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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音乐的著名长诗 《琵琶行》干古传

唱,使韩愈的 《听颖师弹琴》、李贺的 《李凭

箜篌引》等名篇也为之逊色。它的描写音乐

的高超技艺,人们已有不少的评述。然而我

每次教读此篇,却另有感受索于胸怀。这里 ,

冒昧地谈出我的一得,就教于专家和同行。

《琵琶行》从各个角度拮摹琵琶曲,是

摹音绘声的集大成者。它大体是按
“
基调——

音响——曲意——反响”的顺序行文的,也

是从这几个方面来创造意境的。全诗无一句

不写音乐,无一字不为写乐曲服务。

基调。用诗歌写音乐的基调和旋律不能

使用符号或字母,也不能象填词曲一样以词

牌曲牌定调。描写音乐的高手白居易是在未

正式演奏之前,用虚实结合的笔法,以诗的

形式,自 然而巧妙地给将奏的音乐定下了基

调。先是通过渲染环境气氛来陪衬烘托。起

句就以僻地 (浔 阳江头)、 秋夜、别离、枫叶、

荻花勾画了一幅合情浓郁的秋风萧瑟图。接

着用醉不成欢、茫茫江水、淡淡月色来渲染

沉寂气氛。作了这样的铺垫后,又通过 “忽

闻
”一句,暗写琵琶曲的引人入胜。主客的

流连及 “寻”、 “问”、 “移”、 “邀”、

“添酒回灯重开宴”等紧锣密 鼓 的 张 罗 ,

“千呼万唤
”的请求,又暗写琵琶曲调与主

客心曲极为相和。琵琶女 “千呼 万 唤 始 出

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动人神态的刻画,是

虚写芘琶曲主题含蓄,将露未露。至于试弦时

“先有情
”、 “诉平生”、 “说Jb事”等句

对音乐内容和主题的直接披露,就是进一步

《琵

宪

行》

实写基调了。先对乐曲基调进行或实或虚的

描述,既造成悬念,又使后边的摹音绘声不

显得空泛。

音响。乐曲弹奏开始了,人们欣赏的,

主要是诉诸听觉的音响。作者把它用文学语

言再现给我们,采 罔了以下四种手法 :

首先,是选甲贴切的 象 声 词,如 “嘈

嘈
”、 “切切”

、 “间关
”

等,直接描摹声

音,流畅匀称,和谐溢美。

其次,是通过丰富的联想,以声比声。

作者在使用象声词的同时,再补以明喻 (“如

急雨”、 “如私语”等 )、 暗喻(“珠落玉盘
”

等)、 借喻 (“幽咽泉流”等),这些比喻

通俗、新颖,使本来悦耳动人的音乐更加真

切。还有 “银瓶乍破水浆迸”、 “铁骑突出

刀枪鸣
”

等连环式的比喻,使人如临其境 ,

如闻其声。在这些比喻中,由于选用的事物

(珠、玉、花、瓶、马、刀等)的 色彩、形

状、质地、动态及发音方式等等各不相同 ,

就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和特色,给人以音响以

外的很多美的享受。作者运用语言文字的色

彩美,穷 自然之声设喻取譬,字字句句饱蘸

深 厚感情,使琵琶曲旋律变化多姿,境界神

幻美好。          ‘

再次,比喻奇用,常转为移觉。 《琵琶

行》虽不象后辈的 《明湖居听书》处处使用

移觉摹声,但也有值得我们注意之处。 “冰

泉冷涩”
句中的 “冷涩”尤其是 “冷

”,听

觉是感受不到的,已暗移到触 觉 上去 了。

“花底滑
”、 “铁骑突出

”
等以声比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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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给以嗅觉、动觉和视觉的感受。

最后,描写音乐的文字本身也承担了象

声仵用,这是 《琵琶行》摹声艺术所独具的

特色。如落韵字的响沉相间 (舒促韵相间,

平仄相间,鼻韵非鼻韵相间),客观上表达

了琵琶声的起伏、抑扬。句中也用重韵 (“嘈

嘈” “切切”
等)、 迭韵 (“间关

”、 “突

出
”等)、 双声(“莺语”、“幽咽

″
等 )、 隔字

同音或同字 (“花底滑”、
“
大珠小珠

”
、
“
无

声胜有声”)等来加强音响效果。细味 “大

珠小珠落玉盘”9字 音上确让人有如玉相击

的清脆嘹亮、玑珠滚动的圆润 悦 耳 之 感 ;

“间关莺语花底滑”
的音响有如莺歌委婉曲

折地从花底叶下滑动而出; “幽咽泉流冰下

滩”
又有泉水的缓流从冰层下传出的音响。

声音由低微到 “绝” “歇”,作者又用了几

个短促塞尾的入声字来体现。乐曲的高潮处 ,

作者在落拍的响字上连用三个唇、塞音 (“银

瓶乍破水浆迸”)表达声音的急促高亢;又
间用连用入声字 (“铁骑突出

”),连用三

平 (“刀枪鸣”)分别表达急而沉、急而响

的音响,等等。作者还用连珠修辞格及类似

的句子表现音响的渐微或连续。这样,利用

语言文字的音乐美造成的音节铿锵婉转,嘹

亮 低 沉,错 落有致,形象地体现了乐曲旋

律,仿佛琵琶曲的音符眺跃纸上,读来悦耳

赏心。

曲意。为了让听众和读者更好地欣赏乐

曲,进入情景相生、神理熔铸的意境,常有

必要描述、剖析乐曲内容及所表达的主题。

这种文学语言对 “音乐语言的翻译
”,本诗

除了从摹音喻声中自然流露及作者妙语点晴
(如 “说尽心中无限事”

等)夕卜,主要于 “曲

罢
”后由弹奏者自己道破。琵琶 女 的 一 席

“诉说”
,几乎与前边弹奏的乐曲句句对应 ,

循声入情,宛如给乐谱填了词,只不过乐曲

更有话中之话、弦外之音罢了。比如, “急

雨”“
私语

”
不正是教坊的欢乐日子? “间关

莺语花底滑”
不正是叙写 “秋月春风” “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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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时? “冰泉冷涩弦凝绝”

不正是 “门前

冷落鞍马稀″时幽怨、苦痛情绪的流露?由
“凝绝不通声暂歇

”
到 “铁骑突出刀枪鸣

”
,

不就是弹奏者由沉沦
“
冷落

”
到 “啼泪”的控

诉吗?听她口头诉平生t;说 'b事后,再回头

咀味乐曲,深感琵琶曲正是叙写了琵琶女在

封建枷锁下的苦难身世及变化复杂的思想感

情。

反响。描述回声反响也是间接摹状音乐

即陪衬烘托的手法之一。反响,有听众的,

有环境的,还有弹奏者本人的。
Ⅱ

诗歌紧接弹奏者剖析曲意,写了听众之

———江州司马的反响。其实前边早写了听

《的感受和神态,特别精彩的是 “声暂歇”

和 “曲罢”两个时刻: “声暂歇”时, “别

有幽情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语双关 ,

既写曲调本身,又写听众反响。音乐中的停

顿,是别具匠心的艺术处理。于出神入化之

时突然休止,山断云连,乐曲的意脉情络紧

紧抓住听众,乐 曲所勾起的听众 各 自的 情

感,这时蓬勃生长,盎然填补了这休止的空

白,承上启下,引爆了又一曲段。全曲终了,

人们还在全神贯注地听那未尽的曲意,陶醉

在那既忧怨又美妙的音乐境界里,沉浸于动

情感怀的艺术享受中。 “东舟西舫悄无言”
,

真个佘音绕梁,三 日不绝!这时,作者更用

语言直接表露自己心弦的回声和胸腔的共鸣

了。他的一段表白,与前边乐曲的旋律和弹

奏者的诉说声声相应。 “辞帝京
”

和 “谪居

卧病
”,跟 “嫁 作 商 人妇”

和 “守空船
”

若出一辙,这就使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演、听

双方感情的交流。

写环境的反响实质也是写人的反响。诗

歌抓住了前面渲染音调的 “月
”

。曲终,万
籁俱寂, “唯见江心秋月白

”
。这-“白

”

字,极其巧妙地与后面的⊥句赞辞 “如听仙

乐耳暂明
”之 “明”

字照应,让我们窥见了

个中真谛。你看,未闻琵琶时那轮只会给江

面铺洒茫茫淡光、还不能投下倒影的月亮 ,



如今竟急急赶至江心来 倾 听 音 乐了。一个

“唯”
字,把听众的鲜明情感全融进明月了。

你瞧,明月也那么 “悄无言”,可能也牵动

了 “
'b中 无限事”,抑或它把两个等级悬殊

的 “天涯沦落人
”都融进了银辉里?它经过

音乐的陶冶、净化,已不再是 “瑟瑟”秋风

中的 “茫茫”
一片了,它已白多了,亮绎了,

美多了。它已从江天雾气中喷薄而出,升华

到明星碧穹的中天了。此句既点明了时间变

化|照应了前诗,又连同上句创造并升华了

意境,还含蓄地礼赞了琵琶曲真象 “仙乐
”

ˉ样 :

诗歌始终没忘写弹奏者本人的反响。演

奏艺人既以自己身世为题材谱曲,演奏过程

中她当然进入角色了。她 “弦弦 掩 抑 声 声

思”、“低眉信手续续弹”, “沉吟放技
”、

“整衣敛容”·⋯⋯使我们通过她的举止神情

看到了音乐形象的影子。当她再弹一曲时 ,

由于又融进了在座 “沦落人
”那极其合拍的

身世,音乐形象便更丰满、更典型、更富社

会意义,故而更凄切、更感人,产 生 了 比

前-曲更高的 “满座重闻皆掩泣
”的艺术效

果。这 “满座
”里,有她,有作者、听众 ,

也有读者。

音乐是稍纵即逝、不复留形的东西。要

用语言文字把它真实形象地再现于纸面,不

调动各种艺术手段是不行的。

《琵琶行》却能把音乐诉诸文字,超越时

空,成为干古绝唱。当时,就 “胡儿能唱琵

琶篇
” (唐宣宗李忱语);而今,我们开卷

能见琵琶动,览诗而闻乐声发,胜听实况录

音,胜看电视转播。这正是作者发挥超凡的

语言功力、娴熟的音乐素养和卓越的艺术天

才,从基调、音响、内容、反响 等 各个 角

度,使用多种描写手法及修辞手段 “翻作”

而成的。在那样的社会里又处于 那 样 的 地

位,要倾吐迁谪怨愤,控诉黑暗现实,很难

办到,因 而作者便借琵琶之声,以 优美凝炼的

语言熔情、言、声、义于一炉,铸环境、音

乐、演奏者、作者、听众于一体,塑造出具

有高度美学意义的音乐形象,不露声色地把

人们一步一步带入那既神幻又现实的广阔艺

术天地,使 自己的控诉即诗歌主题产生了广

泛的共鸣。至此,作者写作目的达到,感慨

至深,因而,自 然地会 “泣下最多
”了。

《琵琶行》字字句句描写音乐,是服务

于主题的,绝非为写音乐而写音乐。在我们

欣赏和学习它那摹音绘声艺术时,切不能把

目光仅停留在那段直接描写音响的文字上,

因为全诗是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资 之”解           :
刘剑岷           扌

卢   现行高中语文第三册《信陵君窃符救赵》中
“
如姬  作者司马迁推崇信陵君的意图。           `

∶ 资之三年
”-句,教材对

“
资之

”
的注释是

“
汐这件事    到底

“
资
”
作何解?据唐代司马贞的巛史记 ·

奉隐》
 I

忄 出钱 (悬赏)'” 。把
“
资
”
讲成

“
出钱 (悬赏)” ,有   讲: “

资者,畜也。谓欲为父报仇之资畜于心,已得三 :
f∶ 值得再研究的必要。如果说

“
资

”
是

“
出钱(悬赏)” ,   年也。

”
句中的

“
畜

”
是通假,通

“
蓄

”
即 “

心 里 存 1

∶ 那末, “
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

”,信陵君和他  着
”
的意思。全句也可译为如

“
姬蓄意为父报仇,已有 、

〈 手下的门客,岂不是为了领取
“
悬赏

”
才替如姬报仇了。  三年了

”
。                     氵

、 这不但有损于
“
急人之困

”的信陵君的形象,也违背了                            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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