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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研究

士大夫情怀与刘禹锡词①

成松柳，彭琼英
（长沙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４）

摘　要：在中唐文人中，刘禹锡的士大夫情怀是很突出的，因而其诗文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这同样影响了他的词创

作。政治生涯的受挫，使得作者选择了词这种新型的文学样式，他的词表达了贬谪生涯的感受和思考，也充溢着对人生

事物的哲理化思考。作者虽然明确提出依曲拍为句的词创作理念，但其创作实践依然还是以齐言为主，韵律上也和近体

诗创作相类似。这些因素使其词有着明显的诗化倾向，但这并不是词人在词创作上的新探索，而是与他的士大夫情怀密

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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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禹锡，人们最熟知的可能就是他的《陋室铭》、《秋词二首》以及玄都观之作，《陋室铭》集描

写抒情和议论于一体，通过具体描写作者所居狭小却雅致的环境，抒发“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由

衷自豪；《秋词二首》一反中国古代诗人普遍存在的悲秋意识，抒发“秋日胜春朝”的新奇感受，“晴空一

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的确写出了秋天的豪气与生机；玄都观之作以“种桃道士何归去，前度刘郎

今又来。”的冷嘲热讽，表达了诗人对宵小的不屑一顾。考察这些诗文，我们发现其间有一个共同点，就

是充溢着士大夫情怀。所谓士大夫情怀，学术界有许多阐释，我理解，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天下

为己任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二是注重个体内在精神的陶冶，三是有比较明显的闲适思想，应该说，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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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看，在同时代的文人中，刘禹锡身上的士大夫情怀是很突出的，这与他的身世背景、人生阅历以及

性格都有关联。正是这种士大夫情怀，使得刘禹锡诗文具有极其鲜明的个性色彩，同样也影响了他的词

创作，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刘禹锡词以及中唐文人词，是大有帮助的。

一

中唐文人选择词这种艺术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往往在他们政治生涯不得意的时候。张志和因

事获罪贬南浦尉，虽然不久获赦，但自此看破红尘，浪迹江湖，隐居祁门赤山镇，隐逸生活催生了他的

《渔歌子》；白居易和刘禹锡选择作词也正是贬谪离开京城时，其他如戴叔伦、王建等也有类似特点。政

治生涯的受挫，使得他们更为向往休闲生活，更容易注意到了词这一新型的流行歌体，开始用这种小调

来抒发生活的艰辛和调适心中的愤懑，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词之初起，作为一种带有浓厚娱乐化色彩

的流行歌体，它解构了很多传统诗歌的元素，比如言志：在中国古典诗学的语境中，言志是有特殊含义

的，它必须符合特定的社会伦理，必须高尚不俗。而词之演唱，是为了宴席歌舞的佐唱，是为了秦楼楚馆

的需求，因此里面言志的倾向就很淡了。比如，它消解了创作者的个性：作为一种流行歌体，词与演出场

景密切相关，而演出必须是可以复制的，因此词所采取的往往不是个性化的抒情，而是一种适合不同演

出空间的普适情感流露。

刘禹锡词创作自然也带有这种新的特点，毕竟词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相对于其诗歌创作来说，显

得更为轻松和闲适。但仔细考察刘禹锡词，他和中唐文人选择词创作的心态有一致的地方，词的风格也

有共同点，但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比如，他的词几乎不涉及艳情，关于风物的描写中总是有着词人自己

的影子，这与他们的生活取向是有关联的。

表１　中唐文人词创作比较

调名 作者 句式 押韵 字数 单双调 内容

转应词 戴叔伦 ２２６６６２２６ 平仄韵 ３６ 单调 边塞思乡

谪仙怨 刘长卿 ６６６６６６６６ 二平韵 ４８ 双调 贬谪词

调笑 韦应物 ２２６６６２２６ 平仄韵 － 单调 羁旅

调笑 韦应物 ２２６６６２２６ 平仄韵 － 单调 羁旅

三台 韦应物 ６６６６ 　－ ２４ 单调 劝诫

三台 韦应物 ６６６６ 　－ ２４ 单调 闲适

渔父（５首） 张志和 ７７３３７ 三平韵 ２７ 单调 风物

渔父（１５首） 无名氏 ７７３３７ 四平韵 ２７ 单调 风物

渔父 张松龄 ７７３３７ 四平韵 ２７ 单调 风物

宫中三台（２首） 王建 ６６６６ 二平韵 ２４ 单调 宫词

江南三台（４首） 王建 ６６６６ 二平韵 ２４ 单调 生活

宫中调笑（４首） 王建 ２２６６６２２６ － － 单调 咏物

拨棹歌（３９首） 释德诚 ７７３３７ 四平韵 ２７ 单调 闲适 本意

杨柳枝（２首）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生活 闲情

杨柳枝（７首）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咏物 本意

杨柳枝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咏物 怀古

竹枝（５首）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生活 闲情

竹枝（２首）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生活 咏物

竹枝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哲理

竹枝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咏物

竹枝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生活 哲理

纥那曲 刘禹锡 ５５５５ 三平韵 ２０ 单调 生活 闲情

纥那曲 刘禹锡 ５５５５ 三平韵 ２０ 单调 祝颂

忆江南 刘禹锡 ３５７７５ 三平韵 ２７ 单调 生活 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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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

调名 作者 句式 押韵 字数 单双调 内容

浪淘沙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咏物

浪淘沙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写景

浪淘沙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咏怀

浪淘沙（２首）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生活

浪淘沙（３首）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哲理

浪淘沙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闲情

潇湘神（２首） 刘禹锡 ３３７７７ 四平韵 ２７ 单调 本意 怀古

抛?乐 刘禹锡 ６６６６６６ 四平韵 ３６ 单调 交游

抛?乐 刘禹锡 ６６６６６６ 四平韵 ３６ 单调 哲理

杨柳枝（９首）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咏物

杨柳枝 刘禹锡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生活

忆江南 刘禹锡 ３５７７５ 三平韵 ２７ 单调 生活

杨柳枝 白居易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生活

杨柳枝 白居易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生活

竹枝 白居易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９ 单调 本意 风物

竹枝（２首） 白居易 ７７７８ 三平韵 ３０ 单调 本意 谈艺

竹枝 白居易 ７７７８ 三平韵 ３０ 单调 写景

浪淘沙（３首） 白居易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写景

浪淘沙 白居易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咏物

浪淘沙 白居易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闺情

浪淘沙 白居易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寓言

忆江南（２首） 白居易 ３５７７５ 三平韵 ２７ 单调 本意 写景

忆江南 白居易 ３５７７５ 三平韵 ２７ 单调 本意 生活

宴桃源 白居易 ６６５６２２６ 三仄韵 ３３ 单调 思妇 艳情

宴桃源（２首） 白居易 ６６５６２２６ 三仄韵 ３３ 单调 艳情

长相思（２首） 白居易 ３３７５３３７５ 三平韵 ３６ 双调 闺情

长相思 吴二娘 ３３７５３３７５ 三平韵 ３６ 双调 闺情

杨柳枝 庐贞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８ 单调 本意　咏物

杨柳枝 滕迈 ７７７７ 三平韵 ２９ 单调 本意 咏怀

广谪仙怨 窦弘余 ６６６６６６６６ 三平韵 ４８ 双调 闺情

步虚词 李德裕 ３３７７７３３７７７ 三平韵 － 双调 游仙

杨柳枝 韩琮 ７７７７ － ２８ 双调 本意 咏物

　　统计资料来源：曾昭岷等《全唐五代词》［１］１－８８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中唐文人词进行了逐一的统计，将其创作情况用图表的形式做了一个统

计，句式、字数、内容完全相同的词，就在后边以数字标注出来。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描写内容而

言，刘禹锡词中的情感表达与其他文人就有了区别，应该说即使在同一种词调中，刘禹锡词的内容变化

是高过其他词人的。

对贬谪的体验，是刘禹锡词的一个重要特征。词人的《竹枝》十首①，以楚水巴山的亲身体验为依

据，以朗州、夔州等地民歌形式为载体，结用系列组词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贬谪生涯的感受和思考。首

篇的“南人”“北人”构成了作者不断迁徙的时空，接着，白帝城、巫峡、瞿塘峡、滟堆，这一系列令人惊

９０１

① 关于刘禹锡《竹枝词》创作于何时何地，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施蛰存先生《唐诗百话》将其定为夔州时作品。湖南文理学院刘梦

初、梁颂成教授认为主要创作于朗州。笔者认为，刘禹锡《竹枝词》以及《浪淘沙》等作品均非一时一地之作，融合了作者贬谪时期不同区

域的风土人情和人生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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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动魄的地点，进一步拉开了词人在楚水巴山之间的跋涉。浓郁的乡情混杂着异地的风情，险峻的地势

夹杂着词人的思考。迁谪之不平，乡思之不解，世态人心之炎凉，人生境遇之感慨，交织在作者心中。他

的《浪淘沙》九首也是如此，开篇的“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就为组词定下了风波浪里人生

坎坷的情感基调，“无端陌上狂风急”，春日平静的洛水也有了不期而遇的波澜；“八月涛声吼地来”、“莫

道谗言如浪深”更是表达了自己对贬谪人生的深刻体验。

人生事物的哲理化思考是士大夫情怀的重要体现，唐代诗歌，自杜甫以来，这种议论化、哲理化的倾

向就普遍存在了。刘禹锡的诗歌中，许多充满哲理思考的名篇，人们耳熟能详，“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

前头万木春”，“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点，在他的词中也有着很好的体现。“莫道谗

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枕。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寒沙始到金。”无论是谗言，还是贬谪生涯，其实都

无法真正摧垮人的意志，只要坚持，未来就一定有希望。词中充满着哲理意味，也表达了作者的人生感

慨。再如其《抛?乐》二首其二：“春早见花枝，朝朝恨发迟。及看花落后，却忆未开时。幸有抛?乐，一

杯君莫违。”，词由花开联想到花落，又由花落过渡至花开，花开花落中，跳跃的是词人对于人生的感悟，

既然美好的事物总是转瞬即逝，既然青春总是一去不复返，那么，我们就应该把握住现在，对酒当歌，人

生几何。此外，如“瞿塘嘈嘈十二滩，此种道路古来难。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将水比人

心，写出人心的浮躁与贪婪；“城西门前滟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以石喻人心，写出人心的多变与不测；“日照澄州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美人首饰王侯印，尽是沙中

浪底来。”淘金女伴的辛劳与美人王侯的享受形成鲜明的对比。应该说，在中唐文人词中，刘禹锡词的

哲理化思考是最突出的，这与他身上浓郁的士大夫情怀密不可分。

二

对于词体的确立，刘禹锡是有贡献的，他的《忆江南》二首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

句。”明确提出了新的制辞方式，打破了五七言严整的诗律，使词的创作由选乐配词的歌诗阶段转变为

以乐定辞的曲子词阶段。诚如吴熊和先生指出的那样“依曲拍为句，是表明词体确立的一个重要标志，

词体从此独立发展，与诗分流异趋，它同声诗之间的区别也就判若鸿沟了。”［２］２７①但是，具体考察刘禹锡

的３９首词作，我们却发现作者虽然明确提出依曲拍为句的创作理念，但其创作实践依然还是以齐言为
主，韵律上也和近体诗创作相类似。

从表１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刘禹锡现存的３９首词中，齐言占了３１首。词调虽然有９个，但是其词
主要集中在《竹枝》《杨柳枝》《浪淘沙》３个七言体词调中。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把背景放大
一点，在中晚唐词体发展的背景上来观察。据我们统计，中唐词人采用的词调共计１５种曲：《转应词》
《三台》《谪仙怨》《渔父》《杨柳枝》《竹枝》《纥那曲》《忆江南》《浪淘沙》《潇湘神》《抛球乐》《宴桃源》

《长相思》《广谪仙怨》《步虚词》，其中单调１４２首，占中唐词作的９５．３％，仅有７首词作为双调。其中
齐言作品６４首，占中唐词作的４２．９５％；本意词８２首，占中唐词作的５５％。与晚唐相比，中唐词的体制
与近体诗更接近，且所创作的词作多为本意词，与诗题契合诗作内容如出一辙。而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刘

禹锡和白居易。

晚唐文人采用的词调有４７种：《八六子》《菩萨蛮》《泰边陲》《天仙子》《浪淘沙》《杨柳枝》《摘得
新》《梦江南》《采莲子》《竹枝》《抛球乐》《怨回纥》《更漏子》《归国遥》《酒泉子》《定西番》《南歌子》

《河渎神》《女观子》《玉蝴蝶》《清平乐》《遐方怨》《诉衷情》《思帝乡》《河传》《蕃女怨》《荷叶杯》《新添

声杨柳枝》《何满子》《感恩多》《卜算子慢》《浣溪沙》《应天长》《望远行》《谒金门》《江城子》《喜迁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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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唐代这种歌体的名称，学术界有不同看法。关于“声诗”的概念，任二北先生在《唐声诗》（上编）中说得很清楚，认为“声诗”的

概念比“歌诗”好。赵敏俐先生《中国古代歌诗研究》认为还是用“歌诗”更能体现出其发展源流，更为贴近歌体的本质。笔者赞同赵先

生的观点，因此，都用“歌诗”表述。这里的“声诗”是吴熊和先生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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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杯》《女冠子》《木兰花》《小重山》《怨王孙》《广谪仙怨》《巫山一段云》《离别难》《兵要望江南》。

除《兵要望江南》外，单调作品８２首，双调１０６首，占晚唐词作的５６．４％；齐言作品５５首，占晚唐词作的
２９．２５％，本意词为３６首，占晚唐词作的１９．１％。具体数据分析见表２：

表２　中晚唐词调比较

时　期 中　唐 晚　唐

词总数 １４９ １８８＋７２０（易静：兵要望江南）

齐言词 ６４ ４２．９５％ ５５ ２９．２５％

单　调 １４２ ９５．３０％ ８２ ４３．６０％

双　调 ７ ４．７０％ １０６ ５６．４０％

本意词 ８２ ５５．００％ ３６ １９．１０％

从表２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中唐词相比较，晚唐词的确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是齐言词的比例有一
定幅度的下降，下降了约１３％，长短句的优势有了更好的发挥；二是词作逐渐具有了与本调不一的特
征，本意词的比例下降幅度更大，下降了３６％，反映出词的内容逐渐摆脱调名限制，因乐填词的空间更
大，有利于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的运行。可知，词体的确立，既是音乐流变的结果，也是文学内部

嬗变的结果。

从表１的比较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唐的词作受娱乐文化影响相对没有晚唐深重，更多的词作是描
述闲适生活，占中唐词作的５７．７％，闺情、艳情词仅有８首，而词至晚唐，闺情、艳情词有９６首，占晚唐
词作５１．１％，可见审美形式的规范在很大程度上也左右着文体的内容，而这与唐代都市娱乐文化的发
展密切相关，中唐以降，唐代的歌舞演唱逐渐呈现出小型化、私人化和市民化的特点。逐渐从宫廷走向

民间，从大型乐舞分解为小型表演，很多私家演出班底应运而生，这种娱乐文化的背景对词的发展是有

很大影响的，不仅从外部环境培育了词，推动着词体形式的改变，也从词的内部塑造了其特色，使词在艺

术地再现各种娱乐活动时，也自然而然地体现出它自身特有的价值和功能，但是这些变化，对于刘禹锡

词的影响并不大，尽管他的词创作多产生于其外放时期，尽管词人凭借的是新型流行歌体的外壳，但是，

他固有的士大夫气质，他对于自身信念的坚守，使得他的词中不仅没有艳情和闺情词，更多表露的是作

为士大夫的人生感慨。这一点，我们通过中唐文人的文本选集也可以看到，刘禹锡、白居易的诗和词作

品往往杂编在一起，如刘禹锡的《潇湘神》、《竹枝词》等杂编在《刘宾客文集》的“乐府”类中；白居易的

《忆江南》、《浪淘沙》等作品则编纂在《白氏长庆集》的“律诗”类中，此种编纂形式鲜明地表现了选编者

对词的认识和他的创作倾向。

三

在前面，我们说过，词作为那个时代都市娱乐文化影响下的流行歌体，从一出现就被时代边缘化了，

这种边缘化是文人们的一种自觉选择。在中外文学的接受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新的文体出现，

其实文人们是很愿意追逐的，因为他们心目中有着比常人更为强烈的求新求变意识，但新的文体之所以

出现，必然与传统文体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也必然有着不合传统规范的新的因素，因此就必然受到文人

们本能的排斥，使其边缘化。但新的文体与新的时代生活密切关联，其生命力必然是旺盛的，也必然受

到文人的喜爱，于是他们不断尝试用自身的观念去修正它。一种文体的边缘化，必然迫使其后继者不断

努力，向正统文学靠拢，以谋得自己的合法地位，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似乎是一个通例。

因为和词的起源一样，很多文艺形式往往起源于民间，但它必然经过文人的选择，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

主流文学。而要想从边缘进入主流，就必须符合时代的价值伦理，必须符合特定的审美规范。所以，词

体文学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诗化和雅化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文人化的过程，所谓由伶工之词

而变为文人之词，所谓将身世之感打入艳情，说的都是这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的发展脉络是如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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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却有不同看法。由于刘禹锡词中浓郁的士大夫情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开启了词的诗化过程，不

少学者认为，刘禹锡等中唐文人词就有这种诗化的自觉努力，因此，词的诗化过程从刘禹锡、白居易就已

经开始，苏轼等人的文人词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唐文人词的继承。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的确，如

上所述，刘禹锡词中有着许多诗歌的元素，但这并不能说明诗人创作时就有这种自觉，从词体的发展来

看，刘禹锡的词创作是一种不成熟时的尝试，是作者的偶一为之。因为，虽然词的体式经过张志和、刘禹

锡、白居易、皇甫松、温庭筠等人的努力，在晚唐五代得以基本确立，但词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却并

没有得到文人的公认。西蜀词人牛希济的《文章论》将文章分为１６种体裁，却没有“曲子词”一类。在
我们现在所能检索到的文献中，虽然也有类似“词”和“曲子词”的多钟表述，但在晚唐五代，词这种文体

一直是多种称呼并存，直到宋代以来，才逐渐地将其名称规范，成为一种新型的文学体裁，这是一个比较

长的历史过程。从词的名称变化来看，在中晚唐，文人们更愿意称其为“曲”或“曲子词”，这充分表达了

他们对于词是一种流行歌体的体认，也是为了将这种新型歌体与唐代普遍流行的歌诗区别开来。文学

的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该种文学体裁的基本特征。刘禹锡接受的也是因为曲子词的形式规范，这

在他的《竹枝词》前言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作者被这种新的民歌体吸引，转而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尝试。

一旦进入了创作具体，作者的诗人身份就得以强化，作者身上充溢的士大夫的情怀就得以释放。因此，

刘禹锡虽然敏锐地指出依曲拍为句在词创作上的意义，但其创作实践还是停留在诗歌创作的整体格局

上，其诗词的界限分野并不明显，这不是他有意开始探索词的诗化，而是他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词别是

一家。作为新型的流行歌体，作为被都市娱乐文化所亲睐的艺术形式，要想全身心地拥抱它，首先就要

远离士大夫情怀，就要具有与那个时代传统道德规范拉开距离的勇气，具有更多的风流浪子的气质，这

样在创作上才能真正放开手脚，才能在宴席歌舞和秦楼楚馆之中开始别样的歌唱。这就是，为什么词这

种文学样式，虽然得到了中唐文人的喜爱，但却都是偶一为之。一方面，都市生活的灯红酒绿在呼唤着

更多的文人投入新的生活，投入词创作，另一方面，文人们要么半推半就地适应，要么，干脆拒绝参与。

这一局面晚唐依然存在，李商隐诗歌中的感伤情调和对人物内心情感的婉曲描绘，应该说与词的风格非

常接近，但诗人恰恰没有留下词的创作。风流倜傥的杜牧，留给文学史的也只有一首《八六子》。倒是

温庭筠，义无反顾地成为了专业词人，因为他“士行尘杂，不修边幅”，所以才“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

词”［３］５０７８①。

同时，从词的体式来看，刘禹锡的词创作也没有太多新的创造，就体裁上来说，他多选择齐言体，对

仗、平仄，甚至拗句都有着强烈的近体诗的影子。就音律来说，其用韵也没有太大变化，应该说，词人在

创作这类作品时，所遵循的还是古典诗学的基本创作原则，并没有太多的“词别是一家”的观念，因此说

刘禹锡以及中唐文人词开始了词的诗化过程，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刘禹锡词表露的只是士大夫情怀，

他的词创作中有着许多诗的因素，恰恰说明，词在此时，还没有成为一种真正独立的文学体裁，
"

调而

赋、多用齐言、这些都是词的初期特征，刘禹锡词沿袭的还是这些早期特征。他的词，真正应该引起我们

关注的是那浓郁的士大夫情怀，正是这种情怀，使得刘禹锡词有了独特的风味，也影响了后来词人的创

作，尽管，词人并没有自觉地开始词的诗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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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温庭筠“士行尘杂”的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林邦钧、刘扬忠、黄震云等不少学者为之辩解，说这是统治者加于他的，体
现了温庭筠的反抗精神。我们不否认温庭筠的嬉笑怒骂中的确有着反抗的因素，他的身世也能引发我们的同情与思考。但他对于传统

道德的背离，的确比同时代的其他文人走得更远。因此说他“士行尘杂”，作为那个时代的评价并不过分，我们不必为之讳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