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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第一名篇《念奴娇 ·赤壁怀古》经典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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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从宋至今 , 无论是在千年历史动态平衡中 , 还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 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都是

宋词中最具影响力的名篇。其经典地位在宋金时确立;元明时进一步提升;清代则稳中稍降 , 仍雄居榜首;二十世

纪 ,影响力再次扩大。综观其经典化之旅 , 该词在创作型读者群的影响最大 , 一直高位走高;其次为批评型读者群 ,

影响力走势为“中—低—低—高” ;在大众读者中 , 起始偏低 ,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 影响力日渐加强大。词作内在的

审美力量 ,创作主体的独特性和超越意识 , 契合传统及时代需求等是该词保持恒久生命力的奥妙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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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传至今的二万余首宋词中 ,有很多影响深远 、

脍炙人口之作 ,苏轼《念奴娇 ·赤壁怀古》便是其中

最具影响力的经典名篇。从宋至今 ,该词不论是在

历史动态平衡中 ,还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它的影响

力始终名列第一 ,是名符其实的宋词经典第一名篇。

那么 ,该词作为宋词经典第一名篇的地位是如何确

认的在千年流传过程中 ,它的经典化进程如何该词

成为具有恒久生命力的宋词第一经典名篇的原因是

什么本文试予探讨。

一 、千古第一名篇地位的确认

“真正的历史对象就不是对象 ,而是自己和他者

的统一体 ,或一种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

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 1] (P384-385)任何

历史存在都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 ,文学经典就是“实

在本体和关系本体”[ 2]的统一体 ,是传播接受过程中

不断展开和呈现的历史性审美存在。作为实在本

体 ,文学经典具独创性 、典范性 、丰富性;作为关系本

体 ,它具无限可读性 、时空穿透力。两方面相互作用

所造就的强大影响力是文学经典最根本的属性。影

响力的大小 ,也就是它们各自在不同历史文化语境

中的地位 ,不但与经典作品本身所表现的诗性 、哲

思 、情感相关 ,还受制于作品传播过程中的不同历史

文化条件 ,两者最终在读者的期待视界中交汇 、碰

撞 、融合。因此 ,作品的影响力的大小最终依赖于读

者不断的理解和阐释 ,考察历代普通读者 、批评家和

作家三大读者群的接受传播活动 ,对于衡定文学作

品的经典地位具有重要意义① 。

我们选择历代主要词选的选词情况 、历代关于

宋词的评点情况 、历代词人唱和宋词的情况 、二十世

纪研究宋词的有关论文 、当代互联网超文本链接所

能链接到的跟宋词相关的网页数等五项数据指标 ,

根据统计学原理 ,考察五百首抽样词作的入选率 、点

评率 、唱和率 、研究率 、链接率 ,根据各项指标影响力

大小分别乘以不同的权重 ,由此得出每首词作影响

力的综合指数 ,据此确认了从宋到今影响广泛的三

百首宋词经典名篇②。同时 ,我们遴选出宋金 、元

明 、清 、现当代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播接受数据 ,

计算每项指标比率 ,并根据影响力大小给以一定的

权重 ,确认了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宋词经典名篇
①
。

表 1所示 ,即为历史动态平衡中的综合经典及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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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的宋词经典前三名的排名及相关数据指标。

表 1:宋词经典前三甲一览表

　 作者 词牌 首句
入
选
点
评
唱
和

20世纪

研究
百度 谷歌

综合

指数

排
名

综
合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87 24 133 186 73100 41200 28.3 1

岳飞 满江红 怒发冲冠 35 14 23 125 293000 30700 18.3 2

李清照 声声慢 寻寻觅觅 64 41 23 52 90100 28200 11.6 3

宋
金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1 15 23 　 　 　22 1

贺铸 青玉案
凌波不过

横塘路
2 6 20 　 　 　 15 2

秦观 千秋岁 水边沙外 1 11 7 　 　 　 13 3

元
明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18 2 64 　 　 　 22 1

李清照
凤凰台上

忆吹箫
香冷金猊 21 12 2 　 　 　 8 2

李清照 如梦令
昨夜雨

疏风骤
19 12 2 　 　 　 7.8 3

清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14 4 46 　 　 　 13.1 1

李清照 声声慢 寻寻觅觅 9 21 15 　 　 　 10.9 2

姜夔 暗香 旧时月色 12 24 4 　 　 　 10.4 3

现
当
代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去 54 3 　 186 73100 41200 25.5 1

岳飞 满江红 怒发冲冠 38 6 　 125 293000 30700 21.4 2

李清照 声声慢 寻寻觅觅 51 11 　 52 90100 28200 14.7 3

　　结果表明 , 《念奴娇 ·赤壁怀古》一词无论是在

千年历史动态平衡中 ,还是在宋金 、元明 、清 、二十世

纪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 ,其经典地位均为第一 ,是当

之无愧的千古宋词第一名篇。

① 郁玉英:《宋词经典及其经典化研究》 , 武汉大学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

二 、经典地位的历史衍变

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在历史流播过程中

的具体命运如何呢?

(一)宋金:经典地位的确立

《念奴娇·赤壁怀古》在宋金时期经典地位的确

立 ,得力于批评型和创作型读者的推崇。宋代四大

词选中 ,该词仅《花庵词选》入选一次 ,文人的点评与

唱和对于该词经典地位的确认起了关键作用 。在创

作领域 ,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资料 ,该词被唱和

23次 ,居宋金唱和榜首位 。点评 15次 ,这在《唐宋

词汇评》所收录的宋金人点评宋词中也是最高的。

宋金文人士大夫如王灼 、胡仔 、胡寅等多肯定苏轼对

词体抒情功能的拓展之功 ,赞赏苏轼词体现了文人

的气质修养及由此而形成的高雅韵致 。如王灼《碧

鸡漫志》说苏轼“偶尔作歌 ,指出向上一路 ,新天下耳

目” 。汪莘《方壶诗余自序》评苏词曰:“其豪妙之气 ,

隐隐然流出言外 ,天然绝世 ,不假振作。”[ 3] (P230)《念

奴娇 ·赤壁怀古》正是作为别样词风的代表而备受

文人士大夫的赞赏。《魏庆之词话》指出:“子瞻佳词

最多 ,其间豪放杰出者 ,如`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

风流人物' 赤壁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 ,直造古人

不到处 ,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 [ 4] (P203)元好问指

出:“东坡《赤壁词》 ,殆以周郎自况也 ,词才百余字 ,

而江山人物 ,无复余蕴 ,宜其为乐府绝唱。”[ 5] (P843)

可见 ,在文人学士们心中 ,苏轼的这首赤壁词已然成

为词坛经典绝唱。

精英读者对某种风尚的推重 ,在经过一定的时

间之后 ,往往能成为大众读者接受的风向标。在宋

金词坛(尤其是南宋中后期)东坡词声名渐盛 ,影响

益远 ,“陋邦腐儒 ,穷乡村叟 ,每以词为易事 ,酒边兴

豪 ,即引纸挥笔 , 动以东坡 、稼轩 、龙洲自况” [ 4]

(P269),这表明苏 、辛词在大众中已经拥有广泛的接

受者了 ,作为苏轼代表作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

词坛经典地位也从此确立 。

(二)元明:经典地位进一步提升

明人论词 ,重词的体性风格 ,大抵以婉约为正

宗 ,强调词主艳情 。受这种词学观的影响 , 柔情曼

声 、婉丽流畅之作备受明人喜爱 。批评型读者对该

词的关注明显降低 ,就《唐宋词汇评》收录的情况看 ,

仅 2次。值得注意的是 ,仍有论词者在以婉约为正

宗的同时亦不偏废慷慨磊落 、旷逸清雅之佳作 , 《念

奴娇 ·赤壁怀古》也得到这部分明代文人的充分肯

定。孟称舜在《古今词统序》中即批评了当时认为

“苏子瞻 、辛稼轩之清俊雄放 ,皆以为豪不入格”的观

点 ,指出柳永的《雨霖铃》和苏轼的《念奴娇》“两家各

有其美 ,亦各有其病”[ 6] 。俞彦则极赏东坡词 ,认为

其赤壁词“万顷波涛 ,吞天浴日 ,古今豪杰都在” , “不

必与秦观 、李清照 、柳永等人较量体裁”[ 4] (P403)。王

世贞评《念奴娇》曰:“学士此词 ,亦自雄壮 ,感慨千

古。果令铜将军于大江奏之 , 必使江波鼎沸。” [ 4]

(P388)此词雄壮旷逸的风格仍是文人激赏的原因 ,而

当中感今慨古的文士情怀尤为明人所首肯。

这首赤壁词在元明时期强劲的经典效应 ,主要

得力于创作型读者———词人的唱和。元明百首宋词

经典前一百名总共被和 242次 ,平均每首被和 2.42

次 ,而一曲“大江东去”就被和 64次之多 ,先后有白

朴 、夏言 、彭孙贻等二十余位元明词人参与唱和 。这

首词的典范性和独创性在元明时期得到了最充分的

彰显 。而且由于南宋以来 ,文人士大夫对它的推崇

以及南宋后期以来被越来越多的大众读者所传诵 ,

至元明时期 ,该词更加深入地为大众读者所接受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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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地位在大众心中进一步加强。纵观元明时期的

入选情况 ,被选 18次 ,明代著名的选本《草堂诗余》

系列 、《花草粹编》 、《古今词统》等都选了该词 ,通过

选本的流传 ,它在普通读者中影响力越来越大。因

此 ,虽然明代词坛风尚以婉约为宗 ,但因创作型和普

通大众读者的接受传播 ,其经典地位反而加强 。

① 表中现当代的点评情况取的是二十世纪相关的研究论著数量 ,因为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工作者以新的行文方式对词

作进行诠释的结果 , 其接受主体和历代点评一样是批评型读者。

(三)清:经典地位稳中稍降 ,仍雄居榜首

综观东坡这首赤壁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 ,可知

批评型读者的关注和明代一样偏低 , 《唐宋词汇评》

仅收录 4 次评点情况 。虽然批评型读者的关注偏

低 ,但该词所具有的经典性同样得到了不同流派词

人的认可和赞许 。清代词坛 ,流派众多 ,从云间派 、

阳羡派到浙西派 、常州派 ,各派主张尊崇不一 。但不

论是认为其不合声律者 ,还是以其豪放之风不合“正

宗” 者 ,基本上都不否定该词在词坛上的重要地位。

它的艺术审美价值再次获得充分肯定 。受浙西派的

影响 ,清人论词多以南宋为宗 ,然东坡赤壁词仍被认

为“令人增长意气”[ 4] (P1674),而不可偏废 。先著 、陈

洪即指出:“坡公才思高敏 ,有韵之言多缘手而就 ,不

暇雕琢。此词脍炙千古 ,点检将来 ,不无字句小疵 ,

然不失为大家。”[ 4] (P1363)批评型读者一方面继承了

前代文人对此词的肯定 ,称赏其独树一帜之风及所

流露的秉性才情 ,如邓廷桢说:“东坡以龙骥不羁之

才 ,树松桧特立之操 ,故其词清刚隽上 ,囊括群英。

院吏所云:学士词须关西大汉 ,铜琶铁板 , ,高唱`大

江东去' 。语虽近谑 ,实为知音 。” [ 4] (P2529)另一方

面 ,也从艺术的角度道出了此词具永恒魅力的原因 ,

沈谦就指出:“词不在大小深浅 ,贵在移情 。`晓风残

月' 、̀ 大江东去' ,体制虽殊 ,读之皆若身历其境 ,惝

恍迷离不能自主 ,文之至也。”[ 4](P629)

《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清代能成为最具影响力

的宋词经典名篇 ,更大程度上得力于清人的追和与

它在普通大众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在创作领域 ,东

坡的这首赤壁词共被追和 46次 ,虽不及元明时期的

追和数量 ,但也远远地超出清代第二宋词名篇《声声

慢》(冷冷清清)15次的追和数 ,仍高居唱和榜首位。

从入选选本情况来看 ,本文抽样清代词选中共入选

14种 ,仅亚于史达祖《双双燕》 ,居第二位。因此 ,通

过选本这一传播媒介 ,东坡赤壁词在普通大众读者

中所具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当然 ,相对于在前代

的影响力 ,《念奴娇·赤壁怀古》在清代虽仍名列第

一 ,但相对来说 ,它那耀人眼目的光芒不及宋尤其是

明。其综合影响力指数在宋代超出第二名 7 ,在明

代超出 14 ,而清代则只超出第二名 2.2 。

(四)二十世纪:影响力再次扩大

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二十世纪 , 《念奴娇 ·赤壁怀

古》排名仍傲居排行榜首位 ,且影响系数高出第二名

岳飞《满江红》4.1 ,其耀眼的光芒较清代又有所扩

大。与明 、清时期批评型读者关注度较低的情况不

同 , 《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再次备受批评型专家

读者的关注。据统计 ,二十世纪以来共有 186篇次

赏析研究文章 ,超过第二名61篇次 ,超过第三名 134

篇次 。二十世纪批评型专家读者对东坡赤壁词广泛

的接受 ,无疑再次扩大了该词的影响力 。

正是有了批评家的批评和引导 ,此词日益受到

人们的关注 ,检索谷歌和百度 ,“苏轼 念奴娇 大江东

去”共链接十一万余相关网页 。同时 ,该词的入选率

较前代再次攀升 ,我们所抽样的 60个选本中 ,有 54

个选本入选该词 ,仅次于柳永《雨霖铃》55次 。特别

是作为教材的文学作品选对该词的选择(本文所遴

选的文学作品选无一不选这首《念奴娇》),极大地扩

大了它在新时期的影响力 ,成为新时期最具影响力

的名篇。

三 、在三大读者群中的不同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综

合影响力均列第一 ,但就不同的接受群体而言 ,它的

影响力又起伏不定。我们统计了该词从宋至今历代

入选 、点评与唱和的情况 ,并将它们与这三项指标的

前三名的相应数据对比 ,同时与前三百名的平均入

选 、点评 、唱和次数进行对照(详见表 2):

表 2:《念奴娇 ·赤壁怀古》历代入选 、点评 、唱

和对照表①

　 选本 点评 唱和

　 宋金元明清代 今 宋金元明清代 今 宋金 元明 清代

第一名 3 22 16 55 15 12 24 186 23 64 46

第二名 2 21 14 54 11 11 21 125 20 10 17

第三名 1 20 13 53 10 9 19 67 7 9 17

念奴娇 1 18 14 54 15 2 4 186 23 64 46

300首平均 1.2 12.4 6.1 13.9 1.9 3.1 2.3 5.4 1.0 1.7 3.5

念奴娇/平均 0.8 1.5 2.3 3.9 8.1 0.6 1.7 34.3 22.8 37.9 13.2

　　据表格数据 ,东坡的这首赤壁词在大众读者群 、

批评型读者群 、创作型读者群中的影响力衍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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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 。下图 1就直观地揭示了这一变化情况 。

图 1:三大读者群对《念奴娇 ·赤壁怀古》接受

史衍变示意图①

从图中变化曲线可见 ,该词的生命力在创作型

读者群(CC)中是最大的 ,其影响系数远远高于历代

前三百名宋词经典的平均被接受度。该词一直能雄

据历代排行榜首位 ,创作型读者的功劳是最大的。

其中 ,宋金时期被和数是平均数的 23 倍 ,元明时期

上升至 38倍 ,清代有所回落 ,为 13.2 倍 ,二十世纪

以来由于古典诗词的边缘化 ,唱和也淡出读者的视

域。它在创作型读者中的影响力 ,先是高位走高 ,其

后即逐渐走低 ,呈现出“中 —高 —低”的变化趋势。

① 图中 , CC 是东坡赤壁词历代唱和次数与历代前三百名平均被和次数之比的倍数变化曲线 , 代表的是历代创作型读者的接

受情况。 DJ 是该词历代被点评次数与前三百名的平均点评数之间的倍数曲线 ,代表的是批评型读者的接受情况。 XP 是

该词历代入选次数与前三百名的平均入选数之间的倍数曲线 ,代表的是普通大众读者的接受情况。图中虚线条所示则是

前三百名历代点评 、入选 、唱和的平均数与平均数之比 ,是东坡赤壁词影响力变化的参照线。另外, 图中横坐标表示时间,

纵坐标表示《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历代入选 、点评 、唱和与历代平均入选数 、点评次数、唱和次数之间的倍数。

对批评型的读者群(DJ)而言 ,该词的影响力走

势为:“中 —低—低—高” 。在宋金时期 ,东坡赤壁词

的影响力巨大 ,以高出平均 8倍多的影响系数彰显

文人士大夫对该词广泛的关注 ,宋室南渡以来该词

受到的褒扬正印证了这种状况。元明至清 ,由于词

坛崇尚的变化 ,苏辛一派大部分被视为词坛别调 ,该

词在批评型读者中的影响力也一度下滑 ,元明时期

点评率甚至于不到平均数的 0.7倍 ,清代也仅是平

均数的 1.7倍 。二十世纪时代风云的变换 ,为苏辛

豪放词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这首赤壁词在批评型读

者中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影响力急剧上升 ,以

高出前三百平均数近 35 倍的影响系数为它在二十

世纪经典地位的确认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普通大众读者群(XP)中 ,这首赤壁词的生命

力呈现出渐次走高的趋势 ,它从宋至今的入选次数

依次是前三百名平均入选次数的 0.8 、1.5 、2.3 、3.9

倍。这表明 ,随着时间的推移 , 《念奴娇 ·赤壁怀古》

在大众读者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四 、生命力长盛不衰的奥秘

文学作品穿越时空的生命力的延续性如何及影

响力的大小 ,读者是关键的决定性因素。读者的选

择决定了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进程。那么 ,影响读者

对前代文学作品选择的因素有哪些? 首先 ,读者自

身所遭遇的社会风尚 ,所继承的文化传统 ,所拥有的

个性心理结构是决定因素之一 ,这构成了读者的阅

读期待视野 ,影响读者对阅读对象的选择与评价。

其次 ,文学作品所展现的开放性结构本身所具有的

审美力量与读者的期待视界之间的同化和顺应情况

如何 ,能否令读者同情共感 ,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

的生命力 。另外 ,创作主体作为文学作品的直接制

造者 ,无疑也是文学作品生命力的决定因素之一。

总之 ,文学经典的生成是极其复杂的 ,以上三方面的

有机融合 ,造就了《念奴娇·赤壁怀古》的恒久生命力。

(一)词作穿透时空的审美力量

无限可读 、穿越时空的生命力是文学经典作为

关系本体的根本属性 ,而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典范性 、

情感体验的普遍性 、内涵的丰富性等审美因素是作

品具备长久生命力所必需的文本特征 。《念奴娇 ·

赤壁怀古》的以下特点是确立其经典地位的重要因素。

其一 ,艺术上的独创性和典范性

独创性是经典生成的一大关键 , “差不多每一种

伟大艺术的创作 ,都不是投合而是要反抗流行的好

尚”[ 7] (P13)。《念奴娇 ·赤壁怀古》与当时词坛流行

之风绝然不同 ,开创一代词风 ,极具独创性。该词的

意 、情 、境和表现手法在词坛都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词发展至北宋神宗时 ,是本色词唱主角的时代。很

多词人沿袭着晚唐五代以来所形成的词学传统 ,视

词为小道 ,以艳情为表现对象 ,描写的景物环境拘限

于香闱深闺 、庭院楼阁 ,很多词作都是男性词人以女

子口吻作的代言体 ,侑酒娱情 、“聊佐清欢”被视为词

的基本功能 。苏词中的豪放清旷之作则将词带入了

一片更广阔的表现天空 , “一洗绮罗香降之态 ,摆脱

绸缪宛转之度 ,使人登高望远 ,举首高歌 ,而逸怀浩

气 ,超乎尘埃之外”[ 3] (P168)。这开启了宋词的一大

发展方向 。“其后元祐诸公 ,嬉弄乐府 ,寓以诗人句

法 ,无一毫浮靡之气 ,实自东坡发之也” [ 18] (P213)。

这首赤壁词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作 , “语意高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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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古今绝唱”[ 8] (P411),是一首“须关西大汉 ,执铁板”

唱的曲子。该词抒写的是词人自己真切的人生感

受 ,而非代言之作 ,景物环境由香闺酒筵间走向大自

然 , “乱石穿空” , “惊涛拍岸” ,词境雄阔 ,是“东坡范

式”的典型作品 。

艺术上的独创性 ,又使该词成为典范之作。《酹

江月》 、《大江东去》 ,皆因东坡此词内有“大江东去” 、

“一樽还酹江月”而名。宋以后追和模拟之作 ,层出

不穷 。

其二 ,情感体验的独特性和普通性

文学经典一方面能深刻而真挚地传达个体独特

的人生感受 ,另一方面又能揭示出人类心灵普遍性

体验 ,给读者回归心灵故乡的感觉。这是作品能否

被经典化的又一关键 。事实上每个人的情感体验会

情随境迁 ,人生感触不尽相同 ,但人类的情感体验和

人生哲理却有着相似性 。所谓“感物之情 , 古今不

易”[ 3] (P52),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 ,若合一契” , “后之

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 9] (P2099),说的就是这样一个

道理 。

《念奴娇·赤壁怀古》即很好地实现了情感体验

的个体独特性和普遍共通性的融合。从词创作的内

在冲动来看 ,此词作于苏轼贬黄州时 ,乃“是坡公雄

才自放”[ 4] (P608)之作 , “题是赤壁 ,心实为己而发”

[ 4](P3077)。词人借对古代英豪的怀念 ,写自己深沉

的人生失意之情 ,失意之中又显豁达胸襟。这是一

首充分显示了东坡“最真实的主体性”的作品之一 ,

情感体验具有鲜明的东坡特色。另一方面 ,在对古

代豪杰之士的感慨中 ,饱含不遇之叹 、人世沧桑之

感 ,则又是人类普遍性的体验 。词中蕴含的深刻人

生哲理 ,揭示了个体生命面对宇宙自然的代谢 、面对

时间流逝时不可违逆的无奈。“人生如梦”的深沉浩

叹 ,曾是无数文人墨客所无法释怀的共同话题。所

谓“江山人物 ,无复余蕴”之评 ,知音者言也 ,宜其千

百年以来 ,传为绝唱 。情感体验的独特性与普遍性

的融合 ,是该词千百年来能感动读者心灵 、吸引读者

眼光的重要因素 。

其三 ,内涵的丰富性和无限可读性

“伟大的形象总是多侧面的 , 它有着无穷的涵

义。”[ 10] (P237)经典作品总能给不同时代的读者不断

提供阐释的空间 。苏轼的《念奴娇 ·赤壁怀古》一

词 ,意蕴丰富。就显性的层面来说 ,其中有“谈笑间 ,

强虏灰飞烟灭”的豪放 ,有“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

了”这样英雄美人式的潇洒 ,有“大江东去 ,浪淘尽 、

千古风流人物”的人世沧桑之感 ,有“早生华发”的不

遇之叹和“人生如梦”的深沉感慨。丰富的思想情感

蕴涵着丰富的人生体验 ,足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

阅读需求 ,这使得它不论是对于大众读者还是精英

读者来说 ,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同时也使得它在

不同时代总能契合不同的需求。就隐性的层面说 ,

词中意象模糊化 、形象化的处理方法往往使同一意

象有多种理解的可能 ,譬如“故国神游” 、“羽扇纶巾”

确指为何 ,可谓是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而形象化的

艺术手法所营造出的惝恍迷离之境 ,更能给不同读

者以契合各自心境的情感体验。艺术化的词境 ,多

种可能性理解的意象 ,词作情感意蕴表现出多层次 、

多侧面的特征 ,使得读者在随抒情主人公心理时空

的转变过程中 ,情绪体验也呈现出立体丰富的表现

形态 。这极大地延伸了词作的生命力 ,使其能穿越

时空 ,流传久远 。

(二)创作主体的内在独特性和超越意识

经典化过程是一个由创作主体发起的 、最终由

读者完成的过程 。创作主体的内在主体性特征是影

响《念奴娇 ·赤壁怀古》经典化的又一因素。

其一 ,作者先天的气质 、个性 、才识 、人生经历等

主体因素与文学作品风格 、艺术魅力关系密切。“吐

纳英华 ,莫非情性”[ 11] (P448), “若夫悲欢离合 ,羁旅

行役之感 ,常人皆能感之 ,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

于人者至深 ,而行于世也尤广” [ 4] (P4271)。苏轼“天

资不凡 ,辞气迈往”[ 12] (卷三九),故落笔不俗 ,一曲大

江东去 ,被誉为“皆绝去笔墨畦径间 ,直造古人不到

处”[ 13] (卷二一),为文士所推崇。同时 ,作为中国历史

上不可多得的文化巨人 ,苏轼生前就已获得巨大的

文化声誉 。在当时 ,就连被苏轼赞赏也是莫大的荣

幸。张耒给黄庭坚的信中提到:“礼部苏公在钱塘始

称鲁直文章 ,士之慕苏公者 ,皆喜道足下。”[ 14] (P827)

一曲为东坡自己所首肯的《念奴娇》(大江东去),自

然也极易引发后代文人墨客的兴趣 。

其二 ,文学经典的典范性和超越性在于创作主

体对传统的挑战和传承。哈罗德·布鲁姆从经典承

传与超越的角度指出了创作主体在经典生成中的意

义。他指出:“`谁使弥尔顿成为经典?' 这个问题的

答案首先在于弥尔顿自己 ,但同时还有其它强有力

的诗人。 ……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从于己 ,这是

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 15] (P20)他同时指出:“世

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它既不是由批

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 ,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

作家 、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 ,因为他们

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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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P412)布鲁姆在他另一本著作《影响的焦虑》中更

详细地论述了这样的观点:每一代作家在面对前代

大师时都有焦虑 ,只有克服这种影响的焦虑 ,表现自

己的审美原创性 ,突破前辈大师的创作模式 ,建立自

己独特的创作特色 ,才能成为新一代的经典。影响

的焦虑 ,实质上就是一个文化传承与个性创造的问

题。但凡能创造经典作品成为经典作家的 ,必须具

备超越前人的意识和才力 ,挑战传统的魄力和勇气 。

苏轼极具这种潜在的超越意识:

东坡在玉堂 ,有幕士善讴 ,因问:“我词

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 ,只好合十

七八女孩儿 ,执红牙板 ,歌`杨柳岸晓风残

月' 。学士词 ,须关西大汉 ,执铁板 ,唱`大

江东去' 。公为之绝倒。”[ 4](P2013)

近却颇作小词 ,虽无柳七郎风味 ,亦自

是一家。呵呵! 数日前猎于郊外 ,所获颇

多 ,作是一阕 ,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 ,

吹笛击鼓以为节 ,颇壮观也 。”[ 16] (P1560)

柳永是当时享誉词坛的大家 ,妙解音乐 ,创体创调 ,

其词在当时风靡一时 ,以至于“天下咏之”[ 17] (P311),

“凡有井水处 ,即能歌柳词” [ 18] (卷下)。虽然后代有

不少词评家不屑于将柳永和东坡作比 ,认为“琐琐与

柳七较锱铢 ,无乃为髯公所笑”[ 4] (P681),但事实上 ,

东坡认为《念奴娇 ·赤壁怀古》“自是一家” ,特意问

“我词比柳七何如” ,这有意无意间是将自己所作之

词与柳词“较锱铢” 。而正是他这种与当时词坛巨匠

进行对比的勇气 ,他挑战当时词坛传统 、词坛名家的

超越意识 ,才得以创造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不朽

经典词章 。

(三)与传统及时代的契合

经典的生成不仅受作家作品因素的制约 ,还受

时代气候 、文化传统 、教育机制甚至于经济政治等诸

多外因的影响。优秀的传世之作总是既能满足时代

需求 ,又能契合文化传统 。

一方面 ,经典作品必须建立在深厚的文化传统

的基础之上 ,接受者对作品的创造也必须受制于文

化传统 。《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之所以有着旺盛

的生命力 ,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其审美性深度契合

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 ,其情感体验契合中国古代文

人士大夫的情怀 。

如前所述 ,东坡及其词作经典性的发现得力于

两宋之间文士胡寅 、王灼等人对苏轼的推尊。苏词

因表现的是士大夫的“逸气皓怀” ,有别于词本色而

符合传统审美规范 ,大受赞赏。如孙康宜在《晚唐迄

北宋词体演进与词人风格》中所言 , “读者的意见实

则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强大的传统 ,会直接影响`典

律'的形成”[ 19] 。对苏轼的评价 ,从黄庭坚的“似不

食烟火人语”到胡寅的“逸气皓怀 , 超然乎尘垢之

外” ,再至陈匪石的“苏轼寓意高远 , 运笔空灵” [ 4]

(P4969),精英读者追求超然韵致的审美理想成为苏

轼经典化过程中的强大传统之一。不同于侧艳之音

的“语意高妙” ,是千百年来大江东去唱响古今的原因。

另一方面 ,每个历史事件都处于历史和时代的

坐标轴上 ,读者对前代文学的接受除了受历史积淀

下来的文化传统的影响之外 ,他所处的时代势必影

响他们对前代作品的理解和阐释。“文艺作品的`魅

力' ,一部文本在其后历史中的沉浮兴衰 ,决不是由

自身一方决定的 ,而是作品本体与社会价值的`大本

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效应 。深邃的文学批评既承认

作品本义的存在 ,又强调时代对文本的领悟和共鸣

的重要”[ 20] (P224)。能满足不同时代读者的心理需

要也是作品影响力之所以持久不衰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曲大江东去 ,由于词作内涵的丰富性 ,在不同

时代 ,人们似乎总能从中挖掘出各自所需要的内涵。

譬如 ,对尊体论者而言 ,词中的高妙语意 ,阔大词境 ,

旷逸情怀是他们推尊《念奴娇 ·赤壁怀古》的理由。

宋室南渡以来 ,国家民族遭遇空前的灾难和屈辱 ,应

时而动 ,曲子词也需要从温柔富贵乡走向广阔的社

会 、江山。《念奴娇·赤壁怀古》个性化 、主体化的抒

情方式 ,对英雄业迹的追寻和功业无成的慨叹 ,无疑

能在当时大部分读者心中产生共鸣。而词中对于人

作为个体自然生命的思考 ,对人生无常和人生如梦

的感慨 ,或许对于明中后期以来张扬个性 、注重自我

的读者来说 ,更具有非凡的意义。在新时期 ,也因为

词反映了一位心系民生天下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坎坷

遭遇而能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不同时代似乎

总能从作品中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 。《念奴娇 ·赤

壁怀古》也因此历时弥久而生命力愈发旺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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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of the Canonization about the 1st Classic of Songci NIANNUJIAO·CHIBIHUAIGU

Yu Yu-ying 1 ,Wang Zhao-peng 2

(1.Human it iesCol lege o f J ing gangshan Un iver sity , Ji' an 343009 , Ch ina;

2.Li teratur e Col leg e o f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China)

Abstract:Either in the histo ry o f dynamic balance , o r in the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since Song dynasty , NIANNUJIAO

· CHIBIH UAIGU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classic of all the Ci-poems.I ts cla ssical status was established in the periods of Song

and Jin.In Yuan and M ing dynasty its classical sta tus wa s further promoted.In Qing dynasty it kept the 1st sta tus but its in-

fluence decreased a little.Since 20th century , its influence has been keeping enla rging.Its canoniza tion show s diffe rent influ-

ence upon different reade r g roups.Fo r the creative-readers the influence is the big g est.The second influence is fo r critical r ead-

er s;Fo r the public readers , low star ting , but a s time goe s on , the influence is inc reasing ly streng thened.The inne r aesthe tic

power of the wo rk , the unique transcended consciousne ss o f the autho r , fitted tradition and the times , w hich is the secre t of the

maste rpiece' s life to keep lasting.

Key words:Su shi;NIANNUJIAO · CHIBIH UAIGU ;cano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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