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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主新传》

前言

南唐二主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曲子词作家，他俩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单说李煜词，它在千年
时间里为何能获得广大读者的共鸣和喜爱，在20世纪50年代，学术界曾展开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讨论。
主要观点有三：一是他被俘后的作品所流露出的哀愁，与不同历史时代的各种读者有一种“类似”。
也有人认为，李煜词常常表现的只是一种情绪或感触，以致使作品获得一种“普遍性”，而被不同历
史时代的不同阶级读者所理解。所谓情绪或感触，在现存的李煜作品中，大多是男女生活和相思别离
，而这存在于人类各个历史社会之中。因此有人认为，李煜词中的普遍性，其实就是一种“典型”。
然而，从历史上许多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譬如，宋人蔡僚在《西清诗话》中说：
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
金箔，怅惆卷金泥。门巷寂寞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余尝见残稿，点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书
耳。艺祖(即宋太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不言而喻，宋太祖赵匡胤和蔡
京季子蔡僚，他俩能对李煜作品产生共鸣和喜爱，纯粹因为那是“玩物丧志”的反面教材，可以告诫
天下人：这确实是迷人眼目的好作品，但付出的代价却是亡国破家。苏东坡也有相似的观点。他不仅
在作品中读出李煜的创作个性，还看到令他拍案而起的国亡辞宫场面。因此，在《书李主诗》中，他
说：“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路无人自还。”李主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
非遭离世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耶？在《书李主词》中，苏轼又云：“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
。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
哉！南宋杰出女词人李清照，她不仅肯定“江南李氏君臣”在词史上的独特风貌和突出地位，还读出
了“忧患意识”。在《词论》中，她说：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
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纱》、《梦江南》、《渔父
》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
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当然，也有人从唯美出
发，非常欣赏李氏君臣作品中高超的艺术技巧。如，《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九引《雪浪斋日
记》云：荆公(即王安石)问山谷(黄庭坚)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
“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
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本序作者按：不过，王荆公记错了。他所说的“细雨”“小楼
”两句为中主李璟词，而“细雨湿流光”却是冯延巳《南乡子》词句。)在《填词杂说》中，清沈谦甚
至高度评价李煜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即李清照)，极是当行本色。又，“红杏枝头春意闹”
、“云破月来花弄影”，俱不及“数点雨声风约往，朦胧淡月云来去”。予尝谓李后主拙于治国，在
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觉张郎中、宋尚书，直衙官耳。也有人以研究者自居，探索梳理它的源流
演变，谈不上有多大喜爱或厌恶，但从骨子里说还是欣赏的。如，宋末元初人赵文在《跋周氏埙篪乐
府引》中说：旧传唐人《鳞角》、《兰畹》、《尊前》、《花间》等集，富艳流丽，动荡心目，其源
盖出于王建宫词，而其流则韩倔《春奁》、李义山《西昆》之馀波也。五季之末，若江南李后主、西
川孟蜀王，号称雅制。观其忧幽隐恨，触物寓情，亡国之音思极矣。据现有记载，王綮的《鳞角集》
，当是历史上出现较早影响深远的词选。王綮，字辅之(一作辅文)，今福建福州市福清城东门外龙山
村人，生卒年月不详，大概生活在唐宣宗和唐昭宗其间(公元846—905年)。咸通二(《名士传》作三)
年(公元861年)进士。历官大理司直、太常博士、水部郎中。黄巢“乱后”，归终乡里。墓在福清永东
里怫顶峰。不过，现存的《四库全书》本，以及今福建宁德市福鼎秦屿人王遐春在清时刊刻的“鳞后
山房”本，都没有“富艳流丽，动荡心目”的曲子词，而是律赋四十五首，并附录着宋著作郎王苹搜
集的二十一篇省试诗。其词赋清婉，托意奇巧。由此看来，原先流传的王綮《鳞角集》，在南宋时就
引起他那充满理学酸味的八世孙王苹的不满，并被这个“程门高弟”偷梁换柱了。尽管如此，这朵早
绽的词苑奇葩，在南宋时还飘香金人国境，香沁民间骨髓，深受百姓偏爱。如今出现多如牛毛的中国
文学史专著，却只字不提词选《鳞角集》在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及其作用。然而，金代杰出文学家元好
问却在《新轩乐府引》中介绍说：《鳞角》、《兰畹》、《尊前》、《花间》等集，传播里巷；子妇
母女，交口教授；淫言媒语，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与之俱化。有目共睹，直至宋末金时，在中
国大地上产生着广泛影响的，依然是《鳞角》、《兰畹》、《尊前》、《花问》等晚唐五代词集，而
不是“当代宋词”，更不是什么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既然如此，那么，王国维承袭清人焦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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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主新传》

的“楚骚、汉赋、魏晋六朝五言、唐律、宋词、明人八股，都是一代之所胜”(《易馀龠录》)的观点
，有《(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
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这是多么靠不住的结论。至少歌词在宋代就不是“一代之文学
”或“一代之所胜”，那时还有诗、话本、戏曲；而唐朝不止有律诗，还有曲子；晚唐五代的小令，
从整体上说，却是后来宋人无法超越的一座高山。所谓“唐律、宋词”或“唐之诗，宋之词”，如果
认为那“都是一代之所胜”，这完全是在历史资料极度缺失下，某些性急学者所产生的一个心造幻影
。这件事还告诉我们，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样，所谓“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
清代乾嘉治学方法，也是不可全信的。出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但绝大部分的哈姆莱特，却是读者自己胡思乱想的产物，而不是莎士比亚所塑造的那个哈姆莱特。这
种哈姆莱特，如果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那还别饶风趣；如果视为学术成果，到处炫耀，那会贻笑大
方。就像人人都有看法心得一样，人人也都有权假设证明。然而，“大胆假设”的结果，可以与史实
或作者意图相符，也可以相左，这就要看你的“运气”了。如果运气好，那就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
；如果运气不好，那“小心求证”简直就是矫饰诈行以伪谤真的代名词了。谓予不信，请设心处地想
一想，如果你是“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的作者，面对着执法官按律处斩的惩罚，会承
认自己有思念明朝毁谤本朝的真意，从而欢呼那种类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诬告会是了不起的
考据方法？假如你是郭沫若、老舍、丁玲、赵树理⋯⋯耳听着“文革”时某些人系影捉风般的抠字诬
陷，会衷心赞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句西谚是至理名言？不错！在一千个人的心目
中，可以有一千个的阮玲玉，一千个的祥林嫂。然而，可怜的阮玲玉和祥林嫂啊，却受不了一千个人
的折腾。我们应该不忘先哲们的“人言可畏”这个泣血呐喊，从而慎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莱特”这个做人权益，别把它无原则地扩延到看书读诗以外的地方去。传记需要艺术，但它与小说、
传奇不同。作者不能任意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不允许在艺术可以虚构，以及“一千个读者
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种种借口下，驰骋想象，编造情节，塑造形象，坐赃传主。它必须忠实于人
物的生活轨迹、内心世界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对包括历史纪录、文学作品等在内的各种史料进行科
学的鉴别、分析、选择，从而获得能够多角度、多侧面地真实反映传主最具个性特征的那些素材，并
按照一定的创作意图进行组织加工而成的一种艺术品。因此，笔者在撰写这本拙作时，不单使用了《
宋史》、新旧“唐书”、两《南唐书》、《江南野史》、《十国春秋》、正续《资治通鉴》等官修民
著的有关史书，还参考了各种版本的《南唐二主词》，以及二主阅读化用过的种种文史作品，乃至历
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著述等，共有二百五十多种。尽管如此，我所拥有的历史素材，仍有许多欠缺。在
这种情况下，只好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也作了一些“以意逆志”的尝试。这虽然属不得已的，
但它毕竟是动过手术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依然存在着一定风险。何况笔者还是在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氛围下迈入学界的，打从心里并没有全盘否定“一千个读者就
有一千个哈姆莱特”，这个也只是普通接受美学，而不是文艺改编、影视演出、学术研究，以及社会
生活的法则圣言。因此，我热诚欢迎各界前辈老师和同好不吝赐教，以匡不逮。今年是李璟生日1091
周年、李煜诞辰1070周年，明年是李璟逝世1047周年、李煜忌日1030周年；南唐国灭亡也有1032周年了
。如果读者诸君“看”了他们“热闹”以后，能在获得诸如“点化”、“无我”等诗词创作知识之时
，还有文学以外的种种感慨或启迪，那笔者就心满意足了。是为序。谢学钦200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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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主新传》

内容概要

《南唐二主新传》作者依据历史资料，从一个全新角度为南唐二主作传，通过解读词史、赏析作品，
追溯南唐李氏君臣活动，为我们勾勒出了李璟、李煜的形象，完整清晰地再现了南唐二主的人生轨迹
和心路历程。这部传记是了解和研究李璟，李煜的最佳入门读本。
李璨和李煜是五代时期南唐国的君主。作为国君，他们在历史上是亡国破家的典型；但作为曲子辞作
家，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作品千百年来一直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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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主新传》

作者简介

谢学钦，1946年6月生于福建省福清，祖籍福建省闽侯。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省诗词学会，中华诗词
学会会员。现有职称主任记者。发表过诗词曲、散文、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闽浙粤历史地理研究等
作品80万字，其中有《“闽”的由来与演变》、《武夷山(崇安)为秦九江郡地辨》、《漳州为秦南海
郡地考》、《古罗江县再揭秘》、《空海是在霞蒲县赤岸村入唐吗》，以及《说畲》、《景教、天主
教传入闽东考》等。传略入载《中国诗人大辞典》、《中华作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名词典》、
《世界华文诗词艺术家作品精选》等40余部辞书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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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主新传》

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别了南唐国第二章 这支李氏世本微贱第三章 义祖徐温第四章 烈祖李异第五章 李璟继位前后
第六章 灭闽国第七章 亡后楚第八章 在休兵息民的日子里第九章 周世宗三征南唐第十章 失去半壁江山
第十一章 李璟为何在南昌宾天第十二章 李煜初政第十三章 好声色而废政事第十四章 周氏姐妹的前赴
后继第十五章 燕尔新婚之后第十六章 宋师平唐之前第十七章 赵宋吴越围江宁第十八章 北归阙下第十
九章 独自莫凭栏第二十章 只以眼泪洗面第二十一章 谁与问空王第二十二章 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二十三
章 结语附录：南唐二主年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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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唐二主新传》

章节摘录

乾化三年(913年)三月，吴行营招讨使李涛率领军队二万人翻越千秋岭(在今浙江临安县西北，接安徽
宁国县界)，进攻吴越的衣锦军。临安是吴越王钱镠的故乡。钱镠命令他的儿子、湖州刺史传镠为北面
应援都指挥使，前往救援。传瑾派人砍伐树木，阻塞险狭的山道，以断绝李涛的后路。钱镠又任命睦
州刺史钱传臻为招讨收复都指挥使，率领水军攻打吴的东洲，以牵制李涛的兵势。李涛大败，与三千
士兵一起被俘。徐温就派遣宣州副指挥使花虔，会同广德镇遏使涡信，率兵驻扎广德，准备再次攻打
衣锦军。结果吴越钱传瓘先发制人，攻下广德，俘虏了花虔、涡信。有来无往，非礼也。吴越王钱镠
也派遣他的儿子钱传璀、钱传镠，以及大同节度使钱传瑛，进攻吴国的常州。徐温说：“浙人轻浮而
且胆怯。”于是，率领各将领一日行两天的路程，赶赴前线。到了无锡，黑云都将陈佑对他说：“他
们以为我们远路赶来马疲人倦，不能马上作战。请允许我带领部下，乘其不备攻击他们。”徐温同意
。陈佑就率兵绕到敌人后方，徐温的大军便当在敌人正面，前后夹攻。吴越大败，死伤被俘非常多。
然而，钱瓘毕竟不是陶雅、刘威，一时间还是吓唬不了的。就在这不厌其烦地你打我伐你死我活中，
徐温还干了两件非常漂亮的事：一是加快培植自己的势力，为将来篡夺杨氏政权作准备；另是设法把
杨吴王推上皇帝之位，以改变自己“权重位卑”的现实。中国是个有数千年历史的古国，诸如尔虞我
诈，肆奸植党，笼络人心，篡位夺权之类的经验教训恒河沙数。只要你有心，拈来应用，准能有效。
如选择资历不高的人作亲信。左监门卫将军钟泰章就是一个很好例子。他帮助徐温杀死张颢后，嫌得
到的赏赐太少，但不敢说。过了几年，在一次喝酒醉时，无意泄露出去。有人就向徐温告密，并挑拨
要杀他。徐温说：“这是我的过错。”当即就提拔他为滁州刺史。原润州司马陈彦谦，后来被徐温招
去管理日常庶务。有一次，徐温指着满库财富对他说：“这是三军物资，我怎敢占有呢。现在库存能
如此盈千累万，这全是您的功劳啊。”陈彦谦病重，徐温亲自为他调侧汤药。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十
一月，定都广州的大越主刘陟改名为“岩”，改国号为汉，号称南汉。在此之前，即后梁开平元
年(907年)九月，王建就在成都称帝，国号大蜀，史称前蜀。因此，南汉建立的消息传来，徐温跃跃欲
试，便劝吴主说：“现在大王与各位将领都是节度使，虽然大王还有率领节度使的权力，但总的说还
不足以辖制他们；希望大王能建立吴国，即位称帝，便于治理。”杨隆演没有答应。在此前后，严可
求屡次劝说徐温，用次子知询代替养子知诰来管理杨吴的大政。知诰得知此事，找骆知祥商量，于是
设法将可求挤出朝廷。可求被派去担任楚州刺史，到达金陵，就去找徐温。当时黄河以北，诸侯林立
，契丹横行，但后梁趋弱，晋军屹起。严可求担心晋王李存勖一旦战胜梁末帝朱友贞，势必称帝。李
存勖虽是西突厥别部沙陀部人，但祖父朱邪赤心被唐懿宗赐名为李国昌，故一直以唐臣自居。这样就
对尊奉唐朝的正朔，并时常以兴复唐室为号召的杨吴政权不利。因此，可求对徐温说：“不如抢先建
立吴国以便维系民心。”这话正中徐温下怀，于是又留可求参与统管各种政务，并让他草拟称帝时的
礼仪。第二年(公元919年)三月，吴越王钱镠受后梁诏令，命钱传璀率领五百艘战舰，从水路大举进讨
淮南。这时，徐温又率领将帅官吏和各路藩镇请求吴主称帝，杨隆演又不答应。然而，大敌当前，又
经不起软磨硬缠，或许吴主早有此意，只是认为条件还不成熟罢了。四月初一，吴主杨隆演只好即吴
国王位，改年号为武义。修建了宗庙和社稷坛，设置百官，宫中的一切礼乐典章全用天子的礼制。徐
温也因此成为吴国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诸道都统、镇海和宁国节度使，仍担任太尉兼中书令、
东海郡王；养子徐知浩为左仆射、参政事兼知内外诸军事，仍旧领管江州团练使。此时，杨吴派遣舒
州刺史彭彦章和裨将陈汾，抵御吴越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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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不是女人的化妆盒，谁都可以从中取出合意的东西来，为自己的观点搽脂抹粉，乔妆美饰。它也
不是某个地区、某个民族的离奇传说或美好回忆，更不是存在于文学家、史学家、影视编导或民间艺
术家的头脑之中，而是过去确实出现过的人和事。为了获得对南唐二主生活创作和南唐国史、南唐词
史等的发言权，在撰写本书之前，我不仅搜集、鉴别、分析了大量的有关史料，还作了许多读书笔记
，如《徐温事迹》、《李璟李煜年谱》、《南唐诗词资料》、《南唐二主作品注释》、《南唐诗话词
话汇辑》，以及《南唐“花间词人”张泌研究资料》等。也就是说，即使我在拙作中，只写了“许多
专家学者认为，《花间集》收‘诗客曲子词五百首’，是按其作者的年龄大小为序排列的。其实不是
。欧阳炯在《花间集叙》中说得非常清楚，这是他在编辑过程中‘广会众宾，时延佳论’的结果”(第
十二章“李煜初政”)，就这么七八十个字，也是花费了许多精力才写出的，而不是简单照抄《花间集
叙》那两句话。这些笔记大都没有撕毁掉，现抄录一则，供专家同好们检验：俞平伯在《唐宋词选释
》“张泌”条中考辨道：“张泌，《花间集》列于牛峤、毛文锡之间，称为“张舍人”，字里无考。
南唐时别有张泌者，为李煜舍人，且及见煜之死，则已在978年以后，距《花间集》成书迟约四十年。
且《花间》不收南唐词，自非一人也。今从《花间集》，列于牛希济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版)。这话似乎说，按《花间集》的作者作品排列次序，可证张泌比牛峤小，但比毛文锡大。其实，这
份名单，未必依年龄为序。据北京语言学院编《中国文学家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载：欧
阳炯生于公元896年(唐昭宗乾宁三年)，而和凝生于898年(唐昭宗光化元年)，然而排列最后的李洵约生
于855年(唐宣宗大中九年)，却比他俩大四十多岁。该书还说：毛文锡在“唐末进士及弟，年仅十四”
。晚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在唐哀帝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由此可知，毛文锡生于894年(唐昭宗乾宁
元年)，也比李洵小。据陈尚君考证，孙光宪“约生于店乾宁(894-897)间”。比欧阳炯、和凝大，可他
却排在他俩之后。至于牛希济、顾复、魏承斑、鹿虔廒、阎选、尹鹗、毛熙震等人，如今连生卒年代
的蛛丝虫迹也没发现，只知在《花间集》成书时可能在世，哪又如何肯定张泌的出生确在他们“之前
”啊？当然，如此拖泥带水地抄了一大段，主要还想证明笔者的治学态度是认真严谨的；拙作或许仍
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从整体上说，它依然是一部信史。另有一件事必须交代。我居住在福建东
北部沿海一个小城区里，尽管可以翻阅到台湾影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但看不到内地出版的《二
十史朔闰表》等工具书；虽然拥有以北京图书馆藏的宋刻为参校本的《花间集》(陈红彦校点)，但索
求不到宋无名氏辑、王仲闻校订的《南唐二主词》。因此，拙作中与历史纪时换算的公元纪日，都是
我借助“干支结合表”和方诗铭的《中国历史纪年表》，依照《资治通鉴》等史料，用水笔一天天地
推算出来的。书上提到的南唐二主词，主要以詹安泰的《李璟李煜词》(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为
底本。詹著据清末沈宗畸的《晨风阁丛书》刻、王国维辑补的南词本《南唐二主词》排印，以1620年
吕远墨华斋本《南唐二主词》影写本、清康熙侯文灿刻《十名家词集》本，以及《全唐诗》等进行比
勘，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南唐二主词的读本。个中的词句有些差异，那是笔者参照詹著在每首词之后所
列的“校勘”，进行重新校订。校正的原则，是尽量“还原”，贴近二主原作。在本书出版之际，我
还得对女儿谢似雪和全国政协文史出版社责任编辑梁志安表示深切的感谢。没有上“大二”的女儿在
暑寒假、国庆和五一节回乡帮我打字校对，将草稿变成清样，这本拙作别说已抄好，恐怕至今还无法
定稿。没有中国文史出版社及其编审梁志安先生的厚爱和努力，本书也难以与广大读者见面，更不可
能刚刚交稿，就将出版成书，并像一束鲜花似的，在李煜诞生10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时，敬献给他的
在天之灵。谢学钦2007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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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唐二主新传》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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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已成诗评 强力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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