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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研究】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

楼 　 培

摘　 要：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沉寂，在词体兴起与发展的历程中，洛阳文人集团扮演了重要角色。 该文学群体由

于幕主钱惟演的倡导提携，诸文人才士的应和参与，形成从容闲暇、文酒诗会的生态环境，产生了以歌妓为中介的

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体运行系统。 钱惟演、谢绛、尹洙、梅尧臣、欧阳修等集团主要人物均有词作问世，不乏词

史价值。 尤其是欧阳修，他以洛阳为起点，创作了为数甚多、质量颇高的词作，并受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极大影响，最
终成为宋初四大词人之一，有力地推动了宋词的发展进程，深刻展现了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
关键词：洛阳文人集团；欧阳修；词体创作；词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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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词虽有“一代之胜”的隆誉，但揆诸史实，在
宋初半个多世纪里，词坛却显得沉寂寥落。 两宋之

际的王灼通过比较唐末五代与宋初词之盛衰，早已

感慨：“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 虽

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 在士大

夫犹有可言，若昭宗‘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岂
非作者？ 诸国僭主中，李重光、王衍、孟昶、霸主钱俶

习于富贵，以歌酒自娱。 而庄宗同父兴代北，生长戎

马间，百战之余，亦造语有思致。 国初平一宇内，法
度礼乐寖复全盛，而士大夫乐章顿衰于前日，此尤可

怪。”①直到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四大词人先后

由南入北，濡染词笔，才从根本上改变此前的萧条局

面，开创了词坛的一代新风，并迎来宋词的第一个高

峰。②考察宋词兴起与发展的演变历程，我们发现洛

阳文人集团在词体创作上也颇有特色，是北宋词坛

蓓蕾初放时期的奇葩异卉，应当引起词学研究者的

重视与探讨。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是指北宋仁宗朝形成的以西

京留守钱惟演为幕主、河南府通判谢绛为主盟的僚

佐群体，它以尹洙、梅尧臣、欧阳修为骨干，包括尹

源、富弼、张先、张谷、张汝士、杨愈、张太素、孙祖德、
张亢、王顾等成员，更有国子学秀才王尚恭、王尚喆

兄弟以及王复等为羽翼。 他们之间除了以政事、文
学为纽带外，某些成员之间还有姻戚关系，如谢绛嫁

妹与梅尧臣，二王兄弟嫁妹与尹洙之子尹朴，欧阳修

和谢绛长子谢景初（字师厚）同为胥偃女婿，而胥偃

又是钱惟演亲戚③，欧阳修、谢绛与钱惟演也平添了

一层因缘。 该集团活动时间从天圣九年（１０３１）到

景祐元年（１０３４），前后不过四载，但在宋代文学与

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已有的相关研

究，如王水照先生《北宋洛阳文人集团的构成》 《北
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 《北宋洛阳文

人集团与宋诗新貌的孕育》 《欧阳修学古文于尹洙

辨》等篇章及拙文《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南北文学

的冲突和融合》④，皆聚焦于其在宋代诗文方面的革

新变异及文学史意义，而没有对该集团在词体创作

上的成就展开论述，不免有遗珠之憾，本文试图弥补

这种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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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生态

吴熊和先生曾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唐宋词的文

化功能和运行系统做了这样的界说：“许多事实表

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
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

乐环境，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

方式，以歌舞侑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

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 词的社交功能与

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

伴而行的。 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因素在内的历

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⑤这一精

辟论断是建立在充分的史实基础上的。 如欧阳炯

《花间集序》称：
　 　 唱云谣则金母词清；挹霞醴则穆王心醉。
名高白雪，声声而自合鸾歌；响遏行云，字字而

偏谐凤律。 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

之篇，豪家自制。 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之

簪；竞富樽前，数十珊瑚之树。 则有绮筵公子，
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

玉指，拍按香檀。 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

态……乃命之为《花间集》。 庶以阳春之甲，将
使西园英哲，用资羽盖之欢；南国婵娟，休唱莲

舟之引。⑥

又陈世修《阳春集序》记述冯延巳词之问世：
　 　 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

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

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 日月寖久，录而成

编。⑦

以上两篇文献都涉及当时词体的生成与传播，
叙述了以歌妓佐酒为中介触媒，文人应歌填词并与

乐工歌妓往还互动的实际情状，不仅展现了西蜀、南
唐两个五代词坛中心具体而微的缩影，也为吴先生

的论断提供了两个生动的注脚。
再回过头来看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环境。

《四朝国史·欧阳修本传》称“（欧氏）调西京推官，
留守钱惟演器其材，不撄以吏事，修以故益得尽力于

学”⑧。 钱惟演不但对青年才俊欧阳修青眼有加，关
照爱护，对于其他后进亦奖掖提携，愉快相处，从而

为该文人集团营造了从容闲暇的生活和创作氛围。
据载：

　 　 天圣、明道中，钱文僖公（惟演）自枢密留

守西都，谢希深为通判，欧阳永叔为推官，尹师

鲁为掌书记，梅圣俞为主簿，皆天下之士，钱相

遇之甚厚。 一日，会于普明院，白乐天故宅也，
有《唐九老画像》，钱相与希深而下，亦画其旁。
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阁临圜驿，命永叔、师

鲁作记。 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 师鲁曰：“某

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 永叔

自此始为古文。 钱相谓希深曰：“君辈台阁禁

从之选也，当用意史学，以所闻见拟之。”故有

一书，谓之《都厅闲话》者，诸公之所著也。 一

时幕府之盛，天下称之。 又有知名进士十人，游
希深、永叔之门，王复、王尚恭为称首。 时科举

法宽，秋试府园醮厅，希深监试，永叔、圣俞为试

官。 王复欲往请怀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

元矣。”王复不行，则又曰：“解元非王复不可。”
盖诸生文赋，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 当朝

廷无事，郡府多暇，钱相与诸公行乐无虚日。⑨

从中可见，钱惟演虽是昆体作手，娴于骈俪“时
文”，但胸襟豁达，鼓励古文创作，并组织过一次同

人竞赛。 他又重视幕僚后辈的文史才艺，裒辑了同

人习作《都厅闲话》。 而切磋琢磨的风气蔓延开来，
在西京国子学也形成良性循环。 这种“不撄以吏

事”“郡府多暇”“行乐无虚日”的行政与生活作风更

其是词体创作的前提条件。
现存史料中有两则提到洛阳文人集团的文酒诗

会与词体创作的关系。 《钱氏私志》记载：
　 　 欧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 时先文僖

（钱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
尹师鲁同在幕下。 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
微讽而不之恤。 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

俱不至。 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
“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失金

钗，犹未见。”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偿

汝。”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

声。 小楼西角断虹。 阑干倚遍，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栖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

纹平。 水晶双枕，傍有堕钗横。”坐皆称善，遂

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钗。⑩

又《邵氏闻见录》有云：
　 　 谢希深、欧阳永叔官洛阳时，同游嵩山。 自

颍阳归，暮抵龙门香山。 雪作，登石楼望都城，
各有所怀。 忽于烟霭中有策马渡伊水来者，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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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乃钱相遣厨传歌妓至。 吏传公言曰：“山行

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遽归也。”钱

相遇诸公之厚类此。 后钱相谪汉东（随州），诸
公送别至彭婆镇，钱相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

之，甚悲。 钱相泣下，诸公皆泣下。

上引笔记小说之本事或不足信，但也从一个侧

面反映出洛阳文人集团词体创作的生态环境，它包

括宴饮、燕乐、歌妓、词人、风俗生活等各种社会文化

要素，满足了词体赖以产生、传播的基本条件。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宋初以来的政治文化环境

也与词的兴起关系密切。 太祖即位后不久就解除了

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宿将的兵权，其劝说辞称：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

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 尔曹何不释去兵

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

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石、王等人对宋太祖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此后优游

沉湎于锦衣玉食、歌舞奢靡的生活。 如武胜节度使

兼侍中高怀德家中“声伎之妙，冠于当时，法部中精

绝者，殆不过之”，其本人也“善音律，自为新声，
度曲臻其精妙”。 夏承焘先生《瞿髯论词绝句》论
北宋词风时就说：“九重心事共谁论，酒畔兵权语吐

吞。 说与玉田能信否？ 陈桥驿下有词源。”这里指

明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心机与北宋词的兴起及其

软靡风格息息相通。
宋初词人中虽有潘阆、林逋等闲云野鹤式的隐

士，但更多的是寇准、丁谓等位列庙堂的朝廷权贵与

士大夫，后者崇高的社会地位与雄厚的经济基础更

易于产生以歌妓为中介的歌舞佐酒与填词听歌的词

体运行系统。 据载：“真宗临御岁久，中外无虞，与
群臣燕语，或劝以声妓自娱。 王文正公（曾）性俭

约，初无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钱，上使内东门司

呼二人者，责限为相公买妾，仍赐银三千两。”无论

是太祖出于国初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还是真宗国

家安定时期对君臣同乐的期许，都表明了北宋最高

统治者对歌妓歌舞娱乐的认可。 从实际效果来看，
这无疑对以歌妓为中介的词体运行系统起到了推动

作用。
洛阳文人集团的幕主钱惟演乃吴越王钱俶之

子，从父归宋。 他在政治上颇有权力欲望，真宗“天
书”事件之初的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因献《祥符

颂》擢升司封郎中、知制诰。 他曾攀附联姻真宗之

妻刘后，以妹嫁刘后之兄刘美。 又攀附当时权倾一

时的丁谓，与之结为姻亲，共同排逐寇准。 乾兴元年

（１０２２），丁谓得罪，钱氏又恐牵连自己，就排挤丁谓

来自求解脱。 当年七月，钱氏除枢密使，十一月即罢

为保大军节度使，知河阳。 后相继徙知亳州，判许

州、陈州，天圣九年（１０３１）改判河南府。 在此过程

中，钱氏尚不死心，稽留京师，图谋入相，先后遭到监

察御史鞠咏、天章阁待制范讽、殿中侍御史郭劝等人

劾奏，敦赴本镇。 明道二年（１０３３）又在御史中丞范

讽劾奏下被罢平章事，改任崇信军节度使。 翌年即

景祐元年（１０３４）七月，卒于崇信军节度使所在之随

州。 钱惟演出身贵胄，惯于歌儿舞女的优越生活自

不待言，晚年的屡徙藩镇又与宋初被解除兵权的石、
王等人有相似之处。 在洛阳的文酒诗会、优游卒岁，
一方面是他政治上郁郁不得志后不得已的自我排

遣，另一方面更是身为文坛名家、昆体作手对后辈才

人有意识的优容提携，同时也呼应了真宗朝后期以

来“中外无虞”“以声妓自娱”的社会发展趋势，客观

上为洛阳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提供了最直接、最有

利的生态环境。

二、钱、谢、尹、梅的词体创作与词史价值

洛阳文人集团创作的主要体裁是诗文，词体亦

未可轻忽。 前引《钱氏私志》中《临江仙》 （柳外轻

雷）词在《全宋词》中未见重出，为欧阳修洛阳时期

所作无疑，而《邵氏闻见录》所载钱惟演谪汉东时

“置酒作长短句，俾妓歌之”，或即《木兰花》（城上风

光）词。 从这些吉光片羽的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

想见，洛阳文人集团诗酒风流之余，应该填写有为数

不少的词作，但由于历史原因未能流传下来，以致湮

没不彰，无人问津。 所幸在《全宋词》中，目前尚收

有钱惟演词 ２ 首，谢绛词 ３ 首，尹洙词 １ 首，梅尧臣

词 ２ 首，欧阳修词 ２４２ 首，这些词作为我们研究洛阳

文人集团的词体创作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这些词作

有的并非填于洛阳时期，但在“士大夫乐章顿衰于

前日”的宋初，创作主体作为洛阳文人集团的领袖

与骨干的五位主要人物皆有词作并留存至今，这本

身就是一个奇迹。 这些留存的作品，又多是在洛阳

或离开洛阳之后所作，词中关于洛阳记忆的亦不少。
钱惟演存词两首：
　 　 木兰花

城上风光莺语乱。 城下烟波春拍岸。 绿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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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 情怀渐变成衰

晚。 鸾鉴朱颜惊暗换。 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

芳尊惟恐浅。
玉楼春

锦箨参差朱槛曲。 露濯文犀和粉绿。 未容

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 嫩似春荑明似

玉。 一寸芳心谁管束。 劝君速吃莫踟蹰，看被

南风吹作竹。

上引第一首辑自《湘山野录》，释文莹记载：“钱
思公 谪 居 汉 东 日， 撰 一 曲 曰： ‘ 城 上 风 光 莺 语

乱……’每歌之，酒阑则垂涕。 时后阁尚有故国一

白发姬，乃邓王俶歌鬟惊鸿者也。 曰：‘吾忆先王

（钱俶）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
相公其将亡乎？’果薨于隋（随）。 邓王旧曲亦有‘帝
卿烟雨锁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颇相类。”

虽然这里只提及这一曲“每歌之”以至于“酒阑垂

涕”，亦可反映出钱惟演不乏歌舞佐酒、填词听歌的

生活常态。 欧阳修《归田录》还记载，钱氏在西洛时

曾对僚属坦言自己平生唯好读书，有“坐则读经史，
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即词）”的读书习惯。
词虽小道，当时在文化层位上远逊于经史和小说，但
它也是钱惟演不废吟咏的一种文学体裁，这也从一

个侧面生动折射出词在宋初社会文化中逐渐抬头的

态势。
第二首《玉楼春》辑自《全芳备祖》，全篇体物写

志，描摹细腻，所咏之物即为笋，是现存《全宋词》中
最早的咏物词，具有一定的词史价值。 又据《能改

斋漫录》记载：“钱文僖公留守西洛，尝对竹思鹤，寄
李和文公（遵勖）诗云：‘瘦玉萧萧伊水头，风宜清夜

露宜秋。 更教仙骥旁边立，尽是人间第一流。’其风

致如此。 淮宁府城上莎，犹是公所植。 公在镇，每宴

客，命厅籍分行，刬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时胜

事，至今称之。”钱惟演在淮宁（陈州府治所）命歌

妓传唱《踏莎行》，为其歌舞佐酒、填词听歌更添一

例。 将在洛阳的“对竹思鹤”诗与《玉楼春》词两相

对照，则前者高雅清奇，后者辞藻华丽，一定程度上

也是宋初“诗庄词媚”观念的部分反映。
谢绛留存词《菩萨蛮·咏目》 《夜行船·别情》

《诉衷情·宫怨》各 １ 首，均从《唐宋诸贤绝妙词选》
卷二辑得：

　 　 菩萨蛮·咏目

娟娟侵鬓妆痕浅。 双眸相媚弯如翦。 一瞬

百般宜。 无论笑与啼。 酒阑思翠被。 特故瞢腾

地。 生怕促归轮。 微波先注人。
夜行船·别情

昨夜佳期初共。 鬓云低、翠翘金凤。 尊前

和笑不成歌，意偷转、眼波微送。 草草不容成楚

梦。 渐寒深、翠帘霜重。 相看送到断肠时，月西

斜、画楼钟动。
诉衷情·宫怨

银缸夜永影长孤。 香草续残炉。 倚屏脉脉

无语，粉泪不成珠。 双粲枕，百娇壶。 忆当初。
君恩莫似，秋叶无情，欲向人疏。

通观这三首词，最引人瞩目的是均有词题。 施

蛰存先生曾指出：“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词，都是小

令，它们常用于酒楼歌馆，为侑觞的歌词。 词的内

容，不外乎闺情宫怨，别恨离愁，或赋咏四季景物。
文句简短明白，词意一看就知，自然用不到再加题

目。 以后，词的作用扩大，成为文人学士抒情写怀的

一种新兴文学形式，于是词的内容、意境和题材都繁

复了。 有时光看词的文句，还不知道为何而作，于是

作者有必要给加一个题目。 这种情况大约从苏东坡

开始出现。 例如东坡更漏子词调名下有‘送孙巨

源’四字，望江南一首的调名下有‘超然台作’四字。
都是用来说明这首词的创作动机及其内容。 这就是

词题。 有了词题，就表明词的内容与调名没有关

系。”谢绛《菩萨蛮》等三首之词题应是作者自拟，
而非《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编者所加。 虽然词的内

容仍是咏物、别情、宫怨等常规旧辙，意境与题材也

没有更显繁复，但均有词题，似是有意识的拟定，时
间上明显早于苏轼。 而作于明道二年（１０３３）离洛

赴京前夕的《夜行船·别情》，是谢绛词中最受称道

的一首。 这首词体现了洛阳文人集团成员之间的深

厚情谊，许昂霄《词综偶评》评价其“情真语挚”，
其中“尊前和笑不成歌”句又被况周颐赞为“熨帖入

微”。 欧阳修对这首词亦赏叹不已，念念不忘，后
有用韵之作《夜行船》 （忆昔西都欢纵），庆历四年

（１０４４）途经洛阳时，作《再至西都》诗，诗末还特别

提及：“却到谢公题壁处，向风清泪独潺潺。”

尹洙词今存有《水调歌头·和苏子美》１ 首：
　 　 万顷太湖上，朝暮浸寒光。 吴王去后，台榭

千古锁悲凉。 谁信蓬山仙子，天与经纶才器，等
闲厌名缰。 敛翼下霄汉，雅意在沧浪。 晚秋里，
烟寂静，雨微凉。 危亭好景，佳树修竹绕回塘。

０６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不用移舟酌酒，自有青山绿水，掩映似潇湘。 莫

问平生意，别有好思量。

苏舜钦（字子美，１００８—１０４８）在庆历新政中属

于范仲淹集团，在党争中因“进奏院案”而被除名勒

停，后闲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庆历五年（１０４５）
沧浪亭建成，《水调歌头·沧浪亭》（潇洒太湖岸）当
作于此时。 《东轩笔录》载其本事：“苏子美谪居吴

中，欲游丹阳，潘师旦深不欲其来，宣言于人，欲阻

之。 子美作《水调歌头》，有‘拟借寒潭垂钓，又恐鸥

鸟相猜，不肯傍青纶’之句，盖谓是也。”苏舜钦早

年怀着热切强烈的政治理想，《水调歌头》又是高亢

悠扬、声宏音畅的一个词调，词中更有“丈夫志，当
景盛，耻疏闲。 壮年何事憔悴，华发改朱颜”之句，
抒发了作者不平则鸣的牢骚抑郁与壮志难酬的感慨

激愤。 尹洙亦属范仲淹革新集团，在“进奏院案”
中，为营救苏舜钦等曾上《论朝政宜务大体疏》。 庆

历五年新政失败，尹洙则因公使钱事入狱穷治，后贬

崇信军节度副使。 这次被贬与苏舜钦事相仿，都有

鲜明的党争痕迹。 这首和词表面上将世间功利与政

治迫害置于脑后，沉浸于闲居自然的逍遥之乐中，骨
子里却依然流露出人生失意、寄情山水的自伤自适，
与苏氏原词的壮怀激烈恰似相反相成，异曲同工，同
时也从文学唱和活动中反衬出这两位改革派成员之

间的肝胆相照、惺惺相惜。
梅尧臣现存词作有《玉楼春》两首，一首辑自

《全芳备祖》后集卷十七《杨柳门》：
　 　 天然不比花含粉。 约月眉黄春色嫩。 小桥

低映欲迷人，闲倚东风无奈困。 烟姿最与章台

近。 冉冉千丝谁结恨。 狂莺来往恋芳阴，不道

风流真能尽。

这首咏物词低徊宛转、细腻传神，与其“初喜为

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演深远，间亦琢刻以出怪

巧”的诗风迥乎不侔，确乎有词体当行本色的柔美

风格。
另一首《苏幕遮》情景交融，余韵不绝，辑自《能

改斋漫录》：
　 　 梅圣俞在欧阳公座，有以林逋草词“金谷

年年，乱生青草谁为主” 为美者，圣俞因别为

《苏幕遮》 一阕云：“露堤平，烟墅杳。 乱碧萋

萋，雨后江天晓。 独有庾郎年最少，窣地春袍，
嫩色宜相照。 接长亭，迷远道。 堪怨王孙，不记

归期早。 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

老。”欧公击节赏之，又自为一词云：“栏杆十二

独凭春，晴碧远连云。 千里万里，二月三月，行

色苦愁人。 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
那堪疏雨滴黄昏，更特地忆王孙。”盖《少年游

令》也。 不惟前二公所不及，虽置诸唐人温、李

集中，殆与之为一矣。 今集本不载此篇，惜

哉。

这一阕《苏幕遮》与林逋《点绛唇》争胜，又引出

欧阳修 《少年游》 一首，并为词史上 “咏春草绝

调”。 梅尧臣存词绝少，其在词坛的地位远不如其

在诗坛上的宋诗“开山祖师”之盛名。 梅尧臣这首

词能够让欧阳修“击节赏之”，“为时所矜重”，且
不乏接响嗣音，足见其独特价值。 刘熙载敏锐地发

现：“梅圣俞《苏幕遮》云：‘落尽梅花春又了，满地斜

阳，翠色和烟老。’此一种，似为少游开先。”秦观

词在题材上以情爱、贬谪、纪游等为多，风格上以婉

约蕴藉、抒情幽深为主，四库馆臣特标举其“情韵兼

胜”，与梅氏此词颇有相合之处。

三、洛阳文人集团的词史意义：以欧阳修为中心

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中最能体现词史意义的是继

往开来的欧阳修。 欧阳修是洛阳文人集团中走出来

并成长为文坛领袖的最杰出代表，对于诗文词赋诸

种体裁无一不能，无所不精。 就词而论，北宋杨绘

《时贤本事曲子集》已称：“欧阳文忠公，文章之宗师

也。 其于小词，尤脍炙人口。”南宋罗大经《鹤林

玉露》又云：“文章各有体，欧阳公所以为一代文章

冠冕者 …… 虽游戏作小词， 亦无愧唐人 《花间

集》。”据现存欧词考察，其初染词笔即在洛阳时

期，上引《临江仙》（柳外轻雷）可为明证。
综观欧阳修一生，他有一个明显的 “洛阳情

结”，他在洛阳期间已经对此大书特书，离开洛阳后

这种情结更是挥之不去，常常形诸诗文，讽诵不已。
欧阳修的“洛阳情结”多通过两种方式来表达，一是

对洛阳风物的回忆与叙述，如《洛阳牡丹记》 《洛阳

牡丹图》等，“洛阳花”也是其创作中不绝如缕的重

要意象。 二是对洛阳文人集团成员的刻画与描写，
虽然“洛阳旧友一时散，十年会合无二三”，但这

种追忆和书写贯穿了欧阳修的创作生涯。 除了常见

的诗文外，在欧阳修的《内制集序》 《归田录》 《集古

录》《六一诗话》等各种体裁中，都能看到该集团成

员的身影，又如张谷、张汝士的墓表，谢绛、张先、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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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士、尹源、尹洙的墓志铭，均为欧氏所撰。
词也是欧阳修抒发“洛阳情结”不可或缺的重

要载体。 除前揭《临江仙》外，欧阳修在洛阳填词尚

有不少可考，如以下 ７ 首《玉楼春》词：
　 　 风迟日媚烟光好。 绿树依依芳意早。 年华

容易即凋零，春色只宜长恨少。 池塘隐隐惊雷

晓。 柳眼未开梅萼小。 尊前贪爱物华新，不道

物新人渐老。
西亭饮散清歌阕。 花外迟迟宫漏发。 涂金

烛引紫骝嘶，柳曲西头归路别。 佳辰只恐幽期

阔。 密赠殷勤衣上结。 翠屏槐梦莫相寻，禁断

六街清夜月。
春山敛黛低歌扇。 暂解吴钩登祖宴。 画楼

钟动已魂销，何况马嘶芳草岸。 青门柳色随人

远。 望欲断时肠已断。 洛城春色待君来，莫到

落花飞似霰。
樽前拟把归期说，欲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

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

阕，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

风容易别。
洛阳正值芳菲节，秾艳清香相间发。 游丝

有意苦相萦，垂柳无端争赠别。 杏花红处青山

缺。 山畔行人山下歇。 今宵谁肯远相随，惟有

寂寥孤馆月。
残春一夜狂风雨。 断送红飞花落树。 人心

花意待留春，春色无情容易去。 高楼把酒愁独

语。 借问春归何处所。 暮云空阔不知音，惟有

绿杨芳草路。
常忆洛阳风景媚。 烟暖风和添酒味。 莺啼

宴席似留人，花出墙头如有意。 别来已隔千山

翠。 望断危楼斜日坠。 关心只为牡丹红，一片

春愁来梦里。

它们都直接写到洛阳的风物，也或明或暗地涉

及该文人集团的成员。 第一、二首皆描写洛阳上林

苑的景致情境，可与欧阳修《陪饮上林院后亭见樱

桃花悉已披谢因成七言四韵》 《春日独游上林院后

亭见樱桃花奉寄希深圣俞仍酬递中见寄之什》、梅
尧臣《依韵和永叔同游上林院后亭见樱桃花悉已披

谢》等诗参看互证。
第四首中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

月”，表达出欧阳修离开洛阳前夕的款款深情，以及

对世事无常的感慨和省思。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

共春风容易别”，又用一种洒脱豪荡的意兴来自我

解嘲，排遣情累，深得风人之旨，“于豪放之中有沉

着之致，所以尤高”。
第七首“常忆洛阳”则脱胎于前面提到的钱惟

演《玉楼春》（城上风光）。 钱词上片用顾夐“月照玉

楼春漏促”体，下片用李煜“晚妆初了明肌雪”体，一
词上下片各参用一体，欧阳修该词完全依钱体作

法，可见其渊源有自，法乳真传。 钱氏另一阕“锦
箨参差”，用《玉楼春》正体，《钦定词谱》有云：“按
《花间集》顾夐词四首、魏承班词二首，《尊前集》欧
阳炯词二首，其前后段起二句第二字、第六字俱仄

声，第三句第二字、第六字俱平声，第四句第二字、第
六字亦俱仄声。 宋人惟杜安世词五首、钱惟演‘锦
箨参差’词一首、欧阳修‘美酒花浓’词一首本此体

填，余皆南唐李煜体也。”钱惟演硕果仅存的两首

词作，欧阳修均有所步武效仿，其间的承继发扬之意

也就昭然若揭。
第三首当是明道二年（１０３３）送谢绛离洛阳之

作，依依惜别之情溢于言表，更希望他能在“洛城春

色”时再度前来相聚。 “画楼钟动”即前引谢氏《夜
行船·别情》词句，这一意象也在欧词中也多次出

现。 如《夜行船》：
　 　 忆昔西都欢纵。 自别后、有谁能共。 伊川

山水洛川花，细寻思、旧游如梦。 今日相逢情愈

重。 愁闻唱、画楼钟动。 白发天涯逢此景，倒金

樽、殢谁相送。

这首词写于庆历年间，感怀昔日“西都欢纵”
“旧游如梦”，即用谢词原韵。 又如《采桑子》三首：

　 　 画楼钟动君休唱，往事无踪。 聚散匆匆。
今日欢娱几客同。 去年绿鬓今年白，不觉衰容。
明月清风。 把酒何人忆谢公。

十年一别流光速，白首相逢。 莫话衰翁。
但斗尊前语笑同。 劝君满酌君须醉，尽日从容。
画鹢牵风。 即去朝天沃舜聪。

十年前是樽前客，月白风清。 忧患凋零。
老去光阴速可惊。 鬓华虽改心无改，试把金觥。
旧曲重听。 犹似当年醉里声。

这三首词作当为庆历四年（１０４４）欧阳修忆老

友谢绛之作，距离明道、景祐年间的洛阳文人集团盛

会已逾十年。 “画楼钟动”的意象再次出现，“旧曲

重听，犹似当年醉里声”，依旧撩拨着词人的心弦，
令其久久低徊、不能自已。 晏几道《凤孤飞》词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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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一曲画楼钟动，宛转歌声缓。 绮席飞尘满。 更

少待、金蕉暖。 细雨轻寒今夜短。 依前是、粉墙别

馆。 端的欢期应未晚。 奈归云难管。”这里借欧公

洛阳往事、“画楼钟动”来抒发欢期太短、意兴未尽

之情，可知其曲数十年间流布遐迩、传唱不衰。
无论是“洛城花”还是“画楼钟动”，无论是洛阳

文人集团成员的生前还是身后，欧阳修一而再、再而

三地书写洛阳风物，追忆斯人风神，在抒发“洛阳情

结”的同时，构建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呼应的文学

世界。 这一文学世界一方面有其系统性与自足性，
展现了洛阳的各种风土人情与诗酒文会，另一方面

也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和开放性，既囊括欧阳修创作

的诗文词赋等各种体裁，也含摄了钱惟演、谢绛、尹
洙、梅尧臣等洛阳文人集团其他成员的文学作品。

围绕词之一体而论，除了上述在洛阳濡染词笔

抑或与洛阳文人集团相关的词作以外，欧阳修还填

写了数量甚多、风格多样的词作，是宋初与柳永、
晏殊、张先并肩而立的四大词人之一。 欧阳修工于

小令但并不局限于此，同时也创作了《千秋岁》 《醉
蓬莱》《鼓笛慢》 《摸鱼儿》 《蓦山溪》等为数不少的

长调慢词。 他的词在当时流播甚广，是歌妓侍宴佐

觞的名家唱词之一。 《侯鲭录》称“欧公闲居汝阴

时，一妓甚韵文，公歌词尽记之”，又《后山谈丛》
有云：“文元贾公居守北都，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

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而喻之，妓
亦唯唯。 公怪叹，以为山野。 既燕，妓奉觞歌以为

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 公复怪之，召问，所歌

皆其词也。”此外，欧阳修的词作《洛阳春》 （纱窗

未晓）在《高丽史·乐志》中也有记载，亦如柳永词

一样跨越国度，传唱域外。

就渊源来说，一般认为欧词可上溯至南唐词，尤
其是冯延巳词。 如冯煦《蒿庵论词》称：“宋初诸家，
靡不祖述二主（李璟、李煜），宪章正中（冯延巳）”，
“文忠（欧阳修）家庐陵，而元献（晏殊）家临川，词家

遂有西江一派。 其词与元献同出南唐，而深致则过

之。”刘熙载更进一步指出：“冯延巳词，晏同叔得

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王国维既从词史角度总

评“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

一代风气”，又具体而微地加以佐证：“欧九《浣溪

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
便后人所不能道。 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

‘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这些论述都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也在有意无意之间遮蔽了欧

词的其他渊源。
我们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欧词受钱惟演影响

极大，且直凑单微，最为亲切。 其实吴越国虽然词名

不彰，未能和西蜀、南唐鼎足而三，但也并非一无可

称。 杨慎《词品》卷二“五代僭主能词”条云：“五代

僭伪十国之主，蜀之王衍、孟昶，南唐之李璟、李煜，
吴越之钱俶，皆能文，而小词尤工。 如王衍之‘月明

如水浸宫殿’，元人用之为传奇曲子。 孟昶之洞仙

歌，东坡极称之。 钱俶‘金凤欲飞遭掣搦。 情脉脉。
行即玉楼云雨隔’，为宋艺祖所赏，惜不见其全

篇。”从钱俶到钱惟演，再到欧阳修，词之传承痕迹

如草蛇灰线，依稀可寻。
再就欧词影响而言，冯煦《蒿庵论词》称：“宋至

文忠，文始复古，天下翕然师尊之，风尚为之一变。
即以词言，亦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 本传云，超
然独骛，众莫能及，独其文乎哉，独其文乎哉。”顾

随先生更推崇欧公“奠定宋词之基础”，且“词开苏、
辛”，“盖以文学不朽论之，欧之作在词，不在诗

文”。汪东《唐宋词选》识语中一言以蔽之，曰“《六
一》开北宋之风”。

欧阳修的词从洛阳时期的“小荷才露尖尖角”，
最后长成为一束风中怒放的“洛阳花”。 他的填词

生涯贯穿始终，而起点即是洛阳，由此也凸显出洛阳

文人集团在词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意义。 在宋初词

坛沉寂萧条的情势下，洛阳文人集团呼应时代精神，
在诗酒文会的风气中濡染词笔，钱惟演、谢绛、梅尧

臣、尹洙等均有词作问世，各显风貌，别具特色。 特

别是欧阳修融会贯通南唐、吴越的词学传统，创作诸

多情理相融的士大夫词，与柳永、张先、晏殊等词人

先后北上京师，将词从南方传送至北方，取得南词北

进的重大进展，承先启后，融合南北，开创宋词一代

新风。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在宋词从涓涓

细流变成澎湃江河的过程中，洛阳文人集团作为一

个文学群体，展现了词史上一幅原生动态的丰富图

景，为后人考察词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一份极为难

得的样本，其词体创作与词史意义值得郑重揭出，表
而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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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ｌｙｒ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ｉｎｇｉｎｇ，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ｏ ｏｎ．Ｑｉａｎ Ｗｅｉｙａｎ， Ｘｉｅ Ｊｉａｎｇ， Ｙｉｎ Ｚｈｕ， Ｍｅｉ Ｙａｏｃｈｅｎ ，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ｕ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ｊｏｒ ｆｉｇ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ｌ ｗｒｏｔｅ Ｃｉ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ｌａｃｋ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ｕ， ｔａｋｉｎｇ Ｌｕｏｙａ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ｉ ｐｏｅｍ′ｓ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ｕｏｙ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Ｇｒｏｕｐ， ｈ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ｍｏｓｔ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Ｃｉ ｐｏ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ｉ ｐｏ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ｕｏｙ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Ｇｒｏｕ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ｕｏｙ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ｉ Ｇｒｏｕｐ； Ｏｕｙａｎｇ Ｘｉｕ； Ｃｉ ｐｏｅｍ′ｓ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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