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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是宋韵文化中的重要内
容，在文学殿堂里媲美汉赋、唐
诗、明清小说。湖州在宋王朝240
州中，不仅以词人数量多被世人称
道，而且以丰厚的地域文化滋养了
宋词的萌芽、成长和成熟。晚清朱
彊村又以宋词研究开现代词学先
河，树典型于四海，播学术于天
下，在中国词史上声名显赫。所以
湖州冠以“宋词之州”，颇为贴切。

近日，一场由湖州学院人文学
院发起，中国词学研究会、湖州学
院、湖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湖州
市社科联、市文联、吴兴区政府共同
承办的2022中国词学高峰论坛在湖
州举行。千年词坛盛会，再现湖州，
九十八岁的叶嘉莹先生发来贺辞；
与会学者回顾、总结、提炼千年湖
州宋词文化精神，交流学术观点，
对打造湖州“宋词之州”文化品牌
提出很多观点。此次盛会对未来湖
州传承湖学风范、实施“宋韵文化
传世工程”、加强文旅融合发展一定
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贯穿宋词史的湖州影响

从文人词的源起到张先
一千三百多年前，一曲《渔歌

子》，在湖州苕溪岸畔悠然响起。伴
随这一声隐逸悠然、傲岸王侯的曲
调，是词体开始进入文人自觉的创
作阶段。词之源起，众说纷纭，学
界从未一统。但是词之文人化，或
谓词真正进入文人群体创作、文人
普遍重视填词的划时代事件，发生
在唐代中期的湖州。大历八年（773
年）颜真卿到湖州任刺史，乐于交
接地方闻人，把酒言欢，相与酬
宾。由此张志和一叶扁舟，翩然而
来，留下了中国词史上划时代作品
《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
鱼肥。

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
须归。

这首被誉为确凿的最早的文人
词，南唐后主李煜仿写、南宋高宗
赵构醉心、苏轼与黄庭坚痴狂、纳
兰性德模拟的词，学者莫不推崇备
至，极大地推动了词的萌芽成长。
词这种体裁原本潜滋暗长，未尝为
文人普遍接受，《渔歌子》横空出世
推动了文人圈的词创作普遍化。

词固然不是起源于湖州，却在
湖州得到文学史划时代意义的升华。

中国词史上，湖州的影响力并
未止步于此。

宋词发展史上，张先的意义同
样非凡。张先 （990 年—1078 年）
字子野，湖州人。他视晏殊为知
己，和欧阳修同年，与柳永交结，
提点青年才俊苏轼，让少年王安石膜
拜不已。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中，张
先以填词展示文采，绰号“张三
影”。因为他的词中有“云破月来花
弄影”“隔墙送过秋千影”“柳径无
人，堕风絮无影”三句名言。清代著
名词学批评家陈廷焯评论称：

“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也。
前此则为晏、欧，为温、韦，体段虽
具，声色未开；后此则为秦、柳，为
苏、辛，为美成 （周邦彦）、白石
（姜夔），发扬蹈厉，气局一新。”

这基本是词史共识，即张先在
词史发展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
要作用和意义。他之前的词风，尚
难成气候，音律多没有定格。自张
先始，开创了中国词史的许多率
先：他是词史上第一位开始自觉审
音律而成词律的词人，是第一个体
现宋代文化主体性的词人，第一个
大量使用词序的词人，第一个尝试
写长调慢词的词人，第一个较多描
写城市风光风情与繁华气象的词人
（许伯卿语）。这些“第一”奠定了他
词史成熟时期的重要地位。他的词
风影响贯穿两宋，风雅蕴藉的格律
词派即由此而起，成为宋词史上第
一个最重要的流派，周邦彦、姜
夔、吴文英等莫不因袭他的词风才
能再开启创新。

唐宋词史上重要流派的词人，
大多曾在湖州旅居生活，或参访或
为官。张先之后，苏轼咏“大江东
去”而至湖州，晁补之、秦少游、
黄庭坚、张耒等苏门学士也在吟诵
中路出湖州。石林词会，苕岸行
吟，六客堂风云际会，骆驼桥反复
咏叹，同样是词史上湖州闪亮登场
的高光时刻。醉心湖州的词人，举

凡苏轼等人之外，李清照、辛弃
疾、周邦彦、叶梦得、葛胜仲、张
元干、陆游、张孝祥、姜夔、吴文
英、王沂孙、周密等等词史上重量
级人物，使湖州成为中国词史上绕
不开的重要节点。

浙江大学博士后娄欣星学术论
文《<全宋词>作者的地理分布及其
成因》一文详尽分析统计天下词人
地理分布，列出宋代天下240州籍
贯词人，湖州以 30位词人位居榜
首。事实上，湖州宋代词人远不止
此，仅清末词学大家朱祖谋编撰
《湖州词征》就列了湖州词人33人
906首宋词，而当代学者许伯卿则列
出宋代湖州词人有38人 989首词，
更趋完备。

深深刻印在词史上的湖州文化
地理意象

从西塞山开始，湖州文化地理
意象就随着词史的发展而繁衍演
进。伴随 《渔歌子》 传闻天下的，
还有湖州的山水风情和地域文化魅
力。越来越多的湖州文化地理名词
进入填词者的文学视野。比如张先
写：“苕花飞尽汀风定，苕水天摇
影。”苏轼写：“苕岸霜花尽，江湖
雪阵平。”晁补之写：“水晶宫绕千
家，弁山倒影双溪里。白苹洲渚，
诗成春晚。”姜夔词序写：“《吴都
赋》 云：‘户藏烟浦，家具画船。’
唯吴兴为然。春游之盛，西湖未能
过也。”直言湖州胜却杭州。

其中最具风情的湖州文化地理
意象，莫过白苹洲。这原是湖州城
内一块水中陆地，“洲上有鲁公颜真
卿芳亭，内有梁太守柳恽诗，云：

‘汀洲采白苹，日落江南春。’因以
为名”。唐顾况有 《白苹洲送客》
诗，白居易也曾以“决破白苹洲”
吟诵之，可以说宋代之前白苹洲就
有五百余年的历史文化积淀。自温
庭筠以“肠断白苹洲”一唱三叹之
后，诗词中的白苹洲文化意象就被
反复修炼：欧阳修“人滞白苹洲”，
苏轼“来从白苹洲”，晁补之“白苹
洲渚，诗成春晚”，王安石“白苹洲
渚正沧波”，贺铸“殷勤为过白苹
洲”，陆游“醉下白苹洲”，吴潜

“肯负白苹洲”，陈允平“白苹洲上
雨初晴”，张炎“行行应到白苹
洲”，陈亮“红蓼岸、白苹洲”，袁
去华“西风吹老白苹洲”，汪莘“白
苹洲畔花无数”，韩玉“身寄白苹洲
末”，赵时行“渔歌风起白苹洲”，
管鉴“梦想白苹洲”，魏了翁“白苹
洲，芳草渡，玉湖亭”，程大昌“画
舸白苹洲”，王炎“春满白苹洲”。
一处白苹洲，写尽宋人词。乃至宋
代之后，纳兰性德吟“青帘低映白
苹洲”，毛奇龄诵“投竿何所，应在
白苹洲里”；这白苹洲的地域，如今
早已不知去向，每一句往哲前贤的
精彩华章，也早已未必实指湖州城中
那一方水中陆地，它早已幻化为令人
神魂颠倒、魂牵梦绕的文学意象，勿
需确指和实证。白苹洲已经成为文人
可以神通和意会的文化意象，蕴含
了一种丰富特殊的精神内涵。

如同白苹洲一样，三百年宋词
吟诵中，湖州有大量的文化地理意
象被反复书写，西塞山、横塘、苕
溪、石林、南园、骆驼桥、水晶
宫、六客堂、卞山（又作弁山）、法
华山、消暑楼、明月楼、西亭、墨
妙亭、水亭、水阁、余水阁、霅溪
馆、碧澜堂、集芳亭、山光亭、朝
霞亭、碧波亭、绝顶亭、何山、相国
池、何山、何氏书台、苕溪草堂、箬下
春、顾渚茶等等，它们或者为湖州自
然山水地理名词，或者为湖州物产
或知名文化建筑。由宋词吟咏一唱
三叹，这些物理方位名词早已超越
了指示地理坐标的意义，而被赋予
了特定内涵的文化精神。

可以说，在湖州可以寻访宋词
之踪迹，可以看见宋词之大美；而
在宋词中可以探访湖州的往圣踪
迹，探索前代风流蕴藉与丰富的文
学精神世界。

彊村授砚与当代词史研究的衣
钵传承

宋词史的研究，自宋代即已经
开始。而至晚清，词学巨擘、伟大
的爱国主义词人朱祖谋出，引领一
代风流，成为当代词学研究学者追
溯膜拜的偶像。朱祖谋（1857年—
1931年）号彊村、上彊村人，湖州
埭溪人。自幼生于书香门第，26岁
与沈家本同年中进士，为二甲第一
名传胪，可谓少年得志。多年官场
历练，让他对晚清国家危难深感忧
虑。光绪二十六年夏（1900年），他
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在朝堂之
上大胆进谏，反对轻易启衅开战，
险些罹祸。八国联军侵华之后，因
其远见卓识而被擢升礼部侍郎兼吏
部侍郎，后转为广东学政。但是他
已看透了晚清政治腐败堕落与黑
暗，决意弃官从学，以词学研究为
己任，实现了人生的一大转折。

朱祖谋词学与王鹏运、郑文
焯、况周颐并称晚清“四大家”，而
其学识高卓又远超诸人之上。他搜

集唐宋金元词家专集163家作品加以
勘校，印刷出版词学大型总集巨著
《彊村丛书》。他尤其钟爱桑梓故里
词人词集作品，辑历代湖州词人词
作完成《湖州词征》30卷、《国朝湖
州词录》6卷，成为晚清民国享有盛
誉的词学泰斗。

朱祖谋既是词学研究史上的集
大成者，传统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填
词大师，也是现代词学的开山鼻
祖。他对词学研究开新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他的填词作品 《彊村语
业》 被后世奉为圭臬，被学者批
点、校注、详解。他于词学普及也
颇费心机，曾精选完成《宋词三百
首》，被后世反复出版，成为与《唐
诗三百首》媲美的普及性读物。更
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提携后学，声望
极高，被视为唐宋到近代数万千词
学“殿军”。他的弟子如吴梅、龙榆
生、夏承焘、陈匪石等后来都成为
卓越的现代词学研究学者；目前国
内高校教研词学的老师和海外知名
词学研究学者，大多为朱祖谋的三
传、四传甚至第五、六代弟子。

朱祖谋临终将平时自己所用两
方砚台授予青年词学学者龙榆生，
以示学术衣钵传承，夏敬观、徐悲
鸿等纷纷以“授砚”为题材绘画，
成为学术史上佳话。而朱祖谋生前
也慷慨解囊，经常接济友人。挚友
况周颐（1859年—1926年）是广西
桂林人，号蕙风，研究宋词五十
年，卓有成绩，有《蕙风词话》《蕙
风簃随笔》等多部词学著作。二人
相互砥砺，研学宋词，交往密切，
约定死后同葬。二人分别于 1926
年、1931年病逝后魂归湖州南郊道
场，二墓相邻仅仅十几米，如今已
成为重要的词史名胜，历年皆有海
内外学者前来拜谒。朱祖谋词学研
究的传奇经历，成为湖州“宋词之州”
又一道靓丽风景。

中国词学高峰论坛盛会大
咖云集

此次湖州召开的词学高峰论坛
得到市委市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和
湖州学院领导的高度重视。8月9日
上午，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
全国顶尖的20多所高校的30余名学
者，以及中华诗词研究院、中华诗
词学会等研究者一起汇聚湖州，围
绕“宋词之州”主题，各抒己见，
畅谈词学及湖州打造“宋词之州”
文化品牌的未来。会议启幕时刻，
叶嘉莹先生发来音频贺辞，对于此
次盛会成立中国词学研究会湖州中
心表示祝贺，并对词学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她回顾了自己学词经历，
认为词有幽微隐约的情思值得探
索。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馆研
究中心主任、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
杨志新认为，中华诗词文化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接参与了支撑了中华文明的范式
建构的大格局，湖州是词文化的一
方重镇，在词的发展传承中具有不
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

多家媒体报道了此次盛会。中
新网称，宋韵文化是浙江文化的独
特标识，宋词则是宋韵文化的核心
载体。此次词学高峰论坛，正是一
场宋韵文化的溯源之行，通过回首
湖州千年文脉，探寻宋词文化基
因，挖掘发扬宋词文化精髓。

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王兆鹏先
生认为：“从中国古典词学角度出
发，文人词从吴兴开始，在吴兴结
穴，一头一尾都在吴兴。这里也可
以说是现代词学的开创之地。”他表
示，可以将吴兴词学资源联结起
来，开发转化为文旅资源，让词文
化走进千家万户。首届中华词学研
究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国词学研
究会名誉会长杨海明认为，宋词之
州的品牌应该趁热打铁，以湖州为
代表，与周边环太湖地区联合开发
打造“词品牌”，更好地丰富中国词
学文化内涵。

国内目前还没有一座以中国词
学为主题的文化场馆。吴兴区正在
积极筹备建设中国词学馆，将其打
造成集文物收藏、多元展示、学术
研究和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场馆，成

为展示宋词文化的“重要窗口”。同
时，组织举办宋词文化艺术节等系
列活动，让宋词浸润到群众的生活
里，真正扩大宋词的影响力。参加
会议的中山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
学者彭玉平即兴赋诗，称：“湖州长
是盛诗词，一曲渔歌别样姿。今日
徜徉山水里，又闻天籁话当时。”

“宋词之州”文化品牌虽然在湖
州率先提出，但是并非仅仅湖州可
以称“宋词之州”。宋词的审美情趣
和文化精神，是贯穿在宋词史的纵
向历史和横向地理方位上的。正如

“唐诗之路”并非专属浙东一样，属
于当代宏阔的时代背景下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是不可以局限于一个地域的、
片面的或者自娱自乐性质的。“宋词
之州”精神品牌属于宋韵文化的范
畴，又有个性化的风格特点。在现
代市场经济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宋
词文化精神值得我们不断提炼、总
结、升华，并与当代社会结合，成
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
组成部分。

湖州“宋词之州”文化品牌打
造，可以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
作新的探索，也一定会成为湖州城
市文化的一张新名片。

宋词之州 共襄盛会

沈文彬

水是人类生命之源。贯穿中
国南北的大运河，千百年来以奔
涌流动的姿态，承载了商贸、文
化和风俗的兴盛与交融；见证了
国家政治、经济和城市的变迁与
发展。上世纪后期至新世纪初，
在我国改革开放与工业化的进程
中，大运河曾经遭遇了严重的水
污染。正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
（CCTV-1） 热播的浙产电视连续
剧《运河边的人们》，讲述的就
是运河岸边东江市治理大运河的
故事。

这部浙产剧 《运河边的人
们》给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影像视角独特，多维度展现
新时代大运河治理及其生态建设
成效

与 《大运河》《运河风流》
等以往运河题材影视剧不同，这
部《运河边的人们》呈现出了独
特的影像视角：以运河岸边的东
江市为叙事载体，聚焦青年党员
干部路长河的责任担当，通过治
理运河水污染、保护流域生态环
境；留住古镇历史建筑和传承运
河文化，成功实现世界申遗；打
造大运河旅游金名片，树立城乡
共同富裕样板等一系列事件，多
维度展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新时
代画卷。

东江市是中国大运河治理的
一个缩影，如此书写大运河的切
入点可谓以小见大、以微知著。

剧中故事反映在时间的跨度
上，表现了运河两岸从治理之前
到之后的巨大变化。尤为精彩的
是，剧集通过历史与现实相结合
的手法，在表现新时代大运河保
护、传承、利用的生动实践中，
给传统的历史文化赋予了现代感，
又使现实故事有了丰厚的文化底
蕴，由此丰富立体地向观众展示了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

戏剧冲突强烈，直面现实生
活中的矛盾使剧作充满张力

现实改革中，“保护环境”
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

《运河边的人们》围绕运河
叙事，“治水”是贯穿全剧的主
线，也是一个关键词。与“治
水”相关，剧中围绕运河两岸的
环境治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冲
突不断“出场”，比如：光明印
染厂向运河排放污水、排污企业
为多争取利益抗拒搬迁、企业工
人为保饭碗去路长河家闹事、黑
恶势力强迫农民进行“圈地”、

竞争对手设计陷害梁子言等等。
这些矛盾，无疑构建起了剧作强
烈的戏剧冲突，增强了戏剧效
果，从而使本剧在艺术表现上充
满了张力。

不回避现实问题和矛盾，正
是现实主义文艺作品的魅力所
在。《运河边的人们》的创作者
敢于直面现实生活，萃取生活原
型，艺术化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事件和典型人物”，真实地描
摹社会现实，凸显时代特征，因
而紧紧地扣住了广大观众的心
弦，起到了与观众同频共振的艺
术效果。

人物形象丰满，栩栩如生塑
造了“新时代运河人”群像

《运河边的人们》是一部主
旋律电视剧，虽然选题宏大，但
是故事的表现非常具体生动，让
观众看得进、记得住。而这都依
赖剧本对人物的精心设计和一众
演员的精彩表演。

男主人公路长河工作沉稳，
善于思考，办事公正，作风踏
实，他穿一身制服骑着自行车，
只要检查时双眼紧盯对方炯炯有
神……回到家中,他围裙做饭,令
人倍感亲切。女主人公梁子言是
一位知识女性，生活中的她为不
影响丈夫的工作，默默地挑起了
照顾孩子和家庭的重担，还为婆
婆分忧、资助小妹出国留学，这
一温婉、贤惠的女性形象让无数
观众称道。梁家轩教授，为保住
古镇历史建筑，毅然冲进镇政府
拆迁现场会进行阻止，入木三分
的表演令人拍案。

此外，研究生乔雨、苏氏集
团副总周海涛、大运河综合治理
指挥部主任李静山等角色的成功
塑造，在荧屏上栩栩如生地树立
起了“新时代运河人”群像。这
对弘扬新时代大运河文化，具有
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运河边的
人们》还对传统运河文化作了大
量展示，比如湖州、杭州运河沿
岸富有江南特色的古建筑，以及
风土人情，这其中既有历史和民
俗文化，也有地域文化，包括饮
食文化、漕运文化、服饰文化
等。这些元素在剧中如诗如画般
地出现，让观众充分领略运河文
化细节的同时，也抓住了观众的
眼球。

观看《运河边的人们》，也
让笔者真切体悟到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内在逻辑和客
观必然。

聚焦古老运河
书写时代画卷

——观浙产电视连续剧《运河边的人们》

蔡圣昌 葛铁牛

2008年 8月 23日，湖州双
林人葛先生去双林乡下吃素酒，
为一九十耄耋老人送葬。在吃酒
的过程中，听一位朋友说起，他
在造房子的时候，从老墙里拆出
一块石碑，上面有许多看不清的
文字。葛先生一直对文物感兴
趣，酒席未吃完，即赶赴朋友家
去察看那块石碑。到了朋友家
里，朋友从墙角落里搬出一块上
面堆满了黄泥的石碑，葛先生连
忙跟朋友一起用布头死劲擦去烂
泥，又用清水反复擦洗，直到看
清楚文字为止。他发现石碑上前面
一行写着：“明故封安人赠恭人先
室盛氏墓志铭”。因为当时他未备
相机，连拍照的手机也没有，就连
忙将石碑上的文字抄录下来。后
来，他认真研究琢磨石碑上的文
字，发现石碑是吴秀为他的原配夫
人写的墓志铭。这段“墓志铭”后来
录在新编的《双林镇志》上。

吴秀，字越贤，号平山，吴
江震泽人，生于1538年，青年
时期吴秀曾经在双林澄心庵里读
过书，隆庆辛未（1571年）中进
士，曾经出任江西九江知府，又
任扬州知府。吴秀娶的原配夫人
是双林人盛氏，她十四岁即嫁给
吴秀，四十五岁去世。据1917
年 《双林镇志》“寓贤”记载，
吴秀少时在双林读书非常刻苦，
夏天有很多蚊子，为了避免被蚊
子咬，他将脚搁在一只坛子里。
经常“丙夜不辍。夏苦蚊，以足
纳瓮中，有所诵必精熟乃已，否
则自挞。明嘉靖甲子举于乡，隆
庆辛未进士及第。”

吴秀死后，他的名字入祀
“乌程乡贤祠”。他是震泽人，怎
么会入到“乌程乡贤祠”里呢？

这是因为，吴秀是以乌程县的户
籍参加的会试。清代科举有“寄
籍应试”的规定，参加考试的考
生可以不以原籍的户口参加考
试，而以实际居住地或者寄籍的
户口所在地的名额参加考试。吴
秀以乌程籍的名额参加考试，明
显是跟他夫人盛氏有关。因为他
夫人盛氏是双林人。后来发现的

“明故封安人赠恭人先室盛氏墓
志铭”中，吴秀写道：“甲子余
叨乡试，隆庆辛末中，礼闱第
三，以成进士，皆恭人助也。”
吴秀的夫人盛氏死后被封为恭
人，所以“恭人”即指他的夫人
盛氏。吴秀用乌程籍的户口关系
参加考试，结果考中了，他当然
得感谢自己的夫人。

据《吴江方志》记载：“吴
秀本震泽人，以乌程籍赴乡试，
故谢世后入乌程乡贤祠。”所
以，对吴秀，也算是一个湖州
人，《湖州名人志》内有他的记
载。《双林镇志》也将他收录。

又据记载，吴秀在明代万历
中出任扬州知府时，看见堂上额
有“平山”二字，因此非常欢
喜，他说：“这里也有‘平山’
二字，怎么会这么巧，这平山堂
居然跟我的号相同！”因此后来
他将“平山”二字刻在寺庙里，
现在扬州有“平山堂”古迹。

吴秀死后，人们作棹歌纪念
他：“鸿踪偶尔托禅关，遥夜书
声出水湾。谁信扬州吴太守，平
山堂额伴归山。”

吴秀与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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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张先《十咏图》（局部）

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为湖州中心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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