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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词学批评中/ 大0与/ 小0这一对范畴内涵的形成与丰富 � 与词孕育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 !/ 大0与/ 小0本身的文 

化内涵 !尤其是与其在诗文批评中的运用及词学批评的特性有密切的关系 � 词起源的民间性和女性化色彩决定了 

词在正统文学观念中长期被视为/ 小道0/ 卑体0 ∀随着李易安的词/ 别是一家0 !苏轼的 / 自是一家0 !张炎的 / 清空0 

/ 骚雅0 � 到清代/ 西泠十子0 以大雅为旨的尊体论 � 在一系列词学批评的影响 � 以及词本身的文人化 !案头化和雅化 

的过程中 � 词逐渐从/ 市井小技0走向了/ 大雅之堂0 � 词学也一跃而成为清代以来直至当代的/ 显学0之一 ∀ 

关键词 � 词学批评 � 范畴 � 大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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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种重要文体 �在长期 

的发展过程中 � 与其他的各类文体及文学理论相互 

影响 !相互补充 �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论精 

华 � 又逐渐形成了其/ 本色当行0的独特概念和范畴 ∀ 

正是一些逐渐清晰的概念和理论范畴 � 概括和规定 

了词本身的形式特色 !创作方法 !艺术价值 �逐渐使 

/ 词0真正成其为词 � 确定了词与其他文学题材的畛 

域和联系 ∀伴随着词体本身的盛衰过程和词学理论 

的不断积淀 � / 大0与/ 小0的矛盾关系亦成为说明词 

之特性的一对重要范畴 ∀ 

本文即旨在探讨/ 大0与/ 小0这一对词学范畴形 

成的原因及其内涵的界定 ∀ / 大0与/ 小0与很多其他 

词学范畴一样 � 既有对已成熟的文学理论范畴的继 

承与发展 � 又形成 !发展了自身的独特性 �并最终成 

为词赖以独立于诗文而自成一体的一对重要范畴 ∀ 

一 ! / 大0/ 小0范畴在中国文学批评 

理论中的延伸 

中国传统文化素以/ 大0为美 �如5论语6中记载 

的孔子言论就多次表现出崇/ 大0抑/ 小0的态度 ∀儒 

家理论还经常把宣扬礼教以外的学说技艺贬称为 

/ 小道0 ∀ 5论语 # 子张6 � / 虽小道 � 必有可观者焉 ∀ 0 

5朱熹集注6曰 �/ 小道 �如农圃医卜之属 ∀ 0 ≈������ 后 

来 � 此类意义延伸到文学批评领域 �往往把不谈义 

理 !无关经国之大业的词章形容为/ 小道0 ∀ 唐代孙 

过庭5书谱6云 � / 扬雄谓诗赋小道 �壮夫不为 ∀ 0一直 

到号称文学/ 自觉时代0的魏晋 � 曹植还发出了/ 辞赋 

小道0 ≈������ 的慨叹 ∀ 

感叹归感叹 �文人毕竟是以为文论道为己任 � 

/ 述而不作0的洒脱不是人人可以为之的 � 诗以言志 ! 

文以载道是文人士子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 �就在扬 

雄们哀叹着/ 诗赋小道0之时 � 就有人提出了辩驳 � 

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 �小者辩丽可喜 ∀ 辟如女 

工有绮縠 � 音乐有郑卫 �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 ∀ 

辞赋比之 � 尚有仁义风喻 �鸟兽草木多闻之观 �贤于 

倡优博弈远矣 ≈������� ∀ 

刘勰的5文心雕龙6甚至一开始就把文学批评理 

论的基本逻辑建立在万物同构的基础之上 �并将这 

种同构的形式具体化为/ 文0 � 指出/ 文之为德也大0 � 

甚至可以/ 与天地并生0 ≈����� ∀可见 � 诗文之所以能 

从/ 小道0上升为/ 大德0 �实在是由于文人们在其中 

寄寓了深远宏大的题材和道德 !情感 � 从根本上改变 

了文学只是作为政治 !社会生活和经学的附庸 � 作为 

上层贵族类似/ 俳优0的一种游戏的存在 �而体现了 

它自身的独立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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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小0在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批评中的意义多与 

/ 大0相对立 ∀ 在文体尊卑的区别上 �/ 小0 多用 / 小 

道0来标识不谈义理的词章 � 以及非正统文体外的文 

学样式 � 如从/ 诗余0的夹缝中生存 !发展起来的/ 小 

词0 � / 小0也常常与文体规模之/ 大0相对应形容文体 

体制小 � 如唐之绝句 !律诗 � 词之/ 小令0 � / 小0还与内 

容之/ 大0相对应 � 指内容狭小 � 旨趣不高等 ∀ 

事实上 � 相对西方史诗的磅礴厚重而言 � 中国诗 

歌从5诗经6时代的四言诗 �到唐代的律绝 !宋代的 

词 !元代的散曲 �诗歌在形式上整体趋向精致小巧 ∀ 

但形式上的小巧并未妨碍中国士子文人在/ 微言0中 

寄寓修身齐家乃至治国平天下的/ 大义0 ∀从孔子的 

/ 兴观群怨0到汉儒解5诗6 �中国文人似乎一开始就 

习惯了以/ 比兴寄托0为标准来创作和进行诗歌的理 

论批评 �他们孜孜以求地追寻着一草一木一山一水 

一花一鸟中蕴涵着的君国之思 !身世之慨 �正所谓 

/ 兴之托谕 � 婉而成章 � 称名也小 � 取类也大0 ≈����� ∀ 

本着这样的创作和审美原则 �精致短小的中国 

抒情诗歌就能以纤小的体例包容着人类生活的各个 

方面 � 这也就是前人所说的 � / 诗有意阔心远 � 以小纳 

大之体 ∀ 0 ≈����� / 以小纳大0就正体现了中国抒情诗 

歌体格虽小 � 却仍能表现出/ 有容乃大0的一种境界 � 

而这种/ 包容0的一个基本条件便是/ 比兴0的赋诗传 

统和解诗传统 ∀ 

/ 以小纳大0的另一个基本条件是中国诗歌极力 

提倡的/ 风骨0或曰/ 气骨0 �也就是指诗人在创作过 

程中体现的慷慨激昂 !经国治世的豪迈气概 ∀ 例如 

宋人极度推崇杜甫 �就主要是因为他 / 每饭不忘君 

国0 �其最擅长的律诗虽然篇章短小精练 �却可以无 

所不包 � / 涵蓄深远0 ∀ 

前人论苏轼诗也称其气象/ 广大0 / 壮伟0 �决非 

/ 小力量0 ≈������ 所能至 ∀ 

总之 � 尽管中国传统诗歌体式偏小 �然而其中蕴 

涵的风骨气象 !所容纳的经国济世之胸襟都能使诗 

歌的内涵突破纤小的樊笼 �游仞于天地万象之间 ∀ 

而学诗作诗都应遵循这一法则 �宏大磊落 �顶天立 

地 � / 体0小而/ 格0大 ∀评诗亦以气魄雄大为高 � 伤于 

纤巧者为次 ∀这一诗歌批评的标准也深刻影响了词 

学批评及其范畴的形成 ∀ 

二 ! 词之/ 大0/ 小0范畴内涵的 

提出与界定 

词的起源首先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盛 

有着密切关系 ∀ / 歌酒家家花处处0的都市生活 �不 

仅孕育了词 �而且推进了其发展与传播 ∀ 词起源之 

初虽然也具有民间诗歌朴素直白的特点 �但它又是 

一种特殊的民间诗歌形式 �有其特殊的孕育土 

壤 ) ) ) 燕乐的/ 繁声淫奏0以及其传播的主要场所秦 

楼楚馆 ∀民间词多言风月闺情 � 多写男女之情 � 具有 

缘情绮艳的特色 ∀特别是其主要在坊间歌楼 !歌妓 

舞女中的传播方式 � 逐渐排斥了传统民间词朴拙 !豪 

放的风格 �以女性为主体的传播媒介决定了词的生 

存和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女性 �依赖于歌妓舞女的生 

存方式和思维方式 ∀ 

正是这种特殊传播方式奠定了词以侧艳婉媚为 

主导的风格 � 那些曲调慷慨激昂 !题材内容现实深刻 

的黄钟大吕之声反而成为/ 变调0 �词在创作题材内 

容上的/ 狭小0与形式上的 / 纤小0 �确立了/ 词为艳 

科0/ 小道0的体性 ∀一直到北宋 � 文人大家们还多以 

轻松的 !/ 谑浪游戏0 的态度对待词 �欧阳修所说的 

/ 敢陈薄伎 � 聊佐清欢0就是如此 � 苏轼的/ 小词不碍0 

同样流露了类似的心态 ∀ 

但文人的参与毕竟将词由专写烟花巷陌的男欢 

女怨还原到描写大千世界 !世态人情 !治乱兴衰 �使 

词逐渐由/ 卑贱小道0走向/ 大雅之道0 ∀ 词这个由 

/ 小0及/ 大0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 诗化0的过程 ∀ 

王国维就曾说词由李后主而变/ 伶工之词0为/ 士大 

夫之词0 � 他甚至还从李后主词中读出了/ 释迦基督 

担荷人类罪恶之意0 ≈����� ∀ 

北宋柳永不仅一改词之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而 

使慢词长调成为文人词的创作主体 �从体式上扩大 

了词的容量 � / 铺叙展衍 �备足无余0 ≈����� �其对词境 

的拓宽亦有不可磨灭之功 � 羁旅行役 !城市风貌等均 

成为词吟咏的对象 �其佳处自臻/ 唐人妙境0 ∀ 柳永 

# � � � #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之后 � 苏轼/ 一洗绮罗香泽之态 � 摆脱绸缪宛转之度 � 

使人登高望远 �举首高歌 �而逸怀浩气 �超乎尘垢之 

外0 ≈������ � 时人亦将苏轼之词直作诗来看待 �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 !文潜 �曰 �/ 何如少 

游 � 0 二人皆对曰 �/ 少游诗似小词 �先生小词似 

诗 ∀ 0 ≈������� 

宋室南渡 � 有良知的词人将黍离麦秀之悲 !家国 

身世之慨一寓于词中 ∀ 尤其是英雄词人辛弃疾/ 敛 

雄心 �抗高调 �变温婉 �成悲凉 ∀ 0 ≈������� 其所创作词 

/ 大声镗鎝 �小声铿鍧 �横绝六合 �扫空万古0 �而/ 秾 

丽绵密处 � 亦不在小晏 !秦郎之下0 ≈������� �论者认为 

他的词 / 仿佛魏武诗 �自是有大本领 !大作用人 

语0 ≈������� ∀ 

词学批评理论之由/ 小0及/ 大0的过程实际上也 

是尊词体的过程 ∀晚清词学家况周颐在前人论词的 

基础上 �提出词/ 自有元音 �上通雅乐0 �以说明词的 

本体内涵 � 肯定了词的文学地位 !社会价值 �同时他 

又重新审视了/ 诗余0说 � 揭示词的性质 �抬高了词的 

艺术价值 � 得出/ 别黑白而定一尊 � 亘古今而不敝0的 

结论 � 彰显了词体之尊 ∀ 尤其是况氏将重 !拙 !大作 

为其词学理论的核心 � 成为其具有标志性的范畴 ∀ 

在重 !拙 !大三范畴中 � 对于/ 大0 � 况周颐解释得 

最少 �正如夏敬观所说/ 况氏但解重拙二字 �不申言 

大字0 ≈�������� �因而对/ 大0的解释也分歧最大 ∀ 我 

们可以从数家对/ 大0的解释入手进行分析 �系统地 

对/ 大0与/ 小0及其衍生范畴进行分类 !归纳和解读 � 

�一�  体格规模之/ 大小0及文体尊卑 

/ 大0首先是形容文体规模的程度词 �相对于词 

之内容的/ 纤小0 ∀词被称为/ 小道0/ 小技0的缘由前 

面已经有所叙述 ∀ 词之体格/ 小0 也早被前人所叙 

述 � 

词于古文诗赋 � 体制各异 ∀然不明古文法度 � 体 

格不大 � 不具诗人旨趣 � 吐属不雅 � 不备赋家才华 � 文 

采不富 ∀王元美5艺苑卮言6云 �/ 填词虽小技 �尤为 

谨严 ∀ 0贺黄公5词筌6云 � / 填词亦兼辞令议论叙事之 

妙 ∀ 0然则词家于古文诗赋 � 亦贵兼通矣 ≈�������� ∀ 

所谓体格不大 � 主要也就是把词与传统的诗歌 ! 

古文 !赋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 因为词本身体式的 

约束 � 在最初 �它没有像诗歌那样抒发高尚的旨趣 � 

而只能描述花前柳下的男女 !情爱之私 � 即使到后来 

出现了长调慢词 �词也远远不可能像古文那样长篇 

大论 � 像汉赋那样铺陈排比 � 纵横恣肆 ∀因为体式上 

与古文 !汉赋的较大差异 �在内容上与诗歌的区别 � 

作为民间歌楼舞馆里的唱词 � 词必然要被称为/ 体格 

不大0/ 文采不富0的/ 小技0 ∀ 

但随着词境的扩大 � 词体的推尊 � / 小0已不足以 

囊括词之特性 � 

以词为小技 �此非深知词者 ∀ 词至南宋 �如稼 

轩 !同甫之慷慨悲凉 � 碧山 !玉田之微婉顿挫 � 皆伤时 

感事 � 上与风骚同旨 � 可薄为小技乎 ∀若徒作侧艳之 

体 � 淫哇之音 � 则谓之小也亦宜 ≈�������� ∀ 

词虽然很长时间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但一 

些有识之士还是能够看到词对于传统文学的继承 � 

在继承之中就必然会得其真趣 !真味 !真法 ∀ 虽为 

/ 小技0 � 也能慷慨激昂 � 兼辞令议论叙事之妙而与风 

骚同旨 ∀ 

�二�  道德伦理之/ 大小0 

词之/ 大0经常与雅并称 �代表着对文体的伦理 

道德评价 � 

词人好作精艳语 ∀ 如左嶼言之/ 滴粉搓酥0 �姜 

白石之/ 柳怯云鬆0 �李易安之 / 绿肥红瘦0 / 宠柳娇 

花0等类 � 造句虽工 � 然非大雅 ≈�������� ∀ 

左仲甫南浦5夜寻琵琶亭6一章 �格调不凡 ∀ 惟 

/ 绕回阑百折觅愁魂0句 � 终嫌不大雅 ≈�������� ∀ 

词因为其起源和传播的女性特色而被认为有所 

/ 小疵0 ∀ / 滴粉搓酥0 / 柳怯云鬆0甚至/ 绿肥红瘦0 

/ 宠柳娇花0只要与女性有关 �都会被很多人认为不 

是大雅之音 ∀ 

雅又经常与 / 正大0 一词相联系 ∀ / 正大0 者有 

云 � / 宋人选词 � 多以雅名 � 俗俚固非雅 � 即过于浓艳 � 

亦与雅远 ∀ 雅者其意正大 �其气和平 �其趣渊深 

也 ∀ 0 ≈�������� 在这里 � 词之/ 大0直接联系于词作的内 

容 � 联系于词所表达的思想情操 ∀ 

�三�  词之题材内容/ 大小0 

孙维城说过 �/ 大就是寄托邦国大事 ∀ 0 ≈������ 与 

描写女性 !爱情内容的词作相比 � / 大0常常体现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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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家国意识 � 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 � 对兴亡盛衰的感 

慨 ∀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 � 感慨遂深 �遂变伶工之 

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周介存置诸温 !韦之下 � 可为颠 

倒黑白矣 ∀ /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0 � / 流水落花春去 

也 � 天上人间0 � 5金筌65浣花6能有此气象耶 � ≈������ 

王国维所说的/ 眼界始大0 � 就是指词在题材 !思 

想上的拓展 ∀他在肯定了李后主对于词在题材领域 

的开拓作用的同时 �也寄托了王国维自己对于家国 

历史兴亡感慨的一种反思 ∀ 

南宋姜夔之所以自成/ 一大家0 � 也正是因为/ 词 

家之有姜石帚 �犹诗家之有杜少陵 �继往开来 �文中 

关键 � 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 � 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 

之 ∀ 0 ≈������� 

词正是经由这些词坛大家之手 �从歌舞楼台走 

向家国之思 � 从儿女私情演变为兴亡感慨 � 这种由小 

及大的变化所蕴涵的一种文体的振兴与改革的趋 

向 � 也正是由/ 小0及/ 大0 � 由/ 卑0而/ 尊0的过程 ∀ 

�四�  词之才情 !气势 !旨意之/ 大小0 

黄霖谓 � / 所谓大 �是指才情大 �托旨大 �有大家 

的风度 ∀ 0 ≈������� 所谓/ 大家0 � 王国维5人间词话6有这 

样的议论 � / 大家之作 � 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 � 其写景 

也必豁人耳目 ∀ 其辞脱口而出 �无矫揉妆束之态 ∀ 

以其所见者真 �所知者深也 ∀ 诗词皆然 ∀ 持此以衡 

古今之作者 � 可无大误也 ∀ 0 ≈����� 词之/ 大0已经演变 

成对作品档次的一个整体评价 � 而不仅仅只是道德 ! 

伦理或者题材上的尺度 ∀ / 大家0用来形容作家 �是 

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 � 用到词学领域 � 也标志着词作 

为一种文体已经受到了等同于其他传统文学样式的 

平等待遇 � 标志着词已经走过了稚嫩的幼儿期 � 走上 

了成熟的发展道路 ∀王国维的/ 大家0之论是对词学 

的一种肯定 � 是对词作家的一种评判 ∀ 

让我们先从东坡之大开始来体会/ 大0的又一意 

义 � 

朱彝尊论南宋词 �/ 词至南宋 �始极其工 ∀ 为明 

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 � 意非不足 ∀ 夫北宋也 � 

苏之大 � 张之秀 �柳之艳 �秦之韵 �周之圆融 �南宋诸 

老 � 何以尚兹 ≈�������� ∀ 

东坡词之大 �在于气势大 �才情大 �在于其深厚 

的学识素养 � 在于其丰富的生活经验 � 在于其胸怀的 

宽广 ∀东坡以诗为词 � 赋予了词新的生命内涵 � 对词 

本身进行了一轮新的解放 �/ 大0成为东坡之词的一 

大特色 ∀苏轼作词 �不仅是从题材 !内容 �还是创作 

手法上都吸收了传统诗歌的积极成分 ∀不论家庭亲 

情 !日常生活 !贬谪之怨 �还是家国之思 !天下之忧 � 

皆可入词 ∀词的思想 !境界 �以及在文坛的地位 �都 

有了质的提高 ∀ 

词之大 � 有/ 才情0之大 �有/ 托旨0之大 �也有魄 

力/ 雄大0 �和学识 !胸襟之/ 博大0 ∀ 无论精工博大 � 

还是魄力雄大 � 都说明词亦可扭转缠绵纤弱的局面 � 

走上铺排气势的另一道路 �它已经找到了与传统文 

学体裁如诗歌 !古文和辞赋相抗衡的表现手法 ∀ 在 

一大批文人学者投身到词的创作之中来以后 �词之 

/ 大0也开始以气势取胜 � 以取意蕴涵取胜 � 并开始慢 

慢摆脱内容狭小 !气格不足的弊病 � / 婉约0之外 � / 豪 

放0亦卓然一派 ∀ 

�五�  词之境界/ 大小0与/ 浑成0 

吴宏一曾经说/ 所谓大 �就是不涉纤 �也就是浑 

成 ∀ 0 ≈������� 夏敬观在5蕙风词话诠评6里也提出/ 大者 

小之对0之后 � 不少人承继此说 ∀ 然而 � 因小见大 �由 

小见厚 �是填词构思的要领之一 �也是中国古人/ 在 

微小事物上发现伟大0的思维习惯之一 ∀况周颐不 

止一处地标举词境/ 小0的优势 � 小中可见大 � 小中见 

厚也 ∀他真正反对的是/ 纤0而不是/ 小0 � / 纤者大之 

反0也 ∀其实 �持/ 大者小之对0观点的人 �往往又自 

相矛盾 ∀他们总习惯地认为况周颐使用/ 大0 �继承 

了常州词派的/ 寄托0说 �强调以小题材寄托士大夫 

身世家国之慨 ∀ 殊不知 �况氏对/ 寄托0说有过深刻 

且清醒的反思 � / 词贵有寄托0 �但/ 所贵者流露于不 

自知 � 触发于弗克自己0 � 而不是贵在/ 横亘一寄托于 

搦管之先0 ∀ 他既不像常州派那样过分强调以小题 

目见大意义 �也不像谢章铤那样过分强调 / 拈大题 

目 � 出大意义0 � 他认为无论题材大小 � 也无论境界大 

小 � 只要是流露于不自知 �抒发的是儒家伦教精神 � 

就是/ 大0 ∀ 

况氏所谓/ 大0 � 乃其自谓/ 大气真力0 � 即用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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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笔写真情 � 

作词须知/ 暗0字诀 ∀ 凡暗转 !暗接 !暗提 !暗顿 � 

必须有大气真力 � 运其间 � 非时流小惠之笔能胜任 

也 ≈�������� ∀ 

以/ 大气真力0与/ 小惠之笔0相对 �/ 小惠之笔0 

即为/ 纤0 � 而/ 纤0恰恰是况氏最为反对的 � 是逞示技 

巧的/ 纤佻0 / 纤弱0 ∀况周颐论及/ 大0时常举5花间 

集6为例 ∀如 � 

词有穆之一境 �静而兼厚 !重 !大也 ∀ 淡而穆不 

易 � 浓而穆更难 ∀知此 � 可以读5花间集6 ≈�������� ∀ 

5花间集6欧阳炯5浣溪沙6云 �/ 兰麝细香闻喘 

息 � 绮罗纤缕见肌肤 � 此时还恨薄情无 ∀ 0自有艳词以 

来 � 殆莫艳于此矣 ∀半塘僧鹜曰 � / 奚翅艳而已 � 直是 

大且重 ∀ 0苟无5花间6词笔 � 孰敢为斯语者 ≈�������� ∀ 

5花间6词虽艳 � 但有/ 大气真力0 � 能以质直之笔 

写真挚之情 � 所以为/ 大0 ∀况周颐又说 � 

5花间6至不易学 ∀其弊也 � 袭其貌似 � 其中空空 

如也 � 所谓麒麟楦也 ∀ 或取前人句中意境而纡折变 

化之 � 而雕琢 !勾勒等弊出焉 ∀以尖为新 � 以纤为艳 � 

词之风格日靡 � 真意尽漓 ≈�������� ∀ 

5花间6的外部特征为/ 尖0 / 纤0 / 新0 / 艳0 �而内 

涵实质则是其/ 真意0 �此即/ 大0 ∀ 况周颐还以自己 

的作品释/ 大0 � 

5玉梅后词6 �/ 玲珑四犯0�云 �/ 衰桃不是相思 

血 � 断红泣 !垂杨金缕 ∀ 0自注 � / 桃花泣柳 � 柳固漠然 � 

而桃花不悔也 ∀ 0 斯旨可以语大 ∀ 所谓尽其在我而 

已 ∀千古忠臣孝子 � 何尝求谅于君父哉 � ≈�������� 

况周颐的弟子赵尊岳解释为 � / 其谓桃作断红 � 

垂杨初不之顾 �而衰桃泣血 �固不知于垂杨 �亦以尽 

其在我而已 ∀以此喻家国之大 � 喻忠孝之忱 � 同非求 

知 � 自尽其我 ∀ 0 ≈�� 

不论是吴宏一 � 还是况周颐 � 其观点的共同之处 

很明显 �那就是词之/ 大0在于体格 !内容 !思想的一 

种圆融 � 在于作者情感的一种真挚的流露 ∀ 唐圭璋 

先生的一句话可以概括况氏所论 �/ 况蕙风所标重 ! 

拙 !大之旨 � 实特重厚字 ∀ 惟拙故厚 �故大 �若纤巧 ! 

轻浮 !琐碎 � 皆词之弊也 ∀ 0 ≈�� 

综上所述 � 词之/ 小0乃指词体式之小 !规模之小 

以及在其源起之初取境取象之狭小和地位之卑 �但 

上承诗之5风65骚6的比兴传统 �下有历代词坛大家 

各以其才情 !学识 !身世经历 !家国抱负等不断突破 

词之规模的局限 �在小词中蕴涵了大气象 !大题材 � 

而以清常州词派为代表的尊词体的努力 �更使得词 

脱离了卑微小道的处境 �而归于大雅之正 ∀ 况周颐 

标举的/ 重 !拙 !大0作词三要更是将/ 大0这一词学范 

畴凝定为词之基本体性之一 � 囊括了词在道德伦理 ! 

题材内容 !才情 !气势 !托旨寓意 !境界诸方面的深 

远 !宏大之意 � 最终使词学成为不可替代之/ 显学0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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