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冠，字宗臣，号双溪居士，东阳（今浙江金华）

人。生卒年不详。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后因

依附秦桧而被驳放科名。乾道五年（1169）复登进

士第，后仕至郴州（今属湖南）知州。曹冠“以文词

知名于时”[1]696，所著《燕喜词》质朴平实、风格清雅，

体现了南宋雅词的独特风格。或许是因为历代词

话、词论极少论及，曹冠其人、其词直到今天方才

真正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邓子勉《宋金元词籍

文献研究》梳理了曹冠《燕喜词》的版本状况[2]，陈

凯《两宋东阳进士与文学》则对曹冠的生平事迹进

行了考证[3]。以上二文均是文献方面的研究，较少

涉及曹冠的词。本文即以曹冠《燕喜词》为中心，

试对其词之题材特征、艺术特色及风格成因作初

步解读。

一、曹冠词的题材特征

曹冠《燕喜词》收有词作63首，从题材看，这些

作品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纪游词

纪游词是《燕喜词》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多达38

首，约占全部词作的60%。这些作品主要记述了作

者与朋友游山玩水、探幽寻胜的经历，写景纪游之

中饱含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之情。如《柳梢青·游

湖》：

湖岸千峰。嵌岩隐映，绿竹青松。古寺东西，

楼台上下，烟雾溟蒙。 波光万顷溶溶。人面与、荷

花共红。拨棹归欤，一天明月，十里香风。[4]1540

此词写西湖之景，上片描绘了西湖周围的环

境：千峰叠翠，烟雾迷蒙，亭台楼阁掩映在绿竹与青

松之中；下片着重写湖上风光：波光荡漾，游人的船

只在绿叶红花中往來。作者喜爱这盛夏的西湖之

景，以至于拨棹而归时已是明月高悬的夜晚了。“十

里香风”一句，将西湖荷花一齐绽放的胜景描写得

令人神往，作者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又如《凤栖

梧·兰溪》：

桂棹悠悠分浪稳。烟幂层峦，绿水连天远。赢

得锦囊诗句满。兴来豪饮挥金碗。飞絮撩人花照

眼。天阔风微，燕外晴丝卷。翠竹谁家门可款。舣

舟闲上斜阳岸。[4]1531

此词写作者泛舟兰溪的逸致闲情，过片三句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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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了一幅“胜日春光图”：晴空格外辽远，微风习习，

飞絮濛濛，野花随处开放，燕子贴水而飞，掠起了层

层涟漪……诚如况周颐《蕙风词话》所评：“状春情

景色绝佳。每值香南研北，展卷微吟，便觉日丽风

暄，淑气扑人眉宇。”[5]

除写景外，曹冠还常在纪游词中抒发渴望为国

杀敌的壮志。如《鹧鸪天·己丑重阳游雷锋》：

商素肃金飚，吹帽又逢佳节。乘兴登临舒啸，

玩云林清绝。高歌横剑志平戎，酒量与天阔。更待

醉归开宴，赏东篱明月。[4]1536

曹冠曾两度进士及第，然仕途一直不顺，长期

沉沦下僚，甚至因依附秦桧而被驳放科名、夺官罢

职。但是，曹冠并未就此消沉，此词便是其报国之

志的体现。作者在重阳之日游览雷峰塔，登高临

远，仗剑平戎之志油然而生。在词中，作者甚至畅

想了奏凯之时共饮庆功酒的场景。

（二）咏物词

曹冠《燕喜词》中有咏物词13首，占全部作品

20%以上。正如前文所述，曹冠虽然沉沦下僚，但却

常怀报国之志。除纪游词外，曹冠亦常借咏物以表

达对保家卫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如《蓦山溪·渡

江咏潮》：

潮生潮落，千古长如许。吴越旧争衡，览遗迹、

英雄何处。胥神忠愤，贾勇助鲸波，湍砥柱。驾鳌

峰，万骑轰鼍鼓。连天雪浪，直上银河去。击楫誓

中流，剑冲星、醉酣起舞。丈夫志业，当使列云台，

擒颉利，斩楼兰，雪耻歼狂虏。[4]1538

当年吴越争衡的英雄已尽成遗迹，只有奔腾的

江潮千古如许。面对波澜壮阔的潮水，作者壮怀激

烈，誓要杀敌报国，“擒颉利，斩楼兰，雪耻歼狂

虏”。然而，事实常不能尽如人愿。秦桧死后，曹冠

被夺职为民。乡居的生活虽然闲逸，但壮志难酬之

感亦时常萦绕于心，如《念奴娇·咏中秋月》：

碧天如水，湛银汉清浅，金波澄澈。疑是姮娥

将宝鉴，高挂广寒宫阙。林叶吟秋，簾栊如画（别作

“昼”），丹桂香风发。年年今夕，庾楼此兴清绝。

因念重折高枝，壮心犹郁，已觉生华发。好向林泉

招隐处，时讲清游真率。乘兴歌欢，熙然朝野，何日

非佳节。百杯千首，醉吟长对风月。[4]1535

中秋之夜，作者对月兴怀，感叹自己虽然踌躇

满志，可惜年华已逝，只能“向林泉招隐处，时讲清

游真率”。下片“乘兴歌欢，熙然朝野，何日非佳

节。百杯千首，醉吟长对风月”诸句，看似旷达洒

脱，实则无奈，甚至可看作是一个仕途失意之人的

自我宽慰。

（三）酬唱赠答词

《燕喜词》中酬唱赠答之作共有7首，约占全部

作品的11%。在这些作品中，曹冠借唱和以抒怀，

表达了对乡居隐逸生活的喜爱之情。如《满江红》：

淳熙丁酉（1177）六月十三日，浙宪芮国瑞巡历

东阳，招饮涵碧。是日也，实予始生之日。国瑞用

旧词韵作《满江红》为寿，因和述怀。

味道韬光，伴耕钓、城南涧曲。吾不羡、炼丹金

井，访仙王屋。清洁（别作“节”）无暇通隐显，满堂

岂有贪金玉。向北窗、高卧水风凉，槐阴绿。闲自

赏，东篱菊。偏喜种，幽居竹。信魏然良贵，有荣无

辱。外物随缘姑泛应，无心仕止常知足。喜圣时、

协气屡丰年，西畴熟。[4]1539

芮国瑞即芮晖，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时任浙

东提点刑狱。此词上片一再表现耕钓城南、高卧南

窗的逍遥自适，下片更是表现出对东篱赏菊、幽居

种竹的乐此不疲，潇洒闲逸之情溢于言外。再如

《念奴娇·述怀和赵宰通甫韵》：

天津仙客，话平蔡、曾把龙钟调戏。（自注：裴度

未达，尝游天津桥。或言蔡州未平，一老父指度曰：

“必待此人。”度笑曰：“见我龙钟，故相调戏。”）茅舍

云林方隐迹，日日琴樽适意。鹏激天池，扶摇未便，

尚敛摩云翅。经纶万卷，个中真负豪气。 喜遇良

友知心，登临酬唱，堪作词林瑞。况是韶华将近也，

待约连宵春醉。对客挥毫，如虹浩饮，争涌如泉

思。同寅他日，誓坚忠义相济。[4]1534—1535

面对仕途失意、壮志难酬的现实，作者用“鹏激

天池，扶摇未便，尚敛摩云翅”来自我排解。其间虽

仍有些许无奈之感，但已然不是“擒颉利，斩楼兰，

雪耻歼狂虏”般的高呼呐喊了。作者似乎已经释

然，真正感受到了隐逸云林、饮酒抚琴生活的乐趣。

从以上分析来看，曹冠词以纪游、咏物和酬唱

赠答为主，题材较为集中。在为数不多的词中，曹

冠描绘了清丽的自然山水和惬意的隐居生活，既抒

发了为国家上阵杀敌的壮志豪情，也表达了仕途失

意后的无奈之感。

二、曹冠词的艺术特色

曹冠现存词作63首，数量虽然不多，但却有着

独特的艺术风貌，彰显着南宋初期雅词的特色。其

词形式精致，风格清雅，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一）长于构图写景

曹冠写景长于构图，常见的景物经其组合之后

便成为一幅幅优美的风景画。如前文所引《凤栖

梧·兰溪》一词，过片三句俨然一幅“胜日春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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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青玉案》（烟村茂樾湾溪畔）：

烟村茂樾湾溪畔。似远景、摹轻练。细草平沙

骑款段。渔翁欸乃，却惊鸥鹭，飞起澄波面。班荆

对饮垂杨岸。枝上莺歌如解劝。山映斜阳霞绮

散。醉吟乘兴，锦囊诗满，爱月归来晚。[4]1542

此词中，我们所见无非“细草”、“平沙”、“远

山”、“ 斜阳”等寻常物象而已，但是，这些寻常物象

经词人组合之后分明变成一幅祥和静谧的渔村图

景。尤其“渔翁欸乃，却惊鸥鹭，飞起澄波面”诸句，具

有很强的画面感：夕阳之下，一位老渔翁驾着小船在

湖面上悠闲地荡漾着，被长篙惊起的水鸟在湖面掠起

一圈圈金色波纹。再如《霜天晓角》（水亭清绝）：

水亭清绝。拥翠环林樾。湘簟宾筵乘兴，玉壶

酒、漾冰雪。宝兽沈烟爇。玉琴声韵彻。夜永风微

烟淡，梧桐影、碎明月。[4]1533

此词末句连用“永”、“微”、“淡”三个形容词，营

造出一种夜色静谧之感。“碎明月”三字将微风拂

动、地上树影斑驳之像描绘得甚是生动，读之亦隽

永而有余味。

（二）颇多题序与自注

曹冠词中有《凤栖梧》（昨夜西畴新足雨）、《凤

栖梧》（桃杏争妍韶景媚）、《夏初临》（翠入烟岚）等7

首应用了题序。这些题序除交待创作背景外，有一

些本身就是一篇短小精悍的散文，如《夏初临》（翠

入烟岚）序：

淳熙戊戌四月既望，游涵碧，登生秋、冲霄二

亭，觞咏竟日。是日也，初夏恢台，园林茂密。瀑泉

镗鎝，松韵笙箫。峦翠波光，上下相映。佳山句在，

我思古人，对景兴怀，视今犹昔，何异乎兰亭之感慨

也。赋《夏初临》一阕，以纪时日。[4]1532

在此序中，作者除了交待词作的相关本事外，

还描绘了生秋、冲霄二亭周围的优美景色，与词本

文相得益彰。与题序相比，《燕喜词》中应用的自注

就更多了。据统计，曹冠《燕喜词》中有《夏初临》

（琴拂虞熏）、《风入松》（瑶烟敛散媚晴空）、《念奴

娇·述怀和赵宰通甫韵》等10首应用了自注。这些

自注或解释名物，如“舂锄掠水浪花重”[4]1532句，作者

于“舂锄”下注曰“鹭也”；或说明所用典故的本事，

如“天津仙客，话平蔡、曾把龙钟调戏”[4]1534句，作者

自注云：“裴度未达，尝游天津。或言蔡州未平，一父

老指度曰：‘必待此人。’度笑曰：‘见我龙钟，故相

调戏；’”[4]1534-1535或交待词化用前人诗句的来源，如

“醉挥毫、付与雪儿歌”[4]1539 句，作者自注云：“古

诗‘丽词付与雪儿歌’”[4]1539。自注的应用为后人解

读其词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三）广泛使用典故

应廷育《金华先民传》称曹冠“博闻强记，书一

览辄不忘”[1]696，因而他能够出入于经史子集，各种典

故信手拈来，甚至在一首词中使用多个典故。

曹冠《燕喜词》中所用典故可分为以下两类：

（1）事典。如《蓦山溪·九日》“匣琴流水，休恨知音

少”[4]1538句所用俞伯牙遇钟子期事，《蓦山溪·鉴湖》

“知章请赐，独占心何小”[4]1538所用贺知章事等。（2）

语典。如《八六子·九日》中“也胜龌龊东篱”[4]1540句

从李白《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龌龊东篱

下，渊明不足群”[6]化来；《满江红》（日暖烟轻）中“醉

挥毫、付与雪儿歌”[4]1539句，作者自谓化用了古诗“丽

词付与雪儿歌”等①。这些典故如一粒粒珍珠镶嵌

在曹冠词中，使得其词在清丽之余更添庄雅。

总之，曹冠词长于构图写景，多用题序与自注，

并且广泛应用经史典故，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

三、曹冠的清雅词风及其成因

（一）曹冠的清雅词风

在群星璀璨的两宋词坛，曹冠显然不能迈入名

家之列，然而其词却有着自己独特的清雅风格。曹

冠的清雅词风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曹冠的词不涉艳情。虽然金人的铁蹄踏

破了赵宋王朝繁华的美梦，词坛出现复雅的风尚，

但是，词体与生俱来的香艳风格并没有完全消歇。

据许伯卿《宋词题材研究》统计，赵宋政权南渡期间

共有396首艳情词传世，数量仅次于咏物词[7]。然

而，曹冠的六十余首词中却无一首涉及艳情，其《念

奴娇》（蜀川三峡）便是明证。作者对宋玉《高唐赋》

中所述楚王艳遇之事极为鄙视，认为“仙女耻求媒，

况神清直，岂可轻诬污”[4]1534。

其二，意境清新明净，这主要表现在那些写景

纪游之作中。正如前文所述，曹冠长于构图写景，

无论是《凤栖梧·兰溪》中的“胜日春光图”，还是《青

玉案》（烟村茂樾湾溪畔）中的“渔村晚归图”，都给

人一种清新明净之感。

曹冠仕途坎坷，心中充满怀才不遇之感，但是，

他并没有将这种郁闷之情完全倾泻于词中，反而时

常以外物来自我缓解。正因为如此，曹冠能够更多

地发现生活中的美，其词中也就多了一些由寻常物

象构成的平凡之美。

（二）曹冠词风之成因

1. 独特的人生经历

曹冠曾寄食秦桧门下多年，为十客之一[8]31，秦

桧亦使“诸孙师事之”[1]696。绍兴二十四年（1154），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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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与秦桧之孙秦埙同时名列进士科三甲之内。作

为一个依附于权贵的食客文人，曹冠不需要为了谋

生而追随大众口味来创作。但是，从本质上来说，

曹冠之所以能够寄食秦桧之门，正是因为其自身之

才华，所以曹冠在抒发自身情感的同时也要为其所

依附的士大夫阶层服务。为了迎合这些身处富贵

而又附庸风雅的权贵们，曹冠词必然呈现出清雅的

一面，以作为这个权贵阶层文化的点缀。

此外，曹冠的学习经历也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

要影响。曹冠曾入太学，专攻程氏之学。长期的经

学训练使得曹冠能够出入于经史子集，各种典故信

手拈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学习经历形成了曹冠崇

礼尚雅的个人修养。陈（上髟下貍）《燕喜词叙》云：

“同年检正曹公，文雄学奥，节劲气严。”[9]序1詹效之亦

曾为曹冠《燕喜词》作序，其中有云：“检正曹公，行

兼九德，浑然天成。文章政事，渊源经术。廉介有

守，既和且正。”[9]序3这种崇礼尚雅的修养影响到其创

作，便形成了其清雅的词风。

2. 复雅的词坛风尚

两宋之交，由于政治上的巨大变迁，词坛复雅

的潮流愈演愈烈。“由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并序开

其先例的‘复雅’词论由于其浓郁正统论色彩而在

南宋初中期得到了广泛呼应，如胡寅《向芗林酒边

集后序》、詹效之《燕喜词跋》等，并形成了一种覆盖

面极广且在南宋词学界占据极重要地位的崇‘雅’理

论。”[10]曹冠深受词坛复雅潮流的影响，在词中多次抒

发了杀敌报国的热忱，如“吾侪勋业，要使列云台，擒

颉利，斩楼兰，混一车书道”[4]1538等。

陈氏在《燕喜词叙》中提出了自己的论词标准：

造意正平，措词典雅，格清而不俗，音乐而不淫，斯

为上矣。高人胜士，寓意于风花酒月，以写夷旷之

怀，又其次也。若夫宕荡于检绳之外，巧为淫亵之

语以悦俚耳，君子无取焉[9]序1。

在此标准之下，陈氏评《燕喜词》为“近世之未

有者”[9]序2。由此可见，曹冠词基本上是符合其“造意

正平，措词典雅，格清而不俗，音乐而不淫”之标准

的。詹效之亦谓曹冠词为“旨趣纯深，中含法度，使

人一唱而三叹，盖其得于六艺之遗音，纯乎雅正者

也。”[9]序3陈、詹二人的品评虽不无溢美之嫌，但总体

上是符合曹冠词之实际的。

3. 学苏的师法取向

陈氏《燕喜词叙》有云：“熟读三复，玩其辞而绎

其意，岂非中有所本欤？寥寥百余年，继坡仙之作，

非公而谁？”[9]序 2显然，在陈氏看来曹冠词是学苏轼

的。细读曹冠之词，其中确有较为明显的学苏痕

迹，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引苏轼为异代知

己。在《惜芳菲·述怀》中，曹冠感叹自己生在东坡

之后，以不能与之同时为憾。其二，学苏轼为词。

苏轼有《和归去来兮辞》，曹冠亦有《和陶渊明归去

来词》[9]7-8。苏轼尝櫽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而作

《哨遍》，曹冠则櫽括苏轼《赤壁赋》而写了一首《哨

遍》。在这首《哨遍》中，曹冠“戏将坡赋度新声，试

写高怀，自娱闲旷达”[4]1541，表达了和东坡《赤壁赋》

中类似之情感。

曹冠所生活的时期正是苏词大行于天下之时，

“从南渡之初开始，苏轼其人及其作品受到文人士

大夫们的有意的模仿与学习”[11]，“苏文熟，吃羊肉；

苏文生，吃菜羹”[8]100的谚语即是旁证。虽然曹冠学

苏明显，但并未对苏轼亦步亦趋。他着力于模仿东

坡词中通脱清旷、自然超逸的一面，在学苏的过程

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清雅词风。

总之，曹冠的词题材上多纪游、咏物与酬唱赠

答之作；艺术上长于构图写景，多用题序与自注，并

且广泛运用典故；其非豪非婉的清雅词风，与其独

特的个人经历、词坛复雅的风尚以及学苏的创作取

向等因素密切相关。曹冠的创作体现了南渡初期

词人对于雅词的追求，对于我们认识两宋雅词之发

展具有一定价值。

注释：

① （唐）韩定辞《答马彧》诗有“丽词堪与雪儿歌”句，曹冠所记疑即此句。见（清）彭定球等编《全唐诗》卷757，中华书局1969

年版，第86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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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背景，使得杏花的坠落都具有了“落英缤纷”的动

态之美，二者动静结合相应成趣。再如白朴【越调·
天净沙】《秋》“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

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2]197如果

没有“青山绿水”的对比与反衬，那么这整幅画面毫

无疑问是一幅萧瑟悲凉的秋景图，但是一旦添上

“青山绿水”，使冷暖色调相结合，那么各种景物的

混搭就构成了一幅色彩艳丽、视觉鲜明的秋景图，

打破了“悲哉，秋之为气也！”的传统论调，让人耳目

一新。因此青山作为色彩用语，具有突出景物独特

之美的作用，并且有助于作者情感的流露。

青山作为元散曲的常用意象，由它的本身性质

延伸出了许多带有主观色彩的意义，它既是文人隐

居避世之所，又是他们抒发各种情感的媒介，既可

以与其它景物组合成色彩斑斓的画面，又可以承载

女子的相思，因此青山成为了元代文人价值观的体

现，是他们“通过回归自然以实现另一种人生价

值”[8]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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