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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辛弃疾的登临词中看其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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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辛弃疾作为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之一$其词作于*剪红刻翠+之外*另立一宗+&本文试着从辛弃疾的登临词入手$来

探究辛弃疾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具体表现为%登临时的*感心之物+$即富有形象性的自然界景物和以用典为主的人世

间事象!登临时的*感物之心+$即他内在的*想为+和外界环境对他摒斥压抑所致的*不让为+两种力量的相互激荡&这种雄豪

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遂使得辛弃疾的登临词既拓其境又具词之眇&

关键词!辛弃疾!登临词!雄豪!悲婉!感心之物!感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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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作为南宋杰出的爱国词人之一$其词作

于*剪红刻翠+之外*另立一宗+&王国维在/人间词

话0里评价%*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

#

-辛词的豪

放真的摆脱了*词之为体$要眇宜修+的特点了吗4

实则不然&姑且就让我们从辛弃疾的登临词中$去

看他是如何在保有词之含蓄蕴藉的基础上抒发抗金

救国的英雄志意和报国无门的悲郁之情的$进而实

现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

纵观辛弃疾的登临足迹$主要在江浙两湖)福建

之地$有建康蒋山)建康赏心亭)南剑双溪楼)京口北

固亭等&这大抵和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从*壮岁旌

旗拥万夫$锦雦突骑渡江初+南归"

##%!

#到逝世

"

#!"$

#这四十五年中$前二十年出任一些朝廷官职$

但却频繁调动$闲职居多!后二十年几乎闲居在江西

上饶和铅山的农村中$过着置散投闲的生活&而辛

弃疾的登临词则主要作于南归初期任职于江浙两湖

之时和晚年朝廷两度下诏起复他为福建提点刑狱和

绍兴知府)镇江知府之时&为我们所熟知的登临词

有/水龙吟2登建康赏心亭0)/水龙吟2登南剑双溪

楼0)/永遇乐2京口北固亭怀古0)/南乡子2登京口

北固亭有怀0等&细细品读$辛弃疾的登临词除表面

的豪情壮意之外$亦有一种*与其表面之情思相异或

相反$而生调剂映衬之作用$得相反相成之妙+

,

!

-

&@A

的悲婉&这正是辛词不同于其他爱国词人诸如张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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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牛丹丹 %从辛弃疾的登临词中看其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

干)张孝祥)陆游)陈亮等人所写壮词之处...雄豪

却不失于浅露$悲婉却不流于幽怨$二者相融$既拓

其境又具词之眇&

对于辛弃疾的登临词是如何实现雄豪中见悲婉

的风格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叶嘉莹女士所说的*感

发作用实为诗歌的主要生命之所在+

,

&

-受到启发&

她进一步指出这种*感发作用+具体是由*内在的作

者的感物之心的本体之资质$以及外在的感心之物

的生活中的现象与遭遇+

,

&

-

#$所组成的&从接受美

学的角度来看$作为读者的我们则主要通过作品"这

里指辛弃疾的登临词#中对外在*感心之物+"自然界

景象与人世间事象#和作者内在*感物之心+多种方

式的表达来体会诗词里的感发作用的&而这刚好为

我们研究辛弃疾登临词中所表现的雄豪中见悲婉的

艺术风格提供了良好契机&某种程度上$辛弃疾的

登临词之所以历尽悠悠岁月仍具有强大的感人力

量$与他对外在*感心之物+的敏锐观察)深刻体认和

具有一颗敏感跳动的*感物之心+不无关系$其雄豪

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也在这两者中得到体现&

一"感心之物

*感心之物+$顾名思义$就是感发心灵的事物&

因诗词语言的凝练性决定了感心之物的形象性&因

此$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为使感心之物更具形象性

总会精心选取感受最深)表现力最强的自然景物和

生活事象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辛弃疾创作登临

词时$也不例外&他笔下的感心之物既包括登高远

望时的自然界景物$又包括思接千载后古今茫茫的

人世间事象&对于前者$辛弃疾主要是通过选取最

具有特征性的意象来传达自己的情意!对于后者$辛

弃疾总能将古今虚实融为一体$通过巧妙用典$以达

古为今用$进而委婉传达自己的志意和理念&叶嘉

莹女士曾说%*真正使一首诗歌成为好诗的基本因

素$则主要实当以其形象与情意相结合时所传达出

来的感发生命之质量为标准&+

,

A

-辛弃疾的登临词不

仅将登临时的*感心之物+特性和其抗金救国的情意

相结合$而且以一种委婉蕴藉的笔法实现这两者的

结合&因此$我们在感到辛弃疾英雄志意豪壮的同

时$也会有悲婉之味&比如/水龙吟2登建康赏心

亭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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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 求田问舍!

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

此, 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这一首词作于宋孝宗淳熙元年"

##$A

#$此时已

距南归"

##%!

#十三年之久&十三年来$这位以行伍

出身*补天西北+的英雄并未获得机会驰骋沙场$反

而出任一些文吏闲职&由*武+变*文+的人生错位令

辛弃疾感到理想上的困顿$既不能亲临前线抗金救

国实现金瓯重整的志愿$又不能在朝廷上担任要职$

施展其经济之才&在/水龙吟2登建康赏心亭0中$

辛弃疾的万千愁绪并未喷薄无余$而是曲折盘旋地

隐现于*感心之物+$即自然之景与用典之中&辛弃

疾登临赏心亭$目之所及的是千里清秋$水天相接的

壮阔之景&*千里+)*无际 +表现登临者开阔的视野

之余让空间更为广袤辽远&起笔境界无限壮阔$流

露出词人的豪壮情怀&但是望极秦淮山水$却望不

见沦陷的中原地区$故乡之思和国土沦陷之悲不由

心生$词人并未直说这份愁恨$而是通过*遥岑远目+

三句幽婉地说远山主动*献愁供恨+&接着作者选取

富有特征性的*落日+)*断鸿+$表面上在写登临时的

眼前之景$实则*落日+隐喻着日益倾颓$走向没落的

南宋王朝$*断鸿+隐喻着辛弃疾南归后的孤危处境&

*江南游子+一词道尽了辛弃疾南归以来的辛酸%渡

江南归后$并未找到家国的归属感$南宋君臣因辛弃

疾的*归正+身份对他存有嫌隙$致使英雄武不能驰

骋沙场)抗金救国$文不能直言陈谏)献言献策!而自

己的家乡及广大中原地区仍被金人占领$山河仍旧

破碎$金瓯仍旧残缺&辛弃疾以一个*江南游子+的

身份登临建康赏心亭$以*江南游子+的视野去登高

远望自然界的景物$遂将这满心愁肠赋予*遥岑+)

*落日+)*断鸿+等自然景物$这恰巧是辛弃疾登临词

的独特之处...*3缘事而生情)就景而写心(的写景

抒情的表现艺术&这与一般的从感受真实景物出

发)进行借景抒情的描写有所不同$显示出3即事叙

景(的特色&+

,

@

-词的上片$通过*即事叙景+的手法婉

转含蓄地流露出辛弃疾报国无门的悲郁$悲婉的余

味并不减其词作雄壮的主基调&

辛弃疾登临词的感心之物除了登临时鸟瞰的自

然景物外$还有古今茫茫的人世间事象$后者多是通

过典故来表现&词的下片$词人正面否定了张翰因

思故乡美味辞官归乡和许汜于天下大乱之际只知

*求田问舍+$接着借桓温北伐慨叹流年的典故将万

千愁恨凝注于*可惜流年$忧愁风雨+之上&壮志英

雄恐*迟暮+$更难奈北伐遥遥无期$他又能经受得了

多少政治上的*风雨+&这些典故的使用$恰好使得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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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志意的流露不至于浅率质直$增添了词作的

曲折含蓄之美&辛弃疾登临词中很少对自己抗金北

伐$收复中原的青云之志作直接的说明$总借助一些

感心之物$即登临时鸟瞰的自然景物和典故来传达&

这种寓雄豪于悲婉的艺术风格在/永遇乐2京口北

固亭怀古0更是明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

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

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

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

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被杨慎誉为*稼轩词中第一+&时年六十

六岁的辛弃疾被朝廷起用为镇江知府$登上京口北

固亭借怀古来劝诫当时盲目北伐的韩?胄等辈勿冒

进误国$并理智地表明自己的抗金立场...坚决北

伐$同时反对盲目冒进&词的上片紧扣京口北固亭

这个地方$由*千古江山+追忆当年在此地发生的历

史风云%有*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的孙仲

谋!有当年*气吞万里如虎+率部将北伐的刘裕&这

里既流露着辛弃疾对英雄得志$北伐胜利的渴慕之

情$又有如今英雄难觅$明主难遇的巨大失落之情&

词的下片$借南朝宋武帝刘义隆北伐惨败$致使北魏

太武帝拓跋焘挥军北至长江北岸瓜步山的典故$来

告诫当时的韩?胄等辈勿草率北伐$重蹈当年元嘉

之覆辙&*四十三年+六句则由古及今$言自己南归

四十三年以来$未曾忘却金兵南下对中原百姓烧杀

抢掠的惨景&念如今$人们非但不以当年拓跋焘大

举南侵后在瓜步山建立的行宫为民族之辱$反而一

派祥和地祭神祈求$恐有被异族人同化$忘却国耻之

殆&最后通过老将军廉颇的典故$一则隐喻自己*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收复中原的决心从不动摇!二则

隐喻小人当道$弄权误国$致使英雄被埋没&辛弃疾

这首登临词较/水龙吟2登建康赏心亭0而言$最大

的特点就是较少描写登临后的自然景物$全篇大量

借助典故来叙事&乍看典故似有堆砌$细细品读$所

用典故*不仅注重切合本地风光$而且尤其注重将自

己的身世之感打拚入内+

,

%

-

$曲折含蓄地流露出自己

抗金报国的忠义奋发和现实中报国无门的悲郁

之情&

以上$着重从辛弃疾登临时的*感心之物+"自然

景物和典故#来看其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

二"感物之心

辛弃疾登临词中所表现的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

风格不仅见之于*感心之物+$而且还见之于他登临

时的*感物之心+&若用一句形象的词概括登临心境

那便是*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

2过南剑双溪楼0#&辛弃疾的内心犹如南剑双溪楼

汇合的东溪和西溪$囿于山峡所限$两条溪流不断冲

击回荡$此消彼长&何以言此呢4 这与辛弃疾悲剧

性的两种人生错位有关$*一是由一位骁勇善战的武

将3错位(为一位处理俗务的文吏!二是又由一位极

富才干$本可以做一番大事业的能吏再次3错位(为

一位隐居乡间的3闲人(+

,

$

-

&两次错位都是由辛弃

疾的*想为+与外界的*不让为+二者之间的矛盾造

成$因此辛弃疾登临时的内心始终充斥并盘旋着两

种力量...一种是他那一心抗金救国的*想为+$另

一种是由外界坏境打压所致的*不让为+&当内心

*想为+高于外界压制时$词风显得雄豪!当外界*不

让为+强于内心志意时$词风遂变得悲壮&于是$他

的登临词遂呈现出雄豪与悲婉并存$于雄豪之中见

悲婉的风格&辛弃疾登临词中*感物之心+最能在

/水龙吟2过南剑双溪楼0得到突出体现%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

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

待燃犀下看!凭栏却怕!风雷怒!鱼龙惨%

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

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

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这首登临词作于辛弃疾在带湖闲居十年之久

后$朝廷下诏起复他为福建提点刑狱之际&首句*浮

云+既是辛弃疾登临南剑双溪楼看到的实景$又喻示

着中原沦陷$接着词人联想到需要用万里的倚天长

剑来驱除蔽日浮云&那么宝剑何来呢4 *人言此地+

三句交代了*斗牛光焰+实是*宝剑之精上彻于天

耳+$潭下必有宝剑&辛弃疾欲下水寻取传说中的龙

泉和太阿两把宝剑$但是外界危机重重%既有*潭空

水冷+的凄清$又有*月明星淡+的黑暗$还会引起水

下*风雷怒$鱼龙惨+的混乱&我们会发现$词的上片

明显存在着两种力量%既有以*浮云+)*潭空水冷$月

明星淡+)*风雷怒$鱼龙惨+等现实存在的黑暗阴郁

的力量!又有以万里*长剑+)*斗牛光焰+)*待燃犀下

看+的光明昂扬的力量&这两种力量最终以*凭栏却

怕+得到了强弱之分$*须长剑+最后变成无宝剑$以

*风雷怒$鱼龙惨+为代表的阴郁力量居于优势地位&

从感物之心的角度言$词的上片体现了辛弃疾内心

的两种纠缠...*一个是向上挣扎的他的忠义奋发$

一个是向下压来的外界的压抑摈斥&*倚天长剑+是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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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牛丹丹 %从辛弃疾的登临词中看其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

他的奋发$*潭空水冷$月明星淡+是外界的压抑$*待

燃犀下看+是他不肯罢休$*风雷怒$鱼龙惨+是外在

的迫害&+

,

D

-这两种力量的纠缠使得辛弃疾的登临词

总能有种欲说还休$似吞又吐的蕴藉$豪壮不乏

悲婉&

词的下片*峡束苍江对起+正面写南剑双溪楼前

的两条溪水因受限于周遭的山峡$互相激荡回旋&

看着眼前飞动跳跃的溪水$辛弃疾不禁思绪悠悠$便

*由外景的3观望(转向不只是3观者($更是3观者(的

生命情境的知觉+

,

G

-

&辛弃疾没有直接说自己身世

浮沉之悲$化用年老高卧的陈登之典故进行自比$年

老被闲置也无妨&看似洒脱之语$又有多少悲慨怨

恨于*不妨+二字&当年的*少有扶世济民+$鄙夷许

汜*求田问舍+的陈登$如今年老高卧!而当年*袖里

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西北+的辛弃疾$如今置散投

闲近二十年$将自己悲剧的人生隐于典故之中$非悲

郁到极点是不会故作闲淡之语来取反讽之效的&辛

弃疾登临南剑双溪楼$一时兴起天下兴亡与个人身

世浮沉之慨叹$*得剑的张华$燃犀的温娇$与高卧的

陈登$都已经在历史中消逝$而人间之盛衰兴亡$其

推演循环$乃正复沧桑未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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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悲笑+与*千

古兴亡+相比$确实不可胜道$但是个人能有几个百

年4 词的末尾$宕开一笔$写景作结$*百年悲笑+之

情欲说还休$寄予斜阳系揽之现实景象中&辛弃疾

的这首登临词始终没有具体言明自己的*百年悲

笑+$如泉水幽咽出之&其抒情效果恰如/摸鱼儿2

更能消几番风雨0中%*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

正在$烟柳断肠处&+他将万千愁恨哽咽$只寄予斜阳

烟柳&更何况辛词中*斜阳+本有喻指南宋王朝日趋

没落之意$其悲其愁更是无限1

以上是以/水龙吟2过南剑双溪楼0为例$来看

辛弃疾登临词中的*感物之心+$其中充满了两种力

量的纠缠%一是他那向上挣扎的忠义奋发$一是外在

环境对他的打压摈斥&其他登临词$如/摸鱼儿2更

能消几番风雨0)/沁园春2叠嶂西驰0等也是如此&

这两种力量的激荡实是斯人与斯世互不兼容的产

物&从辛弃疾个人的角度看$他出生于山东历城$自

幼倍尝中原沦陷之辱&加之早年丧父$祖父辛赞将

其抚养长大$不仅教他习文习武$而且*每退食$辄引

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

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

"/美芹十论2序0#&辛弃疾强烈的民族观念与自幼

生长坏境及祖父的爱国教育有密切关系&

##%#

.

##%&

不到两年的军事实践直接形成了他一心收拾

山河)重整金瓯的军人情结&聚众起义反抗金兵南

侵$投靠耿京)出任掌书记$联络沦陷区义军与南宋

朝廷$率部直入金营生擒叛贼张安国$最后带领万人

渡江南归$献俘于建康这一系列的英勇之举$*是他

同时代乃至文学史上其他诗人难以达致的生命高

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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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归以后$辛弃疾非但得不到重用$

反而一再被罢官$闲居江西上饶和铅山近二十年&

斯人奋发有为$一心抗金救国!斯世小人当道$弄权

误国$致使英雄失志&辛弃疾在他的登临词中总能

曲折委婉地将其*感物之心+传达出来$雄豪中见悲

婉$达到言志和抒情的统一&

总之$辛弃疾的登临词能在保有*词之为体$要

眇宜修+的基础上抒发抗金救国的英雄壮志和报国

无路的悲郁之情&这种雄豪中见悲婉的艺术风格具

体表现在%登临时的*感心之物+$即富有形象性的自

然界景物和以用典为主的人世间事象!登临时*感物

之心+$即他内在的*想为+与外界环境对他摒斥压抑

所致的*不让为+两种力量的激荡&辛弃疾登临词中

所表现的雄豪中见悲婉艺术风格之妙诚如缪钺先生

在/论辛稼轩词0中所言%*盖无细美之情感$则不能

深得词体之妙$而无英发之雄姿$则又不能具碧海掣

鲸之力量以开拓词之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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