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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辛弃疾词意象的创新性和交融性

陶文鹏

摘 要 辛弃疾词的意象富于创新性，这源于他的卓荦奇才和灵心妙思。他营造意象

既有细致入微的观察，又有敏锐独到的感受，更擅长飞腾起想象和幻想的翅膀。他巧妙运用

社会意象来表现自然意象，或反过来用自然意象表现社会意象。他使两大类意象紧密结合，

互相映衬。他与鸥鹭结为盟友，共同演出了饶有诗情画意理趣的“连续剧”。辛弃疾为了营

造新鲜的有交融性的意象，锐意创新，不倦地实践以诗文为词，向多种文体广泛吸取艺术营

养，变北宋词的“就景叙情”为“即事叙景”，为南宋及其后词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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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撰写过几篇论文，如《论稼轩词的历史英杰形象塑造》《妙画活水，尽水之变——论辛弃疾写

水词》《论稼轩词的动物意象创造》，对辛弃疾词中各种人物、动物、山水景物意象与词人的表现艺术作了

一些探讨。本文是对上述文章的一个小结，旨在深入一层揭示辛词中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的创新性和

交融性，从而彰显辛弃疾的创新实践给予南宋及其后词创作的可贵启示。以下分四个小节展开论述。

一、自然意象的创新性

自然意象，就是以自然界的天文、地理、动物、植物等为描写对象，并融入诗词作者主观情思的意象。

创新性意象，就是作者奇思妙想匠心独运营造出的意象。稼轩词《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

在一篇之中，就有四个堪称创新的自然意象。词的上阕云：

叠岭西驰，万马回旋，众山欲东。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初弓。老合投

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吾庐小，在龙蛇影外，风雨声中。①［1］（P206）

前七句写群山、瀑布、小桥，后三句写齐庵周围松树林的形态、声影。词人运用化静为动、比喻、比拟

等表现手法，写得气势磅礴，意象雄奇，可谓骊珠璀璨，光彩照人。但写灵山，化用了苏轼《雪浪石》和《游

径山》的名句；“跳珠”与“缺月初弓”的比喻也并非独创；写松林影似龙蛇声如风雨，亦出自北宋诗人石延

年《古松》的“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只有“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三句，说

他已衰老，应该过闲散生活，老天爷却不让他闲着，要他管事，天天来检阅这一排排像战士挺立的高大松

树。稼轩把松树林想象成十万雄兵的队列，自己是将帅，来检阅他们。如此新鲜奇特的想象，只能出自

这位曾率50骑兵，从五万之众的金兵营帐中生擒叛将的传奇英雄的头脑。辛弃疾还有一个彰显军人意

识的意象，就是：“对花何似，似吴宫初教，翠围红阵。”（《念奴娇·赋白牡丹和范廓之韵》）把白牡丹花比喻为孙

① 本文所引辛词，均出于吴企明《辛弃疾词校笺》一书，后面不再一一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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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年在吴宫初次训练的女兵方阵。想象也颇为新奇独创。但与“检校长身十万松”相比，就显得逊色，

因为这只是一个缺少情意的比喻。王兆鹏先生还指出：“咏白牡丹，却说‘红阵’，显然考虑欠周。”［2］

（P271）而“检校长身十万松”既表现了辛弃疾渴望统率大军驱逐金兵的壮志豪情，也抒发出他请缨无路

投老空山的愤郁。可见，创新性的意象不仅“象”要新奇鲜活，其情与“意”也要饱满深厚。此词下片云：

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我

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濛濛？

词人将比喻、比拟、用典熔于一炉，以东晋谢家子弟的衣冠磊落和西汉司马相如的车骑雍容来描状

群峰的倜傥风采和娴雅意态。比喻之新，已前无古人；其后更出人意料，用司马迁文章的雄深雅健风格

来形容灵山宏伟深邃气度，真是灵思妙想，遗貌取神，匠心独运，诱人联想品味不尽！顾随《稼轩词说》评

赞：“写出‘磊落’、‘雍容’、‘雄深雅健’，有见解，有修养，有学问，真乃掷地有声。”［1］（P208）赞得好！

以上四个独创性的意象，都是辛弃疾用社会意象比喻、形容自然意象。袁行霈师指出：社会意象包

括“社会生活的，如战争、游宦、渔猎、婚丧等；人类自身的，如四肢、五官、脏腑、心理等；人的创造物，如建

筑、器物、服饰、城市等；人的虚构物如神仙、鬼怪、灵异、冥界等”［3］（P57）。朱自清在《新诗的进步》一文

中精辟地指出，好的、新鲜奇妙的比喻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4］（P8）。辛弃疾善于运用社会意象来

表现自然意象，就好像比喻用“远取譬”一样，能在一般人以为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中发现它们的相似之

处，从而营造出新奇独创的意象来。辛词《粉蝶儿·和赵晋臣敷文赋落花》云：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

地衣红绉。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约清

愁、杨柳岸边相候。

词人把去年春天比拟为天真伶俐的女孩学绣花，她绣得那么认真，绣出的花朵繁茂丰腴，绝不让一

枝花瘦。这个意象发人所未发，生动显现了春天姹紫嫣红的盎然生机，又使春光增添了一种少女青春灵

秀之气。下片写今春之愁，更奇想惊人，把阑珊春色比拟为“轻薄浪子”，任谁对其一片深情也难以挽留。

于是痴情女子回想前些日子送春归后，要将满载落花的江水全酿成醇酒，在杨柳岸边痛饮消愁。这几个

拟人或拟物的社会意象一个带出一个，用来表现盛春残春风光，抒发惜春伤春情意，可谓遗貌取神，匪夷

所思，生新出奇，缠绵悱恻，令人击节赞叹！

上文引述袁先生之论，谈到社会意象包括人的想象虚构物，如神仙、鬼怪、灵异、冥界等。在稼轩词

中，就有不少独创性的自然意象是他通过飞腾幻想的翅膀，虚构出神奇怪诞的社会意象来表现的。例如

《满江红·游南岩，和范先之韵》开篇：“笑拍洪崖，问千丈，翠岩谁削？”上饶附近南岩的一块石头，竟被稼

轩写成传说中享寿三千岁的仙人洪崖，而他自己已飞上九天，笑拍着洪崖的肩膀问道：“你这千丈翠岩是

谁削成的？”又如《满江红·和范先之雪》云：“天上飞琼，毕竟向人间情薄。还又跨、玉龙归去，万花摇落。”

词人写雪，竟幻想是仙女许飞琼在天上飞舞，偶尔来到人间，但她对人间的情意淡薄。当她乘着玉龙归

去时，一路摇落万片琼花。词人化用了《汉武帝内传》关于仙女许飞琼的典故和北宋张元“战死玉龙三百

万，败鳞风卷满天飞”（《雪》）的诗句，作了新的组合和改造，融入了自我的感情，使意象神奇瑰丽，灵秀

动人。

辛弃疾还善于通过幻觉和移情来营造新奇美妙的自然意象。例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

词人登上建康（今江苏南京）城上的赏心亭，极目眺望，仿佛天空在流动，大江随着天空奔腾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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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随天去”的错觉与幻觉意象新颖奇妙。正如顾随《稼轩词说》所评：“‘千里清秋’，‘水随天去’，浩浩荡

荡，苍苍茫茫，一时小我，混合自然。”［1］（P483）“玉簪螺髻”从韩愈“山如碧玉簪”（《送桂州严大夫》）和皮日

休“似将青螺髻，撒在明月中”（《缥缈峰》）化出，仅用四字，精炼浓缩，于点化中有创新。“献愁供恨”用移情

手法，说美如玉簪螺髻的青山，而今却成了向人“献愁供恨”之物，含蓄蕴藉地表达出词人报国无门的愁

恨之情，又有创新性。

辛弃疾更擅长以拟人手法营造创新性的自然意象。例如：“晚日寒鸦一片愁，柳塘新绿却温柔。”

（《鹧鸪天·代人赋》）词人代一位女子抒写离愁别恨。在她的心目中，晚日寒鸦被一片如雾的愁情笼罩着，

暗淡、凄凉；只有那嫩黄柳枝轻拂着新绿的池塘春水，尚能够“温柔”对待她，从而反衬出离家情人的不温

柔、不体贴。这两个情景交融的拟人意象，也是稼轩的新创。又如：“几个轻鸥，来点破、一泓澄绿。更何

处、一双鸂鶒，故来争浴。……有飞泉、日日供明珠，三千斛。”（《满江红·山居即事》）此词是稼轩实录其山

居景象。开篇描绘池水澄清碧绿，忽然几只轻鸥飞来，掠过池面，激起小小水花。“点破”二字，既画出池

水平静如镜，更活现白鸥轻点水面的姿态神情。那山中飞泉，也有情有义，每天都献上三千斛明珠，供稼

轩居士欣赏。这几个自然意象都写得有灵性、有情趣、有创新。再看更精彩的一例：

宿鹭窥沙孤影动，应有鱼虾入梦。（《清平乐·博山道中即事》）

词人夜行于上饶的博山道中，忽见河滩上有影子晃动，仔细看去，只见一只夜宿的白鹭不时眯着眼

窥沙，身子也在轻轻晃动。词人猜想它准是在梦中抓住了鱼虾，听到人声而被惊醒了吧？朱自清说得

好：“大自然和人生的悲剧是诗的丰富的泉源，……发现这些未发现的诗，第一步得靠敏锐的感觉，诗人

的触角得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底里去。那儿有的是新鲜的东西。”［4］（P15-16）可见，辛弃疾多么

擅长以细致的观察和敏锐的感觉，发现大自然与人生中的新鲜诗意，并用独创性意象表现出来。

二、社会意象的创新性

辛弃疾挥动一支神来之笔，营造了不少创新性的社会意象，堪与上述自然意象媲美。

先说人物形象。在辛弃疾之前，宋代词坛只有苏轼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刻画了风流儒雅、谈笑

破敌的东吴统帅周瑜的形象；又在《浣溪沙》（“旋抹红妆看使君”）中描绘了拥拥挤挤看使君的农村妇女群

像。而辛弃疾在词中生动地塑造了大禹、陶渊明、李广、孙权、刘裕等风采各异的历史英杰，也塑造了韩

元吉、赵彦端、张仲固、汤朝美、徐斯远、王佐等忧国忧民的南宋豪士形象，为宋词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众多

栩栩如生的英豪，这是辛词塑造社会意象的一大创新。至于辛词笔下描绘的歌妓、舞女、侍女，尤其是众

多的农村劳动妇女，更是美丽动人。请看：“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蚕生看外家”（《鹧鸪天·游鹅湖醉书酒家

壁》），“三三两两谁家女，听取鸣禽枝上语”（《玉楼春》），“谁家寒食归宁女，笑语柔桑陌上来”（《鹧鸪天·鹅湖

归病起作》），这些村姑村妇活泼爽朗，神采飞扬，形象活灵活现，令人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中国古

代词史上，只有辛稼轩出色地描绘了那么多英姿飒爽的农村劳动妇女，这是辛词一项很了不起的艺术创

新硕果。此外，辛弃疾还在《一枝花·醉中戏作》《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以及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等词篇中，表现他本人征战沙场的情景，刻画出一位大勇大智宛若虎

啸风生的英雄形象。英雄人真实写照英雄自我，在千年词史上也是独一无二。

辛弃疾能够只以人物的一个动作、一句说话、一瞬间的神态，就捕捉住人物的性格、风采乃至灵魂。

笔者曾撰文评赏他在一首仅46个字的小令词《清平乐》（“茅檐低小”）中，描绘出一个农家的五个人物及其

家周围的景物环境。其中“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两句，活画出一个顽皮、可爱的农村小孩形

象①。其实，词中“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两句，除了描写白发老两口在茅屋前亲昵地用吴侬软

①“溪头卧剥莲蓬”句，吴企明校笺本作“看剥”。此处用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5］（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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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话家常之外，还写了喝醉了酒的词人正高兴地看着和听着这老两口相互逗乐呢！可见辛稼轩描绘人

物生动传神，笔墨极精炼有力。稼轩还善于巧妙地用自然或社会的景物意象烘托人物形象。例如：“我

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前韵》）写他和挚友陈亮相聚情景：两人肝胆相照，气

味相投，痛饮高歌，竟使楼头积雪为之惊散。这被歌声“惊散”的“楼头积雪”意象，古代词史上独一无二，

它极生动传神地表现了这两个报国壮志难酬的志士痛饮的狂态，歌声的高亢洪亮，以及烈火般的激愤之

情，使古今读者为之心弦震撼！又如：“夜半狂歌悲风起，听铮铮，阵马檐间铁。南共北，正分裂。”（《贺新

郎·用前韵赠金华杜仲高》）词人写他与友人杜仲高夜半狂歌，这回不是“惊散楼头积雪”，而是掀起悲风，风

吹檐间俗称“铁马儿”的风铃，使之铮铮作响，好像是战马嘶鸣，正激励着他们立刻跨上征鞍，奔赴沙场杀

敌立功。“狂歌”“悲风”与“铮铮”响的“铁马”三个意象巧妙自然地组合，展现出一幅英雄策马挥戈奋战的

幻想场景，把二人的豪情壮志表达得淋漓酣畅！

一般来说，营造社会意象，作者使事用典比营造自然意象多。稼轩词集中有不少社会意象，创造性

地正用、反用或合用、改变前人的事典或语典，同样使人耳目一新。请看以下几例：

白发宁有种，一一醒时栽。（《水调歌头·汤朝美司谏见和，用韵为谢》）
旧恨春江流不断，新恨云山千叠。（《念奴娇·书东流村壁》）
木末翠楼出，诗眼巧安排。天公一夜，削出四面玉崔嵬。（《水调歌头·题张晋英提举玉峰楼》）

第一例写白发。李白有“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秋浦歌》十五），杜甫有“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

簪”（《春望》），黄庭坚有“白发齐生如有种，青山好去坐无钱”（《次韵裴仲谋同年》）。稼轩正用李杜诗反用黄

山谷诗句，说白发难道真的有种子？故意待人酒醒后一根根栽到他的头上。真是奇趣横生！王兆鹏评

得好：“本是人愁而白发生，而辛弃疾却说是白发故意栽在头上，将一种自然的静态转化成一种主观的动

态过程，读来妙趣无穷。”［2］（P58）第二例写恋情。稼轩年轻时有过一段艳遇，后故地重游，佳人无踪，前

缘难续，不禁悲从中来。这两句点化了秦观“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与苏轼“江上

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将二者融合，并作了压缩、翻新，使旧恨、新恨

一齐涌上心头并倾泻于纸上。两个意象的叠加，产生了张力与和弦，使它们所比喻的悲恨之情极其强

烈、深长。先师吴世昌《罗音室词札》评曰：“非至情人不能作此也。”［1］（P127）诚哉此言！第三例，稼轩化

用了杜甫“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北征》）和苏轼“天工争向背，诗眼巧争损”（《僧清顺新作垂云亭》），竟

然用诗人安排在最关键位置上的“诗眼”，来比喻并赞美高出树杪的玉峰楼构建与布局之巧妙。真是匪

夷所思！笔者猜想，在中国古代词史上，恐怕也只有辛弃疾这个虎胆英雄词人，才会用“诗眼巧安排”来

形容“木末翠楼出”了。

在上一节，笔者论述辛弃疾创造性地运用社会意象来比喻、比拟、形容自然意象，就好比“远取譬”胜

于“近取譬”，更利于写出创新性意象，取得“陌生化”的艺术效果。反过来，辛弃疾也擅长选取恰当的自

然意象来比喻、比拟、描绘社会意象，以“远取譬”使其具有创新性。例如：“老鹤高飞，一枝投宿，长笑蜗

牛戴屋行。”（《沁园春·期思卜筑》）稼轩说自己到期思择地建房，就像高飞的老鹤，有一树枝即可栖宿，没有

必要像蜗牛那样，戴着屋行走。词人用老鹤与蜗牛作对比，新奇又贴切地表达自己随遇而安不为物累的

旷达情怀，创造了两个饶有谐趣的新鲜意象：一为藉以比喻人的生活的社会意象，一仍为自然意象。又

如：“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写这首词

时，稼轩35岁，他的恩公叶衡61岁，已满头白发，但仍顽强乐观地坚持抗金。词人站在赏心亭上，看见沙

鸥自由自在地在江上飞翔，于是即景生情，以沙鸥作比，幽默地反问道：人们常说白发是因为愁苦而生，

那么沙鸥满身都是白羽，难道它一身都是忧愁了吗？词人以“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的妙句，幽默风

趣地表达自己的顽强乐观并且劝慰叶衡。于是，这只“一身都是愁”的沙鸥，便由自然意象化作社会意

象，明人李濂《批点稼轩长短句》赞为“妙绝”［1］（P1206）。再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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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把君诗说。恍馀音、《钧天》浩荡，洞庭膠葛。千尺阴崖尘不到，惟有层冰积雪。乍一

见、寒生毛发。（《贺新郎·用前韵赠金华杜仲高》）

词一开篇就写他细读了杜仲高的诗集，好像聆听到天上仙乐，余音袅袅，美妙无比；又像是见到黄帝

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乐声空旷深远，壮丽神奇。他深深感受到杜仲高的诗境高洁，宛如高峻的山崖

纤尘不染，只有那层冰积雪，银光闪射，使人乍见即毛发生寒。作者先用两个社会意象，再用一个自然意

象来比喻、形容、赞美友人纯净高洁的诗境，给读者以一种“诗意地栖居”的美感享受。

三、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的交融性

在辛弃疾的不少词篇中，创新性的自然意象和社会意象紧密配合，互相烘托、映照，甚至亲密地来

往、交谈，结为知己，乃至融为一体。这是辛词意象与意境创造的一个鲜明艺术特征。请看：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

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

词人在秋风秋雨中独宿博山王氏庵。上片写饥鼠绕床乱窜，丑陋的蝙蝠在灯前飞舞。这是在宋词

中罕见的两个写实生动的自然意象。其后写糊窗的破纸被风雨吹打得沙沙作响，好像在自言自语。这

个拟人化的社会意象未经人道过，是稼轩的妙想独创。它与前两个自然意象紧密配合，戛戛独造出雨夜

山居荒凉凄寂的环境氛围，使人毛骨悚然。下片前二句，词人叙写他归宋前后的经历和闲居中衰老的情

景。结尾二句，突然展现梦觉后眼前万里江山的宏大境界。邓红梅评：“奇峰突起，体现着词人胸怀天

下、不计眼前困顿、不忘统一大业的伟男子的生命境界。”［6］（P27）评得中肯。

在辛稼轩奇妙的词笔下，作为社会意象的词人自我与各种自然意象合作演出了一幕幕兼具诗情画

意理趣的小戏剧。请看《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问松

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词人醉倒松边，在醉眼迷离中幻觉松动，怀疑松树要来搀扶，于是以手推松，喝之使去。这一幕小喜

剧，借醉中神情、动作、言语的描写，把词人自我的倔强性格表现得活灵活现。但词中的自然意象松树毕

竟没有动作也没有说话。然而我们无须遗憾，因为辛词中还有诸多作品，生动真切地描绘了词人和大自

然的山水、花鸟、明月互相交谈来往，彼此关怀，甚至结为盟友，肝胆相照、心灵相通的动人情景。这是辛

词又一个鲜明突出的艺术特色。先看《生查子·独游西岩》：

青山招不来，偃蹇谁怜汝。岁晚太寒生，唤我溪边住。 山头明月来，本在天高处。夜夜

入清溪，听读《离骚》去。

词人独自游览西岩，对它说：你想招青山前来作伴，青山不来。你这样清高孤傲，有谁相怜呢？此刻

岁晚天寒，孤单的你，呼唤我到溪边同住。山头明月，本来在高高的天上，它瞧见了我俩，于是投影入清

溪中，一定是想夜夜听我们朗读《离骚》吧。在词人的笔下，他自己和西岩、清溪、明月于岁晚寒冬结成了

相依相伴的知己，他们都具有厌恶世俗官场的清高孤傲性格，都敬仰忧国忧民、情操高洁的诗人屈原，喜

欢听读屈原抒写忧愁幽思、哀婉缠绵的长诗《离骚》。

辛弃疾曾在《贺新郎·邑中园亭》词中宣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

似。”在他的眼中心上，高峻苍翠的山妩媚可意，他料想青山见他也应当是妩媚称心的。因为他和青山的

性情与外貌大致相似。明代李濂《批点稼轩长短句》赞赏稼轩这两句词：“全无蹈袭。风流跌宕，谁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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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语耶！”［1］（P104）李白《独坐敬亭山》诗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稼轩

喜爱青山之情，与李白一脉相承，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这两句词，的确是“全无蹈袭”。稼轩还在《沁园

春·期思卜筑》下阕，用非常热烈、兴奋、欢快的语调，来感谢和赞美青山对他归来的喜悦：

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解频教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酒圣

诗豪，可能无势，我乃而今驾驭卿。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

稼轩朗声吟诵：意气豪迈的青山啊，你好似因为我的归来，又生发出妩媚的神情。你还知道频繁地

呼唤花鸟，前歌后舞；更催促云水，为我暮送朝迎。我这个酒圣诗豪，怎么能够没有“权势”呢？而今我要

驾驭你啦。但清溪上的山灵却嘲笑我，满头白发竟一事无成，只好回归山乡躬耕。此词大半篇情调喜悦

明快，结尾陡然变化，反跌有力，抒发出他在政治上失意的心情。全篇风格雄奇妩媚，豪放悲壮。

我们看辛弃疾与水的交情。辛词《祝英台近·与客饮瓢泉》上阕写道：

水纵横，山远近。拄杖占千顷。老眼羞明，水底看山影。试教水动山摇，吾生堪笑，似此

个、青山无定。

词人居住的瓢泉周围，有纵横流水和远近青山，他拄杖游遍了这千顷山水风光。但此时老眼昏花怕

光，不敢眺望阳光直照的山峰，只好转而观水，欣赏水底阴柔的山影。于是，他从水中摇晃的山影感悟

到，尽管自己性格刚强，但一生的命运，也像这水里的山影飘游无定。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

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用生动新颖的比喻，表达人生的短暂、偶然与无定，稼轩可能受到苏

轼诗的启迪，但他用水中山影来表现，更自然天成，空灵微妙。

辛弃疾还在许多词篇中表达他对大自然中各种景物的热爱。例如：“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

弟兄。”（《鹧鸪天·博山寺作》）“突兀趁人山石狠，朦胧避路野花羞。”（《浣溪沙·黄沙岭》）“轻鸥自趁虚船去，荒

犬还迎野妇回。”（《鹧鸪天·黄沙道中》）“平冈细草鸣黄犊，斜日寒林点暮鸦。”（《鹧鸪天·代人赋》）“飞鸟翻空，

游鱼吹浪，惯趁笙歌席。”（《念奴娇·西湖和人韵》）在稼轩满蘸感情汁液的词笔下，大自然中的生物和非生

物，都那么活泼可爱、有情有义，更具灵性。其中，写他和鸥鹭结盟的几首词，有事件、情景、对话、动作，

把它们连起来阅读，就宛如欣赏了一出饶有趣味的“连续剧”。我们先看《水调歌头·盟鸥》，词云：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屦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

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

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淳熙八年（1181）冬，辛弃疾任两浙提刑才一个多月，就被主和派的朝臣弹劾落职，到江西上饶带湖

定居。此词是次年（1182）春天闲居带湖新居不久所作，词题作《盟鸥》，就是抒写他与没有机心的白鸥结

盟。他对白鸥说：从今天起咱俩是盟友了，以后经常见面、交往，就不要互相猜忌了。其后，又向白鸥打

听白鹤住处，请鸥试着引带几只鹤来住。词的下片写他观看白鸥破开青萍，推开绿藻，站在苍苔上盯着

水面，窥探湖里的小鱼。这几笔描写白鸥的动作神态，格外细致生动。接着，他嘲笑鸥：你只知一味地窥

探小鱼儿的动静，却不懂得举起我的酒杯，同我分享饮酒的乐趣。词中“凡我”三句写与鸥订立盟约，有

意采用《左传》所载诸侯结盟的词语和句式，用得机智巧妙，又有谐趣。宋人陈鹄《耆旧续闻》卷五赞为

“新奇”［1］（P252）。这是稼轩与白鸥共同演出的“连续剧”第一幕《盟鸥》。

作于淳熙九年（1182）之后到绍熙二年（1191）之间的《丑奴儿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体》可以说是

“连续剧”的第二幕《怪鸥》。词云：

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更远树斜阳，风景怎生图画。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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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消山水光中，无事过者一夏。 午醉醒时，松窗竹户，万千潇洒。野鸟飞来，又是一般闲暇。

却怪白鸥，觑着人、欲下未下。旧盟都在，新来莫是，别有说话。

作者学习同乡前辈女词人李清照用口语白描，又添加了自己擅长的拟人化手法，描绘博山道中夏日

骤雨复晴的清新幽美景色，抒写他在山水光中赏景饮酒的闲适之情。词的下片，表现窗外门口，松竹摇

曳，姿态同“我”的心情一样潇洒；野鸟飞来，又给“我”带来闲暇幽雅。结尾由“野鸟”写到与他结盟共约

摆脱人间机心的白鸥。但这白鸥却偷眼觑人，盘旋不下，使他好生奇怪，猜测白鸥担心他背盟重返官场。

于是痴痴地问它是否“别有说话”。全篇写景清新自然，抒情幽默风趣。结尾波澜顿起，馀韵悠长。

在写了第二幕《怪鸥》后的绍熙三年（1192），辛弃疾应南宋朝廷之诏，赴福建提点刑狱任。次年知福

州，兼福建安抚使。绍熙五年（1194）秋七月，又被主和派的朝臣诬告，落职罢归江西上饶，途中作《柳梢

青·三山归途代白鸥见嘲》词，可谓“连续剧”的第三幕《鸥嘲》：

白鸟相迎，相怜相笑，满面尘埃。华发苍颜，去时曾劝，闻早归来。 而今岂是高怀。为千

里、莼羹计哉。好把移文，从今日日，读取千回。

稼轩离开带湖出山赴福建任职，事实上是对白鸥失信，所以罢官回上饶途中，他想起昔日盟约，感到

有愧于鸥，于是自嘲：我白鸥迎接你回家，见你苍颜白发，觉得你可怜又好笑。当日出山时曾劝你早早归

来，你却不回。而今被罢官不得不回，难道还有人说你是高风亮节吗？也不像是张季鹰那样奔走千里只

为享受家乡的莼羹鲈鱼脍啊。从今罚您，天天诵读千回《北山移文》，吸取教训。白鸥的说辞，用了两个

典故，贴切巧妙；又用白描，生动形象。词人以自我调侃化解政治挫折的愤郁，并且表达了对盟友白鸥的

歉意与谢意，显示出词人心智的成熟和老到。《盟鸥》的最后一幕是《鹊桥仙·赠鹭鸶》词，可名为《赞鹭》：

溪边白鹭，来吾告汝。溪里鱼儿堪数。主人怜汝汝怜鱼，要物我、欣然一处。 白沙远浦，

青泥别渚。剩有虾跳鳅舞。任君飞去饱时来，看头上、风吹一缕。

这首词作于庆元三年（1197）到嘉泰二年（1202），稼轩58岁到63岁家居铅山期间。从上一幕的白鸥

嘲笑转换为词人说话。词的上片，他对溪边白鹭说：来，我告诉你啊，溪里鱼儿已寥寥可数。我疼爱你，

你也应该疼爱鱼儿呵。少捉些鱼吧，你把鱼儿捉光了，从此没得鱼吃，你也无法生存了。鱼跟你，你和

我，都要欣然相处呵。下片，词人又跟白鹭出点子说，远处的白沙浦、青泥渚，小虾泥鳅多的是，它们在烂

泥污水中乱舞。任你飞去，吃饱了再回来，那时让我看看你头上风吹一缕白羽飘飘的神采。词虽短小，

却蕴含深刻的哲理，是全剧的“点睛之笔”。顾随《稼轩词说》评此词：“情真意挚，此正是静安（王国维）先

生所谓之与花鸟共忧乐，亦即稼轩词中所谓之山鸟山花好弟兄也。”［1］（P1135）笔者大体赞同。但我认为，

词中“要物我欣然一处”更精辟地概括出辛弃疾具有人与自然和谐、欣然相处的大智慧、大哲思。因为物

我欣然相处的世界，才是人类理想的生存境界。作者在词的下片，劝告并赞赏白鹭飞去远处，消灭那些

在污泥浊水中乱舞的虾鳅，这表明他虽然宣扬物与我欣然相处的主张，却并没有泯灭美丑与善恶之别，

可见辛弃疾朴素辩证思想的高明和深刻之处。因此，笔者并不赞同顾随把词的下片说成为体现了张载

的“民胞物与”［1］（P1135）即泛爱一切人与一切物之说。此词中的鱼儿和虾鳅，分别象征了善美类和丑恶

类。而饱食了虾鳅飞翔归来的白鹭，在辛弃疾笔下，俨然是一位冠缨飘飘的英雄斗士的形象。

四、意象创新与交融的重要启示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在华夏千年词史上，辛弃疾词的意象创新成就超卓，是一流的；而辛词意象的巧

妙交融也充分表明，在中国古代词人中，辛弃疾是怀着最真挚、热烈、深厚的情意拥抱大自然的。他与青

山、绿水、花鸟结成了精神伙伴，与鸥鹭结盟，这是他笔下的自然意象与社会意象无不形神兼备、生气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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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的根本原因。我们试着品味下面这两句词：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

词人在夏夜里行走在黄沙岭下，闻到漫溢在田野上的稻花香气，想到丰年的临近，内心无比甜蜜。

于是，移情于物，说群蛙在热烈欢鸣，争说丰收。稼轩笔下这一片争说丰年的蛙声，乃是古今描写蛙声的

诗词中最美妙动人的佳句。顾随先生评：“古今词人惟有稼轩能道。”［1］（P1151）笔者举双手赞成。

具体来说，辛词在意象的创新性与交融性的创作实践，给予南宋及其后的词创作三点可贵的启示：

第一，辛弃疾志向宏大，胆略超人，他在词创作上也显示出锐意创新的英雄气魄。他最敬佩伟大的

爱国诗人屈原和伟大的田园诗人陶渊明。他赞颂屈赋：“千年《离骚》文字，芳至今犹未歇。”（《喜迁莺·谢晋

臣敷文赋芙蓉词》）赞颂陶诗：“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鹧鸪天·读渊明诗不能去手》）他立定大志，

一定要把屈赋的爱国忧民精神和陶诗任真自得的人生境界移植于词，在“短歌行”的词中唱出“楚狂声”

（《水调歌头·壬子三山被召》），唱出时代最强音。他还孜孜不倦地学习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学习宋代

伟大的文学家苏轼，学习王维、白居易、韩愈、李商隐、李清照等杰出诗人词家，在学习中大力创新。所以

他写出了《蝶恋花》（“九畹芳菲兰佩好”）、《山鬼谣》（“问何年”）、《千年调》（“左手把青霓”）、《水龙吟》（“楚天千

里清秋”）、《永遇乐》（“千古江山”）、《丑奴儿近》（“千峰云起”）等意象雄奇瑰丽或清新自然的名篇杰作。

第二，辛弃疾才气纵横，腹笥丰厚，见解超脱，情感浓挚。他在苏轼“以诗为词”的基础上又“以文为

词”，在词中融入散文、骈文、辞赋、小说、戏曲等各种文体的艺术因素，使其词具有以豪放雄杰为主，兼具

慷慨悲壮、沉郁顿挫、婉约秀丽、秾纤绵密等丰富多样的风格，更真实、生动、深刻地表现广阔复杂的现实

人生。辛弃疾为了创造出更多新奇鲜活的意象，以“诗在惨淡经营中”（《鹧鸪天》）的刻苦创作实践，对词

的语言千锤百炼。他既从经史子集中吸收美妙的书面语言，又注意提炼清浅活泼的民间口语俗语，灵巧

地用典使事，藉以创造出鲜活的意象。例如：“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

古》）表现刘裕北伐的声威气势，又饱含词人无限仰慕之情，笔力雄豪，就综合运用了前人的史书、诗语和

时人的词句。《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为了成功刻画孙权的少年英雄形象，借用了杜甫《登高》中“不

尽长江滚滚来”的诗句，衬托孙权雄踞江东；又妙用曹操与刘备的对话和赞美孙权之语，表现孙权敢与前

辈争雄的凛凛威风，含蓄讽刺南宋主和派权臣怯懦无能，同刘表儿子一样类若猪犬。又如《丑奴儿近·博

山道中效李易安体》词中的“骤雨”句，用了李清照《行香子》：“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更远树”二

句，词意全从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化出。“青旗”二句，语出唐人陆龟蒙《怀宛陵旧游》：“惟有日斜溪

上思，酒旗风影落春流。”还见于稼轩本人的《鹧鸪天》词：“青旗沽酒有人家。”“无事”句，语出《景德传灯

录》卷二十七：“僧叹曰：‘只恁么空过一夏，不闻佛法。’”“觑着人”句，典出《列子·黄帝》载“海上之人有好

沤鸟者”一则故事。可见，辛弃疾最擅长把诗词散文辞赋小说戏曲中，经史子集中同类或近似或看似毫

不相干的意象与典故、辞语，予以增减改造，提炼加工，赋予其新的形态或新的内涵。

第三，清代词话家周济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

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龠也。稼

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固才小。”［7］（P1634）周济在这段话中检讨了

他曾误判稼轩词“外道”“情浅”，不及白石（姜夔）词，后来才正确认识到稼轩词“郁勃情深”，“其才情富

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7］（P1633），给予了最高评价。周济这段话，又如慧眼识珠，发现并概

括出稼轩把北宋词“多就景叙情”“一变而为即事叙景”的创新贡献。“即事叙景”，在词中增加了叙事，就

有利于词人把写景写人、叙事抒情以及议论结合起来，熔于一炉。以稼轩为首的南宋词人，在小令词和

中长调词中，描绘出唐五代北宋词里罕见的人物，尤其是古今英雄豪杰的形象。即事叙景，使稼轩竟然

能在《清平乐·村居》这首仅有46个字的小令词中刻画了六个人物。上文所举另一首《清平乐·博山道中

即事》的上阕，刻画了夜行的词人在河滩上见到的白鹭眯眼窥沙身影轻晃的形象，并想象白鹭一定是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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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鱼虾。这只白鹭形象多么生动有趣！此词下片云：

一川明月疏星，浣纱人影娉婷。笑背行人归去，门前稚子啼声。

这四句描写一片溪山沐浴在明月疏星的清光之中。一个年轻女子在溪边浣纱，身影美丽轻盈。她

家门前，响起了婴儿的哭声。词人仅用了24个字，就使这位山村年轻母亲勤劳淳朴、美丽温良、爱护孩子

的形象跃然纸上，而词人对山村的自然美人情美的喜爱和赞赏之情也流溢词中。如果仅是就景叙情，就

不可能在一首词中描绘出人物、景物、事件、场景，使词不仅具有画面感，而且有戏剧性或故事性。这就

是辛弃疾用“即事叙景”手法营造具有创新性和交融性的意象，给予南宋及其后词创作的可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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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and Blending of the Images in Xin Qiji's Ci

Tao Wenpeng（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e image of Xin Qiji's ci (a poetic style in China) is full of innovation, which echoes his

brilliant talent and ingenious thinking. His creation of images embodies that he has both meticulous observa‐

tions and keen and unique feelings, and that he is better at flying the wings of imagination and fantasy. He us‐

es social images skillfully to express natural images, or in turn uses natural images to express social images.

He combines the two kinds of images closely and makes them work for each other. He has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the gull heron and co-performed the poetic and picturesque series. Xin Qiji practiced poetry as ci tireless‐

ly, absorbed artistic nutrition extensively from a variety of literary styles, and changed the "narration of scen‐

ery" of ci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to "narration of events" in order to create fresh and blending imag‐

es. His poetic style has provided valuable inspirations for the creation of ci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its later periods.

Key words Xin Qiji；image；Southern Song ci；Jiaxuan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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