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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咏常熟虞山的古诗研究

吴琪卉 陈子瑄 曹海晴

（常熟理工学院 江苏 常熟 215500）
摘 要：虞山在历史文化名城常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十里青山半入城”的独特人文景观吸引了历代诗人驻足，为后世留下

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 从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吟咏常熟虞山的古诗入手，赏析其中关于虞山山水草木、古寺古墓、特色物产的内容，
将有利于更好地传承虞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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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南有江南，江南苏州有常熟，常熟西北有虞山。 “人

文昌盛之邦，文物著于江南”的江南福地常熟人文灿烂、历史悠

长，而其悠久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笔便是虞山。 常熟

简称“虞”，正是得名于“十里青山半入城”的虞山。 历代文人墨

客在这繁华风流之地留下了许多精彩诗篇，其中吟诵虞山的诗

作近八十多首：有的欣赏虞山山清水秀、草木丰茂；有的赞叹虞

山古寺古墓群集、人文史迹丰富；有的喜爱虞山物产丰饶、极具

特色……这些或高阔或婉丽或质朴的美丽诗篇，一笔笔勾勒出

了十里虞山的动人风貌。
1 葱郁繁盛、灵秀多姿的山水草木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 山 半 入 城”，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常 熟

山、水、城融为一体，位于其西北郊的虞山峰峦浑厚，五峰参差；
其上草木华滋，风光旖旎。 自唐以来，便有许多吟咏虞山秀丽山

水的诗篇。
明人沈玄在《过海虞》中写道：“吴下琴川古有名，放舟落日

偶经行。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 齐女墓荒秋草色，
言公家在旧琴声。 我来正值中秋夜，一路哦诗看月明。 ” 全诗颔

联最负盛名，是吟咏虞山山势的经典名句。 “十里青山半入城”，
绵延的山脉苍翠如黛，蜿蜒入城，勾画了一幅山、水、城 融 为 一

体的和谐画卷。 虞山海拔并不高，但胜在山势蜿蜒，秀丽旖旎，
宛如一娟婉婀娜的美人；“半入”则给人以“犹抱琵琶半遮面”之

感，仿若美人持扇，半掩芙蓉面。 意境如画，引人入胜。
此外，民族英雄郑成功的《越旬日复同孙爱世兄游桃源涧》

也十分精彩。 全诗首句交代了游虞山桃源涧的起因：“闲来涉林

趣”；接着便是描绘山水草木：“松柏夹道许，绿 叶 方 繁 繁”、“桃

源何秀突，风清庶草蕃”、“孟夏草木长，林泉多淑气。 芳草欣道

侧，百卉皆郁蔚”等描绘了山间松柏夹道，草木葱郁，远离尘嚣，
清爽宜人的景色，“声调清越，不染俗氛”[1]。 尤其 是“孟 夏 草 木

长，林 泉 多 淑 气”一 句，学 习 借 鉴 了 陶 诗 《读 山 海 经 》首 联———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寥寥数笔便勾勒出草木葱茏、山泉

清凉的幽绝环境，也点明了此时时序。 “清气荡胸臆，心旷山无

言”、“乘兴快登临，好风袭我襟”展现了诗人的闲适、放松，表达

了诗人心胸舒畅、清明快爽的状态。 如此灵山秀水，佳林芳木，
怎能不令人“洒然灭尘根”。 瞿给事评此诗：“曲折写来，如入画

图； 一结尤清绝”，“瞻瞩极高， 他日必为伟器， 可为吾师得人

庆。 ”[2]

吟咏虞山山水草木的诗篇还有许多，佳句迭出。 “山晕太古

色，日高苍龙飞”（明·王鼎《虞山迭翠》）以雄浑的笔触道出虞山

山峦的宏伟蜿蜒；“烟树绿野秀，春风草路香”（明·郑成功《暮春

三月至虞山谒受之师同游剑门》） 以柔婉的笔调绘出草木的秀

丽繁盛……或雄浑或婉约的诗篇，道不尽这山水草木的写意风

流。
2 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古寺古墓

虞山人文景观多姿多彩，上至商周，下 至 明 清，人 文 荟 萃，

史迹丰富。 “此邦富文学， 高让亦前轨”（清·陶澍 《虞山拜言子

墓》），在众多古刹古墓等人文史迹之中，虞山北麓的兴福寺（即

破山寺）最负盛名，唐人常建的一首《题破山寺后禅院》令其名声

大噪。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

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 ”这首古朴浑融

的诗作，诗风“清而僻”（胡应麟《诗薮》），以简洁凝炼的笔触抒写

了诗人清晨游虞山北麓破山寺的观感， 简洁明快地描绘出这座

齐梁古刹的幽深寂静。 “他把心无纤尘的禅思融入杳渺空灵的诗

情之中，使其诗歌充溢着虚静玄远、委婉清幽的情趣。 ”[3]诗人题

咏的是佛寺禅院，抒发的是忘却世俗、寄情山水的隐逸胸怀；表

达了游览名胜的喜悦和对高远境界的强烈追求。 与这首千古流

传的佳作一样，诗中的主角兴福寺也依然繁盛，千百年来的香火

鼎盛，默默诉说着“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吴地信仰；宗教超凡脱尘

的力量，为子民送去精神的依托。
虞山东麓为吴地先祖仲雍之墓。仲雍本为商末周太王次子。

周太公钟爱幼子季历之子姬昌，欲传位于季历后立姬昌。仲雍与

兄泰伯体父意，主动避位，“乃奔荆蛮”（《史记·吴太伯世家》）。他

们断发文身，与民并耕，“衣冠开国俗，俎豆继春秋”（明·黄省曾

《仲雍墓》）， 将文明的火种播至南土， 是当之无愧的吴地始祖。
“太伯导仁风，仲雍扬其波”（晋·陆机《吴趋行》），他们至孝、高洁

的个人品格也影响了吴地子民千年，一直为人们所称颂。诗仙李

白在《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毫不吝啬赞美之词：“泰伯让天下，仲

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仲雍去世后葬在常熟乌目

山，因仲雍又名虞仲，乌目山便改名为虞山。 “如今，位于虞山东

麓的仲雍墓， 成为常熟这个三千多年历史文化名城一处独特的

精神遗产。 ”[4]

除此之外，还有诸多诗篇为我们展现了虞山的物华天宝，人

杰地灵。“白云藏古寺，钟磬出东林。殿覆千年树，台封百尺阴。一

灯悬慧照，片月见禅心。 愿受维摩戒，空山理梵音”（明·周诗《古

寺》）题写的是南宋古刹维摩寺；“路转城西最上峰，昔贤遗寝翠

微中。弦歌共沐流芳远，文学还钦吾道东”（清·瞿颉《谒先贤言子

墓》）述说的是虞山脚下“文开吴会，道启东南”的“南方夫子”言

偃之墓。此外，虞山上还有梁昭明太子读书台、梁救虎阁、南宋辛

峰亭，“元四家”之首黄公望墓、两代帝师翁同龢墓、清代文宗钱

谦益墓、小说家曾朴墓等。
3 多彩丰饶、益寿健体的特色物产

常 熟 虞 山 素 有“江 南 明 珠，虞 山 福 地”之 美 誉，其 上 物 产 丰

饶，特色物产久负盛名。 宝岩杨梅、虞山绿茶、桂花栗子闻名遐

迩；松树蕈、桂花酒、鸭血糯更是誉满中外。明人丁奉在《虞山赋》
中写道：“海门之柿，顶山之栗。 樱李初收，杏桃方实。 负担提筐，
轻资眇息。其禽兽，则山鸦黄雀，花鸷青鸠……惟夫钟髦产秀，代

盛迭荣。 ”[5]虞山物产之丰富多样可见一斑。
（下转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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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径穿蒙密，鲜红万绿兜。 山深夸捷足，树矮笑低头。 堆刺

莺难啄，垂球鹊莫偷。 携归频饷客，粲粲白瓷瓯”（清·翁若素《西

山看杨梅》）———翁同龢的侄孙女翁若素， 用清丽活泼的笔调描

绘出虞山西部宝岩湾杨梅成熟的丰收场景， 勾勒出一幅生动有

趣的“看杨梅”风俗画卷。 全诗轻松愉悦，活泼灵动，诗人的喜悦

开怀之情跃然纸上。现如今，“看杨梅”这一民俗已被列为常熟非

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常熟人民对家乡民俗的保护与重视，文化

传承工作到位。
虞山“钟髦产秀”，除了开胃生津的宝岩杨梅，还有许许多多

的美味。 “味胜真堪惜，风高莫敢名……七碗香盈颊，应知减酒

情”（清·毛晋《虞山绝顶茶》）称赞了虞山绝顶茶的风味绝佳；“瓦

缶新粳参煮粥，墨云腴润入肠来”（李猷《老友馈虞山血糯欣然成

咏》）抒发了对鸭血糯的香糯甜软的赞叹；“易饱屏膏肉，余功益

肝肺”（宋·王伯广《顶山栗》）赞扬了顶山栗的美味健体。 常熟人

民也十分钟爱这些特色物产，在“老常熟”们看来，就着千年古刹

兴福寺（即破山寺）的钟磬之音，品上一杯虞山绿茶，再尝上一碗

蕈油面， 实乃人间一大乐事。 这也体现了常熟人民不但热爱生

活，还会享受生活。

总之，虞山不但是常熟的一大胜迹，还见证着常熟历史文化

积淀的深厚与辉煌。“两湖开镜，天下常熟，虞山福地，人杰地灵。
远望仲雍，高坟萧瑟，旁临齐女，哀垅苍茫。吴王周章，墓在东岭，
太子昭明，书声琅琅。兴福禅寺，齐梁古刹，三峰禅院，劫后重光。
维摩旭日，藏海香火，宝岩杨梅，剑门品茶。辛峰夕照，方塔凌云，
十里青山，七弦琴川。南方夫子，道启东南，言子故里，弦歌之乡。
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古城新貌，继往开来。 ” [6]（佚 名《常 熟·虞

山》）虽然本文对于虞山古诗的研究仅是一鳞半爪，存在许多不

足之处，但笔者仍希望能为虞山文化的传承贡献一点微薄力量，
也希望古城常熟继续弘扬虞山文化，“古城新貌，继往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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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 注 为： Originally a term from Buddhism. “Monsters and
Demons” was use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refer to
all the enemies of the revolution.

原文 知青

译 文 educated youth—young college students who no
longer had schools to go

原文 五七干校

译文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s
脚 注 ：The May Seventh Cadre Schools were labor camps

and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ere cadres and intellec-
tuals were “re-educated”.

归化策略是以目的语读者为归宿， 采用目的语读者所习惯

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解释陌生的概念，易于目的语读

者接受。 如下面对“鬼”，“肉包子”和“驴肝肺”的翻译，采用归化

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 将目的语英语中没有的概念用地道的英

语表达出来，使读者能无障碍地顺畅阅读。
原文 “邪乎到家必有鬼。 ”“我说的‘有鬼’是指没有鬼，是

有人捣鬼”。
译文 Anything sufficiently weird must be fishy.
I’m saying that there’s always someone behind things that

don’t seem to have an explanation.
原文 让他去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译文 If you send him, he’d be a meat dumpling thrown

to the dog.
原文 讲个礼貌，打个招呼你还当驴肝肺了。
译文 I chose to be polite and stop to greet you. You’re

making being nice a thankless task.
2.4 翻译态度

尽管自身具有极好的中英文素养， 刘宇昆在接到翻译任务

后，请了许多朋友来帮忙，其中有真正的物理学、天文学学者，为

的是将源语文本中的科幻术语翻译好。还有文学界的朋友，为的

是评定翻译后的文本是否符合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又能保

留刘慈欣独特的文笔。 从中可见译者翻译态度之严谨。
3 结语

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后，译者主体性得到更为广泛的

关注，译者的地位得到提高，中国文学得以更好地实现与世界读

者进行交流，中国读者得以读到更新更好的国外文学作品，这与

译者在源语文本，目的语文本，源语和目的语社会文化间能动地

解构和建构密不可分。 译者主体性在受动性的范围内充分得以

发挥，才能提供完美完善的译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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