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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时期山水田园派诗人丘为
■ 郭杰光

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平湖版

汇上位于现当湖街道南河头社区永凝桥东
堍北侧约30米处的官弄浜（古称“清水浜”）北，西
侧沿河往北到邢家廊下，因旧时称刘家汇（已
填），故名汇上。1987年建人民西路后，汇上被阻
断，1997年汇上老屋被拆除。因张氏家族世居于
此，且为名门望族，故又被人称为“汇上张家”。

张氏先祖为南宋宰相、四川绵竹籍的抗金英
雄张浚。据《张氏家乘》记载，其六世孙张溥于南
宋咸淳年间（1265-1274）曾任淮扬节度使判官，
初居苏州，元兵南渡时，避乱来平湖，隐居芦川，

“平湖始有张也”。由于张氏家族治家有方，通过
治水肥田，家产由初时的 100亩增至数千亩。但
因东乡地方多盗，治安不良，张氏二十一世孙友
德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从东乡蒹葭围（今
为周圩）迁居清水浜（汇上）。

清代中叶以前，平湖地方名门望族众多，而
当时张氏家族的声望并不显赫。家族中没有中
过举人、进士，科举方面以下层为多，但张氏家族
以诗礼传家，耕读为重，隐居乡间，家风淳朴。其
家族后代大都正直厚道，乐善好施，勤奋好学，表
率乡里，在当地传为佳话。张氏十九世孙冲元于
明崇祯十二年（1639）运送货物至芜湖，对方多付
了300两银子，冲元回家发觉后，专门驾船去芜湖
归还。

二十二世孙永年（1697-1776），字丹九，太学
生。平生爱好围棋，其子世昌、世仁皆能文工弈，
父子三人有“柘湖三张”之称。乾隆四年（1739），
张永年慕名邀请围棋国手范西屏、施襄夏到平湖
以棋会友，在张宅对局。当年范 31岁、施 30岁，
正当棋艺巅峰时期。范、施应主人的请求，进行
围棋对抗比赛，双方共对弈 13局，现存棋谱 11
局，这就是“当湖十局”的由来。“当湖十局”代表
了当时围棋界的最高水准，也是两位大师留于后
世的唯一对局记录，至今仍被我国围棋界奉为古
棋谱之典范。后张永年与世昌、世仁两子将范、
施授子谱选录二十八局，辑为《三张弈谱》行世。
然而“当湖十局”并未收录于《三张弈谱》内，甚至
序文也未曾道及，令人不免奇怪。直到同治年
间，永年玄孙张金圻有《坐隐居谈弈理诗刊七古》
一篇，才提到此事。诗刊中有云——

乾隆之季施范鸣，条理始终集大成。
地灵人杰主宗盟，神乎技矣四筵尺。
瞬息万变斗机巧，疾逾鹰眼健鹰爪。
以征解征洵厅观，借劫酿劫谁分晓。
三江两浙数十州，大开旗鼓东南陬。
当湖客舍十三局，旁观当作传灯录。
念我先人雅好棋，棋中授受见而知。
诗中叙述渊源，出自家乘，当可作为信史。

由此可知，范、施两雄确在当湖对弈13局。
张氏后裔数百年来以砚为田，诗书传家。世

昌长子张诰（1747-1806），字士周，号耜洲，清乾
隆年间监生。此人自幼聪颖，才华横溢，工诗善
文，学识渊博，曾在清水浜筑“耜洲山庄”。山庄
内建有“士周书堂”，与当时的“南村书堆”齐
名。他气节高尚、为人慷慨，与人交往没有城
府，他人若有过失，敢于当面指正，故被敬称为
长者。清光绪《平湖县志》记载曰：当时，知县暴
政于民，张诰与同乡八人一起上书省府举报；知
县闻之恐惧，赠以金钱，张诰拒受。上司问张诰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张诰答曰：“诰非为己，
欲使一邑士民皆及于宽政。”张诰作诗字字斟
酌、句句推敲，一丝不苟，著有《耜洲诗钞》9卷、
《张氏家乘》10卷等诗文集，皆传于后世。他的
诗作曾获得大才子袁枚（杭州人，清乾隆进士）
的赞赏。

张氏家族于清代康乾以后，家道隆兴，产业
倍增，是平湖历史上修谱次数最多的家族之一。
张氏南支于嘉庆年间修谱时，出进士2人、举人11
人。张诰弟张諴（1749-1815），字希和，号熙河，
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专心于性理之学，力
求济世之道。平生好义举，首捐千金，与兄弟及
同乡五人，倡修文庙，在泖河乡村建立同善会，掩
埋尸骨16000多具。

张氏兄弟几人同居共财，爱好旅游，东登泰
山，西涉峨眉，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为怀念先祖
张浚，张諴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聘请工匠，采
乍浦九山之石，仿照峨眉山“一线天”等二十四处
景色，叠石成山，于嘉庆十九年（1814）竣工，历时
22年之久。小园建成后，张諴认为近郊唯案山一
处，但皆土无石，此山小巧玲珑犹如婴儿，取名为

“婴山”。婴山占地仅 3分 8厘，合 253平方米，周
长仅 40余步，高 4丈 7尺，高出平湖城墙 1丈余，
为当年城内最高的景观，与乍浦九峰遥遥相对。
登上婴山顶，可以遥望全城美景。《婴山志》云：

“遥对海上诸峰，岩峦壑泉洞石之奇甲我邑。”婴
山小园也成为平湖城内唯一的以山命名的景观，
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拆除。

张諴之后，张氏一族依然名人辈出。二十六
世孙张金镛（1805-1860），字良甫，号海门。清道
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授编
修。道光、咸丰年间，曾任乡试同考官、实录馆纂
修、乡试正考官、湖南学政、翰林院侍讲。晚年，
潜心研究诗词，造诣颇深。喜画梅，兼善分、隶。
著有《躬厚堂诗文集》《绛趺山馆词》等。

二十九世孙张堂坤（1903-1927），幼时就学
于私塾，后转入笔者祖父陆润章创办的宏鲁小
学。1924年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二期工
科，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参加东
征，1926年编入叶挺的独立团，任第二营第四连
连长。1927年 8月 1日参加南昌起义。10月 1
日，部队在进军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时，遭到广
东军阀的围攻。张代理第十一军七十五团团
长，担任前沿阵地指挥，10月 4日被捕，次日被杀
害。

还有我国茶学学科第一位博士生导师——
张堂恒（1917-1996），193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
学院经济系。1947年 9月，考取教育部留美研究
生。解放后，学成归国，先后任职于武汉大学农
学院、浙江省农业厅特产局、浙江农业大学。
1987年被聘为茶学学科博士生导师，1989年被评
为茶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他开创性地提
出“茶叶鲜汁”加工，为茶树鲜叶多种利用开创了
途径。出版有《张堂恒选集》等。

汇上张氏
■ 陆起荣

李叔同歌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其大部分为依声而
制的填词作品，表现了他对我国古典歌曲填词传统的承
袭和发展。

歌曲是由歌词与曲调结合而成的综合艺术。在创作
中，由于词与曲的结合有先后之分与主从之别，所以，在
词与曲的结合方式上也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
先词后曲，依词谱曲；另一是先曲后词，按曲填词。从我
国古典歌曲发展的历史来看，据有的学者考证，除了上古
时期的“古歌”是“因所感发为歌，而声律从之”（王灼）的
先词后乐、以乐从词而外，自汉代乐府诗开始，经过隋唐
五代词、宋词、元曲，直至明清的弹词、鼓曲、弋阳腔等，几
乎均为先曲后词、按曲填词之作。可见，填词是我国古典
歌词创作的主要方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
李叔同的创作活动正值清末民初的古代与近现代交接之
际，所以，他承袭这个传统自是理所当然的。

同古典歌曲的多样化填词方式一样，李叔同在填词
方面也运用了多种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三：一是为词配
曲，如为诗经《葛藠》《黄鸟》《无衣》，楚辞《山鬼》，李白诗
《行路难》，李商隐诗《隋宫》及辛弃疾的《菩萨蛮》配曲调
的歌曲；二是选曲配词，如为欧阳修词《阮郎归·春景》、岑
参诗《送出师西征》、杜牧诗《秋夕》、李白诗《清平调》、温
庭筠诗《利州南渡》等选曲相配的歌曲；三是为曲填词，如
《送别》等歌曲。在三种方式中，李叔同最为着力、也是运
用最多的是为曲填词的方式。他先是为民间乐曲填词，
如为《老六板》填写的《祖国歌》。东渡日本后，由于受到
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他对曲调的选择即倏地转而为弃
中就西了，尤其是他中期创作的“别体唱歌”的歌词，绝大
部分是为意、德、法、英、美等欧美国家的歌曲曲调填词的
歌曲。这些歌曲，其所填之词与所依之曲，无论在感情基
调上，还是在语调、字调的处理上，都达到了严丝合缝完
美和谐的传统。抒写火热爱国情怀的《大中华》，是为意
大利作曲家贝利尼的歌剧《诺尔玛》中著名大进行曲填词
的歌曲。日本明治时期曾有以此曲填词的《祝福》歌，估
计李叔同是按照此歌中大进行曲的曲调填词的。《诺尔
玛》被称是一部英雄歌剧，在女主人公诺尔玛率高卢人进
击罗马人的前夕，雄壮的合唱引出了一曲管弦乐演奏的
极有气势的大进行曲，李叔同从这种英雄豪迈的气势中
找到了《大中华》与大进行曲共同的感情基调，并依循着
大进行曲大调式的带符点上行的起始乐句，填写了充满
自豪的赞颂诗句：“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
裔。”《春郊赛跑》一词是按照德国著名儿童歌曲作曲家赫
林的《木马》一歌的曲调填写的。该歌曲的第二段歌词是
这样的：“跑，跑，跑！别把我摔倒！如果你要把我摔倒，
一阵鞭子，只多不少。别把我摔倒！跑，跑，跑，跑，跑！”
（钱仁康译）李叔同的填词，在内容上不仅和木马跑有联
系，在语句上，也是步着曲调一音一字填写的，因此，无论
是词情还是语句，都与曲调达到了十分贴切的地步。《采
莲》一词是根据德国的一首民歌《花开》的曲调填写的。
李叔同准确地把握了该曲调轻盈欢快的情绪特点，一字
一音地填写了富有乐府民歌风格的诗句，令人如亲临那
诗情画意的劳动情景，听到了采莲人的欢声笑语。《哀祖
国》一词是按照法国民歌《月光》的曲调填写的。原曲调
是一首母亲唱给孩子的摇篮曲，四个乐句的曲调有三句
是重复的，看来简单平易，但听起来却真挚深沉，它与李
叔同对祖国的深切哀痛是合情合拍的。《秋夜》一词则是
为爱尔兰民歌《相信我》的曲调填写的。这是一首向爱人
倾诉忠贞不渝的衷情的情歌，歌中婉转起伏跌宕的爱的
情潮，正是李叔同对那个令人爽心开朗的美好秋夜的一
腔痴情的真实写照。《梦》一词是按照美国著名作曲家福
斯特的《故乡亲人》一歌的曲调填写的。流落在外地的福
斯特通过该歌曲抒发了自己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孤寂与惆
怅，并借此寄托了深长的思念之情，歌曲的旋律富有浓郁
的赞美歌的风格。李叔同则借此词抒写了自己对父母养
育之恩的深切怀念之情，歌词乘着曲调飞扬起来的歌声，
深深触动着人们爱的心弦。至于《爱》《化身》《男儿》和
《人与自然界》等表现爱、弘法和赞美自然等主题的诸词，
李叔同皆选择了基督教赞美诗的歌调为其填写，可以想
见，词与曲的风格还是较为贴近的。

在李叔同填写的诸多歌词中，最为国人称道的，也是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送别》了，我们不妨通过对这首歌词
的重点赏析，来集中展现一下李叔同在填词方面的非凡
造诣。

为曲填词，先要把握曲，其一先要把握曲的感情基
调。作为音乐的曲是直接以其乐音表达感情的，只有把
握了其所表达的感情基调，才能为其所填之词确立起与
之相符合的感情基调。其二主要把曲的听觉形象的情绪
化作视觉形象的场面，以营造文学形象。音乐所表达的
或喜或悲的感情基调是确定的，然而由对此情绪的体验
中所联想出来的生活画面却是因人而异的，因此，填词者
必然按照自己对音乐的独特感受，通过丰富的想象，构建
出与音乐形象相匹配的生活画面来，以使视觉的歌词形
象与听觉的音乐形象相吻合。其三要使所填之词的文学
语言在风格、结构、表述乃至语势、字调诸方面与所倚之
曲的音乐语言在总体上保持一致。就《送别》来说，这首
歌的原曲是美国通俗歌曲作者奥德威作词作曲的《梦见
家和母亲》，其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梦中的家最温馨，
回想起童年和母亲；每当我夜里一觉醒，总是梦见了家和
母亲。”（钱仁康译）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词作家犬童球
溪曾采用此歌的曲调，填写了《旅愁》的新词：“西风起，秋
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忆故
土，思故人，高堂念双亲。乡路迢迢何处寻，觉来归梦
新。”（钱仁康译）李叔同的《送别》就是根据当时在日本很
流行的《旅愁》所倚的曲调填写的。原曲旋律流畅婉转，
节奏平缓，抒发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其情绪基调
同样是忧伤的。《旅愁》抒写的是游子的惆怅之情，其情绪
基调是忧伤的。原曲在总体结构上采用的是三部曲式：
第一乐段是较为平和的叙述；第二乐段则变为较为激动
的倾诉，与第一乐段形成对比；第三乐段是第一乐段的再
现，是全曲的一次大的重复。其每个乐段又都是由上下
两个乐句所组成，而每个乐句的第二乐句也即结构皆相
同，从而造成了曲中三次小的重复。大小重复的运用形
成了旋律上回环往复的特点，恰切地表现了具有“剪不
断，理还乱”的缠绵悱恻的惆怅情绪，连续不断地扣击人
心。李叔同心领该曲的灵犀，神会该曲的情致，他首先准
确地把握了其忧伤的基本情调，为自己的填词确立了基
本立意：抒写别情。为形象地表现这一由听觉传达出来
的情绪特点，他通过自己的想象，构思了一个与该情绪相
符的视觉形象场景，即送别的场面，从而大体上完成了从

唯声的音乐形象到表意的文学形象的情合理顺的转化。
其次，他又凭借自己对词曲契合之道的深谙，将歌词文学
语言的表述与曲调音乐语言的表达最大限度地妙合在一
起。针对原曲三段体的结构特点，他为所填之词相应地
设计了写景——抒情——写景的三个语言表述层次。具
体地说，先为第一乐段填上了“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的写景段落，刻画了
一幅送别的场景，营造了一个令人感伤的环境氛围。随
即在第二乐段填上了“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
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的抒情段落，用直接抒情的
方式将强烈而又鲜明的所感之情推向了高潮，令人为之
肠断。最后，又在再现的第三乐段重复第一乐段的写景
段落，将无限感伤的情绪融入由长亭、古道、晚风、残笛、
夕阳等意象组合而成的苍凉寂寞的景色里，使天地万物
都笼罩在浓郁的忧伤之中。此外，在原曲调中的三次小
重复处，李叔同又特意将“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的两个景句作了一头一尾的两次重复，不仅强化了魂牵
梦绕的离愁别绪的抒发，还在全词的结尾处给人们留下
了“人间重晚晴”的深长意味。《送别》词的这种以景起、以
景结、即景抒情、情景交融的抒情方式，是中国古典诗词
的一种传统的抒情特点，它不但使该词具有了幽深的意
境，也释放出了淳厚的中国味儿。而将如此中国味道十
足的歌词填进美国风味的曲调，令人听来，非但感觉不出
杂交味，反倒感到确是地道的中国歌，这就是李叔同填词
功夫的令人叫绝之处。

为曲填词，既须通词，也须晓曲，还须通晓使词曲完
美结合为一首全新的歌曲的门道。在当时的乐歌作者
中，李叔同几乎是唯一的一位既通诗词、又晓音乐的文才
与乐才兼备的艺术家。正因如此，他为曲填词的歌词作
品达到了当时乐歌的最高水平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

还应指出，李叔同既承袭了我国填词艺术的传统，又不
囿于传统而对其作了新的发展。他大部分的歌词均是依照
西洋曲调填写的，随着音乐的改变，势必要求歌词的革新，
因此，他必须而且也确实率先打破了旧音律对歌词的许多
不合理的束缚，使歌词这一文体在反映新的时代、抒写新的
情志方面出现了许多质的新变，这无疑对我国现代歌词的
兴起和逐渐走向成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注：作者系天津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
理事、天津音乐文学学会副会长、《歌词月报》主编）

丘为，生卒年和字号均不详。苏州嘉兴县人，其故居
后称丘为里，现属平湖市钟埭街道。其生平主要记载于
《新唐书·艺文志四》，但十分简略，原文为：“《丘为集》，
亡。苏州嘉兴人，事继母孝，尝有灵芝生堂下。累官太子
右庶子，时年八十余，而母无恙，给俸禄之半。及居忧，观
察使韩滉以致仕官给禄所以惠养老臣，不可在丧为异，唯
罢春秋羊酒。初还乡，县令谒之，为侯门磬折，令坐，乃
拜，里胥立庭下，既出，乃敢坐。经县署，降马而趋。卒年
九十六。”另外，《唐才子传》、《唐诗汇评》、《中国历代人名
大辞典》、《唐诗大辞典》（修订本）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根
据这些有限的文字记载，从中可得到他的一个简要的生
平。丘为的生母早逝，但他对继母十分孝顺。后多次参
加科举考试不中，便回家苦读数年，终于在天宝二年
（743）考中进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贞元四年（788），以
左散骑常侍致仕，当时丘为已年逾八十，由于其继母尚
在，朝廷十分优待，便给予一半俸禄，让他用来奉养老
人。丘为的继母病逝后，有官员提出应停止丘为享有的
一半俸禄。但时任观察使的韩滉认为，给致仕官俸禄，目
的是惠养老臣，不能因为丘为的母亲病逝而停止，只应减
去春秋两季朝廷赐给的羊、酒。丘为为人十分谦恭，举止
有礼。他刚致仕回乡时，有一次嘉兴县令来拜访，便弯腰
守候在门口。等县令进门坐下后，丘为便恭恭敬敬地行
拜礼，等陪同的里长出去后，才坐了下来。有时骑马经过
县衙门时，立即下马，等过了县衙后再上马骑行。终年九
十六岁，是唐代享年最高的诗人。

丘为有诗文集行世，后散佚。至今存世的诗歌有18
首，其中《全唐诗》存诗13首，《全唐诗外编》补诗5首。陈
伯海《唐诗汇评》称丘为“为诗长于五言”，在存世的18首
诗歌中五言诗占 13首，其中除《渡汉江》疑为戴叔伦的
《江行》，《留别王维》疑为王维的《留别丘为》，《省试夏日
可畏》疑为张籍所作外，传世有《寻西山隐者不遇》、《题农
父庐舍》、《泛若耶溪》等五言诗 10首。他的诗格调清幽
淡逸，多写田园风物，文学史上将他列为盛唐田园山水诗
派作者之一。明末清初文学家贺贻孙《载酒园诗话又编》

一书中称——
读丘为诗，如坐春风中，令人心旷神怡。其人与摩诘

（即王维）友，诗亦相近，且终卷和平淡荡，无叫号嘄噭之音。
实为确评。
丘为与山水诗人王维为同时代人，他们交谊甚深。

据元代辛文房所编撰的《唐才子传》记载 ：“王维甚称许
之（指丘为），常与唱和。”此外，与王维的交往也可由以下
这几首诗为证，如丘为的《湖中寄王侍御》，其中“每有南
浦信，仍期后月游”，这两句直接抒发作者每次收到对方
的信后便渴望与友人的再次重逢之情，而通读整首诗，更
能明显地感受到两人间的深厚交往所言非虚。此外还如
《留别王维》——

归鞍白云外，缭绕出前山。
今日又明日，自知心不闲。
亲劳簪组送，欲趁莺花还。
一步一回首，迟迟向近关。
虽然这首诗有学者认为是王维写给丘为的《留别丘

为》，但不管怎样，从诗句本身入手，我们可以感知两人间
的交往及深厚情谊。另外，王维也为丘为写过一些送别
的诗以表达二者之间真挚的友谊，例如《送丘为落第归江
东》、《送丘为往唐州》等。

作为一个江南诗人，丘为的诗歌受吴越山水诗的影
响很深，在诗歌创作时遵循吴越山水诗从旧景中见新情
的创作路数：以吴越山水为题材，从平时日常生活所见中
取景，诗歌语言口语化，同时和声律相结合，具有明白易
懂、浅近流畅的特点，诗风清幽平淡，正如明末学者唐汝
询《唐诗解》所评：“丘为，苏人，未免染吴音，然亦清情不
凡。”如他的颇具江南农家风味的《泛若耶溪》——

结庐若耶里，左右若耶水。
无日不钓鱼，有时向城市。
溪中水流急，渡口水流宽。
每得樵风便，往来殊不难。
一川草长绿，四时那得辨。
短褐衣妻儿，馀粮及鸡犬。

日暮鸟雀稀，稚子呼牛归。
住处无邻里，柴门独掩扉。
若耶溪今名平水江，是绍兴境内一条著名的溪流，历

代有许多文人墨客写诗赞美，但大多数人在此泛舟时只
注意到了此地的山水之美，而丘为的诗使山水、田园两大
题材的表现和意趣融为一体。诗人用独特的角度，将若
耶溪两岸青草常绿的优美自然环境和陶渊明诗中的田园
风味结合起来，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近水田家的生活图景：
隐者在若耶山里构筑了房舍，若耶溪从房屋两边流过。
长于河边的青草四季常绿，隐者平日钓鱼、砍柴，由穿着
粗布短衣的妻子、孩子相陪，用多余的粮食喂鸡犬，日暮
时鸟雀归林，尚年幼的儿子呼牛归家。整首诗的描写正
如明代文学家钟惺、谭元春在《唐诗归》一书所评“说来只
是清幽，全不萧条”、“说得逶迤而不闲散”，别具一番风
味。又如《寻西山隐者不遇》一诗——

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
扣关无僮仆，窥室唯案几。
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
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
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
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
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
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这首五言古诗是他早年的作品，大约写于其中进士

之前。如题所示，诗人是专程到山中寻访隐者，结果却未
见到。但看到居处环境，有感而发，便写了这首诗。诗的
前八句为第一层意思，写访友不遇。后八句为第二层意
思，写不遇中又有得：从山间清新幽绝之景中，寻得幽情
雅趣。前二句从视觉、听觉两方面写景，为抒情作铺垫。

“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
这四句是全诗的主旨所在。我们读到这里，不仅一位志
趣高雅的隐者形象浮现在面前，而且似乎也看到了一位
与隐者同调的高士。因此，这首诗与其说是访隐者，不如
说是寻幽趣，从中也可探寻到诗人的志趣所在。

李叔同及其《音乐小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