾学'卷二七"'这本
词选现已不存'好在康熙二十三年时'纳兰性德曾致信梁
佩兰'大致介绍了这本尚在构想中词选的概貌(

仆少知操觚!即爱/花间0致语!以其言情入
微!且音调铿锵!自然协律"++#从来苦无善
选!惟/花间0与/中兴绝妙词0差能蕴藉) 自
/草堂0./词统0诸选出!为世脍炙!便陈陈相因!
不意铜仙金掌中!竟有尘羹涂饭!而俗人以当行
本色诩之!能不齿冷哉1 近得朱锡鬯/词综0一
选!可称善本) 闻锡鬯所收词集凡百六十余种!
网罗之博!鉴别之精!真不易及) 然愚意以为!
吾人选书!不必务博!专取精诣杰出之彦!尽其
所长!使其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仆
意欲有选!如北宋之周清真.苏子瞻.晏叔原.张
子野.柳耆卿.秦少游.贺方回!南宋之姜尧章.
辛幼安.高宾王.程钜夫.陆务观.吴君特.王圣
与.张叔夏诸人!多取其词!汇为一集) 余则取
其词之妙者附之!不必人人有见也) 不知足下
乐与我同事否1 $纳兰性德 "$B-$@%

这封信中'纳兰性德对明词崇奉$草堂诗余%的反思与朱
彝尊有一致之处'不过'他也表达了对$词综%的微词'反
映了在康熙二十三年后'朱彝尊及浙西词派的词坛地位
已有所稳固之后'纳兰性德仍有相当的保留意见'那么'
刊刻于康熙十七年的$今词初集%'又代表着纳兰性德怎

样的选心呢0
相较而言'$今词初集%是一本精致而有特色的词选'

有学者认为')对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词派在清词复兴中
的作用'尤有特别的强调+ 同时'它也对当时京师词坛的
状况作了反映'尤其对龚鼎孳给予了突出的位置+
1223目的并不仅仅是要以人存词'而是有审美要求'即
对抒发性灵的追求+ 1223即使如朱彝尊这样的已经体
现出开创风气气度的词人'他们也往往特别突出其独抒
性灵的一面+ 至于陈维崧'他们当然非常欣赏其创作'只
是从审美的角度'他们也提出了其流于粗豪的不足之处*
!张宏生 "B?#B$"+ 所论正点明了$今词初集%在清初众
多今词选本中的独到价值+ 不过'该选真正的选心'可能
还是隐藏在毛际可那句略显简单的话中(

今梁汾.容若两君权衡是选!主于铲削浮
艳!舒写性灵!采四方名作!积成卷轴!遂为本朝
三十年填词之准的) $纳兰性德!顾贞观 ?=@%

为何要强调)三十年*以及)准的*0 其实已标明了$今词
初集%对当下词坛的廓清作用'亦即'它并非作为一种集
成式的'反映词坛现实生态的词选'而是具有独特选心
的'代表一种宗尚倾向的词选+ 对照龙榆生所谓)便歌*
)传人*)开宗*)尊体*四种选词标准!龙榆生 ?A"'它明
显属于)开宗*一系+ 问题是'它了什么宗0 范围如何0
具体的操作手法又怎样呢0

$今词初集%篇幅相对精严( 选词人 <@= 家'词作 $<?

序次
$今词初集% $倚声初集% $瑶华集%

词人 词数 词人 词数 词人 词数
备注

< 陈子龙 "A 邹祗谟 <A$ 陈维崧 <=@

" 龚鼎孳 "B 董以宁 <"# 朱彝尊 <<<

> 顾贞观 "= 王士禛 <<> 蒋景祁 A?

= 吴!绮 "> 陈子龙 $@ 钱芳标 =@

? 朱彝尊 "" 宋徵舆 $# 史惟圆 =?

$ 宋徵舆 "< 龚鼎孳 $# 曹!溶 =>

B 丁!澍 <A 曹尔堪 $# 沈!谦 =<

@ 李!雯 <@ 彭孙遹 ?# 龚鼎孳 =<

A 纳兰性德 <B 陈维崧 >@ 陈!枋 >A

<# 严绳孙 <B 贺!裳 >? 纳兰性德 >B

<< 曹!溶 <$ 计南阳 >> 曹贞吉 >?

<" 吴伟业 <> 俞!彦 >> 梁清标 >=

<> 王士禛 <> 李!雯 >" 吴伟业 >>

<= 陈维崧 << 吴!绮 >"

!闵丰 $$&@""

,<=@,



)重光后身*说与清初词学演进

首!上卷 ><> 首&下卷 >#" 首"+ 未分体'且无批语'只大致
依照词人年代为序!次序稍有错杂"+ 因此'我们对它的
细致考察'不得不从其选阵开始'并参照$倚声初集% $瑶
华集%的选阵'列出三选入选词数前十余位的词人(
从上表对比可见(

其一'在对当世名家的推举方面'$今词初集%的选域
相对$倚声初集%$瑶华集%要宽'$倚声初集%基本局限在
阳羡和云间'而$瑶华集%兼及浙西和京师'但仍较$今词
初集%略窄'未能并举扬州&西泠等词人群体的名家+

其二'云间三子皆位列$今词初集%选词前十强'陈子
龙更是一骑绝尘'反映了该选对云间派特别是陈子龙词坛
地位的认定和推崇'三人创作'绝大部分是小令'也侧面反
映选者对令体词的重视'特别是印证了陈子龙与纳兰性德
这两位)重光后身*之间'后者对前者的无限倾慕+ $倚声
初集%中'陈子龙词数虽位列第四'但与前三已完全不能
颉颃'只能退居词选中的第二等次+ $瑶华集%中'甚至在
前列根本无法看到陈子龙'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词坛讯
息的消长变化'另一方面'也显现了后二种词选的选心&选
阵并不像$今词初集%那样'有明确的云间派统序+

其三'$今词初集%选阵重视对各地词人群体及流派
的兼收并蓄'例如吴绮&王士禛属于广陵词坛'丁澍属于西
泠词坛'曹溶属于梅里词坛'吴伟业属于太仓词坛'龚鼎孳
属于合肥词坛+ 这些地方性词坛多受到云间派的影响'也
多擅长创作饶有丰神的小令'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从云间
派到纳兰词人群体的中间过渡力量+

其四'$今词初集%对朱彝尊和陈维崧的处理颇为令
人玩味'$今词初集%刊成时'陈维崧与朱彝尊是并世词名
最重&词作最多的两大词人'且陈正是即将过气的阳羡词
派的魁首'而朱正是行将兴起的浙西词派的宗师'但该选
中对二人的选录却明显与其创作成就不相匹配/如果再考
察朱&陈二人入选的具体词作'基本可知二人的小令&中
调&长调在其入选词中三分天下'也与二人在实际创作中
重视长调&忽视小令异辙'因此'有理由推定'二人存在于
$今词初集%中'只是自别的流派而来的)客卿*'他们的部
分词作'符合纳兰性德的选词标准'因此便被)楚才晋用*
地挪移过来'被不动声色地收编为该选的两位羽翼/而就
朱&陈二人在该选中的命运'也正可以看出纳兰性德在廓
清词坛'高张己帜方面的努力+

其五'$今词初集%入选前列的词家'在创作主张多与
纳兰性德有相似之处'例如'崇尚唐五代北宋'注重性灵书
写'具体地反映了康熙初期'南北宋之争中北宋一派的一
次集体群像+

基于上述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今词初集%是纳兰性德等人的苦心孤诣之选'其目的'是
在根据自己选词标准和好恶的基础上'对清兴以来三十余
年的词坛进行甄选和总集'并正式确立了一套自陈子龙到
纳兰性德的令词统序'与当时词坛阳羡&浙西两大主流派

别所推崇的南宋词风隐隐相抗+
就此而言'若是参照前贤对)饮水词派*的阐述'则纳

兰性德对这个词派可能有更高的期许'这一派的成员'不
仅包括他身边的饮水词人群体'甚至囊括了明末清初词学
复兴的各种力量+ 只是确实很可惜'这一流派的主张尽有
未若浙派的)合时宜*之处'再加上纳兰的早逝以及同人
的星散'这一个尚在孕育之中的词派旋即消亡'只在词史
上留下了诸如)重光后身*之类的痕迹'以供后人评述+

至于纳兰性德对词坛力量的整合'究竟是个人行为'还是
为迎合康熙帝)文治*意旨的而进行的官方或半官方行
动'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五& 词史定位# 令词统序与南北宋之争

康熙十七年!<$B@ 年"前后'词坛面临着一个重要的
转捩点+ 此前研究者通常认为'这是阳羡消沉&浙西兴起
的一个关键点+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发现'事实尚不止
如此'如上节所述'当时的)第三条道路*的词人们在纳兰
性德的引领之下'也在积蓄力量'以待契机+ 那么'为什么
这第三种力量最终没有风云际会'与浙西平分秋色呢0 可
能除了偶然的因素'还有必然的因素'如时势和朝局对词
学的选择和影响'以及词坛审美风会的变化等等+ 除了这
种无法抗拒的外在力量外'词体自身和其时的词人们'也
在酝酿着选择+

朱彝尊曾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 然词至南宋'始
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朱彝尊!汪森 <#"+ $词综%
刊成于康熙十七年'对后世影响极为巨大+ $发凡%中的
这句话'也成了康熙年间南北宋之争的直接导火索+ 不
过'在朱彝尊提出词学南宋之前'云间派早已将词学北宋'

并最终祖述唐五代当成职志+ 因此'清初三十年的词坛'
在宗尚方面'大致分成三种倾向( 一是学习唐五代北宋'

以云间派及其羽翼为代表/二是宗尚南宋辛弃疾式词风'
以遗民词人群体和阳羡词派等为代表/三是宗尚南宋典雅
词风'以朱彝尊等浙西六家为代表+ 这三种倾向中'后二
种重在创作慢词'前者则以小令擅场+ 因此'从明末云间
派提起'至顺治十七年前后朱彝尊重提的南北宋之争'其
实还涵括着小令和长调的体式之争+

有关小令和长调的体式之争'朱彝尊事后曾作调和之
论()曩予与同里李十九武曾论词于京师之南泉僧舍'谓
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 武曾深然予言+ 是时'僧
舍所作颇多+ 钱唐龚蘅圃'遂以吾两人所著'刻入$浙西
六家词%+ 夫浙之词'岂得以六家限哉0 十年以来'其年&

容若&畟园相继奄逝'同调日寡'偶一间作'亦不能如向者
之专且勤矣*!朱彝尊 =??"+

朱彝尊写下这段话时'已是康熙二十九年以后'其时
陈维崧&纳兰性德&高层云等人已先后辞世+>?A

但是'他回
忆中与李良年!字武曾"京师谈词'却发生在康熙十七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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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其时他和李良年因为应博学鸿儒试'正寓居京师南泉
寺!张宗友 "">"+ 这里朱彝尊的态度颇值得玩味'一方
面他已经是成名已久的词坛大家'随他入京的'还有他一
直秉承的宗尚南宋的词学主张/另一方面'当时在京师词
坛树帜的词家'基本都尊崇北宋'除了纳兰性德'还有顾贞
观+ 顾&朱二人之间在康熙十七年前后'还曾因宗尚'发生
过一次有名的争执()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
词则取诸南渡'锡山顾典籍不以为然也* !朱彝尊 =??"+
关于顾贞观的词学思想'其弟子杜诏的总结'虽有溢美'但
大体符合事实()若$弹指%则极情之至'出入南北两宋'而
奄有众长'词之集大成者也* !杜诏 ?=?"+ 不过'就宗尚
而言'顾贞观是公认的宗北宋的代表'况周颐这样赞叹顾
贞观()七百余年矣+ 溯词源'北宋谁嗣+ 1223清才断
推弹指+ 1223指绝塞&笺传$金缕%'算第一&文章情至*
!<<B"+ 因此'朱彝尊挑起的南北宋之争'虽似是对云间
词派的清算'而实际针对的对象'却更该是纳兰词人群体'
或者说'是明季清初词坛自陈子龙至纳兰性德一系的以北
宋宗尚为核心的令词统序'这与我们此前对自云间至纳兰
的词学脉络的梳理是一致的+ 朱彝尊所采取的策略颇足
称道'一方面容其所长'对纳兰词人群体小令宗尚北宋竟
见优容/另一方面'则攻其未备'大力主张学习南宋慢词'

而慢词创作'正是云间派&纳兰性德词人群体的短处+
虽然朱彝尊颇有优容'但是康熙至乾隆的词坛上'令

词却很难再有发展和精进+ 那么'清初的令词统序'自云
间派发展至纳兰性德'此后'便很少有专精于此的名家'这
又是为什么呢0 具体探讨起来'其因素大致包括( 其一'

随着康熙中后期的逐渐细密起来的文网'令词比兴寄托的
抒情方式不再适合词坛+ 其二'深情婉转的表达方式需要
与作者个人品性结合'相对较难'而浙西词派填词时以学
问来补才&性之不足'则相对较易+ 其三'言愁寄慨的小
令'在)盛世*宏音之下'显得啁啾卑弱'远不足与浙西词
派提倡的酣嬉逸乐&吟咏太平的词学意旨相抗衡/其四'与
慢词相较'令词的书写内容较为偪仄'随着学人之词的兴
起和士人词学审美观念的变化'令词逐渐沦落到从属的
位置+>?B

尽管如此'清代令体词仍在继续发展'并在合适的条
件下另结硕果+ 需要说明的是'嘉庆以后'张惠言创立常
州词派'特别推崇温庭筠词的)深美闳约*!张惠言 <"'正
是在比兴寄托说的基础上'向令词统序致敬+ 而清末的王
国维'则一变令词的寄托和深情'而以哲理为词'为小令别
开生面'后人在评价他的成就时'所对比参照的对象'仍然
是自李煜至纳兰性德的令词传统(

词自南宋以还!蹶而不振也久矣) 元明诸
老!气困于雕琢,嘉道而还!意竭于模拟) 其异军
突出!独标一帜者!窃惟纳兰侍卫耳) 侍卫之词!
遥情逸韵!一唱三叹!论者以'重光后身(称之)

二百年来!无人与之颉颃!有之!其王静安先生
乎1 静安以文学革命巨子!揭橥'词以境界为
主(之说!格高韵远!极缠绵婉约之致) 能使宋
人坠绪!绝而复续) $陈乃文 <"@%

在旧学商量与新知培养相结合的时代')重光后身*所代
表的令词统序又一次在文学批评中产生饶有意味的回响+

余M论

)重光后身*是个内涵逐步丰富的词学命题'从最初
基于轮回转世观念的比附'到具有明确指涉'经过了较长
时间+ 词学史上'对)重光后身*的探讨'基本集中在陈子
龙与纳兰性德二人'尤以纳兰性德认同者为多'反映了词
学界对令词统序的认识+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重新回顾词
学史时'会根据纳兰性德等人的词选及其词学观念主张'

发现他们对清初三十余年词学传统重新规划的努力'并发
现其主张对当时词坛的廓清作用'从而对清初词学演进以
及南北宋之争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此外'透过这一命
题'我们对清初词学演进的具体情况'还会有以下三点更
待深入的认识(

其一'清代词学演进'一直伴随着对前代典范的借鉴
和师承+ )重光后身*命题在清初的提出和探讨'其实也
意味着李煜这一传统词学资源'已被加入到清人词学师法
序列之中+ 而晚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煜作出
的至高无上的评价和推崇'正是对清人词学师法序列中李
煜一系的最终回应+

其二')重光后身*说'既意味着李煜在后世的经典
化'也意味着清人词学的自我经典化+ 清人推出两位词人
作为)重光后身*并加以探讨'实际就是推出了两位词学
典范并将之经典化+ 尽管这种经典化所借鉴的资源和过
程略有不同'但清代中后期的词学'仍可看出陈子龙和纳
兰性德作为典范的强大影响力+

其三'对)重光后身*的探讨'也有助于揭示清初词学
中一些被忽略的现象+ 除了上述的令词统序'清初令体词
的创作实绩和成就也可籍以重新估量和评价+ 在此基础
上'我们对清词中兴局面及其内涵'才会有更清晰&准确的
理解+

总而言之')重光后身*是延展性很强的词学命题'值
得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 $山海经,北山经%()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
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 是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
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见袁珂$山海经校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A@# 年"'第 A" 页+ $抱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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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后身*说与清初词学演进

)周穆王南征'一军尽化+ 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
沙+*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A@?
年"'第 <$= 页+

" 可参看周勋初$宋人轶事汇编%'第 $A&<=B&<?> 页+
# 清人的)重光后身*争论中'也有仅仅基于身世比附的
例证()会稽金煜'字子藏'一目有重瞳子+ 其母弟马玉超
挟粤东一扶乩客来'见煜'惊曰(-此南唐李后主后身也+

后主见马太君词而喜之'愿为之儿'其遭逢不能远过后主'
得乎戌'失乎戌'识之识之+.乃呼玉起'命缚乩以笔书一
词去+ 煜祖太常公笑曰(-彼知后主亦名煜'故妄言耳+.
及阅陆游$南唐书%曰-煜一目重瞳子.'乃大惊+ 后煜年
十九'中顺治戊戌进士'授郯城知县'康熙庚戌罢官'甲戌
死+ 考后主于南唐建隆三年壬戌即位'至开宝七年甲戌'

而国亡身殒'得失果皆同+*此则本见于吴陈琰$旷园杂
志%'$词苑萃编%卷二十四引'唐圭璋编$词话丛编%'第
""@> 页+
$ 江顺诒$词学集成%卷五'收入唐圭璋$词话丛编%'第
>"B# 页+ 与陈维崧此论大略同时'胡应宸评陈子龙$小重
山,忆旧%()先生词凄恻徘徊'可方李后主感旧诸作+ 然
以彼之流泪洗面'视先生之洒血埋魂'犹应颜赭+*!$兰皋
明词汇选%1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AA@ 年3'第 B> 页"首
次将陈子龙词与李煜词联系起来'并对陈作出更高评价+
% 分别见于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A@" 年"第 ??"#$# 页/孙康宜($情与忠(陈子
龙&柳如是诗词因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第
<#>#"B页/陈水云 陈敏()纳兰性德文学接受述论*'$民
族文学研究%"!"##B"(<>@#=B/张洪海()李煜&陈子龙&纳
兰性德三家词比较*'$滨州学院学报%<!"#<#"(@?#@A+

9 据$陈子龙诗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年"
统计+

< 据$饮水词笺校%!北京( 中华书局'"##? 年"统计+
& 关于陈子龙的)四难*说'学界已有深入探讨'可以参
看( 王英志()陈子龙词学观初论*'$齐鲁学刊%>!<A@="(
<<>#<B/李康化( $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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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纳兰对王次回诗句的各种化用'参张宏生()情感体
验与字面经营( 纳兰词与次回诗*'$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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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K' [./3&7KH)N7 -3&D-)7')(' 15I311/,7K-"SR1&-(4H*
-*33&58"*# *7/)?&0+*# -"Q?*&801:1=*#$ V,+(&#$H
D3)7K3),( D3)7K3),87C,&7-:11c/X.9*,/3,7KV1./&'
<AABH?AH3

闵丰( $清初清词选本考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B 年+

1Z,7' %&7KH@'8,<1*# 8(&@#8(*3*$"&+*78(&-"Q?*&801"#
8(&N)031 "̂#$HD3)7K3),( D3)7K3),87C,&7-:1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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