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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词坛三少”与《霜红簃填词图》 

萧莎
1
 

(嘉兴学院 南湖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0) 

【摘 要】：民国嘉兴词人徐震堮、胡士莹和陆维钊被吴梅并称为“江东词坛三少”。陆维钊为胡士莹词集《霜

红词》绘制《霜红簃填词图》;徐震堮为《霜红簃填词图》题词作《惜秋华》。此图集“江东词坛三少”之力,融词

体创作、绘画、题词为一体,多元且艺术地表达了他们真诚深厚的友谊,实现了《霜红簃填词图》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胡士莹 徐震堮 陆维钊 《霜红簃填词图》 价值 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3079(2020)03-0017-05 

民国词人徐震堮、胡士莹和陆维钊同为嘉兴人,又以词作闻名,因此常为人并举,被吴梅并称为“江东词坛三少”。他们三人

早年在嘉兴秀州书院(浙江省立第二中学之前身)时,相互唱和,被誉为“嘉兴三才子”。[1]580浦江清在《寄题胡宛春霜红簃填词图》

诗中亦将三人并举:“浙中并起有三人,宛春徐(声越)陆(微昭)皆驰妙。”[2]317 

一、《霜红簃填词图》的初创与重绘 

“‘填词图’是一类以现实中的词体创作为主题的画作,它通过画面表达出画家或词人对“填词”这一行为的理解。”[3]115

填词图的创作始于明末清初,现存最早的填词图是释大汕以陈维崧填词为创作主题绘制的《迦陵填词图》。《霜红簃填词图》以民

国嘉兴词人胡士莹填词为创作主题而绘制,绘图者与题词者分别是其好友陆维钊与徐震堮。 

(一)《霜红簃填词图》的初创 

纵观清初以来的填词图,其命名往往与画境、词境相统一,因此可分为四类:一是以图主的书斋、住所命名;二是以图主钟爱

的前人词句命名;三是以作者字号命名;最后一类是以图主填词之情境命名。[3]119《霜红簃填词图》属第一类,它得名于胡士莹的

室名“霜红簃”,且胡士莹的词集也沿用此名,名曰《霜红词》。 

《霜红簃填词图》的初创时间在 1930 年,此图附于胡士莹的词集《霜红词》卷首,于 1931 年春在扬州出版。陆维钊在 1977

年回忆“原图作于四十年前”。[1]237此时,正值胡士莹刊行首部词集《霜红词》,徐震堮在《〈宛春杂著〉序》中记录了此事:“胡

先生于词尤为杰出,一九三〇年在扬州中学任教时,曾刻有《霜红簃词》一卷,已卓然成家,极为吴瞿安先生所赞赏。”[4]308据其学

生陈翔华、陆坚、萧欣桥所言:“他在扬州任教时,自选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九年间所填词八十四首,结集成《霜红词》,由南

通王焕镳先生作序,在扬州刊行。”
[5]350

胡士莹的原版《霜红词》存世数量极少,其相关信息如下: 

1.(民国)胡士莹撰;2.民国二十年(1931)春刊于扬州;3.丰子恺题词;4.王焕镳作序;5.卷首附陆维钊《霜红簃填词图》珂罗

版一幅,如图 1[6]。 

                                                        
1作者简介:萧莎(1992－)，女，浙江台州人，嘉兴学院南湖学院人文系助教，研究方向为历代词学、民国旧体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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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陆维钊《霜红簃填词图》 

此本《霜红词》获得了诸多民国著名学者的赏识,且附有陆维钊《霜红簃填词图》一幅,加之《霜红簃填词图》原图“以兵

燹失去”
[1]237

,其珍贵性不言而喻。陆维钊在落款处标注了绘图时间:“一九卅年四月”,即 1930年 4月。此时,胡士莹、陆维钊、

徐震堮已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毕业,胡士莹在扬州中学任教,陆维钊和徐震堮都在松江女中任教,“(1927 年)九月,(陆维钊)任江

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国文教员。其时,在松江女中共事的有国文教员施蛰存、徐震堮”。[7]122 原图初创的具体情形由于缺乏记载

而难以考证,但三人自少年时开始的友谊一直延续下来从未中断,而围绕《霜红簃填词图》开展的词学交游堪称民国词坛的一段

佳话。 

(二)《霜红簃填词图》的重绘 

《霜红簃填词图》命途坎坷,原图早已毁于战火。1977年,79岁的陆维钊回忆与昔日好友的点滴往事,感慨之际重绘该图。《霜

红簃填词图》的重绘为我们保留了此图的整体风貌,但与原图相比缺少了一些题诗,这对填词图而言“损失惨重”,也降低了研究

价值。所幸陆维钊《重绘〈霜红簃填词图〉跋》对原图作了简要介绍: 

原图作于四十年前,以兵燹失去。旧有题云:“我画无师承,君词有灵气。忧患廿年交,写寄沧桑意。”诗虽不佳,但可见我二

人交谊之久。今一转瞬间,君年七十有七,而弟则七十有九。况自甲寅以后,君与我复同患痼疾,历四年而未得复。又原图尚有浦

君所题七古长歌一首,今浦君亦谢世十七年矣。重绘斯图,不胜感喟。维钊又识。[1]237 

此跋指出,原图中本有两首题诗,作者分别是陆维钊与浦江清,陆诗为一五言绝句,被完整地保留在跋中,浦诗是一首歌行体

诗,被完整保存在胡士莹《宛春杂著》中。 

二、《霜红簃填词图》的题咏之作 

“填词图”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画作本身,更在于那些大量留存的题咏之作。这些序、词、诗不但为我们想象还原填词图景

提供了依据,而且对词学研究也有多方面的作用。
[3]118

《霜红簃填词图》亦是如此,经过笔者搜集整理,此图有跋记一则、题诗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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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题词一首,这些题咏之作的内容分三类:描绘填词图景、记录交往情谊、评价词人作品。 

(一)陆维钊《重绘〈霜红簃填词图〉跋》与题诗 

陆维钊《重绘〈霜红簃填词图〉跋》虽未描绘《霜红簃填词图》所绘内容,但却告诉我们原图有两首题诗,其中陆维钊原诗

被完整保留在跋中: 

我画无师承,君词有灵气。忧患廿年交,写寄沧桑意。[1]237 

此诗前两句作者重在突出胡士莹词作“有灵气”,表达了赞赏之情;后两句转入对交往情谊的抒写,表现两人交往时间之久、

感情之深。 

(二)徐震堮《惜秋华》(题宛春《霜红簃填词图》) 

填词图是以现实的词体创作主题的绘画作品,以词进行题咏不仅切题,而且更加应景,也是填词图题咏的主流。
[8]17

《霜红簃填

词图》问世后,胡士莹的好友徐震堮曾为此图题词《惜秋华》(题宛春《霜红簃填词图》),题咏之词一般附于填词图中,而《惜秋

华》则题、咏分开,被收录于徐震堮《梦松风阁诗文集》中。词曰: 

岸帻听烟,指疏黄倦碧,西风林馆。雁阵破霜,书空暗缄瑶怨。萧寒恰称诗情,带几笔沙平崖断。谁知有,丹青难画,绮怀零乱。 

江上俊游远,记湖楼赌韵,醉题纨扇。缬眼冷红,犹作秾华相看。重来桂陌停车,已输却春光一半。愁展,比残鸦鬓秋惊换。
[4]102

 

这首词融合了描绘填词图景、记录交往情谊、评价词人作品三项内容,丰富全面地展现出《霜红簃填词图》的深刻内涵,体

现了它的词学史价值。 

“填词图”所绘的内容与词体创作密切相关,大致分两类:一是描绘词人填词时的场景;二是描绘词中风景及意境。夏志颖认

为,填词图“除《迦陵填词图》外,其他都是以绘景为主,所谓‘景’通常都是一处园林或荒涯水涘边的房屋”。[3]119据《霜红词》

卷首的《霜红簃填词图》来看,此图也以绘景为主,采用了一般填词图“远山近水”式构图,图中有蜿蜒远山、荒涯秋树、几处临

水茅屋,中间最显眼的茅屋中人影一点,隐约呈现了词人的填词情态。徐震堮的《惜秋华》词上阙以写景为主,描绘了“岸帻”“疏

黄倦碧”“西风林馆”“雁阵破霜”“沙平崖断”等深秋萧瑟之景,情景交融,与填词图景相一致。正如夏志颖所言:“‘填词

图’及其题咏正体现出画境、词境的复现和统一。”[3]119 

《霜红簃填词图》取自胡士莹室名“霜红簃”,徐震堮诗《秋来屡饮宛春龙山寓斋,因题其霜红簃》对“霜红簃”作了简要

描绘:“爱君窗户对江开,割取秋光入酒杯。霜树高低堆谷暗,风帆历乱际天来。”[4]71将其与填词图中所绘的林中茅屋、以及《惜

秋华》词中的“西风林馆”相比较,无论在时节、具体景物,还是在意境特点上,都有着诸多相似点。由于“填词图中屋楼馆阁的

摹画意在暗示画中词人的存在,观图者可透过小窗看到词人填词之身影”[8]22,因此,图中所绘的茅屋即词人的书斋“霜红簃”,茅

屋中的人影即正在填词的词人。与其他填词图相比,《霜红簃填词图》属纯写意类水墨画,章法平远,风格偏于狂放。图中所绘填

词之所简单朴素,词人身影隐约可见,且全图留白甚多,为读者对词人的填词情态和词作风格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霜红簃填词图》所绘景物与《惜秋华》词中的描写相一致,这些景物营造了萧瑟悲凉的意境,衬托出《霜红词》的主要内

容与情感基调,实现了画境与词境的统一。《胡士莹先生传略》曾评价《霜红词》:“霜红词抒写作者的‘华年哀乐’,以其‘婉

和韶令之韵’的独具风格,卓然成家。”[5]350“华年哀乐”与《惜秋华》中“绮怀零乱”正是对胡士莹《霜红词》内容与情感的

高度概括。词的下阙以记录交往情谊为主要内容,徐震堮以“江上俊游远,记湖楼赌韵,醉题纨扇”描述了与胡士莹游玩、酬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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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画的往事。“输却春光一半”“比残鸦鬓秋惊换”,抒发了时光匆匆、青春逝去的感伤,表达了两人青年时期真挚深厚的友谊。 

(三)浦江清《寄题胡宛春霜红簃填词图》 

陆维钊《重绘〈霜红簃填词图〉跋》曾记“又原图尚有浦君所题七古长歌一首,今浦君亦谢世十七年矣”。[1]237 可知《霜红

簃填词图》原图另有一首浦江清的七言歌行体诗,即《寄题胡宛春霜红簃填词图》。诗曰: 

蕙风云殁彊村耄,天下音声付年少。浙中并起有三人,宛春徐(声越)陆(微昭)皆驰妙。今岁南归见其二,其一参商空致意。忽

邀远寄尺素书,久读恍如温梦寐。命我题君霜红图,前生诗律久模糊。怅然起立纷无是,自我别君五年矣。此五年间变化工,政治

社会杳冥濛。长江一带连兵祸,劫灰还比霜花红。淮南鸡犬竞飞走,同学一一失素守。出门乍见四五人,主义标语满其口。宛春宛

春君何愚,独守其雌如静姝。风雅不随甲马废,通介竟与俗人殊。忆子曾从瞿庵游,霜厓霜红或有由。不然东湖秋独绝,一夜西风

万树血。妙手王维偶得之,伤心杜牧不堪说。华亭旧侣滞不归,十丈京尘缁我衣。秋来万景俱萧瑟,惟见长街落叶飞。放眼高歌百

川逝,举杯欲饮白日微。何当与君一谈论,旧事历历回首非。[2]318 

与一般的填词图题咏不同,这首诗夹叙夹议,既有对交往近况和社会时事的叙述,也有对胡士莹的人品与词作的评价。语言明

白晓畅、内容丰富深刻。 

与一般填词图的题咏之作相比,此诗的特殊之处有三点。一是反映社会时事。诗作背景正值中国内忧外患、连年战乱之时,

作者真实形象地描绘了局势:“长江一带连兵祸,劫灰还比霜花红。”更令人痛心的是,身边的人迫于形势节操尽失,“淮南鸡犬

竞飞走,同学一一失素守”。社会上人心惶惶、混乱不堪,各种“主义标语”甚嚣尘上。二是关注词人品格。与“失素守”的同

学相比,作者高度赞扬了胡士莹始终坚守节操、独立不迁的高尚人格,“风雅不随甲马废,通介竟与俗人殊”。他将胡士莹的人格

与词品并举,肯定了其《霜红词》的词品与价值。三是着眼于词学传承。“蕙风云殁彊村耄,天下音声付年少。浙中并起有三人,

宛春徐(声越)陆(微昭)皆驰妙。”胡士莹、徐震堮、陆维钊在词坛崭露头角时,恰值老一辈词人况周颐、朱彊村相继谢世,三人

在词学研究与词体创作中,无不深受前辈们的影响,因此对词学传承而言意义重大。 

三、《霜红簃填词图》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填词图”作为词体创作的衍生物,与词体创作和词学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填词图”涉及的词学活动有:词体创作、

绘制填词图、交游题咏。这一系列词学活动都围绕“填词图”展开,由此折射出创作主体对词人身份的自我认证,交游者们对图

主人词人身份的再认证。《霜红簃填词图》除对图主人胡士莹的词人身份进行认证之外,在与好友的词学交游中,还对民国嘉兴词

人群体“江东词坛三少”进行身份认证,同时,还表现了图主人胡士莹的词学思想、人格品质和人生追求,共同实现了《霜红簃填

词图》的特殊价值和意义。 

(一)词人身份的自我认证 

《霜红簃填词图》的绘制是创作主体胡士莹词人身份自我认证的重要方式。 

“填词图”经历了词学“尊体”到词人身份自我认证的过程。清初,“填词图”的初创与清代词学“尊体”有关。夏志颖认

为:“清代填词图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具有对象的鲜明性,再现的是画家或词人对现实中‘填词’行为的理解,并不需要表现历史

典故。”[3]116而自清初以来,“填词图”的创作风气延续至民国时期,并保留了“填词图”的相应特点。清末民初比较有名的填词

图有:冒广生的《水绘庵填词图》、林葆恒的《讱庵填词图》、沈祖棻的《涉江填词图》、聊园词社的《聊园填词图》。这些填词图

都有着明确的表现对象:某位词人或某个词社。填词图以绘图为主,通过对现实中“填词”行为的理解,以图中之景表现词人的词

体风格。由此可见,清代“填词图”完成了词学“尊体”的过程,实现了词体的“自我认证”,获得了与其他文体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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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填词图”对象的逐渐明确,词人从“填词图”中逐渐获得词人身份的自我认证。晚清民国迎来了填词图及其题咏创作

的辉煌时代,这一时期,它们(填词图)的创作数量迅速增加,成为彰显词人身份的一种标志,彼此之间唱和与交流频繁。[8]2 在清末

民初,填词图的主人往往是当时的著名词人。林葆恒、冒广生均为民国著名词人,两人均参加过沪上著名词社“午社”社集;民国

女词人沈祖棻被称为“当代李清照”。填词图的创作本身就是对图主人词人身份的认证,因此,《霜红簃填词图》亦实现了胡士

莹词人身份的认证。 

(二)词人身份的再认证 

胡士莹的词人身份再认证体现在:围绕《霜红簃填词图》展开的一系列交游和题咏活动。“江东词坛三少”是交游活动的主

体,浦江清也跻身其中,他们对填词图进行诗词题咏。这些诗词内容涉及他们与胡士莹的往日交游以及对胡士莹词的评价,后者更

是着重于对胡士莹词人身份的再次认证。陆维钊题诗“我画无师承,君词有灵气”,徐震堮词“丹青难画,绮怀零乱”,浦江请题

诗“妙手王维偶得之,伤心杜牧不堪说”。这些评价都是基于词人的身份和《霜红词》而开展的,是除了“填词图”外,对胡士莹

词人身份的再次认证。 

浦江清对《霜红簃填词图》的题诗较为特殊,诗词除了对填词图主人胡士莹的词人身份认证外,还将《霜红簃填词图》的绘

图者陆维钊、题咏者徐震堮两位词人与胡士莹一同进行词人身份认证:“蕙风云殁彊村耄,天下音声付年少。浙中并起有三人,宛

春徐(声越)陆(微昭)皆驰妙。”民国词学大师吴梅将三人并称为“江东词坛三少”,浦江清明显受其影响,将“江东词坛三少”

视为清末词坛名宿况周颐、朱彊村的继承人,揭示了他们同为民国词坛新秀的词学地位,同时认可了他们的词人身份。 

(三)词人理想的寄托 

《霜红簃填词图》寄托了胡士莹的词学思想、人格品质和人生追求。绘画者与题咏者无不基于对胡士莹及其《霜红词》的

深入理解,力求与之相互契合。填词图为词人营造了一个寂静渺远的填词环境,词人身居其中,可以远离世事尘嚣、专心填词。绘

者对于环境氛围的营造重点在于烘托词人的形象,填词图中的词人居于茅屋之内,身影隐约可见,在环境的映衬下,更显其遗世独

立的气质。词人胡士莹因幼时患病致两耳重听,“从此便养成沉静的性格”,[2]340长大后专心学问,不为世事所扰,因此浦诗中称赞

其“独守其雌如静姝”。而胡士莹所处的现实社会却是动荡纷乱的,所谓“政治社会杳冥濛、劫灰还比霜花红”。[2]317 许多人或

为自保、或为名利所惑,渐渐丧失了自己的节操,而词人则从未随波逐流,始终坚持自我,不废吟咏之事。不管是填词图中独立于

山水之间的茅屋,还是茅屋中的隐约人影,都是独立于尘世纷扰的词人形象的真实写照,表现了词人独立不迁、通达放旷的人格品

质。填词图中所绘与现实的战乱环境形成鲜明反差,正满足了他们对于词境的共同追求,契合了词人心目中的理想生活,借此抒发

词人对世事沧桑的深沉感慨、寄托了词人对淡泊宁静的理想生活的执着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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