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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刻本《幽兰草》标志着云间词派的确立，是研究该词派早期创作和理论主张的第一手资

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从“云间三子”的交往活动和文本两方面来考察，《幽兰草》的大致创作时间是

在明崇祯七年至十年之间，约结集于崇祯十年。“云间三子”创作《幽兰草》时，在词学观上有着某种共

识，并自觉地用相对统一的标准去实践这种共识。从题材、语象的选择，到以小令为主的体式运用，以及

蕴涵于作品中的内在情思和意蕴，都体现了“云间三子”对南唐、北宋婉约词派的认同和回归，其矫正明

词异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结束明词颓势、使词重新回到本体轨道上来的一个闪亮起点。

［关键词］《幽兰草》；云间词派；创作与结集；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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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云间词派研究来讲，明刻本《幽兰草》是最重要的词集之一。但由于该刻本长期湮没无闻，

清代藏书家皆无著录，致使此前云间词派的研究一直疑云重重。近年来，《幽兰草》和有关云间派的

另两部重要文本———诗集《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和词集《倡和诗余》，已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为一书，

并重新出版，为研究云间词派提供了极佳的文献依据，有助于对一些问题的澄清和解决。

一、《幽兰草》的创作和结集时间

《幽兰草》是“云间三子”词的合集，共三卷，卷上李雯（字舒章）词 #! 首，卷中陈子龙（字卧子）词

99 首，卷下宋徵舆（字辕文）词 #@ 首。新出版的《幽兰草》据上海图书馆藏潘景郑先生旧藏明刻

本（卷首有“曾藏潘景郑家”印章）录出，版心下刻有三人的堂号，陈子龙是“江蓠槛”，李雯是“仿佛

楼”，宋徵舆是“凤想楼”。关于“江蓠槛”堂号，见《陈子龙诗集》卷五《寄怀闻子将（闻启祥）宗远（朱

灏）归自钱塘知子将方养疾山中》诗：“子偃山中桂，予荐江上蓠。”［<］（),<=<）此诗收入《属玉堂集》，作

于崇祯七年（<B=#）春。“仿佛楼”堂号见李雯《蓼斋集》卷三四《陈卧子属玉堂诗叙》：“会卧子有‘属

玉堂’之编，而余亦有‘仿佛楼’之刻，合二帙而观之，可以知两家之优劣矣。”［!］（),#&#）该叙作于《属玉

堂集》编成之崇祯八年（<B=9）。可见“江蓠槛”和“仿佛楼”最晚在崇祯七年和八年已经取名。惟宋

徵舆“凤想楼”不知取名于何时。

关于《幽兰草》的创作时间，应立足于文本，并结合“云间三子”的交往活动来进行考察。宋徵舆

《林屋文稿》卷一〇《云间李舒章行状》云：“甲戌（崇祯七年），徵舆以诗受知于卧子，先已获从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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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至是相得益欢。”［!］（"#!$%）同书卷八《於陵孟公传》云：“（卧子）试于春官者再，皆报罢。归则选暇

日辄纵声酒，而与李生雯益倡和为歌诗，相得欢甚，惟不佞徵舆亦时与焉。”［!］（"#!!$）据此可知，“云间

三子”全部订交是在崇祯七年。《幽兰草》多陈、李、宋唱和之作，它必然产生于三人同时赋闲居松江

且来往密切的时期。如果仅就陈子龙本人而言，自崇祯七年试春官罢归，至崇祯十三年（&’()）赴绍

兴司理任止，在长达七年的岁月中，他除了因赴崇祯十年丁丑（&’!*）进士试而离家数月之外，大部

分时光都是在松江度过的。然而，“三子”同时赋闲在家的，则惟有崇祯七年到十年这一段时间。到

崇祯十年冬天，李雯开始为讼父冤而奔忙，陈子龙则于崇祯十一年（&’!%）以后，将主要精力转向《皇

明经世文编》和《农政全书》等文献的编辑整理工作，虽仍然居家，但无暇顾及其他!，这意味着崇祯

十年冬天以后，“三子”聚少离多，已经不具有频繁唱和并大量作词的充分条件，因此，将《幽兰草》的

大致创作时间框定在崇祯七年到十年，是不会有大的疑问的。而其中崇祯八年乙亥（&’!$）、九年丙

子（&’!’）以及崇祯十年陈子龙奔丧归里之后至年底这段时间，是“云间三子”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

许多资料可以印证这一点。宋徵璧《平露堂集序》云：“犹忆乙、丙之间，陈子偕李子舒章、家季辕文

唱和勤苦。”［&］（"#*’$）陈子龙《年谱》云：“（崇祯九年）春，读书南园，时与宋辕文相倡和。”［&］（"#’$+）宋徵

舆《云间李舒章行状》云：“丁丑，舒章馆于徵舆之家，而卧子是年举进士，以母丧归，三人相聚里居，

互相劘切，所谓（为）诗篇甚富，各梓为一编，间传于世。”［!］（"#!$%）这段时间给“三子”相聚吟诗赋词留

下了许多机会。陈子龙《三子诗选序》云：“曩予家居，与二子交甚欢，衡宇相望，三日之间，必再见

焉。见则有吟咏，互相劘切，申以旦旦，曰：‘是无间寒暑而不辍风雨者也’。”［&］（"#**&）另外，在崇祯十

年陈子龙应试京师期间，李雯与宋徵舆仍吟诗赋词，唱和不绝，李雯写于崇祯十年的《与卧子书》云：

“今岁在辕文家，两人相对日夜作诗。”（《蓼斋集》卷三五）［+］（"#$)’）收入《白云草》的陈子龙《寄李舒章

宋辕文》诗亦云：“梦到江南曲巷斜，楚云何处莫愁家？怜予憔悴金台马，羡尔殷勤玉树花。薇帐夜

香迎翠羽，珠楼春雨按红牙。惟应高唱临风度，明月怀中忆绛纱。”“怜予”二句后有注曰：“让木（宋

徵璧，字让木）书来，知二君近耽词曲。”［&］（"#(’%）

再从文本的角度来考察，可知《幽兰草》承袭《草堂诗余》的体例，大体上按时序编排，虽然不像

陈子龙的诸多诗集那样有较为清晰的时间链，但对于了解《幽兰草》的大致创作时间仍提供了一些

有价值的信息。《幽兰草》是由宋徵舆“汇而梓之”的（见陈子龙《幽兰草题词》），按常理，作为编辑

者，宋徵舆本人的词作在时间编排上应该比陈、李的词作更加清晰有序。以下是笔者所拟“云间三

子”唱和词表（见表 &），将宋徵舆的全部 (% 首词按辽宁教育出版社本《幽兰草》原顺序排列于左边，

以此作为参照坐标，而将陈子龙、李雯二人的部分词（主要是关涉三人唱和的作品）排列于中间和右

边，次序较《幽兰草》原顺序有所调整。

表 ! “云间三子”唱和词表

序号 宋徵舆 李雯 陈子龙

& 《醉花阴·重阳》 《醉花阴·重阳和辕文作》

+ 《南乡子·秋病》

! 《阮郎归·秋深》 《阮郎归·秋晚》

( 《桃源忆故人·怀旧》

$ 《蝶恋花·秋闺》 《玉楼春·秋闺》

’ 《菩萨蛮·秋怨》

* 《虞美人·风情》 《鹊踏枝·风情》 《鹊踏枝·除夕舒章见寄因秉烛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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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号 宋徵舆 李雯 陈子龙

! 《小重山·除夕》

" 《踏莎行·立春》 《虞美人·立春》

#$ 《临江仙·再柬卧子》

## 《浣溪沙·微雨》

#% 《蝶恋花·落叶》 《蝶恋花·落叶》 《蝶恋花·落叶和舒章》

#& 《临江仙·秋怀》 《临江仙·秋思》

#’ 《浪淘沙·秋海棠》 《醉桃源·咏秋海棠》

#( 《临江仙·小春》 《临江仙·小春》

#) 《谒金门·红叶》 《谒金门·红叶》

#* 《画堂春·秋柳》 《画堂春·秋柳》

#! 《一剪梅·别意》 《一剪梅·别意》

#" 《渔家傲·咏雪》 《渔家傲·咏雪》

%$ 《卜算子·除夕》

%# 《桃源忆故人·春寒》 《桃源忆故人·春寒》 《南乡子·春寒》

%% 《天仙子·春月》 《南柯子·春月》

%& 《西江月·梅花》 《西江月·梅花》 《虞美人·梅花》

%’ 《虞美人·黄昏》 《点绛唇·黄昏》

%( 《惜分飞·新柳》 《渔家傲·咏新柳》 《惜分飞·新柳》

%) 《菩萨蛮·春潮》 《临江仙·咏春潮》 《丑奴儿令·春潮》

%* 《谒金门·晚晴》

%! 《南乡子·春病》

%" 《浣溪沙·杨花》 《浣溪沙·杨花》

&$ 《醉落魄·春闺风雨》 《醉落魄·春闺风雨》

&# 《青玉案·春暮》 《青玉案·春暮》

&% 《天仙子·春恨》 《天仙子·春恨》

&& 《菩萨蛮·秦淮闻弦索》

&’ 《玉蝴蝶·美人》 《玉蝴蝶·美人》

&( 《千秋岁·与友人记事》

&) 《忆汉月·旅邸芭蕉》

&* 《更漏子·秋夜》 《生查子·秋夜》

&! 《浪淘沙·秣陵秋旅》

&" 《清平乐·秋晓》 《清平乐·秋晓》

’$ 《长相思·秋风》 《长相思·秋风》

’# 《浣溪沙·咏雪》

’% 《菩萨蛮·不寐》 《醉花阴·不寐》

’& 《木兰花·柳絮》 《木兰花·杨花》

’’ 《苏幕遮·枕》 《苏幕遮·咏枕》 《苏幕遮·咏枕》

’( 《醉红妆·萤》 《醉红妆·咏萤》

’) 《浣溪沙·五更》 《浣溪沙·咏五更》 《浣溪沙·五更》

’* 《千秋岁·别意和王介甫韵》

’! 《锦帐春·画眉》 《眼儿媚·咏画眉》 《锦帐春·画眉》

’" 《一剪梅·咏燕》 《浪淘沙·咏夏燕》 《一剪梅·咏燕》

($ 《浣溪沙·子规》

(# 《蝶恋花·晓别》

上表中的宋徵舆词大致可分为四组，其中前三组词按四季时序排列得颇为清楚：序号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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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为第一组，时间是秋冬至春；序号 !!—"# 的词为第二组，时间是秋冬至暮春；序号 ""—$! 的词为

第三组，时间是秋冬；序号 $#—%! 的词为第四组，与前三组不同的是，第四组词的时序性明显淡化，

多为咏物词。尽管前三组中也出现咏物词，但其季节特点突出，与第四组词显然不同，仍应作时令

类词看待。从这四组词中可以见出宋徵舆词排序的大致思路，即先按时间顺序编排，再把咏物词和

难以确定时间的词编在最后。按时序排列的前三组词正是我们推定《幽兰草》主要创作时间的重要

依据。这三组词共经历三个秋冬，跨越四个年头，每组之间都缺夏季词，出现明显的时序断层，据

此，笔者认为这三组词约始于崇祯六年（!&""）秋，止于崇祯九年秋冬。兹求证如下：

（!）第一组词（序号 !—!’）作于崇祯六年秋冬至崇祯七年春。李雯卷内，《鹊踏枝·风情》（序号

(）、《小重山·除夕》（序号 )）、《踏莎行·立春》（序号 *）前后紧承；陈子龙卷内，《鹊踏枝·除夕舒章见

寄因秉烛和之》（序号 (）后紧承《虞美人·立春》（序号 *）。两人的作品既是酬和词，排序又同为除夕

在前，立春在后。检郑鹤声《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崇祯六年无立春日，崇祯七年正月、十二月两次

立春，前者立春日为正月初六，晚于除夕，故前述李、陈诸词当作于崇祯六年除夕和崇祯七年立春之

际。与之相应，此前序号为 !—& 的词均为秋词，可基本认定其作于崇祯六年。

序号 ( 包括宋徵舆《虞美人·风情》、李雯《鹊踏枝·风情》、陈子龙《鹊踏枝·除夕舒章见寄因秉烛

和之》三首词，看似系三人唱酬之作，但我们已知崇祯六七年之际，陈子龙和宋徵舆尚未订交，子龙

词副题亦仅曰“除夕舒章见寄因秉烛和之”而未及宋，由此不妨作这样的推断：此 " 首唱和词其实分

两组，一组为李、宋唱酬，以“风情”为题；另一组为李、陈唱酬，以《鹊踏枝》为调，即李先将作品寄给

时在京师的陈，陈复作词和李。李雯《临江仙·再柬卧子》（序号 !’）下阕有云：“鱼钥先通金锁信，莫

教红叶沉沉。卢家待暖画堂春。”［$］（+,%）“卢家”当指子龙之妻张孺人和妾蔡氏。子龙于崇祯六年纳

蔡氏于家，随后即北上赴试，途中至广陵求一女未遇，李雯作《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

不遇也寓书于予道其事因作此嘲之》有句云：“茂陵不与临邛并，更语相如莫浪求。”（《蓼斋集》卷二

五）［#］（+,$#$）李雯此语用《西京杂记》典故：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

乃止。陈寅恪先生认为，卓文君（即“临邛”）殆指柳如是，笔者认为应指蔡氏。当时柳如是的身份至

多只是陈子龙的婚外情人，以之比卓文君不合适，而惟蔡氏恰能吻合题目中之“纳宠于家”。在《临

江仙·再柬卧子》词中，李雯又从另一个角度规劝卧子，希望其顾念家室，莫使闺中人徒守空房。一

诗一词，所指事意相同。《临江仙·再柬卧子》紧承《踏莎行·立春》之后，当作于崇祯七年春。

第一组词以李雯《小重山·除夕》为界，序号 !—) 的词均作于崇祯六年秋冬，且多为宋、李唱

和（此亦可证宋、李订交最晚在崇祯六年秋），序号 *、!’ 的词作于崇祯七年，仅有李雯《踏莎行·立

春》、《临江仙·再柬卧子》和陈子龙《虞美人·立春》三首。

（#）第二组词（序号 !!—"#）的作年较难求证。由于第一组词作于崇祯六年秋冬至崇祯七年

春，第三组词（序号 ""—$!）作于崇祯九年秋冬，中间相隔时间从崇祯七年至九年，跨越三个年头，

因此，第二组词的作年存在三种可能：或作于崇祯七年秋冬至八年暮春，或作于崇祯八年秋冬至九

年暮春，或作于崇祯七年秋冬至九年暮春。笔者以为不能排除第二组词中有作于崇祯七年的，但多

数词作于崇祯八年秋冬至崇祯九年暮春。显然，第二组词数量比第一组大大增多，且“三子”共同唱

和的作品也多，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三子”的交往非常密切。崇祯七年，陈子龙于春

天下第罢归后，“杜门谢宾客，寡燕饮，专意于学矣”（《陈子龙年谱》）［!］（+,&%’）；李雯是年五月离家游

黄山，直至秋后方归；是年仲冬，陈子龙偕彭宾等人出游杭州。因此，“三子”之间的交往在崇祯七年

并不频繁，应无“三日之间，必再见焉”这样的往来，共同参与的唱和亦必定寥寥。崇祯八年，陈子龙

于春天偕诸同社读书南园，李雯《蓼斋集》卷三四《会业叙》叙述了当时的情况。文中写道：“今年春，

闇公（徐 孚 远）、卧 子 读 书 南 园，余 与 勒 卣（周 立 勋）、文 孙（陆 庆 曾）辈 或 间 日 一 至，或 连 日 羁

留。”［#］（+,%’’）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南园是几社成员会聚的重要地点，但李雯《会业叙》中只字未提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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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舆。在漫漫三春，在“或间日一至，或连日羁留”的许多天里，却没有留下宋徵舆的身影，这至少说

明陈子龙与宋徵舆的交往直到崇祯八年春尚不密切。上表序号为 !" 的《蝶恋花·落叶》，是第一首

三人均参与的同调同题词，但陈词注明“和舒章”而未及宋辕文，情况与前述序号为 # 的“风情”词类

似，看似系三人唱酬之作，其实分为两组，一组是李、宋唱酬，另一组是陈、李唱酬，因此，不能完全认

定创作《蝶恋花·落叶》时，陈子龙与宋徵舆已有直接唱和。但可以肯定的是，从序号为 !$ 的《临江

仙·小春》开始，陈子龙与宋徵舆已有了直接的唱和。我们已知“三子”过从最密、唱和最勤的时期始

于崇祯八九年之交，而“小春”即农历十月，已属初冬，《临江仙·小春》之后，序号为 "!—%" 的春词颇

多陈、宋唱和或“三子”共同唱和之作，创作的稠密和交往的密切在时间上正相吻合，因此，第二组词

从《临江仙·小春》开始，当作于崇祯八年秋冬至九年暮春。

（%）第三组词（序号 %%—&!）当作于崇祯九年秋冬。该年秋，宋徵舆和李雯应试金陵，宋徵舆

《菩萨蛮·秦淮闻弦索》、《忆汉月·旅邸芭蕉》、《浪淘沙·秣陵秋旅》等词均为此时所作。

《幽兰草》的结集当在崇祯十年左右。如前引宋徵舆《云间李舒章行状》所述，崇祯十年秋卧子

归里之后到年底这段时间内，陈、李、宋三人不仅互相劘切，创作甚勤，而且将三人诗作———陈子龙

之《白云草》和《平露堂集》、李雯之《仿佛楼稿》、宋徵舆之《佩月堂诗稿》同时“各梓为一编”。这个信

息提醒我们，三人似乎有意要对近年来的创作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和检验。如果真有这种意识，则

很可能在整理诗篇的同时也整理词作，《幽兰草》因此而得到结集刊刻。

二、《幽兰草》的价值定位

《幽兰草》由理论（即陈子龙《幽兰草题词》）和作品两部分组成，代表了以陈子龙为首的早期云

间词派的词学观和创作实践，在解读《幽兰草》时，应当兼顾理论和创作两个层面。在《幽兰草题词》

中，陈子龙对唐五代以后词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清理，并对各时代的词作了评价。他认为，南唐、北宋

代表了词的最高成就，南宋以后开始变调，元、明则是词趋于衰落的阶段。面对明词日益显现的颓

势，陈子龙表现了强烈的正本清源意识和振衰救弊的愿望，将复南唐、北宋词之古作为革除明词弊

病的突破口，力图使词回归本源，还词以本来面貌。解读《幽兰草》即应以此为基本的出发点。

“云间三子”的词并不仅仅限于《幽兰草》，陈子龙和宋徵舆另各有《湘真阁存稿》和《海闾倡和香

词》，均收在云间词派另一部词集《倡和诗余》中，李雯还有专集《蓼斋词》。尽管三人的禀赋各异，个

性不同，艺术风格各具面貌，但在《幽兰草》的创作中，他们却有着许多共同之处。

外在形态上，《幽兰草》中“三子”的共同点体现于题材、语象的选择和以小令为主的体式运用等

诸多方面。《幽兰草》合卧子、舒章、辕文之词于一编，大多数作品于词调之外复立标题，标题以言

情、咏物和咏时令为主，而尤多咏时令和咏物词。所咏之物有镜、枕、春风、春雨、春月、春潮、秋风、

秋雨、雪、落叶、红叶、新柳、秋柳、芭蕉、秋桐、杨花、游丝、海棠、桂、梅花、杏花、画眉、夏燕、子规、萤，

等等，所咏时令有除夕、立春、人日、上元、寒食、清明、五日、重阳、中秋、小春、春暮、初夏、夏夜、春

晓、秋晓、秋深、秋晚、秋夜、冬暮、冬晓、黄昏、五更，等等，显示出题材的趋同。

在语象的取舍上，“三子”同样表现出高度的趋同，他们共同选择一些固定的意象和情感性语

汇，并集中、反复地使用，引起强烈的视觉冲击。比如大量使用梦、泪、影等意象。以陈子龙《江蓠

槛》词为例，含“梦”的句子多达 !’ 处：（!）“几分消梦影”（《菩萨蛮·春雨》）；（"）“才与五更春梦

别”（《蝶恋花·春晓》）；（%）“冷风尖，清梦杳”（《苏幕遮·清明》）；（&）“真似梦，也无愁，撩乱春心何日

止”（《木兰花·杨花》）；（$）“无端午梦逡巡起，春事已飘零”（《眼儿媚·春闺》）；（(）“九十韶光如梦

短”（《渔家傲·春暮》）；（#）“压损芳波一段愁，愁时梦未休”（《长相思·西湖雨中》）；（)）“残月疏更，有

梦何时了”（《苏幕遮·咏枕》）；（’）“香销午梦微”（《醉桃源·题画》）；（!*）“欲梦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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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云”（《满庭芳·和少游送别》）；（!!）“倘有梦来时，辜负多情，一夜天涯绕”（《醉花阴·不寐》）；

（!"）“梦中又到愁时节”（《蝶恋花·落叶和舒章》）；（!#）“不知千里梦，无奈五更愁”（《临江仙·小

春》）；（!$）“江水梦成明月路”（《玉楼春·冬别》）；（!%）“海棠梦断前春怨”（《醉落魄·春闺风雨》）；

（!&）“午梦阑珊归路杳”（《蝶恋花·春日》）；（!’）“落花春梦两无凭”（《浪淘沙·春恨》）；（!(）“韶光一

样，好梦已天涯”（《蓦山溪·寒食》）；（!)）“抛却闲愁入梦中”（《武陵春·闺怨》）。含“泪”的句子 !"
处：（!）“泪痕落镜红明灭”（《蝶恋花·春晓》）；（"）“临行简点泪痕多”（《踏莎行·寄书》）；（#）“数行珠

泪倩他流”（《虞美人·镜》）；（$）“黄昏和泪悄中庭”（《山花子·雨愁》）；（%）“支尽泪痕天不晓”（《苏幕

遮·咏枕》）；（&）“泪盈红袖”（《满庭芳·和少游送别》）；（’）“一春常是泪花前”（《望远行·人日》）；

（(）“独剔银灯和泪”（《探春令·上元雨》）；（)）“暗伤感、泪点春冰”（《玉蝴蝶·美人》）；（!*）“我泪未弹

花泪滴”（《天仙子·春恨》）；（!!）“泪眼栏杆倚”（《青玉案·春暮》）；（!"）“杜宇声声和泪红”（《武陵

春·闺怨》）。“梦”、“泪”连用 " 处：（!）“半枕轻寒泪暗流，愁时如梦梦时愁”（《浣溪沙·五更》）；

（"）“奈他先倾离时泪，禁得梦难成”（《少年游·春情》）。含“影”的句子 !# 处：（!）“几分消梦影”（《菩

萨蛮·春雨》）；（"）“恁移花影窗前没”（《蝶恋花·春晓》）；（#）“朱阑清影下帘时”（《醉桃源·题画》）；

（$）“一帘凉影点清宵”（《醉红妆·咏萤》）；（%）“槐院深阴，乱花影、半钩罗袜”（《满江红·五日》）；

（&）“忽见西楼花影露”（《谒金门·五月雨》）；（’）“满院西风人影绝”（《蝶恋花·落叶和舒章》）；（(）“送

影湘裙展”（《蝶恋花·偶见》）；（)）“人影花阴瘦”（《虞美人·梅花》）；（!*）“融融翠影流”（《南柯子·春

月》）；（!!）“人影栏杆并”（《点绛唇·黄昏》）；（!"）“妆楼影，还照杏花明”（《小重山·水阁春月》）；

（!#）“淡日滚残花影下”（《浣溪沙·杨花》）。辕文、舒章与卧子差可比肩。辕文词中涉及“梦”的句子

有 "$ 处，涉及“泪”的句子有 !! 处，涉及“影”的句子有 ’ 处；舒章词含“梦”句 ) 处，含“泪”句 $ 处，含

“影”句 !* 处。

《幽兰草》中，情感性语汇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销魂”（或“消魂”、“断魂”）、“断肠”和“愁”。据统

计，卧子词用“愁”字多达 "( 处，用“销魂”（或“消魂”）’ 处，用“断肠”% 处；辕文词用“销魂”（或“消

魂”、“断魂”）( 处，用“断肠”& 处，用“愁”字 !$ 处；舒章词用“愁”字 !* 处，用“断肠”" 处。

“云间三子”在创作《幽兰草》时为什么会如此高度趋同呢？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三子”多有唱

和，但更为重要的是，“三子”创作这部词集时，在词学观上有着某种共识，并自觉地用相对统一的标

准去实践这种共识。从题材、语象的选择，到以小令为主的体式运用，都体现了“云间三子”对南唐、

北宋词婉约一派的认同和回归，其矫正明词异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回归和矫正尚属

外在形式，仅凭此并不足以与明词分庭抗礼，尤其是咏物、咏时令的题材，与明词热衷的花草美人风

尚甚至别无二致。能够真正体现南唐、北宋词精髓的，是蕴涵于《幽兰草》中的内在情思和意蕴。

《幽兰草》充溢着浓重的情思，读之常觉得有一股潜气内转于字里行间。且不说最易储汇情思

的恋情词，即使是咏时令和咏物之作，“三子”词亦多含情韵，可谓处处花草含情，时时风月着意。试

以陈卧子和宋辕文的《青玉案·春暮》词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卧子词曰：“青楼恼乱杨花起，能几日，

东风里。回首三春浑欲悔，落红如梦，芳郊似海，只有情无底。 华年一掷随流水，留不住，人千

里。此际断肠谁可比，离筵催散，小窗惜别，泪眼栏杆倚。”［$］（+,"%）辕文词曰：“杜鹃辛苦残红底，啼血

落，花风里。寻遍树头还树尾，青青无限，枝枝似洗，梦断闲桃李。 可怜柳岸轻绵起，又向晴川

入春水。昔日艳阳今有几，依稀满目，一经回首，遥隔如千里。”［$］（+,##）陈、宋二词同调同题同韵，为

唱和之作无疑。词的题材是咏时令，皆蕴涵着深永之致。卧子词上片以杨花为吟咏对象，借落红以

伤春，又以“青楼”、“情无底”牵涉人情，暗埋下片伤别意绪；下片借离筵以伤别，又于过片用“华年一

掷随流水”勾挽伤春意图。此词在立意上取法北宋苏东坡《水龙吟·杨花》词，集伤春、怨别意脉于一

体，并融入了自己曾经经历过的深刻的情感体验，写得绸缪婉娈、低回缠绵。邹祗谟评卧子此词曰：

“每读湘真词，令人移情惝怳者弥日。”［%］（卷一三，+,#$(）辕文词咏时令而以咏物手法出之，兼咏杜鹃、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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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及桃李，表现百花凋零的暮春景象，“字字凄切，如闻红愁绿惨之声”［!］（卷一三，"#$%&）。词的最后一

韵陡然振起，十分警醒，不仅感叹时光流逝，其中还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邹祗谟评此词曰：“末

二语非故作远语，正是极意蕴藉处。”［!］（卷一三，"#$%&）两首《青玉案·春暮》写得情思缱绻，韵味十足。

由于《幽兰草》长期湮没无闻，此前研究者常常将其与明亡后刊行的《倡和诗余》相混杂，将《幽

兰草》的某些作品当作是甲申国变以后所作，并以“寄托说”对其加以评论。被人反复举作“有寄托”

例子的有以下两首词：一是陈子龙《天仙子·春恨》：“古道棠梨寒恻恻，子规满路东风湿。留连好景

为谁愁，归潮急，暮云碧，和雨和晴人不识。 北望音书迷故国，一江春水无消息。强将此恨问花

枝，乱红积，莺如织，我泪未弹花泪滴。”［%］（"#’’）对子龙此词，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第三章认为是

“名士民族兴亡之感”［(］，张仲谋先生认为其作于甲申年（)(%%）春天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后，抒发的

是故国旧君之思［*］。二是宋徵舆《蝶恋花·秋闺》：“宝枕轻风秋梦薄，红敛双蛾，颠倒垂金雀。新样

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 偏自断肠花不落，人若伤心，镜里颜非昨。曾误当初青女约，只

今霜夜思量着。”［%］（"#’*）不少学者联系宋徵舆仕清的事实，认为“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

著”、“曾误当初青女约”之语，是宋徵舆愧对陈子龙这样的故友而表达的自疚心理。王国维《人间词

话》谓“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句，“可谓寄兴深微”［+］。如今《幽兰草》再度问世，陈、宋

此二词的写作时间已明，与明清鼎革无关，这些自不必多言，不过，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正因为

《幽兰草》诸作意蕴深厚，因此即使词本无寄托，亦常使人读之感到言外有某种大感慨、大寓意在。

南唐中主李璟有一首传世名作《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

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栏杆。”［&］（"#%$&）此词囊括了

“梦”、“泪”、“愁”等词汇，内容是写秋思，本无寄托可言，但却意蕴深厚，使人感觉到其中融入了对乱

亡时局的伤悼，读《幽兰草》词，也常有这种情浓意醇之感，容易联想出许多言外之意。

在陈子龙看来，南唐、北宋词的最高境界，是达到表象与内蕴的完美结合，即《幽兰草题词》所谓

“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在创作实践中，“云间三子”在追

求词的这种结合方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幽兰草》中许多作品写得自然浑成，内蕴厚重，这是与明

词之间最具实质性的区别，也是其回归南唐、北宋词的最出彩之处。刊行于清顺治十七年（)((,）的

大型词选集《倚声初集》，由王士禛、邹祗谟选辑并评点，王、邹曾获睹《幽兰草》，对《幽兰草》词的评

点亦因此颇能得“三子”之原意。邹祗谟评价曰：“词至幽兰诸调，言内言外，神韵各足，不善学者辞

多意少，风韵索然矣。”［!］（卷一三，"#$!$）

明代词以曲化和俗化为主要特征，以一个变异的面目立于词坛两百余年，积聚了巨大的惯性能

量。而当词发展到明末清初时，江南环太湖流域先后产生了诸多地区性的词派，不仅以词人、词作

量的突增而彰显于世，更昭告世人：词界将要发生一场重大的质的变革。云间词派以江南名士陈子

龙为盟主，当明词四衰之时，得风气之先，以明确的词学思想为指导，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在词坛异军

突起，在变革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云间三子”在创作《幽兰草》时遵循回归本源的理念，以南

唐、北宋词为标尺，宗婉约，尚雅正，秉承共同的审美取向，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不仅使人耳目一

新，也以此与明词划出了一道界线。虽然他们的理论和创作在当时尚显得取径过于狭隘，但正如邹

祗谟所云：“云间诸词毕竟以三君为正始”［!］（卷四，"#’!!）。《幽兰草》是晚明词界发生质的变化的重要

标志，也是结束明词颓势，使词重新回到本体轨道上来的一个闪亮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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