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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
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

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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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敦儒在南渡前是东都名士，一边过着裘马轻狂

的浪子生活，一边又过着寻山问水的隐士生涯。当时

即有词名，是“洛阳八骏”的“词俊”之一。南渡以后词
名更显，宋人黄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称其“博
物恰闻，东都名士，南渡初以词章擅名”。[1](1300)他的

词也为后人喜爱和仿效，被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
体”，可见其词是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的。他词所
表现的内容和风格，如王鹏运所言：“希真词于名理禅
机均有悟入，而忧时念乱，忠愤之致，触感而生。拟

之于诗，前似乐天，后似陆务观。”(《四印斋本樵歌
识》)[1](1299)名理禅机的悟入，而使其词的内容和风格

上，皆如乐天之诗，而时代的变乱，无路请缨的苦恼，

又使得其词颇有几份陆游爱国诗的闲愤激昂。朱敦儒

的词被认为是南北宋词风转变的一个标本，是从苏到

辛的过渡性人物，忧时念乱的忠愤之作是时代风会所

致，朱敦儒的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特色。

但这不是他最具特色的地方，其实无论说他似白居易

还是陆游，其间的中介是苏轼的词。笔者认为，朱敦

儒的词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最后以白居易为旨归，

形成了他“希真体”①的风格特征。 
 

一、似苏更似白——“希真体”的内涵 
 

(一) 似苏 
朱敦儒的父亲朱勃与苏轼有过交游，据《东坡志

林》卷四载：“与朱勃逊之会议于颖，或言洛人善接花，
岁出新枝，而菊品尤多。逊之曰：‘菊当以黄为贵，余
可鄙也。’昔叔向闻鬷蔑一言，得其为一，予于逊之亦

云然。”[2](89)可见朱勃是个品性高洁的士大夫，并以此

得到苏东坡的知赏。这为朱敦儒接受东坡的词风提供

了可能。朱敦儒本人是一个有着“经世之才”而又“志行
高洁”的文人，他有着兼济天下的大志，如他的少作《赋
古镜》中言道:“欲将天下照，万象总分明。”[3](534)就透

露了他的这种志向，但是他对于宋徽宗统治时期的黑

暗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宁愿保持自身的人格独立也

不愿屈身以汲汲于富贵。他“不为科举之文，放浪江湖
间”，也不接受朝廷的征诏，过着“麋鹿之性,自乐旷闲,
爵禄非所愿也”的生活。[4](13141)他在那首北宋“最脍炙
人口”的词作：“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
曾批给露支风敕，累奏流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

几曾着眼看侯王? 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
阳。”以清都山水郎自许，透露出傲视权势利禄的不羁
与狂放，颇有几分谪仙李白的风韵。然而在这宣言式

的词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坚持自我，“不肯随人
独自行”的桀骜的文人形象。这与苏轼在党争当中不肯
随人以取富贵通达，[5](1655−1656)即使是经历了贬谪的磨

难，面对新恩降临之时“旧学终难改”的自我坚持的人
生态度是有相似之处的。再如朱敦儒的《卜算子》“古
涧一枝梅，免被园林锁。路远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

趓。幽思有谁知，托契都难可。独自风流独自香，明

月来寻我。”这词中所写的幽栖古涧，远离尘俗的梅花，
正可看作是朱敦儒自我的象征。“独自风流独自香”正
是对自己独立人格的肯定。这种用物来表达自己高洁

的志趣的写法，在朱敦儒的词作中不占少数。如“不下
山来不出溪，待守刘郎老”的桃(《卜算子》)，“千林
无伴，淡然独傲霜雪”的梅(《念奴娇》)，“轻风冷露
夜深时，独自个凌波直上”的荷(《鹊桥仙》) ；“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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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芳零落后，独殿东篱”的菊(《浪淘沙》)；“不共红
尘结怨”的雁(《桃源忆故人》)等等。看到这些物象所
表现出来的幽独的情怀、高洁的品性，我们不能不想

起苏轼的“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的梅花
(《西江月》)，“拣尽寒枝不肯栖”的雁(《卜算子》)，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的石榴(《贺新郎》)等。
正是这种主体情怀的一致性，使朱敦儒与苏轼若合一

契，在创作方法与风格上体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苏轼被人目为“坡仙”，其所作歌词也多体现超尘

脱俗的一面，胡寅《酒边集序》说他的词“使人登高望
远，举首浩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6](117)

陆游说他的词“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6](30)黄庭坚

说他卜算子词“语意高妙，似非吃人间烟食人语。”[6](29)

刘熙载“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7](3691)他自己也对这

种超脱凡世的风度颇为自得。袁绹歌其中秋词水调歌

头，他为之起舞，且说“此便是神仙矣。”[8](3079)无独有

偶，在宋代词人当中，能被人目为具有神仙风致的还

有朱敦儒。黄异《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一称朱敦儒“天
资旷达，有神仙风致” [1](1300)，这个评语多为后人所认

同。主体超尘脱俗的情怀，高洁的意志，渗透到词的

创作当中，便形成了“清气自不可没”艺术境界。当然，
此类作品中，与苏轼词风极为相近的是那追求意境空

阔放逸的作品，如他的那首《念奴娇》： 
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照我藤床凉

似水，飞入瑶台琼阙。雾冷笙箫，风轻环佩，玉锁无

人掣。闲云收尽，海光天影相接。    谁信有药长生，

素娥新炼就、飞霜凝雪。打碎珊瑚，争似看、仙桂扶

疏横绝。洗尽凡心，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明朝尘

世，记取休向人说。 

此词显然受到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
影响，都是将自己超越到清冷的月宫世界，并使自己

的心胸得到净化。苏轼“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虽有超尘脱俗之高洁情怀，也有眷恋现实的执著。朱

敦儒词的结尾“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也是未忘
怀现实的表现。胡仔说《苕溪渔隐丛话》谓这两句“全
无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气索然矣。”[6](175)这

是朱敦儒学苏而未臻化境的地方，著此两句反而显得

有画蛇添足之嫌，此其才力所限，我们也不可强求。

就整篇来说，上片写明月升上中天海光天影相接的景

色，下片写月色沁人、涤人心胸的情怀，再加上富于

想象力的描写，确为一篇佳作。赵世佳评曰：“月中佳
境，被希真一笔描出，读之令人神□目爽。”[1](1306)所

论甚是。 
再看他“飘飘有出尘想，读之令人意境悠然”的渔

父词： 
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青笠，惯

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丝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

一色，看孤鸿明灭。 

短棹钓船轻，江上晚烟笼碧。塞雁海鸥分路，占

江天秋色。锦鳞拨刺满篮鱼，取酒价相敌。风顺片帆

归去，有何人留得。 
前一首陈廷焯评曰：“真高，真雅，真正乐境，不

足为外人道。”后一首评曰：“啸吟疏狂真神仙中   
人”。 [1](1321)清绝的景色与主体心灵的力图摆脱世俗羁

绊的尘外之思恰到好处地融为一体，形成澄澈空灵的

境界，是他渔父词的特色。朱敦儒被投降派的政敌排

挤出朝廷，在嘉禾过着隐居的生活，带着无奈的心情，

离开红尘俗世，过着醒醉无时的烟波钓徒式的生活，

试图以此来忘怀现实。陈廷焯说他结句“有何人留得”，
“譬彼清流之中，杂以微尘。”[7](3790)这“有何人留得”，
正是词人不能忘怀现实的反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说他“文武全才”，《宋史》

说他“深达治体”，都说明他是一个堪以大用的人才，
然而无论是北宋末年的腐朽的黑暗统治，还是南渡之

后欲有所作为又不能作为的现实环境，使得他理想与

现实产生巨大的落差，他的游仙词正是这种思想的反

映。如果说靖康中不愿为学官，推辞还山还带有邀名

的意味，那么饱经乱离之痛的朱敦儒，是真正想有所

作为的。绍兴五年应召到了临安的朱敦儒得到宋高宗

的接见，“命对便殿，议论明畅，赐进士出身，任秘书
省正字，”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官宦生涯。然而苟安于
半壁江山，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的南宋小朝廷，无意于

北伐，将主战的大臣逐一逐出朝廷，过起了“直把杭州
作汴州”的醉生梦死的生活。作为“赵鼎之心友”，又“与
李光交通”的朱敦儒是难以有所作为的，终于在绍兴十
六年被罢官。[4](13141)他的求仙词大部分作于这一时期，

表现的是他为政之梦幻灭之后而又找不到解脱之路的

苦闷。如他的词《苏武慢》“枕海山横”写得如刘郎遇
到仙女但却暗伤怀抱，他的衷心是要“除奉天威，扫平
狂虏，整顿乾坤都了。”然后才“共赤松携手，重骑明
月，再游蓬岛。”再如《木兰花慢》：“折芙蓉弄水，
动玉佩、起秋风。正柳外闲云，溪头澹月，映带疏钟。

人间厌谪堕久，恨霓旌未返碧楼空。且与时人度日，

自怜怀抱谁同。当时种玉五云东。露冷夜耕龙。念瑞

草成畦，琼蔬未采，尘染衰容。谁知素心未已，望清

都绛阙有无中。寂寞归来隐几，梦听帝乐冲融。”他以
谪居人间的神仙自居，感叹久堕人间，欲回天庭却又

无路可通，“且与时人度日，自怜怀抱谁同”，而在现
实人间却是无人理解的孤独。他的怀抱正如他在另一

首词中所写到的“奇谋报国，可怜无用，尘昏白羽”。
现实中的理想不能实现，清都绛阙的仙境又是那么渺

茫，只有梦听帝乐冲融中，独自寂寞，暗伤怀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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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酒壶空，歌扇去。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芳草
连天云薄暮。故国山河，一阵黄梅雨。  有奇才，无
用处。壮节飘零，受尽人间苦。欲指虚无问征路。回

首风云，未忍辞明主。”词人无意于酒宴歌席，独自凭
栏，所见皆是故国山河无法收复的伤心往事。自己虽

有奇才却无用处，落得壮节漂零，受尽人间之苦，于

是想从仙境求得解脱，末句“回首风云，未忍辞明主。”
可是对这现实却并未完全的失望，对人世之明主尚还

抱有希望。这与苏轼在词中所表现的“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既想超脱人世，又执着
于人世的矛盾心情有声气相通之处。 

(二) 似白 
在朱敦儒的作品中，也存在相当一部分类似于白

居易的作品，而且大部分都是晚年隐居嘉禾时所作。

我们先看下面一首词： 
世事短如春梦 ，人情薄似秋云 。不须计较苦劳

心。万事原来有命。幸遇三杯酒好，况逢一朵花新。

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未定。(《西江月》) 

吴从先《草堂诗余隽》评曰：“上有居易俟命之识
见，下无行险侥幸之心情。”又说：“此乐天知命之言，
可为昏夜乞哀以求富贵利达者戒。”[1](1324)可见在朱敦

儒的词里确实包含着白居易诗的某些内容。如果将樵

歌里的词与白居易的诗作一比较，便可发现，至少包

含着下面两个方面相同的内容：一是思想上取白居易

闲适诗中所体现出来的适性逍遥、知足保和、委任顺

化的人生态度；二是在风格上与白居易的浅近通俗的

诗风相近。 
其一是适性逍遥的一面。“闲”是白居易闲适类诗

歌经常形之歌咏的一个主题，如他的诗作当中仅在题

目上出现“闲”字的就七十余首。我们且看他一首以《闲
乐》为题的诗：“坐安卧稳舆平肩，倚杖披衫绕四边。
空腹三杯卯后酒，曲肱一觉醉中眼。更无忙苦吟闲乐，

恐是人间自在天。”又如他的《食饱》诗：“食饱拂枕
卧，睡足起闲吟。浅酌一杯酒，缓弹数弄琴。”又如《答
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泥泉乐者鱼，云路游
者鸾。勿言云泥异，同在逍遥间。”白居易所谓的闲乐
者，实际上是一种适性的生活方式，想出游时乘蓝舆

平稳妥贴，不想出去也可拄杖披衫绕池闲行。喝上三

杯酒，曲肱睡上一觉，没想俗事烦心，无拘无束，逍

遥自在，便是人间自在天了。正如他在《序洛诗》所

说的：“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
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致耶？盖亦发

于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以家

给身闲，文之以觞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此而不

适，何往而适哉？”[9](3757−3758) 

朱敦儒的词有许多对闲适生活的咏叹，我们试举

几例，如：“清平世，闲人自在，乘兴访溪山”(《满庭
芳》)、“怎似我、心闲便清凉，无南北”(《满江红》)、
“爱静窗明几，焚香宴坐，闲调绿绮，默诵黄庭”(《沁
园春》)、“谁闲如老子，不肯作神仙”(《临江仙》)、“谢
天教我老来闲”(《鹧鸪天》)、“我不是神仙，不会练
丹烧药。只是爱闲耽酒，畏浮名拘缚”(《好事近》)、
“身退心闲，剩向人间活几年”(《减字木兰花》)、“有
何不可。依旧一枚闲底我”(《减字木兰花》)、“身闲
更觉身轻”(《清平乐》)、“年年闲梦垂垂了。且喜松
风吹不倒”(《西湖曲》)、“我是升平闲客，醉何妨”(《相
见欢》)。身闲是身心能够得以安乐自适的基础，有闲
才能适。那么在闲中如何去享受他的适性的生活呢？

他要么是“闲人自在，乘兴访溪山”(《满庭芳》)，如“拖
条竹杖家家酒，上个篮舆处处山”(《临江仙》)、“渔
竿，要老伴，浮江载酒，舣棹观澜”(《满庭芳》)；要
么是酒中取乐、饥餐困睡，如：“随分饥餐困睡，浑忘
了、秋热春”(《满庭芳》)、“两顿家餐三觉睡。闭着
门儿，不管人间事”(《苏幕遮》)、“饭饱茶香。瞌睡
之时便上床”(《减字木兰花》)、“蟹肥一个可称 ，酒
美三杯真合道”(《西湖曲》)；要么是追求无拘无束的
生活，逍遥自在，如：“只是爱闲耽酒，畏浮名拘缚”(《好
事近》)、“风顺片帆归去，有何人留得”(《好事近》)、
“红尘今古转船头，鸥鹭已陈迹。不受世间拘束，任东
西南北”(《好事近》)等等。其实这些思想和生活方式
都是白居易的翻版。 
其次是知足保和的一面。白居易曾对他的闲适诗

作过解释，他说：“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
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9](2795) “知足保和”
的思想体现在许多方面，我们这里取与朱敦儒词有关

的略作分析。白居易在他的《吟四虽》诗中说：“省躬
审分何侥幸, 值酒逢歌且欢喜。忘荣知足委天和, 亦应
得尽生生理。”自足是为了使身心得到平和，自足的目
的是要保身，因为人“只有一身宜爱护，少教冰炭逼心
神”(《读道德经》)，这样的话才可以做到“庶几无夭
阏，得以终天年”(《自宾客迁太子少傅分司》)。这种
思想的变化可举他对待老的态度来作说明。如果我们

检阅他的诗作，便可发现在他的感伤诗中叹老嗟时之

作随处可见。但与感伤诗中的叹老不同的是，白居易

的闲适诗对老的态度，不再是见白发而惊心，而是采

取一种喜老的态度。如他的《喜老自嘲》：“行开第八
秩，可谓尽天年。”《把酒》诗中有“勿忧渐衰老，且
喜加年纪”。知足保和的思想还表现在知止早退，看透
名利。如他《遣怀》诗中说“寓心身体中, 寓性方寸内。
此身是外物, 何必苦忧爱。况有假饰者, 华簪及高盖。
此又疏于身,复在外物外。操之多惴栗, 失之又悲悔。
乃知名与器, 得丧俱为害。”把名利比作是身外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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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身惴栗不安，失去了又悲悔，得失俱有害。在《闲

坐看书贻诸少年》一诗中，又把它说成是“名为锢身
锁”“利是焚身火”。 
在朱敦儒词中，也常表现出对自家身的重视，如

“世间谁是百年人。个中须著眼，认取自家身”(《临江
仙》)、“都为自家，胸中无事。风景争来趁游戏。称
心如意。剩活人间几岁”(《感皇恩》)、“古人漫尔说
西东，何以自家识取、卖油翁”(《凤蝶令》)。朱敦儒
对待老的态度与白居易也甚为相似，如：“今年生日，
庆一百省岁。喜趁烧灯作欢会。⋯⋯且落魄、装个老

人星，共野叟行歌，太平盛世。”(《洞仙歌》)、 “白
日明朝依旧在，黄花非晚是重阳。不用苦思量。”(《望
江南》)、“好笑山翁年纪。不觉七十有四。”(《如梦
令》)、“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水
龙吟》)等等。 
朱敦儒的许多词，常透露出一股看穿的思想，用

词表达这种思想当然不是朱敦儒首开其端，如范仲淹、

柳永、苏轼的词都表达过类似的思想。无论是范仲淹

还是白居易等人，这种思想的源头则是直接来自中唐

白居易等人。这类词，如上面所举的《西江月》就是

个很好的例子，词中的句子如“世事短如春梦 ，人情
薄似秋云”、“幸遇三杯酒好”皆与白居易的“来如春梦
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花非花》)、“值酒逢歌
且欢喜”(《吟四虽》)、“空腹三杯卯后”(《闲乐》)有
直接的关联。再如：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

且喜无拘无碍。青史几番春梦，黄泉多少奇才。不须

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西江月》) 

黄升说它“辞浅意深，可以警世之役役于非望之福
者”。词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表达对世情看淡，及时享乐
的思想。青史上留名的不过是一场春梦，奇才也不免

要同赴黄泉，所以对花酌酒，无拘无碍，才是当下最

须珍惜的生活。所以朱敦儒最爱在词中用 “虚空”两
字，如“依旧多情。搂着虚空睡到明”(《减字木兰花》)、
“虚空无碍。你自痴迷不自在”(《减字木兰花》)、“信
取虚空无一物，个中著甚商量”(《鹊桥仙》)等，只有
将过去的、将来的一切打破，才能重新建立他的新的

价值体系，才能让自己真正地领取“而今现在”，也就
是他所谓的“一齐都打碎，放出大圆光”(《鹊桥仙》)。
再看他的《念奴娇》词 ： 
老来可喜，是历遍人间，谙知物外。看透虚空，

将恨海愁山，一时挼碎。免被花迷，不为酒困，到处

惺惺地。饱来觅睡，睡起逢场作戏。休说古往今来，

乃翁心里，没许多般事。也不蕲仙不佞佛，不学栖栖

孔子。懒共贤争，从教他笑，如此只如此。杂剧打了，

戏衫脱与呆底。 

白居易说 “荣枯忧喜与彭殇，都似人间戏一
场”(《老病相仍以诗自解》)，朱敦儒也说“睡起逢场
作戏。白居易说“吾学空门非学仙”(《答客说》)，朱
敦儒比他更进一步，他把学仙、孔子、佛门都给否定

了，他只觉得这世间就如同做戏，现在看透了，戏也

懒得做了，把那戏衫留给那些呆子，这样心里也就没

有许多事了，所剩下的是什么呢：“是非爱恶销停尽，
唯寄空身在人间”(白居易《闲居》)，和白居易一样，
没有是非心爱憎之心，也就不必去争什么贤愚了，也

就是个无世小神仙了，而这又是靠委顺任化得来的。

这就是下面要谈的第三个方面的内容。 
所谓的委任顺化，也就是不强求，听从自然规律

和命运的安排。白居易说：“自从委顺任浮沉，渐学年
多功用深。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咏
怀》)他的这种思想又是来自陶渊明：“应须学取陶彭
泽，但委心形任去留”(《足疾》)，来自庄子：“赋命
有厚薄，委心任穷通。通当为大鹏, 举翅摩苍穹；穷
则为鹪鹩，一枝足自容。苟知此道者，身穷心不穷”(《我
身》)。通达时为大鹏，穷困时为鹪鹩，如果深明此理
便能做到身穷心不穷，不必戚戚于得失而深得自适之

乐。 
我们再看朱敦儒的词。如《满庭芳》： 
鹏海风波，鹤巢云水，梦残身寄尘寰。老来穷健，

无闷也无欢。随分饥餐困睡，浑忘了、秋热春寒。清

平世，闲人自在，乘兴访溪山。  渔竿。要老伴，浮

江载酒，舣棹观澜。倩轻鸥假道，白鹭随轩。直到垂

虹亭上，惊怪我、却做仙官。中秋月，披襟四顾，不

似在人间。 

起首三句，化用庄子《逍遥游》里的句子，与上

面所引白居易的诗《我身》的诗意相同，亦“身穷心不
穷”之意，是委任顺化的结果。正因如此，方能“老来
穷健，无闷也无欢”。以下写他随缘自适的生活，饥餐
困睡，忘却秋热春寒，闲适自在，访溪山，观江澜，

难怪有人见到以为是仙官。再看《桃源忆故人》： 
谁能留得朱颜信。枉了百般辛苦。争似萧然无虑。

任运随缘去。  人人放着逍遥路，只怕君心不悟。弹

指百年今古。有甚成亏处。 

只要能悟到任运随缘这一层道理，也就萧然无虑，

人人都有逍遥路了，也就不必为朱颜衰老、百般辛苦

而忧虑，无所谓成亏了。 
内容的变化相应形式风格的变化，在朱敦儒的后

期隐逸词中，表现为语言的浅显，风格的通俗平谈。

这一点，又为很多论者所重视，如黄升说它“辞浅意
深”，王鹏运说它“似乐天”都是这个意思。当然也有人
说他的词风像储光曦、像陶潜或邵雍，如“朱希真词品
高洁，妍思幽窅，殆类储光羲诗体。读其词，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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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张德瀛《词徵》)[1](1301)而胡适则更把它比作

邵雍和陶潜，胡适校《樵歌》附《朱敦儒小传》说：“词
中之有《樵歌》，很像诗中之有《击壤集》(邵雍的诗
集)，但以文学价值而论，朱敦儒远胜邵雍了。将他比
陶潜，或更确切吧。”[1](1301)这些都是指他的词风浅显，

通俗如白话而言。但总的从内容与风格的一致上看，

还是更像白居易。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举例分析。 
 

二、诗化与隐逸精神——朱敦儒词风 
转变的成因及意义 

 
应该说上面所分析的朱敦儒词从似苏到似白的变

化，仅仅是停留在题材、风格等表象方面。其中的转

变应该有其更深层的原因。因为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

朱敦儒身上，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只不

过是朱敦儒更加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变化。 
汪莘说：“余于词所爱者三人焉，盖至东坡而一变，

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

二变而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其清

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胸中事，尤好称

渊明。此词之三变也。”[6](227)其实朱敦儒的词风转变

的这个“标本”，不仅仅体现在学苏这一方面，而且还
体现在学白的一面。在他同时的词人，就有很多词人

开始将白居易那种用浅显的语言体现知足保和思想的

诗风引入到词中，如向子諲、韩世忠、杨无咎、吕渭

老等人都写了不少此类的词作，到南宋中期以后就更

为明显。比如沈端节就在词中说“认得乐天词意”(《西
江月》)，辛弃疾也对乐天的诗风很认同，他曾作《玉
楼春》曰：“效白乐天体”，俨然是把似乐天诗风的词
当作是一种词体。这时还出现了效樵歌体的词作，如

吴儆的《蓦山溪·效樵歌体》、沈端节《念奴娇·丙

午和希真老来可喜韵》等无论形神与朱敦儒的晚期词

风都很相似。而如张抡、赵彦端、沈瀛的隐逸词作大

都似朱敦儒晚期似白的词风。②这说明从南宋以降，词

之似白的现象非常普遍。那么，会发生这种转变的内

在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这种变化集中地体现在诗

化与隐逸精神在词中渗透的结果。 
苏轼在北宋词坛的贡献是他以自己的特立的才

能，创造了一种“要非本色”的新型词风。这种风格，
给北宋崇尚婉约艳丽的北宋词坛吹来一阵强劲的雄

风。胡寅在《酒边集序》中说：“眉山苏氏，一洗绮罗
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

浩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

皂隶，而耆卿为舆台矣。”[6](117)王灼《碧鸡漫志》则

曰：“东坡先生非醉心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
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7](85)尽管苏轼

的词作并非全是此类作品，有很多甚至仍不脱“艳科”
的范围，但他却为词的发展指出了一条蹊径。苏轼革

新词风的方式，便是“以诗为词”，他认为词和诗并没
有截然的界线，甚至把友人的词比作是“古人的长短句
之诗”。他所崇尚的是具有“诗人之雄”的作品，对类似
柳永而没有气格的作品，提出严厉的批评。在这种词

学思想的指导下，写出了许多“自是一家”的词作。他
的词作中一些是表现自己抱负的豪放雄快之作，如自

杭州赴密途中寄苏辙的《沁园春》，写密州出猎的《江

城子》和赤壁怀古词《念奴娇》等；另一些融入了自

己内心感慨的又力求超脱的清旷之作。如《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临江仙》“夜饮东坡”、《卜算子》等；
还有一些是类似陶渊明的平淡之作，如写于徐州的五

首《浣溪沙》。一言以概之，便是在词中体现了苏轼诗

中所具有的言志的内容。严格地说，苏轼的词风，在

北宋还没有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他的学生当中也只

有晁补之、黄庭坚是学他词风。到了南渡之后，婉约

艳丽的词风不再适应动荡的社会现实，于是苏轼那种

直抒胸臆的词风自然成为用来反映现实的工具，而当

词人们在现实中遭到挫折，苏东坡的那种超然自适的

人生态度也为他们所欣慕和仿效。如向子諲在编词集

时就有意“退江北所作于后，而进江南所作于前”。他
的词作被认为是“步趋苏堂而哜其脔者”。[6](117)而能代

表其学苏风格的正是他的《江南新词》。他的这种有意

识进退之举代表的正是诗化与时代相碰击的一种必然

结果，只不过，他比其他人更为自觉地表露了出来。 
正如前面所说的，南渡时期催生隐逸词的词人主

要有两大类：一类多是主张抗战而被贬谪、被打击的

词人；一类多为隐逸者。前者所作多显超逸旷达，后

者则较为淡然闲适。所以薛砺若著《宋词通论》时干

脆将这两类词人分别称之为“愤世的诗人”和“颓废的
诗人”。[10](206−207)这种叫法虽然有待讨论，但正说明了

两种不同的处世方式导致了词的风格的不同。而且后

来这两者又呈现合流趋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隐逸方

式，词人们把它称之为“禄隐”或者“祠隐”，如 “梦褥
清孙今禄隐，漫郎自许风期”(王以宁《临江仙》)、“帝
恩重，容禄隐，吏祠庭”(葛立方《水调歌头》)等。南
宋因战和之战导致的贬谪除了李纲等四名臣被贬到海

南等偏远之地，大多数词人被贬还是以闲居、奉祠的

方式进行的。如向子諲建炎元年的罢官以及绍兴八年

的致仕隐居，吕本中绍兴八年免职提举太平观，朱敦

儒绍兴十六年罢职提举台州崇道观，李弥逊绍兴十二

年落职闲居，韩世忠绍兴十一年罢为醴泉观使，张孝

祥的绍兴二十九年罢职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陆游淳

熙三年免官主管台州柏山崇道观、淳熙七年提举成都

玉局观，辛弃疾淳熙八年罢职主管冲佑观、绍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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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职等等。这些词人被罢职闲居或奉祠，经济生活并

不那么拮据。如朱敦儒，在嘉禾的生活简直如神仙一

般：“陆放翁云朱希真居嘉禾，与朋济诣之。闻笛声自
烟波间起，顷之，掉小舟而至，则与俱归。室中悬琴、

筑、阮咸之类，檐间有珍禽，皆目所未睹。室中篮，

贮果这脯酿，客至，挑取以奉客。”(周密《橙怀
录》)[11](1311)其他的很多词人在家乡都修建有自己的园

林别墅，如向子諲的芗林别墅、李弥逊有连江筠溪山

庄、福州横山阁下，王以宁“小庵初筑林垧”(《满庭芳》、
辛弃疾先后在带湖、漂泉建园林别墅。这实际上是唐

宋以来中隐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兼济之志破灭之

后，有着一定经济基础的词人们，易于与白居易的中

隐思想发生共鸣，独善之一面往往成了他们排解苦闷

的方式，因而被白居易称之为“独善之义也”的闲适诗，
成了他们消遣的对象，如辛弃疾就曾常以乐天诗消遣： 
“乐天诗句香山里 ，杜陵酒债曲江边”(《最高楼》)、
“归念乐天诗。人生足别离”(《菩萨蛮》)，所以形成
词中“白乐天体”的风格就不足为怪了。不过，须要说
明的是，这种“白乐天体”词，最有代表性的还是朱敦
儒。 
当然，在词中写中隐思想，较早的代表是毛滂，

借词的这种形式简接地表达了他的那种亦官亦隐的生

活情趣，之后也有一些词人不同程度有类似的表现。

但真正在词中与白居易的精神相契合的是朱敦儒，他

所要表现的不仅仅是白居易那种中隐思想，而且将白

居易闲适诗中所表达的知足保和的思想一股脑地吸收

了过来。更为重要的是在艺术形式上也向白居易学习，

将宋词的语言第一次作了为文人接受的白话式的改

变，这种转变既不同于俗词中向民间吸取俚俗的语言，

而是达到了俗与雅的完美结合，尽管它很浅近，却能

得到当世与后世文人的一致认同。可以认为他的尝试

也是诗化的一个突出表现。 
 
注释： 
 
① “希真体”一词最早出自辛弃疾，其《念奴娇》小序谓：“赋雨
言，效朱希真体”，然关于该体的内涵，至今学术界异见歧出，

尚无定论。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张叔宁的《论朱敦儒的晚期隐

逸词》（《苏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 4期）、何尊沛的《“希真体”
考辨》（《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 6期）等。 

② 可参看拙作《唐宋隐逸词史论》第四章第一节“东坡风与希真
风的流衍期”，苏州大学博士论文，杨海明教授指导，2010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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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Xizhen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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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yle of Zhu Dunru’s Ci known as “Xizhen style”or “Qiaoge style” has a very prominent personality, 
which is more like Bai Juyi’s poem than Shu Shi’s Ci. The formation of stytle is by studying Su Shi’s Ci as the 
intermediary, while being melt into the spirit of Bai Juyi’s peotry. This style’s features lie in many people’s Ci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certainly Zhu Dunru’s is 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way writing Ci just like wring poem and the spirit of 
re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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