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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主要是探讨晚唐时期花间词盛行的原因以及花间词人李珣的词风研究。

李珣是被赵崇祚列入十八位花间词人当中的其中一位，而其词作也被编入《花

间集》当中。李珣归为花间词人，她的词风自然也会继承了花间词坛的粉脂味，

不过她的词风也有所改变，以花间手法创作了不少风土词和隐逸词，为花间词

坛引入新的泉流，扩大了花间词坛的境界，所以会在论文里探讨他的词风与手

法。 

本论文第一章会以绪论开始，然后在阐述研究动机与目的、研究范围、研

究方法、文献综述以及研究难题。第二章就会叙述为何花间词会在晚唐时期迅

速发展起来。唐朝至发生了安史之乱后，政治和社会文化都有所改变，文人心

态也会有所改变。中土的政治南移至南国蜀地也是造成花间词发展的原因。本

章会探讨文人的心态转移和蜀地地理环境如何影响花间词的发展。本文第三章

就会叙述花间词人李珣的生平事迹与其词风简析。第四章就会探讨李珣的词作

词风与手法。李珣词的题材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就是爱情词、风土词与隐逸词。

次章最主要就是探讨这三种词的词风、意象以及手法。第五章就会在李珣、温

庭筠以及韦庄的词风中进行比较，以找出他们三人词中的相似点与相异点。 

 

关键词：花间词、李珣、波斯后裔、蜀地、意象、爱情词、风土词、隐逸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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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节：引言 

     词是继唐诗后蓬勃发展起来的一代文学。词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

一席之地，必然是有其独特的魅力与特色。《花间词》盛行于晚唐五代，花间

词人多数以缛采轻艳的手法来描绘女性的姿色与生活情状。再这基础上，本文

尝试以《花间词》以及词人李珣作为研究对象。 

花间词在晚唐时期极度盛行的原因为当时唐朝已经步向灭亡，政治衰乱。

一代的文学也逐渐萎弱。由于政治动乱，部分的官员也失去了雄霸一方的野心，

故就常出入秦楼楚馆，所以女乐声妓的词就此兴盛起来。后蜀赵崇祚就编集了

《花间集》，把十八位词人的作品列入《花间集》，简称“西蜀词派”1，本文

研究的词人李珣就是《花间词》的词人之一。《花间集》被誉为是最早的文人

词总集，奠定了词体的发展。（袁行霈，2005：371）花间词主要的特色为缛采

轻艳，细腻香柔。花间词的词人多把视野转向裙裾脂粉，描写女性的姿色和生

活情状，特别是女性内心伤悲的情感。温庭筠在十八位花间词人当中位列第一，

被誉为“花间鼻祖”（袁行霈，2005：371）。温词的香艳之色、伤感之情，绮

怨之美的词藻，反映了花间词的特色与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风貌与其特征。 

花间词风在晚唐时期能蓬勃发展起来，皆因当时的文人心态已经受到时代

转变的影响。在一般的文学史都称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个转折点；是唐朝逐渐

转弱的起步。安史之乱使得唐朝的政治与社会遭到重创。盛唐时代的人民都是

极度自信，自豪狂放的精神并且有着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志向。这些志向可从

                                                           
1
 西蜀词派：亦称花间词派，中国诗词学流派之一。出现于晚唐五代时期，产生于西蜀，得名

于赵崇祚编辑的《花间集》，奉温庭筠为鼻祖的进行词创作的一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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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某些激昂的诗篇里看到。晚唐的国势已经靡弱，当时的诗人对于国家的衰

弱已经采取了冷漠的态度，这让诗人的心灵上蒙上了一层层无法释怀的阴影与 

悲哀。由于时代因素的改变促使文人的心态也有所改变。“《花间词》将审美眼

光由政教功业移向人心深处，以真情之美代替了道德之美，是人的个体感性的又一次

复苏。”(蒋哲伦，2002：38)晚唐的诗人为了追求新的心理平衡，就逐渐由外

部的政治转向自我，转向内心，走进了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彩色的捕抓

追求中。花间词主要的特征为词人通过华美细腻的文词来描绘闺房女子的一举

一动，取材范围较狭窄，但也说明了时代的转化是文人的心态逐渐由政治转向

对内心的描写。晚唐时期，文人也就沉醉于身心的放纵与享乐，本能开始浅述

情思、轻柔爱意，通过软媚的词作表达婉约的心曲，花间词也因此兴盛。 

   除此之外，花间词风形成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花间词人是受到了巴蜀文化的影

响，导致词人有此艳丽之作。在《花间集》中收录的十八位词人当中，除了温

庭筠、皇甫松、薛昭蕴和孙光宪非蜀人外，其他的词人都是蜀人。晚唐文人置

身于一个经济略为繁荣的社会环境中，中唐以来，经济的重心开始南移，经济

重心的南移促使蜀地的经济繁华，所以蜀人也在这种安逸的氛围下养成耽于享

乐的习性，注重审美的直觉以及其情的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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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文选择花间词人李珣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对李珣的波斯后裔的身份产生

兴趣。《花间集》总共收入了十八位花间词人，唯有李珣的身世是与其他词人

不同，所以他的词作必定有另外的风貌。除此之外，李珣的身上是含有波斯血

统的词人，以他波斯后人的角度来创作花间词，可能蜀地的风情面貌在他的词

作中有所反映，造就了他的词风和其他的花间词人有所不同。本文通过研究李

珣的词风，从中探讨出李词的艺术风格，比找出与其他花间词人的词风之不同，

这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与动机。 

此外，本文选择研究花间词人李珣是想在现今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

到新的突破点。在现今的学者研究成果当中都是指李珣的词风是介于温庭筠和

韦庄之间，都表示李珣的词作特色为绮丽当中带有一丝清新，是有别于其他花

间词人的写作特色。本文就想以此资料作为出发点，通过研究李珣的词作来考

证出有别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 

学术界对于花间词的研究日益增多，在花间词人当中，学者多数更重视的

是温庭筠与韦庄，反而对于李珣的研究就较少见。本文的目的以及要解决的问

题就在于整合或梳理有关李珣的研究成果。当今学术界有关于李珣的研究不多，

仅有一些零星的论文，所以研究资料与成果颇为零散。本文尝试通过对李珣的

仅有的文献资料以及较零散的研究成果进行有系统的整合，以便能梳理出李珣

词作的特色与技巧，同时也希望在进行资料整合时能找到关于李珣词作的新突

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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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研究范围 

    本文是以李珣的词作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会着重研究盛行于晚唐时期的

《花间词》，所以对过后在北宋盛行起来的词作例婉约词与豪放词就没有在本

文论之。本文也只是着重讨论李珣被收入于《花间集》里的三十七首词，故不

会讨论李珣的其他文学作品。本文也是以温庭筠和韦庄的创作词的手法与其进

行比较，以探讨三人词风的不同。 

   论文在第一章节会先着重讨论花间词在晚唐形成的起因。由于本文研究的词

人乃是波斯后裔，所活动的地区多数在于蜀地，而李珣词作中的隐逸词中所描

写的风情多数是南方巴蜀等地，所以本文会先着重研究花间词风在南方巴蜀形

成的起因。晚唐由于政治动乱，造成文人逐渐丧失雄伟的仕途之心，经常出入

秦楼楚馆，从而把情感转向内心，花间词风因此形成。花间词风的兴盛必然存

在着不少的原因，但本文研究的词人李珣乃是波斯后裔，所以会着重研究南方

蜀地的文化与花间词风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其他原因就此忽略。 

论文在第二章节会对李珣的生平进行研究。有关于李珣现存的历史文献极

少，本文就通过收集以及整理零碎的资料来为李珣的生平进行研究。从现有的

学者研究得知李珣为波斯后人，其先人李苏沙为波斯商人，其余的身世也无史

料证明。本章节就像通过史料来梳理关于李珣的身世，以便可以通过其身世来

探讨其词风。 

论文在第三章节就深入讨论李珣花间词作的手法。李珣描写女子哀怨离愁

的词作相对于比其他的花间词人来的少，不过李珣此类的词作却表现出一种清

奇流丽的手法，可说是花间词的别调，与其他的花间词人的浓稠香艳的手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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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此外，李珣的词作不仅是描写女子的离愁，他也同时以花间词的手法

来描写隐逸词、风土词等不同的题材，这些题材也有别于其他花间词人的题材，

所以会在本章节深入讨论李珣的艺术风格与特色。 

论文第四章节会主要讨论李珣与温庭筠、韦庄词风之间的差异。本文主要

是选择了花间词的两座高峰温庭筠与韦庄作为与李珣比较的词人。本节就要谈

论三位词人的词风的不同。温庭筠的词风常以绮丽、香软艳丽的词风致胜；韦

庄就一清谈流丽的词风来创作。李珣的词风却同时拥有两者词风的特征，并能

让两者的词风达致平衡，这是有别于其他词人的词风，所以会在本节进行讨论。 

第四节：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范围主要是围绕花间词在蜀地兴盛的原因、李珣的花间词风与

思想，以及找出李珣与温庭筠、韦庄词风之间的差异。 

本文是使用了文本分析以及解读法来对李珣的词作进行探讨。“文学文本的

解读是由一般性的阅读、细读到解读即批评性阅读组成的相互联系、逐步深入的过

程。”（王耀辉，2000：4）西方理论家将文学区分为“第一文本”与“第二文

本”，“第一文本”是指由作者给予表面形式的成品，“第二文本”就是指经

过读者接受而生成新的意义而存在。依据以上有关文本的论述，李珣的词作无

疑是“第一文本”，是他给予形式的成品，本文是要通过研究词作的搭配、特

殊句式、语气、语境、以及特殊的修辞手段运用等手法来发现文本更深入的一

层意义，从而让李珣词作转化为让他人接受的“第二文本”。 

除此之外，本文也会通过文本解读法来分析李珣词中的意象。“作为词学术

语的意象，则是指通过审美思维创作出来，融合了主体意趣的形象。”（王耀辉，



6 
 

2000：23）以上的论述来看，意象可说是诗人或词人主要的“意”与比较客观

的“象”相互融合，并成功促成了诗和词本身意义传达的一座桥梁，简之，文

本意义是通过意象而传达的。李珣的爱情词与隐逸词当中也使用了不少的意象，

唯这些意象能正真反映李词的意义，故本文会使用文本解读法来分析李珣的主

要词作。 

李珣词作中的意境表现手法也是本文研究范围之一，故也是选用文本解读

法来进行探讨。“意境就是通过形象化的艺术描写，实现了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境的交

融从而能够把读者引入到一个想象空间的简洁凝练的抒情文学形象。”（张永刚，

2009：175）这可以诠释李珣之词多为使用意象来描写蜀地，从而使读者能通过

他词的语境来感受蜀地的风土人情，故李珣词作的语境也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对

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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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文献综述 

    李珣是被列入《花间集》里十八位花间词人之一，显然看出他的词作有其

特别之处。李珣是一位有着波斯血统的词人，他的词作多于描写隐逸情志和蜀

地的地区风光，这是有别于其他花间词人的题材。李珣的爱情词作也不少，但

他清奇流丽的手法与其他词人浓稠艳丽的手法也也有所不同。 

近人周颐云有说过：“五代人小词，大都奇艳如古蕃锦，唯李珣词以清胜。”
2

说明了李珣的词作确实与其他花间词人有很大的不同。五代时期多数为香艳绮

蘼的词风，当中就以花间词的词风可以看出这点。花间词人大多数是以华丽与

香艳的词藻来描写闺中女子，但李珣的词风就显然不同。李珣的词就以清奇流

丽为胜，可说是花间词中的一股清风，所以李珣的词作一直受到学者的研究。 

李冰若说道：“花间词人能如李氏多面抒写者甚鲜。故余谓德润词在《花间》

可成一派而介于温、韦之间。”3花间词的两座高峰温庭筠与韦庄，两者皆有不同

的写作手法。温庭筠的词是由绮丽、华艳的词藻所写成的，给人一种斑斓绚烂

的感觉。韦庄就以浅近之语写浑厚之情，难状之境，也形成了清秀疏淡的风格。

李学者给予李珣的评价很高，说道李珣的词风是介于温庭筠与韦庄的词风之间，

主要是李珣的词作上同时都拥有了两者的风格特征，并且还能让两者的风格达

到平衡。 

                                                           
2
 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页 1337。 

3
 据李冰若《栩庄漫记》，转录于杨景龙注：《花间集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页    

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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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李冰若也把花间词家分为三派，评说其中一派为“抱朴守质，自然近

俗，而词亦疏朗，杂记风土者，德润一派也”
4说明了李珣的笔法是有别于其他两

派的。学者多数会把花间词人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温庭筠为首；而另外一派就

以韦庄为首。李珣是被编入韦庄一派，皆因其词风有韦庄的“清丽”所在。李

冰若则认为李珣应该是编入新的一派，皆因李珣善于描写风土人情，同时也具

有温、韦两家的词风，而能达到平衡之意。 

学者高锋在《花间词研究》当中对于李珣的词作做出了结论，就是李珣的

词既有温词之蕴藉，又有韦词之清丽，更多地染上恬适的情味和南国的风调。

“李珣之词展示了有别于花间词秾丽，华艳的带有浓郁异域色彩的清奇，从而逸出了

西蜀词坛的氛围。”（高峰，2001：200）这就可以看出高学者对于李珣词作的

肯定，认为他的词是有别于其他的花间词人，并以其独特的手法把南方的风光

融入词中，让李词实在地反映了蜀地的风土人情。 

学者黄进徳也在《唐五代词》中评论到李珣之词最为别致，李词的特色是

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展示南海风俗画面，具有浓烈的地方色彩，也以词作《巫山

一段云》来诠释了李珣以花间词手法来创作怀古词。“词与调合，写尽巫山景色，

而以楚王梦见巫山神女为中心，发思古之幽情，而伤今之意隐然自在不言之中。”

（黄进徳，1987：140）以上论述就可以对李珣的词作作出结论，唯李珣之词也

是含有怀古伤今的特色。 

学者刘风在其论文《析李珣词中的花间别调》里讨论了李珣爱情词的特色。

爱情是《花间词》最为特出的主题，花间词人如温庭筠等人都是以香艳秾丽的

                                                           
4
 据李冰若《栩庄漫记》，转录于杨景龙注：《花间集评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页

1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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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与词藻来描写女子与爱情，而李珣的爱情词却是另一番风味。刘学者说道

“李珣的爱情词写的情奇流丽，情感情感蕴藉，与花间词秾丽香艳的基本风格大相径

庭，可以称得上是花间别调。”（刘风，2012：18）这可以看出李珣的爱情词是

有别于其他的花间词人，并以清丽特色的爱情词而造就了新的风格与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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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研究难题 

     本文面对的难题主要是研究资料的不足。本文研究的对象是花间词人李珣，

记载李珣身世的文献极少，只是《鉴诫录》、《茅亭客话》以及《十国春秋》

里有零碎的资料记载。在这些零碎的资料当中也无法证实波斯商人李苏莎是否

是李珣的先世。有见于此，本文也是通过整合零碎的资料来叙述李珣的生平，

这也是其中一个研究的难题。 

除此之外，较少学者研究李珣的词风也是研究时所遇到的难题之一。由于

较少学者对李珣进行研究，所以能找到的论文与参考书籍极少，导致研究遇到

阻扰。当本文尝试对李珣的词风下定论或进行诠释时，但苦于无法找到适当的

论点来论证，这也是在研究李珣词所面对的其中的难题。 

李珣的身世研究也是本文研究所面对的难题之一。由于李珣是波斯后裔，

有别于其他花间词人的身世。由于李珣含有波斯血统，故在论述他的身世时必

然会论述到波斯，当文献记载到波斯地蜀地的资料也是较少的，只能从《旧唐

书》等文献找到少许的资料，这也是在这题目中面对的难题。 

总结，缺少历史文献对李珣生平与波斯蜀地的记载，较少学者研究等都是

本论文在抒写时所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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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花间词盛行之因 

    唐诗在中国文学史是一座高峰，但是在唐代后期时诗歌和燕乐在相互交融

的情况下出现了新的诗歌形式，那就是词。这种新生的诗歌形式在晚唐时代受

到当时文人心态影响、社会风气以及地理环境的缘由而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当

时文人心灵上的寄托。在后蜀 940 年，赵崇祚就编辑《花间集》，词史上的花

间词派就此产生。花间词多以春愁、闺怨以及相思等作为写作内容，体现出浓

厚的怨情。花间词派不是一个冒然出现在词坛的派别，它的出现必定与当时社

会文化背景与地理环境有一定的关联。 

 

第一节：晚唐时代文人的心态转化 

在诸多学者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中，都把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安

史之乱”做为唐朝的分界线，是唐朝逐渐衰弱的起步。唐朝在发生“安史之乱”

后破坏了当初的社会文化，更严重的为当时的政治结构也所到了不可修复的破

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盛唐诗人例如李白等过于自信、豪放以及对未来

的美好憧憬，都在“安史之乱”的发生而有所改变。诗人不再奢望对未来有多

么的美好，而是意识到要面临唐朝走向衰败的果国势。晚唐诗人李商隐的《登

乐游原》写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诗歌风格与盛唐李白等诗人有明

显的不同，少了一份孤傲，多了一份凄凉，说明了当时晚唐的凄凉情况，社会

文化也大大地改变了。盛唐的宏然气象已经消失殆尽，留下了无尽的凄迷。 

除此之外，社会文化的改变使得中唐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找不到平衡感，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使得当时文人遭受严重的失落感。“中唐以来文人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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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危机，为了寻求新的心理平衡，他们将人生追求由外部社会转向自我，转自内心，

走进更细腻的情感色彩的追求”（高锋，2001：10）以上论点就可以看出盛唐时

的文人确实因为“安史之乱”而有所改变，有当初的孤傲放荡变成了晚唐的意

气消沉，间接造就了花间词的出现。花间词的主要特征为词人使用华丽、富艳

的词汇来描写闺中女子的举动、夫妻之间的爱恨离合女子对情人的相思，可以

看出当时的词人由于对于时代的变迁以及逐渐衰弱的国势已经深感绝望，所以

从盛唐时那种放荡不羁的情感慢慢转化成细腻描写女子体态，粉脂味的词作-花

间词，也开始体现出内敛性的社会文化。 

此外，晚唐文人的心态转换促使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变化，也间接影

响了整体的社会文化。由于“安史之乱”的发生，唐朝逐渐步向灭亡，盛唐所

奉行的儒家思想也渐渐在晚唐这种哀嚎的时段受到文人的怀疑，所以到晚唐的

时候儒家思想基本是丧失了存在价值。晚唐至五代十国都是斗争不断的时代，

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失败都使到文人对未来感到茫然。文人也逐渐远离了腐

败不堪的朝廷，皆因需要保障自身安全外，也是觉得朝廷已经不能让自己伸展

抱负了。在这情绪低迷的情况下，文人们唯有寄情于游上玩水以及爱情中，所

以柔性的文学就慢慢孕育了。“晚唐时代回避那些金刚怒目式的刚性文学，而是需

要关注人心的慰贴，使得人们从焦躁、饥渴的状态中求得滋润和平衡。”（高锋，

2001：12）以上论点就说明了盛唐时期那种表现自我的刚性文学已经不能在这

个时代盛行了。五代时的文人为了寻求心灵上的平衡，所以就沉醉于身心的放

纵，通过细腻缠绵的词来表达出自己的心曲，所以风格华丽、富艳的花间词就

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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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南方蜀地地理之影响 

    赵崇祚收入进《花间集》里的十八位词人当中，唯温庭筠、薛昭蕴、皇浦

松是唐末词人，和凝为中原词人、孙光宪则是荆南词人，除了以上五人之外，

韦庄、张泌、欧阳炯和李珣等十三个词人，都是西蜀词人和流寓西蜀的词人。 

     花间词风能在蜀地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必定跟蜀地城市的发展和西蜀词

人的游乐生活有所关系。唐朝至发生“安史之乱”后，属在北方的政治以及城

市已经大肆受到破坏，持续地战乱也加速了唐朝的灭亡。北方虽然是战争不断，

但属于南方的蜀地确实一片繁荣。南方的繁荣有赖于至中唐以后，全国的经济

中心开始向南移。“南方州接纳了大量北方流民，人口俱增，原本就比北方更为优

越的自然条件，导致南方城乡迅速发展和繁荣。”（高锋：2001：11）以上就说明

了北方人的流入，促使南方城市迅速发展，使蜀地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北方

人民的流入也间接使社会风尚有所改变，也同时助长了世俗化、享乐化的社会

文化思潮流。南方蜀地的繁荣，也无可避免使原本的社会文化染上奢华粉脂的

世俗气息。蜀地歌楼妓馆已到处成立，词人与官人不是都会出入青楼楚馆，词

人当然也在繁华中及时行乐，创出不少香艳的词让歌伎吟唱，所以青楼楚馆可

说是词的流播之地，也间接使用词香艳、华丽的花间词在这片安于享乐的土地

孕育出来。 

除了南方蜀地城市的发展导致华艳的花间词蓬勃发展起来，蜀地的地理和

优美的风景也造就了花间词的发展。东汉初年班固于《两都赋》中写道：“泉

灌注，波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班固，2010：

497）以班固的这首《两都赋》来看，蜀地是拥有许多美丽的风景与山水，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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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农业发展，也拥有非常丰富的矿物资源。“南方蜀地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自

然地理条件，自古就拥有“天国之国”的称誉。”（刘尊明，2000：159）生活在

如此优秀的地理环境里，蜀人的文化心态必定受到影响。由于蜀地经济繁华促

使了蜀人安于享乐的生活文化，就造就了蜀人善于直觉感受以及奇情异想的习

性。蜀地的文人善于直觉感受，能细腻地描绘人物的一举一动，山水中的一动

一静，所以在作词中不免技巧化、炫才性和装饰性。花间词的盛行就彻底反映

了这一些技巧修饰的特征，词人就把这些文化心态突显在花间词这新生的艺术

上。 

除此之外，蜀人固有与其他地域割据的观念，封闭保守的态度有使得蜀人

缺乏了创新的意愿，不能有所突破，所以就待在这“天府之国”当中安于逸乐，

表现出声色欲望的放纵。以上说法可以通过前蜀主王建墓上被雕上盛大的伎乐

画面，墓上毫不避讳地刻上二十四个女伎手握各式的乐器，并在歌舞作乐。

“雕刻直接表达对于龟兹乐为主的俗乐喜好，并且将这些浮雕作为自己不朽的庇护神，

继续生前艺术化的享乐生活。”（高锋，2001：19）如此神圣且庄严的帝王陵墓

竟让有此雕刻，也间接说明了蜀地人的身乐放纵的习性，从而造成了词人的创

作心境，充满粉脂味的花间词也就被孕育出来。“五代词哀于京洛而盛于西蜀。

中原兵连祸结，战乱频仍，词风不振，而西蜀偏安剑南，君臣相与逸乐，遂成为花间

词滋繁的温床。（吴熊和，1999：175）以上论点就可以看出花间词能在蜀地发

展起来，郡王的生活习性成了一个重要的因素，蜀地的郡王安于享乐，沉迷于

歌乐当中，人民的生活习性也必定与郡王相同，所以词人的生活氛围也会大徑

相同，在声乐中游乐，也细腻的手法描写歌伎的举动，花间词就此因发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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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花间词能在蜀地盛行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有一批避乱的文士进入

了蜀地。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后，政治结构和社会文化也逐渐受到了破坏，

许多君主都逃入蜀地，希望在蜀地重整旗鼓。据资知通鉴记载：“蜀中府库充实，

与京师无异，赏赐不乏，士卒欣悦。”（司马光，1972：8248）以上的论点说到

了中原战乱不断，玄宗、僖宗曾经两度避祸入川，在此出镇守多年，以作为恢

复之基地。在如此安逸繁华与笙乐四起的国度里，入蜀的文士可以暂时避开了

当初中原的战乱，在同时文士当初想重整唐朝的气势也逐渐被消磨了，并尽情

地享受当地的游宴之乐，并在秦楼楚馆上纵情享乐，对恢复江山的心愿也不再

过问了。韦庄在他的诗作《奉和观察郎中春暮忆花言怀见寄四韵之什》当中写

道“惟君信我多惆怅，只愿陶陶不愿醒”韦庄，1999：8128），可以看出韦庄等

入蜀后心情的转化，当初在未入蜀时的英雄壮怀国家已经被磨灭了，唯有寄情

与歌乐之中，他后来也成了花间词派里的一座高峰，也使得花间词可以扩展开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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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李珣生平事迹与词风简析 

   本文所研究的花间词人李珣的生平事迹极少被前人所论述，只是在极少的史

料中有所记载。赵崇祚在汇编《花间集》时，把唯一拥有波斯血统的李珣列入

花间词人当中，而所收集的词作也高达三十七首，足以说明李珣的词在当代是

受到他人的传诵的。 

第一节  李珣身世概述 

关于李珣的身世极少被记录在史料里，只有零散的资料在一、两本史册里

可以找到。在《鉴诫录》卷四“诉乱常”里写道“宾贡李珣，字德润，本蜀中土

波斯也。”
5以上论点就可以看出李珣是身怀波斯血统的词人，也是唯一也个其

他花间词人没有的特征。黄休复的《茅亭客话》“李四郎”条云：“李四郎”条

云：“李四郎，名玹，字延仪，其先波斯国人，随僖宗入蜀，授率府卒。兄珣，有诗

名，预宾贡焉。”6根据《茅亭客话》的记载，李玹是李珣的弟弟，而其先人为波

斯国人，后来是随僖宗逃亡蜀地，所以李珣先人才开始踏入中原，也说明了李

珣确实怀有波斯血统。《十国春秋》当中也记载道“李珣，字德润，梓州人，昭

仪李舜玹之兄也。”7以《茅亭客话》和《十国春秋》的记载可以推测出李珣至少

有一位弟弟和妹妹，其妹妹更是前蜀后主王衍所立的昭仪。可见李珣兄妹虽然

身怀波斯血统，不过也受到汉化。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李珣的妹妹虽然被蜀王

王衍奉为昭仪，但是李珣却不能因妹妹的地位让其在朝廷上有一席之地，李珣

虽然富有一身的才华，但却不受蜀王的重用，只是以“称宾贡”（收到朝廷所

                                                           
5
 （唐）何光远《鉴诫录》，转录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页 1091。 
6
 （宋）黄休复《茅亭客话》，转录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页 1090。 
7
 （清）吴任臣《十国春秋》，转录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页 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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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礼待”）的身份对待。赵崇祚在编辑《花间集》时，就称李珣为“李秀

才”，并把李珣编在《花间集》的最后端，可见李珣也因其波斯血统促使他不

能在政坛与文坛上有所作为。 

其次，李珣也没有因他拥有波斯血统的身份受到好的待遇，方而因其波斯

血统受到嘲讽以及歧视。尹鹗与李珣同样是被列入“花间词人”当中，他却曾

经作诗嘲讽李珣，诗中写道“异域从来不乱常，李波斯强学文章。假饶折得东

堂桂，胡臭熏来也不香。”以上诗句的意思就是嘲笑李珣怀有波斯血统，他的

文化特征和心理特征都是不同于其他词人的，“强学”的意思为刻苦勤学，诗

中也说明了李珣是勤劳苦学，终究因为血统的不同，难以东堂折桂，也不能进

入仕途。“这种文化歧视也许还表现在《花间词》的编篡的体例上，如把他单独放入

全集的卷末。”（刘尊明，2000：168）以上的论述来看，李珣身怀波斯血统，

但同时也因此原因使他不能在政坛上有所作为，自身的文学也无法发挥，故使

李珣淡薄名利的习性，并纵情于游山玩水，也间接扩展了花间词的词境，不再

是香艳味极重的女性描写，扩至山水与怀古等主题，可谓是“花间别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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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李珣的词风类别 

李珣身为波斯后裔而后入蜀的词人，自然是对中土的入词手法与主题是有

一定的了解，所以就被纳入花间词人当中。从李珣词中的主题与题材来看，大

致是可以分为三类：就是爱情词、风土词和隐逸词。 

李珣的爱情词就是指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恨离愁、离别相思的词作。从创作

思想和艺术风格来看，花间词主要的特征可说是用词艳情、华艳且香靡，所以

一股放荡的“花间风气”充斥当时的文坛。做词的内容当然也离不开男女的爱

恨别离、伤春悲秋以及闺中女子等题材。李珣身为“花间词派”的一员，当然

也是离不开这传统题材的爱情词。 

李珣的第二类题材为风土词。风土词顾名思义是吟咏风物为主要内容，描

绘南国的山明水秀和南国之风土人情。在本文第一章时已经讨论到到蜀地的经

济繁荣，除了到处是秦楼楚馆的建立外导致花间词的盛行外，蜀地与南方的山

水美景也造就了花间词在蜀地的盛行原因之一。李珣的风土词细腻地描绘了一

幅幅南国的风景画，这类词是以较细腻的词语来描写风景之美，在香靡的花间

词风中可说是一股清新的泉流，突破了花间词的词境。 

隐逸词唯李珣的第三类题材。李珣的这类词是反映了他“蜀亡不仕”后晚

年生活的趣向。前蜀在王建的手上灭亡，李珣对前蜀怀有故国之情，所以立志

不仕后蜀，所以就向往隐居的生活。李珣的隐逸词可说是表现出其淡薄名利、

远离朝廷的纷争，诗酒娱性的高尚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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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李珣词作手法与意象探讨 

    中国的诗词向来拥有抒情的传统，而诗词中的表达需达至高尚含蓄，于是

词人就需在现实的物象中寻找合适对应物，以此来实现情感的外化，以便能在

情意与物象之间能成立微妙的关系，这就是“意象”。意象的营造是中国古典

常见的现象，亦是古典文学的美学观念。本文将会对李珣词中创作手法与意象

来进行探讨。 

第一节  李珣爱情词与意象探讨 

李珣也是创作了不少的爱情词。“晚唐五代的词是”缘情而倚靡“论的实践。”

（吴惠娟，1999：67）吴学者就说明了晚唐五代词是以男女之情为主，所以词

人普遍都创作爱情词。以下是李珣的《浣溪沙》的一首： 

“入夏偏宜淡薄妆，越罗衣褪郁金黄，翠钿檀注助容光。相思无言还有恨，           

几回拼却又思量，月窗香径梦悠飏。” 

                （李珣，2014：1247） 

李珣描写男女之情的词不多，不过以上这首《浣溪沙》可以看出李珣深厚

的作词功力。花间词主要是表现出男女的愁思和离恨，突显出情人之间的爱情

幻想。“花间词中对女性美的发现、对男女真挚情爱的抒写都是具体的、合情合理

的。”（高锋，2001：85）李珣描写的爱情词，多以婉约手法描写来女子的相

思，不加修饰地表达女子的真实情感。词中首句写出了一位淡妆女子的清秀之

美，之后就描写了女子终能与情人相见却无言以对，心中有所思量，也压抑不

到心中所想。开篇的“入夏偏宜淡薄妆，越罗衣褪郁金黄”与温庭筠的《菩萨

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以婉约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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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描写闺中女子的姿态，而差别在于李珣用词有所考量，有一种平等的视角

出绅士男女之间的爱情。“李珣的词作大都停留在对女性一般的描绘上，很少表现

性爱与色情的内容，没有过多的暧昧与色情，纯粹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与直白。”（黎

修良，2008：106）在与欧阳炯的《浣溪沙》比较，词中写道“兰麝细香闻喘息，

绮罗纤缕见肌肤”，可看出欧阳炯等人用词比较大胆。欧阳炯的这首《浣细沙》

可说是较淫靡的“艳词”。“这些作品被称为艳词，因为词人婉转地表现了追求感

官享乐的淫靡情思。”（刘尊明，2000：161）李珣在用词上也较直白，可说词

风是与韦庄相似，不像温庭筠用词雕琢，也不像欧阳炯般用词淫靡，看出他是

以浅白违约的方式描写男女之间相爱与追忆。 

此外，李珣在这首词当中也以巧妙的手法来表示空间的转移。词中写道

“相思无言还有恨，几回拼却又思量，”下句就谓“月窗香径梦悠飏”，这上

句还在现实描写一对男女相遇却无言以对，下半句就直接递进到梦境中，让所

读之人有跨越空间之感。“该词在表达手法颇多可陈之处，句与句之间过渡突然。”

（高人雄，2003：108）以上论点就说明李珣的善于空间跳跃的手法，以婉约与

空间转移的手法使其爱情词在众多词人当中能脱颖而出。 

除此之外，李珣在这首词中使用的意象也与温庭筠有相识之处，就是以外

物来映射女子的体态。词中写道“淡妆”，就是刻画出闺中女子相思憔悴的容

貌，“翠钿”等华丽的饰物就是刻画出词中人的身份高贵典雅，与之前的“淡

妆”意象相配合的话就可以描绘出词中人是一位身份显贵且的闺中女子，从而

营造了精美的意象。 

这节笔者就以李珣的第二首《浣溪沙》来探讨李珣的婉约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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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藕花香到槛频，可堪闲忆似花人，旧欢如梦绝音尘。翠叠画屏山隐隐，冷铺

纹簟水粼粼，魂断何处一蝉新。” 

                                  （李珣，2014：1435） 

这是一首李珣描写男女离愁别恨的作品。以上的词作中，李珣也使用空间

转移的描写手法。词中的前两句写道了“红藕花香到槛频”，“槛频”表示了

在“室外”，而在下一句“旧欢如梦绝音尘”，就把场景转为在“室内”描写

了一位貌美似花的女子在睹物思人，美丽的红藕花反映出女子的思念，可是女

子所思念的情人也已经断了音信，难有再遇之期。李珣在字里行间用词婉约，

直白，例如“绝音尘”就表示了词中女子悲伤之情绪，相爱不再的心情，没有

过多的修饰就把女子悲欢不再的情绪表现出来。在接下来的词中确实由“室内”

转至“室外”，由“画屏山”写到“纹簟水粼粼”，这里李珣却使用了转折手

法，与上半部的手法浑然不同。李珣明显是借用了室内与室外之物的距离来表

示女子与所思之人的分离，刻画出相思之情。以上词作可以看出李珣没有过多

描写男女欢爱之情，“离”、“愁”、“伤”、“泪”等表示哀情的字眼完全

着字不提，只是使用了近景之物与远景之物的抒写，来表示男女之间的分离，

哀伤绮怨的心情。以上词作就看出了李珣使用景物的衬托来描写了男女的分离

之情，达致情景交融，相互对照，体现出较深后的艺术手法。 

李珣在其爱情词中所使用的意象也是层出不穷。在这首词中就用到了“槛”

和“梦尘”等意象。槛与凭栏在古典意象都有离情别绪、闺怨愁思的意思；而

梦就有似假还真、虚幻模糊的特征。通过以上种种的意象相配合，就可以塑造

出一位满是愁绪的女子漫步到花池的槛栏旁，回忆着与情人过去的点点滴滴，

这些回忆仿佛是一场梦，似假还真，突显出词中人思念情人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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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节中，笔者将会以李珣的《菩萨蛮》来简析其爱情词的词风。 

“回塘风起波纹细，刺桐花里门斜闭，残日照平芜，双双飞鹧鸪。征帆何处客相

见还相隔，不语欲销魂，望中烟水遥。” 

 （李珣，2014；1497）        

以上这首词作中，李珣可是利用了花间词人常用的手法“男子而作闺音”8

的手法来叙述。即男性作者，化身为女性主人公在词中发挥情感。身为男子的

作者来描写女子的举动，皆因性别有所差异，或能产生不同的抒情效果。“词

人将笔触伸向女性的情感世界，拓展出新的文学表现，主体与对象的距离，更使得词

作富于言外之意韵。”（高锋，2001：98）以上这首词是描写了少女春情初开之

时。李珣就以“男子作闺音”的手法来描写少女情窦初开少女的心灵深处。上

篇“残日照平芜，双双飞鹧鸪，”以一幅日落黄昏的图景，以日落表示出女子

的青春年华是有限的，女子需要珍惜年华之情的心意。“男性大量接触女性、观

察女性、描摹女性，并且以自己所特有的审美感知和艺术才能，将女性表现得更加鲜

活生动，更加细腻深刻。”（高锋，2004：95）李珣通过男性的角度来细腻临摹

女子初恋的微妙心态，再加上自身的文学内涵和文字句构的才华，这词中充分

表现出女子春情初开的心态，也说明了“男子而作闺音”的艺术手法。 

在这首词中李珣也是使用了“刺桐”和“鹧鸪”等意象。刺桐花与梧桐树

相似，有着凄清、孤寂等哀伤的情绪；而鹧鸪是一种成双结对出现的鸟类，有

成双入对之意。词中就使用了刺桐花来突显出词中人孤自一人的孤寂，也通过

描写鹧鸪来暗示出自己期望可以与自己心爱之人成双结对。 

                                                           
8
 （清）田同之《西圃词说》，转录于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

页 1443。 



23 
 

第二节  李珣风土词与意象探讨 

    李珣的风土词就是刻画南国之美和风土人情之词作。李珣由于在仕途是无

有发挥，唯有到南国游山玩水，养成纵乐的性情。 

以下是李珣的《南乡子》其一： 

“兰棹举，水纹开，竟携藤笼采莲来。回塘深处遥相见，邀同宴，绿酒一卮红上

面。” 

 （李珣，2014：1459） 

     以上的词作写出了南国的风景之美，通过花间词风的香艳来带出风景之美。

词中用到“兰棹举”、“遥相见”、“红上面”等较华艳的字句，反而更能突

现风景之优美，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唐五代词的花卉意象，往往与女性相关联，

以花写人，表现女性独有的风韵。”（南瑛，2016：31）李珣就用莲花来反映出

南国女子的风情。以上词作就描写了池塘莲花盛开的画面，女子都利用棹（船

桨）滑动着小舟，到湖深处去采莲花，女子回头相望，也望见湖边的公子哥儿

邀请她们一起喝酒，描写出一幅和谐且阳光的风情之画，有清新舒朗、飘逸脱

俗之感。以上的词作就可以看出李珣在花间词上的趋向做出了极大的突破，为

这香艳淫靡的词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泉流，改变了以往的词风。 

李珣的另外一首《南乡子》当中写道：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游女带香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

照。”  

                                                 （李珣，2014：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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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词作也突现了李珣的风土词风。这首词是描绘可一位采莲女折荷遮

面回避他人的体态，画风清新脱俗，充分地展现了蜀地采莲女的姿态。李珣也

使用“彩舫”、“鸳鸯”、“带香”、“窈窕”等较富艳的词汇穿插在词作中，

将时令、景物、人物写得栩栩如生，绘声绘色。在词中，李珣刻画出采莲女的

形象是健康清新的，无疑是刻画出南国采莲女的朴素之美，展现南国乡村的风

情之美。“生活在如此环境中的女性，不同于都市里粉饰化的妖治形态，她们更突出

地显示出热情、开朗、天真的气质。”(高锋，2004：81)李珣在这首词作中表现出

极其清新的花间词风，没有带出丝毫的粉脂味来描写采莲女，是带出一种秀丽、

明媚的乡土气息之美。 

李珣的这首的词作也有描写风景之美，如以下的《南乡子》： 

 “归路近，扣舷歌，采真珠处水风多。曲岸小桥山月过，烟深锁，豆蔻花垂千

万朵。” 

 （李珣，2014：1461） 

 “烟漠漠，雨凄凄。岸花零落鹧鸪啼。远客扁舟邻野渡。思乡处。潮退水平春

色暮。” 

 （李珣，2014：1457） 

以上这首词就突显出南国风土人情之美，也表现出李珣深厚的风土描写功

力。词中不再有彩莲女的出现，方而是刻画出一幅、神秘、静谧、朦胧且含带

潮湿水气的南国夜景。李珣的《南乡子》顾名思义是描写南国的风景之美，可

说是充满了南国的地方色彩。南国也拥有不少的异域景物，例如豆蔻、丁香、

白芷和藤枝等，都成了词人加以发挥的对象。以上这首词作，就以豆蔻花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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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描写了南国的夜景通过无数朵豆蔻花的点缀之下，呈现出一边绚丽的夜景，

可说是这些新奇的对象，激发了词人的兴味，从而使李珣的风土词能脱离“脂

泽粉黛“，展现出独特的异域情怀。 

除此之外，李珣在其《南乡子》当中也使用了不少的意象来突显南国的风

景之美。李珣在开篇写道“雨凄凄”，雨在中国古典意象中有苦、哀、愁等悲

伤的情绪，而“鹧鸪”也是有着成双结对的意思。在种种意象的相互配合之下，

李珣就细腻地描绘出南国的暮春烟雨之景，一位远客在黄昏下思念故乡的惆怅

心情。词中写道岸花零落，鹧鸪啼鸣，潮退水平之景，都是描绘了南国的优美

风景。如此看来，李珣通过种种的意象配合，就刻画出那南国人的风土人情以

及风景之优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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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李珣隐逸词与意象探讨 

    在花间词人当中，除了李珣是善于归隐的主题来进行创作外，其他词人如

和凝、欧阳炯、孙光宪等都都有隐逸主题的作品，不过都是以李珣的作品较为

突出，以下是他隐逸主题的作品《渔歌子》其三： 

 “ 柳垂丝，花满树，莺啼楚岸春山暮，棹轻舟、出深浦。缓唱鱼歌归去。罢垂纶，

还酌醑。孤村遥指云遮处。下长汀，临浅渡。惊起一行沙鹭。” 

 （李珣，2015：1442） 

以上这首词基本可以奠定了李珣“隐逸词”的特征。词中写道一个不给尘

俗所影响的归隐人士，每日都是与美酒与沙鹭为伴，并常年与山水朝夕相对，

表现出潇洒不羁之感。词人可说是热爱大自然，早就和山水融为一体，也表现

了李珣远离黑暗的政坛，也淡泊名利，而通过描绘山水和隐逸山林，以求的心

灵上的慰藉。李珣在前蜀时皆因其波斯血统的原因，未能在政坛中大显身手，

只得是一介布衣，而在前蜀灭亡后，后蜀建国成功，李珣在后蜀是也不愿意侍

奉新的君主，所以开始远离朝廷，到南国到处游山玩水，也逐渐开始了他的隐

逸生活，隐逸词风的作品也油然而生。 

在这一小节就会探讨李珣较有名的隐逸作品《渔夫》其一： 

“水接衡门十里余，信船归去卧看书。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  

 （李珣，2014：1512）      

在文学史中最早出现的渔父形象是源自楚国屈原的《渔父》，其中渔父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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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和屈原在楚国乱世时不愿同流合污，与世浮沉的思想观念。到了中唐张志

和《鱼歌子》中的渔父形象，也是抒发了作者本身高超的隐士情怀。 

李珣的隐逸词多数是使用了渔父的意象。如上段所说，渔父的形象是源至

于屈原在流传至中唐的张志和。词中“莫道渔人只为鱼”中的“渔人”就是指

渔父。渔父可说是指不愿同流合污，远离朝廷的喧嚣和拥有归隐情趣的意象代

表。李珣就是使用了渔父这不与世浮沉的意象来表示了自己不愿仕后蜀的决心，

并选择归隐的高尚情趣。 

  虽然在花间词人当中如欧阳炯、孙光宪等词人多作了不少以隐逸为主题

的作品，不过还是以李珣的最为特出。“欧阳炯等人也都有隐逸词的创作，但多为

泛咏慕拟之作，不无虚情矫饰的色彩，而真正能继承张志和《渔夫词》的风度神韵者，

则以李珣表现最为特出。”（刘尊明，2000：279）以上学者的论点就可以看出李

珣的隐逸词是较杰出的，这首词当中的渔父并不是为了一日三餐而捕鱼为生，

而是以渔为隐的文人高士，道出自己的隐逸志趣。词中的“莫到渔人只为鱼”

可说是李珣对归隐的志趣，李珣明显在词中以渔父自比，也表现出自己不入世

俗的放荡个性，突显出高雅的隐逸情趣。 

     李珣在三种不同词风中都利用了不同的意象来突显词作的主题，例如以

“梦”、“槛栏”等景物来突显闺中女子的相思；以“雨”、“鹧鸪”等意象

来描写南国风景之美，以“渔父”来表示自己归隐的高尚情趣。除此之外，李

珣的词也已清新为主，与温庭筠的艳丽词不同，李珣爱情词为“清”；而温庭

筠则为“浓”，李珣的风土词自然脱俗，细腻地描写南国风景与风土人情。隐

逸词也是以高雅的情趣来描写自己离开仕途的决心，可说是与其他花间词人有

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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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李珣词风与温庭筠、韦庄之比较 

    温庭筠与韦庄描写香艳的爱情词可说是炉火纯青，李珣虽然多于创作风土

词和隐逸词，但他也创作了不少爱情词，其中在情调、审美取向、用词、对女

性的态度也与温、韦有所不同。 

 第一节  空间跳跃手法相似与词风之相异 

   李珣的词作虽然是以风土词和隐逸词为多，但他也创作了不少爱情词，这些

爱情词一些风格和手法也与温、韦相同。以下为李珣与韦庄的《浣溪沙》与温

庭筠的《更漏子》： 

“晚出闲庭看海棠，风流学得内家妆，小钗横戴一枝芳。镂玉梳斜云鬓腻，缕金

衣透雪肌香，暗思何事立残阳。” 

 （李珣，2014：1430） 

“柳丝长，春雨细，花外漏声迢递。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香雾薄，透

帘幕，惆怅谢家池阁。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 

                                           （温庭筠，2014：85） 

“清晓妆成寒食天，柳毯斜袅间花钿，卷帘直出画堂前。指点牡丹初绽朵，日高

犹自凭朱阑，含颦不语恨春残。” 

 （韦庄，2014：305） 

第一首是李珣的《浣溪沙》其二，描写一位女子在日落之时独自周到庭外

欣赏海棠花并沉思的姿态，而第二首为温庭筠的《菩萨蛮》描写了一位在深闺

女子思念情人的惆怅情绪。以上两首词中，李珣与温庭筠善于描绘空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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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转移，突显出词中人的悲哀与思念之情。“这种跳跃空间，使词的余韵更为愁

长，使词之情长的特质更为浓郁。”（高人雄，2006：81）以上论点来看，李珣

与温庭筠都善于利用空间的转移来衬托出词中人的惆怅之情。《浣溪沙》写道

“晚出闲庭看海棠，风流学得内家妆”，是由室外的庭院转移至室内家妆，而

《更漏子》里“惊塞雁，起城乌，画屏金鹧鸪”，以上词作的手法，与李珣如

出一辙，写描写室外塞外的飞雁，之后转移至室内女子的闺房中，可以看出以

上两首词都以室外与室内之物，映射出词中女子与所思之人分隔两地，以景物

衬托出词中人的伤感之情，达致情景交融的境界。 

李珣的创作手法虽然是与温庭筠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相异之处。“李珣之词

可说是清有余而浓不足，”（高人雄，2006：82）以上就说明了李珣的词风是较

清新的，在《浣溪沙》其二当中描述的女子显得真实，文意也相当清楚，不会

朦胧含糊。这又与韦庄的《浣溪沙》手法一致，词中清晰地描写了一女子在日

高时独自凭栏，伤感着韶华不再。温庭筠词的“浓”，皆因温庭筠不会直接叙

述，通常都会以深涩且华艳的手法来描绘词中人身边的事物，以事物衬托出词

中人伤感之情。韦庄则是与温庭筠相对，韦庄则会对词中人直接叙述，呈现出

鲜明的画面。“温词是以貌取人，则因神相悦。”（高锋，2001：179）以上论点

就可以看出温词胜于对此的修饰，而韦词则是胜于真切，李珣亦是如此，所以

李珣的词风被评为与韦庄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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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审美取向的不同 

     李珣、温庭筠与韦庄都有专注于爱情词的创作，尤其是温庭筠与韦庄所刻

画的女子形象都是满怀哀怨、苦等情人等可怜形态，并通过香柔且富艳的词语，

衬托出女子的形态。李珣虽然是有不少的爱情词创作，不过只有少数的爱情词

风与温韦相似，而大部分的风格则与温、韦都不同。温庭筠与韦庄所描写的女

子大多数都是进入青楼楚馆，所以温、韦所描写的女子大多数是青楼歌妓，所

刻画的爱情也是文人与歌妓之间所发生的。李珣的爱情词也不乏这种取向，但

他大部分的爱情词是描写游子思妇、征夫或少女情窦初开的少女情怀，这与温、

韦的女子取向有所不同。以下为李珣的《望远行》温庭筠的《菩萨蛮》： 

“春日迟迟思寂寥，行客关山路遥。琼窗时听语莺娇，柳丝牵恨一条条。休晕绣，

罢吹萧，貌逐残花暗调。吟蛩断续漏频移，入窗明月鉴空帷。” 

 （李珣，2014：1493） 

  “水精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

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 

 （温庭筠，2014：17） 

李珣的《望远行》是描绘了女子在思念远离家门的情人，感情是极其深沉的。

接下出的词句“琼窗时听雨莺娇，柳丝牵恨一条条。”，都以景物如莺鸟的啼

叫与柳丝的缠绕，衬托出词中女子征夫的惆怅情怀。在接下来的词句中也以吟

蛩、明月等事物来描绘女子思念远方游子的心情。温庭筠的《菩萨蛮》也是描

绘了女子思念情人的形态，从词中“水精帘”、“玻璃枕”与“玉钗”等事物

来推测，词中女子可能是一位处在深闺的闺中小姐或是歌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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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两首词作来看，李珣词中描写的是一位平常妇女在思念着流离在外的情人，

刻画出思妇的幽怨，突显出词中人的孤独之感。温庭筠的则是描写歌妓或闺中

妇人对远在他乡的情人的思念。以以上的词作来看，李珣与温庭筠对女子的刻

画是有所不同的，审美取向也不一致。李珣所描写的女子是没有青楼楚馆的背

景，也没有浓厚的粉脂味，是一个单纯脱俗的女子对情人的思念。“李珣在爱情

词的创作中有别于其他词人的创作，以男女之间的恋情当中的思念和逝去情爱为追忆

作为主要的创作内容，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品的绚烂，方而多出了一分单纯和优美。”

（黎修良，2008：105）温庭筠的词作中可以看出是用词华丽，充满脂粉味的刻

画出闺中女子的思念之情，同时也不会直意地描写女子，反而是细腻地描写周

围的事物，衬托出女子的思念之情。“温庭筠所塑造的绮怨之女的形象可以作为类

型化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典型，温庭筠的词世界里，完全是一个女性王国。”（吴小平，

2005：149）从中可以看出李珣与温庭筠的取向和刻画女子的形态的确是有所不

同的。 

除此之外，李珣对于男性的描写取向也与温庭筠的有所分别。以下为李珣

的《渔歌子》与《渔夫》： 

“楚山青，湘水绿，春风淡荡看不足。草芊芊，花簇簇，渔艇棹歌相续。信浮沉，

无管束，钓回乘月归湾曲。酒盈樽，云满屋，不见人间荣辱。” 

 （李珣，2014：1437） 

   “水接衡门十里余，信船归去卧看书。轻爵禄，慕玄虚。莫道渔人只为鱼。” 

  （李珣，2014：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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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首词都是李珣以男子为抒写对象，描写了渔夫不随波逐流，选择归隐的

高尚情趣。以男性为叙述对象的花间词人会较少，李珣却与其他花间词人反其

道而行，以男性入词，有别于其他的花间词人。“花间词人以关注女性而为世人

所共知，他们将情感和目光寄寓各类的香艳美人外，也没有忘记对男性形象的刻画与

关注。”（杨学娟，2003：29）花间词人在同时注重女子的形象刻画外，男性

也被花间作家所重视，李珣就是其中一位。李珣的词作例如《渔歌子》、和

《渔父》都是描写男性对于腐败朝廷的不耻，不愿意随波逐流，并远离政坛，

选择归隐。由此可见，花间词人就倾心于描写女性的生活、体态和饰物等，但

李珣却把大量的目光集中在男性的身上，从中给男子添加了新的形象。李珣虽

然也与温庭筠、韦庄一样，描写不少富贵公子、痴情男子等形象，不过与温庭

筠和韦庄相比，李珣笔下的花花公子形象显得极少。李珣的目光也没有困在这

沉迷的框框里，也奋力创造出不同的那男性形象，如词中“信船归去卧看书”

等男子悠闲的形象，确实是突破了花间主题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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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李珣词风与当代词人词风差异之探讨 

     李珣的词风与其他花间词人有所不同，本文就尝试过从他身上独特的文化

背景和文化心理来进行探讨他的词风。 

李珣是身怀波斯血统的词人，由于文化习俗始终离不开波斯，所以与中国

的士大夫阶层以及歌妓的交往上都有一定的阻碍，以致他的词风与其他词人有

一定的差异。在第二章李珣的身世的时候已经谈到李珣是终身没有进入过仕途，

只是一介布衣而已。在当时的时代有能力进入青楼楚馆寻乐的必定是士大夫阶

层或者是家财万贯的公子哥儿，李珣只得布衣身份恐怕也是难融入如此显赫的

阶层里，其身份也难以被歌妓所接受，所以造成李珣和歌妓之间的交往相对减

少。“李珣与歌伎的生活经历相当薄弱，自然也导致他艳情词的创作薄弱和异趣。”

（郑福田，1997：67）李珣的词风如此清新和不加装饰，就是甚少与歌伎交往，

所以写的女子都是清新脱俗，没有像歌妓般华艳富丽。除此之外，在第二章当

中也谈到李珣被同为花间词人的尹鹗作诗嘲讽，诗中写道李珣虽然是在蜀地生

活，身上始终带有“胡气”，所做之文章也脱不开波斯血统的影子。这就说明

了李珣与蜀地的士大夫交往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更何况是与歌伎的交往，李珣

的异族身份无疑是成了与歌伎交往的障碍。这就可以解释为何李珣词中极少会

出现秦楼楚馆歌伎的影子，绝大部分都是在描写思念远方的单纯女子，这与他

平时的生活习性和有着一定的关系。 

第二个造成李珣与其他花间词人词风有差异的原因应该是其文化心理。李

珣始终是怀有波斯血统的词人，所以对中华诗学中“比兴寄托”的传统观念较

为薄弱。“诗与词接缘，比兴寄托相伴而生，密不可分的风雅旨归、屈骚之义等传统

诗学精髓，被后世词家接受并纳入词学理论，比兴寄托就成了词题表现风骚之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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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文学正统的一种基本创作方法。”（李冬红，2006：167）以上学者说道词中

“比兴寄托”的手法是继承唐诗而来，词是唐诗过后涌起的另一座文学高峰，

“比兴寄托”的创作手法就有了一个明显的递邅发展，就是词与诗接缘，把诗

的创作手法融入词中，以致“比兴寄托”的创作手法延续至花间词人的创作中。

身为波斯后裔的李珣，明显是缺少了与歌伎、士大夫之间的深层关系，所以他

的爱情词是缺少深蕴。李珣作为生活在蜀地的异族人，其自身已经深受当时的

汉文化及五代词坛词风的影响，对比兴手法的掌握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所以他可以用此手法来创作。但是，李珣缺乏了中土文化的积淀，所以对这至

诗经继承下来的“比兴寄托”的文学观念和文学传统，没有能对其了解至深和

接受，所以在创作时就会与其他词人有差异，导致其词中表现单一，这点可以

从其对于女性描写的单纯性当中可以看出。 

总结，李珣、温庭筠与韦庄都要创作不少的爱情词，可是三位词人都有相

似点与相异点。李珣与温庭筠都是有使用空间跳跃的手法来创作词，以室外与

室内之物带出词中人与所思之人相隔两地的悲哀。两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李珣

的词风较清新，这点就与韦庄的词风有相似之处，反而温庭筠的词则是“浓”，

并以华艳的词藻来入词。此外，李珣所描绘的女子形象是欠缺了青楼楚馆的背

景，所词中所描绘的女子都是征夫且清新脱俗的女子，温庭筠与韦庄词中所描

绘的女子形象大多数是青楼中的歌妓，公子哥儿与歌妓之间的爱情，所以与李

珣的审美取向是有说不同。其次，李珣的审美取向会有所不同皆因是与其文化

背景以及文化心理有所关系。李珣身为波斯后裔，与当时的士大夫阶级和歌妓

是存有一定的隔膜，由此李珣就比较少接触歌妓，所以他的词中就少有歌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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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影出现。李珣也应缺少中土文化的积淀，对传统的“比兴寄托”的文学观念

不是了解至深，所以词风会与其他词人有差异。 

结语 

唐代在安史之乱发生后，经济结构和统治阶级逐渐受到破坏，甚至连社会

文化也受到影响。由于战乱不断造成了晚唐文人的心态转化，文人也开始创作

安抚心灵的词作，不再与盛唐时那种激昂荡漾的词作相同，所以香靡的花间词

也逐渐盛行起来。由于晚唐时期经济受到破坏，人民也渐渐把经济中心移至南

方蜀地，造就了蜀地的发展。蜀地拥有优秀的山水美景，再与经济繁荣相配合，

也成为了花间词在蜀地发展开来的主要原因。 

本文所讨论的花间词人李珣是波斯后裔。他在蜀地也深受中土文化的熏陶，

所以能凭借其才华创作了不少词作，所以也被赵崇怍纳入《花间集》内的其中

一位词人。李珣的词风也可大致分为三类：爱情词、风土词以及隐逸词。 

李珣的爱情词可说是与韦庄的词风一致，都是在用词上比较直白，李珣和

韦庄两者都是直抒其意，直接描绘词中人的情感，而不像温庭筠用词雕琢，温

词是通过华丽的词藻来描绘饰物等来影射词中人的情感，这手法可说是与李珣

不同。李珣词同时也是有着与温庭筠相同的空间跳跃手法，所以李冰若给予李

珣的评语是说其词是介于温、韦之间。李珣的爱情词、风土词与隐逸词也适用

了不少的意象来突显其主题，例如“槛栏”、“梦尘”来描绘女子对情人的相

思；“雨”、“鹧鸪”等来描绘南国风景之美；“渔父”来暗喻自己愿意归隐，

远离朝廷的情趣。李珣词在各种“物”与“象”的微妙配搭下，使得其词清新

脱丽，赵崇怍列其为花间词人，证明他的词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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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珣与温庭筠、韦庄之间同时拥有相似处与相异处。李珣与温庭筠都是拥

有同样的创作手法例如空间转移手法、“男子而作闺音”的艺术手法，而两者

的相异处则是词风的不同，温词显得较“浓”而李词则“清”。除此之外，李

珣和温庭筠等词人的审美取向也有所不同，李珣描绘的女子形象多数是清新脱

俗的，而温、韦则是多数为秦楼楚馆的歌妓。由于李珣身怀波斯血统，所以其

文化背景与文化心理造成他与当代词人的词风有所差异。 

李珣被列入十八位词人当中，足以见证他的词是有被研究的价值。他的词

风虽然也与其他花间词人相同，当中还是带有花间词风的香脂味，不过李珣却

在花间词坛中引入新的泉流，可说是突破了花间词的词境，扩大了花间词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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