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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梅村词的开拓与清代学人之词的奠基

陈国安

摘!要# 吴伟业的梅村词呈现着鲜明的跳过明人而直承两宋的创作特征&为词体带来了诸多开拓&主要表现在词之尊体
意识成熟,艳情令曲的雅化,经史典故的驱使,自我遗民贰臣身世感慨寄寓,不同文体交融互济以及词体叙事功能的增强
等方面% 这些内容同时也是构成学人之词的重要元素&表明吴伟业及其梅村词当是清代学人之词的奠基% 而吴伟业自
身正大博雅的雄厚学养,遗民与贰臣的身份互置,丰富而优秀的歌行体诗歌创作经验,一代学人的人生理想以及娴熟南
北史的学术所长是其得以成为学人之词奠基的内在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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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词学中兴& 相较于唐宋词的歌者
之词(诗人之词与词人之词三大范式%清词的主流
作者身份以及受其影响下生成的独特体貌特征与

审美范式通常被描述定义为学人之词& 钱师仲联
在描述清代词坛全貌时%便尤为强调学人的作用
与学人之词的盛况.

清词人之主盟坛坫或以词雄者!多
为学人!朱彝尊%张惠言%周济%龚自珍%
陈澧%谭献%刘熙载%俞樾%李慈铭%王闿
运%沈曾植%文廷式%曹元忠%张尔田%王
国维!其尤著者也# 盖清贤惩明人空疏
不学之敝!昌明实学!迈越唐宋# 诗家称
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词家亦学人之
词与词人之词合# )钱仲联 $+

然而今日虽习惯以学人之词论清词%但对于学人
之词的内涵(渊源(奠基(流变等诸多问题皆未得
到有效清理& 就清代学人词的奠基者这个问题来
说%往往与清词开山宗师的论题相缠绕%论者出于
词学师承(词派声势(政治地位等不同考察视角%
会提供不同的答案%如陈子龙(龚鼎孳(曹尔堪(陈
维崧(朱彝尊(王士禛等皆在其选& 稍显意外的
是%与龚鼎孳同属清初江左三大家的吴伟业在新
近论述中往往得不到类似评价%只能在晚清民国
的文字间看到诸如#吴梅村祭酒%为本朝词家之
领袖$)张德瀛 a#b3*#清初作者%以吴伟业为3开
山4$)龙榆生 #"^*等赞誉& 实际上%如果从学人
之词的内涵来考察这个命题%被今日所忽视的吴
伟业及其梅村词完全能够匹配清初作者之开山的

称誉%而且也比上述诸家更能够胜任清代学人之
词奠基者的地位& 本文即拟围绕梅村词诸般开拓
面貌的考察%探究其间蕴含着的学人之词全面表
现%并结合吴伟业的生平遭际与思想变迁%透视其
人其词成为清代学人之词奠基者的原因&

一$ 尊体意识与雅化的艳情令曲

尊体意识是今日最受关注也是获得最为充分

讨论学人之词的关捩点%在学者的相继努力下%推
尊词体与保持词体本色基础上开拓词境的意识及

实践已成为清代学人之词的基本要素&!
吴伟业于

此的表现自然非常突出%在他为数不多的论词文字

中%即能鲜明展现他的尊体意识& 如+评余怀秋雪
词-云.#余少喜学词%每自恨香奁艳情%当升平游赏
之日%不能渺思巧句以规摹秦(柳,中岁悲歌侘傺之
响%间有所发%而转喉扪舌%喑噫不能出声,比垂老
而其气已衰矣,此予词所以不成也&$ )吴伟业
#$""!#$"a*面对明人填词流于俗艳浮滑的弊病%
明末清初词人即已着手艳词雅化的工作%云间诸子
便上规北宋名家%将艳情令曲从萎靡浅露变为情韵
婉丽%将词体从明代渐合俗曲的发展趋势上拉回%
重归本色典丽的宋词正轨%同时也重拾了南宋末年
渐于成熟的词之尊体事业& 占籍太仓的吴伟业对
这场以云间为中心的江南词坛风气自然不会陌生%
从而会出现与之相契的因自恨香奁艳情而规摹秦

柳的习词自陈%这意味着推尊词体的意识很早即被
吴伟业接受%是他词学思想的重要基础& 同时%他
与云间诸子有着密切的交往%正是在此意识的推动
下%吴伟业的令曲呈现出与云间诸子相近的面貌%
即绝大多数的题材犹是艳情%所不同者是其皆予以
雅化改进& 试看这阕+如梦令-.

误信鹊声枝上!几度楼头西望# 薄
幸不归来!愁杀石城风浪# 无恙!无恙!
牢记别时模样# )吴伟业 `"^+

这阕艳情令曲一改明人流习%不是花间主流的通过
描摹女性言述闺中寂寞%而是承继闺怨诗与南唐词
而来述说着楼头春愁& 空间上由内到外的变化即
已有效地限制了艳情的程度%而开篇化用唐人金昌
绪的闺怨名篇.#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
妾梦%不得到辽西$%又在字面上予以典雅的处理&
其后的#薄幸$与#愁杀$两词点出了艳情主题%但
全词的香艳也就到此为止%没有进一步地渲染断
肠%亦不追忆过往欢娱%而是在叠韵处向薄幸的对
方许以无恙的期愿%仅在最后附加了一个牢记我之
模样的私心%将女子的容颜留给读者去尽情想象&
可以想见%读者完全会相信这是一位美艳动人的女
子%离别之际的她也一定是梨花带雨(愁容满面&
这么一位惹人怜爱的女子居然在忍受着被抛弃的

孤独%读者自然容易被勾起怜悯的情绪,而深陷痛
苦的她却还在不计前嫌地真诚祝愿着那个薄幸%这
般纯洁的善良又将楼头的春愁反衬得更加沉痛&
无怪乎陈廷焯评价此词.#情词双绝%凄婉无比&$
)陈继龙 $"*当然也有深入#其境$者认为此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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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国之思%金陵石城是吴梅村心底最后一个朱明的
印记了%这座城#无恙$吗' 藉以#唤醒天下有心
人$%故可以说其#中有怨情%不当作艳词$)陈继龙
$"*& 细究之下%祝愿对方无恙的构思同样有着前
代诗歌的渊源%+诗经"王风"君子于役-的作者
在描述独守家中的妻子日日望夫不归后%在结尾让
她发出了面向对方的祝福.#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为此词带来了比唐诗更早的经典之助%并一同充分
拓展着字数极为有限的+如梦令-一调的文本情感
容量&

学人的博雅知识不仅表现在化用的前代经典

上%还体现于所咏之物的风雅与细腻%同样也对梅
村词中艳情令曲的雅化意义非凡%如这阕+点绛
唇"蕉团-.

细骨珊珊!指尖拂处娇弦语# 着水
撩人!点点飞来雨# !!扑罢流萤!帐底
清风举# 眠无主!误黏玉体!印得红丝缕#
)吴伟业 `a$*`a"+

此词吟咏的物件蕉团%其实就是蒲葵扇& 但其又
不是普通人家常见的蒲扇%而是把芭蕉叶子剪出
圆形%再将叶片剪去%仅保留轮廓与叶脉%然后再
蒙上纱%故名蕉团& 于是从扇子本身到称谓%皆反
映着有别于世俗社会的士人雅趣%吟咏这把蕉团
的令曲也就带上了许多雅意& 吴伟业经常用令曲
吟咏文人所喜的雅物与清供%如+浪淘沙- )上苑
落金丸*咏枇杷(+西江月- )透出光明眼耳*咏雪
塑僧伽像(+南柯子-)颊印红多晕*咏凉枕(+南柯
子-)玉骨香无汗*咏竹夫人(+南乡子- )高耸翠
云寒*咏牡丹等皆是& 此外还有如+减字木兰花-
)藤溪竹路*(+清平乐- )江山一派*(+浪淘沙-
)枉自苦凝眸*等题画词%更是文人雅士日常生活
与趣味的反映%文本内容也就因此逐渐脱离于艳
情& 不过这阕吟咏蕉团的+点绛唇-还是有着浓
烈的香艳色彩%所咏之物在词中退居幕后%明面上
描摹的是一位女性形象%蕉团只是这位女性的手
持之物& 这种借女性形象或闺怨故事吟咏花木雅
物的方式是南宋后期两浙风雅词人的擅长%吴伟
业不仅跳过明人直承南宋乡贤的技法%而且一并
延续了他们对于细节的准确体察与刻画& 此词巧
妙地抓住了作为蕉团骨架的芭蕉叶脉%将其作为
吟咏的重点关注%于开篇便以#细骨珊珊$四字点

出这番最为显著的特征%又在结尾处通过美人身
体上的印痕再次点出%将玉体横陈的香艳场面与
吟咏对象巧妙地结合起来%呈现着鲜明的#中正
博雅$与艳情本色相交融的学人之词特征&

吴伟业之所以能够在艳词领域有着突出的雅

化呈现%自然与其本人深厚的学养与#正大博雅$
的操行风范密切相关& 作为被崇祯皇帝亲自选定
的榜眼%其当然是第一流的经学人物与文章大家%
这就使得吴伟业的各种文体创作都不可避免地带

上了书卷气%词体写作也就自然相应地典雅端正
起来&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吴伟业的日常生活充
斥着文人骚客所喜的雅物雅事%生活其间的他也
就被这些书卷与风雅物什熏染成了一位典雅人格

的儒士%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他在填词时的词汇(
意象(事物的选用& 在吴伟业的一些雅化手段不
那么复杂的艳情令曲中%即可见到许多大户人家
才会出现的器物& 如+生查子-词云.#香暖合欢
襦%花落双文枕& 娇鸟出房栊%人在梧桐井& 小院
赌红牙%输却蒲桃锦& 学写贝多经%自屑泥金
粉&$)吴伟业 `a#*这首描摹女性的小词中出现
了合欢襦(双文枕(蒲桃锦这样的华丽用具%利用
璀璨夺目的装饰烘托出词中女性身份的高贵& 不
仅如此%这位女子还在抄写贝叶经%并用金粉涂
饰%完全就是书香门第的文化行为& 而且吴伟业
使用了贝叶不常见的梵语直接音译词#贝多$%可
见学人超越常人的知识结构与积累是难以掩藏住

的%总会像这样于不经意间透露出来%而学人之词
的第一步便这样迈出了&

二$ 经史典故与伤时感事的长调

除了雅物雅趣可以展现学人的知识外%经史
典实的信手拈来是更为普遍的标志%因此词中大
量出现儒经史书中的典故也是学人之词的重要特

征& 对于身经鼎革又被迫仕清的吴伟业来说%艰
深生僻的经史典故恰好为他提供了幽微表达遗民

贰臣交织之心绪的方式%故而在梅村的伤时感事
词中就大量出现经史典故与当下人事相交织的现

象& 实际上吴伟业遭遇的家国板荡与被迫仕清的
双重经历是其得以成为清代学人之词奠基者的又

一重要原因%即王士禛所谓的 #白发填词吴祭
酒$& 吴伟业遇到国变的时候正值中年%大规模
填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使其不会在填词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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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出现属于少年郎的艳情%而更多地表达着亡国
之后的悲痛& 所以他的以悲为美的#悲$%与靖康
南渡之后的#悲$(南宋亡国之后的#悲$一致%使
其在情感上不会再重蹈艳情词的老路%而踏上了
学人之词的新径& 更为重要的是%他身上还带有
同时代人所没有的遗民和贰臣身份的互置& 作为
遗民的吴伟业%本就不能把情感直接放到文字中
去%他需要文体的世俗性与自我深厚的学问构筑
一道防火墙& 而当他被迫仕清之后%这种改变心
志的苦痛悲愤与遗恨忏悔更需要这道防火墙的保

护& 当其从北京去官南归之初%便有人向清廷告
发他写反诗%尽管清廷并未将他处以极刑%但这场
官司却给他带来了余生的穷困%所有的家产均被抄
没%这更为加剧了遗民与贰臣身份在其心中的纠缠
互置& 在此后的文学书写中%他对于这两个身份的
区别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有时候是作为遗民在说%
有时候又作为贰臣在说%于是这种情况下选用怎样
的典故就很重要了%又给了他施展深厚学问的舞
台& 如这阕最为著名的+贺新郎"病中有感-.

万事催华发# 论龚生%天年竟夭!高
名难没# 吾病难将医药治!耿耿胸中热
血# 待洒向%西风残月# 剖却心肝今置
地!问华佗%解我肠千结# 追往恨!倍凄咽#

故人慷慨多奇节# 为当年%沉吟不
断!草间偷活# 艾灸眉头瓜喷鼻!今日须
难决绝# 早患苦%重来千叠# 脱屣妻孥
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 人世事!几
完缺#")吴伟业 `_`+

无论这阕词是不是吴伟业的绝笔%至少可以确认
他成为贰臣之后的境遇与情感完全被这阕词所笼

罩%使得此词充满着幽微曲折的悲愤与无奈&
+贺新郎-一调的声情本就适合表达慷慨悲歌%并
在辛弃疾的大量实践下成为倚声家的共识& 吴伟
业不仅选用此调%还押了短促的入声韵%使得此词
的声韵形式完美契合于所要表达的愤懑与悔恨之

情& 可见吴伟业尽管不算精通声律词谱之学)吴
伟业于曲律极为精娴%有传奇+秣陵春-及杂剧
+通天台-等传世*& 但已然极备选声择调的意
识%使其在学人之词的考调订律一面亦有所呈现&
选+贺新郎-词牌极有反讽自嘲意味%在朱明中榜
眼回乡做新郎是其人生中最为辉煌巅峰时刻%而

在新朝不得已为祭酒%似成了新朝的新郎%却成为
人生中最晦暗的时分了& 当然%这阕词最重要的
学人之词特征展现还是在典故选用与处理上& 此
词的第二句便出现了来自+汉书-的典故%龚生即
龚胜%西汉末年人%少有高名%曾#三举孝廉00
州举茂才%为重泉令%病去官&$哀帝时征为谏大
夫兼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后出为渤海太守%复
谢病免归& 王莽篡汉时%龚胜已七十九岁%被强起
仕新%胜言.#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
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班
固 "%_%%"%_`*遂安排身后之事%绝饮食%十四日
后而卒& 吴伟业的经历与龚胜高度一致%都是年
少即名震海内%又相继经历了两次病免%更重要的
是都因其高名而被新朝征召& 但是二者终究存在
进退取舍的不同%龚胜拒绝出仕新莽%使其无法享
寿天年而不得善终%但却在后世留下了凛凛高名,
吴伟业被迫仕清%虽然能够寿终正寝%但这场忍死
偷生却为其落得#苦被人呼吴祭酒$的万古羞名&
正是于此关键处的不同%带出了词人的苦痛与无
奈%使得其前的华发与其后的难医之病皆有了落
脚& 前代的诗词写作也常见+汉书-的典故%亦不
罕见承载遗民心曲的故实%但总的来说龚胜依旧
算得上需要学人的博学才能拈出的僻典& 然而拈
出僻典只是第一步%还需要使词中的经史典故再
产生当下的意义%方能于两三字词间承载宏阔深
邃的情绪%这就需要学人的学力来完成了& 吴伟
业先用自我与龚胜的共通将词情引到了身为贰臣

的悔恨与沉痛%然后再辅以华佗的熟典进一步渲
染痛苦的深度& 这里的华佗不仅仅是承担着妙手
神医的符号%更是要唤起读者关于刮骨疗毒之事
的记忆& 得到华佗医治的是义薄云天的关羽%从
而华佗之所以也难解肠千结%就是因为自己大节
上的亏损& 这是关羽形象经历宋明通俗文学发展
后的元素%是前代不见的清初人意识%不自觉地通
过旧典今意的方式加强着当下意义的呈现& 更加
有力的当下感慨见于过片#故人慷慨多奇节$一
句& 故人者%当然指的是陈子龙(夏完淳(杨文骢(
李雯等江南社友%他们或于国难中慷慨赴死%或入
清后毅然不仕%或始终投身抗清事业%从而能与自
己形成鲜明对比的人物就从千年之前的龚胜增广

而来%加深悔恨与自责的同时%典故影响当下的力
量同样也得到了加强&

词中提及这些朋友%既已非常深入地绾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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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现实%其后便可相对自由地驱使经史典故了&
#草间偷活$一语典出+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的
+晋阳秋-%言周■在王敦叛乱时%曾对劝他离京
避难的人说.#吾备位大臣%朝廷倾挠%岂可草间
求活%投身胡虏邪'$)刘义庆 "b"*吴伟业反用这
番慷慨之辞指代苟活于世的自己& #艾灸眉头瓜
喷鼻$则用+隋书"麦铁杖传-中的故事.#大丈夫
性命自有所在%岂能艾炷灸■%瓜蒂■鼻%治黄不
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 )魏徵 #`#$*所谓艾炷
瓜蒂就是中医里相当于强心剂的东西%即言通过
小儿女的陪护使自己苟延残喘%这样虽然能让人
活下去%但却使自己#卧死儿女手中$%不是热血
男儿之所愿& 这处典故指的就是他的那些慷慨多
奇节的老朋友%尽管他们死的死(亡的亡%但是他
们都决绝地选择了命运%让自我成就辉煌的事情%
没有#草间偷活$%也没有#卧死儿女手中$%从而将
吴伟业自己反衬得更为渺小卑琐了& 其后的#脱屣
妻孥$数句可算作吴伟业的一种无力自辩%也道出
了他不舍妻儿的性情之真%但依然还是用了来自史
书的典故%+史记"封禅书-中记载了汉武帝刘彻
这么一句话.#嗟乎2 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
脱屣耳&$)司马迁 #"^a*汉武帝一方面身为帝王%
另一方面抛妻弃子的旨归是得道成仙%自然会感到
下取舍的决心会简单得如脱掉小鞋子那么方便&
可吴伟业既不是帝王%也不是获得长生的机会%从
而这个典故在反用之下把他的矛盾(无奈与痛苦烘
托得更为深切& 这三个典故当然算不上熟典%但却
被吴伟业使用得非常顺畅而不滞塞%又有效地将词
情推至明末清初的时局动荡与自我坎坷遭际%便是
其身为明朝榜眼的学力所致了&

总的来看%像这阕+贺新郎-这般讲述身为贰
臣的痛苦之词%在吴伟业伤时感事的长调里也并
不多见%他更多还是相对单纯地表达遗民身份下
的亡国之痛& 这使得他采用的典故虽然也不常
见%但却有着相对集中于六朝故事的现象& 如
+满江红"白门感旧-一阕%在金陵怀古的母题下
突出永嘉南渡与赤壁之战两事,+满江红"读史-
主要抒发对淝水之战的感慨,+满江红"感旧-则
将新亭对泣(淝水之战(侯景之乱与庾信哀江南绾
合在一起%寄托着家国与身世的哀愁& 这些典故
当然为前代诗词所常用%借六朝往事抒亡国之恨
也常见于宋代南渡词人与遗民词人笔下%特别是
辛弃疾%尤好掉此类书袋& 因此%以吴伟业为代表

的清初遗民词人借助家国之恨的相通将长调也跳

过明人而直承南宋%不仅为词坛带来了稼轩风的盛
行%也为词之尊体及雅化带来了一股新的力量& 当
然%吴伟业大量征引六朝故事的词作与稼轩相比还
是有着鲜明的区别%比较重要的方面就是辛弃疾在
词中安排史事的时候%往往还是会出现口语俗词的
过渡%但在梅村词中就变得非常稀见%这是清词完
全脱离世俗流行音乐的表现%也展现着恪守雅正的
写作精神%是又一处学人之词的重要表征&

三$ 文体互通与词体叙事功能的加强

既然吴伟业能够用词体表达亡国之恨与贰臣

之痛%显然说明着在词之尊体意识下%他已然允许
词体承载记录自我的心路历程与生命痕迹%特别
是幽微曲折难以明言的政治情绪& 词体承担起本
专属于诗的政治抒情功能%意味着诗词二体的界
限被打通%这是尊体与以学问入词的必然结果&
这种意识不仅流露于吴伟业的词体创作实践中%
还渗透进他的论诗文字中%足以认作其意识里的
自觉& 吴伟业撰有+梅村诗话-一卷%全书以人为
纲%记录了明清之际十三位男女诗家的生平大事
与相关诗作%有着强烈的以诗存人目的%其间引录
的诗歌就是作为作者的生命痕迹而存在& 在论及
卞玉京的条目中%吴伟业提到了自己与这位红颜
知己交往的诗证!!!#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
+西江月- +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 )吴伟业
##a%*%便是明显的诗词二体互通之例证%只不过
他更愿意将自己生命最柔软浪漫的面相交付词

体& 对于学人之词来说%其不会满足于仅止足于
诗词二体的互通%而会将互通拓展至更多的文体
中& 频繁于词中征引六朝故事与金陵旧梦以寄寓
亡国之恨的吴伟业%便也创作了一部以假托南唐
世裔在宋初的爱恨离合为主要情节的传奇+秣陵
春-& 这部传奇头绪纷繁%结构松散%除了典雅凄
绝的曲词%存在太多的艺术缺陷& 但吴伟业的创
作旨趣本就不在传奇艺术本身%而是借这种世俗
文艺的掩护述说自我的家国感慨& 传奇前半部分
讲述在李煜与宝仪娘娘的幽魂庇佑下%南唐世裔
徐适与黄展娘终成眷属%寄寓吴伟业对于明帝的
深深眷恋,后半部分则述徐适考取赵宋朝状元后
拒绝出仕%最终携妻归隐%流露吴伟业对于反清复
明之无望的无奈承认%以及易代之士应有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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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选择& 与梅村伤时感事的长调相较%此部传
奇不仅在六朝典故与金陵空间呈现相通%更在思
想话题与情感心态方面完全一致%词曲二体就这
样在易代之际的士人心态下发生交融%刺激着词
体的情感承载空间进一步扩容&

除了抒情层面的扩展%文体互通还促进了词
体叙事功能的显著增强%这是学人之词的又一个
重要表征& 在+秣陵春-写成并成功搬上舞台后%
吴伟业亲自观看了一场演出%并填了一阕+金人
捧露盘-)记当年*记述此事)吴伟业 `3#*& 此词
的叙事性不仅表现在记录观演+秣陵春-一事上%
还体现于词文内容实际上是将+秣陵春-的情节
要旨非常梗概地复述了一遍%使得传奇中人(传奇
作者(词中人物(词作者(传奇观众以及词作读者
杂糅交织%身世之慨(家国之恨在如此庄周梦蝶式
的不知今夕何夕间被更动人心魄地叙述了出来&
实际上吴伟业还有一首用白居易+琵琶行-之题
的歌行体长诗%最后#我亦承明侍至尊$至结束的
二十四句)吴伟业%+吴梅村全集- `b*%从语意情
感到追述唐明皇(高力士故事与此词及+秣陵春-
俨然相通%完美表现着学人之词诗词曲诸体互通
的特征%更会令读者倍觉惘然& 宏大的家国叙事
之外%梅村词中亦会出现近于+梅村诗话-那样的
对某位人物生平的概述%典型者莫过于 +沁园
春"赠柳敬亭-.

客也何为!十八之年!天涯放游# 正
高谈拄颊!淳于曼倩!新知抵掌!剧孟曹
丘# 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
收# 谁真假!笑儒生诳世!定本春秋#

眼中几许王侯# 记珠履三千宴画
楼# 叹伏波歌舞!凄凉东市!征南士马!
恸哭西州# 只有敬亭!依然此柳!雨打风
吹絮满头# 关心处!且追陪少壮!莫话闲
愁# )吴伟业 `_%*`_#+

此词的上片叙述了柳敬亭八十岁的复杂的戏剧人

生%那几句对于柳敬亭表演的描绘背后%承载的还
是明亡前的繁华与风流%而明亡完全就是被柳敬
亭唱出来的盛衰故事的再次重演%叙事也就从柳
敬亭的个体生命上升到了家国的变迁& 过片随即
承沧桑感慨而下%叙述着明亡之后故臣零落(遗民
恸哭的景象%带出柳敬亭依旧如故的生活%沧桑感

慨便在此变与不变的叙述下得以流露& 尽管此词
依然在述说属于遗民的伤时感事之情%但与传统
的因情用事不同%是明显的述事及情的样态%这不
能不说也是吴伟业传奇(杂剧的创作经验为词体
带来的襄助& 由此还能看出%吴伟业深入从事各
种文体%特别是歌行体诗歌也是其能成为清代学
人之词的奠基者的重要原因& 除了上文提到的传
奇+秣陵春-是作于鼎革之后%他大量写作歌行体
诗歌同样也是历经国变后的创作新变& 上文提到
的+琵琶行-之外%诸如+萧史青门曲- +圆圆曲-
+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名篇也是此时所写%
是与其词作(传奇同处一个写作时空& 吴伟业的
歌行体与元白歌行体有着本质的不同%使其形成
了被后世称为#梅村体$的个性风格& 所谓#梅村
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以当时的现实事情为记
录对象(书写对象%这不仅为其词中带来了娴熟运
用典故并与当下形成互动的艺术技巧%还为词体
叙事功能的拓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丰富着梅村词
中学人之词的呈现&

除了述说家国板荡与人物生平%吴伟业还尝
试了更为高级的词体叙事%即用组词的方式再现
一方之风土人情与嬉游往事& 梅村词的开篇是十
七首+望江南- )吴伟业 `""!`"b*%由于每阕的
起句都是#江南好$%故而是十七首前后统一的同
调组词& 就具体的词作内容而言%每阕词分别叙
述一个江南风俗游冶之事& 如第一阕描绘江南的
园林%第二首述江南的采莲女%第三首言江南好古
博雅的生活趣味%第五首讲江南博彩之戏%第七首
云江南黄酒螃蟹鱼羹等美食%第十首称江南禅林
衲子之盛%第十七首忆江南历史上的风华人物等%
打通合观%便是一幅生动细致的江南风俗长卷&
这样的写作方式当然承自北宋词人潘阆言说杭州

的+酒泉子-组词%但在丰富性与细节性方面自然
远较潘阆进步太多%深层原因之一便是吴伟业在
创作的时候持有深深的叙事自觉& 一如靳荣藩
所云.

有明兴亡!俱在江南!固声明文物之
地!财赋政事之区也# 梅村追言其好!宜
举远者大者!而十八首中止及嬉戏之具%
市肆之盛%声色之娱!皆所谓足供儿女之
戏者!何欤$ 盖南渡之时!上下嬉游!陈
卧子谓其,清歌漏舟之中!痛饮焚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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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梅村亲见其事!故直笔书之!以代
长言咏叹# 十八首皆诗史也!可当/东
京梦华录0一部!可抵/板桥杂记0三卷!
或认作烟花账簿!恐没作者苦心矣#
)吴伟业 `"_+

如此梅村词在词体叙事功能方面的拓展%仍然是
遗民心曲(贰臣悲愤与史学积淀等一代学人素养
造就的&

余论# 清代词家论述梅村词与学人之词
的奠基

!!上文在词之尊体(艳曲雅化(经史典故(身世
寄寓(文体互通(词体叙事等方面讨论了梅村词的
开拓%由此足以看出丰富成熟的学人之词面相及
其对清代学人之词总体面貌形成的奠基意义& 实
际上在清代词家的论述中%就已经相对全面地涉
及了上述特征& 如郭麐+灵芬馆词话-中云.

红豆%梅村诗笔擅一时!而词皆非本
色# 梅村词虽比红豆较工!亦沿明人熟
调!然于曲独工# 曩见/秣陵春传奇0!
以为玉茗之后!殆无其偶# 特未着撰人
之名!及见其/金人捧露盘0词题为/观
演秣陵春0句云",喜新词!初填就!无限
断人肠# 为知音!子细思量# 偷声减字!
画堂高烛弄丝簧#-乃知出于梅村之手
也# )郭麐 #`"a+

便是注意到了文体互动为梅村词带来的重要影

响,再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中云.#吴梅村词%
虽非专长%然其高处%有令人不可捉摸者& 此亦身
世之感使然& 否则徒为难得今宵是乍凉等语%乃
又一马浩澜耳$)陈廷焯 #$%$*%则是强调家国板
荡与被迫仕清的身世遭际在塑造其词时起到的关

键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郭麐与陈廷焯都不把吴
伟业当作专门词人看待%故而在词派话语体系下%
吴伟业不会是词派的开山宗主%但却会在各派追
溯词法统绪的时候被同时提及& 蒋景祁+陈检讨
词钞序-云.#其年先生幼工诗歌%自济南王阮亭
先生官扬州%宣导倚声之学%其上有吴梅村(龚芝
麓(曹秋岳诸先生主持之& 先生内联同郡邹程村(

董文友%始朝夕为填词$ )冯乾 ^a*%将吴伟业视
作王士禛(陈维崧二派之先的奠基者,顾诒禄+归
愚诗余序-云.#国朝擅场%推梅村(迦陵(竹垞三
先生& 然而状山川之险峻%阐忠义之幽微%一事一
物%动关理道%或亦未之及焉$ )冯乾 `#`*%则将
吴伟业与阳羡词派宗主陈维崧(浙西词派宗主朱
彝尊并提%显然是视作点将录中的晁盖了& 类似
的论述还有很多%董炼金+露花词序-云.#至国初
吴梅村(龚芝麓(朱竹垞(陈其年诸人继起%主盟词
坛%海内奉为圭坫$ )冯乾 bb_*%左桢+甓湖词钞
序-云.#余素不娴音律%何敢腼颜言词& 况唐音
如温韦%宋调如苏辛姜李& 暨乎有清%梅村(芝麓(
竹垞诸公%于词卓然成家%鸣盛于时%岂后进所能
学步$)冯乾 $%b^*等皆是显例%足见将吴伟业视
作清词诸派之前的奠基人物%本就是清代词人的
词学之共识& 其实吴梅村与陈维崧更是密切%
+湖海楼全集-诗集卷首%陈宗石的序就说.#伯兄
)按指陈维崧*为诗凡三变%自髫龄时即随先大
人%后聆诸先生绪论%究心风雅& 少从陈黄门(吴
祭酒游%故其诗流丽风华%多沿六朝(初唐之习$
)冯其庸!叶君远 $$3*%而+梅村诗-卷一+五哀
诗"吴汉槎兆骞-中称陈维崧为 #阳羡陈生$
)$$3*& 陈维崧+摸鱼儿"听白璧双琵琶-又云.
#是谁家(本师绝艺%檀槽舀如许'$ )严迪昌
#^_*#

均可见出吴梅村对阳羡词派开宗的陈维崧

影响非常大%陈维崧也是以本师侍之%自然陈维崧
填词受吴梅村影响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在上引的清人论述中%龚鼎孳也是出现频率
极高的先辈词人%但与吴伟业相比%龚鼎孳并不能
承担清代学人之词的地位%个中原因即构成了另
一个吴伟业及其词作的开拓特征%即吴伟业有着
成为一代硕儒的人生理想与娴熟南北史的学术专

长& 他在+旧学庵记-这篇重要的自述文字中提
到%他曾立誓十年谢病闭门读书以成学人& 因为
吴伟业认为在这个时代下%做一个文人于国并无
大益%只有那些有学问的人才对国家最为有用
)吴伟业 _$3!_$b*& 正是这番理想与谢病闭门
读书的经历%为他带来了深厚的学识%特别是对于
南北史的娴熟& 在永嘉南渡重现的以夷侵华的明
清之际历史大势下%这番学术专长适时地给他提
供了大量寄寓今世的六朝典故%也使其在清初遗
民词坛大量的金陵怀古(六朝追忆母题创作下卓
尔特立%词境闳阔& 王士禛即敏锐地指出.#娄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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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祭酒长短句%能驱使南北史为体中独创& 小词
流丽稳贴%不徒直逼幼安也&$ )沈雄 #%"`*由于
龚鼎孳全然仕清%故其笔下不会有吴伟业这般深
切的沉痛与深广的典故语料库& 总的来看%龚鼎
孳虽然也经常在词中驱使典故%但他的典故往往
是诗家习见%不过是打通诗词二体的迁移%并不像
吴伟业这般以学驱使%大量运用经史中的故实%因
而无力承担起清代学人之词奠基者的责任& 龚鼎
孳是如此%他者如王士禛(朱彝尊(陈维崧(纳兰性
德诸家亦不符合所有条件%他们的词作也无法如
梅村词这般全面地展现学人之词各式的特征%从
而清代学人之词的奠基%只能是吴伟业方可消受
的词史地位&

注释%>0#%)&

! 参见沙先一. +推尊词体与开拓词境.论清代的学人之
词-%+江海学刊-")$%%a*. #__!#^",朱惠国. +论清代学
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的离合关系-%+文学遗产-3)$%##*.
ba!_"&
" 谨按. 此阕不当为绝笔之作视之%审词意蕴%似为被迫
仕清在京师苦闷之作& 另文详述&
# 参见冯其庸(叶君远. +吴梅村年谱-%北京. 文化艺术
出版社%$%%b 年%$$3& 严迪昌. +清词史-%南京. 江苏古
籍出版社%#^^^ 年%#^_& 严师引谭献评语.#拔奇本师长
歌之外$%其实此处本师指的就是吴梅村%指他所写的咏
通州琴师白在湄的+琵琶行-%以此可知陈维崧对吴梅村
填词的继承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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