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清照〈…剪梅) r輕解羅裳獨上蘭舟j聽說

姚支質生

旅游闊平商會中學

李清煦的〈一剪誨> (紅飄香殘)主義一舊交口稱頌的作品，不少宋詞選，本都會選鑄造首

詞。李鵲旬以詞淺意涼，藍藍鑫人4情見稱;但認議卻未必就是錚豔或易解， (一剪梅〉上芹

的「輯解羅裳，獨上繭舟j 就是一餅。

一、棉題的提出

對於這幫旬誨，學者多就 f躍發j 及「蘭舟Jf字誼。他們對 f驛裳j 的解釋，成謂「下詞

，或調「聽聽的轎子J 0 1 豆豆於對?實舟j 的解釋，或亨!用《述異記》魯班刻木蘭為舟的

典故，或說主義制人對舟船的英稱。袒護…tv謀求文意，其自言人人碑。謝校主言語、為:

又說因

前人聽按比祠的評論很多多以為它「離槽敢接J ) í香腸臉?蟹，告是正宗J ' 
但對全詢意艇的理解則語驚本詳。詞中的「轎舟Jj實為理解全詣的緊要之

處。 2

是去以「蘭舟j 為木蘭舟。為著車接妻女主人合深夜空要獨自坐船出盤呢?海甚重要當

其「獨上蘭舟j 持要「輕解鱷裳j 呢? 3 

議t桃坊所摺tU能問題很值得思考多地對上述的問題也用有新解，撞在下文還有討論，暫

不贅誼。現在先看其f轟擊者如何解釋 f轄解羅裳J 0 

一、「輕解蠶裳j聽說

有關帶祠的研究及家祠的選注甚多，本文不能編要繁多理在只舉崩常見的、其代表性

的說法令張夢機云:

: 認為: {莫道不錯事蓋一一卒清照作品黨折:> (整北:開今文化事業芬芳敗告司， 1993) 弓爽 112 0

2 謝桃坊 :('宋詞概論:> (或都 :DY川文藝出級技 l 1992) ，真274 。

3 同注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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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蘭舟」三三旬，主寫其寂寞無辦的情緒。 4

JIJ漢初三三:

「輕解j 聽旬，直寫分按時器。 5

張對三家的體會不同，辯說1:11稍覺鶴路。擁緒萬云:

「整解釋裳j 的「輕解j 主義描寫人物輕盈的動作， r蟬裳h 暗示天氣初諒。 6

谷詞以:

f輯解J 兩字，可體會到詞人那種沒精打影和迷離鵲模的聽鬱神情。 7

辣谷之說令讀者明白到詞人胎動作與神情，但位無助按解答謝撓主者所提出的龍舟何1)).要

解裳的擺詞。劉瑜云;

「輕解羅裳J 。她輕車雙解下鑼翱的下樓。 r裳J '轍，吉;男女都可穿。曹﹒女

子〈春歌〉有 f著手嵐復多情 3 吹我聽裳聞」何。喜好之章，已紹到了讓涼的教

天要換上能幫潔的衣腫。韓

莊j畢義云:

我轉解羅裳，一身便服 9 獨自藩著小舟。 9

後來瑞更畫譯為: r換去薄薄的擺擺?我聽喜登上木蘭小舟。 J !O逕把「解j 宇釋作「換j

了;但聽查字典辭書， r解j 卻無「換j 義。

大概學者們也往意到泛舟故無解裳之理，當時已湖秋天，攝入應是添教認不聽續

多商且宋代是理舉大盛的年代多一名續紳婦人解裝泛舟雪實在於總不舍。競說是謝桃

訪追問「為基聽當其『獨上幫舟i 持要 f輯解羅裳幻的理由所在。

墊著青們對於「輕解難裳j 的處理，或是較輕帶過，不作深解;又或是制研詣入的心理

狀態，而少談宇語言與句意的關德。態、之?就如輯桃場研誠的「語講不詳J 0 若要探究，則

只能舟 f支持之意J 揮求了，或說是「換上能禦擎的衣服J '或說是「一身便跟卜又或把

4 教養菩機:緝毒籤} (華夏北:三民拳擊局， 1971) ，頁的。

5 劉漢初戀 《曉風殘月) (畫畫北:時報文化， 1 位92) , ÃI的。

6 陳緒萬幸事:{唐宋元小令鑒賞辭典(西安.險因人民出版社， 1992) ，頁生77 。

7 委主爾: {，婉約詞) (閱安:沼北大學出版社， 199是) ，頁1的心。

8 喜怒瑜: <:空手清照說欣賞) (濟南:民放出版社多 1997) ，頁3 。

9 : <:宋詞> (香港聯書局，的95) ，頁 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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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作「換J '說是「換去薄薄的羅裳」。研讀詩詞本來就要探求「言外之意J '但如能

兼顧字面意義，就更能令讀者信服，不然，縱使解說合於情理，讀者也未必恆意。然

則，怎樣解釋「輕解羅裳」這句詞，才能兼顧字面意義與言外之意?以下試陳管見。

先看「羅裳」。同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 I裙J 條云: I裳即是裙。宋代婦女的裙子，

大多以羅紗為主，且有刺鱗或用電盡，或用銷金，或用暈裙，貴族婦女甚至裙上綴以真

珠為裝飾.....宋時婦女裙子的長度和約束裙的裙帶都是垂得長長的。 J 11 周訊、高春明

《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 I羅裙」條云: I以羅製成的裙子。羅織物花紋密集，無鈔孔，地

紋稀疏透露，可形成花實地虛、明暗對照的效果。尤適用於年輕婦女。通常穿在襯褲之

外，下長曳地，則有風采。 J 12 由此可見， I羅裳」在宋代是一種頗為華美的裙子，下長

曳地 3 通常穿在襯褲之外?所以即使「輕解羅裳」之後 3 也未致於祖揚裸裡。不過，李清

照穿著襯褲泛舟 7 仍是不成體統罷。

王學初撰有《李清照集校注》一書，他在「輕解羅裳」句下校云:

《便讀草堂詩餘》、《草堂詩餘評林》作「禱」。沈際飛本《草堂詩餘》注: I一作禱，誤。」

《續草堂詩餘》作「裙J 0 13 

沈際飛謂作「懦」誤，未知何據，而王校指出「羅裳」一作「羅補J '又作「羅裙J '卻是很

明顯的。裳就是裙，補是短衣，都是陽平聾，三字均合這句詞的格律，用哪一宇似於句

意的影響不大。但綜合前文所引述的學者的意見，以及王學初的校語，正好給讀者一個

敢發:不必拘泥於名物的訓釋，而應從運意上探討詞旨。「解」仍件「脫去」、「卸下j 講，

如「解甲休士j 即「卸下盔甲讓士兵休息j 之意。 14 至於「羅裳J '不必強執於「下裳J '把

它視件「華服」的代稱就好了。「輕解羅裳J '就是「卸下華服」之意。

這樣解釋不無好處。首先，是可以兼顧字面意義;其仗，是比較合於情理，穿上華

服泛舟似是不太方便罷。如要追問，李清照何以選「輕解羅裳」入詞呢?這自然與婉約的

詞風有關;但如把「輕解羅裳」理解成「卸下華服J '則可能是詞人因夫不在而無心修飾，

以示思念之意。《詩﹒伯兮} : I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J <毛傳) : 

「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J 15 引出《毛詩》容或過於深解，這襄只是提出一個想法而已。

三、「獨上蘭舟」聽說

一般學者對「獨上蘭舟j 句多無異辭，均認為「蘭舟」就是舟船的美稱， I獨」宇正點出

10 莊澤義: <古詞經典今譯> (香港:里波文化創作室， 1999) ，頁 I鉤。

11 周錫保﹒《中國古代服飾史>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1984) ，頁290 。

12 周訊、高春明: <中國衣冠服飾大辭典> (上海 上海賣掉書出版社， 1996) ，頁280 。

13 王學初 《李清照集校注>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 ，卷一，頁泊。

14 羅竹風(主編) : <漢語大詞典> (縮印本，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1997) ，下卷，頁6494 。

15 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毛詩正義> (臺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頁 14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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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人的強鶴， I獨篇舟j說是獨自一人泛舟過愁之意。

然桶，謝棧坊則另有新構。他引出 r李清照〈甫歌子〉的上片: r天上是何轉多人間

o ~京生說輩淚痕擋。定主解蠶衣，聯問夜{可其叫他認為〈南歌手〉的上片N~ <一剪

梅〉的眉宇興建意吾吾極相{泣，並得自造樣的結論:

可見商詞都夫在相同或詩{泣的抒情環境，都是寫女主人合教夜準備入睡的講

形，所不同者一是獨自一人要一楚，有人相伴一…故PJI聊問扒拉時，姆總

不可能獨自全輯出糙的。因i沌， r蘭舟」只能理解為法攝?是詞人別出心裁

餾麓的意義晦攏的語語。?鞭解釋裳，獨土高暫舟-J '那是雄解去羅義?獨自

一人準聽聽眠了，在聽賦詩感到竹席已有法意。的

謝繞績之說蛛新。正盟主主地認為解衣麓栽當在晚上?所以說言是人斷無深夜泛舟之理(詳

前引文)。大權他也明白懿李清照不應解裳泛舟》又認為解裳應當毅唬 p 於是只好釋 f曹

舟J 為「床攝J '並引〈嘲歌子〉件發蟬，說這是詞人獨割的晦澈乏認了。

翱繹謝說，問題的焦點仍在「輕解羅裳j 一旬，有百龍解決問題的心，腎、卻花在 f獨上繭

舟J 之上。英特「蘭舟j 一誨，雖無解作「床，犧j 的用倒， <南歌子〉與〈一剪梅〉的輯{泣，只

能就用字與建糞上作比較，!V.說明李制的風格或表現手法的問題，卻不能聽措 f誼醫舟j 應

作 r*欄J 解。謝讀擁有新意，但不晏海人所接受。

今按 f蘭舟j 依一敏的辦法並無不耍，是舟船的美稱。誨，人泛舟，為的是排遣戰緒。

龍舟自然是自夫而非晚上融事，與下文的「月攝茜樓J 會觀賞正好寫出時間的推移，

立理解為晚上解裳就枕。

注舟媲愁在前人的詩作中已有用餌，李白的〈空支持i謝饒摟饑別校書叔當〉便有「人生

在世不草草意，明朝散變弄聶舟j 之旬?李調只是法用這題材路已 3 後人實毋鑽另IJf字新解。

另一方醋， [1聽舟」 2 在唐詩之中處有表達難情成思念的路鍋。賈島〈寄韓顯

外i愈> : 

i先必曾與木蘭舟- ，直至1天甫潮水頭。

臨續第意來華岳;出關鑫信過灑流。

事懋瞬路殘雲會;持學繞城根老輯秋。

瘴煙風卷鑫含月明初上浪間樓。 17

首聯智心幫舟， ]玄吉姆夫南 9 買島對韓愈的思念。再如陸龜蒙〈齊梁怨別> : 

16 同前2 ， 1頁274-5 0 

口商支在獵: <唐宋詩學藥) (發港: , 1973) ，下阱，直至615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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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寥缺月看將落，詹外霜華染羅幕。

不知蘭權到何山，應倚相思樹邊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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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權I 即是「蘭舟」。詩題「怨別J '句曰「相思J '意思就更清楚了。柳永〈雨霖鈴〉有「蘭

舟催發J句?晏幾道〈清平樂〉也有「留人不住，醉解蘭舟去J旬，寫的也是離別之情。當

然，用了「蘭舟」也未必一定是表達思念與離別之苦， 19 李白〈江上吟) ["木蘭之抴沙棠

舟J '用的就只是舟船的美稱而已。這襄只想指出:泛舟遣愁，蘭權傷別，在李清照之

前已有用例，不必再創新說，只需解決了「輕解羅裳」一旬， ["獨上蘭舟」也就不難理解

了。

四、結語

總結以上的討論，本文認為， ["輕解羅裳，獨上蘭舟」的意思是: ["我卸下華服，獨

自登上木蘭小舟。」若不嫌穿鑿，還可作進一步的解釋: ["我卸下華服，無心細事容飾;

獨自登上木蘭小舟，以排遣那思念之苦。」

〈一剪梅〉是現行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的選文，但教科書對「輕解」二旬的解釋確是語

焉不詳 3 這自然令教師與學生同感困惑，故不揣誦陋，草成此文，向各位前輩學人請

益;一己臆說，未免有誤，尚析專家學者不吝匡正，以造福學子。

18 陸龜蒙: <甫里先生文集} (閱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1996) ，頁 157 。

的葉嘉瑩教授曾引用洛特曼 (1. M. Lotman) 的「文化符碼J (叫tural code) 說，及丈考 (Umberto Eco) 的「顯

微結構J (microstructure) 說，指出詩歌中的語言符號可分兩類:第一種語言符號「在某種文化中被使用得

長久了以後，便會撓帶有豐富的文化信息，從而引起說詩者對文化傳統方面的某些已成定型的聯想」。第

二種語吉符號「並沒有文化傳統中某種定型的聯想關係，但卻在語言符號的結構中包含有許多可以引發讀

者之聯想的細緻而豐美的質素J 0 í蘭舟」應是第二種語吉符號。葉說詳〈對常州詞派張蔥言與周濟二家調

學的現代反思>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吉及文學系編《中文學刊}，第一期 (1997) ，頁 151-16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