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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形式为长短句的作品 ， 也有不少是
“和辞

”

的 结果 。 白居 易 《长相思》 的写作也可视为

和吴二娘词而成 。 叶 申芗 《本事词 》 卷上 ：

“

吴二娘 ， 江南名姬也 ， 善歌 。 白香山 守苏时 ， 尝制

《长相思 》 词云 ：

‘

深画眉 ， 浅画眉 ， 蝉云鬅鬌云满衣 。 阳 台行雨回 。 巫 山高 ， 巫 山低 ， 暮

雨潇潇郎不归 。 空房独守时 。

’

吴喜歌之 。 故香山有 吴娘暮雨潇潇曲 ， 自别江南久不闻
’ 之咏 ，

盖指此也。

”

杨慎 《升庵集 》 卷五十七 ：

“

吴二娘 ， 杭州名妓也 。 有 《长相思》
一

词 ， 云 ：

‘

深花

枝 ， 浅花枝 ， 深浅花枝相间时 ， 花枝难似伊 。 巫山高 ， 巫 山低 ， 暮雨潇潇郎不归 。 空房独

守时 。

’

白乐天诗 ：

‘

吴娘暮雨潇潇 曲 ， 自别江南久不闻 。

’

又
‘

夜舞吴娘袖 ， 春歌蛮子词 。

’

自

注 ：

‘

吴二娘歌词有暮雨潇潇郎不归之句 。

’

今 《绝妙词选 》 以此为 白乐天词 ， 误矣。

”

杨慎的

意见是对的 。

“

暮雨潇潇
”

应为吴二娘所作 ， 吴二娘 ， 只云为江南名姬 ， 但从
“

白香 山守苏
”

云

云 ， 吴二娘当为苏州名妓 ， 歌操吴语 ， 故云
“

蛮子词
”

。 白居易为北人 ， 不熟悉吴语 。 白居易当

有兴趣于 《长相思》 曲子 ， 作
“

汴水流
”

， 以应吴二娘歌辞 。 沿大运河南下 ， 经瓜洲古渡再东去

苏州 ， 故有
“

流到瓜洲古渡头 ， 吴 山点 点愁
”

， 白居易 留恋苏州 ， 其 《忆江南 》

“

最忆是杭州
”

，

是忆杭州美景 ； 而
“

其次忆吴宫
”

， 是忆苏州的吴娃 。 白居易长庆二年 （ 为杭州剌史 ， 宝

历元年 （ 为苏州刺史 ， 次宇以病罢官归洛阳 。 病归洛阳时念杭州美景和苏州丽人 ， 作 《忆

江南 》 三首 ，

“

江南好 ， 风景旧 曾谙
”

为总忆江南风景 ；

“

江南忆
”
二首分写 。

一在物 ，

一

在人 ，

重点在人 ， 故 《忆江南 》 三首皆因吴二娘而发 ， 不言而喻 。 而 《长相思》 可以说是和吴二娘之

歌辞 ， 词非泛语 ， 而有实指 。 过去解释这首词 的人忽视了
“

吴 山
”
二字 ， 吴指苏州 ， 《忆江南 》 ：

江南忆 ， 其次忆吴宫 。 吴酒
一

杯春竹叶 ， 吴娃双舞醉芙蓉 ， 早晚复相逢 。

”

以吴宫代指苏州 。

“

吴娃双舞醉芙蓉
”

， 指吴二娘 ， 所云
“

夜舞吴娘袖 ， 春歌蛮子词
”

指吴娘能歌善舞 。 《长相思 》 ：

汴水流 。 泗水流 。 流到瓜洲古渡头 。 吴山点点愁 。 思悠悠 。 恨悠悠 。 恨到归时方始体 。

月 明人倚楼 。

”

此用吴二娘所歌 曲子 ， 写对吴二娘的相思 。

“

归时
”

， 即言 自 己 回到苏州 ， 到那

时遗憾才结束 。 恨 ， 遗憾。 此乃 《忆江南 》

“

早晚复相逢
” 之期待 。

“早晚
”

， 或云是
“

何时
”

意

思 ， 从全词和背景看 ， 应作
“

迟早
”

， 即或迟或早 ， 今方言云
“

早晚会来
”

， 即
“一

定会来
”

。 《忆

江南 》 和 《长相思 》 写作时间较近 ， 或为 同时之作 。 大约在宝历二年 白居易罢官由苏州归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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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 。 今人多据朱金城 《 白居易年谱》 认为此词写于开成三年 （ 可能不确 。 其
一

， 按常

理 ， 人离开眷恋之地 ， 别后时间容易造成错觉 ，

一

日不见 ， 如隔三秋 。 其二 ， 从词中可见热情 、

激情 尚在 。

“

早晚复相逢
”

、

“

恨到归时方始休
”

， 自 我感觉相会不远 。 如写于开成三年 ， 则事已

过去十多年 ， 吴娘已老 ， 不复有词 中的情致了 。 其三 ， 刘 禹锡有依 曲拍和白词 ， 又刘词有
“

多

谢洛阳人
” 语 ， 或谓刘 、 白二人必然为同时在洛阳而作 。 据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中唐卷》 宝

历二年十
一

月 ，

“

刘 禹锡 自和州 、 白居易 自 苏州北归 ， 遇于扬州 ， 同游半月 。

” “

后复携手北归洛

阳 。

”

在扬州二人有诗相赠 ， 这就是白居易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 》 和刘禹锡 《酬乐天扬州初逢

席上见赠 》 。 白诗云 ：

“

为我引杯添酒饮 ， 与君把箸击盘歌 。 诗称 国手徒为尔 ， 命压人头不奈何 。

举眼风光长寂寞 ， 满朝官职独蹉跎 。 亦知合被才名折 ， 二十三年折太多 。

”

刘诗云 ：

“

巴 山楚

水凄凉地 ， 二十三年弃置身 。 怀旧空吟闻笛赋 ， 到乡翻似烂柯人 。 沉舟侧畔千帆过 ， 病树前头

万木春 。 今 日听君歌一曲 ， 暂凭杯酒长精神 。 二诗都提到
“

歌
”

， 而且是白居易 自歌 。 从诗

中可知刘之处境 ， 白居易以歌劝慰 ， 激励刘禹锡 ， 故刘云
“

今 日 听君歌
一

曲 ， 暂凭杯酒长精神
”

。

这一情绪在其后的刘禹锡 《忆江南 》 中有所体现 ， 白 、 刘二人的 《忆江南 》 当作于宝历三年 （

暮春 ， 刘作第一首纯为酬答 白居易的原辞 ， 第二首亦回应 自 己的处境 ，

“

春过也 ， 共惜艳阳年 。

犹有桃花流水上 ， 无辞竹叶醉樽前 。 惟待见青天 。

”

竹叶醉樽前
”

和 白词
“

吴酒
一

杯春竹叶
”

相应。

一

般情况下 ， 中原地区桃花在清明节前后开 ， 三月 底 、 四月初就落花 。 白居 易在洛阳 ，

三月十七 日 征为秘书郎 ， 诗有
“

共惜艳阳年
” 之期勉 ， 而刘 自 己 尚前途未 卜 ， 故有

“

惟待见

青天
” 之焦虑 。 可和刘 、 白 唱和诗参读 。 刘作词时间应在其时 ， 或在稍后 。 而 《长相思 》

“

深画

眉
” 和 “深花枝

”

或为白居易记录吴二娘两段歌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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