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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寿词创作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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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了翁寿词创作之多$堪称中国词人之首"对此$前人颇有微词"魏了翁寿词创作的源头与中国浓厚的

礼仪文化积淀#宋代理学思想的兴起以及先秦儒家就倡导的(和而不流)的君子风范息息相关$而这些复杂而深刻

的原因正是我们解读魏了翁寿词必不可少的重要门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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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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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重庆市涪陵区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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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是南宋蜀中著名词人#现存词
@A"

首#但

多数为寿词)次韵)和韵等应酬之作&尤其是寿词之

多#堪称中国词人之首&对此#前人颇不以为然#李

调元.雨村词话/卷三云($宣和而后#士大夫争为献

寿之词#连篇累牍#无谓极矣&吾蜀魏了翁华甫为宋

名臣#乃词非寿不作#虽.花庵/选入数首#吾终不敢

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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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吴衡照.莲子居词话/卷三亦云($生日献

词#盛于宋时&以谀佞之笔#拦入风雅#不幸而传#岂

不倒却文章架子&66至如魏华父则非此不作#不

可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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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说法#的确值得我们深思&作

为一代理学大师的魏了翁#为何乐于此道- 其价值

虽见仁见智#却历经千年得以流传#其意义何在- 笔

者试图对魏了翁寿词创作作一个探源性审视#探讨

它与传统的寿祝文化)宋代理学思想以及魏了翁$君

子和而不流%人格风范的关系#进而给魏了翁寿词创

作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
!

传统礼仪文化与寿祝文学的演变

渴求生命的永恒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觉意识&

早在.山海经/中就有上古之人长寿的神话#这些神

话本质上是原始初民们渴望超越死亡)追求长生的

艺术表现#随着人类理性生命观的逐渐形成和渴求

生命永恒的主观愿望的激烈碰撞#祭天法祖#祈求福

寿的人生仪礼也就逐渐兴起&先秦时期的祝寿风俗

就被纳入$礼%的规范#属于吉)凶)宾)军)嘉$五礼%

中嘉礼的范畴#寿祝文学创作也随之而萌生&.诗

经/就频频出现祈福延寿的祝语和绘声绘色描写祝

寿保祚的场面&如.小雅5楚茨/中的$孝孙有庆#报

以介福#万寿无边%#.周颂5载见/中的$以孝以享#

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以及.商颂5烈

祖/).大雅5既醉/等等都在祭祀庆典中贯穿着祈求

祖先赐福赐寿的内容&此后#统治者更是大兴祝寿

庆典#寿诗也就配合着专用乐歌而不断发展&宋代

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中保存着大量汉魏六朝的

上寿乐歌&如傅玄为晋武帝所作的.上寿酒歌/)张

华的.王公上寿诗/)成公绥的.王公上寿酒歌/等等#

都是为帝王所作的寿诗&.新唐书5礼乐志/载#唐

代也有向圣上献寿诗乐歌的习俗($千秋节者#玄宗

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

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66自肃宗以后#皆以生

日为节#而德宗不立节#然止于群臣称觞上寿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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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不仅出现了像.万岁长生乐/).大献

寿/).万年欢/那样专为帝王祝寿而表演的大型乐

@*@



舞#而且出现了配合祝寿乐曲演唱的歌辞&张说.舞

马千秋万岁乐府词/

!

首)李白.上云乐/)杨巨源.春

日奉献圣寿无疆词/

@*

首)张仲素.献寿词/等等#都

是为帝王祝寿颂德而作&其盛况正如王涯.九月九

日勤政楼下观百僚献寿/所绘($年年歌舞度#此地庆

皇休&%

从总的来看#唐宋以前的寿体文学创作#多是臣

民为君主祈福祈寿的礼仪活动的产物#它们在本质

上反映了臣子忠君颂圣的伦理思想&但唐朝与前代

的寿体文学创作相比#有两点明显的变化对宋代寿

词创作影响深远(一是寿体文学创作已有了民间寿

亲寿友的内容#如杜甫.宗武生日/)李郢.为妻作生

日寄意/等就是典型的寿亲诗,二是用于祝贺寿辰的

词体创作也开始出现#敦煌曲词.感皇恩/中就有$叫

呼万岁愿千秋%)$从此后#愿皇帝寿如山%的内容#是

寿乐寿歌由诗向词的延伸&

两宋祝寿的风俗之盛是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都难以企及的#不仅寿诗盛行#用于祝寿祈福的寿词

创作也成了一种新的词学现象&北宋创作寿词的词

家约
!*

余家#词作约为
@A*

余首&北宋的晏殊#.全

宋词/收录其词
@!D

首#寿词有
)A

首&而南宋寿词#

据.全宋词/和.全宋词补辑/粗略统计#约为
)!#,

首#占宋词总数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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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寿词创作有姓名可考

的词家约
#**

人#如南渡时期的曹勋存词
@A!

首#寿

词有
)+

首,南宋沈瀛存词
++

首#寿词有
D!

首,廖行

之存词
#@

首#寿词有
)@

首&其中魏了翁更以
@*@

首寿词而位居众家之首!

#成了南宋寿体文学创作

最突出的典型&

二
!

南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与寿祝文学的繁

荣

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不仅不思收复中原#反而

在屈辱的$隆兴和议%后凭借江南富庶的物产和长江

屏障#沉醉于文恬武嬉的侈糜中&而词本来就是一

种和乐可以演唱#$文乐相表里%的艺术形式&本着

.乐记/$乐与政通%的传统和$礼以节外#乐以和内%

的精神#南宋统治者于绍兴十二年开天下乐禁#其盛

况恰如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略/所描述($属靖康之

变#天下不闻和乐之音者#一十有六年&绍兴壬戌#

诞敷诏音#弛天下乐禁&黎民欢忭#始知有生之快#

讴歌载道#遂为化国&%

*

!

+可见这一举措的确有$以乐

干政%的社会效果&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又满

足了南宋人世俗生活的需要&与前代相比#南宋的

宫廷祝寿活动也更加频繁#几乎每个皇帝都以自己

的诞辰命名一个$圣节%&.东京梦华录/卷九记载#

每到这一天#宫中都要举行盛大的祝寿庆典#朝臣上

殿祝寿#乐工歌妓致语奏乐#歌舞相庆&这种圣节祝

寿之风至孝宗乾道)淳熙达到高潮#直到理宗)度宗

朝依然盛行&周密在.武林旧事/中称($寿皇圣孝#

冠绝古今#承颜两宫#以天下养#一时盛事#莫大于庆

寿之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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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下效#.齐东野语/$贾相寿词%条

载($贾师宪当国日#66每岁八月八日生辰#四方善

颂者以数千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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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为权贵献寿词以助兴

添雅#固然有其功利目的&但总的说来#不管是朝廷

的祝寿颂德#还是民间的寿诞礼仪都是一种以封建

伦常观念为思想根柢)以喜庆祥和为基调的风俗行

为#本质上贯穿着中国传统文化尊亲贵老的伦理精

神#也是传统儒学和宋代新理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内

容&

魏了翁不是单纯的文学家和词人#他一生的主

要贡献#是经其努力倡导#使理学在遭受$伪学之禁%

以后#取得了正统的学术思想地位#而他的这些活动

以及他所倡导的理学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又为寿

祝文学的兴盛推波助澜&

魏了翁成年入仕时#正是理学遭受打击#被定为

$伪学%)严令禁止的时期&而年轻的魏了翁在临安

结识了朱熹的门人辅广)李方子等著名学者后#便开

始读朱子书#在.答朱择善改之/中他总结这段求学

的体会($某少时喜记问词章#所以无书不记&甲子)

乙丑年间#与辅汉卿)李公晦邂逅于都城#即招二公

子时时同看朱子诸书&只数月间#便觉记览词章皆

不足以为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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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D自此以后#魏了翁便开始系统研

究朱熹思想#并以推崇理学)树立理学权威为己任&

最突出的事迹表现为(大力赞颂朱熹#在.朱文公年

谱序/中称之为$集濂)洛之大成%的学者#$朱子之功

不在孟子下%#不仅将朱熹理学著作刊之于蜀#还在

家乡蒲江创建了著名的鹤山书院#开门传授程朱理

学#使当时四川的读书人$争负笈从之&由是蜀人尽

知义理之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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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他坚持不懈地要求

统治者为理学祖师爷周敦颐)程颢)程颐赐爵进谥&

嘉定九年!

@)@"

"#他上疏宋宁宗.奏乞为周濂溪赐

谥/&嘉定十年!

@)@,

"春正月#魏了翁又再次上疏

.奏乞早定周程三先生谥议/申述前奏#并将其上升

为关系到$学术之标准#风俗之枢机%的大事*

"

+卷
@D

#

言辞十分激切感人($臣愚欲望圣慈申饬有司#速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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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订#俾隆名美谥#早有以风励四方#示学士趋向之

的#则其于崇化善俗之道#无以急于此者&%

*

"

+卷
@D因

为魏了翁的一再奏请#加之一些朝臣如真德秀等人

的有力支持#嘉定十三年!

@))*

"宁宗准其奏#并向全

国褒扬了周)程开创理学的功绩&以此为契机#崇尚

理学之风很快在全国各地兴起#各州郡纷纷为周)程

等理学家建立祠堂#魏了翁也应各州郡之邀#为各处

的周)程祠堂作记#大张理学旗帜&自此以后#以理

学形态出现的新儒学#不仅成为南宋后期在意识形

态中居于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学#也一直为后世的统

治阶级所尊崇&这显然与魏了翁等人的努力倡导有

关#但更重要的是它自身的理论价值在于弘扬古代

儒家精神#将它置于封建社会思想界至高无上的位

置#也是统治者稳定社会的政治需要&

南宋是一个社会动乱)朝野逸乐成风的时代#但

因程朱理学的日益兴盛#同时又是一个封建伦理空

前强化的特殊时代&理宗在宝庆三年!

@)),

"下诏时

说($朕观朱熹集注.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发挥圣贤蕴奥#有补治道&%

*

,

+卷
#@可见统治者已充分

意识到用理学思想来教化世道)凝聚人心)巩固皇权

的重要性&虽然$道%的内涵十分丰富#但$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无疑是封建道德的核心#它将整个封

建社会的关系等级化&而寿祝仪礼和寿体文学创作

也正是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将这种上下等级观念变

得轻松自然#成了统治阶级驯化百姓)加强孝道宣传

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媒介&因此#就皇家统治而

言#从南渡后的宫廷寿祝活动#到理宗)度宗朝依然

盛行&就士大夫阶层而言#南宋是一个以文官为主

体的封建官僚社会#在统治阶级和儒家思想的影响

下#士大夫特别注重$立德%的人生价值&$德%的含

义自然也十分深厚#除了严守君臣等级尊严之外#朋

友)同僚以及家族的和睦与否#不仅直接关系着社会

的安定#也直接体现着士大夫本人的道德规范&从

这一点上看#铺张侈糜的寿祝活动虽有享乐的性质#

也同时具有弘扬理学孝悌仁爱的深刻用意&而且它

所带有的人伦情调和日常性的情感体验更容易被社

会各阶层认同并接受&尤其是社会各阶层的寿亲)

寿友活动和与之相连的寿词创作#自然就成了许多

文人乐于参与的既世俗又高雅的交际活动&刘辰翁

.鹊桥仙/云$人间乐事有多般#算此乐)人间第一%#

就概括了很多文人的共同心态&因此#当时许多优

秀词人如张元干)刘克庄)辛弃疾等都不自觉地汇入

这支创作大军并成了其中的佼佼者#而作为南宋理

学大儒的魏了翁#在倡导理学精神的过程中自觉不

自觉地加入了寿词创作的行列#并把它推向了高潮#

也自然是合乎情理的历史事实了&

三
!

(和而不流)的君子风范与魏了翁寿词创作

魏了翁为官直言敢谏#.宋史/本传载($庆元五

年#登进士第#时方讳言道学#了翁策及之%&$韩佗

胄用事#谋开边以自固#遍国中忧骇而不敢言%#而魏

了翁则大胆进言#以至于$策出#众大惊%

*

,

+卷
#!,

#

@)+"D

&

直道立朝的魏了翁#不屑与权奸为伍#也是史学家称

道的品质&.宋史/本传又载(后韩佗胄以误国诛#

$朝廷收召诸贤#了翁预焉#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

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

鹤山下66%

*

,

+卷
#!,

#

@)+"D可见#不与世沉浮是魏了翁

为官的原则#也是其人格魅力所在&但另一方面#作

为一代大儒的魏了翁既然努力倡导理学的权威#先

秦儒家所积极倡导的$君子和而不流%

*

A

+的人格精

神#温柔敦厚的人生素养#更是他身体力行的理学风

范#这也无形中为他提供了大量寿词创作的机会&

首先是广泛的学术活动和不囿于门户之限的交

游&与魏了翁同时代的理学人物#大都为朱熹)陆九

渊两家的后学弟子#他们基本上是各自墨守师说#相

互排斥诋毁&就连与魏了翁齐名的理学大师真德

秀#也是严守朱熹门户&魏了翁对此则表现出平和)

友善的气度&他不但与朱熹后学辅广)李方子)度

正)曹彦约等人交往密切#与陆九渊后学陆持之)叶

元老)袁甫等人也有密切的联系与学术交往&加之

魏了翁一生乐于会友#早在他
)"

岁担任学官时#就

$获四方之士而取师友%&在四川做官期间#所到之

处积极从事讲学活动#广结天下文士&再加上他曾

分别在四川蒲江和当时的荆湖北路的靖州!今属湖

南"创办了两所著名的鹤山书院#授徒讲学著述#交

游甚众&与巴蜀及川籍学者如李心传)度正)范荪)

宇文绍节)张忠恕)虞刚简)刘光祖)李从周等人相互

论学与交往*

+

+

&交游广自然唱酬无数#用心地交际)

用心地应酬乃至寿祝题材创作的数量之多也就不难

理解&在其词作中我们随处可以读到他与这些朋友

唱和的寿词&如.刘左史光祖生日!念奴娇"

"

/).杨

崇庆熹生日!水调歌头"/).孙靖州应龙生日八月八

日!木兰花慢"/).赵运判师屷生日!水调歌头"/).靖

州江通判埙生日!鹧鸪天"/).李参政壁生日十一月

二十四日!水调歌头"/).生日谢寄居见任官载酒三

!*@

!!

张
!

帆
!

魏了翁寿词创作考源



十七岁!木兰花慢"/).吴制置猎生日!水调歌头"/)

.李参政壁生日!满江红"/).邓倅子美生日!虞美

人"/等等#多不胜举&

其次是孝悌仁爱的理学精神#也是$君子和而不

流%本质的延伸&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宗法社

会#家族是社会的组成单元#更是凝聚个人的轴心&

社会是君臣及各阶级)阶层组成的网络#家庭则是父

子)母子)夫妇)兄弟等复杂的血缘关系彼此联结的

单元&孝悌仁爱既是家庭中必不可少的道德规范#

也是传统儒家和南宋新理学努力倡导的社会风范#

寿亲)寿友活动自然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魏了

翁
@*@

首寿词中基本没有寿君词#也很少对高官贵

胄刻意的谀美#但有大量的寿亲词#从这些寿亲词中

我们不难看到理学家所追求的家族的和谐与亲情体

验&如魏了翁寿词中单是与$叔母%寿诞有关的词就

有
)*

余首之多#所谓$叔母%#其实是魏了翁的生母&

魏了翁的父亲魏士行和高孝璹本是亲兄弟#同属魏

家&因祖母高氏之兄高黄中无子#便将孝璹过继高

家&高孝璹之妻谯氏生六子#魏了翁排行第五#过继

魏家为后#故称生母为$叔母%&在魏了翁为生母而

作的寿词中#除为数不多的为母亲祈福祝寿外#更多

的是记载母亲生日时家族和朋友的聚会&如.叔母

生日同家人劝酒!水调歌头"/).即席次韵张太傅方

为叔母生日赋!南柯子"/).叔母生日同官载酒用去

年词韵!小重山"/等&还有不少借母亲生日抒发自

己生命蹉跎#愧对时光)愧对母亲的情怀&如.叔母

生日!水调歌头"/云($人道三十九#岁暮日斜时&儿

今如许#才觉三十九年非&%这些词虽非都是佳作#但

从中可见作为理学家的魏了翁对生母的礼数与赤子

之心的交织#更可知传统儒家的孝道文化精神#是如

何深入到士大夫阶层的道德理念中&正如朱熹所

说($文皆是从道中流出%

*

@*

+卷
@!+

#$有那情性#方有那

词气声音%

*

@*

+卷
)D

&虽然这些因祝寿氛围而创作的寿

词不免对同仁)亲友称诩夸耀#有客套与溢美之嫌#

被后人视为千篇一律而没有价值&实际上它们是有

价值的#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魏了翁$和而不

流%的人际交往和孝悌仁爱的人伦情调#而具有了史

料与文学并存的价值&

综上所述#魏了翁的寿词不是纯粹的艺术活动#

它是长期的寿祝礼仪的文化积淀)南宋盛行祝寿庆

生的风俗行为等诸因素的催生下产生的特殊语言,

也是他本人大力倡导$立本%)$厚伦%#$以化善俗为

治%

*

,

+卷
#!,

#

@)+""的政治主张和$君子和而不流%的理学

风范本质外化的产物,反过来#他大量的寿词也传承

着一种古老的民族礼仪文化#记录着他践行理学风

范的实情#这似乎可以视为魏了翁寿词创作虽为人

不屑却承传至今的价值所在&

注释!

!

据张文利.鹤山寿词考述/的最新统计#见.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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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D

期#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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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了翁词以事标题而不标调名#.全宋词/调名为唐圭璋据紫芝漫钞本.鹤山长短句/所补并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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