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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夢窗為南宋一大家，為天水一朝之殿軍，其詞上溯清真，與白石同為宋詞雅化之後的典型。作品數

量也十分豐富，共留下三百四十首，在宋代僅次於辛棄疾。但因其詞義過於隱晦，風格走向質實，故在歷

代評價上，往往毀譽參半，並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這不僅造成文學史敘述上一項重大的缺憾，也在歷代

重要作家作品之整理與詮釋上形成嚴重的缺口。夢窗的時代距今已七百多年，但從事其全集箋注的卻只有

民國以後楊鐵夫及黃少甫兩家，而這兩家的箋注成績都不理想。現今對夢窗的研究成果相對較為豐富，如

對其生平之考索及詞藝之理解皆較過去有長足之進步，各項檢索工具也比較發達，因此，對夢窗詞全集重

新箋注，應是必要而且是可行的工作。 

按校注之學，實為一切作品研究之基礎，若無校勘，乃不得善本；若無箋注，文義乃無從詮解。故古

人著作，多發皇於斯；學者問學，亦先奠基於此。謂為學術之淵藪，亦不為過。晚近學風丕變，多不屑於

此道，以為等同販鈔，無關學術，實則此類著作，其優劣乃繫於撰者之良心，如當注而不注，或雖注而未

能切中肯絜，或於義雖云當，卻不能追探原典；或雖引徵出處，卻非原始之版本等，皆有昧於學術良心，

而讀者倉促披卷，亦往往無法即時明察，此所以致譏於高明，遂不屑於一顧。但此是撰者之責任，豈可將

此類學問一概抹殺？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以完成最完善之夢窗詞全集箋注為目的，而詩詞的箋注工作，至少應包括以下數項：（1）校勘

（2）校律（3）考本事（4）釋辭義（5）溯典故（6）尋義法（7）詮旨意（8）集評。本計畫即以此為標的，

期能在完成後對宋詞之研究有所貢獻，並對箋注之學產生良好之示範作用。 

 

三˙文獻評述 
 

  夢窗詞之研究，就其詞集之箋注情況而言，最大之貢獻者應首推楊鐵夫。在楊氏之前，僅有朱祖謀之

《夢窗詞小箋》及夏承燾之《夢窗詞後箋》，但二人所箋數量既少（前者只 93 闋，後者為 50 闋），且只涉

及人地名與寫作時間之考定而已，於詞語及內容則不作疏解與評析。陳洵《海綃說詞》中有專論夢窗部份，

也只評說了七十闋，雖然作了詞旨、詞藝之串說，同樣也不事字句的詮解。把夢窗全部三百四十首作品詳

加箋釋者，是楊鐵夫的《吳夢窗詞箋釋》，（民國二十五無錫民生印書館代印，六十四年學海出版社翻印本），

這是目前讀夢窗詞者必備之書。 

  但是楊氏之箋釋也有不少缺失，陳邦彥在出版本書校點本〈前言〉中，即曾指出其失有三：一是對夢

窗行跡及詞作本事的考定時有臆測武斷之處；二是有時刻意求深，反失詞旨；三是對詞語出處的引證，有

時不甚妥帖，甚至誤引。（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陳氏所指出的這些疏失，在本人多年閱讀之經驗中，確

實存在，不僅是其文中所引數例而已，由此可見其尚不足稱為善本。 

  楊鐵夫之後，也是從事全集箋釋者，是黃少甫的《夢窗詞箋》（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會出版，民國五

十四年台灣師大碩士論文），是書踵《楊箋》之後，其失也多與《楊箋》同，或竟沿其誤，如箋〈渡江雲三

犯〉：「題門惆悵，墜履牽縈」句，謂「題門」用《世說新語》呂安題嵇康門事；「墜履」用《史記》張良遇

黃石公事，不知此二事於詞義全不著邊，乃是前者用崔護人面桃花典，後者則是用楚昭王敗走後復還取墜

履事，以示不忘舊情之意。類此者甚多，舉此足概其餘。而其唯一想要超越《楊箋》的是校字與校律部份。

按夢窗原以音律見長，《楊箋》不涉詞調之考校，確實是一大疏漏，但黃氏所考，並不週延，只是搬取萬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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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律》、《欽定詞譜》及《周詞定律》諸書，以與吳詞作比對，而吳詞所創發，或該調格律之源流變化，

則多未觸及。至於校字部份，也是夢窗詞研究史上重要成份。光緒二十五年，王鵬運、朱祖謀共校夢窗詞，

首開風氣之先，並發明了校詞義例五則，而使詞集之校勘成為專門之學，其後朱氏又獨力四校吳詞，刊於

《彊邨叢書》，乃使吳詞有了初步之定本，楊鐵夫之箋釋基本上也是參酌了彊邨的校本及鄭文焯之《夢窗詞

校議》，但是並沒有全面進行校勘之工作，黃氏此書意欲有所突破，所以將前此諸本做了彙校，但多列異文，

頗乏案斷，並無多大意義。更重要的是，鄭文焯一生校詞無數，於夢窗詞尤耗心力，其成就除《校議》外，

尚有其餘三種，最完善者為民國八十五年中研院出版之《鄭文焯手批夢窗詞》，是書校字與校律並重，所得

有王、朱所未及者，而沉埋數十載，近年始重現人間，亦尚未為學者善加利用，黃氏當然更未及覿面，然

則其校勘成績還有更寬廣之空間，也不在話下了。 

  全集的箋注只有上述兩種，而選本早期也只有楊鐵夫在做。在《全箋》之前，民國廿一年楊氏出版《夢

窗詞選箋釋》，選釋了 167 首，但此本今已不得見。廿二年補成 204 闋，出版了《改正夢窗詞選箋釋》（廣

文書局翻印本，1971），此本選釋了204首吳詞，是其箋釋全集的先驅，但兩者之間內容時有異同，可以看

出楊鐵夫對吳詞理解改變的過程，也反映了夢窗詞索解不易的現象，而其失也同《全箋》，時有武斷附會處。 

  最近出版了一種選集的注釋：《吳夢窗詞傳》（吉林文學出版社，2000），由陶爾夫、劉敬圻合著，共

選釋了258首，數量上幾乎已達全集之八成，未完成全集之箋釋，是可遺憾之一。可遺憾之二，是其注釋

詳略不一，尤其在後半部，當注而不注者，所在多有。可憾之三，是其引用語典出處並未明確交待資料來

源，令人無法覆案，犯了古代注家之通病。最後，是只從事辭意或句意的詮釋，未能留意段落之間或全篇

之中意思轉折處之分析，遂使作品意義流於浮泛；而吳詞之精微處，本在騰挪變化之筆力，捨此也不足以

言夢窗之知音。 

  假如以較為廣義的角度看待箋釋工作，那麼一些類似賞析的作品也值得一提。在早期，是民初陳洵的

《海綃說詞》，解說了 70 首夢窗詞，其內容、特色及價值，已見本人所撰《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一書，

可參看。其後則有劉永濟《微睇室說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此為其赴武漢大學中文系教研室講南

宋婉約詞之講稿，共說吳詞79首。劉氏本為詞學名家，所說自有精詣處，可惜未成全帙，且其體例也不同

於箋注，故於釋辭、徵典部分，尚多疏失。                          

又吳戰壘所主編之《吳文英詞欣賞》（巴蜀書社，1999），收吳詞50首。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之《唐宋

詞鑒賞辭典》（1988），收吳詞37首。二書皆為集體撰寫之性質，就各人所負責的作品進行賞析。賞析的好

處是能將作品蘊含的情意盡情發揮，缺點仍然是訓詁之不足，於辭義、典故往往棄而不釋，或釋而不明。

而且在發揮作品情意的時候，有時也會過度流於主觀感受，往而不返，不自覺地失去了作品的主體性。 

  另外，鍾振振於2001年在《江海學刊》、《南京師大學報》、《東南大學學報》等陸續發表了多篇有關詮

釋吳詞的論文：〈夢窗詞索解五題〉、〈讀夢窗詞札記一∼九〉，其處理之重心即在作品之訓詁箋釋上，一共

涉及了79首作品，蓋鑑於吳詞之難於索解，故於每首作品中，就其詞義之分歧處提出商搉，所得有超越陳

洵、楊鐵夫、劉永濟之上者，是很值得注意之成績。但究竟沒有從事全集的整理，性質上也不是全首的箋

注，故無以貫通整首作品，而其詮釋結果也還有很多仁智之見，猶待商榷，故夢窗詞的箋注仍然有很大的

開發空間。 

  總括說來，夢窗詞雖然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但數百年來，其詞集的整理並不理想，這固然是歷來從

事者原就不多，更重要的因素，或者如錢仲聯所說：「箋詩難，箋詞尤難，箋夢窗之詞尤難。」（〈楊鐵夫《吳

夢窗詞箋釋》序〉）而「難」的原因，即在吳詞之運思深窈、用典深僻、造語深曲，而其本事又往往幽暗隱

晦，而箋釋者不是淺乎視之，則又過於深求，過與不及之間，自然是不得其環中了。近年來，夢窗的相關

研究有漸趨蓬勃之勢，無論其生平事蹟的考索，或風格技巧的探討，都有長足的進步，假如能結合這些成

果，運用到全集的箋注上，相信必有超越前人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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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之研究方法，在校勘上，除了參考朱祖謀、王鵬運、杜文瀾之成果外，更重要的是將鄭文焯《手

批夢窗詞》先作整理，並加以運用。此本為影印鄭氏手鈔本，字跡潦草漶漫，頗難辨識，故化費了不少工

夫先予過錄，再應用到每一首作品的校勘上。 

  校律部分，夢窗全集共用了 149 個詞調，不可謂不多，本計畫以萬氏《詞律》、《欽定詞譜》為基礎，

全面與吳詞對勘，以見其異同。最大目的，是看出吳詞迥異於其他詞作部分，以覘見夢窗音律上的特殊造

詣。 

  在典故之索解上，除了參考過去之注本外，也會注意引用文獻之可信度。這部分應可利用現在便利之

檢索工具，再以檢索所得，覆查紙本資料，當可無誤。至於語彙之解釋，也可使用同樣方法，尤其是語詞

虛字，古今含義大有不同，將運用晚近出版之語詞辭典之類工具書，以還原其原來意義。 

在詞義之箋釋上，採取集注之方式，以楊鐵夫《全箋》為基礎，並兼取其《選箋》及黃少甫《夢窗詞

箋》、朱祖謀《小箋》、夏承燾《後箋》、劉永濟《微睇室說詞》、陳洵《海綃說詞》、鍾振振〈夢窗詞索解

五題〉、〈讀夢窗詞札記〉等諸家說法，彙輯董理，取其精要，捨其糟粕，一以文本為依歸，以期得出充愜

之解釋。 

在本事之考索上，其詞中所涉及的人、地名，除了參考朱祖謀《小箋》、夏承燾《後箋》的說法，也

大量運用現今可見的宋人傳記資料及江浙兩地的方志，以期有所突破。更重要的是將重新思考夢窗生平中

的兩大疑案，即其客杭時間與其戀情之對象。這兩處是歷來研究夢窗之盲點，從陳洵以下，迄近世的各個

學者，都還有諸多紛紜的說法，而莫歸一是，卻又事關夢窗詞旨的詮釋，不能漠視。鑑於夢窗詞無法完全

編年的事實，本計畫採取的方法是：先整理其作品中有關杭州的意象，以觀察其客杭之先後，再聯繫到其

情詞之內容，以考證其戀情發生之地點及對象是否為同一人，如此或能為此一問題得一合理之疏解。 

在藝術手法之分析上，本計畫除運用傳統的各種詩詞創作理論外，也參考現今關於夢窗藝術形式、表

現技巧的各種論文，應用到各首作品的詮釋上，期能在詞旨之外，也能領略到其作品之美感形象。 

集評部分，則彙集宋代以下各種有關夢窗之評論，作為附錄。 

 

五˙研究結果 
 

（一）資料庫之建立。本計畫屬於校注的工作，所以資料庫的建立就顯得異常重要。就此而言，其成果

為： 

1. 蒐集各種夢窗詞之版本，如曼陀羅華閣叢書本、四印齋本、張象學手鈔本、四明張氏約園刊本、
彊村叢書四校本等。 

2. 蒐集各種夢窗詞之箋釋，如朱祖謀〈小箋〉、夏承燾〈後箋〉、陳洵《海綃說詞》、楊鐵夫《選
箋》、《全箋》，劉永濟《微睇室說詞》、黃少甫《夢窗詞箋》、陶爾夫《夢窗詞傳》、黃兆漢《夢

窗詞選注釋》，及各種詞選與鑑賞辭典所收夢窗詞箋釋等。 

3. 將《鄭文焯手批夢窗詞》之評語過錄輸入檔案。是書為鄭氏對夢窗詞最重要之研究成果，校律
與校字並重，亦間有對詞義之箋釋。每一詞條數不等，約千有餘條。唯字跡十分糢糊漫漶，辨

認不易，頗費工夫。 

4. 考察各種方志、筆記、史傳，蒐集其有關夢窗詞作之人名、地名、軼聞等。 
5. 檢索有關夢窗詞研究之單篇論文，蒐集其可作為解釋夢窗詞義之意見，以為參證。 
6. 將上述各種資料繫於各詞作之下，輸入電腦，彙輯為長編，建立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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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資料庫之建立，因有些版本庋藏在不同地方，如北京及杭州圖書館，收羅頗為不易，殊費時

日。但資料既已齊備，校注工作，便可順利進行。 

（二）在校律方面，也有一些收獲，主要是透過萬樹《詞律》、《欽定詞譜》、及朱祖謀、鄭文焯等對於

夢窗詞之校勘，發現在詞籍的校勘上，以律校詞是非常重要之觀念與手段，另擬撰寫一篇論文，

討論「以律校詞」之理論與實踐，作為本計畫之副產品。 

（二）作品校注。夢窗作品之校注箋釋，是本計畫之骨幹，進行中已有若干新的發現，可補過去箋釋

之不足。以下即針對楊鐵夫《夢窗詞全集箋釋》之缺失，從「校」「正」「補」三方面，採取表

列方式列舉本計畫之成果，以覘見一斑。 

 
 
 
 
 
 
 
《夢窗詞全集箋釋》正補表 
 
 
楊鐵夫：《夢窗詞全集箋釋》（臺北：學海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校】校正詞文或楊箋文字之訛誤顛倒。 
【正】對楊箋之解釋提出質疑或新詮解。 
【補】補充楊箋所引用文字或增添資料。 
 
 
詞牌/題 詞文 楊箋 校正補 
瑣窗寒（玉

蘭） 
汜人初見  【校】氾人初見。 

渡江雲三犯 題門惆悵 《世說》：嵇康與呂安善。安來，值康

不在。康子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

上作「鳳」字而去。意即喜凡鳥也。

【正】《海綃翁夢窗詞說銓評》：崔護事見

孟棨《本事詩》，略云：崔護清明日遊都

城南，酒渴求飲，遇一女子，來歲再訪，

其人已不在，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

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祇今何

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楊箋》於此

引《世說》：呂安訪稽康不遇，題門上作

鳳字事，不確。1 

同上 墮履牽縈 《史記．滑稽傳》：前有墮珥，後有遺

簪。《北史．韋敻傳》：昔人不棄遺簪

墮履者。又以「墮珥」作「墮履」。 

【正】《銓評》：《賈子》：「楚昭王與吳人

戰，敗走，亡其隻履，已行三十步後還取

之。左右問之，昭王曰：『吾悲與之偕出

                                                 
1 陳文華《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台北：里仁書局，1996.02）頁 82。以下簡稱《詮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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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與之偕返』。」言不忘舊也。楊箋為

誤。2 

霜葉飛 香噀西風雨 《後漢書‧欒巴傳》：元旦飲酒，向西

南噀之。 

【補】噀，噴水也，見《後漢書‧欒巴傳》

注：「《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會，

巴獨後到，又飲酒西南噀之。有司奏巴不

敬。有詔問巴，巴頓首謝曰：『臣本縣成

都巿失火，臣故因酒為雨以滅火。臣不敢

不敬。』詔即以驛書問成都，成都答言：

『正旦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

息，雨皆酒臭。』後忽一旦大風，天霧晦

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之，

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3 

同上 淒涼誰弔荒臺古 《南齊書》：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
月九日登項羽戲馬台，遂成故事。 

【補】《南齊書‧禮志》「宋武為宋公，在

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

為舊准。」4  
同上 驚飆從捲烏紗去 此活用孟嘉落帽故事。「從」，任也。

以「飆」易風，以「烏紗」易帽。 

【補】《晉書‧孟嘉傳》「九月九日，溫宴

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

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

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

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

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5 

同上 翠微高處 《爾雅‧釋山》「未及上，翠微。」疏

謂：未及頂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

微，一說：山氣青縹色，故曰翠微。

【補】《爾雅‧釋山》「山脊，岡。未及上，

翠微。山頂，冢。」邢昺疏曰「謂未及頂

上，在旁陂陀之處，名翠微，一說山氣青

縹色，故曰翠微。」6 

瑞鶴仙（淚

荷拋碎璧） 
對小山不迭，寸

眉愁碧 
「不迭」，想是當時語。宋人無書可

證，惟元曲白仁甫雜劇：去不迭公拄

枝掂。明歸莊《萬古愁曲》：獻不迭歌

喉舞腰，選不迭花容月貌。知宋語流

傳，至元、明仍在。謝楡孫掄元曰：

不迭，不斷也，一聲之轉。 

【正】劉永濟曰：「不迭，不及也。鄭文

焯釋為『不疊』，楊鐵夫釋為『不斷』，皆

非。張相《詩詞語辭匯釋》引吳此句，又

釋為『來不及』，亦非。此言小山山色，

雨中對之，不及寸眉碧色也。」7 

瑞鶴仙（晴

絲牽緒亂） 
惹相思、春根酒

畔 
憶之之時與地。 【正】《銓評》：「春根」猶春末，應上「煙

冷風暖」；為夢窗自鑄之新詞。唯《楊箋》

                                                                                                                                                                                           
2 《詮評》，頁 82。 
3 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卷 57，頁 1841。 
4 蕭子顯：《南齊書》（中華書局）卷九，頁 150 
5 （唐）房玄齡：《晉書》（台北：中華書局）卷六十八，頁 2581 
6 （清）阮元編：《十三經注疏 8爾雅》（台北：藝文印書館）卷七，頁 117 
7 劉永濟《微睇室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05），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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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春根酒畔」是「憶之之時與地」，則

是從今日相思時說，不確。8 

滿江紅（甲

辰歲盤門外

寓居） 

合歡縷 《風土記》：端午造百索繫臂，謂之續

命縷。 

【補】《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以

五綵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
9 

解連環（留

別姜石帚） 
連夜浮白 「浮」，引申訓滿，謂滿一大白耳。大

白，酒缸名。 

【正】「浮」之訓「滿」，未見證據。但「浮」

字卻可作「罰」解，罰人飲酒曰「浮」。

而酒杯飲盡現出杯底稱「白」。如《漢書．

敘傳》「引滿舉白」句下注云：服虔曰：「舉

滿桮，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

「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

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

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有不盡者，

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

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

仁舉白浮君者也。」10 

繞佛閣 絮雲末巧  【校】絮雲未巧。 

水龍吟（惠

山酌泉） 
古陰冷翠成秋苑 錢起詩：新陽改舊陰。 

舊陰，古陰也。 

【正】錢起詩乃化用謝靈運〈登池上樓〉

「新陽改故陰」句，所謂「故陰」、「舊陰」

皆與新春氣象相對，謂冬季寒陰。然夢窗

用「古陰」，則是指長久背日所形成之山

中蔭暗處，兩者應有所鑑別。唐人李山甫

〈隋堤柳〉：「背日古陰從北朽，逐波疏影

向南斜。」11其意差近之。 

同上 古陰冷翠成秋苑 白石詞：怕梨花落盡成秋苑。 【校】姜夔《淡黃柳》：「怕梨花落盡成秋

色。」
12
《楊箋》誤色為苑。 

【正】「秋苑」或可改引鄭谷〈慈恩寺偶

題〉：「林下聽經秋苑鹿，江邊掃葉夕陽

僧。」13 

同上 煮銀缾，羊腸車

轉 

「銀瓶」，見上《解連環》詞箋。 
→白居易詩：井底引銀瓶，銀瓶欲上

絲繩絕。（頁 23） 

【正】白詩「井底引銀瓶」之「銀瓶」當

汲水器解，而夢窗此處應為茶具之一種。

蔡襄《茶錄》云：「湯瓶，瓶要小者易候

湯，又點茶注湯有准。黃金爲上，人間以

銀鐵或瓷石爲之。」如東坡〈試院煎茶〉

                                                                                                                                                                                           
8 《詮評》，頁 99。 
9 （梁）宗懍《荊楚歲時記》（藝文印書館  景印百部叢書集成寶顏堂秘笈）頁 19-20。 
10 （漢）班固《漢書》（中華書局）卷 100，頁 4201。 
11 （清）康熙御編《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643頁 7362。 
12  夏承燾箋校《姜白石詞編年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2）卷 3，頁 35。 
13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676頁 7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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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銀瓶瀉湯誇第二，未識古人煎水意。」
14 

塞垣春（兩

午歲旦） 

漏瑟侵瓊管 溫庭筠詩：丁東細漏侵瓊瑟。「瓊瑟」

與「瓊管」同。 

【正】《銓評》：瑟是絃樂，管為管樂，何

嘗相同？案「漏」為夜漏，則漏瑟猶夜瑟

也。此句謂除夕夜絃管並奏耳。15 
 

宴清都（連

理海棠） 
東風睡足交枝 韓愈詩：珊瑚玉樹交枝柯。 【校】韓愈〈石鼓歌〉：「珊瑚碧樹睡交

枝」。16 

同上 正夢枕、瑤釵燕

股 
《太真外傳》：明皇登沈香亭，召太

真。時太真卯酒未醒，命力士扶掖而

至，上曰「此海棠花未睡足耳」。 

【補】今查《楊太真外傳》並無此段記載。

或出自《冷齋夜話》所徵引： 

東坡作《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

更燒銀燭照紅妝。」事見《太真外傳》，

曰：「上皇登沈香亭，詔太真妃子。妃於

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

子醉顏殘妝，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

笑曰：『是豈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
17 

同上 障灩蠟、滿照歡

叢 

東坡《海棠》詩：只恐夜深花睡去，

高燒銀燭照紅妝。 

【校】東坡《海棠》詩：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燒高燭照紅妝。18 

齊天樂（白

酒自酌） 
怕驚紋簟夜深冷 間眠簟作波紋冷。 【校】閒眠簟作波紋冷。 

齊天樂（齊

雲樓） 
凌朝一片陽臺影 朝為行雲，暮為行雨。 【校】旦為朝雲，暮為行雨。19 

同上 天聲似語 儲光義〈華清宮詩〉：「天聲殷宇宙。」【正】劉永濟云：「『天聲』猶莊子之『天

籟』」。而儲詩之「天聲」是指玄宗蒞臨華

清池之天子聲勢，此處意義應有所區別。

同上 夢凝白闌干化為

飛霧 
杜詩：「江雲化為霧。」 【校】杜詩：「江雲薄為霧。」20 

同上 驟飛滄海雨 用「陽臺」經已雲雨雙含。 【校】用「陽臺」已經雲雨雙含。 
齊天樂（會

江湖諸友） 
汜人重見  【校】氾人重見 

齊天樂（煙

波桃葉） 
共臨秋鏡照憔悴 陳亦峰云：傷今威昔，憑眺流連。 【校】陳亦峰云：傷今感昔，憑眺流連。

掃花遊（春 想玉人誤惜，章 暗用謝道蘊詠雪「未若柳絮因風起」 【補】《世說新語．言語篇》： 

                                                                                                                                                                                           
14 （清）王文誥輯注《東坡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04）卷 8，頁 370。 
15《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323。 
16 《韓昌黎全集》（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民 69.01）第五卷 
17 （宋）釋惠洪《冷齋夜話》卷 1〈詩本出處〉條下。 
18 《東坡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92.04）卷 22，頁 1187。 
19 （梁）蕭統編  唐．李善注：《文選》（台北：華正書局，1986.07）頁 265。 
20  楊倫編輯《杜詩鏡銓》（台北：華正書局，1983.09）卷 16頁 778。〈雨〉：「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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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臺春老 句意。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

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

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

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

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21 
「兄女」，即謝道蘊。 

應天除（吳

門元夕） 
竟路障空雲幕 《西京雜記》：「成帝設雲悵雲幄。」 【校】《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帳雲幄。」

22 
同上 芙蓉鏡詞賦客 張萬頃詩：「舊傳詞賦客，惟見有鄒

枚。」 
【校】范朝〈寧王山池〉詩：「舊傳詞賦

客，惟見有鄒枚。」23 
同上 醉嫌天窄 杜詩：「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正】《楊箋》引杜甫〈送李校書二十六

韻〉詩釋「天窄」一詞，然杜詩所言乃憂

虞國事，與夢窗歡娛詞意不合。或應引韋

莊〈贈峨嵋山彈琴李處士〉：「壺中醉臥日

月明，世上長遊天地窄。」24較為允當。

同上 素娥下 素娥下，月下也。 【補】謝莊〈月賦〉：「引玄兔於帝臺，集

素娥於後庭。」李善注引《淮南子》云：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

月。注曰：常娥，羿妻也。」 
同上 譙漏疏滴  【補】《史記．陳涉世家》：「譙門謂城門，

上為高樓，一名譙樓，樓設壺漏以測時。」

丁香結（秋

日海棠） 
秋日海棠 《鐵網珊瑚》「秋日」作「小春」。鄭

文焯極主之，其言曰：江左寒孟，好

花再發，謂之迎小春。比年寓齋西府

海棠，每值十月，風日溫麗，輒爛若

野錦，始知君特所詠「秋風換、故園

夢裡」句，乃吳中眼前景也。毛本但

知有秋海棠，遂有意改「小春」為「秋

日」，不知吳詞顯用春日海棠故實，絕

非今之斷腸花也。鐵夫按：詞中用春

海棠故實者，以春陪秋，作開筆耳。「秋

風換」句，轉到秋上；「故園夢裡」，

則回顧春字。必如鄭氏說，好好一篇

局勢靈活之佳詞，被渠考據，看成死

局。且寒孟已十月，詞尚說秋，又何

也？ 

【正】《銓評》：此詞《毛本》題作「秋日

海棠」，《鐵網珊瑚》作「小春海棠」。按

春海棠與秋海棠不同。⋯⋯至所謂「小春

海棠」者，謂春海棠十月再花者也。《山

堂肆考》云：「南方冬溫，草木常茂。今

江南十月，春卉再華，俗呼為迎小

春。」⋯⋯鐵夫亦看出其用春海棠故實，

但以為是「以春陪秋」，秋為主，春則虛

筆耳。又以為「秋風換」三字，「轉到秋

上」，即是寫秋海棠。唯「換」字亦可解

作換盡，其意蓋言秋天過卻也，則指入冬

矣，非言秋日。⋯⋯。故此題可定作「小

春海棠」。25又宋人范成大亦有〈小春海

棠來禽〉詩：「一任西風管搖落，小春自

管數枝花。」或可為旁證。 
                                                                                                                                                                                           
21 《新譯世說新語》（台北：三民書局，1996.08）頁 96。 
22  曹東海譯《新譯西京雜記》（台北：三民書局，1995.04）頁 35。 
23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278頁 3164。 
24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700頁 8053。 
25《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294-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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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影高銀燭 曹丕〈與吳質書〉：「古人柄燭夜遊。」【校】曹丕〈與吳質書〉：「古人秉燭夜遊。」

同上 秋風換 轉到秋來。 【正】「換」字，此處當換盡解。蓋秋日

已盡進入初冬。 
六么令（七

夕） 

婺星為情慵懶 按《星經》：須女四星，一名婺女，主
布帛，為珍寶藏；織女三星，主瓜果

絲帛。婺與織女星數不同，所主不同。

顯分兩星。今以婺為織女，疑誤。 

【補】婺星與織女星雖異，然唐人詩中已

見兩者混用。如李商隱〈七夕偶題〉：「寶

婺搖珠珮，常娥照玉輪。靈歸天上匹，巧

遺世間人。」26毛文錫〈浣溪沙〉：「每恨

蟪蛄憐婺女，幾回嬌妒下鴛機」。27似不

必強為分辨。 
同上 今夕何夕 《詩經》句。 【補】《詩經．唐風．綢繆》：「綢繆束薪，

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 
西平樂慢

（過西湖先

賢堂傷今感

昔泫然出

涕） 

過西湖先賢堂 朱箋：《武林舊事》：先賢堂，名「仰
高」，祀許由以下共四十人。今歸旌德

觀。 

【補】此篇毛氏汲古閣刻《夢窗甲乙丙丁

稿》原題「春感」，朱本《夢窗詞集》據

《趙氏鐵網珊瑚》本改之28。題曰「過西

湖先賢堂，傷今感昔，泫然出涕」，「西湖

先賢堂」，在西湖三堤路，周密《武林舊

事》載：「先賢堂，名仰高。祠許由以下

共四十人，刻石作贊，具載事蹟。⋯⋯中

有振衣、古香、清風堂、山亭、流芬，花

竹縈紆，小山曲徑。今歸旌德，堂宇皆廢。」
29先賢堂為宋袁韶所建，元人班惟志《錢

塘先賢傳贊．序》云： 

粵自寶慶丙戌（宋理宗寶慶二年，西元

1226 年）歲，杭牧袁公韶輯許箕公以下

三十有九人請於朝，以官鏹售其地若干，

祠於南山少北新堤之上，樹碣以代其繪

像，並為之繫贊。又徙其觀宇曰旌德，隅

其旁以奉之。
30
 

 
同上 傷今感昔，泫然

出涕 
鐵夫按：詞以羊曇之於謝太傅自比，

知所謂感昔者，必感恩知已之人。攷

夢窗生平交際，賈秋壑不值如此傾

倒，且非感恩；杜範官丞相，卒於淳

祐間，處靜為杜門賓客，夢窗以兄弟

故，或有往來，去知已感恩亦遠；與

【正】據鄭文焯《夢窗詞校議》及夏承燾

《吳夢窗繫年》考證，《趙氏鐵網珊瑚》

所載夢窗手寫稿十六闋，是淳祐三年癸卯

（1243）夢窗為方萬里祝壽時所書贈，鄭
文焯認為「此十六闋又皆一時之作，故曰

新詞」，而淳祐三年吳潛尚在世，何來羊

                                                 
26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540頁 6218。 
27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893頁 10086。 
28 《趙氏鐵網珊瑚》卷七載夢窗獻《新詞稾》十三首於方千里，本首題曰：「過西湖先賢堂，傷今感昔，泫然出涕，賦西平樂，

文英」 
29 周密《武林舊事》卷五頁十三，《百部叢書集成．知不足齋叢書》（台北：藝文印書館） 
30 （宋）袁韶《錢塘先賢傳贊》，《百部叢書集成．知不足齋叢書》（台北：藝文印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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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四字最近者，惟一吳潛。潛帥紹興，

夢窗在幕中，況兩人集中互有唱和，

如《金縷曲》記滄浪亭之遊，《浣溪沙》

紀舟中之迓，後又入吳紹興幕，蹤跡

狎近，與詞中所言看花載酒相類。然

潛以景定二年貶循州，三年暴卒，後

未必歸葬西湖，除吳外竟無人足以當

之。 

曇痛哭謝安之感？楊鐵夫以為弔吳之

說，可不攻自破矣。誠如夏承燾所云： 
〈西平樂〉西湖先賢堂詞，題云「傷今感

昔，泫然出涕。」詞云「天涯客又重歸」、

「追念吟風賞月，十載事夢惹綠楊絲。」

夢窗早年必曾客杭州。第不知結尾所云

「零落山丘」及「羊曇淚落」為何人發。

或謂為晚年弔吳潛作，非是。
31 

 
同上 路攲華表 《續搜神記》：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

有一鶴集其上，徘徊空中而歌。 
【補】《續搜神記》卷一：「丁令威，本遼

東人，學道于靈虛山。後化鶴歸遼，集城

門華表柱。時有少年，舉弓欲射之。鶴乃

飛，徘徊空中而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

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

學仙冢壘壘。』遂高上沖天。」 
同上 畫船為市，妖妝

艷水，日落雲

沉，日換星移。 
 

陳銳《袌碧齋詞話》：此調下段十六句

押三韻，未免不節。美成詞：道連三

楚，天低四野。「楚」、「野」為韻。此

「市」、「水」，固側協也。 

 

 

【補】陳銳《袌碧齋詞話》： 

詞中側協，如夢窗〈西平樂〉：「歎廢綠平

煙帶苑。幽渚塵香蕩晚。」苑、晚為韻。

美成云：「歎事逐孤鴻盡去（當作遠）」，

身與塘蒲共晚。」32 
周美成〈西平樂〉一首，和者方千里、楊

澤民、陳西麓（陳允平），三家句法長短

互異，萬紅友（萬樹）、杜筱舫（杜文瀾）

諸家，亦不能考定。嘗疑此調下段十五

句，祇用三韻，未免失拍。及讀夢窗「畫

船為市，夭妝照水」，始悟美成之過換處

「道連三楚，天低四野」，楚、野固互協

                                                                                                                                                                                           
31夏承燾《吳夢窗繫年》，收於朱祖謀四校定本：《夢窗詞集》附錄，頁 13。案：張如安在近年提出夢窗〈西平樂〉為弔袁韶（字
彥淳，鄞縣人）之作的新見解。分析其論證，就創作時間點而言，袁韶在嘉定十三年（1220）任臨安知府，一直到紹定三年（1230）
轉任浙西安撫使，這十年間剛好是夢窗少年遊杭的時期，假設夢窗當時為袁韶的幕客，親見袁韶於寶慶二年建立西湖先賢堂的過

程，那麼我們說夢窗於淳祐三年（1243）春季過杭，見到西湖先賢堂，睹物思人，弔念嘉熙元年（1237）亡故的袁韶，則順理成
章。張氏更舉出夢窗此詞結尾用溫庭筠〈經故翰林袁學士居〉詩：「西州城外花千樹，盡是羊曇醉後春」，是夢窗慣用的藏姓名筆

法，暗指所憑弔的對象也是姓「袁」，即是袁韶。張氏的說法，固然在解釋夢窗〈西平樂〉的創作時間與創作動機上能自圓其說，

但是我們必須要能找出夢窗在袁韶門下當過幕客的證據才行，在夢窗三百四十首詞作中，尚且不能找出這樣的直接證據。 
32 陳銳《袌碧齋詞話》，《詞話叢編（五）》（北京：中華書局，1996.06）頁 4193。 
33 《袌碧齋詞話》，《詞話叢編（五）》，頁 4194。案：所謂「側協」以上例說法來看，應指〈西平樂〉平聲韻句以外出現的協韻
現象，如他所舉出夢窗上半闋第七、八句的尾字「苑」、「晚」，是同屬上聲二十阮韻。以及夢窗下半闋第一句的「市」字，為上

聲六止韻，第二句的「水」字，為上聲五質韻，這兩個韻目都屬於《詞林正韻》的第三部。我們再來看清真詞的用法，清真上半

闋第七、八句尾字原作「去」、「晚」，二者韻部不同，但陳銳卻認為該改「去」字為「遠」字，如此一來「遠」、「晚」便都屬上

聲二十阮韻，可是這樣的臆改是難以令人依從的。至於下半闋「道連三楚，天低四野」的「楚」、「野」二字則都屬上聲八語韻，

但是若從方、楊、陳詞作來看，方氏此處用「遠」（上聲二十阮）、「杳」（上聲二十九篠），楊氏用「遂」（去聲二十九至）、「邑」

（入聲二十六緝），陳氏用「寺」（去聲七志）、「店」（去聲五十六  ），可以知道這裡的周、吳的側協用法並非〈西平樂〉詞調共
通的現象，若曰夢窗守律嚴而其他三人未然，則不免偏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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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33 
 

同上 菭根洗石  【補】「菭根洗石」應是化用李白〈襄陽

歌〉「君不見晉朝羊公一片石，龜頭剝落

生莓苔」
34
。據《夢粱錄》卷十二〈西湖〉

載： 

南山第一橋，名映波橋，西偏建堂，扁曰

「先賢」。⋯⋯建堂奉忠臣孝子、善士名

流、德行節義、學問功業，自陶唐至宋，

本郡人物許箕公以下三十四人，及孝婦孫

夫人等五氏，各立石刻，表世旌哲而祀

之。 

 

可知西湖先賢堂亦有立「石刻」表旌先賢

事跡，夢窗重歸，因有此句。 
同上 菊井招魂  【補】菊井，即菊水之井，其水可以延壽

治病。《藝文類聚》載《風俗通》曰：「南

陽酈縣有甘谷，谷中水甘美。云其山有大

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

十餘家，不復穿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

三十，中壽百餘，下七八十者名之大夭。」

又《後漢書．荊州志》引《荊州記》曰：

「縣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菊，水極

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復穿井，仰飲此

水，上壽百二十三十，中壽百餘，七十者

猶以為夭。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為南陽

令，縣月送三十餘石，飲食澡浴悉用之。

太尉胡廣父患風羸，南陽恆汲飲此水，疾

遂瘳。」夢窗〈沁園春．冰漕鑿方泉，賓

客請以名齋，邀賦〉有「老蘇而後坡仙。

繼菊井嘉名相與傳。」亦是用此典故。明

此，方知招魂乃必以菊井之緣故。 
同上 羊曇醉後花飛 《晉書．謝安傳》：羊曇者，太山人，

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安薨後，行

不由西州路。(安嘗營別第於西州路

故。)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以馬策

扣扉，誦子建詩，痛哭而去。 

【補】《晉書．謝安傳》載： 

羊曇者，太山人，知名士也，為安所愛重。

安薨後，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

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

白曰：「此西州門。」曇悲感不已，以馬

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

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34《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166頁 1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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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羊曇醉後花飛 「細雨」、「花飛」，妝是點字。 【校】「細雨」、「花飛」，是妝點字。 

花犯（郭希

道送水仙） 
輕鉛素靨 許敬宗：「星摩鉛裡靨。」 【校】許敬宗〈奉和七夕宴懸圃應制〉：「星

模鉛裡靨。」35 
同上 一壺葱蒨 江淹詩：「丹巘被葱蒨。」 【校】顏延之詩：「丹巘被葱蒨。」36 
祝英臺近

（春日客龜

溪遊廢園） 

春日客龜溪遊廢

園 
朱箋：《德清縣志》：龜谿，古名孔愉

澤，即餘不谿（所謂「餘不」者，此

溪常清，其餘則不爾）之上流也。昔

孔愉微時，常往谿上，見漁者籠一白

龜，買而放之中流，龜左顧數四而沒。

【補】《敕修浙江通志．山川》曾載德清

龜溪相關文獻如下： 
《學圃藼蘇》：孔愉少時嘗行經吳興愉不

亭，見人籠龜於路，買而放之餘不溪中。

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

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而

佩焉。卒後龜啣巢木於此，至今號龜啣樹

溪，名龜溪。37 
《留青日札》：孔愉放龜左顧，遂作一鼎。

其文曰：孔敬康鼎沉之於水。即今德清縣

龜溪。 
《弘志湖州府志》：餘不溪，出天目山之

陽，經臨安縣又經餘杭縣至安溪奉口，經

德清縣折而東北至敢山，過菱湖及湖趺

漾，又經西北會前溪水至峴山，漾入定安

門，至江子匯為苕溪。38 
 

同上 鬬草溪根 鬬草見上〈掃花遊．春雪〉詞箋。 
 

【正】楊氏〈掃花遊．春雪〉詞箋引《歲

華紀麗》：「端午鬥百草。昔吳王與西施嘗

為鬥草之戲。」其時乃屬端午，與此首寫

於春日時候不同。 
《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載二月時曰：

「春日婦女喜以鬥草為戲。」39或可為春

草鬬草習俗之佐證。 
祝英臺近

（除夜立

春） 

翦紅情，裁綠

意，花信上釵股 

《詞律》：《暗香》、《疏影》二詞，後

人改為《紅情》、《綠意》。毛氏解題謂：

《紅情》起於柳耆卿，《綠意》起於《樂

府雅詞》無名氏詠荷之作，實則仍是

《暗香》、《疏影》也。可知「紅情」、

「綠意」是一種慣用語。 

【正】《銓評》：「剪紅」、「裁綠」謂剪綵

謂紅花綠葉，戴諸頭上，以表春回，此為

立春風俗。如趙彥昭〈奉和聖制立春日侍

宴內殿出剪綵花應制〉：「剪彩迎初候，攀

條故寫真。花隨紅意發，葉就綠情新。」
40 

                                                 
35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255頁 2427。 
36 《文選》（台北：五南圖書，1994.10）卷 31〈雜體詩〉頁 819。 
37 沈翼機等撰 清乾隆元年重修本《敕修浙江通志》（臺灣華文書局）卷十二，頁 315。 
38 《敕修浙江通志》（臺灣華文書局）卷十二，頁 301。 
39 《西湖遊覽志餘》（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03）頁 874。 
40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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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芙蓉 趙昌芙蓉圖 《宣和畫譜》：「趙昌，字昌之，工畫

花果，作折枝，大有生意。」 
【補】《宣和畫譜》：「趙昌，字昌之，廣

漢人。善畫花果，名重一時，作折枝，極

有生意。」41 
同上 西風搖步綺 杜詩：中宵步綺疏。 【正】杜甫〈中宵〉：「西閣百尋餘，中宵

步綺疏。」仇兆鰲注引《梁冀傳》：「窗牖

皆有綺疏。」是知杜詩所言乃中宵不眠，

徘徊窗前之意。步作動詞用。而夢窗「步

綺」，應為護花之綺布步障，借以比喻湖

上芙蓉。相似用法如盧綸詩〈九日奉陪侍

郎登白樓〉：「睥睨三層連步障，茱萸一朵

映華簪。紅霞似綺河如帶，白露團珠菊散

金。」42 
同上 慘澹西湖柳底 看他用此七字，再昂頭頂起。 【校】看他用此六字，再昂頭頂起。 
同上 去來雙翡翠 《樹萱錄》：張確嘗遊霅上白蘋洲，見

二碧衣女子攜手吟詩。確逐之，化為

翡翠飛去。 

【補】《樹萱錄》：「張確嘗遊霅上白蘋洲，

見二碧衣女子攜手吟詠云：『碧水色堪

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

逢。蕅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

翼，聲影暫相從。』確逐之，化為翡翠飛

去。」 
霜花腴 憑誰為整敧冠 杜詩：笑倩旁人為整冠。 【校】杜詩〈九日藍田崔氏莊〉：「笑倩傍

人為正冠。」43 
澡蘭香 巧篆垂簪 劉克莊詞：時樣釵符艾虎。 【校】劉克莊〈賀新郎．端午〉：「新樣釵

符艾虎。」44 
同上 銀缾露井，綵箑

雲窗 
蘇詩：素綆分碧銀瓶凍。又：仙風隨

綵箑。 
【補】李賀〈十二月樂辭．五月〉：「井汲

鉛華水，扇織鴛鴦文。」45 
同上 曾寫榴裙 《宋書》：羊欣著白練裙晝臥，王獻之

詣之，書其裙數幅而去。 
【補】《宋書．羊欣傳》：「欣時年十二，

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

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

幅而去。」46原文點明夏月，與夢窗此處

詠端午相關。 
又《詮評》：萬楚〈五日觀伎〉：「紅裙妒

煞石榴花」。榴花五月始紅，乃以喻裙色，

兼切端午。47 

                                                 
41 《宣和畫譜》（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05）卷十八，頁 501-502。 
42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279頁 3167。 
43 （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1984.03）卷 6，頁 490。 
44 （宋）劉克莊《後村詞箋注》（台北：大立出版社，1982）卷 4，頁 288。 
45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28，頁 111。 
46 沈約《宋書》（台北：鼎文書局，1975.06）卷 62，頁 1661。 
47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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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午鏡澡蘭簾幕  【補】白居易〈新樂府．百鍊鏡〉：「江心

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48 
暗香（賦墨

梅） 
占春壓一 秦觀詞：居然個品格，于中壓一。 【校】秦觀〈品令〉：「天然個品格。于中

壓一。」 

【補】《微睇室說詞》：「二十四番花訊，

梅居第一，故曰：『壓一』。壓一，宋人常

語。」49 
同上 入廣平裁冰詞筆 皮日休《桃花賦》序：宋廣平為相，

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石心腸。

然觀其所作《梅花賦》，不類其為人。

【補】皮日休《桃花賦》序：「余嘗慕宋

廣平之為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

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睹其文而有

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

類其為人也。」50 
同上 相將初試紅鹽味 鹽梅，見《尚書》。 【補】《尚書．說命篇》：「若作和羹，爾

惟梅鹽。」 
同上 北落冬深  【補】北落，為星辰名。《晉書．天文上》：

「北落師門一星，在羽林西南。北者，宿

在北方也；落，天之藩落也。」如李白〈司

馬將軍歌〉：「北落明星動光彩，南征猛將

如雲雷」51。 
珍珠簾（春

日客龜谿） 

蜜沈燼暖萸煙嫋 「蜜」，蜜炬。「沈」，沈香。 【正】蜜，非蜜炬，而為蜜香。蜜沉，本

乃一物，指蜜香樹所作之沉香。《稽含南

方草木狀》： 
蜜香、沉香、雞骨香、黃熟香、雞舌香、

棧香、青桂香、馬蹄香，案此八物同出於

一樹也，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其花

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

期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

沉水者為沉香。52 
同上 有東風嫩柳，學

得腰小。 

唐詩：細柳學腰身。 【正】楊箋引註不詳，《全唐詩》並無此

句。但細柳腰身之聯想，或如孫魴〈柳〉

詩：「東風多事剛牽引，已解纖纖學舞腰。」
53 

同上 嘆孤身如燕，將

花頻繞 
繞花，非必竚立時，蓋述遊廢園時事。【正】《銓評》：唯此詞繞花云云，明是佇

立官道時所見，何必牽扯於廢園中？豈廢

園始能有花耶？矧若作廢園事，「香蘭」

                                                 
48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427，頁 1047。 
49 劉永濟《微睇室說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05），頁 93。 
50 《全唐文》卷 796，頁 8346。 
51 《全唐文》卷 163，頁 1694。 
52 《古今圖書集成》草木典，冊 67，頁 971。 
53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886，頁 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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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又謂其「時正繞花」，則真不知楊氏

以此詞為身在廢園，還是在官道上？其說

斷不可從。54 
風入松（聽

風聽雨） 
惆悵雙鴛不到，

幽階一夜苔生 

劉復《長相思》樂府：綵絲織綺文雙

鴛。江淹《別賦》：或春苔兮始生。 
【補】《銓評》：庾肩吾〈詠長信宮中草〉：

「全由履跡少，亦欲上階生。」李白〈長

干行〉「門前遲行跡，一一生綠苔。」草

也，苔也，其生皆因少行迹而來，吳詞即

由此脫胎。55 
風入松（蘭

舟高蕩） 

似曲不成商 「商」為秋聲，以蟬鳴秋。 【正】《銓評》：商固可言秋，然此處實應

作宮商解，謂不成曲調也，以喻人事之

非。56 
鶯啼序（荷） 引鴛鴦弄水 皇甫松《采蓮》詞：晚來弄水船頭溼。【正】此句為一領四字句法，為「引--鴛

鴦弄水」，「弄水」之主詞是「鴛鴦」，楊

箋引皇甫松〈採蓮子〉：「菡萏香連十頃

陂，小姑貪戲採蓮遲。晚來弄水船頭溼，

更脫紅裙裹鴨兒。」
57
「弄水」者則為采

蓮者，若從解，則吳詞乃成「弄水」「引

鴛鴦」，當非其本意。 
同上 斜拖鳳股盤雲墜 溫庭筠詩：燕釵拖頭拋盤雲。 【校】溫庭筠〈張靜婉采蓮曲〉：「蘭膏墜

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58 
同上 聽銀床 《漁隱詩話》：嘉祐中，有於江心綱得

片石，上有五言絕句云：井闌花落盡，

一半在銀床。床，即井闌。 

【補】銀床，乃金屬所作井欄，如《韻會》：

「井幹，井上木欄也，其形四角或八角。

又謂之銀床，皆井欄也。」 
同上 記琅玕  【補】琅玕，本指似玉石，《尚書‧禹貢》：

「厥貢惟球琳琅玕。」傳曰：「琅玕石而

似玉。」59傳說為鳳食，《藝文類聚》引《莊

子》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所

居積石千里。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

百仞，以璆琳琅玕為食。」如李白〈古風〉：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60後以其

質地、色澤頗類竹子，遂用以代稱竹。如

元稹〈種竹〉：「可憐亭亭榦，一一青琅

玕。」61 

                                                                                                                                                                                           
54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126。 
55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86。 
56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136。 
57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891，頁 10068 
58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21，頁 280 
59 （清）阮元編：《十三經注疏 1周易尚書》（台北：藝文印書館）《尚書》頁 87 
60 《李太白全集》（北市：華正書局，1991.03）頁 138。 
61 《全唐詩》（中華書局），第 397卷，頁 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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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羅扇恩疏 「羅扇恩疏」，即班婕妤紈扇秋捐之

意。 
【補】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

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

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62 

同上 麝靄飛雨 「靄」，疑「藹」誤。以「藹」方與「麝」

串。 
【正】「靄」，為雲氣。而「藹」，形容植

物繁盛貌，與花香連用時，如唐彥謙

〈蘭〉：「美人胡不紉，幽香藹空谷。」
63則形容植物香氣之盛。夢窗〈江南好〉：

「圍密籠香晻靄。」楊氏亦云：『「靄」，

疑作「藹」。』然夢窗此處「麝靄」與「飛

雨」相對，雲氣正好對應雨水，或是將荷

香具像化。意同「香靄」，牛希濟〈臨江

仙〉：「金爐珠帳。香靄晝偏濃。」64可

證。 
同上 暗盛紅淚 承「飛兩」來。 【校】承「飛雨」來。 
同上 瓊簫吹月霓裳舞 「霓裳」見上《婆羅門引．郭清華席

上為放琴客》詞箋。 
→《神仙感遇傳》：羅公遠導唐明皇遊

月宮，見仙女數百同舞，曰：此「霓

裳羽衣曲」也。 

【補】霓裳，即霓裳羽衣曲，宋人郭茂倩

《樂府詩集‧霓裳辭》： 

一曰霓裳羽衣曲。《唐逸史》曰：「羅公

遠多祕術，嘗與明皇至月宮。初以柱杖向

空擲之，化為大橋。自橋行十餘里，精光

奪目，寒氣侵人。至一大城，公遠曰：『此

月宮也。』仙女數百，皆素練霓衣，舞於

廣庭。問其曲，曰霓裳羽衣。帝曉音律，

因默記其音調而還。回顧橋樑，隨步而

沒。明日，召樂工，依其音調，作霓裳羽

衣曲。一說曰：開元二十九年中秋夜，帝

與術士葉法善遊月宮，聽諸仙奏曲。後數

日，東南兩川馳騎奏，其夕有天樂自西南

來，過東北去。帝云：『偶遊月宮聽仙曲，

遂以玉笛接之，非天樂也。』曲名霓裳羽

衣，後傳於樂部。」 
 
《樂苑》曰：「霓裳羽衣曲，開元中西涼

府節度楊敬述進。鄭愚曰：『玄宗至月宮，

                                                 
62（宋）郭茂倩編：《樂府詩集（上）》（台北：里仁書局，1981.03），頁 616。 
63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671，頁 7665。 
64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894，頁 1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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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會西涼府節度

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聲調相符，遂以月中

所聞為散序，敬述所進為曲，而名霓裳羽

衣。』」白居易曰：『霓裳，法曲也。其

曲十二遍，起於開元，盛於天寶。』凡曲

之將終，聲拍皆促，唯霓裳之末，長引一

聲。故其歌曰『繁音急節十二遍』、『唳

鶴曲終長引聲』是也。按王建辭云：『弟

子部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劉禹

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

衣曲』然則非月中所聞矣。65 

 

此句「瓊簫吹月霓裳舞」，字字皆從玄宗

遊月宮故事而來。「玉笛」同「瓊簫」，

皆為管樂，「吹月」字面上形容簫聲之高

越，但也切合月宮。「仙女數百，皆素練

霓衣，舞於廣庭」即是「霓裳舞」，此處

夢窗將西湖夜遊，比擬玄宗故事。 
同上 曉岸參斜，露零

漚起 

「零」，疑當作櫺。《說文》：霝，雨零

也。「零」本作「櫺」，後奪木傍作「霝」，

尚是同音假借，後又誤作「零」。必「露

櫺」方與「曉岸」對。「漚」與「鷗」

同。 

【正】楊箋懷疑「零」為「櫺」字假借。

其根據是「曉岸參斜，露零漚起」為對偶

句，因此「岸」與「零」應同為名詞，所

以想盡方法溯源出「櫺」字來。但從〈鶯

啼序〉格律看，「曉岸參斜，露零漚起」

位置上對應第三段之「乍溼鮫綃，暗盛紅

淚」，可知並非對偶句。參照夢窗其他詞

作，一用「永晝低垂，繡簾十二」，一用

「嚲鳳迷歸，破鸞慵舞」，對偶與否亦無

一定用法，楊鐵夫實不用太過執著。何況

夢窗〈水龍吟〉亦有「露零鶴怨」句（《全

箋》頁35），楊氏以彼處為是，此處為非，

則不免流於主觀臆度。 

其次「漚」是否為「鷗」字，亦可商搉。

「漚」作名詞解釋時，在唐宋詩詞中多解

釋為水沬。獨有李壁〈南歌子〉：「白漚渾

不避雙旌。」「白漚」作「白鷗」解，而

夢窗詞用「漚」字僅有此處，其他指鷗鳥

處都言「鷗」。若無其他證據，此處仍假

定夢窗並非為特殊用法，猶當「漚」字本

                                                                                                                                                                                           
65《樂府詩集（上）》（台北：里仁書局，1981.03）頁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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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解釋即可。 
同上 有昭華、穠李冰

相倚 

黃山谷詩：穠李四絃風掃席，昭華三

弄月侵床。注：穠李、昭華，貴人家

兩女奴也。 

【補】黃庭堅有詩，題曰：「趙子充示竹

夫人詩，蓋涼寢竹器。憩臂休膝，似非夫

人之職，予為名曰青奴，並以小詩取之，

二首」，詩云「青奴元不解梳妝，合在禪

齋夢蝶床。公自有人同枕簟，肌膚冰雪助

清涼。」、「穠李四弦風拂席，昭華三弄月

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敢要青奴一味

涼。」任淵注：「昭華、穠李，貴人家兩

女伎也。昭華，蓋王晉卿（詵）駙馬家吹

笛伎。」 
永遇樂（過

李氏晚妝

閣） 

晚妝的的 《淮南子》：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注：

的的，明也。 
【補】「的的」，原應作「旳旳」。如《淮

南子．說林訓》：「旳旳者獲，提提者射。」

漢注：「旳旳，明也。為眾所見，故獲。」

王念孫注：「旳旳、提提，皆明也，語之

轉耳。」66然唐人詩中，已習慣用「的的」

代替「旳旳」原字使用。如李商隱〈細雨〉：

「稍促高高燕，微疏的的螢。」67 
玉胡蝶 楚魂傷 李賀詩：楚魂尋夢風飄然。 【校】李賀〈巫山高〉：楚魂尋夢風颸然。

68 
同上 水沈熨露，岸錦

宜霜 
「水沈」，香名。「岸錦」，蓋指荷花說。【正】水沉，即沉水香，又名沉香。此處

比喻荷香。然「岸錦」與「宜霜」合用，

應指楓色。 
絳都春（燕

亡久矣） 

花露晨晞秋光短  【補】漢樂府〈薤露歌〉云：「薤上露，

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由

歸？」 
同上 丹青誰畫真真面  【補】此處除用《閒寄錄》趙顏得軟障納

真真之事。亦用元稹〈崔徽歌〉故事，其

序：「崔徽，河中府娼也。裴敬中以興元

幕使蒲州，與徽相從累月。敬中便還，崔

以不得從為恨。因而成疾，有丘夏善寫人

形。徽托寫真寄敬中曰，崔徽一旦不及畫

中人。且為郎死，發狂卒。」69 
三姝媚（過

都城舊居有

感） 

紫曲門荒，沿敗

井、風搖青蔓 

觀此，知夢窗舊居必非臨湖，蓋傍湖

之家皆取水於湖，無鑿井者。 
【正】紫曲，妓女所居之坊曲。楊箋言舊

居，非也，實為夢窗過去遊冶之處。 
楊慎《詞品》：「唐制，妓女所居曰坊曲。

《北里志》有南曲北曲，如今之南院北院

                                                 
66 劉文典撰 殷光熹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安徽大學雲南大學聯合出版，1998.08）卷 17，頁 589。 
67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540，頁 6213。 
68 （清）王琦注《李賀詩歌集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0）卷 4，頁 261。 
69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423，頁 4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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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宋陳敬叟（即陳以莊）詞：『窈窕青

門紫曲』。周美成詞：『小曲幽坊月暗。』

又：『愔愔坊曲人家。』近刻《草堂詩餘》

改作『坊陌』，非也。」 
 正試霜夜冷，楓

落長橋 

《新唐書．崔信明傳》：楓落吳江冷。【補】《新唐書．崔信明傳》：揚州錄事參

軍鄭世翼者，亦驁倨，數恌輕忤物，遇信

明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

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 篇，世翼覽未
終，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

舟去。70 
 夜杪參移  【補】杪，本指樹枝末端。《說文》：「杪，

木標末也。」引申有末、盡之意。如黃滔

〈貧居冬杪〉：「窮居歲杪雨，孤坐夜深風」
71。此處「夜杪」用法與「冬杪」、「歲杪」

相似，謂夜盡也。 
八聲甘州

（靈巖陪庾

幕諸公遊） 

問蒼天無語  【校】問蒼波無語 
《銓評》：「蒼波」，《彊村叢書本》作「蒼

天」，則海綃謂「蒼波承五湖」，益為無據

矣。唯《絕妙好詞》作波，《彊村四校本》

亦作「波」，海綃蓋據此本也。周汝昌謂：

從五湖起，筆筆皆在水上縈住，且「問天」

陳言落套，亦夢窗詞筆所不取（見《唐宋

詞鑑賞辭典》頁 2039。）則「蒼波」為
是。72 

新雁過妝樓

（夢醒芙

蓉） 

風檐近渾疑佩玉

丁東 
用「簷前風動竹，疑是故人來」詩意。【正】《詮評》：「此亦非用李（益）詩，

李詩寫竹聲，吳詞寫佩聲，故不同類，簷

馬之聲差近之耳。」73 
六醜（壬寅

歲吳門元夕

風雨） 

玉夜花節 許敬宗《奉和元日應制詩》：萬玉慶維

新。 
【正】玉夜，此處指正月十五元宵節。「玉

夜」，在夢窗作品僅見。楊鐵夫注引許敬

宗〈奉和元日應制〉「百靈滋景祚，萬玉

慶惟新。」74詩句，但「元日」畢竟不同

於「元夕」，「玉夜」與「萬玉」未必有關

聯。且許詩中「萬玉」與「百靈」相對，

「玉」乃為春花之代稱，而夢窗「玉夜」

之「玉」字則是形容詞，以玉晶瑩之質地

形容元夕，其想像空間更大。 
                                                 
70 （宋）歐陽修《新唐書》（台北：鼎文出版社，1987）頁 5732。 
71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704，頁 8104。 
72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70。 
73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149。 
74 《全唐詩》（中華書局），卷 35，頁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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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玉夜花節 《初學記》：春節曰華節、芳節。○蓋

因與「玉夜」為兩字平列，「玉」為實

字，故寫「花」字作對耳。 

【正】楊箋以為「花節」等同於「芳節」、

「華節」，因為「芳」、「華」作名詞用時

與「花」字同義，因此「花節」又等同於

「春節」。但「芳節」、「華節」意涵較泛，

並非如《初學記》所言即指春節，如「華

節」一詞在《全唐詩》中僅出現一處，而

且是當夏日端午節解釋75，「芳節」亦可

用於秋節76，是知亦非專稱專指。況且以

「花節」一詞指稱元夕，又是夢窗之前唐

宋詞中所未見77，楊鐵夫說「花」、「玉」

以實字相對，所謂實字指二者皆是由名詞

轉作形容詞用。四字之中以「玉夜」、「花

節」代言元夕，本意應為「如玉之夜，如

花之節」。 
同上 笑靨攲梅 「攲梅」，暗用壽陽公主梅花點額事。【補】《太平御覽》引《雜五行書》云：「（南

朝）宋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

簷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

皇后留之，看得幾時，經三日，洗之乃落。

宮女奇其異，競效之，今梅花妝是也。」

【案】此句爭議之處在於「梅靨」與「梅

額」的差別，一為臉龐兩側之梅妝，如「暮

靨宮梅，相對畫樓簾捲。」（〈倦尋芳．上

元〉，頁 271）；一為額頭上之梅妝，如「茸
茸貍帽遮梅額。」（〈玉樓春．京市舞女〉，

《全箋》，頁 127）。若與下句「仙衣舞纈」
對看，纈是仙衣上的彩色紋路，那麼此處

的梅妝也應該屬於笑靨的飾物，而不當視

作「笑靨」、「攲梅」（梅額）兩部分。宋

人高承《事物記原．妝靨》記載：「遠世

婦人喜作粉靨，如月形、如錢樣，或以朱

若燕脂點者，唐人亦尚之。」也許粉靨亦

有作梅花式樣，則未可知。 
同上 仙衣舞纈 《說文》：纈，結也。襭，衽也。此云

「舞纈」應作「襭」為是，「纈」疑「襭」

誤。 

【正】纈，本義為結，後來指衣服上的染

色花紋。胡三省《通鑒注》云：「纈，撮

綵以線結之而後染色，既染則解其結，凡

結處皆原色，餘則入染色矣，其色斑斕謂

之纈。」染色前用絲繩結在布料上，當布

                                                 
75 見（唐）明皇〈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詩：「方殿臨華節，圓宮宴雅臣。」 
76 見（宋）張耒〈秋日晨與寄楚望〉詩：「感此芳節晚，長嘯心悠然。」 
77 唐宋詩詞中「花節」皆與重陽菊花有關，連稱「菊花節」，其中唯有楊萬里單用「花節」，然而其原詩句〈賀皇太子九月四日
生辰〉「重九吹花節」，意思亦不離重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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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染色時，只有被絲繩結住的部分並未受

染，染色過程結束後再將繩結解開，此時

布料上新染顏色與繩結部份的原色產生

色差交錯的紋路，而稱作纈。李賀〈蝴蝶

飛〉詩云：「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

醉眼纈。」78就是將白色的楊花比擬作春

雲，將有龜甲紋路的屏風比擬作雜染的纈

布。 
楊箋因不了解纈布染色的過程，拘泥於纈

結的本意，而欲將此句改「纈」字為「襭」

字。襭，為衣衽，仙衣飄舞帶動衣衽，似

乎也可解釋的通，然而終非原字原意，不

宜臆改。 
同上 向永夜  【校】今據朱祖謀箋校改「向夜來」。79 
唐多令 燕辭歸、客尚淹

留 
 【補】《詮評》：曹丕〈燕歌行〉：「群燕辭

歸雁南翔。蓋寫秋候，夢窗本此。80」 
憶舊遊（別

黃澹翁） 
歎病渴淒涼 《史記》司馬相如常有消渴疾。 【補】《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

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

稱病閒居，不慕官爵。」81 
青玉案（新

腔一唱） 
新腔一唱雙金斗 晃次膺詞：見時金斗熨雙眉。 【正】說歌則宜寫脣，烏可說眉？似不可

從。今擬解作金杯，斗猶杯也，皆盛酒器，

以押韻作斗耳；而歌酒自可相關矣。「雙

金斗」，謂金杯成雙，二人同飲也。82 
 

 

                                                                                                                                                                                           
78 （清）王琦 集注：《李賀詩歌集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10），頁 208。 
79 朱祖謀四校定本：《夢窗詞集》（台北：世界書局，1988.04），《夢窗詞補》，頁十一。 
80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65。 
81 《新校本史記三家注》卷 117，頁 3053。 
82 《海綃翁夢窗詞說詮評》，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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