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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云舫《振振堂诗稿 》艺术风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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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振振堂诗稿 》的 艺术成就 其七言古风 大有李太 白遗风 ；
七 言律诗饱含杜 少陵 、

李商 隐余韵 ；钟云舫的
“

新乐 府
”

诗焕发 出 白居 易 的 风采 ； 其
“

无题
”

诗与 李 商隐
“

无题
”
一脉承

传
；钟云舫七言绝 句 有李 白 七绝的韵味 七绝

“

咏史
”

与杜牧七绝
“

咏史
”

神似 。 钟 云舫一人而

兼唐诗几大 巨擘绝技 。 另 外钟云舫诗歌长 于抒情 善用 比兴
，

又远 宗
“

诗骚
”

，
熔 《诗经 》 的 写 实

与 《楚辞 》的浪漫于一 炉 。 钟云妨诗歌还长 于铺叙 ， 爱 用 典故 ， 杂糅先秦两 汉散文大师笔法 ，
从

而形成钟云妨诗歌独特的艺术个性 。 钟云舫还不愧为 内地
“

诗界革命
”

的 先驱 ，
为 旧 体诗的通

俗化 、 白话化 、大众化 努 力创 出 一条新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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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振堂诗稿 》收钟云舫诗歌 题 首 ，其 技 。 另外钟云舫诗歌长于行情 ，善用比兴 ，又远宗

中古体 题 首 、近体 题 首 。 古体皆七
“

诗骚
”

，
熔 《 诗经 》的写实与 《楚辞》 的浪漫于

一

古或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 。 近体中七律 题 炉 。 钟云舫诗歌还长于铺叙 爱用典故 典故多采

首 、七绝 题 首 、五律仅 题 首
，
以首论 其 用先秦典籍 ，诸如 《 山海经 》 《淮南子 》 《论语》 《孟

比例分别为 、 、 。 钟云舫长于七古 、 子》 《庄子》 《左传》 《史记》 《汉书 》等 又杂糅先秦

七律 其次为七绝 几乎不作五言 七绝也多为早 两汉散文大师笔法 从而形成钟云舫诗歌独特的

年所作 晚年也几乎不作 。 艺术个性 。 钟云舫还不愧为 内地
“

诗界革命
”

的

钟云妨诗歌的艺术渊源 乃
“

宗唐
”

而非
“

宗 先驱 他从古典诗歌诸多体式 中选择了
“

新乐府
”

宋
”

，更多受到唐诗的影 响 。 其七言古风大有李 诗 ，继承发扬元 、 白
“

新乐府
”

思潮的革新精神 并

太 白遗风 五言律诗饱含杜少陵 、李商隐余韵 ；钟 身体力作 写 了不少反映社会底层普通人 、小人物

云舫的
“

新乐府
”

诗焕发 出 白居易 的风采 其
“

无 的 白话乐府杂言诗 与伴随资产 阶级启蒙运动的

题
”

诗与李商隐
“

无题
”
一

脉承传 钟云舫七言绝
“

诗界革命
” “

白话运动
”

或 明或暗 ，遥相呼应 ， 为

句有李 白七 绝的韵 昧 ；
七绝

“

咏史
”

与 杜牧七绝 旧体诗的通俗化 、 白话化 、大众化 努 力创 出一条
“

咏史
”

神似 。 钟云舫一人而兼唐诗几大 巨擘绝 新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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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言古风 写席间赋诗 ，
以李太 白 自 比 ，

“
一

壶未尽诗成篇 ，

此所谓七言古风 也包含 以七言为主的杂言 ，
今我何如李谪仙？

”

写酒醉狂态 ，化欧 阳修诗句 ，

因为它毕竟以七言为主 。

“

举觞问花花不语 秋在人间 月 在天 。

”

全诗豪迈

以首论 钟云舫诗歌以近体为主 ， 占钟云舫诗 狂放 ，大有李太白 《将进酒 》之遗风 。 此诗作于钟

歌总数的 ，
而古风仅占 。 然 以 题论 ，古 云舫早年 也就是说早年的钟 氏七古 ，便以李 白 为

风则 占 而 近体则 占 ， 又 以 古风为 主 。 楷模 ， 已有李 白古风之神韵 。 晚年 的钟云妨仍然

并且 ，钟云舫早年多写近体 ， 中 晚年 多写 古风 ， 以
“

雄才
” “

诗酒
”

神交李谪仙
——

“

我亦雄才小谪

《振振堂诗稿 》上卷近体较多 ，下卷古风较多 。 就 仙 年年诗酒对青毡 。

”

（ 《赠武参军》 ）晚年身陷黑

篇幅而论 ，古风 占 了更多 的篇幅 。 钟云舫性情豪 狱 ， 仍然豪性不改 ， 旷达豪爽 ，

“

痛谈痛 骂
” “
一

腔

爽 ，偏爱较为 自 由 的古风 ， 自 在情理之中 ，
加之钟 热血

”
——

“

大家含着酸心 泪 ， 夜谈每至五更深 。

云舫一生多灾多难 ，母亲早逝 、父亲多病 、祖母卧 痛谈痛骂复大笑 ， 笑尽痴愚古与今 。
一腔热血喷

床 、其弟病逝 、两个女儿都早夭 ， 自 己也反贪腐 、反 天地 ，扫尽奸顽始快心 。 愁中得此大快论 ，

一时喷

暴政 遭受迫害 ，异乡流落 ，乃至人狱 胸中澎湃着 饭一沾襟 。

”

《寿刘季 良》

太多 、太汹涌的感情潮水 发而为诗 ，滔滔汩汩
一

钟云妨的七言古风驰骋丰富 的想象 ， 使用大
日千里 ，沛然莫之能御 而古风 特别是七古或 以 胆的夸张 ，常常采用虚幻 的 、非现实的笔调 显得

七言为 主的杂言体 篇 幅较长 ， 容量较大 情之所 神奇瑰玮 光怪陆离 。 如 《舟行过上江 口 见二十

到 ，笔之所至 ，大开大合 ，起伏跌宕 ，可以放任感情
四个半边山作》 写江上群峰

的潮水畅快地一泻 ！ 这就是钟云舫之所以酷爱七
巨灵之力 固 神哉 ，

五丁 小子 亦 奇才 。 手

言古风的原因 ’是钟云舫中晚年 特别是
“

待质所
赞二十 四 山 山尺裂 ， 中 藏 千 百 万怪怪难猜 。

作
”

多为七古 因 ’
也是

“

天下第 长联
”

之所
忆昔洪蒙辟 、 混池 开 ，

疲盘 古 、 乾女祸 ， 清油

以 出 自

，
石

，
之手的

”

内在动因
二 判 、 山岳排 ，

五洲 高下 有平颇 ， 方金 圓 摘蓬
钟石舫 性豪 ’ 故其七 曰 古风豪爽劲健 ，

莱 造化谓此不 奇特 乃教洪水 荡 埏核 淘
矿放爽 朗 。 请看 《饮 杨 爽 山 家 即 席 》 ’ 写朋 友

平世界 出 山泽 ，
：令稍拔成崔鬼 。 狂章 童律

饮洒

爽山 豪 爽不 可 当
， 花 间 一醉酒 千脑 。 奇

花满地 皆矜贵 ’
入 室但 闻王 者香 。 是 夕 开 东

阁 邀余同 小酌 。 瓜战群雄欢复哗 长錄吸浪
奇灵胎 。 是何力

士

显奇怪 提挈 岳如尊

歧龙 渴 。 英雄知遇记文章 ？ 休把儒 生恼 汉
番 。

一 山臂两 两复二 ， 奇情怪貌莫敲推 。

一

王 。 且饮 杯歌 曲 ，
天 高關 容我狂 。 纟

置 山之阳 ， 水之■ 。 祖宗血脉原无异 ’ 绵

山 笑 曰君言是 天与斯人早位置 。 闲评花 史
百 里不相乖 。 中 山如破 领 袖群峰

邀醉侯 武 乡 事业 陶公志 。 壶未尽诗成篇 ，

气 象佳 。 鳟熊骚虎势吞搏
，奔城走 为 追陪 。

今我何如李谪仙 。 举觞 问 花花不语 ， 秋在人
徐妃妆束均 半 面

， 恍如 玉女窥天 台 。 平 生 最

间 月 在天 。
① 有看 山 癖 ， 到 此四 顾 空徘 相 。 烹 务疲 ， 快衔

该诗首句 即 以
“

豪爽
”

二字领起 ， 次句便 以
“
一

醉
杯 前 面望 ，好 山 来 。

千觞
”

托起
“

豪爽
”

二字 写席间猜拳 谓之
“

瓜战 作者参加 乡试 舟行至上江 口
，
见二十 四个半 边

群雄欢复哗
”

， 似有群雄逐鹿之势 ； 写开怀畅饮 ，

山 ，便突发奇想 而有此作 。 开篇就用
“

巨灵
” “

五

喻以
“

长鲸吸浪蛟龙渴
”

， 凸显龙饮鲸吞之豪 ； 写 丁
”

的神话故事 ， 想象这二十 四个半边 山乃
“

巨

席上礼数 ，竟用
“

休把儒生恼汉王
”

之典 大有
“

尿 灵
”

所劈 ，

“

五丁
”

所开 ，并由此又联想到
“

盘古
”

开

溺儒冠 痛骂竖儒
”

之举 ；写酒后高歌 ，竟然
“

天髙 天辟地
“

女娲
”

炼石补天 联想到
“

洪蒙辟 、混沌

地阔容我狂
”

，放任
“

天马行空 ，独来独往
”

之态 ；
开

”

，

“

清浊判 、 山 岳排
”

，联想到
“

五洲
”

由此方有

① 以上及本文所引钟云舫诗文 ， 皆 引 自傅正义主编《 振振堂诗稿校注》 ， 中央文献 出版社 年版。



第 期 傅正义 ：

“

联圣
”

钟云舫 《振振堂诗稿 》 艺 术风格论

高下 ，山 岳 由此才有
“

方 圆
”

；
而后

“

洪水
”

浩荡 ，

二万年无几刻 ，
又将盘古 下诸天。 下 民只 道

“

淘平世界
”

； 山 峰
“

峭拔
”

，

“

鬼斧神工
”

； 大禹 治 苍苍近 ，

一

灾
一苦俱祈 问 。 不知上帝板板形 ，

水
“

大陆
”

始出 ，
山水有气 万物有灵 。 最后描写 竖牛之力 亦 不 胜。 譬如蝼蚁盈万 千 ，

尔 等人

二十四个半边 山 的
“

奇情怪貌
”

， 如
“

蹲熊踞虎
”

，
生 亦 小天 。 杯 水覆 穴嗟洪水

，

丸泥堕 地成高

如
“

奔螭走蟒
”

，如
“

徐妃半妆
”

， 如
“

玉女窥天
”

。 山 。 羽扇
一挥骇 鹏翼 ， 马蹄一过惊狼烟 。 彼

本篇想象之丰富 意象之神奇 眼中乃真实之景 ， 若《 离骚》作《 天 问 》 ， 尔 亦 梦梦居其 间 。 吁嗟

笔下却飞走龙蛇 ， 真可谓
“

意 出尘外 怪生笔端
”

乎 ，
天帝一 言众皆 死 愁云几阵 冲天起 ！ 世言

刘熙 《艺概 文概 》 ） ，
现实的 、历史的 、神话的 、 万事 总 由 天 ，谁知此老百 不理 ！

传说的 、 时间 的 、 空间 的 、真实 的 、虚幻的 所有的 狂生指责天帝
“

作灾
”

，
天帝大笑狂生

“

狂妄
”

，
天

界限都打破了 ，
万物齐同 ，物我无间 光怪陆离 ，变 帝感叹天庭的混乱 ：蟠桃被偷 、丹桂被烧 、牛女悲

化万千 。 故
“

郑评
”

称此篇如李 白之 《 蜀道难》 ，并 泣 、长庚私逃 、案牍纷纷 、灾异不断 ， 自顾尚且不

谓
“

此作置之太 白集 中 ，
恐未易 辨 。

”
一下就抓住 暇 ，何能兼顾人间 ？ 况且十二万年气数 已尽 盘古

了钟云舫七言古风与李太白之间 的艺术渊源 。 又将重新开天 。 狂生 闻言大为
“

吁嗟
”

：
天不天 ，

钟云妨七言古风的浪漫格调 ， 总是与强烈的 地不地 天帝老儿不理事 ，蝼蚁百姓命该死 ！ 这想

现实精神相结合 如 《雹》 ，写
一

场冰雹 ：
人非非的

一

问
一

答 ，天帝的无所不能成为笑柄 ，天

天风乱动 云不 动
，

一 时堆 塞天无缝 。
山 帝的神圣光环荡然无存 ，清廷的腐败 、皇帝的 昏庸

雷隐 隐语左 车 ，
要与 螭龙争一哄 。 鼓鼙声 不 昭然若揭 。 钟云舫七古

“

寓真于诞 寓实于玄
”

，

休 ， 长天两 阵遵 。 晋公 台 下 弹 ，
陈 王殿上毬 。

“

看似胡说乱说 ，骨里却尽有分数
”

（刘熙 《艺概

折木发屋杨砂石 ， 海飞 山走江倒 流 。 白龙败 文概 》 ） ，既有庄骚 、李 白恢诡谲怪 奇幻异常之神

矣挟风走 胎伤 卵 落填满 沟 。 霎 时净扫烟 尘 韵 ，又有《诗经》 、屈赋的关注现实 怨刺上政之精

色 ， 青天推 出 一轮 月 。 山 雷齐唱凯歌回 ，

玉帝 髓 。 《捕鱼歌 》 《捕鱼叹》 以
“

鱼
”

写人 ，
以

“

鱼
”

谐

宫前歌白 雪 。 可怜无 罪 下方 民 ， 桑麻蹂躏 不
“

余
”

，隐喻象征 ， 歌颂 了余栋臣领导 的大足 民众

成村 。 千 家万 家常夜哭 ，县官方急今年征 。 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

“
一鱼冲浪出 ， 雷电 随之遂 。

“

风动云不动
”

的奇景 、

“

堆塞天无缝
”

的奇观 、

“

山 鱼也何能为 群公俱骇 目 。 当年渔子捕鱼归 ，孰知

雷斗螭龙
”

的奇想 、

“

海飞山走江倒流
”

的奇特夸 鱼也冲天飞 。 半鳞片 甲不可得 诸公空 自 渐裳衣 。

张 、

“

胎伤卵落填满沟
”

的奇妙 比喻 、

“

山雷齐唱凯 从此鱼儿生骇浪 ，

一跃洪波千百丈 。

⋯ ⋯诸公盘

歌 回 玉帝宫前歌 白雪
”

的奇幻欢乐场面与
“

可怜 盘绝大才 ，思得鱼儿弭祸胎 ， 纲罟罘崽 四面设 严

无罪下方民 桑麻蹂躏不成村 。 千家万家常夜哭 ， 滩更筑钓鱼台 。 孰知此鱼终跋扈 乘风
一

跃沧溟

县官方急今年征
”

的悲惨现实的 奇怪交织 ， 真是 开 。

”

（ 《捕鱼歌》 ）

“

自从碧眼瞧中人 ，
中原流祸及

奇之又奇 想落天外 的确如
“

郑评
”

所言 ：

“

凭空 君亲 。 民怨国仇思杀贼 ， 官惟护贼毒斯 民 。 斯民

设此空中战斗 遂若九天之上 ，果有铁骑突出刀枪 受抑冤无状 恼起鱼儿生骇浪 。 壳舜聪明不忍杀 ，

鸣者 。 才人之腹亦何所不有 。

”

又如 《狂生 》 ，作者 军士逍遥于河上 。
一鱼生浪小丑耳 ， 奔走公卿疲

自 比
“

狂生
”

， 以
“

天帝
”

喻人间帝王 ，写
“

狂生
”

与 将相 。 诸公滚滚运奇谋 鱼儿贪饵不吞钩 。

”

（ 《捕
“

天帝
”

的一场对话 ： 鱼叹 》 ）雷电 、骇浪 、鱼跃 、捕鱼与 列强 的入侵 、教

水旱年年作灾厉 狂 生列表奏天 帝 。 天 会的猖獗 、 民众的反抗 、清廷的镇压 融为一体 浪

帝大 笑狂生狂 ， 亦 复婉言 向生谢 。 道我天宫 漫格调与现实精神髙度统
一

。

事太 忙 ，
何能兼顾人 间事 。 去年曼倩偷蟠桃 ， 钟云舫的七言古风长于行情 并且心潮澎湃 ，

今年丹桂被欲烧 。 女牛 悲泣参商 怨 ，
长庚好 感情强烈 如江河决堤 ，如火 山迸发 ，大开大合 大

酒 亦私逃 。 重 重案 牍纷 未理 ，
又传五星 陨 宋 起大落 ，

这是典型的李 白式的抒情。 请看 《放歌

郊 。 星 变 曰 移俱细事 ， 西 北
一陌诚 灾异 。 每 行 》 ：

朝三 百 六 十 五度费 经营 ，
几 曾得睹云 裳戏 ！

⋯ ⋯ 坐看 不 角 羊 ， 共犄 中原 鹿 。 区 区 水

而况天上一 日 人间 年 ，
双丸迅速如秋千 。 十 火 气 ，

汹 汹朝 野沸 。 泻银漂 大 荒 ， 沟血 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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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 。 谈之裂肺肝 ， 睹之惨心 目 。 而我黄种人 ，
知 ？ 孤儿有亲未敢 离 。 岂无荐剡进？ 孤儿有

而我衣冠族 。 银鼠 而金狐 ， 紫缨 而 朱绂 。 醉 文终少运。 独抱刚方侠烈肠 ，
世情凿枘 成孤

魄而迷魂 蛇心 而虺腹 。 而命 宜公侯
，
而 身甘 另 。 犹 曰我与天无辜 ， 多 口 之伤何所 闷 。 不

婢仆 ，

而 气忒虚骄 ， 而 心 多 忌嫉 。 空使 才人 图 朱雀祸飞 来 孤儿命薄 当 其灾 。 鸱鸮毁我

才 ， 奇遭屈 外屈 。 黄祖洲边之血 青羊宫外之 室 奴辈利吾财 。 盲蛇瞎虎气昏暴 ，
腥风毒雾

骨 。 汉王冠上之溺 ， 秦帝坑 中之 肉 。 几 多 碧 日 阴 霾 。 彼苍亦 自 忘天理 ， 那能 望得天眼开 。

血葬冤魂 千 仞黉宫 常鬼 哭 。 吁嗟乎 ！ 山 青 自叙身世 从 出生开始 ，

“

萱慈早背
”
——

“

大母怜

青 ， 水绿绿 ，
好一 副 支那 ，

好一帧 大 陆 。 森森 儿
”
——

“

大母寝疾
”
——

“

多 口之伤
”
——

“

朱雀

杀气启元黄 ，
望 望劫 尘 生惨毒 。 老子 不 忍 见 祸飞

”
——

“

命薄 当 灾
”

， 或敷 陈其事 ， 或 描摹其

东 周 ，骑牛大 步走西域。 云端回首放悲 声 ，
悲 状 或发其议论 或使事用典 其故事又大量来 自

者 中 州吾故屋 。
《 山海经 》 《淮南子 》 《论语 》 《孟子 》 《庄子 》 《左

“

坐看 ⋯⋯谈之
⋯⋯ 睹之 ⋯⋯

” “

而我 ⋯⋯ 而我 传》 《 史记》 《汉书 》等 真是一一叙来 ’ 绘声绘色 ’

⋯⋯而命⋯ ⋯ 而身 ⋯⋯ 而气⋯⋯ 而心 ⋯⋯
” “

之 事理昭然 ，感人至深 ， 动人情怀 。 这 种情附于事 ’

血⋯ ⋯之骨⋯⋯ 之溺 ⋯ ⋯之 肉 ⋯ ⋯
”

， 大量使用 带情韵而行 ，熔叙事 、抒情 、 议论 、描写于
一

炉 ， 融

排比句式 有如排 倒海 不可挡 有如大河奔 诗歌 、散文句式于一体的手法 ，并且运用 自 如 ， 炉

流 ，

一

泻千里 ；
或五言 或七言 或三言 ，长短随意 ’ 火纯青 ， 令人叹服 。 再如 《 老都戎》大量篇幅描述

整散不拘 ，纵横驰骋 ， 自 由挥洒 ；或悲伤 ，或沉痛 、

了老都戎
一

生遭遇 ，

“

郑评
”

曰
：

“

历数事 由 ， 明 白

或愤怒 ，
或叹息 或痛哭 ，或大放悲声 情之所到 ， 如话 。

” “

凄凄切切 ，述至此方止 ，胜读 《琵琶行 》
一

笔之所至 ，
以意运法 不遵矩度 ！

，
云舫可谓深得 道 。

” “

郑评
”

可谓知音俊赏 ，读出 了钟云舫七言古

李白式抒情之真谛 。 再如 《孤儿行送周大令 》 ： 风叙事艺术的个 中 滋味 。 《赠武参军 》对 中法战
噫 。

喜 ！ 孤儿之心 不 可 明 ，
孤儿之屈 不 可 争

“

镇南关大捷
”

的记叙 《与李都司树庭 》对李都

诉 孤儿之气作霜飞 ，
孤儿之冤成铁铸 。 愁成 司安边有功却身陷 牢狱的铺叙 ，都可堪称诗歌叙

苦海孤儿 国
，
冰天雪窖孤儿穴 珠流碧化孤儿 事艺术的上上之品 。 被誉为

“

诗史
”

的杜甫 ，其古
血 黨黄惨精孤儿 色 。 精卫填海海 多风 ，

杜宇 风极善于叙事 读 《 自 京赴奉先县 咏怀五百字 》

呼天天 罔极 。 七年荆 棘窜 穷 荒 ，
冤愤敷天谁

《北征》 《三吏 》 《三别 》 《羌村三首 》等诗 ，体味杜
与 雪

甫将叙事 、抒情 、议论 、描写打成
一

片的艺术手法 ，

“

孤 儿 之 心
” “

孤 儿 之
“
一

“

孤 儿 之
可以发现钟云舫的古风还与杜甫的古风有着深刻

气
”
一

“

孤儿之冤
”
一

‘ ‘

孤儿 国
”
一

“

孤儿
的艺术觀 只不过杜細古风 ，更长于五言 。

穴
”
一

“

孤儿血
’ ’

一

“

孤儿色
’

，
真是 气排贯 ’

总之 ，钟云 七言古风大有李 白豪爽矿放 、

浑翻 ’这种急风翻 、麵喷絲随 ’

騎赫的灘細 ，
又職

“

诗骚
”

关心国计民
造成 种诗的气势 、诗 的力度 ’ 种李 白式 的 、特

生的写实精神 ；它以情为本 并长于浦 ，其抒情
有的

芒 ，
力

“ 、 、—孤
方式乃李 白式的大河奔流 ，

一

海滔滔 ；它 善于铺

士

还
叙 ，
又熔铸先秦诸子 、 《左传》

、

“

史汉
”

散文乃至杜
文 、史传散文之神韵 ’ 善于铺叙 。 如 《孤儿 送胃

甫古风善于叙事的艺术精神 。

大令 》不但长于抒情 其铺叙手法也堪称
一

流 ：

‘

男 儿生与 命不 通 ， 固 当 受苦作奇 穷 。 乾 二
、七言律诗

坤有缺不须补 ，
有才便 已恼 天公 。 儿 生 即 为 钟云舫不喜五言 ，整部 《振振堂诗稿 》 题

天所毒 萱 慈早背 儿孤独 。 衣芦闵子 总 无声 ，
首诗 中 古体没有

一

首五言 全为七言和以七

扫地薛 包惟有哭 。 幸得 大母怜 儿饥 渭 阳 深 言为主的杂言 近体仅有五律《 留荫山房 》

一

题二

处恋春晖 。 十九年 中晋重耳 ， 鸾 旗采藻 始 东 首 ，其余皆为七律 和七绝 。 而七绝也只有 题

归 。 儿归 大母 已 寝疾 ，
陈 情欲上终无 日 。 年 首 ，

七律则有 题 首 ，无论 以 题论 ， 以首

年
一席对青毡 辜 负 江 郎 五 色 笔 。 ￡ 无青眼 论 ，

七绝皆不足七律的
一

半 。 钟云舫诗歌唯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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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圣
”

钟云舫《 振振堂诗稿 》 艺 术风格论

律可以与七古平分秋色 ， 包含七言和以七言为主 莲 ， 固 东 门外一胜 地也 。 惟 官 以 为
“

遗爱
”

，

的杂言的七古 ，凡 题 首 ，
以题论 七古为先 ； 民以 为

“

遗害 耳 ！

以首论 ，
七律则超前 。 其一

杜甫于古体 ，数量最多 、成就最高的是五古 ；
为访梅花谒使君 ，

朔风吹 冻
一 江云 。 大

于近体
，
数量最多的是五律 贡献最大的是七 律 。 呼堂上公千 古 ，

小饮尊前酒二分 。 桑柘几 家

钟云舫于古体长于七古 于近体长于七律 。 才绕岸 ，
荆榛满地欲斜曛 。 滔 天功德祠遗爱 ，

杜甫常以七律写组诗 ， 如 《秋兴八首 》 《 咏怀 父老痴聋耳不 闻 。

古迹五首 》 《诸将五首》等 组诗 内部首首相连 ，脉 其二

络连贯 ，
前呼后应 ， 自成系统 大大扩展 了律诗的 故人邀我饮江 州

，每 出 东 门 忆 旧 游 。 蜀

容载量和表现力 ， 这是杜甫对律诗的
一大贡献 。 道宛成千载碧 ，

巴 云撒下 一天秋。 自 然 死者

钟云舫则无论七律 、七绝都爱写成组诗 如七绝有 跻新鬼 ，
可有生民说故侯？ 料得荷花 多 怨耦 ，

《落花》八首 、《读史》六首 、 《杨德丞书来言女校书 青田 不复几分收 。

名青莲者能诗作此复之 》六首等 七律有 《小祥哭 诗前为作者 自 注 矛头所向 ， 直指
“

某大令
”

， 即 江

弟十章》 《上成都府雷太守 》六首 、 《再上雷太守 》 津知县朱锡藩 ，揭露其 以建
“

遗爱祠
”

为名 ， 圈塘

八首 、 《 即事》八首等 ，并且还常常加以
“

诗序
”

或 占 田 ，

“

遗害
”

百姓的贪腐行径 。

“

其
一

”

因
“

祠 中

作者 自 注 ， 十分注重 内 在体系 。 如 《小祥哭弟十 多梅
”

，故 以
“

梅花
”

人手 讽刺
“

使君
”

的
“

滔天功

章》 ，诗前有 自 注 ，诗 中也有 自 注 ， 交代有关背景 德
”

，致使
“

荆榛满地
”

，腴 田尽芜 ！

“

其二
”

因
“

塘

事由 ，

“

其一
”

哭弟 之病殁 ，

“

其二
”

哭弟之生前 ， 中多莲
”

，故 以
“

荷花
”

作结 这一碧秋水 ， 已成为
“

其三
”

哭弟之临终
“

其四
”

哭弟之移棺 ，

“

其五
” “

旧游
”

那
一

塘荷花 ， 多结 出
“

怨藕
”

。 笔笔透露

哭弟与祖母 ，

“

其六
”

哭弟与母亲 ，

“

其七
”

哭弟与 出锋芒 字字都带着讥刺 诗人为民请命 ，大义凜

寡妻
“

其八
”

哭弟 与遗孤 ，

“

其九
”

哭弟与阿兄 ， 然 。 然正因为此 （钟 云舫还写诗作联讽刺朱锡藩
“

其十
”

则如
“

郑评
”

所说
“

总结前十章 （ 当为
“

前 狎妓嫖娼 ） ， 诗人被革去廪银 ， 关闭塾馆 ， 被迫 流

九章
”

之误 ）
，
逻辑性 、 系统性十分严密 ， 浑然一 落成都 。 再看 《上成都府雷太守 》六首 ，前有

“

诗

体 ，宛如
一

篇 。 序
”

（括号 内文字乃作者 自注 ） ：

杜甫的律诗 写景 、抒怀 、 明理 、言事 、咏史 、咏 生本草 茅 下士 ， 四 时一席青毡 。 因 念桑

物 、寄赠 、应酬 无不应用 自如 ，大则家国之事 小 梓残黎 两 岁 三秋赤旱 。 而乃斯人虎哮 地剥

则人际私情 ，
题材无所不有 ， 内容无所不包 然用 其皮。 晖吏鸱张 ，箕翕其舌 。 谬以哀鸿惨状 ，

律诗写时事 ，则是杜甫的
一

大成就。 钟云舫的七 绘流民郑侠之图 。 恶 蠹 凶情 诉 下考 阳城之

律 也题材宽广 ， 寄赠 、留别 、催妆 、 哭丧 、题跋 、读 宰 。 不谓掊克在位 ， 能上效武叔之谗 （ 武公

书 、下棋 、宴饮 、夜坐 、独宿等 ，甚至
“

有妓欲从良 ，

加其毒 ） 。 饥莩盈涂 ，
无人问 叶公之政 （ 叶令

托觅人家
”

（ 《寄杨德丞 》作者 自注 ） ，真可谓无情 倡其征 ） 。 堂堂乎张也 （ 府主 张 ） ， 偏浸 润肤

不可行 ，
无意不可达 无事不可言 ，

钟云妨的整个 受之得行 。 郁郁乎文哉 （ 学师 文 与 杨 ） ， 并章

生活都诗化了 钟云舫的所有诗歌都生活化了 ，然 甫缝掖 而 受 辱 。 即 宫墙为 犴狴 ，
尼 山之 日 月

写得最多 ，
比重最大 的还是写 时事 揭露贪腐 伸 无光 。 加组练于 称猴 ， 園 土之风云异 色 ⋯ ⋯

张正义 ，关注 民生 ，抒写不平 ， 申 诉冤情 抨击暴 敬此 申 明 ，
上邀丙鉴 。

政 计约 余首 ， 占其 余首七律的 。 请看
“

诗序
”

自叙身世及
“

粮章案
”

经过 揭露了江津知

《题莲塘》二首 ：
县武文源 、 重庆知 府张铎等

“

斯人虎哮 ， 地剥其

莲塘夜月 ， 邑 中八景之一也 。 中有 水心 皮
”

，致使
“

桑梓残黎
”

，

“

饥殍盈涂
”

， 祸害百姓 诗

亭 ，

以植文风 此外腴田数十亩 。 膏火得田之 人参与草拟诉状 ，为 民请命 然
“

睜吏鸱张
”

，

“

恶

租 ，居民 沾塘之利 。 有 某 大令 来 ， 豪绅谀之 ， 蠢凶情
”

， 大兴冤狱 ， 陷 害作者 等人的种 种恶行 ，

圏为
“

遗爱祠
”

，尽芜其 田 。 所祠 又 多 不 愜人 望雷太守
“

黑狱所沦 咸加昭雪
”

，持正不阿 ， 平反

意 ， 津人敢 怨而 不 敢言 。 祠 中 多 梅 ， 塘 中 多 冤狱 。 以下六首诗 上递下接 ，承上启下 ， 首首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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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环环相扣 ， 这种
“

组诗
”

再加
“

诗序
”

再加
“

自 含血呼天未有天 ，
鲛人哭泣 自 年年 。 曾

注
”

的结构 ，大大提升 了律诗反映生活的能力 ，强 参不 杀人偏诉 ， 武叔工谗众 曰 贤 。 尸 葬浊 流

化了
“

组诗
”

的 内在体系 。 再请看其中两首 ：
三峡碧 ， 祸埋黄种五洲 烟 。 丈夫死耳何他望

，

忽 然飞祸入胶庠 ， 煮风 烹麟 事可伤 。 为 聊述奇闻告我 川 。

感荒年除螟蜮 识 知 当 道伏豺狼。 书 生搏虎
一

开篇就
“

哭泣年年
”

，

“

含血呼天
”

，

一

腔怨愤 直

宁逃噬 ， 多士连鸡并受创 。 圣王怜才官恤 蠹 ， 冲云天 天也 ， 你错勘闲 愚枉作 天
”

颔联以
“

曾

教人何处叩苍苍 ？ （

“

其一
”

） 参杀人
” “

武叔工谗
”

的典故 ，揭示历史本来就是

杼轴 东人久告哀 ，
县官都不 为 民 来 。 只

一

部冤枉史 ，是非不分 善恶颠倒 。 颈联 、尾联竟

张群 蠹冲天势 孰睹 飞鸿遍地 灾 。 四 百 兆 民 然以死抗争 ，名 士清流 ，

“

尸 葬浊流
”

，
必将苌弘化

心 尚 结 ， 十三万里祸犹胎 。 尽将元 气摧残尽 ， 碧 化作三 峡流怨 ；

“

祸埋黄种
”

，千古沉冤 ， 势必

又把深文织 秀才 。 （

“

其三
”

）

一

腔怒火 ，燎原五洲烽烟 ！ 丈夫死则何所惧 ？ 昭
“

其
一

”

谓本已
“

荒年
”

赤旱 ，再加
“

螟蜮
”

肆虐 诗 告天下有遗篇 ！ 钟云舫的抒情 没有平抑 没有顿

人为民除害 ，不料
“

e 狼当道
”

，

“

恶虎
”

横行 竟遭 挫 ，
没有曲折 ，没有低回 这感情的怒潮

一

浪高
一

加害 。 如今
“

官恤恶蠢
”

，沆瀣一气
“

苍天
”

何在 ？ 浪 ，波浪兼天涌
；这感情的烈焰 越烧越旺 五洲起

天理何在 ？ 何处叩天 ？ 何处申 冤？ 烽烟 ！ 钟云舫将杜甫 的
“

沉郁
”

与李 白 的喷发式
“

其三
”

上承
“

其二
”

末句——
“

满阶童叟泪沾 抒情方式奇妙而又完美地结合在
一

起 ，从而形成

衣
”

谓江津百姓 ，

“

飞鸿遍地
”

，
苦苦

“

告哀
”

；

“

县 自 己独特的
“

沉郁 喷发
”

的抒情艺术特征 。

官
” “

群蠢
”

，气势张狂 ，狼狈为奸 ；

“

四百兆 民
”

，其 杜甫七律长于抒情
，
极善于缘事人情 披情人

心郁结
“

十三万里
”

，祸生有胎 ；
已将

“

元气
”

，

“

摧 理 熔抒情 、叙事 、议论于
一

炉 形成独特的抒情风

残殆尽
”

，

“

又把深文
”

，

“

罗织秀才
”

。 格 。 如《秋兴八首 》 ， 因秋起兴 感时序 ， 伤乱离 ，

《即事 》八首对恶吏横行 社会黑暗 ，

“

含血喷 记时事 借盛衰之变 ，抒故 国之思 ， 明 治乱之理 。

天
”

，猛烈批判 ：

“

若辈有权扛地易 ， 此 中无 日见天 这是杜甫七律对唐代七律表现手法的
一大开拓 。

难 。

” “

其六
” “

一阵骇雷 昏世界 两川应劫舞妖 钟云舫的七律也时而叙事 ，时而抒情 ， 时而议论 ，

魔 。

”

（

“

其七
”

）不过 钟云舫写时事的诗 ，
还是 以 时而写景 ，各种手法交替使用 ，得心应手 。 如 《 即

古体为多 。 事 》八首 ， 由
“

夜柝沉沉
”

引起 ，
记牢狱之灾 诉敷天

杜甫诗
“

沉郁顿挫
”

， 所谓
“

沉郁
”

， 指感情的 之冤 ，斥恶吏横行 ，批社会黑暗
“

字字是泪 字字是

悲慨 、壮大 、深厚 ； 所谓
“

顿挫
”

， 指感情表达的 曲 血
”

（

“

郑评
”

） 叙事而带感情 ，抒情而夹议论 ，

一切

折起伏 、反复低 回 。 每 当这悲壮 、深厚之情 ，胸 口 景语皆情语 ，

一切情语皆景语 ，情 、景 、事 、理 浑融
一

喷 不平则鸣的时候 ，他的儒家涵养又迫使它饮 无间 。 再如《题莲塘》
二首 、 《上成都雷太守 》八首

恨吞声 ， 潜气 内转 ， 变得 中和 、委婉 、深沉 、 曲折 。 等大量诗作 发于事 ，源乎景 以抒情为主体 、事件

钟云舫诗也悲慨壮大 、深沉深厚 有杜甫诗的
“

沉 为基础 、思辨为提升 将强烈的抒情性与明 显的叙

郁
”

，但不同于杜甫诗的
“

顿挫
”

。 钟云舫虽也
“

若 事性 、尖锐的理性批判打成
一片 融为

一体 。

辈有权扛地易 ，此中无 日 见天难 。 奇情不敢高声 杜甫七律对仗工稳 ， 自 然妥帖 煅字炼句 ， 炉

诉 恐惹同胞泪不干 。

”

（ 《即事》其六 ） 正在对恶吏 火纯青 ， 的确是
“

为人性僻耽佳句 语不惊人死不

的胆大妄为 、社会的暗无天 日 作出猛烈的批判 但 休 。

”

（ 杜甫 《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 》 ） 其代表作
“

奇情
”

两句
，笔锋陡转 饮恨吞声 抑扬顿挫

， 然 《登高 》
，
便 因其

“

通 章章法 、 句法 、字法 ， 前无古

钟云舫诗更多的是悲慨淋漓 滔滔
一泻

；更多的是 人 后无来学
”

， 被誉为
“

古 今七言律第一
”

（ 明 胡

胸 口
一

喷 ， 含血呼 天 ；
更多 的是

“

热肠披 尽知心 应麟《诗薮 》 内篇 卷五 ） 钟云舫于此 ， 可谓得其真

少 枯泪流干喷血多 。

”

（ 《 即事》其七 ）钟云舫在感 传 常常给人以毫不经意 ，信手拈来 ，
工稳妥帖而

情表达上 更像李 白 ，

“

黄河之水天上来 ， 奔流到 又浑然无迹 的艺术感受 。 如 《 书 〈 即事 〉后 》 ：

海不复 回
”

（ 《将进酒 》 ） ，
汹涌澎湃 ， 沛然莫之能 泪血和来写 作诗 ，是诗是泪 我难知 。 曾

御 。 如《 即事》其八 ： 参竟有戕人事 ， 萧相还无 出狱 时 。 骨 肉 既残



第 期 傅正义 ：

“

联圣
”

钟云舫《振振堂诗稿 》艺术风格论

家复破 肝肠 已裂病方危。 不才不幸生斯世 ， 《小祥哭弟十章》 《哭 女十章 》 ，千悲万恨 汹涌而

除却天公敢怨谁 ？ 出 ，真朴 自然 ，奔放流畅 。 随举一首 ：

额联
“

曾参
”

对
“

箫相
”

，

“

竟有
”

对
“

还无
”

，

“

戕人 伤心后事屡滂沱 ， 子 幼 妻孀余若何 。 忍

事
”

对
“

出狱时
”

；
颈联

“

骨肉
”

对
“

肝肠
”

，

“

既残
”

死待兄来把袂 ， 劳 生谅我 太奔波 。 羁 留 五 曰

对
“

已裂
”

，

“

家复破
”

对
“

病方危
”

，
无一字不工 ， 江干久

， 遗恨千秋别 泪 多 。 濒到泉 乡人鬼路 ，

无一词不妥 ，且不待安排 ，
不露痕迹 ， 处处出 之 自 枕边犹听唤

“

哥哥
”

。

然 语语流 自肺腑 。 钟云妨被誉为
“

联圣
”

，

“

天下 作者 自 注 ： 时 因 事 留城 ， 家人不 令得知 。

第
一

长联
”

《拟题江津县临江城楼联 》便 出 自 其 弟 临终谓家人 曰
： 阿兄惮我

一

面 ，盖 恐 面别

手 ，
可见其属对及炼字 的功 夫 。 杜甫

“

晚节渐于 之难为情耳 ，我死不 瞑 目 矣 ！

”

大呼
“

哥哥
”

而

诗律细
”

（ 《遣闷呈路十九曹长 》 ） ，对律诗格律 苦 没 。 果两 目 大 睁 余归抚之乃瞑 ，受含 。

心孤诣 精益求精 而钟云妨有着太多的 悲情苦 （ 《 小祥哭弟十章》其三 ）

水 、敷天冤情 ，常常还来不及仔细斟酌 ， 这冤情苦 本诗哭其弟临终 ，

“

忍死待兄
”

，诀别一面 ，然无奈

水便冲决闸门
一

泻千里了 。 为兄奔波生计 ，羁 留城中 ， 家人不令得知 ’致使其

杜甫律诗 ’讲究来历 讲究 出处 ，使事用典 ，
开 弟两 目大睁 大呼

“

哥哥
”

而没 真是兄弟情深 ，千

唐人律诗用典的先河 ，
虽用典不算太多 但善用典 秋遗恨 泪雨滂沱 。 只有梦魂濒到人鬼歧路 醒来

故 。

“

古今七言律第
一

”

的 《登高》就没有用典 ；代 枕边犹闻呼唤
“

哥哥
”

。 该诗全然无典 ，
也无需用

表作 《秋兴》八首 中 ，

“

其一
” “

其 四
” “

其六
”

三首 典 ，
纯然

一

片真情 ，

一

以贯之 ’眼中有太多的泪 ，
心

无典 八首诗共用典 处 ， 或正用 ， 或反用 ， 或化 中有太多的悲 有道是
“

男儿有泪不轻弹 ， 只是未

用 ，切贴 自然 含蓄蕴藉 。 钟云舫更喜欢用典 代 到伤心处
”

，这感情的闸门
一

旦开启 ，这伤心 的泪

表作 《即事 》八首 ，用 典 处之多 ； 《上成都府雷 水便滔滔汩汩 沛然莫之能御 ！

太守 》六首 也用典 处 ，加上
“

诗序
”

， 有 余 总之 ，钟云舫七律大有杜甫七律的神韵 。 杜

处 。 或化用前人诗句 ， 或引 用 古人故实 ， 信手拈 甫以七律写时事 ，这是杜甫对七律诗的一大贡献 ；

来 ，如数家珍 。 有的诗 ，
几乎句句用典 ， 如掉书袋 ， 钟云舫的七律也以写时事为主 ，

不过其重点在反

但无不精妙切贴 ， 令人叹服 ， 如 《上成都府雷太 贪腐 、反暴政 、平冤狱 。 杜甫常以 七律写组诗 ；钟

守》其六 ：
云舫也常常如此 ， 并 以

“

组诗 诗序 自 注
”

的结

终 曰 南冠泣楚 囚 ， 东 周 战局几 时休 。 穷 构 ，更加强化了组诗的 内在体系 大大提升了律诗

途阮籍怀青眼 ， 多 病相如恨 白 头 。 潦草骤成 的容量及反映生活的能力 。 杜甫诗
“

沉郁顿挫
”

；

三字狱 ，桂花忙煞
一枝秋 。 雷鼗雷鼓箫韶 乐 ， 钟云舫七律

“

沉郁
”

而不
“

顿挫
”

， 将杜甫
“

沉郁
”

曾许知音奏曲 不 ？ 的内在情感 ， 与李 白
“

喷发
”

式抒情方式相结合 ，

首联用《左传 》

“

南冠楚 囚
” “

春秋争霸
”

之典 ，颔 从而形成
“

沉郁 喷发
”

的独特风格 。 杜甫七律长

联用阮籍 、司马相如之典 颈联用岳飞莫须有
“

三 于杆情 ，极善于缘事人情 ， 披情人理 ，熔抒情 、叙

字狱
”

的故实 ，尾联用舜帝 、钟子期 、伯牙之典 真 事 、议论于一炉 形成独特的抒情风格 ；
钟云妨七

是
“

无一字无来历 无一字无 出处 。

”

含蓄而不晦 律也以行情为主体 、事件为基础 、思辨为提升 将

浞 凝重而不艰深 耐人寻味 耐人品评。 晚唐诗 强烈的抒情性与明 显的叙事性 、尖锐的理性批判

人李商隐 ，

“

义山七律 得于少陵者深 。

”

（ 清施补 打成
一片 ，情 、景 、事 、理 浑融无间 。 杜甫七律对

华《 岘佣说诗》 继承杜甫七律 ，有
“

七律圣手
”

之 仗工稳 ， 自然妥帖 煅字炼句 ，炉火纯青 ；钟云舫七

誉 其诗典故众多 ， 意象繁密 典丽精工 ， 时带 沉 律于此 ，
可谓得其真传 ， 常常给人 以毫不经意 ， 信

郁
；
钟云舫七律用典 ，

也当受李商隐七律 的影响 ， 手枯来 工稳妥帖而又浑然无迹的艺术感受 然于

特别是钟云舫的 《无题 》诗 ，与李商隐 《无题 》诗 ， 诗律 ，钟云肪则不如杜甫那么考究 、那么精细 。 杜

更是何其相似乃尔 。 当然 钟云妨也有一些七律 ， 甫律诗 ，讲究来历 ，讲究出处 使事用典 ，
开唐人律

像杜甫《登高 》
一样 ， 较少或完全不用典事 多用 诗用典的先河 ，

虽用典不算太多 ，但善用典故 ；钟云

白描和直抒胸臆 ，
显 得清 空疏朗 ， 本色 自 然 ， 如 舫七律有少数诗多用白描和直扦胸臆 显得清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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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 本色 自然 但更多的是大量用典 甚至句句用 境 ，叹息这情真意切 ，如梦如仙的短暂幽会 ，犹如

典 或化用前人诗句 ，或引用古人故事 如数家珍 ，

“

桃源
一

度
”

，太过
“

仓皇
”

。 这典事 、神话的大量

如掉书袋 显得含蓄而不晦涩 凝重而不艰深 切贴 使用 几乎句句用典 这象征 、暗示的大量使用 几

而又 自然 这还受到
“

得于少陵者深
”

典故众多 意 乎触 目 皆是 ；这虚虚实实 、真真幻幻 含蓄朦胧的

象繁密 ，典丽精工的李商隐七律诗的影响 。 意境营造 这工稳旳对仗 、铱丽的语言 ，真可谓得

于义山者深 。

“

其二
”

写作 者
■

与 所 分 另 丨

丨

行
”

，依依

—

不舍之情 ， 以及作者科考失利 有如
“

刘

： 賛下第
”

，愤愤不平之意 真是科场之
“

恨
”

与情场

之
“

泪
”

，交流交融 ， 黯然神伤 。 首联賴鸡啼晓 ，

枕边闻报 ；冀青 山横亘 且断送行 。 纖以
“

刘 賛

下第
”

，喻 自 己科考失利 ；
以

“

苏小多情
’ ’

， 喻所爱
李商隐 唐诗的 大贡献之 。 李商隐 《无题 》

意驾情专 。 颈联叹 明 月 已 消犹 自研 ， 岂能折桂 ！

寺凄艳威 ’

“

稂 之中 ’ 带沉郁
”

（ 清施补
望云汉波深恨 不平 昔鸟桥何在 ？ 尾联化用 《酬

《岘佣麟》

丄
’钟 石舫的

上
无题 》诗与之大有渊源 记 长亭送别 》

“

絲谁染 霜林醉 ？ 总是离人
系 。 请 云舫《无题 〉〉

二首 ：

泪 。

” “

这忧愁诉与谁 ？ 観只 自 知
”

诗句 ，

一

行离
无端云雨滞他 乡 ’

留 恋 东风杜 韦娘 。

愁 ，

一洒别 泪 。 本诗真情真意 、真爱真恨 ，柔情而
缕晴丝 牵别 浦 ，

二分明 月 到 巫 阳 。

，
花 已散 不失刚肠 ，麵醒 出豪放 ； 比兴含蓄而又細直

今春絮 ，
豆蔻犹沾 昨夜香 。 可惜仙 家情话好 ， 率 ，職含闪而又麵真切 ，这种种矛盾 ， 相互交

。

织 对立统
一

浑融无间 。 钟云舫的 《无题 》诗 ， 既

展鸡 闻报枕边 声 ，犹冀 青山 阻送行 。 我 学李义山 ，
又不被 义山所笼罩 ，有 自 己 的创新 ，从

已 刘 黃 悲下 第 ， 卿何 苏 小 尚 多 情 。 冰轮 消后 而形成 自 己的风格 。 再读《无题》 四首
“

其二
”

：

天犹鈇 ，
云汉波深恨不 平 。 几点莺 莺临别 泪 ， 朱颜隐约 隔帘栊 ，

人影分明 一望 中 。 睹

那堪愁诉与张生 。 （ 其二 ） 半面妆情愈妙 题三生石 字难工 。 云舒柳 叶

此作于作者科考 失利之时 。

“

其一
”

写作者与所 眉 添黛
，春醉桃花 色更红 。 留得衣香蝴蝶恋 ’

爱相聚 ，与
“

他乡
”

所爱的
一次春情萌动 ’情真意 娇侬故故立 当风 。

切 如梦如仙 ，然而
“

桃源一度
”

， 短暂
“

仓皇
”

的爱 此写
一

种
“

衣香蝴蝶 ，

一厢情愿 的单相思 一次

情幽会 。 首句用宋玉 《高唐赋 》

“

旦为朝云 暮为 “

朱颜隐约
”

， 隔帘打望 的望中情 然写得情真意

行雨 。 朝朝暮暮 ， 阳台之下
”

巧
典实 ， 次句化用唐 切 煞有其 事 。 用 典切贴 自 然 ， 对 仗工稳妥帖 ’

刘禹锡 《赠李司 空妓 》

“

高髻云鬓宫样妆 春风一 “

睹半面妆
”

对
“

题三生石
”

，妙典 ！ 妙对 ！ 语言绮

曲杜韦娘 。 司空见惯浑闲事 断尽苏州刺史肠 。

“

丽香艳 ，

“

朱颜
” “

眉黛
” “

桃红
” “

衣香
”

等色香 齐

诗句 谓爱情无端 云雨 无时 ， 留 恋所爱 ，
滞 留他 全 ；大量使用 比兴

“

云舒柳叶
” “

春醉桃花
” “

衣香

乡 。 第三句 以
“

晴丝
”

谐音双关
“

情思
”

， 用
“

别 蝴蝶
”

，形象丛集 妙喻叠生 ；意境
“

隐约
”

而又
“

分

浦
”

暗引南朝江淹 《别赋》

“

送君南浦 伤若之何
”

明
”

，朦胧而又真切 ， 如真似幻 ， 如幻似真 ，
正 如

第四句 以
“

二分明月
”

化用唐徐凝《忆扬州 》

“

天下
“

郑评 所说
“

绮丽可喜 。 细味之 ，特
一见之缘耳 ，

三分明 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 州
”

的诗意 ， 同时
“

巫 非有实事可征也 ；
而写来却似有 山海之盟者 ，所谓

阳
”

又用 《 髙唐赋 》

“

妾在巫 山 之阳
”

的典事 ， 谓 多情者也 ！

”

真是大有李义山之余韵 ，
又不失钟 云

“

数缕晴丝
”

， 情牵别浦 ；

“

二分明 月
”

， 圆梦巫 阳 。 舫之特色 。 再看《无题》 四首
“

其三
”

：

颈联以杨花飘絮 喻男女风情 ，
以 豆蔻年华 比美貌 晓 色平庄 唤乳 莺

，
槐 中

一跌梦先 惊 。 情

少女 谓昨夜香衾
“

杨花
”

已然飞絮 ，

“

豆蔻
”

犹沾 天有恨终难补 恨海无波莫妄生 。 豆蔻香浓

夜香 。 尾联用
“

仙家情话
”

再引 《髙唐赋》神女与 春二 月
，
杨枝风弱露三更 。 藕丝 已 断毋争续 ，

楚王之情话
，
用

“

桃源
”

化用陶渊 明 《桃花源》之意 整饬 归囊理旧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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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圣
”

钟云舫《振振堂诗稿 》艺 术风格论

“

豆蔻香浓春二月 ，杨枝风弱露三更 。

”

比兴含蓄 ，
《推车叟》写

“

推车叟
”

老迈力 衰 ， 推车养子 ，

铱丽香软 ，多得于义山 ；

“

情天有恨终难补 ，恨海 写得恩重情深 ， 也不免苦痛凄惨 ：

“

推车叟 ， 日 日

无波莫妄生 。

”

直抒胸臆 豪放硬朗 钟云妨还 是 推车出场走 。 坡长车重腕力弱 头童齿豁衣篮缕 。

钟云妨 。 问翁何故苦如斯 ？ 欲搏青钱豢我儿 。

一车一步一

四 新午 府诖
汗滴 ’

一文
一

刻计工资 。 饥肠辘辘不欲食 ’私心切

《振

、

振“稿》还收了钟云舫《老艄公 》 《推车
切念

丨 孟 奉养公婆
花
五

婚
赞扬了■美德 、至善人情 红花 赤足操舟

杨柳渡 。 举网得鱼鱼美肥 见客低头不 回顾 。 问
易浅俗 ， 月 白如话 ’与前所述钟 舫诗歌风格大异

妇今何年 ？ 箫声明月 画桥边 。 得佳将何用 ？ 儿女

衣食翁姑俸 。 妇有夫 ’ 出 门三载无

—

音书 。 夫有儿 ，

古题序 皆 吟 、 白居易
‘

伤
，

—

朝寒暮俊啼呱呱 。 儿不知有父 父不知有子 ， 室
首 》其二 ） ’ 皆注

产
人物形象的描绘 首章〒 赚炊少米 。 妇不工蚕不工织 ，

猥 以闺门兼子职 。

目 ，卒章显其志
”

（ 白居易 《新乐府序 》 ） ’ 皆 以 字
红颜命薄寡姻亲 吹箫羞向高 门泣 。 计惟江下捕

句起首 ，后接 以 七字句 ， 总之 ，酷似 白居易 的 新 ”

胃 。

《重婚妇 》写
“

重婚妇
”

丈夫病逝 ，抛弃喂奶的

、

■
“

新乐府
’ ’

’是—种用新题写 日 的乐 幼子 、老病的公 婆 ， 重婚再嫁 ， 另有私情 ：

“

重婚
诗 。 它的特点 ’ 是用新题 ’

‘ ‘

即事名篇
”

’不受乐
妇 夜半严妆辞母去 。 麻冠儿女哭声哀 ，妇已登车

府古题的随 二是写 刺美见事
”

， 反 不回顾 。
⋯⋯孤儿绝乳死可知 ，众人料母绝裾 。

映现实生活 ；
三是不以人乐与 否作为标准 。

“

新
新夫谊重母恩绝 ， 明 明此嫁 因情私 。 老翁气懑填

乐府
”

概念的正式提 出 ，始于 白 居 易 。 白居易作 胸臆 ，老媪凄凄魂若失 。 五更鸡唱天欲明 犹抱孤
为唐

“

新乐府
”

思潮的代表人物 在创作 目 的上 ， 孙 向灵拉： 。

”

，
张

“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

”

（ 《与 钟云妨的
“

新乐府
”

可谓
“

为民 、为物 、为事而

元九书 》 ） 主张为时 、为事而作 ，反对为文而作 ；思 作
”

，有明显的道德教化的功效 但却没有 白居易

想内容上 ， 主张
“

惟歌生 民病
”

（ 《寄唐生》 ） ，

“

但 “

为君 、为 臣 、 为民 、 为 物 、 为事而作
”

（ 《 新乐府
、

伤民病痛
”

（ 《伤唐衢》 ） ，反映民生疾苦 贴近生活 序 》 ） ，然而主要是
“

为 君而作
”

的强烈 的政治 目

真实 艺术风格上 ， 主张
“

非求宫律高 ， 不务文字 的 。 钟云舫的
“

新乐府
”

重点围绕民生民情 ， 围绕

奇 。

”

（ 《寄唐生 》 ）

“

篇无定句 ， 句无定字 系于意 ， 人情冷暖 、世态炎凉展开 ，歌颂了下层百姓的善良
不系于文。

⋯ ⋯

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 ；
其 慈孝 、至真至善

，
也揭示 了人性 自私丑陋的

一

面 ’

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戒也 ；
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 对下层百姓的苦难命运深表同情 ， 与 白居易

“

惟

者传信也 其体顺而肆 ， 可 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

”

歌生民病
”

，揭露官吏腐败 、 社会不公的侧重面 ，

《新乐府诗序》 ）要求语言质朴通俗 议论显豁直 有所不同 。 然语言的通俗 、叙事的真切 、议论的显

切 ，事件真实可信 体式通顺畅达 具有歌谣的特 豁 、爱憎的强烈 、句式的 自 由灵活 、篇章的长短随

征 创作实践上 写下 《卖炭翁 》 《杜陵叟》 《上阳 白 意 包括三字句起首 ，
后接以 七字句 ，

“

首章标其

发人 》等大量反映社会下层百姓的苦难生活 ，
揭 目 ，卒章显其志

”

的写法套路 ，则与 白居易
一脉相

露官吏腐败 、社会不公的新乐府诗 。 承 。 所以
“

郑评
”

谓其
“

乐府音韵 ，
此得其神 。

”

钟云舫的 《老艄公 》写
“

老艄公
”

对儿子的 日
（ 《老艄公 》 ）

夜思念 ，写得情深意长 亦不 免孤苦凄凉 ：

“

老艄 钟云舫的
“

新乐府
”

不仅继承了 白 居易
“

新乐

公 ，父子操舟各西东 。 儿辞爷去爷心恝 昼夜思儿 府
”

的风格特征 并形成 自 己 的特点 ， 同时 ，还与

心 目 中 。

” “

日 问 归帆夜思苦 ， 梦 中 时有 呼儿声 。 当时顺应资产阶级启蒙思潮的
“

文体革命
”

相呼

昨 日 轻舟轮到此 确知儿耗心狂喜 。 高 山百 四十 应 。 中国近代文学 可以 中 日 甲 午战争 （ 为

程途 足摄芒鞋宵去矣 。

”

界 分为前 、后两期 。 前期 传统的思想 、文化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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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等 ，
还没有 出现根本性的动摇 ， 文学的总体状况 五 、七言绝句

变化不大 基本上还是沿袭乾嘉以来的文学风气 七古
、
七律 、七绝 乃钟云舫诗歌的三大体式 ，

惯性发展 。 后期则随着清廷
一

连串对外战争的失 钟云舫的
“

新乐府
”

诗 是 以七 言为主的杂言体 ，

败和西学的东渐 、 资产阶级 民主思潮的涌人 ， 中国 可归入七古 ； 钟云舫的
“

无 题
”

诗 ， 则全为七 律 。

士大夫知识分子开始进入转型期 政治上也开始 《振振堂诗稿 》收钟云肪诗歌 题 首 ，其中七

了维新变革与 民主革命的政治变革 ，对民众进行 古 （含以七言为主的杂言 题 首 、七律 题

思想启 蒙的意识成为进步知识分子的共识 。 与之 首 、
七绝 题 首 、五律仅 题 首 ， 以题论 ，

相适应 文学的通俗化问题便成为文学变革的
一

其比例分别为 、 、 、
；
以首论 ， 其比

个重要方面 凸 显 出 来 ，
于是黄遵 宪 的

“

诗界 革 例分别为 、 、 、 。

命
”

、梁启超的
“

文界革命
”

等 口号相继提 出 ，文学 李白最擅长古风 其次 为绝句 ，

“

太 白 五七 言

呈现出 向新的文学时期过渡的征兆 。 然而文体革 绝 字字神境 篇篇神物 。

”

（胡应麟 ， 《诗薮》 （ 内篇

命在散文领域进展较好 ，在诗歌领域则基本还是 卷六 ） ） 。 钟云舫七古学李 白 ，七绝也以李 白 为楷

文言旧体的天下 ， 黄遵宪的新派诗虽 力主
“

我手 模 。 请看钟云舫绝句二首 ：

写我 口
”

，但仍然用典过 多 ， 雅词过重 ，
不免艰深 街杯细嚼 问坡公 ，

兹味松江 同 不 同 ？ 我

晦涩 不过是
“

以 旧风格含新意境
”

， 未能跳 出文 欲临风歌绰板 ， 先生 亭在 大江 东 。 （ 《舟泊 嘉

言旧体的笼罩 ； 倡导
“

诗界革命
”

，要求
“

新意境
”

州 东坡亭对岸得买墨鱼 烹食 》 ）

“

新语句
” “

新诗
”

的梁启 超也是
“

旧瓶装新酒
”

， 览胜归 来兴未终 ， 荒村几处 夕 阳 红。 前

未能突破传统诗歌审美趣味的左右 。 就连以柳亚 溪新涨芦花水 一个渔舟 荡晚风 。 （ 《题凌心

子为代表的资产 阶级革命文学 团体
“

南社
”

的诗 如画 扇 》 ）

歌 ，
思想 内容方面表现出极大的革新勇气 表现了 李 白七绝豪放爽朗 ，率直任真

，常常兴到 神会
一

民主革命的新思想 ，但体式格调仍与 旧 体无异 。 挥而就 俊逸潇洒 浑 然天成 ， 正如许学夷 《诗源

诗歌文体的真正变革 应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 以胡 辨体》所说
“

太 白 七言绝句 ，多一气贯成者 。

”

钟

适的 白话诗 《尝试集 》 为开端 。 钟云舫生 于清道 云舫《舟泊嘉州东坡亭对岸得买墨鱼烹食 》真有

光十七年 （ 年 甲午 战争爆发前 钟 云 如
“

关西大汉 铜琵琶 铁绰板 ， 唱 《大江东去》 。

”

舫 岁 ，写诗讽县令朱锡 藩 遭受迫害 ， 流落成 （俞文豹 ， 《吹剑录 》 ） 故
“

郑评
”

谓其
“

二十八字 ，

都 。

—

年钟 云妨提省待质所 ，

“

三年不 全属豪气 。

”

《题凌心 如画扇 》清 空一气 ， 明快爽

讯
”

， 时年 — 岁 。 死于 年正月 ，辛亥革 朗 正如这
“

芦花水涨
”

，

一

泻奔流 如这
“

渔舟荡

命前夕 ，
享 岁 。 钟云妨与黄遵宪 （ 风

”

，飘飘清飏 。 再看钟云舫七绝 《题莲塘 》 四首 ：

几乎同时 ，
比梁启超 （

— 大 岁 。 偶然乘兴觅春芳 ， 瞥见西 湖 照 夕 阳 。 此

年黄遵宪作 《杂感 》诗 提 出
“

我手写我 口
”

， 是吾家壁上 画 ，
是谁偷样作祠 堂 ？ （ 《其一 》 ）

年梁启 超作 《夏威夷游记》 正式提出
“

诗界革命
”

绕岸垂杨軍绿烟 ， 青腴千亩种 红莲 。 可

的 口 号 。 钟 云妨的
“

新乐府
”

诗不使事 ，
不用典 ， 怜 负 郭斯肌女 ，都为 家无一寸 田 。 （ 《其二》 ）

以凡人 、俗事入诗 ，
以 白话 、 口语 、新词入诗 ， 如 龙神痛 哭水妃妹 神 禹 无功 让 白 圭 。 湍

”

计工资
” “

轻舟轮
”

等 ，有继承 有革新 ， 当是积极 水 源 头碑纪在 ，
至令人不识 东 西 。 （ 《其三 》 ）

响应 寺界革命
”

的号召 ，所作 出 的大胆而宝贵的 文风开到 水云 乡 ，碎 瓦 于今歌舞场 。 惟

探索 ，从而具有近代思想启蒙和文体革命的性质 ， 有桑田 变沧海 今人搔首叹兴亡 。 （ 《其四 》 ）

绝不仅仅是对 白居易
“

新乐府
”

诗的简单模仿 、学 七绝体制短小 故贵在含蓄 ； 含蓄又不能刻意 ， 故

习和改造 、创新 。 钟云妨从古典诗歌诸多体式 中 又贵在 自然 。 李 白 的七绝既含蓄蕴藉 ， 又 自然天

选择 了新乐府诗 ，
继承发扬元 、 白

“

新乐府
”

思潮 成 既明白晓畅 ，
又韵 味无穷 这是绝句 的最高境

的革新精神 ，并身体力行 ， 努力为
“

诗界革命
”

， 为 界 。 钟云舫七绝 《题莲塘 》 四首 清新流美 ， 明 快

旧体诗的通俗化 、白话化 ，创出一条新路 。 钟云舫 自 然 ，然清新中有含蕴 明快中 内敛
“

西湖 夕 照
”

不愧为内地
“

诗界革命
”

的先驱 。

“

垂柳绿烟
” “

桑 田沧海
” “

搔首兴叹
”

， 似赞非赞
，



第 期 傅正义 ：

“

联圣
”

钟云舫《振振堂诗稿》 艺 术风格论

似讽非讽 ，赞中有讽 ，讽中有刺 ，表面委婉 实则严 南朝陈后主 。 陈后主不懂朝政 无心治 国 ，然吟诗

厉 畅快淋漓 痛快淋漓 ！ 确有李白七绝的韵味 。 作乐 ，

一代风流 ，真是
“

风流不幸为天子
”

， 既断送

钟云妨七绝
“

咏史
”

有唐杜牧七绝
“

咏史
”

之 了社稷 ，又枉费了才情 却让杜牧侥幸 ，浪得虚名 ，

遗韵 。 杜牧尤长七绝 ， 尤长
“

咏史
”

。 杜牧七绝
“

十年
一

觉扬州 梦 贏得青楼薄幸名 。

”

（ 杜牧 《遣
“

咏史
”

，历来备受推崇 ，
它俊爽劲健 ， 明丽高华 ， 怀》 ）语言俊美流畅 笔力劲健峭拔 ，情调感慨悲

有李 白之风 它含思悲凄 流情感慨 ， 常于怀古 中 凉 ，怀古伤悼 ’ 与杜牧七绝
“

咏怀
”

确有几分神似 。

带伤悼之情 则又独具风采 。 试比较钟云舫七绝 钟云妨也常常 以 杜牧 自 比——
“

我是风流騃杜
“

咏史
”

： 牧
”

（ 《杨德丞书来言女校书名青莲者能诗作此复

战气 汹汹 李 北平 ， 风霜绝塞挽长 纓 。 只 之》 ） 、

“

我本扬州 梦里身
”

（ 《无题》其
一

） ，透露出

缘未 了 封侯愿 ， 垂老沙场请一行 。 （ 《读 史六 与杜牧的艺术渊源关系 。

首 》其二 ） 钟云舫诗歌的艺术成就主要还是表现在七古

瀕到颠危不废诗 ， 九 州 亡尽说龟 兹 。 风 与七律 而七绝的则相对逊色 。

流不 幸为 天子 傻 幸扬 州杜牧之 。 （ 《读 史六

首 》其六 ）

“

其二
”

咏西汉名将李广 。 李广精于骑射 长于治 参考文献

军 ，奋身沙场 保卫边疆 ， 战气汹汹 ， 所 向无敌 然 丨 傅正 义
“

联 圣
”

钟 云妨 《振振堂 诗稿 》 题材主题论

朝廷赏罚不公 刻薄寡恩 ， 李广终不得封侯 致使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垂老沙场 ，失道受责 ，含冤负曲 愤而 自 杀 ，真是可
“ ’

歌可赞英雄风范 ，可泣可叹悲剧结局 ！

“

其六
”

咏
‘ （

责任编校 朱德东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