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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在云端》

内容概要

★王国维《人间词话》赞誉：“韦端己之词，骨秀也。”
★韦庄是“晚唐压卷诗人”，《花间集》之魁首。
★韦庄的词风直接影响了李煜、苏轼、辛弃疾。
★韦庄让词可以与诗分庭抗礼。
★迄今为止第一部对韦庄的作品进行全面赏析的文化散文
初日芙蓉春月柳，弦上黄莺语，使人想见风度。
《宛在云端》是“言锦乐行”推出的“氧气阅读”书系之一。
《宛在云端》对晚唐诗词大家韦庄的作品进行了细致品读。
韦庄是“晚唐压卷诗人”，而他的词直接影响了两宋婉约派。
王国维曾用“弦上黄莺语”来形容和评价韦庄的词风及其审美特色，并赞誉其作品“骨秀”。
夏承焘先生在《唐宋词欣赏》中认为韦庄“在五代文人词的内容走向空虚堕落途径的时候，重新领它
回到民间抒情词的道路上来”，并说，我们若认为李煜、苏、辛一派的抒情词是唐宋词的主流，那么
，在这个主流的源头上，韦庄是应该值得重视的一位作家。
他的词风清淡疏朗、抒情热烈而真挚，如“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
孟斜阳继《宛如花间》品读温庭筠后，再次细腻、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韦庄的词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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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在云端》

作者简介

孟斜阳。书生一枚，居于三峡。青衫落拓，爱词成癖。
读韦庄词，最宜在清风明月之夜，或朝阳初起之时，携卷行走于远山近水之际，拂风杨柳之间，或垂
首低咏，或迎风轻唱，整个身心沉浸其间，会生发出无限感慨。
那些穿越了千年的文字，流漾在长短句间的劲直之气、清朗之风，依然流淌着生命与青春温热的气息
和冰雪般的灵性。它们静静地躺在那竖排线装的词集里快两千年了，只要被翻开，就会在如今的年轻
眼睛和心灵中闪电般复活。它们就像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精灵，永远不会衰老，永远有着征服青春心
灵的活力和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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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在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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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在云端》

编辑推荐

　　他是青衫落拓的晚唐压卷诗人。其诗作《秦妇吟》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三绝
”。 　　他是才敏过人的蜀国宰相。唐亡时，力劝王建称帝，凡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由
他所定。 　　他拥有一场生死缠绵、刻骨铭心的爱恋传奇，年年四月十七，在月下伫立成沉默的雕像
。 　　韦庄。他身逢乱世，浣花而居。他是苍穹不羁的蝶，他是云端蓝色的风。 　　孟斜阳继《宛
如花间》品读温庭筠后，再次细腻、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韦庄的词与人生。

Page 5



《宛在云端》

精彩短评

1、我最爱的词人之一。
大致翻了一下，书还是不错的，稍后细细品读。
2、虽然内容不是完全记得住  但是还是对那种氧气阅读的感觉影响深刻
3、字美，工整，不愧是女人最爱的词人之一，解释详尽
4、文字有点矫情，可实际获取信息不多。
5、韦庄的诗读的不多，不过也从那么几首中就喜欢上了。书刚到，粗略地翻了一下，感觉还是不错
的。
6、我不太了解韦庄这个诗人，但看了书的封面和简介后就被吸引了，读了几首词后真的被他真挚的
感情打动了，“咫尺画堂深似海，忆来唯把旧书看。”当一个人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感到孤单寂
寞，就像漂浮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连咫尺的画堂都显得似海深，想念她却无所凭籍，只能翻出
以前两人的信件来感受爱人昔日的余温····此情此感无不引起我的共鸣。因为在乎一个人，所以
时常翻看与他的短信与聊天记录，这种经历应该大多数人都会有吧。
7、韦庄的词好。
8、还没怎么开始读，但是花间词必是极美的~对韦庄的人生也挺好奇。书的质量不错，发货快
9、韦庄的词一直很美，美到窒息。作者点评的也很好，算是面面俱到了，喜欢韦庄的可以买。
10、　　读古典诗词的真趣在于一个“品”字，如含橄榄，如品清茶，滋味全在深心体悟。有时需要
细读全文，深吟密咏，了解写作背景和作者情况，继而调动自己的生活阅历经验和想象，来体会诗词
中的意境与内蕴；但有时并不那么复杂，仅仅只是因一时之机缘，因为一句诗词或某一个意象、一个
场景画面，打动了人心或牵动了某种思绪，你就迅速进入诗词中的境界。说起来有点像禅家的渐悟与
顿悟。 
　　 
　　孟斜阳是2010年最让人惊喜的一位文化散文作家，他继《宛如花间》品读温庭筠和花间词后，再
次推出最新古典文化品读散文《宛在云端》，细腻、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韦庄的词与人生。 
　　 
　　韦庄是词史上极为重要的词人。胡适编《词选》于韦庄条盛称韦词：“长于写情，技术朴素，多
用白话，⋯⋯在词史上，他要算一个开山大师。”叶嘉莹先生曾说：“回头看‘人人尽说江南好，游
人只人合江南老’，就会明白陈廷焯为什么赞美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了。” 
　　 
　　晚唐的江南貌似含蓄温和内敛，却饱含沧桑的终隐情结。仕途失意的文人，痛失江山的皇帝，无
不沉浸在夜夜笙歌的温柔乡里，痴迷于慵懒贪欢的江南一隅。当年那个骑马走江南的游冶少年，洒脱
放逸、意气风发的浪漫诗人，如今贵为蜀国宰相，历史的现场已经衰草连天、残阳如血。孟斜阳以一
支历史之笔，还原了韦庄和他的词，使得这类作品回归了古典文化品读本质。 
　　 
　　读《宛在云端》，应是在阳光清和的午后，捧一盏茶，青花瓷的杯子，纤直的茶尖在水中旋舞舒
展。含一口茶汤，唇齿间漾着清香。也依稀看到那青衣男子正低吟浅唱，清丽的句子，却有摄魂的风
骨。正如游人的江南，在老去时的回味，有着低调的从容。 
11、作者有很好的文学功底，文笔比较华丽，有些地方充满了作者自己的想象和臆测，有些则不知所
云。
12、不错，看看多少有点收获，下次再来
13、“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韦庄——乱世之中的一缕诗魂。在温庭筠和韦庄之间还
是比较偏爱后者。套用卫英说的“清新明丽”。
14、喜欢韦庄的词
15、韦庄此人史上并不出名，但这本书让我了解到他的词，犹喜欢“几时携手入长安”“醉马倚斜桥
，满楼红袖招”几句
16、斜阳君这一本写得不错的。
17、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
18、     弦上黄莺语。的确很符合韦庄的词品，清新自然。对于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的评价尤为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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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在云端》

同，语淡而多悲，不堪多读。作者是用了心思写这本书，写韦庄，对于花间派的词人而言，实为不易
。
      韦庄，身逢乱世，浣花而居，他是苍穹不羁的蝶，他是云端蓝色的风。深以为然。
19、书很好喔，内容是我喜欢的～
20、很不错，非常值得看。
21、　　当春天如约而至，世人总是以为灼灼的桃花是新年里第一场盛宴，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了寂寞
的寒梅才是东君使者。就好像人们津津乐道于那些家喻户晓的词人：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
⋯却很少知道在他们之前，有个人曾在词史上留下极重要的一抹色彩。他就是韦庄。 
　　 
　　他是青衫落拓的晚唐压卷诗人，其诗作《秦妇吟》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三绝
”。他是才敏过人的蜀国宰相，唐亡时，力劝王建称帝，凡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由他所
定。他拥有一场生死缠绵、刻骨铭心的爱恋传奇，年年四月十七，在月下伫立成沉默的雕像。他身逢
乱世，浣花而居。他是苍穹不羁的蝶，他是云端蓝色的风。 
　　 
　　王国维曾用“弦上黄莺语”来形容和评价韦庄的词风及其审美特色，并赞誉其作品“骨秀”。词
学宗师夏承焘先生认为韦庄“在五代文人词的内容走向空虚堕落途径的时候，重新领它回到民间抒情
词的道路上来，使词逐渐脱离了音乐而有独立的生命。” 
　　 
　　孟斜阳是一位爱词成癖的男子，十几年来对词有着深厚的研究。继《宛如花间》品读温庭筠后，
他再次细腻、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韦庄的词与人生，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韦庄的作品进行全面赏析
的文化散文，也使得这类作品回归了古典文化品读本质。 
　　 
　　最宜在清风明月夜，或朝阳初起时，携《宛在云端》一书行走于远山近水之际、拂风杨柳之间，
整个身心沉浸其中，会生发出无限感慨。而你，就像是在白云之上，看那些穿越了千年的文字，如花
般次第开放。 
22、书美，内容也美
23、语言不错，闲时读读感觉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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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在云端》

精彩书评

1、知道韦庄，是因为一个人，一个女人。据说鱼玄机杀人判了死刑后逃出，化名为韦庄，女扮男装
，并考取了功名做了蜀国的宰相。这当然是后人的杜撰，因为佳人香消玉殒总是那么令人遗憾，所以
要编排个故事让她继续活色生香。故此我去读了韦庄词，再应和初日芙蓉春月柳这样的评价，果然不
错。韦庄的美，是流连忘返的美。韦庄的情，是灵动的情。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春水是柔软的
，而独坐于船中之人的心，也是柔软的。雨声悄然，天水空蒙，他在想什么呢？可曾思念远方的爱人
？很喜欢《宛在云端》印在空白处的两句话。“世无花月美人，不愿生此世界。”“只缘感君一回眸
，使我思君暮与朝。”感觉做书之人是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它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心情的载体
。喜欢书里的标题。梅有故事：谢娘。花诱。香遇。秋瞳。锦衾。远黛。绿萝。叩寒。承露。冷熏。
长门。时光折叠，爱与恨在今世与我相遇，韦庄和他深爱的女人，比纳兰性德更凄美的情。非常喜欢
书的封面，有清风吹过，高云缕缕散开，又堆积。而云后，藏着一只小小的银色的蝶。寂寞如斯，清
澈如斯。如同韦庄，和他的词。
2、上周我离开了家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工作。是旧的结束，也是新的开始。离开的时候，朋友
曾和我说，抛却过去，其实也是意味着和自己告别，因为不论好坏，那都是属于你的一段生活。来到
这个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建立，有时候，一种信任是需要时间的。很寂寞。周末偶尔经过
书店，突然有种久违的感觉，好像回到了家乡，什么都改变了，但是这里却有了时光的倒流。一眼看
到这本《宛如云端》，这天空很像我离家时的那一幕蔚蓝。高云堆积，又被风牵扯，如同我的思念。
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只有在外的游子才会有如此的共鸣吧。韦庄的这句词就像是一位老去的智
者，慢慢叹出这一声感慨。
3、当春天如约而至，世人总是以为灼灼的桃花是新年里第一场盛宴，却在不经意间忽略了寂寞的寒
梅才是东君使者。就好像人们津津乐道于那些家喻户晓的词人：李煜、苏轼、李清照、辛弃疾⋯⋯却
很少知道在他们之前，有个人曾在词史上留下极重要的一抹色彩。他就是韦庄。他是青衫落拓的晚唐
压卷诗人，其诗作《秦妇吟》与《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并称“乐府三绝”。他是才敏过人的蜀国
宰相，唐亡时，力劝王建称帝，凡开国制度、号令、刑政、礼乐，皆由他所定。他拥有一场生死缠绵
、刻骨铭心的爱恋传奇，年年四月十七，在月下伫立成沉默的雕像。他身逢乱世，浣花而居。他是苍
穹不羁的蝶，他是云端蓝色的风。王国维曾用“弦上黄莺语”来形容和评价韦庄的词风及其审美特色
，并赞誉其作品“骨秀”。词学宗师夏承焘先生认为韦庄“在五代文人词的内容走向空虚堕落途径的
时候，重新领它回到民间抒情词的道路上来，使词逐渐脱离了音乐而有独立的生命。”孟斜阳是一位
爱词成癖的男子，十几年来对词有着深厚的研究。继《宛如花间》品读温庭筠后，他再次细腻、生动
地向我们展现了韦庄的词与人生，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对韦庄的作品进行全面赏析的文化散文，也使
得这类作品回归了古典文化品读本质。最宜在清风明月夜，或朝阳初起时，携《宛在云端》一书行走
于远山近水之际、拂风杨柳之间，整个身心沉浸其中，会生发出无限感慨。而你，就像是在白云之上
，看那些穿越了千年的文字，如花般次第开放。
4、夜深，起风了。那个伫立在月光下的女子，似乎在哪里见过。她的一袭荷叶般的裙角被风吹得呼
呼作响，她像个迷路的孩子般四处张望着，没有了萧笙，没有了楼阁，只有那逐渐熄灭的星光。她孤
独无依。她是从晚唐五代走出来的，她在时间的流逝中迷失了家园，还有爱。她是象形文字化成的精
灵，穿着平仄韵角裁成的丽裳，她听惯了管弦笙歌，她的金缕舞衣遗失在了旧时盛世。夜很深了，没
有更漏，没有钟鼓，只有依稀相似的梧桐被风吹得哗哗响动。记忆里的梦境是个奇怪的时空隧道。我
又似乎看见云鬓高挽、红裳水袖的她穿过那林立的高楼，驻足在街头红绿灯前，好像不知所措。然后
，她又在一家灯红酒绿的夜总会前徘徊，渐渐幻成卷发披肩、红唇皓齿的现代女郎，端着一杯威士忌
走下了乐池。电声吉他和架子鼓疯狂演奏着晚唐五代时的风流歌。她在那一瞬间感到了一丝眩晕和迷
惑，仿佛听到了前世的回声，分明又听到了当年的那首词。她好像看到了袍衣儒冠的他，微醺着踉跄
，嘴角沉吟着：“说尽人间天上，两心知！”这一刻，她还依稀听到千年前深夜里的涛声，爱如潮水
般涌来。
5、读古典诗词的真趣在于一个“品”字，如含橄榄，如品清茶，滋味全在深心体悟。有时需要细读
全文，深吟密咏，了解写作背景和作者情况，继而调动自己的生活阅历经验和想象，来体会诗词中的
意境与内蕴；但有时并不那么复杂，仅仅只是因一时之机缘，因为一句诗词或某一个意象、一个场景
画面，打动了人心或牵动了某种思绪，你就迅速进入诗词中的境界。说起来有点像禅家的渐悟与顿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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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在云端》

。孟斜阳是2010年最让人惊喜的一位文化散文作家，他继《宛如花间》品读温庭筠和花间词后，再次
推出最新古典文化品读散文《宛在云端》，细腻、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韦庄的词与人生。韦庄是词史
上极为重要的词人。胡适编《词选》于韦庄条盛称韦词：“长于写情，技术朴素，多用白话，⋯⋯在
词史上，他要算一个开山大师。”叶嘉莹先生曾说：“回头看‘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人合江南老
’，就会明白陈廷焯为什么赞美韦庄词‘似直而纡，似达而郁’了。”晚唐的江南貌似含蓄温和内敛
，却饱含沧桑的终隐情结。仕途失意的文人，痛失江山的皇帝，无不沉浸在夜夜笙歌的温柔乡里，痴
迷于慵懒贪欢的江南一隅。当年那个骑马走江南的游冶少年，洒脱放逸、意气风发的浪漫诗人，如今
贵为蜀国宰相，历史的现场已经衰草连天、残阳如血。孟斜阳以一支历史之笔，还原了韦庄和他的词
，使得这类作品回归了古典文化品读本质。读《宛在云端》，应是在阳光清和的午后，捧一盏茶，青
花瓷的杯子，纤直的茶尖在水中旋舞舒展。含一口茶汤，唇齿间漾着清香。也依稀看到那青衣男子正
低吟浅唱，清丽的句子，却有摄魂的风骨。正如游人的江南，在老去时的回味，有着低调的从容。
6、读韦庄词，最宜在清风明月之夜，或朝阳初起之时，携卷行走于远山近水之际，拂风杨柳之间，
或垂首低咏，或迎风轻唱，整个身心沉浸其间，会生发出无限感慨。“昔年曾向五陵游，子夜歌清月
满楼”。那些五陵年少的青春记忆，那些飘摇曲折的爱情故事，即使在那些当事人内心深处曾经掀起
过狂飚巨澜，即使那些或美好或凄恻的恋情记忆曾经刻骨铭心欲仙欲死，但在岁月的延宕中也会逐渐
随风消逝，像星月般沉入永恒黑暗的山谷海底，在时间之海的最深处消失。值得称幸的是，如今它们
却都以一种美丽而浪漫的方式存在于诗词的韵律之中。哪怕仅仅是一些碎片，一点星光，一缕梦中的
影像。韦庄的词正是这样的爱情碎片，正是这样的青春影像。它们并不是那种虚幻和僵死的文字，不
是那种没有生命和灵魂的枯燥符号。那些穿越了千年的文字，那些流漾在长短句间的劲直之气，清朗
之风，依然流淌着生命与青春温热的气息和冰雪般的灵性。它们静静地躺在那竖排线装的《花间集》
里快两千年了。只要这《花间集》被翻开，就会在二十一世纪的年轻眼睛和心灵中闪电般复活。它们
就象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精灵，永远不会衰老，永远有着征服青春心灵的活力和灵性。这其实是一种
青春激情的力量，是爱情的力量，一种人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永远不会过时，是穿越时空的。即使在
纯粹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韦庄词也因为它们的清新质朴，它们所反映的健康人性和活泼心灵，它们
对人类情感世界的准确把握和书写，在词史、在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看看那些学者们的评价吧
：“端己词，清艳绝伦，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见风度。”（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熏香掬
艳，眩目醉心，尤能运密入疏，寓浓于淡，花间群贤，殆鲜其匹。”（况周颐：《历代词人考略》卷
五）清人陈廷焯评论韦词的写法、情感说，“似直而纡，似达而郁”。(《白雨斋词话》卷一)。“‘
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韦端己之词，骨秀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
）。夏承焘先生在《唐宋词欣赏》中认为韦庄“在五代文人词的内容走向空虚堕落途径的时候，重新
领它回到民间抒情词的道路上来”，并说，我们若认为李煜、苏、辛一派的抒情词是唐宋词的主流，
那么，在这个主流的源头上，韦庄是应该值得重视的一位作家。事实上，韦庄与被称为“花间鼻祖”
、“花间之冠”的温庭筠都是花间派齐名的代表人物。但由于生活经历不同，创作目的也不同，温词
重在倚声填词，歌宴咏唱；而韦词则重在抒情，以畅其怀。韦庄词被称为“花间别调”，以其清淡疏
朗、抒情热烈而真挚，与温庭筠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各自影响了两宋婉约词的发展。这里，笔者
并不想纯以一位词人，或仅仅是词的角度来看待韦庄的这些佳作妙品。从他的笔下，我们其实读到是
一个时代的风景，一段特殊时代的人生轨迹，是晚唐五代的青春与爱情记忆，是那个风流岁月的梦影
星尘。
7、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思帝乡这是被王国维先生称为“骨秀”的花间词人韦庄的《思帝乡》词。就个人感觉
而言，这首词是花间词中最光彩夺目的少数篇章之一。它静静地躺在那竖排线装的《花间集》里快两
千年了。可是，只要这《花间集》被翻开，首先在二十一世纪的年轻眼睛和心灵中闪电般复活的，应
该就是这首词。它就象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精灵，永远不会衰老，永远有着征服青春心灵的活力和灵
性。这其实是一种青春激情的力量，是爱情的力量，一种人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永远不会过时，是穿
越时空的。那么，让我们来读一读它吧，让年轻的心充满对爱的憧憬，让不年轻的心再重温昔日初恋
般的青春激情。“春日游，杏花吹满头”， 风和日丽，万木萌发，真是酝酿情感、发生故事的一个绝
妙时间点。想想看吧，暮春三月，草木勃发，昆虫起蛰，正是“杏花枝头春意闹”的时节，一切生命
都表现出一种与往时不同的律动。根据“天人合一”的中国古老哲学，作为万物灵长的人，在这样的
季节里，身与心也呈现与其他时节不同的状态，一种体内阳气的力量与心灵激情日渐生发、饱满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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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正所谓“一阳来复，万象清明。”在这样美好的春天里，和风吹送，春阳暖照，满树杏花把这春
意闹得一派生机盎然，那飘落的片片花瓣随风吹到了人的头上、脸上，痒乎乎的，让人感觉春天是这
样亲切和美好，与人简直是肌肤相亲！这树树繁花，满头花瓣！让心里洋溢的那种春情浓得化不开。
这样诗意的春天里，我们也完全可以想象那位春日游的少女，衣饰是怎样鲜艳，容貌是怎样的美丽，
情怀是怎样的旖旎，在春天的阳光下，那少女的身姿也是怎样的风情万种。这样落英缤纷，花雨飘洒
的环境，对于一个正当年华的少女而言，也正是催生浪漫春情和遐想之所在。在这种情况下，少女蓦
然看见了“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陌上”一词颇牵人神思：“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当年
，吴越王妃走在春日“陌上”的风景里，而善解人意的吴越王钱镠会专门派人带信，叮嘱她尽情游赏
：“可缓缓归矣”。可见，那是怎样一个美丽如仙境的春之“陌上”！这样花开遍野的春日“陌上”
居然出现了一位翩翩少年郎：那位陌上年少，风神俊朗，仪态潇洒，“年方少”而且“美姿容”构成
了致命的魅惑。这样的少年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就象厚厚积雨云层里出现了一道闪电，
瞬间耀花了少女的眼睛。那一刻，也许她激动得脸现红晕，胸中“冬冬”心跳如撞小鹿。那种“惊艳
”的情形好有一比，就象现在的明星王子闪亮登上舞台时，台下疯狂少女们齐声发出了尖叫！但是，
我们唐代的美女是很有范儿的，不会象现代追星族那样没品。尽管如此，她仍然很激动地赞叹一声：
“足风流！”一个“足”字透露了那位唐代少女心中的爱情理想：她心中喜欢的正是这样的少年郎，
也透露了那位风流年少的魅力之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少女有着足够的“杀伤力”。而一句“足
风流”更是道出了女孩对那“陌上年少”的一见钟情，对一个风流倜傥的男子的向往和思慕，少女的
春情尽在其中。这正象一个男人赞美一位姑娘：“你真漂亮！”其实潜台词就是“我很喜欢你！”但
是，赞叹归赞叹，表面看也是只道出一个事实而已。接下来，一个更大胆的念头闪入少女的心灵，说
出“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的心里话：我如嫁给他，这辈子都心满意足了。显然，少女的爱意从幕
后走上前台，以饱满的激情赤裸裸地对意中人发出了爱情宣言。这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和直白的求爱了
。在温庭筠的《南歌子》里，那位少女也是如此直抒胸臆：“不如从嫁与，作鸳鸯！”然而，本能的
谨慎和自我保护意识使少女也许自问：如果对方是个薄情的浪子呢？但这时她已顾不得许多了。韦庄
笔下这个游春女孩儿更进一步坦露心扉：“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就这样了，哪怕这段感情没有结
果，最后被无情抛弃，我也决不后悔。这句话热得发烫，有一种从内心深处直接冲口而出的饱满而强
烈的爆发力，有种义无返顾、无怨无悔的果决。这样的痴情话语、这样表达爱情的声音在那个时代绝
对是空前的。也许，这样的爱情就是一种冒险，就是不计成败、不计回报的。 什么良媒啊，什么婚聘
啊，甚至父母之命啊，都不必考虑。未来，可能会被爱情的刀锋伤得血泪斑斑，但爱情本身就是非理
性的。显然，这种爱情不属于温馨淡定的“夕阳黄昏恋”，也不属于理性平和的中年人爱情；而只可
能属于年轻人，甚至是青涩而蒙昧的激情初恋，具有一种饱满的原生态激情。这样的爱情，也许人的
一生可能只拥有一次。这首小词，让人感受到古代汉乐府诗《上邪》那种飓风般的爱的激情：“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
种爱情是何等的充沛、奔放和炽烈！也许，在当时以婉约含蓄为正宗的审美观里，韦庄的这首《思帝
乡》显得非常“另类”。但它对人们心灵和情感的冲击力却更加饱满、锐利；比起许多精雕细刻的华
丽诗词，它同人们心灵的对话更加直接，更显出一种爱情的原生形态，也更加牵动人们对初恋激情的
遥远回味。雕饰精细的《花间集》因为有了这首词，因为有了这样一位少女，而闪现出了一种人性的
本真力量。这些“劲直”的文字同人们心灵的对话是坦率无碍、酣畅淋漓的。哪怕有千年时空的屏障
与阻隔，仍然能碰撞出耀眼的火花。这首词还有一种解读法。在那个温暖的春日里，那个杏花吹满头
的季节里，少女游于花间陌上。春风和熙，花开遍野，清旷无际的蓝天，自由飘荡的白云，营造出一
种美好的、适宜于萌生幻想和憧憬的氛围和环境。而正当年华的少女最愿意也最喜欢做的梦是什么呢
？当然是玫瑰色的梦，是关于青春和爱情的梦，关于白马王子的爱情童话。在唐朝的女孩子梦里的就
应该是那种风流才子、五陵年少式的翩翩少年郎。所以，另一种解读就是词中“陌上谁家年少，足风
流”并非实景，而少女游春时产生的愿景和想象。经过一个漫长冬季的蛰伏与等待，人们的心情是单
调和闭塞的。当春日来临，万物复苏的时候，人的主体意识与跟客观现象接触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
新的心理感受与反馈，而这种心理意识活动是带有一种或明确或模糊的指向：它们正无限地接近于客
观现象的本真状态，同时也更接近于我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欲求。通俗地说来，正是在我们由内向外的
探索过程中，我们对客观事物现象的探求更符合其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我们内心的主观愿望和诉求在
这一过程中也逐渐变得清晰而明确。显然，当词的开头“春日游”一出现，这个“游”的过程就是词
中少女的主观感受同春日里各种环境与现象发生联系的过程。少女的春日游当然不止于只看到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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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这个词里含意非常丰富，与一系列同春天有关的美好意象发生联系，而“杏花吹满头”只是
在这个众多景象和潜意识里浮起的冰山一角，语句很简洁精炼，但它们“能指”所调动的却是人们头
脑中一切与春天和杏花有关的意象和感受。如“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沾衣欲湿杏
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大漠秋风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等等， “杏花”在这里是一切春天景物的具体象征，是浓缩了传统文化中关于春的一切价值意义的符
号。春，又直接与人的情感发生联系，这种联系往往又更多地与男女爱情有关：怀春、思春、春心、
春情等等，“杏花”也有“闲引鸳鸯芳径里，手挼红杏蕊”、“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等朦胧意象，还有《西洲曲》里“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
子红，双鬓鸦雏色”的杏红色衣衫的采莲女，与人们的爱情心理有着密切联系。 所以，当“杏花吹满
头”时，人的心理就会有着微妙的波动：满树繁花，一阵风过，那杏花飞舞下来吹得满头都是。如果
是落花缤纷的话，当然不会只是落在头上，也许身上到处都会有。而花的芬芳，花的色彩，花的形状
，花的柔软，对人的视觉触觉嗅觉都会产生一种“磁场”效应，总之这是一种人的身与心同春天景物
直接发生了接触，人被春天撞了下腰，有了肌肤之亲，有了贴身的体验。于是，人的心理甚至生理都
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都是有明确或朦胧指向的，在发展过程中，它们都随着人的心理流程都指向了
人深藏于内心的最大愿望。对于花季的游春少女而言，这种指向人内心深处最隐秘又最强烈的愿望无
疑将是玫瑰色的爱情。大自然对于人的这种影响是微妙的，又是深刻的。天人合一，往往体现在这种
相互交融影响的过程之中。古人常说“盅惑”二字，这种“盅”，据说是古时一种能迷惑人心志的小
虫子。其实这些神秘的东西有时只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影响，一种潜意识的深刻调理。“杏花吹满头”
，勿宁说就是大自然对游春少女的一种“盅惑”，对少女的心灵产生了魔术般的神奇效果。而陌上年
少的“足风流”也是一种“盅惑”，令她心头的春情蓬勃地复苏了。由此，你也许会相信，藏传佛教
里的“摸顶”、“灌顶”也许不无道理；那些宗教仪式中的焚香、击法鼓、撞钟、敲木鱼、梵唱也都
不无道理。它们都能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它们都是一种符号，有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对
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产生深刻而微妙的影响。正是一系列自然界的、人文的、生理的、心理的多重现
象效应，“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才显得笔力格外饱满酣畅，既表现了词中主人公赏花游春时内心感
情的蓬勃萌发，也对读词的人也产生了一种“磁场”效应，一种无形的“熏染”，从而为下面的情感
生发埋下伏笔。于是，游春踏青的少女在这样花落满头、花香满衣的氛围里，在这样感受着万物蛰醒
萌发的情境下，内心产生了一种萌动和遐想：“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她的心开始怦怦地跳了，那
种指向逐渐清晰，开始产生了一种明确的愿望，一种清晰的向往，并开始借助眼前的现实景象为自己
编织一个美丽的白日梦：在这花开时节，在这游春赏花的人群中，有没有一个风神俊朗、仪态潇洒，
“年方少”而且“美姿容”的年轻男子呢？如果这样一个符合她对男性全部美好幻想的、让她能够对
爱情对人生产生某种强烈激情、值得许身的人出现了，她就要将身嫁与，把自己整个的一生都交付与
他！“纵被无情弃”，她也不后悔！多么饱满的笔力，多么蓬勃的内心感情。最后的两句话说得多么
决绝，多么有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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