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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笔生花　典故增辉 

———冯子振作品中的用典现象浅谈

陈安国

（攸县一中，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３００）

［摘　要］攸州（湖南攸县）人、元代作家冯子振喜欢用典，几乎每一篇作品中都有用典的现象；用典强化了其作品类比联想、
借代比喻、象征衬托、影射暗示等遣词造句的修辞效果，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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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子振（１２５７－１３４８），字海粟，自号怪怪道人，
又号瀛洲客，攸州（今湖南攸县）人，元代散曲家、诗

人、书法家。他自幼勤奋好学，“于天下之书无所不

记。”［１］博闻强记，才气横溢，文思敏捷，下笔万言，

倚马可待。其以文章称雄天下，一生著述颇丰，传

世有《梅花百咏》《居庸赋》《十八公赋》《鹦鹉曲》

《海粟诗集》等诗赋文曲，以散曲最著名。

以典入作品，巧妙用典，是历代文人赋诗作文

常用的修辞手法。冯子振是一位多产作家，流传下

来的作品有诗、词、赋、曲、记和序言等多种文体，这

些作品几乎每一篇中都有用典的现象，有些作品甚

至典故堆积、俯拾即是，可谓到了“掉书袋”的地步。

他不仅在长达四五千言的赋文中大量引用典故以

增强其外延张力，两篇长赋（《居庸赋》《十八公

赋》）各引用典故数量多达５０多处。即便在短短的
四言绝句中，他也会引用一至二个典故，有时甚至

一句一典，令诗句的容量倍增。参与《四库全书》编

纂的夏洪基对冯子振作品中用典有过中肯的评价：

“此数诗者（指《梅花百咏》）中用典之作用事、典，

确晓然可据。”［２］冯子振作品中的使事用典，材料非

常广泛，名言、成语、典故、人物、地域、事件等等，凡

典则采，点石成金。冯子振的联想能力非常丰富，

在很多作品中即事即景触动联想，将诸多历史典故

引入其中，形成了一种典故风景，产生了一种典故

效应。

　　一　类比联想广用典

冯子振引用典故达到了一种触类旁通、信手拈

来、织成锦绣的境界。如他在《浴梅》诗中由梅花的

娇美联想到唐朝美女杨玉环。“寒锁椒房气未匀，

一沾恩泽顿精神。冰肌湿透浑无力，绝胜华清得宠

人。”［３］１５先宕开一笔，从梅花的花蕊联想到了宫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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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的“椒房”。再从梅花生存的环境联想到唐朝

美女杨玉环在“华清池”沐浴。杨玉环是唐朝李隆

基宠爱的爱妃，唐开元二十五年，李隆基和以往一

样在这里过冬，在皇家的例行接见中他邂逅了杨玉

环，年轻的杨玉环让已过中年的皇帝又唤起了心中

的爱意。这里，诗人将梅花拟人化，将雨后或雪后

的梅花比作刚沐浴过的绝色美女杨玉环，又由梅花

的花蕊联想到美女住居的“椒房”，大联想中套小联

想，环环相联，花如其人，人似其花，人与花融为一

体，联想恰切精当。

在《江梅》一诗中冯子振吟道：“若有人兮湘水

滨，冷香和月浸黄昏。自怜不入离骚谱，待把芳心

吊楚魂。”［３］１９本诗通过栖生在江边“冷香和月浸黄

昏”的梅花，即刻联想到了屈原和他所作的《离

骚》。冯子振对屈原所写的《离骚》未能将梅花写

进去，有一种遗憾之意。认为梅花才是屈原自身人

格的真实写照。屈原其所以未能将梅花写进《离

骚》，而将兰花香草当做讴歌赞美的对象，这是屈原

借“江离”（香草名）“辟芷”（生于幽僻之处的芳

芷）和秋兰等花草比喻自己高洁的操行，同时还有

将兰花美女喻指贤臣与明君之意。冯子振联想到

楚国屈原，更有一层深意：当年的屈原被贬放逐，流

落湖湘。冯子振借屈原这一楚国忠臣表达自己的

忠贞之情。冯子振因为桑哥事件受冤屈，虽然没遭

受严刑，但是也被贬谪，像屈原一样遭到了放逐。

这正是文学创作上的典型的类比联想。

《爱云逸叟记》是冯子振为其乡党友人湖南攸

县东门陈允恭写的一篇记。其文不长，全录如下：

人生大块间，其爱者各适其性也。若渊明之爱

菊，其性则志于隐逸；茂叔之爱莲，其性则志于君

子。后之学者有志于贤圣，又可无所爱乎？余友陈

氏允恭者，世家攸州之东门，以诗礼相传，以道德相

尚，尝取其别号曰：爱云，盖有志圣贤者。且云者，

山川之灵气，阴阳聚而为云。其飞扬点缀舒卷往

来，起于肤寸之阴，而能霖雨天下。或无心以出岫，

或有意而从龙，变化莫得测也。今允恭以爱云为

号，吾不知其无心以出岫乎，有意而从龙乎？允恭

复之曰：兼有之，请为我记之。吾知允恭甘淡泊守

常分，不以富贵动心，不以利达介意，似无心以出岫

乎？倘其行义达道，名扬王庭，将与云之有意而从

龙乎？其所爱者，较之爱菊爱莲，不可同日而语也，

书以为记。

元待制冯海粟［４］

本文有多处引用典故，开篇第一句“人生大块

间”就引自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闻庾七左降因咏

所怀》诗句：“人生大块间，如鸿毛在风。或飘青云

上，或落泥涂中。”［５］指人生在天地、大自然之间，就

像鸿毛随生活之风云漂浮不定，时而飘在青云之

上，时而辗落尘泥涂中。接下来以类比联想的艺术

手法将陈允恭的“爱云”与陶渊明的爱菊和周敦颐

的爱莲相提并论，夸赞“爱云，盖有志圣贤者。且云

者，山川之灵气，阴阳聚而为云。其飞扬点缀舒卷

往来，起于肤寸之阴，而能霖雨天下。或无心以出

岫，或有意而从龙，变化莫得测也。”“无心以出岫”

源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原句为“云无心以出

岫”，意为白云自然而然地从山穴里飘浮而出。最

后认定陈允恭的爱云“较之爱菊爱莲，不可同日而

语也”。冯子振认为陈允恭的爱云比陶渊明的喜爱

菊花和周敦颐的喜爱莲花，有更高的情趣和境界，

高度赞美了陈允恭“不以富贵动心，不以利达介意”

“甘淡泊守常分”的隐士品格和精神。

《翠寒集》系元朝诗人宋无（１２６０－１３４０）撰写
的一部诗集，赵孟瞓称其“风流蕴藉皆不经人道”。

冯子振应宋无之请而为其诗集写了序言，这便是

《翠寒集序》。在这篇序言中，冯子振浮想联翩，由

“宋无”的名字想到了“冉有”。冉有是孔门七十二

贤之一，受儒教祭祀，以政事见称，多才多艺，尤擅

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在孔子的教导下逐渐向

仁德靠拢，其性情也因此而逐渐完善。冯子振对冉

有的才智是非常敬重仰慕的，他将宋无与冉有联系

起来，既是巧于名字上的“无”与“有”的对比联想，

更有一种将宋无与冉有的聪明才智相提并论的

夸赞。

在《翠寒集序》中，冯子振进一步联想到了历史

上的两位人物“卢仝”与“马异”。“苟求其故，毋以

则春秋之冉有乎？或曰以冉有对宋无，与卢仝对马

异，固无以异，而以岁月卜之，以时地计之，吾东家

圣师之阙里，则去冉有也惜乎远矣！今姑勿

论。”［３］８６卢仝（音 ｔóｎｇ）（约 ７９５－８３５），是唐代诗
人，“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后代。他刻苦读书，

博览经史，工诗精文，不愿仕进，后迁居洛阳。家境

贫困，仅破屋数间，图书满架。仝性格狷介，颇类孟

郊；但其狷介之性中更有一种雄豪之气，又近似韩

愈，是韩孟诗派重要人物之一。马异（约 ７９９—
８４０），睦州人。少与皇甫同砚席，赋性高疏，词调
怪涩，虽风骨棱棱，不免枯瘠。卢仝闻之，颇合己

志，愿与结交，遂立同异之论，以诗赠答，有云：“昨

日仝不同，异自异，是谓大同而小异。今日仝自同，

异不异，是谓同不往而异不至。”［６］冯子振由一个

“无”字同时想到了历史上的三个人物，借用孔子的

弟子冉有的“有”字和唐代的卢仝与马异这两个唐

代人物名字中的“仝（同）”与“异”，机巧地将宋无

的“无”字进行类比联想，既丰富了内容，增强了行

文上的变化，更达到了插科打趣、庄谐相间、雅俗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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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诙谐幽默、妙趣横生的艺术效果。

　　二　借代比喻托用典

典故产生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也有一定的历史

局限。典故的古为今用，志在寄托情志。和历史上

的许多文豪一样，冯子振有时用典不得不以借代比

喻的形式，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寓其中。冯子振写

过１００首咏赞梅花的诗，其笔下的许多梅花都有借
代比喻的作用，如《汉宫梅》：“饰玉含香立未央，不

将颜色事君王。后来玉树缘何事，能使陈家怨国

亡。”［３］５８这首绝句诗中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未

央宫”。它是西汉时期的宫殿，位于今陕西西安西

北处，它在当初汉都长安城的西南部。因在长乐宫

之西，汉时称西宫。为汉高祖七年（前２００）在秦章
台基础上修建，惠帝即位后，开始成为主要宫殿。

这里借用未央宫里面的宫女不将颜色服侍君王的

典故，喻指梅花不哗众取宠，独立寒天开放，别有韵

味。第二个典故是“玉树”。诗最后一句“陈家怨

国亡”用的典故是指南朝陈后主的故事。陈叔宝生

活奢侈，不问政事，且喜爱艳词，每日只在宫中与嫔

妃近臣游宴，其有二妃子———张贵妃与孔贵嫔，皆

是天姿国色，最受后主喜爱。他在后庭摆宴时，必

唤上一些舞文弄墨的近臣，与张贵妃、孔贵嫔及宫

女调情。然后让文臣作词，选其中特别艳丽的句子

配曲，一组组分配给宫女，一轮轮地演唱。其中有

一首《玉树后庭花》歌词中云：“玉树后庭花，花开

不复久。”南朝的灭亡，有人曾归咎于商女们的靡靡

之音，而没有看到真正的原因是统治集团政治体制

的腐朽透顶和统治者骨子里的糜烂颓败。冯子振

借汉宫梅比喻自己以及和自己一样的勤廉之臣，弦

外音是：宫廷的腐败根本不是我们这些文臣武将的

责任，而在于朝廷高层的核心集团。

冯子振写过三首《谷雨杂咏》诗，每一首中都嵌

有典故。如第二首中“赋罢灵乌却妒鸦，石淙小住

贾长沙。梅天帖润来禽李，谷雨杯腥送蝎茶。白发

流年丁去国，青春逐客正还家。湘东门外园堪赏，

荷锸相从学种瓜。”［３］３９诗中的“贾长沙”指贾谊（前

２００—前１６８），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
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１８岁即有才名，年轻
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２０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
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２３岁时，
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

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

歉疚，直至３３岁忧伤而死。冯子振因才华出众，被
元世祖忽必烈委派的程钜夫访贤擢升为元朝命官

的，这种明君识良臣的幸运和遭人忌恨被贬的经历

正与贾谊相似，诗中的贾谊隐喻冯子振自己。引用

此典可谓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最恰当不过矣。

　　三　象征衬托隐用典

在冯子振的诸多作品中，典故往往成为了一种

象征、一种衬托。如散曲《銵溪故事》：“非熊无梦

淹留住，吕望八十钓鱼父。白头翁晚遇文王，闲煞

銵溪蓑雨。【幺】运来时表海封齐，放下一钩丝去。

至今人想像筌跢，靠藓石苔矶稳处。”［３］５９曲中所借

用的“非熊无梦”之典，是指周文王梦飞熊而得太公

姜尚故事。后比喻圣主得贤臣的征兆。吕尚八十

多岁知遇周文王而被重用，成为辅佐周文王的大

臣。字面上是吕尚知遇周文王的典故，实际上是一

种象征，一种衬托。冯子振当年是被元世祖忽必烈

擢升为元朝命官的。后来冯子振因为桑哥反叛受

牵连被贬官。但是在冯子振内心深处，他是相信元

世祖必定会澄清事实真相，归还他冯子振一个清白

的。事实上，也应证了冯子振的祈盼心愿。元贞元

年（１２９５），冯子振时来运转，再次入京，官复原职。
在另一散曲《陆羽风流》中，冯子振咏道：“儿

啼飘向波心住，舍得陆羽唤谁父。杜司空席上从

容，点出茶瓯花雨。【幺】散蓬莱两腋清风，未便玉

川仙去。待中泠一滴分时，看满注黄金鼎处。”［３］５６

本曲有三处用典，除直接通过标题借用“陆羽风流”

这一典故之外，还引用“蓬莱两腋清风”典故。此典

出自宋朝葛长庚的《水调歌头·咏茶》之诗句：“两

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７］本曲中一个重要典故是

象征性地引用了唐朝杜与李宣古的典故轶事。

杜到湖南澧州任刺史，慕名请李宣古当塾师，教

自己的两个儿子读书。杜的夫人是唐宪宗大女

儿岐阳公主，杜是驸马，理应受到尊重。但李宣

古不管这些，他多次被安排陪席，不顾是否有损主

人的颜面，总是喜欢开玩笑，很不恭敬。有一次，李

宣古甚至当着客人戏谑杜，让杜下不了台。回

家后，杜惩罚李宣古，让他躺在泥泞地上滚来滚

去，衣服帽子不仅沾满泥土，而且颠倒凌乱。岐阳

公主知道后，赶快出面劝阻：“驸马，你这惩罚的不

仅是李先生啊，而且是我们自己！先生失去了师道

尊严，我们的儿子还会好好地跟老师读书吗？您这

样对待文士，儿子不肖，我怎么会有先人平阳公主

那样的声誉啊！”岐阳公主说罢，叫人把李宣古扶起

来，送到东院用香水沐浴，换上新衣服，并且特别安

排一桌宴席，请李宣古首席就坐，表示道歉。李宣

古为岐阳公主礼贤下士的品格感动，不加思忖，赋

诗一首：“红灯初上月轮高，照见堂前万朵桃。栗

调清银字管，琵琶声亮紫檀槽。能歌姹女颜如玉，

解饮萧郎眼似刀。争奈夜深抛耍令，舞来?去使人

劳。”［８］杜笑了，不得不佩服李宣古的才学，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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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岐阳公主一样待之如上宾。“杜司空席上从

容”言的就是李宣古在杜司空席上从容写诗的故

事。冯子振曾经得到过元朝皇姊大长公主的青睐，

冯子振尊其为“皇姊大长公主”。冯子振的作品中，

有多篇“奉皇姊大长公主命题”诗作。散曲中的李

宣古与岐阳公主就是冯子振与皇姊大长公主的

象征。

　　四　影射暗示假借典

针对社会存在的一些弊端，古代诗人在受到周

围环境的限制，不便畅所欲言的时候，往往假借典

故来影射时事，达到借古讽今的表达效果。冯子振

所处的元代，社会形势比较混乱，许多话是不能说

出口的，而托借典故就可以借古喻今，而不致于触

犯执政集团的利益，被文字狱所害。冯子振的这类

作品较多，如散曲《感事》：“黄金难买朱颜住，驷马

客羡跨牛父。石将军百斛明珠，几日欢云娱雨。

【幺】趁春归一瞬流莺，万事夕阳西去。旧婵娟落在

谁家？个里是高人省处。”本曲中“石将军百斛明

珠，几日欢云娱雨”［３］６１借用的是石崇之典。石崇是

西晋开国元勋石苞的第六子，他少年时便敏捷聪

明，有勇有谋。石崇好学不倦，２０多岁就担任修武
县令，以有才能著名。后入洛阳任散骑侍郎，又迁

任城阳太守。据《世说新语》等书载，升了官位后的

石崇生活非常奢华，使用的厕所修建得华美绝伦，

准备了各种的香水、香膏给客人洗手、抹脸。经常

得有十多个女仆恭立侍候，一律穿着锦绣，打扮得

艳丽夺目，列队侍候客人上厕所。客人上过了厕

所，这些婢女要客人把身上原来穿的衣服脱下，侍

候他们换上了新衣才让他们出去。凡上过厕所，衣

服就不能再穿了，以致客人大多不好意思如厕。石

崇的财产山海之大不可比拟，宏丽室宇彼此相连，

后房的几百个姬妾，都穿着刺绣精美无双的锦缎，

身上装饰着璀璨夺目的珍珠美玉宝石。凡天下美

妙的丝竹音乐都进了他的耳朵，凡水陆上的珍禽异

兽都进了他的厨房。石崇以奢靡夸人，后被朝廷处

死东市。他的母亲、兄长、妻妾、儿女不论老少共１５
人都被杀害，石崇遇害时５２岁。冯子振借用石崇
这一典故，显然是在影射讽刺当时元朝统治集团的

某些显赫权贵，他们花天酒地，斗富摆阔。冯子振

讥讽他们何能“几日欢云娱雨”？本散曲后半阙还

用到了“婵娟”之典，婵娟即月亮。这句话的深层意

思是：浩瀚的皇恩何能如明月永远照着谁家？这高

高的月宫虽然是高人的居处，可是高处不胜寒，谁

又能经受得住广寒宫的寂寥和寒冷呢？

借助一些历史人物、神话传说、寓言故事等来

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或情感，典故用得适当，可以

收到很好的修辞效果，既能显得典雅风趣又含蓄有

致，可以使语言更加精练、言简意赅、辞近旨远，还

能起到品评历史，借古论今的作用。冯子振在散曲

《庞隐图》咏道：“团栾话里禅龛住，灵昭女对老庞

父。利名心不挂丝毫，更肯沾风粘雨。【幺】叹黄金

散尽还家，逝水看流年去。只寻常卖簟篱休，这眷

属今无讨处”。［３］６０曲中引用的典故“老庞父”是古

代一位姓庞的老居士，他为了修行把所有财宝都丢

到了汉江里，然后带着家人隐居山里，让女眷编竹，

男儿耕田，以期修成正果。但因其早年奢华已惯，

难成正果，于是叹道：“用功不易，成妙法难。难难

难，十斛芝麻树上摊！”其女名灵昭，应声答道：“也

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疲来睡。”意即不必刻意而

为，只要心中有佛，一切随缘便成正果。冯子振引

用这个典故既说明自己早已看破凡尘，淡泊了名

利，同时也在隐射那些为富不仁的权贵。典故还揭

示了一个由穷变奢易、由奢返朴难的生活真理，提

出了权贵者必须戒奢以俭，方可善终的社会问题。

　　五　抒情言志巧用典

文学作品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抒情，但作者的情

感有时往往并不直接流露，而是借助某种媒介传递

出来，典故就是一种能委婉含蓄地表达的媒介。从

抒发情感类型的角度剖析，冯子振作品中引用典故

有这样几种情况：

１．表达对积极乐观人生态度的进取和追求。
冯子振一生有过三升三降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

曲折遭遇。面对如此反复颠簸的困厄与挫折，亟需

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支

撑，方可跨越这些坎坷。他在散曲《买臣负薪手卷》

中写道：“赭肩腰斧登山住，耐得苦是采薪父。乱云

升急澍飞来，拗青松遮风雨。【幺】记年时雪断溪

桥，晓度前湾归去。买臣妻富贵休休，气焰到寒灰

舞处。”［３］６２“买臣负薪”的典故出自《汉书·朱买

臣传》。汉代人朱买臣靠砍柴卖柴维持生活，经常

一边漫不经心地砍柴，一边读书，大声地吟唱。妻

子担着很重的柴跟在他身后，多次请求他不要这样

边走边唱。而朱买臣置若罔闻，歌声更加嘹亮了。

妻子感到很没面子。朱买臣对妻子说：“我五十岁

左右肯定能享受富贵，现在已经四十好几了，等我

富贵以后我会报答你的。”妻子又气又怒地说：“跟

着你这种人，总有一天会饿死，扔在沟里的，怎么谈

得上富贵呢？这样吧，我们好离好散，你给我一纸

休书，让我走吧。”朱买臣挽留不住，就随她去了。

朱买臣至五十岁终于拜为会稽太守。在这里，朱买

臣对生活充满信心的积极乐观的态度也就是冯子

振自己的人生态度。正是有了这种价值观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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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潇潇洒洒地走完了人生的近百个春秋。

２．表达对壮志难酬的悲愤和慨叹。中国古代
的仁人志士在难以兼济天下的情形下，很多转向隐

逸。可是内心深处和骨子里固有的社会忧患意识

又总会令他们发泄一种壮志难酬的悲愤和慨叹，而

这种慨叹不能变成直抒胸臆的呐喊，却常常借助诗

文委婉地表现出来，冯子振也是如此。且看他的散

曲《泣江妇》：“曹娥江主婆娑住，五月五水面迎父。

蔡中郎幼妇碑阴，古刻荒云深雨。【幺】夏侯瞒智肖

杨修，强说不多来去。怕文章泄漏风光，谜语到难

开口处。”［３］６０曹娥（１３０－１４３），上虞人，其父亲溺
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年仅１４岁的曹娥，昼
夜沿江号哭。过了１７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
后抱出父尸。邯郸淳作诔辞颂扬。因此所住之村

镇即更名为曹娥镇，殉父之江为曹娥江，并建以寺

庙慰其孝心。冯子振借助曹娥的典故除了表达出

一种忠孝之情外，又自然联想到曹操与杨修。“夏

侯瞒智肖杨修”句，言的是曹操与杨修的故事。夏

侯瞒指曹操，曹操原名是夏侯操，小名是夏侯瞒，众

人皆称阿瞒。其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过房与曹

家，因此曹操才跟着改姓。杨修是个文学家，才思

敏捷，灵巧机智，后来成为东汉相国曹操的谋士，官

居主簿，替曹操典领文书，办理事务。传说当年曹

操与杨修骑马同行，当路过曹娥碑时，他们见碑阴

镌刻了“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问杨修理

解这八个字的意思吗？杨修正要回答，曹操说：“你

先别讲出来，容我想想。”直到走过３０里路以后，曹
操说：“我已明白那八个字的含意了，你说说你的理

解，看我们是否所见略同。”杨修说：“黄绢，色丝也，

并而为绝；幼妇，少女也，并而为妙；外孙为女儿的

儿子合而为好；齑臼是受的意思，为辞。这八个字

是‘绝妙好辞’四字，是对曹娥碑碑文的赞美。”曹

操惊叹道：“尔之才思，敏吾三十里也。”［９］按理，曹

操拥有杨修这样的高智商的谋士应该感到高兴并

重用之才是，可是杨修却被曹操处死了。关于杨修

的死历史上评价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冯子振是看得

非常明白的。杨修已深深卷入曹丕和曹植争夺接

班的斗争之中，在曹丕已经得势的情况下，他必将

成为这场斗争的牺牲品。从这一角度看，冯子振想

到了自己的遭遇。显而易见，这里是借杨修壮志未

酬身先死的悲剧揭示出了伴君如伴虎，政治仕途高

风险的残酷现实，更是一种对杨修英才早逝的慨

叹，自然也隐含着冯子振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

之情。

３．表达对社会丑恶的憎恨。冯子振是一位是
非分明、具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的作品不管是

写重大的社会主题，还是写民间的人情世故，用今

天的话说都是在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鞭挞假

恶丑的主旋律。这从他的诸多作品中可见端倪。

如他的绝句《题熙陵幸小周后图》：“江南剩得李花

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

满龙堆”。［３］３４这首诗写的题材是南唐历史。“小周

后”，即南唐国主李煜的皇后周薇，是闻名于天下的

绝色美人。小周后系李煜的皇后人称大周后的周

娥皇的同胞妹妹。周娥皇２９岁时病故，后小周后
嫁给了李煜。史书载，大周后病重不久于人世之

际，见到周薇进宫，便道：汝何日来？那时周薇尚

小，未知嫌疑，回道：既数日矣。“后恚怒，至死，面

不外向。”可是李煜只知谱词度曲，不知治国，最后

被宋太祖赵匡胤灭了国，他和小周后一起做了俘

虏。赵匡胤曾将后蜀主孟昶的爱妃花蕊夫人纳入

宫中册立为贵妃，却放过了同样是绝色美人的小周

后，还封她为郑国夫人，估计他是因为欣赏李煜的

才华，才没染指小周后。开宝九年（９７６）十月，赵匡
胤去世，其同母弟赵光义即位，是为太宗。赵光义

继位后，觊觎小周后的美色，借命妇要不定期入宫

朝觐的机会，强留小周后。据说赵光义还把宫廷画

师召来，将“行幸”小周后的场面进行“写生”绘画，

这就是《熙陵幸小周后图》。本诗虽仅有四句，可冯

子振的憎恶之情强烈地凸显出来。“李花”具有双

关作用，字面上写李子花，实际上言李后主李煜娶

小周后之事。“强折来”表现出赵光义强权政治的

残酷，由不得你小周后愿意不愿意。最写意的是后

两句，冯子振没有直接描写小周后被强掳的场面，

而是采用环境烘托的手法，用“金风冲地起”把那种

惊涛拍岸式的骇人听闻隐晦地表现出来。又用“御

园红紫满龙堆”来描绘状写皇帝宫女床笫淫邪之

事，可谓出神入化，其对统治者专横霸道、生活放纵

淫奢的讽刺抨击之情跃然纸上。

４．表达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与怜悯。冯子振写
历史题材的作品，常常流露出对历史人物的同情与

怜悯，如七古诗《题钟馗图》。冯子振用诗化语言描

绘了图中钟馗捉鬼的场景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强

烈地感叹道：“物怪种种来无边，神禹铸鼎今几年。

魍魉在此犹翩翩，吁嗟吁嗟问老天。”［３］４４这四句诗

是全诗的诗眼，它的着眼点是在现实眼前。“物怪

种种来无边，神禹铸鼎今几年。”言的是自钟馗被封

以来，“物怪”太多，无边无际，即便是宝鼎铸成的又

能历经多少年呢？况且现在鬼魅魍魉常常翩翩闹

嚷，一个钟馗如何应付得了？人们只有叩问苍天

了？“问老天”实际上对老天不公正地让将本来是

阳间的英雄豪杰却让他成为阴曹地府捉鬼的“专业

户”的诘问。这种对苍天的叩问体现了冯子振对钟

馗的不幸遭遇深怀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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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表达对历史事件的深层感悟。敢于对历史
上的一些已成定论的事件质疑，发出自己独到的真

知灼见，这也是冯子振作品借助典故抒情言志的重

要内涵。《鹦鹉曲·赤壁怀古》就属于这类作品。

“茅庐诸葛亲曾住，早赚出抱膝梁父。笑谈间汉鼎

三分，不记得南阳耕雨。【幺】叹西风卷尽豪华，往

事大江东去。彻如今话说渔樵，算也是英雄了

处。”［３］５７这首散曲引用的典故是诸葛亮协助刘备振

兴汉室的历史事件。对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

山，协助他兴复汉室的历史事件，历代都是肯定诸

葛亮的积极有为，歌颂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

精神。历史上诸多文人墨客去过赤壁，且都重复这

一主题写下了不少诗篇。冯子振这篇赤壁怀古如

果步前人之后尘，或者拾人牙慧，那就没有什么深

意与新意了。值得称颂的是冯子振发古人之未曾

发的幽思，对诸葛亮出山这一历史事件作了另一种

颇具新意的解读。

冯子振怀古的思绪，并不停留在赤壁战场，而

是进入了人生思索感悟的更深层次。在冯子振看

来，诸葛亮为“汉鼎三分”的努力是付出了惨重代价

的，使他再也不能重回过去那种隐居时期的自由自

在的生活中去，他的出山得不偿失，是上了刘备的

当。“赚出”二字，用语虽存偏激，可出神入化；“不

记得”三字更流露出冯子振特有的一种无尽的惋惜

甚至埋怨之情。这种从怀古的本景宕开一层的写

法，显示了冯子振思绪的纷呈与感慨的深沉。

冯子振认为：诸葛亮何必要出山施展才干，建

立功勋？还不如留在茅庐“抱膝”“耕雨”自由自在

的好呢！这种见解显然是自己仕途多舛命运的深

切感受，也只有这种切肤之痛的体验才会有这种不

同凡响的慨叹。

　　六　创新意境活用典

冯子振流传下来的两篇长赋《十八公赋》和

《居庸赋》均有大量活用典故现象。冯子振在《十

八公赋》中，大量活用典故。开篇作者铺陈状写：

“异哉，十八公之为灵也。宇宙之所未有，耳目之所

不经。六合之外，九州攸并。当圣元之亿龄，首大

漠之凉陉，社榆祆其原穅，河柳子其沟塍。黑袭陃

上之貂，白角海东之鹰。山不春而缄木，溪太古而

藏冰。冱朔其凝，锧林其称。越滦京而迤靡，困沙

碛之薈銳。”［３］６８这段文字中就有“六合”“九州”“圣

元之亿龄”“锧林”“薈銳”等多个典故。接下来，冯

子振以大量的篇幅，叠用诸多典故从多角度铺陈了

松树的生存环境。如引用“圣元之亿龄”“鸿荒”

“禹贡”“瑶池”“玉绳”“竺域”“应真”“瀛洲”等典

故铺陈了松树生长时间的历史悠久；用“霜妃”“土

伯”“霪”“説”“尊拳毒手”等典故渲染了松树生存

环境中的恶劣气候；用“”“鳌”等典故表现了

松树所处的险要地势；用“蓬莱，方丈，瀛洲”和“九

?”“十驾”等典故烘托出松树栖息的地域辽阔、源

远流长；用“斥碛沙嶂”之典描写了松树所赖以生存

的土壤；用“合抱”“拱把”“郆”等典故形容了松

树的庞大高耸的形状；引用古代松树树脂的化石变

成“琥珀”之典盛赞松树浑身为宝，生为栋梁之才，

死后成“琥珀”也不朽；引用诸葛亮《论交》中“温不

增华，寒不改叶”之典赞扬松柏不随波逐流的坚毅

品质与淡然心境；引用《史记》中的“五大夫”，即秦

始皇封泰山之树为五大夫。这些典故赋予了松树

不畏严寒、不惧酷暑、顶天立地、俯瞰苍穹、倔强峥

嵘的人性品格，塑造了松树高昂、伟岸、威严、刚强、

凌厉、凛冽的高大形象。

冯子振妙笔生花，再加上他善于用典，这就使

得他的锦绣作品更增辉煌瑰丽，这不仅体现出冯子

振博览群书、通晓典籍、学识渊博的深厚修养，更彰

显出他学以致用的文思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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