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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常 州 词 学 的流传路径 与 地域辐 射

陈 水云

内容提要 常 州 词 派是 晚清 时期 影 响最 大 的 词派 ，
它 最初形 成 时还 只 是 因 亲缘 、 地域 、 选本

的 关系 被 绾合在一 起 ，
但在后 来 的 发展过程 中 通过词 坛 唱和 、

思想砥砺 、 编 辑词 集等 方 式壮

大声气 ， 逐 渐在京 师 、 吴 中 、 江 宁 、 浙 西 、
临桂 、 岭 南等 地传播开来 ， 成 为 晚清 时 期 阵 营最

庞 大 、 思想最成 熟 、 影 响 最广 泛 的 词派 。

关键词 常 州 词派 文学传播 地域分布

常州词派是晚清时期影响最大的词派 ， 不但流行时间长 ，
而且影响地域广 ， 从常州一隅走向全国 ，

北到京师 ， 南达岭南？ 。 过去 ， 对于常州 派的研究 ， 有从生成动因上考察的 ， 有从时间流程上考察的 ，

有从世变对词派影响角度考察的 ， 惟独缺少从地域角度所作的探讨 。 这一词派是如何从常州
一隅影响

到大江南北的 ？ 在其他地区流传过程中是怎样生根发芽并快速繁衍 的 ？ 作为一个异域词派 ， 它移植到新

的 区域后又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目前 ， 已有范松义 《常州词派地域拓展初探》 （ 《 中 国 社会科 学院研究

生院学报》
２０ １４ 年第 ２ 期 ）

一文
， 初步涉及这

一问题
，
但其论述重心着眼在岭南 ， 本文将从时间与地域

两个维度论述这
一词派如何从常州生根 ， 而后逐渐繁衍并渗透到其他地区 ， 茁壮成长为一颗参天大树 。

一 嘉庆年 间在常州成派

一

般说来 ，
常州词派的出现 ， 是以嘉庆二年 （

１ ７９７
） 张惠言 、

张琦兄弟合编 《词选 》 为标志 的 。

但他们的填词活动在乾隆末年即 已开始 ， 陆继辂在 《冶秋馆词序 》 中提到 ， 在乾隆五十八年 （
Ｈ９３

）

初学为词的时候 ， 向张惠言请教为词之道 ， 张氏对他说 ：

“

子亦务求其意而已矣 ， 许氏云 ：

‘

意 内而言

夕
卜 ， 谓之词 。

’

凡文辞皆然 ， 而词尤有然者 。

”

② 张惠言以
“

意 内言外
”

论词的思想 ， 在乾隆末年就基

本形成了 。 到嘉庆二年 ， 他再次坐馆歙县金榜家③ ， 教授金 氏子弟 ，
编成 《词选 》

一书 ， 把
“

意 内言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
“

词体声律研究与词谱重修
”

（ 项 目 编号 １ ５ＺＤＢ０７２ ） 阶段性成果 、 武

汉大学 自 主科研项 目
“

清代词学的传承与创新
”

（项 目编号 ４ １０５０００９０ ） 阶段性成果 。

① 龙榆生 《论常州词派》 ：

“

迨张 氏 《 词选 》 刊行之后 ， 户 诵家弦 ，
由常而歙 ，

由江南而北被燕都 ，
更 由京朝士

大夫之闻风景从
， 南传岭表 ，

波靡两浙
，
前后百数十年间 ，

海 内倚声家
，
莫不沾溉余馥 ， 以 飞声于 当世

， 其不为 常州

所笼罩者盖鲜矣 ！

”

（ 《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１ ９ ９７ 年版
， 第 ３８７

—

３８ ８ 页
）

② 陆继辂 《崇百药斋续集》 卷三 《冶秋馆词序》 ， 《续修四库全书》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〇〇２ 年版
，
第 Ｗ９７ 册 ， 第 ８０ 页 。

③ 据谢忱编 《张惠言先生年谱》 （ 《常 州词派二百年 纪念文集 》 １９９７ 年 内部 印 本
， 第 １ １ ７

—

１４９ 页
）

，
张惠言首次坐

馆金榜家是乾隆 四十九年至五十
一

年 （
１７ ８４
—

１７８６
） ， 而后居京八载 ，

与恽敬来往密切 ， 商榷古文经义 ，
直至乾隆五十九

年 （
１７９４

）
底丁母忧返 回故里 ，

其间应富阳令挥敬之请修县志 ，
又游歙县 ， 并再次坐馆金家 ， 《词选》

一书即编刊于此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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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思想落实了 ， 并明确地提出尊词体 、 区正变 、 尚 比兴的主张 。 而且 ， 在征得张氏 同意的前提下 ，

郑善长还将常州七子——黄仲则 、
左辅 、 恽敬 、 钱季重 、 陆继辂 、 李兆洛 、 丁履恒 ， 还有 张氏兄弟 、

金氏二子 、 郑氏本人的作品附刻 以行 ， 这就是早期常州词派 的基本阵营 。 严格说来 ，
这还不是

一

个真

正意义上的词派 ， 他们没有 比较 自觉的唱和活动 ，
也没有 明确打出常州词派的旗号 ， 他们大多数人还

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的 ， 只是因为地域 、 师承 、
选本的因缘际会而结合在

一

起 ９ 但他们奠定了 常 州词

派发展的根基 ， 并对其后的常州 词坛产生深远影响 。 或谓 ：

“

乾嘉 以还
，
日 就衰颓 。 皋文与翰风 出 ，

而

溯源竟委 ， 辨别真伪 ， 于是常州词派成 ， 与浙词分镳争先矣 。

” ① 或 曰
：

“

吾郡 自 皋文 、 子居两先生 ，

开辟榛莽
，
以 《 国风 》 《离骚》 之 旨趣 ， 铸温 、 韦 、 周 、 辛之面 目

，

一

时作者竞 出 ＾

”

② 何谓
“
一

时作

者竞出
”

？ 陆继辂说 ：

“

自是二十余年 ， 周伯恬 （仪炜 ） 、 魏曾容 （ 襄 ） 、 蒋小松 （学沂 ） 、 董晋卿 （ 士

锡 ） 、 周保绪 （济 ） 、
赵树珊 （ 植庭 ） 、 钱申 甫 （ 相 初 ） 、 杨劭起 （ 士昕 ） 、 董子诜 （ 基诚 ）

、 董方立

（祐诚 ） 、 管树荃 （贻菲 ） 、 方彦闻 （履篯 ） ， 又十数辈 皆溺苦为之 ， 其指益深远 ， 而言亦益文 ， 骎骎乎

驾张氏而上 ， 而倡之者则张 氏
一人之力也 。

”

③ 这里所说的二十余年
， 指 的是从嘉庆七年 （ １ ８０２

） 张惠

言病逝 ， 到道光十年 （ １ ８３０
） 张琦重刻 《词选》 。 常州词派的队伍就是在这一时期壮大起来的 ，

而把

大家号召起来并凝聚在
一

起的则是这样
一

部薄薄的 《词选ｈ 对常州 词派的发展壮大 ， 起到推波助澜

作用的是张琦 、 董士锡 、 周济三人 。

张琦在张惠言病逝后 ， 承担起养家糊 口的责任 。 他饥驱四方 ， 南北奔走 ， 尝游燕 、 豫 、 齐 、 鲁间 ，

自谓 ：

“

琦虽穷 困落寞
， 然不能守枯寂如穷 山野衲 。 楼馆剧戏

， 时
一至焉 ，

酒食争逐 ， 苟非不可与游

者 ， 未尝拒之 。 穷老抑郁不平之概 ，
触于物而形于言 ， 于是有 《蓉影词》 及 《艳 品 》 之作 ，

盖亦痛哭

之不可而托焉者也 。

”

④ 张曜孙也说 ：

“

府君恸伯父 （ 张惠言 ） 早逝 ， 遂隳进取之志 ，
乃遨游燕 、 豫 、

齐 、 鲁间 ， 所至识其贤俊 ，
登览景物 ， 赋诗言怀 ， 交益广而名益著 。

”

⑤ 直到嘉庆十八年 （
１ ８ １ ３

） 才

得 中举 ， 此时年 已五十矣
，
而后滞 留京师十载 ， 到道光三年 （

１ ８２ ３
） 才分发山东 。 在京师期 间 ， 他

与京中文人相往来 ， 所作渐多 ， 结集为 《 日 下草 》
；
也是在此期间 ， 他与本籍文人以词唱和 ， 有 《蓉

影词 》 传世 。 所与唱和者为邵广铨 、 魏襄 、 赵植庭 、 余鼎 、 董基诚 、 杨士昕 、 管贻菲 、 包世臣 、 徐

准宜 、 董士锡 ， 这些词人多是羁留在京的常州 文人⑥ ， 唱和题 目 依次为 ： 《 画芙蓉 》 八首 、 《题徐清

蓉
“

落花人独立 ， 微雨燕双飞
”

小照 》 十首 、 《为清蓉题洛神画像 》 五首 、 《秋海棠 》 八首 、 《 和 曾

容有寄》 六首 、 《罗 浮蝶 》 十首 、 《 赋雪》 七首 、 《赋梅》 七首和 《 杂赋 》
一百零七首 ， 所作以咏物

与题画为主
， 大抵为晚唐五代之香艳体格 。 诚如有的学者所说

，

“

这次唱和不是简单的流连风月 、 文

人逞技
”

⑦
， 而是借词体抒才士沦落之感 ，

“

诸人所赋雪 、 梅 、 秋海棠等
，
都 为傲然凌寒之物 ， 正是 自

我精神写照
”

？
。

董士锡是张惠言 的外甥 ， 曾随二张在歙县金 氏塾馆学 习 ， 而后又跟随张惠言到京师 ， 颇得张 氏

之真传 。

“

皋文以文学伏一世 ， 君 （ 董士锡 ） 承其指授 ， 为古文 、 赋 、 诗 、 词 皆精妙 。

”

⑨ 张惠言去

① 吴梅 《词学通论》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 ７ １ 页 。

② 周 济 《 味隽斋词序 》 ，
陈乃乾辑 《清名家词》 ，

上海书店 １９ ８５ 年版 ， 第 ７ 册第 ８ 种 ， 第 １ 页 。

③ 《崇百药斋续集 》 卷三 《冶秋馆词序》 ， 《续修四库全书 》 ， 第 １４９７ 册
，
第 ８ ０ 页 。

④ 张琦 《宛邻文 》 卷
一

《答吴仲伦书 》 ， 《丛书集成续编 》 ， 上海书店 １ ９９４ 年版 ， 第 １３ ３ 册
， 第 ５４０ 页 。

⑤ 张曜孙 《先府君行述》 ， 《宛邻文 》 卷六 ， 《丛书集成续编 》
， 第 １３ ３ 册

， 第 ５６ ２ 页 。

⑥ 参与蓉影唱和的十
一人 中

，
邵广铨为江苏常熟人 ； 余鼎 为 江西新建人 ；

包世臣为安徽泾县人 ， 但 与张琦有姻

亲关系
； 其他均为常州人 。

⑦ 万柳 《清代词社研究 》 ，
中 州古籍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１ ５０ 页 。

⑧ 王纱纱 《常州词派创作研究》
， 南京大学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２５６ 页 。

⑨ 吴德旋 《晋卿董君传 》 ， 缪荃孙纂录 《续碑传集 》 卷七七 ， 台 湾明文书局 １ ９７５ 年版 ， 第 ５ 册
， 第 ４３９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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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后 ， 他撰写祭文 ， 自 述 ：

“

殖我者天 ， 成我者师 。

”

①
“

他的一切来 自 于老师 ， 易经成就如是 ， 词学亦

如是 。

”

② 在创作上 ， 他的 《齐物论斋词 》 为皋文之正嫡 。

“

皋文疏节阔调 ，
犹有 曲子律缚不住者 。

在晋卿则应徽按柱 ， 敛气循声 ， 兴象风神 ， 悉举骚雅 。 古怀纳诸今慢 ， 标碧 山为词家四宗之
一

。 此

宗超诣 ， 晋卿为无上上乘矣 。 玉 田所谓清空骚雅者 ， 亦至晋卿而后尽其能事 。 其与 白石不同 者 ， 白

石有名句可标 ， 晋卿无名 句可标 。 其孤峭在此 ， 不便摹拟亦在此 。 仲修备识渊源 ， 对 之
一词莫赞 。

毗陵词人 ， 亦更无能嗣 响者 ，
可谓门风峻绝 。

”

③ 在理论上 ， 他亦以 比兴论词 ，
强调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 。 他说 ：

“

士不能出其怀持以正于世 ，
不得 已 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发而为文 以见其志 ， 亦非

君子之所 尚矣 。
…
…周子保绪 （ 济 ） ，

工于为词 ，
隐其志意 ， 耑于 比兴 ， 以 寄其不欲 明言之 旨 ， 故

依喻深至 ， 温 良可风。

” ④ 更重要 的是 ， 在他 的影响下 ， 同 邑词人周济也走上 了弘扬茗柯之学 的道

路
，
并把张氏

“

意内言外
”

的主张 ， 作了全面系统的开拓 和发展 ， 使常州词学走 出常州一隅 ，
影响

大江南北 。

周济在习词之初本来追随浙派 ， 但 自 嘉庆九年 （
１８０４

） 结识董士锡后 ， 因仰慕其词 ，

“

遂受法晋

卿
”

。 他说 ：

“

晋卿年少于余 ，
而其词缠绵往复 ，

穷高极深 ， 异乎平时所仿效 ， 心向慕不能已 。 晋卿为

词 ， 师其舅 氏张皋文 、 翰风兄弟 。 二张辑 《词选 》 而序之 ， 以 为词者 ， 意内而言外 ， 变风骚人之遗 。

其叙文 旨深词约 ， 渊乎登古作者之堂 ，
而进退之矣 。 晋卿虽师二张 ，

所作实出其上 。 予遂受法晋卿 。

”

他受法晋卿 ， 不是追随 ，
而是相互切磋 ， 共同进步 。

“

晋卿初好玉 田 ， 余曰 ：

‘

玉 田 意尽于言 ，
不足

好 。

’

余不喜清真 ，
而晋卿推其沉着拗怒 ，

比之少陵 。 抵梧一年 ， 晋卿益厌玉 田
，
而余遂笃好清真 。 既

余以少游多庸格 ， 为浅钝者所易托 。 白石疏放 ，
酝酿不深 。 而晋卿深诋竹 山粗鄙 。 抵牾又一年 ， 予始

薄竹山 ， 然终不能好少游也 。

”

在这相互讨论的过程中 ， 他对张氏之学 ，
既有接纳 ，

也有修正 ， 并编选

《词辨》
一书

，
撰成 《介存斋论词杂著》 ， 意在纠补张惠言的偏激之论。 比如 ， 张氏只 讲贤人君子幽约

怨诽之情 ， 周济则 主张突破个人的离别怀思 ， 把词与政治相关联 ， 提出 了著 名 的
“

诗有史 ，
词亦有

史
”

说
；
再如 ，

张 氏论词过求寄托 ， 陷人缒幽凿险的解释困境 ， 周济则提出
“

辞不害志 ，
人不废言

”

的知人论世说 ， 并从创作和鉴赏两个方面强调 ，

“

初学词求有寄托 ， 既成格调求无寄托
”

。 他 的 《词

辨》
一书

，
在体例及选 目上较张氏词选均有突破 ：

“

向次 《词辨 》 十卷 ，

一卷起飞卿为正 ，
二卷起南

唐后主为变 。 名篇之稍有疵累者为三四卷 ， 平妥清通才及格调者为五六卷 ， 大体纰缪精采间 出为七八

卷 ， 本事词话为九卷 ， 庸选恶札迷误后生 、 大声疾呼以昭炯戒为十卷 。

”

⑤ 张氏 《词选 》 只录值得学习

的作品 ，
周济则无论优劣皆有选录 ， 并通过品评的方式 ， 指出作品 之是非 ， 以利初学者取舍 ， 从而达

到
“

辨其是非
”“

有所省悟
”

的效果 。 如果说张 氏 《词选 》 意在
“

纠弊
”

， 那么 《词辨》 更是为了

“

弘法
”
——指示门径？ ，

为初学者指示
一

条切实可行的 路径 从
“

初学词
”

到
“

既成格调
”

的

路径 。

过去 ， 我们比较多地从理论上看周济对张惠言的发展 ， 其实 ， 张琦 、 董士锡在常州词派的发展道

路上 ， 其贡献亦不容低估 。 张琦通过唱和的方式扩大了常州 派的阵营 ， 董士锡除了继承 、 弘扬师说 ，

还通过与周济的相互抵梧 ， 促成周济对张氏之说作深入思考 ， 并进一步发展了 张氏之说 ， 使常州词派

在理论上更具时代性 。

① 董士锡 《 齐物论斋文集 》 卷五 《祭舅 氏文》 ， 《续修四库全书》 ， 第 １５ 〇７ 册
， 第 ３４ １ 页 。

② 陈慷玲 《 常州词派建构之枢纽 ： 论董士锡之词学活动 》 ， 《成大 中文学报》
２０ １０ 年第 ３ ０期 。

③ 沈曾 植 《菌阁琐谈》 ，
唐圭璋编 《词话丛编 》 ，

中华书局 １ ９８６ 年版 ， 第 ４ 册
， 第 ３ ６０７

—

３ ６０８ 页 。

④ 《 齐物论斋文集 》 卷二 《 周保绪词叙》 ， 《续修四库全书 》 ， 第 １ ５０７ 册
， 第 ３０９

—

３ １ ０ 页 。

⑤ 周济 《词辨序》 ， 黄苏等选评 《清人选评词集三种 》 ， 齐鲁书社 １ ９８ ８ 年版
，
第 １４３ 、

１ ９８ 页 。

⑥ 参见张宏生 《周济 的推尊词体与开示 门径》 ，
《 清词探微》 ， 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〇〇 ８ 年版

， 第 ３３４
—

３５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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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思想成熟与阵营壮大

无论是陆继辂 ，
还是周济 ， 他们在多处提到 《词选》 对于常州词派的意义 。 《词选 》 是常州词派

的旗帜和灵魂 ，
因此

， 在当时出现了
“

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
”

的局面 。 这里所说的
“

同志
”

指的是

张氏的友朋和子弟 ， 《词选 》 也主要是在这些
“

同 志
”

之间 流传的①。 于是 ，
张琦应其所求 ， 校而重

刊 ，

“

《词选 》 的影响也是到 了道光十年 （
１ ８３０ ） 之后才得到扩大

”

②
。

但是 ， 《词选 》 存在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

一是选径过仄 ，
二是深文周纳

， 对 《词选 》 的补救就

势所必然 。 也是在道光十年 ， 董士锡之子董毅 ， 在其父 和张琦 的指导下 ， 编选了 《续词选》 。 对于

《续词选》 的意义 ，
过去似乎重视不够 ， 其实 ， 它在常州词派发展史上 ，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

一

是 ， 作为 《词选 》 的补编 ， 董毅是要承传张惠言思想 的 ，
正如张琦所说的

“

亦先兄之志也
”

；
二是 ，

《词选 》 的续编 ，
不但是为了修补 《词选 》 的缺陷 ， 而且也是为 了 展示常州词派 的生命活力 。 张琦也

提到 自 己曾拟续选而未果 ， 董毅之选
“

适惬我心
”

， 就是说董毅之选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 这也表 明

常州 词派的思想传承代有其人。 三是张惠言的理论失误 ， 经过董士锡 、 周济的相互切磋 ， 虽形成共识 ，

亦各存崖略 。 周济已通过 《词辨 》
一

书把 自 己 的想法呈现出来了 ， 作为张氏家族的
“

词学传人
”

，
对

此应该作出怎样的回应 ？

《续词选 》 是
一个很好的说明 ， 它是作为张氏家族词人的张琦 、 董士锡 、 董毅 ，

对张惠言 《词选》

思想修正和发展的
一

个
“

范本 从二书所录篇数及词家来看 ，
《词选》 所录词作为 ４４ 家 １ １６ 首 ， 《续

词选》 为 ５３ 家 １ ２ ２ 首 ， 重复词家之总数为 ２ １ 家 ， 新增词家之总数为 ３２ 家 ， 故 《续词选》 新增率约为

六成 ， 重复率仅为四成 。 这说明 董毅 《续词选 》
一

书 ， 在张氏 《词选》 的基础上 ，
做了较大幅度的改

革 （ 参见 《 常 州词派建构之枢纽 ： 论董士锡之词 学活动 》 ）
。 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 ：

继续发扬张惠言对

温庭筠 、 秦观的重视 ， 对张氏不录的柳永 、 吴文英有所补录 ， 对张氏弃选的豪放之作多有增选 ， 特别

是对格律派词作增补尤多 （周美成 ７ 首 、 姜尧章 ７ 首 、 张叔夏 ２３ 首 ） 。 这样的选 目体现了其父董士锡

的思想 ， 董氏在 《餐华吟馆词序》 中特别标举六位典范词人 ：

“

盖尝论之
，
秦之长清以和 ， 周之长清

以折 ， 而同趋于丽 ； 苏辛之长清以雄 ， 姜张之长清以逸 ， 而苏辛不 自 调律 ， 但以文辞相高 ， 以成一格 ，

此其异也 。 六子者 ， 两宋诸家皆不能过焉 。

”

③ 但是 ， 他又特别强调
“

清
”

对于两宋词史的意义 ， 这实

际上是重拾浙派尚清的审美主张 ， 在坚守立意的前提下也要重新关注体格 问题 ， 从而修正 了张惠言思

想中 尚意轻格的理论偏向 ， 也体现了董氏父子思想 已走向成熟 。 正 因为这样 ，

“

《续词选 》
一

刻 ， 家置

一编 ， 为世所珍视
”

④
。

在 《词选》 重刻和 《续词选》 印行的两年后 ， 周济又编选了 《宋四家词选》
一书 。 据学者考证 ，

《宋四家词选 》 原名 《宋四家词筏 》 ，
开始是以稿本的形式在朋友之间流传的⑤ 。 现存 《止庵遗稿 》 中

有
一

篇 《宋四家词筏序》 ， 在这篇序文里 ，
周济先是倡言尊词体 ， 接着批评浙西词派的专尚南宋 ，

强

调作词当讲求
“

寄托出入
”

， 最后提出师法
“

宋 四家
”

的观点 ： 先之以碧 山 ，
继之以梦窗 ，

进之以稼

轩 ，
要之以清真 ，

以周邦彦为两宋词的集大成者 ！ 值得注意的是 ， 周 济对词史的认识 ，
已 由张惠言的

重北宋和浙西派的 尚南宋 ， 转向 了兼融南北 、 铸意格于
一

炉的
“

宋四家
”

，
其标举之典范也 由 张惠言

① 张琦自 道光三年 （
１８ ２３ ） 分发山 东

，
然后在邹平 、 章丘 、 馆陶等地任职

，
不再参加较大规模 的诗词唱和 ， 他

在 《重刻词选序 》 中所说
“

同志乞是刻者踵相接
”

的情况应该是对其在京十年期间 （
１ ８ １３
—

１８ ２３ ） 的
一

种描述 。

② 严迪昌 《清词史》
，
江苏古籍 出 版社 １ ９９０ 年版 ， 第 ４２８ 页 。

③ 《齐物论斋文集 》 卷二 《餐华吟馆词序 》
，

《续修四库全书 》 ，
第 １５ 〇７ 册 ， 第 ３ １ ０ 页 。

④ 董茧庵 《蜕学斋词跋》 ，
董毅 《蜕学斋词》

，
民 国二十七年 （

１９ ３８ ） 铅印本 ， 第 ７ａ 页 。

⑤ 朱惠国 《周济词学论著考略》 ，
马兴荣等主编 《 词学》 （ 第十六辑 ）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２〇〇６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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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的温韦和浙西派尊奉的姜张 ， 转向 了集南北之大成的周邦彦 ，
这说明周济的思想 已完成 了对浙西

派与常州派的综合 。 然而
， 《宋 四家词筏 》

一直未能刻 印 ， 而且经过多次辗转 ， 还被更名为 《宋 四家

词选》 ， 直到同治 十二年 （
１ ８７ ３

） 才 由潘祖荫刊刻行世 。 但这些并不足 以影响常州 词派在理论上的

成熟 。

在董毅 、 周济修正并完善张惠言思想的 同时 ，
张琦 、

张曜孙父子也在进行着壮大常州词派声势 的

工作 。

“

嘉庆七年 （
１ ８０２

） 张惠言卒后 ， 弟子星散 ， 常州词学其实是靠张琦
一

脉薪传延承的 。

”

① 在家

族内部 ，
张琦极力营造联吟唱和的风气 ，

四个女儿皆擅长作诗填词 ， 合刻有 《 阳湖张氏 四女集 》 。 《清

史稿 》 云 ：

“

张熠英 ， 字孟缇 ，
阳湖人 。 世父惠言 ，

父琦 ， 皆博通能文章。 熠英与诸女弟承其教 ， 咸有

述作 ， 皆能诗 。 熠英兼为词 ，
秀逸有王沂孙 、 张炎遗意 。 妹姗英亦能诗词 ； 纶英尤工书 ，

传琦笔法
…
…

纨英兼治古文 。

”

② 在山东馆陶任职期 间 ， 两位女婿吴廷珍 、 王 犧随之同往 ，
词学上亦受教于张琦 。 张

曜孙说 ：

“

道光甲 申 （
１ ８２４ ） ， 先子官山左 ， 伟卿 （ 吴廷珍 ） 依居二年 ， 与王子季旭 （ 曦 ） 同受词于先

子 。 此卷 （指 《塔影楼词 》 ） 即先子所点定者 。

”

③ 在 《塔影楼词》 卷首还有张琦的批语 ：

“

托兴遥深 ，

用笔曲折 ，
选言明净 ，

已得词家三昧 。

”

张曜孙 （ 仲远 ） 亦深受其父影响 ， 热衷赋诗填词 ， 有 《谨言

慎好之居诗 》 十八卷 、 《升甫词》 三卷行世 。 据载 ：

“

道光丙 申 （
１ ８３６

） 游京师 ，
主吴伟卿 比部宅 。 宅

故襄平蒋相国 （攸括 ）
旧居 ， 其中有 园 、 有亭 、 有台 、 有池 ，

而仲远遂 日 以吟咏啸傲其间 ， ④ 在家族

外部 ，
张氏父子积极参与当时的文坛活动 ， 与南北文人有较多 的交游 ， 像前面提到 的

“

蓉影唱和
”

，

便是张琦与滞 留在京的常州文人的
一

次比较大规模的 唱和 。 张曜孙还将 自 己 的诗词吟卷寄给远方 的朋

友 ：

“

每忆京师旧游 ， 辄增怅惘 。 近维扬吴子熙载为作 《海客琴尊 图卷 》 以记之
， 同人多有题咏 。 特

录拙作
一

首呈览 ，
足下见之

， 当 识鄙怀所惠 ， 更望寄题佳什 以慰相思 。 又比屋联吟
一

图 ， 亦希题咏 ，

并录跋语附去 。

”

⑤ 今存 《升甫词 》 稿本上题签者达三十人之多 ， 有家族内部成员 （ 包世臣 、 董毅 、 吴

廷珍 、 王犧 ） ， 有常州本籍人士 （ 李兆洛 、 董受祺 、 恽汇昌 ） ， 更有非常州人士 （ 陈小松 、 谢元淮 、 刘

敏搭 、 沈季桓 、 王荫昌 、 蒋天镛 、 毛岳生 、 仪澄 、 孔继滋 、
田梦岩 、 丁嘉裸 、 黄洵 、 季芝昌 ） 。 正是在

广泛交游的基础上 ，
张曜孙在道光二十四年 （

１ ８４４
） 编选 《 同声集 》 ， 收入吴廷珍 《塔影楼词 》 、 王犧

《鹿门词》 、 潘曾玮 《玉检词 》 、
汪士进 《 听雨词 》 、

王宪成 《 桐华山馆词 》 、 鲁承龄 《冰茧词 》 、 刘耀

椿 《海南归棹词 》 、 龚 自珍 《无著词》 八种 。 其中吴廷珍 、
王犧 、 潘 曾玮取法常州 ， 其他词人则介于

浙西 、 常州之间 ，
之所以被张曜孙辑入 ， 实有张大常州词派门 户之意识 。 他在序 中提到 ，

张惠言 《词

选》 附有 同仁词选 ， 他亦仿张惠言之先例辑成 《 同声集 》 ， 取名
“

同声
”

实寓
“

同声相应
” “

以 文会

友
”

之意 。 这说明常州词派已经有了地域突围的理念 ，
试图 以开放的态度壮大常州词 派 ，

也体现了其

后期在接受浙派思想上的包容心态 。

龙榆生 《论常州词派 》
一文曾开列了一个多达五十八人的名 单 ， 并指 出 ：

“

虽造诣各有浅深 ， 好

尚互有出人 ，
而或师承有 自 ， 或家学相传 ，

共振雅音 ，
以趋正则 ， 殆皆闻张 、 周 二氏之风而起者 。

”

？

如果再看看张氏子弟及其家族词籍编纂史 ，
从张 氏 《 词选 》 附录

“

七 家词选
”

，
到嘉庆二十二年 的

《蓉影词 》 ， 再到道光二十四年的 《 同声集 》 ，
可以很清晰地看 出

： 常州词派从师友扩大到地域 ，
再到

突破地域 ， 转为同声相应 ， 范围越来越大 ， 从常州
一地向周边地区辐射开来 。

① 黄晓丹 《常州词派的早期创作对张惠 言词学理想 的继承与拓展 》
， 《西北大学学报》

２０ １ １ 年第 ４ 期 。

② 赵尔巽等 《 清史稿 》 卷五〇八 《列女
一

》 ，
中华书局 １ ９７ ７ 年版

，
第 ４６ 册 ， 第 １４０５４ 页 。

③ 张曜孙 《塔影楼词序》 ，
吴廷珍 《塔影楼词 》 ，

清道光二十四年 （ １ ８４４ ） 刻 《 同声集 》 本 ， 第 ｌ ａ 页 。

④ 潘曾玮 《 自镜斋文钞》 卷上 《张仲远海客琴尊图 记》 ，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２０ １０ 年版 ， 第

６７５ 册 ， 第 ２３７ 页 。

⑤ 转 引 自温兆海 《朝鲜诗人李尚 迪与晚清诗人张曜孙交游研究》 ，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３ 年版

， 第 １ １ ８ 页 。

⑥ 龙榆生 《论常州词派 》 ， 《同声 月 刊》
１９４ １ 年第 １ 卷第 １０ 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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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京师唱和 ， 集结同人

一个词派从其发生到走 向成熟 ， 并影响周边 ，
成为一代之主流词派 ， 有

一

个关键性环节 ： 北上京

师 ， 影响全国 。 以朱葬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 ，
所 以能影响清代词坛百年之久 ，

一个最重要的策略是 ：

在康熙十七年 （
１６７ ８

） ， 他携 《乐府补题 》 到京师 ， 在京城掀起
一

场声势颇为壮观的咏物之风 ，

“

辇下

诸公之词体
一变

”

① 。 常州词派所以能在晚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 也得益于张惠言 、 董士锡 、 张琦 、 张

曜孙 、
董基诚 、 董祐诚等在京城的唱和活动 ， 他们借助

“

京师
”

这个特殊的政治舞台 ， 传播 了常州词

派的思想 ， 使常州词派的影响在全国各地生发开来 。

据学者分析 ，
张惠言 的填词活动实发韧于京师 ， 时间应该是在乾隆末年 ，

这时他还未 中进士② 。

陆继辂谈到在乾隆五十八年 （
１ ７９３

） 前后 ， 向张惠言请教为词之道 ， 并和张琦 、 左辅 、 恽敬 、 钱季

重 、 李兆洛 、 丁履恒 、 陆耀適
“

相与引伸
”

， 尽发张氏之论。 宋翔凤亦言 自 己弱冠游京师③ ，
从张惠言

受古今文法 ， 认为张氏
“

于学皆有源流 ，
至于填词

， 自得宗 旨
”

④
， 故填词也受其影响 。 当时 ， 张惠言

恰好在京师 ， 也就是说他们的填词活动是从京城起步的 ， 像张惠言的 《双双燕》 《传言玉女 》 《 木兰花

慢 ？ 杨花 》 《破阵子 ？ 送同年张子白之官甘肃 》 大约作于这
一

时期 ， 陆继辂的 《高 阳台 》 （ 别酒 回

灯 ） 、 宋翔凤的 《高阳台 》 （ 虫语都停 ） 亦是如此 。 从这可以看出 ， 常州词派 自
一开始就与京师发生了

联系 。 在此之后 ， 常州词人或因科举 ， 或为求仕 ， 或是游幕 ， 在京师大都留下了 唱酬的印迹⑤ ， 而规

模比较大且有集传世的是
“

樽酒消寒会
”

（
１ ８ １ ６

） 、

“

蓉影唱和
”

（
１ ８ １ ７

） 、

“

萍聚唱和
”

（
１ ８ １ ９

）
三次 ，

还有在嘉庆末年开展的
“

宣南结社
”

唱和活动 。

“

樽酒消寒会
”

由 常熟词人邵广铨在嘉庆二十一年 （
１ ８ １ ６

） 组织发起 ， 参与者凡九人 ， 为邵广铨 、

董国华 、 赵植庭 、 方履篯 、 董曾 臣 、 蔡麥扬 、 蔡鸿燮 、 顾翰 、 蒋锡恺 。

“

仿唐人为消寒会 ，
间旬 日必一

集 ， 集必各成一词 。

”

？ 所作多是咏物或拟题 ， 《樽酒消寒词 》 按社集先后分列 ， 凡十三集 ， 每集少则

二首 、 五首 ， 多则七首 、 八首 ， 计 ８８ 首 ； 附录为诸家之小令 ，
凡 ５０ 首 。 其中 ，

赵植庭 （ 树三 ） 、 顾翰

（简堂 ） 、 方履篯 （彦闻 ） 、 董曾 臣 （ 方立 ） 均为常州词派成员
，
其他词人则分别籍属江苏吴县 （董 国

华 ） 、 浙江桐 乡 （ 蔡麥扬 ） 、
江苏无锡 （顾翰 ） 等 。 但是 ， 集会不到一年 ， 成员逐渐星散 。 留居京城的

邵广铨和赵植庭 ，

“

追维昔欢 ，
再展 良会

”

，
因此

， 就有了第二年 （ １ ８ １ ７
） 张琦 、 董基诚 、 董士锡等参

加的
“

蓉影唱和
”

。

“

于吾乡词人宗派 ， 籍可窥其崖略 ，
而承平雅故 ， 尤非今 日所能想望也 。

”

？
“

蓉影

唱和
”

是常州词派在京师的第
一

次集体亮相 ， 它使在京文人知道 ： 在常州有这样一个词派 的存在 。

“

萍聚唱和
”

， 是指九位江南词人在京师萍水相聚 ，

“

班尹之学 ，
志趣维同 ； 庞马之居 ， 步武相接 ；

时相征逐 ， 颇惬心期
” ⑧

，
这是一场特殊的

“

同声相应 ， 同气相求
”

的唱和活动 。 他们是 ： 慈溪裘琨

鸣 ，
阳湖蒋学沂 （ 张惠言门生 ） ，

太仓王曦 （张琦之婿 ） ， 武进董士锡 （ 张惠言之甥 ） 、 张成孙 （
张惠

言之子 ） ， 武进程应权 、 唐秉钧 、 费开绶 ， 常熟蒋振南 。 他们在嘉庆二十四年 （
１ ８ １ ９

） 秋天
“

同客长

安
”

，

“

尊酒相会
”

， 表达了春色匆匆 、 春水无情的人生如萍之感 。 到这年冬天 ， 他们便相继散去 ，

“

或

① 蒋景祁 《瑶华集 》 ，
中华书局 １ ９８ ２ 年版

， 第 ８ 页 。

② 黄志浩 《常州词派研究 》 ，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 ， 第 １ １０ 页 。

③ 据李南 《 宋翔凤年谱》 （ 南京 大 学 ２０ １ １ 年硕士论文
，
第 ４９ 页

） ，
宋 氏初人京师当在嘉庆五年 （

１ ８００ ） 。

④ 宋翔凤 《 浮溪精舍 词 自 序 》 ， 《清名 家词》 ，
第 ７ 册第 ３ 种 ，

第 １ 页 。

⑤ 参见谢燕 《 近世京津词坛研究 》 ，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 １４ 年博士论文

，
第 ６５ 页 。

⑥ 董基诚 《樽酒 消寒词序 》 ， 邵广铨等 《樽酒消寒词 》
，
清光绪十

一

年 （
１ ８ ８５

） 刻本 ， 第 ｌ
ｂ 页 。

⑦ 赵尊岳 《蓉影词跋》 ，
张琦等 《蓉影词 》

，
民 国十

一

年 （
１９２２

）
‘

厝 阴堂刻本
， 第 ２ｂ 页 。

⑧ 张成孙 《 萍聚词序 》 ， 屠寄辑 《 国朝常州骈体文录 》 卷
一二

， 清光绪十六年 （ １８ ９０ ） 刻朱印本 ，
第 ４ａ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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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豫南 ， 或驰江北
”

。 为了纪念这次唱 和活动 ，
程应权将其辑为 《萍聚词 》 ，

张成孙为之叙 。 在叙文

中 ，
张成孙披露了友人之间共感的词心 ，

既有慷慨陈志的襟怀 ， 也有放歌古今的逸气 ：

“

夫百年 已遒
，

万虑斯萃 ， 庶几积学经笥 ， 韬采文囿 。 以贶奕祀 ， 名 山蕴其朴华 ； 我思古人 ， 尔 室镌之金石 。 文质既

备
，
俯仰 自宽 ， 斯其上也 。 乃或与俗依违 ，

混清渚油 ， 同污酬酢 ，
朝恬夕嬉 ，

沦心志于转圜 ，
敝精神

于暗昧 。 并 日而尽 ， 等于朝菌 ； 乘风而浮 ，
譬之暮霭 。 非狂非狷 ，

识者讥焉 。 尔其疏斋绝喧 ， 佳肴涤

俗 ，
左右修竹 ，

春秋佳辰 ， 与二三子窈窕言怀 ， 慷慨论志 。 当 夫酒酣耳热 ，
放歌古今 ，

羲阳纳景 ， 饯

归岫之纤云 ；
皓魄升华 ，

鉴臧心之逸气 。 托微禽而寄响 ， 假芳草以言思 。 此时心情 ，
邈焉恬旷 ， 或足

韪也 。

”

①

“

宣南结社
”

是嘉庆末年 （
１ ８ １ ８
—

１ ８２３
） 常州词人在京城开展的唱和行动 ，

参加者有陆循应 （子

良
） 、 杨士昕 （ 劭起 ） 、 魏襄 （ 曾颂 ） 、 方履篯 （ 彦闻 ） 、 董基诚 （ 子诜 ） 、 董祐诚 （方立 ） 、

赵植庭

（树三 ） 等②。 刘炳照诗云 ：

“

资格 困才人 ， 簿尉 以终老。 八十始归 田
， 宣南词社杳 。 宗派溯茗柯 ，

一

卷 《鸥汀草》 。

”

③ 自注 ：

“

公曾与杨劭起 ， 魏 曾容 ， 方彦闻 ， 董子洗 、 方立 ， 赵树三诸先生结宣南词

社。

” “

公
”

当指陆循应 ， 《 鸥汀草 》 乃其词集名 。 汤成烈云 ：

“

吾乡 皋文 、 翰风两先生 ， 与 同时左 、

钱 、 李 、 陆诸君 ， 阻徵含商 ， 唱酬风雅 ，
可以谐金石而协管弦 ， 此其盛也 。 其后杨君劭起 ， 魏君 曾颂 ，

方君彦闻 ， 董君子诜 、 方立 ， 赵君树珊宣南结社 ， 觞 咏流连 ， 咸遵斯轨 。 时君 （ 陆循应 ） 方遨游京

师
，
与之揽辔齐驰 ， 争标树帜 ， 别后尚多寄怀 ， 诸作亦志

一

时之胜也 。 后起之彦张子仲远 、 董子子远

及从子子厚 ， 皆嗜雅音 ，
不 同凡艳 ，

可歌可泣 。 乃丧乱之后 ， 遗编尽失 ，
不胜人琴皆亡之感 。

”

④ 一方

面
， 常州七子崛起于嘉庆年间 ，

“

咀徵含商 ，
唱酬风雅

”

， 标志着常州词派的形成 ；
另一方面 ， 在宣南

唱和的常州词人 ，
承其风绪 ， 觞咏流连 ， 把常州词派的影响拓展到京师 。 这些常州词人的辈份在张惠

言等前辈与张成孙 、 张曜孙 、 董毅等晚辈之间 。

“

宣南词社
”

同人的唱 和之作 ， 大都表现 的是羁旅之

怀与磊落之情 ， 正如张惠言所说是
“

君子贤人幽约怨诽之情
”

，

“

词多陶写性情 ， 得天然之风趣 ， 托讽

远而人人深 ， 有古之遗音焉
”

。 他们沿续张惠言的 比兴观念 ，
虽陶写性情 ， 却是托讽远而入人深 。

常州 词人在京师的活动 ， 为张惠言词学思想在京城的传播起到 了推动和促进的作用 。 当时诗坛领

袖龚 自珍 、 魏源 、 莫友芝等 ，
对常州词派的思想观念亦给予正面的评价 。 咸同年间 ，

江宁词人何兆瀛 、

许宗衡 、 端木採在京师唱和 ， 进
一步推衍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 ， 到光宣时期京师词坛 已完全为常州词

风所笼罩 ， 先后有
“

薇省唱和
” “

宣南词社
” “

咫村词社
” “

校梦龛词社
” “

庚子秋词唱和
” “

春蛰吟唱

和
”

等⑤ ， 最后出现了著名的
“

清末四大词人
”

。

四 辐射周边 ， 影响南北

自 张琉再刻 《词选 》 ， 张惠言的思想不但在
“

同 志
”

间相传 ， 而且在其他地区其他词人间流传开

来 ， 常州词派的影响越来越大 ，
常州词学向其他地区的辐射和渗透不断扩大 。

（

一

）
向东传衍 ： 常州词派在吴中

常州词派走出本土 ， 在其他地 区生根发芽 ， 并产生影响力 ， 是道光末年从吴 中开始的 。 本来 ， 嘉

① 《萍聚词序 》 ， 《 国朝常州骈体文录》 卷
一

二
，
第 ３ ｂ

－４ ａ 页 。

② 万柳先生将宣南词社活动时间确 定在 １ ８６９
—

１ ８７ １ 年 （ 参见 《 清代 词社研究 》 ， 第 ２ ５７
—

２５８ 页
） ， 但社 中成员

方履篯逝于 １８３ １ 年
，
董基诚逝于 １ ８４ ７ 年 ，

董祐诚逝于 １ ８２３ 年
，
而董祐诚是嘉庆二十三年 （

１８ １ ８
） 到京师依兄而居的 ，

因此
，
宣南词社的活动时间 只能是在 １ ８ １ ８

—

１ ８ ２３ 年期 间 。

③ 刘炳照 《感知集》 卷上 《武进陆子 良封翁循应 》 ，
清光绪三十一年 （

１ ９〇５ ） 刻本
， 第 ３ｂ 页 。

④ 汤成烈 《 鸥汀词草 序》
，
缪荃孙辑 《 国朝常州词 录》 卷二三 ， 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下册
， 第 ７３ ５ 页 。

⑤ 刘红麟 《 晚清四大词人研究 》 ，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２ 年版 ， 第 １
１

一

１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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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词 派的
“

根
”

与
“

树
”

庆 、 道光时期 ，
在吴中有 以戈载为代表的

“

吴 中七子
”

， 继起也有王寿庭 、 宋志沂 、 朱和羲诸人 ，
他

们论词以审音协律为准 ， 与浙西词派关系甚为密切 。

“

近人言词者 ， 推西泠厉 氏 ， 近则 又以吴 门为多

才 ， 盖其渊源派别为不二矣 。

”

？ 但是 ，
长洲词人宋翔凤因为在治学上取法常州学派 ， 曾拜张惠言为

师
，
并得张氏古文之道与词学之法 ， 对张惠言

“

意内言外
”

之说多有会心之处 ， 他是把常州词派影响

拓展到吴 中地区的关键人物 。 宋翔凤与
“

吴 中七子
”

的朱绶 、
王嘉禄交往频繁 ， 还参与了

“

吴 中七

子
”

在道光元年 （
１ ８２ １

） 举行的
“

消寒诗会
”

，
这也使

“

吴中七子
”

对张惠言 《词选》 及其词学 主张

有所了解 。 朱绶在道光十四年 （
１ ８ ３４ ） 谈嘉道以来 的词选格局时说 ，

“

自 张皋文氏外 ， 卒少善本
”

？
，

对张氏选词给予 了肯定 ；
而且 ， 他们还接受了张氏

“

意 内言外
”

之论
， 并用吴中词派

“

精研音律
”

的

观点 ， 对
“

意内言外
”

作 了新的解读 ， 指出
“

词之为道 ，
意内言外 ， 选音考律 ， 务在精研

”

③
。

让常州词派真正在吴中地区扎根落户 的是潘 曾莹 、 潘曾绶 、 潘曾玮兄弟 ， 他们
“

尤专心于意 内言

外之学 ， 伯仲之词 ， 间有不 害意而 出人者
”

④
。 潘 曾玮 自称所作

“

取法于张氏
”

， 与张琦之子张曜孙 、

周济之徒符南樵交往密切 ， 并刊刻 了周济 《词辨 》 ，
他的作品也被张曜孙辑入 《 同声集 》 。 他说 ：

“

余

弱冠即学为词 ， 当时侪辈谬相推许 ， 辄 自矜惜 。 及见张皋 文 、 翰风两先生 《词选 》 ， 读其所为序 ， 乃

悟 向之所作 ， 如灭烛夜行 ，
虽驰逐毕生 ，

不离幽室 ， 今而后始识康庄也。 夫词虽文章余事 ，
必本诸性

情 ， 归于风雅 ， 六书以意内言外谓之词 ， 盖作者缘情造意 ， 有感斯通 ， 因 物寓言 ， 虽微必 中 ， 故使读

者于此反复流主 ， 有兴观群怨之思而不能 自 已焉 ， 斯为工矣 。 至于摹缋风月 ， 刻画虫鱼 ， 虽眩异鬻新 ，

取悦时尚 ，
不过雕琢曼辞 以 自饰 ， 曷足贵乎 ？

”

⑤ 这不但讲到 《词选 》 对于 自 己填词的引领作用 ，
而且

对张氏思想也表示认同和接纳 。 如果说 ， 潘 曾玮在传播张惠言思想上厥功甚伟 ， 那么潘祖荫 （ 曾绶之

子 ） 则在传播周济思想上不遗余力 。 他重校周济 《宋四家词选 》 ，
还撰序为之推介 ：

“

近世论词 ， 张氏

《词选 》 极称善 。 止庵 《词辨 》
， 亦惩时俗猖狂雕琢之习 ， 与董晋卿辈同 期复古 ， 意仍张 氏 ， 言不苟

同 ， 季玉 （ 曾玮 ） 叔父曾序而刊 之。 此卷晚出 ， 抉择益精 。 止庵 （周济 ） 负经济伟略
，
复寄情于艺

事 ，
进退古人 ， 妙具心得 ， 忠爱之作 ， 尤深流连 。 宜南樵珍护如是 。 今南樵亦归道山 ， 荫既刊之 ， 南

樵可无憾 。
… …此卷孤存 ， 固止庵精气不可磨灭 ， 然什伯宝贵于此者何恨 ，

不得谓此非偶脱于灰烬

也。

”

？ 因为潘祖荫的刊刻 ， 《宋 四家词选 》 才会流播大江南北 ， 周济的思想才会为世人知 晓 。 谭献同

治十三年 （
１ ８７４ ） 看到 的 《宋四家词选 》 即是由 潘祖荫翻刻的本子 。

“

潘祖荫 同 、 光年间以朝廷重臣

操主选政 ，
高扬常派宗风 ，

一

方面当然是他词学嗜好所致 ， 另
一

方面也说明朝廷在
一

定程度上对常派

宗风的肯定 。

”

⑦ 但是 ， 他们对吴中本土的审音协律论亦不废弃 ，
而是试图把常州 的重立意和吴 中的主

声律调和适中 。 潘曾 玮 《与小珊论词》 谓 ：

“

要与论厥始 ， 古人有真传 。 意 内而言外 ， 妙在 比兴先 。

”

“

嗟哉时所 尚 ， 习俗久相沿 。 声律背古初 ， 门户昧 当前 。

”

？ 他认为词在初起之际 ，
既重立意 ， 亦 尚声

律 ， 如今要革除时弊 ， 亦当追攀古风 ， 做到比兴与声律的结合 。 如果说后吴 中七子在思想上 比较倾向

浙派的话 ， 那么潘氏家族词人在观念上更接近常州词派 。

在吴中 ， 除了本籍词人 ，
还有一些宦游词人 ， 他们 的眼界就更为开阔些 。 比如杜文澜从同治七年

（
１ ８６８ ） 春至苏州 ， 权苏州藩司 ，

而后一直在吴 中活动 。 他比较认同
“

吴 中七子
”

审声协律的观点 ，

① 姚椿 《 万竹楼词 引 》 ， 《词话丛编 》 ， 第 ４ 册
， 第 ３５ ３６

—

３ ５３７ 页 。

② 朱绶 《 历代词腴序 》 ，
施蛰存编 《词集序跋萃编 》 卷九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１ ９９４ 年版
， 第 ８ １ ５ 页。

③ 沈传桂 《二 白 词总 目题记 》 ， 《清梦庵二 白词》 ， 《续修四库全书 》 ， 第 １
７２６ 册 ， 第 ２０９ 页 。

④ 杜文澜 《 憩园词话》
，

《词话丛编 》
，
第 ３ 册 ， 第 ２８ ８０ 页 。

⑤ 潘 曾玮 《 玉洤词 自 序》 ， 清咸丰四年 （
１ ８５４

） 刻本
，

第 １ １ ａ
—

 ｌ ｉ ｂ 页 。

⑥ 潘祖荫 《 宋四家词选序 》 ， 《 清人选评词集 三种 》 ， 第 ２０３ 页 。

⑦ 莫立民 《 近代词史 》 ，
人 民文 学出版社 ２０ １ ０ 年版

， 第 １ ３２ 页 。

⑧ 潘 曾玮 《 自镜斋诗钞》 卷上 《与小珊论词 》 ，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第 ６７ ５ 册
， 第 ２ １ 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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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常州词派的论词主张亦能接纳 。 如他在扬州 任职期间 ， 与宗奉意内 言外之说的蒋春霖 、 丁至和来

往密切 ， 故对张惠言的思想应该是 比较了解的 ， 大约是因 为与潘氏家族成员接触 的缘故 ， 他对周济的

《词辨》 和 《宋四家词选 》 颇有好评 ， 称 《宋四家词选 》 抉择极精 ，
以周 、 辛 、

王
、
吴为冠 ，

以晏同

叔等四十三人附之 ，

“

其论深得词中三昧
”

；
又称止庵 《宋 四家词选序 》

“

示人从学之径 ， 为阅历甘苦

之言
”

；
还在 《憩园词话 》 中多次引述周 氏的观点 ，

对常州 词派 的 比兴寄托之说表示认同 ， 认为 《词

辨 》

“

持论极高 ，
阅之 自 增见地

”

。

“

值得注意的是 ，
杜文澜 的创作也受到常州词学思想影响 ，

如谢章

铤称其
‘

词清笔婉 ，
言外殊多感慨

’

， 就与此不无关系 。

”

① 还有刘履芬 、 刘 观藻 ， 自 道光二十年

（
１ ８４０

）
起随父侨寓苏州 ， 然后在吴中生活 了三十多年 。 在词学思想上也是推崇吴中词派 的 ， 但谭献

称其
“

填词名隽 ，
不肯为姜 、 张所囿

”

？
， 严迪 昌评价其

“

由浙派入而能不堕空枵之弊端
”

③
。 他不像

浙派词人专 以咏物为能事 ，
也不像吴中七子只在声律上下功夫 ，

而是在守律的前提下注重对
“

立意
”

的抉发 ， 从此亦可看出他对常州派重 比兴 尚寄托思想的吸纳 。 他为庄械 、 谭献合刻词集所撰序文云 ：

“

原夫词之始作 ， 专归杂 比 。 落花流水 ， 寄悼于珠帘 ；
乔木废池 ， 饮恨于清角 。 晓风杨柳 ， 念客子兮天

涯
； 缺月 疏桐 ， 伴佳人夫幽独 。 古之所遇 ，

及今 已陈 ；
心之所游 ， 托辞于兴。 方今逆贼鸱张 ，

天命申

讨 ，
两君年近三十 ， 皆有志用世 ， 顾方优处菰芦 ， 奔走衣食 ， 不得已著此无益之言 。

”

④ 他明确指出词

人咏物实为托兴寄情 ， 如果说柳永 、 苏轼的词意在传达情志 ， 那么庄械 、 谭献两人所为词也是为发其
“

有志用世
”

却不得志于时的怀抱 。 其弟刘观藻亦持大致相 同的看法 ， 认为填词就是托兴寄怀 ：

“

新词

漫拍 ，
不求人相赏 。 略写情怀寄惆怅 。 譬鸣时小鸟 ， 未必惊人 ， 安敢与 、 铁板铜琶争响 ？紫滕花

下坐 ， 握管凝思 ，
红翠纷纷气为爽 。 无句可销魂 ，

只恐花开
，
孤负 了 、 携尊高 唱 。 况月 底 、 有时弄琼

箫 ， 任嚼徵含宫 ， 每多邀想 。

”

⑤ 这说明 ， 常州词派的观念 已为吴中地区 的词人所吸收 ， 自 此以后 ， 常

州词派在吴中地区站稳 了脚跟 ，
吴 中词人也 自 觉地接受了常州词派的理论主张 。

（
二

） 向西辐射 ： 常 州词派在江宁

常州词派不但往东影响吴中 ，
而且也 向西辐射江宁 。 嘉庆 、

道光时期 ，
活跃在金陵词坛的有袁枚

之子袁通 ， 他与浙派词人郭鏖 、 吴锡麒往来密切
，
并把袁枚的性灵之说引 人浙西词派 ， 还辑为 《七家

词钞》 以崇其 旨 （包括刘嗣绾 、 袁通 、
顾翰 、

汪度 、
汪全德 、 杨夔生 、

汪世泰七家词 ）
， 引发郭鏖 、

吴锡麒等对浙派词论展开深刻的反思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道光中叶 ，
常州词派重要作家周济 、 汤贻汾 、

包世臣等 ，
先后来到金陵 ， 或寓居 ， 或游历 ，

也把常州派的思想带到 了江宁 ， 使
“

意内言外
”

之说在

这里发生影响 。

应该说 ，
对金陵词坛发生重要影响的是汤贻汾 ， 他以武将而善文艺 ， 不但擅长绘事 ， 而且热衷填

词 ， 与周济 、 董士锡 、 许宗衡 、 孙麟趾 、 蒋敦复过从甚密 ，

“

是道 、 咸年间常派词人兆启会风的关键人

物
”

（ 《
近代词 史》 ， 第 ９３ 页 ） 。 在道光十二年 （

１ ８３２
） 致仕后 ， 他寓居金陵 ， 先是居周 济春水园 ， 而

后 自筑琴隐园 ， 并组织文会 ， 结交居宁文人。

“

（ 道 ） 光 、 （咸 ） 丰间 ，
梅伯言正郎 （ 曾亮 ） 、 侯青甫

广文 （云松 ）
、
汤雨生都督 （ 贻汾 ） 均以诗古文词擅名

一

时 ，
提倡风雅

，
文人学士 日 益盛 。

”

？ 如道光

十八年 （
１ ８３８

） ， 他招吴中词人孙麟趾游金陵 ， 与严问樵太史 、 龚定庵礼部
“

相与剪烛分题 ， 极觞咏

之乐
”

？
。 道光二十六年 （ １ ８４６ ）

，
“

秦雪舫耀 曾 、 孙月坡麟趾 、
张啸峰鸿卓 、 周香初纶涣 、

蒋剑人敦

① 沙先一 《 清代吴中词 派研究 》 ， 人民文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１ ４ ３ 页 。

② 谭献 《 复堂 日 记》 卷 五 ，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 ００ １ 年版

， 第 １０ １ 页 。

③ 严迪 昌 《 近代词钞》 ，
江苏古籍出 版社 １ ９９６ 年版 ， 第 ２ 册 ， 第 １２ １４ 页 。

④ 刘履芬 《古红梅阁集 》 卷
一

《庄蒿庵谭仲修诗余合刻序 》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第 ７ ０３ 册 ， 第 ７ ６ １ 页 。

⑤ 刘 观藻 《洞仙歌 ？ 自 题 〈藤阴填词 图 〉 》 ， 《紫滕花馆词 》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第 ７０３ 册
， 第 ８４２ 页 。

⑥ 谭鏖 《东斋就正草序 》 ， 马毓华 《 东斋就正草 》 ， 清光绪二年 （
１ ８７６

）
刻本 ， 第 ｌ ａ 页 。

⑦ 孙麟趾 《香隐庵词序 》
，
潘遵擞 《香隐庵词》 ， 清咸丰八年 （

１ ８５ ８
） 刻本 ， 第 ３ａ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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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词派的
“

根
”

与
“

树
”

复 、
殷岘云慈祐 、 雷约轩葆廉随园雅集 ，

招余 （ 汤贻汾 ） 未赴 ，
翌 日 诸君以词见寄 ，

调此 （ 《摊破丑

奴儿令》 ） 奉和 。

”

① 咸丰二年 （
１ ８５２

） 八月
，
招大江南北诸名流 ，

“
一

会于琴隐园 ，
再会于狮子窟 ，

三会于周绮霞女郎凉秋阁
”

，

“

白发红颜 ， 哀丝豪竹 ， 江山人物之盛 ， 今古罕逢
”

②
。 他把金陵词坛的社

事活动 ，

一

次又
一

次地推向高潮 。

不过 ，
当时金陵依然笼罩着浓厚的浙派词风 ， 如在道光二十五至二十六年 （

１ ８４５
—

１ ８４６ ）
， 由孙麟

趾 、 秦耀曾组织发起的
“

江东词社
”

， 以南宋为宗 ， 标榜宋七家 ， 与吴 中词派关系 比较密切 ；
但是 ，

道光二十八年 （
１ ８４８

） 由金伟军 、 杨朴庵 、 许仲常 、 钱渐之 、 僧花雨及端木採 、 端木西园兄弟参与发

起的江宁天禧寺
“

听松词社
”

， 则 以 师法碧 山相号召
， 兼取 白石 、 东坡 ， 其填词路径契合止庵之论 ，

他们严于守律与力主词曲之别 ，
对于后起之晚清 四大家是有影响的 。 听松词社社友与汤贻汾也有往来 ，

道光二十
一年 （

１ ８４ １
） 汤贻汾作 《水绘园补契图 》 ，

题词或题识者有 ： 祁宵藻 、 沈兆沄 、 龚润森 、 刘

同缨 、 包世臣 、 袁起 、 张謇 、 金鳌 （ 伟军 ） 、 端木採 （子畴 ） 等 。 在这幅画的题款中 ， 端木採 自称为
“

年侄
”

， 可知 ， 他的父亲端木煜与汤贻汾为
“

同 年
”

； 金鳌与端木煜也是至交 ， 他与汤贻汾关系 自 然

非同 寻常 ， 他们受常州派 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 然而 ， 咸丰三年 （
１ ８５ ３

）
金陵的陷落 ， 让一度繁盛的金

陵社事化作了昔 日 的云烟 ， 所谓
“

咸丰癸丑之劫 ， 为六百年所未有
”

③
。 这时金陵词人活动的 中心也 由

本土转移到京师 ，
比如江宁何兆瀛 自嘉庆二十二年 （

１ ８ １ ７
）
即随父至京师 ， 上元许宗衡也从咸丰二年

（
１ ８５２

） 起在京师任职 ， 他们高扬
“

意 内言外
”

之大旗 ， 使词坛风气为之
一

变 。 许宗衡被谭献称为
“

伤心人
”

， 论词亦接续张惠言上溯风骚的观念 。 何兆瀛与许宗衡齐名 ，

“

但沉郁稍不逮许 ，
而无海老

枯率之失
”

④
。 他们还是道咸之际常州词派的转捩

，
许宗衡与包世臣交往频繁 ，

思想上亦多阐发包氏之

说 ，
重视词之声调的清 、 脆 、

涩之美 ， 推崇清真 、 白石 的清涩兼备 ；
而何兆瀛晚年居湖上

，
被谭献以

师礼执之 ， 何氏遂通过谭献把常州词学推广到浙西 ， 成为常州词派在浙西传衍的关键人物。

端木採在咸丰 、 同治以后的崛起 ， 以及他在京师组织的唱和活动 ， 是常州词派笼罩晚清词坛 的重

要标志 。 他对于晚清词坛而言有引领风气的意义 。 第
一

， 他先后为 《词选 》 《 续词选》 作批注 ， 并编

为 《宋词赏心录》 ，
弘扬常州词派 尚 寄托的思想 。 第二 ， 他融常州词派与吴中词派于一炉 ， 本张惠言

意内言外之 旨 ， 参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 ， 而发扬光大之⑤ 。 他早年在金陵追随金伟军学词 ，
既受周济

思想之影响 ，
也吸收 了孙麟趾宗法南宋的观念 ，

因此
， 他的 《宋词赏心录》 在选 目上有

“

兼包周 氏 四

家 、 戈氏七家之所选
”

的特征？ 。 第三 ， 是他把晚清四大家之首的王鹏运引 人词坛的 ， 由王鹏运而有

郑 、 况 、 朱的出现⑦ ， 晚清 四大家终于形成 。 光绪十六年 （
１ ８９０

） ，
《薇省同声集 》 刊行 ， 合端木课 、

许玉掾 、
王鹏运 、

况周颐
“

四中书
”

词为一集 ， 以端木採 《碧瀣词 》 居其首 ， 非独 以行辈相尊 ， 实有

开导风气之誉 。 况周颐 《莺啼序 》 ：

“

端木子畴前辈曩同直薇省 ， 奉为词师 ， 有感气类之雅 ， 辄学邯郸

之步 。

”

⑧ 陈匪石云 ：

“

有清末叶 ， 半塘老人标拙重大之 旨 ， 为
一

代宗匠 ，
而端木子畴手授 《宋词十九

首》 ， 实导先路 。

”

？ 过去 ， 我们只是注意到晚清 四大家与端木採之师承关系 ， 其实 ， 他们正是 自 周济 、

汤贻汾 、 包世臣
一系发展而来 ， 说明 常州词派的影响也是从常州西至金陵 ， 再由金陵北上京师的 。

① 汤贻汾 《画梅楼倚声》 ， 《清名家词 》 ， 第 ７ 册第 ５ 种
， 第 ４９ 页 。

② 蒋敦复 《芬陀利室词话》 ， 《词话丛编 》 ， 第 ４ 册
， 第 ３６４９ 页 。

③ 孙锵鸣 《续金陵诗征序 》 ， 陈作霖等辑 《续金陵诗征 》 ， 清光绪二十年 （
１ ８９４ ） 刻本

， 第 ｌ ａ 页 。

④ 谭献 《复堂词话》
，
人 民文学出 版社 １９ ５９ 年版 ， 第 ４７ 页 。

⑤ 蔡嵩云 《柯亭词话 》 ， 《词话丛编 》 ， 第 ５ 册
， 第 ４９０８ 页 。

⑥ 唐圭璋 《宋词赏心录跋》 ，
台湾正中 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

， 第 １ １ １ 页 。

⑦ 参见唐圭璋 《端木子畴与 近代词坛 》 ， 《词学论丛》 ， 上海古籍 出版社 １ ９８６ 年版 ， 第 ６２９
－

＾３０ 页 。

⑧ 况周 颐 《蕙风词 》 卷下 ，
民 国十 四年 （ １ ９２ ５ ） 刻 《惜阴堂丛书 》 本 ，

第 ２３ 页 。

⑨ 陈匪石 《鞠燕词序》 ，
仇采 《鞠燕词》 ， 民 国三十六年 （

１ ９４７
）
铅印本

， 第 ７ ａ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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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吴中词人而言 ， 江宁词人于道光时期主要在本土活动 ，
浙派与常州词派呈交叉 渗透的态势 ，

江东词社和听松词社同时出现 ； 但在咸丰以后 ， 他们 的活动中心转 向京城 ， 他们在思想上完全与常州

词派合流 ， 何兆瀛 、 许宗衡 、 端木採在京师唱和 ， 并将张惠言 、 周济的理论作进
一

步推衍 ， 先后倡导

清脆涩之美 ，
提出重拙大之说 ， 成为常州词派在咸同 时期 的重要代表 ， 常州词派在光绪年间 能成为京

师词坛的主流词派 ， 江宁词人之贡献尤 巨① 。

（
三

） 向南拓展 ： 常 州词派在浙西

浙西在清初是浙派的发源地 ， 中叶以来 ，
词风炽盛。 嘉庆 、 道光时期 ， 先后主盟词坛的是吴锡麒 、

许宗彦 、 钱枚 、 冯登府等 ， 他们继续煽扬浙西词 派的主张 ， 创作上 以姜 、 张 、 史 、 吴等为法 ， 但在思

想上已经有了推崇寄托的观念。 像许宗彦 、 钱枚与张惠言为嘉庆 四年 （
１７９９

） 同榜进士 ， 对于张惠言

《词选》 应该有所 了解 。 许 氏为 吴衡照 《 莲子居词话 》 作序 ， 称张惠言论词 与王昶思 想有相 通之

处
——上攀风骚 。 钱枚为 自 己 的 《微波词》 作序 ，

也说
“

频年 以来 ， 居然落魄
”

，

“

侘傺所托 ，
盖可知

矣
”

， 谭献称
“

此非乡 曲之见 ，
是为骚雅之余

”

②
。 这是他们与 张惠言思想相通的基础 ， 但张惠言编

《词选》 确实有纠弹浙派之意 ，
ｉ射章铤说张惠言对

“

游词
”

的批评便是针对浙派而发的 。 周济在 《介存

斋论词杂著》 中更明确地指出 ：

“

近人颇知北宋之妙 ， 终不免有姜 、 张横亘胸 中 ， 岂知姜 、 张在南宋亦非

巨擘乎？

”

张惠言 、 周济对浙派弊端的批评 ，
应该是引起 了他们的注意的 。 像黄燮清 、 杜文澜 、 丁绍仪

等 ，
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 ， 对浙派 以南宋为宗的观点均有修正 ，

这把浙派与常州派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

常州词派进人浙西 ， 是从观念传播开始的 。 自从张惠言提出
“

意 内言外
”

说之后 ， 它似乎成了晚

清最为流行的批评话语 ， 正如蒋敦复所说 ，

“

近来却借作 口头禅
”

③
。 比如 ， 较少与外界来往的项廷纪 ，

在刊于道光四年 （
１ ８２４ ） 的 《忆云词甲 稿序 》 中说 ：

“

夫词 ， 意 内而言外也 。 意生言 ， 言成声 ， 声分

调
， 亦犹春庚秋蟀 ，

气至则鸣 ，
不 自 知其然也 。

”

他对
“

意 内言外
”

的理解 ， 与 张惠言并不相同 ， 但

强调感物而发的思想却是
一

致的 。 他与常州 词人也无任何交往 ，
应该是读了 《词选》 后所受的启发 ，

这也可看出常州词派在思想上 的魅力 。 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龚 自 珍 ，
不但他的 《无著词》 被张曜孙收

人 《同声集 》 ，
而且他在后世也被叶恭绰纳入到常州派的范畴 ：

“

及乾 、 嘉以还 ， 张惠言 、 周济 、 龚 自

珍等创意内言外之 旨 ， 力尊词体 ， 探源诗骚 ，
推崇 比兴 ，

于是论词者渐明诗和词系
一贯的东西 ，

无所

谓诗余 。

”

④ 他与常州派成员张琦 、 宋翔凤 、 丁履恒 、 周仪炜交往密切 ， 而且在思想上 与常州派颇多契

合处 。 据谭献 《复堂 日记 》 记载 ， 龚 自 珍曾 向冯志沂谈到 自 己对词 旨的理解 ：

“

词出 于 《公羊》 。

”

龚

自珍曾 于嘉庆二十四年 （
１８ １９ ） 从刘逢禄研习 《公羊春秋 》

，
《公羊春秋》 属今文经学 ，

重在义理发

微 。

“

词出 于 《公羊》

”

表明他作词意在表述心志 ， 论词主 比兴 ？ 谭献解释说 ：

“

龚先生发论不必 由 中 ，

好奇而已 ， 第以意内言外之 旨亦差可傅会 。

”

⑤ 有学者指出 ：

“

龚 自珍与常州词学之契合处 ，
是由时代 、

学术 、 交游所共同铸成的 ，
可谓你 中有我 ， 我 中有你 。

”

？ 在道光 以后 ， 许多词学家都谈到 自 己对
“

意

内言外
”

的理解 ，
如包世臣

、 蒋敦复 、 吴新铭 、 徐其志 、 谢章铤等 。 其中 ，
张金镛的解释应该 比较接

近张惠言的思想 。 他说
：

“

意 内言外 ，
词之时义大矣哉 ！ 微 旨远抱 ， 妙托丝管 ； 感物形声 ， 志贻骚辩 。

是以有唐诗人 ， 崠乐府之遗均 ；
五代君 臣 ， 播 《花间 》 之新弄 。 赵宋季杪 ，

风流弥繁 。 叔夏 、 圣与 ，

浏亮幼眇 ， 绮缛加理 ， 荡往有节 。 新绿乍生 ， 波痕照眉 。 蘋花断魂 ， 碧桃前度 。 白云一曲 ， 中仙二章 。

① 王水照先生在 《况周颐与王国维 ： 两种不 同的审美范式 》
一文 （ 《

文学 遗产 》
２００８ 年 第 ２ 期 ） 中提出

“

金陵

一临桂词派
”

的说法 ，
指 出 了临桂派与金陵词坛之间 的关系 ， 也说明临桂派 由周 济 、 汤贻汾 、 包世臣一系而来的事实 。

② 谭献 《重刻微波词叙》 ， 钱枚 《微波词 》 ，
清光绪十五年 （ １８８ ９ ） 许氏榆 园重刻本 ， 第 ｌ ａ 页 。

③ 蒋敦复 《 篱角闲吟跋》 ，
徐窨周 《篱角 闲吟 》 ， 清光绪五年 （

１ ８７ ９
）
刻本 ， 第 ｌ ａ 页 。

④ 叶恭绰 《全清词钞 》
， 中华书局 １９ ８２ 年版

，
上册

，
第 １ 页 。

⑤ 谭献 《箧中词 ？ 今集续》 卷
一

“

冯志沂
”

条
，
浙江古籍出版社 １ ９９６年版 ， 第 ３ １ ２ 页 。

⑥ 彭玉平 《龚 自珍与常州词 派 》 ， 《求是学刊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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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词派的
“

根
”

与
“

树
”

岂不与石湖之赋寒芗 ， 水调之歌明月 ， 同为笛家绝唱乎 ？

” ① 这是张氏为顾文彬 《百衲琴言 》 撰写的

序 ， 时在咸丰七年 （
１８５７ ） ， 作序 的还有张曜孙 、 如山 ， 他 已经完全接受了常州派的词学思想 。

常州词学扎根浙西是以谭献的 出现为标志的 ，
已有学者分析 了谭献与常州词派建立关系 的路径 ：

一是谭献热衷于常州派今文经学 ， 遂由学派而衍入词派 ；

二是与谭献交往的杨传第 ， 乃包世 臣之婿 ，

“

也是笃守常州
一

派
”

的词人 ，

“

这些 回环往复的关系 ， 让他成了常州派词学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

（ 《 常

州词派研究 》 ， 第 ２５ ８ 页 ） 。 这只是一种表面的现象 ， 其实 ， 谭献在初人词坛的时候
，
也像周济一样是

从浙派人手的 。 据其 《复堂词录叙》 可知 ， 他习词经历了两个阶段 ， 从二十二岁 （咸丰三年 ） 到三十

岁 （咸丰十
一年 ） 是始学填词 、

“

未能深观
”

的 阶段 。 《箧 中词 》 卷三称 ：

“

予初事倚声 ， 颇 以频伽

（郭鏖 ） 名隽 ， 乐于讽咏 。

”

（ 《 箧 中词 》 卷三 ， 第 １ ２９ 页 ） 《箧 中词续》 卷二说 ：

“

韵梅 （ 张景祁 ） 早

饮香名
，
填词刻意姜 、 张

，
研声忖律

，
吾党六七人奉为导师 。

”

② 则此时主要从浙派人手 。 从三十岁到

五十岁 （光绪四年 ） ， 是他辨源析流 ， 受常州派先正启发 ，
进而体悟词学 旨趣 的阶段 。 据 《复堂 日记 》

可知 ， 谭献此间大量阅读词学典籍 ， 特别是专注于对宋词及清词的辨流析源 ， 光绪 四年 （
１ ８７ ８

） 纂录

本朝人词 ， 成 《箧中词 》 五卷 ，

“

以衍张茗柯 、 周介存之学
”

。 光绪八年 （
１ ８８２

） 又纂录唐至明人词为

《复堂词录 》 十卷 。 此时谭献
“

年至五十 ， 其见始定
”

， 形成 自 己的词学思想 。 谭献何以会由浙转常？

结识庄械是
一

个关键 ，
庄械于学通 《易 》 《春秋 》 ， 尤娴熟于张惠言 、 焦循之易学 ， 还有庄存与 、 刘逢

禄的公羊学 ， 这是其论词取法常州词派的基础 。 咸丰五年 （
１ ８５５

） ， 谭献与庄械在京师相交 ，

“

遂成知

己
”

， 然后两人以词相唱酬 ， 有 《庄蒿庵谭仲修诗余合刻 》 （ 清咸丰八年刻 本 ） ，

“

己未 （
１ ８５９ ） 以后

南北 皆称庄 、 谭
”

（ 《复堂 日 记》 卷二 ， 第 ５２ 页 ） 。 他们在词学观念上也颇多
一

致之处 ，

“

庄械 、 谭献

并称同治 、 光绪间 ， 大抵皆标比兴 ， 崇体格 ， 受常州派影响
”

？
。 如庄械认为

“

自 古词意 ， 皆关比兴
”

，

“

托志帷房 ， 眷怀君国
”

。 谭献说 ：

“

吾少志 比兴 ， 未尽于诗 ，
而尽于词， 但是 ， 在他们看来 ， 只是求

比兴之旨还不够 ， 还当发为缥渺之音 ， 这样才能
“

得意 内言外之趣
”

④
。 谭献说 ， 他和庄械

“

以 比兴柔

厚之旨相赠处者二十年
”

，
这话是在光绪 四年编 《箧 中词》 时说的 ，

庄械刚好在这
一

年秋天病卒 ， 上

推二十年恰好是咸丰八年 （
１ ８５ ８ ） ， 《箧中词》 是他们

“

以 比兴柔厚之 旨相赠处二十年
”

的总结 。 谭献

对常州词派的贡献有三 ：

一是建构 了
“

常州 词派
”

的统系 ，
通过 《箧中词 》 ， 我们大概能 了解常州派

的发展历程 ；
二是用常州词派的观念编选 《 复堂词录》 ， 完成 了常州词派对于唐宋词史的建构 ；

三是

对
“

意内言外
”

说作了新的发展 ， 提出
“

比兴柔厚
”

的新范畴 ， 从
“

词史
” “

幽涩
” “

一波三折
”

等

角度丰富了常州词派的理论内涵 。 在他们的影响下 ，
冯煦 、 陈廷焯 、 徐珂 、 陈栩先后编词选或撰词话 ，

对常州词学均有推衍之功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他们生活的时代 ， 常州词派 已经打破地域的界限 ， 它的

成员不再是因为地缘因素集结在
一

起 ，
而是因 为兴趣相投和思想相通结合在

一

起 ， 常州词派 已完成了

由地域词派向思想词派的转变 。

其实
， 在晚清 ， 大江南北

，
如松江 、 淮海 、 临桂 、 岭南等地

，
都有过常州词派流衍和传播的踪迹 。

如宝山词人蒋敦复从汤贻芬游而接受了周济思想 的薰陶 。 以蒋春霖 、 丁至和为代表的淮海词人 ，
特标张

惠言
“

意内言外之 旨
”

，

“

鹿潭慨然自 谓 ， 欲以骚经为骨 ， 类情指事 ， 意内言外 ， 造词人之极致
”

⑤
。 丁至

和也说 ：

“

意内言外谓之词 ， 大率郁结难伸之隐 ， 托为咏歌 ， 非仅刻翠裁红
，
作儿女喁喁私语也 。

”

？

在岭南 ， 则有叶衍兰 、 黄炳堃 、 张德瀛 、 梁鼎芬等 ， 在思想或创作上追踪常州词派 （ 参见 《 常 州 词 派

① 张金镛 《百衲琴言序》 ， 顾文彬 《百衲琴言》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 第 ６４５ 册 ， 第 ３９ ８ 页 。

② 谭献 《箧中词续》 卷二 ，
浙江古籍出 版社 １ ９９６ 年版 ， 第 ３６６ 页 。

③ 龙榆生 《中 国 韵文史 》 ，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 第 １５ ３ 页 。

④ 庄械 《蒿庵文集》 卷六 《复堂词序 》 ， 《清代诗文集汇编 》 ， 第 ７ １ １ 册 ， 第 ２ １６ 页 。

⑤ 宗源瀚 《水云楼词续叙 》
，
刘 勇 刚 《水云楼诗词笺 注》 ， 上海古籍 出 版社 ２０ １ １ 年版 ， 第 ３３７ 页 。

⑥ 丁至和 《萍绿词续编 自序 》 ， 清同治七年 （１８ ６８ ） 刻本 ， 第 ｌ ａ 页 。

？１ ３３
？



文学遗产 ？ 二 〇一六年第
一

期

地域拓展初探 》 ） 。 至于临桂词人 ，
他们受常州词派影响 ，

主要表现为在京师的 唱和 。 先是王拯组织的

觅句堂唱和 ，
而后 由 王鹏运发端 ， 与况周颐 、 刘福姚有

“

庚子唱和词
”

。 他们 发扬骚雅寄托之论 ， 申

言
“

重拙大
”

之说 ， 将常州词派推 向
一

个新的高度① 。 他们大多生活在咸丰 、 同治 以后 ， 与常州词人

之间并无直接的师承关系 ， 更多的是从思想层 面接受常州 词派的影响 ，
这也很好地说明 了在晚清时期

常州词派
“

风靡天下
”

的态势 。

当然 ，
常州词派能在道光以后

“

风靡天下
”

， 获得广泛认同 ，
是时代需要 、 理论发展 、

词人结派

等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 从时代需要看 ， 道光以后经世思潮兴盛 ， 常州派的理论主张适应了这
一

时代

主潮 。 从张惠言的
“

君子幽约怨诽之情
”

到周济 的
“

感慨所寄 ， 不过盛衰
”

，
都体现 了

一种强烈的人

世关怀 。 它不是主张把这种关怀直接地表露出来 ， 而是要求其以
“

意 内言外
”

的方式呈现出来 ， 从而

契合 了 自古以来形成的
“

香草美人
”

的 比兴传统 ，
这就决定 它能 为深受传统文化薰 陶的士大夫所接

纳 。 从理论发展看 ， 常州词派不但在初起之际高置标格 ，
而且在发展过程 中与时俱进 ， 吸收新思想 ，

不断完善 自身 。 从张惠言开始 ， 虽然理论上不尽完善 ， 且多有瑕疵 ， 但从张琦 、 董士锡到周济始终能

以开放的心态及时补救原有的理论缺失 ， 在流传到其他地 区以后又能调适 自 身 ， 与当地原有 的词派相

融合 ， 这样不但丰富发展了 自 身 ， 更能为各地原有 的词派所认同 。 比如汤贻汾在金陵 ， 招浙派词人孙

麟趾至金陵唱和 ， 并选刻 《江东词社词选 》
，
都说明这一词派在思想观念上所具有 的开放眼光 。 从词

人结派来看 ， 常州词派在初起之际 ，
流派意识还不是特别 明确 ， 但到张惠言去世之后 ，

张琦 、 周济更

具明确的立派意识 ， 前者通过词坛唱和有意凝集同人 ，
后者通过选本编纂强调江浙别派 。 张曜孙更说 ：

“

常州词人 自 先世父 、
先子 《词选 》 出 ，

而词格为之
一变 ， 故嘉庆 以后词家与雍乾间判若两途 。

”

② 关

于这一点 ， 庄械曾在比较张惠言与汪潮生对后代 的影响时说 ：

“

嘉庆 、
道光之间 ， 榛芜始辟 。 据余所

见
， 卓卓可传者二家 ，

一

为武进张编修皋文 ，

一即 仪征汪 明经冬巢 。

”

但是皋 文之后常州精于词者 日

众 ，
而冬巢却无人继其绪 ， 因此造成了两者在后代的冷热之差 ：

“

张氏之名满天下 ， 汪氏则名 只震于一

乡
一

邑 。

”

③ 正是 因为有了张琦 、 周济的推衍和拓展之功 ， 张惠言才会
“

名满天下
”

， 常州词派 的影响

也才会
“

风靡天下
”

。

总之
，
常州词派在嘉庆年 间初起时 ， 还只是一个地域性的文人群体 ， 把他们绾合在一起的是血缘 、

地域 、 师友的关系 。 但随着张惠言 《词选 》 的 广泛传播 ，
也因为 张琦 、 董士锡 、 宋翔凤 、 周济 、 董

毅 、 张曜孙的拓展之功 ， 它逐渐从常州
一

隅走 向大江南北 ，
并在京师 、 吴中 、

江宁 、 浙西 、 岭南 、 粤

西等地发生影响 ， 由最初血缘姻亲 、 地缘亲族 、 学缘师承等因素为主导 ， 转向词坛唱和与思想传播起

关键性作用 ， 特别是其思想上的成熟与魅力使它成为晚清时期影响最大 的词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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