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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西五家词校注》

内容概要

广西文坛在清末尤为繁荣,在古文与词坛两个领域绽放奇葩。岭西五大家中的彭昱尧、龙启瑞、王拯不
仅长于古文,在词坛也有较佳的表现,龙启瑞、王拯的词作还被陈乃乾辑入《清名家词》,他们的朋友苏
汝谦及龙启瑞之子龙继栋亦皆善词。五人中王拯表现最为突出,他不但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词人,且以其
词创作活动感召词友,促进了广西词坛的发展。要言之,王拯、龙启瑞、苏汝谦承上启下,打开了广西词
坛的进一步发展的新局面,彭昱尧则异军突起,以其磊落慷慨之气带给词坛一股清新空气,而龙继栋则继
承了父辈词人的创作热情与创作手法,其在觅句堂的活动为广西词坛的繁荣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成
为联系王拯、龙启瑞、苏汝谦与王鹏运中间的一环。岭西五词人的创作活动为后来临桂词派的兴起奠
定了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上述众人的词作流传甚少,词名不彰,未能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亟待整理
研究。 本论文以挖掘地方文学遗产,弘扬民族文化为目标,对彭昱尧、龙启瑞、王拯、苏汝谦、龙继栋
等人的词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在探究他们的生平与经历,了解他们的交游及其他文学创作情况,并对他们
词集进行校勘、标点、注解等整理工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他们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以期把握
原作风貌。同时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找出他们之间的互相影响与联系,以期探寻清末广西词坛的发展
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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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整鹿车)193 又(一舸将迎十四桥)193-194 又(风月余生黯若何)194 又(巷柳园花费主持)194 又(悔别湘
南万里游)194 又(十载兵戈莽未涯)194-195 又(家具鸡栖屡挈将)195 又(心字香焚夜叩天)195 又(一昔秋风
计未差)195 留客住(宣南路)195-196 金缕曲(那得团瓢处)196-197 又(寂寞乌衣巷)197 高阳台(丹凤城
南)197-198 珍珠帘(春来做出迷离景)198 金缕曲(夜雨闻菰叶)198-199 又(掺乱同心结)199 踏莎行(画壁云
荒)199 东风第一枝(象管垂珠)199-200 浣溪沙(路入吴枫第几桥)200 又(泪落吴娘苦恨多)200 摸鱼儿(趁西
风)200 声声慢(罗帏卧冷)200-201 凤箫吟(懊春容)201 楚宫春(腓红腻白)201-202 水龙吟(梦回却怨东
风)202 浣溪沙(一枕新凉断雨闻)202 又(小阁寒香沁木犀)202-203 又(黯淡金花夜气消)203 又(几日春醒困
不支)203 又(隔浦闻歌记采莲)203 又(偏是蓝桥梦未真)203 又(渐觉微寒宿酒余)203-204 又(病骨秋来怯自
惊)204 曲游春(探尽江南好)204 瑞龙吟(湘花路)204-205 木兰花慢(怕衰容揽镜)205 高阳台(柳暗荷
深)205-206 金缕曲(练影明萝屋)206 木兰花慢(对罗池片影)206-207 又(绕湖杉数顷)207 又(笑王孙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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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207-208 又(挂樵峰坠月)208 花犯(篠墙阴)208-209 青玉案(平生未踏沙堤路)209 摸鱼儿(问谁能)209-210
玲珑玉(绀宇萧条)210 眉妩(剩歌传竹屋)210-212 四、《雪波词》校注212-228 长相思(东涧鸣)212 瑞鹤
仙(峭寒帘外雨)212 又(翦灯深夜雨)212-213 齐天乐(梦回残角春江悄)213 台城路213 望江南(南园柳)213 
又(思往事)213 又213-214 探春慢(揽镜头颅)214 喜迁莺(曙窗啼鴂)214 解连环214-215 高阳台(鼓角移
军)215 南歌子(闷倚金樽凸)215-216 祝英台近(数榆钱)216 蝶恋花(永夜角声悲自语)216 百字令(乱乌城
郭)216-217 浪淘沙(青鸟啄红巾)217-218 又(风雨闭重门)218 又(临镜晓妆慵)218 菩萨蛮(篝灯守定愁人
老)218 好事近(帘隙夜寒轻)218-219 高阳台(锦字张机)219 摸鱼儿(叹飘零)219-220 高阳台(梅老寻邻)220 
鹧鸪天(叱犊声中布谷鸣)220 南乡子(山郭又黄昏)220 声声慢(雕戈枕夜)220-221 高阳台(槛绿梢云)221 前
调(五马辞天)221-222 醉蓬莱(又长亭系马)222-223 齐天乐(天涯杨柳伤心碧)223 又223-224 菩萨蛮(西窗独
坐黄昏雨)224 回波词(人言天上一日)224 水龙吟(簿书忙过重阳)224-225 少年游(萧条院宇)225 菩萨蛮(野
田荞麦花如雪)225 南乡子(辜负好时光)225-226 蝶恋花(帘幕深深莺语透)226 南浦(金粉六朝山)226-228 
五、《槐庐词学》校注228-241 踏莎行(蕉雨声残)228 满江红(长啸天空)228-229 临江仙(黄叶归程多少
路)229 青玉案(蓬窗雨悄灯如豆)229 江城子(冷云和雁住江城)229 荆州亭(风入鬓痕衫冷)229-230 秋千索(
土花含雨和风亚)230 虞美人(迟春无计春将老)230 南乡子(雨瘦不惊花)230 唐多令(酒不解春醒)230 念奴
娇(梨云作冷)230-231 前调(春愁人困)231 一翦梅(春梦无聊滞晓莺)231 江城梅花引(澹云阁雨牡丹
台)231-232 蝶恋花(三月寻春花已瘦)232 南歌子(暖漾花幡影)232 采桑子(双杯醉接湘人语)232-233 清平
乐(风风雨雨)233 前调(重帘深悄)233 摊破浣溪沙(生小情痴爱感春)233 前调(草绿江城唱鹧鸪)233 虞美
人(柳花如雪江城暖)233-234 减字花木兰(双蛾恨绾)234 忆王孙(春心如雨梦如烟)234 如梦令(真个漏天难
补)234 蝶恋花(十万莺花春不管)234 好事近(几日楝花风)234 前调(尘梦尚分明)234-235 浪淘沙(醉眼几凭
栏)235 高阳台(辙腻沉沙)235-236 百字令(蕙房深窈)236 庆春宫(踢倒蓬山)236 琐窗寒(月琐愁天)236-237 
八节长欢(离了黄娇)237 月中桂(万古穷冬)237-238 天香(宜榼欺人)238 菩萨蛮(晚凉轩槛花阴月)238-239 
高阳台(目瘦趯台)239 解语花(一奁翠镜)239-240 高阳台(剩秋忍放)240-241 附录241-245 一、彭昱尧《彭
子穆先生词集》跋241 二、龙启瑞《汉南春柳词钞》跋241 三、王拯资料二则(一)241-243 (一) 《忏庵词
稿》序241-242 (二) 《茂陵秋雨词》序跋242-243 1．《茂陵秋雨词》自序242 2．《茂陵秋雨词》后记五
则242-243 四、苏汝谦《雪波词》序跋243-244 (一) 自叙243 (二) 后记三则243-244 五、龙继栋《槐庐词
学》后记244-245 参考文献245-247 致谢247-248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专业论文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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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讲道理，挺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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