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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泠松风寒》

前言

　　我写了几篇漫谈旧诗词的文字后，想把它们汇编在一起并拟另外予以名称，因此想起唐人刘长卿
这首《听弹琴》的诗：　　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　　我认为“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两句倒蛮切合我这几篇抱残守缺、未合时宜的文字。不过我略嫌这两句
说得太直接了，因此就把诗前面的两句删节合并，用了“泠泠松风寒”五个字（松风寒在此代表琴曲
名）。但又恐读者未明其由，特在多篇文字之前，为这首诗稍作介绍。　　这首诗是唐人刘长卿的一
首五言诗。除这篇之外，他还写了几篇给朋友的八首诗，其中的首篇《幽琴》：“月色满轩白，琴声
宜夜阑，飑飑青丝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向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其中三
句和我上面所引的《听弹琴》诗相同。“泠泠”音零，是形容声音的清越。在晋人罗含《湘中记》中
有：“衡山有悬泉滴沥岩间，声泠泠如弦音。”又晋人陆机《文赋》：“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
耳。”因此一般诗中常用泠泠两字来形容弦音。至“松风寒”，古琴曲中有《松入风》的曲名，《乐
府歌曲》把它列入于“琴曲歌辞”中。在《松入风》歌题下注有“琴集”二字，并曰：“晋稽康所作
也”。但在刘长卿这首诗中，虽当做琴曲解，也可兼指松林中风声。至稽康（字叔夜）则是魏晋时期
极有名的诗人，为“竹林七贤”之一。本人亦善鼓琴，曾以善弹《广陵散》一曲著名于世。另作有《
琴赋》一长文，对琴之弹奏和表达情思有深切精细之分析。其结句：“情情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
邈难极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唯至人兮。”又作
有四言诗：“琴诗自乐，远游可珍。舍道独往，弃智遗身，寂乎无累，何求于人。长寄灵岳，怡志养
神。”此外唐朝李白和宋朝苏东坡都有一首描写琴音的诗或词：李白诗是《夜听卢子顺弹琴》“闲坐
夜明月，幽人弹素琴，忽闻悲风调，宛若寒松吟。白雪乱纤手，绿水清虚心。锺期久已没，世上无知
音。”苏东坡词是《减字木兰花》：“神闲意定，万籁收声天地静，玉指冰弦，未动宫商意已传。悲
风流水，写出寥寥千古意。归去无眠，一夜余音在身边。”与本诗同读当更有情趣。　　在我国文化
传统中，琴是最被重视的乐器。所谓琴棋书画，四者为早年所谓书香门第之家所必备。琴本身为一种
拨弦乐器，亦称七弦琴，俗称古琴。周代就已有了，而定型于汉代。魏晋以降，其形制与现代所见大
致相同。面板为桐木所制成（旧诗词中即有以“桐”代琴者，如贺方回词《六州歌头》：“手寄七弦
桐，目送归鸿”），底板则用梓木。琴面有弦七根，弹时左手按弦，右手弹弦，音域宽而音色变化丰
富。在汉魏六朝时为伴奏相和歌主要乐器。由于长时期历史发展而形成了独特的演奏艺术。旧时乐曲
赖琴保存者极为丰富；自南北朝以迄清末，琴曲谱集现存者据说有一百五十余种，代表了我国传统文
化中另一璀璨的成就。　　这首诗首二句系借景抒情，泠泠见琴声之清越，静听指心灵之宁定。松风
为曲名，伴以林间松风轻拂，寒意悄袭，则静穆中带有凄清之感（旧诗所指松风多指傍晚山间所起之
风。王勃诗“日落山水静，为君起风声”故有寒意。又李颀《琴歌》即以“霜寒万树风入衣”形容琴
声），后二句“古调自爱”则有孤芳自赏之意。按，隋唐之际，“燕乐”（由域外传来之声调繁促的
胡乐及汉人民间音乐之统称，初起于边城军营。）盛行；各项乐器如琵琶（有龟兹琵琶、五弦、忽雷
多种）、月琴、羯鼓等，新声迭出。所谓“琵琶起舞换新声”（王昌龄诗《从军行》）及“辽东少妇
年十五，惯弹琵琶解歌舞”（李颀诗《古意》），以满足当时宫廷宴饮，世俗娱乐之需。以致庙堂阊
闾所奏，悉为声音繁变之胡乐，（唯清商一部，尚属华夏正声），琴音反被视为“古调”了。唐时白
居易就有一首《废琴》诗：“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
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晚唐
诗僧齐己更有《赠琴客》诗：“曾携五老峰前过，几向松间石上弹。此声此间谁更爱，掀天羯鼓满长
安。”因而肇致“雅声寝微，溺音腾沸”，犹今日爵士、摇滚音乐的流行与古典或艺术歌曲之和寡同
一情形。至本诗作者刘长卿虽才思清敏，唯秉性刚直，两遭迁谪，故仕途多舛，其诗常凄婉清切，而
多羁人怨士之思，本诗古调自爱句，亦自有身世蹭蹬、怀才不遇之托意。　　我国白话文学之倡行，
迄将百年，其于散文及小说部分，已完全取代文言文。至白话诗词之创作，则成就还不算多，欲其普
及化及求绝世佳作出现恐尚有待。早年写白话诗之名诗人如宗白华，梁宗岱，闻一多，陈梦家，林庚
等，未至晚年即已搁笔，改为从事古典文学之研究；至过去以写白话文学作品为主之名作家，如郭沫
若，朱自清，郁达夫，方东美诸人，其平日酬应写诗，仍依循传统。或七言或五言，或律或绝，均多
袭旧日成规。盖小说重在叙事，散文偏于说理，文字仅为单纯之工具，改变较易。而诗作则为抒写心
声，创造意境，纯属个己性格之表现。沉吟铺陈，须辞共体并。其传达（制作）方式亦不能不受其所
处社会习俗与民族特性之影响，一时改变不易。吾人今日对传统诗词之制作固无需刻意倡行或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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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泠松风寒》

但亦无排斥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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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泠松风寒》

内容概要

《冷冷松风寒:读诗说臆》主要内容：“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泠泠
见琴声之清越，静听指心灵之宁定。松风为曲名，伴以林间松风轻拂、寒意悄袭则静穆中带有凄清之
感。平日里多多咏读欣赏旧时的好诗词，不特加深认识我国传统文化之精髓，在平日生活中亦可藉以
悦情养性。此亦所谓古调自爱，鄙人不忍放弃自弹之由也。
诗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有、最璀璨，也最珍贵的宝藏。纵使在这已发展到被名为e时代或数字时代
的年月，我们整日消磨在科技不断发展，感官享受业已多彩多姿，但心灵生活还是不免时有偏枯抑压
之感的今日，如果仍能继续保持旧时美好的传统，每日找出一点时间来，憩游于所爱的古人诗词中，
相信它不特可以调剂我们生活情趣，还可借以激发我们工作信心和生活意兴，更有助于一个人面对自
己未来的愿景，时时创缔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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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泠松风寒》

作者简介

刘大澄，安徽人，1918年出生，大学中文系毕业，为资深写作人。对日抗战初期即投身为战地记者，
文章散见各大报。1942年起服务教界卅余年，闲时笔耕不辍，著有《中国文字浅说》《中国文化教材
讲义》《唐诗三百首欣赏》及《屈赋新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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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泠松风寒》

书籍目录

序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代序)甲：读诗说臆  楼前芳草接天涯  细雨梦回鸡塞远  曲终人不见，江上
数峰青  锦瑟无端五十弦  春江花月夜  暗随流水到天涯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暂借好诗消永夜  郴江幸
自绕郴山  浊酒一杯家万里  迢迢不断如春水  自“即事叙景”看稼轩与白石词  观沧海与望岱岳  暗香与
疏影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倦客  六朝如梦鸟空啼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人生几度秋凉  诗人老去莺
莺在  秋草独寻人去后乙：杂感  腹有诗书气自华  永远的诗人——屈原  青山遮不往，毕竟东流去  无可
奈何花落去  落日山水好  栖栖世中事，岁月共相疏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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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泠泠松风寒》

章节摘录

　　楼前芳草接天涯　　年青的时候，颇爱读李清照写的词；老来兴趣转移，对李清照词，大都少读
。只有她的一首《浣溪沙》和一首《如梦令》还时时想起。这里但讲《浣溪沙》：　　因为很短，有
时我还能把它背出来。这首词不着声色，语句平淡，但在白描中却含有不尽之意，表达了她的哀伤。
尤其“楼前芳草接天涯”一句，咏读起来，更令人低徊无已。因为高楼远眺，但见一片绿草芊绵，遥
接天际，最易使人启动远怀。所怀念的，也许只是天涯咫尺，也许山重水复。然而极目千里，看到的
仅是残阳草色，杳杳茫茫，反而益增伤痛，所以它的下旬紧接“劝君莫上最高梯”句。至过片的三句
，则点明了目前已是春残花谢的时节，盛景难再，却益显见其无可奈何的心情。　　和这首词相似但
另有含蓄的，是在李清照之前的范仲淹的一首《苏幕遮词》。它的上阕：“碧云天，红叶地，秋色连
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虽只单写景色，但言简意远，隐约抒
志，也饶人深思。这两首词，同样是借登高远望，一则写春怀，一则写秋思；用词均婉约自然，令人
有同样感受。只是可惜的，李清照那首词，明人卓人月所编《古今词统》认为它实系周邦彦（清真）
作品；《全宋词》也把它编入周词集中，未免使我有点失望，我宁愿相信它是李清照写的，因为周邦
彦用　　词重视工练，另有他的风格；这首阋却清约平淡。何况《诗词杂俎》《漱玉词》《古今词综
》《历代诗余》均视为李易安所作；且谓此作神态非似清真。“林表杜鹃”之思，清真亦无此怀抱。
不过无论这首词作者是谁，并不影响我对它的欣赏。此外，和李清照、范仲淹词情相似的，还有姜白
石《翠楼吟》词中“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天涯情味”句，以及欧阳修的《踏莎行》词中“楼高
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句，也颇深远有致，但对我来说，总觉得不如李范
两词的语句平浅，寄意深刻。又辛弃疾（稼轩）在他的《摸鱼儿》词结句之“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
，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被批为仿易安高楼句义，但嫌辞赘，远不及易安词句之轻畅。本来中国诗
词向多重在点到为止，目的全在“寓意言外”。作者得之于心，读者会之以意，咏味再三，彼此相契
，才能充分发挥诗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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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深更半夜读古诗，细雨敲窗慰平生
2、一直以为这本书是教科书似的文章，慢慢读了后觉得，内容很细腻，而且很秀气，呵呵，都市赏
文本来就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所以书里的文字也不是很难懂，仅是缺少点色彩，如果再加上一点绘图
就更完美了！
3、非常推荐给高中生和语文老师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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