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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流年而欲驻急景

— 论欧阳修词的一种生命意识

黎 英

(成都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

四川 成都 6 2 8 0 0 0 )

【摘 要 ]欧阳修词作为婉约的典型
,

但它并不流于纯粹的花前月下
,

而是有一层浓郁的生命意识
。

这一对时光的感叹和

对生命的审视
,

体现了欧阳修的深情和博大
,

并给我们今天于生命的意义 以某种启发
。

【关键词】欧阳修 ;词 ;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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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光的流逝
,

古代仁人志士常有一种
`

旧 月

行乎上
,

江海逝乎下
”

的仿徨难安
,

或发诸诗
、

发诸

文
,

哪镯流连
,

感慨无限
。

词在中唐出现
,

到北宋早

期
,

一直走的都是花间路径
,

其内容如陈世修《阳春

集序 》所言
: “

朋僚亲旧
,

或当燕集
,

多运藻思
,

为乐

府新词
,

稗歌者倚丝竹而歌之
,

所以娱宾而遣兴

也
。 ” 「ln] ` 5

欧阳修
,

作为宋初代表词人
,

所谓
“

青春才子

有新词
,

红粉佳人重劝酒
” 「枷 20 22 ,

花前月下
,

浅斟低

唱
,

在在有之
。

但在这舟到匕醉花间当中
,

欧同却另有一

种别于当时其他词人的
“

感流年而欲驻急景
” 3[] 蒯的生

命意识
,

值得人们格外留意
。

一
、

如此春来春又去
,

白了人头

词人大都爱写春景
,

欧阳修也是一个极为喜爱

春天 的词人
,

并赋予更深的情感
。

春天的繁花似

锦
,

生机一片
,

词人徘徊其间
,

情深款款
,

但随着春

天的离去
,

深情者较诸他人
,

往往有一层更为深重

的花落枝头繁华离去之悲
。

《蝶恋花》其九就写了这

种情怀
, “

庭园深深深几许 ? 杨柳堆烟
,

帘幕无重

数
。

玉勒雕鞍游冶处
,

楼高不见章台路
。

雨横风

狂三月暮
,

门掩黄昏
,

无计留春驻
。

泪眼问花花不

语
,

乱红飞过秋千去
。 ” 「枷 20 06

本词
“

门掩黄昏
,

无计留

春驻
” ,

春天离去
,

让人不舍
,

用
“

门掩黄昏
” ,

欲留住

春天
,

其情可谓痴绝
,

但
“

泪 眼问花花不语
,

乱红飞

过秋千去
” ,

更见出其中的一片深情
。

《玉楼春》其六

同样写出的是这一情怀
, “

残春一夜狂风雨
,

断送红

飞花落树
。

人心花意待留春
,

春色无情容易去
。

高楼把酒愁独语
,

借问春归何处所 ? 暮云空阔不知

音
,

惟有杨柳芳草路
。 ” 「枷 20 19

这里
“

人心花意待留春
,

春色无情容易去
” ,

见出面对暮春的一片伤怀
, “

借

问春归何处所 ?
”

无理之问
,

更见惜春之情
。 “

暮云空

阔不知音
,

惟有杨柳芳草路
” ,

触 目所见只有暮云垂

空
,

绿杨遮道
。

本词惜春之情
,

颇有李商隐《无题 》

诗所写
“

春心莫共花争发
,

一寸相思一寸灰
”

的深

沉
。

再如《玉楼春》二十七
: “

东风本是开花信
,

及至

花时风更紧
。

吹开吹谢苦匆匆
,

春意到头无处问
。

把酒临风千万恨
,

欲扫残红犹未忍
。

夜深风雨转离

披
,

满眼凄凉愁不尽
。 ” 「枷 20 25

这里
“

吹开吹谢苦匆匆
,

春意到头无处问
” ,

深深感叹落花
。 “

把酒临风千万

恨
,

欲扫残红犹未忍
” ,

见出一片衷情
,

特别是一个
“

忍
”

字
,

心头宛若刀宛J一般的痛楚
,

让人感伤无限
。

春天的离去既然让人如此伤情
、

堕泪
,

为了消

却心头这份苦痛
,

还不如浮沉杯酒麻醉自己为好
。

词人因此而纵情一醉
,

骨子里刻画的是一片伤情
,

分外让人动容
,

《玉楼春》十一写道
: “

燕鸿过后春归

去
,

细算浮生千万绪
。

来如春梦几多时
,

去似朝云

无觅处
。

闻琴解佩神仙侣
,

挽断落衣留不住
。

劝君

莫作独醒人
,

烂醉花间应有数
。 ” 「枷 20 2`

这里
“

燕鸿过后

春归去
,

细算浮生千万绪
” ,

见出春天过后内心的哀

苦之情
, “

劝君莫作独醒人
,

烂醉花间应有数
” ,

烂醉

花间
,

不愿独醒
,

更见对春天的怜惜
。

再如《浪淘

沙》其五
: “

今 日北池游
,

漾漾轻舟
,

波光澈艳柳条

柔
。

如此春来春又去
,

白了人头
。

好妓好歌喉
,

不

醉难体
。

劝君满满酌金贩
。

纵使花时常病酒
,

也是

风流
。 ” 「枷 20 36

春天到头离开
,

人也意味着渐渐老去
,

“

纵使花时常病酒
,

也是风流
” ,

只有在大醉当中
,

才

能挽住春天的几许风流
。

像这样因为惜春而沉浸

杯酒
,

欧词尚有不少
,

如《浪淘沙 》其一
“

把酒祝东

风
,

且共从容
” 「枷 20 35 ,

《定风波》其四
“

把酒花前欲问

君
,

世间何计可留春
” 「枷 20 37 ,

《定风波》其六
“

对酒追欢

莫负春
,

春光归去可饶人
” ,

《蓦山溪》
“

春宵短
,

春寒

浅
,

莫待金杯暖
” 「枷 20 39 ,

都是在这烂醉当中
,

感叹的是

华年流逝
。

二
、

尊前贪看物华新
,

不道物新人渐老

因物感怀
,

都是内心世界的直接投射
。

春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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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去毕竟是无情现实
,

无论是清醒也好
,

醉酒也好
,

词人必然会生起对流金岁月一去不返的深深叩问
,

如《蝶恋花》二十一
: “

画阁归来春又晚
,

燕子双飞
,

柳软桃花浅
。

细雨满天风满院
,

愁眉敛尽无人见
。

独倚阑干心绪乱
,

芳草芋绵
,

尚忆江南岸
。

风月无

情人暗换
,

旧游如梦空肠断
。 ” 「枷 20 09

这里由春天离去
,

联想到
“

风月无情人暗换
,

旧游如梦空肠断
” ,

时光

无情
,

全然老去
,

旧游如梦
,

痛苦哀伤
,

一片伤怀尽

现笔底
。

又如《玉楼春》其一
: “

风迟 日媚烟光好
,

绿

树依依芳意早
。

年华容易即凋零
,

春色只宜长恨

少
。

池塘隐隐惊雷晓
,

柳眼未开梅警小
。

尊前贪

爱物华新
,

不道物新人渐老
” 「枷 20 ` 8 ,

这里的
“

年华容易

即凋零
,

春色只宜长恨少
” , “

尊前贪爱物华新
,

不道

物新人渐老
” ,

前面诸词都是 由外物凋零残败而生

发的生命流逝之慨
,

这里却是由花红柳绿芳意正好

而发出的无尽感叹
,

颇有红颜少年暗想 自己数十年

后一旦老去 的无情和残酷
。

而这样的情景也让人

备感伤痛
,

再如 《玉楼春》其八
: `

他塘水绿春微暖
,

记得玉真初见面
。

从头歌韵响铮耀
,

人破舞腰红乱

旋
。

玉钩帘下香阶畔
,

醉后不知红 日晚
。

当时共我

赏花人
,

点检如今无一半
。 ” 「枷 20 20

初见玉真
, “

从头歌

韵响铮耀
,

人破舞腰红乱旋
” ,

歌声美妙
,

舞姿动人
,

令人难忘
。

及至今天
, “

当时共我赏花人
,

点检如今

无一半
” ,

当年越是美丽
,

越是动人
,

今天越发令人

悲从中来
,

以乐景衬哀景
,

颇为情切
。

再如《定风

波》其四
: “

把酒花前欲问君
,

世间何计可留春
。

纵使青

春留得住
,

虚语
,

无情花对有情人
。

任是好花须落去
,

自古
,

红颜能得几时新 ? 暗想浮生何事好 ? 唯有
,

清歌

一曲倒金尊
。 ” 「枷 20 37

这里
“

无情花对有情人
, , ,

才算写出

作者真实想法
,

花草无情
,

人却多情
,

只会平添烦恼
。

“

红颜能得几时新 ?
”

写出的是青春流逝无可捉摸的痛

苦哀伤
,

后来《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咏《葬花吟》其中情

感与此颇似
,

悠悠一句
,

情何以堪 ? 让人愁思无限
。

欧

词最感人处
,

全在此处
。

三
、

有动于中
,

必摇其精

《世说新语》有言
: “

情之所钟
,

正在我辈
。 ” 日栖 37

这八个字
,

用来概括欧阳修性格
,

再适合不过
。

欧词这种对生命流逝引发的既深且广往而不

返的深情
,

是欧阳修独立于古今词人的一大标志
。

这般成就的取得
,

和欧阳修 自身感慨深沉的性格
,

密不可分
。

在欧阳修作品中
,

常能见到于故人离世的深情

无限的感唱之音
,

《石曼卿墓表》一文写道
: “

呜呼曼

卿 ! 宁自混以为高
,

不少屈 以合世
,

可谓 自重之士

矣
。

士之所负者愈大
,

则其 自顾也愈重 ; 自顾愈重
,

则其合愈难
。

然欲与共大事
,

立奇功
,

非得难合 自

重之士不可也
。

古之魁雄之人
,

未始不负高世之

志
,

故宁或毁身污迹
,

卒困于无闻
,

或老且死而幸一

遇
,

犹克少施于世
。

若曼卿者
,

非徒与世难合
,

而不

克所施
,

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寿
,

其命也夫 ! 其可

哀也夫 !
” 口护 74 一

375 再如《释秘演诗集序》
: “

秘演漠然无

所向
,

闻东南多山水
,

其巅崖崛怪
,

江海汹涌
,

甚可

壮也
,

遂欲往游焉
。

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
。

于其将

行
,

为叙其诗
,

因道其盛时以悲其哀
。 ” 「枷 61 `

再如《集

古录目序题记》
: “

昔在洛阳
,

与余同游者皆一时豪

俊之士也
,

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
,

河南尹师鲁辩

论精博
。

余每有所作
,

二人者必申纸疾读
,

便得余

深意
,

以示他人
,

亦或时有所称
,

皆非余所 自得者

也
。

宛陵梅圣俞
,

善人君子也
,

与余共处穷约
,

每见

余小有可喜事
,

欢然若在诸己
。

自三君之亡
,

余亦

老且病矣
。

此叙之作
,

既无谢
、

尹之知音
,

而《集录》
成书

,

恨圣俞之不见也
。

悲夫 !
” 「枷 20 6`

而对这样一群

老友离世的感伤
,

他在《集古录跋尾
·

唐韩覃幽林

思》再次申述道
: “

余在洛阳
,

凡再登篙岳
。

其始往

也
,

与梅圣俞
、

杨子聪俱 ;其再往也
,

与谢希深
、

尹师

鲁
、

王几道
、

杨子聪俱
。

当发筐见此诗以人集时
,

谢

希深
、

杨子聪已死
,

其后师鲁
、

几道
、

圣俞相继皆

死
。

盖游篙在天圣十年
,

是岁改元明道
,

余时年二

十六
,

距今嘉佑八年
,

盖三十一年矣
。

游篙六人
,

独

余在尔
。

感物追往
,

不胜枪然
。 ” 「枷 22 08

这种徘徊不去

三致意焉的深情之句
,

在欧文中尚有多篇
。

欧阳修

一生喜交天下士
,

北宋诗人惠洪《冷斋夜话》记载
:

“

欧阳文忠喜士
,

为天下第一
。

尝好诵孔北海
`

座上

客常满
,

蹲中酒不空
’ 。 ” 「5]

这样一种温暖怀抱
,

一旦

故人远去
,

自己也是霜染鬓发华年不在
。

往昔时

光
,

大家是
“

平居握手言笑
,

意气伟然
” ,

转瞬斯人远

去
, “

遴哭其死
,

遂名其藏
” 「Z lp 6` 7

这般盛衰对比
,

心底

自然会生起一种衰飒凄凉
,

其哀情如 《秋声赋 》所

写
: “

草木无情
,

有时飘零
。

人为动物
,

惟物之灵
,

百

忧感其心
,

万事劳其形
,

有动于中
,

必摇其精
。

而况

思其力之所不及
,

忧其智之所不能
,

宜其握然丹者

为稿木
,

黔然黑者为星星
。

奈何以非金石之质
,

欲

与草木而争荣 ?
” 「枷256 这般深情

,

无时不在盘绕胸中
,

必然不知不觉发诸于词
。

欧词的光阴之叹
、

故人之

思
,

有超乎旁人的博大深沉
,

凝聚为一种生命意识
,

正在其情深一面
。

古今论者多认为欧词并没超越花间词风
,

就题

材而言
,

确实如此
。

但由欧词所体现出的深重生命

意识来看
,

同花间那些纯粹的流连光景朝歌暮欢之

作相 比
,

从这一面来看
,

欧词是超越花间范式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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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欧词尽管词风婉约
,

但却绝无轻薄之态
,

如清

人周济所言
“

沉着在和平中见
” 「吻 `63 `。

另外清人冯煦

言欧词
“

疏隽开子瞻
,

深婉开少游
” 口护585

,

细嚼此语
,

甚是有理
,

阅读苏轼
、

秦观词作
,

看得出他们正是循

着欧阳修词的这一生命意识对词作进一步推进
,

从

而成为一代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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