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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花尽  留与谁怜》

前言

“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这是唐崔郊的诗。自
那时起，萧郎仿佛成了诗词歌赋中情郎的代名词，那样普通，又那样情丝无限。    传说，秦穆公时有
位名叫萧史的翩翩少年善于吹箫，他的箫声徘徊于天地间，招引来了一只无瑕的白孔雀。于是，秦穆
公的女儿弄玉爱上了这个少年，结为夫妻。秦穆公为他们建造了一座凤台，萧史每天教弄玉吹箫，那
声音好似凤鸣，果然就引来了凤凰，这一对神仙佳偶便驾凤而去了。    “萧郎”是个手执箫管的才子
，这反映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情愫。那言情故事中的佳人才子们，或是抱琴，或是按箫，或是仗剑
，总叫人心驰神往。琼瑶的《还珠格格》里，不就有那么一个箫剑吗？无名无姓的，只拿了箫与剑这
两样浪漫的东西做了称呼。    曾有人读史书，说“萧郎”原指的是梁武帝萧衍。《梁书·武帝纪》记
载说，当萧衍还在南齐巴陵王身边担任南中郎法曹行参军时，迁卫将军王俭见到他后“深相器异”，
对卢江、何宪道：“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果然，萧衍在三十一岁时做了齐明
帝萧鸾的中书侍郎，三十九岁建立了南梁王朝，将“萧郎”的意义从多情才子推向了壮志伟男。    然
而，又有几个人能明白，就是萧衍这样的男儿，才是那最最值得天下女子去期盼、去等待的“萧郎”
。不仅仅因为他成就了帝王霸业，还因为他，的确是个多情的人。    萧衍克敌贼，废昏君，开创了南
梁朝，是一代帝王，是天下男儿博取功业的典范。与此同时，萧衍也是个才华横溢，通晓音律的才子
。在文学史上，他同沈约、谢胱、范云等人留下了“竟陵八友”的雅号，他的诗歌中有许许多多的拟
乐府诗，其源头恰是天地间最自然的爱情民歌。萧衍曾创制准音器“通”，制作十二笛以和十二律相
应，每律还配上了编钟、编磬，促进了古代音乐的发展。此番功业，只怕梨园老祖唐明皇也要逊色几
分。    最重要的是，与那传说中驾凤而去的萧史相比，萧衍是真实存在的，有血有肉的，充满了刚毅
和柔情的活生生的人，一代才子与帝王。非但萧衍如此，就连他的儿子们——梁昭明太子萧统、梁简
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每一个，都是文史留名，都当得人们唤一声“萧郎”。    我时常觉得，两晋
南北朝是一个尴尬的大时代。历史的短暂与混乱，让当时的人们活得那样惶恐，让后世的人们有些畏
惧。    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里说，自南梁时代至唐太宗驾崩的漫长岁月里，文史上没有出
现任何一个第一流的诗人，那是个诗歌“为人所诟病的时期”。然而．这不是那个时代的罪过，那个
时代犯下的“一桩积极的罪”，那个时代最大的污点就是因为有了宫体诗。    可是，连闻一多都无法
明白，为什么北朝的热血与力量也没能拯救“衰老贫血”的南朝宫体诗，“那些北入骨子里和南人一
样，也是脆弱的，禁不起南方那美丽毒素的引诱，他们马上又屈服了”。这种屈服到隋炀帝那里也就
罢了，竟然连唐太宗都痴迷不已！    魏徵说宫体诗是“亡国之音”，李白说宫体诗的风格是“绮丽不
足珍”。然而，若没有宫体诗的探索，我们哪能见到大唐的盛世诗歌？“在诗国灿烂的星空里，一千
年前出现的宫体诗曾像哈雷彗星一样受人诅咒并已在夜空中陨殁。然而，在未来的世纪里，我们却认
可看清它拖着长长的尾巴。”①    中国的文学似乎一直挣扎于理智与情感之中，想要那最真的性情，
又害怕伤了伦理道德。《诗经》何其浪漫多情，偏偏要说它是“后妃之德”，这不也是一种虚伪吗？
与其用虚伪的目光去恶意评判宫体诗的艳丽绮靡，不如承认宫体诗中的“性灵摇荡”就是一种赤裸裸
坦荡荡的真情，“遭人诟病的宫体诗就是这样一种致力于创造美的文学”。②    南朝，那是一个对文
学审美有着自觉追求的美好时代。在摆脱了“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束缚后
，诗人们写成的那些绮靡轻艳的诗歌，恰恰是对人类心灵深处最真实的情感、最自然的欲望的寻觅。
而这寻觅之路，竟然是由南梁朝的统治者们所开启的。比起那些冠冕堂皇的帝王圣人们，萧家的四位
男儿至少是敢于面对自己真实的欲望与感情的！那些前世、今生以及未来的爱情故事，原来，早已写
在他们的诗中。    上有秦汉的壮丽，下有大唐的华美，南朝烟雨正朦胧。这烟雨就好像是南朝的纱幕
，使之总难被人看清。可这纱幕一旦揭开了，便会发现那迷离之下，只是坦荡荡的真情，或艳丽悲戚
，或清爽豪情，各个不一。只可惜，时代悠悠，相去千年，纵然此刻我们翻开书卷，品读罢这一首首
多情的诗，也只能在最后时刻若有所失地叹一句：    从此萧郎是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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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花尽  留与谁怜》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诗歌类文化散文，全书共四章，精选60余首“宫体诗”中的佳作，引述从古歌、汉赋、宫
体再到唐诗的流变。全文用诗歌串起爱情与豪情，品读间，即温润可爱，又不失壮烈。
宫体诗在中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继起的唐代诗歌提供了宝贵的艺术经验。
书中既有江山帝王，也有风尘故曲，一帧帧爱情往事，在诗歌中被勾勒得凄美绝伦。全书以情写文，
感悟人生。以精妙之笔写人生之爱，却不堕绮靡之声，大有透进悲欢的彻悟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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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花尽  留与谁怜》

作者简介

周如风，生于金陵，学于京都，衷情古典诗词的研究，因在昭明太子读书台下的杳然一梦，而情牵南
朝的烟雨红尘。她于红杏在林之绮丽中，看见漏雨苍苔的悲慨，便带着几分凌厉之气，用流丽的文字
，将心中的金陵故梦织云成锦。透过这一首首宫体诗，述说那千朝百世的爱恨悲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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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花尽  留与谁怜》

书籍目录

序言  从此萧郎是路人
他的一生，就是一个王朝的悲与欢（梁武帝萧衍）
1、一叶一相思
2、恐与君别久
3、相忆故情人
4、自影月光里
5、南山为君老
6、少年花儿曲
7、不见佳人心断绝
8、同花同心复同思
9、回风音是君来信
10、万里征人胡不归
11、团扇如秋月
12、知我心相忆
13、顾盼秋波转
14、恨不嫁东邻
15、春尽花从风
16、空怀之死誓
17、新洲花如织
他自诩为曹植，可是他失败了（梁简文帝萧纲）
1、梦中娇憨意
2、落寞是美人
3、下山逢故夫
4、曲中为相思
5、无端望蝶飞
6、水月镜花怜
7、佳丽若春光
8、恨怨由谁主
9、愿随少年从远役
10、梅飘似雪再逢君
11、有心有恨徒自知
12、莲步生姿裙裾扬
13、唯愿君心似我心
14、西风惨烈霜露寒
15、亡国悲音动山河
半壁江山，换不来那半面妆容（梁元帝萧绎）
1、寒衾夜夜空
2、池红早花落
3、深作唤郎声
4、优游得自然
5、春花犯雪开
6、长安侠客行
7、遂作裂纨诗
8、秋歌送别人
9、荷叶染衣香
10、欢兹乐未央
11、扶风弱香撩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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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独念春花落满园
13、古道车马音尘绝
14、盼春容易等君难
15、边塞寒夜月
16、井上落疏桐
17、安知秋与春
太子二字，毁了他，也成就了他（梁昭明太子萧统）
1、清名如蝉远
2、沉坐思故人
3、心使愁人欢
4、雨泪忽成行
5、故乡日迢迢
6、仁化育有为
7、沐雪款千门
8、竹林尽风流
9、姬人荡舟采湖莲
10、六合不足振雄翮
后记  千年之后，我来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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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花尽  留与谁怜》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恐与君别久 有所思 谁言生离久，适意与君别。 衣上芳犹在，握里书未灭。 腰中双绮带，
梦为同心结。 常恐所思露，瑶华未忍折。 在我的心目中，以《有所思》为题的诗歌，没有哪一首能
比得了上古的那一曲：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
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
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负心薄幸是爱情故事中最让人咬牙切齿的那一种，而面对
负心薄幸，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心情。这是一个痴情女子的痛苦与决绝，凄美得让人都不敢深呼吸，
只怕心头破碎。她固然怨恨情郎的薄幸，将两人的定情信物一股脑儿地砸碎了、焚烧了，连一丝灰尘
都不留下。她发誓再也不想念那人，从此断绝联系。然而，在最后一刻，她还是犹豫彷徨了，她狠不
下这个心啊。在一个人恼恨悲苦了一夜后，她忽然觉得自己心里果然还是舍不得那个人，于是就欺骗
自己说，等天彻底亮了的时候，我或许就该知道怎么办了。然而，天亮了之后又如何，我们却不得而
知了。 就像封建卫道士们总爱在说教文章中写女子如何轻薄，如何淫荡一样，多情的诗人却喜欢积极
颂扬女子的痴情与多情。她们的爱那样热烈、那样直率，缠绵婉转中依然能惊心动魄。萧衍的这一首
《有所思》自然不及上古那一首惊心动魄，但也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痕迹。他虽是个跨征鞍
的伟丈夫，这首诗却是替女子作的，替一个，在闺中苦苦等待丈夫归来的妻子作的。 衣服上还弥漫着
爱人的味道，手中还攥着爱人留下的情书，可两情缱绻的美好，只能在梦中回味。深深的忧虑，深深
的爱恋，尽在那点徘徊迷茫中，仿佛思念与不思念都是不妥的。看庭院中灼灼绽放的花朵，犹如见到
那个离开的人，是所有思念的寄托，叫人如何忍心折下它。 男性诗人、词家都喜欢替女子作相思诗，
这是从屈子那里传来的。然而，屈子写美人对君子的爱恋，那是因为其胸中真实存在着对君王天下的
热爱，那是一个比喻。诗人们真真正正开始为女人作心情写照，恰恰是从萧衍这个时代开始的，而萧
衍也的确开启了代妇作诗的潮流。 或许正是因为萧衍经历了疆场杀戮，所以才将笔下的爱情写得深沉
婉转，将心中的九转回肠都化作了平平常常的字眼，淡淡的，轻轻的，似乎没有什么，却意味深长。
简简单单的诗，不再有什么家国天下的寄托，只是两个相爱男女的真情，只是为了爱情。曾几何时，
这样的诗被后人看作文脉的倒退，却不知，正是这样的真情表露，告诉了我们一千多年前的人，究竟
是如何敢于相爱的。 在男人们建功立业的战争中，他们的女人往往会因或悲或喜的爱情而绽放出奇光
异彩。西施、虞姬自然不必说了，王宝钏、李三娘也算是大有名气的。而今想来，有一位老妇人却不
能不提。她，便是取材于瓦岗寨传说的京剧《对花枪》里的姜桂芝。 姜桂芝的爱情传奇有着非常俗套
的开始。那一年，大雪漫天飞扬，英俊的书生少年罗艺晕倒在了姜桂芝的家门口，被姜桂芝的父亲救
下了。还是闺中小姐的姜桂芝听见家里的丫鬟小厮都夸赞这个少年，禁不住心怀萌动，悄悄地来到了
花厅门外。她踮着脚，伸着脖子，透过窗棂的花格，看到了罗艺，于是便坚定了嫁他为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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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春花尽  留与谁怜》

后记

当我还在校园里读书时，最不喜欢的，就是南朝的诗歌。我嫌他们艳，嫌他们作，嫌他们没有令人荡
气回肠的气魄。然而那时的我是多么的可笑，因为我完全忘了自己的骨子里流淌的血液，早被南朝的
烟云浸染了！我生平第一次尝试撰写的故事，就是昭明太子萧统与采莲女慧如的爱情。后来，我将此
情扩充成了《南兰陵》三部曲，那时的笔力当然是稚嫩且想当然。但是，这种想当然非但没有让我觉
得面上做烧，反而刺激了我的情思，从那时起，我发现自己已经被南朝，被南梁，被萧家的父子四人
给迷住了。    这本书，构思很早，却几经搁置。我首先要承认的是，南朝的诗歌的确不能和唐诗、宋
词相比，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内蕴情深，南朝的诗都是后世诗词的铺垫。所以，我试图解读这些诗时
，常常觉得才思尽矣。有的时候，我害怕自己对那个时代了解得不多，害怕我对四位萧郎理解得太肤
浅，以致于误解了四位萧郎所主导的整个南梁时代——不论是历史的还是文学的。    但是，文章既然
要写，不仅仅是情之所至，更是我放不下对那一切的想念。    壬辰年初春返乡，我怀着魂归千里的感
觉登上了家乡的牛首山。那天，天上下着绵绵细雨，山道上的修竹青松都被洗刷得青翠，还散发着树
木特有的清芬。我在山道上缓缓行走，却不觉得路途有多么长。    山顶上的摩崖石刻已然被风雨侵蚀
，四下无人，到处都是清冷冷的。但是江南的山林就是美丽，在这样的寒冬未尽时已然还有或墨绿、
或半黄的树木点缀着山景。我立在顶峰至高处，四野里虽非茫茫，却也天高地阔了：远山近湖，都在
眼前，隔着一层细密温柔的雨帘。    我忽然心生奇想，若是自己展臂一跃，从这峰顶俯冲而下，迎接
我的，除了所谓的死亡；还会有什么呢？于是又想起电影《卧虎藏龙》里玉娇龙自武当山山顶的那一
跃，我仿佛理解，有一种心情，不是在寻常时刻就能感悟到的。    我上牛首山是奔着昭明太子饮马池
去的。萧氏父子四人中，为后世留下一连串可寻访的古迹的，也就属萧统了。我在丛林间按着地图方
位找寻了半天，却总是见不到想象中的那一方清池，心情沮丧极了。    摩崖石刻边立着一方木牌，名
叫舍身崖。我便想，莫非是要从这里绕过去吗？无限风光在险峰，想得到最想要的东西，自然是要付
出艰难代价的。我攀着树木，小心翼翼地登上陡峭的土坡，发现那里果然立着两丈高的断崖，皆是光
滑无树的山石。这就是舍身崖的含义了吧，不过，我见了却不觉得心惊胆寒，只是更加的失落。    怀
着一份不甘心，我又绕回后山上。密密的山林间铺满了秋日未腐化的落叶，被雨水浸透了，油亮油亮
地伏在地上，踩上去，没有一点儿声响。我已经心绪乱了，东奔西撞地乱走一气，依旧没有找到饮马
池。    蒙蒙阴雨遮蔽了日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只觉得天上的雨，下得越发大了。撑起伞时
，我明白，此次之行只能就此而终。我一面从山上下来，一面听淅淅沥沥的雨声，心里仿佛有个声音
在呼喊：“你，究竟在哪里？”    我不知道我究竟要找的是什么了，只是一阵阵空虚和茫然。猛地一
低头，不知为何竟能看见那些埋藏在落叶中的，如红豆一样血红的海棠果，也铺得满山都是。那一刻
，我只觉得，面上两行清泪，簌簌地流下来⋯⋯    千年之后，我来寻你，却只寻得了这两行清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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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郑振铎宫体诗实是一种新变体，它把永明体推向律化，把律诗的形
成推进了一大步。——周振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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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史大家郑振铎盛赞“娇艳可爱”、最具革新意义的新诗体。曹雪芹《红楼梦》中词赋文风的前世发
端！半老徐娘、顾山红豆、竟陵八友、候景之乱、秦淮风雅、金陵故梦⋯⋯你可知众多文学典故皆出
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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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很喜欢，在各种诗词名人故事中穿插四萧，反倒觉得很别扭
2、读完之后才来评论的。文字清新秀丽，穿插故事不断。读起来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一本诗词的
书能写得如此令人手不释卷非常不易，可见作者之用心和积韵。非常推荐~！
3、其实诗词也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吧~~~这么解释一下情景立刻鲜明了啊~~~话说每首诗貌似都可以
写一部小说了呀摔！于是瞬间感觉丰满好看了，这个可以有！
4、较为一般，里面虽附有诗词，但是似乎为了解释所作诗词的情感全篇幅用其他朝代的人的故事来
讲解，对四萧是什么时候写下这诗的，当时情景等没有什么描述，而且有的事情和我看的史书记载有
点出入
5、原来以为是单纯的讲解诗歌，后来发现是借着萧氏父子四人的诗歌说了许多故事，有爱情，有权
谋，有传说，有历史，更了解了不少南朝的典故和萧氏父子帝王大业的情况。作者很用心，流露出浓
浓的家乡之情。
6、这样纷繁的世界，你的心是否没了归属。如风的书如其名，温煦到你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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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尽管再度阅读自己的文字时总觉得还能写得再好，但心情终究此一时彼一时。回想那些日日夜夜
埋首码字的光阴，回忆这本书曾经给予我的一切感悟，回首漫漫人生路之路，我坚信，自己已经竭力
。更好的，自然是下一本，但这一本，我已满心欢喜！欢迎朋友们点评，多提意见！
2、还停留在“风雅颂”、“赋比兴”的水平，简单的把“宫体诗”认为只是宫中人写的诗，所以选
了萧衍、曹丕等所谓“宫中人”的作品做些解读。满纸都是芳草凄迷，寒寝夜冷的调子，真是扫兴得
很，也矫情得很。连谢道韫“未若柳絮空中飘”也拿出来凑字数，这17块钱花的太不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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