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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词的黄金岁月”。
宋词的繁荣得益于晚唐和五代
词人的努力，南唐李煜一句“问
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
东流”，已将词提升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在宋朝，“诗言志”下面
的“歌永言”，已换成了“词言
情”。

其实，唱酬现象在先秦时就
有。唱酬亦称“唱和”、“酬唱”，
要求“共题同作”。唐朝诗坛运
用成熟的“唱酬”规则给宋人填
词带来了新的刺激和兴趣，个个
乐在其中。

唱酬规则有酬和、赓和、追
和、分韵、依韵、用韵、次韵、步韵
等多种手法。在唐朝，诗人们无
不唱酬，白居易《因继集重序》
称：“未忘少年时心，每因唱酬，

或相侮谑。”唐朝人的“斗诗”精
神被宋朝文人完全继承下来，饮
酒必填词，填词只须酒。用北宋
著名词家晏殊的词句来说，这叫

“一曲新词酒一杯”，与唐朝人的
“斗酒诗百篇”相映成趣。

词皆有固定词牌和格式，依
牌格填出即行，故写词多称“填
词”。词的这种特有属性，也决
定“斗词”比“斗诗”更有规矩。
而且，斗词不仅可以在同辈、朋
友间进行，后辈甚至后代都可隔
时空“斗”上一词。

贺铸和张元干都是宋朝词
人，贺铸当年居于今苏州横塘
时，对路过的女孩一见钟情，却
无从搭讪，郁闷之下写下一首
《青玉案》词：“凌波不过横塘路，
但目送，芳尘去……”此词一出，

唱酬者甚多。南宋词人张元干
在《青玉案》序称：“贺方回所作，
世间和韵者多矣”，遂有唱酬之
作：“平生百绕垂虹路。看万顷、
翻云去……”

北宋时最著名的一场“诗词
大会”是在驸马都尉王诜的私家
花园西园里举行的，史称“西园
雅集”，举行时间在宋神宗元丰
初年。王诜邀苏轼、苏辙、黄庭
坚、米芾、秦观、李公麟以及日本
圆通大师等 16位文化名人、作
词高手、绘画大师等，作诗填词，
谈经论道。宋代的这次“西园之
会”与东晋的“兰亭之会”一道，
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两段佳
话。①3

综合《光明日报》《北京晚
报》

宋朝文人“饮酒必填词”

由“飞花令”看古代酒令文化

不仅是种罚酒手段
核心阅读

魏晋时，文人雅士多喜袭古风，整日间饮酒作乐，清
谈老庄，游心翰墨，作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阳春白雪
的高雅酒令，已不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诗这种高逸
雅事的参与而不同凡响。

《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总决赛日前落幕，年仅16岁
的上海复旦附中高一女生武亦姝不负众望，连闯三关，成
功夺冠。《中国诗词大会》开播以来，无数网友在电视机前
跟着选手答题，在微博、微信上热烈讨论，引发了人们对
古诗词记忆空前高涨的参与度。其中，最受观众热捧的
环节无疑是“飞花令”。选手来到舞台中间，轮流背诵含
有关键字的诗句。气质沉静的武亦姝正是由于在“飞花
令”中展现出超凡的诗词阅读量，因而圈粉无数。

《中 国 诗 词 大 会》落
幕，“飞花令”也在网上成
了热搜词。人们在感叹选
手涉猎之广的同时，也不
由发问，“飞花令”究竟是
什么？

“飞花令”本是中国古
代一种喝酒时用来罚酒助
兴的酒令。不过，它比“五
魁首，六六六”之类的民间
酒令高难多了，没有诗词
基础的人根本玩不转它，
所以这种酒令也成了文人
墨客们的最爱。

追根溯源，“飞花”一
词出自唐代诗人韩翃《寒
食》诗中“春城无处不飞
花”一句。最基本的飞花
令诗句中必须含有“花”
字，而且对“花”字出现的
位 置 同 样 有 着 严 格 的 要
求。这些诗可背诵前人诗
句，也可现场吟作。行令

人一个接一个，当作不出
诗、背不出诗或作错、背错
时，由酒令官命其喝酒。
例如：花开堪折直须折，第
一字是花；落花人独立，第
二字是花；感时花溅泪，第
三字是花……以此类推。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
行令方法：行“飞花令”时，
诗句中第几个字为“花”，
即按一定顺序由第几个人
喝酒。如巴金的《家》中有
这样一段描写：“淑英说一
句‘落花时节又逢君’，又
该下边的淑华吃酒。”

当然，登上《中国诗词
大会》舞台的“飞花令”除
了“ 花 ”之 外 ，诸 如“ 月 ”

“酒”等都曾被用作关键
字；对诗句要求也没有这
样严格，选手只要背诵含
有关键字的诗句，即可过
关。

飞花令是什么

以“飞花令”为代表的
饮酒行令，其实是中国人
在饮酒时的一种特有的助
兴游戏。酒令的历史由来
已久。春秋战国时期的饮
酒风俗，就有所谓的“当筵
歌诗”“即席作歌”。从射
礼转化而成的投壶游戏，
实际上就是一种酒令。由
此形成的“投壶令”，一直
延续到明清时代。

到了秦汉之间，承袭
前人遗风，文人们亦在席
间联句，名之曰“即席唱
和”，用之日久，作为游戏
的酒令也就产生了。“酒
令”一词，最早见于《后汉
书�贾逵传》：“（贾逵）尝作
诗，颂、诔、连珠、酒令凡九
篇。”这里提到的酒令，即
是行令的令辞。

魏晋时，文人雅士多
喜袭古风，整日间饮酒作
乐，清谈老庄，游心翰墨，作
流觞曲水之举。这种有如
阳春白雪的高雅酒令，已不
仅是一种罚酒手段，更因作
诗这种高逸雅事的参与而
不同凡响。最著名的一次

“流觞曲水”，当数晋穆帝永

和九年三月三日的兰亭修
禊大会。当时，“书圣”王羲
之与当朝名士四十一人，于
会稽山阴的兰亭排遣感伤，
抒展襟抱，众人所作的诗篇
荟萃成集，由王羲之醉笔走
龙蛇，就是名传千古的《兰
亭集序》。

唐宋时，酒令又得到
了长足的发展，种类也更加
丰富多彩。据皇甫松《醉乡
日月》记载，当时已有“骰子
令”“小酒令”“改令”“手势
令”的名目了，酒令的游戏
规则也有了多种规定。大
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元稹、
李商隐、杜牧、皇甫松等，为
我们留下了大量描写饮酒
行令的诗篇，为酒令文化增
添了浪漫色彩。民间流传
的李白和贺知章、王之涣、
杜甫四人的联诗行令故事，
便是一则美谈。四人联成
的一首诗是：

一 轮 圆 月 照 金 樽 ，
（贺）金樽斟满月满轮，（王）
圆月跌落金樽内，（杜）手举
金樽带月吞。（李）既有格律
诗味，又不失为应时即景的

“席上之物”。

探寻酒令的由来

中国历史上的酒令虽五花
八门，品类繁多，但大致可分为
雅令和通令两大类，其中又以
雅令最受欢迎，仅见于史籍的
雅令就有四书令、花枝令、诗
令、谜语令、改字令、典故令、牙
牌令、人名令、对字令、彩云令
等。

《红楼梦》第四十回《金鸳
鸯三宣牙牌令》中，就描写了当
时上层社会喝酒行雅令的生活
场景。行雅令时，必须能引经
据典，当场构思，即席应对，这
就要求行令者既要有文采和才
华，又要敏捷和机智，所以它是
酒令中最能展示饮者才思的项
目。

例如，宋人《苕溪渔隐丛
话》中记载，唐朝使臣出使高
丽，宴饮当中，高丽有一人行酒
令曰：“张良与项羽争一伞，良
曰‘凉伞’，羽曰‘雨伞’。”唐使
即席应对曰：“许由与晁错争一
瓢，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
芦’。”此令中名对名，物对物，
唐朝使臣应对得体，同时也可

以看出高丽人对中国文化之熟
识。

此外，还有种“一物双说
令”。它的行令方式是：每人说
出一物，再接两句话，要求这两
句话音同而义反，不成则罚酒
一杯。如：“风中蜡烛，流半边，
留半边。”“梦里拾珠，拾一颗，
失一颗。”流、留和拾、失就是音
同义反的字，符合此令的规则。

好的酒令不但令人赏心悦
目，也能道出行令人的心境。
明朝国子监祭酒陈询因得罪权
贵被贬谪，同僚为他送行，酒至
微 醺 ，行 令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游
戏。陈询说：“轟字三个车，余
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
径斜。”朋友对：“品字三个口，
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
一杯酒。”陈询又答：“矗字三个
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
而不三黜。”人生失意莫不酸
楚，但能和同道之人借酒切磋，
也算是苦中作乐，有所安慰吧！

不过，雅令中最文的还要
算诗酒令，这是文人墨客把酒

令与诗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文字
游戏。唐代传奇《申屠澄》中记
载了一则关于诗酒令的故事：

布 衣 秀 才 申 屠 澄 赴 任 县
尉，被风雪阻途，夜投茅屋。好
客的主人烫酒备席，申屠澄举
杯行令：厌厌夜饮，不醉不归。
这是引用《诗经》所行的雅令。
话音刚落，主人之女就笑着说：
这样的风雪之夜，你还能到哪
里去呢！说完，少女看了申屠
澄一眼，脱口出令：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申屠澄听后，惊叹
万分。他知道少女是在用《诗
经�郑风�风雨》里的句子，隐去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巧妙而
含蓄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于
是，申屠澄便向少女的父母求
婚，两人最终喜结良缘。

毋庸讳言，酒令是我国古
代流传至今的酒文化中一朵别
有风姿的奇葩，是劝酒行为的
文明化和艺术化，可称为酒席
间的“笔会”。自然，为健康计，
饮酒还是不醉为佳，不过这就
是另外的主旨了。

历史上的著名酒令
清佚名绘“四月流觞”（局部）


