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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稼轩词中的梦词有 78首, 约占稼轩词总数的 12. 4% ; 从内容看感叹人生如梦、无奈归隐的梦词有 37

首, 占总梦词的近 50%。深入解读稼轩梦词,有助于了解词人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转变为佛道归隐思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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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Jiaxuan 's Poem s aboutD ream s

WEN Chunx ian

( Co llege of L iterature and Journa lism, HunanUn iversity of Techno 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 ina)

Abstract: O f a ll Jiaxuan s' poem s, 78 ( 12. 4% ) are about dreams. In 37 ( 50% ) o f these poems, the poet ho lds

that life is like a dream. Jiaxuan 's poems abou t dream s unfo ld a c lear picture of h is transformat ion from active

participat ion in soc ia l adm in istration advocated by Con fuc ian ists to seclusion pursued by Buddh ists and T ao 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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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弃疾是两宋词史上存词数量最多的词人,今

存稼轩词 620多首。
[ 1 ] 12
稼轩词中用了  梦 !字并写

到梦的 (以下简称梦词, 包括词的题序中明确指明

是记梦但词中没有使用  梦!字的 )词有 78首, 约占

总数的 12. 4%。从数量看江淮、两湖时期和两浙、

铅山时期梦词的创作比重较高,约占同期词作份额

的 20%;从内容看书写壮志难酬和人生如梦的梦词

有 47首,约占总梦词的 60%。现代心理学的研究

证明梦与主体的日常生存和思考有着密切的联系。

弗洛依德说:  梦因愿望而起, 梦的内容在于表达这

个愿望,这就是梦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还有一个

不变的特性。就是梦不仅使一个思想有表示的机

会。而且借幻觉经验的方式, 以表示愿望的满

足。![ 2] 84
换句话说一个作家的梦往往能反映作家潜

在的思想和愿望。以往学者们对稼轩梦词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题材分类、梦境解析和稼轩梦词艺术特征的

探讨等方面,
[ 3- 5 ]
笔者注意到稼轩梦词数量颇丰,创

作编年大多比较清楚,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稼轩梦词

的数量、内容和编年入手, 由表及里解析辛弃疾由儒

家积极入世思想转变为佛道归隐思想的全过程。

一、稼轩梦词在数量、内容和比重方面的特点

(一 )各阶段梦词的数量和比重特点: 江淮、两

湖时期和两浙、铅山时期梦词的创作比重最高

表 1 稼轩各阶段梦词的数量和比重表

江淮两湖之什 带湖之什 七闽之什 瓢泉之什 作年莫考之什 两浙铅山诸什 补遗 总量

时间 1167�1181 1182�1192 1192�1194 1194�1202 1182�1192或 1194�1202 1203�1207
各期词 71 176 32 173 125 21 28 626

梦词数量 16 22 2 16 15 4 2 78

梦词所占比例 23% 13% 9% 9% 12% 19% 7% 12. 4%

由表 1可以看出, 从绝对数量上看带湖时期创 作的梦词数量最多, 10年间有 22首。从梦词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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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词作总数的比重看, 江淮、两湖时期和两浙、铅山

时期梦词的创作比重最高,分别是 23%和 19%。因

此从梦词比重的角度考察, 稼轩梦词是在词人创作

的前后两头数量更多、覆盖率更广。

(二 ) 内容:书写壮志难酬和人生如梦的梦词有

47首,约占总梦词的 60%

表 2 稼轩各阶段梦词的内容和数量

感叹壮志难

酬理想未成

感叹青春易

逝人生如梦

梦美人

伤离别
伤春 梦友人伤离别

梦道士话

长生斥不能
伤秋

梦词

总量

江淮两湖时期 3 6 2 3 2 16

带湖时期� � 2 13 2 5 22

七闽时期� � 2 2

瓢泉时期� � 2 9 1 1 1 1 1 16

作年莫考作品 3 4 2 5 2 16

两浙铅山时期 3 1 4

补遗� � � � 2 2

梦词总量� � 10 37 5 12 10 1 3 78

如表 2所列,笔者将稼轩梦词按内容粗略分为

7大类。其中书写作者理想未成、壮志难酬的梦词

有 10首, 占总梦词的 13%; 感叹青春易逝、人生如

梦、无奈归隐的梦词共 37首, 占总梦词的 47% ;在

伤春、伤秋、伤别离的梦词中, 伤春的梦词更多, 有

13首,占总梦词的 17%。很显然从内容看感叹人生

如梦、无奈归隐的梦词是稼轩梦词的重点所在,比重

近 50%。

二、从稼轩梦词解读辛弃疾思想转变的全过程

(一 )南归前 20年 ( 1161~ 1181年 ): 儒家思想

向道家思想的转变期

辛弃疾从小生活在金兵占领区, 20岁率众起义

抗金, 后归南宋。南归不久就主动请战, 献计献策,

希望收复故上。然而他的人生理想与南宋统治者偏

安江南的治国思路背离,所以无论是 1165年奏呈给

孝宗皇帝的 ∀美芹十论#还是 1170年上呈宰相虞允

文的∀九议#,在皇帝和宰相那里都没有换回辛弃疾

想要的反应,他们甚至根本就不曾重视。在他南归

的前几年只是浮沉于下级僚吏之中。即使在他才干

谋略已经有所表现的南归后十年, 他也只是辗转于

江西、湖南、湖北做了几任地方官, 这与他收复中原

故国的功业理想相去甚远。

在 ∀稼轩词编年笺注 #中我们能见到的第一首
梦词是 ∀满江红 ∃鹏翼垂空 #, 此词虽没有确切编
年,但这首词被邓广铭先生编排在全书第二首,其后

的几首词编年在 1170年, 据此大致推断 ∀满江红 ∃
鹏翼垂空#的创作时间应在 1170年之前, 这正是作

者南归的前 10年,因此这首梦词比较准确地表达作

家这个阶段的襟怀。词的上阕清楚地写出了作者

 他年要补天西北 !的人生理想, 下阕又明白地描绘

了自己的  宝香黄阁梦 !。  黄阁 !是汉代丞相听事

的门,透过作者的  黄阁梦!我们可以听到辛弃疾对
对自己渴望担任要职、为国尽忠、最终实现自己  补

天西北!的人生理想的吟唱。然而作者此时的真实
处境是  待如今、端的约钟山, 长相识。!, 仅这一句
词人已隐约透露出他南归近 10年理想迟迟未成的

怅惘。

这个时期的另一首梦词是 ∀声声慢 ∃ 尘埃成
阵#。邓广铭先生给此词的编年是 1172年, 此时词

人已经南归 11年。在词的上阕作者还是一再表达

他渴望收复  西北神州!的功业志向, 为实现这个理

想作者还在时时  看取弓刀 !。词中提及的  怀嵩
楼!原是唐李德裕被贬滁州之时所修之楼, 取怀归

嵩洛之意。辛弃疾此时正在滁州为官,他本是中原

山东人,此刻自己的家乡以及整个淮河以北的大片

国土依然沦陷在金人之手, 自己少壮南归却功业无

成, 这样的人生处境自然让作者想到  千古怀嵩人
去, 应笑我,身在楚尾吴头 !。  从今赏心乐事, 剩安

排、酒令诗筹!表达的是作者长歌当哭的人生无奈。

在下阕词人不得已开始做  华胥梦 !,  华胥梦 !的典
故写的是道家自然无欲无为的故事。因此从这首词

我们看到:辛弃疾在南归 11年时, 事与愿违的人生

境况已经迫使道家无为思想在辛弃疾的思想中悄然

生根。

这一时期的的梦词还有创作于 1174的 ∀八声甘

州∃把江山好处付公来 #,在这首梦词中词人做的是
 钧天梦!,这个典故讲述的是古人在梦境中与天上仙
人神游同乐的故事。另外还有创作于 1175年或 1176

年的∀水调歌头∃造物故豪纵 #,词中写到  老子旧游

处,回首梦耶非。!,全词所提人物老子和李白、所提典
故  烟波旧侣 !都与道家思想牵连很深。

创作于 1178年的梦词 ∀满江红 ∃过眼溪山#准

确地表达了南归 17年,已经 39岁的辛弃疾  旌旗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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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头先白!的人生困惑和无奈。
� � 满江红 (江行和杨济翁韵 )

� � 过眼溪山, 怪都似、旧时曾识。是梦里、寻常行

遍,江南江北。

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两平生屐。笑尘埃、三

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 东南拆。英雄事, 曹刘敌。被西风吹

尽,了无陈迹。

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

乐转相寻,今犹昔。

本来 20岁到 40岁是人生最适合建功立业的大

好年华,但在这 20年中作者却一直在江南辗转做地

方官,  归正人!的身份和  主战!的思想使他长期被

排挤在国家的核心权利之外,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人

生理想无法实现,人世无奈已经过早地让词人头白,

一心渴望收复中原故国的辛弃疾也只能在梦中  寻

常行遍,江南江北 !,那些与  英雄事!有关的功业理
想也只能  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

创作于 1181年前后的梦词还有∀贺新郎∃高阁

临江渚#、∀鹧鸪天∃别恨装成白发新#、∀祝英台近 ∃
宝钗分#、∀鹧鸪天∃困不成眠奈夜何#等, 这些词无

一例外的以各种意象婉曲表达了作者  空有恨, 奈

何许!的不尽无奈。创作于 1182年的梦词 ∀满庭芳
∃柳外寻春 #,写的是作者面对自己南归 21年却功

业无成的事实, 沉痛到  钧天梦觉, 清泪如丝。!, 在

这首梦词中, 作者第一次明确流露了自己  明日五
湖佳兴,扁舟去、一笑谁知 !的归隐思想。

通过上面的分析得出: 在辛弃疾南归的前 10

年,梦词中渴求收复中原、建功立业的思想还时有流

露;但在后 10年的梦词中, 已多次写到世事多艰,梦

词中经常慨叹的是功业未成、壮志难酬的遗憾和无

奈,梦老子、梦神仙、叹归隐的道家出世思想已反复

多次在梦词中流露。

(二 )归隐 20年 ( 1182~ 1202年 ) :道家思想成

为辛弃疾的主体思想

从 1182年到 1202年漫长的 20年中,辛弃疾除

一度出任福建路的提刑和安抚使共不满 3年外,其

余 17年完全被南宋政府弃置不用, 闲居带湖和瓢

泉。从表 1可以看出,这个时期词人共创作梦词 40

首,数量上是第一个时期 16首的 2. 5倍多。从内容

看 (见表 2) ,写作态度稍显积极,感叹壮志难酬的梦

词只有 4首, 而写人生如梦、无奈归隐的梦词却有

24首,后者是前者的 6倍。而在第一个时期后者只

是前者的 2倍。从这组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这

个阶段感稼轩词中,感叹人生如梦、无奈归隐的梦词

大量增加。

( 1)带湖七闽时期 ( 1182~ 1194年 )

创作于 1182年的两首梦词 ∀六幺令 ∃酒群花
队#和∀六幺令 ∃倒冠一笑#写的是词人被弹劾归隐
带湖后的生活。同年创作的梦词还有 ∀水调歌头 ∃

千古老蟾口#、∀小重山∃旋制离歌唱未成 #。在∀水
调歌头∃千古老蟾口 #中词人做的是  焦鹿梦 !, 这
则典故语出 ∀列子 #, 表达的是人生如梦的思想, 在

这首词中,词人是第一次在梦词中谈到自己喜爱饮

者、隐士陶渊明的人生志趣 (  爱酒陶元亮 ! )。在

∀小重山∃旋制离歌唱未成 #中词人已经把自己和

病老的蔺相如相比, 感叹  相如老, 汉殿旧知名 !。
国恨家愁过早地消磨了诗人的年华,刚过 40岁的辛

弃疾,人未老鬓先衰。无论词人曾经的理想多高、志

向多远,它们也只能在带湖的山水中被慢慢消磨,这

正是英雄真正的悲哀。

创作于 1185年前后的三首梦词∀菩萨蛮 ∃锦书
谁寄相思语#、∀杏花天∃病来自是于春嫩 #和 ∀踏歌
∃摺厥#着重写的是作者的愁思和孤独,一个 20年

前的孤胆英雄此时如一个幽怨女子一般反复诉说自

己的满腹愁思和寂寥,由此看出世事消磨的并不只

是词人的年华。创作于这个时期的梦词还有 ∀满江

红∃笑拍洪崖 #, 作者重复做着  焦鹿梦 !, 反复向
读者诉说的依然是  觉人间、万事到秋来, 都摇落 !
的梦幻感。

创作于 1186或 1187年的 ∀水龙吟 ∃断崖千丈
孤松 #是这个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梦词。

水龙吟

断崖千丈孤松,挂冠更在松高处。平生袖手,故

应休矣,功名良苦。

笑指儿曹,人间醉梦, 莫嗔惊妆。问黄金余几,

旁人欲说,田园计、君推去。

叹息芗林旧隐, 对先生、竹窗松户。一花一草,

一觞一咏,风流杖屦。

野马尘埃,扶摇下视, 苍然如许。恨当年、九老

图中,忘却画、盘园路。

词的上阕全盘否定了儒家倡导的功名富贵思

想,下阕流露的是对归隐生活的由衷向往。我们从

中清晰地看到: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辛弃疾已经无奈

地放弃了儒家思想,同时接纳了道家思想并在生活

中给予倡导和践行。创作于 1188年的梦词 ∀沁园春

∃老子平生#表达的是与上词完全相同的思想。在
创作于 1189年或 1190年的 ∀水调歌头 ∃日月如磨
蚁#中,词人提到了第一个时期曾多次提及的  西北

有神州!, 但这一次再不是期许自己能收复中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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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而是对朋友说  此事君自了,千古一扁舟。!看词
人的意思是向朋友叮嘱:  北定中原的事情就拜托

你了, 至于我, 已经归隐了。!此时作者的口吻与南
归初期主动请战、献计献策的行为已经判若两人。

1190年前后创作的梦词∀鹧鸪天 ∃梦断京华故

倦游#中表达了对朋友在外宦游的倦怠。 ∀鹧鸪天
∃趁得春风汗漫游#甚至表达了既然人生如梦就应
该及时行乐的思想。在创作于 1191年或 1192年的

梦词∀水调歌头∃万事几时休 #中, 词人完全是在用

词的形式为道家思想作注解, 咏叹的是老庄  梦觉
大槐宫 !的大彻大悟。

1192年到 1194年辛弃疾出任福建路的提刑和

安抚使 (七闽时期 ) ,在近 3年时间中, 他创作的梦

词仅有两首,分别是 ∀贺新郎 ∃觅句如东野 #和 ∀满
江红∃宿酒醒时 #。前一首写的是词人游西湖时的
感受: 上阕对西湖美景做了描画, 写到了隐士林逋,

下阕写自己在外为官很想念带湖的山水亲邻, 但相

比带湖他更爱西湖的烟霞浩渺,认为这里更能涵养

词人的文学创作。后一首词写自己与朋友饮酒过

量,卧于朋友堂上半夜醒酒后的感触。词中写到:

 纸帐梅花归梦觉, 莼羹鲈鲙秋风起。问人生、得意

几何时,吾归矣。!这几句文字清楚地表达了词人渴

望归隐的心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即使是在福建

为官的 3年时间中, 词人也没有再次激发自己青壮

年时期的功业理想,梦词中始终没有提及收复中原、

了却功名这类事情。所以笔者认为, 在这 3年中词

人并没有因为归朝为官而调整了自己已经自适的道

家思想,可谓身在朝而心在野。

在归隐前十年创作的梦词中 ∀清平乐 ∃绕床饥
鼠 #和∀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 #流露的人生态度相

对比较积极。两首词都用苍劲的语气回忆自己  平
生塞北江南 !、 梦回吹角连营!、 沙场秋点兵!的军
旅生涯,但无论如何, 词中  华发苍颜 !  可怜白发

生 !的作者已经颇显老态,  万里江山 !也只能是梦
中一瞥,曾经的英雄业绩和壮怀激烈总随  秋宵梦

觉 !了然无痕。
( 2)瓢泉时期 ( 1194~ 1200年 )

从数据看 (见表 2)这个时期的稼轩梦词只有一

类内容最为集中,那就是梦饮者、隐士、神仙、感叹年

老体病、人生如梦、无奈归隐的词章, 共有 9首之多,

占这一阶段梦词的 56%, 份额很高。而提及自己曾

经的人生理想,创作态度稍显积极之词只有 2首,前

者是后者的 4. 5倍。属于前者的有 ∀念奴娇 ∃为沽
美酒#、∀满江红∃我对君侯 #、∀哨遍 ∃蜗角斗争#、

∀哨遍∃一壑自专 #、∀菩萨蛮 ∃葛巾自向沧浪濯#、

∀兰陵王∃恨之极#、∀沁园春∃甲子相高 #、∀水调歌
头∃十年深窈窕 #、∀定风波 ∃昨夜山公倒载归 #。

这些词无一例外地是写作者的隐居生活,在词中辛

弃疾念念不忘的是隐士、饮者、神仙。梦词中反映的

道家归隐思想已经相当浓郁。值得一说的是在这个

时期的这类梦词中词人甚至已经开始书写一个老者

的情怀和感受:感叹自己的老病和慵懒,感叹人事难

料人情恶俗,感叹儿孙晚见% %我们从中清晰地感

受到了一代英雄正在被岁月无情消磨为一位普通老

者的情怀。

这一时期创作态度稍显积极的两首梦词是 ∀柳

梢青 ∃莫炼丹难#和 ∀水调歌头∃我志在寥阔 #。
柳梢青

(辛酉生日前两日, 梦一道士话长年之术, 梦中

编以理折之,觉而赋八难之辞。)

莫炼丹难。黄河可塞, 金可成难。休辟谷难。

幔风饮露,长忍饥难。劝君莫远游难。何处有西王

母难。休采药难。人沉下土,我上天难。

∀柳梢青∃莫炼丹难 #写于公元 1201年。词人

在题序中说:在自己 62岁生日前两天做了一个梦,

梦到一个道士向自己灌输长生不老的方法, 醒来以

后创作了这首词。在词中, 作者用排比句式对道教

炼丹、得道成仙的做法给与了坚决的否定。那么词

人在这首词中对道士炼丹成仙做法的否定是不是与

前面众多吟咏道家归隐思想的词章形成了冲突? 笔

者认为不是这样。南归 10年以后迫于事与愿违的

现实无奈,辛弃疾开始慢慢亲近道家的无为思想。

后来被弹劾的的事实也迫使他不得不长期归隐, 英

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不可能不困扰词

人, 这时只有老庄人生如梦、无欲无为的思想才能化

解词人巨大的心理困境, 老庄思想让词人在被迫隐

居的 17年中感觉更自适,时长日久老庄思想渐渐取

代了儒家思想在词人心中的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

作者就全盘接受了道教的观念, 炼丹成仙之术只是

道教的一种外在修为方式,从稼轩梦词看:辛弃疾接

受的只是老庄无为归隐的思想而不是许身道教。

∀水调歌头 ∃ 我志在寥阔 #中作者写的是自己
的  登天梦 !, 在梦中词人登上了九天, 在天上他见

到了李白、苏轼,作者用酣畅淋漓的语气写出了与前

贤同饮同游的快意。然而梦醒后词人顿觉孤独怅

惘。在这一时期的梦词中, 只有这两首词在创作态

度和文章气势上稍显积极。

通过上面的分析得出:辛弃疾在归隐的近 20年

中, 仅有 4首梦词仍然念及自己的理想功业, 却有

24首感叹世事难料、人生如梦、无奈归隐的梦词,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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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前者的 6倍,所以无论是从梦词的内容还是从

归隐梦词所占的比重我们都可以得出:在这个时期,

道家的出世思想已无奈地成为辛弃疾的主体思想。

(三 )生命的最后五年 ( 1203 ~ 1207年 ): 佛道

归隐思想成为辛弃疾的主体思想

1203年大权在握的韩侘胄为一己私利准备对

金国发动军事进攻, 之前被韩极力排斥的辛弃疾被

启用。词人先后担任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职。

1204年春辛弃疾被皇帝召见, 他断言金国必亡, 但

南宋攻打金国的时机还未到,成败的关键是战前必

须做好细致的军事准备, 如果匆忙北伐可能给国家

带来灾难。韩侘胄重用的大多是纨绔子弟, 他们骄

傲轻敌、急功近利, 因此辛弃疾做镇江知府不足 15

月就被韩的手下人以  好色贪财 !弹劾, 1205年秋,

辛弃疾只能再次回铅山继续自己的隐居生活。南宋

匆忙对金发动的战事果如辛弃疾所料为国家带来了

灾难, 1207年秋, 战事告急, 朝廷再次起用辛弃疾,

任他为枢密都承旨,速到临安 (杭州 )赴任。但此时

68岁的辛弃疾已身染重病,诏令到铅山时词人已卧

床不起,只得上奏请辞。这年农历九月初十,平生志

愿百无一筹的辛弃疾带着忧愤的心情离开了人世。

这一时期的梦词只有 4首, 分别是 ∀汉宫春 ∃
心似孤僧#、1203年创作的 ∀瑞鹧鸪∃膠膠扰扰几时

休 #、∀满江红 ∃紫陌飞尘 #和 1205年创作的 ∀瑞鹧
鸪 ∃江头日日打头风 #。

在∀汉宫春∃心似孤僧 #中词人上阕流露的是佛

家的情怀,由此还想到了诗佛王维和文殊菩萨,下阕

还是抒写自己的归隐之梦:  夜来归梦江上, 父老欢

予。!末句更写  归去也、绝交何必,更修山巨源书!。
1203年创作的 ∀瑞鹧鸪 ∃膠膠扰扰几时休 #和

∀满江红∃紫陌飞尘#是这个时期梦词的代表作。从
 胶胶扰扰几时休。一出山来不自由!可以推断这首
词应是在浙江为官以后创作的作品, ∀满江红 ∃紫陌

飞尘#也写于在绍兴为官时期。按常理此时词人被
再次启用,干的正是自己平生梦寐以求的北伐大业,

多年的夙愿有可能一朝实现,无论如何都应该感到

高兴振奋。但两首梦词反映的情况却令我们失望:

我们从词中看不出词人被启用后有任何振奋的情

绪,两首词中没有提及任何与北伐相关的事情,相反

写的多是故园之思,隐约流露的是一种寂寥的心绪,

同时还流露了为官后身不由己的无奈, 词中有对随

缘自适思想的肯定, 甚至还有对儒家功名思想的反

省和否定。也许是词人看透了韩侘胄集团发动北伐

的狭隘用心,也许是作者预料到了仓促北伐的后果,

也许是岁月沧桑真的消磨了英雄的豪迈,也许是在

无数次的希望与失望之后词人选择了淡定, 总之,从

这两首梦词的内容中,我们完全看不出一位老英雄

再次出山后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志向。

1205年创作的 ∀瑞鹧鸪 ∃江头日日打头风 #写

的是词人再次被弹劾归隐后的感触, 他认为自己被

再次启用又再次被弹劾也许就是个误会,韩侘胄集

团就象叶公一样不是真的好龙。下阕说还是安心归

隐吧,词人用  却笑千年曹孟德, 梦中相对已龙钟。!

暗喻无论自己当年如何叱咤风云, 现在已经是迟暮

老人了。

通过对这个时期 4首梦词的分析可以得出: 辛

弃疾在生命的最后 5年中, 即使是被南宋政府启用

后, 梦词也没有片言只语提及北伐,提及自己的理想

功业,相反佛道两家倡导的人生如梦随缘自适的思

想倒是时有流露,我们由此可以得出:迟暮之年的辛

弃疾已成为阅尽沧桑、心境平和的普通老者和智者。

佛道的隐者思想依然是其思想的主体。

通过对稼轩梦词的详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辛弃

疾思想的演变过程:南归前 10年渴望建功立业的儒

家思想在梦词中还时有流露,但在后 10年的梦词中

叹归隐的道家出世思想已多次流露; 在隐居带湖和

瓢泉的近 20年中,儒家的功业思想仅偶尔被词人提

及, 道家的归隐出世思想已无奈地成为词人的思想

主体;在词人生命的最后五年中, 即使他再次被启

用, 在梦词中儒家的功业精神也完全不被提及,佛道

的隐者思想依然是辛弃疾的主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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