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 自得师 、 仕宦经历与周之琦的词学风貌
＊

杨柏岭

内容提要 善 自 得师 、 身 为大 吏 、 性耽风雅 的 周 之琦 ， 论词 与 创作均 呈现独特风貌 。 其论词

于清代浙西 、 常州词 派之外 ， 承 中 原 之统 ，
无 门 户 之见 ， 跳 出 流派批评 阈 限 ，

着眼小 令与 慢

曲 等词体体制 ， 编选词 集 ， 缕述词 统 ， 倡 导托兴 与 音律并 重 、 天籁 与 人工并举 的 词 学 审美观 。

其填词及词集编选 ， 在展 示社会风俗 图 景 、 抒写 真 情 实感 的 同 时 ， 亦哀 生 悯 世
，
若 有 隐忧

；

词作构思严 谨 ，
善于起承转合之章 法 ，

多 用 主谓 结构 句 式 以及对仗 、 对 比 手 法 ， 表现 出
“

词

中八股
”

的严整风格 。 特殊的政 治身 份 ， 既滋育着周 氏 词 学本身 ， 也对接 受者产生 影响 。

关键词 周之琦 仕 宦经历 词 学

周之琦 （ １７８２
－

１８６２
） ，
字稚圭

， 河南祥符人 ，
嘉庆十三年 （

１ ８０８
） 进士 ， 为官四十余年 ，

官至

刑部右侍郎 、 广西巡抚 。 他成长于读书科举世家 ， 其兄周之瑀
“

豪于文
”

， 而他 自 己
“

兼擅词翰
”

，

“

时称开封二周
”

①
。 周之琦工诗善画 ， 尤专精于词 ， 时人或以

“

将相兼才调
”

？ 誉之 ， 后人有
“

实乾

嘉词坛 中之关键人物
”

？ 的赞誉 。 然研究者囿于流派批评的套路 ， 对其词心 的把握多有偏离 。 兹立足

其善 自得师的治词路数以及长年仕宦的人生经历 ， 从不落流派窠臼 的词学主张 以及平生境遇系于词的

创作倾向人手 ， 揭示其词学风貌 ， 反思词学流派批评模式之弊 ， 探析词家政治身份对词学活动的影响 。

一

“

善 自得师
”

与不落流派窠 臼的词论旨趣

周之琦编有 《晚香室词录》 《心 日斋十六家词录》 这两部词选 ， 中有词论集评与批注 ； 选刻纳兰

《饮水词 》 ， 撰有序跋 ； 《心 日 斋十六家词录》 各系绝句
一首

，
词简意精

，
所论

“

皆能得其真诠
”

④
。 由

于周氏不是采用词话类著作来明确表明其词学主张 ， 加之百余年来对盛行 的流派批评范式缺少反思 ，

因此学者们对其词学面貌的认识出 现了
一些混乱的现象 ， 甚至既云

“

折衷浙派而接近常州词学观
”

，

又说
“

与
‘

浙
’ ‘

常
’

二派没有什么关联处
”

⑤
。 流派批评对于文学研究的深化 ，

“

既有认识论的价值 ，

又有方法论的价值
”

？
； 但部分研究者的流派先行意识对文学史研究形成

一股劫持力量 ， 既有以流派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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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

—

六年第二期

体风貌遮蔽文学史事实的行为 ， 也有强行将那些原本无派的作家纳人派别话语体系中加以解读的现象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周之琦卒于同治元年 （
１ ８６２ ） ， 跨越乾隆 、 嘉庆 、 道光 、 咸丰四朝 ， 这期间正是浙 、

常词派此消彼长的阶段 ， 故以词派视角考察他的词学观 ， 似为知人论世之举 ， 只是这对原本无派 的周

氏词学来说 ， 虽可谓
“

论世
”

， 却不可谓
“

知人
”

。

（

一

）

＂

善 自得师
”

的词学路数

周之琦早年除继承家学外 ，
还

“

学于大梁书院
”

①
。 但据 目前所掌握的资料 ， 他在词学上主要依靠

自学 。 其于
“

诗古时艺 ， 靡不纯粹以精
”

， 然
“

不甚重之
”

，

“

惟于制词最为专精 ， 自得万阳羡 《词

律》 ， 愈益精进 ，
久之复别有神悟

”

②
。 其自言

“

性好倚声
”

， 其所编 《心 日斋十六家词录》 ，

“

皆平生

得力所 自
，
辑而录之 ， 取便观览 ， 非谓古人佳制尽于是也

”

③
。 《 陌上花》 （烧槽断后 ） 词序说 ， 因 自

己与李煜同 以七夕生 ， 故填词
“

尝瓣香李氏 ， 实寓窃 比之意
”

。
《青衫湿遍 》 （ 瑶簪堕也 ） 词序亦说其

“

偶效纳兰容若词
”

。 正因为周氏治词尤重 自修 ，
故顾宪融称其

“

善 自得师
” ④

。

此番治词路径与周 氏平生读书 、 立身 、 行事风格颇 为一致 。 其
“
一生行趋规步而绝无迂拘之迹 ，

并且廉而不刻 ，
介而 自 和

”

，

“

凡所遇合皆 由真能知 己
”

⑤
。 如其署浙江按察使时 ， 廉访佟镜塘

“

好言理

学
”

，
周氏

“

谓徒言无益 ，
必须躬行

”

。 恪公始颇不以 为然 ， 嗣见周 氏行事 ，
乃喟然 曰

：

“

君不言理学

而行理学 ， 斯为真理学也 。

”

⑥ 林则徐在 《密陈周之琦胜任湖北巡抚片 》 中
，
亦云周氏

“

操守清廉 ， 性

情朴直 ， 于属员不假辞色 ， 于公事不许通融
”

，

“

议论公事 ， 亦能 自抒所见 ， 不稍依阿
”

⑦
。 而周氏 以

“

心 日斋
”

命其室名 ， 亦如其 《鸠拙而安赋》 所云 ：

“

士有守恬和 ， 慎取舍 ， 心 自洗于退藏 ， 志必祛夫

满假 。 知足为贵 ， 而履蹈常贞 ； 即事多欣 ，
而悔尤可观 。

”

⑧ 可见 ，

“

心 日 斋
”

之名反映出周 氏不稍依

阿 、 必须躬行 、 履蹈常贞的品行 。

周氏 以 日 日洗濯己心为座右铭 ， 不仅体现在他善 自得师 、 别有神悟 的问学历程中 ， 而且启示后人

不宜据流派 、 门户之见来看待他的词学主张 。 对此 ， 刘毓盘评周氏 《心 日斋词 》 时便有过揭示 ：

“
一

字不苟 ， 觉厉 氏于律之疏也 ；

一

往而深 ， 觉张氏于意之浅也 。 周氏 ， 大梁人 ， 可以接中原之统矣 ， 而

无门户之见者 ， 亦曰文无古今 ， 惟其是而 已 所谓
“

接中原之统
”

，
与周氏为大梁 （今开封 ） 人有

关
； 但从华夏文明源流史上说 ， 刘氏也在强调周氏治学的寻根意识与正统观念 。 这在派别林立且多以

南方地域流派为主的清代词坛 ， 彰显着
一种跳出 派性思维与区域性词学格局的气魄 ， 反映出

一

个中原

士人的学术视野 、 治学态度以及独立的审美眼光 ， 其词史意义不可低估 。

（
二

） 基于词体体制的词统建构

首先 ， 从词选的编写意图及特点来看 。 《晚香室词 录》 八卷钞本选录唐宋金元词 １２３ 家 ６５０ 首 ，

《心 日 斋十六家词录 》
二卷选录晚唐宋元词人 １ ６ 家 ４０ ３ 首 。 两部词选繁简有别 ， 但均以 时间为序 ，

限

于由唐至元的范围 ，
殿以元代张翥 ， 批注 中对词人的认识亦相近。 不过 ， 赵尊岳谈到 《 晚香室词录》

时说 ：

“

所选吴文英 四十三首 ， 史达祖二十六首 ， 姜夔二十三首 ， 张炎二十一首 ， 为最多 ， 周密仅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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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自得师 、 仕宦经历与周之琦的词学风貌

首 。 金元人所取亦多 。

”

从
“

选法谨严
”

角 度来看
， 周氏

“

盖 出诸常州宗派者也
”

？
。 陈匪石则认为

《心 日 斋十六家词录》

“

于苏 、 辛
一

派 ， 均无所取 ， 则仍浙西家法耳
”

②
。 这看似是两部词选 旨趣不同或

是周氏词学观的 自 身冲突
，
实则是 由于论者心中横亘着一种宗派的观念 。 同 时 ， 这种依据选 目及比例

逆推编者宗派属性的思路 ，
并不具有普遍性 。 如张惠言 《词选 》 不取吴文英 ，

周济 《宋四家词选 》 却

视之为宋四家之
一

。 若按上述思路 ，
张 、 周当分列两派矣 。

龙榆生曾云词选功能 ，

“
一

曰便歌 ，

二 曰传人 ，
三曰开宗 ，

四曰尊体 ， 前二者依他 ， 后二者为我
”

③
，

虽道出 了词选的特点与价值 ， 但同样不能将其普遍化 。 周之琦就曾明言 ， 其编选词集并不是为了 门户之

见的
“

开宗
”

， 而是
“

取便观览 ，
非谓古人佳制尽于是也

”

。 可 以说 ，
周氏选择 了

一种
“

不限
一轨

，
家家

皆是法门
”

④ 的词选门径 。 即便认为 《心 日斋十六家词录》 乃浙西家法的陈匪石 ， 通过与戈载 《宋七家

词选 》 比较后 ，
亦不得不承认其

“

门户加宽
，
且已知崇北宋矣

”

⑤
。 当然 ， 无论编选者最初动机是什么 ，

选本对后人来说还是在展现
一

种历史 ， 周之琦选词同样展示 了他心中的
一

种词史模式 。 他曾云 ：

词之有令 ， 唐 五代 尚 矣 。 宋惟 晏叔 原最 擅 胜 场 ， 贺 方 回 差 堪接 武 ， 其余 间有 一 二 名 作流 传 ，

然 皆专 门 之学 。 自 兹 以 降
， 专 工慢词 ，

不复措意令 曲
，
其 作 令 曲

， 仍 与 慢词 声 响 无异 。 大抵宋 词

闲 雅有余 ， 跌宕不足 。 长 调则 有 清新绵邈之音 ， 小令则 少 抑 扬抗坠之致 。 盖 时代升 降使 然 。 虽 片

玉 、 石 帚 ， 不能 自 开生 面
，
况其下者 乎 ？

⑥

周氏这种从令 、 慢等词体演变角度构筑的词史模式 ， 在 《心 日 斋十六家词录》 中得 以践行 ： 因令 曲以

唐五代为尚 ，
故录温庭筠 、 李煜 、 韦庄 、 李珣 、 孙光宪五人 １ １ ７ 首

； 鉴于令 曲在北宋的发展情形 ， 录

晏几道 、 秦观 、 贺铸 、 周邦彦 四人 １ ０４ 首 ， 其中晏几道
“

最擅胜场
”

， 故录 ４６ 首 ， 居十六家之首 ； 因

南宋 以来词家专工慢词 ， 故于清真以降便专取慢词 。 对此
，
谭献誉其

“

截断众流 ， 金针度与 。 虽未及

皋文 、 保绪之陈义甚高 ， 要亦倚声家疏凿手也
”

⑦
，
还看出他

“

喜收疏爽小令
”

⑧ 的特点 。 陈匪石认为
“

周氏之论至当
”

，
只是在小令的认识上 ，

“

惟未必无抑扬抗坠之音而 已
”

？
。 然而 ， 周 氏对令 、 慢盛衰

之变的认 并不意味着他重令曲而轻慢词 ， 崇唐五代而贬宋代 。 因为令 、 慢之变乃时代使然 ，
周 氏

只是从各 自优胜处选择论断 。 因此 ，
与 《词综 》 以清空 、 雅正为宗 ， 《词选 》 以意内言外 、 比兴为旨

等彰显宗派的编选意图有别 ， 周氏则在尊重词体艺术发展史的同时 ， 已有消解宗派化词史模式的倾向 。

其次
，
从

“

十六家题辞
”

的相关论述来看 。 周之琦论晏几道曰 ：

“

宣华宫本少人知 ， 《珠玉 》 传家

有此儿 。 道得红罗亭上语 ， 后来
‘

惟有 《小 山词 》 陈匪石 曾 曰
“

小 山学 《花间 》 ， 妙在吞吐含蓄 ， 全

不说破
”

， 但亦有
“

爽利
一

派 ，
已开慢曲 门径

”

，

“

至其疏而不密 ， 劲而不挠 ， 全从李煜得来
”

，

“

周之

琦所谓
‘

道得红罗亭上语
’

， 其在斯乎
”

⑩
。 可见 ， 周 氏正是立足令 曲的发展史 ， 指出小晏词兼承

“

花

间
”“

南唐
”

两大传统 ， 又从李煜处习得慢 曲之法门 ， 揭示 出小晏词独特的词史地位 。 宋人令曲 自 晏

几道后 ，

“

贺方回差堪接武
”

， 故周 氏论贺铸云 ：

“

雕琼镂玉 出新裁 ，
屈宋嬙施众妙该 。 他 日 四明工琢

① 赵尊岳 《词籍提要 》 ， 《词学季刊 》
１ ９３５ 年第 ２ 卷第 ３ 号 。

② 《声执》 卷下 ， 《词话丛编 》 ， 第 ５ 册
， 第 ４９６ ６ 页 。

③ 龙榆生 《选词标准论 》 ，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 第 ５９ 页 。

④ 肖鹏 《群体的选择 ： 唐宋人词选与词人群通论》 ， 凤凰 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 第 ４６７ 页 。

⑤ 《声执 》 卷下 ， 《词话丛编》 ， 第 ５ 册 ， 第 ４９６６ 页 。

⑥ 杜文澜 《憩园词话》 卷二
，

《词话丛编 》
，
第 ３ 册

，
第 ２８６５ 页 。

⑦ 谭献 《箧中词
？ 今集》 卷三 ， 谭献辑 ，

罗中 鼎 、 俞浣萍校点 《清词
一

千首》 ，
西泠印社出 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１２２页 。

⑧ 谭献著 ， 范旭仑 、 牟晓朋 整理 《复堂 日记》 ， 河北教育 出版社 ２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３ １ ０ 页 。

⑨ 《声执》 卷下 ，
《词话丛编 》 ， 第 ５ 册

， 第 ４９６６ 页 。

⑩ 陈匪石 《宋词举 》 ，
金陵书画社 １ ９８３ 年版 ， 第 １２ ３

—

１２４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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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
，
瓣香应 自庆湖来 。

”

肯定了贺铸继往开来的词史地位 。

“

众妙该
”

云继承 ， 延续张耒 《东 山词序 》

“

盛丽如游金张之堂 ， 妖冶如揽嫱施之怯 ， 幽索如屈宋 ， 悲壮如苏李
”

之说
；

“

出新裁
”

说拓展 ， 指出

贺铸词由 天籁本色向人工思力演变的词史信息 ， 后来梦窗的
“

工琢句
”

便是瓣香贺铸的体现 。 当然 ，

贺铸词风多样 ， 周氏从
“

雕琼镂玉
”

嵌人 ， 又给人
“

犹是皮相
”

① 的 口舌 。 贺铸之外
， 周邦彦亦是两

宋词风之变的关键人物 ， 但历来褒贬不
一

。 褒者誉其知音 ， 赞其词有法度 ， 无美不备 ， 开南宋雅词之

先河 ； 贬者斥其品行不端 ，
词品不贞 。 对此 ，

周之琦态度极为鲜明 ：

“

宫调精研字字珠
， 开山妙手讵容

诬 。 后生学语矜南渡 ， 牙慧能知协律无。

”

盛赞清真词恪守音律 以及开启南宋词风之功 ， 批评后来学南

宋者乃拾人牙慧 ，
守护着清真词的模范地位 。

如果说周之请论晏 、 贺 、 周 等人 ， 重在强调他们在词史演变上的关键作用 ， 那么论元代张翥词 ，

则彰显其追寻
一

灯不灭的词统观念 ：

“

谁把传灯接宋贤 ？ 长街掉臂故超然 。 雨淋一鹤冲霄去 ， 寂寞骚坛

五百年 。

”

戈载 曾言 ：

“

元惟张蜕岩称最 ， 明则
一

代无词 。

”

？ 周氏进而指出张翥早年隐居扬州 ， 长街掉

臂 ， 未受官场束缚 ， 词风超然 ，
能接续宋贤词统 ；

然 自从一鹤冲霄 ， 走进大都 ， 飞黄腾达之后 ，
词风

便
一

蹶不振 。 自 明末卓人月 、 徐士俊 《古今词统》 后 ，

“

词统
”

渐趋成为词家考察词史的重要方式 。

然与张惠言 《词选序》 所认为的
“

自宋之亡而正声绝 ， 元之末而规矩隳
”

，

“

以至于今四百余年
”

的词

人
“

皆可谓安蔽乖方 ， 迷不知 门户者
”

？ 不 同 ， 周之琦则将宋贤词统断于元代张嘉 ， 其所谓
“

五百

年
”

， 实则否定 了浙派 、 常派接续唐宋词统的努力 ， 反映出他独 自 构建词统的用心 。

（
三

） 托兴与音律并重的创作主张

表面上看 ， 周之琦于浙 、 常等词学均有汲取 ， 亦皆有批评 ， 然若说他是折 中 、 调和 、 包容论者 ，

不如云其为 自抒所见者 。 如在周氏看来 ，

“

方山僬悴彼何人 ，
《兰畹 》 《金荃 》 托兴新 。 绝代风流 《乾

巽子》 ，
前生合是楚灵均

”

， 温庭筠以樵悴之身借侧词艳 曲寄托新意 ， 其遇 、 其才乃屈原之再生 。 如果

说温庭筠风流其表 、 樵悴其里 ，
托兴其不遇之感 ， 那么蒋捷就是凄凉其身 、 气节其骨 ， 寄托其故国之

思
：

“

阳羡鹤笼涕泪多 ，
清辞一卷黍离歌。 红牙彩扇开元句 ， 故 国凄凉唤奈何 。

”

蒋捷出 身巨族 ， 宋亡

隐居不仕 ，
气节为时人所重 。 周氏运用阳羡鹅笼典故 ， 既因蒋捷为 阳羡人 ， 又因这个幻 中生幻的故事

可寄托蒋捷的黍离之悲 、 身世之感 。 不过 ，

“

托兴
”

说虽为常州词派所主张 ，
并非其独有 。 其实 ， 若

周 氏真 自诩常州词派成员 ， 那么就不会说出 自元代张翥之后
“

寂寞骚坛五百年
”

这样的话来 ， 而应像

陈廷焯等清末常州派词家那样 ， 视张惠言为唐宋词统的接续者 。

同样 ， 周 氏对清空 、 灵机 、 骚雅 、 音律等问题的讨论 ，
也有延续浙西派及嘉道吴中词学风气的

＿

痕迹
，
但无不渗透着 自 己 的独立思考 。 如论张炎 曰

：

“

但说清空恐未堪 ， 灵机毕竟雅音涵 。 故家人物

沧桑录 ， 老泪禁他郑所南 。

”

此评质疑清空说 ，
或认为以常州词派弥补浙派词论之不足 ， 但更应是 以

张炎雅词理论重释他的创作 。 人们熟知张炎
“

词要清空 ，
不要质实

”

的说法 ， 然而既未能真正重视

其
“

不惟清空 ， 又且骚雅
”“

清空 中有意趣
”

④ 等论断 ， 又多从洒脱 、 空灵层面解读
“

清空
”

， 致使

片面把握了张炎词学观 。 如郑思 肖 （ 所南 ） 《 玉 田词题辞 》 既说他欣赏张炎早期
“
一片空狂怀抱 ，

日 日 化雨为醉
”

的生活 ， 又说张炎后期于西湖锦绣山水中
“

自生
一种欢喜痛快

”

。 郑氏之评 ，
或认为

故作反语 ，
以示张炎悲痛之深长 ； 然正如夏敬观所说 ，

此评乃
“

疯狂之语 ， 似通未通 ， 开 明季恶风

气之先
”

⑤
。 而在夏氏之前 ，

周之琦已表明禁止郑氏言说权的态度 。 因为除了清空 ， 灵机 、 骚雅 、 意趣

① 杨希闵 《词轨》 卷五 《题识》 ，
屈兴国编 《词话丛编 》 （二编 ）

，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 １３ 年版 ， 第 ２ 册

， 第 １ １８７页 。

② 戈载 《知止堂词录序》 ， 朱绶 《知止堂词录 》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 第 ５６３ 册
， 第 １０８ 页 。

③ 张惠言 《词选序》
，

《词话丛编 》
，
第 ２ 册

，
第 １ ６ １７ 页 。

④ 张炎 《词源 》 卷下 ， 《词话丛编》 ， 第 １ 册
， 第 ２５９

—

２６０ 页 。

⑤ 夏敬观 《呋庵词评 》 ， 《词学》 （第五辑 ）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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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自 得师 、 仕宦经历与周之琦的词学风貌

乃至音律 ，
也是张炎雅词观的固有 内涵 ，

更何况张炎词于
“

清空
”

中 内敛
“

沧桑录
”

， 并非
一

种
“

空

狂怀抱
”

或
“

欢喜痛快
”

。 关于音律 ， 张炎 《词源》 云
：

“

古之乐章 、 乐府 、 乐歌 、 乐曲 ， 皆 出于雅

正 。

”

而辛稼轩 、 刘改之
“

于 文章余暇 ，
戏弄笔墨 ，

为长短句之诗
”

的
“

豪气词 ， 非雅词也
”

。 张祥河

《心 日 斋十六家词录序》 云其平生
“

辨鬲指声 ，
心折红友

”

， 程恩泽称其词
“

声律精严
，
为词家第

一

”

①
，

周 氏 《心 日斋十六家词录》 不取苏 、 辛等名家词 ，
除了风格上的考虑

，
还有就是协音律的问题 。

可见 ， 周氏论词对前代的延续与吸收 ， 多 以反思为主 。 又如针对张炎
“

词要清空 ，
不要质实

”

的

说法 ， 周氏既云
“

但说清空恐未堪
”

，
又借推尊吴梦窗词辨析 了

“

质实说
”

。 周 氏 《心 日 斋十六家词

录》 选梦窗词 ４２ 首 ， 数量仅次于晏几道 ， 并特加 附语曰
：

“

梦窗词 自 张叔夏
‘

不成片断
’

之论出 ， 耳

食者群然和之 。 余谓梦窗格律之细 ，
方驾清真 ；

意境之超 ， 希踪石帚 ，
断非叔夏所能歧及 。

”

其论梦窗

又云 ：

“

月斧吴刚最上层
， 天机独茧 自 缫冰 。 世人耳食张春水 ，

七宝楼台见未曾 。

”

用吴刚月 宫伐树的

传说 ， 既与吴姓有关 ，
也是通过隐喻梦窗词的匠心独运 ， 质疑张炎的

“

七宝楼台
”

之说 。 宋代之后 ，

推尊梦窗者大多难以与张炎
“

质实
” “

七宝楼台
”

之讥决裂 ， 像晚清朱祖谋 、 况周颐等 自 诩梦窗知音

者 ， 也是以
“

密
” “

涩
”

来彰显梦窗词的质实之美 。 而周之琦则指出工琢句的梦窗词 ， 不仅是天机 自

化 ， 更有格律细 、 意境超的一面 ， 这就从立论前提上破解 了张炎拴在梦窗词上的枷锁 。

（
四

）
天籁与人工并举的审美理想

纳兰曾言
“

《花间 》 之词如古玉器 ，
贵重而不适用 ； 宋词适用而少贵重 ， 李后主兼而有之 ， 更饶

烟水迷离之致 故论者多视其
“

得南唐二主之遗
”

③
。 然而尽管对纳兰词有过研究的周之琦认为纳

兰小令
“

格高韵远 ， 极缠绵婉约之致
，

能使南唐坠绪绝而复续
”

；
但从词史上看 ，

“

重光 ， 天籁也 ，
恐

非人力所及
”

， 后来传李煜衣钵者 ，
除 了小 山

，
还有贺铸 ， 故云纳兰

“

第其 品格 ， 殆叔原 、 方 回之

亚
”

，
不堪

“

南唐李重光后身
”

之誉④ 。 如此推尊李煜
，
还有他 自诩的与李煜 同以七夕生的特殊因缘 。

因此 ， 他评李煜便多体验之语 ， 且尤重李爆后期那些涉及 国破 、 家难与情愁的词作 ：

“‘

玉楼瑶殿
’

枉

回头 ，

‘

天上人间
’

恨未休 。 不用流珠询旧谱 ，

‘
一

江春水
’

足千秋 。

”

所论意在告知读者 ， 李煜词乃

饱含生命体验的天成之作 ，
非模拟者之人力所能及。 除了李煜词 ， 秦观词也有天生香韵 ：

“

淮海风流旧

有名 ，
红梅香韵本天生 。 痴人不解陈无己 ， 黄九如何得抗衡 。

”

周氏 《喜迁莺
？ 红梅 》 词 自 注曰 ：

“

淮

海词如红梅作花 ，
能 以韵胜 。

”

识见若此 ， 故他批评陈师道
“

今代词手惟秦七 、 黄九
”

将秦 、 黄并称

之言
， 实为痴人说梦 。 除了批评

“

秦 、 黄
”

并称说 ， 其论王碧 山时又指 出
“

姜 、 史
” “

姜 、 张
”

并称

说
，
也只能是

“

饶人耳 目
”

。 在他看来 ， 当 以碧 山 、 白石并称为宜 ， 因 为 白石词乃
“

人间别有藐姑

仙
”

， 惟有
“

碧山才调剧翩翩 ， 风格鄱阳好并肩
”

。

清真等人能
“

宫调精研字字珠
”

， 贺铸 、 梦窗等人于雕琼镂玉 中 能 自 蕴机抒 ，
而李煜词的

“

天

籁
”

、 秦观词 的
“

天生
”

、 姜夔词的
“

藐姑仙
”

更具天纵之美 。 这种以 自然为贵而不弃人工的词学艺术

论 ，
还反映在他对词家才调的尊重上 。 如韦庄曾至临川寻求政治理想 ，

然草草收场 ， 于是周 氏论曰 ：

“

《浣花集》 写浣花笑 ， 消得孤篷
‘

听雨眠
’

。 顾曲临川还草草 ， 负他
‘

春水碧于天
’

。

”

感慨韦庄对人

生际遇的把握不及其才情的展示 。 与此相对的是 ， 史达祖平生未中第 ， 始任幕僚 ，

一

度为权 臣韩诧胄

堂吏
，
周氏评曰

：

“

长安索米漫唏嘘 ，
秘省 申呈不负渠 。 泉底织绡尘去眼 ， 当 时侍从较何如 ？

”

既认为

史氏能以侍从得到重用 ， 本不该叹息 ，
又认为史词有张镦 《梅溪词序 》 所说的

“

织绡 泉底 ， 去尘眼

中
”

之美 ， 更无需叹息 。 前者明显带有周氏身为
“

大吏
”

的规诫 口吻 ， 后者体现 出尊重艺术本位的批

① 李敏修辑录 ， 申 畅总校补 《中 州艺文录校补》 ，
中州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 ， 第 １５ 页。

② 纳兰性德 《渌水亭杂识》 卷四 ，
刘献廷等 《清代笔记丛刊》

，
齐鲁书社 ２〇〇 １ 年版 ， 第 １ 册

， 第 ４４ １ 页 。

③ 冯金伯 《词苑萃编 》 卷八引陈维搭语 ， 《词话丛编》 ， 第 ２ 册
，
第 １ ９ ３７ 页 。

④ 金梁外史 《饮水词 ． 识》 ，
张秉戌 《纳兰词笺注》 ，

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 第 ５２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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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原则 ， 实 已反映下文将分析 的周氏
“

将相兼才调
”

的艺术心理 。

至此 ， 周之琦论词在音律与词章 （ 托兴 ） 、 人工与天籁 、 才调与性灵两极之间 ， 既 以词体体制为

准的 ， 又以天纵之美为 旨归 ， 反映出他对词体特殊性 以及中 国艺术精神之正统的尊重 。 当然 ， 对
“

廉

而不刻
，
介而 自和

”

的周之琦而言 ， 说他论词具有消除宗派意识的倾向 ， 并非说他不曾受到某些派别

词学观点 的影响 ， 而是说与其从词派角度考察其于词史诸派的折 中 、 调和与包容 ，
不如说他更能彰显

出
一

种取舍调停之外
“

能卓然 自树者
”

？ 的独立品格 。

二 仕宦经历与政治情怀的主题呈现

词家围绕词体功能
一直争论不 但不断拓展词境成为词家为词之用心 的共同选择 。 简言之 ， 由

娱情功能 的空中语 、 伶工之词 ， 向抒情 、 言志功能的诗人之词 、 士大夫之词拓展 ， 直至将词体功能扩

展为足以反映人生全部的
一种文学样式 。 在这

一点上 ， 注重躬行实践 、 善 自得师的周之琦同样表现出

不俗的一面 。 其 《心 日斋词》 六卷四百余首 ，
亦如同时另一大吏词人陶梁一样 ，

“

举生平境遇 ， 自系

以词
”

②
。 《金梁梦月词》 二卷收嘉庆十七年 （

１ ８ １２
） 至道光元年 （

１ ８２ １
） 春居京为官及奉使太原时的

作品 ； 《怀梦词》 是道光九年 （
１８２９ ） 夏 、 秋悼亡妻沈氏之作 ； 《鸿雪词 》 二卷收道光二年至二十七年

（
１８２２
—

１８４７
） 外任及期间 回京述职时的作品 ； 《退庵词 》 是道光二十七年至咸丰十

一年 （
１ ８６ １

） 休官

终老家乡期间所作 。 文学是人学 ，

“

是人性和人情的学问 ，
是人生和心灵的学问

”？
。 在周氏的个体生

命中
， 仕宦经历及人生体验尤为突出 ， 其词学人生正如张祥河 《心 日 斋十六家词录序 》 所描绘的 ，

“

金梁外史 ， 海内词宗 ， 乌帽红萸 ，
玉簪罗带 ， 移舟画里 ， 就梦诗边 ， 含情在 中 ， 袅笔无际

”

。 兹撷取

数端 ， 从人与人 、 人与 自 然 、 人与 自 我及社会的关系 中窥探其词中仕宦人生的主题风貌 。

（

＿

） 仕宦酬应交游词的
“

宣南
”

情结及政治心态

周之琦为官 四十余年 ， 居京与外任几近各半 ， 其性耽风雅 ， 喜赋咏 ， 唱和交游甚浓 。 同治二年

（
１ ８６３

） ， 苏汝谦 《雪波词 自叙》 曾 回忆早年在周之琦幕中 ，

“

花朝月 夕 ，
时闻绪论 ，

稍识此中门径
”

，

感慨
“

军门清燕 ， 拓戟高歌 ， 承平风景 ， 何可复再？ 恨不得向梦月词人面质之也
”

④
。 当然 ， 仕宦者多

酬应 、 交游篇什的风气 ，
多为论者诟病 。 虽说这些词作也有纪事 、 写景及抒情言志的内容 ，

但从周之

琉词序中屡见
“

赋此代柬
” “

以代逋卷
”

等语来看 ， 酬应交游本就是他的填词动机 。 据考 ， 周 氏官场

酬应范围较广 ， 但主要还是 以同辈间的交游为主 。 个 中缘 由 ，
丁绍仪有过揭示 ：

词 家萃于 一榜 ， 莫盛于 嘉庆戊辰 （ １ ８０８Ｋ 如陶 凫 芗宗伯 、 周 稚圭 中 丞 、 刘 美初太史与 嘉兴钱星

湖给谏仪吉 、 阳湖赵树三比 部植庭 、 吴县董琴南观察国 华 、 钱塘屠琴坞太 守倬 ， 均有词稿刊行 。
⑤

丁氏所言 ，
可谓清末词坛甚为难得的景观 ，

上述人员也正是周之琦词 中最重要的交游对象 ， 本具有词

史意义 。 然更须注意 的是 ， 嘉庆戊辰榜进士不仅词家极多 ，
而且他们 中 的部分人还是宣南诗社前

身——消寒诗社的第二批重要发起者？ 。 这也是这个词人交游群相对稳固 的深层原 因 。 对此 ， 周之琦

于嘉庆十七年 （
１ ８ １２ ） 在 《瑞鹤仙 》 （ 素天分雁轸 ） 词序中记载甚详 ：

“

屠琴坞旧寓米市胡同双藤老

屋
， 诸同志时时觞咏其间 ，

距今三载矣 。
… …尔时同集者刘芙初 、 董琴南 、 朱勋梅 、 谢向亭 、 钱衍石 、

贺耦庚 、 琴坞及余为八人 ， 皆戊辰同年友也 。

”

周氏于京城居所 由琉璃街至珠巢街 ， 包括米市胡同 ， 凡

① 龙榆生 《中 国韵文史》
，
商务印书馆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２００ 页 。

② 丁绍仪 《听秋声馆词话》 卷一二 ， 《词话丛编 》 ， 第 ３ 册
， 第 ２ ７２２ 页 。

③ 陈文忠 《文学是人学 ， 文论即人论》 ，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２０ １２ 年第 １ 期 。

④ 苏汝谦 《雪波词》 ，
冯乾编校 《清词序跋汇编 》 ，

凤凰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３ 册
， 第 １ ４３ ２ 页 。

⑤ 《听秋声馆词话 》 卷
一七

， 《 词话丛编》 ， 第 ３册
， 第 ２７９２ 页 。

⑥ 按 ，
第
一

批是嘉庆七年 （
１ ８０２

） 同科进士陶澍等数人于嘉庆九年 （ １８ ０４ ） 冬组织的消寒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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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 自得师 、 仕宦经历与周之琦的词学风貌

四移均不离宣南区域 。 可以说 ，

“

宣南
”

已是他难 以忘怀的情感空间 。 同时 ， 对宣南人物交游的研究 ，

不能囿于他们在宣南的
一时

一

地。 从周氏词 中可 以看 出 ， 无论奉使外任还是 回京公干 ，
无论是相遇还

是信 函 ，
同样会有词作 ，

且往往因
一人而念及数人 ， 彰显着他们的集体情谊 。

在周 氏心 中 ，

“

宣南
”

有着家的温馨 ， 是精神 的栖居地 。 如道光九年 （
１８２９ ） 在杭州有感圣因寺

僧馈食 ， 填 《洞仙歌》 （ 斋厨食品 ） 云
“

宣南人好在 ， 绥款玫砧 ， 隽味频烦玉纤和
”

， 此
“

宣南人
”

即妻子沈氏 。 道光十三年 （
１ ８３３

） 重过粉坊琉璃街故居 ， 填 《满江红》 云 ：

“

屋角高槐 ， 闲问讯 、 宣

南坊陌 。 记此地
，
琴尊跌宕 ，

几年栖息 。 半刺相忘磨灭后 ，

一家正好团栾 日 。 任旁人 ， 错比子云居 ，

喧尘隔 。

”

由诸同志
“

琴尊跌宕
”

处 ，
到下班后的家居之所 ，

“

宣南
”

都是这些
“

半刺
”

（微官 ） 们 的

精神家园 。 其中洋溢着友朋 的浓情厚谊 ， 更凝聚着汉族士大夫的
一种集体性的政治情怀 ， 如 《临江

仙 》 （

一

架藤阴 留不得 ） 云
“

十载长安多胜侣 ， 频番酒绿灯红
”

， 《摸鱼子
？ 长至前夕 ，

偕芙初 、 琴南

饮衍石斋中偶述》 云
“

宣南坊里联吟处 ， 只有盍簪堪恋
”

等 。 而道光二十七年 （ １８４７ ） 词人休官抵开

封家 中 ， 填 《浣溪沙 》 （其十二 ）
云

“

十载宣南梦里家 。 珠巢弹指即天涯 。 可知宫树不栖鸦
”

，
更是融

家庭 、 身世 、 朝廷等多层意思于
“

宣南
”

这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中 。

当然 ，

“

宣南
”

情结只是彰显周 氏政治情怀的突出表现之
一

， 其友朋之情 、 同道之谊始终弥漫 于

周氏酬应 、 交游词 中 。 如他履职浙江按察使期间 ， 曾
“

偕董琴南 、 费新桥两同年泛舟西湖
”

，
面对

“

时琴南赴云南任 ， 新桥亦将人都
”

的宦游境遇 ，
填 《夜游宫 》 ， 落笔便以

“
一

棹停云乍合
”

统摄 同年

友相遇之不易 ， 继而 以
“

有约逋梅须共折
”

表明他们的 同道之志 ，
歇拍更云

“

指心期 ， 但相看 ， 湖上

月
”

， 借西湖之景抒写他们的坚贞情谊 ，
亦给人一种政治盟约情怀的联想 。 除了 这种友朋 间的正面交

往 ， 随着官职上升 ，
还有另

一种交游。 如道光十三年 （ １ ８３３ ） ， 周 氏从江西巡抚任上 回京 ， 填 《满江

红 ？

都中戏答人问 》 词 ， 首句云 ：

“

万古云霄 ，
问一羽 、 何人当得？

”

这显然是都中人借杜甫 《咏怀古

迹 》

“

三分割据纡筹策 ，
万古云霄一羽毛

”

称颂诸葛亮句 ， 向此时位列封疆的词人发问 。 对此 ， 词人既以

“

戏言
”

视之
，
又

“

戏答
”

之 ， 将此别有用心的严肃
一问 以诙谐方式化解 。 他

一方面说
“

但随分 ， 南州

承乏 ， 油幢画戟
”

， 虽居髙位 ，
但随遇而安

；
另一方面云

“

假节文从炎汉仿 ， 借緋句亦香山觅
”

， 借 白居

易 《行次夏口
， 先寄李大夫》

“

假着绯袍君莫笑 ， 恩深始得向忠州
”

诗句表达 自 己对皇恩的忠诚 ， 至歇拍

“

是虎贲 ，
还是蔡中郎 ， 君须识

”

， 将帝王身边精锐武士与东汉末惨遭诬陷而死的蔡邕进行对照 ， 对发问

者
“

反戈一击
”

。 此词虽属周氏词中的另类 ，
却更能彰显其在宦场交游中的谨慎性格及政治姿态 。

（
二

） 宦游纪程词的细腻风光与正统史观

周之琦 《子夜歌 》 （ 剡溪笑 ） 词序云 ：

“

自辛 已至丁未 （
１ ８２ １
—

１ ８４７ ） ， 舟车南北 ，
Ｂ寸有纪程之作 。

公牍余闲 ，
间亦弄笔 ， 积久渐多 ， 家居辑而存之 ， 命曰 《鸿雪词 》

。 廿七年宦迹 ，
聊资寻梦云 。

”

① 其

实 ， 除 《鸿雪词 》 外 ， 其他词集亦多有纪程之篇 。 周 氏 曾奉使太原 ， 外任四川 、 浙江 、 广西 、 江西 、

湖北等地 ， 无论在任所还是往返京师途中 ， 多 留有赏景览胜之词 ，
以 词纪程 已成为他的

一

种习惯 。 与

那些多抒写孤行 、 落魄 、 憔悴之感的宦游者略有不 同 ， 周 氏宦游赏景览胜的纪程词正如 《子夜歌》 所

说 ，

“

但相看 、 鸿爪余痕 ，
还是简书 ，

周道寸心堪证
”

， 他走的是周道 （官道 ） ， 乘
“

南船北马
”

，

一

路

上题赠不断 ，

“

山馆琴樽 ，
河桥风月 ， 那复伤萍梗

”

，
沉浸于对

“

岷葛吴莼 ，
蛮花郢雪

”

② 的赏玩感喟

之中 。 对此 ， 清末边保枢日 ：

“

细腻风光 ， 近惟 《金梁梦 月 词 》 中有此上乘 。

”

③ 杜文澜亦言 ：

“

浑融

深厚 ， 洵为盛世元音 。

”

④ 均能看出 ，
周氏宦游多升迁履职 ，

纪程词多写平和心态 。

① 周之琦 《退庵词》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第 ５４０ 册
， 第 １ ６ １ 页 。

② 岷
、 吴 、 蛮 、

郢
，
正好代表周 氏外任四 川 、 浙江 、 广西 、 湖北 四处 ，

足见其以词纪程的创作之思 。

③ 《箧中词 ■ 今集 》 卷三引边保枢语 ， 《清词
一

千首 》 ， 第 ２ ３７ 页 。

④ 《憩园词话》 卷二
，

《词话丛编 》 ， 第 ３ 册
， 第 ２８６５

—

２８６ 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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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景 ， 如 《好事近
■ 舆中杂书所见得四阕》 记述了嘉庆十八年 （

１８ １３
） 秋奉使太原期间 ， 由河北获

鹿 ，
经井陉 ， 过河北 、 山西省界的井陉故关 ， 登太行 山 ， 至南天门的过程 。 词人紧扣交通工具对观察视

角及文字书写的影响 ， 在运动 中抓住瞬间印象 ， 抒情伴着身行心动的节奏 ， 起承转合 ，
渐人佳境 。 首章

起笔 ， 写赴太行山之前奏 ：

“

杭苇岸才登 ，
行人乱峰层碧 。 十里平沙浅渚 ， 又渡头人立 。笋将摇梦上

轻舟 ， 舟尾浪花湿 。 恰好乌篷小小 ， 载
一

肩秋色。

”

先舟行 ， 后乘舆 ，
又乘舟 ， 由平坦之地行人群山之

中 ，
远眺则

“

乱峰层碧
”“

十里平沙
”

，
近观则

“

舟尾浪花湿
”

，
前后呼应 ，

于点染间烘托出行程所见之

山水秋色 。 次章由友人陈均画扇赠行题诗 自然
“

承接
”

人山 的感受 ， 继而诗意渲染过关后的奇异景致 ：

“

诗句夕 阳山
，
扇底故人曾说。 好是固关西去 ，

看万山红叶 。翠蛟潭上认题名 ，
屐齿为君折 。 蓦地藓

花浓处 ， 出
一

双胡蝶 。

”

上片想象
“

万山红叶
”

那开阔绚丽的太行秋色 ，
下片 由题扇中

“
一双蝴蝶

”

勾

勒那精致斑斓的太行图案 ， 虚实中见静动之妙 。 第三章
“

转向
”

山行的飘忽 、 空邈 、 艰辛与胆怯 ：

“

峻坂

怯肩舆 ， 引绠雨行犹弱 。 几 日牵船岸上 ， 只薄帆难着 。

一

声璧月 大堤头 ，
旧梦定谁托 ？ 何似春风天半 ，

挽秋千红索 ？

”

雨中乘肩舆登峻坂 ， 心情紧张 ，
无暇览景 ， 故此阕绘景少 ， 写心多 。 第四章为合笔 ， 写登

上山顶后的感受 ：

“

引手摘星辰 ，
云气扑衣如湿 。 前望翠屏无路 ，

忽天门中辟 。等闲鸡犬下方听 ， 人住

半山侧 。 行蹋千家檐宇 ， 看炊烟斜出 。

”

先举 目 ， 次前望 ， 后下视 ， 居高临下的兴奋之情尽在尺幅之中 。

览胜
，
如道光初年任四川盐茶道期 间所填 《永遇乐

．

成都武侯祠 》 云 ：

“

天设岩疆 ， 井蛙亡后 ，

形胜谁据 。 半壁经营 ，
两朝开济 。 再世生伊 吕 。 炎灵邈矣 ， 讴思未沫 ， 长诵大名千古 。 任辛毗 、 军 门

仗节 ， 笑他畏蜀如虎 。星芒骤落 ，
降笺草草 ， 拱手河山输与 。 邺下称尊

，
江东并列 ， 史笔吾无取 。

锦官城外 ， 云车风马 ， 想像翠华来处 。 凭君看 ， 荒陵咫尺 ， 尚留汉土 。

”

上片写诸葛亮生前在蜀期间的

功绩 ， 下片写其死后蜀地去留 以反衬诸葛亮 的地位 。 为了 彰显赋咏对象 ， 全词以对比 、 议论为法 ， 如

以割据益州 、 本有天设岩疆的公孙述这个井底蛙的破灭 ， 衬托诸葛亮的两朝开济之力 ；
以佐商汤的伊

尹 、 佐周武王的 吕 尚
，
赞誉诸葛亮 的辅佐之功

；

以蜀汉气运衰竭之象 ， 反衬诸葛亮的青史留 名 ； 以魏

将辛毗 、 司马懿等人的
“

怕
”

， 衬托诸葛亮的威名 ；
以诸葛亮之逝 ， 写蜀国之降 、 河山之失 ……

“

邺

下称尊 ，
江东并列 ， 史笔吾无取

”

， 表明 自 己 以蜀汉为正统的历史观
，
而所以称赞诸葛亮 ， 只因其心存

匡扶汉室之念——歇拍云武侯祠西侧有刘备惠陵 ， 便是
一个象征

！ 然誉诸葛亮之功 ， 云其
“

半壁经

营
”

； 写其去世 ，
以

“

星芒
”

为喻 ， 力透着谨严的学者之思 。 后来 ， 词人路经邺下 ，
填 《汉宫春》 （ 漳

水名都 ） 词讥讽曹魏 ， 亦从反面再次呼应他的正统历史观 。

（
三

）
哀生悯世词的

“

藏锋
”

与
“

露锋
＂

周之琦人仕后 ， 大学士曹振镛器之 ，

“

待以 国士
”

①
， 然毕竟身处嘉道衰世

， 游赏山川风物 、 沉湎

清尊画鼓中 ， 时有人生与社会之思 ， 并有前后之别 。 前期是其居官时期 ， 这部分词
“

浑融深厚 ， 语语

藏锋
”

②
，

“

蕉萃婉笃 ，
恤乎若有隐忧

”

③
，

一

“

藏
”
一

“

隐＇ 正可道出周 氏 以沉稳为主的仕宦心理 。

如嘉庆十八年 （
１８ １ ３

） 秋 ， 词人奉使太原 ， 便见识到嘉道官场风气之不正 ，
以及理想与现实冲突的人

生困惑 ， 并以内敛之笔写之 。 《踏莎行》 云 ：

劝客清 尊 ， 催诗 画鼓 ， 酒 痕不 管衣襟污 。 玉笙谁 与 唱 消魂 ？ 醉 中 只 想瞢腾去 。绮席 频邀 ，

高轩惯驻
，

闷 来却觅栖鸦语 。 城头 一角 晋 阳 山
， 怪他青到 无人处 。

京官奉使 ， 面对地方
“

绮席频邀 ， 高轩惯驻
”

的热情 、 频繁 、 周到 、 高规格的接待 ，
以及主人

“

劝
”

酒 、

“

催
”

诗 、

“

唱
”

曲的生活 ， 词人却以
“

醉中只想瞢腾去
” “

闷来却觅栖鸦语
”

回应 ， 揭示 了地方

官员 的醉态人生 ， 表达了 自 己克 己奉公的节操与襟怀 。 很显然 ， 此处乃是正话反说的藏笔 。 回京后 ，

① 《稚圭府君年谱 》 ， 《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
， 第 １３８ 册

， 第 １ ３６ 页 。

② 黄燮清 《 国朝词综续编 》 卷六 ， 《 四部备要 》 ，
上海中华书局 １ ９３６ 年版 ， 第 ９７ 册

， 第 ３７ 页 。

③ 蒋敦复 《芬陀利室词话》 卷
一

，
《词话丛编》 ， 第 ４ 册

， 第 ３６３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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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自 得师 、 仕宦经历与周之琦的词学风貌

词人在何凌汉 （字仙槎 ，
何绍基父 ） 前辈席上 ，

作 《尉迟杯》 （欢娱事 ） 词小结此次奉使的得失 ：

“

怜刀剪 、 并州蟏网长系
”

，
以并州刀受挫 自喻此次奉使经历 ， 影射太原官场的黑暗 ；

“

冷落花名 ， 人

谁识珠 ， 泪裹乌栏半纸
”

，
为身为乡试副考官 ， 致使

一

些 良才落第而 自 责 ；

“

但从他 、 试语初莺 ， 自 寻

墙外桃李
”

，
又 自 比初莺 ， 表达对未来事业的信心 。 词序云 ， 何凌汉对此词

“

大为击节
”

，
或许就是欣

赏周 氏作为
一名年轻官吏 ， 既内敛锋芒 ，

又展现 良吏的坦诚品格与事业追求 。

又如
， 与元代谢宗元名诗 《纸鸢》 借风筝寓托浩志高举不同 ， 周 氏 《好事近

？ 纸鸢 》 词云 ：

“

片

羽又青云
，
摇飓半天春色 。 莫羡儿童牵引 ，

怕东风无力 。微茫纤绠系虚空 ， 远影定谁识 ？ 偏是绿

杨烟外 ， 有流莺窥得 。

”

此词载于 《金梁梦月词 》 卷下 ， 据编次及词中景物时令 ， 约作于嘉庆二十五

年 （
１ ８２０

） 春在京师时 。 因此有人认为此词是周 氏以病乞归 ，
从官场

“

告退前的 内心写照
”

①
， 实为误

读 。 恰恰相反 ， 此词是在早年职位不断升迁这个
“

好事近
”

的境遇 中含蓄地寄兴
“

隐忧
”

之作 。 全词

象征笔法 ， 高空飘扬的风華表面上 自 由风光 ， 实质上身心桎梏 ， 满怀忧惧 ， 既怕东风无力托起 ， 又有

命悬
一线 、 不知归宿以及流莺冷眼窥伺的危机感 ，

确有
“

寄兴尤婉
”

的艺术魅力 。

不过 ， 自 以病乞休后 ， 因境遇变化 ，

“

藏锋
”

渐趋收起 ，

“

露锋
”

之笔增多 。 丁绍仪敏锐察之 ：

“

大吏经行处所 ，
即非所属 ， 亦必供张迎候 。

…… 然亦因人而施 ， 大抵视出处 ， 分轩轾 。

”

② 如周 氏 自

广西巡抚任上病归 ，
经衡阳 ， Ｐ且雪 ，

填 《倦寻芳》 词云 ：

“

倦雁稀迎前度客 ，
昏鸦冷寄谁家树 。

”“

念几

日 、 湘南 留滞 ，
窗膜栖烟 ， 灯暗吹絮 。

”

到了湖北这个他曾任巡抚之地 ， 于汉 口寄调 《蓦山溪 》 ，
上片尽

写上元热闹氛围 ，
而下片徒然一转 ：

“

刘郎重到 ， 往事休回首 。 冷落旧巢痕 ， 想依然 、 燕支红透 ， 桃花开

早
， 何处媚芳春 ，

迎过舫 、 送归鞍 ， 不及长亭柳 。

”

并 自 注曰 ：

“

再 日 渡江 ， 枉顾者武昌郡丞李君
一

人而

已 。

”

世态炎凉之感 ， 由此可见 。 经此门庭冷落的刺激 ， 加之晚年遭逢乱世 ，
笔者发现 《退庵词》 中屡用

“
一

”

字
，
以示其孤独冷落 、 形单影只的形象。 如 《退庵词》 前四首 《醉花间 》

“
一

叶扁舟初着岸
”

， 《好

事近》

“
一榻寄吟身 ， 燕子频窥帘隙

”

， 《
一萼红》

“

隔巷遥传 ，
迎门

一笑
，
还似闻苑初移

”

， 《子夜歌》

“

剡

溪笺 、

一编行记 ， 隹苒岁华重省
”

， 皆为明证。 再如 《浣溪沙》 （客有君房妙语言 ）

“

闷思陈事
一

悽然
”

、 《浣

溪沙》 （十载宣南梦里家）

“
一

榻沉吟淇上竹
”

、 《河传》 （黄鹤 ）

“

梦冷鸦啼后 ， 萍漂
一

叶＇皆十分典型 。

在近代史上 ，
周之琦在广西巡抚任上的履职 ， 屡遭论者讥讽 ，

章士钊甚至说他
“

连任五年 ，
以不

办贼闻
”

。 时逢金 田起义 ，
除了周 氏 ， 尚有前任巡抚梁章钜 、 后任郑祖琛 ，

均以风雅 自命 ，
致使章士钊

揶揄他们
“

殆无
一而非金田英雄之功 臣

”

③
。 历史的功过是非 ， 暂不评论 ， 但需要说明 的是 ，

“

合生平

之文笔 ， 罔不归乎正谊
” ④

，
关心社会民生也是正统封建官吏的普遍现象 。 这在周氏从广西巡抚任上退

后 ， 反而得到了强化 。 如咸丰五年 （
１８５５

） 初 ， 《声声慢 》 词序云
“

风雨通宵 ， 篱菊损败 ，
感叹成

咏
”

， 词云
“

梦远湘皋 ， 谁念楚些哀弹 ， 重阴望中未解
”

，
就是有感于金田起义全盛 、 清廷时局如风雨

损菊的背景 ， 抒写对曾国藩湘军的崇敬之情 ， 表达对阴霾中南方半壁江山 的担心 ， 至结句
“

松径里 ， 愿

香心同保岁寒
”

， 更是其政治态度的坚定表 白 。 同年二月 ， 韶关被 围愈急 ，
知州孙福谦请援于江西巡抚 ，

南康知县周汝筠亲带练勇 四千来援 ，
五月 五 日韶州 围解。 闻此消息 ， 周氏择调 《汉宫春》 ， 盛赞其子

“

汝

筠率孙辈频年督勇剿贼 ， 今以韶关解围 ， 均获迁秩 ， 感恩述事 ， 赋此寄筠
”

， 大书 自 己的欣喜之情 。

可见
， 周之琦以词记录生平境遇 ， 集中叙说仕宦经历与情怀 ， 亦具有将词 的功能扩展至文学本质

层面的意义 。

① 黄拔荆 《 中 国词史》 ，
福建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

下册
， 第 ４０２ 页 。

② 《听秋声馆词话 》 卷
一五

，
《词话丛编 》 ， 第 ３ 册

， 第 ２７７６ 页 。

③ 章士钊 《孙黄遗札密诠》
，

《章士钊全集》
，

文汇出版社 ２〇〇〇 年版 ， 第 ８ 卷
， 第 ３和 页 。

④ 宋翔凤 《双砚斋词钞序 》 ，
邓廷桢 《双砚斋词钞》

，
孙邦述辑 《双砚斋丛书 》 ，

民国十一年 （ １９２２ ） 家刻本 ，

第 ２ａ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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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遗产 ？ 二 ０—六年第二期

三 政治身份与
“

将相兼才调
”

的格调气度

名臣大吏治词 ， 为词史所常见 ， 然因性情 、 学问 、 境地及时势风会不同 ， 词学风貌亦各异 。 清代

咸丰年间
，
刑部侍郎祁恭恪曾言 ：

“

近 日词人如邓解筠 、 周稚圭 、 董琴南辈 ， 皆 以倚声擅名当代 。

”

①

不过 ， 同为抚臣的邓廷桢
“

才气韵度与周稚圭伯仲
”

， 然两人词趣迥异 ： 邓 氏亲历亲为近代中 国禁烟

运动等大事件 ， 激发了他以抚臣身份关心时事 的词心 ，
故而他填词能直面现实

，
以

“

三事大夫
”

之身
“

忧生念乱 ， 竟似新亭之泪 ，
可以觇世变也

”

（ 《 复堂 曰 记 》 ， 第 １４２ 页 ） ， 又能本着
“

我用我法
”

的创

作个性 ， 为词不涉绮语
，
多涉政治时事

，
且以东坡词清雅之风为 尚？ 。 与邓 氏相 比 ， 周之琦外任期间

虽有漂泊颠簸之累 ， 休官后有世态炎凉之感 ， 但整体上看 ， 生活平稳 ， 仕途顺畅
， 长时 间位列封疆 ，

因此即便哀生悯世 ， 亦多是在平和心态中抒写隐忧 。 可以说 ，

“

善 自 得师
”

的学词路径 ， 以及
“

能 自

抒所见
，
不稍依阿

”

的个性 ， 为周氏摆脱词学窠 臼赢得了机会
；
而其

“

廉而不刻 ， 介而 自和
”“

必须

躬行
”

的为人处世之道 ， 以及平稳的生平 阅历 、 境地 ， 又将其拉 回
“

行趋规步
”

的轨道上 。 周氏在

《匠成翘秀赋》 中论及成材用材之道时说 ：

“

是故惟材也 ， 循乎 尺度 ； 惟士也 ， 因乎遭遇。

”

③ 与此
一

致 ， 其词学亦呈现出一种既矛盾统一 ， 又以规范谨严为主要特征的艺术走 向 。

首先 ， 在词学主张上
，
倡导

“

托兴新
”

， 然仍以音律体制为规范 ， 将恪守音律视作其选词 、 论词 、

填词的共同标准 ， 如其所编 《晚香室词录 》 便
“

偶引万红友说以校律
”

（ 《词籍提要 》 ） 。 除了恪守音

律 ，
显示其沿袭传统的谨严艺术态度 ，

还有其填词亦是举生平境遇 自 系于词 ，
呈现出一种精细的姿态 ；

其学习填词
“

善 自得师
”

， 亦是其论词 、 填词善于继承的共同 门径 ； 再者 ， 历代学者或言其
“

短调学

温 、 李
，
长调学姜 、 史

”

④
， 短调

“

有花间风格 ， 下亦不失为小 山父子
”

， 长调
“

得清真家法 ， 下亦不

失为草窗
”

⑤
，

“

绮丽缜密 ， 直逼草窗
”

⑥
， 或言

“

唐人佳境 ， 寄托遥深 ， 珠玉 、 六
一

之遗音也
”

⑦
，

“

词

学元张翥 ， 托体甚高
” ⑧

， 无不是在强调周氏
“

非徒善创 ， 亦且善因
”

的辩证关系 。 不过 ， 笔者以为最

能揭橥周氏词谨严风貌的
，
当是程恩泽

“

稚圭词纯是起承转合 ， 竟可作词中八股
”

（ 《 中 州 艺 文录校

补》
， 第 １５ 页 ） 之论 。

对此美誉 ， 周 氏 自 己也
“

以为知言
”

⑨
，
只是民国 以后读者因对

“

八股
”
一词心存贬义 ， 多以为程

氏是在批评周词 ， 以致夏承煮还专门辩解云 ：

“

其实为词不可不讲起承转合 ， 近人学梦窗者 ，
正坐不讲

此 ， 并无新意境 。

”⑩ 事实亦如此 ，

“

为词不可不讲起承转合
”

， 周之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 。 这
一

特点或
见之于组词的布局 ， 像前文说过的 《好事近 ． 舆中杂书所见得 四阕 》 即是典型之例 。 或见之于某 阕 的

章法 ， 短调如 《好事近 ？ 纸鸯》

“

片羽
”

二句破题 ，

“

莫羡
”

二句承题 ，

“

微茫
”

二句 以设问方式转

折 ，

“

偏是
”

二句结题 。 长调如 《 扫花游
． 铁仁山总宪招游城西某 氏园 》 ，

“

粉垣
”

数句揭示赋咏对象
京西某氏 园 ， 是起 ；

“

翠笺
”

数句交代铁仁 山招游事 ， 是承 ；

“

兰锜
”

数句写某氏园 的沧桑变化
， 是

① 祁恭恪 《 月 波楼琴言 ？ 题辞》 ， 陈其锟 《月 波楼琴言 》 ， 《清词序跋汇编》 ， 第 ３ 册
， 第 １ ３０５ 页 。

② 杨柏岭 《邓廷桢的词学追求及其词的创作特点 》 ， 《文艺理论研究 》 ２０ １４ 年第 ５ 期 。

③ 《珠巢存课 》 卷上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
第 ５４０ 册

， 第 ４３７ 页 。

④ 谢章铤 《赌棋山庄词话 》 卷二 ， 《词话丛编 》 ， 第 ４ 册
，
第 ３３４０ 页 。

⑤ 《芬陀利室词话》 卷
一

， 《词话丛编 》 ， 第 ４册
， 第 ３６３ ９

—

３ ６４０ 页 。

⑥ 《 听秋声馆词话》 卷
一五

， 《词话丛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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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自 得师 、 仕宦经历与周之琦的词学风貌

转 ；

“

叹高楼
”

数句抒发人生苍凉之慨 ， 是合 。

当然 ， 周氏词的谨严除了严守格律 、 八股章法 ，
还体现在绮丽缜密的风格上 。

一

是择调多与主题

切合 ，
字面上易于联想 。 例如

，
赋春水用 《

一

剪梅 》 ； 绘绿 阴用 《绛都春 》 ； 赋车帷用 《绮罗香 》 ；
咏

灯花用 《丁香结》 ；
写都人夏 日卖冰用

《
玲球玉》 ；

记集贤院连雨用 《琐窗寒》 ； 述迁居珠巢街新居用

《喜迁莺 》 ， 等等 。 二是多用主谓句 ， 或以方位词笼罩情思 ，
以示藏锋笔法 。 如 《瑞鹤仙》 自首句

“

柳

丝征袂绾
”

， 经
“

铜街佩声远
” “

藤阴翠晚
” “

珠巢题字 ， 墨晕初干 ， 酒痕微泫
”

，
至歇拍

“

素襟漫

浣
”

， 均是主谓句 。 《蝶恋花 》 （ 门外垂杨千万缕 ） 虽模仿南宋李弥逊 《清平乐
？

春晚》 词 ， 但像
“

门

外
” “

文杏巢里
” “

紫箫声里
”

等句 ，
以及

“

住
” “

处
” “

暮
” “

赋
”

等韵位用字 ， 均将人物情思限定

在
一定的时空范围里 ， 明显带有周 氏的个性特色 。 三是多用对仗 、 对比手法 ， 强化严整气势 。 如 《阮

郎归》 上片
“

昨宵同赋冶春词 ，
芳襟暗共期 。 今朝却是送春时 ，

红螺懒更持
”

， 下片
“

来又恨 ， 去还

思
， 凄凉花

一

枝
”

， 昨宵与今朝 、 冶春与送春 、 芳襟与红螺 、 来与去 ， 均
一一相对 。

其次 ， 周之琦
“

性好倚声
”

， 窃 比李煜 ， 可见有词人词 心 的
一

面 ，
但他毕竟是

“

才人例具用世

略
” ①

，
且为宦数十年 ， 此词心中又不免染有簪绂气 。 于是 ，

一

方面 ，
郭则沄评周词

“

有烟水气 ，
不类

台阁 中人
”

②
； 但另

一

方面 ， 郑骞又说周词
“

稳而庸
” ③

， 讥刺他身为大吏 ，
却采取冷观人间苦难的创

作方式 。 王季友又将其与 同时期的龚 自珍进行比较 ，
认为 ：

“

退庵不及定庵 ， 因为定庵词不论其为儇薄

与否 ，
毕竟标出他 自 己的风格 ， 而周退庵则根本没有 自 我 。

”

④ 虽说郑 、 王所言均过于严苛 ，
但在

一

定

意义上 ， 确实道出 了周之琦仕宦经历及大吏政治身份对其词学的影响 。 从论词表现出 的消解宗派意识

的角度来说 ，
周氏作为非以词为业者 ， 能跳 出清代词学流派纷呈的门径桎梏 ，

以局外人身份思考 ；
作

为 中原人士 ，
秉承文化寻根之传统 ， 挣脱出清代词学流派 以南方为主的地域限制 ； 而其

“

门径渐宽
”

的论词 旨趣 ，
似乎也是其

“

不稍依阿
”

的人品 ，
以及避免

“

朋党
”

、 克己奉公的仕宦心理的
一

种反映 。

如果说其词论特点还只是仕宦经历的
一种折射 ， 那么他填词喜用

“

藏锋
”

， 尤擅
“

八股
”

章法 ，

以及以仕宦生涯为主要内容 ，
从酬应 、 纪程到抒写隐忧 ， 从不同侧面构筑了 由士子到大吏的情感世界 ，

便是他仕宦人生的
一种显在反映 。 需要说明 的是 ， 周氏 尚有悼念亡妻沈氏的 《怀梦词 》

一

卷 。 在此卷

中 ， 周氏将其与沈氏相识 、 沈氏病卒 、 安葬乃至亲人的怀念诸环节
一一叙说 ， 忆 旧情 ， 绘细节 ， 述现

况 ，
虽不乏词人对亡妻的深情厚谊 ，

但依旧遵循
“

举生平境遇 自 系于词
”

的创作路数 ， 以情感故事记

录着他的仕宦经历 ， 抒写他的人生感喟 。 于是 ， 光绪三年 （
１ ８７７ ） ，

吕耀斗在为沈昌宇 《泥雪堂词钞 》

所作跋中便说 ， 尽管
“

自古词章皆关比兴
”

， 然
“

性之至者体 自雅 ， 情之至者音 自余 ， 固不必寄托 ，

自有悠然缭然之思流于简外
”

，

“

近时周稚圭 《怀梦词》

一

册 ，
仿佛有此妙 旨

”

⑤
。 后来朱庸斋评周 氏

《思佳客》 （帕上新题间 旧题 ） 时 ， 亦针对谭献
“

唐人佳境 ， 寄托遥深
”

之评 ， 说
“

此实写恋情 ，
无

关寄托也
”

（ 《分春馆词话》 ， 第 ８４ 页 ） 。

再次 ， 百余年来 ， 论者几乎均在
“

将相兼才调
”

格局中评价周之琦词学 ， 其词学地位也呈现出 阶

段性的起伏变化 。 其居官时词作得到 的评价最高 ，
如叶 申芗 《金缕曲

？ 谢周稚圭抚军寄示词稿 》 云 ：

“

顾误周郎词坛帅 ，
忽一编 、 远惠珠盈纸 。 盥薇读 ，

握兰比 。

”

以知音周瑜喻之 ， 称其为词坛帅才 ，
坦

言 自 己的虔诚膜拜之意 ；

“

在桂林 ，
侧闻大中丞稚圭先生绪论及词学

”

⑥ 的张祥河 ，
后来在 《心 日 斋十

六家词录序 》 中称其为
“

海 内词综
”

， 视为
“

公今美成
”

，
而

“

余惨叔夏
”

；
李慈铭认为 《怀梦词 》

① 钱大昕 《潜研堂集 ？ 诗集》 卷七 《送周稚圭同年观察粤西》 ， 商务印书馆 １９ ３６ 年版 ，
第 １ １５ 页 。

② 郭则沄著 ，
屈兴 国点校 《清词玉屑 》 卷一〇 ，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 １ ４ 年版 ，
下册

， 第 ３ ８５ 页 。

③ 郑骞 《成府谈词 》 ，
《词学 》 （第十辑 ） ，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 。

④ 王季友 《芝园词话》 ， 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１９ ７９ 年版 ， 第 ９９ 页 。

⑤ 吕耀斗 《泥雪堂词钞跋》
，
《清词序跋汇编》 ， 第 ３ 册

， 第 １６４４ 页 。

⑥ 张祥河 《饮水集序》
， 《纳兰词笺注 》 ， 第 ４ １８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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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凄丽妍约 ， 情不 自胜 ，
令人诵之回肠结气 ，

几欲掩过纳 兰容若
”

， 感慨
“

昔人谓 《饮水词 》 过于哀

抑 ， 决其不寿 ； 若中丞者 ， 富贵寿考 ，
又将何说耶

”

①
； 至程恩泽 《题周稚圭前辈金梁梦月 词八首 》

（其
一

） 云
“

绿酒初尝元献醉 ， 月 华如练范公吟 。 由来将相兼才调 ，
不是吴儿木石心

”

， 在
“

将相兼才

调
”

的定位中 ，
誉其可比宋代名 臣词家晏殊 、 范仲淹 。

此后
，
论者对周 氏的评点便多在

“

将相兼才调
”

的格局 中展开 。 当然 ， 好评仍然存在
，
如早年

“

犹得于楚幕中望见颜色
”

？ 的杜文澜 ， 于光绪六年 （
１８８０

） 仍称周 氏
“

为词坛名手 ， 纳兰侍卫成容

若之后 ，
推为第

一

人
”

，
自清代以来

，

“

独中丞细意探讨
，
按节谐声

，
不失半黍

，
海内知音者悉宗之

”

，

《心 日斋十六家词录 》 亦
“

抉择至精 ，
附有手批 ， 籍知功力深厚

”

③
。 此外 ， 像前文已说的谭献 、 朱祖

谋 、 朱庸斋 、 严迪昌等人 ，
也给予周氏

一

定的美誉 ， 不过已不像之前那样极力推尊 、 几难见微词
，
而是

逐渐跳出 以
“

将相
”

凌驾
“

才调
”

之上的评价态度
，
多 了几分辩证眼光 。 其中 ， 周氏 的将相身份仍在发

挥作用 ， 只是逐渐向负面倾斜 。 这种变化 自周氏休官便已开始 ，
如孙麟趾于道光年间编 《 国朝七家词选》

时将周词列人其中 ， 于咸丰初年编 《嘉庆以来绝妙近词》 时仍加 以肯定 ， 但在认识上已有细微变化 ：

“

近

读陈心泉司马词 ， 韵致秀逸 ，
意随笔转 ， 与中丞分道扬镳 。

”

④ 同治六年 （ １ ８６７ ） ， 曾 国藩称晚辈赵烈文
“

词殆独步 ， 虽名家如周稚圭等 ，
胡能与足下抗

”

⑤
， 已 明显质疑周 氏的词坛盛名 。 之后王鹏运

“

尝谓

嘉道以来词人 ， 周稚圭似竹坨 ，
蒋鹿潭似伽陵 ， 而莲生则近容若

”

， 认为
“

较浙人之专标饮水 、 忆云

为一代词宗者 ，
似为平允

”

⑥
。 左绍佐延续此说 ， 称

“

嘉道后 ，
周稚圭与此两集 （按 ： 蒋鹿潭 、 项鸿祚

词集 ） ， 可云鼎足
”

⑦
， 但并未把握半塘 旨归 。 因为半塘曾对项鸿祚 、 周之琦进行比较 ， 认为 ：

“

莲生称

词之时 ，
正周稚圭中丞提刑两浙 ， 同时同调 ，

特以仕 、 商异路 ， 绝无往还 ， 其品甚高 。 此事固关襟抱 ，

何往不然 。

”

⑧ 经商的项鸿祚词品高于身为大吏的周之琦 ， 其潜台词不言 自 明 。 至吴梅云 ， 因周 氏
“

社课

特多＇即此才调而论 ，

“

已不如水云矣 ＇
“

且悼亡诸作 ， 专录一卷 ， 虽元相才多 ， 未免士衡辞费
”

⑨
。

当然 ， 这么说 ， 并非否定周之琦对词史的贡献 。 在一定意义上说
， 周 氏确实是近代词风转变 中能

自述己见的代表人物之
一

。 朱庸斋云 ：

“

乾嘉年间 ， 浙西派与常州派迭兴
，
角持

一

代词坛 ，
独周之琦

一

人 ， 能截断众流 ， 巍然 自立 ， 斯亦难能可贵矣 。

”

（ 《分春馆词话 》 ， 第 ８４ 页 ） 本文认为 ， 周 氏 《晚香

室词录》 《心 日斋十六家词录 》 着眼于令曲 、 长调各 自优胜 ， 精选佳作 ， 实为词选
一

派 ； 其论词绝句

以诗歌论词 ， 且于浙 、 常诸派之外 ， 独抒所见 ， 当为近代词坛有创见者
； 其纪程之作 ， 融宦迹人词

，

对近代士人社会心理有认识意义 ， 亦有开拓词境之功
；
身为中州人士 ， 善 自得师 ， 而无门户之见 ， 可

接中原之统 ， 平生仕宦蜀 、 浙 、 鄂 、 桂等地 ， 提倡风雅 ， 对近代地域词学的发展亦为有功之人 。

［ 作者简介 ］ 杨柏岭 ， 安徽师 范大 学 中 国诗 学研究 中心教授 。 出版过专著 《 龚 自 珍词笺说》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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