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8卷第 3 期

2 0 0 6 年 9月

西 昌学晓学报
·

社会科学版

J o u ma lo f X i e h a n g Co l le g e ·

So e i a lSe i e n e e Ed i ti o n

V o
1 1民嘟

.

3

eS p
. ,

2 0 06

柳永在宋金元时期的影响

花志红
,

赖彬伟

(西昌学院 中文系
,

四川 西昌 6一50 2 2 )

I摘 要】在宋
、

金
、

元三朝
,

柳永的词广泛流传于宫廷和市井
,

所谓
“

凡有井水饮处
,

即能歌柳

词
” ,

柳永和他的词作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

本文从柳永词的影响
,

词人柳永的传 闻
,

以及小说戏剧中的

柳永故事来探讨柳永在宋金元时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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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是北宋词坛卓有建树的一位词人
,

以歌

词 闻名天下
,

对词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

但

因其有违背传统道德规范的行为
,

以及有背离正

统文学审美意识的侄俗词 曲
,

自进人文坛之 日就

成为一个文化异数
,

所受到关注也与其他作家不

同
。

在宋
、

金
、

元三朝
,

柳永和他的词作以其特

有的活力和魅力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

形成特有的

柳永现象
。

一
、

柳永的词

柳永的词在宫廷市井乃至异邦中广泛流传
,

影响极大
。

一方面
,

从宋人笔记
、

词话中可以了解柳永

词的影响
。

王灼 《碧鸡漫志》 说 : “

今少年妄谓

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
,

十有八九
,

不学柳首卿
,

则学曹元宠
,

虽 可笑
,

亦 毋用笑也
” 。

川 吴 曾

《能改斋漫录 》 日 : “

进士柳三变
,

好为淫冶讴

歌之曲
,

传播四方
” 。 `2 〕罗大经 《鹤林玉露》 记有

柳永 《望海潮》 流传异邦之事 : “

此词流播
,

金

主亮闻歌
,

欣然有慕于
`

三秋桂子
,

十里荷花
’

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 。

叶梦德 《避暑录话》 载 :

“

柳看卿为举子时
,

多游狭邪
,

善为歌辞
。

教坊

乐工每得新腔
,

必求永为辞
,

始行于世
。

余仕丹

徒
,

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
: `

凡有井水饮处
,

即

能歌柳词 ”
, 。 ’ 3]

陈师道 《后 山诗话》 中载
:

“

柳三变游东都南
、

北二巷
,

作新乐府
,

骸 骸从

俗
,

天下咏之
,

遂传禁中
。

仁宗颇好其词
,

每对

酒
,

必使侍从歌之再三
” 。 `4]

宋僧文莹 《湘山野

录 》 记载 : “

吴俗岁祀
,

里巫祀神
,

但歌满江

红
,

有
`

桐江好
,

烟漠漠
,

波似染
,

山如削
。

绕

严陵滩畔
,

鹭飞鱼跃
。

”
, 〔51
当中

“

桐江好
,

烟漠

漠
,

波似染
,

山如削
。

绕严陵滩畔
,

鹭飞鱼跃
”

出自柳永 《满江红 》 (暮雨初收 )
,

可见柳永词

不但流行于歌筵酒肆
,

勾栏瓦子
,

同样还流行于

民间社祀
。

另一方面
,

当时的文人创作
,

对柳词的效仿

甚多
。

王重 阳 《解佩令 》 其词小序云 : “

爱看柳

词
,

遂成
” ,

词云 : “

平生颠傻
,

心猿轻忽
。

乐

章集
、

看无休歇
。

逸性掳灵
,

返认过
、

修行超

越
。

仙格调
,

自然开发
。

四旬七上
,

慧光崇兀
。

词 中味
、

与道相渴
。

一句分明
,

便悟彻
、

首卿言

曲
。

杨柳岸
、

晓风残月
。 ” “

杨柳岸
、

晓风残

月
”

即是柳永 《雨霖铃》 中的名句
。

《惠风 词话》 卷三指出
“

柳屯田 《乐章集 》

为词家正体之一
,

又为金元已还乐语所 自出
” ,

在举 出 《西厢记诸宫调 》 作者董 解元 《哨遍 》

(太日皋司春 ) 后说
: “

此词连情发藻
,

妥帖易施
,

体格与 《乐章》 为近
” ,

又说
: “

其所为词
,

于

屯田有坑靡之合
。 ” `61

《西清诗话 》 记
,

王安 石 《赏花 钓鱼 》 诗

云 : “

披香殿上留珠辈
,

太液池边送玉环
。 ”

都

下翌 日便有传闻
,

说王安石用柳着卿词
“

太液池

翻
,

披香帘卷
”

之语
。

秦观 《满庭芳》 (山抹微云 ) 以凄清景物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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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离人凄迷心境
,

将分别时的感伤之情与晚秋日暮

的悲凉之景融为一体
,

历来受人赞赏
。

这首词从内

容到写法上都与柳永的 《雨霖铃》 有相似之处
,

苏

轼说
“

不意别后
,

公却学柳七作词
。 ”

戏称
: “

山

抹微 云秦学士
,

露花倒影柳屯田
。 ” “

露花倒

影
”

为柳永 《破阵子》 句子
。

柳永 《传枝花》 写道 : “

平生 自负
,

风流才

调
,

口儿里
,

道知张陈赵
。

唱新词
,

改难令
,

总知

颠倒
。 ”

与关汉卿散曲 [南吕一枝花 l 《不伏老》
“

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
,

盖世界浪子班头
。

愿朱

颜不改常依旧
。

花中消遣
,

酒内忘忧
。 ”

相 比较
,

二者所展示的浪子式的玩世精神
、

理俗诙谐的语言

风格等方面
,

显示了关汉卿对柳词的继承
。

王国维

《宋元戏曲考》 中称
“

汉卿似柳曾卿
。 ”

柳永 《凤归山》
“

又是晓鸡声断
,

阳乌光动
,

渐分山路迢迢
。

驱驱行役
,

荐荐光阴
,

蝇头利禄
,

蜗角功名
,

毕竟成何事
,

漫相高 !
”

与陈草庵 《山

坡羊
·

叹世 》 对照来读
“

晨鸡初叫
,

昏鸦争噪
,

那

个不去红尘闹
。

路遥遥
,

水迢迢
,

功名尽在长安

道
,

今 日少年明 日老
。

山
,

依旧好 ; 人
,

憔悴

了 !
”

从主题
、

遣词
、

写法上都可看出陈草庵对柳

词的仿效
。

二
、

词人柳永

胡仔 《苔溪渔隐词话》卷三十九引 《艺苑雌黄》

云 : “

柳三变字景庄
,

一名永
,

字普卿
,

喜作小词
,

然薄

于操行
。

当时有荐其才者
,

上日 : `

得非填词柳三变

乎
。 ’

日 : `

然
。 ’

上曰 : `

且去填词
。 ’

由是不得志
,

日

与偎子纵游娟馆酒楼间
,

无复检约
,

自称云
`

奉旨填

词柳三变
’ 。 ”

7[]

张舜民 《画漫录》记载了柳永上访晏殊事
“

吏部

不放改官
,

三变不能勘
,

诣政府
。

晏公曰
: `

贤卿作曲

子么 ?
’

三变日
: `

只如相公亦作曲子
。 ’

公曰
: `

殊虽

作曲子
,

不曾道针线闲拈伴君坐
。 ’

柳遂退
” 。

“ ,

罗烨 (醉翁谈录 》 云 : “

花前月下
,

随意遣

词
,

移宫换羽
,

一经品题
,

声价十倍
。

妓者多以金

物资给之
。 ” `9 ,

《方舆胜览》 记载 : “

(柳永 ) 卒于襄阳
。

死

之日
,

家无余财
,

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
。

每春日

上家
,

谓之
`

吊柳七 ”
, 。

上面提到的几则虽然不排除有一定的史实基

础
,

但这些逸文里的柳永已不再完全是生活中的词

人
,

而成了带有一定虚构成份的文学人物
。

对于一

个
“

凡有井水饮处
,

即能歌柳词
”

这样家喻户晓的

大作家
,

对他的落魄总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

于是

柳永及其词作被涂上一层传奇色彩
。

以其词名为中

心
,

着重描绘他与正统文化所代表的官场的矛盾以

及与市井社会特别是歌妓的密切关系
,

正好回答了

柳永被排斥被鄙薄的原因所在
。

柳永一出现于文坛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

其词及其创作姿态就成了一个备受关注 的文化热

点
,

有关他的批评和传闻广泛地流布于文苑歌坛
,

传播于士林民众之口
。

人们在关注柳词的同时也对

柳永本人特别感兴趣
。

因柳永一生仕途坎坷
,

沉于

下僚
,

以风流浪子的形象独行于士大夫文人中
,

宋

人对柳永的评价
,

总是把他的词名与其放荡的个

性
、

游冶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
。

杨提 《古今词话》 中记载了四则有关柳永的故

事
:
一是天圣中

,

柳奢卿祝仁宗皇帝圣寿作 《醉蓬

莱》 因有
“

太液翻波
”

语触仁宗忌讳而不可仕宦之

事 ; 二是柳者卿作 《击梧桐》 寄江淮妓 ; 三是柳者

卿作 《望海潮》 让歌妓演唱以结交杭州守帅孙何

事 ; 四为柳首卿作词用梦中女鬼诗
。

吴曾 《能改斋漫录》 中记有
“

仁宗留意儒雅
,

务本向道
,

深斥浮艳虚华之文… …尝有 《鹤冲天》

词云 : `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 ’

及临轩放榜
,

特落之
,

曰 : `

且去浅斟低唱
,

何要浮名
。

”
,

三
、

柳永故事

作为中国词史上一位重要词人
,

柳永的生平事

迹无确切记载
,

但柳永形象却出现于小说与戏剧

中
。

柳永的故事
,

传奇有罗烨 《醉翁谈录》 丙集卷

二
“

花衡实录
” 。

宋元话本中的柳永故事今存 《清

平山堂话》 (
“

柳者卿诗酒玩江楼记
”

)
。

金元两

朝戏剧艺术大为兴盛
,

柳永故事常出现在舞台
。

陶

宗仪 《南村辍耕录》 所载金院本中有 《变柳七 》 名

目
,

元杂剧类中有关汉卿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 一

剧
,

另有 《录鬼簿》 卷二六载戴善夫 《周月仙风破

明月度
,

柳首卿诗酒玩江楼》
,

《录鬼簿续编》 载

元曲作家杨景贤 《玩江楼》 等剧目
,

在南戏系统中

有 《柳首卿诗酒玩江楼》
、

《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

记》 等剧目
。

上述剧 目大多已佚
,

并且也很难考证

哪部书中的柳永才是真实的柳永
。

但在众多的柳永

故事中
,

关汉卿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一剧保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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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

全剧共四折一楔子
。

剧情是
:
柳永与妓女谢天

香相爱
。

柳永欲赴京赶考
,

恰好故友钱可任开封府

尹
,

柳永托他照顾谢天香
。

钱大尹欣赏谢天香的

才华
,

为使谢天香不再沦落妓院
,

钱大尹假装娶她

为妾
,

使她脱离乐籍
。

三年后
,

柳永中状元回来
,

误会钱大尹
,

最后真相大白
,

柳谢二人成婚
。

《谢天香》 虽然涉及到历史人物柳永
,

却不是

一出历史剧
。

剧中所保留的是柳永的词名和流连秦

楼楚馆的风流韵事
。

剧中柳永临别时送与谢天香一

首 《定风波》 : “

自春来惨绿愁红
,

芳心事可可
。

日上花梢
,

莺喧柳带
,

犹压香袅卧
。

暖酥消
,

腻云

髻
,

终日饮恨倦梳裹
。

无奈
,

想薄情一去
,

音书全

无 ! 早知惩么
,

悔当初
、

不把雕鞍锁
。

向鸡窗
,

只

与蛮笺象管
,

拘束教吟课
。

镇相随
,

莫抛躲
,

针线

闲拈伴伊坐
,

和我
。

莫使少年
,

光阴虚过
。 ”

这首

被当朝宰相晏殊所讥讽的词作
,

却得到剧中人物钱

可的由衷赞许
: “

晦 ! 着卿
,

你好高才也
。

似你这

等才学
,

在那五言诗
、

八言赋
、

万言策上留心
,

有

甚么都堂不做那 !
”

《谢天香》 在元代社会影响广泛
,

柳永的名字

成了风流才子的代名词
,

而谢天香也成了美貌多情

的才女典型
。

之后柳永
、

谢天香的名字就不断在元

曲作品中出现
,

如杂剧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 :

“

我比那谢天香名字真
,

( 卜儿云 ) 他可做得柳着

卿么 ?
”

《李素兰风月玉壶春》 : “

哎
,

你个谢天

香肯把首卿恋
。 ”

赵明道 《越调
·

名姬》 : “

柳着

卿娶了谢天香
,

他知音律解宫商
。 ”

柳永现象的出现
,

一方面与柳永的
“

俗
”

有

关
。

柳永既以文人的身份写词
,

又有意识培植自己

富有理俗的创作风格
,

采纳市井新声
,

使他的词人

情味和生活气息浓厚
,

能为广大民众接纳
,

经过乐

工和歌妓的争相传唱
,

柳永词广为流传
。

当时的词

论话题几乎都要涉及柳永
,

共同的答案都是
: 因俗

而然
,

严有翼 《艺苑雌黄》 就总结出 : “

彼其所以

传名者
,

直以言多近俗
,

俗子易悦故也
。 ” `’ 01 虽

然他俗的一面被后来以高雅自居的文人所不齿
,

但

实际上却开风气之先
,

效法他和受他影响的不乏其

人
,

秦观
、

周邦彦等在不同程度上都学习他的抒情

技巧
,

苏轼
、

李清照
、

辛弃疾等都经常以俗入雅
。

另一方面还与宋元歌舞宴乐
、

朝野多欢的太平

气象有关
。

李清照 《论词》 中说 : “

逮至本朝
,

礼乐文武

大备
,

又涵养百余年
,

始有柳屯田者
,

变旧声作新

声
,

出 《乐章集》
,

大得声称于世
。 ” `川

《宋史
·

乐志》 载 : “

太宗洞晓音律
,

前后亲

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
,

总三百九十
。 ”

又

载
: “

仁宗洞晓音律
,

每禁中度曲
,

以赐教坊
,

或

命教坊使撰进
,

凡五十四曲
。 ” ’̀ 2」

都市歌乐充斥的盛况
,

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
·

序》 描述得很详尽 : “

太平 日久
。

人物繁阜
。

垂髻

之童
。

但习鼓舞
。

斑白之老
。

不识干戈
。

时节 相

欢
。

各有观赏
。

灯宵月夕
。

雪际花
。

乞巧登高
。

教

池游苑
。

举目则青楼画阁
。

秀户珠帘
。

雕车竞驻于

天街
。

宝马争弛于御路
。

金翠耀目
,

罗绮飘香
。

新

声巧笑于柳陌花蔺
。

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
。

八方争

凑
。

万国咸通
。

集四海之珍奇
。

皆归市易
。

会寰区

之异味
。

悉在厄厨
。

花光满路
。

何限春游
。

箫鼓喧

空
。

几家夜宴
。

伎巧则惊人耳 目
。

奢侈则长人精

神
。 ” `川柳永词正是在这种浮华艳冶的社会人文

环境中孕育滋长出来的
。

歌颂太平的歌曲
,

在当时

是风靡天下的一股强劲 的时尚潮流
。

《方舆览胜》

引范镇的话说
“

仁宗四十二年太平
,

镇在翰苑十余

载
,

不能出一语歌咏
,

乃于着卿词见之
。 ”

宋神宗

元丰五年进士第一的黄裳
,

在其 《演山集
·

书乐章

集后 》 对柳永歌颂
“

太平气象
”

的词叹赏不已
:

“

予观柳氏乐章
,

喜其能道嘉丰右中太平气象
,

如

观杜甫诗
。

典雅文华
,

无所不有
。

是时予方为儿
,

犹想见其风俗
,

欢声和气
,

洋溢道路之间
,

动植咸

若
。

令人歌柳词
,

闻其声
,

听其词
,

如丁斯时
,

使

人慨然有感
。

呜呼 ! 太平气象
,

柳能一写尽乐章
,

所谓词人盛世之舫藻
,

岂可废耶
” 。

柳永为宋词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

并给后代的词

以深远的影响
,

因而无论是赞誉或轻蔑
,

柳永现象

都引人注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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