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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中有比 意味深长

— 贺铸《青玉案》解读

召卜彦平

(青岛大学 文学院
,

山东 青岛 2 6 6 10 0)

【摘 要」贺铸是北宋中后期可以 与周邦彦相提并论的一位大家
,

他是个文武全才
,

诗文词兼善
,

却一生不得重用
,

只得将

自己沉沦下僚的压抑情怀
、

仕进隐退的矛盾心情融进自己的作品之中
。

其《青玉案
·

凌波不过横塘路》
,

借对美人的思慕
,

将 自

己退居吴下之后
,

寂寞离索
、

抑郁苦闷的心情抒写得淋漓尽致
。

【关键词」贺铸 ; 《青玉案》 ; 比兴寄托 ;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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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后期的词人中
,

周邦彦与贺铸是影响较大 据统计
,

贺铸词中曾 11 次出现
“

凌波美人
”

的形

的两位
。

后世对于周邦彦的公认评论
,

大多是基于 象
,

即 《东吴乐
·

胜游地》
: “

喜凌波
、

素袜逢迎
,

领略

正面的
、

肯定的
。

而对于贺铸则有一些贬斥之语
,

当歌深意
。 ”

《花心动
·

西郭园林 》
: “

彩阑倚遍平桥

如清初刘体仁在《七颂堂词绎》中说
: “

若贺方回非 晚
。

空相望
、

凌波仙步
。

断魂处
。

黄昏翠荷 口雨
。 ”

不楚楚
,

总拾人牙后慧
,

何足比数 !
”

是指贺铸多化 《苗而秀
·

吴都佳丽苗而秀 》
: “

吴都佳丽苗而秀
,

燕

用前人诗句
,

难免遭人不齿
。

王 国维也在《人间词 样腰身
。

按舞华茵
,

促便凉州
、

罗袜未生尘
。 ”

《南歌

话》中说到
: “

北宋名家以方回最次
,

其词如历下 (李 子
·

绣幕深朱户》
: “

梦枕初回雨
,

啼锢半 口妆
。

一钩

攀龙 )
、

新城 (王士祯 )之诗
,

非不华赡腊少真味
。 ”

认 新月渡横塘
。

谁认凌波微步
、

袜尘香 ?
”

《念离群
·

宫

为贺铸的词单纯的追求形式美
,

缺乏真情实感
。

笔 烛分烟》
: “

向落花香里
,

澄波影外
,

笙歌迟 日
,

罗绮

者认为这些论断是有失偏颇的
。

贺词虽不及周词 芳尘
。 ”

《人南渡
·

兰芷满芳洲 》
: “

兰芷满芳洲
,

游丝

影响深远
,

但他在苏轼
“

以诗为词
”

之后
,

借助 比兴 横路
。

罗 袜生尘步
。

迎顾
。 ”

《望湘人
·

厌莺声到

寄托传统
,

在相思离别
、

伤春悲时的题材中融人了 枕》
: “

认罗袜无踪
,

旧处弄波清浅
。 ”

《下水船
·

芳草

自己的理想追求和政治感慨
,

深化了词的内涵
,

做 青门路》
: “

凭栏语
。

草草着皋赋
。

分首惊鸿不驻
。

出了有益的探索
。

尤其是其 《青玉案》更是引来无 灯火虹桥
,

难寻弄波微步
。 ”

《西笑吟
·

桃叶园林风 日

数后人的评论赞扬
。

如黄庭坚有
“

解道江南断肠 好》
: “

桃叶园林风 日好
。

曲径珍丛
,

处处闻啼鸟
。

句
,

只今惟有贺方回
” ,

王灼评曰
“

语意精新
,

用心甚 翠饵金丸委芳草
。

袜罗尘动香裙扫
。 ”

《艳声歌
·

蜀

苦
” ,

杨慎曰
“

情景欲绝
”

等等
。

锦尘香生袜罗 》
: “

蜀锦尘香生袜罗
。

小婆婆
。

个侬

凌 波不过横塘路
,

但 目送
、

芳尘去
。

锦瑟华年 无赖动人多
。

是横波
。 ”

《忆秦娥
·

晓朦胧》
: “

晓朦

谁与度 ? 月桥花院
,

琐窗朱户
,

只有春知处
。

胧
。

前溪百鸟啼匆匆
。

啼匆匆
。

凌波人去
,

拜月楼

飞云冉冉祷皋暮
,

彩笔新题断肠 句
。

若问闲情 空
。 ”

每一次都是以一种飘然若仙
、

时隐时现的状态

都几许 ? 一川烟草
,

满城风絮
,

梅子黄时雨
。 ’ 1{

出现在作者的视野
,

然而只是可望不可及
,

翩若惊

据《黄寥圆词评》记载
,

此词写作之背景是贺铸 鸿
,

来去无踪
,

生无数怅惘与忧伤
。

笔者认为
,

在此
“

元裕中通判泅州
,

又悴太平州
,

退居吴下
,

是此词 处贺铸并不仅仅是表面词语的借用
,

正是借曹植才

作于退体之后 也
,

自有一番不得意
,

难 以显 言 华不得施展来暗喻 自身之遭遇
,

实有圣明不能降及

处
。

… …无非写其景之郁勃岑寂也
。 ”

自身之感慨
。

“

凌波
”

一句出自曹植《洛神赋》
“

凌波微步
,

罗 贺铸年少时喜欢读书
,

博闻强识
,

诗文词兼善
,

袜生尘
” ,

用这个词来增加美感
,

并暗含将此女与洛 又任侠习武
,

可谓文武双全
。

17 岁时离家赴沛京
,

神相比之意
。

曹植在赋中写与
“

翩若惊鸿
,

矫若游 曾任右班殿直
,

监军器库门
,

出监临城县酒税
。

元

龙
”

的神女的凄美爱情
,

但最终却以
“

人神殊道
”

无 丰元年 ( 10 78 )改官涤阳都作院
。

五年赴徐州领宝

从结合而惆怅分离
,

暗寓了自己空负一身才华
,

理 丰监钱官
。

元裕三年 ( 10 8 8 )赴和州任管界巡检
,

虽

想不得实现的苦闷
。

是武职
,

但位低事烦
。

不久因李清臣
、

苏轼的推荐
,

收稿 日期
: 2 0 2 2一 2 2一 2 2

作者简介
:
邵彦平 ( 1 9 8 7一 )

,

女
,

山东聊城人
,

在读硕士研究生
,

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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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从文职
,

任承事郎
,

为常侍
。

不久又改监北岳庙
,

任闲职
。

绍圣二年 ( 10 9 5 )授江夏宝泉监
。

元符元

年 ( 10 98 )因母丧去职
,

1 10 1年服丧期满
,

召为太府

寺主簿
,

继又改任宣议郎
,

通判泅州
。

崇宁四年

( 1 105 )迁宣德郎
,

通判太平州
。

再迁奉议郎
。

大观

三年 ( 1 10 9) 以承议郎致仕
,

卜居苏州
。

可见其所任

之职都是冷职闲差
,

文才武略皆不能施展
。

“

横塘
”

据《中吴记闻》卷三方回条
“

贺铸… …徙

姑苏之醋坊桥
。

… …有小筑
,

在盛门之南十余里
,

地名横塘
。

方回往来其间
,

尝作《青玉案》
” 「2〕。

美人

迈着轻盈的步子
,

没有来到自己的身边就已经姗姗

远去
。

美人离去本是相逢的结束
,

然而对于作者来

说却是相思之苦的开始
。

美人仅露一面
,

却惹得词

人百般思念
,

极目望去
,

只能从美人过后的芳尘中
,

想象她曼妙的姿态和万般风情
。

这里作者有着满

腔的热血
,

为理想抱负不懈的奋斗
,

却始终不得重

用
,

终其一生都在与
“

心中美人
”

擦肩而过的悲痛中

度过
。

“

华年
”

一词《乐府雅词》
、

《草堂诗余》
、

《词律》
、

《词综 》
、

《历代诗话》等作
“

年华
” 。 “

锦瑟华年
”

是化

自李商隐的 《锦瑟》
“

锦瑟无端五十弦
,

一弦一柱思

华年
” 。

杜甫《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虔 》有
“

呼号傍

孤城
,

岁月谁与度
” 。

此句
,

词人通过 自问自答
,

跨

越时空想象美人的居处
, “

月桥花院
”

是写室外环境

幽美
, “

琐窗朱户
”

写居室清丽净雅
。

但接下句
“

只

有春知处
”

便让人有突然跌人深谷的感觉
,

刚才的

恬适惬意
、

良辰美景更加反衬出现在的寂寞凄凉
。

如此美好的时光
,

却孤寂自守
,

无与为欢
,

只能与春

风相慰藉
。

正与沈际飞《草堂诗余正集》卷二所说
“

知我者其天乎
”

一般 口气
。

表明词人 目送女子离

去
,

自己的心也已随她而去
,

流露出无限的惋惜之

情
,

也寄寓了自己无法用言语诉说的寂寥与离索
。

正与屈原
“

惟草木之零落兮
,

恐美人之迟暮
”

的精神

一脉相承
。

“

飞云
”

在《冷斋夜话 》
、

《乐府雅词 》
、

《中吴纪

闻》
、

《草堂诗余 》
、

《花庵词选》
、

《八千卷楼》本等多

部著作中为
“

碧云
” 。

此句借用江淹《体上人怨别》
`

旧暮碧云合
,

佳人殊未来
” 。 “

衡皋
”

指水中长着香

草的高地
,

代之美人居住的地方
,

曹植《洛神赋》有
“

尔乃税驾乎着皋
,

株驰乎芝 田
,

容与乎阳林
,

流晒

乎洛川
” 。

词人伫立凝望天空中缓缓流淌的碧云
,

水岸上轻轻摇曳的香草
,

引发了无尽的惆怅
。 “

彩

笔
”

之典故与江淹有关
,

据钟嵘《诗品》记载
“

初
,

淹

罢宣城郡
,

遂宿冶亭
,

梦一美丈夫
,

自称郭璞
,

谓淹

曰 : `

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
,

可 以见还
。 ’

淹探怀中
,

得五色笔授之
。

而后为诗
,

不复成语
,

故世传江淹

才尽
。 ” 「
狱南史

·

江淹传》有
“

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

以授之
。

尔后为诗绝无美句
,

时人谓之才尽
。 ” 日〕
在

此可看出贺铸对自己才华和能力的自信
。

“

若问
”

一句与李后主
“

问君能有几多愁
”

句有

相似之语调与情怀
,

引出下 面浓重的愁
。

此句
“

闲

情
”

一词
,

《冷斋夜话》作
“

离愁
” ,

《乐府雅词》
、

《中吴

纪闻》
、

《草堂诗余 》
、

《花庵词选》等题为
“

闲愁
” 。 “

闲

情
”

一词
,

自陶渊明《闲情赋》以后便在诸多学者眼

中成为爱情描写的代名词
。

不管陶渊明主观上有

无寄托
,

但其大胆的
、

尽情的对爱情的铺叙
,

客观上

使得这篇赋成为少有的爱情赋
。

六朝时期
,

《文心

雕龙
·

才略篇》
“

有谢叔源之闲情
” ,

此处
“

闲情
”

已不

同于陶渊明笔下 的
“

闲情
” ,

是一种悠然适意的情

怀
,

是一种
“

关乎生命之珍惜的惆怅情绪
,

文人们悠

闲平静地审视和捕捉属于心理结构深层次的悸动
,

是地道 的闲情
” 「5〕。

关于
“

闲愁
” ,

韩愈《题杜工部坟》
有

“

我常爱慕如饥渴
,

不见其面生 闲愁
” ;许浑《题江

令旧宅》
“

闲愁此地更西望
,

潮侵台城春草长
” ;李清

照
“

花 自飘零水 自流
。

一种相思
,

两处闲愁
” 。 “

闲

愁
”

已有了较
“

闲情
”

更为深刻的历史变迁
、

人生 困

境等诸多方面的情绪
。

所以笔者认为此处应为
“

闲

愁
” ,

才更能说明贺铸此词超越爱情的深层主题
。

最后三句
,

历来最为人称道
。

不少词人曾因为

其词中的名句而获得与其词相关的雅号
,

如张先因

其名句
“

云破月来花弄影
” 、 “

帘压卷花影
” 、 “

堕轻絮

无影
” ,

被人称作
“

张三影
” 。

宋祁因其《玉楼春》有
“

红杏枝头春意闹
” ,

又 因其曾官至尚书
,

所以有
“

红

杏枝头春意闹尚书
”

的称号
。

秦观《满庭芳 》有
“

山

抹微云
”

句
,

所以被雅称为
“

山抹微云秦学士
” 。

张

炎因《解连环
·

孤雁》
、

《南浦
·

春水》
,

而被称为
“

张孤

雁
” 、 “

张春水
” 。

而贺铸则因此被称为
“

贺梅子
” 。

罗大经在《鹤林玉露 》卷中指出
: “

诗家有以山

喻愁者
,

杜少陵云
: `

忧端如山来
,

倾洞不可掇
’ ,

赵

暇云
: `

夕阳楼上山重叠
,

未抵闲愁一倍多
’

是也
。

有以水喻愁者
,

李颁云
: `

请量东海水
,

看取浅深愁
, ,

李后主云
: `

问君能有几多愁 ? 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
’ ,

秦少游云
: `

落红万点愁如海
’

是也
。

贺方回

云 : `

若问闲情都几许 ? 一川烟草
,

满城风絮
,

梅子

黄时雨
。 ’

盖以三者比愁之多
,

犹为新奇
,

兼兴中有

比
,

意味更长
。 ” 「6]
可见其他诸家喻愁非为不佳

,

只是

不及贺铸
“

新奇
” 。

三句话中
,

贺铸连用三个比喻即博喻之手法
,

从数量
、

质量
、

时间
、

空间 四个方面对
“

闲愁
”

进行了

抒写
。

从数量上来说
, “

一川
” 、 “

满城
” 、

梅雨铺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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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

写出了愁的无处不在
。

从质量上来讲
,

衰败的

小草
、

满城得风絮
、

连绵的梅雨显示出了
“

闲愁
”

的

纷繁复杂
。

关于
“

烟草
” , “

烟
”

字在《说文解字》中解

释为
“

从火
,

因声
” ,

即指火气
,

后也指雾气
、

云气
。

“

烟花
” 、 “

烟波
” 、 “

烟草
”

的
“

烟
”

都可以解释为被烟

雾
、

雾气
。

典籍中很多这样的用例
,

如清
·

魏宪《西

湖春晓》
: “

十里寒塘路
,

烟花一半醒
” ;崔颖 《黄鹤

楼》
`

旧暮乡关何处是
,

烟波江上使人愁
” ;唐代黄滔

《景阳井赋》有
“

台城破兮烟草春
,

旧井湛亏苔醉

新
” ;如宋代陆游《小园》有

“

小园烟草接邻家
,

桑拓

阴阴一径斜
” 。

从空间上讲
,

三句是从城外
、

城内到

城内外的三次描写的转变
。

从时间上
, “

梅子黄时

雨
” ,

梅雨即长江中下游地区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中

旬左右持续天 阴有雨的气候现象
,

以此说时间之

长
。

王阎运在《湘绮楼词选》评说
“ `

一川
’

三句
,

一

句一月
,

非一时也
。

不着一字
,

故妙
” ,

这是时间之

长的另一种解释
。

两种解释都各有道理
,

但从三句

整体考虑而言
,

似乎王阎运的解释更加贴切
。

这三

者都属于
“

流水落花春去也
”

的光景
,

可 以说是
,

亦

情亦景
,

亦比亦兴
,

亦实亦虚
,

将江南特有的暮春烟

雨和作者的黯然心境浑融为一
,

意味深长
,

也正符

合词人晚景凄凉
、

伤春迟暮的心境
。

另外
“

兴中有比
”

是词人不仅在写思慕美人不

得的
“

闲愁
” ,

更有自己的身世之可悲
。

据《宋史》记

载太祖母亲杜太后临终要太祖将来传位于弟
,

待光

义
、

廷美相继为帝之后
,

再归位于贺后之子德昭
。

但光义即位之后便杀掉了两人
,

他们的后人也成为

了太宗的眼 中钉肉中刺
。

贺铸的岳父是廷美之后
,

贺铸为赵匡撤孝惠皇后贺氏的第五代孙
。

因此贺

铸皇亲国戚的名号
,

不但没有为他带来应有的高官

厚禄
,

反而成为他仕途坎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

由

他的身世经历可知
,

自他二十岁人仕后便一直屈居

下僚
,

转徙
、

奔波于各地为官
。

中间虽有苏轼等人

的举荐由武臣改从了文阶
,

但并没有如他所向往的

高适那样晚年显达
。

于是便把满腹的无奈和幽怨

托于词作
。

从语言上来看
,

作者化用前人诗句
,

运用博喻

等修辞手法
,

融情于景
,

情景交融
。

从结构上来说
,

词的上下两片
,

前半部分都是叙述
。

后半部分各设

一个问句
,

让人明显的感觉到词人像江水一样不能

平伏的情绪
,

也是全词的两个最精彩的地方
。

从词

人的寓意来看
,

这并非一种简单的艳情相思
,

而是

寄托了作者对心 目中高远理想的追求
,

同时也抒发

了一种可望而不可得的隔绝感
,

求而不得的失落

感
。

为避免直接议论抒情
,

他借用香草美人的比兴

寄托传统来书写 自己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
,

通篇都

是
“

兴中有比
” 、 “

意内言外
” ,

寄悲愤于婉丽之中
,

使

得词作寓以深刻的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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