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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生面的民歌创作

— 论刘禹锡的新乐府诗

金振华

以公元 75 5 年的
“

安史之乱
”

为分界线
,

随着社会经济
、

政治
、

军事等方面的急剧变

化
,

唐代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

这

种转变
,

总的来说
,

便是由浪漫庄义转向现实

主义
。

杜甫是这一转变的旗手二经过中唐前

期到贞元
、

元和之间
,

现实主义又逐渐进入一

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
,

发生了以白居易为首

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

出现了唐代诗歌史上

的第二次高潮
,

多种多样艺术风格的诗人和

诗派相继出现
,

使诗坛呈现 出全面繁荣的景

象
。

除白居易外
,

元镇
、

张籍
、

王建
、

李绅
、

韩

愈
、

孟郊
、

贾岛
、

柳宗元
、

刘禹锡
、

李贺等新乐

府诗人 自成一家
,

各有创造
,

内容丰富
,

风格

纷呈
,

中唐诗坛给人以耳 目一新之感
。

其中
,

刘 禹锡别开生面
,

拓旧 创新
。

他的新 乐府诗
“

含思宛转
” 、 “

语语可歌
’ ,
①

,

具有十分浓郁的

民歌风情和鲜明的民歌特点
,

在新乐府运动

中占有十分重要而又十分独特的地位
。

《刘梦得集 》有乐府诗两卷
,

共 1 08 首
,

涉

及的范围相当广泛
,

比较集中的是三个方面

的内容
:

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及地方风情
;描

绘祖国的壮丽河山
,

并寄托自己的感慨
;
抒写

并歌颂男女之间健康真挚的爱情
。

刘禹锡作过多年地方官
,

善于接近平 民
`

百姓
,

比较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地方风情
。

因此
,

在刘禹锡民歌式的新乐府诗中
,

对劳动

人民生活习俗和农村风物的描写是比较突出

的
。

元和十年 (公元 81 5 年 )
,

刘禹锡出为连州

刺史
。

他看到南方稻农在春天插田劳动的场

面
, “

遂书其事为理歌
” ,

写下了《插田歌 》 “
以

侯采诗者
” 。
踢诗人把南方农村插秧播种的场

景描写得十分美丽
: “
冈头花草齐

,

燕子东西

飞
。

田滕望 如线
,

白水光参差
。 ”

农妇穿的是
“

白犷裙
” ,

农夫穿的是
“

绿蓑衣
’ ,

.

。

他们边劳动

边唱歌
,

充满了欢乐的情绪
。

尽管诗人并
“
不

辨但语词
” ,

但从农民们的举止和他们的神态

上
,

诗人也不难猜到农夫农妇们的喜怒哀乐
。

乐府还通过一段有趣的对话
,

对爬到小官吏

毕位便得意忘形的
“

计吏
”

作了辛辣的嘲讽
,

用农民的 口语
,

写得绘声绘影
,

声情并茂
。

《舍 田行 》也是反映劳动生活的
,

但更主

要的
,

是反映我国西南山区人民火耕种植的

情形
,

描绘了那个地区的生活风情
。

舍田
,

是

在耕种季节把地里的草木烧成灰作肥料
,

然

后播下种子 以待收获的耕作过程
,

是当地劳

动人民利用 自然
、

改造 自然的一种斗争方式
。

全诗描写火耕播种的劳动场景十分细腻
,

反

映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了解得比较深

刻
。 “

何处好舍田
,

团团鳗山腹
” ,

说明舍田适

宜在一圈圈的山腰里进行
; “

钻龟得雨卦
,

上

山烧卧木
” ,

说明焚烧山上草木应在预料下雨

的前夕
。

焚烧草木的情景是十分壮观的
:

惊兴走且顾
,

群雄声申幢
。

红焰远成霞
,

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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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飞入廓
。

风引上高岑
,

猎猎度青林
。

青林望靡

靡
,

赤鬼低复起
。

照潭出老蛟
,

爆竹惊山鬼
。

夜色

不见山
,

孤明星汉间
。

如星复如月
,

俱逐晓风灭
。

本从敲石光
,

遂致烘天热
。

把草木烧成灰后
,

就
“

下种暖灰 中
” ,

过不多

久
,

种子便
“

乘阳诉芽 孽
” ,

待到
“
苍苍 一雨

后
” ,

就可见到
“

苔颖 (禾苗 )如云发
”
了

。

用乐府形式描绘祖国的壮丽景色
,

也是

刘禹锡的拿手好戏
。

《春有情篇 》把充满生机

的春 天描绘得饶有情趣
,

尤其是中间两联
:

“
花含欲语意

,

草有斗生心
。

雨频催发色
,

云轻

不作阴
” ,

抓住花
、

草
、

云
、

雨的特征
,

将它们形

象化
、

人格化
,

显示出阳春季节那种蓬勃的生

命力
,

使人不得不感叹作者观察细致
、

体物入

微的创作功夫
。

《九华山 》是诗人描写 自然景

物的力作
。

九华山
,

旧 名旧子 山
,

在今安徽省

青阳县
,

在唐代并不出名
。

诗人试图像谢跳描

写 敬亭 山而使敬亭 山
“
声名齐五岳

”
一样

,

也

要使九华山
“

藉甚乎人间
” 。

诗人发挥非凡的

想象为
,

把九华山描绘得神奇秀丽
,

夸张得 合

情合理
: “

疑是 九龙夭矫欲攀天
,

忽逢霹雳一

声化为石
。

不然何至今
,

悠悠亿万年
,

气势不

死如腾击
。 ”

诗人把壮美的现实图景用浪漫主

义的表现手法刻划得多么精妙
,

使读者也似

乎觉得那高耸入云的九华山
,

原 是九条巨龙

在扶摇攀天时空然遭到雷击轰然而为峰峦
,

看到了震天撼地的场面
。

《浪淘沙九首 》也是

这方面的代表作
,

如之一
、

之二
、

之三
、

之四
、

之七
,

分别以黄河
、

洛水
、

诈水
、

长江
、

钱塘江

为背景
,

或写涛声怒吼
,

或摹碧流清浅
,

或绘

高浪触山
,

或状沙堆如雪
,

在赞美壮丽景 色的

字里行间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大好河山和积

极奋发的情怀
。

在这一类新乐府诗中
,

刘 禹锡常常寄寓

着 自己的一份思想
,

一份感慨
。

《九华山》写 九

华山秀丽奇兀而
“

不为世所称
” ,

把诗人 自己

曲折磋跄的经历同九华山地处偏远而不被世

人所重这一客观情况结合起来
, “

结根不在要

路津
,

迥秀长在无人境
。

轩皇封禅登云亭
,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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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会计临东溟
” ,

寄托了诗人长期贬滴在外
、

不为朝廷重用的悲愤之情
。

《浪淘沙 》之八
、

之

九是这样写的
:

莫道谗言如浪深
,

莫言迁客似沙沉
。

千淘万

滚虽辛苦
,

吹尽狂沙始到金
.

流水淘浪不暂停
,

前波未灭后波生
。

令人忽

忆潇湘诸
,

回唱迎神三两声
。

前一首
,

诗人用暗喻手法
,

把进谗诬良的小人

比作狂沙
,

把蒙谗遭毁的迁客喻为真金
,

表现

了作者虽屡遭打击
,

仍保持乐观精神的宽阔

胸怀
。

后一首
,

诗人由江水运动的自然现象
,

形象地反映出事物循环不息的客观规律
,

并

表现了作者要以屈原为榜样
、

砒志砺节的志

向和抱负
。

刘禹锡新乐府诗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

容
,

是反映封建妇女敢于突破传统礼教的束

缚
,

对爱情的大胆表露和追求
,

以及对这种表

露和追求的赞美和歌颂
。

《竹枝词九首 》之二

写一个深情的女子在爱情遭到挫折后的愁

怨
,

用比兴手法把女子炽热而深沉的感情同

美丽的自然景色融合在一起
,

写愁而又不流

于 伤感
; 之六

、

之 七描写情 郎的
“

人心不如

水
” 、 “

不如石
” ,

含蓄地表达了一个多情女子

对丈夫的思恋和幽怨
。

《竹枝词二首 》之一则

更是一首千古传诵的爱情诗
:

杨柳青青江水平
,

闻郎江上踏歌声
。

东边

日出西边雨
,

道是无晴却有晴
。

“
晴

”

与
“

情
”

双关谐音
,

说
“

无晴
” 、 “
有晴

” ,

即

是说
“
无情

” 、 “

有情
”

的意思
。

诗人巧妙地运用

了这种同音双关的手法
,

写出了一个初恋女

子在江边听到情郎唱歌的复杂心情
,

笔调流

利宛转
,

含蓄有而情致
。

他如《秋扇词 })’ 当时

初入君怀袖
,

岂念寒炉有死灰
” ,

《捣衣曲 })’ 盈

筐 寄何处
,

征 人如转篷
” ,

《浪淘沙九首 》之四
“
衔泥燕子争归舍

,

独 自狂夫不到家
” ,

《淮阴

行五首 》之四
“

何物令侬羡 ? 羡郎船尾燕
” ,

等

等
,

或情思切切
,

或怨尤绵绵
,

无不立意新颖
,

曲尽其妙
,

表现了在封建礼教压抑下
,

劳动妇

女那种要求获得爱情幸福的内心呼声
,

也反



映出作者的同情之心和颂扬之意
。

我国的乐府民歌源远流长
,

从远古歌谣

至于《国风 》
、

《楚辞 》
,

从两汉乐府至于建安文

学
,

从魏晋歌行至于南北朝的南曲北讴
,

都产

生了许多著名的民歌歌手及佳作
。

刘禹锡的

两卷新乐府诗
,

是他努力学习民歌的成绩
。

这

些新乐府诗
,

既有传统民歌的特点
,

又丰富了

传统 民歌的内容
,

突破了传统 民歌的形式而

有所创新
,

形成了独树一帜
、

别开生面的创新

的民歌
。

首先是内容的新
。

刘禹锡在其《竹枝词九

首 ))4 }言中说
: “

岁正月
,

余来建平
,

里中儿联

歌《竹枝 》
,

吹短笛
,

击鼓以赴节
。

歌者扬袂唯

舞
,

以曲多为贤
。

聆其音
,

中黄钟之羽
,

其卒章

激汗如昊声
,

虽枪伫不可分
,

而 含思宛转
,

有

淇淮之艳
。

昔屈原居沉湘间
,

其 民迎神
,

词多

鄙陋
,

乃为作《九歌 》
,

到于今
,

荆楚鼓舞之
。

故

余亦作 《竹枝词 》九篇
,

稗善歌者甩之
,

附于

末
。

后之聆巴献
,

知变风之自焉
。 ”

从这里可以

看 出
,

刘禹锡注意到了民歌
“
含思宛转

”

等特

点
,

并有意识地学习屈原作《九歌 》的精神
,

写

下了这些民歌体的诗篇
。

但是
,

刘禹锡的《竹

枝词 》又 区别于这种题材的一般作品
,

区别于
“
巴款

” ,

是 《竹枝词 》的
“

变风
” 。

春秋战国时的

《 九歌 》多为民间祭神之词
,

刘 禹锡的 《竹 枝

词 》则更多地用来描写男女之爱情
,

而这种爱

情的描写又能突破传统乐府爱情诗的藩篱而

得到创新
。

前面提到的《竹枝词二首 》之一
,

用
“

晴
” 、 “

情
”

的双关谐音来表现男女爱情
,

既极

富民歌风味
,

又 显得新奇引 人
。

《竹枝词 九

首 》之二也写得饶有别趣
:

山桃红花满山头
,

蜀江春水拍山流
。

红花易

衰似郎意
,

水流无限似侬愁
。

用流水来 比喻女子的愁绪
,

在以前的乐府诗

中已不多见 ;尤为新奇的是
,

诗人用前人多比

喻女子的红花来比喻男子
,

则更是非常大胆

的创新
。

其他如《杨柳枝九首 》之一
“

请君莫奏

前朝曲
,

听唱新翻《杨柳枝 》 ” ,

《秋词二首 》之

一
“
自古逢秋悲寂寥

,

我言秋 日胜春朝
” ,

《浪

淘 沙九首 》之四
“
女郎剪下鸳鸯锦

,

将向中流

正晚霞
” ,

等等
,

都吸收了民歌的特点
,

具有浓

郁的地方色彩和健康开朗的情趣
,

且显得更

加凝炼集中
,

委婉细腻
。

这些表现男女爱情的

新乐府诗
,

作者几乎都是以女子作为描写对

象的
,

集中地反映了古代劳动妇女对爱情直

率
、

热烈
、

大胆而又含蓄的追求
,

这恐怕也是

刘禹锡新乐府爱情诗在 内容方面的创新吧
。

、

别外
,

刘禹锡的新乐府诗写劳动人 民生

活和地方风情而不落案臼旧套
,

绘祖国壮美

河 山和秀丽风光又将个 人身世遭遇融入诗

中
,

题材丰富
,

内容广泛
,

绝非应景酬和之作
,

亦无无病呻吟之态
,

潜心苦志
,

孜孜以求
,

从

而奉献出了创新独特的新乐府诗歌内容
。

其次是形式的新
。

刘禹锡的诗
,

形式生动

活泼
,

敢于标新立异
,

别创风格
, “
开朗流畅

,

含 思宛转
” ③

,

既有 民歌新鲜质朴
、

爽朗明快

的特点
,

又比一般民歌细腻凝炼
,

抒情写景
“
无不宛尔成章

” ,

气势
“ 宏放出于天然

” .
④

刘禹锡的新乐府诗常把描写的人和事融

入 自然景色中
.

《竹枝词 九首 》之三
:

江上春来新雨晴
,

攘西春水毅文生
.

桥东桥

西好杨柳
,

人来人去唱歌行
。

全诗四句
,

前三句描写的都是 自然景色
,

第四

句才写到人和事
。

这样的安排
,

把诗中人物那

甲热爱生活
、

载歌载舞的气氛很 自然地烘托

了出来
。

《堤上行三首 》之一也是四句
,

第一
、

二
、

四句都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
, “

酒旗
” 、 “
连

墙
” 、 “

桨声
”

反映了江边居民的生活图景和码

头上商船来往的繁荣景象
,

第三句只用
“
日暮

行人争渡急
”

来点明这幅图景中的人和事
;
之

二则是第一
、

三
、

四句写景
,

第二句写人和事
,

形式上与之一相仿
。

刘禹锡的新乐府诗既洗炼 自然
,

又壮阔

奔放
。

《洞庭秋月 》前半首写道
:

洞庭秋月生湖心
,

曾波万 顷如熔金
。

孤轮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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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光 不定
,

游气 i蒙l蒙隔寒镜
。

是时白露三秋中
,

湖平月上天地空
。

岳阳城头暮角绝
,

荡漾已过君

山东
。

诗中既有
“

孤轮徐转
” 、 “
游气檬像

”

那种似动

似静的意境
,

又有万顷熔金
、

夭地空阔的刻

划
; 既有浓酒似的醇味

,

也有兰花样的幽香
。

《步虚词二首 》是这样写的
:

阿母种桃云海际
,

花落子成二千岁
.

海风吹

折最繁枝
,

跪捧琼盘献玉帝
。

华表千年一
r `

归
,

凝丹为顶雪为衣
。

星星仙

语人听尽
,

却向五云翻翅飞
。

语意飘逸
,

构思奇特
,

天上仙境展现于诗人的

如椽笔下
,

纵向跨越上下几千年
,

横向连结于

天 地云海间
。

《 九华山》则如前所述
,

气势磅

礴
,

想象丰富
,

有着更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

民歌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
、

口头流传
,

并

在流传 过程 中不断地经过集体加工的民间

诗歌文学
。

在封建社会
,

大多数民歌表达了劳

动人民对剥削者
、

压迫者的仇恨和反抗
,

有优

美抒情的 山歌
,

有节奏较强的劳动号子
,

也有

流丽畅达的小调等
,

风格多种多样
,

曲调丰富

多彩
。

乐府本是古代的音乐官署
,

始于秦
,

盛

于汉
,

掌管朝会宴飨乃至道路游行时所用的

音乐
,

兼采民间诗歌及乐曲
,

而乐府诗则是指

乐府所用的歌词
。

初唐诗人如长孙无忌
、

刘希

夷等
,

除沿用汉魏六朝乐府旧题外
,

又另立新

题
,

其虽辞为乐府
,

却已不被声律
,

至李白
、

杜

甫而大有发展
。

后来
,

白居易
、

刘禹锡
、

元填等

发扬 了这种写作方法
,

同时确定了新乐府的

名称
,

其形式采用乐府歌行体
,

并更多地吸取

了民歌丰富的 内容和三言七言杂用等多种艺

术形式
。

文 人和老百姓本无高下之别
,

乐府诗和

民歌也很难有文野之分
。

鲁迅说
: “

就是《诗

经 》的《国风 》里的东西
,

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

无名氏的作品
,

因为比较的优秀
,

大家口 口相
.

4 8
·

传的
。 ” “
东晋到齐陈的《子夜歌 》和 《读曲词 》

之类
,

唐朝的《竹枝词 》和《柳枝词 》之类
,

原都

是无名氏的创作
,

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
,

流传下来的
。

这一润色
,

流传固然流传了
,

但

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 目
。 ”
又说

:

“
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

,

但他却

刚健
、

清新
。

毗

伟大的作家需要 民间文学的哺育
,

这是

一条重要的艺术规律
,

中外皆然
。

我国第一个

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当时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

作他的骚体诗
; “

诗仙
”

李白对古乐府民歌和

当时的唐代民歌进行过全面刻苦的学习
,

写

出 了广受欢迎的华美诗章
;
杜甫的

“

三吏
”

“
三别

”
运用乐府歌行的形式和笔法来创作

;

《窦娥冤 》
、

《西厢记 》
、

《三国演义 》
、

《水浒传 》
、

《西游记 》
、

《聊斋志异 》等等最著名的戏曲
、

小

说
,

都是在 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写出来的
;
曹雪

芹的《红楼梦 》吸取民间文学成果的地方也比

比皆是
。

古希腊最早的作家— 悲剧诗人和

喜剧诗人
,

在创作中都离不开希腊神话
、

史诗

和 民间歌舞等民间文艺的
“
土壤

” ; 《神曲 》
、

《十日谈 》以及莎士比亚
、

莫里哀的名著都同

学习和运用民间文学成果有密切关系
;
歌德

的《浮士德 》
、

席勒的《威廉
·

退尔》以及拜伦
、

雪莱的一些长诗
、

诗剧
,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

等等著名作品
,

也都取材于民间传说
;
匈牙利

伟大的革命诗人裴多菲
、

法国最负盛名的民

众诗人贝朗瑞
,

都是运用民歌形式进行写作

的
;
俄国民族诗歌的开山大师普希金

,

从小就

受到民间文学的熏陶
,

终生热爱并学习 民间

文学
。

刘禹锡的新乐府诗
,

也就是向民间文学

尤其是向民歌学习的成就
。

虽然他在其他文

学样式方面的创作也很出色
,

但他那些别开

生面的民歌创作— 新乐府诗
,

更具有比较

突出的造诣和魅力
。

他与同时代大诗人和同

是新乐府倡导者 白居 易齐名而并称
“

刘 白
” ,

与柳宗元伯仲而并称
“

刘柳
” ,

这也充分说明

了他在当时诗坛的地位
,

也说明了他对后代



诗人的影响
,

宋代大文豪苏轼和黄庭坚便是
一

1分推崇刘禹锡的两位代表人物
。

一般的诗

论家在评论刘禹锡的文学成就时说
: “

大概梦

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
,

它诗优于文
。 ’ ,⑥这个

评论是公允恰当的
。

责任编样 王英志

注
:

①③胡震亨《唐音癸签 》
。

②刘禹锡《插田歌
·

引 》
。

④王夫之《姜斋诗话 》卷二
。

⑤鲁迅《不识字的作家 》
。

⑥ 胡仔 《若溪渔隐丛话 》前集卷 二十引黄庭坚

书廷书眨令飞若乏若巨书注宇书眨书廷宇书巨书眨书泛苦昆书足书厄书眨书巨翻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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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心态是个极其复杂的哲学问题
。

市

民阶层作为社会历史中一个新的阶层
,

他们

的生活理想
、

价值观念
、

道德标准
、

宗教意识

等等
,

都有与其他阶层的迥异之处
。

然而
,

由

于其本阶层内部社会成员的多层次和思想观

念的复杂性
,

致使准确地描绘封建时代市 民

心态发展变化的轨迹
,

就远 比其他阶层困难
。

尽管如此
,

作者还是从纷杂的史料 中进行了

勾沉
,

抓住市民心态中的核心问题
,

即价值观

念
。

商品意识
、

追逐利润是市民心态价值观念

最根本的表现
,

有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
;有的

为维持经济关系
,

不得不打出传统道德
,

重诺

言
,

讲义气
;
有的受封建势力的重压和社会恶

势力的抢夺
,

经营失败
,

客死在外
;
有的为子

孙积聚钱财而勤俭吝音
,

不管是何种处境
,

都

是在拜金狂潮下
, “

经营致富
,

幻想发财
,

追求

金钱
,

不惜冒险
,

构成了那一时代市民的普遍

心态
”
(第 194 页 )

。

特别是明清 由于新经济因

素的潜滋暗长
,

由于旧政治结构在内外矛盾

中暴露出专制而蒙昧的瘤疾
,

市 民阶层首先

对理学禁欲主义反叛和批判
,

这实质也是义

利价值观的表现
。

总之
,

作者抓住市民心态的

本质问题即价值观念
,

进行了多角度的阐述
,

从而准确地把握了这一阶层的历史风貌和社

会特征
。

综观全书
,

新 见迭出
,

旁证博引
,

资料翔

实
,

学术性与趣 味性 并重
,

是一部难 得的著

作
。

但任何著作也不是白玉无瑕
,

比如作者论

述到
“
义利之辩的最初体现

”

时说
: “

自由商人

是在春秋时期登上历史舞台的
,

商人意识作

为市井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有意无

意地侵蚀了先秦诸子的思想
,

使他们在围绕
`

利
’

的问题上不能不作出各自的回答
,

从而

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
`

义利之辩
’

的高潮
,

并

深刻地影响了以后两千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的

历史
。 ”

(第 3 0 页 )这段阐述有待于商榷
,

春秋

时代
“

义利之辩
”

的成因是奴隶制经济基础和

政治秩序的解体
,

宗法制度血缘纽带动摇松

懈和豪族制度的没落
,

把这样一种 由于深刻

的社会变革而带来的变化
,

单一地归为商人

登上历史舞台
,

似乎不太准确
。

当然这只是微

瑕
,

不足以掩盖其整体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