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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宋代表词人之一的柳永，身前其词就

“天下咏之，遂传禁中”①。宋人公认柳词音律谐

美。宋代以来，人们承认其创调、音律、铺叙手法

等“下开清真、梦窗词法”②，批评意见集中在主

题内容和语辞风格的俚俗方面。明人开始注意

柳永遣词用语、立意结构等创作问题，且亦有批

评意见，如俞彦谈“杨柳岸晓风残月”句说：“且

柳词亦只此佳句，余皆未称。而亦有本，祖魏承

班渔歌子‘窗外晓莺残月’，第改二字增一字

耳。”③清人对柳词创作层面的批评更多，其尤尖

锐者如钱斐仲认为“柳七词中，美景良辰、风流

怜惜等字，十调九见”④，又说：“且有一个意或二

三见，或四五见者，最为可厌。”⑤俞彦、钱斐仲批

评柳词存在蹈袭重复的现象，前者指向蹈袭前人

句篇，后者指出柳永词文本的内部重复。但二者

是创作中不同层面的问题。蹈袭，是作家创作时

的继承、接受过程，被蹈袭的作品大部分已完成

经典化，是作家遵循、效法写作传统的方式之一。

而作家在自己创作的文本内部重复，则是形成作

家风格、建立新写作传统的实践，作家与文本均未

完成经典化过程。蹈袭前人与内部重复的发生机

制、产生效果也自有差异。蹈袭更偏向于接受史

与文学经典化；内部重复则更倾向于写作技巧、观

念与实践。因此，本文只谈作家创作的文本内部重

复问题。

文学史上，作者文本的自我重复并非罕见，但存

在程度之别。本文欲结合文学史上其他类似现象，

从文本分析遣词、句法与结构，重估钱斐仲对柳词的

“十调九见”之讥，并讨论其文本重复现象产生的原

因。柳词毕竟是后人认定的宋词典范，那么，其文本

重复现象为什么没有引起宋金元时期人们的关注？

也就是说文本重复现象并没有影响柳词在当时的流

传，本文也尝试从词作为“听”的文本、慢词创新及分

众策略等角度略加讨论。

一、面目仿佛：柳词文本内部的重复现象

钱斐仲的印象式评论涉及两个层面：一是遣

词用句的字面重复；二是命题立意的情感相似。

另有论者注意到柳词结构的类似。许昂霄评《玉

蝴蝶》(望处雨收云断)说：“与雪梅香、八声甘州数

首，蹊径仿佛。”⑥所谓“蹊径”正是组织书写内容

的方式，是篇章结构的问题。阅读柳词时，读者

的熟悉感集中在字面、立意与结构章法等外在形

式上⑦。

从字面的近似来看。排除宫调、词牌用字，柳词

共使用一千九百九十四个单音节字，其中使用三十

次以上的字有一百三十二个，列表如下⑧：

试论柳永词的文本重复及其传播效果
汪 超

【摘 要】文学作品文本内部的重复是常见现象，但有程度差异。柳永词在字面、立意和章法结构方面

的重复度相对较高。从创作过程看，这些重复雷同的文本之所以会产生，可能受预设接受者、创作时长和修改

重收影响。但柳词的重复并未影响其流传。这或因单篇传唱的消费方式使得受众有失比较，而作为“听的文

本”又模糊了字面焦点。且慢词创新、分众传播，都令柳词的文本重复不被宋人重视。在慢词初英的时代，柳

词的重复或具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 键 词】柳永；《乐章集》；重复；文本生产；传播接受

【作者简介】汪超，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过专著《明词传播述论》等。

【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中文版（京）,2022.3.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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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一百三十二字使用频次均在 14%以上，其

中“风”“人”均使用一百三十四次，达 63%。从使用

频次上说，虽不是宋代词人中重复率最高的，但重复

率也相当可观。田玉琪统计吴文英的常用词“花”

“春”“香”“云”“秋”五字的使用频次均在 65%以上，

其中“花”字频次甚至高达 89%⑨。但人们对吴文

英词的印象并不是“十调九见”，何以对柳词就有

如此印象？其实，梦窗词的高频字虽“和传统的婉

约词人并没有本质区别，但有不少变化”，“有不少

是在《全宋词》中，首见于吴文英词的”(《徘徊于七

宝楼台——吴文英词研究》，第 53—59页)。而柳永

则不然，他常拼叠相同的字词，如：

香闺别来无信息，云愁雨恨难忘。(《临江仙引》)
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安公子》其二)
愁云恨雨两牵萦，新春残腊相催逼。(《归朝欢》)
岂知聚散难期，翻成雨恨云愁。(《曲玉管》)
却是恨雨愁云，地遥天远。(《凤归云》)

以上五例都写两地相思，均以云、雨、愁、恨四字重复

组合，故而造成字面相似。此外，以“云”与“雨”为中

心构成的短语共有二十六例，几乎不到十首就会出

现一次诸如“云愁雨恨”“云情雨意”“雨迹云踪”之类

的词组。单用“云”“雨”二字的情况也不少见，故令

读者感觉满卷云、雨。同样，“红翠”“红绿”也是柳词

常客。柳词中“红”凡六十二见，翠、绿各使用五十一

次和十八次，红、翠二字在四分之一左右的柳词中曾

露过面。其中红与翠、绿成对出现二十次，几乎每十

首柳词会用一次。“红翠”除单独成词外，还常构成两

个双音节词组成的并列短语，且内部对仗，如“翠消

红减”(《倾杯乐》)；又或是“繁红嫩翠”(《长寿乐》)。而

加上其他句子成分形成“几许繁红嫩绿”(《西平乐》)，
“满目败红衰翠”(《卜算子》)，“是处红衰翠减”(《八声

甘州》)。重复度之高，见而可知，自然就让研究者得

出“他在铺叙、对仗的时候，也极多雷同之语。……

如果将统计范围扩大到全部柳词，雷同性会更明

显”⑩的结论，我们不必为耆卿讳。

从立意的相似来看。钱斐仲所说“且有一个意

或二三见……其为词无非舞馆魂迷，歌楼肠断，无一

毫清气”(《雨华庵词话》，第4册，第3012页)。“舞馆魂

迷”“歌楼肠断”是柳词书写的主题。据统计柳词吟

咏佳人或歌妓的艳情之作有一百零三首，几占半数；

羁旅之作五十九首，接近四分之一；都会承平、颂圣

之作合计三十八首，接近《乐章集》的 20%。艳情、

羁旅与鸣盛是柳词三个基本主题，它们都不止“四五

见”。钱斐仲所谓的“意”事实上是主题表现的情感，

作家展现其立意，也离不开物象、场景的呈现。柳词

常以寝具纹样、室内装饰、小楼孤月等元素表达独

眠，这在宫体诗、《花间集》中尤其常见。只不过柳永

将所写对象从闺阁女性移转到天涯游子身上，同样

妥帖。一旦写羁旅主题的感物凄凉、触目伤怀，柳词

也有惯套，如“楚天阔，浪浸斜阳，千里溶溶”(《雪梅

香》)，“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雨霖

铃》)，“行行又历孤村，楚天阔、望中未晓”(《轮台

子》)。上述三例，均将事发地设定在前往“楚天”的

旅程中，前两例时间点定在暮色渐染的傍晚，且都写

了望而不见的视觉感受。由此，游子去国怀乡、前路

漫漫的凄凉感伤便被一笔带出来，其所立之意、所表

达的情感正是钱斐仲所说“一个意”。在表现这些主

题时，柳词立意趋同或导致其文本遣词、选择物象、

使用次数

100以上

80—99
70—79
60—69
50—59
40—49
30—39

柳词用字

风、人、无、天、处

云、相、花、烟、一

是、千、不、轻、金、情、何、时、来、深、有、香

尽、里、心、夜、雨、得、欢、前、景、愁、好、断、归、光、日、当、年

红、向、空、恁、如、歌、渐、清、成、多、难、游、春、去、残、翠、长、别、月

山、生、万、酒、声、芳、暮、水、闲、争、此、望、远、楼、画、似、事、行、高、思、厌、盈

回、未、新、阳、重、少、意、自、更、秋、三、中、娇、旧、明、上、消、凤、觉、又、鸳、便、对、飞、想、笑、玉、孤、堪、流、

把、初、会、两、念、悄、散、艳、永、恨、算、晚、伊、寒、华、几、见、离、梦、凝、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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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场景的单一化、模式化。

再看其章法类似。学界一直着意从整体总结柳

词章法规律。施议对所称“从现在设想将来谈到现

在”的结构模式，事实上有一个亚型即“从现在回想

过去谈到现在”，且柳词中还有纯按时间先后顺序结

构的模式。笔者大致统计，柳词“从现在设想将来谈

到现在”的结构用例有四十一阕，“从现在回想过去

谈到现在”的当有二十四阕，二者占全部柳词的近

30%；纯按时间先后顺序结构的柳词约有三十首，占

14%；“由我方设想对方思念我方”的有四十七阕，占

22%。还有一些作品结构模式化痕迹明显，但数量

不多。如其都市承平词及颂圣之作中至少十五首是

先写地方或天气总体印象，继而叙述市容风物，最后

祷祝善语的结构。这些基本结构类型都是有规律可

循的，其结构整体上有模式化倾向亦可见一斑。

许昂霄论《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则从个案探

讨柳词章法的趋同。所谓“数首蹊径仿佛”的三首例

词都是羁旅行役之作。柳永将场景全部设定在秋天

登楼眺望，其中两首设定为雨后的傍晚。这三首都

是上片写登眺所见，下片怀人。三首歇拍全用苍茫

阔大的水景收束，《玉蝴蝶》《雪梅香》更同样以寄恨

断鸿归拢全篇。甚至用典落字也颇为接近，《玉蝴

蝶》《雪梅香》两首分别写到“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

凉”“景萧索……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应同”；《玉蝴

蝶》《八声甘州》则分别写到“指暮天、空识归航”“误

几回、天际识归舟”，眉目仿佛。这在柳词中并非仅

见。所以周曾锦称柳词“大率前遍铺叙景物，或写羁

旅行役，后遍则追忆旧欢，伤离惜别，几于千篇一律，

绝少变换，不能自脱窠臼”，其言成理。

由此，我们可以说柳词文本内部的确存在重复

趋同的现象，这种“重复”体现在其遣词用句、命题立

意、章法结构等文本的诸层面。作家创作讲究的是

“创新”，作品蹈袭前人也好，内部重复也罢，都与“创

新”背道而驰。但蹈袭前人，又是宋人“以故为新”

“无一字无来处”的创作方法，与作家作品内部重复

并不全同。从后世接受的角度看，作家作品内部重

复度过高也是颇受讥讽的。我们究竟如何评价柳

词的面目仿佛？不妨将柳词“重复”与其他作家的类

似创作现象比观。

葛立方曾举许浑、方干之例说明作家创作的字

面重复，其云：“许浑《呈裴明府诗》云：‘江村夜涨浮

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汉水伤稼》，亦全用此一

联。”又说方干诗“语言重复如此，有以见其窘

也”。葛立方认为，作者腹笥过俭才使其作品重复，

“欲下笔，当自读书始”。柳永词虽有字面重复，五

七言的原句袭用在柳词中较为罕见。不过词中短句

较多，客观上造成其比诗歌更易有重复感。柳永造

句喜用并列结构，句法偏好单一，加上物象、景语雷

同容易造成重复感。陆游下笔也常字面重出，且立

意相同的例子不少，如《冬日》有“堪笑此翁幽独惯，

却嫌儿女话团栾”，《闭户》又有“老子尔来深达此，

却嫌儿女话团栾”，字面、立意都照移不动，且该立

意的正、反向运用有将近二十处。因此，钱锺书指出

“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鲜变化。古来大家，心思

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

作家写同一主题时，因其情感体验、认知水平往

往有一定的延续性，立意并非总能出新。即便是李

白写泰山的六首诗也“意多重复”。刘长卿有“五言

长城”之誉，唐人嫌其“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

抵九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尤甚，思锐才窄

也”。岑参、李益写边塞诗，自成风貌，但王世贞批

评他们“诗语不多，而结法撰意雷同者几半”。同

样，在大多数宋人看来，国家承平无非就是天生祥

瑞、物阜民丰。柳永颂圣之作所呈现的就是人们对

国家承平的认识。作为久别妻小的游子，柳永的爱

情体验也无法脱离欢场流连、空床寂寥。如此认识，

自然便如此立意。

再说结构的重复，事实上连杜甫都不能避免，浦

起龙认为《徐步》“蹊径与《独酌》诗相类”，仇兆鳌则

称“杜诗凡数章承接，必有相连章法”。然而，杜诗

结构虽同，变化亦多，故普通读者或不如浦起龙、仇

兆鳌等杜诗专家秋水洗眼。

综言之，柳词的文本内部重复现象是存在的，但

这是作家创作的普遍现象，并非柳永独有。我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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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以柳词为例，来讨论一下这种创作现象产生的

原因。

二、受限的展演：作家作品文本重复原因略说

葛立方认为诗人读书不多导致落笔重复。作家

学养、积累、生活经验等个人因素的确影响其创作。

但创作动机、酝酿、写作、修改过程都有可能影响作

家的文本面貌。考虑作家的文本重复，或许可以从

创作过程中的相关因素观察。马里扬视词的创作为

物质性的生产，“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看还是作者

即文人士大夫的主动创作行为，实际上则是押韵守

律、赓酬唱和、自我复制，已然不能免除那种物质‘异

化’力量的反作用，从而铸成了所谓的‘习套’”。填

词与作为精英文化象征的诗文创作并不全同，作为

产品的“词”，其消费群体往往是明确的。而作者身

份同样影响其文本生产，文人词的生产过程更接近

于传统诗文。

1.预设受众的影响

柳永作词就有生产消费品的倾向，其预设的消

费对象是分众的。有时面对“普罗大众”，有时则专

门针对特定人士，如《醉蓬莱》为进上之作，预设的消

费对象是宋仁宗；《望海潮》为投献之作，预设的受众

为杭州太守孙沔。作者针对不同的受众必然选择不

同的书写策略，并在言说方式上有所体现。

词在北宋最主要的功能之一是娱乐，而曲子词

就是娱乐的消费品。那么，作者就不能不考虑普通

受众的偏好。其实柳词中诸如《斗百花》(满搦宫腰

纤细)、《两同心》(嫩脸修蛾)等“洞房深处”艳俗词，

正是针对市民消费人群的。柳永在部分坚持士人

书写特性的基础上，融入市民喜闻乐见的内容。故

而柳永“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

道之”。然而，流俗之人所喜欢的主题、语辞等也限

缩了作者的表现空间，使其在狭小的舞台展演，难免

造成重复。

但柳永毕竟不仅面向普通市民，他的词也被士

大夫传唱。晏殊能随口说出“殊虽作曲子，不曾道

‘绿线慵拈伴伊坐’”，足见柳词流播之广。晏殊拣

出的这首《定风波》中有“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

束教吟课”句。该句不但用刘义庆《幽明录》典故，

“蛮笺象管”更是直接截取自罗隐《清溪江令公宅》

诗，其创作手法为士大夫所熟悉。此外，士人羁旅

行役、都市繁华铺陈、投献颂圣作品等内容也多含

士人阶层的消费习惯。所以，范镇说“仁宗四十二

年太平……乃于耆卿词见之”。

宋仁宗爱柳词，以至于“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

再三”，其后才有柳永进呈《醉蓬莱》应制词，忤仁宗

一事。柳永多次进呈颂圣之作，如真宗“天书”及

“圣祖临降”事件前后数年间所作之《玉楼春》《巫山

一段云》《御街行》诸阕。至和三年(1056)，柳永已经

七十三岁高龄，仍然作《醉蓬莱》进献。以君主为潜

在消费者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就摒弃了市民阶层的

男女相思，以及士大夫阶层偎红倚翠、羁旅行役等不

甚适合的主题，所余不过润色鸿业。所以，在数次

“美盛德之形容”的过程中，辞藻、结构的惯性书写也

许并非那么容易避免。

2.创作时间的限制

贾岛写诗“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陆游

“六十年间万首诗”则几乎两天写一首。作家文才

有捷钝，姿态各不同。再从文体说，诗词有别，徒诗

可以不考虑音乐，而词必须合乐可歌。“乐”与“辞”都

是“词”这项消费产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士人要

辞、乐皆通并非易事。就文学修养而言，朝廷词臣已

是一时之选，却未必写得好乐词。曾布就曾向宋哲

宗抱怨说：“前日龙喜宴，朝廷庆事，乐词无一堪者，

不足以称扬朝廷庆喜之意。”哲宗赞同道：“殊无可道

文字，极少，只数句尔。”可见填词之难。因此，当柳

永精通音律，善于倚声的才能被发现，“教坊乐工每

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

时”。田玉琪《北宋词谱》(中华书局2018年版)逐调

追溯初填者，柳永以一百二十五调称首，将近两倍于

居次席的周邦彦。这一百二十五调或有相当数量是

教坊乐工的“新腔”。既然是“新腔”，其音乐元素自

然有别熟悉的曲调，要填入合适的词作必须把握乐

曲的声情，但以乐工“必求永为辞”，则其创作时间不

可能“二句三年得”。较短的创作周期，较容易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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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重复趋同。

柳永俗词的系年难以准确到具体的月份，所以

我们不易从中讨论创作时间对柳永的束缚，以及

这种束缚对文本重复的影响。可是颂圣之词中却

有佳例：景祐元年 (1034)四月，柳永进献两阕词为

仁宗乾元节寿。陶然考证《送征衣》(过韶阳)阕认

为该年仁宗亲政，契丹遣使贺乾元节，规格不同惯

例，并称：“另柳永《永遇乐》(薰风解愠)……与本词意

颇相近。”

景祐元年三月，柳永及第，赐同进士出身。该月

“戊寅，御崇政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己卯，试诸科。

辛巳，试特奏名”。四月“癸卯，乾元节，群臣上寿于

紫宸殿”。可知柳永参加考试到三月廿一日结束，

乾元节是四月十三日。期间有二十余天，理论上说

柳永都可以创作《永遇乐》(薰风解愠)、《送征衣》(过
韶阳)。但考虑到进士及第后的各种士人活动，以及

进献词作所需的时间差等现实因素，柳永或许并没

有那么长的创作时间。若将可用时长减半，也许较

为合理。

在十多天的写作时间中，柳永两首颂圣之作均

选择以天气、祥瑞等写出上苍庇佑，外邦来聘，四海

颂寿的意思。其中“璇枢绕电，华渚流虹”两首皆用，

属于原句重出；篇中“千载应期”与“运应千载会昌”，

“万灵敷祐”与“三灵眷祐”，“嘉节清和”与“昼景清

和”皆同意重复，字面近似。如果不计同义词，不论

出现的位置，《永遇乐》《送征衣》两首作品共有三十

八个字完全相同。相同字数占到柳永这阕一百零四

字的《永遇乐》字面的 36.5%强；占一百一十九字的

《送征衣》字面的 32%。若算上同义词的话，其重复

度将更高。有意思的是在这三十八个字中，有十三

个是柳词用字五次以下的低频字。电、殊、挺、祥、

琁、祐、缵等七个字更是只在这两首词中各出现一

次。这尤能说明柳永仓促间作词的重复程度。我们

不必据此判断柳永腹笥的丰俭，就写作经验而言，短

时间内创作主题类似的作品也许很难避免同意重

复。我们相信其他作家处于相同情况，未必比柳永

更强。试看文学史上即席写作、唱和诗词时，大量存

在的模式化书写。大约固定化的结构、模式化的立

意和常规化的字词，较容易在短时间内成篇，同时也

更易造成文本的重复。这正是创作时长对作品文本

重复可能造成的影响。

3.作品修改的结果

作家修改作品是创作活动的重要部分，传世的

作家手稿常见涂抹、乙正的痕迹。例如颜真卿《祭侄

文稿》、苏轼《寒食帖》等。笔记中，作家修改作品的

记载也时有所见，如王安石《泊船瓜洲》诗的“绿”字，

我们耳熟能详。方胜曾专门讨论唐诗人修改作品的

情况，他注意到“李白集中有两首《白头吟》，两诗语

意基本相同，句式也很相近”，究其原因，他引黄庭坚

《题李太白〈白头吟〉后》、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

诗》《千一录》等材料认为是因为作家修改原作导致

的文本重复。

苏轼《临江仙》(九十日春都过了)词也存在因修

改而导致重复的情况。《东坡乐府笺》该阕题作“惠州

改前韵”，校记说：“傅注本题作‘熙宁九年四月一日，

同成伯公谨辈赏藏春馆残花，密州邵家园也’。后阕

作‘阆苑先生须自责……’。附注：‘公在惠州，改前

词云：我与使君皆白首……’毛本无题，后阕同傅

本。”该词后半阕经过修改后，已经完全不同，不过

前半阕全同，读者很可能以为是重复之作。但后半

阕写作地点不同，且文本全异，是否还应该视作同一

首作品呢？刘尚荣认为“惠州改作，其词旨意境迥

异，当视为另一首新作，与本词无涉”。东坡改后之

作，虽下片真令全篇“词旨意境迥异”，前半首却字词

未变。这种重复字面，就是作家修改作品后产生的

结果。

柳词的修改过程，作家没有留下更多的细节。

但《乐章集》中有两首同韵的《夜半乐》，陈锐指出“时

令虽不同，而机杼则一。盖一系初作，一系随时改定

稿，而并存之”。笔者以为是有道理的。这两首词

粗看，时序、人物、事件并不相同，但用相同的韵脚，

若细看则不难发现其句法、章法均面目仿佛。我们

且看这两首《夜半乐》词的第一片：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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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

呼。片帆高举。泛画鹢、翩翩过南浦。

艳阳天气，烟细风暖，芳郊澄朗闲凝伫。渐妆点

亭台，参差佳树。舞腰困力，垂杨绿映，浅桃秾李夭

夭，嫩红无数。度绮燕、流莺斗双语。

起句看似不同，但描写对象“天气”相同。接着都写

了具体事件：前者写江上旅程，后者是芳郊凝伫。事

件一动一静，人物一男一女，看似有别，实则叙述的

意脉相同。两首第二韵两句都描述所见风景。第三

韵又写人事，前者述途中商旅艰难，后者叙舞妓力乏

观景。“片帆高举”由商旅而来，“嫩红无数”因舞困得

见，又都起到收束前文的作用。歇拍均宕开一笔，借

由写远景过渡到第二片。不得不说它们的叙事逻

辑、章法结构，乃至过渡手法都是相同的，貌异神一，

模范无别。这两首词的后两片，相似之处也多类

此。从写作现象说，按一篇成稿重新修改，受到原稿

影响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文学创作是个复杂的过程，作家作品文

本的内部重复原因可以分成很多层面。作者的主观

方面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自不必说，文体束缚、书写传

统的规范等等或许都是构成该现象的原因。但创作

过程中的上述三个因素是容易被忽略的，我们特为

表出。

三、自是一家：文本重复对柳词流传何以影响有限

文本的内部重复，作家在所难免。虽然此类现

象或令人“初则喜其雄俊，多则厌其雷同”。评论家

们也总批评并建议作家们创作时避免作品的内部重

复。看回柳词，宋代批评者虽认为其“骫骳从俗”

“辞语尘下”，却很少见到他们批评柳词文本重

复。宋人似乎并不在乎柳词的重复，究其原因，以

宋人所见大约是“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

“(词)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此真唐人语，不减高

处矣”，亦即音乐效能、慢词创新以及柳词文本的雅

俗兼容性。

首先说音乐效能。过往我们都强调柳词音律协

和这一特色，但对该特色产生的传播效能关注不

够。笔者以为音乐效能是其在宋代精英文人普遍批

评柳词“俗”的情况下，仍然能传之后世的重要原

因。宋人消费词的方式更是柳词流传的积极助力。

合乐而歌的词与徒诗的创作、流传存在一定的差异，

音乐、声韵对前者的影响更加深刻，具体而言或有以

下数端：

第一，宋人单篇散阕的消费模式弱化了柳词重

复的印象。当我们在讲作品“重复”“雷同”或“程式

化”时，都有一个比较的对象。但柳词最初流传，应

该是以单阕形式布在人口。前引“教坊乐工每得新

腔，必求永为辞”(《避暑录话》卷三，第 137页)，说明

其作品中的应歌新作并非同时推出，而是随着乐工

新制一支支曲子而倚声填词。这种单篇传播的形

式，使得受众无从比较。因此，在柳词结集之前，人

们对其字面重复、结构程式化的问题并不关注，而更

多地注意到其曲调之新。今传柳永新采用的词调多

达一百二十五种，《夷坚志》说：“唐州倡马望儿者，以

能歌柳耆卿词著名籍中。”能歌柳词，至少要在数量

和质量两个层面上有突出表现。非专业人士，要唱

全柳永新调已不容易，更罔论其他。

何况宋人听词多在歌筵酒席之间，这种场合的

消费方式或许并不容易连续听数量可观的曲子。靖

康中，陈东在京师酒楼听倡歌《望江南》词，“乃复呼

使前，再歌之”，“歌罢，得数钱下楼”。即便连续听

词，多半也不会只听同一位作者之词。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例子，就是《高丽史·乐志》“唐乐”部分所载北

宋词曲。这些词曲除动态歌舞演出的七套大曲之

外，又有四十四阕杂曲，其中包括柳永词八阕。但这

八阕词并不集中，而是间有他人词作。也就是说，

哪怕不依序演唱，要在同一场酒宴、歌会上连续唱出

八阕柳词的几率也是很低的。当人们听过几首其他

人的词作之后，再听另一首柳词，大约很少会注意到

其中的文本重复。且这种消费方式也可以有所选

择，从而很大程度上无意间绕开了重复文本的出

现。以“凡有井水饮处”便有歌柳词者的影响力，人

们现场歌词、听词时，或许无法同时接触众多柳词，

因此削弱了人们对柳词重复文本的关注度。

第二，柳词作为“听的文本”模糊了受众对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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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关注。黄裳评价《乐章集》时说：“令人歌柳词，

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闻其

声”在“听其词”之前，也可知时人关注柳词的重点在

音乐配合的词文，而非徒诗化的词文。陈师道说：

“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从歌之再三。”宫中

侍从、歌人唱柳词时，仁宗欣赏的重点应该也在音乐

表达上，而并非专注于歌词文本。靖康时，何桌“日

于都堂饮醇酒，谈笑自若，时一复讴柳词。闻虏所要

浩瀚，桌方大酣，摇首曰：‘便饶你、漫天索价，待我略

地酬伊。’闻者大惊”。士人自己唱词或许会注意到

歌词，但在酒酣耳热之际又未必多么在意歌词的内

容，否则就不会讴出不妥帖的“略地酬伊”诸语。仁

宗、何桌听、唱柳词的场合都是对酒之际，接受柳词

的空间场所决定了其态度必不如端坐书桌前圈点

《乐章集》的清人一般认真。而从生理上说，人的听

觉与视觉接受的符号不同，注意的问题也有差别。

我们自己在听汉语方言或者外文歌曲时，并不见得

都能听懂其歌词，但仍然不妨碍我们一再欣赏其旋

律、曲调，其中道理类似。

当然，如果考虑受众身份的话，市民阶层可能更

加注重音乐属性而不注意词文本。比如苏轼《满庭

芳》(香叆雕盘)成为金元磁州窑瓷枕装饰文字时，满

是错别字。张鸣认为“瓷枕上的《满庭芳》文字来源

于一个‘听’来的文本”。这是极可能的。普通民众

并不在意错别字满眼的《满庭芳》词文本，即便是他

们日常使用的器物上出现此种现象。反推柳永词的

重复问题，普通民众自然也更可能不加注意。

事实上，清人谈论柳词字面的重复、结构的模式

化也是建立在词乐失传，词文本成为徒词的基础

上。倘若词在清代仍然能歌唱，论者对柳词文本的

重复问题或许就更少注意了。

第三，柳词文本的重复暗含着音律节奏的变化，

合乐可歌时并不全同。倚声填词乃词创作的基本原

则，即依音乐填入适合演唱的文字。今日词乐散佚，

尽管有白石旁谱、《魏氏乐谱》等吉光片羽的遗存，要

恢复宋人唱词的声音仍相当困难。但从明代以来词

谱建构的思想，我们自然了解词句的平仄字声是词

合乐可歌的一个方面。如果考虑到平仄、音节的问

题，柳词的字面又体现着声音的变化。试看本文第

一部分谈字面重复时所举红、翠诸例的字音组合：

这七例均形成平仄相间的句式，具体到以红、

翠、绿为成分构成的短语来看，这七例中有平平仄

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等三种字音变化。若再考

虑四声则七个短语的字音组合全部不同。这说

明，即便看上去雷同的字面，其音调构成也是全然

不同的。

同理，受到词调的影响，相同的字面还有可能被

拆在不同的句子中。我们可以再看一组例子：

帝里风光烂漫，偏爱春杪。(《满朝欢》)
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戚氏》)
帝里。风光当此际。(《内家娇》)

“帝里风光”四字字面全同，但在句中分别接复音

词、单音词和动补短语。因此，各句之间的音步变

化清晰可见，配合音乐，其乐句节拍的轻重强弱不

同，词句节奏、停顿时长必有差异。在《内家娇》

中，“帝里”与“风光”更分属不同的句子，在不同的

乐句中演唱。

这些文字受词调乐句的影响，有着句子停顿、节

奏的变化；受词调声情、音乐旋律的影响，字声有着

轻重缓促的变化。当我们读词时，词文本的文字是

不变的；一旦听词，词的文本就有了声音的加入，受

《乐章集》词句

红茵翠被

自春来、惨绿愁红

免教敛翠啼红

满目败红衰翠

是处红衰翠减

翠消红减，双带长

抛掷

翠减红稀莺似懒

词句平仄

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仄平平

仄平仄仄平平

仄仄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

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

仄仄平平平仄仄

词句四声

阳平/阴平/去声/
去声

去声/阴平/阳平、上

声/入声/阳平/阳平
上声/阴平/上声/去

声/阳平/阳平
上声/入声/去声/阳

平/阴平/去声
去声/去声/阳平/阴

平/去声/上声
去声/阴平/阳平/上
声，阴平/去声/阳平/

阴平/入声
去声/上声/阳平/阴
平/阴平/去声/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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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调乐句、旋律的影响，其节拍、顿住有了更多的曲

折。那就更不要说，声音又受不同歌者现场展演体

现出的变化了。

其次，慢词新声。慢词初成时代的受众，更易注

意新词体式，而忽略其瑕疵。在柳永以前，虽然也有

《凤归云》《洞仙歌》等“长调”存在，但最常见曲子词

仍然是以酒令歌曲为代表的令词。故而，“宋词仍以

短小、‘柔情曼声’为本色”。柳词慢调符合了当时

词体发展的必然趋势，突破了令词短小的本色，因而

能产生词“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的创

新。吴梅说：“(《乐章集》)通本皆摹写艳情，追述别

恨，见一斑已具全豹，正不必字字推敲也。惟北宋慢

词，确创自耆卿，不得不推为大家耳。”特别强调了

柳词立意的重复，但也肯定了柳永在慢词创作方面

的贡献，因其慢词而忽略不足，推为大家。后人反观

柳词，仍然如此得之一点不论其余。

从其后世影响看，柳永慢词的词法结构被苏轼、

周邦彦、吴文英等历代名家仿效。杨等华举出柳永

与苏轼词作中二十一组七十三例字面相似，十二组

三十七例句式、意象相似，以及十余例结构相似具

体讨论了苏轼对柳词的掩袭、效法。他还分析了

黄庭坚、秦观、曹组、晁端礼等数位北宋词人对柳

词的效法。谈到周邦彦所受柳词影响时，蔡嵩云

说：“周词渊源，全自柳出。其写情用赋笔，纯是屯

田家法。……细绎片玉集，慢词学柳而脱去痕迹

自成家数者，十居七八。字面虽殊格调未变者，十

居二三。”周济也认为“清真词多从耆卿夺胎，思

力沉挚处往往出蓝”。以上所举诸家，允为一代作

手，既然连他们都从柳词学习，柳永慢词对受众的冲

击力之强、持续度之久自可想而知。柳永在慢词创

作上的贡献，文学史早有公论，但由此反推柳词传播

之初的情况亦能有力地说明宋人不甚关心柳词重复

的原因之一。

再次，雅俗兼容。柳词分众策略导致了其文本

的雅俗兼容性。前文曾专门讨论柳词分众传播可能

导致的文本重复，这里我们要着重说明该策略对柳

词传播的意义。

柳词面对不同受众的写作受到限制，形成了一

定的书写套路。这终究是一种分众传播的策略，适

合受众的创作显然比远离消费者的生产更有生命

力。从文学作品的流传来说，受众基数越高，越容易

被传唱者关注。市民阶层的接受度有助于提高柳词

的关注度，增加流传路径，否则深居宫苑的仁宗皇帝

未必容易接受柳词，身居高位的晏殊也未见得会关

注柳词。但市民阶层与精英文人的审美取向终究是

不同的，如果柳词一味“流俗”就无由征服文人阶层，

柳词中针对精英文人的作品是其最终能够流传久远

的基础。而作品有效传之后世，是文学经典化的最

基本条件，若无作品，谈何经典？

不得不说，柳词的分众策略是相当成功的，一方

面，其针对普通受众的作品在词乐新声的共同作用

下受到了市民阶层的欢迎；另一方面，针对精英阶层

的词作吸引了文人关注。柳词在两宋之交就被编

成《乐章集》，文本相对固化，获得书面传播的途

径。而此时，词乐尚未销声匿迹。柳词由此取得

多元传播的路径，踏上汰择取精之路。从历代选

本所选情况看，精英读者所关注的更多是雅词。

我们对从宋到当代的一百零七种词选(含词选型词

谱)做统计，柳词入选总次数达 1502次。但入选次

数达二十次以上的仅二十首，且入选次数最多的

七首，全部是羁旅行役之词。它们是《雨霖铃》(寒
蝉凄切)、《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

暮雨洒江天)、《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玉蝴蝶》

(望处雨收云断)、《夜半乐》(冻云黯淡天气)、《望远行》

(长空降瑞)。这说明精英文人对柳词的接受是以自

身品味为基础的。而柳词的分众策略事实上提供了

这种被选择的可能。陶然、周密也曾分析20世纪词

选对柳词“主题的窄化”与“去俗存雅的审美倾

向”。从上述统计来看，精英读者对柳词的汰择与

形塑早在宋代就已经存在，所以王灼等人既肯定其

“序事闲暇，有首有尾”，“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

又批评其“浅近卑俗”。

实际上，分众策略带来的传播效果是双向的，四

库馆臣说李商隐诗是有寄托的，但“流俗传诵，多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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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绮艳之作”。李商隐诗有符合世俗兴趣的艳辞，

也有精英士人乐见的寄托之作。这与柳词兼具雅俗

的特点相似，且在流传过程中，同样受到了不同受众

的选择。只不过，馆臣批评的是后世选本选俗去雅

的现象。但反过来说，也可以说明分众策略扩大了

作家作品的接受面。

综上所述，柳词确实存在明显的文本内部重复

现象，但柳永的时代是词乐更新、慢词初英的时代。

相比于徒诗和晚宋以后的徒词，音乐的因素影响着

宋人对“词”的消费，词作为“听的文本”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人们对柳词文本面貌的关注度。这也是柳词

在宋代流布人口的原因之一。而身处慢词初成时代

的受众关注慢词本身，以及柳词本身的分众写作策

略都使得柳词文本重复的问题被淡化。

文本的内部重复是文学史上的普遍现象，但不

同时代的人们对不同文体的文本重复的观感也有差

异。柳词的重复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慢词到来后的

创作实践，其字面、立意的重复很大原因是承袭花间

词所规范的语体、主题，其章法模式化则有助于词人

摸索慢词布局。唐五代词人虽然已塑成令词写作基

本路径，但随着音乐转繁，慢词时代的到来，文本写

作方式也需要随之发生新变。柳词正是在继承花间

令词的基础上，摸索慢词写作技法，因此形成了文本

内部的重复。同时，这种重复也推动了柳词风格、写

作模式的形成，间接促进了宋词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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