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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兴市民意识对柳永词作的影响 
李千雨 

（雅安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柳永生活在市民经济繁盛和士大夫地位极高的北宋，成长于典型的奉儒守官之家，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新兴市民意识相互

消长终其一生，使得柳词也呈现出相应的复杂性。通过对柳永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兴市民意识的研究，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柳永及其词

作，以达到加深对词的理解和认识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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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永出生于仕宦之家，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自小便刻苦用

工，心怀用世之志。北宋市民经济繁盛，加之其人性格浪漫，新兴

市民意识也深刻浸染着他。柳永一生皆受二者影响，其词作也呈现

相应的特点并表现出复杂性。作为北宋专力写词第一人，词发展到

柳永，体制日臻完备，柳永为宋词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柳永大力开创慢词，将词的格调由“雅”变“俗”，同时创新性地

描写北宋繁华的城市生活。柳永的词在当时传播极广、极受欢迎，

不论江湖庙堂，皆有柳词的身影。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卷三：

“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

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 尝

见一西夏归朝官云: ‘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言其传之广也。”
[1]陈师道于《后山词话》中写道：柳永创作的新乐府风格浅俗，极

受大家的欢迎，传入皇宫后也很受仁宗的青睐，喝酒的时候，总会

叫人先歌咏几遍。然而柳永的词作也颇具争议，后人评价其词：“多

媟闺门淫 之语。”[2]“森秀幽淡之趣在骨。”[3]“耆卿词，曲处能直，

奡密处能疏， 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以自然，

媟自是北宋巨手。然好为俳体，词多 黩，有不仅如《提要》所云，

以俗为病者。”[4]可见柳词风格多样，世人或褒或贬，意见参杂交

织。柳词的种种特点与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兴市民意识这两种意识密

不可分，本文拟从柳永的传统儒家思想与词作、柳永的新兴市民意

识与词作、两种思想相互作用下的词作三点来分析这两种意识对柳

词的影响。 

一、柳永的传统儒家思想与词作 

柳永，字耆卿，原名三变，字景庄。祖籍河东，后迁至福建崇

安县五夫里。“柳永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柳崇以儒学著名，父

辈、兄长、子侄科举登第为官者众。柳崇有子六人宜、宣、寘、宏、

寀、察，都出仕为官”。[5]唐圭璋先生的《两宋词人占籍考》记载，

柳永所在的福建，在两宋词考生人数中位列第三，共 110 人，他所

在的崇安县便有 12 人。生活在这样的仕宦之家，处文风昌炽之乡，

柳永的意识自然深受传统儒学的影响，每晚必燃烛勤读，因此当地

人将他读书附近的山命名为“蜡烛山”“笔架山”，该时期的作品

多抒发儒家建功立业、济世安民的情怀。他在《劝学文》中写道：

“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6]文章所

传达的观念，对于学习的认知和对功名的态度，深受儒家思想意识

的影响。 

柳永所在的北宋，建国后采取以文治国的国策，重用读书人且

以文为贵，此外北宋有着开放考试门户、考试内容多样且录取名额

扩大等优势，大大激发了士子的功名心。生活在该环境下的柳永自

然也勤奋笃学，积极进取，渴望金榜题名。“对天颜咫尺，定然魁

甲登高第。等恁时、等著回来贺喜。”[7]受这种功名意识的主导，

柳永用世的意志便通过《长寿乐· 殢尤红 翠》这类词作予以抒发，

“魁甲登高第”是其词作核心思想的流露，也体现出他对功名的志

在必得。自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深刻影响

着柳永，作为传统文化创造的主体，士人需要通过科举为官来完成

理想人格的追求。他一生多次科考，也多次名落孙山，然而他并没

有放弃仕进的决心。为了仕途的进取，他四处辗转干谒权贵和颂圣

贡谀，写下大量词作。“前者如《望海潮》，干谒杭州地方长官；

《永遇乐》其二，干谒苏州地方长官；《一寸金》，干谒成都地方

长官；《早梅芳》干谒一位苏州籍的衣锦荣归的朝廷显宦。后者如

贺宋仁宗生辰的《送征衣》、《永遇乐》其一；贺老人星见的《醉

蓬莱》；颂仁宗祭天的《御街行》；颂仁宗开坛打醮的《巫山一段

云》其二和《玉楼春》其二，颂皇帝与民同乐的《倾杯乐》等等。

在柳永《乐章集》现存的二百一十二首词中，干谒权贵和颂圣贡谀

的作品就有二十首，占其全部创作的十分之一。在宋词别集中，这

倒是一个惊人的比率。”[8]柳永的干谒颂圣词题材内容较为单一，

对象性和目的性极为明确，语言华丽典雅，增加了词的观赏性。内

容大都写都市风物，展现所咏之地的太平富足和风光无限，达到赞

颂赠主的目的。如《望海潮》，通过一系列的描写“烟柳画廊”“风

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展现杭州的繁华景象。下片“嘻嘻钓叟

莲娃”写国泰民安，“千骑拥高牙”“吟赏烟霞”描写达官贵人的

游乐场景等，皆表现杭州的繁盛和人民和平安宁，从而达到对地方

长官的赞颂，其风格高浑，形容得体，语言华丽典雅。该类词因对

象性和目的性极为明确，所以词人情感的表达趋于淡化。 

柳永干谒道路和宦游途中产生了为数不少的羁旅行役词，占

《乐章集》总数的三分之一。《八声甘州》、《戚氏》等作品中，

柳永将词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由“春女善怀”转变为“秋士易感”，

延续了士大夫阶层悲秋的文化传统，借“秋”的意象抒落魄士人的

失意之悲。内容上大开大阖，手法上虚实相生、频繁转换空间，营

造出一种恢弘壮阔的意境。如《八声甘州》，开头一个“对”字，

便有登高远望、极目天涯之感，“霜风”“关河”“残照”几个物

象就显现出了秋的神态，词意苍茫悲壮。“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写对千古变与不变的人生哲理的思索，词的格局境界顿时显现。在

他的羁旅行役词里，诸如旅馆、客馆、村馆、村店、山驿、水驿、

长亭、危楼一类的空间意象非常之多。[9]作为一个深嵌儒家文化基

因的士子，他师承传统，将士大夫常用定性指意的意象运用在羁旅

行役词中。这类词作在表现游子的失意怅然和对远方佳丽思念的同

时，更多的是表现士子对仕途进取、功名的渴求，体现的是知识份

子求仕进宦的心理。 

二、柳永的新兴市民意识与词作 

北宋都市经济繁荣，城市数量与规模在不断扩大，社会观念与

风气发生转变，转变促使市民意识开始觉醒。正如《东京梦华录》

所描绘的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

竟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

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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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10]由此可见居民过着享乐的日子，生活颇为自由、放纵。

在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上，市民开始对自身命运及人生价值进行思

考，市民的自主意识觉醒。此外，柳永自身的性格也是极为浪漫的，

《戚氏》“帝里风光好，当年少日，暮宴朝欢。况有狂朋怪侣，遇

当歌对酒竞流连。”[11]宋人叶梦得《石林避暑录话》载：“柳耆卿

为举子时多游狭邪”[12]足见其人狂放不羁，沉醉于烟花柳巷，贪恋

市井繁华。柳永科场失意走进都市后，其作品题材便以市井、冶游、

妓者为主。有赞颂青楼女子的美貌与才艺的《斗百花·满搦宫腰纤

细》《合欢带》、描写与歌姬的欢爱的《尉迟杯·宠佳丽》《昼夜

乐·秀香家住桃花径》，记录社情与民俗的《小镇西犯》等。词兴

起于民间，文人写词时一般不表露自己的真实心迹，将自己藏于“闺

中女子”身后。柳永的市民阶层思想意识让词在他手中手中转变了

体式，抒情主人公由“男子作闺音”变为创作主体“自我”，《乐

章集》中，仅 20 余首采用代为抒情的方式，其余皆以“自我”为

抒情主体。在转变抒情主体的同时，柳永还将文人词的抒情主体俗

化为体味都市节物的游子、纵情声色的浪子。 

柳永处在一个“升平”的时代，纵情享乐之风盛行，慢词擅咏

物抒情，能更好地反应时代风貌。慢词绝大部分来自民间，作为一

个失意文人及对市民文化的热情，柳永对于慢词的创作毫无顾忌。

柳永本身有着较高的音乐天赋，且市民喜欢直露和铺叙的文学样

式，遂常用慢词俗曲来谱曲填词。他长期活跃于坊间街巷，为了适

应歌姬的演唱和市民的审美，柳词的表现手法多以赋为主，即事言

情，直抒胸臆。如《倾杯乐·皓月初圆》以白描手法，通过对女主

人公月下独白的刻画，表现了她对恋人的相思之情。“如何媚容艳

态，抵死孤欢偶”“问甚时与你，深怜痛惜还依旧”用直抒胸臆的

手法让女主人公大胆发问，内心情思袒露无疑。下片从女主人公的

思想历程着笔写她的离愁别绪，从对心上人诺言的思量，到离开其

人后的迷惘感伤，再到渴望与心上人的重新相聚，通过三段内心独

白的层层铺叙，使词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通俗明快，极符合市

民的审美品位。 

语言上常以俗词、口语入词，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如前

文提到的《倾杯乐·皓月初圆》“算到头”“可惜恁”等俗语随处

可见，“追旧事、一晌凭栏久”的语颇似宋代勾栏瓦肆中说唱文学

的口吻。据梁丽芳女士的统计，柳词中的副词“恁”出现了 58 次，

“争” 出现了 36 次，“处”出现 20 多次，“怎”10 多次；语

尾“得”字出现 49 次，“成”字 20 多次，“了”字 10 多次。
[13]运用这些市井常用白话入词，使柳词明白晓畅，浅易通俗。柳永

长期流连秦楼楚馆，早已认同了歌姬的处事方式，所以词作也不加

掩饰，内容不免艳俗，随后便有了士大夫“好为淫冶讴歌之曲。”
[14] 媟“纤艳淫 ， 入人骨髓”[15]之类的评价。 

三、两种思想相互作用下的词作 

作为一个成长于仕宦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沾染了浓厚市

民气息的词人，柳永在市井寻欢作乐时也不忘功名的求取，于是他

就在词中表露心迹。《长寿乐· 殢尤红 翠》偎红倚翠之时想的是“魁

甲登高第”，《征部乐》为了“举场消息”而不得不离开心爱的“虫

虫”姑娘。而当柳永求取功名受挫时，便在楚馆秦楼以感官享受暂

时恢复内心的失落。《如鱼水·帝里疏散》“浮名利，拟拚休”，

“向绣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将名利忘情于世事，走

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以此来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

受市民意识的影响，柳词敢于将真实的抒情自我展露在世人面前，

其形象率真、毫不做作掩饰。其词通俗流利极富音乐性，在当时流

传极广。自小生活在奉儒守官之家，培养了为士大夫称颂的写景工

丽用语典雅的能力；政治上的长期被压抑，使他活跃在舞榭歌台、

奔波在山程水驿，让他的思想走进了市民大众，所以词作能受各阶

层的喜爱。有受苏轼等士大夫喜爱的“不减唐人高处”的“霜风凄

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有歌姬舞女追捧的“恨少年、枉费疏

狂，不早与伊相识”，也有落拓江湖人士称道的“今宵酒醒何处？

杨柳岸，晓风残月”。 

柳永两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交融，在相互对立的基础上又开启

柳词新的局面。即在描写与歌姬的相思别绪时，又能将羁旅之苦和

人生之悲寓寄其中。《雨霖铃》从“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的悲痛眷恋到“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凄苦惆怅，

柳永将士大夫悲秋的情感融入相思之情。此外，柳词在语言通俗明

白晓畅、叙述平白的基础上，又能熔铸前人诗句，使词典雅工丽。

《玉蝴蝶》用简单意象和极常见直白的表现手法来描写景物，层层

铺叙。其中“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轻，苹花渐老”二

句暗用宋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句意，“指暮

朓天、空识归航”化用谢 《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的“天际

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的诗意，俗中有雅，平中见奇。 

四、结论 

柳永的家世、所受的教育都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背景，这形成

了他牢固的文化基础。然而北宋大环境下市民经济的繁荣，以及他

自身对于市民文化的热情也深刻地浸染着他的内心世界，这两种观

念相互消长终其一生，形成儒家思想与市民意识互补的格局，进则

廊庙，退则市井。常年的干谒、宦游羁旅漂泊之路，让柳永扩展了

词的题材范围；市井坊间的冶游生活让他更能接近下层人民，创作

出为市民喜闻乐见的作品，推动市民文学的发展；柳词还能运雅入

俗，形成雅俗共赏的新格局。传统儒家思想和新兴市民意识的消长

深刻地影响着词人柳永，其词作也以二者为基石，并开启了新的格

局，在词史上呈现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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