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惆怅西村一坞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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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遍无人赏

— 论姜夔 《暗香》
、

《疏影》 的题 旨

颜 震
,

(临沂师范学院 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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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于 《暗香 》
、

《疏影》 的题 旨
,

证
、

生平交游和 志趣等方面考察
,

认为 《暗香》
、

望和怀才不遇的苦闷
,

旨在让范成大加以引荐
。

【关键词】姜夔 ; 《暗香》 ; 《疏影》 ; 用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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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众说纷纭
。

笔者从作品的整体阐释
、

姜夔诗词互

《疏影》 采用香草美人 的手法
,

流露出积极入世的愿

怀才不遇 ; 引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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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香》
、

《疏影 》 是南宋词人姜夔的代表

作品
,

也是宋代咏物词的名篇
。

关于 《暗香》
、

《疏影》 的题旨
,

历来众说纷纭
,

莫衷一是
。

川笔

者认为
,

《暗香 》
、

《疏影 》 采用香草美人的手

法
,

流露出积极入世的愿望和怀才不遇的苦闷
,

旨在让范成大加以引荐
。

张惠言在 《词选》 中也

曾论及
: “

… … 言己尝有用世之志
,

今老 而无

能
,

但望之石湖也
。 ”

龙沐勋在 《词学十讲》 中

加以修正说
: “

我觉得 《暗香》 言己尝有用世之

志
,

这一点是对的
,

但
`

望之石湖
’ ,

却不是为

了自己的
`

今老而无能
’ ,

而是希望范能爱惜人

才
,

设法加以引荐
。 ” t Z ,可惜语焉不详

,

今申而论

之
。

一
、

作品的整体阐释

南宋光宗绍熙二年辛亥 ( 1 191 ) 冬天
,

姜夔

冒着大雪来苏州拜访赋 闲在家的石湖居士范成

大
。

姜夔和范成大一起听乐赏梅
,

诗酒唱和
。

姜

夔精通音乐
,

工于作词
。

应范成大的要求
,

姜夔

创作了两首咏梅词
,

并取名为 《暗香 》
、

《疏

影》
。

这两首 自度曲的词调名取 自北宋诗人林通

的 《山园小梅》 : “

众芳摇落独暄妍
,

占尽风情

向小园
。

疏影横斜水清浅
,

暗香浮动月黄昏
。

霜

禽欲下先偷眼
,

粉蝶如知合断魂
。

幸有微吟可相

押
,

不须檀板共金尊
。 ”

意思有二
: 一是梅枝扶

疏
,

傲寒独放
,

幽香四溢
,

以此隐喻词人孤高的

人格 和非凡的才能 ; 一是孤独寂寞
,

不 为人所

知
。

林通隐居西湖孤山
,

不娶不仕
,

种梅养鹤
,

人称
“

梅妻鹤子
” 。

姜夔也酷爱梅花
,

把林通引

为同调
,

曾多次到西湖孤山
,

寻访林道踪迹
,

观

赏梅花
,

曾有词作传世
,

如 《 卜算子 》 之一 有

道
: “

忆别庚郎时
,

又过林通处
。

万古西湖寂寞

春
,

惆怅谁能赋
。 ”

《暗香 》 流露了积极人世的愿望
,

《疏影 》

则表现出怀才不遇的苦闷
。

《暗香 》 按照过去— 现实— 过去— 现

实的线索来咏梅
,

表现和玉人的离与合
。

上片以

回忆昔 日的相恋发端
,

而后又回到渐老迟暮的现

实中来 ; 下片承上片而来
,

先写现实独居落寞
,

折梅赠远
,

无由送达
,

伤心异常
,

随之又回忆起

昔 日与玉人西湖赏梅的情事
,

歇拍又 回到痛苦的

现实中来
。

如果说这是一首恋情词
,

事情到此便

戛然而止
。

然而
,

回过头来看一看时人 的评判
,

范成大
“

把玩不 已
” ,

张炎目之
“

骚雅
” ,

这似

乎还有深意可寻
。 “

及荣华之未落兮
,

相下女之

可治
” , 〔3] 屈原在 《离骚》 中以香草

,

喻品行才能

不凡 ; 以下求佚女
,

拟君臣遇合
,

实现美政理

想 ; 以求之不得
,

比不为世用
,

理想无法实现
。

显然
,

姜夔继承了屈原香草美人的这一传统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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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梅来比拟词人品性的捐介高洁和不同寻常的才

能
,

以对玉人的追求来暗喻词人积极人世的理

想
,

以追求不得隐喻怀才不遇的现实
。

从整体上

看
,

词人 对玉 人的相恋之深
,

表明用世之切
。

“

江 国
。

正寂寂
”

可说点出了南宋王朝偏安江南

不思恢复的现实
,

与屈原的处境相似
。 “

长记曾

携手处
,

千树压
、

西湖寒碧
。 ”

词人与玉人曾携

手西子湖畔观赏千株万朵梅花
。

西湖是临安的象

征
,

隐含着词人君 臣遇合为世所用 的愿望
。

姜夔

跟随萧德藻来湖州
,

后来又 卜居 于都城临安
,

目

的是寻找出仕的机会
。

《疏影 》 的特点是用典多
,

因此对典故的理

解是把握其题旨的关键
。

值得注意的是
,

运用 了

几个有关女性形象的典故
:
杜甫 《佳人》 诗中的

美人
,

远嫁匈奴的王昭君
,

《古诗十九首》 中的

盈盈楼上女
,

被汉武帝打人冷宫的陈皇后
。

在某

种意义上
,

她们或是弃妇
,

或是怨女
。

显然
,

词

人是以她们为喻
,

表明不被赏识的处境
。

再者
,

词 中还用 了赵师雄罗浮山遇梅神的故事和南朝宋

武帝女寿阳公主梅花妆的故事
。

一是增加了梅的

传奇色彩
,

表明自己 的超凡脱俗
,

一是暗示梅生

在赵宋王朝
,

自己为赵宋王朝所遗弃
。

从整体上

看
,

上片写花开
, “

幽独
”

说明无人赏 ; 下片写

花落
, “

等慈时
、

重觅幽香
,

已人小窗横幅
”

暗

示人才的枯萎
, “

莫似春风
,

不管盈盈
,

早与金

屋
”

意思是让范成大怜惜人才
。

宋末元初的词论家张炎 《词源 》 对这两首词

评价尤高
: “

词之赋梅
,

惟姜白石 《暗香 》
、

《疏影 》 二曲
,

前无古人
,

后无来者
,

自立新

意
,

真为绝唱
。 ”

清人宋翔凤也似乎 明了姜夔的

苦心
,

在 《乐府余论》 中说 : “

盖意愈切
,

则辞

愈微
,

屈宋之心
,

谁能见之
。

乃长短句中
,

复有

白石道人也
。 ”

应当说
,

二人的评价是符合实际

的
。

才高自古人所忌
,

论高不售反惊世
。

( 《送陈

敬甫》 )

南去 北来何事 ? 荡湘 云楚水
,

目极伤心
。

( 《一尊红》 )

文章信美知何用
,

漫赢得天涯羁旅
。

( 《玲珑

四犯》 )

诗中最好的例子是七绝 《除夜 自石湖归若溪》

十首之九
。

宋光宗绍熙二年辛亥 ( 1 19 1) 冬天
,

姜

夔又来苏州拜访范成大
,

除夕夜回湖州
,

此诗写于

壬子 ( 1 1 9 2) 新年
。

诗 曰
: “

少小知名翰墨场
,

十

年心事只凄凉
。

旧时曾作梅花赋
,

研磨于今亦自

香
。 ” “

梅花赋
”

当指咏梅词 《暗香 》
、

《疏

影 》
, “

I日时
”

言咏梅词作于辛亥 ( 1 1 9 1 ) 年
,

而

这首七绝则写于壬子 ( 1 19 2) 新年
。 “

十年心事
”

当指与萧德藻等交游以求人世的愿望
。 “

少小知名

翰墨场
,

十年心事只凄凉
”

道 出了怀才不遇的幽

怨
。

这首诗为 《暗香 》
、

《疏影 》 作了极好的注

脚
。

词中的代表作品是 《卜算子》 之一
,

曰 : “

绿警

更横枝
,

多少梅花样
。

惆怅西村一坞春
,

开遍无人

赏
。

细草藉金舆
,

岁岁长吟想
。

枝上么禽一两声
,

犹

似宫娥唱
。 ”

这首词运用比兴手法
,

以
“

开遍无人

赏
”

的梅花和失意的宫娥隐喻词人的怀才不遇
。

三
、

生平交游和志趣

二
、

诗词互证

姜夔多才多艺
,

却潦倒终身
,

为世所用的愿

望和怀才不遇的苦闷渗透在字里行间
,

如
:

人物渺然须强饭
,

天工应不负才名
。

( 《寄

时甫》 )

著书穷愁滨
,

可续 《离骚 》 经
。

( 《奉别污

鄂亲友》 其十 )

姜夔品行捐介高洁
,

才能出众
,

深受名公臣儒

的推崇
。

范成大目之为
“

晋
、

宋之雅士
” ,

张鉴想

为他捐资拜爵
,

被他谢绝
。

杨万里称赞他
“

文无所

不工
,

甚似陆天 随
” ,

萧德藻以为作诗 40 年才遇

到一个才能杰出的姜夔
,

爱其才
,

把侄女嫁给他
。

有
“

词中之龙
”

(陈廷悼语 )之称的辛弃疾激赏姜夔

的词作
,

并被后人誉为
“

词中之圣
”

(戈载语 )
。

朱熹赞赏他的礼乐才能
,

姜夔曾向朝廷进献 《大乐

议》
、

《琴瑟考古图》 和 《圣宋饶歌鼓吹》
。

工书

法
,

著有 《续书谱》
。

姜夔 《姜尧章自叙 》 也 自

称
: “

或爱其人
,

或爱其诗
,

或爱其文
,

或爱其

字
,

或折节交之
。 ” “

学而优则仕
”

是古代文人的

传统观念
,

姜夔当然也不例外
。

青年时曾上书求宦

未遂
。

姜夔矢志不渝
,

又于宋宁宗庆元三年丁 巳

( 1 19 7 ) 进献 《大乐议》
、

《琴瑟考古图》
,

讨论

当时乐器
、

乐曲及歌诗之失
,

没有引起朝廷的重

视
。

于庆元五年己未 ( 1 19 9) 又献 《圣宋饶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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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被特许参加礼部考试
,

可惜没有考中
。

姜夔广泛结交达官才俊 (据夏承煮先生考证
,

交游可考者共百余人 )
,

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引荐
,

为世所用
。 “

应念无枝夜飞鹊
,

月寒风劲羽毛摧
”

( 《寄上张参政》 )
,

用世之心可见
。

经诗人萧德

藻介绍
,

姜夔拜访杨万里
,

杨万里无力引荐
,

便把

姜夔又介绍给名重一时的范成大
。

杨万里 《送姜尧

章渴石湖先生》 中说 : “

袖诗东来渴老夫
,

惭无高

价索番与
。

翻然欲买松江艇
,

径去苏州参石湖
。 ”

姜夔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丁未 ( 1 1 87 ) 夏赴苏州拜

见范成大
,

自此二人结成忘年之交
。

南宋光宗绍熙

二年辛亥 ( 1 19 1) 冬天
,

姜夔来苏州拜访赋闲在家

的范成大
。

姜夔和范成大一起听乐赏梅
,

诗酒唱

和
。

姜夔精通音乐
,

工于作词
。

应范成大的要求
,

姜夔创作了 《暗香》 《疏影》 两曲
,

以隐微幽约的

方式向范成大阐明积极入世的理想和怀才不遇的现

实
,

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引荐
。

此时的姜夔已 37 岁

(据夏承熹先生说 )
,

依然旅食各地
,

寄人篱下
,

艰苦备尝
, “

士生有如此
,

储粟不满瓶
。

著书穷愁

滨
,

可续 《离骚》 经
”

( 《以
“

长歌意无极
,

好为

老夫听
”

为韵
,

奉别河鄂亲友》 其十 )
,

言其遭遇

可与屈原相 比
。

范成大赏识姜夔的才学
,

重其人品
,

但对引荐

之事却无能为力
,

在 《 次韵尧章雪中见赠》 中似

透露了一点消息
: “

当时访戴舟
,

却访一寒范
。 ”

范成大虽于宋孝宗淳熙五年 ( 1 17 8) 四月拜参知政

事 (副宰相 )
,

但六月即被罢免
,

加之体弱多病
,

基本上是退居苏州石湖
。

范成大同情姜夔的遭遇
,

但在仕途上却无能为力
,

只能以歌妓小红相赠
,

以

慰其怀
。

姜夔在 《姜尧章自叙》 中曾沉痛地感叹 :

“

磋呼 ! 四海之内知已者不为少矣
,

而未有能振之

于篓困无聊之地者
。 ”

当然
,

本文对 《暗香》
、

《疏影》 的解读并不

意味着盖棺定论
,

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

在解读中也参与了对作品的创造
。

《暗香 》
、

《疏

影》 这两朵绽放的梅花
,

幽香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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