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詞論與實踐：以周濟
《存審軒詞》爲中心之考察

余佳韻

提　 　 要

周濟（１７８１—１８３９）爲確立常州詞論的重要人物，影響了清代中葉以降至

民國時期的詞壇。雖然學界對周濟詞論的論述頗多，然而並未對周濟詞作所

體現的詞學現象進行較深入的分析。《存審軒詞》爲周濟早年至中年的詞作總

集，成書年代介於《詞辨序》、《介存齋論詞雜著》以及《宋四家詞選》之間，正好

能與周濟詞學理論建構過程的軌迹互爲比對。

本文著眼於周濟詞論與詞作實踐。首先析理周濟詞情的兩種層次，以及

他如何通過詠物詞落實個人的寄託説，藉此與浙派區别。其次對照周濟詞論

與詞作的創作特徵，觀察周濟詞學理論完備之前，他對白石、稼軒以及清真等

詞作的模擬，以辨明他早年受浙西詞派的影響程度。最後從周濟詞作中梳理

四家門徑之説的形成端倪，補充學界對周濟“由浙至常”此一詞學轉向研究未

足之處。

關鍵詞：周濟　 《存審軒詞》　 浙西詞派　 常州詞派　 白石　 稼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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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詞情、詠物與寄託

　 　 （一）詞情内涵的挖掘———追附《風》、《騷》的言外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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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曰：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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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傳》曰：“意内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

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

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

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

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

宋之詞家，號爲極盛。然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彦、辛棄疾、姜夔、王沂

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黄

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於當世。（《詞選序》）瑏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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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感物而動，興有所托，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

害志，人不廢言，雖乖謬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吾皆

樂取，無苛責焉。……後世之樂去詩遠矣，詞最近之。是故入人爲深，感

人爲速。往往流連反覆，有平矜釋躁、懲忿窒慾、敦薄寬鄙之功。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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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寄託説於詠物詞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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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裊裊。料碧痕一餉，無此風調。日暮天寒，翠袖人來，無端卻恨秋

早。紅衣褪盡蓮房冷，問那憶、沁肌涼好。但隔簾、看取玲瓏，便爾爲伊

傾倒。　 　 幾許花須柳眼，一生盡付與，煙散雲渺。吹入愁心，依舊蕭

疏，不管群芳如埽。朱幡莫向人閒借，算此意、少兒應曉。二四番、仍要

催春。孤負年年芳草。《疏影·風竹》瑐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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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音不共檐鈴語。壯懷驚、昨夜深深雨。劍澀花寒，一聲聲、喚聞雞舞。

天生俊、合上淩煙畫譜。　 　 將軍鐵甲皆黄土。漫尋他、秋壑半閒處，磬

辨絲哀。乍沈吟、舜階千羽。休空恁、訴天涯倦旅。瑐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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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理論與實踐： 《存審軒詞》的創作與解讀

　 　 （一）雅好北宋，推崇飛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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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于文士而衰于樂工；南宋盛于樂工而衰于文

士。（《介存齋論詞雜著》）

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介存齋論詞雜

著》）

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

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

詣。（《介存齋論詞雜著》）瑑瑡

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

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

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瑑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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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憨未識相思苦。營營漫捉風前絮。春去繡簾閒。黛痕輕上山。　 　

殘棋抛更著。女伴驕難約。特地唾絨窗。爲添晴晝長。瑑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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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å �》：

遲日照房櫳，春太冥蒙。簾旌輕漾楝花風，一架荼蘼香似雪，何處殘

紅。　 　 迴枕曲屏空，纖甲重重。睡情比勝酒情濃，多少流鶯催得起，夢

又匆匆。瑑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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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瑧
瑑瑨

《6_�'9?ò》，Û ５３５，� ３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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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v���，ûëäRÞhi，DëeÝ]vt)´Þ�a¤¸。瑑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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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NÝ“®ï�@”、“)^£ÿ”)G6æçH¤C¯，¢¯x¸EÒg.�

_t)�6o�，�&6}t¯)Qb.kAì。

　 　 （二）白石影響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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瑒瑠

瑒瑡

�qi�>：“Á³ãy�f�，±%,、��，ª�+9。±;À、5B，m+9。”Ä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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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ÊÛRù¬ò：《t(》,³�l（~�：=b)ý�(g��，２００４ �），� ２８０、
２８２ D ２８５。
X¿§：《¤J7�tn》，�|a1：《6tjt?ò》，� ７０６—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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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v、h、�、çB�，Ãf“�fÜÝ，�q¶kÏ，s%j2，Ã¸µY”，瑒瑢

BÚ¤E�、ä$Ø)_{v。¬]《ó�ö6t�=》q¤Ò-´)®µ。

��：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不免有姜、張二字，横亘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

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别派，是以

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群聚而和之，並

爲一談，亦固其所也。（《介存齋論詞雜著》）

北宋詞，多就景叙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

叙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爲外道，由

今思之，可謂瞽人捫籥也。稼軒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

横，故才大，白石侷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藴

無窮，可與稼軒伯仲；餘俱據事直書，不過手意近辣耳。白石詞，如明七

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看。白石以詩法入詞，門徑淺狹，如孫過

庭書，但便後人模仿。（《介存齋論詞雜著》）

白石號爲宗工，然亦有俗濫處（《揚州慢》：淮左名都，竹西佳處）、寒酸

處（《法曲獻仙音》：象筆鸞箋，甚而今、不道秀句）、補湊處（《齊天樂》：

豳詩漫與，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敷衍處（《淒涼犯》追念西湖上半

闋）、支處（《湘月》：舊家樂事誰省）、複處（《一萼紅》：翠籐共、閑穿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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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記曾共、西樓雅集），不可不知。（《宋四家詞選目録序論》）

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真偽有辨，真偽尤難辨。稼軒豪邁是真，竹山便偽；

碧山恬退是真，姜、張皆偽。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爲淺嘗人道也。（《宋

四家詞選目録序論》）瑒瑣

�q¿ã�?)°t¯«Ï�、ä6õ，�ê0õèN¯)tùæg�°，ò

Êä\�àt)HÝJ<.�_9。µ1NgtðÜ�96，Ã®"、aøf

j�?w。ef®"“l¯”，¤NOñY9��ðÜ，aø“ý»”，Üý»�

�C§èh�ð�；®"“ü¾”�aø“±�”，í=¥0$-¥ÔìH、qv

kÏ&t"�e)C¯;�)ß&；aø)“±�”，7©0'kýüZV、�

pî�，ÚÎñ=NO){^。5ã7《t;j》;ð)“aøèý，NOC

Ü”。ë?，!�q¥�，aø���î，�01k，5t<Üb9Y9Ä，µ"

;>)ÿ.ýa&¥ÔGf°î，0“q”�“k”)²0，�îÃfûü«tÂ

ý。��，�《à�Øtó( j6》"，�q�Paø)“h¯”®，Ñ“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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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j°~)《�Q"t》"，lm�Îq]CÅ�qkYaø)

È:。ºW�''t：

露華似水。想夜來和著，秋英都碎。幾陣緒風，老盡群芳賸濃翠。江北

江南往事，抵多少、垂鞭摻袂。但暗記，一角春山，寒玉響環珮。　 　 憔

悴。碧雲外。又倩得笛聲，喚醒殘醉。緑珠未墜。依約春痕幾分在。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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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齊紈易擲，空驗取、班姬清淚。甚日向、煙浪裏，雪蓑共載。（《暗香·

扇上梅花》）瑒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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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ò》，Û ５３５，�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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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澤虛占，雲陰漸散，江干依舊斜陽。向淡煙籠處，待曳逗春光。怕紅

萼、禁寒乍勒，碧城仙侣，倦繞迴廊。隔深深，簾幙從教，密意難將。　 　

似曾相識，便判年、還倚新裝。儘玉照空明，紅羅旂旎，翠羽低昂。一種

横斜疏影，深宵月、不似銀黄。算誰家籬落，堪尋前度幽香。（《揚州

慢》）瑒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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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門徑觀的成形———清真、稼軒的逐步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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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Øò》，� １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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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

情富艷，思力果鋭，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世以蘇、

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

可同日語也。後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並無其情。稼軒固是才

大，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介存齋論詞雜著》）瑓瑠

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

吻合。辛寬姜窄：寬，故容穢；窄，故鬥硬。（《宋四家詞選目録序

論》）瑓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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