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家水调后人唱 

水调歌头是苏轼钟意的词牌，在其它词作里时有提及，如”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 （虞美

人 有美堂赠述古），“有书仍懒著，水调歌归去” （菩萨蛮 买田阳羡吾将老），“菰黍连昌歜，琼

彝倒玉舟，谁家水调唱歌头” （南歌子 游赏），他自己也填了四首。 

写于 1076 的“水调歌头 中秋”是四首里名声最响流传最广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

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作此篇时他为密州知州，中秋节怀念七年不得相见的弟弟苏辙，喝得酩酊大醉，酒醒后一气呵

成。这首水调尽管是私情缘发，但字里行间传递出对人间万物的通悯情怀，有一种普世精神和近

似信仰的理念。“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从此成

为千古绝唱，打动，感染，滋润，启发了无数心灵。 

1077 年兄弟俩在徐州共度中秋，分别后苏辙写了一首“水调歌头 徐州中秋”。他欢喜与哥哥中秋团

聚，但好景不长，旋即分手，又不禁伤感。同样官场受挫，有志难酬，哥哥读词后不忍弟弟的悲

情，和一首“水调歌头 安石在东海”，借古人之鉴开导鼓励后者，乐观潇洒，不羁功名的精神力透

纸背。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

西洲。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州。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

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与”水调歌头 中秋“不同的是，这曲水调摈弃对天上人间的憧憬，直面现实，表达对官场的厌倦，

归隐的向往，故乡的眷念，胞情的珍视，彼此的期许。“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淋漓尽

致地传达了兄弟俩身心相通亲密无间的感觉，读来让人动容。结尾的“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反用典故 ，与他在另一首给弟弟的词里表达的为官入世原则非常一致，即“用舍由时，行藏在

我，袖手何妨闲出看”（沁园春 马上寄子由），突出了苏公高洁的灵魂和君臣随缘的潇洒。 

1080 年苏轼因“乌台诗案” 被贬黄州，在那屈居四年多，生活艰难，精神苦闷，经历了他人生最低

谷的阶段。但正是在黄州，以往那个志得意满风流倜傥的苏轼变成踏实快乐获取生命真谛的苏东

坡。他从被命运不公对待的痛苦中解脱出来，褪去苦涩与悲愤，在山水和自然中寻求慰藉，寻找

灵感，寻思人生意义，创作出不少传世作品，这里也应该包括他的另外两首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 昵昵儿女语”作于 1081 年。他在词序里说，当时在友人家听琵琶演奏，琵琶女演罢向他

求词。他想起与欧阳修讨论欣赏音乐的话题时提到韩愈一篇相关的诗，于是据韩诗作此曲。 

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而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

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 



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尖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

能平。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这首词没有任何典故，以简洁的字眼，形象的对比烘托出一个琵琶手的演奏技能，是一篇音乐欣

赏的名作。首先，琵琶演奏者细捻轻拢，营造出一对情人私语的场面，将听众带进缠绵的二人世

界，像是一部交响乐里一段轻柔的序曲。几个回合下来，情侣之间说不断理还乱的胶着消失了，

刹那间，调声突变，带来刀光剑影血战疆场的激昂。渐渐地，硝烟平息，幽声再起，带出一个空

旷的世界。不一会，无垠的世界又有了生机，百鸟争鸣，一片欢乐。然后众声停歇，彩凤美音出

场，那天籁般的声音时而辗转攀缘，时而急落直下，高低错落， 丝丝入扣。随着琵琶者指尖的滑

动，听众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情景，情绪完全受音乐支配，激动时如炭火在胸中燃烧，悲切时如

冰块硬结在肠。就在人们听得如痴如醉不能自持时，琵琶女者断然停指，离座而去，奏者乐声

断，听者心声乱。 

“水调歌头 黄州快哉亭赠张偓佺” 作于 1083 年。当时苏轼的好友张偓佺也被贬谪到黄州，张在长

江边安家后，陋舍茅屋旁边建了一个观景亭。苏轼兴致极高，赐名之外加赋水调。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

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 

一千倾，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

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这首水调以写景为主，诙谐幽默，流露苏公天真率然的个性；把恩师欧阳修的词句镶嵌在词里，

彰显出他重情重义的人品；通过典故提炼出的两个历史人物做对比，反应他不为尘世所累，钟情

山水的自在逍遥。“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成为后代不少中华男儿的座右铭。 

苏轼学富五车，才华横溢，但因其平淡自然的艺术风格，作品并不晦涩，我在学习苏词的过程中

深有体会，如果排除典故及古代地名物名等必须掌握的知识，理解和欣赏苏词的门槛似乎不太

高。苏公在用字上有几大特点，能轻松引领读者进入他要传达的意境。苏词里的文字和艺术魅力

随处可见，这几首“水调歌头”里也有不少例子。 

首先，苏轼善用叠字，同样的字前后重复既加强印象，便于记忆，减少一定的认知难度，也有白

描般的写实效应。“昵昵儿女语”里的”昵昵“二字用得非常形象，两个情侣之间的私语，也许在传

情，也许在诉别，也许在争执，但无论如何都不希望被他人听到，那种排他性由这两个叠字给传

递出来。我第一次读到这句时立刻回想起几十年前的上海。跟全国各地一样，大上海也是几代人

共住一个房檐下，鲜少有单独的房间供情侣独处，于是，黄昏时分的外滩吸引了大批谈恋爱的年

轻人。那个时候能源不足，灯光照明黯淡，马路上灯黄黄的暗暗的，晚风袭来，黄埔江水的漂白

粉味直扑鼻翼，昏暗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浪漫，尽管这浪漫不甚甜蜜也不大舒服，那一对对情侣摩

肩擦踵地挤在江边护栏前，要把窃窃私语留在两人之间还真需要”昵昵“这样的方式。 

其次，苏轼敢在通篇不过几十字的一首词里重复使用同一个字，读来不觉累赘，反而体会到重字

的动感，乐感和质感。一首写听乐器演奏的词，用“泪”字突出情绪被渲染的程度再形象不过，在

“昵昵儿女语“里两处用到“泪”字。“恩怨而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双方争执不下，一方发出呜咽，

一方潸然泪下。在恋爱场上冲过锋陷过阵的人都知道，语言表达不出最强最深的爱恨情仇，多少



心痛心碎和心酸都是无以言表。结尾处又来一个“泪”， “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 。同样的“泪”

字，意思则有不同，这里描写的是音乐带来强烈的情绪波动，听众不能自己，泪流满面，而弹奏

琵琶的罢演而去，是让听众在音乐中忘我，还是不忍再加负重，給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另外，

两处地方用到“指”，上阕里的“恩怨而汝来去，弹指泪和声”表现的是男女私情，下阙里的“烦子指

尖风雨，置我肠中冰炭，起坐不能平”表达的是多变的指法演绎出完全对立的情绪。两个“指”字前

后呼应，强调琵琶者的高超指法。 

再次，苏公对单调无色彩的数字也不回避，而是自然地使用在词中。悉数我学过的苏词，发现

“一”字出现的频率最高，四首“水调歌头”里三首都多次使用了“一”：“快哉亭”里三处用“一”字“， “安

石在东海”和“昵昵儿女语“里都是两处用到“一”字。“一”字貌似简单，但巧用后效果丰富。在“一任

刘玄德，相对卧高楼“处把词人潇洒不羁的气质铿锵地蓬托出来，非常有力，也很有动感。”忽然

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里的”一“字，配上后面的量词”叶“字生动刻画出万顷波涛下一扁舟的渺小

及无常。”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

轻”里的”一“字与其他数字相对应，造成反差和对比，而且极具音律美。 

另外我也特别惊叹苏词里那些直白质朴的大白话，“安石在东海”里“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

我，惟酒可忘忧” 没有一个生僻字，读起来琅琅上口，前两句里的“我” “君” “醉”重复使用，和谐柔

美，传达出非常温馨的意境。“中秋“里四处有“有”：”明月几时有“ “不应有恨” “人有悲欢离合，月

有阴晴圆缺”，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字经苏风一吹，仿拂点石成金般变得光芒四射回味无穷，给通篇

词都注入色彩和灵性。 

在诗词里使用数字，叠字，重复字苏轼不是第一人，历代文学也产生了大量诗词达人，但经过千

百年历史长河的洗涤，其人其文还能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并不多，东坡在此稳占一席。 

此生我能学唱苏家水调，何其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