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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词至温庭筠确立了“感伤”基调 作为词的第一位专门作家，温庭筠不仅仅赋予了词以 

“感伤”为主流的感情基调，并且 已经开始注意到 了将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注入词 中。温词之感伤 ． 

内因在于其题材之艳情化，外因在于；一、词作为一种舍乐的文体 ，音乐以哀为 美的特征必然促使词 

更多偏向“意伤”一路；：、词体节奏上的变化繁复，适合抒写。感伤”这一极为深幽微杳的一,11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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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伤”是词体的主要感情基调 沈祥龙《论词随 

笔》云：“词贵意藏于内，而迷离其言以出之，令读者 

郁伊怆快，于言外有所感触。”[1](P4048)谢章铤 

《赌棋 山庄词话》云：“夫词多发于临远送归 ，故不胜 

其缠绵悱侧。即当歌对酒 ，而乐极哀来 ，扪心渺渺 ，阁 

泪盈盈，其情最真，其体亦最正矣。”[1](P3451)可 

以说婉约词建构了词史的主流，而感伤的格调则始 

终浸淫在这一主流之中．构成了词体的感情基调。追 

本溯源，晚唐词人温庭筠对于词的这一感情基调的 

确立，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感伤”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绪，其主要特点在 

于绵密与飘渺。说其绵密，是指它并非一种有着鲜明 

指向的潦晰的情感，发展的方式有迹可寻，而往往如 

小桥流水般涓涓然，汩汩然，表面看虽不似长江大河 

般波涛汹涌，但在平静的、温柔敦厚的外表下面却是 

无孔不人，萦绕心头，往往挥之而久久不去。说其飘 

渺 ．是指它在发生时并不基于某种 明确的原因，有时 

仅仅是～次极细微极偶然的心灵触动，便会没来由 

地生出几许惆怅 ，似有似无，若往若还，如“自在飞花 

轻似梦”般飘渺无定，极难将之物化。感伤作为一种 

情绪，具有极其复杂的特性，往往是忧伤中央带一丝 

苦涩的甜蜜，笑靥上遮不佳两行泪痕。正是这种复杂 

性，赋予了词体以特殊的魅力。 

及中唐文士词。敦煌瞳子词题材多样，其所蕴涵的情 

感也是变化多端，有雄健昂扬者如《望江南 ·曹公 

德》，《菩萨蛮 ·敦煌古往 出神将》，有闲雅悠扬者如 

《浣溪沙 浪打轻船雨打蓬”，“云掩茅庭书满床”等， 

有下笔作决绝语者如《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 

描述悲苦的作品虽为数不少，但每每做黄钟大吕般 

的歌哭，从严格意义上讲尚不能称之为“感伤”作品， 

而且这一类作品在数量上亦未成为敦煌词的主流。 

到了中唐文士词中．由于以元稹、自居易、刘禹锡为 

代表的作者们尚不重视词体的写作，多借鉴五、七绝 

手法人词，故其词作往往在体貌与风神上更多地接 

近绝句，格调上多表现为清新爽朗，虽也有王建的 

《调笑令》、窦弘余的《广谪仙怨》等忧伤的作品．但并 

未形成当时文人词作的主流。而要论到“感伤”基调 

在词体中的正式确立，当首推温庭筠。 

宜眷苑外最长紊，闲袅春风伴舞腰。正是玉 

在温氏以前，词作主要可分两类，即敦煌瞳子词 柳 

人腑绝处，一渠眷水赤栏桥。 

[2](《扬抑枝》其一) 

玉楼 明月长相忆，抑韭袅娜春 无力。门外草 

萋萋，送君闻马嘶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汨 

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 。 

[2](《菩萨蛮》其六) 

这是从温词中随意撷取的两首作品。前者咏杨 

先写其位置 ，再写其婆娑姿态，初看无甚特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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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用力点出“肠绝”二字后 ，再 回头细品，则“闲 

袅春风”4字 中所蕴涵的幽怨悱恻，不知不觉已沁人 

心脾。此刻方悟此词所写，原是宫怨。这种以若有若 

无的笔力透露出的怅惘之情 ，正如作品所描写的杨 

柳一样 ，于袅娜飘扬 中慢慢地浸润到了读者心灵之 

中。后者是温氏代表作之一，主要写女子对离人的思 

念之情。思念，往往是痛苦而又甜蜜的，著称之为“长 

相忆”，则这种”相见稀，相忆久”更多地代表着一种 

”锦瑟年华谁与度”的伤感，词中所选取的诸般意象， 

如柳丝(“年年柳色，灞陵伤别”)、香烛(“蜡炬成灰泪 

始干”)、子规(“望帝春心托杜鹃”)等经前代或同代 

诗人屡屡使用 ，已凝 固成含有特殊意味的词汇，无不 

带有一种凄楚、忧伤的情感氛围，而“柳丝袅娜春无 

力”一句，更使人联想到李商 隐的名句“东风无力百 

花残”，至此，整首词被浓郁的感伤气息笼罩。 

以上只是从温词中随意抽取的两首作品，若纵 

观温词就会发现，类似于这样的感伤作品在温词中 

占居 了绝对的主导地位。正如刘熙载所云 ，温词”类 

不出乎绮怨”[1](《词概》) “绮”即温词在内容题材 

上专注于以描写女性及其心绪为主，“怨”则是温氏 

在其词中所一力营造的这种以“感伤”为基本格调的 

情感氛围。也许 数字更能说 明问题，据对 曾昭岷等 

《全唐五代词》所录 69首温词的统计，一些据有代表 

性的语汇出现次数如下：“愁”1 5处，“惆怅”7处， 

恨”6处，“泪”9处，类似“肠断”或“断肠”类 13处。 

加上其他如“悲”、“苦”、“伤”、“凄切”、 瞧悴”等，这 

些表示感伤的语汇几乎乎均每首词中都会出现一 

次，这更有力地说明了温词感伤的情感基调。 

通过对《菩萨蛮 ·玉楼明月长相忆》的解读还可 

看到，一般认为，若论词之哀美的始作俑者，当首推 

冯延巳，其词被王国维称为“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 

风气”[1](《人间词话》)。因为，从冯延巳开始，词中 

具有了一种对人生的思考与感慨，具备了一定的思 

想深度，而此前其深度尚未被人开掘过。其实早冯氏 

近一个世纪的温庭筠已在其作品中初步透露了对人 

生离合的深刻感触。“玉楼明月长相忆”，着一“长” 

字，思念之悠远深刻巳不言而喻，读之直如李商隐之 

“碧海青天夜夜心”，一种 此恨绵绵无绝期”的感慨 

油然而生。又如《菩萨蛮》之五：“杏花含露团香雪，绿 

杨陌上多离别。”春天，是多么明媚的季节，可古往今 

来 ，在本该是情 侣们携 手尽享 春光与爱 情 的地 方 
— —

绿杨紫陌上演出的，却常常是一出出离别的情 

景。韶光的迁移流逝，人生的悲欢离合，这浓重的、无 

穷的感慨尽皆包含于其中 由此可见，作为词的第一 

lS6 

位专门作家，温庭筠不仅仅赋予了词以“感伤”为主 

流的感情基调，并且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将一种深刻 

的人生感悟注人词中，使之不仅仅流连于表层的感 

慨喟叹。这为后世冯延已、晏殊、欧阳修、晏几道等以 

抒写人生感悟而知名的词家提供了最初的样板。叶 

嘉莹先生曾谈到温词之特色在于“其词使人读之，不 

能有情绪激动陶醉哀拓之感觉，而但为理智澄澈冷 

静安详之观赏”[3](P19)，这几乎已成为温词之定 

评。通过对温词的反复阅读，我认为叶先生此说仍有 

未尽意之处 ： 

温词，就其感情基调而言，是以“感伤”为主。在 

表达时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其一是问接、隐晦地 

表达。作品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具备象征与暗示意义 

的意象排列组合，曲折地表达情绪，营造氛围。此类 

作品在温词中占据多数，尤以《菩萨蛮》1 4首为代表 

作。值得注意的是前文列举的有关情感的语汇在《菩 

萨蛮》1 4首中所出现的频率，同在其余作品中出现 

的频率有着明显的不同。现列表如下： 

由表中可以看出，像“愁”、“惆怅”、“肠断”一类描写 

情绪的语汇，二者数量上的差异已大大超出了正常 

的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菩萨蛮》14首为 

代表的部分作品，其在情感表达上更多是走着一条 

曲折隐晦的路子，但这并不表明这些就是极客观冷 

静的作品。就以著名的“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来看， 

表 面上是写女子晨妆 ．但通过“懒”、“迟”的叙写，通 

过结尾“双双金鹧鸪”的暗示，仍能体会出作品中所 

暗含的幽怨之情。若仅赏其“观察之细微，描写之精 

美，层次之分明，针缕之绵密”[3](P24)，而忽略了 

其所传达的情感，恐怕尚不能说已探得 了全词意绪 

的真健 。 

温词表达感伤的第二条途径相比较就要直接得 

多。前人多推崇其《更漏子 ·星斗稀》及两首《望江 

南》清新明朗，情深语浅，其实，温词中此类作品不在 

少数 ，如 ： 

鬻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终日两相思。为 

君憔悴尽 ，百花时。 

[2](《南歌子》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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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凄切喃离，行客耒归时。塞外草先囊． 

江南雁到迟。莛蓉凋嫩脸 ，杨柳堕新眉 。摇落使 

人悲，断肠谁得知? 

[2](《玉蝴蝶》) 

洛阳愁绝，杨柳花飘雪。终日行人争攀折， 

桥下水流呜咽。上马争劝离端，南浦莺声断肠 

愁杀平原年 少．回首挥泪千行。 

[2](《清平乐》算=) 

这三首词感情强烈程度逐一递进 第一首尚是 

温柔敦厚 ，一句“为君憔一阵尽，百花时”，似乎要吐尽 

心中无限惆怅 ，偏又荡开一笔．而偏又似牵非牵；到 

了第二酋中这种感伤开始变得凄切．“摇落使人悲， 

断肠谁得知”，不再是欲吐未吐，而是以反诘出之；第 

三首堪称是温词中惟一能与“千万恨，恨极在天涯” 

相提并论的感情激烈之作，不再是低声的嚷泣，而是 

大声的歌哭．将感伤的情绪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将温词表达情感的程度进行排列，就会看 

到，以《菩萨蛮》14酋为代表的作品，往往冷静含蓄， 

近乎不动声色，构成温词之主流；《望江南 ·千万 

恨》、《清平乐 ·洛阳愁绝》等则寂嵌蹬锚，近于歌 

哭；此外尚有少量作品如《玉蝴蝶 ·秋风凄切伤离》 

介于两者之问。但无论表现程度是轻微还是激烈，是 

隐曲还是相对直白，其所表达的总是一种感伤的情 

绪则是毫无疑问，它贯穿了温词的绝大部分作品。 

温词出现这种现象，其原因不是偶然的。就其内 

部而言，首先，温词题材的艳情化对其情感基调的确 

立有着极大的影响。温词善写女性与爱情，而这两者 

是天生适台悲剧因子发生与发展的载体 ，在传统封 

建社会尤其如此。夫妇关系作为所谓的“三纲”之一， 

往往同“德”、“礼”等紧紧连在了一起，成为封建社会 

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而非人类情感的自然萌 

发与结台。而真正的爱情，往往产生于一些非主流渠 

道，如文人与歌妓之问。中晚唐时期都市的畸形繁荣 

所带来的整个社会沉搦于声色享受之中，为这一类 

才子佳人型爱情的大量 出现提供了合适的土壤。～ 

方面，这种爱情由于诸如郎才女貌等原因显得分外 

鲜活与旖旎 ，另一方面，又由于其社会道德一i-的不合 

理性而每每受到压制。这就赋予此类题材的文学作 

品以整体的悲剧性。此外，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低下 

地位也使得她们在文学作品中往往扮演悲剧性的角 

色，上文所述之歌女是一例，而即便是有着正常婚姻 

生活的女性 ，也常常因为某些社会原因，如“嫁得瞿 

塘贾，朝朝误妾期 的商妇，“何 日平胡虏，良人罢远 

征”的士兵家眷，婚姻生活不如意的怨妇——朱淑 

真，而逊人到这一悲剧中来。 

在文学作品里，这种悲剧型的情愫常具体体现 

于别离的痛苦与相思的折磨之中。即以温词为例．作 

品中明确写到女主人公园与心上人分离而产生的无 

尽相思与痛苦的，竟占到了整个温词的 8O 以上． 

这在此前是绝无仅有的。作者又往 ．以此为出发点， 

自然而然地将之同“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 

暮”的对韶华 的流连和对人生的感慨联系到一起，从 

而越发加深了抒情的深度与感染力 。 

以上可称是温词基调趋于“感伤”的内因，即其 

以抒写女性与爱情为主决定了其情感的走向 另外． 

用来承接题材与内容的载体——词体本身所具有的 
一 些先天的特性，也使词体成为表达伤感情绪最合 

适的工具 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词体的音乐性。音 

乐 ，可谓是人类诸般艺术 形式 中最能以直接的方式 

切人心灵 ．同人的各种情感相应和的艺术形式 钱钟 

书云：“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又 

云：“吾国古人言音乐以悲哀为主。⋯⋯使人危涕坠 

心，匪止好音悦耳也。”[4](P946)钱氏认为，最好的 

音乐，就是能激发起人的悲伤的音乐 。李泽厚曲；云 ： 

“由音乐而自然景物而诗，审美和艺术常以激发人的 

悲哀为特征和极致，这大概是一种普遍规律，也是塑 

造人性情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或模式。”[5]词 

作为一种同音乐有着设其紧密关系的文体，其创作 

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音乐的影响 。柳永词须十 

七八女郎执红牙板轻吟低唱，东坡词须关西大汉执 

铜琶铁板引吭高歌，音乐对于词之影响可见一一斑。而 

词经温氏之手改造，走上了一条多写女性心绪的极 

为抒情化的道路，怎样使这种抒情最大地打动人心， 

歌辞同音乐的良好配合必不可少。既然音乐要以哀 

为美，则歌辞配台其声情多偏向于感伤一路．以辞促 

声，自然会受到精通音律的温庭筠自觉或不自觉的 

采用。 

此 外，如前文所述 ，“感伤”是一种深 幽杳擞 、捉 

摸不定的心绪。要将之准确人微地传达出来实非易 

事。相比节奏整齐划一的诗歌 词除了能以文本形式 

进行内容传递外，更能以其节奏的变化繁复与人类 

复杂深人的心灵活动相契合 如： 

转眄如波眼 ，娉婷似柳腰。花里暗相招。忆 

君肠欲断，恨春宵。 

L2](《南歌子》其一) 

此词头三句相 当一 般，比喻无甚新意 ；过人之 

处 ，全在最后 。在经过四个五言句的平平直叙后 ．突 

然以一个三字句煞尾，这种 节奏上的骤然变化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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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作品产生出一种跌宕起伏的效果，“恨春宵”三字 

的力度被强烈地凸现出来，作者旨意，昭然若揭 试 

将此词改造为一首纯粹的五言体日t“转盼如波眼， 

娉婷似柳腰。花里暗相招。忆君肠欲断，无奈恨春 

宵。”较之词体，其声情的表达便要打上一个极大的 

折扣．显得平板 了许多。又如： 

凭绣槛，解罗帏。未得君书，断肠潇湘春雁 

飞。不知征马几时归。海棠花谢也，雨霏霏。 

【2](《遐方怨》其一) 

此词可视为一首乐曲。头两个三字句正如乐曲 

之开头，以缓慢的节奏悄然奏响。中间三句正如乐曲 

之展开 尤其是两令醒目的七字句的连续运用，似乐 

曲迭出不穷的高潮。最后又以五言句过渡，三字句收 

尾，使激切的节奏又缓慢下来，悄然归于岑寂。这种 

节奏的慢——快——慢的变化同思妇睹景生情，情 

绪逐渐强烈，而最终又元可奈何的感情波动熨舍得 

天衣元缝，真可谓是“曲尽其妙”了。本词的意旨，自 

然是写闺中少妇思念 良人，通过长短句交错使用而 

带来的节奏上的变化，这种思念之情的每一丝微小 

的起伏被如此细腻、熨贴地传达了出来，较之李白 

《子夜歌》、王昌龄《从军行》等同题材的诗作，其抒情 

的深度得到了极大的强化。词在体制上的这种特性， 

使读者在阅读时除了内容上的接收外，还能够感性 

地去领会作者在表达情感方面的每一丝曲折细微的 

渡动，因此在表达感伤的心绪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 

我国民间音乐中的某些打击乐作品如《将军令》、《鸭 

子觅食》、《威风锣鼓》等，不依靠旋律，仅通过节奏的 

轻重缓急来传达情感，与词的这一特性在某种程度 

上是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的。 

晚唐实在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 

期。当社会由强盛转向衰落，反映到时代之音上，高 

昂的乐章磐然会被低回的旋律所代替，何况是经历 

了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强盛与个性解放之后，萦 

绕在知识分子心头的失落与失望必然会来得空前的 

强烈。这也注定了晚唐之音必然会比同为末世的东 

汉末文学来得愈发凄苦悲凉。如果说东汉末年《古诗 

十九首》的出现使“人的自觉”开始突出摆在重要位 

置，提出诸如“人生天地问，忽如远行客”(《青青陵上 

陌》)、“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今日良宴会》)之 

类关于人生基本主题——生命的思考，那么到了晚 

唐，这种思考已变得更加具体、细微化，突出以一草 

一 木见出精神。叶燮云：“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 

芙蓉，管边之丛菊，极睁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6](叶燮《原诗 ·外篇下 这种幽艳晚香的审美特 

色，正是由于晚唐诗歌偏重抒情，尤偏重抒情细腻所 

造成的。但是传统诗歌理论的所谓正统观念仍有着 

强大的惯性，诗歌尚不能成为抒情的最佳工具。此 

刻，无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少最诗人开始将注意 

力转向了方兴未艾的词，而词则恰恰天生合适进行 

细腻的抒情，合适表达晚唐人浓重的感伤心绪。温庭 

筠，有着同时人一样的衰世情结，又有着一生蹭蹬的 

坎坷遭遇，这使他的伤感情绪要 比别人益发浓厚， 

“今 日爱才非昔 日，莫抛心力作词人”(《过蔡中郎 

墓》)，晚唐能作此伤心语者除飞卿外又能有谁?因缘 

际会 ，飞卿 狂放不羁的生活方式及对音律 的精通 ，又 

使他同词发生了密切的接触 ，成为文学史上第一位 

专门的词作家。诸般原因，使得词从温庭筠开始，焕 

发出夺 且的光彩，开始走上同诗相颈颟的道路。与其 

说是温庭筠为词确立了感伤格调，倒不如说是他发 

现了词的最适合表达感伤的这一天性并有意识地加 

以发扬更为确切 。总之 ，经过温氏的生花妙笔之后。 

原本题材各异、风格多样的词，被确认为以“感伤”为 

基调的文体，成为文坛上一朵盛开的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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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iment ·the Keynote of W en Ting-yunt s Song Lyric 

W ANG Hal—dong 

(Foreign Bffairs Office，So~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Wen Ting—yun established the main keynote of the Song Lyric which is sentiment ．As the first 

specialized Song Lyric—writer，he also realized that this keynote shoud contain the experience and under 

standing for the human life．The reason consists in：A，the sad love is'the main topic of the Song Lyric；B： 

the melodiousness of the Song Lyr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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