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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中的嘉兴运河文化研究 

陈桑闲
1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鸳鸯湖棹歌》并不是朱彝尊本人最看重的作品，但却是他作品中极为特殊的一部分，被称为“有韵

的地方志”。从《鸳鸯湖棹歌》里描绘的水乡文化的重要成因——湖泊与河流，再到湖泊与河流背后的情感折射—

—思乡之情，找到了“大运河”这条线索，把诗歌中“名胜古迹”“地方特产”“经济贸易”“风情民俗”“历史

人物”等描写串联在一起。从创作背景上看，竹枝词和棹歌等民歌的合流以及朱彝尊在异乡漂泊时对故乡的怀念，

是其诞生的主要原因；从内容上看，风土百咏组诗看似散漫，实则亦有自己的逻辑体系；从运河与嘉兴、运河与诗

人两方面论述了为什么运河文化成为《鸳鸯湖棹歌》的逻辑主线，大运河是怎样将诗歌中描写的名胜古迹、繁荣的

经济贸易、水乡文化民俗等内容紧密联结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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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是清代浙江嘉兴著名诗人、词人，亦是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者。《鸳鸯湖棹歌》(下文简称《棹歌》)是朱彝尊赞美家

乡地方风物之胜的大型组诗，写于清康熙十三年(1674)春节 1,共计 100首。学界关于《棹歌》的研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包括古

代文学、历史学、音乐舞蹈学、地方文献学、民俗学、图书馆与数字图书馆学。单就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而言，《棹歌》的研究论

文数量较少，研究问题较为集中，切入点大多相似，面广而点不够深入。但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是《棹歌》创作渊源 2;

二是《棹歌》文本本身的研究 3;三是《棹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和诗、刊刻的研究 4;四是《棹歌》与嘉兴地方文化。棹歌体诗

歌具有极高的地方文献价值。学者们大多从名胜景观、风物特产、历史文化传说以及经济活动几个角度来谈嘉兴的水乡文化，但

并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将其串联起来，较为散漫、浅显。可以说：有关《棹歌》的研究在形式和语言的创新以及

其影响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但对内容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并没有发现其所反映的嘉兴文化有一条隐秘的线索贯穿其中，将

其中所言的风景名胜、江南风光、文化民俗、经济贸易等等联系起来。本文简论《棹歌》的创作背景，重点从其内容出发，分析

100首看似散漫复杂的诗歌的主线及其成因，且分析主线在不同内容的诗歌中是怎样体现连接作用的。 

一、《棹歌》的创作背景 

关于《棹歌》的创作背景，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做了相应研究。但回归文本，不难发现朱彝尊在《棹歌》自序中已经明确阐

明了创作缘由：前五句是内容和情感，其后四句是文体和形式，最后一句是诗人期望达到的影响和效果。因此，本文将结合朱彝

尊的自序，从形式上的客观因素和内容情感上的主观因素两个最主要的方面来分析其创作渊源。 

(一)棹歌文体：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棹歌》自序中，朱彝尊写道：“语无诠次，以其多言舟楫之事，题曰‘鸳鸯湖棹歌’,聊比竹枝、浪淘沙之调。”[1]32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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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棹歌》是模仿竹枝词写成的，或者说它是竹枝词发展到清朝初年与棹歌合流的必然产物。 

竹枝词最初是以纯民歌的形式存在的，在四川东部、河北西部流传甚广
[2]99

。竹枝词在诞生之初有祭祀功能，并伴随歌舞表

演形式。至元代，演唱与表演功能逐渐减弱，转为抒情与记述风土。刘禹锡在“民歌竹枝词”雅化为“文人竹枝词”的过程中做

出了卓越贡献。被贬为夔州刺史后，刘禹锡在巴渝地区生活了 23年。其间，他深入了解巴渝地区的风俗民情，特别是当地竹枝

歌。后来尝试将自己的诗歌创作与竹枝歌相结合，这引起了其他文人的关注并掀起了竹枝词创作的热潮[3]93-95。 

棹歌起先是渔民行舟时所唱的渔歌。“棹歌”之称最早见于唐代戴叔伦的《兰溪棹歌》,宋代开始，逐渐与兴盛的风土诗结

合起来。而风土诗的兴盛也催生了大量大型风土组诗和联章体组诗。可以说自宋代起，部分“咏风土”类的棹歌开始承担“竹枝

词”的功能。但此时风土诗尚未与竹枝词完全合流。 

到了明代，竹枝词与棹歌等其他形式民歌合流的步伐加快。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市民消费观

念和审美风尚，以民歌、通俗小说、戏曲等为代表的俗文学成为社会主流形式；二是地域文学的兴盛，地方志的修纂开始兴起，

明人的地域意识也开始加强。竹枝词作为一种从民间发展而后被文人雅化的艺术形式也成为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从明中期起

竹枝词已经逐渐成为风土诗的代名词，后范围进一步扩大。
[3]97

 

叶晔在《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中指出：“中国风土诗歌的聚合式演进，主要表现为两条线索。一条是

表象层面的文体聚合，即以竹枝词为主线，先后与棹歌、杂咏、杂事诗、百咏等其他诗歌合流。另一条是内涵层面的功能聚合，

即竹枝词的发展演变，本质上是以竹枝词为代表的风土诗与纪行诗、景观诗等其他地方诗歌类型互动影响的一个过程。”[4]164 

《棹歌》便是竹枝词与棹歌合流的产物，是几百年来竹枝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与中华各地文化融合交织的必然选择。因此呈

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包罗万象的集大成感，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既有民歌的清新通俗，又有文人的雅致和情思。在形式上，《棹

歌》与竹枝词一样采用七言四句进行创作 5。在内容上，它既像风土诗那样描写地方风土人情，又用极其细腻温婉的语言描写景

色，民间传说和历史典故又增添了其厚重感和文化内涵，字里行间流露着诗人爱恋故乡、厌倦幕府、向往自由等复杂而深沉的情

感。在语言上，多用地方方言和俚语。比如“侬家放鹤洲前水”(其一),“侬家”为吴地方言。“原田角角野鸡鸣”(其十七),用

叠音象声词亦是民歌化的表达。好用谐音和双关。比如“莫漫将侬半逻抛”(其三十八)中的“半逻”与“半路”谐音；“一曲春

波潋滟斜”(其五十)中的“春波”既是桥名又是春水之波，“七星桥下是儿家”(其五十)中的“七星”既是桥名也与北斗七星

隐合，它们是谐音的双关语，又是生动的比喻。6诗歌形式演变的时代大环境，是《棹歌》创作的客观条件。 

(二)思乡之情：运河南北的情感连接 

朱彝尊故居在嘉兴碧漪坊，往北不远就是北丽桥，大运河从桥下流过。17岁前，朱彝尊一直生活在这里，清兵占领嘉兴后，

朱彝尊一家多次迁居，最后定居在郊外梅里古镇(今秀洲区王店镇)。离开故乡后诗人四处漂泊，辗转北方各地做幕僚，幕僚生涯

最后一站是北京的潞河，也是《棹歌》的创作地点。诗人在大运河的最北端书写大运河最南端的风景和故事。他的一生与大运河

结下不解之缘，大运河构成了他诗歌中重要的组成成分。百首《棹歌》便是其中之一，全面反映了明清时期嘉兴运河两岸的风情。 

“甲寅岁暮，旅食潞河，言归未遂，爱忆土风，成绝句百首。”这是朱彝尊在自序中的第一句话。 

“甲寅岁暮”是康熙十三年(1674)末，这时朱彝尊 45岁。朱彝尊出身于官宦世家，曾祖父朱国祚是明万历进士，祖父朱大

竞曾官至云南楚雄知府。而到朱彝尊这一代已家道中落，他的青年和壮年时期都是在战乱和贫穷中度过的。顺治二年(1645)清兵

南下，占领嘉兴，同年诗人入赘冯氏。17岁的朱彝尊为躲避战乱随岳父徙居练浦塘东之冯村。“我欲悲歌，谁当和者?四顾无人，

茕茕旷野。”(《悲歌》)这首小诗含蓄而深沉地反映了青年诗人心境的寂寞与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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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生于明王朝，且曾祖父、祖父、嗣父、伯父等均为明朝重臣，叔祖朱大定，姑父、五经进士谭贞良均抗清而死。异族

入侵、前明倾覆、国仇家恨、生灵涂炭之事实，使朱彝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清之路。朱彝尊同抗清志士屈大均、魏耕、朱士稚

等交接甚密，多次往来于山阴道上，是山阴秘密抗清团体的成员之一。随着郑成功水师之败绩，山阴团体抗清事泄，通海案发，

魏耕、钱缵曾被处死，康熙元年(1662)十月，朱彝尊不得不远走浙江永嘉，入王世显幕以避其祸。[5]49-52 

“旅食潞河”说的就是朱彝尊漫游各地做幕僚的事。为了维持生计，朱彝尊必须离开家乡四处谋食。科考出仕则意味着背弃

遗民品格，朱彝尊只得另寻他径：先是居家授徒，然所得往往入不敷出，为提高收入，选择了游幕。游幕是士人普遍的一种谋生

手段，如顾炎武所云：“食贫居约而获游于权贵之门，常人之情鲜不愿者。”[6]167 

若把朱彝尊自顺治十三年(1656)授业于杨雍建宅作为“家贫客游”的起点，康熙十七年(1678)入京待考博学鸿儒科看作漂

泊结束，那么诗人的游幕生涯长达 23年。顺治十三年(1656)游广东高要知县杨雍建幕、顺治十七年(1660)游浙江宁绍台道宋琬

幕、康熙元年(1662)游永嘉王世显幕、康熙三年(1664)游山西按察副使曹溶幕僚、康熙五年(1666)游山西布政使王显祚幕僚、康

熙六年(1667)游直隶宣化守备严宏幕僚、康熙七年(1668)游山东巡抚刘芳躅幕僚、康熙十二年(1673)游潞河龚隹育幕府。[7]8 

《棹歌》创作于康熙十三年(1764)春节，时年诗人正为潞河龚隹育幕僚。潞河在今天的北京通州区。北京潞河与嘉兴，一个

是京杭大运河北边的起点，一个是大运河南边傍河的都会 7,虽为一条河却隔着千里之遥。连接南北的大运河，也把身处异地他乡

的诗人与江南的故乡紧紧连在了一起，通过这条大运河遥寄相思。春节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但为了生计只能“言归未遂”,诗

人愈发“爱忆土风”。在《棹歌》的后几首，诗人越发流露出对归家的渴望。如第九十九首：“归人万里望邱为，白酒黄壶瓠作

卮。来往棹歌无不可，西溪东泖任吾之。”唐代邱为归家后饮酒吟咏，自由自在，“西溪”在今运河西岸，明代学者鲍恂曾隐居

于此，诗人渴望自己归来后也要哼着船歌，西溪东泖任去留，反映了对幕僚生活的厌倦和对家乡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山河破

碎，异乡漂泊，他将对故国的怀想、对故乡的思念都倾注在《棹歌》中，遂“成绝句百首”。自序区区 21个字，背后却是 45年

的岁月留在诗人心底的印记，寥寥数语，言有尽而意无穷。 

二、《棹歌》百首诗歌的内在联系 

《棹歌》内容之丰富使之被称为“有韵的地方志”。按照“名胜古迹”“地方特产”“文化民俗”“历史及地方名人”四

个板块将诗歌在内容上进行简单分类，通过查阅《棹歌》诗人后注、《至元嘉禾志》《光绪嘉兴府志》《嘉兴市志》等地方文献对

名胜古迹的地理位置、历史渊源、奇闻趣事、民间故事以及存亡情况进行了整理，对地方特产和风俗文化做了相应的注释，对历

史和地方名人的生平事迹做了简单归纳。《棹歌》中写到的名胜古迹共有 111处(有几处名胜古迹不止在一首诗中出现)、地方特

产 31种、文化民俗 7类(其中唱棹歌共出现四次)、历史和地方名人 28位。 

诗歌中描写的人、事、物彼此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一般情况下，风土百咏组诗在结构上较为散漫，大多随物赋形，写景

抒情都很自然。清代竹枝词组诗以多首七言绝句连章而成，即便数量达到一二百首，但是每首诗仍能单独成篇，就如屏风一样，

有各自的主题，或描写景观，或描写风俗，或讲述历史人物，这些组合的小分体相互勾连，并列铺陈开来，平行构成一个多层次

的有机整体。 

尽管如此，风土百咏组诗在逻辑上依旧有一定的联系，虽然相对独立但也相互依存。戴伟华先生说：“在表现区域文化的诗

歌写作中，组诗的认识价值和艺术魅力在于其丰富性、自觉性、系统性和独特性。”
[8]107

百咏诗作为组诗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篇

幅众多，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多首诗歌统摄于一本诗集名下，使原本庞大杂乱的内容得以很好地整合与排列在一起，有利于从整

体上观照某地风土民俗。[9]42 

《棹歌》亦是如此。表面上百首诗歌内容庞杂、编排随意，其实这中间有一条主线，能最大程度把百首诗歌串联在一起。这

个主线最直观的体现就是江南水乡文化。诗歌中描写的景观和建筑、富饶的物产和繁荣的商贸、嘉禾人文风情与民间风俗都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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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乡文化的重要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不同的地区孕育着不同的地方文化，西南地区的巴蜀文化、福建的八闽文化、

山东的齐鲁文化……因此，不同地区的竹枝词等民歌反映的内容和线索各不相同。但是用地域文化去串联这一百首诗歌的内容，

未免有一些宽泛和直接。之前学者们在研究《棹歌》内容的时候往往只停留在了江南水乡文化这个层面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其水乡

文化为什么会形成，有没有将水乡文化从名胜古迹到经济贸易再到风俗人情都串联在一起的事物，以及诗人贯穿全诗的情感寄

托是什么。找到推动嘉兴水乡文化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以及诗人的情感寄托，才算是找到“串联全诗的中心线索”。 

(一)水乡文化的重要成因：湖泊与河流 

嘉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从景观、建筑、饮食、民俗，到经济贸易发展都离不开“水”。湖泊与河流是“水”的载体，亦是

水乡文化之魂。嘉兴的湖泊当以鸳鸯湖为代表。现在大家普遍把鸳鸯湖和南湖等同起来，从广义上说，鸳鸯湖就是现如今的南

湖，但严格说来，鸳鸯湖指的是西南湖。《嘉兴市志(下)》记载：“西南湖分东西两湖，因两湖形状似鸳鸯交颈，或说湖中产鸳

鸯，雅称鸳鸯湖。近代鸳鸯湖亦为南湖雅称。朱彝尊《鸳鸯湖棹歌》即因作者祖居西南湖而取名。”[10]1852可见诗人用“鸳鸯湖”

来命名，一是因为诗人对家乡常住地的思念，二是因为鸳鸯湖自宋代以来就是嘉兴名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代指整个嘉兴地

区。 

不同于武汉的长江或广州的珠江，嘉兴虽然河网密布，却没有自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嘉兴市域水系总体上属长江水系太湖流

域，因京杭运河为贯穿市境的主干河道，而其他支干河道均与之相关成系，所以也称“运河水系”。嘉兴因运河而生。京杭大运

河(嘉兴段)为江南运河要冲，全长约 110 公里，由北而南从吴入越，首站即是嘉兴，与钱塘江交汇于嘉兴境内，沟通了五大水

系。隋以前，今苏杭之间，以嘉兴为中心，早有水道可通。隋开通江南运河，在此段多是利用或遵循旧时的河流或水体加工开凿、

掘深、拓宽、截直的。唐时，以嘉兴城为中心的运河水网体系形成：南湖由运河各渠汇流而成，上承长水塘和海盐塘，下泄于平

湖塘和长纤塘；嘉兴环城河由运河、秀水、濠河以及与其相连的西南湖等部分构成，西北段(分水墩—西丽桥)长 2.6公里，历史

上兼作大运河主航道。杭州塘、苏州塘、长水塘、冬瓜湖塘(又名长纤塘)、海盐塘、平湖塘、嘉善塘、新塍塘等 8条人工运河呈

放射状从四周汇聚嘉兴，连通运河环城嘉兴段，形成“运河抱城，八水汇聚”的独特运河水系城市景观，这是区别于江南其他水

网城市的重要特点。[11]34 

从湖泊与河流的关系来看，湖泊往往是河流的组成部分。因为湖泊本身是相对静止的，流动性较差，要靠河流将其与别处水

域沟通联结起来。而湖泊又对河流具有调节作用，二者相辅相成。对于嘉兴来说，鸳鸯湖是大运河流经的重要水域，是大运河的

重要组成部分。 

大运河改变了嘉兴长期偏于江南一隅的封闭状态，完成了南北运河的贯通，使嘉兴成为交通干线的一个节点。运河沿岸的许

多颇具江南特色的风景名胜，也让嘉兴形成水网纵横、河湖环绕的城市布局，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富饶的物产和便捷

的水上交通又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优美的水乡风光和湿润宜人的自然环境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嘉兴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

俗，涵养出嘉兴人含蓄温润的性格特点。总之，包括鸳鸯湖在内的大运河水系，是嘉兴江南水乡文化形成的最关键要素。 

(二)湖泊河流的情感折射：思乡念家 

运河除了与嘉兴水乡的形成与发展有紧密联系，也与诗人有紧密联结。前文已写到朱彝尊出生于运河畔的江东都会，祖居西

南湖；离开家乡四处漂泊最终在运河最北端结束了游幕生涯；生命的最后又回到故乡，潜心学术。贯穿南北的运河见证了诗人颠

沛流离的一生。《棹歌》里的每一首诗几乎都与故乡的河、故乡的湖、故乡的水有关，因为这是他记忆中最能代表故乡的事物。

诗人以运河为根创作了许多诗篇：有表达反清爱国情怀的《舟经震泽》;有以描写运河江水、传颂爱情的名篇《桂殿秋》;即使后

来朱彝尊长期离家走南闯北时，他也时刻记挂着那运河边的家乡，《棹歌》就是最好的证明。朱彝尊的棹歌组诗，几乎涉及社会

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他的带动号召下，嘉兴运河两岸兴起了一个写“棹歌”的高潮。据嘉兴市图书馆不完全统计，嘉兴运河两岸

各县(市、区)保存的冠名于“棹歌”的诗集有近百种之多，数量当以万计。诗人笔下的棹歌是一部嘉兴运河的风情史，是运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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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运河与嘉兴、运河与诗人两方面可以看出联结《棹歌》一百首诗歌的核心纽带正在于此。 

三、《棹歌》中的运河文化 

《棹歌》中直接描写运河的有两首，均描写桐乡：“郎牵百丈上官塘 8,客倚篷窗晚饭香。黄口近前休卖眼，船头已入语儿

乡。”(其七十六)“轻船三板过南亭，蚕女提笼两岸经。曲罢残阳人不见，阴阴桑柘石门 9青。”(其七十七)这两处对于运河的

描写是直接易见的，但是仔细分析后便会发现与运河息息相关的诗歌远远不止这两首。 

 

图 1运河流域的景点建筑群 

(一)建筑与古迹：运河文化的物质载体 

纵观一百首诗歌，其实处处都有运河文化的印记。现仅以嘉兴市区内的运河流域为主要分析对象。《棹歌》中写到的运河沿

岸代表性建筑和古迹大多也集中在市区，共写到了 36处，其分布呈“小范围”聚集的局面，大致可以分为“三塔及周边”“鸳

鸯湖及周边”“范蠡湖及周边”“子城及其内部”“人民公园周边”“苏州塘城北段”“环城西路段”“建国路北段”八个核

心区域，此外还有 3条人工水道连接市区和下属县城以及王江泾镇的射襄城。具体见图 1所示。 

36处建筑和古迹在《棹歌》中的具体诗句以及在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如表 1。 

表 1嘉兴运河沿岸名胜古迹详情 

地

理

位

置 

名

称 
诗句 详情 

三

塔

三

塔 
遥看三塔小如针(其二十五) 

运河沿岸颇具代表性的建筑。《至元嘉禾志·三塔白龙潭

记》曰：“漕渠出通越门，直西三里，斗折以北，面其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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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周

边 

为今景德寺。前有三塔枕其流，流之深倍，左右四尺……

鼎足镇之，所谓三塔者也。塔出成，炅光夜明，险害乃

已。”[12]232 

学

绣

塔 

学绣女儿行水浔(其二十五) 
朱彝尊后注曰：“城西学绣里，俗传西子入吴，刺绣于

此。”[1]71学绣里境内有学绣塔，濒临运河。 

西

丽

桥 

西丽桥来北丽桥(其六十二) 

在市区三塔路，横跨运河，宋代已有桥名。《光绪嘉兴府

志》记载：“在县西南二里，通越门外。咸丰末毁，光绪

二年(1876)知府许瑶光请帑重建。”[13]卷五 

西

水

驿 

西水驿前津鼓声(其十七) 

为嘉兴境内古驿站之一，故址在今西丽桥附近。据《至元

嘉禾志》记载：“西水驿，船三十只，船户三百户。”[12]64

现存西水驿碑位于嘉兴市区斜西街西端环城西路西侧、京

杭运河环城段东岸，是第六批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黄

叶

庵 

满村黄叶一僧归(其八十七) 

黄叶庵，释智舷所筑，故址在嘉兴西郊三塔之南。万历二

十八年(1600),智舷重修金明寺的“湖天海月阁”,后因房

产被人侵占，筑秋水庵于三塔之南。庵边有高树数十株，

秋深叶红黄如绣，遂更名黄叶庵。 

鸳

鸯

湖

及

周

边 

放

鹤

洲 

侬家放鹤洲前水(其一)不住裴公岛上啼(其十三)最

好南园丛桂发(其六十一) 

今在嘉兴鸳鸯湖(现称西南湖)畔，据《光绪嘉兴府志》记

载：“鹤渚，在县南二里宣公旧宅放鹤之所，即裴岛是

也。”[13]卷十四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著名词人、礼部郎中朱

敦儒寓居嘉兴，辟裴岛为放鹤洲。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渐

趋荒废，2004年南湖景区重建放鹤洲公园。 

真

如

塔 

夜半真如塔火明(其一) 

在嘉兴市区城南路，放鹤洲西边。《至元嘉禾志》记载：

“真如院，大中十年，裴相休舍宅为寺，改为至德院，无

著大师住持，而雪峰和尚住庵。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

名……庆元三年十月，又见宝塔于其北。”[12]卷十一 

鸳

鸯

湖 

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棹歌声。(其一)湖东不

住住湖西(其二)自从湖有鸳鸯目，水鸟飞来定自

双。(其七)城北城南尽水乡，红薇径【注文 9】外是

回塘。(其十六)棹入南湖秋月斜。(其三十三)马场

【注文 10】渔溆几沙汀。(其六十一)郎家湖北妾湖

南。(其八十) 

略(见正文) 

煮

茶

亭 

画桡【注文 11】长泊煮茶亭(其六十一) 

煮茶亭亭址有五【注文 12】,朱彝尊《鸳鸯湖棹歌·其六十

一》后注：“南园余叔宜春令别业，有桂树四木，高俱五

丈。苏子瞻煮茶亭在此。”
[1]125

南园即放鹤洲，说明此处亭

址为放鹤洲旁煮茶亭。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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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

位置 
名称 诗句 详情 

范蠡

湖及

周边 

金明

寺/范

蠡祠 

寂寞城隅范蠡祠(其四十八)

金陀坊冷寺钟昏(其六) 

在今范蠡湖公园内。寺建于南宋，是嘉兴古寺之一。与范蠡湖、西施妆台一

起，同为嘉兴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光绪嘉兴府志》记载：“相传范蠡故

宅，宋乾道八年创开禧元年赐额，绍定辛卯僧祖寿建千佛阁。”[13]卷十八 

倾脂

河 
倾脂河畔落花多(其三) 

又名“胭脂河”。《光绪嘉兴府志》记载：“相传西施曾倾脂水于此。”[13]卷十二

倾脂河解放初尚在，沿嘉兴城隍庙与楞严寺东墙北流，今其故道已为禾兴路路

基。 

西施

妆台 

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

爪痕添(其二十)落花三月葬

西施(其四十八) 

《棹歌》中没有直接对西施妆台的描写，但却多出写到了西施的故事。西施妆

台今在范蠡湖公园内，是嘉兴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金陀

坊 
金陀坊冷寺钟昏(其六) 

为宋元时嘉兴七十坊之一，故址在范蠡湖附近。岳飞之孙岳珂曾在嘉兴兼管内

劝农事。金陀坊内有宋宁宗赐给岳珂的宅第。据《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岳

珂宅，在阜城门内，珂嘉定中守嘉兴，后寓居金陀坊，著《金陀粹编》【注文

13】。”[13]卷十五 

槜李

亭 

槜李亭荒蔓草存(其六)至今

人说小长芦【注文 14】(其

八十六) 

嘉兴春秋时称槜李。吴越争雄时越国曾在此大败吴军，后人建亭纪念。亭址有

二：一是诗中所说金明寺北，另一是在嘉兴新塍镇陡门村本觉寺附近。《光绪嘉

兴府志》记载：“县治西南二十七里，本觉寺即吴越战地，后人立亭以识，久

而倾圮。”[13]卷十四 

子城 

子城 夜深长照子城西(其八十五) 

嘉兴最早的城垣。始筑于三国吴黄龙三年(231)。唐末，嘉兴筑新城，原城被称

为子城，垣内成为嘉兴历代官署所在地。全部城垣至近代已拆除，仅存在谯楼

系光绪三十四年(1908)修建。2021年子城遗址公园全面开放，子城面貌焕然一

新。 

花月

亭 

倅廨偏宜置酒过，亭前花月

至今多。不知三影吟成后，

可载兜娘此地歌?(其八) 

据《至元嘉禾志》记载：“宋倅张子野创此亭，取‘云破月来花弄影’【注文

15】之句。”[12]78《宋词三百首笺注》曰：“张先为嘉禾判官时，在仁宗庆历元

年，年五十二岁。”[14]9花月亭毁于清咸丰年间。后重建，在今子城内。 

怀苏

亭 
怀苏亭子草成蹊(其八十五) 

建于宋代。因与苏小小墓相望，故名。朱彝尊《鸳鸯湖棹歌·其八十五》后

注：“怀苏亭在府治。”[1]161 

镜香

亭 
荷花开满镜香亭(其十九) 为子城府衙内建筑，清代已废。 

金风

亭 
金风亭子入春凉(其四十七) 在子城西，早已废圮。朱彝尊晚年号金风亭长。 

六鹤

塘 
六鹤空堂旧迹迷(其八十五) 建于宋，在子城府衙内，已无迹可循。 

人民

公园

春波

桥 
一曲春波潋滟斜(其五十) 

在嘉兴市区解放路、人民公园西北角。后因拓展路段而对春波桥进行改建，

1968年在解放路居民密集区开了一条三十二米宽的长水新河，取名解放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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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 宣公

桥 
宣公桥南画骨挝(其三十三) 

在嘉兴城东，因纪念唐代名相陆贽【注文 16】得名。据《光绪嘉兴府志》记

载：“在县治东一里跨月河上。相传为陆宣公建。”[13]卷五 

 

地理

位置 
名称 诗句 详情 

苏州

塘城

北段 

杉青水闸 
历历杉青古闸西

(其五十五) 

运河嘉兴段重要水闸，宋代即已存在。南通钱塘，北抵姑苏，船都要过此闸。古时这

里帆樯如林，亭台入画，“杉闸风帆”是嘉禾八景之一。后因水流变化，闸废。20世

纪 80年代复建。 

落帆亭 
亭前灯火落帆齐

(其五十五) 

是古代杉青闸旁的一处园林。始建于宋代，为当时官吏和过闸客商游憩之所。1988年

政府对园林进行修葺。2013年“大运河·落帆亭”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秋泾桥 
秋泾极望水平堤

(其五十五) 

在市区与塘汇交界处，横跨秋泾河，为单孔拱形石桥，长 60米。2013年“大运

河·秋泾桥”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百步桥 
百步桥南解缆初

(其九十三) 
位于杉青水闸北端，跨南横港，紧靠京杭大运河。 

穆湖 

穆湖莲叶小于钱

(其十二)南湖菱胜

北湖【注文 17】

偏(其九十一) 

又称“穆溪”,现名“穆河溪”,在今秀洲区陶家桥村。据《光绪嘉兴府志》记载：

“在县西北三里，此水接上谷湖入太湖。”[13]卷十二今运河北段有穆湖溪生态湿地。 

三过堂 
三过堂东开夕阳

(其八十七) 

在新塍本觉寺。相传苏东坡与蜀僧文长老友善，文长老时任嘉兴本觉寺方丈，东坡任

杭州通判期间，三过嘉兴本觉寺，三访蜀僧文长老，三次皆题诗以记。“诗有曰：三

过门前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因名其堂。”[13]卷十四南宋嘉定年间，寺僧建三过堂，

内供苏东坡塑像。 

建国

路北

段 

北丽桥 
西丽桥来北丽桥

(其六十二) 

位于嘉兴市区建国路北端，横跨运河，始建于宋初。据《光绪嘉兴府志》记载：“在

县北二里，望吴门外。相传秀水在桥东，所谓天和景明则水漾五色，见者多获福利者

也。”
[13]卷五

如今的北丽桥已经变成了一座廊式新桥。 

环城

西路

段 

月波楼 

夜深啼上月波楼

(其五)露荷珠缀夜

凉时(其十四) 

月波楼旧址在嘉兴环城西路与勤俭路交口的南侧，靠近环城河处，据《至元嘉禾志》

记载：“在郡治西北二里城上，下瞰金鱼池……楼成，置酒其上，乃为之记云：‘望

而见月，其大不过如盤盂，然无有远近，荣光必照。而秀泽国也，水滨之人起居饮食

与水波接。令狐君乃为此楼，名以月波，意将揽取二者于一楼之上也。’”[12]74 

金鱼池/

金鱼院

【注文

18】 

金鱼院外即通津

(其二十三) 

嘉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发现金鱼的地方之一。据《光绪嘉兴府志》记载：“秀水县月

波楼下为金鱼池，唐刺史丁延赞【注文 19】得金鲫于此，后为放生池。”[13]卷三十三 

绕城

八水 
长水塘 

长水风荷叶叶香

(其三十一) 

朱彝尊《鸳鸯湖棹歌·其三十一》后自注：“长水，秦时所凿。”[1]80为环绕嘉兴市区

的“八水”之一。现在的长水塘源于天目山，苕溪水经桐乡市流至硖石称长水，再往

东北流入嘉兴西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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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塘/海

盐塘 

横塘游女荡舟回

(其五十六) 

即海盐塘。据《光绪嘉兴府志》记载：“横塘，一名海盐塘。在县南五里。自南湖转

路马塘庙而上南至海盐县谓之横塘。”[13]卷十二 

汉塘/平

湖塘 

晓发当湖溯汉塘

(其六十四) 

嘉兴至平湖的河道，旧时称汉塘，现名平湖塘。两岸均栽桑，“汉塘春桑”为嘉禾八

景之一。 

冬瓜堰 
泊遍冬瓜堰外船

(其九十一) 
东郭湖俗名东瓜湖，在郡城东北带。就有堰，以蓄水，后开堰置桥。 

王江

泾 
射襄城 

射襄城北南风起

(其三十二) 

位于王江泾镇东运河边。相传春秋时，吴国在王江泾筑射襄城。朱彝尊《鸳鸯湖棹

歌·其三十二》后注曰：“城北王江泾有射襄桥，俗讹为寿香桥，即射襄城故

址。”[1]82 

 

除了明确写到的运河沿岸的建筑和古迹，《棹歌》还描述了很多水域：11 个湖泊、7 条溪流、15 座桥、10 处水塘、10 余处

河池驿泾堰，“水”在《棹歌》中所占比重是最大的，这正是运河开通后嘉兴形成了水网密布、河湖纵横的城市布局的体现。不

是气势磅礴的大江大河，而是连绵曲折的小溪小河，正是小溪小河可以流入寻常百姓家门前，所以会出现非常多的可供人们日常

行走的桥，会出现代表早期商业贸易的渡口和驿站，会出现傍水而居、以船代步的生活画面和与水紧密相关的风情民俗。 

(二)物产与商贸：运河文化的经济体现 

江南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运河开通后形成的水网纵横的城市格局，让嘉禾一带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首先体现在粮食

丰收上。《棹歌》第九十五首写道：“父老禾兴旧馆前，香秔熟后话丰年。楼头沽酒楼外泊，半是江淮贩米船。”借父老聚拢一

处闲话丰年与酒楼码头泊满江淮粮船、商贾如云等景象描写，反映了唐宋以来嘉兴作为江南粮仓的经济地位和粮食交易的兴旺

发达。唐李瀚《嘉兴屯田政绩记》曰：“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10 

除了稻米，嘉禾还有蚕桑、棉花、丝绸等物产。如“村边处处围桑叶”(其十)、“红蚕四月已三眠”(其十八)、“村中桑斧
11 响初停”(其十九)、“织成锦衾碧间红，缭以吴绵四五通”(其二十九)、“五月新丝满市廛，缫车响彻斗门边”(其五十八),

从侧面反映出嘉禾地区经济繁荣的面貌。 

不仅物产丰富，运河聚落依托运河这一黄金水道，以漕运为主导功能，同时促进商业、贸易、运输、仓储等多方面的产业发

展，大运河嘉兴段的聚落普遍是经济文化重镇。“金鱼院外即通津，转粟千艘压水滨”(其二十三)中的“金鱼院”在小西门附

近，小西门濒临运河，是水路中转枢纽，这句诗写出了运送粮食的船只数量之多、水上贸易的繁荣。“漏泽寺西估客多，楼前官

道后官河”(其五十七)中的“估客”是贩货的行商，可以窥见明清之际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寺前官道，桥畔官河，水陆交通十

分便利。“须知美酒乌程到，遥见新塍一片帆”(其六十)展现了乌程美酒销往嘉兴数量之多以及新塍酒税机关事务的繁忙。“石

尤风急驻苏湾，逢着邻船贩橘还”(其九十四)写游船停泊与贩橘船相遇之事，水运便利、贸易兴盛、物产富饶的江南城镇跃然纸

上。 

(三)风俗与人情：运河文化的人文内核 

运河带动了城镇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文化娱乐活动也因此趋于活跃。如第四十七首写道：“酒市茶寮总看场，金风亭子入春

凉。”酒楼茶馆都是说书唱戏的场所，金风亭子虽然春寒料峭，但去听说书的人依然兴致不减，写出旧时嘉兴城里酒楼茶馆洋溢

着的浓郁的文化氛围。又如第五十七首写道：“正值喧阗日中市，杨花小伎抱筝过。”时值日中，市场交易，喧闹繁华，吴船歌

女，入市唱曲，百年前嘉兴市区经济兴盛、文化繁荣的情景宛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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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由发达的经济带来的人们消费水平和审美观念的提升，运河贯穿的嘉兴城也孕育出许许多多因水而生的地方风情民俗。

“唱棹歌”在诗歌中有四处描写：“菱花十里棹歌声”(其一),“春城处处起吴歌”(其三),“四更枕上歌声起”(其九十

一),“来往棹歌无不可”(其九十九)。两处在开头，两处在结尾，首尾呼应，应和标题。小桥流水的江南，舟楫随处可见，鼓棹

而歌的吴音也成为了朱彝尊心中最动听的故乡之音。 

还有关于传统节日热闹场景的描写，如第五十二首曰：“江楼人日酒初浓，一一红妆水面逢。不待上元灯火夜，徐王庙下鼓

冬冬。”这首诗记录了人日 12这一天嘉禾城的热闹，人群中洋溢着热闹又幸福的气息。江楼上熙熙攘攘，宴饮正酣，盛装出行的

女子三五成群，荡着游船，水面上欢声笑语一片。还没到正月十五元宵佳节，徐王庙前已经人头攒动，锣鼓喧天。 

运河畔还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比如《棹歌》中大量记载的西施范蠡的故事，“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底

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其四十八)又比如苏东坡和文长老的交往，“桑边禾黍水重围，时有秋虫上客衣。三过堂东开

夕阳，满村黄叶一僧归。”(其八十七)桑林成片，禾黍丰茂，运河及其支流将本觉寺重重环抱，东坡任杭州通判期间，三过本觉

寺，三访蜀僧文长老，三次皆题诗以记。“诗有曰：三过门前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因名其堂。”[13]卷十四南宋嘉定年间，寺

僧建三过堂，内供苏东坡塑像。两人交往成为文坛与丛林流传佳话。 

运河滋养下的江南水乡，婉约灵动，温柔秀丽，自然环境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江南人民。《棹歌》中除了描写江南民俗风情

和市民们的娱乐活动，还有一部分是用来歌咏男女之情的。尤其是有大量的以女子口吻吟唱的“情歌”。[15]23全篇提及的男女爱

情的诗歌共计 13首 13,占了《棹歌》较多篇幅。朱彝尊笔下的爱情故事朦胧而浪漫、清新而隽永，一如江南的自然环境。这样的

性格特点和表情达意方式，恰恰是运河文化的人文内核。 

托物起兴是《棹歌》中情歌最大的特点，也是它含蓄深沉的重要原因。“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这一点极类《诗经》。

《棹歌》的托物起兴好用语义双关。例如第三十一首：“长水风荷叶叶香，斜塘惯宿野鸳鸯。郎舟爱向斜塘去，妾意终怜长水

长。”前两句中“长水”“斜塘”既是两地自然风光，又语义双关：“长水”喻少女的情爱似长水之绵延不绝，“斜塘”则与

“邪唐”同音，“野鸳鸯”含蓄地批判男女非法姘居。后两句赞扬少女的专一忠贞，谴责男子用情不专，虽然情感上是气愤激烈

的，但表达出来却是含蓄内敛的。 

同样以地名切入，运用双关手法的还有第六十三首：“伍胥山头花满林，石佛寺下水深深。妾似胥山长在眼，郎如石佛本无

心。”这与刘禹锡“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竹枝词九首·其二》)有异曲同

工之妙。 

以景入情也是《棹歌》中情歌常用手法，如第三十六首：“三姑庙南豆叶黄，马王塘北稻花香。秋衣薄处宜思妾，春酒熟时

须饷郎。”前两句先写景物，“豆叶黄”“稻花香”暗示时节变换，多情少女时时刻刻都在关注心上人的起居生活，企盼情郎在

天凉时刻能想起自己，家中春酒酿熟时还准备给他品尝。景为情铺垫，细腻动人，颇具生活气息和民歌风味。 

再如第四十四首：“榆钱阵阵麦纤纤，野菜花黄蝶易粘。记送郎船溪水曲，平芜一点甑山尖。”读到后两句才明白前两句是

诗中少女站在溪水边目送心上人远去时的画面，但是诗人并未在起始就直接交代，仍然是以景入情。后两句这种写作方式类似于

苏东坡“登高回首坡陇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又似王摩诘“车徒望不见，

时见起行尘”(《观别者》)
[16]1-2

,视线会因送别之人渐行渐远而被拉得很远，语虽不同，其惜别之意同矣。 

运河滋润下的江南民俗、经济繁荣后的娱乐生活以及自然环境潜移默化孕育出的江南人含蓄温婉的特质，是运河文化的最

深刻的反映。 

总之，从《棹歌》里描绘的水乡文化的重要成因——湖泊与河流，再到湖泊与河流背后的情感折射——思乡之情，我们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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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运河”这条线索，把诗歌中“名胜古迹”“地方特产”“经济贸易”“风情民俗”“历史人物”等描写串联在一起。《棹

歌》的诞生既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演变的重要体现，更是诗人在异地他乡的运河北端思念运河南端的故乡的情感凝结。虽然看似

结构散漫、内容庞杂，实则通过“运河文化”这个核心实现了逻辑上的完整统一：大运河(嘉兴段)的开凿沟通了各大水系，使得

嘉兴形成“运河抱城，八水汇聚”的独特城市布局和水乡景观，运河沿岸的建筑和名胜自古以来都是嘉兴城亮丽风景线；水网密

布、河道纵横的布局也促进了农业灌溉，便利了水上交通，繁荣了水乡经济，早期资本主义雏形初现；而经济的繁荣又推动了文

化的繁荣和人们消费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或恬静温婉，或热闹喧阗，丰富多彩的地方民俗也因水应运而生。在运河文化的滋

养下，江南人民含蓄内敛、温柔深沉，同时这又构成了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出现了一大批应和朱彝尊的同名棹歌，

大运河的故事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文人手中不断书写着。 

参考文献： 

[1]朱彝尊.鸳鸯湖棹歌[M].蔡明，笺注.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1-183. 

[2]张莹.浅析唐代竹枝词的兴起及艺术特点[J].名作欣赏，2020(32):99-100. 

[3]贠娟，李中耀.文人竹枝词的历史转承与文化变迁[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2):93-100. 

[4]叶晔.竹枝词的名、实问题与中国风土诗歌演进[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144-164. 

[5]张宗友，薛蓓蓓.“谁怜春梦断”,“相期作钓师”——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与难归[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

报，2019(4):44-56. 

[6]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167. 

[7]崔晓新.清初大家朱彝尊政治转变考论[J].嘉兴学院学报，2021(1):5-13. 

[8]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M].北京：中华书局，2006:107. 

[9]魏倩.宋代风土百咏诗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3:10-55. 

[10]嘉兴市志编纂委员会.嘉兴市志：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1852-1853. 

[11]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嘉兴·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本：B[Z],2011:34-108. 

[12]单庆修，徐硕.至元嘉禾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2-46,67-71,78-99,171,232-233. 

[13]许瑶光，吴仰贤.光绪嘉兴府志：[M].鸳湖书院刻本.1878(清光绪四年). 

[14]上疆村民.宋词三百首笺注[M].唐圭璋，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9. 

[15]钱有江.略论鸳鸯湖棹歌体诗歌创作现象及其地方文化特色[J].嘉兴学院学报，2005(4):21-23. 

[16]苏轼.苏轼选集[M].王水照，选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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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春节”这一说法来自于 1999年宁波出版社出版的《鸳鸯湖棹歌》蔡明先生所作的前言部分。 

2(1)陈水根的《鸳鸯湖棹歌试论》当为发轫之作,从棹歌发展史的角度梳理了《鸳鸯湖棹歌》。 

3(2)吴淑娇《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研究》重点分析朱彝尊在题材、形式、语言上对“棹歌体诗歌”的创新。 

4(3)相关论文有:胡剑《明清鸳鸯湖唱和研究》;孙逊,裴宏江《明清江南城镇的兴盛及其文化辐射功能——以〈鸳鸯湖棹歌〉

的唱和为考察中心》;钱有江《略论鸳鸯湖棹歌体诗歌创作现象及其地方文化特色》。 

5(4)七言四句是文人竹枝词的主流形式,部分诗歌存在七言二句、五言四句等变体形式,但数量少。 

6(5)正文所引用的《棹歌》诗句均参照朱彝尊《鸳鸯湖棹歌》(蔡明笺注,宁波出版社,1999),下文有引用诗句之处不再标出。 

7(6)明弘治《嘉兴府志》记载:“嘉兴为浙西大府”“江东一都会也”。 

8(7)这里的官塘是大运河现今镇江至余杭一段,称江南运河或江南河。 

9(8)这里的南亭就是桐乡崇福镇,是大运河畔的千年古县城。石门,即桐乡石门镇,春秋时吴越以此为界,垒石为门,京杭大运

河南来自此急转往东。 

10(9)红薇径在南湖东岸,是宋代尚书潘师旦园林“会景亭”中一景。 

11(10)南湖原名马场湖,与鸳鸯湖并不完全等同,不过现在从广义上说,把南湖等同于鸳鸯湖也是可以的。 

12(11)画桡:画舫,桡:船桨. 

13(12)五处分别位于:三塔茶禅寺、本觉寺三过堂、真如寺、壕股塔院、鸳湖湖心。 

14(13)《金陀粹编》:岳珂撰,28卷,续编 30卷,为其祖岳飞辩冤而作,以其宅第在金陀坊名书。 

15(14)小长芦,即槜李亭,槜李亭旧号小长芦。朱彝尊晚年号小长芦钓鱼师。 

16(15)出自张先《天仙子》名句“沙上并禽池上暝,云破月来花弄影”。 

17(16)陆贽:嘉兴人,唐德宗时召为翰林学士、中书侍郎门下同平章事。勇于直指时弊,主张废除苛政,常向德宗进谏,因奸臣

陷害,贬忠州别驾。卒谥宣,世称陆宣公。 

18(17)北湖,即穆湖,因穆湖在城北,故又称北湖。 

19(18)周邦《金鱼池》曰:“月濠咫尺无多地,一族烟波属野人。”月濠即护城河,可见金鱼池位于运河东侧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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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此处人名存疑,《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三物产》“金鱼”中写作“于延赞”,《光绪嘉兴府志·卷十四古迹》“金鱼

池”中写作“丁延赞”。 

21(20)穰:丰收;康:丰盛。 

22(21)桑斧:剪桑叶的工具。 

23(22)人日,又称“人节”“人七日”,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节日,在每年农历正月初七。传说女娲初创世,造出了鸡狗猪羊牛

马等动物后,于第七天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日。 

24(23)十三首分别是其七、其二十三、其二十五、其二十八、其二十九、其三十一、其三十六、其三十八、其四十四、其四

十六、其六十三、其八十、其九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